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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改造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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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求老旧小区改造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本文以我国2017年颁布的老旧小区改造试

点城市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0年中国11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

考察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如何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老旧小区改

造试点城市的设立可以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机制分析发现,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对城市

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城市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中

西部地区和可持续发展水平较低地区,试点城市政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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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exploretheimpactofoldcommunityreconstructiononurbansustainablede-
velopment,thispapertakestheoldcommunityreconstructionpiloturbanpolicyissuedin2017as
anaturalexperiment;basedonthepaneldataof118prefecture-levelcitiesinChinafrom2008to
2020,itusedthedifference-in-differencemodeltoinvestigatehowtheoldcommunityreconstruc-
tionpiloturbanpoliciesaffecturban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heterogeneity.Theresults
showthattheestablishmentofpilotcitiesfortherenovationofoldcommunitiescanpromotethe
urban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mechanismanalysisshowsthattheestablishmentofpilot
citiesfortherenovationofoldcommunitieshasanimpactonthelevelofurbansustainabledevel-
opmentmainlythroughimprovingthelevelofurbansocialsustainabledevelopment.Hetero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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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yanalysisshowsthatinthecentralandwesternregionsandareasatalowsustainabledevelop-
mentlevel,theimpactofpilotcitypoliciesisofmoresignificance.
Keywords:oldrenovationcommunities;sustainabledevelopment;difference-in-difference;influ-

encemechanism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成为落实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可持续发展要求城市在发展过程

中考虑当前和未来需要,即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同时

又不损害后代利益的发展[1-2]。影响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因素众多,其中老旧小区由于年代旧、治安乱、

环境差等特性已对居民生活质量产生影响,阻碍了

城市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城市已经步入终结增

量、活用存量的时代[3],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面

对存量巨大的老旧小区,大拆大建的方法已不可行,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已成为解决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

的主要手段,也是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

必要之举。为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7年在厦

门召开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工作座谈会,将广州、张家

口等15个城市设为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旨在探

索老旧小区改造新模式,解决城市发展问题。此后,

国务院办公厅于2020年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全国开展老旧小区

改造的相关工作做出全面系统部署,由此看来,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已成为当前政府工作之重点。学术界

也围绕老旧小区改造的政策、方法与实践等进行了

相关探讨[4-6],但鲜有学者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

老旧小区改造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那么,在

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

能否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其如何影响城市可持续

发展? 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 上述问题的研究与探

讨对于进一步加快老旧小区改造、促进城市可持续

发展具有指导作用与现实意义,且有助于扩展政府

对老旧小区改造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现有理解。

基于此,文章以我国2017年颁布的老旧小区改

造试点城市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8—2020年

中国11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

考察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

水平的影响,弥补了目前有关于老旧小区改造对城

市可持续发展影响实证研究的缺乏。此外,进一步

探讨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如何影响城市可持

续发展以及是否存在异质性,从而为不同类型地区

城市的老旧小区改造提供思路及意见。

1 文献综述

从老旧小区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可见当前老旧

小区在城市发展浪潮中已经阻碍了城市健康可持续

发展的步伐,不论是对满足当代和未来的发展需要,

还是对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升城市形象、构建和谐

社区的要求都表明老旧小区改造刻不容缓[7],存量

巨大的老旧小区也的确已经严重影响了城市发展。

而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的实施加快了老旧小区改造进

程,也为解决城市发展问题提供了新动能。

近年学术界对于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的研究可以

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某一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政策

为例展开的研究,旨在从中获得启发,进而为各地老

旧小区改造政策的制定提供针对性建议,例如冉奥

博等[4]对北京老旧小区改造相关政策研究,发现政

策文件存在分布散、目标单一等问题,提出要出台综

合性的改造政策。梅耀林等[5]对江苏老旧小区改造

技术指南展开研究,指出老旧小区改造应树立更新

思维,将空间、社会、经济与治理统筹起来。二是对

开展老旧小区改造试点政策的城市展开的研究,例
如刘垚等[6]、李志等[8]都以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

