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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背景下，发展预期不稳与绿色转型动

力不足成为制约企业绿色创新变革的根本阻碍。本文立足于企业绿色转型的现实制约，

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实施效果。研究发现，政府采购能够显著促

进企业绿色创新，且主要通过改善企业正向发展预期、强化融资扩张发展偏好、降低经

营业绩波动等机制，发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支持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采购

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实施效果主要体现在异地采购、非重污染行业、内部控制完善

及环保违规程度较高的企业。本文研究结论对政府采购政策的推行完善和企业绿色转

型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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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

技术创新，加速推动重点行业与重要领域的绿色转

型，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这意

味着我国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兼顾“绿色转

型”与“创新主导”的双重国家战略目标，企业绿色

创新不仅承担着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关键技

术核心竞争力的责任，同时起到推动经济绿色转

型、加速“双碳”目标实现的关键作用。一方面，绿色

创新成为企业提升自身竞争优势、实现绿色转型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推动力（Huang和 Li，2017；

王馨和王营，2021）；另一方面，绿色创新不仅有助
于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更有

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

略目标（解学梅和朱琪玮，2021；王珍愚等，2021）。
然而，现阶段我国绿色创新面临着创新风险高、资

金投入大、不确定性强、发展预期不稳等方面的现

实约束，不少企业缺乏开展绿色创新的持续动力、

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普遍偏低（解学梅和韩宇航，

2022）。要从根本上实现绿色创新技术迭代，单靠企
业自身力量难以为继，亟待政府有效施策发力，通

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予以有效的引导与支持。

政府采购作为市场机制和企业建立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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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方式，日益成为政府市场化治理的重要手段

（王伊攀和朱晓满，2022；窦超等，2020）。一方面，政
府采购具有贯彻国家战略的政策功能导向性，不仅

承载着促进绿色环保与科技创新的双重政策功能，

同时要求对产品绿色环保标准进行严格把关，通过

逐步提升采购产品的技术创新权重，充分调动企业

间的研发创新竞争活力（窦超等，2020）。另一方面，
政府采购具有缓解企业经营压力的稳定效用，良好

的社会预期是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基石，政府作为

企业的优质大客户，其强大的购买力与稳定的资金

来源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对于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

感知（聂辉华等，2020）。2018年，《深化政府采购制
度改革方案》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强化政府采购的

政策职能发挥机制，提升财政政策对稳定宏观经济

的积极作用。因此，作为需求侧重要的财政治理手

段，政府采购能否有效发挥引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的政策功能？同时，针对企业现实诉求，政府采购能

否破解企业绿色创新所面临的现实制约困难，以及

在政策引导实施过程中存在哪些异质性特征？这些

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现有关于政府采购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主要

聚焦于企业投资效率、企业创新、环保治理、融资约

束、落后地区扶贫、产能利用率等方面（Cohen和 Li，
2020；Chen 等，2021；Goldman，2020；韩旭和武威，
2021；胡凯等，2013；武威等，2022；武威和刘国平，
2021；武威和刘玉廷，2020；张国胜等，2018），较少
对企业绿色创新促进效果进行讨论。针对企业绿色

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合规性视角、制度理

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识别环境法规、环保补助、环

境保护税、环境权益交易（郭进，2019；刘金科和肖
翊阳，2022；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齐绍洲等，
2018）、市场绿色需求（Lin 等，2013）、公司治理
（Hojnik 和 Ruzzier，2016；Kock 等，2012）、绿色信贷
（王馨和王营，2021）等。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关于政
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促进功能及其背后

的内在机制尚未做出充分讨论。

基于此，本文利用 2015 年-2019 年 A 股上市
公司数据，探讨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与内在作用机理。本文可能的创新包括：一是有

别于以往研究，立足于企业绿色转型的现实制约

困难，从稳定发展预期的角度揭示了政府采购如

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二是结合企业各阶段所面

临的各类风险、压力与不确定性挑战，提出并验证

了政府采购通过改善企业发展预期、强化融资扩

张发展偏好与降低经营业绩波动推动企业绿色创

新的机制。三是数据采集方式创新，采取网络爬

取与手工收集相结合的方法，收集政府采购订单

协议信息，为政府采购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方面的

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采购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理论分析

