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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跨境电子商务是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的国际跨

境交易活动，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交易主体之间商

品购买、支付、配送等商业行为，是推动消费升级、促

进经济增长、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驱动力。党和

政府高度重视跨境电商发展，2023年中国跨境电商

进出口总额达 2.3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6％，其中出

口额达 1.83万亿元，同比增长 19.6％。①2024年十四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明确指出，要“促进跨境电商

出口，完善通关、税收、外汇等政策，加快构建适应跨

境电商发展的供应链和生态圈”②，跨境电商已然成

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动能和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引

擎。跨境电商的迅速发展对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

响，其中对于企业的影响尤为突出，不仅可以为企业

提供多元化的供应渠道和市场机会以及准确的订单

管理和需求预测，还能帮助其提升创新能力、拓展品

牌影响力。而企业供应链韧性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素之一，有助于企业抵御外部风险、提高生产效

率、增强客户满意度、强化市场竞争力。那么，跨境

电商是否会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其作用机制

又是什么？选择合理的指标度量跨境电商与企业供

应链韧性，探究跨境电商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

的方向和渠道，考察中国五大城市群设立跨境电商

综合试验区(下文简称“跨境电商综试区”)的政策效

应异质性，对于提升企业供应链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促进行业间的交流合作和资源共享、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和创新发展步伐、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贸

易体系至关重要。

基于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研究

视角上，创造性地探讨跨境电商赋能企业供应链韧

性提升的方向、机制和异质性，从文本高频词汇角度

出发分析企业竞争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和数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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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3个机制发挥的作用，考察分位数回归、产业属

性和企业性质的异质性结果。第二，研究方法上，不

同于以往文献仅采用“0-1”指标，本文进一步通过文

本量化方法构建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的异质性指

标，深入考察跨境电商综试区发挥的作用效果；同

时，拓展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测度研究，从供应链抵抗

能力、供应链恢复能力和供应链创造能力3个维度构

建指标，以求系统全面地了解企业供应链的韧性表

现。第三，研究内容上，拓展性分析中国五大城市群

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的政策效应，探究五大城市群

跨境电商发展的差异性特征，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

实施提供有力的参考和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 3支。第一支文

献探究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这一政策冲击，跨境电

商综试区是国家为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而设立的

特定城市区域，试验区内企业可享受优惠的政策和

便利的服务，涵盖海关监管、税收优惠和物流配送等

方面，现有研究多探讨试验区设立的政策效应。宏

观层面上，王利荣和芮莉莉(2022)认为设立跨境电商

综试区对于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袁其刚和嵇泳

盛(2023)以及李震和赵春明(2023)认为试验区的形成

有助于促进劳动与就业稳定、提升城市创业活力。

中观层面上，学者们倾向于从产业层面展开考察，贺

梅和王燕梅(2023)以及杨以文和梁启业(2023)认为跨

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有助于推动制造业和电子商务行

业发展、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微观层面上，部分

学者分析了跨境电商综试区发展对于企业的影响，

涉及企业高质量发展(周科选等，2024)、企业环境绩

效(张兵兵和张烨薇，2023)、企业创新能力(史亚茹和

于津平，2023)等，另有不少学者发现试验区设立会

显著提升企业成本加成(李丽等，2023)。
第二支文献则是研究供应链韧性，它主要集中

于内涵、测度和提升路径 3个方面。“韧性”一词最初

应用于物理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等领域(CHENG和

ZHANG，2020)，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供应链韧性是指

在面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和不确定性时确保企业正常

适应和运转的能力，从而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规避风

险、提高效率和增强竞争力(GU等，2021)。在测度方

面，学者们倾向于从主动响应(CHENG和 LU，2017)
和被动响应(Brandon等，2014)两个角度理解供应链

韧性，研究方法更是丰富多样。例如，Negri等(2021)
将供应链韧性划分为抵抗力和恢复力两个维度，陶

锋等(2023)则从供需关系匹配、关系维持和质量提升

3个层次进行检验。关于供应链韧性的提升路径，数

据分析能力(Dubey等，2021)、核心技术控制力(盛朝

迅，2021)、产业链增值能力(宋华和杨雨东，2022)、产
业链安全水平(李天健和赵学军，2022)、产业链风险

管理(Dubey等，2021)和数字化绿色化产业融合(杨丹

辉，2022)等均被纳入考虑。

第三支是关于跨境电商赋能供应链韧性的文

献，这支文献与本文联系最为密切，主要涉及出口韧

性、供应链结构优化、物流韧性等方面。例如，余金

艳等(2021)从韧性角度对物流时效的差异性展开分

析，王甜(2023)发现数字产业化可通过提升跨境电商

水平促进区域经济韧性发展，陈清萍(2023)指出跨境

电商通过增强市场多元化、升级出口结构、优化供应

链提升中国出口韧性，杨胜刚等(2023)认为供应链优

化效应是跨境电商业务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的重要

机制之一。

综上可见，当前研究集中探讨跨境电商的经济

效应、供应链韧性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学者们从不

同角度探讨了跨境电商对整体经济、企业贸易和内

部发展的影响，上述分析为深入理解跨境电商对于

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是，关

于跨境电商与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指标衡量，跨境电

商能否赋能以及如何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其

政策效应在不同产业、企业及城市群间有何异质性，

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三、政策背景与机制分析

1.政策背景

2011年至今，中共中央、国务院、部委和地方先

后出台《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

导意见》《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税收政策的通

知》《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

的通知》等政策文件，此类文件既出台系列支持政

策，包括简化通关手续、降低进出口关税、促进跨境

支付等，也强调对跨境电商领域的监管，号召建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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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规范的监管体系，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跨境电商综试区是中国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进

