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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质生产力是立足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提出的新理念、新要求，是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国的关键

动力。本文构建评价体系并利用熵值法测算了我国280个地级市的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进而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城市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新质

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且城市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地域

的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创新能力是城市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且创新能力对

经济高质量发展起正向调节作用。本文的工作为探讨城市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及路径研

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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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 new concept and requirement based on the current level of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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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is a key driving force for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powerhouse.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and uses the entropy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 of 280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Then, a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urba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re is a 
non-linear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high-qual-
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act of urba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n high-quality eco-
nomic development ha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Mechanism testing shows that innovation capabil-
ity is the key path for urba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
ment,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plays a positive regulatory role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work of this article provides certain empirical evidence for exploring the rela-
tionship and path research between urba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
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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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意义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增长方式，是创新高效节能环保高附加值的增长方式，是智慧

经济为主导、高附加值为核心、质量主导数量、GDP 无水分、推动产业不断升级、推动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1]。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3678.7 亿元，

2024 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61.7 万亿元，是 1978 年的 335.52 倍，人均 GDP 为 89,498 元，取得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快速提升固然令人欣喜，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

面临着结构失衡、环境污染加剧、经济效率低下、收入差距拉大等外延式和粗放式发展问题[2] [3]。仅依

靠传统生产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然不能为继[4]，经济高质量发展被视为比经济增长质量范围

更宽、要求更高的质量状态，更能体现新时代的新思想与新变化，包含了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

的内容[5]。因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所在[6]。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是

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7]。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提升生产要素质量，催生新型生产组织形态，实现核心主导

产业、交叉融合产业、潜在关联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的互联互动，并赋能创新生态系

统，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8]。为此，科技创新应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使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内生动力。 
现有文献对于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不统一，对两者间的影响关系也不统一。且鲜

有文献确切地将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

于：第一，从市域层面构建了城市新质生产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丰富了相关研究的定量视角；第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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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并验证了城市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丰富了相关研究的经验证据；第三，

探究了不同城市新质生产力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表现，丰富了相关政策建议的参考依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城市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以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为主驱动力的先进生产力，可以有效地提升生产效

率与竞争力[9]。现有研究通常围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关系展开。在直接影响方面，

新质生产力可推动驱动方式由传统生产要素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向数据、人才等新兴生产要素驱动的集

约型发展模式[10]，实现新动能驱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沈坤荣等认为，新质生产力可以推动传统产业

由高能耗转为低能耗，劳动密集型转为知识密集型[11]。同时，新质生产力能够催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如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生物经济等，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间接影响方面，随着新质生产力水平的

提高，城市经济可能会达到一个转折点。在这个点上，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边际贡献开始递

减。杨栩等发现产业结构调整幅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会同时对环境污染排放量产生影响，但不论产业结构

调整幅度有多大，也不论经济增长速度为多大，在整个产业结构调整阶段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排放总量

之间始终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12]。即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可能会导致环境质量

的倒 U 型变化，即先减少污染，然后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进一步发展而扩大污染，从而影响

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城市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呈倒 U 型关系。 

2.2. 城市创新能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现有研究主要探讨创新能力与新质生产力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单边作用机制。一方面，发展新质生

产力可以有效地提高城市创新能力[13]。在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方面，培育数字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各地加

大研发投入，加强科技创新，尤其是在原始创新、颠覆性领域的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14]，使

得原创新、颠覆性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创新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15]。在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各地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

脖子”问题[16]，致力于提升区域内技术创新水平。城市通过不断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实现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创新能力在城市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见图 1)，以便于更加清晰直观地理解城市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3. 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3.1. 模型设定 

1) 模型构建 
门槛回归模型(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是一种用于分析变量间非线性关系的统计方法，尤其适用

于研究当一个变量达到某个特定阈值时，另一变量的影响效果发生显著变化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为准确

评估城市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选用门槛回归模型，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0 1it i it it itQua μ β Controls β Hqp ε= + + + 若 itq 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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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0 2it i it it itQua μ β Controls β Hqp ε= + + + 若 itq γ>  (2) 

