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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提升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来自中国“高校扩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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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降碳减排已成为企业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与发展共识。 作为创新和技

术进步源泉的人力资本和教育或将是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有效途径。 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绿色发展数

据库匹配，利用 １９９９ 年“高校扩招”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人力资本提高是否可以减少企业污

染排放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低人力资本行业，“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显著减少了高人力资本行业的污

染排放；人力资本提升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进而降低企业污染产生强度；人力资本提升有助于提高消费者

收入水平和形成环境保护观念，增加环境友好型产品消费，激励企业绿色生产。 对此，应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

发展，加速“人才红利”释放，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企业绿色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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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和能源资源代价，
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我们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

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①。
建设生态文明、推动中国经济绿色发展，首先要推动企业的绿色发展。 企业绿色生产理念的形成、绿

色技术的研发、绿色设备的利用以及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绿色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 伴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等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密集型粗放式发展模

式难以为继，大力推动教育普及、发展高等教育，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提升迫在眉睫。 未来国家的竞争

是人才的竞争，在当下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与绿色转型愈加紧迫的情况下，国家推动人才培养是否可以

同时推动企业减排呢？ 影响机制又如何呢？ 基于此，本文利用 １９９９ 年“高校扩招”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

造准自然实验，并通过微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自 １９９９ 年公布《面向 ２１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并正式实施“高校扩招”政策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进

入了迅速扩张阶段。 从招生规模看，相对于扩招前的平缓发展，自 １９９９ 年开始，高校招生规模有了明显

增长，高校招生人数从 １９９８ 年的 １０８．４ 万人上升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００１．３ 万人。 这部分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

人群为中国实现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各行业提供了大量高素质专业人才，
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１９９９ 年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从提议到出台并在全国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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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是在短期内完成的，并非针对特定的行业与地区，这种情况是企业无法预料的，因此可以认为高等教

育扩招政策是外生的，这为本文研究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
一、文献综述和假设提出

（一）文献综述

随着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国内外学者开始从多方面研究影响企业污

染排放的因素。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等研究发现随着一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程度

也会逐步提高，而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人均收入进一步增加，环境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即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①。 从产业集聚的角度，经济集聚度大小合理时会对绿色经济的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而
如果大于临界值时将产生负向影响②。 在外资与绿色发展方面，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等结合南北贸易模型首次提出

了“污染天堂”假说，认为东道国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加剧了当地的环境污染③。 然而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东

道国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吸收了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恰恰有助于减少企业污染排放，因此提出

了“污染光环”假说。 在贸易影响企业减排方面，大多数学者都支持自由贸易有助于企业绿色转型这一结

论。 邵朝对以中国加入 ＷＴＯ 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进口竞争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

强度④。 在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发展方面，陈诗一等研究发现，绿色金融环境投融资供给能力的提高有利于

促进企业绿色转型⑤。 在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绿色发展方面，传统经济学认为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成本，降
低了企业竞争力，然而 Ｐｏｒｔｅｒ 认为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对创新的投入，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优势，进而提

出了“波特假说”⑥，国内学者普遍支持这一假说。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本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囿于微观数据的可获性问题，

对人力资本如何减少企业污染排放的研究相对较少。 周茂等基于中国城市数据库，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

发现，人力资本有利于生产资源在制造业内部不同出口产品间的优化再配置⑦。 罗知等以长江流域的 ８５
个城市作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减小资本要素错配程度提高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⑧。 宋马林等将人力资本和能源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并利用中国省级层面三次产业数据重新估计中国

绿色经济增长源泉发现，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因素是要素禀赋积累，科技人才集聚、企业家能力等

人力资本对区域绿色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⑨。 也有学者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赵领娣等通过测算中国

１９９７—２０１３ 年各省份绿色发展的效率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以及结构未能发挥提升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⑩I0。
现有研究扩宽了人力资本提升对绿色发展的认识，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然而目前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宏观层面，聚焦于对不同省份以及城市整体层面人力资本水平对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从行业

企业角度分析人力资本提升与污染排放的文献较少。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本文

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绿色发展数据库进行合并，构建了企业层面丰富的污染排放数据集，提供

