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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和高度细化的产品层面关税数据#探究进

口竞争对技术距离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竞争显著促进企业技术距离的缩减#

机制分析发现进口竞争主要通过促进低生产率企业进行更多创新的创新激励效

应和企业进入退出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化影响技术距离&异质性分析发现#进口

竞争对处于较弱国内竞争环境)低产品异质化行业)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及

低市场分割程度地区的企业有更强的技术距离缩减效应&

$进口竞争'技术距离'创新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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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国际贸易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为了加快市

场经济体制改革和融入多边贸易体制#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削减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

贸易自由化改革&自
!$$:

年加入
_a\

后#中国根据 ,中国入世协定书-承诺的关税水

平#对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平均关税总水平由
:;;<

年的
:%7#=

逐步降低到
!$:"

年的

;7%=

#而平均制造业关税水平由
:%7<=

降至
;7<=

&

! 关税减让引致的进口冲击不仅优

化了中国对外贸易结构#还满足了国内不断增加的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提升社会整体福

利水平&

然而#进口领域的贸易自由化#在促进中国进口贸易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国

内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进而影响企业的市场行为和绩效&既有研究发现进口竞争有助

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加成 !钱学锋等#

!$:F

")提升产品出口加成率 !祝树金等#

!$:;

")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 !张峰等#

!$!:

"和环境绩效 !邵朝对#

!$!:

"#但也有诸

如增加本地失业率 !

L02-1327*4Y

#

!$:"

"的负向效应&同时#许多研究对进口竞争如何

影响企业生产率展开讨论#但迄今关于中国进口贸易对生产率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对生产

率平均水平的增长效应 !余淼杰#

!$::

'简泽等#

!$:#

"#关于进口贸易对行业内企业

生产率分散程度的研究却寥寥无几&若单纯地分析平均生产率水平#会掩盖平均生产率

提升但资源错配恶化的现象#例如当头部企业生产率提升较多#低生产率企业生产率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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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普遍降低#行业内企业平均生产率也可能会提升#但此时生产率差距进一步扩大#不

利于行业均衡发展&

那么#进口竞争究竟会对中国行业内本土企业的生产率差距造成什么样的影响1 对

这个问题全面且深入的研究#能为理解中国进口政策调整引致的进口竞争对行业资源再

配置)平衡发展和效率提升的影响效应提供重要的经验依据&生产率差距的定义比较有

代表性的文献有
X-014lP32*47

!

!$:"

"和杨本建等 !

!$:F

"#用企业生产率与所在行业

技术前沿生产率的差值来表示该企业的技术距离#相比于生产率分位数差或方差仅反映

行业内企业生产率的分散程度#技术距离还能刻画企业在行业中的相对地位&既有文献

尚未探究进口竞争如何影响技术距离#对该重要问题的分析存在欠缺&技术距离的重要

性体现在$第一#技术距离的扩大可能加剧资源错配程度#影响经济发展&考虑到中国

制造业部门存在明显的规模扭曲和资本扭曲#这些扭曲约束和限制了高效率企业的生产

规模#阻碍了经济资源跨企业的流动和生产的集中#导致行业内企业间生产率存在较大

差异 !简泽#

!$::

"&生产率分散化长期存在暗示着资源再配置无法顺利进行 !罗德明

等#

!$:!

"#将会阻碍整个经济的增长 !

ZP(3'*)Jb43)-H

#

!$$;

"&第二#技术距离的

扩大可能抑制创新#影响经济效率&

Z*JJ*J*)JZ*11(P-)

!

:;;"

"研究发现与前沿技术

企业差距过大会抑制技术扩散从而影响创新&

L,3.-

O

4032*47

!

!$$"

"也指出企业是否

采取积极主动的创新策略取决于企业与技术前沿的距离&第三#技术距离加剧也将引致

工资差距扩大#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R*

OO

(-32*47

!

!$:$

")杨继东和江艇 !

!$:!