行先行先试的城市区域，旨在通过技术标准、业务流

程、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创新，解决跨境

电商发展中的难题，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链，制

定全球领先的管理制度和规则，推动中国跨境电子

商务的健康发展。2015年国务院批复在杭州设立中

国首个跨境电商综试区，截至 2022年 11月国务院共

计批复同意设立 7个批次试验区，在 31个省份的 165
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以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促进产业数字化发展，强势助力外贸优化升

级，加速打造贸易强国。

国务院同意批复设立每个批次跨境电商综试区

后，相应城市和地区为加速推进政策落地均会出台

具体实施方案，但黄石、东营、宝鸡等 48个城市需要

较多时间调研和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政策方针。考虑

到指标的可获取性和连贯性，本文选取其中117个试

点城市的所有实施方案为处理组。词频分析结果显

示，占比前 10的高频词汇分别为跨境(17149)、电子

商务(10448)、企业(6298)、发展(4732)、建设(3950)、服
务(3822)、物流(3519)、综合(3223)、平台(3107)和创新

(2746)。具体分析可知：第一，实施方案中“跨境”和

“电子商务”分别占高频词汇的前两位，这表明试验

区的主要目标是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突出跨境贸易

和电子商务的重要性；第二，关键词“企业”和“发展”

表明实施方案关注企业的参与和发展，可能包括支

持企业创新和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第三，词汇“建

设”和“服务”显示方案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体

系完善，以支持跨境电商的运营和发展；第四，“物

流”和“平台”说明方案重视物流体系建设和电商平

台搭建以提升跨境电子商务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五，

词汇“创新”反映实施方案注重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

新，意味着不断寻求新的方法、新的技术和新的商业

策略，以创造更具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综上可见，

跨境电商综试区实施方案的特征包括重视跨境电子

商务发展、关注企业参与和发展、强调基础设施建设

和服务体系完善、注重物流体系和电商平台搭建，以

及强调创新推动，上述特征反映了该实施方案的整

体目标和重点内容。

2.机制分析

跨境电商综试区实施方案文本数据词频结果显

示，“企业”“发展”“建设”“服务”和“创新”是跨境电

商方案实施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本文拟从文本数据

高频词汇角度出发，探讨跨境电商通过企业竞争能

力、企业创新能力和数字基础设施3个方面提升企业

供应链韧性的作用机制。

(1)企业竞争能力

第一，市场拓展和供应商多样化是跨境电商提

升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体现。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供

需理论，在供给方面，跨境电商打破了地域和时间的

限制，通过在线平台和数字化渠道便捷地将产品推

向全球市场，使得企业有机会接触到潜在客户和供

应商，降低对于单一供应商的依赖，减少风险提高灵

活性；在需求方面，正是由于企业广泛接触来自全球

各地的消费者，根据其文化背景和消费习惯差异化

调整产品设计、营销策略和服务水平，因此可满足更

多群体的消费需求，加快对于市场需求的响应速度。

第二，跨境电商提供的信息透明化和供应链可

视化渠道有助于企业增强竞争力。信息经济学主要

关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搜索成本问题，前者由于交

易双方信息获取和掌握差异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

足，后者则需为获取所需信息进行时间、金钱和精力

投入(王化成等，2004)。而跨境电商帮助企业实现分

析竞争对手、了解客户反馈、获取市场情报的供应链

可视化进程，迅速寻找与之匹配的供应商、产品和市

场信息，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并降低信息搜索

成本，提升经营决策的高效性和准确性，完成智能化

和精准化经营管理。

第三，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是跨境电商为企业

提供动能的有效途径。就生产成本理论而言，一方

面，跨境电商为企业提供开阔市场，帮助企业便捷地

获取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既享受规模效应，也选择成

本更低的生产要素，从而实现单位产品成本控制(刘
航等，2019)；另一方面，跨境电商提供了线上交易和

数字化管理的便利，企业可减少中间环节，利用数据

分析和预测等手段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实

现高效的供应链管理运营模式，为企业竞争力提升

提供重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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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创新能力

就外部环境变化而言，跨境电商综试区提供丰

富的市场信息和数据资源，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淘汰

和优化旧有的生产方式和市场结构，企业通过跨境

电商平台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及时调整供

应链经营方式和管理策略，优化库存结构和产品组

合，应对灵活多变的市场环境；同时，外部环境会产

生创新外溢效应，即受到其他企业在创新过程中产

生的技术、知识、经验等方面积累和提升的正向影

响，外部环境的创新外溢效应经由知识共享合作、技

术迁移借鉴而形成，进一步推动企业间的交流合作，

为整个行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活力。

就内部自主创新而言，一方面，跨境电商帮助企

业经由市场反馈和数据分析快速了解消费者需求变

化，利用数据分析和技术工具有效研发和生产新产

品，并根据自身特征开发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创新

产品，通过上述市场驱动、技术推动和国际市场导向

进行创新活动，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

面，跨境电商平台的形成激发了企业的创新者精神，

即企业勇于冒险挑战、不断追求变革的创新意识和

创业激情(李宏彬等，2009)，推动企业面对激烈的竞

争不断创新产品、服务和营销策略，积极开拓新业务

领域，实现持续的业务增长和竞争优势。

(3)数字基础设施

宏观层面上，跨境电商的发展助力完善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政府通过资金支持、项目研发等方式助