了人力资本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微观新证据。 其次，本文借助 １９９９ 年“高校扩招”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
以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度水平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较为准确地识别了人力资本扩张与我国企业污染排放的

因果效应。 最后，本文从企业生产和消费者需求两方面探究了人力资本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微观机制，
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人力资本提升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潜在作用路径。

（二）假设提出

企业污染治理可分为前端治理（提高生产所需的能源、要素的使用效率以减少污染产生）与末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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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安装污染净化设施以减少污染排放）①。 对于企业而言，人力资本提升首先会带来企业生产效率的

提高（包含技术的进步），这会对企业前端治理产生积极影响。 其次，人力资本提升也可能带动企业污染

处理能力的提高，对企业末端治理产生积极影响。 从需求来讲，人力资本提升会提高消费者收入水平，导
致其需求层次的提升，使其更加注重环境友好型产品的消费，进而“倒逼”企业绿色发展。

一方面，企业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可以改善生产效率，进而推动产品向绿色方向转变②。 高级人力资本

可以通过优化生产模式进而提高企业内部的生产运行效率，降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无效率损失，带动企

业更高效率地生产③。 Ｗａｎｇ 等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

资本可以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ＧＴＦＰ），其主要表现在通过减少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污染物的产

生进而提高地方 ＧＴＦＰ 的水平④。 同时，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劳动者拥有更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技能，与
工作岗位具有更高的匹配度，其对前沿技术的创新、学习和吸收的能力也越强。 此外，社会网络理论和

“干中学”理论认为高质量人才还可以通过交流与合作，学习其他企业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并将其用于企业

生产中，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由此本文得出假设一：
Ｈ１：人力资本扩张会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减少企业污染排放。
另一方面，企业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污染处理能力也相应越强。 首先，人力资本扩张可以直接促进

企业绿色设备的研发和对现有绿色清洁设备的改进⑤，提高企业的污染处理能力，进而推动企业绿色发

展。 其次，企业雇用到与其生产要求相适应的高素质劳动力，可以摆脱“设备易得，人才难求”的局面，提
高对于外来绿色清洁设备的使用率并加大对清洁生产技术的吸收，进而推动企业减排。 再次，管理人员

的环境价值观、信念和态度在确定公司的环境承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拥有较多接受高等教育劳动力

的企业更倾向于加大环保力度⑥。 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提出疑问，洪大用认为引进发达国家的绿色技术实

际上困难重重⑦。 马骏等认为企业环境投资，如绿色技术研发创新、生产工艺升级或设备安装等，普遍具

有周期长、前期收益低和风险高的特点⑧。 此外，高水平人力资本逐渐进入管理岗位才更有可能引进污染

处理设备，这也需要一定时间。 由此本文得出假设二：
Ｈ２：人力资本扩张会通过提高企业污染处理水平减少企业污染排放。
马斯洛在“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中指出人的需求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层次，越是追求

高层次需求，就越注重多社会化效应，当然也越注重环境的质量。 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收

入水平不断增加，其需求层次和环保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将更偏好于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较少、价格较

高的环境友好型产品，为绿色产品的绿色属性支付溢价⑨。 同时，人力资本具有积极的外部性，高级人力资

本投资不仅影响个人，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的偏好。 根据社会网络理论，公众生活在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

交织，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其行为潜移默化地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影响。 环保知识缺乏的社会成员

不仅可以通过社会互动拓展获取环境保护信息的渠道，降低信息搜寻成本，还可以通过观察、学习较高人

力资本社会成员的环保行为提高自身的环保意识，进而有助于形成全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价值观⑩I0。 当

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消费水平提高至一定水平时，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就会体现为购买绿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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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抵制非绿色产品。 由此本文得出假设三：
Ｈ３：人力资本扩张会通过增加环境友好型产品消费推动企业绿色生产。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数据库，一是中国绿色发展数据库，二是工业企业数据库。 绿色发展数据库

中数据来源于原中国环保部，提供了中国工业企业的排放排污和环境治理等信息，其内容包含企业基本

情况以及工业用水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等数十项信息，对于研究中国环境治理具有重要

