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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农业应对各种不利气候条件的韧性，防范农业安全风险，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本文运用江苏省

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对绿色金融对农业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

融对江苏省农业韧性具有正向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绿色金融与农业韧性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绿色金融对农业韧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绿色金融对苏北地区农业韧性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最后，本

文提出了绿色金融和农业韧性的相关政策建议，有利于推动江苏省农业可持续发展，并为其他地区农业

韧性和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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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nhance the resilience of agriculture to cope with various adverse climate con-
ditions, prevent agricultural security risks,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gricultur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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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of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1 to analyze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green finance on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green financ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
tivity plays a part of the mesomeric effect between green finance and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green finance on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and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green finance on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in northern Jiangsu is more significant. Finally, this pa-
per proposes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green finance and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which 
a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pro-
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and green finance in othe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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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明确了新时代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方向。2023 年中央一

号文件传递出重农强农的强烈信号，强调要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

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由此可见，国家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并对农业经济韧性提出了具体要求。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的统计数据显示，气候变化会造成全球农业产量每年超 1500 亿美元的损失。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自然环境，

气候条件直接影响农作物产量及农业结构。因此，农业还需着力增强其适应性，提高应对各种不利气候

条件的“韧性”以防范农业安全风险。绿色金融是指以环境、社会、治理为核心要素，为实现低碳、环

保和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相关金融服务的金融活动。我国传统粗放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导致环境污

染问题严重，因此通过绿色金融拓宽融资渠道，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有利于促进农业绿色转型升级和可

持续发展，提高农业的韧性和竞争力，促进乡村振兴。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协调农业经济产出与农业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着力提升农业可持续发

展水平。关于绿色金融对农业发展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一方面，绿色金融发展通过扩大农业领

域的绿色投资规模，推动农业领域绿色资本的优化配置，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农业绿色产业研发创新，

不仅可以促进农业经济效益增长，而且能够维护农业生态环境平衡，最终有利于提升农业韧性(石凌宇等，

2023) [1]；但另一方面，政策不确定性、风险高、农村发展环境不成熟等问题也制约着绿色金融有效服

务农业发展。农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绿色金融支持力度不足、绿色金融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绿色金融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等诸多困难和挑战(杨晓玉等，2022) [2]。也有学者通过构造准自然实验发

现绿色信贷对融资和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苏冬蔚和连莉莉，2018) [3]。 
我国地域辽阔，各省市在环境特征、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江苏省是全国最

具活力、最具发展速度的地区。但近年来，江苏省农业生产面临诸多挑战，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

因此，加强绿色金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升江苏省农业韧性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经济发

展至关重要。本文旨在通过对江苏省农业韧性和绿色金融的关系进行研究，探索绿色金融对农业韧性的

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一方面，通过加大绿色金融对江苏省农业生产的支持，提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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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的韧性，促进江苏省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也有助于为其

他地区农业韧性和绿色金融的研究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目前国内外已有文献发现，关于绿色金融和农业韧性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探讨绿色金融对生态环境的作用，该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微观层面和区域宏观层面。例如

Tamazian 等(2008) [4]、Richardson (2014) [5]等学者利用企业数据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企

业污染减排。刘莎和刘明(2020) [6]研究指出，绿色金融对区域环境质量的正向效应较弱，未来应降低绿

色金融门槛，加快构建区域绿色金融体系。杜莉和郑立纯(2019) [7]、魏丽莉和杨颖(2020) [8]利用双重差

分方法检验发现，绿色金融政策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排放，试点区域污染排放量的增长趋势明显低于非

试点区域。 
二是考察金融发展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该影响主要体现在普通线性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个维度。

如黄建欢等(2014) [9]认为，金融发展主要通过资本配置效应和企业监督效应两种机制正向影响区域生态

效率。何宜庆等(2017) [10]研究发现，金融集聚发展和生态效率在地理空间上存在一定的空间正相关性。

姚惠泽和石磊(2019) [11]证实，金融发展空间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有利于提升生态效率。庞庆华和陈隆缘

