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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方政府是环境治理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环保支出行为不仅取决于地区发展理念
和发展状况$而且受到地方政府间竞争关系的影响以及上级政府和公众的监督% 基于环境关
键词的网络搜索评价公众环境关心程度$并以首轮中央环保督察为准自然实验$采用空间双重
差分模型对"%#"!"%#;年中国!%个省级区域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强度'环
保财政支出占财政一般支出预算的比重(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行为
存在相互模仿的竞争效应*公众环境关心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公众环境关心程度的提高
不仅可以促进本地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增加$而且可以促进地理位置邻近&污染排放水平和经
济发展水平接近地区的环保财政支出强度提升*中央环保督察在提升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
上的政策效应不显著$但其对官员问责产生的督察压力会显著促进地方政府环保支出强度的
提高% 因此$在环境治理中应加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协同互动关系$通过"自上
而下#的上级考核与督察和"自下而上#的公众诉求与监督促进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改善%

一方面$要重视公众的环境偏好及其社会监督作用$并利用其空间溢出效应发挥典型示范地区
的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通过严格问责与有效激
励相结合更好地促进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责任%

关键词$公众环境关心*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环保支出*支出竞争效应*官员问责
中图分类号$?;#")9%?"%>$$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389:;#!#&"%""'%#:%%33:#8

一(引言
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是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主要负外部性之一#环境治理成为人类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环境治理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地方政府的环保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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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支出无疑是推进环境治理水平提高%确保环境公共品提供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形成了收
入集权%支出分权的财政关系#地方政府承担了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公共品的供给!周黎
安#"%%;"

)#*

& 显然#在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相结合的治理体制下#作为地区环境治理责任的主体#地方
政府的环保财政支出安排必然受到上级政府的影响!c,-\Ka#"%%;$oC#"%##$周黎安#"%#9"

)":9*

& 然而#

目前关于政府间关系影响地方政府环保财政支出行为的研究#大多基于税收竞争理论%标尺竞争理论和
溢出效应理论等考察地方政府之间横向关系下的策略互动#而较少探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纵向关
系的影响& 同时#相关经验研究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例如#陈思霞和卢洪友!"%#9"的研究发现#地市
间的环保支出存在显著的竞争效应#且跨省地市间的同期竞争效应更加显著)>*

$赵娜和李香菊!"%#2"分
析表明#省级区域的环保财政支出存在明显的'你多投#我少投(的负相关关系)3*

$曹鸿杰等!"%"%"的研
究则发现#地区间的环保财政支出表现为'模仿竞争(#而非'逐底竞争(

)8*

&

实际上#上下级政府间的关系是影响地方政府环保行为的关键因素#提高地方的环境治理水平需要
构建以'多中心治理(为特点的监管型政府体系!姚荣#"%#!"

);*

&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开启了新篇章#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环境监管体制的重大变革& "%#>年8月#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初步确立了以'督政(为特征的中央环保督
察制度& 中央环保督察将传统的环境监管模式由'查企(为主转变为'督政(为主#有利于监管型政府的
形成和发展#也必将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目前关于中央环保督察政策效应的经验研
究#主要集中在对污染排放!王岭等#"%#2$李智超等#"%"#$邓辉等#"%"#$刘亦文等$"%"#"和企业行为
!谌仁俊等#"%#2$张彦博等#"%"#$赵海锋等#"%"#$陈宇超等#"%"#$杨柳勇等#"%"#"的影响上)2:#8*

#而
关于其对地方政府行为影响的文献还相对较少&

监管型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依赖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参与#其中来自公众的'自下而上(的非正
式监督和约束不容忽视& 近年来#关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研究不断涌现#就研究方向而言#这些文献
大体可以划分为定性的制度设计研究%定量的影响因素分析%作用机制的理论模型构建%经验性的效应
水平验证等9类#其中#尤以经验性的效应水平验证居多& 在环境治理中#公众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存
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因而经验性的效应水平验证应当考察公众意愿及行为对其他市场主体和政府行为
的影响& 然而#目前关于公众环境偏好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经验研究主要聚焦于公众环保诉
求与地方环境规制水平之间的关系& 例如#郑思齐等!"%#!"和于文超等!"%#9"认为#公众环境关注和公
众环保诉求能够促使地方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2*

$张宏翔和王铭槿!"%"%"则分析了公众环保诉求
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 虽然环境规制的实施大多由政府所主导#但却并非只包含政
府行为#而且在有关实证分析中表征环境规制水平的指标往往也并非完全指向政府行为!

#因而这些经
验研究并没有单独刻画公众意愿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主要考察公众环境偏好和上级政府监督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

具体来讲+考虑到公众环境关心是公众环境参与的基础#用公众环境关心程度来代表公众对环境改善的
偏好水平$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将其作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上级政府监督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促
进作用$鉴于环保财政支出是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和行为最直接的体现#选择从环保财政支出强度
!环保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量的份额"的角度来分析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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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许多文献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或污染物排放量作为地方环境规制水平的替代指标& 前者确实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经济个体遵守环境规制的程度!原毅军等#"%#9"

)"#*

#然而其统计口径中不仅包括了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还包括当年完成环保验收项目的环保投资等#因而其反映的并非完全是政府行为$后者以污染物
排放量!或去除率"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实际反映的是环境规制的结果#更非完全指向政府行为&



