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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厘清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创新和竞争力的因果关系十

分必要ꎮ 本文以中国与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智利签署自由贸易

协定为研究对象ꎬ 以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理论、 产业内贸易与异质性

企业贸易理论为基础ꎬ 提出理论假说ꎬ 构建中国工业、 海关、 创新

企业合并数据库ꎬ 运用双重差分等准自然实验方法ꎬ 验证中智自贸

协定能否提升中国进出口企业创新与竞争力ꎬ 并根据企业专利类型

和行业的异质性ꎬ 考察这一作用机制ꎮ 研究发现: 首先ꎬ 中智自贸

协定提升了中国参与企业总体的专利授权数、 全要素生产率ꎬ 验证

了 “美好生活需求效应” 假说ꎻ 其次ꎬ 具备规模经济优势的企业ꎬ
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提升较为显著ꎻ 再次ꎬ 具备产品

多样化优势的企业ꎬ 其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数提升较

为显著ꎻ 最后ꎬ 投资与贸易的重点产业、 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中的

企业ꎬ 其专利授权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较为显著ꎮ 作者还结合当

前国际形势和中国新发展格局得出了相关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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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智自贸协定对企业创新与竞争力的效应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强调ꎬ 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ꎬ 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ꎬ
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ꎬ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

新优势ꎮ① “一带一路” 建设是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全方位开放的顶层

设计ꎬ 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响应ꎬ 彰显出中国道路的优越性ꎮ②

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ꎬ 经济互补性较强ꎬ 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ꎮ 在当

前传统欧美发达国家技术壁垒日渐高筑的背景下ꎬ 如何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ꎬ
提升中国的创新水平与生产力并进而提升竞争力值得深入研究ꎮ

智利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南美洲国家ꎮ 从经济发展看ꎬ 智利是拉美

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ꎬ 拥有与发达国家相近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 完

善稳固的法律框架、 经济稳定增长的态势和健全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ꎮ 智

利已与全球 ６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２０ 多个自由贸易协定ꎬ 经济对外高度

开放ꎮ 从政治影响力看ꎬ 智利是 ＯＥＣＤ、 ＡＰＥＣ、 十五国集团等组织的成员

国ꎬ 具有较强的区域影响力ꎮ 从创新合作看ꎬ 智利积极与欧美发达国家开

展专利合作ꎬ 受惠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ꎬ 具备一定的先进技术存量 (见
表 １)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ꎬ 习近平同智利总统皮涅拉通电话时强调ꎬ 以高质量推

进共建 “一带一路” 为抓手ꎬ 拓展贸易、 投资、 科技创新、 基础设施建设

等领域合作ꎬ 同时继续坚定维护多边主义ꎬ 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ꎬ
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ꎮ③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ꎬ 全球化道路进入崎岖路段ꎬ
研究中国与智利等非传统欧美发达国家的多层次、 多元化的开放合作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ꎮ
中国—智利自贸协定于 ２００５ 年签署ꎬ ２００６ 年生效实施ꎮ 中智自贸协定的

确立对中国了解和实践自由贸易规则发挥了重要作用ꎮ④ 中智双方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智利共和国政府关于修订 ‹自由贸易协

定› 及 ‹自由贸易协定关于服务贸易的补充协定› 的议定书»ꎬ 于 ２０１９ 年

—７２—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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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２４ / ｃ＿１１２６４０７７７２ ｈｔｍ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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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研究»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５ － ５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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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月 １ 日正式生效实施ꎮ① 这体现出中国致力于维护现行合理有效的国际经

济、 贸易机制和规则ꎬ 努力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和推动双边地区贸易自由化便

利化的决心ꎮ 推进自贸协定谈判或者升级谈判ꎬ 建设新的自贸区或推动一些

现有的自贸区升级ꎬ 正日益拉紧中国与全球经贸伙伴间的关系ꎻ 同时为验证

与非传统欧美发达国家签订自贸协定能否提升中国企业创新与竞争力创造了

条件ꎮ

表 １　 智利根据国际专利合作条约 (ＰＣＴ) 提交的专利申请 (％ )

年份

外国居民在智利拥有的专利
占总数比重

智利在国外的发明专利
占总数比重

智利与外国共同的发明专利
占总数比重

总计 美国 欧盟 总计 美国 欧盟 总计 美国 欧盟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４０ ０ ６０ ０ ５０ ０ ０ ０ ５０ ０ ２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０

２００１ ９３ ８ ４３ ８ ３７ ５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５６ ３ ２５ ０ １８ ８

２００２ ７１ ４ ７ １ ２８ ６ ６６ ７ １６ ７ ３３ ３ ６４ ３ １４ ３ ３５ ７

２００３ ６８ ４ ４２ １ １０ ５ ３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４７ ４ ２６ ３ １０ ５

２００４ ６８ ４ ３６ ８ １０ ５ ３０ ０ ２０ ０ １０ ０ ４７ ４ ３１ ６ １０ ５

２００５ ７９ ３ ２７ ６ ２７ ６ ２３ １ ７ ７ １５ ４ ４１ ４ ２０ ７ １７ ２

２００６ ６９ ４ ２５ ０ ２７ ８ ５ ３ ５ ３ ５ ３ ３０ ６ １３ ９ １６ ７

２００７ ５８ ８ ２９ ４ １７ ６ １１ ８ １１ ８ － ３８ ２ ２６ ５ １１ ８

２００８ ６６ ０ ２２ ６ ３５ ８ ２５ ０ ９ ４ １２ ５ ４１ ５ １７ ０ ２０ ８

２００９ ３５ １ ６ ５ １６ ９ １５ ３ ３ ４ ５ １ ２９ ９ ７ ８ １５ ６

２０１０ ２２ ２ ４ ６ ７ ４ ７ ６ ０ ０ ３ ３ １８ ５ ５ ６ ７ ４

２０１１ ２０ １ ５ ８ ２ ９ ６ １ ０ ０ ２ ６ １５ １ ３ ６ ４ ３

２０１２ ２６ ７ ７ ３ ６ ７ ８ ４ １ ７ ２ ５ １９ ３ ６ ７ ８ ７

２０１３ ２１ ７ ６ ２ ５ ０ ９ ６ １ ５ ４ ４ ２１ １ ８ １ ９ ３

２０１４ ２０ ９ ５ ７ ５ １ ３ １ ０ ０ １ ６ １２ ７ ３ ８ ４ ４

２０１５ １９ ２ ４ ８ ９ ６ ７ ０ ２ ８ ２ １ １１ ４ ３ ０ ３ ６

２０１６ １７ ４ ４ ７ ７ ０ ３ ８ １ ６ － １２ ７ ４ ７ １ ９

２０１７ １８ ２ ５ ５ １０ ９ １０ １ ２ ７ ０ ７ １２ ７ ４ ８ ３ ６

２０１８ １１ ４ ２ ３ ５ １ ８ ５ １ ８ ２ ４ １１ ９ ２ ８ ４ ５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统计数据库ꎮ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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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智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今日生效»ꎬ 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ꎬ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ｆｔａ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ｌｅ / ｃｈｉｌｅ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９０３ / ３９９０３＿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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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ꎬ 通过梳理经典贸易理论、 创新与竞争力理论、 文

献评述和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政策ꎬ 尝试提出中国与非传统欧美发达国家签

订贸易便利化措施以促进本国企业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的新理论ꎬ 为中国进一

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继续坚持自由贸易的态度、 扩大对外开放、 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等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ꎮ 目前对中

