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境电商改革与出口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戴艳娟　 　 沈伟鹏

　 　 【摘　 　 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是我国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税费优惠和管理服务

完善等跨境电商改革不仅能够激励外贸增长,还会对出口企业产生成本降低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和内部

治理优化效应等积极影响,从而促进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 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作为一项准

自然实验,采用沪深 A 股出口企业 2007-2020 年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建设(跨境电商改革)显著促进了试验区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发明专利增长,跨境电商改革可以通过降

低融资成本和经营成本、提高技术人员占比和高学历人才占比、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等路径促

进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跨境电商改革对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地区人力资源丰富、ESG 表现较差、环境不

确定性较强的出口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作用。 应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跨境电商改革,并充

分发挥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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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兴起,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成为加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改变国际竞

争格局的关键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

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作为一种通

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GPTs),数

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实现数

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技术基础(戚聿东等,

2023) [1]。 数字技术创新一方面具有显著的“价值赋

能”效应,可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改善生产效率

和提升市场获利能力,进而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陶

锋等,2023) [2];另一方面具有“效率赋能”效应,能够

通过提高管理层决策质量和资产运营效率对企业高

质量发展产生积极作用(黄勃等,2023) [3]。 因此,实

现数字技术尤其是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的自主创新至

关重要。 企业是数字技术创新的关键主体(戚聿东

等,2021) [4],但是,由于数字技术创新具有高门槛、

高成本和可模仿性等特点(Firk et al. ,2021) [5],投入

门槛高、投资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大等致使许多企

业在数字化浪潮中“不愿”或“不敢”进行数字技术

创新。 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如何才能有效提升企

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意愿和能力,从而激发企业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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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 术 创 新 活 力 ( 戴 艳 娟 等, 2023; 夏 范 社 等,

2023) [6-7]。

作为数字技术赋能贸易发展的一种深层次应

用,跨境电子商务(Cross-border E -commerce,简称

“跨境电商”)已成为促进对外贸易增长、扩大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新途径。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到 2. 11 万亿元,同比

增长 9. 8% ;其中,出口规模超 1. 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 7% ;从行业渗透率看,即使是在 2020 年传统贸

易方式受新冠疫情严重冲击的情况下,跨境电商行

业渗透率依然达到 35% 以上。 可见,跨境电商在保

持贸易竞争优势、支撑经济外循环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与此同时,为加快贸易新业态发展、推动传统

外贸转型升级、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我国对跨境电

商发展的扶持力度不断增强。 2015 年 3 月,国务院

批复同意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此后,国务院又分多批次在全国多个城市设立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截至 2022 年 11 月共有

165 个),地域范围涵盖 31 个省份。 设立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旨在推动产业数字化和贸易数字化

加速融合,进一步在贸易便利化、国际规则对接和监

管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激发外贸主体活力、提
升外贸运行效率,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积聚新优

势,稳定外贸产业链供应链和经济外循环。 在政策

措施上,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改革实践主要

集中在税费优惠和管理服务完善两个方面,比如:在

税费优惠方面,完善出口退税政策,简化跨境电商的

进口许可证审批、注册和备案等程序,对进口清单内

的商品实行限额内零关税,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

费税在法定应纳税额上按 70% 征收,并进一步扩大

享受优惠政策的商品范围;在管理和服务完善方面,

对跨境电商各环节(交易、支付、物流、通关、退税、结

汇等)的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式、信息化建设

等进行探索创新,先行先试,完善通关一体化、信息

共享等配套政策和机制。 可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建设改善了试验区的跨境电商发展环境,有助

于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发展。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是推进制度型开

放的重要举措,为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改革创新

提供了重要机遇,有利于企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也扩大了企业上下游的市场范围,进
而推动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并提高其价值链

地位。 那么,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所进行的跨

境电商改革能否促进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 现有文

献对跨境电商的贸易促进效应(江小涓,2017;马述

忠等,2021;魏悦羚等,2022)及其对企业和地区发展

的积极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8-10]。 在企业创新方

面,倪一宁等(2023)研究发现,跨境电商发展可以通

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加剧市场竞争等路径促进企

业创新[11]。 但还未有文献专门探究跨境电商对企业

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 近年来,一些文献从宏观、中
观和微观层面分析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政

策效应,比如:在宏观层面,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建设不仅能够促进贸易升级、经济增长和区域协