力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支持相关高校和研究机

构开展数字基础设施相关专业的教育和学习。正如

供给侧经济学强调通过提升生产要素质量和效率促

进经济长期增长，数字基础设施是一种资本投资，其

完善和发展可提高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效率利用，

促进经济效应的持续增长。

中观层面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跨境电商

行业与关联行业进行数据共享和合作，信息经济学

关注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此种合作可有效减少信

息不对称，提高市场透明度和效率，进而通过技术投

资、创新应用和人才培养等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促

进行业内供应商、零售商、物流服务商等合作伙伴实

现信息共享和协同工作，提高产业链整体效率和竞

争力，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增长。

微观层面上，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帮助企业进

行实时数据分析、完成自动化流程管理，使用数字化

系统收集和分析供应链数据，从而实现订单处理、库

存管理、物流跟踪等过程的自动化，减少人为错误和

延误，提高供应链运作的准确性和高效性；另一方

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促进跨境合作与沟通，贸易

自由化和便利化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Baier和
Bergstrand，2002)，帮助跨境电商企业与海外供应商、

物流服务商等合作对象实现信息共享与工作协同，

提高企业供应链适应力和竞争力。据此，我们提出

假说H1和H2。
H1：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有利于提升企业供

应链韧性水平。

H2：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主要通过提升企业

竞争能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加快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3个机制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

四、研究设计

1.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供应链韧性

本文拟从供应链抵抗能力、供应链恢复能力和

供应链创造能力 3个维度，构建企业供应链韧性

(chain)指标体系，并使用熵值法加权处理指标以便进

行综合评价。

1)供应链抵抗能力 (resis)指企业在面对突发事

件、风险和不确定性时，能够在供应商、制造商、分销

商、零售商等诸多环节快速做出调整和反应，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对于企业的不良影响。首先，使用应收

票据净额、应收账款净额及预付款项净额之和占营

业收入的比重(Cull等，2009)，衡量企业的资金回收

能力和经营风险，即企业销售是否能及时收回货款

或存在资金紧张情况，该指标数值越小说明企业偿

债能力和盈利能力愈强。其次，资产负债率用企业

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表示(YI等，2022)，企业

资产负债率小说明其自有资本比重大，财务风险相

对较小。最后，计算供应商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即

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总采购额比率平方之和(Ro⁃
berta等，2014；Dhaliwal等，2016)，衡量企业对供应关

系的依赖程度，即企业采购是否过度依赖少数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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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具体表达形式为：

HHI=∑j= 1
5 ( )Salesijt

Salesit
2

(1)
Salesijt是供应商 i在 t年对采购商 j的销售额，

Salesij是供应商 i在 t年的总销售额。HHI取值介于0～
1之间。数值低说明企业供应链体系多元化，此时即

使某个供应商出现问题，也未必对企业整体生产和

经营活动造成较大影响。

2)供应链恢复能力(recov)指企业在遭受各种突

发事件或不可预见的情况时，能够快速有效地恢复

供应链的正常运作，确保产品和服务的稳定供应。

第一，测度长鞭效应(SHAN等，2014；杨志强等，

2020)，即企业供应链中需求的小幅变化会导致上游

产生较大的波动。

AR=Var ( Production )Var ( Demand ) (2)
其中，Production是生产量，选择企业在第 t年末

销售成本与存货净值变化量之和作为代理变量，反

映企业生产运营效率；Demand则是需求量，选用企

业销售额反映市场需求，从而通过链条本身的信息

传递以衡量其稳定性能；AR值越小说明上游企业越

不易受到下游企业需求变化的影响，供应链中相应

较少出现缺货或过剩的情况影响效率和稳定性。

第二，使用存货周转率(张伟等，2023)，即销货成

本与平均存货余额的比率，观察企业存货管理效率、

经营活动活跃程度和销售策略合理性，存货周转率

高的企业通常具备更强的供应链恢复能力。

第三，应用现金利润比，即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与利润总额的比值，若该指标较大则说明