其中， itQua 代表第 i 个城市在 t 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itHqp 代表第 i 个城市在 t 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水平。 itControls 代表城市新质生产力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控制变量， itε 是随机误差项。 
2) 假设检验 
在进行门槛回归之前应先进行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原假设为 1 2β  = β ，即不存在门槛效应；备择假

设为 1 2β β≠ ，即存在门槛效应。在原假设下，方程式为： 

 ( )it i it it itQua = μ θ Controls β Hqp εγ′ ′+ + +  (3) 

进行同样的处理，消除固定效应后： 

 ( )1it it itQua = β Hqp εγ∗ ∗ ∗′ +  (4) 

对(2)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就可以得到系数与残差的估计量 ( )*
1, itβ ε  ，并计算残差平方和 0SSE ε ε∗ ∗=   ；

构建以下 F 统计量，以检验门槛效应的存在性： 

 ( )supF = F γ  (5) 

 ( ) ( )( )
( ) ( )

( )0 1 0 1
2

0

ˆ 1 ˆ
ˆ ˆ1

SSE SSE SSE SSE
F

SSE n T
γ γ

γ
γ σ
− −

= =
−

 (6) 

在原假设下，由于 F 统计量的分布是非标准的，需要通过 bootstrap 自动抽样获得 F 统计量渐进分

布，并计算接受原假设的概率值。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 itQua )。本文先参照李金昌等的方法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创新

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共 5 个一级指标、12 个二级指标、21 个三级指标，再

采用熵值法测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17]。具体指标如表 1 所示。 

3.2.2. 核心解释变量 
城市新质生产力( itHqp )以生产力二要素理论为基础，采用张哲等的做法对新质生产力进行衡量[18]。

本文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个维度共选取 11 个指标来构建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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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如表 2 所示。然后采用熵值法进一步计算相关指标的权重，加总得到城市新质生产力的指标。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表 1. 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分类指标 次级指标 具体指标 计量单位 

创新发展 
科教投入 

科技投入/财政支出 % 

教育投入/财政支出 % 

专利水平 专利获得量 个 

协调发展 

金融发展 金融存款余量/金融存款余量 % 

人民生活 
单位人均收入 元 

非房地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 %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比重 % 

开放发展 

外资概况 外资利用 亿美元 

外企概况 
外资企业总产值 亿元 

外资企业数 个 

绿色发展 

三废排放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产值 吨/万元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产值 吨/万元 

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产值 吨/万元 

污物处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共享发展 

社会福利 

医师数/人口 个/万人 

在岗职工工资 元 

城市绿化率 % 

消费水平 社会零售品消费/GDP % 

政府负担 财政支出/财政收入 %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表 2.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构成要素 指标解释及来源 方向 权重 

新质劳动力 

新兴产业员工数量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市公司的总员工

数，数据来源于企业年报 + 10.08% 

员工个人能力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数据来源于相关统计年鉴 + 0.98% 

员工高素质水平 普通高等学校学校数(所)，数据来源于相关统计 
年鉴 + 5.08% 

新质劳动对象 基础设施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千户，数据来源于相关统计

年鉴 + 3.17% 

电信业务总量(亿元)，数据来源于相关统计年鉴 +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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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未来发展 机器人安装密度，参考文献：魏下海等(2020)的 
文章 + 2.47% 

生态环境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亿元)，数据来源于相关统计 
年鉴 + 5.01% 

碳交易、用能权交易、排污权交易(亿元)，数据来

源于各地级市门户网站披露整理 + 5.1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数据来源于相关统计

年鉴 + 0.13% 

新质劳动资料 

技术研发 科学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数据来源于相

关统计年鉴 + 2.58% 

创新产出 
当年申请的发明数量，来源于国家专利总局 + 8.87% 

当年申请的实用新型数量，来源于国家专利总局 + 7.63% 

智能化 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数据来源于天眼查 + 12.09% 

绿色化 

当年申请的绿色发明数量，数据来源于国家专利

总局 + 9.64% 

当年申请的绿色实用新型数量，数据来源于国家

专利总局 + 7.98% 

数据要素 

数据要素利用水平，上市公司数据资产相关词频 
+ 1 取对数，词频参考苑泽明(2022)的文章 + 1.37% 

有无数据交易平台，手工搜集各地级市是否有数

据交易所，有取值为 1，没有取值为 0 + 13.53% 

3.2.3. 控制变量 
参考赵涛；罗爽等选取经济发展水平( itJj )、对外开放水平( itOpen )、环境规制( itEr )、科学技术水平

( itSci )、金融发展程度( itFin )、城镇化水平( itUrban )、工业化水平( itInd )作为城市新质生产力影响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控制变量[19] [20]。变量定义见表 3。 
① 经济发展水平( itJj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质基础和

