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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与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宋跃刚,王紫琪

(河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摘 要:新质生产力能够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提升制造业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注入新动能.在构建城市层面新质生产力综合测度体系与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指标基础上,使用

2003-2020年154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直接效应与空间

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基准回归结果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增强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

一结论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地区中存在差异;空间计量回归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直

接增强本地区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且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产生正向影

响;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国内价值链的战略替代性能够正向调节新质生产力的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效应.
为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突破传统发展模式,提高自主可控能力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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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41.76万亿元,已连续7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随着我国制

造业对外贸易规模持续快速扩大,产品贸易地理范围逐渐拓宽,贸易深度与广度显著提升,与他国间贸易关

系愈加复杂密切且呈现网络化、规模化发展趋势.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延长、生产环节增加、牵涉国家增

多,易受当前贸易摩擦加剧、地缘政治变动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外部环境严峻性、不确定性的影响.与此同时,
芯片技术、超精密仪器等关键核心技术仍依托海外市场供应,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卡链”“断链”
“脱链”风险,凸显了我国构建高韧性水平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必要性和急迫性.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指出要“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水平”.由此可见,在我国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的有效衔接期时,探究制

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提升路径,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外贸基本盘”意义重大.
已有研究表明,在需求侧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拓展国内市场需求[1]、构建风险管理机制与多元化贸

易结构[2],在供给侧推动人才培育[3]、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4]、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发展[5-6],在制度层

面完善产权制度[7]、提高对外开放水平[8]等均可提升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涵盖更高专业技能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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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质量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的新质生产力能够为上述路径所涉及的先进生产要素、生产关系和社会制

度体系给予支撑,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产生影响.但鲜有文献对新质生产力与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
继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后,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又重点强调要“大力

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随着我国进入新阶段,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

能源的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已不再适配当前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而新质生产力是以新技术

深化应用为驱动,以高效能、高质量为基本要求,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支撑,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

式快速涌现为重要特征,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是符合高质

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目前新质生产力于经济领域的正向影响已在省级层面通过实证分析得到印证[9-10].仅
有少量文献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在贸易领域的作用效果,认为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11],
加快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12],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13].据此,本文认为,新质生产力以

前瞻性、引领性与颠覆性技术打通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关键堵点,缓解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以“补链”应对“卡
链”;新质生产力将数字化生产要素不断融入生产过程,以更高的灵活性、准确性面对复杂形势,提高迅速应

对变化、降低风险的能力,以“稳链”应对“断链”;新质生产力以技术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以未来产业重塑国

际竞争新优势,以“强链”应对“脱链”.故新质生产力能够提升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现有文献为本文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相关文献多停留于内涵诠释和

宏观案例等定性分析,缺乏系统的实证方法对所述观点进行检验.第二,探讨新质生产力作用效果的文献主

要基于国家、区域、省际层面视域,缺少中观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难以为政府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过

程中精准施策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第三,已有文献在构建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指标时缺少基于时间维

度的动态考察,难以从整体上把握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全貌.
本文基于2003-2020年154个地级市的城市维度数据,从理论与实证层面探究以下问题:新质生产力

能否提升本地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该影响效果是否具有异质性特征? 新质生产力能否通过空间溢出

效应提升邻近地区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研究内容层面,将新质生产力与

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纳入同一框架,以定量维度切入探讨二者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纳入对国内价值

链战略性替代作用的考量,既是对新质生产力研究领域的深入拓展,也是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路

径定量分析文献的有益补充.第二,研究视角层面,本文从城市维度的中观视角出发,探讨了新质生产力的时

空分布特征与演变趋势,并从空间效应视角考察城市间联动作用,以更好判断新质生产力的总体提升效果,
推动政府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相关政策.第三,测度方法层面,本文使用上市公司数据将国家-行业层面的全球

价值链上、下游度数据分解至城市层面,利用滚动窗口法与HP滤波法构建动态视角下的城市层面制造业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指标,为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长提供更为细致、丰富的经验证据.

1 机理分析与假设

1.1 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直接影响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强大发展动能,能够提升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具体表

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就新质劳动者而言.在供给侧层面,劳动者受教育水平、技能素养的提升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素

质,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优化效果[14],增强核心环节竞争优势,提高下游合作伙伴黏性与忠诚度,
降低产业链波动性,提高产业链韧性.在需求侧层面,新质生产力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强化劳动力可从事工作

的广度与深度,实现人力资本要素高效流动和精准配置,提升资源配置效率[9],提高本地对其需求的把握能

力和对供应状况的响应能力,快速感知供应风险,提高制造业供应链韧性,构建更富有韧性的供应链网络.
其次,就新质劳动资料而言.在供给侧层面,新质生产力催生了诸如数字化平台、共享经济等新型合作模