(2021) [12]则指出，金融发展的潜力，不但可以促进当地的生态效率的提高，还可以促进周边区域的生态

效率的提升。空间外溢影响显著。 
现有农业韧性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韧性的内涵界定，M.Ron (2010) [13]认为适应性

结构调整是经济韧性的重要标准，并将适应性韧性定义为经济系统遭受外部冲击后体现出的风险敏感性、

自身抵御性、恢复增长性以及重组发展路径的能力。二是经济韧性的测度方法，目前主要为核心变量法

与指标体系法。核心变量法是基于反事实分析框架，采用一个能敏感反映外部冲击的指标进行度量。李

兰冰等(2021) [14]以生产率为核心变量测度了我国制造业韧性。指标体系法是将经济韧性划分为多个维度

并选取相应的指标进行测度。李诗音等(2022) [15]从抵抗力、适应力与恢复力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度

了区域经济韧性。三是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M.Ron 等(2015) [16]总结了影响经济韧性的特定因素，是分

别与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政府管理、金融环境、经济主体等相关的五类因素。蒋辉(2022) [17]认为农业

经济韧性与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倒挂特点，农业经济韧性具有明显的省际关联效应。张明斗等(2022) [18]
认为影响农业经济恢复力的因素主要有政府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规模等。 

近年来，伴随着绿色金融的发展，绿色金融已然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经过梳理文献

发现，绿色金融对农村经济，乡村振兴的研究较多，也有学者提出绿色金融对乡村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但是关于绿色金融通过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农业韧性的研究还暂未发现。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绿色金融对农业韧性的影响 

通过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金融工具，绿色金融为农业提供可持续的融资支持，解决了农业生产过

程中的融资难题，有效发挥着金融杠杆的作用(马骏等，2021) [19]，有利于农产品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生

产。绿色金融引导资金向绿色低碳领域流动，致力于对环保节能项目的投融资，形成了对绿色行业的融

资激励效应(Ren 等，2020) [20]。相比于传统金融，绿色金融的导向性更明确，更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投融资过程中充分考量环境变化的成本和收益(刘华珂等，2021) [21]，从而推动农业的产业结构绿色化

进程。绿色金融通过向农业生产主体提供资金、技术和培训等支持，倡导农业绿色生产方式，有助于提

升农业生产的生态效益，推动支持农村能源和节能环保建设。金融发展势能不仅有利于提高本地生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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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而且对周边地区生态效率提升也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庞庆华等，2021) [12]。绿色金融在江苏省

农业领域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和补贴制度，强化了农业生产主体的风险防范意识。所以，绿色金融为农业

韧性的抵抗性、适应性、变革性提供了基础。由此，提出 H1： 
H1：绿色金融对农业韧性存在正向的影响。 

3.2. 绿色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国内外已有诸多学者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Onoja 和 John (2017) [22]通过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信贷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基于我国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李健旋(2021) [23]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增加、发展

结构的优化以及发展效率的提高均有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绿色金融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上的，它对环境管理、对绿色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绿色金融的发展能够将对环境产生污

染的负外部性内部化，进而增加企业的环境成本，使一些生产率低且污染性高的企业退出市场(王璐璐，

2018) [24]。随着相关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绿色金融的成本进一步降低，打破了时空的限制，除了对当

地还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影响。绿色金融会利用自身优势形成产业集聚效应，集聚效应的形成会使更少的

投入得到更多的回报，反映在农业上就是更少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还有能源的投入得到更多的农林牧

渔业的总产值，即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受到影响。综上所述，提出 H2： 
H2：绿色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 

3.3. 绿色金融对农业韧性影响的传导机制 

绿色金融的发展影响着传统的投融资决策，对绿色行业有明显的激励(Ren 等，2020) [20]，能够降低

农产品生产、运输等方面成本，推动农业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改变农产品价格，并且这种价格将继