国与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签订自贸协定的创新与竞争力激励效果分析缺乏

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ꎮ 因此ꎬ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ꎬ 在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背景下ꎬ 厘清中国企业自身因素、 国际经贸机制与规则因素对创新与竞

争力的影响机制ꎬ 尤其是双边地区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规则效果的因果推断ꎬ
为规则评估提供更准确的定量分析ꎮ 本研究力求说明自贸协定诱发中国企业

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的机制是什么ꎬ 为什么自贸协定可以诱发创新与竞争力提

升? 在此基础上回答一定时期内自贸协定与创新和竞争力提升之间的相互作

用规律及其定量关系ꎮ

一　 文献评述与本文的作用机理

创新与竞争力问题、 国际贸易问题是国际经济研究领域的经典选题ꎬ
国内外学者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究ꎮ 中国政府在促进

创新、 提升竞争力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ꎬ 为企业提供了一系列政策

支撑ꎮ
(一) 文献评述

关于创新与竞争力的理论研究ꎮ 熊彼特提出了 “创造性破坏” 和 “创造

性积累” 两种创新理论ꎬ 并将创新与竞争力提升分为五种类型: 一是推出新

产品或已知产品的新品种ꎻ 二是产品生产或销售新方法的应用ꎻ 三是开发新

的市场ꎻ 四是获取新的原材料或中间品供应来源ꎻ 五是新的行业结构ꎬ 如垄

断地位的创造或破坏ꎮ 波特和范德林德认为ꎬ 设计得当的基于绩效或市场的

政策可以促进创新ꎬ 改善企业经营绩效ꎬ 提升企业竞争力ꎮ①

关于中国贸易竞争力的研究ꎮ 姚枝仲从廉价产品出口国走向优质高价产

—９２—

① Ｊ Ａ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Ｐｒｏｆｉｔｓꎬ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 Ｃｒｅｄｉｔꎬ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ꎬ ｉ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６ꎬ １９３４ꎻ Ｍ Ｐｏ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Ｃ 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ｉｎｄｅꎬ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Ｖｏｌ ９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９５ꎬ ｐｐ ９７ －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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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出口国视角ꎬ 提出了贸易强国测度的一种新理论与方法ꎮ 毛日昇认为ꎬ 中

国综合贸易竞争力指数总体上已经先后超越日本和德国ꎬ 贸易竞争力指数上

升主要来自出口和进口市场份额的快速扩张ꎬ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速度显

著高于发达国家ꎮ①

关于产品多样化和规模经济对贸易的影响研究ꎮ 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

认为即使两国之间不存在比较优势ꎬ 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ꎬ 两国同样可以选

择不同的行业进行分工并开展贸易ꎮ 克鲁格曼认为ꎬ 垄断竞争企业可以通过

国际贸易扩大市场、 增加消费人口来扩大生产从而获得规模经济ꎬ 消费者则

可以通过产品种类增加提高福利ꎮ 梅里兹、 赫尔普曼等学者认为ꎬ 贸易或自

由贸易可以提高行业生产率水平和社会福利ꎮ②

关于贸易自由化政策对异质性企业的创新和竞争力的影响研究较为丰富ꎬ
但是关于自贸协定的研究较少ꎮ 有学者分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降低

关税等贸易自由化政策对企业排放、 生产率或贸易额的影响ꎮ 有学者研究了

贸易自由化对美国投资的影响ꎮ 有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通过减少加价、 产生

更严格的公司选择来加强竞争ꎬ 这一选择增加了企业创新的动力ꎬ 促进了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升ꎮ 在研究方法上ꎬ 近年来文献大多运用准自然实验的方法

(如双重差分模型或多重差分模型) 来研究贸易便利化政策与企业特征变量的

因果关系ꎮ③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ꎬ 国内现阶段有关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和竞争

—０３—

①

②

③

姚枝仲: «贸易强国的测度: 理论与方法»ꎬ 载 «世界经济»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ꎬ 第 ３ － ２２ 页ꎻ
毛日昇: «贸易强国指数的跨国经验分析»ꎬ 载 «世界经济»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ꎬ 第 ２３ － ４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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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影响的研究ꎬ 可能较少考虑到以下几点ꎮ 一是内容上较少研究国别双边贸

易自由化政策ꎬ 特别是中国与非传统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自由化政

策ꎬ 大部分研究针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类多边贸易自由化政策ꎮ 二是

方法上没有厘清企业自身因素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因素对创新和竞争力提升的

影响机制ꎬ 忽视贸易自由化政策效果的因果推断ꎬ 未能为贸易自由化政策效

果评估提供更准确的定量分析ꎮ 三是缺少有关异质性因素对贸易自由化政策

促进创新和竞争力提升的深入研究ꎬ 仅着眼于贸易自由化政策是否提升了竞

争力ꎬ 而并未探讨这一促进作用在异质性主体中的表现、 异质性主体创新和

竞争力提升的动机以及异质性主体创新的不同方向ꎮ
(二) 本研究的作用机理及主要贡献

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ꎬ 以创新与竞

争力提升理论、 产业内贸易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和前人研究文献为基础ꎬ
结合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推进 “一带一路” 贸易畅通合作倡议» «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 进展、
贡献与展望» 等共建倡议ꎬ 分析中智自贸协定对企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的

作用机理ꎮ①

其一ꎬ 中智自贸协定实施后ꎬ 企业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的动机分析ꎮ 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表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 指出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ꎬ 明确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ꎮ② 中

国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企业ꎬ 在中智自贸协定实施后ꎬ 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水平不断提升ꎬ 投资和贸易壁垒进一步消除ꎬ 中智两国的营商环境持

续改善ꎮ 在两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推动下ꎬ 总体来看ꎬ 对智

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通过自身的 “创造性破坏” 和 “创造性积累”ꎬ 不断

推出新产品、 丰富产品的种类ꎬ 运用新技术和新销售方法ꎬ 开拓国内和智

—１３—

①

②

«受权发布: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２４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ｆｗｙｄｙｌ / ｚｃｗｊ / ２０１５１１ / ２０１５１１０１１９３００７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０８ －２６]ꎻ « ‹推
进 “一带一路” 贸易畅通合作倡议› 在京发布»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ｅ / ａｉ / ２０１７０５ / ２０１７０５０２５７５３６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２６]ꎻ «共建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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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 ｃ＿１１２４４０００７１ ｈｔｍ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２６]

张怡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ꎬ 载 «学习时报» ２０１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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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市场ꎬ 获取智利的原材料或中间品供应来源ꎬ 不断优化中智双边贸易结

构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企业的创新与竞争力得到提升ꎮ 据此ꎬ 提出本文的第

一个假说ꎮ
假说 １: 中智自贸协定实施后ꎬ 两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总体上

可能促进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的创新与竞争力提升ꎬ 即创新与竞争力

提升的 “美好生活需求效应”ꎮ
其二ꎬ 中智自贸协定实施后ꎬ 异质性企业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的动机分析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强调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ꎬ
形成全面开放理论ꎮ 中国继续扩大市场开放ꎬ 实施积极的进口政策ꎬ 为更

多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ꎻ 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领域ꎬ 营造高标

准的国际营商环境ꎮ 因此ꎬ 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具有各自的异质性

特点ꎬ 中智自贸协定实施后ꎬ 其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的动机与作用机制也不

尽相同ꎮ 其中ꎬ 行业上具备规模经济特征的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ꎬ
在高专用性和高累积性的条件下ꎬ 其 “创造性积累” 方向的创新 (如发明