条件。高水平的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更完善的产业链、更广泛的市场需求和更先进的技术基础，这些都

为新质生产力的涌现提供了有利环境。 
② 对外开放水平( itOpen )：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城市引进先进技术，加强与国际科技前沿的交流

与合作。这种开放性促进了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③ 环境规制( itEr )：政府实施严格环境制度，如提升重污染企业进入门槛，转移排放未达标企业，并

吸引高质量企业进入。这能够改变地区内部产业链结构，影响企业建立供需关系的合作机制，作用于新

质生产力。 
④ 科学技术水平( itSci )：高水平的科学技术水平为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和保障。

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带来新的生产工具、生产方法和管理模式，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推

动生产力的提升。其次，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也为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新的技术成果不断涌现，为各行各业的生产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推动了生产力的不

断更新和升级。 
⑤ 金融发展程度( itFin )：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发展能够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必要的资金、风险管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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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服务创新和信息传递支持，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成长和发展。 
⑥ 城镇化水平( itUrban )：城镇化水平通过促进产业集聚、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

级等多种途径，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⑦ 工业化水平( itInd )：较高的工业化水平通常意味着城市拥有较为成熟的技术基础和较强的创新能

力。这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创新能力，有助于推动产业向更高端、更智能化方向发展。 
 

Table 3. Variable definition 
表 3.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被解释变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itQua  
解释变量 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 itHqp  
中介变量 城市创新能力 itIn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itJj  
对外开放水平 itOpen  
环境规制水平 itEr  
科学技术水平 itSci  
金融发展程度 itFin  
城镇化水平 itUrban  
工业化水平 itInd  

3.3. 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为探讨城市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选取 2009~2021 年 280 个地级市数据作为研

究对象。城市相关数据、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和一系列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马

克数据网、IMF 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CSMAR)及 Wind 数据库；剔除严重缺失的数据，并使用线性插

值法填补个别缺失的数值。表 4 列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4. 描述性统计 

变量 Obs Mean Sd Min Median Max 

itQua  3627 0.003 0.005 0.000 0.001 0.060 

itHqp  3627 0.050 0.073 0.002 0.023 0.618 

itJj  3627 10.660 0.623 4.595 10.656 13.056 

itFin  3627 2.451 1.201 0.588 2.139 21.302 

itOpen  3627 0.179 0.294 0.000 0.076 2.491 

itUrban  3627 0.550 0.154 0.151 0.531 1.001 

itSci  3627 0.017 0.017 0.001 0.011 0.207 

itInd  3627 0.397 0.129 0.000 0.399 1.000 

itEr  3627 78.977 23.061 0.240 88.230 15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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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 可以看出，我国 280 个地级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最大值为 0.06，平均值为 0.001，这说明

我国各地级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发展仍处在起步阶段，且经济高质量水平发展不均衡。

同时 280 个地级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最大值为 0.618，平均值为 0.023，同样出现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为

探究为何未出现此差异，本文主要从城市新质生产力角度探讨其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为了避免数据出现共线性，需要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一般通过方差膨胀因子 VIF 来检测是否有多

重共线性，表 5 是模型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collinearity test 
表 5. 共线性检验结果 

变量 VIF 变量名称 VIF 

itUrban  3.061 itFin  1.854 

itJj  2.813 itOpen  1.399 

itHqp  1.946 itInd  1.362 

itSci  1.859 itEr  1.075 

Mean VIF 1.921 .  