式,能够打通数据孤岛,扩大贸易信息的搜索与展示范围,降低供给侧生产制造环节与需求侧的用户市场之

间信息壁垒,推动供需信息匹配更加高效[10],降低贸易阻力,提高产业链韧性.在需求侧层面,新质生产力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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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先进技术和智能化设备等劳动资料,提高本地技术水平,推动生产薄弱环节的核心技术突破,缩短与国际

前沿知识、先进经验的距离,一方面提高与上游供应商之间的协同程度,提升贸易效率,促进构建多元化贸易结

构,分散“断供”风险,另一方面降低一国关键原材料进口依赖度,保障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提升供应链韧性[15].
再者,就新质劳动对象而言,新质生产力推动在技术创新、生产方式、经营管理等方面具有国际竞争优势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向智能化、集群化、绿色化发展[16].这在供给侧层面,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与出口

产品质量,为本地获取更高出口利润,提高产业链韧性[17];在需求侧层面,能够降低绿色技术应用成本,提高

清洁中间产品替代的经济性,增加清洁中间产品投入需求,推动本地寻找更多供应源的同时以自主生产逐步

替代国外中间品进口,降低进口依赖度,提高进口的稳定性与主动权,提升供应链韧性.基于此,本文提出研

究假设H1.
H1:新质生产力能够提升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1.2 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关乎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举措,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质生产力是新一轮技术革命下,以传统生产力为基础,向颠覆性创新驱动、高速高

质发展跃迁的结果.因此,新质生产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

要素的特性,以及其本身所具有的渗透性、融合性和协同性特征,使其所涉及的技术创新、知识扩散、产业集

聚、产业链协同、基础设施建设等不会局限在区域内[18],而是能够突破地理距离的限制,超越空间和区域的

束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出现本地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也能影响邻近地区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现

象.本文从本地区、邻近地区、本地区与邻近地区之间3个空间关系细化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空间溢出的实现机制.
具体而言:首先,新质生产力提升本地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在地域间产业、人才等要素关联性不断提升的

过程中,以非自愿和非自觉扩散、传播、转移等途径对周边地区产生外部性[10];其次,邻近地区为了追赶甚至

超越本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往往会主动学习、模仿本地区获取的国际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并将本地区的

发展模式转化为符合其自身区域特点的发展模式,在模仿过程中实现制度、政策和产业的创新发展[19],提升

自身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再次,本地区与邻近地区之间的“促竞争效应”、“要素流动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
促进了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地域间动态流动,实现了跨区域的经验共享、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从
而以产业结构互补、人才高效集聚、产业联动发展推动本地区与邻近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升整体制造业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
H2:新质生产力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能提升邻近地区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2 实证分析

2.1 模型设定

为检验上述研究假设,本文首先构建如下基本模型:

Resupct(Resdownct)=α0+α1NQPFct+α2Xct+δc +γt+εct, (1)
其中,下标c,t分别代表城市、年份;Resupct,Resdownct 分别表示t年c城市的制造业产业链韧性与供应链韧

性;NQPFct 代表t年c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Xct 为一系列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δc,γt 分别表示城市固定

效应、时间固定效应;εct 表示随机扰动项.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 首 先 按 照 文 献 [20]的 思 路,根 据 公 式 GVCup =
V̂LLAFB̂Yι+V̂LAFBB̂Yι

V̂LAFB̂Yι
,GVCdown =

ι'̂VLLAFB̂Yι+ι'̂VLAFBB̂Y
ι'̂VLAFB̂Y

计算了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指数(GVCup)和全球价值链下游度指数(GVCdown).其

中,̂VLAFB̂Y 表示跨境分工合作所涉及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其 对 国 内 外 总 产 出 的 影 响 分 别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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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LAFB̂Y 和V̂LAFBB̂Y.GVCup 和GVCdown 分别为从生产端和需求端测度的生产链长度.
其次,参照文献[21]的做法,在城市层面以上市公司①出口贸易金额数据为权重,以公式up_cityct =

∑
N

f∈c
GVCupit

exportfit

∑
f∈c

exportfit

,down_cityct=∑
N

f∈c
GVCdownit

exportfit

∑
f∈c

exportfit

,计算城市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游度

(up_city)与下游度(down_city).其中,exportfit 为属于制造业行业i的上市公司f第t年的出口贸易金额,
是参考文献[22]的方法,按照地区分布从CSMAR数据库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损益项目中筛选而来.