企业作为一个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经济主体，

其各类投资都需建立在对未来风险与收益良好预期

基础之上，而研发创新类项目投入会挤占企业大量

短期生产经营成本。回报周期较长、研发成功率较

低、未来收益不确定的绿色创新项目（王馨和王营，

2021）对遵循理性人假设的管理者本身就是一种挑
战，在发展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大部分企业没有足

够的动力投身于绿色创新研发。从宏观层面，自“双

碳”目标提出以来，整个社会正在进行一场空前的观

念调整与技术整改，但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现

阶段，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多数出于政策利好，或迫于

规避环境规制处罚，并非一种自下而上的主动性行

为。由于整个社会自发性绿色转型意识基础薄弱，叠

加绿色创新不明朗的前景预期，亟待政府对微观市

场进行合理引导调控与实质性支持。

作为需求侧重要的财政政策手段，政府采购有

别于传统的企业采购活动，政府采购不仅能够为企

业提供稳定且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同时具有贯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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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战略的政策功能导向性（Goldman，2020；姜爱华
和朱晗，2018）。一方面，政府采购凭借其强大的购
买力、稳定的资金来源、较低的违约风险等优势

（Cohen 和 Li，2020；Dhaliwal 等，2016），在为企业提
供稳定现金流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缓解企业发展

面临的不确定性压力，为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稳定效

应（Goldman，2020）。因此，政府采购能够一定程度
上降低企业绿色创新的不安全感与不确定性，使得

企业能够在健康、平稳发展的基础上安心从事研发

创造，进而增强企业投身绿色创新的驱动力。另一

方面，政府采购承载着绿色环保与促进企业创新的

双重政策职能，由于政府采购对采购产品生产环节

与质量的高标准、严要求，企业会更加注重产品绿

色品质的提升，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激励企业不断

进步，从而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有力的政策引导作

用。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
假设 H1：政府采购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二）政府采购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

分析

由于绿色创新本身具有创新风险高、资金投入

大、研发成功率较低、未来收益不确定等特点，致使

企业在开展绿色创新项目方面的主动性与动力不

足，面对绿色创新不明朗的发展前景，多数企业追

求短期收益，没有信心进行长期的研发投入，因而

企业在绿色创新事前面临较高的发展预期风险与

不确定性。政府作为企业的优质大客户，其购买力

强大、资金来源稳定、国家信誉度较高，能够最大限

度缓解企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压力，降低企业不

确定性感知 （王伊攀和朱晓满，2022；Goldman，
2020）。一是政府采购规模普遍较大，庞大的采购规
模能够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Cohen 和 Li，
2020），同时大量资金现金流的注入能够帮助企业
安心从事研发创造活动。二是政府采购提供的资金

来源稳定且可持续，基于政府每一年稳定的产品采

购份额保障，政府采购能够帮助企业稳定未来发展

信心，有效改善企业对绿色创新发展的预期。因此，

政府采购能够一定程度减弱企业发展面临的不确

定性，稳定企业发展预期与信心，提高企业进行绿

色创新的事前风险容忍度，从而激发企业进行创新

活动的主观能动性。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
假设 H2：政府采购能够通过改善企业正向发展

预期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在绿色创新事中面临融资约束与扩张发

展压力。由于企业开展任何投资项目都会充分权衡

盈亏利弊及资产有效配置，而企业绿色创新项目投

资面临新的未知生产领域，创新沉没成本较大，且

研发创新类项目投入会挤占企业大量短期生产经

营成本，加之客观融资约束问题的存在，会促使企

业主动缩紧或维持较为谨慎的债务融资规模，进而

抑制绿色创新项目的投入与发展。研究表明，一方

面政府采购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为企业赋予

“信贷光环”的同时传递政府担保信号，有助于企业

即便在银行贷款收缩时也能够顺利获得尽可能多

的贷款，提升企业融资贷款效率（武威和刘玉廷，

2020），这种通过政府采购建立起的政企联结能够
为企业带来尽可能多的金融支持（王伊攀和朱晓

满，2022）。另一方面，政府采购可以强化企业融资
扩张发展的主观意愿，政府采购不仅能够通过干预

经济过程中产生的“扶持效应”缓解企业经济压力，

同时作为客户身份参与到企业的研发创新过程中，

共享企业在供应链上受益于政府客户的相关合作

资源，强化企业与供应链成员间的资源共享、协作

和信任（窦超等，2021）。此外，政府采购建立了良好
的政企合作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