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可能得到提升ꎮ 据此ꎬ 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说ꎮ 其

中ꎬ 行业上具备产品多样化特征的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ꎬ 在高技术

机会、 低专用性和低累积性的条件下ꎬ 其 “创造性破坏” 方向的创新 (如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可能得到提升ꎮ 据此ꎬ 提出本文的第三个

假说ꎮ
假说 ２: 中智自贸协定实施后ꎬ 在全面开放的格局下ꎬ 行业上具备规模经

济特征的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ꎬ 其 “创造性积累” 方向的创新可能得

到提升ꎬ 即创新提升的 “规模经济效应”ꎮ
假说 ３: 中智自贸协定实施后ꎬ 在全面开放的格局下ꎬ 行业上具备产品多

样化特征的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ꎬ 其 “创造性破坏” 方向的创新可能

得到提升ꎬ 即创新提升的 “产品多样化效应”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倡议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ꎬ 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ꎻ

拓展相互投资领域ꎬ 开展农林牧渔业、 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

作ꎬ 积极推进海水养殖、 远洋渔业、 水产品加工、 海水淡化、 海洋生物制药、
海洋工程技术、 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合作ꎻ 加大煤炭、 油气、 金属矿

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ꎬ 积极推动水电、 核电、 风电、 太阳能等清

洁可再生能源合作ꎬ 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ꎬ 形成能源资源合

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ꎻ 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 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ꎻ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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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兴产业合作ꎬ 按照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的原则ꎬ 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 新能源、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ꎬ 推动

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ꎻ 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ꎬ 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

业协同发展ꎬ 鼓励建立研发、 生产和营销体系ꎬ 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

合竞争力ꎮ “一带一路” 建设显著增加了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行

业的投资规模ꎬ 也通过 “五通” 效应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贸易ꎮ 据此ꎬ 提出

本文的第四个假说ꎮ
假说 ４: 中智自贸协定实施后ꎬ 在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下ꎬ 重点产业、 上

下游一体化产业链中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ꎬ 其创新与竞争力可能得到

提升ꎬ 即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的 “投资贸易产业链效应”ꎮ
根据上述理论ꎬ 本文的理论机制假说逻辑框架见图 １ꎮ

图 １　 本文的理论机制假说逻辑框架图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ꎮ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ꎮ 首先ꎬ 本文提出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ꎬ 以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理论、 产业内贸易

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和前人研究文献为基础ꎬ 结合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

的理论假说ꎬ 在理论支撑方面有所创新ꎮ 其次ꎬ 本文搜集了中国工业企业、
海关企业、 创新企业数据库数据ꎬ 并遴选出对智利有出口、 有进口、 有进出

口三种类型的中国企业数据ꎬ 在数据支撑方面较为充分ꎮ 再次ꎬ 本文运用政

策评估领域的国际前沿研究方法ꎬ 有助于提炼中智自贸协定实施和企业创新

与竞争力提升的因果性ꎬ 并在模型中同时加入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变

量、 对智利有出口的中国企业变量和对智利有进口的中国企业变量ꎬ 在同类

问题的研究中具备一定创新ꎮ 最后ꎬ 本文研究了企业专利类型、 全要素生产

率测算方法和行业所属类型的异质性ꎬ 研究策略相比之前文献更加全面合理ꎬ
为今后中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化和精准定位提供参考ꎮ

—３３—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二　 数据来源、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在实证回归前ꎬ 说明本文的数据来源、 变量选取的原则、 实证模型的设

定以及相关检验ꎮ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构建中国工业企业、 中国海关企业、 中国创新企业三库合并数据库ꎬ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ꎬ 合并后数据时间范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ꎮ 企业专利数据来

自中国创新企业数据库ꎬ 其经济特征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ꎬ 其进出

口数据来自中国海关企业数据库ꎮ
中国与智利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正式签署 «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 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开始实施ꎬ 因此可以被看作一次有效的准自然实验ꎮ 实验组

为三库合并数据库中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ꎬ 控制组为三库合并数据库

中对智利未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ꎮ
(二)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ꎮ 为了衡量企业中长期竞争力ꎬ 选取企业已授权专利数作为

分析对象ꎬ 取对数用 ｌｎＰａｔ 表示ꎮ 一种观点认为ꎬ 专利申请可能存在问题ꎬ 只

是反映了企业对创新的重视程度ꎬ 并不代表实际创新与竞争力有多大提升ꎬ
原则上专利授权情况更能反映创新程度ꎬ 这样更有利于体现企业当期的实际

创新能力ꎮ 一般认为ꎬ 专利的侧重分类依次为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

观设计专利ꎮ 因此ꎬ 为了进一步考察专利类型的异质性ꎬ 选取样本中的企业

已授权发明专利数作为分析对象ꎬ 取对数用 ｌｎＩｎｖＰａｔ 表示ꎻ 选取样本中的企

业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ꎬ 用 ｌｎＵｔｙＰａｔ 表示ꎬ 选取样本中的企业已授权外观设

计专利ꎬ 取对数用 ｌｎＤｓｇＰａｔ 表示ꎬ 通过区分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

设计专利ꎬ 对专利的侧重与创新方向进行划分ꎮ①

为了衡量企业中短期综合竞争力ꎬ 把测算样本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作

为分析对象ꎮ 控制函数法是一种常用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ꎬ 在控制函数法中ꎬ
奥莱 (Ｇ Ｓ Ｏｌｌｅｙ) 和帕克斯 (Ａ Ｐａｋｅｓ) 首次提出了两步估计法以克服内生性问题

—４３—

① 齐绍洲、 林屾、 崔静波: «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否诱发绿色创新?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

专利数据的证据»ꎬ 载 «经济研究»ꎬ ２０１８ 年第１２ 期ꎬ 第１２９－１４３ 页ꎻ Ｓ Ｌｉｎꎬ Ｂ Ｗａｎｇꎬ ａｎｄ Ｗ Ｗｕ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ｎ Ｃｌｅ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ｉ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７１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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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ＯＰ 法)ꎮ 该方法得到了列文森 (Ｊ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彼得林 (Ａ Ｐｅｔｒｉｎ)
(其方法简称 ＬＰ 法) 以及阿克伯格 (Ｄ Ａ Ａｃｋｅｒｂｅｒｇ)、 凯乌斯 (Ｋ Ｃａｖｅｓ) 和

弗雷泽 (Ｇ Ｆｒａｚｅｒ) (其方法简称 ＡＣＦ 法) 的进一步完善ꎮ 在满足 ＡＣＦ 法的情

况下ꎬ 如果存在投入的时滞效应ꎬ 那么第一阶段的方程无法识别任何参数ꎬ 这

时候需要用到罗宾森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的 ＩＶ 估计方法 (以下简称 ＲＯＢ 法)ꎮ 伍尔德

里奇 (Ｊ Ｍ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则提出了一种一步估计法 (以下简称 ＷＲＤＧ 法)ꎬ 在

ＧＭＭ 框架下得到 ＬＰ 法估计结果ꎮ 因此ꎬ 本文分别运用上述五种方法测算样本

中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ꎬ 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ꎬ 分别用 ｏｐ、 ｌｐ、 ａｃｆ、 ｗｒｄｇ 和 ｒｏｂ
表示ꎮ①

