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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的总称。政策执行作为目标转换为现实的唯一

途径，作为检验政策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其意义和作用尤为重大而深远。2013年以来河北省大气污染，

为了治理空气污染，河北省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本文以该政策为对象，通过实

证分析政策执行效果。基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河北省应合理调整落后产能、改变能源结构，加强对企

业的督促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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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policy is the general term for a series of policies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the 
goals of the specific period. As the only way to transform the goal into reality, and as the only cri-
terion for testing whether the policy is correct or not, policy implement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
ance and far-reaching effect. Since 2013, air pollution in Hebei Province, in order to control air 
pollution, Hebei Province has issued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ion Plan”. This paper takes this policy as the object and analyzes the effect of policy im-
plementation through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Hebei Province should reasonably adjust backward production capacity, change the energy struc-
ture, an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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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近年来，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加剧，

政府决策部门、科研机构、媒体和公众等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持续上升，环境政策也成为当前广

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1]。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提出了“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强调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这必将对环境政策的议

程设置和政策制定产生深远的影响。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有关部署，加强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改善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河北省人民政府于 2013 年 9 月 6 日引发《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实施方案》并且在 2016 年重新制定《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现有研究从多角度分析了如何实现污染防治。杨莉莎等学者认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主要依赖技术

进步的推动[2]。Skea 等学者模拟了低碳社会中的各种政策组合从而找到能够应对未来环境变化的有效政

策组合[3]。Sütterlin 认为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评估公众的接受程度[4]。产业结构的

升级调整也是污染防治的重要手段，充分研究二者的关系是制定合理环境政策的理论基础[5]。陈卓淳等

学者认为，调整发电结构，降低火力发电占比，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对实现碳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可以有所侧重[6]。童光毅认为，未来能源转型及相关政策制定应该从能源

消费、生产方式和系统布局三个方向进行[7]。我国污染排放具有地区差异，评估二氧化碳减排潜力是制

定能源政策的一个标准[8]，制定政策不能“一刀切”，应该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制定合理政策[9]。目前学

界对于如何评估环境政策执行效果并没有形成统一标准，现有研究也缺乏实证分析，基于这一现状本文

使用 DID 双重差分模型，通过设定处理组与控制组达到对比分析的目的，从而实现对政策执行效果的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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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介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有关部署，加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改善全省环境空气

质量，河北省人民政府于 2013 年 9 月 6 日引发《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方案提出，要着力解决以细颗粒物(PM2.5)为重点的大气污染问题，突出抓好重点城市、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的污染治理，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创新驱动、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大气污染防治新机

制。到 2017 年实现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明显好转的总目标，为首都及周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作出重要贡献。 
河北省大气防治的总体目标是：经过 5 年努力，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大幅度减

少。力争再利用 5 年时间或更长的时间，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全面改善，让人民群

众呼吸上新鲜空气。 
实现大气污染防治目标，河北省确定了 8 项重点工作：加大工业企业治理力度，减少污染物排放；

深化面源污染治理，严格控制扬尘污染；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减少机动车污染排放；加快淘汰落后产

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强化清洁能源供应；严格节能环保准入，优化产业空间布

局；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建立监测预警应急体系，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 
1996 年 11 月 3 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河北省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 
2016 年重新制定《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于 1 月 13 日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通过，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共包括 8 章 93 条，对燃煤污染防治方面煤炭减量、禁燃区

划定、煤质管理、锅炉改造、集中供热、农村清洁能源等六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除此之外，条例还特

别对政府责任进行明确规定，强化了政府责任，将大气污染防治责任细化分解到环保、公安、城管等多

个政府部门，确保责任落实，条例还规定实行大气环境质量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省人民政府制

定考核奖惩办法，对各设区的市、县(市、区)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实

施考核。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开。 

3. 模型设定 

DID 模型又叫双重差分模型，在双重固定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交互项构成。 

it i t i t ity treat postα µ λ θ= + + + +∗                               (1) 