基础性意义。 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涵盖了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是目前学

术界使用较为广泛的微观数据库。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绿色发展数据库合并构成本文的

样本来源，研究样本为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的制造业企业。 对于数据库的匹配，本文借鉴吕越等的做法①，首
先，按照企业名称和法人代码进行匹配合并；其次，提取两个数据库企业名称中的关键信息进行匹配，共
匹配 ３５４９７９ 个样本，根据实际匹配情况可以发现年度匹配率（匹配数据样本量 ／绿色发展数据库样本量）
基本处于 ５０％附近，与韩超等匹配结果一致②。 此外，参照聂辉华等的做法③，本文剔除了总资产、销售额

等缺失的观测值，职工人数缺失以及少于 ８ 人的观测值，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总资产小于流动资

产、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的观测值，销售额和工业总产值低于 ５００ 万元的观测值。 最后，本文保留了制

造业企业并剔除了污染物缺失的观测值，最终样本数量为 ２１５１２９ 个。
（二）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１．模型设计。 本文以 １９９９ 年启动的“高校扩招”为外生政策冲击，由于中国大学教育通常为四年制，
因此以 ２００３ 年作为人力资本大幅提升的时点，在准自然实验框架下识别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污染排放

的因果效应。 由于不同行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存在差异，相对低人力资本行业，高人力资本行业受高校

扩招政策的影响较大。 因此，本文以高人力资本行业为处理组，以低人力资本行业为对照组，设定基准双

重差分模型如下：
Ｇｒｅｅｎｆｉｔ ＝α＋βｔｒｅａｔｉ×ｔｉｍｅｔ＋ϕＣｏｎｔｒｏｌ＋μｆ＋μｔ＋εｆｉｔ （１）

其中，下标 ｆ、ｉ、ｔ 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和年份。
２．被解释变量。 企业污染物排放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大气污染物，如二氧化硫、烟尘、氨氮化物；另一种

是水污染物，如工业废水和化学需氧量。 与现有研究类似，在大气污染方面，本文选取最常见和重要的污染

物二氧化硫和烟尘作为衡量指标；在水污染方面，本文选取工业废水为主要衡量指标。 Ｇｒｅｅｎｆｉｔ是本文的被解

释变量，包含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烟尘排放强度和工业废水强度，具体做法是采用企业二氧化硫排放

量、烟尘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除以实际总产出后取对数得到。 这三个指标越小，表明企业减排越成功。
３．核心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 是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即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度（ ｔｒｅａｔ）与高等教育扩招后

大学毕业生大量进入社会年份虚拟变量（ ｔｉｍｅ）的乘积。 为保证外生性，与现有研究做法类似，我们首先根

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１９８０ 年）得到其各行业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力占比，再将美国行业分类与中

国行业分类匹配，最终得到中国不同行业（２ 位）的人力资本密集度（ ｔｒｅａｔ）。 这么做的原因在于美国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创造了大量新技术，加之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拥有较高灵活性，因此其行业人力资本强度可以在

总体上反映各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前沿情况④。 反之，如果采取基于中国数据测算的行业人力资本

强度，那么将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此外，高校扩招后入学的高素质人才大部分于 ２００３ 年进入劳动力市

场，因此年份虚拟变量在 ２００３ 年之前取 ０，在 ２００３ 年及之后取 １。 β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反映了

人力资本提升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由于本文的主要因变量衡量的是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故我们预

期 β 显著为负。 μｆ和 μｔ分别为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ｆ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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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控制变量。 本文计量模型中的控制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包括：（１）企业年龄，采用企业当年所处年份减去

开业年份加 １ 后取对数得到；（２）企业规模，使用企业从业人数取对数得到；（３）企业固定资产，企业固定

资产取对数得到；（４）企业融资能力，用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的比值来衡量；（５）政府补贴，采用政府补贴