"研究

发现行业内企业间生产率差距高低与工人工资高低正相关#生产率差距减小有利于缩小

工人收入差距#增加社会福利&因此#如何缩小我国行业内技术距离对提升经济效率和

维持社会稳定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
:;;<

%

!$$<

年)

!$::

%

!$:"

年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和工业企业微观数据

全面探讨进口竞争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距离的影响#研究发现最终品关税减让引致的

进口竞争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内企业技术距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口竞争越激烈#企业

技术距离越小&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地#本文还

探究了进口竞争降低企业技术距离的作用机制#发现进口竞争通过促进中低生产率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活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缩减技术距离#通过提升在位低
aRC

企业

生产率)加速低
aRC

企业退出市场和高
aRC

企业进入市场来改变产业内企业生产率布

局进而缩减技术距离&此外#本文还讨论了国内竞争环境)行业产品差异化程度)行业

属性和地区政策保护异质性下#进口竞争对企业技术距离的不同影响&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既有文献主要关注进口竞争对微观企业平均生产率水

平的影响 !

L.(2(*)Jb-)()

O

P

#

!$$%

'余淼杰#

!$::

'简泽等#

!$:#

"#关于进口竞争

对行业内企业的生产率分布影响的研究较为缺乏&而本文创新性地以技术距离为研究对

象#在新贸易格局的背景下#讨论进口竞争对微观企业技术距离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

理解进口竞争对微观企业创新)产业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影响&第二#本文深入考察

了进口竞争对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并检验了是否促进了生产率收敛&一方面#考

察了进口竞争对不同生产率企业
aRC

的影响差异#验证了逃离竞争效应和创新租金消散

效应主要作用于
aRC

跨企业分布的不同部分#为低生产率企业实现技术追赶创造了客观

条件'另一方面#基于进口竞争能更大程度提升低生产率企业
aRC

的事实#进一步检验



:"$#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

卷

了行业内生产率存在
(

收敛#从侧面印证了行业内企业技术距离的缩减&第三#深入研

究进口竞争对企业技术距离的影响机制&一方面#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视角考察

进口竞争的创新激励效应&另一方面#从企业进入退出的特征考察了进口竞争对产业结

构变化的影响#丰富了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企业进入退出的相关文献&既有文献更多地

是分析企业在出口市场的进入和退出 !

M34(2N

#

!$$"

'

R3)

O

32*4Y

#

!$:F

"#或是直接分

析国内企业的进入退出行为#而研究进口冲击对国内企业进入退出的影响的文献较少&

第四#基于不同国内竞争环境)不同行业特征和不同市场分割程度对进口竞争对技术距

离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分析&在持续推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从企业)行业)地区差异

化特征分析进口竞争对技术距离的异质性影响#可以为制定保障本土企业健康良好发展

的政策方针提供理论参考和启示&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

!一"文献综述

进口竞争对生产率有何影响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已积累了较为丰富

的文献&因缺乏微观数据#早期研究主要从行业层面探究进口竞争与生产率之间的关

系#

a

5

E-02*)J_3P2E1--?

!

:;;D

"基于墨西哥制造业行业数据#考察了关税减让引致

的竞争效应对行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随着微观数据可获得性的增强#学术界对进口竞

争与生产率的关系研究从行业细化到企业层面&现有文献主要用进口渗透率)

_a\

和

最终品关税税率等来衡量进口竞争&钱学锋和高婉 !

!$!:

"以进口渗透率衡量进口竞

争#发现进口竞争将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简泽等 !

!$:#

"用中国加入
_a\

作为准

自然实验进行
B[B

实证分析#得出加入
_a\

引发的进口竞争促进生产率提高的结论&

而
_a\

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最终落脚点在于进口关税减让#相比其他指标#关税税率直

接对应到细化的产品数据#可以利用更多的信息#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进口竞争的重要

变量&

C*d3)(?

!

!$$!

"和
L.(2(*)Jb-)()

O

P

!

!$$%

"分别利用智利和印度尼西亚制造

业企业数据#深入研究了最终品关税减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最终品关税减让引

致的进口竞争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余淼杰 !

!$::

"基于
!$$$

%

!$$F

年企业微观

数据和高度细化的产品关税数据计算了最终品的进口关税水平#研究发现最终品进口关

税减让提升了生产率#且对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提升作用更大&

以上文献考察的均是进口竞争对生产率水平的影响#而进口竞争对行业内生产率分

散程度的研究较少&仅有的文献中#简泽等 !