广州为例,研究广州被设为试点城市后的老旧小区

改造的机制模式与实践成效,以期从中获得可供参

考的经验。上述研究也都表明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的

制定可以加快当地老旧小区改造进程。

从老旧小区改造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两者关系的

研究上来看,目前围绕老旧小区改造与城市可持续

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没有一致性结论。一方面学者们

认为老旧小区改造可以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例如

Jiang等[9]、Mischen等[10]的研究都表明老旧小区改

造可以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王承华等[11]的研究也

提出老旧小区改造应以人的发展为核心,并关注周

边环境优化,从而促进地区发展。而另一方面,

Xing等[12]的研究中提到许多城市都试图通过改造

来解决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一致

认为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的制定可以加快老旧小区改

造进程,并已经关注到了老旧小区与城市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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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问题,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目前对于老旧

小区改造政策的研究涉及总体性政策的研究较少,

二是少有学者聚焦于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的实施效果

研究,三是学者们对老旧小区改造能否促进城市可

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性的结论。

综上,为了探究老旧小区改造对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这一问题,衡量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

策效果,丰富老旧小区改造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

究内容,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老旧小区改造

试点城市政策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本文的

边际效益在于:一是通过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对城

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丰富了城市可持续发

展评价的相关研究;二是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老旧

小区改造试点城市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研究,

丰富了双重差分模型的实际应用;三是探究老旧小

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其

作用机制与异质性分析,丰富了老旧小区改造政策

的相关研究。

2 理论分析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人们对居住环境和条件

的要求也逐步提升。而老旧小区因房龄长、建筑破

旧、基础及配套设施设备等落后老化,存在众多的安

全隐患,已经逐渐脱离时代的发展,影响城市发展进

程,无法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13]。因此,在

城市建设过程中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有利于和谐的城

市化建设,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其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

老旧小区改造可以改善居住环境,提升城市环

境质量,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老旧小区由于建设

年代久远,绿化、基础设施等已经难以符合现行标

准。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首要任务就是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增加小区绿化面积、合理布局小区周边公

园休闲娱乐设施、强化老旧小区垃圾管理等,而这些

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环境改善,从而推进

城市可持续发展[14]。

老旧小区改造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一方面,

老旧小区改造可以刺激社会消费,带动相关产业发

展。比如:按照住建部新安全标准全面加固老旧小

区楼房,可以直接增加节能环保建筑材料生产的投

资需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促使了电梯行业的相关

投资需求;小区整体环境改善后,在一定程度上也能

带动室内装修、家电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老旧

小区改造可以盘活存量用地,激发当地文化、商业活

力。例如:老旧小区改造以街区为尺度,保护历史文

化区,改造过程中更是提倡建设五分钟生活圈,可以

激发小区周边的商业活力。这些举措都在一定程度

上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经济发展,从而推进

城市可持续发展[15]。

老旧小区改造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

升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居住方面,

老旧小区改造增加居民公共活动空间、规划小区绿

化景观、补齐生活需求短板,实实在在地提升居民居

住质量[16]。此外,在改造过程中通过建立沟通协调

机制,倾听居民诉求,满足居民诉求,一定程度上可

以提高居民满意度。这些举措可以加快构建和谐社

会的步伐,进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综上,老旧小区改造改造作为一项重大的民生

工程,改造涉及面极其广泛,小到基础设施改造大到

精神文明建设,每项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影响都是

多维的,对城市经济、环境和社会都会产生不同程度

的影响,进而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见图1。

图1 老旧小区改造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

Fig.1 Effectmechanismforoldresidentialarea
reconstructiononurbansustainabledevelopment

 

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3.1 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评估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对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而在评价政策执行效果中常