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在理论上阐述公众环境关心程度提高对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影响及
其空间溢出效应#并在利用环境关键词的互联网搜索量测度公众环境关心程度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和方法借鉴$二是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央环保督
察实施及其问责压力对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影响#丰富和拓展关于纵向府际关系影响地方政府环
境治理行为的经验研究#并为进一步完善环境监管体系和制度提供政策启示&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公众环境关心对本地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影响
从社会学角度讲#公众环境关心可以简单理解为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环境态度!B6(]'-GJG,(#

"%#%"

)""*

#体现为公众对解决环境问题的支持程度以及为此做出贡献的意愿程度!/C-(,X JG,(#

"%%%"

)"!*

& 从经济学角度讲#公众环境关心则是公众对环境产品需求和偏好的反映#或者说#公众环境
关心程度越高则对环境公共品的偏好越大& 因此#一个地区的公众环境关心程度越高#公众对生态环境
和政府环保行为的要求就越高#地方政府的环保财政支出对公众整体效用水平的影响也越大& 同时#随
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公众意愿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日益增强#公众环境关心程度的提
高无疑会促使地方政府增加环保投入& 然而#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地方
政府环保投入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其环保支出强度的提高& 地方财政支出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
领域#在财政收入水平的约束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是其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对社会经济各领域
发展需求权衡的结果&

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的考核以及官员晋升激励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央和
上级政府将民生福利作为对地方政府和官员考核的重要内容#那么公众环境关心程度的提高会促使地
方政府提高环保财政支出强度& 这一影响机制可以利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解释+假设财政支出预算划
分为非环保支出N

#

!亦可视为追求经济绩效类支出"和环保支出N

"

两类#公众的效用水平取决于非环保
支出和环保支出#效用函数为V:/形式函数+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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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参数
$

反映公众对环境公共品的偏
好#即公众环境关心程度上升意味着

$

值增大!公众的环境效用增强"& 地方政府根据上一年的财政收
入4安排预算支出#在上级政府以民生福利最大化为地方政府考核目标的情景下#地方政府的最优环保
支出为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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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意味着地方政府会随着公众环境关心程度的上升而提高
其环保财政支出强度&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和落实推动经济发展方式持续转
变#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也从注重S/̂ 增长转向多元化!朱金鹤等#"%"#"

)"9*

#绿色发展%民生问
题等日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 在此背景下#公众环境关心程度的提高不仅会促使地方政府增加对环
保领域的资金投入量#而且还会推动地方财政环保支出比重的提高& 同时#地方财政收入直接关系到地
方政府可支配资源的多少#而财政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人口%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多少及其生产活动#

因而在人口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形下#公众和企业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影响地方政府行为&

公众会在对地方政府提供环保服务能带来的收益与相应的税收负担之间进行权衡的基础上选择工作和
居住的地方!H6JI'CG##2>3$0,GJ7##232"

)">:"3*

& 因此#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需要通过优化财政
支出结构来回应公众环境关心程度的提高#进而避免人口流失造成税基损失&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公众环境关心程度提高会促进本地环保财政支出强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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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环境关心影响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
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时#许多学者曾指出政府结构#或者说政府之间的特殊互动关系是其中不

可忽略的关键因素之一!林毅夫等#"%%%$周业安等#"%%;"

)"8:";*

& 改革开放以来#竞争是中国地方政府
之间策略互动关系的主要表现之一& 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政府结构下#地方政府有'向上负责(的动
机和倾向#因而竞争的领域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政府的考核标准以及官员晋升的激励& 作
为地方政府直接进行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财政支出则成为地方政府横向竞争的重要工具& 因此#在分
权体制下的标尺竞争会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在不同的领域表现为'支出竞争(和'逐底竞争(等
不同的竞争模式& 如果上级政府的考核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地方政府就会围绕经济增长展开竞争#将财
政支出更多地安排在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的领域#并且会受到其他地区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从而在经
济增长领域形成'你投#我也投(的'支出竞争(态势&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会竞相削减对经济增长拉动较
弱!甚至会减缓经济增长"的领域的财政支出#比如包括环保在内的民生福利支出#从而在民生等领域形
成'你不投#我也不投(的'逐底竞争(态势& 而地方政府的这种竞争性策略互动关系会带来各种经济效
应在空间上的外溢#而且在不同的竞争模式下具有不同的空间溢出效应&

"%%>年底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 !国发2"%%>3!2号"提出#要
落实环境保护领导责任制#要把环境保护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之中& 同年制定的'十一五(规
划明确提出了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约束性指标#并且将其层层分解#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
之中&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3!> 号"进一步明确在生
态环境方面的官员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 "%#"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的通
知.!国发2"%#"39%号"将节能减排正式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和官员问责中& 自从党的十八大将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不断强化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3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纳入党政领导干部评价
考核体系& 可见#环境治理已成为地方政府考核的重要内容#而且其他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可能会降低
本地政府官员晋升的机会#因而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领域会展开'你投#我也投(的'支出竞争(& 那么#

当一个地区的公众环境关心程度提高带来本地环保财政投入强度增加时#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也会在
'支出竞争(中提高环保财政投入强度#进而使公众环境关心程度提高对地方环保财政投入强度产生正
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

同时#公众环境关心本身也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制度经济学家诺思!"%#9"曾指出#人们选择的大部
分都是由根源于习俗%惯例%规范%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因素的非正式制度来决定的)"2*