调发 展 ( 赵 慧 等, 2021; 常 虹, 2023; 张 兵 兵 等,

2023) [12-14],还有助于城市创新创业、外商直接投资

流入和就业稳定(张晖等,2023;景国文等,2023;李

震等,2023) [15-17];在中观层面,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建设促进了电商行业发展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

化集聚(杨以文等,2023;刘玉荣等,2023) [18-19];在微

观层面,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不仅能够促

进企业发展,包括增加出口、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和员

工工资、推动全球价值链参与、提升环境绩效等(宋

颜群等,2022;胡浩然等,2022a,2022b;刘斌等,2022;

张兵兵等,2023) [20-24],还能提升家庭消费水平、改善

家庭福利(张洪胜,2023) [25]。 关于企业创新,史亚

茹和于津平(2023)分析表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的设立通过增加企业利润、增强技术溢出和推

动制造业服务业融合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26],但还

没有文献深入探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对

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
鉴于上述,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跨境

电商改革对出口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

路径,并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作为一项

准自然实验,利用沪深 A 股上市公司 2007-2020 年

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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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第一,首次

评估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对微观企业数

字技术创新的影响,拓展了跨境电商改革的经济效

应研究,为进一步深化跨境电商改革并提升其经济

效应提供了有益启示;第二,基于跨境电商改革,探

讨了制度型开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及

其机制,深化了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第

三,为通过跨境电商改革促进数字技术创新提供了

经验证据,验证了跨境电商改革对出口企业的成本

降低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和治理优化效应,并从

融资约束、地区人力资源、ESG 表现以及环境不确定

性等角度分析了跨境电商改革影响出口企业数字技

术创新的异质性,有助于深化对跨境电商改革绩效

的认识,为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商政策、促进对外贸易

高质量发展和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提供了经验借鉴和

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跨境电商改革与出口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为了探索出一套有利于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制

度体系和管理服务模式,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在相关技术标准、业务流程和监管模式等方面积极

探索创新,这些改革在助力传统贸易转型升级的同

时,也促进了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 具体来讲,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进行的跨境电商改革可以

从创新环境和创新能力两方面赋能本地出口企业的

数字技术创新。 在创新环境方面,跨境电商改革为

出口企业搭建了高效的跨境交易平台,通过一系列

配套措施降低了企业经营负担,尤其是税收优惠(如

入区退税、无票免税等)和完善的生产性服务(包括

通关结算、仓储物流和金融服务等)让企业可以将更

多的资源投入数字技术创新。 在创新能力方面,跨

境电商的发展使出口企业可以同时充当供应商和客

户两种角色:作为供应商,企业可以通过与客户的实

时沟通获得精准的市场信息,进而开展针对性的研

发和差异化的生产;作为客户,跨境电商有利于企业

更好地从国内国际两种市场获取多样化的优质生产

要素和中间品(Fink et al. ,2005) [27],从而降低生产

和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益。 此外,基于交互式网络

的跨境电商可以显著降低信息不对称,加剧市场竞

争(Tadelis,2016) [28],从而倒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淘

汰落后产品(Mayer et al. ,2014) [29]。 因此,跨境电商

改革改善了出口企业的创新环境,有利于出口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提升,而跨境电商本身对数

字技术的要求以及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巨大收益会

进一步促使出口企业开展更多的数字技术创新

活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1: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建设(跨境电商改革)可以显著促进试验

区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

2. 跨境电商改革影响出口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

机制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进行跨境电商改革是

对企业发展环境的改善和开放制度的升级完善,其
对出口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多种机制。 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一种市场行为,
最终还是取决于其创新资源禀赋与发展战略取向。

从创新资源来看,一方面数字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

性和强不确定性(侯超惠等,2023) [30],需要连续、持

久而充足的资金投入(田正,2021) [31],另一方面数

字技术创新需要有高端研发人才,数字技术的应用

也需要有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因此资金短缺和人才

不足是约束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 从发展

战略取向来看,虽然数字技术创新符合企业发展的

长远利益,但公司治理不完善等导致的管理层机会

主义倾向和短视行为会对数字技术创新产生严重阻

碍。 基于此,本文主要从资金条件改善、人力资本积

累和公司治理优化 3 个维度来探讨跨境电商改革影

响出口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路径。
(1)跨境电商改革的成本降低效应。 在有限预

算约束下,企业的融资成本和经营成本过高会导致

现金流不足,进而对需要大量资金的数字技术创新

产生抑制作用。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进行的跨

境电商改革可以从多个方面降低出口企业的融资和

经营成本,缓解其数字技术创新的现金流约束:第

一,跨境电商平台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企

业外部融资的风险溢价,有助于出口企业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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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低。 比如,跨境电商平台的网络征信体系为银