续影响投资和消费(潘雅茹等，2020) [25]。绿色金融与区域经济水平有密切关联，经济水平高有利于提升农

业技术创新效率(路傲然等，2023) [26]，从而推动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单位时间产品增加而产出能耗减少，

这些都有益于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李苏等，2023) [27]，进而提高农业韧性。基于此，提出 H3： 
H3：绿色金融通过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强农业韧性。 

3.4. 绿色金融对农业韧性影响的异质性 

金融资源在地理空间上的流动和可替代性是有限的，地理距离的增加提高了金融交易的成本与难度，

加大了市场摩擦(陶锋等，2017) [28]。我国各省市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实施绿色金融政策的力度不平衡，

各地区间由于环境规制、生态条件、经济发展目标等的差异导致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异质性(张莉

莉，2018) [29]，金融资源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而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利于发挥绿色金融的资金融通功能，

使更多的社会资金转化为再生产资本，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李竹梅等，2022) [30]。由于地区间仍未形成统

一的绿色金融流通机制，资本市场不成熟，使污染企业进行绿色转型所需的绿色资金在各地区间未得到

充分流通，导致绿色金融对各地区农业韧性的影响有所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 H4： 
H4：绿色金融对农业韧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4. 研究设计 

4.1.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农业韧性 
参考郝爱民和谭家银[31]所构建的粮食体系韧性评价体系，采用综合指标，分别从抵抗、适应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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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三方面系统构建农业经济韧性评价体系。其中，抵抗能力表示农业在遭遇突发事件时减少所受冲

击的能力；适应能力表示农业在遭遇自然和市场风险后能否恢复初始状态的能力；变革能力表示农业遭

遇冲击后的自我改变和调整。具体指标见表 1。使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权重分析，得到农业韧性指数

(AGR)。 
 

Table 1.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表 1. 农业经济韧性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作用方向 

  耕地面积 千公顷 + 

 内在稳定性 有效灌溉面积 千公顷 + 

抵抗能力  农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万人 + 

 可供鲁棒性 粮食产量/播种面积 % + 

 可持续性 农药使用量 万吨 − 

  成灾/受灾面积 % − 

适应能力  农用塑料薄膜用量 吨 − 

 可恢复性 复种指数 % + 

  农业增加值增长率 % + 

  农村用电量 亿千瓦时 + 

 多样协作性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 

变革能力  农作物种植多样性指数 % + 

 科技进步性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 

  农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万人 + 

 
2. 解释变量：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指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改善环境管理，对清洁能源等领域提供的金融服务，进而将高污

染和高耗能的资源转移到高科技的洁净部门。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主要包含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

色贷款和绿色投资等内容(陆鹏飞，2019) [32]；(陈慧莹，2020) [33]。综合当前对我国地区性质的绿色金

融数据的统计，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参考杨轶华(2007) [34]认为发放绿色农户贷款支持了农户发展特色养

殖、种植业，关键的是引导农民转变消费与生产方式，从而实现创造低碳生活的最终目的，这与绿色金

融内涵相同。因此本文选取绿色信贷作为计算绿色金融的指标之一，具体指各地区农林牧渔贷款额，该

指标作为绿色信贷的代理变量，符合投向养殖、种植业的绿色农户贷款，能反映出地区乡村绿色信贷实

际状况。本文选取绿色保险作为第二个计算绿色金融的指标，我国绿色保险统计口径主要包括农业保险

和污染责任险两种，由于研究的对象乡村，参考黄杰(2019) [35]和朱梦姗(2019) [36]使用农业保险指代绿

色保险，文章选取了 2011~2021 年江苏省各市的农业保险数据，并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对数据进行