最后,本文借鉴文献[23]的研究,以3年作为一个观测时期滚动测算全球价值链上、下游度的波动率,计
算公式分别为:

vol_upct=
1

T-1∑
T

t=1
(up_citycT -

1
T ∑

T

t=1
up_citycT)

2, (2)

vol_downct=
1

T-1∑
T

t=1
(down_citycT -

1
T ∑

T

t=1
down_citycT)

2, (3)

其中,T 为观测窗口期(设定为3),vol_upct 表示c城市在t年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波动率.该值越小,表明全

球价值链上、下游度波动程度越低,则可以认定该城市对外部冲击具有较高的韧性.城市全球价值链上游度

波动率从供给端角度定义韧性,更侧重于在城市内部建立稳定的生产过程以及城市在自身产业链中发挥的

作用,因此取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波动率的相反数测度产业链韧性(Resup);而城市全球价值链下游度波动率

则从需求端角度定义韧性,涉及城市作为要素需求方与其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和合作,以及如何应对供应链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取全球价值链下游度波动率的相反数测度供应链韧性(Resdown).
基于上述指标测算结果,本文为进一步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与演变趋势,对2003-2020年产业链韧性、

供应链韧性指标进行不同城市间的横向对比分析与同一城市不同年度间的纵向对比分析.就制造业产业链

韧性而言,2020年超过40%的城市出现了韧性水平下降现象.可能的原因是:我国产业链近年来面临更低成

本经济体的竞争与发达经济体技术遏制的“两头挤压”状况,亟待实现“突围”.就制造业供应链韧性而言,中
部地区韧性水平上升明显,表明“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具有显著成效.
2.2.2 解释变量

考虑到新质生产力包括教育水平、技能素养提高的新质劳动者,实现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新质劳动

资料及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为主的新质劳动对象,本文参考文献[24]的研究,结合各地级市数据的

可获得性,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3个方面构建如表1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

基础上使用熵值法测度新质生产力(NQPF).
2.2.2.1 新质生产力综合指数的时间变化特征

为了从时间维度上了解新质生产力综合指数及其各维度指数的变化特征,预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本文计算了全国各年度平均指数,并绘制了图1.图1显示,2003-2020年,我国新质生产力综合指数及其各

维度指数均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其中,新质生产力综合指数由0.102增至0.256,增长率为150.980%;新质

劳动资料指数增幅较大,由0.048增至0.191,增长率为297.917%;新质劳动者指数次之,由0.042增至

0.060,增长率为42.857% ;新质劳动对象指数增幅较小,由0.008增至0.009,增长率为12.500%.这表明我

国当前满足发展新质生产力需求的领军和顶尖人才数量依然不足;战略性新兴产业仍存在产业趋同现象严

重、制度环境尚不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对利用集群化、绿色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新质生产力发

展构成了一定约束.
2.2.2.2 新质生产力综合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

本文进一步探究了2003-2020年新质生产力综合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演变趋势.从空间分布特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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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虑到工业企业的出口贸易金额变量需要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匹配获得,样本区间将限制在1998-2013年,难以反

映最新形势下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影响,本文选择将上市公司作为计算权重的对象,以解决研究时

期较早、样本区间过窄问题.



看,2003年,沿海地区如杭州市、厦门市、东莞市新质生产力水平较高,这一特征在2020年更为显著.从演变

趋势上看,从2003年到2020年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提升,且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间的新

质生产力水平差距有所减小,这表明这18年间,我国部署的科技强国战略、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新质

生产力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1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Tab.1 Measurementindexsystemofnewqualityproductivitydevelopmentlevel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量化方法 指标趋向

新质劳动者 新质人力资本投入 科学投入 政府每年用于科学的财政支出 正向

教育投入 政府每年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 正向

研发人员数量 研发人员数量 正向

新质人力资本产出 计算机行业贡献度 计算机行业从业人数/就业总人数 正向

高等教育水平 每年专科以上学校在校生总数 正向

科研、技术服务行业贡献度 科研技术从业人员/就业总人数 正向

新质劳动资料 能源消耗水平 不可再生能源消耗 煤炭消耗总量 负向

石油消耗总量 负向

天然气消耗总量 负向

可再生能源消耗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耗总量 正向

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水平 互联网渗透度 每百人互联网数 正向

移动电话渗透度 每百人移动电话数 正向

电信业务渗透度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正向

机器人应用水平 机器人安装密度 机器人安装数量×就业人数占比 正向

数字化创新水平 数字创新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正向

数字经济指数 正向

新质劳动对象 新自然物利用水平 新兴产业活跃度 新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之和/GDP 正向

绿色环保 污染减排 污染综合指数 负向

绿化覆盖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建成区面积 正向

2.2.3 控制变量

为更加全面分析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借鉴文献[25]的
研究设定如下控制变量:以地区生产总值的

对数衡量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Dev)、以年

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对数衡

量地级市金融发展程度(Fin)、以货物和服

务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

地级市贸易依存度(Com)、以城镇人口占比

衡量地级市城镇化率(Urb)、以货运总量的

对数衡量地级市交通运输水平(Tra).各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2.3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最新版本OECD-ICIO数据库提供的1995-2020年77个

国家或地区45个行业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用于计算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二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收
录了1985-2021年全国各级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数据,用于构建

新质生产力指标和控制变量.