企业有充足的现金储备，在突发事件时能更快恢复

供应链的正常运转。

第四，采用沉淀性冗余资源，即管理费用与营业

收入的比例，评估企业管理费用控制水平和经营效

率，数值低说明企业擅于控制成本提高利润率，应对

市场变化和经营不确定性。

第五，净资产收益率，即净利润与股东权益平均

余额的比值，这是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净

资产收益率高的企业拥有更多资金来扩大业务和投

资项目，供应链恢复力也会相对较强。

3)供应链创造能力(evolu)指在供应链管理过程

中，企业通过创新协作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升产

品质量和增强市场竞争力的能力。本文参照 Jussi和
Annika(2018)以及张伟等(2023)的研究，具体做法为：

一是选用研发费用率，即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

衡量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中的竞争力，高研

发费用率有利于研发成果通过供应链传递给客户和

消费者，提升企业供应链创造能力；二是采用人均创

利水平，即企业一定时期内利润总额与职工总人数

之间的比值，反映出企业经营效益和员工工作效率，

企业实现高利润时会继续探索并创新供应链管理、

物流管理和生产管理能力，从而提升创造能力；三是

本科学历员工占比，体现出员工学历结构和素质水

平，一般而言，本科学历员工占比高说明企业在人才

培养方面重视学历背景和专业能力，有助于更好地

适应供应链的变化和创新。

(2)解释变量：跨境电商综试区

本文选取其中 117个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城市

作为处理组，另选取50个非试点城市作为对照组，设

立以下两个解释变量③。

1)是否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policy1)。设置政策

虚拟变量 policy1=treat×post，treat是城市是否是中国

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先行区域的二元变量，满足条

件取值为 1，反之为 0；post是试点实施时间的二元变

量，城市被设定为试验区当年及之后年份赋值为 1，
反之为0。

2)跨境电商综试区实施方案与《“十四五”电子

商务发展规划》的文本相似度(policy2)。参照Alsch⁃
ner等(2017)和韩剑等(2019)的文献，《“十四五”电子

商务发展规划》是国家对于电子商务发展的整体规

划，旨在提升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电子商务

创新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等，而跨境电商综试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设立的，各试点城市的跨境电商

综试区试点方案均有助于探索跨境电商发展模式、

推动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是《“十四

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的具体践行和落实。本文采

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文本相似度分析，基于词袋模

型将文本表示为词频，计算向量余弦相似度，度量

《“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与试点城市跨境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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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试区实施方案之间的文本相似程度。相似度越高

意味着文本在主题、内容、表达方式等方面更为匹

配，体现出跨境电商综试区在设立深度上的异质性。

(3)控制变量

1)城市层面

参考以往文献的做法(杨以文等，2023；李丽等，

2023)，选取以下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就业人数(pop)，
为年末从业人员数；科技水平(tech)，为科学技术与教

育支出之和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经济发展水平

(eco)，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变化；金融水平(fin)，为年

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外商投

资(fdi)，为外商实际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2)企业层面

参考以往文献的做法(张树山和谷城，2023；杨
胜刚等，2023)，选取以下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企业年

龄(age)，为企业考察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企业规

模 (size)，为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固定资产比

(fixed)，为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资本密集度

(cap)，为总资产中投资额与收入额之比；净利润增长

率(npg)，为当期净利润相较上期净利润的增长幅度；

托宾Q值(tobinq)，为市场价值与资产重置成本的比

例；财务杠杆(fl)，为普通股每股收益变动率与息税前

利润变动率比值；董事会规模(board)，为董事会成员

数量；股权集中度(top5)，为前五大股东持股数量占

总股数比重；账面市值比(bm)，为企业所有者权益总

额占公司市值比例。

2.模型构建

本文参考Heckman等(1997)的做法，使用倾向匹

配得分(PSM-DID)控制跨境电商政策评估中的选择

性偏误和其他潜在混淆因素。首先，使用 PSM构建

一个“倾向得分”，通过Logit回归进行匹配得分，力求

降低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以消除选择性偏

误；其次，利用。DID方法比较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

前后的差异来估计政策的影响。为了探究跨境电商

综试区设立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本文选取 117
个处理组和 50个对照组，构造PSM-DID方法基准回

归模型如下：

chainijt=α0+α1policyijt+α2ctrls1ijt+α3ctrls2jt+
μi+δj+λt+εijt (3)

其中，i、j、t分别表示企业、城市和年份，chainijt是
j城市的企业 i在 t年的供应链韧性，policyijt是城市 j
是否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这一政策冲击，

ctrls1ijt、ctrls2jt分别是企业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μi、δj、λt分别代表企业、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εijt是
随机扰动项。

3.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共选取 2010～2022年 167个地级市 804个
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共获得 10452条企业—

城市—年度观测数据。城市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CSMAR)、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和WIND
数据库。在得到初始样本前处理如下：(1)剔除 ST、
*ST、期间退市企业样本；(2)剔除金融行业企业样本；

(3)剔除关键变量缺失严重数据。表 1报告了主要变

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供应链韧性(chain)的均值和

标准差分别是 0.080和 0.053，跨境电商综试区(poli⁃
cy)两个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是 0.370和 0.483、
0.348和0.457，这说明关键变量在企业间和城市间差

异明显，且均在合理取值范围之内。

五、实证分析

1.DID估计有效性分析

平行趋势检验是使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之一，

即观察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冲击前后发展趋势是

否相同，本文采取事件分析法比较政策实施前后两

组数据趋势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图1所示，就平行

趋势而言，在 95％的置信区间下，政策实施前相对时

间虚拟变量系数并不显著区别于 0，这表明跨境电商

综试区设立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在供应链韧性上

并无明显差异，研究样本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就动

态效应而言，政策实施之后，处理组的供应链韧性相

较于对照组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这表明跨境电商

综试区的设立有助于提升企业供应链韧性水平，政

策效应呈现逐渐增强的态势。

2.PSM-DID基准回归分析

表 2报告了中国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对于企业

供应链韧性影响的 PSM-DID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

(1)和列(3)未考虑控制变量，列(2)和列(4)把一系列控

制变量纳入考虑，列(1)～(4)均控制了年份、城市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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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固定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列(1)和列(2)中，是否设

立跨境电商综试区(policy1)的回归系数分别显著是

0.0031和 0.0040；列(3)和列(4)中，跨境电商综试区实

施方案文本相似程度(policy2)的回归系数分别显著

是 0.0038和 0.0047。这说明在充分考虑控制变量和

固定效应的情况下，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这一政策

的实施为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

机遇，使得试点城市的企业供应链韧性水平相较于

非试点城市平均增加约 0.004倍，通过降低贸易壁

垒、拓展市场机会、加强国际合作等手段帮助企业构

建稳健和灵活的供应链条，这验证了假说H1。

随后基于企业供应链韧性的3个分解维度，本文

进一步探究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对于供应链抵抗能

力、恢复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影响，表 3列(1)和列(2)、
列(3)和列(4)、列(5)和列(6)分别是跨境电商赋能供应