行对企业授信提供了数据支持(赵岳等,2012) [32]。

第二,跨境电商平台的在线交付功能使跨境贸易手

续化繁为简,并显著减少了信息搜寻成本(Lendle et

al. ,2016) [33],从而降低出口企业的运营成本。 第

三,跨境电商改革通过一系列配套措施降低了出口

企业的经营负担,让企业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创

新活动。 因此,跨境电商改革可以产生成本降低效

应,进而通过改善出口企业的资金条件来促进其数

字技术创新。
(2)跨境电商改革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 作为

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为本地出口企业融入

国际大市场、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了良好契机(刘斌

等,2022) [23],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市场进入门槛

大幅降低,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接触潜在的消费者,

并导致市场竞争加剧(李小平等,2023) [34]。 在此背

景下,一方面,出口企业为了在国际市场中获得竞争

优势、满足来自全球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会更加重视

高端人力资本投入,积极招聘高端科研人才来研发

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新产品(邬爱其等,2021) [35],

并提升整体人力资本结构以适应新技术应用的需

要;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出口企业的人力资源来源,
提高了出口企业对研发人才和技术工人的吸引力,

有利于出口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结

构的更新升级则为出口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提供了重

要的劳动要素保障。 因此,跨境电商改革可以产生

人力资本提升效应,通过促进出口企业人力资本结

构优化升级来赋能其数字技术创新。
(3)跨境电商改革的内部治理优化效应。 良好

的公司治理可以约束企业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Cohen et al. ,2002) [36],使管理层更加注重企业发

展的长远利益,增强创新投入意愿。 完善的内部治

理体系在规范管理层行为、弱化代理冲突的同时有

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顾奋玲等,2018) [37],为企

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建设有助于本地出口企业的内部治理优化,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提高信息透明度。 跨境

电商本身特有的网络属性突破了时空限制,降低了

信息沟通成本,提高了信息透明度 ( Kim et al. ,

2017) [38],有助于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 第二,降低

代理成本。 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跨境电商平台降

低搜寻成本,提高交易效率(陈海波等,2023) [39];另

一方面,跨境电商的一体化生产模式使企业可以随

时感知一线销售情况并对生产端进行调整,在提高

信息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管理费用 ( 李 海 舰 等,

2014) [40]。 第三,降低合约成本,缓解道德风险。 跨

境电商平台为交易双方提供了全流程可追溯的实时

信息管理系统,极大便利了双方的业务对接(Malone

et al. ,1987) [41],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合约签订后

的道德风险。 第四,提升企业的组织协调能力,大幅

节约协调成本(Subramaniam et al. ,2002) [42]。 因此,

跨境电商改革可以产生内部治理优化效应,通过优

化出口企业的内部治理来促进其数字技术创新。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2: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建设(跨境电商改革)可以通过降低融资

和经营成本、提升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内部治理等路

径来促进试验区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
三、实证检验方法设计

1. 基准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跨境电商改革能否有效促进出口企业

的数字技术创新,本文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

策效应分析,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Patent it = α0 + α1DIDit + β∑Controlsit + Industry j +

Year t+Provincep×Year t+ε it

其中,i、j、p、t 分别代表企业、行业、省份、年份。

被解释变量(Patent it)“数字技术创新”代表 t 年 i 企

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采用样本企业的数字技术

发明专利申请量(对数化处理)来衡量①。 核心解释

变量(DIDit) “跨境电商综试区”为设立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的政策虚拟变量,若当年企业所在城

市属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则取值为 1(处理

组), 否 则 取 值 为 0 ( 控 制 组 )②。 控 制 变 量

(Controlsit)的选取借鉴苏二豆等(2023)的研究[43],

包括以下可能影响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企业特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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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1 ) “ 资产规模”, 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
(2)“财务杠杆”,为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3)“董事

人数”,为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值;(4) “独董比

例”,为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占比;(5)“两职合一”,
为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的虚拟变量(兼任取值

为 1,否则取值为 0);(6) “股权集中度”,为第一大

股东持股比例;(7)“产权性质”,为是否国有企业的

虚拟变量(国有企业取值为 1,非国有企业取值为

0);(8)“企业年龄”,为企业成立年限加 1 的自然对

数值;( 9 ) “ 资产收益率”, 为总资产净利润率;
(10)“管理层持股比例”,为管理层持股量与总股数

之比;(11) “现金流比率”,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与总资产之比。 为了排除潜在不可观测因