33第5期       宋跃刚,等:新质生产力与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2 Descriptivestatisticalanalysis

变量 变量含义 N mean sd min max

Resup 产业链韧性 2772 -0.094 0.136 -0.692 -0.004

Resdown 供应链韧性 2772 -0.096 0.087 -0.485 -0.004

NQPF 新质生产力 2772 0.170 0.087 0.022 0.530

Dev 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 2772 16.293 0.963 14.093 18.493

Fin 地级市金融发展程度 2772 2.259 1.098 0.917 6.422

Com 地级市贸易依存度 2772 0.374 0.620 0.002 4.016

Urb 地级市城镇化率 2772 0.537 0.156 0.234 0.949

Tra 地级市交通运输水平 2772 9.130 0.848 7.201 10.956

  考虑到直辖市具有较强的经济、政治特殊性,新质生产力水平与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也存在较

大差异,故本文剔除4个直辖市的样本数据,并参考文献[26]的做法,删除控制变量数据缺失值超过50%的

地级市,利用线性插值法将剩余样本的缺失值补齐,最终得到2003-2020年由154个地级市组成的共

2772个样本量的城市-年份层面平衡面板数据.

3 实证结果和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表3统计了基于公式(1)得出的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基准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列
(1)~(2)NQPF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在列(3)~(4)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仍显著为正,表明新质生产

力有助于提升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假设1得以印证.可能的解释为:新质生产力通过降低产业链供应

链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以改善供需关系,通过培养新的利润增长点以缓解资金链断裂风险,从而增强制

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表3 基准回归

Tab.3 Baselineregression

变量 (1)Resup (2)Resdown (3)Resup (4)Resdown

NQOF 0.228***(2.765) 0.134**(2.509) 0.227***(2.730) 0.122**(2.246)

Dev 0.007(0.350) 0.022(1.631)

Fin -0.001(-0.095) -0.003(-0.550)

Com -0.002***(-3.924) -0.001***(-2.733)

Urb -0.001(-1.085) 0.000(0.090)

Tra 0.003(0.541) -0.006*(-1.935)

_cons -0.168***(-11.690) -0.119***(-12.917) -0.268(-0.849) -0.418*(-1.920)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2772 2772 2772 2772

R2 0.378 0.426 0.380 0.428

  注:*、**、***分别代表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t值.下表同.

3.2 稳健性检验

3.2.1 更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确保核心结论不受指标衡量方式的影响,本文借鉴文献[17]的思路,采用 HP滤波法将制造业全

球价值链上、下游度分解为趋势项和波动项,使用波动项与趋势项的比值表征实际生产长度延长偏离潜在生

产长度延长的程度,并以此衡量制造业产业链韧性(Resup_HP)与供应链韧性(Resdown_HP),并将其作

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表4列(1)~(2)分别总结了Resup_HP,Resdown_HP 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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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提升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验证前文结论.
表4 稳健性检验

Tab.4 Robustnesstest

变量 (1)Resup_HP (2)Resdown_HP (3)Resup (4)Resdown

NQPF 0.021***(3.564) 0.015***(3.543) 0.331***(3.326) 0.224***(3.371)

Dev -0.015(-1.493) 0.001(0.171) 0.005(0.251) 0.028*(1.937)

Fin -0.001(-0.440) 0.000(0.175) 0.001(0.083) -0.001(-0.227)

Com -0.001***(-4.587)-0.001***(-5.171)-0.004***(-6.951) -0.001(-1.416)

Urb 0.000(0.819) 0.000(0.198) -0.001(-0.992) 0.000(0.280)

Tra 0.001(0.437) -0.002(-1.236) 0.002(0.433) -0.008**(-2.216)

_cons 0.233(1.467) -0.000(-0.004)

Kleibergen-PaaprkLMstatistic 422.310(0.000) 422.310(0.000)

Kleibergen-PaaprkWaldFstatistic 3350.031{16.38} 3350.031{16.38}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2772 2772 2618 2618

R2 0.051 0.111 0.005 0.005

3.2.2 内生性检验

通过前文证实新质生产力能够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产生影响,而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

能够通过在供给侧以产业创新“整合科技资源”、在需求侧以消费升级“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在环境侧以产业升级 “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降低新质生

产力面临的“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和预期偏弱”发展压力[16],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因此模型中可能存在反向

因果关系,影响结论的可靠性.鉴于此,本文借鉴文献[27]的做法,使用移动份额法(shift-share)构造工具变

量Bartikct=Gg,t×L.NQPFct,其中,Bartikct是本文构建的Bartik工具变量,L.NQPFct表示滞后一期的新

质生产力水平,Gg,t为该年除本地级市外全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增长率.此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高度相关,
同时在控制了城市、年份固定效应后,不会与其他影响地级市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残差项相关,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内生性问题.
本文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表4列(3)~(4)回归结果显示,在本文寻找的工具变量加入

回归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新质生产力仍能够促进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证实了核心结论的