链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回归结果。表 3
显示，跨境电商对供应链抵抗能力、供应链创造能力

表现出促进作用，而对供应链恢复能力则产生抑制

效应。就经济学含义而言，在控制其余因素的情况

下，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使得试点城市相较于非

试点城市的供应链抵抗能力和创造能力平均增加

0.037倍和0.007倍，而恢复能力则下降0.0005倍。

3.稳健性检验

(1)Heckman两阶段回归

参考 CHEN等(2011)和李雪松等(2022)的研究，

本文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解决由样本选择偏差

造成的内生性问题。第一阶段通过 Probit方程预测

样本选择概率，得到逆米尔斯比率(IMR)，检测上期

控制变量是否影响企业供应链韧性(chain)，具体表达

如式(4)所示；第二阶段则把 IMR作为控制变量引入

结果方程，更准确地评估模型估计参数。表4回归结

果显示，跨境电商在 1％的显著性水平正向影响企业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chain
policy1
policy2
lnpop
lntech
lneco
fin
fdi
lnage
lnsize
lnfixed
cap
lnnpg
lntobinq
fl

lnboard
lntop5
bm

观测值

10452
10452
10452
10452
10452
10452
10452
10452
10452
10452
10452
10452
10452
10452
10452
10452
10452
10452

均值

0.080
0.370
0.348
5.055
-3.507
11.40
3.880
0.035
1.041
3.111
-2.004
2.550
-1.076
0.549
1.252
0.761
3.875
0.638

标准差

0.053
0.483
0.457
1.084
0.320
0.500
1.640
0.041
0.161
0.0575
1.135
4.286
1.490
0.476
8.599
0.0915
0.333
0.254

最小值

0
0
0

1.971
-5.462
9.104
0
0

-0.367
2.972
-8.445
0.089
-10.08
-0.384
-582.600
0.327
1.933
0.032

最大值

1
1

0.982
7.042
-1.071
12.46
13.53
0.355
1.325
3.354
-0.0469
289.900
11.64
3.447
85.270
1.061
4.546
1.468

·· 66



2024.11 物流管理
LOGISTICS MANAGEMENT

供应链韧性水平，这表明在纠正潜在内生性之后，回

归结果依然有效。

chainijt=δ0+δ1ctrls1ij,t-1+δ2ctrls2j,t-1+μi+δj+λt+εijt (4)
(2)替换回归模型

此外，本文使用多期DID模型评估跨境电商综

试区设立的处理效果和政策影响，以便准确反映数

据的特征和规律。表 5中列(1)和列(2)是替换模型后

的回归结果，表明是否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 (poli⁃
cy1)、跨境电商综试区实施方案文本相似度(policy2)
这两个解释变量对于企业供应链韧性水平均产生稳

健的促进作用。

(3)替换解释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有助于评估模型结果对于解释变

量的依赖程度，以及是否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本

表2 PSM-DID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policy1
policy2
lnpop
lntech
lneco
fin
fdi
lnage
lnsize
lnfixed
cap
lnnpg
lntobinq
fl

lnboard
lntop5
bm
cons

固定效应

N
adj. R2

(1)chain
0.0031**
(0.001)

0.0252***
(0.006)

是

10449
0.3085

(2)chain
0.0040***
(0.002)

-0.0040*
(0.002)
-0.0046*
(0.003)
-0.0011
(0.001)
0.0004
(0.001)
0.0222
(0.015)
0.0153*
(0.009)
0.0176
(0.026)

-0.0061***
(0.001)
0.0011***
(0.000)
0.0003
(0.000)

-0.0106***
(0.004)
0.0002*
(0.000)
0.0162*
(0.009)

-0.0202***
(0.003)

-0.0344***
(0.007)
0.0483
(0.080)

是

5734
0.3044

(3)chain

0.0038***
(0.001)

0.0253***
(0.006)

是

10449
0.3086

(4)chain

0.0047***
(0.002)
-0.0041*
(0.002)
-0.0046*
(0.003)
-0.0010
(0.001)
0.0004
(0.001)
0.0225
(0.015)
0.0151*
(0.009)
0.0177
(0.026)

-0.0061***
(0.001)
0.0011***
(0.000)
0.0003
(0.000)

-0.0106***
(0.004)
0.0002*
(0.000)
0.0162*
(0.009)

-0.0202***
(0.003)

-0.0344***
(0.007)
0.0484
(0.080)

是

5734
0.3047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若无特别说明，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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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依然采用文本相似度分析方法，度量试点城市跨

境电商综试区实施方案与《中国电子商务报告

(2022)》(policy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跨境电子

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policy4)之间的文本

相似程度。表 5中列(3)和列(4)表示替换解释变量指

标为policy3和policy4，结果稳健。

(4)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可帮助观察模型在不同数据情

况下的表现，以提高泛化能力和可靠性，本文对企业

供应链韧性指标体系进行简单加成，重新测算后得

到被解释变量(chain2)。表 5中列(5)和列(6)即是替换

被解释变量为 chain2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跨境电

表3 企业供应链韧性分解的回归结果

表4 Heckman两阶段模型回归结果

表5 替换模型和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policy2
IMR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观测值