与企业销售额的比值来表示；（６）企业出口变量，根据企业出口交货值取对数来表示；（７）国有企业虚拟变

量，将国有企业定义为国有资本或集体资本占实收资本 ５０％及以上的企业；（８）行业集中度，用赫芬达尔指数

测量，具体计算方式采用行业内企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来衡量。 表 １ 展示了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单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千克 ／ 千元 ２１５１２９ ２．４１ １１．５２

烟尘排放强度 千克 ／ 千元 ２１５１２９ １．５４ ２３．１４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 吨 ／ 千元 ２１５１２９ ５．２５ ２３．０７

解释变量 人力资本与虚拟变量交互项 ２１５１２９ ０．０８ ０．０８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年份 ２１５１２９ １６．５９ １５．５４

企业规模 人数 ２１５１２９ ５８５．７６ １４７１．９３

固定资产 百万元 ２１５１２９ ７５．２４ ４６４．７４

企业融资能力 千元 ／ 千元 ２１４４６４ ０．０７ ３．５０

政府补贴 千元 ／ 千元 ２１５１２９ ０．０１ ０．０３

企业出口 百万元 ２１５１２９ ３０．９７ ３４４．３７

国有企业 ２１５１２９ ０．２９ ０．４６

行业集中度 ２１５１２９ ０．０２ ０．０６

（三）初步描述

本文通过图 １、图 ２ 和图 ３ 比较了高人力资本行业和低人力资本行业在人力资本扩张前后，企业二氧

化硫、烟尘和工业废水排放强度的演变趋势。 其中，高、低人力资本行业依据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度划分，
高于中位数的行业为高人力资本行业。 图 １—图 ３ 显示从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年，高人力资本行业污染排放强度

与低人力资本行业污染排放强度基本保持平行趋势，且高人力资本行业污染排放强度均处于低人力资本

（图 １） 　 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演变趋势

行业上方。 ２００３ 年随着大量大学毕业生进入企业，高人力资

本行业引进了更多高素质人才，收益也明显更大。 从图 １—
图 ３可以看到，自 ２００３ 年开始高人力资本行业污染排放强度

下降幅度明显更大，到 ２００７ 年，高人力资本行业三种污染物

的排放强度均处于低人力资本行业下方。 图 １、图 ２ 和图 ３ 直

观呈现了“高校扩招”政策冲击效应的行业异质性，即在减排

方面高人力资本行业的表现要明显优于低人力资本行业，显
示了高等教育扩招导致的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绿色发展的积极

影响，这正是双重差分计量模型所关注的处理效应。

（图 ２） 　 烟尘排放强度的演变趋势 （图 ３）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的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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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基准回归

表 ２ 展示了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其中第（１）、（２）列是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估计结果，第（３）、
（４）列是企业烟尘排放强度的估计结果，第（５）、（６）列是企业工业废水排放强度的估计结果。 为保证估

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在回归模型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同时所有回归均控制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由表 ２ 可知，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始终在 １％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下为负，并且估计结果不随控制变量

的变化而改变，具有较好的稳健性，这表明人力资本扩张对中国企业减排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表 ２）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烟尘排放强度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 －０．３１９∗∗∗

（０．０７０）
－０．３２８∗∗∗

（０．０６９）
－０．２４１∗∗∗

（０．０５８）
－０．２５２∗∗∗

（０．０５８）
－１．８０８∗∗∗

（０．１９３）
－１．７１１∗∗∗

（０．１９３）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１５１２９ ２１４４６３ ２１５１２９ ２１４４６３ ２１５１２９ ２１４４６３

Ｒ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注：∗∗∗、∗∗和∗分别代表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为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下同。

（二）机制分析

１．人力资本提升是否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进而促进企业减排。 生产效率代表企业结合劳动、资本

和技术进行生产的能力。 企业雇佣更多的高学历人才是否会直接带动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表 ３ 进

行了实证检验，第（１）列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生产效率，企业生产效率参考王杰和刘斌的做法采用 ＬＰ
的计算方法①，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与基准回归相一致。 回归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扩张显著提高了

企业的生产效率。 此外，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可能进而导致生产单位产品污染物生成量的降低（即前端

治理），为了进一步验证机制的稳健性，本文对企业污染产生强度进行了评估。 第（２）列、第（３）列和第

（４）列分别报告了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二氧化硫产生强度、烟尘产生强度和工业用水强度的估计结