用的方法是双重差分模型[17-18]。该方法将研究对

象分为实验组(试点城市)和对照组(非试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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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验组加以政策影响,而对照组是未受到政策影

响的,从而通过政策实施前后的时间趋势差分以及

实验组与对照组是否实施政策的差分,以消除其它

随时间与城市变化而不可观察的因素,从而确定政

策实施的净效应。这种方法在现有的许多政策效果

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9-21]。

为了测度试点城市政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

影响的净效应,尽可能减少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实验

开始前的差异,本文选择2017年7月前(一般当年

7月前颁布的政策视为当年颁布,7月后颁布政策视

为第二年颁布)从未颁布过有关加快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政策的城市作为对照组(政策检索时,第一遍检

索根据北大法宝网,第二遍根据各城市政府网、住建

局官网进行的筛选)。

此外,本文研究期为2008—2020年,参考邓荣

荣等[22]的做法,由于政策的实施存在一定的滞后

性,未考虑2018年后对照组颁布相关政策,故未对

对照组进一步剔除,又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最终

选择了包括15个试点城市在内的118个地级市作

为研究对象。将被列为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范围

内的15个城市作为实验组,研究样本中的其余103
个城市作为对照组,对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这一

政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进行评估。具体

模型设定为:

Scorekn =β0+β1DIDkn+β2controlskn+μk+δn+εkn

(1)

式中:k表示城市;n表示时间;Scorekn表示k城市在

第n 年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得分;DIDkn代

表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controlskn为选定的

一系列控制变量;μk、δn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年份

固定效 应;εkn 为 随 机 扰 动 项。本 研 究 重 点 关 注

DIDkn的系数β1,它反映了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

政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若β1显著为正,则
表明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的颁布对城市可持续

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推升作用。

3.2 变量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Score)作为被解

释变量。众多学者在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方面

的研究结果表明,科学评估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

关键在于经济、环境、社会三方面的综合评价,且多

指标评价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城市可持续发展水

平[23-25]。在评价方法上多运用AHP法、熵值法、模

糊综合评价法等。据此文章在参考了众多学者的评

价指标体系后,构建了囊括环境、经济、社会三个维

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共计19个指标层[1,25-29],

见表1。考虑到AHP法是进行主观赋权,而熵值法

是进行客观赋权,为使评价结果更加全面、科学,参

考潘雨洪等[30]的做法,本文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熵

值-AHP法。先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运用

熵值法计算权重,再通过 AHP法对熵值法得到的

权重进行修正,进而测算出各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

平,具体权重计算方法见式(2)。需要特别说明的

是,不论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城市都有东、中、西部

城市,也都有一、二、三、四线城市以及省会城市和非

省会城市,两组城市并没有明显的特征差别。

ωi=aωoi+(1-a)ωsi (2)

式中:0<a<1,这里取0.5;ωoi为客观权重;ωsi为主

观权重;ωi为组合权重;i为指标数目。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DIDkn)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又试点城市政策颁布于2017
年12 月,故 将 2018 年 作 为 政 策 实 施 第 一 年。

DIDkn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DIDkn=Treat∙
Policy,若城市k被设为了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

则Treat=1,否则为0;当n>=2018时,Policy=
1,否则为0。

3.2.3 控制变量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增加了政府

规模(gov)、对外开放程度(trade)、科技创新(tec)、

金融发展水平(fin)四个可能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

水平的控制变量[31-33]。

政府规模(gov),一方面反映政府对市场的干

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规模会影响城市公共服务水

平,进而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使用人均政府财政支

出作为替代变量。对外开放程度(trade),开放是城

市发展必要的条件,使用人均进出口额作为替代变

量。科技创新(tec),创新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源源

不断的动力,使用取对数的政府科学技术投入额作

为替代变量。金融发展水平(fin),本文认为金融业

在当今城市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一定程度上会

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用取对数的年末金融机构贷

款余额作为替代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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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Tab.1 Urbansustainabledevelopmentlevelindicatorsystem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ωi 属性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水