Wald chi2

chain
0.0511***(0.002)
-0.0107**(0.032)

控制

是

4503
2197.17(0.000)

变量

policy1

policy2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N
adj. R2

供应链抵抗能力

(1)resis
0.0286
(0.023)

控制

是

5733
0.1282

(2)resis

0.0369
(0.024)
控制

是

5733
0.1284

供应链恢复能力

(3)recov
-0.0005**
(0.000)

控制

是

5734
0.0612

(4)recov

-0.0005*
(0.000)
控制

是

5734
0.0609

供应链创造能力

(5)evolu
0.0064***
(0.002)

控制

是

5734
0.4979

(6)evolu

0.0072***
(0 002)
控制

是

5734
0.4981

变量

policy1

policy2

policy3

policy4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N
adj. R2

替换回归模型

(1)chain
0.0278***
(0.002)

控制

是

5737
0.6701

(2)chain

0.0294***
(0.002)

控制

是

5737
0.6702

替换解释变量

(3)chain

0.0049***
(0.002)

控制

是

5734
0.4070

(4)chain

0.0047**
(0.002)
控制

是

5734
0.4070

替换被解释变量

(5)chain2
0.0025*
(0.001)

控制

是

5734
0.3732

(6)chain2

0.0030**
(0.001)

控制

是

5734
0.3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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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作用效果稳健。

(5)调整样本范围

回归中若样本覆盖范围不合理，则可能会导致

结果偏误或失真，从而影响对于模型稳健性的判断，

文中剔除跨境电商和企业供应链韧性发展程度较高

的直辖市样本。结果如表 6中列(1)和列(2)所示，估

计系数显著为正。

(6)排除其他政策

排除其他政策是为了确保我们能够准确评估跨

境电商综试区设立这一政策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

响，而不被其他因素所混淆。在本文样本区间2010～
2022年内，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跨境

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2017年商务

部等 14部委发布《关于复制推广跨境电商综试区探

索形成的成熟经验做法的函》，这些可能会影响

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这一试点政策，因此在基准回

归中加入这两个政策的虚拟变量展开研究。表 6中
列(3)和列(4)排除了其他政策干扰，再次验证了结果

的准确性。

4.机制分析

基于前文的机制分析结果，本文分别选取企业

ESG、企业获取专利数量和数字基础设施综合发展

指数来衡量企业竞争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和数字基

础设施3个影响机制。本文参考李志生和金凌(2021)
的文献，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机制变量、机制变量

与解释变量交互项，考察跨境电商赋能企业供应链

韧性提升的3条具体路径。

关于各机制变量的内涵和测度如下：(1)企业竞

争能力 (ESG)。本文参照方先明和胡丁 (2023)的研

究，企业 ESG指标是企业在环境(Environment)、社会

(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3个方面的表现和实践，

其绩效评估可帮助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全面了解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表现。此处使用华证ESG对于企业

ESG绩效的评估和排名，衡量企业竞争能力。(2)企
业创新能力(Innova)。本文参照陈德球等(2021)的做

法，选用企业获取专利数加上 1衡量其创新水平，包

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总申请量，

3种专利的权重按照 3∶2∶1取值，反映企业的创新活

力、技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3)数字基础设施 (In⁃
fras)。本文参照尹西明等(2023)的文献，选用人均互

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人均电信业务收入、移动电话普

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 4个指标构建数字基础设施综

合发展指数，衡量地级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7所示，列(1)和列(2)表
示企业竞争能力(ESG)在是否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

(policy1)、跨境电商综试区实施方案文本相似程度

(policy2)对于企业供应链韧性影响过程中发挥作用

的方向和强度；列(3)和列(4)表示企业创新能力(Inno⁃
va)在跨境电商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中的机制作

用；列(5)和列(6)表示数字基础设施(Infras)作用于跨

境电商影响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中的传导机制。总

体而言，列(1)～(6)中 policy1和 policy2的主效应系数

均为正，与企业竞争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和数字基础

设施这 3个机制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也均为正。这不

仅再次验证了跨境电商促进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的

稳健性，也说明了企业竞争能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表6 调整样本范围和排除其他政策回归结果

变量

policy1

policy2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N
adj. R2

调整样本范围

(1)chain
0.0026*
(0.002)

控制

是

4645
0.4207

(2)chain

0.0033**
(0.002)
控制

是

4645
0.4209

排除其他政策

(3)chain
0.0040**
(0.002)

控制

是

5734
0.4068

(4)chain

0.0047**
(0.002)
控制

是

5734
0.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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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是跨境电商赋能企业

供应链韧性的重要机制，具有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

验证了假说H1和H2。
六、异质性分析与拓展性分析

1.异质性分析

(1)分位数回归异质性

分位数回归在探究跨境电商赋能企业供应韧性

的异质性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帮助捕捉异质

性效应、处理极端值等异常情况，全面评估影响因素

在不同条件下的效应。表8结果显示，对于解释变量

是否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policy1)和跨境电商综试

区实施方案文本相似程度(policy2)，回归系数在 1％
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且随着分位点位置的升高

逐步增加，位于 90％分位的估计系数值是在 10％分

位点系数值的近三倍大小。这表明跨境电商综试区

的设立对韧性高的地区产生更大影响，即倾向于为

表7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lnESG

policy1

policy1×lnESG

policy2

policy2×lnESG

Innova

policy1×Innova

policy2×Innova

lnInfras

policy1×lnInfras

policy2×lnInfras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企业竞争能力

(1)chain
0.0071***
(0.002)
0.0050*
(0.002)
0.0002**
(0.000)