素的干扰,进一步引入行业固定效应( Industry j)、年
份固定效应(Year t)以及省份×年份交互固定效应

(Industry j×Year t),行业固定效应用于控制行业层面

不随时间变化的组间差异,年份固定效应用于捕捉

不随企业和城市而变的时间层面因素,省份×年份交

互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企业所在省份随时间变化的宏

观影响(如政策执行力度、经济发展水平等)。 ε it 表

示随机干扰项。
2.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以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样本期

间为 2007-2020 年。 企业层面的数据来自国泰安数

据库(CSMAR)和万德数据库(Wind),专利数据来自

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名单和试点时间信息来自中国政府网。 由

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政策主要面向跨境贸易

企业,本文仅对出口企业进行分析,参考杨晓亮等

(2021)的方法[44],在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查找企

业财务报表附注中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按地区

分部”数据,以是否含有海外业务收入作为判断是否

出口企业的依据。 进一步剔除金融行业、经营异常

以及主要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本文最终获得

10547 个“企业—年度”层面的观测值。 此外,为克

服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控制变量中的连续

变量进行双侧 1% 的缩尾处理。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可以发现不同企业间的数字

发明专利申请量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其他变量的特

征与相关文献的分析结果相近。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分析需要满足

平行趋势假定,即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受到政策冲击

前的变动趋势不应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性。 为

了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 首先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字技术创新 10547 1. 1318 1. 3535 0. 0000 8. 5738

跨境电商综试区 10547 0. 3590 0. 4797 0 1

资产规模 10547 22. 1826 1. 3017 20. 0130 26. 1791

财务杠杆 10547 0. 4129 0. 1966 0. 0580 0. 8697

董事人数 10547 2. 1246 0. 1945 1. 6094 2. 6391

独董比例 10547 0. 3764 0. 0545 0. 3333 0. 5714

两职合一 10547 0. 3156 0. 4648 0 1

股权集中度 10547 0. 3442 0. 1466 0. 0872 0. 7418

产权性质 10547 0. 3007 0. 4586 0 1

企业年龄 10547 2. 7847 0. 3669 1. 6094 3. 4965

资产收益率 10547 0. 0407 0. 0584 -0. 2380 0. 1854

管理层持股比例 10547 0. 1634 0. 2079 0. 0000 0. 6985

现金流比率 10547 0. 0474 0. 0629 -0. 1295 0. 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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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 整体而言,在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政策实施前的 5 年内,处理组样本和控

制组样本在数字技术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上无显著差

异,满足平行趋势条件;再从动态效应来看,在政策

实施后 1 ~ 4 年内处理组样本的数字技术发明专利

申请数量显著高于控制组样本。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2,(1)列未加入控制

变量和固定效应,(2)列未加入控制变量但未考虑固

定效应,(3)列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年份以及省份×年

份交互固定效应。 “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回归系数均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的设立显著促进了试验区出口企业数字技术发

明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即跨境电商改革对出口企

业数字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提出

的假说 1 得到验证。

2.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 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参

考黄群慧等(2019)的做法[45],采用 1984 年各城市的

每百人固定电话数来构造工具变量。 跨境电商是基

于互联网发展起来的,而互联网的发展是从电话拨

号上网开始的,固定电话密度代表了当地通信业的

发达程度且与后期的互联网发展水平相关;同时,

1984 年距今已足够久远,当时的城市固定电话密度

对当前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

此,该变量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

为了满足面板数据估计的时变性要求,将上一年全

国互联网普及率与样本企业所在城市 1984 年每百

人固定电话数的交乘项作为“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工

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估计结果

见表 3。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跨境

表 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跨境电商综试区
0. 3590∗∗∗

(9. 1024)

0. 2964∗∗∗

(6. 6076)

0. 1978∗∗∗

(3. 2292)

资产规模
0. 3242∗∗∗

(7. 7687)

0. 4006∗∗∗

(9. 4528)

财务杠杆
-0. 7407∗∗∗

(-4. 0368)

-0. 4728∗∗∗

(-2. 8843)

董事人数
-0. 0703

(-0. 2994)

0. 3212

(1. 5531)

独董比例
-0. 1650

(-0. 2607)

0. 2843

(0. 4965)

两职合一
0. 2141∗∗∗

(3. 3523)