稳健性.同时工具变量识别不足与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足问题与弱

工具变量问题,即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3.2.3 分位数回归

本文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用三分

位次法将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划

分为低、中、高,判断新质生产力在不同制造

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下的边际效应,估
计结果如图2所示.新质生产力能够正向提

升不同分位数点的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且在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处于中低

水平时,新质生产力能够更有效发挥作用,
这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3.3 异质性分析

3.3.1 区域异质性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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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分部进行回归.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回归

系数显著为正且数值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新质生产力能够在中西部地区

充分发挥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效应.可能的解释为:因地理位置与资源禀赋优势,东部地区相较于中西

部地区而言拥有更为雄厚的经济基础、更为完善的产业结构和更为发达的数字化水平,其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

结构较为稳定,具有更强韧性.因此,新质生产力在东部地区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作用效果相对有限.
表5 区域异质性检验

Tab.5 Regionalheterogeneitytest

变量
Resup

(1)东部 (2)中部 (3)西部

Resdown

(4)东部 (5)中部 (6)西部

NQPF 0.215*(1.833) 0.397**(2.001) 0.398*(1.893) 0.070(0.909) 0.407***(3.351) 0.501***(4.368)

Dev -0.099***(-3.126) 0.022(0.582) 0.047(1.158) 0.035(1.249) -0.007(-0.315) -0.039*(-1.647)

Fin -0.028**(-2.279) -0.003(-0.201) 0.028**(2.316) -0.005(-0.642) 0.006(0.656) -0.003(-0.466)

Com -0.004(-1.328) -0.013(-0.671) -0.002***(-3.478) 0.006**(2.149) 0.017(1.167) -0.001***(-2.909)

Urb 0.001(0.906) -0.001(-1.278) -0.000(-0.213) 0.000(0.863) -0.001(-1.120) 0.002*(1.892)

Tra 0.037***(4.499) -0.009(-0.992) -0.015(-1.413) -0.002(-0.313) -0.013**(-2.184) -0.010*(-1.687)

_cons 1.144**(2.136) -0.405(-0.663) -0.857(-1.377) -0.682(-1.456) 0.095(0.259) 0.469(1.255)

城市/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134 900 738 1134 900 738

R2 0.457 0.326 0.360 0.539 0.382 0.297

3.3.2 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水平异质性

为探究不同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水平地区中,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是

否存在差异,本文参考文献[28]的方法测算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水平,并根据其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产

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水平较低组与较高组,并分别进行回归.表6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
级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系数显著为正;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

水平较高的地区,新质生产力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一结果充分展现了新质生产力不是既有生产力修补式的

调整完善,而是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为核心的生产力体系重塑,筑基于新的要素条件、形成于新的产业质

态、导向在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支撑现代化建设、拥有更大成长潜力空间、更利于多目标协同的全新生

产力.
3.4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新质生产力水平较高地区可以通过创新溢出和产业协同等路径对邻近地区发挥经济辐射效应,从而整

体性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更大范围、更高质量的创新网和产业链供应链形成[29],提升制造业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有鉴于此,在前文考察了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存在直接影响的基础上,本文进一

步对其可能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讨论.
3.4.1 空间自相关检验

本文运用全局莫兰指数对新质生产力与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①.由表7可知,

2003-2020年各变量的 Moran's指数几乎均显著为正,表明新质生产力与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具有正

向空间自相关性.因此,需考虑空间因素的影响,选择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新质生产力是否对制造业产业链供

应链韧性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3.4.2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参考文献[30]的方法,本文进行了LM检验、Wald检验、LR检验和 Hausman检验,结果见表8.LM 检

验的结果显示,RobustLM滞后不显著,LM滞后、LM误差和RobustLM误差检验统计量均显著.然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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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仅在表7展示空间权重矩阵为反地理距离矩阵的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表8同.



Wald检验,强烈拒绝SDM模型退化为SAR模型和SEM 模型,表明空间杜宾模型为最优模型.LR检验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同时滞后优于只滞后时间或地区,因此选择双向固定.Hausman检验分别在5%水平上

显著,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综合考虑下,本文选择空间杜宾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探究新质生产力对

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
为了验证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制造业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新质生产力以及控制变量的空间交互项,最终建立如下空间计量模型:

Resupct=ρWResupct-1+υ1NQPFct+υ2WNQPFct+υ3Xct+υ4WXct+δc +γt+εct, (4)

Resdownct=ρWResdownct-1+υ1NQPFct+υ2WNQPFct+υ3Xct+υ4WXct+δc +γt+εct, (5)
其中,W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分别为反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邻接矩阵;其余变量含义均同前文.