控制

是

(2)chain
0.0071***
(0.002)

0.0053
(0.004)
0.0002**
(0.000)

控制

是

企业创新能力

(3)chain

0.1810***
(0.041)

0.0309***
(0.005)
0.0143*
(0.008)

控制

是

(4)chain

0.1895***
(0.044)

0.0308***
(0.005)

0.0153*
(0.009)

控制

是

数字基础设施

(5)chain

0.0094***
(0.001)

0.0142***
(0.001)
0.0030
(0.003)

控制

是

(6)chain

0.0101***
(0.002)

0.0142***
(0.001)

0.0029
(0.004)
控制

是

表8 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policy1

policy2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10％分位
(1)chain
0.0160***
(0.001)
0.0169***
(0.001)
控制

是

25％分位
(2)chain
0.0185***
(0.002)
0.0197***
(0.001)
控制

是

50％分位
(3)chain
0.0254***
(0.002)
0.0267***
(0.001)
控制

是

75％分位
(4)chain
0.0316***
(0.002)
0.0337***
(0.003)
控制

是

90％分位
(5)chain
0.0451***
(0.004)
0.0477***
(0.004)
控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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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供应链韧性强劲的地区增添更多优势。这可能

是由于企业供应链韧性强劲地区已具备一定的基础

和优势，拥有完善的物流体系、先进的技术支持和丰

富的人才储备，容易吸引投资和资源流入该地区，形

成良性循环，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虽然为供应

链韧性不足的地区提供帮助也十分必要，但在资源

有限的情况下，跨境电商在韧性强劲的地区能够更

有效地推动行业发展，实现良好的收益和成果。

(2)产业属性异质性分析

不同产业的企业面对跨境电商的机遇和挑战有

差异性的特征和需求，本文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GB/T 4754-2017)将企业类型划分为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进行分组回归。值得注意的

是，异质性分析样本数之和小于总样本数，这可能是

固定效应估计时自动删除缺失值或排除缺失时点个

体数据所致。表 9结果显示，虽然作用效果并不明

显，但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确实抑制了第一产业

企业供应韧性的提升，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有稳

健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于第三产业的提升作用要

优于第二产业。一方面，第一产业主要指农、林、牧、

渔业等原始生产部门，由于第一产业具有受气候和

季节影响大、局限于地域性和产品生产周期、自然资

源和原材料依赖度高等特点，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

立可能导致第一产业企业更多依赖进口产品，应对

地域性限制时表现脆弱，因此会对第一产业企业供

应链韧性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分别包括制造业等加工生产部门、服务业等

非实体产品生产部门，相较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具

有更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通过其服务属性、创

新能力和信息化程度等方面的优势，帮助企业提升

供应链的运作效率、发展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3)企业性质异质性分析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企业文化、管理体制、

资源配置、决策机制、合作策略等方面存在明显差

异，分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跨境电商领域的

优势和劣势，有助于指导其在提升供应链韧性方面

制定相应的策略和措施。表 10结果表明，国有企业

和非国有企业在跨境电商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过程

表9 行业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policy1

policy2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N
adj. R2

第一产业

(1)chain
-0.0068
(0.010)

控制

是

66
0.8389

(2)chain

-0.0074
(0.011)
控制

是

66
0.8391

第二产业

(3)chain
0.0029*
(0.002)

控制

是

4235
0.4489

(4)chain

0.0036*
(0.002)
控制

是

4235
0.4491

第三产业

(5)chain
0.0103*
(0.005)

控制

是

1433
0.3556

(6)chain

0.0114*
(0.005)
控制

是

1433
0.3599

表10 企业性质异质性分析

变量

policy1
policy2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N
adj. R2

国有企业

(1)chain
0.0118***
(0.002)

控制

是

2659
0.3257

(2)chain

0.0127***
(0.002)
控制

是

2659
0.3263

非国有企业

(3)chain
0.0148***
(0.002)

控制

是

3075
0.3577

(4)chain

0.0158***
(0.002)
控制

是

3075
0.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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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非国有企业拟合系数