0. 1366∗∗

(2. 5753)

股权集中度
-0. 5263∗

(-2. 2783)

-0. 0975

(-0. 4890)

产权性质
0. 1944∗

(1. 8708)

0. 2528∗∗

(2. 5577)

企业年龄
-0. 0736

(-0. 8883)

-0. 0142

(-0. 1647)

资产收益率
1. 2613∗∗∗

(3. 0147)

1. 3982∗∗∗

(3. 9134)

管理层持股比例
0. 3363∗∗

(2. 1760)

0. 3499∗∗

(2. 4771)

现金流比率
0. 0891

(0. 2691)

0. 3559

(1. 1859)

常数项
1. 0029∗∗∗

(26. 7607)

-5. 4999∗∗∗

(-4. 9403)

-8. 5941∗∗∗

(-7. 3036)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N 10547 10547 10515

Adj. R2 0. 0161 0. 0913 0. 2986

　 　 注:∗∗∗、∗∗、∗分别表示 1% 、5%与 10%的显著性水平,括

号内数值为 t 值(标准误经过企业层面聚类调整),下表同。

电商综试区”显著正相关;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显

示,工具变量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

验,且核心解释变量(拟合的“跨境电商综试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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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2SLS)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跨境电商综试区 数字技术创新

工具变量
0. 2019∗∗∗

(0. 0118)

跨境电商综试区
1. 2392∗∗∗

(7. 3269)

N 10025 10025

Adj. R2 0. 0860 0. 0447

Kleibergen - Paap

rk LM (中括号内

数值为 P 值)

642. 4960

[0. 0000]

Kleibergen - Paap

rk Wald F(大括号

数值内为 Stock -

Yogo 检验在 10%

水平下的临界值)

654. 5130

{16. 38}

　 　 注:本文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和行业、年份、省份×年份

交互 3 种固定效应(表 5 除外),限于偏度,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估计结果略,下表同。

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缓解内生

性问题后,跨境电商改革能够促进出口企业数字技

术创新的结论依然成立。
(2)安慰剂检验。 参考卢盛峰等(2021)的做法构

造随机实验[46],随机抽取样本企业作为伪实验组,并随

机产生政策实施时间,对随机产生的处理组和控制组样

本进行模型回归,重复进行 500 次,得到伪双重差分项

的 t 值及其核密度图如图 2 所示。 可以发现,随机实验

的双重差分项系数 t 值呈现以 0 为中心的正态分布,且
基准模型估计系数的 t 值与虚拟的 t 值相差甚远,表明

处理组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主要是由跨境电

商改革所致,而不是其他不可观测变量引起的结果。

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3)倾向得分匹配与熵平衡匹配。 为了排除处理

组企业与控制组企业之间固有特征差异的影响,采用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样本配对。 以控制变量

为协变量,将企业是否位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作为因变量,通过 logit 回归得到匹配得分,再根据匹

配得分进行核匹配和半径匹配,得到与处理组样本最

相近的控制组样本,最后采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模型

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 的(1)(2)列。 此外,考虑到倾

向得分匹配高度依赖 logit 模型的设定,进一步根据

Hainmueller(2012)提出的不依赖于 logit 模型设定的

熵平衡法(Entropy Balancing)进行样本匹配[47],检验

结果见表 4 的(3)列。 “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回归系数

依然显著为正,表明基准模型的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4)替换被解释变量与增加控制变量。 基准模

型中采用数字技术发明专利申请量来衡量样本企业

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采用数字技术发明专

利授权量(对数化处理)来衡量样本企业的数字技术

创新水平,重新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 的

(4)列。 为了排除同期其他政策的干扰,在基准模型

中加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政策变量(“大数据

综试区”),重新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 的

(5)列;为了排除区域宏观经济因素的干扰,在基准

模型中加入城市层面宏观经济变量,包括“经济发展

水平”(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值)、“财政支出强度”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 GDP 之比)和“科教支出强

度”(政府科学教育支出与 GDP 之比),重新进行模

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 的(6)列。 上述检验中“跨

境电商综试区”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再次表明本

文的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5)调整固定效应。 在基准回归中控制了行业、

年份、省份×年份交互 3 种固定效应,进一步通过调整

固定效应假设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控制行业、年份、

行业×年份交互 3 种固定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5 的(1)
列;二是控制行业、年份、行业×省份×年份交互 3 种固