支持与更强的谈判能力。因此，政府采购能够有效

化解企业在融资约束与扩张发展压力方面的困难，

增强企业扩大债务等融资规模来推动绿色创新的

信心。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
假设 H3：政府采购能够通过强化融资扩张发展

偏好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98



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3年第 5期

绿色创新事后面临成果转化与市场需求不确

定性风险。在绿色创新事后，企业面临创新成果落

地的经营冲击与风险，而政府采购能够在绿色创新

产品产出与市场推广的成果转化过程中，通过优先

采购与协助推广等方式分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具体

而言，政府通过加大对绿色低碳产品的采购力度，

运用优先采购等方式支持绿色创新企业产品推广，

帮助企业在产品营销过程中形成竞争优势，从而对

绿色创新产品与绿色转型企业起到直接扶持作用。

同时，对于政府参与合作采购的企业，政府不仅在

采购过程中间接参与研发创新，并在研发成功后直

接参与产品购买，并以企业利益相关者与大客户身

份协助产品推广（王伊攀和朱晓满，2022）。此外，由
于企业往往依据经营业绩对潜在财务风险进行预

测，进而决定是否对新产品或新项目进行投资（杨

兵等，2022），而政府采购为企业带来的可观收益与
良好经营业绩表现，促使企业更有信心与意愿持续

进行绿色创新，进一步增加绿色创新投入，从而形

成正向反馈，对企业开展绿色创新起到正向循环的

激励作用。不仅如此，研发创新一旦成功，将有助于

增强企业产品的异质性与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企业对抗市场需求波动的能力（陈东等，2021）。据
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4。

假设 H4：政府采购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经营业绩
波动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为检验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支持

效果，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Lnnoi，t=a0+a1Proc i，t+
13

m= 1
移bmxm，i，t-1+移INDUSTRY +

移Y EA R+xi，t （1）
被解释变量 Lnno，代表企业绿色创新。借鉴黎

文靖和郑曼妮（2016）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企业当
年绿色专利申请数作为代理变量。解释变量为政府

采购，用 Proc 表示。借鉴武威和刘玉廷（2020）的研
究，选取企业获得的政府采购订单金额加 1 取对数
作为测量指标。x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
年龄、产权属性、现金持有量、投资机会、股票收益

率、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重、董事长与总经理两

职合一、第一大股东持股、管理层持股、机构投资者

持股、是否四大审计等指标（张国胜等，2018）。变量
详细计算方式如表 1所示。为了避免企业年限和政
府采购订单获取情况的非线性关系，本文进一步控

制了企业年限的平方项（李明等，2016），所有控制
变量采用滞后一期数据衡量。i、t分别表示企业、时
间，INDUSTRY 和 Y EA R 分别代表行业固定效应与
年度固定效应，孜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5 年-2019 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
对象，企业绿色创新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知识产权局，企业获取的整体政府采购规模数据来

自中国政府采购网，控制变量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本文进一步对样本做出如下处理：（1）基于当前政
府采购公布信息，研究剔除未纳入中国政府采购网

公布范围以及尚未公布完整政府采购信息的地区

样本（包含香港、澳门、台湾在内）；（2）剔除 ST* 及
期间退市的企业；（3）剔除金融、保险类企业；（4）剔
除供应商企业基本信息、绿色创新与控制变量数据

严重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 1820个样本观测值，所
有连续型变量采用 1%与 99%百分位 Winsorize 处
理。表 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第（2）-（4）列依次为加入控制变量、时间
固定效应与行业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政府采购

的回归系数至少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政府采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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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样本量 1820）
变量名称 计算方式 标准差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当年绿色专利申请数 11.6565 2.9582 0 85