的数值较大，正向效应更为突出。一方面，非国有企

业富有灵活性和创新性，擅长抓住市场机遇，能够快

速调整业务战略和供应链布局，采纳新技术和新模

式；同时，非国有企业注重经营效率和成本控制，时

常通过降低运营成本、创新管理方式、吸纳高效人才

等方式，寻求更具竞争力的解决方案以提升企业供

应链韧性。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通常受到政府管制

和行政程序的限制，出现管理层级繁多、决策效率低

下等问题，导致缺乏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此

外，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市场化和效率化程度相对

较弱，容易带来资源浪费和成本增加，这些因素都会

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

2.拓展性分析：五大城市群的政策效应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

明确指出，以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

展，其中五大城市群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

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其设立旨在促进城市合作、

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下文进一步探

讨中国五大城市群跨境电商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提

升的具体政策效应。表 11中列(1)～(5)分别是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跨境

电商的政策影响，对于 policy1和 policy2而言，跨境

电商综试区的设立均对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产生积

极的政策效应，这与前文回归结果一致。值得注意

的是，在五大城市群中成渝地区政策效应表现最佳，

略优于京津冀、长江中游和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

居于末位且作用效果并不明显。一方面，成渝城市

群实施的政策和发展规划得到了有效执行和落实。

例如，成都市人民政府推出《成都市推动跨境电商

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重庆市

人民政府印发《重庆市推进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若

干措施》等政策文件，综合考虑产业扶持、人才引

进、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多种因素以提升城

市群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珠三角是中国重要的

制造业基地之一，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丰富制造资

源和完善产业链条的同时，内部也面临激烈的市场

竞争；此外，珠三角地区拥有广州南沙港、深圳蛇口

港等多个国际贸易港口，在便利跨境电商发展的同

时，也需要高效的物流和运输网络来支持企业供应

链韧性发展。

七、结论和启示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跨境电商有助于企业

供应链韧性水平的提升，其中对于供应链抵抗能力

和供应链创造能力有促进作用，对供应链恢复能力

表11 中国五大城市群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政策效应分析

变量

Panel A：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与否的政策效应

policy1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N
adj. R2

Panel B：跨境电商综试区实施方案文本相似度的政策效应

policy2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N
adj. R2

京津冀
(1)chain

0.0216***
(0.005)
控制

是

803
0.3527

0.0226***
(0.005)
控制

是

803
0.3528

长三角
(2)chain

0.0078***
(0.002)
控制

是

1446
0.4229

0.0083***
(0.002)
控制

是

1446
0.4230

珠三角
(3)chain

0.0007
(0.004)
控制

是

1094
0.3842

0.0010
(0.004)
控制

是

1094
0.3842

成渝
(4)chain

0.0268**
(0.010)
控制

是

272
0.4098

0.0280**
(0.010)
控制

是

272
0.4097

长江中游
(5)chain

0.0174**
(0.006)
控制

是

400
0.2679

0.0199***
(0.006)
控制

是

400
0.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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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抑制效应；第二，企业竞争能力、企业创新能力

和数字基础设施是跨境电商赋能企业供应链韧性提

升的重要机制，均具有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第三，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倾向

于为企业供应链韧性强劲的地区增添更多优势，抑

制了第一产业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提升，对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表现出稳健显著的促进作用，非国有企

业相较于国有企业能够以更具竞争力的解决方案提

升企业供应链韧性；第四，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在五

大城市群具有差异性的发展特征，其政策效应排序

由高至低分别是成渝、京津冀、长江中游、长三角和

珠三角城市群。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第一，总结

跨境电商发展经验，推动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不

断深化推进跨境电商综试区的改革经验，一是制定

有利于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法规，包括降低跨境电

商商品关税税率或实行免税政策以降低企业成本，

简化跨境电商通关手续以提高效率，提供贷款、担

保、融资等金融支持服务支持跨境电商企业的发展

和扩张等；二是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建设高

速稳定的互联网网络和安全可靠的数据中心，搭建

云计算平台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计算、存储和应用

服务，推动物联网技术在物流仓储等环节的应用，强

化数字化海关通关系统的建设等；三是提升跨境电

商综试区人才培养政策实施效果，包括制定人才引

进政策提高行业人才素质和竞争力，在跨境电商行

业建立专业认证体系和设立职业资格证书，与高校、

培训机构合作建立跨境电商实习实训基地为学生和

从业人员提供实践机会等。

第二，加强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延伸产业链实

现产业协同发展。一是多元化供应商和供应地点。

一方面，通过与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供应商合作，帮助

企业更好地应对市场波动、原材料价格变化等风险，

不同地区的供应点还能降低运输成本、缩短交货时

间、提高客户满意度；另一方面，多元化的合作有助

于企业全面评估和管理供应商的质量、可靠性、合规

性等，包括制定应急计划、备货策略、库存管理等完

备的风险管理策略。二是强化链条中供应链恢复能

力。包括定期审查和优化库存水平，制定应对突发

事件的完善应急计划，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供

应链的可视化和实时监控，通过模拟演练、案例分析

等方式定期评估供应链恢复能力并持续改进。三是

提升产品附加值，延伸产业链。鼓励企业与上下游

生产商、供应商合作，共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进行

产品创新和设计优化，投资于研发和技术创新，开拓

销售渠道，加强品牌建设，提升整个产业链的效益以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第三，重视政策差异化实施效果，在不同城市

和企业间有的放矢。一是注重东中西部地区跨境

电商协同发展，合理布局五大城市群发展战略。加

强城市群间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通过

跨境电商行业对接会、合作论坛等形式，明确地区

和城市群的发展定位和规划重点，促进产业要素流

动共享，实现产业群协同发展。二是增强国有企业

和非国有企业外部环境应变能力，促进企业健康持

续发展。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鼓励国有企业与国内

外知名电商平台合作，拓展海外市场，降低跨境贸

易风险，支持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在提升信

息化水平的同时优化供应链管理；对于非国有企业

而言，政府应加大政策倾斜和金融支持力度，帮助

其解决资金瓶颈问题，同时推动建立非国有企业跨

境电商合作联盟，促进行业间资源共享合作，提升

整体供应链韧性。

笔者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

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http://www.custo
ms.gov.cn/。

②资料来源：《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从四方面培育外贸

发展新动能》，https://www.rmzxb.com.cn/2024-03-06/3504031.
shtml。

③2020年 4月，国务院同意在雄安新区等城市和地区设

立跨境电商综试区，考虑到 2017年 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设立河北省雄安新区，且文章研究时间跨度为 2010～2022
年，雄安新区这一样本计入河北省保定市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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