定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5 的(2)列;三是控制行业、年

份、省份 3 种固定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5 的(3)列。 经

过上述固定效应调整后,“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回归系

数均显著为正,与基准模型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45·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PSM-DID

(1)核匹配 (2)半径匹配
熵平衡匹配(3)

替换被解释变量 控制其他政策和宏观变量

(4)专利授权量 (5) (6)

跨境电商综试区
0. 1930∗∗∗

(3. 1447)

0. 1971∗∗∗

(3. 2176)

0. 2158∗∗∗

(3. 0117)

0. 1988∗∗∗

(3. 8826)

0. 1535∗∗

(2. 4481)

0. 1331∗∗

(2. 1919)

大数据综试区
0. 6811∗∗∗

(2. 9887)

经济发展水平
0. 1740∗

(1. 7814)

财政支出强度
0. 6177

(0. 6879)

科教支出强度
0. 5942

(0. 6271)

N 10427 10508 10515 10515 10515 10445

Adj. R2 0. 2965 0. 2979 0. 3011 0. 3928 0. 3007 0. 2998

　 　 表 5 变换固定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跨境电商综试区
0. 1801∗∗∗

(2. 8114)

0. 2412∗∗∗

(3. 2052)

0. 1806∗∗∗

(3. 7190)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行业×省份×年份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N 10341 8474 10542

Adj. R2 0. 2835 0. 2904 0. 3121

　 　 3. 影响机制分析

为了检验跨境电商改革能否通过成本降低效

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和内部治理优化效应促进出

口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参考江艇(2022)的研究[48],
本文侧重于考察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对机制变量的影

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机制变量对被解释变

量的影响。
(1)成本降低效应检验。 本文选取以下三个代

理变量来反映样本企业的融资成本和经营成本:一
是“债务融资成本”,采用财务费用与总负债之比来

衡量;二是 “权益融资成本”,借鉴王翌秋和谢萌

(2022)的做法[49],采用 PEG 模型估计企业在股票市

场的权益融资成本;三是“成本费用率”,参考侯德帅

等(2023)的方法[50],采用财务费用与营业成本之和

除以营业收入来衡量。 表 6 的检验显示:“跨境电商

综试区”对“债务融资成本” “权益融资成本” “成本

费用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跨境电商改革

显著降低了试验区出口企业的融资成本和经营成

本;“债务融资成本”“权益融资成本”“成本费用率”
对“数字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也均显著为负,表明

样本企业融资成本和经营成本的降低促进了其数字

技术创新水平提高。 由此可见,跨境电商改革具有

成本降低效应,可以通过降低出口企业的融资经营

成本来促进数字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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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机制分析:跨境电商改革的成本降低效应

变量 债务融资成本 数字技术创新 权益融资成本 数字技术创新 成本费用率 数字技术创新

跨境电商综试区
-0. 0033∗∗

(-2. 4070)

-0. 0052∗∗∗

(-3. 0044)

-0. 0254∗∗∗

(-4. 2987)

债务融资成本
-0. 8768∗∗

(-2. 1530)

权益融资成本
-1. 0962∗∗

(-2. 1018)

成本费用率
-1. 2171∗∗∗

(-4. 6117)

N 10380 10380 7419 7419 9457 9457

Adj. R2 0. 2236 0. 2980 0. 2289 0. 3126 0. 5876 0. 3095

　 　 (2)人力资本提升效应检验。 参考赵宸宇等

(2021)的做法[51],选用“技术人员占比”和“高学历

人才占比”(高学历指本科及以上学历)两个变量作

为机制变量,从职能类型和学历层次两个方面刻画

样本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 表 7 的检验显示:“跨境

电商综试区”对“技术人员占比”和“高学历人才占

比”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跨境电商改革显著

提升了试验区出口企业的人力资本;“技术人员占

比”和“高学历人才占比”对“数字技术创新”的回归

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表明样本企业人力资本的提升

促进了其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提高。 由此可见,跨境

电商改革具有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可以通过提升出

口企业的人力资本来促进数字技术创新。

(3)内部治理优化效应检验。 采用 2 个机制变

表 7　 机制分析:跨境电商改革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

变量
技术人

员占比

数字技

术创新

高学历

人才占比

数字技

术创新

跨境电商

综试区

3. 7453∗∗∗

(5. 5543)

7. 4404∗∗∗

(8. 0576)

技术人

员占比

0. 0149∗∗∗

(6. 9968)

高学历

人才占比

0. 0200∗∗∗

(8. 5912)