表6 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水平异质性检验

Tab.6 Heterogeneitytestofrationalizationandadvancedlevelofindustrialstructure

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异质性

Resup

(1)低 (2)高

Resdown

(3)低 (4)高

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异质性

Resup

(1)低 (2)高

Resdown

(3)低 (4)高

NQPF

 

0.184*

(1.781)
0.230
(1.253)

0.170**

(2.340)
0.104
(0.944)

0.501**

(2.437)
0.172*

(1.777)
0.353**

(2.474)
0.108
(1.637)

Dev

 

0.056**

(2.205)
-0.074*

(-1.837)
0.058***

(3.080)
-0.043**

(-2.056)
0.000
(0.005)

-0.040
(-1.424)

-0.022
(-1.103)

0.024
(1.262)

Fin

 

0.006
(0.752)

-0.014
(-1.026)

0.010*

(1.671)
-0.017**

(-2.578)
-0.005
(-0.420)

0.007
(0.707)

-0.010
(-1.436)

0.009
(1.472)

Com

 

-0.006*

(-1.959)
-0.003***

(-3.909)
0.005*

(1.757)
-0.001***

(-3.912)
-0.003***

(-3.770)
0.000
(0.119)

-0.001***

(-3.998)
0.012***

(3.738)

Urb

 

-0.001
(-1.392)

0.000
(0.395)

-0.000
(-0.638)

0.000
(0.528)

-0.002**

(-2.497)
0.001
(0.678)

-0.000
(-0.751)

0.002**

(2.255)

Tra

 

0.003
(0.391)

0.002
(0.228)

-0.018***

(-2.921)
0.000
(0.093)

0.006
(0.829)

0.025**

(2.349)
0.004
(0.961)

-0.014**

(-2.160)

_cons

 

-1.059**

(-2.553)
1.021
(1.608)

-0.925***

(-3.079)
0.597*

(1.820)
-0.145
(-0.269)

0.209
(0.467)

0.217
(0.684)

-0.513
(-1.584)

城市/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387 1385 1387 1385 1386 1386 1386 1386

R2 0.337 0.452 0.336 0.542 0.355 0.518 0.421 0.503

表7 全局莫兰指数

Tab.7 GlobalMoran'sindex

年份
Moran'sI

NQPF Resup Resdown

2003 0.164*** 0.019*** 0.019***

2004 0.150*** 0.025*** 0.014***

2005 0.143*** 0.019*** 0.009*

2006 0.137*** 0.036*** 0.009

2007 0.190*** 0.032*** 0.014***

2008 0.175*** 0.019*** 0.018***

2009 0.170*** 0.043*** 0.051***

2010 0.175*** 0.044*** 0.033***

2011 0.159*** 0.021*** 0.011***

年份
Moran'sI

NQPF Resup Resdown

2012 0.125*** 0.006 0.021***

2013 0.155*** 0.010* 0.013***

2014 0.135*** 0.028*** 0.024***

2015 0.125*** 0.018*** 0.010*

2016 0.182*** 0.016*** 0.016***

2017 0.197*** 0.015*** 0.006***

2018 0.187*** 0.023*** 0.017**

2019 0.189*** 0.017*** 0.005***

2020 0.155*** 0.019***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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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Tab.8 Selectionofspatialeconometricmodel

检验
Resup

LM 值 P 值

Resdown

LM 值 P 值

LM_Error 65.452 0.000 46.493 0.000

Robust_LM_Error 4.611 0.032 7.236 0.007

LM_Lag 61.230 0.000 41.214 0.000

Robust_LM_Lag 0.389 0.533 1.957 0.162

Waldtestspatiallag 30.560 0.000 33.410 0.003

Waldtestspatialerror 29.160 0.000 31.240 0.000

LR_SDM_ind 86.200 0.000 77.470 0.000

LR_SDM_time 1161.770 0.000 1405.080 0.000

Hausmantest 2.980 0.021 6.310 0.038

3.4.3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及分析

根据表9、10列(1)~(3)回归结果,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新

质生产力能够提升本地级市的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验证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空间滞后项的系数(rho)显著为正,表明其具有显著空间集聚特征,与空间自回归检验结果一致.根据表

9、10列(4)~(6)回归结果,W*NQPF 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新质生产力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能够提升邻近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级市的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可能的解释为:新质生产力发

展水平较高的地级市作为区域增长极,一方面能够发挥“火车头”作用,通过产业转移、技术帮扶等积极带动

邻近地级市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升邻近地级市的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另一方面,“虹吸”邻近地级市

隐性利润、生产要素等而产生极差效应导致分配不均的潜在风险,将倒逼邻近地级市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提升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在不同区域间的扩散和互动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能
够促进整体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联动增长.假设2得以印证.