!$:#

"和杜艳等 !

!$:F

"得出相反的结

论#简泽等 !

!$:#

"用加入
_a\

代理进口竞争#研究发现进口竞争提升高生产率企业

aRC

而降低低生产率企业
aRC

#但其研究重点仍在于促进平均生产率提升#对行业生产

率分布变化的分析仅是一个拓展分析#未进行深入研究&杜艳等 !

!$:F

"用
!$$:

年关

税水平作为进口竞争代理变量#研究发现进口竞争促进了行业生产率分散程度降低#但

欠缺深入解析和具体机制识别&同时#行业生产率分散程度和行业内技术距离虽然都能

反映资源配置情况#但两者不是同一概念#相比生产率分散程度#技术距离可以利用更

多企业信息#刻画企业在行业中的相对地位&既有关于技术距离的研究已经证明技术距

离能够通过影响国家决策来推动国家经济增长 !

L,3.-

O

4032*4Y

#

!$$F

"#加大国家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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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难度而妨碍国际贸易 !傅帅雄和罗来军#

!$:%

"#影响上游竞争对下游生产力作用强度

!

X-014lP32*4Y

#

!$:"

"#扩大工人工资差距 !

R*

OO

(-32*4Y

#

!$:$

'杨继东和江艇#

!$:!

"和

抑制企业创新活动 !

Z*JJ*J*)JZ*11(P-)

#

:;;"

'

L,3.-

O

4032*4Y

#

!$$"

"等&

总结既有文献#第一#文献主要研究进口竞争对行业和企业平均生产率水平的影

响#而缺乏其对行业内企业与技术前沿距离的影响分析&仅关注生产率平均水平的变

化#可能会忽视进口竞争导致的行业间生产率差距持续扩大引致的行业发展失衡和资源

扭曲问题&第二#相关研究缺乏探究进口竞争导致行业间生产率差异化变动的机制分

析#因而无法根据背后作用机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进口竞争影响技术距离的理论机制

:7

创新激励效应

创新是企业生产率进步的一个重要渠道&

L

O

'(-)32*47

!

!$$:

"构建了 *循序渐进+

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引发企业技术增长的创新取决于市场竞争程度和企业在市场

中的地位#相比于领导者#行业跟随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为了不被淘汰而进行创新以

提高竞争力#与行业技术前沿生产率差距缩小#实现技术追赶&进口竞争可以发挥 *逃

离竞争效应+#即通过引入外部竞争倒逼企业通过创新逃离竞争带来的生存威胁#从而

实现生产率的提升 !

Z-4.3P*)JQ,'.(2N

#

!$:$

'简泽和段永瑞#

!$:!

"&进口冲击也会

产生 *创新租金消散效应+#即外部市场竞争的引入与增强导致企业创新租金的消散#从

而降低企业从事创新和提高生产率的激励 !

S-.31

#

:;;$

"&若逃离竞争效应在行业跟随

者而创新租金消散效应在行业领导者中发挥主要作用#就会出现行业尾部企业向头部企

业的技术追赶#实现技术距离的缩短&当进口竞争加剧时#低生产率企业因其产品更容

易被替代#将失去更多的市场份额#破产的可能性更大 !

Q,'.(J2

#

:;;%

"#此时逃离竞

争效应发挥主要作用#企业加大创新提升生产率'高生产率企业因其在竞争中处于有利

的地位#市场份额下降和被淘汰的风险相对较小#此时创新租金消散效应发挥主要作

用#企业减少创新而减缓生产率提升 !简泽和段永瑞#

!$:!

"&因而#在行业中低生产

率企业生产率提升速度要快于代表行业技术前沿的高生产率企业#两者之间的生产率差

距将越来越小#意味着行业内企业技术距离的缩小&

!7

企业进入退出

进口竞争不仅会影响企业生产和技术升级决策#还会影响企业进入和退出&企业进

入退出是市场实现资源再配置的重要渠道&产出关税减让增加了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

的总量#加剧国内市场竞争程度&低生产率企业产品可替代性强#在进口竞争冲击下#

市场份额萎缩#企业利润急剧降低#甚至出现亏损#企业被迫退出市场#实现达尔文选

择过程 !