企业层面经济特征控制变量ꎬ 包括企业规模变量、 企业成熟度变量及企

业信用评价变量ꎮ 企业规模变量: 根据基本的企业生产函数ꎬ 将专利视为产

出ꎬ 将资本和劳动力视为投入要素ꎬ 选取样本中企业资产总计和企业员工数

量作为控制变量来衡量企业规模的大小ꎬ 取对数后分别用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和 ｌｎＬａｂｏｒ
表示ꎮ 企业成熟度变量: 选取样本中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来衡量企业的成

熟度ꎬ 取对数后用 ｌｎＡｇｅ 表示ꎮ 企业信用评价变量: 研究认为适度负债经营可

以弥补企业营运和长期发展资金的不足ꎬ 企业可以利用更多资金改善技术设

备、 改革工艺和开展创新活动ꎬ 选取样本中企业负债合计作为控制变量来衡

量企业的信用评价ꎬ 取对数后用 ｌｎＤｅｂｔｓ 表示ꎮ②

变量描述性统计ꎮ 本文选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２ꎮ

—５３—

①

②

杨汝岱: «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ꎬ 载 «经济研究»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６１－７４ 页ꎻ
Ｇ Ｓ Ｏ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Ａ Ｐａｋｅｓꎬ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６４ꎬ Ｎｏ ６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１２６３ －１２９７ꎻ Ｊ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ａｎｄ Ａ Ｐｅｔｒｉｎꎬ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ｓ”ꎬ ｉ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７０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３１７－３４１ꎻＤ Ａ Ａｃｋｅｒｂｅｒｇꎬ Ｋ Ｃａｖｅｓꎬ ａｎｄ Ｇ Ｆｒａｚｅｒꎬ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ｓ”ꎬ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８３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２４１１－２４５１ꎻ Ｊ Ｍ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ꎬ “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Ｆｉｒｍ－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ｘ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ｓ”ꎬ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０４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１１２ － １１４

王刚刚、 谢富纪、 贾友: «Ｒ＆Ｄ 补贴政策激励机制的重新审视———基于外部融资激励机制的

考察»ꎬ 载 «中国工业经济»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６０ － ７８ 页ꎻ 张杰、 陈志远、 杨连星、 新夫: «中国创

新补贴政策的绩效评估: 理论与证据»ꎬ 载 «经济研究»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ꎬ 第 ４ 页ꎬ 第 １７ 页ꎬ 第 ３３ 页ꎻ
Ｍ Ｃｏｌｏｍｂｏꎬ Ｃ Ｇｒｏｃｅꎬ ａｎｄ Ｍ Ｇｕｅｒｉｎｉꎬ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ｏｎ Ｆｉｒｍ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ｏｒ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ꎬ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４２ꎬ Ｎｏ ９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６０５ － １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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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值

变量 指标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Ｐａｔ 三种专利合计授权数的对数 ０ ６６ ０ ９７ ０ ８ １０

ｌｎＩｎｖＰａｔ 发明专利授权数的对数 ０ １５ ０ ４５ ０ ７ ９５

ｌｎＵｔｙＰａｔ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的对数 ０ ４８ ０ ８５ ０ ６ ８６

ｌｎＤｓｇＰａｔ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数的对数 ０ １４ ０ ５２ ０ ６ ３６

ｏｐ ＯＰ 法全要素生产率 ３ １２ １ ３７ － １１ ２６ １２ ０５

ｌｐ ＬＰ 法全要素生产率 ２ ３４ １ ３６ － １２ ４４ １２ ０５

ａｃｆ ＡＣＦ 法全要素生产率 ２ ２３ １ ３６ － １２ ５０ １２ ０５

ｗｒｄｇ ＷＲＤＧ 法全要素生产率 ２ ３２ １ ３６ － １２ ５７ １２ ０５

ｒｏｂ ＲＯＢ 法全要素生产率 ３ ２６ １ ３７ － １１ ２８ １２ ０５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资产总计的对数 １１ ８３ １ ５９ ０ ００ ２０ ６２

ｌｎＬａｂｏｒ 劳动力数量的对数 ５ ９２ １ １６ ０ ００ １２ ２４

ｌｎＡｇｅ 年龄的对数 ３ ３６ １ ２３ １ ９５ ７ ６１

ｌｎＤｅｂｔｓ 负债合计对数 １１ ０８ １ ７４ ０ ００ １９ ８９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ꎮ

(三) 模型设定

政策评估实证研究文献一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ꎬ 通过对比政策前后变动

对政策作用企业 (即实验组) 与非作用企业 (即控制组) 的影响之差ꎬ 剔除

不随时间变化且不可观察的混淆因素 (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 把政策的处置效

应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从混淆因素中剥离开来ꎬ 从而评估政策的因果促进

效应ꎮ
１ 双重差分基本模型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ꎬ 关于中智自贸协定政策对企业三种专利合计授权数

影响的基本模型如下:
ｌｎＰａｔｉｔ ＝ β０ ＋ β１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 β２Ｃｈｉｌｅｅｘ × Ｐｏｓｔｔ ＋ β３Ｃｈｉｌｅｉｍ × Ｐｏｓｔｔ

＋ β４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β５Ｃｈｉｌｅｅｘ ＋ β６Ｃｈｉｌｅｉｍ ＋ β７Ｐｏｓｔｔ ＋ αＸ ｉｔ

＋ χ ｔ ＋ δｉ ＋ ε ｊ ＋ φｒ ＋ φｉｊｒｔ (１)
其中 ｉꎬｊꎬｒꎬｔ 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地区以及时间ꎬφｉｊｒｔ 是随机扰动项ꎮ
被解释变量为 ｌｎＰａｔｉｔ ꎬ 表示企业三种专利合计授权数ꎮ 在专利类型异质

性讨论中ꎬ 会进一步将专利类型分解成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

专利ꎬ 分别考察中智自贸协定政策对发明专利授权数 ( ｌｎＩｎｖＰａｔｉｔ )、 实用新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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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专利授权数 ( ｌｎＵｔｙＰａｔｉｔ ) 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数 ( ｌｎＤｓｇＰａｔｉｔ ) 的影响ꎮ
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稳健性讨论中ꎬ 会进一步将全要素生产率分为五种测算

方法ꎬ 分别考察中智自贸协定对 ｏｐ 法、 ｌｐ 法、 ａｃｆ 法、 ｗｒｄｇ 法和 ｒｏｂ 法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ꎮ
模型的解释变量包括政策启动时间虚拟变量、 政策作用企业虚拟变量等ꎮ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表示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虚拟变量ꎬ 如果企业既向智利出口

又从智利进口时ꎬ 取值为 １ꎬ 否则取值为 ０ꎻ Ｃｈｉｌｅｅｘ 表示对智利有出口的中国

企业虚拟变量ꎬ 如果企业出口智利时ꎬ 取值为 １ꎬ 否则取值为 ０ꎻ Ｃｈｉｌｅｉｍ 表示

对智利有进口的中国企业虚拟变量ꎬ 如果企业对智利有进口ꎬ 取值为 １ꎬ 否则

取值为 ０ꎮ Ｐｏｓｔｔ 为 “中智自贸协定签订前后” 虚拟变量ꎬ “中智自贸协定签订

后” (２００６ 年以后) 取值为 １ꎬ “在中智自贸协定签订前” (２００６ 年及以前)
取值为 ０ꎮ 此外ꎬ 模型控制了有可能影响专利授权的企业其他经济特征控制变