平

环境

经济

社会

工业废水排放量/104t 0.0180 -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t 0.0167 -

工业烟尘排放量/t 0.0156 -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0.0416 +

人均绿地面积/(m2∙人-1) 0.0625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0168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528 +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元∙人-1) 0.0951 +

人均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美元∙人-1) 0.0342 +

人均GDP/(元∙人-1) 0.0859 +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0.0522 +

第二产业占GDP比重/% 0.0269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人-1) 0.0970 +

人口密度/(人∙km-2) 0.1004 +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人∙10-4人-1) 0.0679 +

人均道路面积/(m2∙人-1) 0.0578 +

普通高等院校师生比/% 0.0414 +

人均年末储蓄余额/(元∙人-1) 0.0886 +

失业人口占比/% 0.0286 -

3.3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08—2020年的《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及各省市

统计局,部分缺失值采用线性内插法补齐,本文样本

观测数为1534,具体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2 Variabledescriptivestatistics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综合得分(Score) 33.28 6.480 19.50 60.87

环境得分(ENscore) 13.13 1.380 6.140 17.73

经济得分(ECscore) 10.37 3.820 4.640 25.22

社会得分(Sscore) 9.770 2.720 4.360 20.65

试点城市(DID) 0.0300 0.170 0 1

政府规模(gov) 8429 5568 1134 42578

对外开放程度(trade) 14663 39456 5.500 368936

科技创新(lntec) 10.03 1.380 6.620 14.71

金融发展水平(lnfin) 16.18 1.190 13.12 20.10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使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在政策实施

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有共同的发展趋势。为了检验

是否满足此条件,参考李政等[20]、郭磊等[21]的做

法,本文统计了2017年及其之前年份老旧小区改造

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平均值,并
画出折线图。由图2可以看出,相对于非试点城市,
试点城市具有更高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同时,老旧

小区改造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具有相同的变动趋势,说明本文中实验组与对照组

可持续发展水平满足共同趋势条件,双重差分模型

适用于本文中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设立对城市可

持续发展水平的效应评估。

4.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部分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评估“老旧小

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对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

的影响, 估计结果见表3。表3中第(1)~(5)列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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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无
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

(DID)系数都在5%的估计水平下显著为正,且系数

值变化不大,非常稳健,足以说明老旧小区改造试点

城市的设立可以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以

第(5)列为例来观察控制变量,政府规模(gov)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规模的提升对城市可持续发展

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科技创新(lntec)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科技创新的投入可以促进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外开放程度(trade)和金

融发展水平(lnfin)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有正向作用

但不显著,其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图2 平行趋势检验

Fig.2 Paralleltrendtest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Tab.3 Benchmarkregressionresults

变量
(1)

Score

(2)

Score

(3)

Score

(4)

Score

(5)

Score

DID
0.810**

(0.400)
0.712**

(0.359)
0.713**

(0.360)
0.700**

(0.354)
0.709**

(0.359)

gov
0.000325***

(0.0000349)
0.000323***

(0.0000354)
0.000318***

(0.0000355)
0.000318***

(0.0000355)

trade
0.00000167
(0.00000471)

0.00000158
(0.00000464)

0.00000163
(0.00000467)

lntec
0.323***

(0.0889)
0.320***

(0.0930)

lnfin
0.0741
(0.427)

Constant
33.25***

(0.0515)
30.51***

(0.301)
30.51***

(0.302)
27.32***

(0.891)
26.15***

(6.678)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N 1,534 1,534 1,534 1,534 1,534

R2 0.918 0.927 0.927 0.927 0.927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4.3 稳健性检验

4.3.1 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验随机因素和遗漏变量等对实验结果的

影响程度,参考丁焕峰等[19]、赵蔡晶等[34]的做法,
本文从118个样本中随机抽选15个作为“伪实验

组”进行安慰剂检验,并将该过程重复200次,将其

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乘积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重新进行