Q

5

d31P-)

#

!$::

"&达尔文选择效应使低生产率企业在均衡时退出市场#而高生

产率企业得以存续 !

Z*42(H*)

O

31

#

!$::

"&加剧的市场竞争给高生产率企业提供更多的

机会#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企业进入市场&李平等 !

!$:!

"分析发现市场竞争的加剧

提高了在位企业留在市场上所需的最低生产率水平#迫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同时

提高了企业进入市场的生产率临界值#市场自发选择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市场#最终

实现生产率水平整体提升和行业内企业技术距离的缩减&



:"$F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

卷

三!实证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实证模型

为考察进口竞争对行业生产率分布变化的影响#本文以企业的技术距离为研究对

象&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

2#

9

+

'

(

$

(

(

:

WD+

2

D+I;7#

EE

9

+

(

,

#+

T

)(

$

#

(+

9

(#

+

(

/

#

9

+

# !

:

"

其中#

#

表示企业#

9

表示行业#

+

表示年份&

\;

2#

9

+

为被解释变量#即企业技术距离&

WD+

2

D+I;7#

EE

9

+

为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测度了进口竞争的大小&

,

#+

为一系列控制

变量#将在后文介绍&本文还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

$

#

")行业固定效应 !

+

9

")年份固

定效应 !

#

+

"#

/

#

9

+

为误差项&

WD+

2

D+I;7#

EE

9

+

越小#进口竞争程度越强&因此#若
(

:

$

$

表示进口竞争推动了企业技术差距的缩小'若
(

:

'

$

表示进口竞争扩大了技术差距&

!二"变量构建

:7

企业技术距离

根据研究对象不同和数据可获得性#既有研究关于技术距离的度量方式有以下几

种$!

:

"国内企业与世界前沿的技术距离$用中国行业劳动生产率与代表世界技术前沿

的美国相对应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度量行业技术距离 !

L

O

'(-)32*4Y

#

!$$;

'孙浦阳

等#

!$:D

"'!

!

"我国企业内部的技术距离$用企业所在行业最高的技术水平与企业技

术水平的差值来衡量企业技术距离 !

X-014lP32*4Y

#

!$:"

"&本文研究关心的是中国制造

业企业生产率的分布#用第一种方法不能体现这种分布特征#而采用国内行业最高生产

率企业
aRC

作为技术前沿计算的技术距离不仅能衡量国内行业生产率分散程度#还能刻

画企业在行业中的相对地位&因此#本文参照
X-014lP32*47

!

!$:"

"和杨本建等

!

!$:F

"#用企业
aRC

与中国企业所在四位数行业中最高
aRC

的差值来表示该企业与国

内行业技术前沿的技术距离#计算公式为$

\;

2#

9

+

'

4)+

E2

9

+

5

!!

(

+

E2#

9

+

! "

'

4)+

E2

9

+

5

!!

)

4)+

E2#

9

+

# !

!

"

其中#

#

表示企业#

9

表示行业#

+

表示年份&

+

E2#

9

+

表示企业生产率#衡量企业的技术

水平'

+

E2

9

+

5

!!

表示
#

企业所在行业
9

中的最高企业生产率#代表行业的技术前沿&企业生

产率使用
L&R

方法计算 !

L,?31E31

O

32*4Y

#

!$:D

"&

!7

进口竞争

本文参照
R31)*)J3P

!

!$$%

")毛其淋和盛斌 !

!$:#

"#采用反映国外厂商竞争程度

的最终品关税来度量进口竞争#其计算方法为$

WD+

2

D+I;7#

EE

9

+

'

#

>

,

P

9

B

>+

[

+;7#EE

?

>+

#

>

,

P

9

B

>+

# !

"

"

其中#下标
9

)

+

和
>

分别表示行业)年份和
ZQF

位码产品#

P

9

表示行业
9

的产品集合#

B

>+

和
+;7#

EE

?

>+

分别表示产品
>

的税目数和进口关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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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如下变量&!

:

"企业年龄与企业年龄的二次项 !企业年龄可能不是线性

影响企业技术距离"'!

!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参照
Z0*)

O

32*47

!

!$:%

"#将国有资本

超过
"$=

的企业定义为国有企业' !