量ꎬ 由 Ｘ ｉｔ表示ꎮ 该企业经济特征控制变量包括: 企业资产总计、 企业负债合

计、 企业年龄和企业劳动力ꎮ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 Ｃｈｉｌｅｅｘ × Ｐｏｓｔｔ 、 Ｃｈｉｌｅｉｍ × Ｐｏｓｔｔ 是本文感兴趣的交互项ꎬ

也是模型 (１) 着重关注的三个变量ꎬ 其系数估计是双重差分估计量ꎮ
最后ꎬ 模型引入年份固定效应 ( χ ｔ )、 企业固定效应 ( δ ｉ )、 行业固定

效应 ( ε ｊ ) 和地区固定效应 ( φｒ )ꎬ 进一步巩固了政策评估的因果关系

提炼ꎮ
２ 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

双重差分估计量的一致性需要平行趋势假设成立ꎬ 即在政策实施之前ꎬ
控制组与实验组的时间趋势是一样的ꎬ 表明影响控制组和实验组的不可观察

因素从图形显示中的确是不随时间变化的ꎮ① 在本文的双重差分模型中ꎬ 平行

趋势是指在中智自贸协定签署之前ꎬ 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和对智利未

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在专利授权指标上的时间趋势尽可能是一致的ꎮ 然而ꎬ
在中智自贸协定签署之后ꎬ 平行趋势的打破主要体现在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

国企业和对智利未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在专利授权指标上存在趋势变化ꎮ
３ 平行趋势的经验观察

图 ２ 为双重差分平行趋势图ꎮ 图中横轴表示年份ꎬ 纵轴表示当年企业层

—７３—

① 付明卫、 叶静怡、 孟俣希、 雷震: «国产化率保护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来自中国风电制造业

的证据»ꎬ 载 «经济研究»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１８ － １３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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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三种专利平均授权数ꎮ 以 ２００６ 年中智自贸协定签署为分界点ꎬ 本研究年

份可分为非政策作用期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 和政策作用期间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ꎬ 左上图为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与控制组企业图ꎬ 右上图为对智利

有出口的中国企业与控制组企业图ꎬ 左下图为对智利有进口的中国企业与控

制组企业图ꎬ 右下图为前三种情况合并ꎮ 图中的实线垂线为 ２００６ 年中智自贸

协定的年份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开始实施)ꎬ 实线为对智利未有进出口的中国

企业的三种专利合计授权数ꎬ 而虚线则表示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的三

种专利合计授权数ꎮ 如图 ２ 左上图、 右上图和左下图的实线垂线左侧所示ꎬ
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 对智利有出口的中国企业、 对智利有进口的中

国企业和对智利未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三种专利授权随时间变化呈现出平行

趋势ꎬ 即总体来看 ２００６ 年中智自贸协定实施前ꎬ 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

业、 对智利有出口的中国企业、 对智利有进口的中国企业三者的三种专利合

计授权数均与同期对智利未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相似ꎮ 然而ꎬ 如图 １ 左上图、
右上图和左下图的实线垂线右侧所示ꎬ 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 对智利

有出口的中国企业、 对智利有进口的中国企业和对智利未有进出口的中国企

业三种专利授权随时间变化的平行趋势被打破ꎬ 即 ２００６ 年中智自贸协定实施

后ꎬ 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 对智利有出口的中国企业、 对智利有进口

的中国企业三者的三种专利合计授权数均大幅高于对智利未有进出口的中国

企业ꎮ①

综上ꎬ 双重差分的平行趋势假说大部分可以得到图形支持ꎮ 在本文的异

质性讨论部分中ꎬ 将进一步通过比较中智自贸协定背景下ꎬ 企业专利类型异

质性、 企业行业大类异质性对创新和竞争力的影响ꎬ 验证自贸协定对中国企

业创新和竞争力的定量关系ꎮ
４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格兰杰因果检验

本文实证部分拟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方法和固定效应

模型ꎬ 提炼中智自贸协定与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的定量因果关系ꎮ 在

实证回归之前ꎬ 需检验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ꎮ 经检

验ꎬ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的过去值可以帮助预测企业创新与竞争力的未来值ꎬ 但企

业创新与竞争力的过去值不能帮助预测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的未来值ꎮ 因此中智

自贸协定是企业创新与竞争力的格兰杰因ꎬ 但企业创新与竞争力不是中智自

—８３—

① ２００８ 年全球经济危机对实验组产生了短暂不利影响ꎬ 随后消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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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协定的格兰杰因ꎬ 因篇幅有限检验表格从略ꎮ

图 ２　 中智自贸协定前后企业平均各种专利授权数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ꎮ

５ 三重差分扩展模型

为进一步考察中智自贸协定实施对不同行业的企业创新与竞争力的作用

机制ꎬ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添加行业交互项ꎬ 构建模型如下:
ｌｎＰａｔｉｔ ＝ β０ ＋ β１ ｊ Ｉｎｄ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 β２ ｊ Ｉｎｄ × Ｃｈｉｌｅｅｘ × Ｐｏｓｔｔ ＋ β３ ｊ Ｉｎｄ

× Ｃｈｉｌｅｉｍ × Ｐｏｓｔｔ ＋ β４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 β５ｊ Ｉｎｄ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β６Ｃｈｉｌｅｅｘ
× Ｐｏｓｔｔ ＋ β７ ｊ Ｉｎｄ × Ｃｈｉｌｅｅｘ ＋ β８Ｃｈｉｌｅｉｍ × Ｐｏｓｔｔ ＋ β９ ｊ Ｉｎｄ × Ｃｈｉｌｅｉｍ
＋ β１０ ｊ Ｉｎｄ × Ｐｏｓｔｔ ＋ β１１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β１２Ｃｈｉｌｅｅｘ ＋ β１３Ｃｈｉｌｅｉｍ ＋ β１４Ｐｏｓｔｔ
＋ αＸ ｉｔ ＋ χ ｔ ＋ δｉ ＋ ε ｊ ＋ φｒ ＋ φｉｊｒｔ (２)

其中 ｉꎬ ｊꎬ ｒꎬ ｔ 分别表示企业、 行业、 地区以及时间ꎬ φｉｊｒｔ 是随机扰动项ꎮ
被解释变量与模型 (１) 相同ꎮ 解释变量中添加了三次交互项 ｊ Ｉｎｄ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 ｊ Ｉｎｄ × Ｃｈｉｌｅｅｘ × Ｐｏｓｔｔ 和 ｊ Ｉｎｄ × Ｃｈｉｌｅｉｍ × Ｐｏｓｔｔ ꎬ 二次交互项

ｊ Ｉｎｄ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ｊ Ｉｎｄ × Ｃｈｉｌｅｅｘ 、 ｊ Ｉｎｄ × Ｃｈｉｌｅｉｍ 和 ｊ Ｉｎｄ × Ｐｏｓｔｔ ꎬ 其中 ｊ Ｉｎｄ 表

示企业所属行业大类虚拟变量ꎮ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的添加与模型 (１) 相同ꎮ
ｊ Ｉｎｄ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 ｊ Ｉｎｄ × Ｃｈｉｌｅｅｘ × Ｐｏｓｔｔ 、 ｊ Ｉｎｄ × Ｃｈｉｌｅｉｍ × Ｐｏｓｔｔ 是

本文感兴趣的交互项ꎬ 也是模型 (２) 着重关注的三组变量ꎬ 其系数估计是三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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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差分估计量ꎮ

三　 实证结果与异质性分析

下面依据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的设定分别进行回归ꎬ 并报告实证结果和

异质性分析结果ꎮ
(一) 实证结果

如前文所述ꎬ 在基本模型检验中本文以模型 (１) 为基础ꎬ 在第 (１) —
(４) 列ꎬ 逐步添加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行业大类固定