政府采购 企业获取政府采购订单金额对数 2.9436 6.5307 0 15.8548

企业年龄 公司注册年份数对数 0.3280 2.8411 1.9459 3.4340

企业规模 公司年末总资产对数 1.5596 21.6691 17.312 25.9703

股票收益率 调整后的股票回报率来量度股票收益 0.5261 0.0073 -0.6125 2.1526

投资机会 托宾 Q值 1.4222 2.1506 0.8758 8.9352

现金持有量 年末货币资金金额与总资产比值 0.1690 0.2110 0.0053 0.9336

独立董事的比重 独立董事人数除以董事总人数 0.0578 0.3804 0.3333 0.5714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14.898 32.7402 8.4200 72.1000

董事会规模 董事总人数取对数 0.2004 2.1291 1.6094 2.7081

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 当两种职务由一人担任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0.5036 1.6956 0 2

管理层持股比例 管理层持股比例 0.1827 0.1316 0 0.6266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23.7659 31.978 0.0879 81.9800

四大审计
发行前一年的年报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取值

1，否则为 0
0.2800 0.0857 0 1

产权属性 国企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0.4589 0.3011 0 1

购发挥了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支持效果。政府

采购凭借其强大的购买力、稳定的资金来源、较低

的违约风险、以国家信用做支持的高信誉等优势，

在为企业提供稳定现金流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缓

解企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压力，帮助企业建立起

对绿色创新未来风险与收益的良好预期，保障企业

安心从事研发创造，明显增强企业投身绿色创新的

驱动力。假设 H1得到证实。

（二）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准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

性检验：（1）工具变量法。考虑到各企业获取政府采
购订单规模与整体行业政府采购支持程度存在紧密

关联，但同时整体行业政府采购支持程度代表宏观

政策支持环境，不会受到单独企业的影响。据此，本

文选用各年度企业获取政府采购订单规模的均值作

为工具变量，运用 2SLS方法对结果重新进行检验。
表 3列（2）中政府采购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2）替换样本。为避免样本选择偏误带来的影响，
本文以 2015年-2019年全部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加
以分析，包括获取政府采购订单上市公司与未获取

政府采购订单上市公司，总计获取 11834个样本。表

3列（3）中政府采购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上述检验均表明基准模型研究结论稳健。

五、机制检验

本文从改善企业发展预期、强化融资扩张发展偏

好，降低经营业绩波动三个角度，进一步探究政府采

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内在影响路径。借鉴温忠麟等

（2004）的方法，本文构建了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来分析
政府采购促进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具体如下：

MV i，t=a0+a1Proc i，t+
13

m= 1
移bmxm，i，t-1+移INDUSTRY +

移Y EA R+x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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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

