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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 新 点

        面对全球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双重目标，如何借助前沿技术助力资源优化配置与可
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亟待探索的重要议题。为此，本文考察了人工智能发展对各省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本文创新性构建省市维度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基
于CRITIC方法赋权，测算出2016—2022年间中国各省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并采用考虑
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与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进行
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发展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人工
智能通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效率，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进一步的门槛效应分析显示，该促进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加显著。本文为推
动人工智能与绿色发展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与政策参考。

• 多维度指标（企业竞争力+环境支撑力）
• CRITIC客观赋权（冲突性+对比度双重考量）首创省级AI评价体系

• 非期望产出SBM模型（解决松弛问题）
• Luenberger指数动态分析GTFP测度方法创新

• 数字经济中介路径
• 创新资源配置优化路径

AI→GTFP多重机制
解析

• GDP双重门槛
• 区域异质性揭示非线性门槛效应

测 度
本文采用了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进行测算：

实 证 研 究 结 论 与 政 策 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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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显著提升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

•系数：0.505***（内生性、
稳健性检验稳健）
•通用技术外溢效应验证

双重中介机制
•数字经济路径
•创新资源配置路径
➔ 技术外溢+结构转型协同作用

GDP双重门槛
效应

•门槛值：3.03万亿 | 3.94万亿
•经济越发达，AI赋能越强
（东部>西部>中部）

差异化政策建议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AI+绿色技术深度融合

•智能制造/环保应用场景

• 跨区域技术协作平台 

•优先建设数字基建 

• 培育本土AI企业竞争力 

•政策倾斜引导技术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