& 显然#

公众环境关心作为公众环境意识%环境态度和环境偏好的反映#同样能够反映出社会对于环境进行非正
式规制的程度#能够传递出社会所广泛持有的环境偏好& 正如泰勒等!"%#;"行为经济学家所言#如果许
多人都持有同一种观点#做同一件事情#那么你会认为他们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最适合自己的)!%*

& 因而#

公众环境关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表现#能够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并在空间上表现出高度的自相关
性& 个体的环境偏好会受到其所处社会广泛的环境偏好的影响#公众环境关心程度较高的地区#其周围
地区的公众环境关心程度往往也较高#而公众环境关心程度较低的地区#其周围地区的公众环境关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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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环境治理具有较强的空间正外部性#地方政府的环保财政支出强度也可能具有类似'搭便车(的%'你投#

我就不投(的负空间相关性& 但基于中国当前地方政府发展理念的转变#并考虑到实证研究的对象为省级区域#而环境治
理的'搭便车(行为在较大的地区间较难发生#本文未对此进行讨论&



度往往也较低& 因此#由于公众环境关心的空间自相关性#一个地区公众环境关心程度的提高会带来周
围地区公众环境关心程度的提高#进而促使周围地区的地方政府提高环保财政投入强度&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存在相互模仿的'支出竞争(效应
! "̀,"#公众环境关心具有空间正相关性! "̀I"#因而公众环境关心对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具有正向
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公众环境关心程度的提高会促进他地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提升! "̀@"&

!.中央环保督察对地方政府环保支出强度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公众环境关心程度提高对地方政府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正向影响#是建立在中

央和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重视民生福利和环境治理的基础上的#只有把地方的民生福利和环境
治理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和官员问责体系中#地方政府才能更多地倾听'自下而上(的公众声音#其环
保财政支出强度才会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因此#中央和上级政府对环境管理体制的变革将会深
刻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尤其是'自上而下(的专门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会进一步促使地
方政府积极改善环境治理行为&

"%#>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

从国家层面首次明确提出环境保护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抓住了改善地方政府环境行为的'牛鼻
子(#标志着环保监管从以'督企('督事(为特征的柔性约束转向以'督政(为特征的刚性执法& 自"%#>

年#"月首轮中央环保督察启动河北环保督察试点开始#经过两年时间#到"%#8年#"月#中央环保督察
组分四批完成了对!#个省区市的首轮全覆盖督察& 根据"%#8年#"月";日原环保部新闻发布会的消
息#首轮中央环保督察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万件#约谈党政领导干部#; 99;人#问责#; #22人#其
中#处级以上干部;8>人!占比>R左右"

!

& 可见#在环保垂直管理体制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实施#

尤其是在督察中切实发生的官员问责#将给地方政府带来极大的环境治理考核压力#这势必引起地方政
府作出包括提高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等在内的改善环境治理行为的积极回应&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中央环保督察组的进驻会促使地方政府提高环保财政支出
强度! !̀,"#且督察问责的人员越多给地方政府的压力越大#越能促进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提高
! !̀I"&

三(实证研究设计

#.模型设定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兴起使得检验经济变量在空间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变得更加便利和准确& 为了检

验地方政府环保支出强度的空间相关性以及公众环境关心对地方政府环保支出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采用空间杜宾!/CKI6-"面板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 同时#由于首轮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各省份的
时间不同#为了检验中央环保督察这一准自然实验对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影响#本文借鉴LJ@A等
!"%#%"的方法)!#*

#构建如下多期双重差分模型!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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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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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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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9MQO

!

Q

%

5

Q

#

!5

其中#被解释变量'地方环保支出(!:<<1

!5

"为!地区在5时期的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F

M

!

为空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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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GGX+44JX,XJK.I5-J[7.@'F.@-4DGF(4"%#8:#"4"24@'-GJ-Gt8%8"99.DGF/ \6MP%&



权重矩阵E的第!行#解释变量'公众环境关心(!1<-

!5f#

"为!地区在5f#时期的公众环境关心程度#解
释变量'环保督察实施(!-<1P

!

m(

5f#

"表示!地区在5f#时期是否有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解释变量'督
察问责压力(!-<1P*O?

!

m(

5

"为!地区在5时期因中央环保督察被问责的官员数量#9代表控制变量组
成的列向量#O

!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

%

5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

!5

为残差项& 需要说明的是#模型中解释变量
采用一阶滞后项#是因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预算的数据来衡量#地方财政支出预算草案
提请地方人大审议的时间一般为每年年初的#到!月份#而公众环境关心指标反映的是整个年度的公
众环境关心程度#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各地区的时间也大多在9月以后#因而采用滞后项更符合时间逻
辑#也能减少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以及内生性问题&

在模型中#系数
,

反映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空间自相关性& 若
,

显著大于%#意味着地区间的
环保财政支出强度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即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若

,

显著小于%#则意味着地区间的环保财政支出强度存在负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即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
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系数

$

#

反映公众环境关心对本地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影响#系数
$

"

反映公众
环境关心对他地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影响!即公众环境关心影响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空间溢出效
应"#系数

!

#

反映中央环保督察实施及其问责压力对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影响#系数
'

则反映控制变
量对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影响&

".空间权重矩阵构造
进行空间计量检验的前提是测定地区之间的空间距离#从而获得空间权重矩阵& 目前#空间权重矩

阵的构造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基于地理信息的空间相邻#二是基于经济社会信息的经济距离相邻& 本
文同时考虑这两类相邻关系#并构造了9种空间权重矩阵#即反映地理相邻关系的'地理距离矩阵('地
理邻接矩阵(和反映经济及污染相邻关系的'经济距离矩阵('污染邻接矩阵(

!

