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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教育部第九届高

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颁奖在北京举行。

复旦大学 57 项成果获奖，包括

一等奖4项、二等奖22项、三等

奖20项；普及读物奖3项；青年

成果奖8项。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刚

教授代表科普作品得奖者领

奖。他写作的《苏轼十讲》，是本

校“苏轼精读”课的讲义，师生互

动十余年，讲义累积更新十余

年，终于在 2019 年改定出版。

次年，该著作即获国家图书馆文

津奖，这次又获得普及读物奖。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优秀成

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中，复旦斩

获4个一等奖，分别是两篇论文

和两部著作。巧合的是，两篇获

奖论文均来自复旦经济学院，分

别是陈诗一教授领衔的《雾霾污

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

展》、陈钊教授团队的合作论文

Notching R&D Investment with

Corporate Income Tax Cuts in

China（注：《中国企业所得税优

惠与企业研发投资激励》）。

为什么要研究雾霾？
从经济学视角看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如今的中国生态文明理念

已经深入人心，绿色发展与碳

中和实践如火如荼。然而仅在

十多年前，雾霾突然在我国全

面爆发，严重的环境污染以意

想不到的方式突如其来地砸到

我们每个人的面前。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发

展与资源环境问题的学者，陈诗

一前瞻性地从生态环境视角洞

察到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

持续问题。2014年，陈诗一第一

时间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雾霾治理与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机制研究”展开研究，