表9 新质生产力对产业链韧性空间溢出效应的检验

Tab.9 Testofspatialspillovereffectofnewproductivityonindustrialchainresilience

变量 (1)反地理距离矩阵 (2)经济距离矩阵 (3)邻接矩阵 变量 (4)反地理距离矩阵 (5)经济距离矩阵 (6)邻接矩阵

NQPF 0.179***(3.188) 0.208***(3.694) 0.135***(3.506) W*NQPF 0.130**(2.277) 0.004(0.405) 0.023**(2.419)

Dev -0.010(-1.399) -0.008(-1.100) -0.004(-0.851) W*Dev -0.007(-1.204) -0.000(-0.320) -0.001(-0.770)

Fin -0.001(-0.300) 0.002(0.536) -0.002(-0.708) W*Fin -0.001(-0.321) 0.000(0.161) -0.000(-0.679)

Com -0.002***(-2.580)-0.002**(-2.452)-0.001(-1.103) W*Com -0.002*(-1.874)-0.000(-0.422) -0.000(-1.001)

Urb 0.000(0.024) -0.000(-0.013) -0.000(-0.065) W*Urb 0.000(0.002) -0.000(-0.081) -0.000(-0.086)

Tra 0.003(0.562) 0.004(0.628) -0.004(-1.109) W*Tra 0.002(0.529) 0.000(0.249) -0.001(-1.013)

σ 0.014***(36.125) 0.014***(36.146) 0.006***(36.116) rho 0.418***(6.208) 0.018(0.467) 0.150***(4.210)

N 2772 2772 2772 R2 0.584 0.389 0.678

4 进一步分析:国内价值链的战略替代性

考虑到构建国内价值链一方面可以实现依托国内各地区资源配置与整合的一体化生产,另一方面能够

进行风险较低的国内采购,从而增强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31],本文以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Ft)的提

升衡量国内价值链构建水平,检验国内价值链的战略替代性能否影响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的提升作用.
本文按照公式DVAFit=DVAit/SVAit 计算我国17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其中,DVAFit

表示t年我国制造业行业i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it 表示出口国内增加值,SVAit 为增加总值.本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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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32]的方法,以各部门的产出占国家总产出的比重作为权重将DVAFit 加总至国家层面,得到我国每年

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Ft.检验公式设定如下:
Resupct(Resdownct)=α0+α1NQPFct+α2NQPFct*DVAFt+α3Xct+δc +γt+εct, (6)

从表11列(1)~(2)回归结果可知,无论是产业链韧性还是供应链韧性,交互项NQPF*DVAF 的系数均显

著为正,这表明国内价值链构建水平越高,新质生产力将不再仅依赖供应商多元化策略达到“稳链保供”目
的,而有可能通过国内采购与一体化生产赢得发展主动权,实现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该结果在表

11列(3)~(4)更换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指标后依然成立.可能的解释为:其一,国内价值链能够挖掘巨

大内需潜力,降低外部依赖,有利于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其二,国内价值链优化产业布局,形成虹

吸全球资源要素的国内市场效应,有助于构建体系完整、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链;其三,国内价值链加速区域

协同联动发展,有效促进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溢出效应,有益于构建关联紧密、供需关系稳定的安全供应链.因
此,提高国内价值链构建水平,能够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的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效应.

表10 新质生产力对供应链韧性空间溢出效应的检验

Tab.10 Testofspatialspillovereffectofnewqualityproductivityonsupplychainresilience

变量 (1)反地理距离矩阵 (2)经济距离矩阵 (3)邻接矩阵 变量 (4)反地理距离矩阵 (5)经济距离矩阵 (6)邻接矩阵

NQPF 0.105***(2.738) 0.135***(3.506)0.109***(2.827)W*NQPF 0.100**(2.196) 0.023**(2.419) 0.090**(2.351)

Dev -0.003(-0.546) -0.004(-0.851) -0.004(-0.725) W*Dev -0.002(-0.493) -0.001(-0.770) -0.003(-0.671)

Fin -0.004(-1.443) -0.002(-0.708) -0.004(-1.424) W*Fin -0.004(-1.265) -0.000(-0.679) -0.003(-1.288)

Com -0.001(-1.251) -0.001(-1.103) -0.001(-1.337) W*Com -0.001(-1.126) -0.000(-1.001) -0.001(-1.215)

Urb -0.000(-0.069) -0.000(-0.065) -0.000(-0.043) W*Urb -0.000(-0.088) -0.000(-0.086) -0.000(-0.060)

Tra -0.005(-1.308) -0.004(-1.109) -0.005(-1.218) W*Tra -0.005(-1.182) -0.001(-1.013) -0.004(-1.134)

σ 0.006***(36.121) 0.006***(36.116) 0.006***(36.084) rho 0.485***(7.718)0.150***(4.210)0.454***(8.215)

N 2772 2772 2772 R2 0.678 0.678 0.678

表11 国内价值链的战略替代性

Tab.11 Strategicsubstitutabilityofdomesticvaluechain

变量 (1)产业链韧性 (2)供应链韧性 (3)产业链韧性 (4)供应链韧性

NQPF 0.139**(2.232) 0.054***(3.357) 0.173**(2.408) 0.042***(2.843)

