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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视角下安徽南北合作实施十年绩效评估研究

一、引言

从 地 理 版 图 看， 长江、 淮

河将安徽划成三大板块，淮河以

北、江淮之间和沿江江南，淮河

以北称之为皖北地区。皖北地区

（蚌埠、淮南、淮北、宿州、阜

阳、亳州等六市）面积 5.29 万平

方公里、人口 3780.3 万，分别占

安 徽 省 37.8% 和 53.4%，GDP 总

量占全省比重十多年徘徊在 28%

左右。经济地位与人口分布、土

地总量极不匹配。南北区域经济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严重

掣肘全省的加快崛起。安徽省委

省政府着眼协调南北区域经济发

展梯度差异，实施了皖南带皖北

的结对帮扶及对口援建产业园等

战略 决策。2009 年安徽省政府

行政命令省内相对发达的皖南地

区和相对落后的皖北地区结对。

另有 10 部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全面

推动南北合作共建共帮共享等政

策体系。政策制度效力从“输血

型”结对帮扶项目支持到“造血

型”结对合作共建产业园，合作

辐射金融、科技、教育、产业、

干部、人才和发展理念等多维领

域，政策辅以全方位、宽领域和

高层级的制度支持、组织保障和

绩效考核。政策力促资源和生产

要素冲破行政壁垒、区域封锁和

市场分割，跨区域“北移”配置

集聚。

二、政策绩效评估

（一）绩效评估的数学模型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 — 倾向

匹配法对南北合作政策实施绩效

评估，验证解决共同趋势假设，

精准识别政策施于皖北经济增长

的净效应，科学评估南北合作政

策能否产生功效。

1. 双 重 差 分 估值模 型。 选

取作用组和对照组在施策前后差

异，研判作用组在施策前后数值

变化明显大于对照组数值变化，

认定政策产生效果。研究样本匹

配四组份。政策实施前作用组、

政策实施后作用组、政策实施前

对照组、政策实施后对照组。设

置区域虚拟变量 du（施策作用组

du=1、对照组 du=0）。设置时间

虚拟变量 dt（dt=1、dt=0 分设为

施策后前年份）。du×dt 乘积变量

为测定政策实施效果双重差分

量值，评估政策绩效核心参数。

基此，构建数学模型 ：

Yit =β0+β1du+β2dt+β3

（ d u·d t） +δX i t +γG + ＆ i t                          

（1）

该运算方程式是评 估政策

房 建

摘    要 ：南北合作是安徽省委省政府支持皖北发展的重要政策创新，即省内相对发达皖南和相对落后皖

北结对合作帮扶，推动皖南的技术、资本、产业和干部等要素“北移”集聚，驱动皖北经济发展。为评估政

策体系科学性、政策目标功效性，本课题选取了淮海经济区内的安徽省皖北六市、山东省鲁西南六市和河南

省豫东南三市，共计 96 个市县（区）1999-2018 年面板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双重差分—倾向匹配（DID—

PMS）相合运算，比对检验安徽南北合作实施十年政策绩效。研究显示 ：该政策显著提高皖北经济发展增

长，对皖北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形成弱、强、弱的正向作用 ；但并没能缩小北南之间的经济差距，对皖

北主导产业支撑带动力和高新产业规模提升力的作用微弱。因此，要实化差别化援助、工业产业升级和共建

产业园等政策体系，创新政策支持机制，拓展政策空间能效。本文为中西部地区实施先发地区带动落后地区

对口帮扶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和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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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科学性真实性计 量模型。

Yit 代表 i 市县（区）在 t 时间的

因变量 ；下标 t、i 分示为第 t 年

度 第 i 个市县（区）。Xit 代表随

时间变化控制参数，如投资率、

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率等 ；G 代

表市县（区）固定效应 ；＆ it 为

随机误差值，δ和 γ 皆为系数。

模型运算结果，政策对皖北发展

净影响系数β3 是评估关键数据。

β3 数据值的正与负，指向政策

是提升或制约该区域经济发展的

变量参数。

2. 倾向匹配检验模型。双重

差分法估值限域，作用组与对照

组在实验前被解释变量收敛趋势

共同。据此，双重差分计量前，

择选与作用组具 有相同发展趋

势的对照组。作用组 i 市县（区）

匹配一个最相近 i 市县（区）对

照组，使得作用组 i 市县（区）

与对应对照组 i 市县（区）倾向

匹配尽量趋同，确保匹配变量的

两组间没有显著差异，倾向匹配

检验双重差分法估值的准确性。

P(X)=p(duit=1 ｜ xi)=F(Xi)                                  

(2)