果，其中二氧化硫产生强度、烟尘产生强度使用二氧化硫和烟尘的产生量除以工业总产值，工业用水强

度用工业用水量除以工业总产值。 回归结果表明，核心自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
即人力资本扩张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污染物的生成量，对企业绿色发展产生正向影响，本文假

设 １ 成立。
　 　 （表 ３） 　 企业污染产生强度回归结果

变量
生产效率 二氧化硫产生强度 烟尘产生强度 工业用水强度

（１） （２） （３） （４）

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 １．３１６∗∗∗

（０．０７７）
－０．３７９∗∗∗

（０．０７８）
－０．５６９∗∗∗

（０．１０４）
－１．０５４∗∗∗

（０．１０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１４４６１ ２１４４６３ ２１４４６３ ２１４４６３

Ｒ２ ０．３８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３

２．人力资本提升是否提高了企业的污染处理能力。 为了验证假设 ２，本文参考苏丹妮和盛斌的做法②

采用废气和废水处理设备的数量作为企业污染处理能力的替代变量。 表 ４ 中第（１）列和第（２）列分别报

７５１

①

②

王杰、刘斌：《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苏丹妮、盛斌：《产业集聚、集聚外部性与企业减排———来自中国的微观新证据》，《经济学（季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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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了人力资本扩张对于企业废气和废水处理设备数量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扩张对于企业废

气废水处理设备的数量并无明显影响①。 一般而言，如果企业污染处理设备没有显著增加，企业污染处理

能力很可能也不会有大幅提高。 因此本文进一步将企业污染去除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回归。 第

（３）列、第（４）列和第（５）列分别为人力资本扩张对二氧化硫去除率、烟尘去除率和重复用水率的估计结

果，二氧化硫、烟尘去除率计算方法是使用各自去除量除以产生量，重复用水率为重复用水量与工业用水

量比值。 回归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扩张只对重复用水率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二氧化硫和烟尘去除

率影响不明显。 总体上，假设 ２ 并未在实证检验中通过，即人力资本扩张并不能通过增加清洁设备进而

减少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促进企业绿色发展。 本文推测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企业污染处理效率的大幅

提升需要相关绿色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创新，而绿色技术创新中投入与产出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二是即使

企业使用外来清洁技术和设备，其能否在短期内被企业吸收与利用也存在着不确定性②。
　 　 　 （表 ４） 　 企业污染处理能力回归结果

变量
废气处理设备 废水处理设备 ＳＯ２ 去除率 烟尘去除率 重复用水率

（１） （２） （３） （４） （５）

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
－０．２７０
（０．３９２）

０．７２６
（１．３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１４４６３ ２１４４６３ １６９５００ １５３２５７ ２０５６５３
Ｒ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３．人力资本提升是否增加了环境友好型产品消费进而促进企业绿色生产。 本文进一步验证了随着全

社会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和环保意识的提升，消费者是否增加了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偏好，
进而产生正向反馈机制促使企业更有意愿和资金生产环境友好型产品。 表 ５ 报告了假设 ３ 的估计结果，
第（１）列、第（２）列和第（３）列因变量为企业销售收入的对数值，核心自变量为企业不同污染物排放量与

基准回归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第（４）列将前三列核心解释变量全部纳入回归中，所有的回归均控制

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从回归结果可知，无论是将污染物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单独回归还是同时

回归，核心自变量前面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在人力资本提升后，产品污染排放强度越大，销售收入相

应越少。 这体现在企业的财务指标上，就是生产过程中单位产能污染排放强度更大的产品销售收入会减

少。 可见，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倒逼企业减排，假设 ３ 成立。
　 　 　 （表 ５） 　 环境友好型产品销售收入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销售收入

（１） （２） （３） （４）
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是否 ２００３ 年及以后
－０．１２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７５∗∗∗

（０．００４）
烟尘排放强度

×是否 ２００３ 年及以后
－０．１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４）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