N 9283 9283 6647 6647

Adj. R2 0. 4338 0. 3213 0. 4999 0. 3564

量:一是“公司治理水平”,借鉴周茜等(2020)的做

法[52],从激励、监督和决策方面选取“高管薪酬”“高

管持股比例”“独立董事占比” “董事会规模” “机构

持股比例”“是否两职合一”“股权制衡度”7 个指标,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到综合指数,其值越大则

公司治理水平越高;二是“内部控制质量”,采用迪博

公司发布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来衡量。 表 8 的

检验显示:“跨境电商综试区”对“公司治理水平”和

“内部控制质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跨境

电商改革显著提高了试验区出口企业的内部治理水

平;“公司治理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对“数字技

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表明样本企业内

部治理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其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提

高。 由此可见,跨境电商改革具有内部治理优化效应,

表 8　 机制分析:跨境电商改革的内部治理优化效应

变量
公司治

理水平

数字技

术创新

内部控

制质量

数字技

术创新

跨境电商

综试区

0. 0035∗∗

(2. 3853)

11. 8980∗∗

(1. 9630)

公司治

理水平

2. 7326∗∗∗

(3. 3690)

内部控

制质量

0. 0007∗∗∗

(4. 6716)

N 10350 10350 7170 7170

Adj. R2 0. 9833 0. 3002 0. 1944 0. 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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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优化出口企业的内部治理来促进数字技术

创新。 至此,本文提出的假说 2 也得到验证。

五、进一步的讨论:异质性分析

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发展环境,跨境

电商改革对不同企业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基于前文

的影响机制分析,本文主要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异

质性:

(1)融资约束异质性。 前文分析表明,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是跨境电商改革促进出口企业数字技术创

新的机制之一,而不同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

不同。 当出口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较强时,跨境电

商改革带来的融资成本降低可以更有效地缓解其融

资约束,从而对其数字技术创新具有更强的促进作

用。 对此,本文借鉴 Kaplan 和 Zingales(1997)、Zwick

和 Mahon(2017)的研究[53-54],采用 KZ 指数来衡量样

本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其值越大则企业的融

资约束程度越高),并根据 KZ 指数的“行业—年度”

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划分为“KZ 指数较小”和“KZ 指

数较大”两组,分组检验结果见表 9 的 Panel A。 比

较两组样本中“跨境电商综试区”回归系数的显著性

和大小,“KZ 指数较大”组均明显大于“KZ 指数较

小”组,表明跨境电商改革对融资约束较强的出口企

业具有较大的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作用。

(2)地区人力资源异质性。 前文分析表明,提升

企业人力资本是跨境电商改革促进出口企业数字技

术创新的机制之一,而在不同的地区人力资源的丰

裕程度和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在人力资源丰富,尤

其是高端劳动力要素相对密集的地区,得益于劳动

力“蓄水池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跨境电商改革会

对出口企业产生更为直接和有效的人力资本提升效

应,从而更显著地促进出口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对

此,本文采用在校大学生数量占常住人口的比重来

反映地区人力资源的丰裕程度,并根据在校大学生

占比的年度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在校大学生

占比较低”和“在校大学生占比较高”两组,分组检

验结果见表 9 的 Panel B。 比较两组样本中“跨境电

商综试区”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在校大学生

占比较高”组均明显大于“在校大学生占比较低”

组,表明相比人力资源不足地区,跨境电商改革对人

力资源丰富地区的出口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数字技

术创新促进作用。
(3)ESG 表现异质性。 前文分析表明,优化企业

内部治理是跨境电商改革促进出口企业数字技术创

新的机制之一,而不同的企业本身具有不同的内部

治理水平。 随着全社会对可持续发展关注度的提

高,ESG 表现成为评估企业社会价值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重要标杆。 ESG 表现较好的企业往往具有较

高的公司治理水平,而 ESG 表现较差的企业通常在

内部治理方面存在较大的问题。 因此,跨境电商改

革对 ESG 表现较差的出口企业具有更强的内部治理

优化效应,进而产生更为显著的数字技术创新促进

作用。 对此,本文借鉴宋科等(2022) [55] 的做法,采

用华证 ESG 评级数据来衡量样本企业的 ESG 表现,

并根据 ESG 评级的“行业—年份”中位数将样本企

业划分为“ESG 评级较低”和“ESG 评级较高”两组,

分组检验结果见表 9 的 Panel C。 跨境电商改革显著

促进了 ESG 评级较低的出口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但
对 ESG 评级较高的出口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没有显著