&

'地理距离矩阵(!E

QL

"基于经纬度构造& E

QL中第!行第"列元素F

QL

!"

P#32

"

!"

#!

#

"& 2

!"

代表地区!与地
区"间的直线距离#本文根据样本地区省会!首府"城市的经纬度数据计算地区间距离#数据来源于国家
基础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邻接矩阵(!E

%#

"基于二元相邻关系构造& E

%#为%,#矩阵#如果地区!和地区"相邻#则F

%#

!"

P

##否则等于%&

'经济距离矩阵(!E

N2DD

"基于人均S/̂ 构造& 采用各地区人均S/̂ 在研究期间的均值!N2DD"之差
的绝对值的倒数来计算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距离#即F

N2DD

!"

P#3N2DD

!

fN2DD

"

&

'污染邻接矩阵(!E

H

"基于污染排放指数和相邻关系构造& 只考虑地理距离或经济距离构造权重
矩阵可能会存在一定偏差!邵帅等#"%#3"

)!"*

#可在地理邻接矩阵或地理距离矩阵的基础上增加经济信
息构造新的空间权重矩阵!周亚虹等#"%#!$张明等#"%"#$邵帅等#"%"""

)!!:!>*

& 本文参照朱平芳等
!"%##"和周亚虹等!"%#!"的做法)!!*)!3*

#在地理邻接矩阵的基础上增加污染排放信息构造'污染邻接矩
阵(+地区!第=种污染物的相对排放水平为H

!=

)

D

!=

#

*

"

*

!)#

D

!=

#D

!=

为地区!第=种污染物的单位地区生产

总值排放强度& H

!=

一方面能够反映地区!第=种污染物在全国范围内的相对排放水平#另一方面因去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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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标尺竞争理论#地区之间相互模仿的策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某种经济或社会特征的相似性#因而很多学者
利用经济距离矩阵来研究地区之间的空间互动行为& 某地的环保财政支出除了可能对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地区敏
感之外#还可能对与自身污染排放水平接近的地区敏感& 因而#本文同时构造了'经济距离矩阵(和'污染距离矩阵(&



了量纲而可以在不同类别的污染物之间进行加权平均& 由此#可以得到地区!的污染排放指数
H

!

H

!

)

#

R

"

R

=)#

H( )
!=

& 如果地区!和地区"相邻#则F

H

!"

P#3H

!

fH

"

#其中H

!

代表地区!在研究期间污染排放指
数的均值$如果两地区不相邻#则F

H

!"

P%& 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废水和
化学需氧量>类污染物的排放量指标来计算E

H

#数据来源于相应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
统计年鉴.&

上述所有空间权重矩阵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使得矩阵中每行元素之和为#&

!."公众环境关心#测度
'公众环境关心(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之一#但如何客观评估各地区的公众环境关心程度是

一个难题& 如前所述#从概念来看#公众环境关心等同于公众环境意识或公众环境态度#能够反映出公
众对于环境这种公共品的偏好& 对于公众环境关心程度#在社会学研究中往往采用量表设计和问卷调
查的方法来进行度量!/C-(,X JG,(#"%%"$洪大用#"%%3"

)!8:!;*

#但这种方法得到的数据受到一定程度的应
用限制!比如主观性导致可比不强"#难以利用其进行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分析& 在经济学研究中#很多学
者基于公众环境诉求对公众环境偏好进行测度#常见的指标包括'人大代表议案数或意见建议数('政协
提案数('环境信访来信总数('环境信访来访人次!批次"(等& 这些指标虽然有明确的数据来源%相对
便利的获取方式以及较为清晰的数据结构#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一些缺陷& 首先#虽然反映公众偏好
和诉求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责#但人大议案或政协建议并不一定能及时全面地反映公众的环境
偏好和诉求!何俊志等#"%#"$谢舜等#"%#;"

)!2:9%*

$其次#环境信访虽然在内涵上接近公众诉求#但由于
时代的发展#传统来信%来访的方式越来越多地被电话和网络等方式所取代#因而此类指标也难以充分
反映近期#特别是"%##年以来的公众环境诉求!

&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和大数据广泛应用的背景下#鉴于传统方法和指标所存在的缺陷#一些学者开始
关注和利用互联网搜索数据来反映公众诉求!郑思齐等#"%#!$徐圆#"%#9$方颖等#"%#;$朱颖等#"%#;$

史丹等#"%#2$张志彬#"%"#"

)#;*)9#:9>*

& 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大众媒体是能够影响并构建公众意识
的#公众借助网络媒介的搜索行为能够很好地反映其对某一问题的关注%认知%态度和诉求等& 因而#利
用大数据技术得到的针对主要环境关键词的网络搜索数据#可以用于测度公众的环境关心程度& 史亚
东!"%#;"在对公众环境关心内涵进行解析的基础上#构建了网络搜索的环境关键词词库#进而编制了公
众环境关心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93*

& 本文利用其方法#首先确定研究期内在百度指数上搜索量前>%的
环境关键词"

#然后将其划分到不同的环境关心维度下#最后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到样本地区的环境关键
词总体搜索量&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搜索量数据反映的对象是网上的公众#难以覆盖全体公众#存在一
定覆盖偏差#且各地区的人口数量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本文利用汉语中最常用字'的(的搜索量数据对

环境关键词搜索量进行调整#计算得到各样本地区的公众环境关心指数+ 1<-

!5

)

"

8

")#

F

"

<

"

!5

(H

!5

& 其中#<

"

!5

!!