 
表 5 可以看出各变量的 VIF 值都小于 10，表明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且均值和标准差反

映出变量间差异较大，满足实证检验要求。 
在进行回归前首先要判别变量的平稳性，若原序列不平稳而直接进行回归分析，则可能导致出现“伪

回归”。为此采用 ADF 单位根检验方法进行判定(见表 6)。 
 

Table 6. Unit root test 
表 6. 单位根检验 

变量 ADF statistic 变量名称 ADF statistic 

itHqp  11.8392*** itOpen  24.2972*** 

itQua  46.2449*** itSci  26.9907*** 

itJj  41.3864*** itInd  9.8258*** 

itFin  18.7281*** itEr  38.1300*** 
***p < 0.01，**p < 0.05，*p < 0.1。 

 
表 6 是模型的单位根检验结果，从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的原始序列结果均拒绝原假设，即不存

在单位根，满足实证检验要求。 

4. 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4.1. 门槛检验 

在使用门槛回归模型前，首先需要对门槛效应的存在性进行检验，以便识别方法的使用是否合理，

并进一步确定门槛的个数，以及模型的具体形式。通过使用 bootstrap 自抽样方法，获得(6)式中 F 统计量

的渐进分布，并计算出接受原假设的概率值(p 值)。表 7 报告了新质生产力作为因变量时，单一门槛、双

门槛以及三门槛效应存在性的检验结果发现：单一门槛与双重门槛效果均显著，而三重门槛效应不显著

(10%显著水平)。因此，本文的分析应该采用双门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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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Threshold test results 
表 7. 门槛检验结果 

变量 Single Double Triple 

Rss 51.263 50.578 50.192 

Mse 0.014 0.014 0.014 

Fstat 295.480 48.960 27.820 

Prob 0.000 0.060 0.508 

Crit10 47.576 42.076 57.350 

Crit5 63.729 56.676 67.768 

Crit1 113.584 81.947 100.231 

注：F 统计量与 p 值通过 bootstrap 重复自抽样 500 次计算得到。 

 
从表 7 中可以看出当 Prob 统计量小于 0.1 时，模型存在双门槛值，模型门槛效应显著即城市新质生

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双重门槛。随着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达到一个

转折点。在这个点上，城市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开始递减。 

4.2. 双门槛回归 

Table 8. Double threshold regression results 
表 8. 双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itQua  
itJj  0.016* 

 (1.78) 

itFin  −0.012*** 

 (−3.09) 

itOpen  0.116*** 

 (4.96) 

itUrban  −0.066 

 (−1.33) 

itSci  1.857*** 

 (6.86) 

itInd  0.071** 

 (2.17) 

itEr  0.005 

 (0.29) 

itHqp  < 0.0547 0.759** 

 (2.24) 

0.0547 ≤ itHqp  < 0.2351 −0.883***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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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tHqp  ≥ 0.2351 −2.422*** 

 (−17.16) 

Constant 0.115 

 (1.33) 

Observations 3627 

Number of id 279 

R-squared 0.257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p < 0.01，**p < 0.05，*p < 0.1。 

 
以 280 个地级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作为研究样本，以 280 个地级市新质生产力水平为因变量时，

双门槛面板模型的系数估计结果如表 8 所示。结合表 7 中的门槛估计值，双门槛回归结果表明 itHqp 对

itQua 的关系中存在 2 个门槛值，分别为 0.0547 与 0.2351。两个门槛值将 itHqp 取值区间分为 3 部分，第

一部分为 itHqp 小于 0.0547，此时 itHqp 与 itQua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正相关关系。第二部分为 itHqp
大于 0.0547 小于 0.2351，此时 itHqp 与 itQua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负相关关系，第三部分为 itHqp 大

于 0.2351，此时 itHqp 与 itQua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影响更强烈的负相关关系。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城市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存在门槛效应和最佳的影响区间，

只有不超过一定的门槛才能显著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综上假设 H1 得到证明。 

4.3. 异质性检验 

为了深入挖掘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关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中可能展现的独特特征，本研究采用

了细致的分组回归分析方法。具体而言，本文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分组的基准，将所有研究

对象按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中位数分成两组，一组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组，另一组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组(见表 9)。 
 