对数处理后，并没有改变其本身的属性与关系，而且所得的数据易于消除异方差，所以，我们将绿色信

用与绿色保险分别进行对数处理。考虑到绿色债券的数量和分布在乡村的比例都很少，很难体现出规模

效应，本研究选择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作为衡量绿色金融的指标。 
3. 中介变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本质是衡量生产单位将农业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能力，即以产出总值比投入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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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张启文和田静(2022) [37]的方法，其中投入产出变量参照李谷成(2014) [38]等的做法。投入变量包括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产出变量为农林牧

渔总产值。本文通过在江苏统计年鉴和江苏各市统计年鉴上寻找到了 2011~2021 年江苏各市的相关指标，

计算出江苏省 13 个市 2011~2021 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4. 控制变量 
农业韧性也会受到自然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本文选用人均 GDP、财政支农支出、第一产业占

比、就业人数四个为控制变量，以控制其他因素对农业韧性的影响。人均 GDP 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对农业韧性有积极的作用；财政支农支出增加，表明财政支持农业发展，对农业

韧性具有正向效应；第一产业占比会影响农村劳动力留存，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可能会进一步激励农业

技术进步，对农业韧性具有正向效应；就业人数多，农村劳动力留存少，进而会影响到农业的生产，对

农业韧性起到负效应。具体变量说明见表 2。 
 

Table 2. Variable description 
表 2. 变量说明 

类型 变量名称 含义 

被解释变量 AGR 农业韧性 

解释变量 GREEN 绿色金融 

中介变量 TFP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控制变量 

PGDP 人均 GDP 

REV 财政支农支出 

IND 第一产业占比 

UNE 就业人数 

4.2. 模型设定 

本文根据相关理论分别选择变量进行分析，使得变量研究比较充分，并根据设置的变量进行模型的

设置。 

 0AGR GREEN CVit i it i itβ β µ ε= + + + +  (1) 

其中， 0β 为常数项， iβ 则为影响系数，可以判断变量影响的正负方向，i 代表第 i 个地级市 t 代表第 t 年，

itε 表示随机误差项，在计算的时候代表模型的实际值和通过估计得到的预测值的差值， iµ 代表地级市的

固定效应，固定效应模型固定了个体对农业发展韧性的影响，由于不同个体的农业发展韧性可能是有所

不同的，加以控制是更为合适的。对比较大的绝对数值进行对数处理，ln 表示对数后的数据，对相对数

据即比例数值或者百分比数值不进行对数处理。 
根据温忠麟(2014) [39]的中介效应的三步法，先研究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这个在上述第一

个模型中已有验证，后续做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若解释变量是会影响中介变量的，则说明有可

能中介效应是存在的，最后进行第三步，将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放到同一个模型中进行研究。如果在第

一步中解释变量显著，但是中介变量不显著，或者在第二步中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不显著，那么

必须进行 sobel 检验。若第二步中解释变量显著，第三步中解释变量不显著，那么说明存在完全的中介效

应，若第二步中解释变量显著，第三步中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都显著，就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为了验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存在与否，设置以下两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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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TFP GREEN CVit i it i itβ β µ ε= + + + +  (2) 

 0 1 2AGR GREEN TFP CVit it it i itβ β β µ ε= + + + + +  (3) 

其中，AGR 为农业韧性，GREEN 为绿色金融，TFP 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lnPGDP 为人均 GDP 的自然

对数，REV 为财政支农支出，IND 为第一产业占比，ln 为就业人数的对数。 

4.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通过对江苏省 13 个城市为例，选择 2011~2021 年的 13 个地级市的数据，获得了 143 份样本资

料，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以及江苏省各个市的统计年鉴。由表 3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可以看到，数值样本个数均为 143 个，其中，AGR 的均值为 0.4543，标准差为 0.0783，最小值为 0.2818，
最大值为 0.6885，与平均值相比较，标准差是较低的，表明数据波动不明显其他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3
所列。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3.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AGR 143 0.4543 0.0783 0.2818 0.6885 