影响。
(4)环境不确定性异质性。 本文还对企业发展

环境不确定性的异质性进行了分析,参考申慧慧等

(2012)的研究[56],采用收入波动指标(经过行业调

整的过去五年非正常收入的标准差与销售收入均值

之比)作为衡量样本企业环境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
并根据收入波动的“行业—年度”中位数将样本企业

划分为“收入波动较小”和“收入波动较大”两组,分
组检验结果见表 9 的 Panel D。 比较两组样本中“跨

境电商综试区”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收入波动较大”

组高于“收入波动较小”组,表明相比收入波动较小

的出口企业,跨境电商改革对收入波动较大的出口

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作用。

六、结论与启示

随着数字经济和贸易新业态的不断发展,跨境

电商已成为驱动国际贸易增长的新引擎。 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是我国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的

重要举措,对加速产业数字化和贸易数字化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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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Panel A:融资约束异质性 Panel B:地区人力资源异质性

KZ指数较小 KZ指数较大 在校大学生占比较低 在校大学生占比较高

跨境电商综试区
0. 1434∗

(1. 7728)

0. 2702∗∗∗

(3. 5462)

0. 1350∗

(1. 6684)

0. 2748∗∗∗

(2. 9961)

N 4971 5576 5445 5102

Adj. R2 0. 3070 0. 3010 0. 3173 0. 2935

变量
Panel C:ESG 表现异质性 Panel D:环境不确定性异质性

ESG 评级较低 ESG 评级较高 收入波动较小 收入波动较大

跨境电商综试区
0. 2034∗∗∗

(3. 0815)

0. 1221

(1. 3095)
0. 1837∗

(1. 7876)

0. 1895∗∗∗

(2. 7949)

N 6501 4046 3949 6598

Adj. R2 0. 2308 0. 3629 0. 3422 0. 2749

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引领作用。 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进行的跨境电商改革通过税费优惠和

管理服务完善等措施改善了跨境电商发展环境,不
仅能够激励外贸增长,还会对出口企业产生成本降

低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和内部治理优化效应等

积极影响,从而促进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 本

文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

实验,采用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中出口企业 2007 -

2020 年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跨境电

商改革对出口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
(1)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显著促进了试验

区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发明专利增长,该结论在工

具变量法、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与熵平衡匹

配、替换被解释变量与增加控制变量、调整固定效应

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2)跨境电商改革可

以通过降低出口企业的融资成本和经营成本、提高

出口企业的技术人员占比和高学历人才占比、提升

出口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等路径促

进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3)跨境电商改革对数

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
地区人力资源丰富、ESG 表现较差、环境不确定性较

强的出口企业中更为显著。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启示:第一,

政府应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跨境电商改革,并充分

发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积极推动制度型开放和外贸高质量发展。 第二,政
府应当重视和发挥对外开放政策对企业创新发展的

激励作用,密切关注跨境电商改革等在配置全球优

质生产要素、强化企业外部监督以及降低企业融资

和经营成本等方面的作用,为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提

供更好的制度和环境保障。 第三,政府应审慎评估

跨境电商改革的政策效益,持续优化改革政策及实

施细则,并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分类施策。 例如,本
文研究发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对不同

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多样化的异质性,因
此,需要通过深入分析各种异质性产生的原因来为不

同特征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提供有针对性的激励方

案。 第四,企业应当充分利用跨境电商改革的重大机

遇,有针对性地整合市场信息和要素资源,在提升生

产效率和市场价值的同时,积极进行数字技术创新和

数字化转型。 要充分利用跨境电商改革带来的低创

新成本红利,加大数字创新投入力度;也要积极改善

内部治理和人力资本结构,提高数字技术创新质量。

本文为“第三届中国高质量发展西部论坛暨高

品质学术期刊建设学术研讨会”征文。

注释:

①借鉴陶锋等(2023)、戴艳娟等(2023)的做法[2][6] ,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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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浙江省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统计分类目录》等文献构建数字技术关键词库,结合

《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2018)》,利

用 Python 软件进行文本匹配得到和数字技术相关的 IPC 分类

号,然后将其与专利数据库的 IPC 分类号相匹配,最终得到样

本企业的数字技术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加 1 取自然对数后作

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②由于本文样本期间为 2007-2020 年,参照史亚茹和于

津平(2023)的做法[26]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只包括前四

批(2015 年、2016 年、2018 年、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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