本论文就是该项目的成果之一。

雾霾污染对当前中国经济

发展有何影响？背后的机制是

什么？是否应当进行雾霾治

理？雾霾治理是否必然带来经

济下滑？政府环境治理能否显

著降低雾霾污染？又会给经济

增长的质量带来怎样的影响？

陈诗一意识到，只有厘清这些问

题，才能帮助大家从根本上破除

根深蒂固的环境治理必然影响

经济增长的短视想法。

带着这些问题，陈诗一和当

时指导的博士生陈登科（本次获

奖论文的另一位作者，现为复旦

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获得国家

级青年人才计划资助）启动研究

的准备工作。然而，在经济学方

面，有关雾霾的研究近乎空白，

特别是从雾霾污染及其治理视

角研究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

响几无文献。虽然多年研究环

境与发展问题，但是由于雾霾是

个全新的环境变量，陈诗一意识

到，做好这个国社重大，远比拿

到这个课题本身难多了，一切要

专题专研。

首当其冲的是与经济发展

相匹配的较长时段的年度城市

级雾霾数据难以获取。当时研

究得更多的是短期的高频雾霾

数据。此后两年多，陈诗一团

队一直奔走在获取相关数据的

路上。最终，通过与南京大学

毕军团队的跨学科合作，成功

构建了跨度长达十年的中国近

三百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雾霾

与经济数据，使得从较长时段、

从城市微观视角来全面考察雾

霾治理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

影响成为可能。

除了数据可得性之外，考察

雾霾治理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

的另一重大挑战来自内生性。

“具体而言，一方面，雾霾污染可

能通过减缓城市化进程以及损

害人力资本积累渠道来拖累经

济发展质量；另一方面，经济发

展质量本身也会通过规模效应、

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来影响雾

霾污染。必须缓解这种联立内

生性对研究结论的干扰影响，才

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真实结论。

这是经济学因果分析的关键环

节。”陈诗一解释道。

陈诗一创新性地选取了城

市空气流动系数和政府环境治

理指标这两个工具变量来缓解

内生性问题。政府环境治理指

标根据省级政府工作报告构建，

报告一般每年年初发布，不影响

当年经济指标，也不受下级政府

影响，可以很好满足工具变量的

外生性。同时，这两个变量还能

发挥工具变量之外的重要作

用。比如，城市空气流动系数同

时还能够控制雾霾污染所独有

的空间溢出效应。

而政府环境治理指标更是

本文研究的核心变量。“我们手

工搜集了31个省跨度十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采用大数据文本分

析法筛选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

境相关词汇，构建与环境相关词

汇出现频数与比重作为政府环

境治理的代理变量，这是一个更

全面地捕捉政府环境治理力度

的指标。”陈诗一介绍。

本文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新

构建的政府环境治理变量在第

一阶段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的政

策信息，使得我们可以在两阶段

最小二乘估计的统一框架下来

同时分析政府环境治理的雾霾

减排和经济发展质量效应。从

方法论上讲，这正是近年来日益

兴起的前沿因果识别方法论

——边际处理效应模型所讨论

的核心问题，本文研究方法具有

前沿性。从研究发现上看，政府

雾霾治理不仅能够有效降低雾

霾污染，而且还能促进我国经济

发展质量的不断提升，该发现破

解了长期以来环境治理与经济

增长的两难困境，明确提出了环

境与发展的双赢发展前景。

作 为 封 面 文 章 ，论 文 于

2018 年发表在中文经济学权

威期刊《经济研究》（2018 年第

2 期）。此项成果还是上海市

社 会 科 学 界 联 合 会（上 海 社

联）2018 年度 10 篇推介论文中

唯一的 1 篇经济学论文。除了

本文获得教育部一等奖，陈诗

一关于雾霾治理与经济发展

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系列成

果还先后荣获孙冶方经济科

学奖和上海哲社一等奖，为我

国雾霾的成功治理与绿色发

展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填补文献空白
探究创新激励的政策设计

另一篇一等奖论文Notch-

ing R&D Investment with Cor-

porate Income Tax Cuts in China

（注：《中国企业所得税优惠与

企业研发投资激励》），以当期

首篇位置发表于经济学最顶尖

学 术 期 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陈钊、刘志阔与斯坦福大学商

学院 Juan Carlos Suárez Serrato

和 杜 克 大 学 经 济 系 Daniel Yi

Xu共同撰写。

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由于其显著的正外

部性，全球各国纷纷出台创新激

励政策，这一领域始终是经济学

研究的重点。

然而，在创新政策的激励效

果与机制设计方面，文献面临着

两大难点。一方面，文献缺乏微

观企业层面的直接证据，影响了

对创新政策微观机制的深入理

解；另一方面，学术界很早就怀

疑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企业的策

略性行为，但这一问题是否普遍

存在，又有多严重，却始终悬而

未决。这使得准确评估创新激

励政策的真实效果尤为复杂，从

而限制了创新政策的最优机制

设计。

围绕这一重要问题，该团队

展开了长达十年的深入研究，特

别注重实地调研获取第一手资

料。2011年11月16日，研究团

队在常州的调研中了解到，企业

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非常

重视并努力做出调整。该政策

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 15%的

所得税优惠，显著低于25%的标

准税率，并要求企业研发支出占

销售收入的比例达到一定门槛

（如大企业需达3%）。

进一步地，研究团队持续深

入一线企业和行业协会，通过实

地考察和深度访谈，挖掘政策制

定的具体背景和实施细节，理解

创新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的激励

及策略性的行为。

来自实践的调研为研究团

队的后续工作开展提供了底

气。通过整合多个微观企业数

据库，在企业的详细会计数据中

找到企业策略性行为的蛛丝马

迹，并结合新颖的聚束（Bunch-

ing）分析方法，研究团队终于成

功识别并量化出企业在研发支

出上的策略性行为，并进一步进

行反事实政策分析，通过模拟不

同税率、政策门槛和严格审计等

政策组合的效果，为优化创新激

励政策的设计提供了有力参

考。最终，该文于2021年7月发

表于经济学顶尖期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研究团队从微观企业视角

识别了创新激励政策的真实

效果，填补了文献的空白，最

终也证实了该政策的有效性、

先进性与合理性。该成果也

获得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

成果奖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复旦传统：
关注中国现实问题

“我硕士师从张军教授，在

他的影响下，我对中国经济研究

产生了浓厚兴趣。”陈诗一博士

毕业后，回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一直致

力于中国经济转型与金融发展、

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经济，以及

应用计量经济与数字经济研究，

取得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成

果，2020 年以来连续四年入选

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身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

新研究群体“中国经济发展规律

与治理机制研究”的首席专家，

陈诗一带领团队除了进行上述

原创性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也在

不断推进应用创新研究。近些

年，他带领团队牵头编制国内首

个碳价指数、研究开发碳资产管

理体系、企业碳资信评价标准

等，并推进在宁波、徐州、常州等

地落地应用。陈诗一大力推动

绿色经济和金融人才的创新培

养，成果获得上海市教学成果一

等奖。

巧合的是，陈钊也师从张

军，两人是同门师兄弟。“张老师

总能从独特的角度看待问题，他

对学术的执着和创新精神深深

影响了我们。同时，张老师对复

旦有着深厚的情感，为复旦经济

学科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自 1991 年本科考入复旦，

陈钊一路从硕博连读到留校任

教，三十多年来始终扎根复旦，

以深厚的归属感传承着复旦“以

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学术精神，

尤其重视学生的培养。在他的

悉心指导下，许多学生在学术上

不断进步，其中博士生刘志阔

（本次获奖论文的合作者，现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已在国

内外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

成果，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基金和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的资助。

“复旦有很好的传统，那就是

关注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长期

在这样的环境中浸染，学者们自

然而然地养成了回应时代之问的

责任感与使命感。”陈钊说。

本报记者章佩林

同门师兄弟经济学方面论文同获一等奖
优秀成果一等奖

▲ 陈 钊 ▲陈诗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