×是否 ２００３ 年及以后
－０．１１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９５∗∗∗

（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１４４６３ ２１４４６３ ２１４４６３ ２１４４６３
Ｒ２ ０．４２４ ０．４２０ ０．４２８ ０．４３４

四、稳健性检验

（一）遗漏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文尽可能多地控制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变量，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在扩大对外

８５１

①

②

本文还分别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滞后两期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均不显著。
谢建国、周露昭：《进口贸易、吸收能力与国际 Ｒ＆Ｄ 技术溢出：中国省区面板数据的研究》，《世界经济》２００９ 年第 ９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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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推进市场竞争体制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可能会对企业的绿色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 此后，中
国于 ２００２ 年调整了外资管制政策，对部分行业大幅放宽外资限制。 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升和外资

大规模流入提高了国内的市场竞争。 此外，国企在同一时期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市场化改革。 出于稳健

性考虑，本文在回归结果中进一步控制行业层面各年度的最终品关税和中间品关税、外资管制政策调整

所涉及行业与 ２００２ 年之后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以及各年度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 由表 ６ 中第（１）列、第
（３）列和第（５）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中国入世、外资管制放松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影响后，
人力资本扩张依旧对企业二氧化硫、烟尘和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结果具有稳健性。

（二）预期效应

“高校扩招”政策实施后，企业可能对人力资本扩张形成预期效应，提前调整生产和经营决策。 如果

企业在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生效之前根据市场预期提前作出反应，则证明本文的双重差分模型存在明显的

内生性问题。 为此，本文借鉴 Ｌｕ 和 Ｙｕ 的做法①，在计量模型中加入行业人力资本密度和大学毕业生大量

进入社会的前一年（即 ２００２ 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 ６ 中第（２）列、第（４）列和第（６）列所

示。 回归发现预期效应的估计系数并未通过 ５％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见人力资本扩张预期效应未对企业

二氧化硫、烟尘和工业废水的排放强度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６） 　 遗漏变量与预期效应再检验

变量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烟尘排放强度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预期效应
－０．１１１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３）

－０．４２４∗

（０．２２３）

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 －０．２５８∗∗∗

（０．０６９）
－０．２９１∗∗∗

（０．０７８）
－０．２１０∗∗∗

（０．０５５）
－０．１８７∗∗∗

（０．０６７）
－１．５６７∗∗∗

（０．１９９）
－１．６９３∗∗∗

（０．２２５）

最终品关税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中间投入品关税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

外资管制×是否
２００２ 年及以后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０）

国企份额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１４４６３ ２１４４６３ ２１４４６３ ２１４４６３ ２１４４６３ ２１４４６３

Ｒ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三）用 ２００４ 年全国经济普查截面数据回归

为了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文本还利用中国 ２００４ 年经济普查数据，构造企业层面人力

资本强度指标，以此衡量人力资本水平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这里选取 ２００４ 年的数据主要是因为该

年为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年，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仅有这一年的企业指标包括了不同学历职工的相应数

量，对本文的实证检验具有数据上的优势。 此外，１９９９ 年的大学扩招培养出的高素质毕业生于 ２００４ 年基

本全部进入劳动力市场，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有了大幅提升。 表 ７ 展示了企业人力资本水平对于绿色发

展的影响，其中人力资本水平参考现有大多文献的做法，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 与基准回归类似，本文

逐渐加入控制变量，同时控制省份和行业固定效应。 表 ７ 回归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始终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验证了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９５１

①Ｙ．Ｌｕ，Ｌ．Ｙｕ，“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ｕｐ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７，Ｎｏ．４，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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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７） 　 ２００４ 年横截面数据回归

变量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烟尘排放强度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人力资本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５）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６４５１ ３６０６３ ３６４５１ ３６０６３ ３６４５１ ３６０６３

Ｒ２ ０．４２９ ０．４３８ ０．３０２ ０．３０９ ０．２９２ ０．３０５

此外，本文还做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一是采用 １９９５ 年中国工业普查数据和 ２００４ 年中国经济普查数

据重新测算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度并进行实证回归；二是采用事件分析框架将基准倍差法模型中政策冲击