其中， ity 为因变量；i 表示个体；t 表示时间； iµ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tλ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it 为模型

误差项。 itreat 表示处理组虚拟变量，实施政策的省份定义为 1，非政策实施省份定义 0。 tpost 表示处理

期虚拟变量，政策实施之后的年份定义为 1，实施之前的年份定义为 0。这也就说明了，我们需要对数据

进行分组，一组为处理组，另一组为控制组。 
使用 DID 模型必须满足前提： 
平行趋势检验：处理组和控制组有共同趋势，在政策干预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结果效应的趋势

应该是一样的。 
SUTVA 条件：政策干预只影响处理组，不会对控制组产生交互影响，或者政策干预不会产生外溢效

应。 
基于上述理论基础，本文设定模型如下： 

it i t itPF diditα µ λ θ= + + + +                               (2) 

下标 i 表示不同省份，下标 t 表示不同年份，PF 表示污染排放量，设定为被解释变量；did 设定为核

心解释变量，εit为随机误差项，μ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λ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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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表示 13 年后实施了《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对数据进行分组，时间上，设

定 13 年之后为实验组，13 年之前为控制组。空间上，设定政策实施省份为实验组，未实施政策的省份

为控制组。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验证政策执行是否有效影响了污染排放量，利用 stata软件进行回归，基准回归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Table of bas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表 1. 基准回归系数表 

 (1) 

VARIABLES PF 

did −2.714*** 

 (0.748) 

Constant 6.935*** 

 (0.567) 

个体效应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从表中可以看出 did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也就表明政策执行确实对污染排放量存在显著影

响，因此，基础理论前提得到论证。从系数上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后，did 与 PF 之间存在

负向关系，也就是在政策执行后，污染排放量出现了下降的情况，说明政策有效。 

4.2. 稳健性检验 

在构建模型时，可能存在遗漏变量或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等问题导致模型失真，从而使得结论不可

靠，为了保障结论的可靠性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在本文第三部分提到了 DID 模型的两个前提条件，首先，从 SUTVA 条件来看，无论是《河北省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还是《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其政策执行范围都是河北省并不会

对其他省份产生影响，从而也就不存在政策影响对照组的情况。其次，为了保障模型符合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 stata 软件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 
考虑到《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3)》与 2013 年 9 月 6 日实施，可能存在滞后效

应，因此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时，以 2014 年为时点。 
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在政策实施之前，也就是 Before2 和 Before1 并不显著，实施政策后，也就是

Current 之后的年份明显显著，2015 年出现波动可能是由于政策效果降低导致，2016 年出台《河北省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后情况得到好转。这一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对河北省污染治理存在显著的效果，也就表

明模型顺利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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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arallel trend test chart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图 

5. 结论及对策建议 

基于实证分析，本文提出以下观点，无论是《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还是《河北

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对污染防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13 年出台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存在“治理一刀切”“权责不明确”等问题，这些问题在 2016 年出台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得到了解决。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污染防治成果，为了进一步实现污染防治，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调整落后产能，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10]。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大力开发对经济

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支持开发重大产业技术，制定重要技术标准，构建自主创新的

技术基础，加快高技术产业从加工装配为主向自主研发制造延伸。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鼓励运用高技

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制造业，提高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端产品比重。引导和推动钢铁、

水泥、造纸、装备制造业等领域企业的兼并重组。 
其次，调整能源结构，《“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特别提到要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例如大力推进光电等清洁能源的开发，目前我国能源方式仍然是以燃烧煤炭为主，新能源占比重较低，

因此，必须推动能源结构低碳转型，让新能源占据更高的比重，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加快煤炭减

量步伐，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 
最后，政府及时引导，政府干预对于实现污染治理具有重要作用，企业归根结底还是以营利为目的

的组织，想要让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需要政府合理发挥作用。政府可以加大中央及地方预算内资金

对低碳发展的支持力度。出台综合配套政策。政府还可以建立相应的法例法规和信息披露机制，从多方

面鼓励和督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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