GREEN 143 0.3968 0.0430 0.3102 0.4892 

TFP 143 0.2485 0.4656 0.0001 2.6930 

lnPGDP 143 11.3565 0.4310 10.2342 12.1411 

REV 143 0.1085 0.0771 0.0356 0.9039 

IND 143 6.4641 4.3127 0.8000 15.8800 

lnUNE 143 0.9824 0.6186 0.0677 4.0952 

5. 结果及分析 

5.1. 相关性分析 

由表 4 可见，解释变量 GREEN 与被解释变量 AGR 的相关系数为 0.5338，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是

显著的，即解释变量绿色金融与被解释变量农业发展韧性两者同向变化，初步判断随着绿色金融的发展，

农业发展韧性也是有所增加的。由于相关性只是两两变量间的关系，在没有控制地区效应和其他控制变

量的情况下，不能代表最终的模型结果，因此，需要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进行验证，控制变量均与农业

发展韧性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相关系数检验，即大部分控制变量均与农业发展韧性的相关性是比较

明显的，控制变量显著也证明本文控制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解释或者控制变量之间相关系数最高的绝

对值为 0.8705，说明具有高度多重共线性。 

5.2. 回归结果分析 

在回归模型选择上，基于 Hausman 检验，p = 0.0056 < 0.05，即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将个体效应加入

到模型中，确保本文的估计结果是精确的。具体见表 5。 
在加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尽管 GREEN 的影响系数有所降低，可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证明结果

是稳定的，模型的 R 方为 0.7099，调整 R 方为 0.6704，模型的拟合优度为 67.04%，F 检验值为 61.1682，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全部解释变量结合对农业韧性的影响是显著的，GREEN 的影响系数为 0.3878，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的，即其他变量不变，绿色金融每增加 1 单位，农业韧性会平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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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0.3878。从控制变量来看，lnPGDP 在 1%的水平下存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模型 1，绿色金融对

农业韧性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绿色金融有助于提升江苏省农业韧性，H1 得到验证。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4. 相关性分析 

Variables AGR GREEN TFP lnPGDP REV IND lnUNE 

AGR 1       

GREEN 0.5338*** 1      

TFP 0.4295*** 0.2199*** 1     

lnPGDP 0.7689*** 0.5506*** 0.5560*** 1    

REV −0.3396*** −0.1453* −0.3431*** −0.3595*** 1   

IND −0.6201*** −0.2334*** −0.5726*** −0.8705*** 0.3931*** 1  

lnUNE 0.3645*** −0.0547 0.1938** 0.3834*** −0.098 −0.4449*** 1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Table 5. Model estimation 
表 5. 模型估计 

VARIABLES (1) 
AGR 

(2) 
AGR 

GREEN 0.9761*** 0.3878*** 

 (14.7827) (3.2885) 

lnPGDP  0.1193*** 

  (5.3085) 

REV  −0.0345 

  (−0.8852) 

IND  0.0035 

  (1.2938) 

lnUNE  −0.0110 

  (−1.6217) 

Constant 0.0671** −1.0626*** 

 (2.5454) (−4.6223) 

Observations 143 143 

R-squared 0.6288 0.7099 

Number of id 13 13 

r2_a 0.5914 0.6704 

F 218.5278*** 61.1682***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 t 值。 

5.3. 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解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接下来进行中介效应的第二步和第三步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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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见表 6。表 6 列(1)为中介效应检验的步骤二结果，检验解释变量(GREEN)对于中介变量(TFP)的作用，

绿色金融(GREEN)的系数为 1.8131，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绿色金融对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

有积极作用。研究结果支持假设 2。列(2)为中介效应检验的步骤三结果，加入中介变量(TFP)后，农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绿色金融(GREEN)的系数依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

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绿色金融与农业韧性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说明绿色金融通过提升农业全要素

生产率来增强农业韧性。假设 3 得以验证。 
 

Table 6. Analysis of mediation effects 
表 6. 中介效应分析 

VARIABLES (1) 
TFP 

(2) 
AGR 

GREEN 1.8131*** 0.3737*** 

 (2.6409) (3.0747) 