效应和地市级固定效应ꎬ 以控制企业的规模、 成熟度和信用以及时间、 行业、
地区层面不可观测因素对模型的影响ꎬ 提炼因果关系ꎮ 所有回归分析都采用

了行业层面的聚类调整标准误差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ｓ)ꎮ 实证结果如表 ３ꎮ
根据表 ３ 的回归结果ꎬ 可以得出结论认为ꎬ 中智自贸协定实施显著提升了对

智利有出口的中国企业的总体创新竞争力ꎮ
具体来看ꎬ 表 ３ 中第 (１)—(２)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ꎬ “ Ｃｈｉｌｅｅｘ × Ｐｏｓｔｔ ”

二次交互项系数为正ꎬ 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ꎬ 添加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后ꎬ
第 (３)—(４)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ꎬ “ Ｃｈｉｌｅｅｘ × Ｐｏｓｔｔ ” 二次交互项的系数依然

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ꎬ 系数稳健ꎬ 说明本文基本模型设定是合理的ꎮ 从列

(４) 可见ꎬ 中智自贸协定实施使得对智利有出口的中国企业的三种专利合计

授权数ꎬ 相对于对智利未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平均提升 １３ ３１％ ꎮ①

表 ３　 中智自贸协定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

变量
ｌｎＰａｔ

(１) (２) (３) (４)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Ｃｈｉｌｅｅｘ × Ｐｏｓｔｔ

－ ０ ０７８ － ０ ０７７ － ０ １０５ － ０ １２０

( － ０ １０７) ( － ０ ０９０) ( － ０ ０８８) ( － ０ ０８７)

０ １５５∗∗∗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２∗∗∗ ０ １２５∗∗∗

( － ０ ０２０) ( － ０ ０３３) ( － ０ ０３３) ( － ０ ０３３)

—０４—

① 中智自贸协定实施会使得中国对智利有出口的企业的三种专利授权数变化百分比为 １００ ×
[ｅｘｐ＾ (β２) －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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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ｌｅｉｍ × Ｐｏｓｔｔ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Ｃｈｉｌｅｅｘ

Ｃｈｉｌｅｉｍ

Ｐｏｓｔｔ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８ ０ ０７３ ０ ０８６

( － ０ １０５) ( － ０ ０８７) ( － ０ ０８６) ( － ０ ０８６)

０ ２０６∗∗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４

( － ０ ０８９) ( － ０ ０７３) ( － ０ ０７０) ( － ０ ０７０)

－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４５

( － ０ ０１２) ( － ０ ０３１) ( － ０ ０３１) ( － ０ ０３１)

－ ０ ２３６∗∗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１６

( － ０ ０９７) ( － ０ ０７５) ( － ０ ０７３) ( － ０ ０７２)

１ ０３９∗∗∗ ０ ６３７∗∗∗ ０ ６２５∗∗∗ ０ ６２８∗∗∗

( － ０ ０５６) ( － ０ １４４) ( － ０ １４５) ( － ０ １４９)

观测值 １０２６６７ １０２６６７ １０２６６７ １０２６５１

Ｒ － 平方 ０ ２４６ ０ ２７４ ０ ２７８ ０ ２７９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年份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企业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行业大类固定效应 Ｙ Ｙ

地市级固定效应 Ｙ

注: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表示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虚拟变量ꎬ 如果企业既出口且进口智利时ꎬ 取值

为 １ꎬ 否则取值为 ０ꎻ Ｃｈｉｌｅｅｘ 表示对智利有出口的中国企业虚拟变量ꎬ 如果企业出口智利时ꎬ 取值为 １ꎬ
否则取值为 ０ꎻ Ｃｈｉｌｅｉｍ 表示对智利有进口的中国企业的虚拟变量ꎬ 如果企业对智利有进口ꎬ 取值为 １ꎬ
否则取值为 ０ꎮ Ｐｏｓｔｔ 为 “中智自贸协定签订前后” 虚拟变量ꎬ “中智自贸协定签订后” (２００６ 年以后)
取值为 １ꎬ “在中智自贸协定签订前” (２００６ 年及以前) 取值为 ０ꎮ 小括号内为行业层面的聚类调整标

准差ꎬ∗、∗∗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 、 ５％和 １％ ꎮ 表中模型都控制了常数项和企业经济特征

变量ꎬ 包括企业资产总计、 企业负债合计、 企业年龄和企业劳动力ꎬ 因篇幅有限不做报告ꎮ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ꎮ

替换模型 (１) 中被解释变量为 ｏｐ 法、 ｌｐ 法、 ａｃｆ 法、 ｗｒｄｇ 法和 ｒｏｂ 法全

要素生产率ꎬ 实证结果如表 ４ꎮ 表 ４ 中固定效应的添加与表 ３ 类似ꎬ 根据表 ４
的回归结果ꎬ 可以得出结论认为ꎬ 中智自贸协定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对智利有

进出口的中国企业的竞争力ꎮ 具体来看ꎬ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 二次交互项系数

为正ꎬ 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ꎬ ５ 种 ＴＦＰ 测算的结果十分稳健ꎬ 说明本文基本模

型设定是合理的ꎮ 以列 (５) 为例ꎬ 中智自贸协定实施使得对智利有出口的中国

企业的竞争力相对于对智利未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平均提升 ６０ ３２％ꎮ 由此ꎬ 本

文假说 １ 得到验证ꎬ 即中智自贸协定的实施产生了促进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的

“美好生活需求效应”ꎮ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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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中智自贸协定对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变量
ｏｐ ｌｐ ａｃｆ ｗｒｄｇ ｒｏｂ

(１) (２) (３) (４) (５)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Ｃｈｉｌｅｅｘ × Ｐｏｓｔｔ

Ｃｈｉｌｅｉｍ × Ｐｏｓｔｔ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Ｃｈｉｌｅｅｘ

Ｃｈｉｌｅｉｍ

Ｐｏｓｔｔ

０ ４６２∗∗∗ ０ ４５６∗∗∗ ０ ４５１∗∗∗ ０ ４６０∗∗∗ ０ ４７２∗∗∗

( － ０ １２９) ( － ０ １２９) ( － ０ １２８) ( － ０ １３０) ( － ０ １３１)

－ ０ １７２∗∗∗ － ０ １７０∗∗∗ － ０ １６９∗∗∗ － ０ １７０∗∗∗ － ０ １７３∗∗∗

( － ０ ０２８) ( － ０ ０２８) ( － ０ ０２８) ( － ０ ０２８) ( － ０ ０２８)

－ ０ ２９５∗∗∗ － ０ ２９４∗∗∗ － ０ ２９０∗∗∗ － ０ ２９８∗∗∗ － ０ ３０４∗∗∗

( － ０ ０９８) ( － ０ ０９９) ( － ０ ０９８) ( － ０ ０９９) ( － ０ ０９９)

－ ０ ２７０∗∗∗ － ０ ２６０∗∗∗ － ０ ２５８∗∗∗ － ０ ２６１∗∗∗ － ０ ２７５∗∗∗

( － ０ ０９７) ( － ０ ０９７) ( － ０ ０９６) ( － ０ ０９８) ( － ０ ０９９)

０ １３９∗∗∗ ０ １３２∗∗∗ ０ １３０∗∗∗ ０ １３２∗∗∗ ０ １４２∗∗∗

( － ０ ０２２) ( － ０ ０２３) ( － ０ ０２３) ( － ０ ０２３) ( － ０ ０２２)