时间虚拟变量替换为各年份时间虚拟变量进行回归；三是在控制变量中加入行业时间趋势项，排除行业

特定因素的影响；四是进行安慰剂检验，将政策冲击时间虚拟变量分别提前两年和四年即提前至 １９９９ 年

和 ２００１ 年重新回归。 上述检验均支持本文的核心结论①。
五、拓展分析

１．分企业所有制分析。 国有企业规模普遍较大，工作性质更为稳定，高层次人才毕业后可能会倾向就

职于大型国有企业，因此人力资本提升后可能对国有企业污染排放产生较大影响。 本文参考聂辉华等研

究②将国有资本超过 ５０％的企业定义为国有企业，对人力资本提升是否更有利于国有企业减排进行实证

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 ８ 前 ３ 列所示，关注的倍差估计量与国有企业虚拟变量交互项均为负，其中第 ３ 列在

５％显著性的水平下为负，说明人力资本提升对国有企业减排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影响。
　 　 　 （表 ８） 　 分企业所有制和省份地理位置拓展分析

变量

企业所有制 省份地理位置（二氧化硫排放强度）③

二氧化硫
排放强度

烟尘排放
强度

工业废水
排放强度

东部 中部 西部

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 －０．３２５∗∗∗

（０．０７０）
－０．２３０∗∗∗

（０．０５９）
－０．８５８∗∗∗

（０．０９２）
－０．３８７∗∗∗

（０．０７５）
－０．４１７∗∗

（０．１９９）
－０．０５３
（０．２４７）

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ＳＯＥ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７３∗

（０．０４０）
－０．１１０∗∗

（０．０４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１４４６３ ２１４４６３ ２１４４６３ １２４３８３ ３６５９９ ３９８７３

Ｒ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８

２．分行业要素密集度分析。 高水平人力资本毕业后更可能从事技术密集型工作，因此可能对技术密

集型企业污染排放产生较大影响，本文参考周念利对行业要素密集度的划分④，将现有行业分为劳动密集

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 回归结果如表 ９ 前 ３ 列所示，技术密集型行业前面的倍差估计量系数

显著为负，说明高水平人力资本就业后更有利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减排。
３．分行业污染密集度分析。 由于不同行业污染排放强度存在较大差异，人力资本提升对不同污染排放

强度的行业也可能存在差异，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后更可能对高污染行业减排产生较大边际影响。 本文参

考苏丹妮等的做法将现有行业分为污染和清洁行业，进行分样本分析⑤。 表 ９ 第（４）、（５）列结果显示，污染

行业核心自变量系数显著为负，清洁行业不显著，说明人力资本提升主要减少了污染行业的污染排放。

０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限于篇幅未汇报稳健性检验结果，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索取。
聂辉华、江艇等：《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
限于篇幅只报告了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估计结果，其他污染物回归结果类似。
周念利：《中国服务业改革对制造业微观生产效率的影响测度及异质性考察———基于服务中间投入的视角》，《金融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９期。
苏丹妮、盛斌：《产业集聚、集聚外部性与企业减排———来自中国的微观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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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９） 　 分行业拓展分析

变量
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污染行业 清洁行业

ｔｒｅａｔ×ｔｉｍｅ －０．２３９∗

（０．１４２）
－０．３２２
（０．２１７）

－０．７１５∗∗∗

（０．１４２）
－０．３７３∗∗∗

（０．０８４）
０．７１５

（０．１０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７６３６５ ８２９１３ ５５１８５ １５１８１８ ６２６４５

Ｒ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０

４．分省份地理位置分析。 一方面，东部沿海省份高校较多，毕业的高素质人才较多；另一方面，东部地

区经济发展较快，机会较多，在中西部地区毕业的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会前往东部省份就业。 因此，人力资

本提升可能对东部省份企业污染排放影响更大。 本文将所有省份按照东中西部进行分样本分析。 回归

结果如表 ８ 后 ３ 列所示，人力资本提升对东部和中部省份企业减排产生明显正向影响，其中东部省份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为负，对西部省份企业影响不明显。
六、结论和启示

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如何促进其绿色发展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 作为创新和技术进步源