TFP  0.0078** 

  (2.5054) 

lnPGDP 0.0323 0.1191*** 

 (0.2466) (5.2802) 

REV −0.0446 −0.0341 

 (−0.1965) (−0.8735) 

IND 0.0189 0.0034 

 (1.1957) (1.2289) 

lnUNE −0.0203 −0.0108 

 (−0.5145) (−1.5919) 

Constant −0.9347 −1.0553*** 

 (−0.6984) (−4.5681) 

Observations 143 143 

R-squared 0.1715 0.7105 

Number of id 13 13 

r2_a 0.0589 0.6684 

F 5.1768 50.7125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 t 值。 

5.4.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7。本文将 2020、2021 年疫情

数据去除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7 列(1)、(2)、(3)所示。对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双

边缩尾检验，结果如表 7 列(4)、(5)、(6)所示。 
与前文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发现，两种方法的解释变量 GREEN 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2534 和 0.3751，

回归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表明绿色金融可以正向影响农业韧性。中介变量也均是显著的，中介效应存

在。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方向与显著性水平也与前文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的结果仍然稳健可靠。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6677


费文璐 
 

 

DOI: 10.12677/orf.2023.136677 6902 运筹与模糊学 
 

Table 7. Robustness test 
表 7. 稳健性检验 

VARIABLES (1) 
AGR 

(2) 
TFP 

(3) 
AGR 

(4) 
AGR 

(5) 
TFP 

(6) 
AGR 

GREEN 0.2534** 1.7665*** 0.2247* 0.3751*** 1.8931*** 0.3557*** 

 (2.0699) (2.6904) (1.7699) (3.7697) (2.9092) (3.4530) 

TFP   0.0162**   0.0103** 

   (2.1648)   (2.7499) 

lnPGDP 0.1161*** 0.0564 0.1152*** 0.0983*** 0.0138 0.0982*** 

 (5.1756) (0.4689) (5.1225) (4.8624) (0.1045) (4.8466) 

REV −0.0381 −0.1019 −0.0365 −0.4443** 0.3196 −0.4476** 

 (−1.0375) (−0.5169) (−0.9899) (−2.3082) (0.2539) (−2.3206) 

IND 0.0023 0.0184 0.0020 0.0043* 0.0178 0.0041* 

 (0.8747) (1.3206) (0.7522) (1.7496) (1.1089) (1.6640) 

lnUNE −0.0043 −0.0033 −0.0043 −0.0225* −0.0810 −0.0217* 

 (−0.5840) (−0.0829) (−0.5760) (−1.8310) (−1.0074) (−1.7531) 

Constant −0.9744*** −1.2002 −0.9549*** −0.7726*** −0.7296 −0.7651*** 

 (−4.1757) (−0.9589) (−4.0682) (−3.5464) (−0.5121) (−3.5022) 

Observations 117 117 117 143 143 143 

R-squared 0.6286 0.1716 0.6314 0.7330 0.1745 0.7342 

Number of id 13 13 13 13 13 13 

r2_a 0.5648 0.0294 0.5637 0.6966 0.0623 0.6956 

F 33.5096*** 4.1027*** 27.9782*** 68.6156 5.2861 57.0732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 t 值。 
 

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王金涛等(2022)的研究，选取滞后一期的绿色金融指标对农业韧性进

行实证回归，尽可能避免反向因果问题，结果见表 8。根据表 8 所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滞后一

期的绿色金融(GREEN1)均对农业韧性的显著性和方向符号基本与前文保持一致，这也表明绿色金融对农

业韧性有正向作用的可信度较高。 
 

Table 8. Endogeneity test regression results 
表 8.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AGR 

(2) 
AGR 

GREEN1 0.9989*** 0.4818*** 

 (13.5371) (3.8259) 

lnPGDP  0.1124*** 

  (4.5887) 

REV  −0.0437 

  (−1.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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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IND  0.0036 