（1） （2） （3） （4）

政府采购
0.3618***

（2.77）

0.3391***

（2.63）

0.3301***

（2.61）

0.2676**

（2.11）

企业年龄
32.7632***

（3.49）

31.8904***

（3.42）

18.3962**

（2.07）

企业年龄的平方项
-5.7676***

（-3.27）

-5.5139***

（-3.15）

-3.2033*

（-1.91）

企业规模
0.3568*

（1.74）

0.3515*

（1.72）

0.2668

（1.37）

股票收益率
2.3664***

（4.39）

1.7517*

（1.87）

1.4196

（1.62）

投资机会
-0.5349***

（-3.56）

-0.7330***

（-4.61）

-0.6673***

（-4.14）

现金持有量
0.0494

（0.03）

-0.6942

（-0.46）

0.3578

（0.23）

独立董事的比重
1.0932

（0.26）

0.5826

（0.14）

-1.4620

（-0.33）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0.0093

（0.33）

0.0071

（0.25）

-0.0194

（-0.72）

董事会规模
5.2995***

（2.59）

4.7491**

（2.37）

3.1489

（1.57）

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

一

-1.0644**

（-2.04）

-1.0743**

（-2.09）

-0.7839

（-1.51）

管理层持股比
-1.5018

（-0.85）

-0.7271

（-0.40）

-1.1762

（-0.64）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0.0177

（-0.92）

-0.0157

（-0.81）

0.0017

（0.09）

四大审计
8.1697***

（4.27）

8.1886***

（4.32）

6.1976***

（3.30）

产权属性
0.4149

（0.70）

0.3144

（0.55）

-0.3190

（-0.64）

常量
0.5952

（0.73）

-62.0341***

（-3.85）

-58.5269***

（-3.69）

-34.2255**

（-2.34）

样本量 1820 1820 1820 1820

R平方 0.0083 0.0841 0.1032 0.3005

注：括号中为 t值，*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

Lnnoi，t =a0 +a1Proc i，t +a2MV i，t +
13

m = 1
移 bmxm，i，t - 1 +

移INDUSTRY +移Y EA R+xi，t （3）
其中，MV 代表政府采购支持企业绿色创新的

机制变量，分别包括：企业发展预期，参考黄送钦等

（2020）、王伊攀和朱晓满（2022）的研究，本文选取
“（LM 词典计算年报文本中负面词汇数 /年报词汇
数）伊100”作为测量指标，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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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工具变量法 全样本分析

政府采购 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

（1） （2） （3）

政府采购
1.2115***

（3.78）

0.3313***

（2.85）

年度行业企业获取

政府采购订单规模平均值

0.9578***

（11.9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常量
0.2483

（0.17）

-15.6030**

（-2.48）

-53.5368***

（-7.23）

样本量 1820 1820 11834

R平方 0.2610 0.2470 0.1331

注：括号中为 t值，*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

面发展预期程度越高；融资扩张发展偏好，用企业

资产负债率衡量；经营业绩波动，用息税前利润除

以总资产的三年波动率衡量，三年波动率计算方法

为 t-2到 t年标准差。其余变量与模型（1）一致。
表 4 列（1）和（2）中政府采购的回归系数为-

0.0454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企业发展预期
的回归系数为-2.0346 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政府采购与企业（负面）发展预期显著负相关，表明

政府采购在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过程中起到显著的提

振企业发展预期的政策效果。列（3）和（4）中政府采
购的回归系数为 0.0044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融资扩张发展偏好的回归系数为 3.9156 且在 1%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政府采购与企业融资扩张发展偏

好显著正相关，表明在企业绿色创新事中，政府采购

可以有效化解企业因客观融资约束与主观扩张发展

意愿不足所带来的制约性影响。列（5）和（6）中政府
采购的回归系数为-0.0010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经营业绩波动的回归系数为-2.8205且在 10%的
水平上显著，政府采购与企业经营业绩波动显著负

相关，表明在绿色创新事后，政府采购能够在产品产

出与市场推广的成果转化阶段，借助优先采购、协助

推广与直接经济扶持等方式分担企业的经营风险，

形成企业良性经营预期，提升企业对抗市场需求波

动的能力。综上，中介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政府采购

能够通过改善企业发展预期、强化融资扩张发展偏

好及降低经营业绩波动等政策治理路径有效促进企

业绿色创新。假设 2、3、4均得到证实。
六、进一步分析

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支持效果可

能因企业外部环境风险特征及政府采购属性特征

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据此，本文从企业环保违规程

度及本地、异地政府采购等方面展开分析。异质性

分析结果如表 5所示。
以环保违规金额加 1 取对数衡量企业所面临

的环保违规风险，列（1）检验了企业违规程度对政
府采购促进绿色创新的实际影响。结果显示环保违

规程度与政府采购的交乘项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环

保违规程度越高，政府采购促进绿色创新的政策效

果愈显著。这可能因为企业环保违规程度越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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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进一步分析结果

变量
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本地） 绿色创新（异地）

（1） （2） （3）

政府采购
0.4588***

（2.81）

本地政府采购
0.0398

（0.42）

异地政府采购
0.3860***

（3.24）

企业环保违规程度 *政府采购
0.4196***

（2.88）

企业环保违规程度
0.1344

（0.3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常量
-71.8553**

（-2.33）

-37.6534**

（-2.15）

-40.4470**

（-2.32）

样本量 1065 1409 1409

R平方 0.2069 0.3520 0.3614

注：括号中为 t值，*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4 中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发展预期 绿色创新 融资扩张偏好 绿色创新 经营业绩波动 绿色创新