代表地区#5代表时间#"代表准则层"为表#中各指标层下所有关键词的平均整体搜索量#F

"为准则层权
重#(H

!5

为'的(字的搜索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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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月#当时的环保部颁布-环保举报热线工作管理办法.#传统信访方式一定程度上被环保热线所取代&

环境关键词词库参见-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发表的-公众环境关心指数编制及其影响
因素,,,以北京市为例.一文&



9."中央环保督察#测度
本文构建了两个/1/变量来分别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实施及其问责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压力对地方环

保财政支出强度的影响+一是'环保督察实施(!-<1P

!

m(

5

"#如果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取值为##否则取
值为%& 二是'督察问责压力(!-<1P*O?

!

m(

5

"#借鉴程宏伟和胡栩铭!"%"%"的方法)98*

#采用各地区在
首轮中央环保督察中被问责官员数量与督察开始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来衡量!

#反映中央环保督察问
责给各地方政府带来的压力程度& 首轮中央环保督察对各样本地区督察的开始时间以及问责人数来源
于生态环境部网站#详见表#&

表#$首轮中央环保督察组对样本地区开始督察的时间及问责人数&不包括西藏自治区'

省份 开始时间 问责人数 省份 开始时间 问责人数
北京 "%#3年##月"2日 2; 河南 "%#3年8月#3日 ""8

天津 "%#8年9月";日 ;! 湖北 "%#3年##月"3日 ""#

河北 "%#3年#月9日 9;8 湖南 "%#8年9月"9日 #38

山西 "%#8年9月";日 ##8 广东 "%#3年##月";日 "%8

内蒙古 "%#3年8月#9日 #"9 广西 "%#3年8月#9日 #9#

黑龙江 "%#3年8月#2日 #8% 海南 "%#8年;月#%日 #!>

吉林 "%#8年;月##日 #88 重庆 "%#3年##月"9日 82

辽宁 "%#8年9月">日 #9! 四川 "%#8年;月8日 #3%

上海 "%#3年##月";日 8# 贵州 "%#8年9月"3日 #"%

山东 "%#8年;月#%日 #3! 云南 "%#3年8月#>日 ##%

江苏 "%#3年8月#>日 #!8 陕西 "%#3年##月";日 #>9

安徽 "%#8年9月"8日 #># 甘肃 "%#3年##月!%日 "#;

浙江 "%#8年;月##日 #%2 宁夏 "%#3年8月#"日 #">

江西 "%#3年8月#9日 #%3 青海 "%#8年;月;日 3"

福建 "%#8年9月"9日 #!3 新疆 "%#8年;月##日 ##"

>.其他变量测度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研究目的#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地方环保支出(采用强度指标#即环保财政支

出占财政一般支出预算的比重"

& 同时#借鉴张征宇和朱平芳!"%#%"%周亚虹等!"%#!"%陈思霞和卢洪
友!"%#9"%曹鸿杰等!"%"%"的研究)9;*)!!*)>*)8*

#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外向性%人口密度%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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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1P*O?

!

代表!地区在中央环保督察后的问责人数$(

5

代表环保督察在各地区的开始时间#即环保督察开始
当年及以后(取##开始之前取%&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由于被解释变量根据年初报告的预算计算#因而该解释变量以一
阶滞后项带入模型& 例如#由于北京市环保督察开始时间为"%#3年##月#问责人数为2;#则对于"%#8年及"%#;年北京
市'地方环保支出(的解释变量'督察问责压力(分别取值#和2;& 例外的情况是河北#由于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的时间是
"%#3年#月#因而其影响的开始时间视为"%#3年&

"%%8年开始实施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增设了'环境保护(类支出#该类支出包括环境保护管理事务%环境监测
与监察%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风沙荒漠化治理%退牧还草%已垦草原退耕还草以及其他环境保
护支出&



网发展水平以及财政分权情况等方面选取如下控制变量+!#"'人均S/̂ (及其二次项& 一般来说#地区
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所能支配的财政收入越多#环保财政投入也越多#但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和财政收入扩大也可能带来其他类别财政支出水平的提高#因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环保财政支出强
度的影响并不确定& 另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为了考察这种
影响#本文添加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二次项& !""'产业结构(#采用第二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来衡量& !!"'经济外向性(#采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利用年平均汇率折算
为人民币"& !9"'人口密度(#采用各样本地区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口数来衡量& !>"'互联网普及率(#

采用地区总人口中上网人数的比重来衡量& !3"'财政分权(#采用预算内财政收入与预算内财政支出的
比值来衡量& 上述所有货币性变量均利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以"%##年为基期进行调整#原始数据来源
于相应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各样本地区统计年鉴以及[6-\数据库&

根据百度指数最早的可追溯时间及首轮中央环保督察全覆盖进驻结束的时间#本文将研究期间设
定为"%#","%#;年& 由于"%#;年后中央环保督察开始'回头看(行动以及第二轮的分批次行动#本文
只考察首轮中央环保督察的政策效应#以避免后面政策效应的重叠效果& 基于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和完
整性#选择除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之外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作为研究样本& 主要变量的计
算方法和描述性统计见表"&

表"$主要变量的计算方法及描述性统计&样本量为"#%'

变$量 测度方法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最大值
地方环保支出 环保财政支出4财政一般支出预算 %)%!" %)%#% %)%#! %)%8%

公众环境关心 环境关键词的百度指数搜索量 %)#9" %)%;% %)%#3 %)9!"