泉的人力资本和教育或将是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有效途径。 本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扩张可以促进中国企

业绿色发展。 在影响机制方面，在生产端人力资本提升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减少污染物的生成，进
而促进企业绿色发展。 在需求端全社会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提高整个消费群体对于环境友好型产品

的消费，进而倒逼企业进行绿色生产。 人力资本的提升并不能通过提升企业的污染物处理能力进而减少

企业的污染排放。 可能的原因在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与产出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又或企业不能在短期

内引进与吸收外来的清洁技术和设备。
本文从人力资本的视角为理解中国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解释，并有利于评估“高校扩招”政策的

经济效果，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 一方面，本文的发现肯定了中国高等教育政策改革的有效性，高等教育

的大众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虽然近年来中国人力资本水平有了大幅提升，
２０２０ 年大学入学率达到 ５８％，但是与美国（８８％）、欧盟（７３％）、日本（６４％）等国还有一定差距。 此外，中
国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比重与高收入国家差距更大，甚至低于墨西哥、南非等发展中国家①。 因此，
我国应继续落实高等教育改革，发挥其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的作用，同时也应关注高等教育结构的

优化、质量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创造等一系列更深层的发展问题，确保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此外，注重

人力资本在企业减排中的重要作用，利用高级人力资本的引进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推动企业的绿色

转型发展，为实现绿色发展和“双碳”目标提供人才基础。 另一方面，本文也发现人力资本的扩张对于企

业污染处理能力的提高并无显著影响。 环境保护或污染治理涉及到优质公共物品的提供，政府可以在其

中起到激活市场和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 因此要政府进一步加大对绿色产业扶持力度，为绿色经济发展

奠定良好的产业基础。 企业也要努力促进企业人力和物质资本的协调升级，充分发挥人才在企业减排中

的作用。 最后，本文发现全社会绿色消费观念的形成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发展，因此有关部门可以向社会

积极宣传“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激发消费者对环境和社会利益的关心，培养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态度，增
强其绿色消费意愿，同时辅以建立绿色社区、绿色生活信息平台等，以帮助消费者获取绿色信息和开展环

保运动，以此促进企业和社会的绿色转型。

附注： 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２０２２ 级硕士研究生张亚妮在本文数据以及

参考文献收集和整理方面所作的贡献。

［责任编辑：张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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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灿雷、高超：《教育、人力资本与创新———基于“量”与“质”的双重考察》，《财贸经济》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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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ｏｕｒｉｓ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ｈｅａｒｔｓ． Ｓｔｏｒｙ⁃ｐｏｅｔｉｃｓ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ｓｅｌ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ａｌｉｚ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ｊｕｘｔａｐｏ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ｍａｃｒｏ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ｓ ｉｎ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ｆｏｌｋ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ｓ ｐｏｅｔｉｃ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ｆ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ｍａｙ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ｏｒｙ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ＳＵＮ Ｚｈｅｎｇ⁃ｇｕ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ｔｏｒｙ⁃ｐｏｅｔｉｃ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ｔｏ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ｆｏｌｋ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ｒｅａｆ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ａｓｔｅ ｏｆ
ｆｏｌｋ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ｏｒｙ⁃ｐｏｅｔｉｃｓ ｉ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ｉｔ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ｇｅｎｒ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ｌｋ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ｆｏｌｋ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ｖｅｒ ｍｙｔｈｓ， ｌｅｇｅｎｄｓ，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ｔｅｘｔ 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ｓｔｙｌｅ，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ｆｏｌｋ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ｔａｋｅｓ ｐｌａｉｎ ａｎｄ ｈｏｎｅｓｔ，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ｆｒｅｓｈ，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ａｓ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ｔ ａｌｓｏ ｔａｋｅｓ “ ｆｏｌｋ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ｔｈｅ ｔｒｉｎ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ａｔｈ．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ａｉｍｓ ａｔ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ａｙ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ｋｅｓ ｉｔ ａ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 ｐｏｅｔｉｃ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ｔｅｘｔ．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ｌｋ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ｓｅｎｓ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ｅ 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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