０ ２８７∗∗∗ ０ ２７９∗∗∗ ０ ２７６∗∗∗ ０ ２８１∗∗∗ ０ ２９２∗∗∗

( － ０ ０８６) ( － ０ ０８６) ( － ０ ０８５) ( － ０ ０８７) ( － ０ ０８７)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４ ０ ０４８ ０ ０５４

( － ０ ０７８) ( － ０ ０７７) ( － ０ ０７７) ( － ０ ０７６) ( － ０ ０７７)

观测值 １０２６５０ １０２６５０ １０２６５０ １０２６５０ １０２６５０

Ｒ － 平方 ０ ７２９ ０ ７２７ ０ ７２６ ０ ７２７ ０ ７３１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年份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企业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行业大类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地市级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注: 指标说明同表 ３ꎮ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ꎮ

(二) 异质性分析

１ 考察专利类型的异质性

为进一步考察中智自贸协定实施对企业创新方向的影响ꎬ 分别替换模型

(１) 中被解释变量为发明专利授权数 ( ｌｎＩｎｖＰａｔｉｔ )、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

( ｌｎＵｔｙＰａｔｉｔ ) 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数 ( ｌｎＤｓｇＰａｔｉｔ )ꎬ 实证结果如表 ５ꎮ 表 ５ 中

固定效应的添加与表 ３ 类似ꎮ 根据表 ５ 的回归结果ꎬ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ꎮ 首先ꎬ
中智自贸协定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对智利有出口的中国企业的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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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数ꎮ 具体来看ꎬ 以列 (４)、 列 (６) 为例ꎬ 中智自贸协

定的实施使得对智利有出口的中国企业的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和外观设计专利

授权数ꎬ 相对于对智利未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平均分别提升 ８ ４４％和 １９ ３６％ꎮ
其次ꎬ 中智自贸协定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对智利有进口的中国企业的发明专利授

权数ꎮ 以列 (２) 为例ꎬ 中智自贸协定实施使得对智利有进口的中国企业的发明

专利授权数ꎬ 相对于对智利未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平均提升 １４ ２２％ꎮ
综上ꎬ 本文假说 ２、 假说 ３ 得到验证ꎬ 即中智自贸协定产生了促进创新提

升的 “规模经济效应” 和 “产品多样化效应”ꎮ

表 ５　 中智自贸协定对专利类型的异质性影响

变量
ｌｎＩｎｖＰａｔ ｌｎＵｔｙＰａｔ ｌｎＤｓｇＰａ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Ｃｈｉｌｅｅｘ × Ｐｏｓｔｔ

Ｃｈｉｌｅｉｍ × Ｐｏｓｔｔ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Ｃｈｉｌｅｅｘ

Ｃｈｉｌｅｉｍ

Ｐｏｓｔｔ

－ ０ ０８９ － ０ １１７∗ －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４８ － ０ １２７∗∗∗ － ０ １３３∗∗∗

( － ０ ０６３) ( － ０ ０６０) ( － ０ １１３) ( － ０ １１１) ( － ０ ０４７) ( －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７７∗∗∗ ０ ０８１∗∗∗ ０ １７８∗∗∗ ０ １７７∗∗∗

( － ０ ０２０) ( － ０ ０２０) ( － ０ ０２９) ( － ０ ０２８) ( － ０ ０２２) ( － ０ ０２２)

０ １１０∗ ０ １３３∗∗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２

( － ０ ０５７) ( － ０ ０５４) ( － ０ １０７) ( － ０ １０７) ( － ０ ０４５) ( － ０ ０４６)

０ ０５０ ０ ０６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５９ ０ ０６６

( － ０ ０６６) ( － ０ ０６３) ( － ０ ０６５) ( － ０ ０６４) ( － ０ ０４９) ( － ０ ０４９)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３５ － ０ ０８５∗∗∗ － ０ ０８５∗∗∗

( － ０ ０１４) ( － ０ ０１５) ( － ０ ０２４) ( － ０ ０２４) ( － ０ ０２１) ( －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６７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４７ － ０ ０５４

( － ０ ０６６) ( － ０ ０６２) ( － ０ ０６２) ( － ０ ０６１) ( － ０ ０４５) ( － ０ ０４５)

０ １３４∗ ０ １１９∗ ０ ４９３∗∗∗ ０ ４７９∗∗∗ ０ １７２∗∗ ０ １７５∗∗

( － ０ ０７０) ( － ０ ０６９) ( － ０ １１７) ( － ０ １２３) ( － ０ ０７８) ( － ０ ０８２)

观测值 １０２６６７ １０２６５１ １０２６６７ １０２６５１ １０２６６７ １０２６５１

Ｒ － 平方 ０ １４３ ０ １５０ ０ １９４ ０ ２０１ ０ ０６９ ０ ０７６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年份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企业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行业大类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地市级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注: 指标说明同表 ３ꎮ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ꎮ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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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考察企业所属行业的异质性

根据模型 (２) 回归结果得到实证结果如表 ６ꎬ 其固定效应的添加与表 ３
类似ꎮ 表中三次交互项显示了行业大类的异质性ꎬ 表中模型的三次交互项、
二次交互项均已控制ꎬ 因篇幅有限不做报告ꎮ

表 ６　 中智自贸协定对企业行业大类的异质性影响 (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企业)

变量
ｌｎＰａｔ ｌｎＩｎｖＰａｔ ｌｎＵｔｙＰａｔ ｌｎＤｓｇＰａｔ ＴＦＰ

(１) (２) (３) (４) (５)

专用设备制造业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农副食品加工业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家具制造业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橡胶制品业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橡胶制和塑料品业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汽车制造业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纺织业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通用设备制造业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造纸及纸制品业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０ ４８７∗

( － ０ ２５１)

０ ２２６∗∗ １ ２３４∗∗∗

( － ０ ０９９) ( － ０ ４６５)

０ ２７７∗∗∗ ０ ２８８∗∗∗

( － ０ ０８５) ( － ０ ０６１)

０ ６２３∗∗∗

( － ０ ０４４)

０ ６９７∗∗

( － ０ ２８１)

０ ３４８∗∗∗

( － ０ ０８８)

０ ３９１∗∗

( － ０ １５２)

１ ３１６∗∗∗ １ ８２９∗∗∗ ０ ７４８∗ ２ ６３９∗∗∗

( － ０ ２７１) ( － ０ １２８) ( － ０ ４１８) ( － ０ １７９)

０ ２６６∗∗∗

( － ０ ０８３)

１ １２４∗∗

( － ０ ４７２)

０ ４４８∗∗∗

( － ０ ０７６)

０ ５６５∗∗∗

( － ０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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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制品业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食品制造业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非金属矿采选业
×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Ｃｈｉｌｅｉｍ∩ｅｘ × Ｐｏｓｔｔ

０ ３３３∗∗∗ １ ２１１∗∗∗

( － ０ １０１) ( － ０ ３９８)

０ ５８４∗∗∗ ０ ９００∗∗∗

( － ０ １７) ( － ０ ０５５)

０ ２１０∗∗∗

( － ０ ０４９)

０ ２９０∗∗∗

( － ０ １０３)

０ ４５４∗∗∗

( － ０ ０７４)

０ ６６７∗∗∗ － ０ ３０６∗∗∗ ０ ８４６∗∗∗ ０ ５３０∗∗∗ ０ ２１１

( － ０ １７４) ( － ０ ０５１) ( － ０ １０６) ( － ０ ０９７) ( － ０ ３９３)