（1） （2） （3） （4） （5） （6）

政府采购
-0.0454*

（-1.88）

0.4951*

（1.68）

0.0044***

（3.65）

0.4411*

（1.74）

-0.0010***

（-2.88）

0.4330*

（1.83）

企业发展预期
-2.0346**

（-2.58）

融资扩张偏好
3.9156***

（2.91）

经营业绩波动
-2.8205*

（-1.8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量
4.0053***

（7.29）

11.1786***

（3.34）

0.0331

（0.14）

-33.1526**

（-2.28）

-0.0149

（-0.16）

-32.9947**

（-2.26）

样本量 1394 1394 1820 1820 1820 1820

R平方 0.2256 0.1115 0.4665 0.2991 0.1240 0.2970

注：括号中为 t值，*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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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绿色创新风险与经营风险越大，而政府采购

具有对冲风险、缓解企业经营业绩波动的稳定效

用，因而对于违规风险越高的企业，其对政府采购

带来的稳定效应需求更为迫切。该结论也进一步验

证了本文关于政府采购政策稳预期效用的逻辑观

点，政府采购能够以缓解企业风险压力为出发点来

推动企业绿色创新项目的开展。

通过将企业获取政府采购订单按照政府采购

主体所在地区分为本地政府采购与异地政府采购，

列（2）和（3）检验了区域因素对政府采购促进绿色
创新的影响。分组检验结果显示本地政府采购的回

归系数不显著，而异地政府采购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政府采购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效果集

中体现在异地政府采购中，而在本地政府采购中不

显著。可能原因在于，相对于回应环保政策，本地政

府更注重当地经济发展与提升当地企业经济业绩，

因此政府采购支持环境保护与绿色创新的政策功

能在本地订单中被弱化。而异地政府采购规避了上

述影响因素，得以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支持绿色环保

与科技创新的双重政策职能。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2015年-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
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实施效果

与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作为财政政策体系的

关键组成部分，政府采购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

新，充分发挥并承担绿色环保与促进企业创新的双

重政策职能。基于绿色创新全周期，政府采购主要

通过改善企业正向发展预期（事前）、强化融资扩张

发展偏好（事中）、降低企业经营业绩波动（事后）等

机制发挥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作用。进一步，

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采购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政

策实施效果主要体现在环保违规程度较高及异地

采购的企业中。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政府绿色采购顶层政策设计。企业

绿色创新有赖于财政政策的有效引导与支持，并对

政府市场化治理手段提出了更高的需求，政府应进

一步强化政府采购在低碳环保与技术创新方面的

政策作用，在政策文件中明确产品绿色低碳相关的

采购标准，加大绿色创新产品采购力度，精细化对

绿色创新产品的优先采购清单，尝试建立绿色创新

采购风险分担与容错机制。

第二，将稳定创新发展预期作为政府采购施策

重点。加强预期管理，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形

成良好社会预期。现阶段，发展预期不稳与绿色转

型动力不足已成为制约企业绿色创新变革的主要

阻碍，通过缓解企业发展不确定性压力、改善企业

发展预期、提振企业发展信心能够有效引导企业绿

色转型，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稳经济、稳投资、稳定企

业发展预期的积极作用。

第三，做好政府采购与其他政策工具的协调配

合。在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制定中，应充分考虑绿色

产品相关的研发、生产、消费、推广等所有环节，在

研发生产环节配合政府补助等其他财政政策与金

融政策，合力为企业提供支持，在成果落地环节采

取优先采购、协助推广等方式带动绿色创新产品消

费，通过财政政策调节，实质性帮助企业化解绿色

创新难题，为我国绿色转型企业纾困。

第四，完善政府采购绿色创新政策实施的配套

保障。从政府角度，应改善营商环境，尤其是要解决

好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以及妥善平衡当地经济发

展与环境气候治理的一致性问题，加大对重污染行

业企业的绿色转型扶持力度与创新激励；从企业角

度，应充分提升自身风险管控能力建设，通过加大

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增强企业产品的异质性与核

心竞争力，提升产品品质以符合绿色环保标准与环

境规制，增强抵御市场需求波动与各类风险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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