回归。图3汇报了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概率密

度分布图,其中蓝色散点构成的虚线表示非真实政

策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布情况,红色实线为蓝色散点

连接的平滑曲线,右侧虚线则表示基准回归(表3第

(5)列)中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系数0.709。
由图3不难看出,基于随机样本进行安慰剂检验的

回归系数分布在0附近,并且符合正态分布。证明

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

的设立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并非偶然。
4.3.2 更换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方法

为了排除由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带来

的结果的偶然性,参考丁焕峰等[19]的做法,重新单独

运用熵值法测算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再次进行基准

回归,估计结果见表4。结果显示,老旧小区改造试点

城市的设立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依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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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安慰剂检验结果

Fig.3 Placebotestresults
 

表4 更换评价方法的基准回归结果

Tab.4 Benchmarkregressionresultsfor

changingevaluationmethods

变量
(1)

Score

(2)

Score

DID
1.102**

(0.501)
0.898**

(0.444)

Constant
25.61***

(0.0657)
27.66***

(7.950)

控制变量 否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N 1,534 1,534

R2 0.909 0.919

5 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5.1 影响机制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的设立

是如何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的,参考任晓

红等[35]、李一平等[36]的做法,本文选择城市可持续

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中准则层的环境、经济、社会三个

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其中第(1)列是以环境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
(2)列是以经济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3)列
是以社会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由(1)列可知,以环境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中,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负,且结果不显著。可能的

原因是,本文研究的政策实施时间为三年,由于试点

政策作用,试点城市必定会加快开展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由于改造不是重建,因此在改造过程中会照顾

现有居民的生活,导致施工时间长,环境可能不会在

短时间内得到显著改善。由(2)列可知,以经济为被

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正,但
结果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对于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而 言,由 于 投 资 回 收 周 期 和 风 险 不 确 定 性 较

强[37],而十五个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对于老旧小

区改造模式也处在探索时期,所以带来的经济效益

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由(3)列可知,
以社会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

系数为正,且回归结果在1%的水平下显著。老旧

小区改造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可以改善居

民生活环境、消除安全隐患、促进和谐宜居社区建

设,提高群众满意度,因此,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的社

会效益尤为突出[38]。

表5 二级指标基准回归结果

Tab.5 Second-levelindexbenchmarkregressionresults

变量
(1)

ENscore

(2)

ECscore

(3)

Sscore

DID
-0.152
(0.106)

0.0532
(0.327)

0.807***

(0.190)

Constant
0.500
(2.759)

7.659*
(4.137)

17.99***

(3.83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N 1,534 1,534 1,534

R2 0.741 0.923 0.858

5.2 异质性分析

鉴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东部地区,由
于区位优势明显,具有经济实力强、对外开放程度

高、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等优势,其发展水平与发展方

式与中西部地区都有显著差异。故文章将样本分为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回归,考察老旧小区改

造试点城市设立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的区域

异质性,回归结果见表6中的(1)、(2)列。由(1)、
(2)列回归结果可知,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对

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可持续发展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而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尽管中

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水平普遍低于东部地区,但由

于其在资源禀赋、人口密度以及生态环境、政策执行

力度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使得其在被列为老旧小

区改造试点城市后,试点政策更能发挥作用,其对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这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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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表明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在不同

发展水平的地区存在边际递减效应。

表6 异质性分析基准回归结果

Tab.6 Heterogeneityanalysisbenchmarkregressionresults

(1) (2) (3) (4)

变量
Score

(东部地区)

Score
(中西部

地区)

Score
(高持续

发展)

Score
(低持续

发展)

DID -1.006 2.102*** -0.380 0.858**

(0.671) (0.470) (0.568) (0.430)

Constant 46.36* 11.32 -11.28 20.59***

(25.91) (9.777) (18.88) (7.05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N 598 936 351 1,183