  (1.3037) 

lnUNE  −0.0105 

  (−1.5592) 

Constant 0.0710** −1.0168*** 

 (2.4523) (−4.0300) 

Observations 130 130 

R-squared 0.6124 0.6868 

Number of id 13 13 

r2_a 0.5689 0.6393 

F 183.2517 49.1269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 t 值。 

5.5. 异质性分析 

为验证假设 4，接下来将江苏省的区域按照经济区域进行分组，分成苏南、苏中、苏北，研究绿色

金融对苏南、苏中、苏北的农业发展韧性的影响是否存在有显著的不同。具体情况见表 9： 
 

Table 9.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9. 异质性分析 

VARIABLES 苏南 
AGR 

苏中 
AGR 

苏北 
AGR 

GREEN 0.1210 0.2171* 0.3250* 

 (0.5256) (1.7452) (1.9485) 

lnPGDP 0.1632*** 0.0878*** 0.1394*** 

 (2.9109) (4.5660) (4.6607) 

REV −0.9229 −0.0036 −0.8094*** 

 (−1.5040) (−0.1993) (−3.4881) 

IND 0.0087 0.0048 0.0060** 

 (0.5867) (1.6469) (2.1276) 

lnUNE 0.0215 −0.0101* −0.0025 

 (0.2508) (−1.8025) (−0.3480) 

Constant −1.4340** −0.6780*** −1.1948*** 

 (−2.1932) (−3.4934) (−3.9094) 

Observations 55 33 55 

R-squared 0.6285 0.8585 0.8617 

Number of id 5 3 5 

r2_a 0.5542 0.8189 0.8340 

F 15.2257*** 30.3354*** 56.0696***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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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绿色金融的影响系数为 0.1210，绿色金融能够提升农业韧性但不显著，苏中绿色金融的影响系

数为 0.2171，在 10%的水平下显著，苏北绿色金融的影响系数为 0.3250，在 10%的水平下显著。假设 4
得到验证。由表 9 可知，对绿色金融对农业发展韧性影响最大的区域为苏北地区，其次为苏中地区，苏

南地区是不显著的，可能原因在于苏南地区相比苏中和苏北地区经济发达，农业韧性进一步提升存在难

度。 

6. 对策与建议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农业自身的弱质性问题制约了农业的发展。本文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对农

业韧性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绿色金融发展规模以及发展效率的提高均有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绿色金融与农业韧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这主要是由于绿色金融可以直接引导资金

向农业领域流动，解决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融资问题。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末，我国本外币绿色

贷款余额 27.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38.4%，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27.8 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 5.45 万亿元。

其中绿色金融在农业领域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和补贴制度，2023 年江苏省财政下达省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资金 13.5 亿元，聚焦支持农业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全省各地着力扩大农业保险保障覆盖面，

对于种植业、养殖业、农业机械、渔船渔民等 53 个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给予参保农户保险费补贴，

并奖补开展优势特色农产品险种的市县，这一举措强化了农业生产主体的风险防范意识，也为农业韧性

的抵抗性、适应性、变革性提供了基础。基于此，本文得到以下建议： 
首先，要加大对绿色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整体来看，我国 2022 年 1 月绿色债券占债券市场整体规

模的 3.65%，相比较 2021 年全年 2.05%有明显增长。政府可以继续采取相应措施，激励金融机构发挥其

作用。例如，可以为绿色信贷提供优惠贷款利率，扩大绿色债券的税收优惠政策等，以此提高绿色金融

产品的吸引力。此外，政府可以适当降低绿色金融市场准入门槛，提高绿色金融的可持续性和市场化水

平；加强对绿色保险产品的推广，提高农民对绿色保险的认识和保险意识，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更好的保障。 
其次，要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高农业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是提高农业系统韧性的重点，

合理利用水和土地资源是提高农业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关键方法。土地的合理利用，首先需要科学规划