"

"出口虚拟变量$出口值不为
$

的企业为出口企

业'!

#

"企业利润率$用
:$$g

!企业利润(企业总资产"计算所得'!

D

"资产负债率$

用
:$$g

!总负债(总资产"表示'!

F

"企业相对规模$由
:$$g

!企业工业总产值(所在

行业总产值"得到'!

%

"资本密集度$为企业固定资本(年全部从业人员平均数'!

<

"行

业竞争$参考
&*(*)J](0

!

!$$;

"#使用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作为国内行业竞争的衡量指

标#计算方式为
:$$g

!行业总税前利润(行业总销售额"&

!三"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主要基于两套数据&第一套数据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选取样本时

期为
:;;<

%

!$$<

年和
!$::

%

!$:"

年#没有使用
!$$;

年和
!$:$

年是基于数据质量考虑#

对比 ,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指标和这两年工业企业数据加总

指标偏离较大 !

X1*)J232*4Y

#

!$:%E

"&本文采用
AX

(

a!$$!

编码为
:"

%

#!

的
!;

个制造

业行业的企业数据&参考
&*(*)J](0

!

!$$;

"#剔除了数据缺省和与会计准则不符的样

本#即剔除从业人数缺失和小于
<

)工业增加值或中间投入大于总产出)固定资产原

值小于固定资产净值)主营业务小于
D$$

万元和真实资本存量小于
$

)实收资本小于

等于
$

的样本&

第二套数据为
ZQF

位码关税数据#

!$$:

%

!$:"

年关税数据来自
_a\

的
a*1(II

B-H)4-*JR*,(4(2

5

数据库#

:;;<

%

!$$$

年关税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首先#将
:;;<

%

!$$$

年
ZQ<

位码的产品进口关税数据归并为相对应的
ZQF

位码水平'其次#根据联合

国统计司提供的
ZQ:;;F

)

ZQ!$$!

)

ZQ!$$%

与
ZQ!$:!

之间的转化表将关税的产品统

计口径统一为
ZQ!$$!

版本'最后#根据
X1*)J232*47

!

!$:%*

"提供的
ZQ!$$!GAX

(

a!$$!

转换表#将
ZQ!$$!

版本的
ZQF

位码产品进口关税整合得到
AX

(

a!$$!

四位数产

业关税#与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构建回归样本&

本文实证研究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

所示&被解释变量技术距离均值为

!7%<

#而最大值为
F7:$

#表明技术距离普遍存在#不同企业技术差距不一&行业平均利

润率为
!7%<=

#表明行业普遍具有较强的竞争性&企业相对规模均值为
$7$:=

#最大值

为
$7!!=

#说明企业相对所在行业规模不大#不存在巨星企业&

表
$

!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

2

技术距离
:<:!F!% !7%< :7": $ F7:$

WD+

2

D+I;7#

EE

进口竞争 !

=

"

:<:!F!% ::7<; %7!% $ ::"7$F

%7=

E

#+

.

#BFD>+7

1

行业竞争 !

=

"

:<:!F!% !7%< D7$: V!<7$: ::7%D

3

C

@

企业年龄 !年"

:<:!F!% ;7"D %7<" :7$$ #%7$$

3

C

@!

年龄平方 !年
m!

"

:<:!F!% :#<7%" ":#7FD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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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

.

=6B@F

是否国有
:<:!F!% $7:< $7"; $ :7$$

*J

2

=7+

是否出口
:<:!F!% $7!F $7## $7$$ :7$$

H;+#=

.

2

7=

E

#+

利润率 !

=

"

:<:!F!% :D7$D :<7"$ :7$< ;:7<$

H@:;+#O@

.

>N;:@

相对规模 !

=

"

:<:!F!% $7$: $7$" $ $7!!

!@O@7;

C

@

资产负债率 !

=

"

:<:!F!% D$7%! !D7F; $7%! :$!7:"

.:

.

7;+#=

资本密集度 !万元(人"

:<:!F!% :::7$" !$F7D! :7!< :#<:7:#

四!实 证 结 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模型 !

:

"的回归结果如表
!

所示#表中第 !