环保督察实施 虚拟变量#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赋值为##否则赋值为% %)"%> %)9%9 % #

督察问责压力 问责人数m督察开始!虚拟变量#开始后为##否则为%" !>)>9; ;#)%!! % 9;8

人均S/̂ 地区生产总值4地区总人口4!万元4人" >)3;! ")323 #);3> #>)!>;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产值4地区生产总值 %)9!; %);"2 %)#;3 %)>88

经济外向型程度外商直接投资额4地区生产总值 %)%" %)%#> %)%%% # %)%;"

人口密度 总人口4土地面积4!人4公顷" %)%99 %)%>3 %)%%% ; %)"29

互联网普及率 互联网上网人数4总人口 %)>%> %)##> %)";# %)8;%

财政分权 预算内财政收入4预算内财政支出 %)3!8 %)3#" %)%"3 ")939

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公众环境关心#的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本文首先检验'公众环境关心(是否存在空间上的依赖性#即检验其空间自相关性& 空间自相关分

为空间正相关和空间负相关#前者指被考察变量的高值与高值%低值与低值在空间上聚集在一起#后者
则是高值与低值在空间上聚集& 常用的空间自相关检验指标有莫兰指数1!B'K,-n71"和吉尔里指数V

!SJ,Kan7V"等& 其中#莫兰指数1的取值在f#到#之间#若大于%#表示存在空间正相关#小于%则表示
存在负空间相关$吉尔里指数V取值一般介于%到"之间#小于#表示存在空间正相关#大于#表示存在
空间负相关& 表!为对'公众环境关心(变量空间依赖性检验的结果#以'地理邻接矩阵(作为空间权重
矩阵时'公众环境关心(在大部分年份的莫兰指数1都通过了#%R的显著性检验#并且所有年份的吉尔
里指数V都通过了>R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公众环境关心(存在地理邻接空间上的正相关性#意味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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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环境关心程度较高地区相邻地区的公众环境关心程度也较高#研究假说̀"I得到验证& 当然#对于
其他空间权重矩阵#莫兰指数1和吉尔里指数V在大部分年份都不显著& 进一步对'公众环境关心(均
值进行空间依赖性检验的结果也支持上述结论&

表!$"公众环境关心#的空间依赖性检验

年份 莫兰指数1!B'K,-n71" 吉尔里指数V!SJ,Kan7V"

地理距离地理邻接污染邻接经济距离地理距离地理邻接污染邻接经济距离
"%#"

%)""8

!

%)"%!

!!

%)%!9 %)%"" %);33

%)>2%

!!!

%)398 %)2!>

"%#!

%)">%

!!

%)#28

!!

%)%!8 %)%3; %)299

%)>32

!!!

%)>29 %);9%

"%#9

%)"%>

!

%)#8%

!

%)%#3 %)%;! %)228

%)>8!

!!!

%)>8; %)889

"%#> %)#!>

%)#!>

!

%)%%! %)%38 #)#>8

%)3%"

!!

%)>2" %)8;!

"%#3 %)%2; %)%29 f%)%"" %)%9! #)#88

%)3>9

!!

%)3#3 %);";

"%#8 %)%;# %)#"; f%)%%9 %)%"8 #)##3

%)399

!!

%)392 %);;2

"%#; %)%29

%)#>3

!

%)%#2 %)%"% #)%;"

%)3!"

!!!

%)333 %)2%#

均值 %)#99

%)#>%

!

%)%%; %)%9; #)%88

%)3#"

!!!

%)3"9 %);93

$$注+

!!!代表#R的显著水平#

!!代表>R的显著水平#

!代表#%R的显著水平#下表同&

".平行趋势检验与模型选定
双重差分法!/1/"是学术界研究政策效应的主要方法之一#其将样本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通过分

析两者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来探讨某一事件冲击或政策实施的影响& 传统的双重差分法中处理组面
对的是同一个政策实施时间#而本文所研究的'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这一事件在各样本地区发生的时
间并不统一#因而需要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来进行分析& 双重差分法运用的前提假设是处理组与对照
组在未受到政策影响之前有相同的变化趋势#本文参照LJ@A等!"%#%"的研究)!#*

#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
平行趋势检验& 由图#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可见#在中央环保督察开始之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环保财
政支出强度不存在明显的趋势差异#但在环保督察之后#环保财政支出强度开始正向增长#表明样本符
合运用双重差分法的平行趋势假定&

图#$平行趋势检验&置信区间为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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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面板模型的一般形式为+L

!5

P

"

L

!#5f#

Q

,

F

M

!

L

5

QQ

M

!5

$

QF

M

!

9

5

%

QO

!

Q

'

5

Q

#

!5

#

#

!5

P

!

F

M

!

#

5

Q

-

!5

& 其中#L

!#5f#

为
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F

M

!

9

5

%

为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如果
!

P%#则模型为空间杜宾模型
!E/B"$如果

!