R2 0.863 0.902 0.946 0.866

为了进一步检验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在

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是否的确存在边际递减效应。
本文在参考刘成杰等[39]、范建双等[40]的做法后将

样本分为两组,考虑到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

2017年颁布,本文以2017年为基准期,将2017年

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高于样本平均水平的城市归为

高持续发展水平组,低于平均水平的归为低持续发

展水平组。对划分好的两组样本进行分组回归,结
果见表6中的(3)~(4)列。由(3)~(4)列回归结果

可知,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对低持续发展水

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对高持

续发展水平城市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在可

持续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本就缺乏增长动能,而老

旧小区改造政策的实施加快了老旧小区改造进程,
给当地带来了新的发展动能,从而促进了城市可持

续发展。而在可持续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由于自

身发展水平本就较高,且发展动能较多,仅依靠老旧

小区改造并不能明显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这也再

次说明,对于低发展水平的地区,试点政策更能发挥

作用,即老旧小区改造政策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

存在边际递减效应。换言之,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

市政策对发展水平普遍较低的地区更像是“雪中送

炭”,而对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的地区而言更像是

“锦上添花”,因此对于东部地区和高持续发展水平

的城市而言没有显示出显著作用。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8—2020年中国118个地级市的

面板数据,在构建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

基础上,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老旧小区改造

试点城市政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进一

步探讨其影响机制与异质性。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对城市可持续

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推动作用,并在一系列稳健性

检验后依然成立。

2)通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的设立对城市

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显示,老旧小区改

造作为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试点城市的设立主要

通过影响城市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来促进城市综

合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

3)通过对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实施效

果的异质性分析显示,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

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可持续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执行

效果更能促进当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以上的

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进

而加快全国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进程。实证结果表

明,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的实施可以促进城市可持续

发展水平的提升,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路径。
因此,国家层面应该出台综合性政策,以发挥引导作

用,地方政府也应该细化老旧小区改造实施过程,出
台相关技术指导准则,完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申报

实施程序,从而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促进城市健

康可持续发展。
第二,明确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目标,继续将以人

为本、改善居民生活水平、补齐居民生活短板作为改

造首要目标。基于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政策通过

提升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来促进城市综合可持

续发展水平的研究结论,在老旧小区改造相关政策

的制定时应继续关注于居民生活,广泛听取居民建

议,做到真正了解居民需求,真正改善居民需求,真
正让居民满意,以提升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进
而促进城市综合可持续发展。

第三,在老旧小区改造实施过程中,各单位应充

分发挥探索精神。一是要积极探索新的资金筹集渠

道,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老旧小区改造不能一味依

赖政府出资,应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减轻政府负担,
为此政府应积极出台相应政策以吸引社会资本的参

与。社会资本也应抓住老旧小区改造风口,配合政

府部门完善老旧小区周边各类设施,使老旧小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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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焕发新商机,进而带动经济健康增长。二是应积

极探索改造方式,对于绿化空间匮乏、生态功能不足

的老旧小区,应建立完善的规划机制,增加绿化面积

规划,注重生态功能修复,完善周围绿化环境,推进

环境可持续发展。进而发挥老旧小区改造对城市可

持续发展的应有作用。
第四,努力探索老旧小区改造推进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差异化政策路径。一方面,政府可以适当的

将试点政策范围向中西部地区以及可持续发展水平

较低的地区倾斜,从而有效缩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

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在政策

制定时要因地制宜,结合各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落

实差别化的老旧小区改造政策。例如对于发展水平

较低的地区,应加快完善指导类、技术准则类等配套

政策的制定,以抓住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的政策

优势,来加快当地老旧小区改造进程,进而推动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而对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应在

现有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的基础上,多发挥探索精神,
以老旧小区改造为切入点,激活老旧小区周边产业

活力,进而找到老旧小区改造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增长点,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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