:

"列为仅将技术距离对进口竞争回

归并控制了企业)行业)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的实证结果#该结果显示
WD+

2

D+I;7#

EE

的

回归系数在
:=

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进口竞争显著促进企业技术距离的缩减&表中第

!

!

"列在第 !

:

"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控制变量#其回归结果显示
WD+

2

D+I;7#

EE

的

回归系数为
$7$:#"

!在
:=

水平上显著"#最终品关税水平每下降
:$=

#技术距离将下

降
$7:#"

#该值为企业技术距离均值的
D7:#=

&在进口竞争冲击下#国内企业 !尤其是

纯内销企业"生存压力增大#为了生存必须通过研发创新等方式来提升生产率进而增强

市场竞争力&越是生产率低下的企业受到的进口竞争冲击压力越大#越有动力提升生产

率#进而缩小了与行业技术前沿的技术距离&

表
'

!

实证回归结果

变量

基准回归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

2

\;

2

WD+

2

D+I;7#

EE

\;

2

!

:

" !

!

" !

"

" !

#

"

WD+

2

D+I;7#

EE

$7$:!<

"""

!

$7$$$"

"

$7$:#"

"""

!

$7$$$"

"

$7$:F:

"""

!

$7$$$D

"

WD+

2

D+I;7#

EE

.

PV

$7<<D"

"""

!

$7$$!:

"

.:@#<@7

C

@BX%;;

2

!S

/

!D<<"7!F

0

!

$7$$$$

"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0 :F!FF$! :F!FF$! ;"%$$$ ;"%$$$

H

!

$7%<! $7%;; $7;<D $7$<"

!!

注$!

:

"

"""

)

""

)

"分别表示在
:=

)

D=

和
:$=

水平上显著'!

!

"括号中为行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

"固定效

应包括企业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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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

:7

内生性

L.(2(*)Jb-)()

O

P

!

!$$%

"和余淼杰 !

!$::

"认为进口竞争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

题#企业的生产率表现会对政府的关税政策制定产生反向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对进口

竞争的内生性问题进行考虑&借鉴
A*P2-)*)Ja13I431

!

:;;%

")

X3*04(30

!

!$$$

"及毛其淋

和盛斌 !

!$:#

"的做法#本文分两步构造最终品关税税率的工具变量$第一步#以
!$$:

年

的行业产出关税对
:;;<

%

!$$$

年的行业产出)工资)进口等行业特征的变化率进行横截面

回归#得到行业最终品关税的拟合值
WD+

2

D+I;7#

EE$:

5

!!!!

'第二步#对所有行业使用根据中

国入世协定书承诺的关税水平计算得到的共同关税减让规则#结合
WD+

2

D+I;7#

EE$:

5

!!!!

#得

到
!$$:

年后相应年份产出关税的拟合值
WD+

2

D+I;7#

EE+

5

!!!!

#而
!$$:

年前用产出关税的实

际值#最终得到本文的工具变量
WD+

2

D+I;7#

EE

.

PV

&由于中国入世协定书承诺的关税水

平是事前约定的#拟合值
WD+

2

D+I;7#

EE$:

5

!!!!是
!$$:

年前数据回归而得#不随时间)经济

和政治等因素变化#因而工具变量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中国实际执行的关税是以入世

协定书承诺的关税水平为基础#因而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
WD+

2

D+I;7#

EE

相关&表
!

中

第 !

"

")!

#

"列为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结果#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
WD+

2

D+I;7#

EE

.

PV

和进口竞争
WD+

2

D+I;7#

EE

回归系数为
$7<<D"

#在
:=

水平上显著#

.:@#<@7

C

@BX%;;

2

!S

统计量为
!D<<"7!F

#显示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显著相关'第二阶段回归中解释变量

WD+

2

D+I;7#

EE

的回归系数为
$7$:F:

!在
:=

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系数
$7$:#"

较

接近#表明使用工具变量回归和不考察内生性时结果差异不大#因此#后文均采用普通

面板回归&

!7

变更进口竞争和技术距离的衡量指标

!

:

"重新测算技术距离&重新定义技术距离为企业与行业
;;=

)

;%=

以上分位数企业

生产率均值的距离#表
"

第 !

:

")!

!

"列结果显示进口竞争增强仍能显著降低技术距离&

!