P%并且
%

P%#则为空间自回归模型!E=b"$如果
"

P%并且
%

P%#则为空间自相关模型
!E=V"$如果

"

P

,

P%并且
%

P%#则为空间误差模型!EWB"& 为了验证本文的空间杜宾模型是否会退化
为其他空间面板模型#对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面板模型进行N,(\和cB检验!见表>和表3"&

结果显示#所有空间权重矩阵下的滞后N,(\和滞后cB统计量以及误差N,(\和误差cB统计量都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选定空间杜宾模型是正确的& 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检验中#豪斯曼! ,̀C7F,-"

检验结果均拒绝了原假设#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实证分析结果
在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计量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利用最小二乘法和非空间普通面板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了回归估计#结果见表9和表>的第#列和第"列& 表9和表>的第!至3列#分别是利用'地理
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污染邻接矩阵('经济距离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得到的空间杜宾模型估
计结果&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

!#"在所有模型中#'公众环境关心(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公众环境关心程度的提高会显著
促进地方政府提升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研究假说̀#得到验证&

!""'空间自回归系数(!

,

"在'地理邻接矩阵(和'污染邻接矩阵(下显著为正#表明相邻地区的地方
政府在环保财政支出强度上存在相互模仿的'支出竞争(效应#研究假说̀",得到验证&

!!"'公众环境关心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在'地理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 '污染邻接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下都显著为正#表明公众环境关心对地方环保支出强度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公众
环境关心程度的提高不仅对本地环保财政支出强度有正向影响#而且有利于相邻地区!尤其是污染排放
水平接近的邻近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地区的环保财政支出强度提升#研究假说̀"@得到验证&

!9"'环保督察实施(的估计系数为正但均不显著#而'督察问责压力(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
中央环保督察组的进驻并不能使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立即显著提高#但环保督察问责人数的增加会
显著促进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提高& 研究假说̀!I得到验证#但研究假说̀!,未得到验证#其原因
可能在于+中央环保督察主要是查找问题并进行相应处罚#如果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后发现较多问题并
对较多官员进行问责#那么地方政府就会采取积极措施#通过'改进现状(来避免受到进一步的惩罚$而
如果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官员被问责#即使发现了问题#地方政府也可能倾向于仅进行略微的改进甚至
是'维持现状(& 可见#中央环保督察这一'自上而下(的环境治理监管制度能够通过官员问责对地方政
府产生压力并促进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提升&

表9$实证检验结果#&"环保督察实施#的政策效应'

变$量 #

0cE

"

非空间面板
!

地理邻接矩阵
9

地理距离矩阵
>

污染邻接矩阵
3

经济距离矩阵

公众环境关心 %)%!#

!!

!")";"

%)%3>

!!!

!9)%#"

%)%38

!!!

!!)#!"

%)%83

!!!

!!)"#"

%)%38

!!!

!!)!#"

%)%3%

!!!

!")32"

公众环境关心
空间滞后项

%)%32

!!!

!")>8"

%)%;2

!

!#)2#"

%)%8!

!!!

!!)39"

%)%>>

!!

!")!%"

38

史亚东"公众环境关心#中央环保督察与地方环保支出



续表

变$量 #

0cE

"

非空间面板
!

地理邻接矩阵
9

地理距离矩阵
>

污染邻接矩阵
3

经济距离矩阵

环保督察实施 %)%%%>

!%)"8"

%)%%"

!#)!2"

%)%%#

!%);2"

%)%%"

!#)!2"

%)%%#

!%)2#"

%)%%"

!#)9>"

人均S/̂

")%3J:%8

!#)!%"

f#)"8J:%3

!!!

!f!)>>"

f#)"9J:%3

!!!

!f!)32"

f#)9#J:%3

!!!

!f9)%%"

f#)";J:%3

!!!

!f9)#2"

f#)"8J:%3

!!!

!f!)8%"

人均S/̂ 二次项 f8)!>J:%>

!f%);!"

%)%%%9

!!!

!!)%!"

%)%%%9

!!!

!");""

%)%%%9

!!!

!!)%!"

%)%%%9

!!!

!!)"""

%)%%%!

!!!

!")8""

产业结构 f%)%%9

!f%)!2"

%)%>2

!!!

!!)%#"

%)%3#

!!!

!!)#""

%)%>>

!!!

!!)>>"

%)%9>

!!!

!!)!""

%)%>8

!!!

!!)29"

经济外向型程度 f%)#92

!!!

!f")83"

%)%%>

!%)#%"

%)%#;

!%)!!"

%)%#%

!%)#;"

%)%%2

!%)#8"

%)%#"

!%)"!"

人口密度 f%)%"!

!f#)#;"

#)%8

!!

!")#!"

%)!>"

!%)3""

%)999

!%)8!"

%)3;>

!#)!;"

#)"9

!!

!")#>"

互联网普及率 f%)%##

!f%);8"

%)%%#

!%)%8"

%)%%9

!%)#3"

f%)%%2

!f%)!!"

%)%%3

!%)";"

%)%%"

!%)%;"

财政分权 %)%%9

!%)%>"

f%)%!2

!!!

!f")2#"

f%)%9%

!!!

!f!)"""

f%)%>%

!!!

!f!)!%"

f%)%9%

!!!

!f!)92"

f%)%!8

!!!

!f")38"

空间自回归系数!

,

"

%)#22

!!!

!")>8"

%)#%8

!#)"8"

%)#8;

!!!

!")3>"

%)%>3

!%)3!"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滞后N,(\检验
3)3"

!!!

!)3!

!!