Table 9.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表 9. 异质性检验结果 

 高经济发展水平 低经济发展水平 

变量 itQua  itQua  
itJj  0.000 0.000*** 

 (0.80) (5.13) 

itFin  −0.000 −0.000*** 

 (−1.55) (−3.21) 

itOpen  0.002*** −0.000 

 (4.72) (−0.15) 

itUrban  −0.001 −0.000 

 (−0.80) (−0.59) 

itSci  0.030*** 0.008*** 

 (5.73) (5.24)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4.134077


曾凌，黄羿 
 

 

DOI: 10.12677/wer.2024.134077 716 世界经济探索 
 

续表 

itInd  0.002* 0.000 

 (1.88) (1.35) 

itEr  −0.000 −0.000 

 (−0.09) (−0.20) 

itHqp < 0.414 0.012** −0.001 

 (2.26) (−0.46) 

0.414 ≤ itHqp  < 0.453 −0.007*** −0.018*** 

 (−2.70) (−9.13) 

itHqp  ≥ 0.453 −0.023***  

 (−10.78)  

Constant 0.002 −0.001** 

 (1.34) (−2.21) 

Observations 1,807 1820 

R-squared 0.279 0.134 

Number of id 139 140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p < 0.01，**p < 0.05，*p < 0.1。 

 
从表 9 中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存在双重门槛，即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在一定水平以

下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超过这一门槛值则抑制其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则只存在单一

门槛，可能的原因有以下方面： 
1) 转型成本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往往缺乏足够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来支撑新质生产

力的培育和发展，转型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成本，这些成本可能在短期内难以产生经济效益。 
2) 资源配置不均：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高效的资源配置和优质的人力资

源。在经济较落后的城市，这些条件可能不成熟，导致资源配置不均，限制了新质生产力的发挥。 
因此，虽然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但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来说，

它们需要克服上述挑战，通过逐步完善基础设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强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才能

更好地发挥新质生产力的积极作用。 

4.4. 稳健性检验 

4.4.1. 加入遗漏因素 
考虑到本文所选样本时间区间包含了 2020 及之后的年份，2020 发生了影响全球的新冠疫情，故此

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对宏观经济来说为严格外生的外部冲击，如果不考虑此因素则可能导致遗漏变量的内

生性问题。参考邵小快等的做法加入代表新冠疫情的代理变量 itCovid 后[21]，再次进行回归，若在此情况

下核心解释变量显著性与前文结论保持一致，表明结果较为稳健。检验结果见表 10。 
从表 10 中可以看到在加入遗漏因素后检验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存在双重门槛且显著性与前文结

论保持一致，表明结果较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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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0. Add omitted factor test results 
表 10. 加入遗漏因素检验结果 

 加入遗漏因素 

变量 itQua  

itJj  0.026*** 

 (2.84) 

itFin  −0.008** 

 (−2.22) 

itOpen  0.132*** 

 (5.67) 

itUrban  0.020 

 (0.39) 

itSci  1.913*** 

 (7.14) 

itInd  0.022 

 (0.68) 

itEr  −0.002 

 (−0.14) 

itCovid  −0.057*** 

 (−8.17) 

itHqp  < 0.0547 0.776** 

 (2.32) 

0.0547 ≤ itHqp  < 2351 −0.795*** 

 (−4.47) 

itHqp  ≥ 0.2351 −2.323*** 

 (−16.56) 

Constant −0.018 

 (−0.20) 

Observations 3627 

Number of id 279 

R-squared 0.272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p < 0.01，**p < 0.05，*p < 0.1。 

4.4.2. 敏感性分析 
为保证结果的普遍适用性，降低特殊样本的影响，本文将样本中的第一年以及最后一年进行剔除，

并以此作为敏感性测试(见表 11)。若结果依然成立，表明结论在普通样本中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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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 Sensitivity analysis results 
表 11. 敏感性分析结果 

变量 itQua  
itJj  0.020 

 (1.64) 

itFin  −0.013*** 

 (−3.47) 

itOpen  0.097*** 

 (3.89) 

itUrban  −0.071 

 (−1.24) 

itSci  1.545*** 

 (5.50) 

itInd  0.057 

 (1.64) 

itEr  0.001 

 (0.07) 

itHqp  < 0.414 0.841** 

 (2.34) 