该运算方程式是 倾向匹配

函数解析式，以建立 Logistic 回

归 模 型， 计 算 i 市 县（ 区） 对

照 组的概 率， 作为倾向匹配。

duit 为对照组虚拟变量 ；F(·) 为

Logistic 函数。Xi 为第 i 市县（区）

匹配变量。据已发表文献及 R2

最大法则，选择了人均 GDP 增长

率 / 年及第一、二、三产业 GDP

占总量 GDP 比值自变量作为匹配

变量。

（二）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选择淮海经济区的山东省、

河南省（皆未实施省内南北合作

政策）市县（区）进行比对，称

为对照组。安徽省皖北六市的 34

个市县（区）、山东省鲁西南六市

（济宁、菏泽、临沂、枣庄、日

照、泰安）41 个市县（区）和河

南省豫东南三市（商丘、开封、

周口）21 个市县（区）。择 取时

间跨度 1999-2018 年及空间跨度

96 个市县（区）面板数据。作用

组（ 安 徽）34 个市县（ 区）， 对

照组（山东省和河南省）62 个市

县（区）。南北合作政策以皖办发

［2009]23 号文件实施日期作为施

策 时 间点。1999—2009 年 施 策

前 ,2010—2018 年施策延续年。

数 据 来源《安徽省统计 年 鉴》

《山东省统计年鉴》和《河南省

统计年鉴》。部分指标依据统计

数据计算得，投资率 = 地区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 /GDP 的比值 ；人

力资本率 = 大专以上人员 / 从业

人员总量的比值 ；城镇化率 = 市

县（区）非农业人口 / 总人口的比

值等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南北合作政策绩效评 估实

证）。政策交互项（模型１）系数

为 0.035 ＊＊，（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

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5%

以下显著 ；据 经济增长 理 论，

GDP 增长在投资率、城镇化率和

人力资本率等控量加入，政策交

互项（模型 2）系数为 0.043＊＊，

5% 以下也显著，模型１与模型 2

交互项系数变化不大，变量选取

恰当，倾向匹配较稳定。政策提

升 皖 北 GDP 增长 水平。 结 论，

政策有助于皖北经济发展增长。

评 估 GDP 增长能否带动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视角考量

政策对产业结构匹配牵拉。选取

一二三产值占 GDP 比值作为被解

释变量，映照政策对三产辐射影

响。对皖北一产（模型３和模型

４）政策交互项系数为 0.063 ＊

＊＊和 0.057 ＊＊＊，1% 以下显

著 ；对皖北二产（模型５和模型

６）政策交互项系数为 0.083 ＊

＊＊和 0.076 ＊＊＊，5% 以下显

著 ；对皖北三产（模型７和模型

８）政策交互项系数为 0.043＊＊

＊和 0.032 ＊＊＊，1% 以下显著。

政策提振皖北工业产业。结论，

政策对皖北工业促进作用成效显

著，对皖北农业和服务业促进作

用成效一般。

（四）稳健性检验

双重差分 — 倾向匹配稳健

性检验理论。第一，作用组与对

照组匹配后测观变量差异，解决

匹配相适宜性。第二，作用组与

对照组收敛 趋势一致性，双重

差分 — 倾向匹配解决估计结果

偏误。第三，检验结果稳健性与

否，测观作用组与对照组施策前

差异微弱，双重差分—倾向匹配

相适宜。否则双重差分—倾向匹

配方法不适合、匹配错误。

稳健性检验实证。第一，匹

配后加权变量人均 GDP 增长率 /

年与第一、二、三产业 GDP 占比

均值在作用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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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微弱。对政策绩效评估适度 ；

第二，匹配变量在匹配后 P 值皆

满足 >0.1，作用组与对照组的样

本特征契合，满足倾向匹配的稳

健性假设，通过稳健性检验。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政 策促 进皖北 经济

发展增长，多项经济指标提高显

著（GDP 由 2009 年 3400 亿 提 至

2018 年 8500 亿，财政收 2009 年

220 亿提至 2018 年 1300 亿）。第

二，政策促进皖北工业化进程步

伐加快，产业结构越发合理（三

产 比 值 2009 年 21:52:27 到 2018

年 15:44:41）。 第 三， 政 策 促 进

共建产业园发展成 效 显著，高

效配置各平台资源，突破要素瓶

颈，有序推 进企业北 迁项目北

移。但 是，政 策并没能 缩小北

南之间的经济差距，10 年来皖

北 GDP 总量对全省贡献率在逐

年下降（2010 年 29.3%、2015 年

28.9% 到 2017 年 28.6%、2018

年 28.3%）。政策对皖北主导产业

支撑带动力和高新产业规模提升

力的作用微弱。研究认为，纵向

看皖北发展较快，横向比与皖南

发展差距拉大。政策视角分析 ：

第一，政策解决皖北发展普遍性

矛盾有可操性，忽视了皖北内部

差异性。如资源平均式配置，产

业同等化扶持，针对弱性化限制

了政策功效发挥。造成各市主导

产业结构同质、项目重复建设频

发，阻碍各市差异化发展空间。

第二，政策支持皖北工业化仍是

低技术、低附加值及高耗能、高

污染产业。政策对皖北高新产业

发展贡献有限。第三，政策支持

共建产业园多为低能级园区，“腾

笼换凤”北移产业大多处于产业

链价值链中低端，尚未形成有竞

争力、专业化的集群产业链生态

体系。

（二）实化南北合作政策制度

体系的政策建议

第一，实化 差 别化 援 助政

策。根 据皖北六市特 征，制定

“一市一策”有针对性帮扶政策，

注重扶持政策的激励效应、注重

增强发展动力、注 重基础设 施

建设。增强政策执行的领导与

协调，为政策落实提供制度和组

织上的保障。第二，实化工业产

业升级政策。依托皖北资源富集

优势和皖南高新技术产业大势，

建构南北产业分工合作政策，打

造南北间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链

基地。建构高新技术产业承接集

聚政策，打造长三角区域、长江

经济带和皖江城市群等矩阵产

业“北移”的高新产业区块链基

地。第三，实化共建产业园支持

政策。园区规划、管理体制、建

设资金、用地保障等政策不变力

度不减。政策支持园区高端产业

协同、重大项目招商和南北共建

成本分担、园区收益按投入分享

等制度机制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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