#!)";

!!!

>)";

!!

滞后cb检验
#%)"2

!!!

3)2!

!!!

#!)!;

!!!

!)%3

!

误差N,(\检验
8)!9

!!!

8)>!

!!

#3)#2

!!!

3);3

!!!

误差cb检验检验
##)";

!!!

!)#%

!

#>)8"

!!!

3)%%

!!!

观测值 "#% "#% "#% "#% "#% "#%

c'Ofc ;38)82 ;39)9% ;3;)8% ;3!)>9

$$注+括号内数字为i值#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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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实证检验结果"&"督察问责压力#的政策效应'

变$量 #

0cE

"

非空间面板
!

地理邻接矩阵
9

地理距离矩阵
>

污染邻接矩阵
3

经济距离矩阵

公众环境关心 %)%"9

!

!#)8;"

%)%3%

!!!

!!)89"

%)%3!

!!!

!!)%""

%)%8#

!!!

!!)#""

%)%3!

!!!

!!)">"

%)%>9

!!!

!")3""

公众环境关心
空间滞后项

%)%33

!!!

!")3!"

%)%;%

!

!#);%"

%)%8>

!!!

!!);9"

%)%3#

!!!

!")3#"

督察问责压力 ")"#J:%>

!!!

!")3""

#)3>J:%>

!!!

!")>9"

#)9"J:%>

!!!

!!)#""

#)>"J:%>

!!!

!!)99"

#)>>J:%>

!!!

!!)!""

#)82J:%>

!!!

!!);""

人均S/̂

#);3J:%8

!#)"%"

f#)"#J:%3

!!!

!f!)9#"

f#)#2J:%3

!!!

!f!)3>"

f#)!>J:%3

!!!

!f!)2;"

f#)""J:%3

!!!

!f9)#2"

f#)"%J:%3

!!!

!f!)32"

人均S/̂ 二次项 f3)%9J:%>

!f%)32"

%)%%%9

!!!

!!)#%"

%)%%%!

!!!

!")82"

%)%%%9

!!!

!")22"

%)%%%9

!!!

!!)!%"

%)%%%!

!!!

!")8#"

产业结构 f%)%%"

!f%)#8"

%)%3#

!!!

!!)"%"

%)%93

!!!

!!)!;"

%)%>8

!!!

!!);!"

%)%93

!!!

!!)8%"

%)%>2

!!!

!9)>""

经济外向性
f%)#!;

!!!

!f")39"

f%)%"!

!f%)%>"

%)%%2

!%)#8"

%)%%#

!%)%""

%)%%%#

!%)%#"

%)%%!

!%)%3"

人口密度 f%)%#2

!f%)2;"

%)2!;

!

!#);2"

%)"33

!%)9;"

%)!>9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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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树立和践行#多元协同的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为了深入探究在多元治理

机制下#纵向府际关系和公众环境偏好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公众环境关心和中
央环保督察影响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机制#并利用环境关键词网络搜索数据%空间计量模型以及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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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双重差分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相邻地区的地方政府在环保财政支出强度上存在相互模仿的
'支出竞争(#同时公众环境关心程度在相邻地区也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一个地区公众环境关心程度的上
升会促进本地环保财政支出强度提升#并在'支出竞争(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下促进相邻地区!尤
其是污染排放水平接近的邻近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地区的环保财政支出强度提升$中央环保督察
通过官员问责显著促进了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提升&

传统观点认为#在'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体制下#地方政府容易忽视公众的偏好和诉求#政府行为
较少受到来自公众的非正式约束& 本文发现#公众的环境偏好!环境关心程度"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
为!环保财政支出强度"之间存在显著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可见#随着发展方
式的转变以及地方政府考核目标的多元化#民生福利和环境保护日益受到各地政府的重视#公众的环境
偏好和诉求已经成为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和行为的重要因素& 因此#提高地方环境治理水平#需
要充分利用公众力量#重视公众的社会监督作用#尽量满足公众的环境诉求& 同时#要积极利用公众环
境关心的空间溢出效应#打造公众环境治理监督和参与的典型示范地区#'以点带面(地改善全社会普遍
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行为规范#促进各地区环境治理的协同推进&

目前#在发展方式转型期#以迎合上级考核为目标的'政府本位(和以满足公众偏好为目的的'公民
本位(会同时对地方政府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产生影响#改善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必须同时在这
两个方面下功夫& 其中#中央环保督察的作用不可或缺& 将生态环境责任纳入官员问责体系和地方政
府绩效考核中#使得中央环保督察具有了奖惩激励的特征#有助于推动地方政府在环保领域积极作为#

并促使各地形成相互促进%彼此竞争的良性互动关系& 本文基于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对中央环保督
察的政策效应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严格的官员问责有效促进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改善&

今后#中央环保督察应进一步强化奖惩兑现#不但要通过严格问责形成底线约束#还应通过有效奖励激
励创新进取#既要严查严惩违规违法行为#也要善于发现%奖励和推广地方政府好的做法#更好地推动地
方政府施行更为积极的环境治理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等原因#本文并没有对十八大以前公众环境关心对地方
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影响进行经验分析& 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建设的加速推进是否提高了公众环境关
心程度#并强化了公众环境偏好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执行是否会促
使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公众的环境诉求/ 由于缺乏对比研究#本文未能回答上述问题& 此外#对其他的公
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环境监管制度%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以及多层面的异质性进行分析#也是今后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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