0.414 ≤ itHqp  < 453 −0.944*** 

 (−4.73) 

itHqp  ≥ 0.453 −2.497*** 

 (−15.59) 

Constant 0.108 

 (0.95) 

Observations 3069 

Number of id 279 

R-squared 0.269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p < 0.01，**p < 0.05，*p < 0.1。 

 
从回归结果可知，将样本中的第一年以及最后一年进行剔除后核心解释依然与因变量存在双门槛效

应，表明结论在普通样本中同样适用。 

4.5. 机制检验 

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设立城市新质生产力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

验。为了验证假设 H2，本文采用江艇(2022)两步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22]，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0 1=it i it it itIn μ β Controls β Hqp ε+ + + 若 itq γ≤  (7) 

 0 1=it i it it itIn μ β Controls β Hqp ε+ + + 若 itq 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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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自变量通过何种路径影响因变量，同时避免传统三步法的内生性问题，第一步为核心解释变

量与因变量的回归，即前文基准回归，结果显著通过。第二步，将因变量转换为机制变量，若核心解释

变量依然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中介效应成立。 
在对机制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门槛效应的存在性进行检验，表 12 报告

了城市创新水平作为因变量时，单一门槛、双门槛以及三门槛效应存在性的检验结果发现：单一门槛

与双重门槛效果均显著，而三重门槛效应不显著(10%显著水平)。因此，机制分析应该采用双门槛模型

(见表 13)。 
 

Table 12. Results of the threshold test for urban innovation 
表 12. 城市创新门槛检验结果 

变量 Single Double Triple 

Rss 9.24e+06 9.07e+06 8.92e+06 

Mse 2557.024 2510.894 2468.886 

Fstat 376.190 66.400 61.490 

Prob 0.000 0.068 0.118 

Crit10 56.945 52.852 81.573 

Crit5 85.336 98.543 206.906 

Crit1 120.154 328.354 380.774 

 
Table 13. Regression results of dual threshold for urban innovation 
表 13. 城市创新双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itIn  
itJj  0.016 

 (1.46) 

itFin  0.009 

 (0.78) 

itOpen  −0.082*** 

 (−9.70) 

itUrban  −0.024*** 

 (−4.01) 

itSci  −0.048*** 

 (−5.87) 

itInd  0.005 

 (1.07) 

itEr  −0.004 

 (−1.05) 

itHqp  < 0.257 0.310***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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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0.257 ≤ itHqp  < 0.281 0.232*** 

 (14.15) 

itHqp  ≥ 0.281 0.407*** 

 (32.04) 

Constant −0.008 

 (−1.13) 

Observations 3640 

Number of id 280 

R-squared 0.464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p < 0.01，**p < 0.05，*p < 0.1。 

 
双门槛面板模型的系数估计结果如表 13 所示。结合表 12 中的门槛估计值，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城

市创新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假设 H2 得到证明。 

5. 结论 

本文以城市新质生产力这一新视角为切入点，深入探究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基于我国

2009~2021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科学量化了城市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

同时，从城市创新水平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城市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在一定水平中城市新质生产力显著促进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在超过一定

水平后则会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作用机制验证了新

质生产力能够通过实现城市创新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第三，在异质性方面，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的地区的城市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明显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 因地制宜发展策略：首先需要对城市的现有产业、资源和人才进行全面的评估，识别出城市的优

势和潜力所在，以此为基础，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规划。其次鼓励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融合，例

如，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其竞争力。再次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引入，应有计划、

有序地引导，避免资源错配和泡沫产生。最后建立动态监测机制，跟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及时调

整发展策略。 
2)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建立和完善创新

平台，如科技园区、孵化器等，吸引和培养创新人才。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创新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

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活力。 
3) 人才培养与引进方针：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人才。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现有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使其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需求。制定灵活的人才引

进政策，吸引国内外高端人才，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包括提供良好

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职业发展机会，以留住和吸引人才。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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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000940)；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21053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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