NQPF*DVAF 0.205*(1.673) 0.348**(2.138) 0.122**(2.300) 0.833***(2.992)

Dev 0.007(0.348) 0.022(1.608) -0.015(-1.497) 0.001(0.139)

Fin -0.001(-0.086) -0.002(-0.464) -0.001(-0.427) 0.001(0.293)

Com -0.003***(-3.911) -0.001***(-3.044) -0.001***(-4.659) -0.001***(-5.660)

Urb -0.001(-1.082) 0.000(0.135) 0.000(0.824) 0.000(0.252)

Tra 0.003(0.522) -0.007**(-2.070) 0.001(0.417) -0.003(-1.395)

_cons -0.269(-0.849) -0.423*(-1.942) 0.233(1.464) -0.003(-0.031)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2772 2772 2772 2772

R2 0.380 0.429 0.051 0.112

5 结论和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CSMAR数据库、OECD-ICIO数据库,得到2003-
2020年154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滚动窗口法与HP滤波法构建动态视角下城市层面制造业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指标,构建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及新质劳动对象的3维度新质生产力指标评价体系,并科

学、客观、全面地测算新质生产力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检验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果,并替换被解释变量、克服内生性、使用面板分位数回归验证核心结论的稳健性,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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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区位、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等异质性特征进行检验,进一步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

讨新质生产力是否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探讨国内价值链的战略替代性能否强化新质生产力的韧性提升

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新质生产力能够提升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一核心结论在更换被解释变

量、处理内生性问题、非线性机制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在

中西部地区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水平较低地区能够有效发挥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剂”作用;
第三,空间计量回归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既能够直接增强本地区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也可以对邻近

地区的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产生正向溢出;第四,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合理发挥国内价值链的战略替

代性有利于新质生产力提升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考虑到新质生产

力所需创新人才培育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所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各地区应持续推

进高等教育系统性改革,并对战略新兴产业给予强有力的政策扶持,积极推进联动开发与形成产业集群,从
而缓解利用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提高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约束;第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纵向协同机制

建设.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应以新质生产力为突破口,在供需匹配优化、供需关系维持、供需质量提升3个层

次上增强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间的关联效应与协同效应,提升其韧性水平;第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存在一定差距,而新质生产力却能够在中西部地区

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水平较低地区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发挥更大的作用效果.因此各地区应结

合当地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情况,实施“锻长板”“补短板”“育新板”策略,发展符合当地特色的新

质生产力;第四,打造区域增长极,发挥新质生产力的溢出效应.一方面充分发挥优势地区的示范引领作用;
另一方面系统性推动区域内地区围绕区域增长极联动发展,从而带动周边乃至整个区域同步提升新质生产

力水平,打造稳定的、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的、有韧性的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第五,构建并优化国内价值链,
实现国内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逐步从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客场经济全球化转变为以本国内需

为主导的主场经济全球化,进而在新质生产力高速发展背景下,为提升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创造内生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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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qualityproductivityandmanufacturingindustrychainsupplychain
resilience:theoreticalanalysisandempiricaltest

SongYuegang,WangZiqi

(SchoolofBusiness,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Newproductivitycanachievetechnologicalrevolutionarybreakthroughs,innovativeallocationofproduction
factors,andin-depthindustrial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andinjectnewmomentumintotheresilienceofthemanufactur-
ingindustrychainsupplychain.Basedontheconstructionofacomprehensivemeasurementsystemofnewproductivityandthe
supplychainresilienceindexofmanufacturingindustrychainatthecitylevel,thispaperusesthebalancedpaneldataof154

prefecture-levelcitiesfrom2003to2020toempiricallyanalyzethedirecteffectandspatialspillovereffectofnewproductivity
onthesupplychainresilienceofmanufacturingindustrychain.Thebenchmarkregressionresultsandtheheterogeneitytestre-
sultsshowthatthenewproductivitycansignificantlyenhancetheresilienceofthesupplychainofthemanufacturingindustry
chain,whichisdifferentindifferentregionsandregionswithdifferentdegreesofrational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There-
sultsofspatialeconometricregressionshowthatnewproductivitycannotonlydirectlyenhancetheresilienceofmanufacturing
industrychainsupplychainintheregion,butalsohaveapositiveimpactontheresilienceofmanufacturingindustrychainsup-

plychaininneighboringregionsthroughspatialspillovereffect.Furtheranalysisresultsshowthatthestrategicsubstitutability
ofthedomesticvaluechaincanpromotetheresilienceimprovementeffectofthemanufacturingindustrychainsupplychainof
newproductivity.Thisstudyprovidesausefulreferenceforthemanufacturingindustrychainsupplychaintobreakthroughthe
traditionaldevelopmentmodelandimprovetheabilityofself-control.

Keywords:newqualityproductivity;industrialchainsupplychainresilience;spatialspillovereffect

[责任编校 陈留院 赵晓华]

24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