土地利用方式，避免过度开垦和滥用。水资源的合理利用，需要加强农业用水管理，实现水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 
此外，还需通过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应用，以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同时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对

绿色金融需求，推动二者深度融合。据 2022 年数据显示，江苏省全省新建高标准农田 400 万亩，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85.0%，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71.8%。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达 5200 万千瓦，比 2021
年增长 1.0%。省内农业农村发展平台载体多，拥有部省共建农业农村现代化、南京国家农创中心等平台，

创建了 4 个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8 个农业现代化示范区、14 个现代农业产业园、5 个农村改革试验区

等一大批“国”字号发展载体。因此今后仍需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建立科技创新基地，吸引更

多的科技人才参与农业科技研究和开发，通过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为农民提供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的技

术指导和培训，推广优质高效的农业生产技术。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和绿色金融的最终用户，因此引导农民合理规划生产经营，提高农民的管理

能力和市场化经营水平，是提高农业系统的韧性的重要途径。农业科技是提高农业效益和质量的核心，

而农民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水平。政府可以提供农业科技培训和技术支持，用来增

加农民对先进农业技术的认识和运用能力。另外，政府可以组织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农民的管理水平

和市场意识，帮助农民建立现代化农业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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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贡献与展望 

本文利用 2011~2021 年江苏省十三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省内各市农业韧性指数，利用固定

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异质性检验，对绿色金融对农业韧性的影响、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性分析。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绿色金融对提高江苏省农业韧性具有积极作用。第二，在绿色金融对农业经

济韧性的影响中，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起中介作用，绿色金融能够通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农业韧性。

第三，绿色金融对农业韧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苏南地区促进作用不大，对苏中、苏北地区促进

作用较大。总体来看，绿色金融发展对提升农业经济韧性具有重要作用。2022 年江苏省农业发展稳中提

质，粮食总产 753.8 亿斤、亩产 461.5 公斤，现代农业水平提高，建成高标准农田 400 万亩，全省有效灌

溉面积 383.6 万公顷，新增有效灌溉面积 1.0 万公顷，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71.8%，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 85%，均高于全国近 10 个百分点，整体来看农业韧性指数显著提升。这些均得益于江苏省绿色金

融以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农业韧性为靶向目标，科学助推江苏农业发展。近两年来江苏省乡村绿

色信贷水平逐步提高，截至 2023 年 8 月末，江苏省农林牧渔贷款余额 239 亿元，较年初新增 98.4 亿元，

增速 69.63%；农村基础设施贷款 124.95 亿元，较年初新增 35 亿元，增速 38.9%。绿色金融在带来新型

生产要素和高新技术的投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升的同时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刺激市

场需求，增强农业经济对外部冲击的抵抗能力。绿色金融的发展还可以提高农民的管理能力和市场化经

营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业系统的韧性水平。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可能会对农业经济韧性产生负面影响，而

良好的生态环境则可以增强农业经济韧性。 
本文探索绿色金融对农业韧性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一方面，根据研究发现可

以通过加大绿色金融对江苏省农业生产的支持，提升农业生产的韧性，促进江苏省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

展；另一方面，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也有助于为其他地区农业韧性和绿色金融的研究提供参考。本

文与以往研究不同的一点在于选取 TFP 做中介变量探究绿色金融对农业韧性的影响。 
本文采用的数据和方法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未考虑如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对绿色金融与

农业韧性之间关系的影响，这些因素的缺失可能会对结论产生一定影响。其次，研究的样本仅涵盖

了特定时段和地区，尚不能反映不同地区之间的普遍情况。因此，需要进一步开展跨地区和跨时段

的比较研究，以更加全面地了解绿色金融与农业韧性之间的关系。未来可以进一步深入探究在复杂

的市场环境下绿色金融与农业韧性之间的关系，开展跨地区和跨时段的研究，以更全面地了解二者

之间的关系。另外，未来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的绿色金融产品对农业韧性的影响，完善

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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