观测值 １０２６５１ １０２６５１ １０２６５１ １０２６５１ １０２６０３

Ｒ － 平方 ０ ２８９ ０ １６２ ０ ２１６ ０ ０８７ ０ ７３５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年份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企业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地市级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注: 表中三次交互项报告了行业大类的异质性ꎬ 表中模型的三次交互项、 二次交互项均已控制ꎬ
因篇幅有限不做报告ꎬ 其余指标说明同表 ２ꎮ 关于中智自贸协定对企业行业大类的异质性影响 (对智

利有进口的企业、 对智利有出口的企业) 数据ꎬ 读者若有兴趣可向作者索要ꎮ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ꎮ

根据表 ６ 回归结果ꎬ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ꎮ
首先ꎬ 中智自贸协定实施后ꎬ 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中ꎬ 三种专

利合计授权数显著提升的行业有汽车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ꎮ 发明专

利授权数显著提升的行业有专用设备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橡胶制品

业、 汽车制造业、 纺织业、 金属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食品制造业、 纺

织服装鞋帽制造业ꎬ 上述行业表现出高专用性和高积累性的创新ꎮ 由此ꎬ 假说 ２
创新提升的 “规模经济效应” 得以验证ꎮ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显著提升的行业

有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汽车制造业ꎻ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数显著提升的行业有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ꎬ
上述行业表现出高技术机会、 低专用性和低累积性的创新ꎮ 由此ꎬ 假说 ３ 创新

提升的 “产品多样化效应” 得以验证ꎮ 竞争力显著提升的行业有农副食品加工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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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通用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ꎮ
其次ꎬ 中智自贸协定实施后ꎬ 对智利有出口的中国企业中ꎬ 发明专利授

权数显著提升的行业有专用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 工艺

品及其他制造业、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木材

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皮革皮毛羽绒及其制品

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通用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ꎮ
上述行业表现出高专用性和高积累性的创新ꎬ 由此ꎬ 假说 ２ 创新提升的 “规
模经济效应” 得以验证ꎮ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数显著提升的行业均表现出高技

术机会、 低专用性和低累积性的创新ꎬ 由此假说 ３ 创新提升的 “产品多样化

效应” 得以验证ꎮ 竞争力显著提升的行业有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饮料制

造业ꎮ
再次ꎬ 中智自贸协定实施后ꎬ 对智利有进口的中国企业中ꎬ 三种专利合

计授权数显著提升的行业有农副食品加工业、 家具制造业、 工艺品及其他制

造业、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仪器仪表及文

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ꎮ 发明专利授权数显著提

升的行业有农副食品加工业、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皮革皮毛羽绒及其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仪器

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 塑料制品业ꎬ
上述行业表现出高专用性和高积累性的创新ꎬ 由此假说 ２ 创新提升的 “规模

经济效应” 得以验证ꎮ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显著提升的行业有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ꎮ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数显著提升的行业有农副食品加工业、 家具制造业、 文教体育用品

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 通用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金属制

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ꎮ 上述行业表现出高技术机会、
低专用性和低累积性的创新ꎬ 由此假说 ３ 创新提升的 “产品多样化效应” 得

以验证ꎮ 竞争力显著提升的行业有医药制造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ꎮ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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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中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的中国对智利有进出口企业所属行业ꎬ 均属于

在 “一带一路” 倡议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下的重点产业、 上下游一体化产业

链企业ꎮ 由此ꎬ 假说 ４ 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的 “投资贸易产业链效应” 得以

验证ꎮ
综上ꎬ 本文假说 ２、 假说 ３ 和假说 ４ 均得到验证ꎬ 即中智自贸协定产生了

创新提升的 “规模经济效应” “产品多样化效应” 和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的

“投资贸易产业链效应”ꎮ

四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中国和智利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为研究对象ꎬ 以创新与竞争力提

升理论、 产业内贸易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为基础ꎬ 结合中国对外开放政策

特点ꎬ 提出理论机制假说ꎬ 构建中国工业企业、 中国海关企业、 中国创新企

业合并数据库ꎬ 运用双重差分等准自然实验方法ꎬ 验证中智自贸协定能否提

升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的创新与竞争力ꎬ 并根据企业专利类型及所属

行业的异质性ꎬ 考察自贸协定对企业创新与竞争力的作用机制ꎮ 实证结果表

明: 第一ꎬ 中智自贸协定提升了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总体的专利授权

数、 全要素生产率ꎬ 验证了 “美好生活需求效应” 假说ꎻ 第二ꎬ 在对智利有

进出口的中国企业所属行业中ꎬ 具备高专用性和高积累性的行业发明专利和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提升较为显著ꎬ 验证了 “规模经济效应” 假说ꎻ 第三ꎬ
在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所属行业中ꎬ 具备高技术机会、 低专用性和低

累积性的行业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数提升较为显著ꎬ 验证了

“产品多样化效应” 假说ꎻ 第四ꎬ 在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所属行业中ꎬ
符合 “一带一路” 倡议中投资与贸易相结合的重点产业、 上下游一体化产业

链的企业ꎬ 其专利授权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较为显著ꎬ 验证了 “投资贸易

产业链效应” 假说ꎮ
根据上述结论ꎬ 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ꎮ
第一ꎬ 中智双边自贸协定提升了对智利有进出口的中国企业的创新与竞

争力水平ꎬ 这表明ꎬ 中国与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或非传统欧美发达国家签

署自贸协定同样有助于中国企业创新与竞争力提升ꎮ 可以预见ꎬ 未来中国与

其他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或非传统欧美发达国家签订实施的双边自贸协定、
自贸区或自贸协定升级版等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举措ꎬ 也将会诱发进出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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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创新与竞争力提升ꎮ 因此ꎬ 中国进出口企业要主动研究和利用好自

贸协定提供的政策红利ꎬ 挖掘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具体需

求ꎬ 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创新与研发ꎻ 根据企业自身特点及所属行业背景ꎬ
有选择地开展高专用性或低专用性方向的创新与研发ꎻ 根据企业上下游产业

链布局情况ꎬ 充分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ꎬ 通过投资、 贸易促进自身创新

与竞争力提升ꎮ
第二ꎬ 中央及地方监管服务机构在制订自贸协定或自贸区行业、 地区层

面细则时ꎬ 要更多地考虑进出口企业属性层面的异质性特点ꎮ 中国仍在迈向

更高收入水平的正常轨道上ꎬ 需要进一步推动 “从发展到服务” 的政府职能

转型ꎮ 因此ꎬ 监管服务机构应有针对性地推出具体措施ꎬ 以更好地调动域内

进出口企业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的积极性ꎻ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措施ꎬ 全

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ꎬ 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的全

面开放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应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

地建设ꎬ 并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ꎬ 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推广改革成果ꎬ 为

企业提供肥沃的创新土壤ꎮ①

第三ꎬ 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反复、 全球化道路受挫的背景下ꎬ 中国更要

坚定多边立场ꎬ 持续推进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ꎮ 通过积极举办中国国际服务

贸易交易会、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国际会议ꎬ 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ꎬ
稳步推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如期签署等一系列措施发

挥内需潜力ꎬ 强化国内外市场联通ꎬ 深化科技领域的开放合作ꎬ 建设更高层

次的开放型国家ꎬ 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创新水平与国际竞争力ꎮ②

(责任编辑　 高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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