!

"重新衡量进口竞争&一是采用进口渗透率来衡量进口竞争#二是将加入
_a\

作为准

自然实验来衡量!进口竞争&回归结果如表
"

第 !

"

")!

#

"列所示#系数仍显著为负&

!

"

"改变样本量&由于最终品关税下降引致的进口竞争对内销型企业的影响显著#对纯

出口型企业的影响较小#因而将纯出口型企业删除进行回归&表
"

第 !

D

"列显示估计

结果稳健&同时#为了消除
!$$<

年后全球金融危机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删除了
!$$%

年

后的数据进行回归#表
"

第 !

F

"列结果显示进口竞争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系数相近&

!

#

"控制其他政策&考虑同期其他政策 !如外资准入政策和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等"可能

干扰结果#因而在回归中加入衡量外资准入政策和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变量以控制其他

政策对结论的影响#用外资准入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

KF#

.

#BO@>+-@B+

"

!

$

参照毛其淋和盛斌 !

!$:#

"#计算四位数行业下最终品关税变化率的绝对值 !

4)I;7#

EE$!

V4)I;7#

EE;<

(

4)I;7#

EE;<

"#并将中位数记作
+

#变化大于
+

为处理组#其余为控制组#

!$$!

年及以后为政策实施期&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
!$$!

年调整范围最大#以
!$$!

年为外资准入政策实施年#参考
]032*47

!

!$:%

"做法#将放松行业作为处理组#不变行业作为控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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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有企业占行业份额 !

"W*

.

7;+@

"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如表
"

第 !

%

"列所示#系数

仍显著为正&

表
+

!

稳健性检验

变量
\;

2

! \;

2

" \;

2

\;

2

\;

2

\;

2

\;

2

!

:

" !

!

" !

"

" !

#

" !

D

" !

F

" !

%

"

WD+

2

D+I;7#

EE

$7$:$!

"""

$7$$<$

"""

$7$:"<

"""

$7$:!:

"""

$7$:#!

"""

!

$7$$$"

" !

$7$$$"

" !

$7$$$"

" !

$7$$$"

" !

$7$$$"

"

P-

2

=7+

.

N=-

2

@+#+#=B

V$7$D%!

" "

!

$7$"!;

"

$IW

V$7$<!<

"""

!

$7$$#F

"

KF#

.

#BO@>+-@B+

$7:#<D

"""

!

$7$$D#

"

"W*

.

7;+@ V$7$:$D

!

$7$:$F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0 :F!FF$! :F!FF$! :D;:%"; :D;$:"F :D:F%"F ;%;F<# :#FD!D;

H

!

$7%DD $7%!$ $7<$$ $7<$: $7%;F $7%%! $7<$#

!!

注$同表
!

&

五!拓展性分析"机制和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分析

行业产出关税减让引致的市场竞争加剧对企业产生 *竞争逃离效应+或 *创新租金

消散效应+&不同生产率企业受到进口竞争的冲击程度不同#采取的应对策略也不同#

因而两种效应如何影响不同生产率企业也将存在结构性差异&本文以行业内生产率四分

位数将样本分为四个子样本#来检验进口竞争对不同生产率企业
aRC

的影响差异&表
#

第 !

:

"%!

#

"列结果显示#当生产率高于
"

(

#

分位数时#

WD+

2

D+I;7#

EE

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正#说明进口竞争对企业提升生产率起到抑制作用&当生产率低于
"

(

#

分位数时#

WD+

2

D+I;7#

EE

的回归系数为负#进口竞争对企业提升生产率起到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进口竞争更大程度地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
aRC

的增长#则行业内的

aRC

应呈现
(

收敛特征#行业内企业技术距离将缩短&参考简泽和段永瑞 !

!$:!

"#构

建以下模型来考察进口竞争对
aRC

收敛过程的影响$

#

IK%

#

9

+

'

(

$

(

(

:

!7IK%

#

9

+

(

(

!

!7WD+

2

D+I;7#

EE

9

+

(

(

"

!7IK%

#

9

+

[

!7WD+

2

D+I;7#

EE

9

+

(

,T

#+

)(

Q

+

(#

#

(

.

#

9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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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

!7IK%

#

9

+

为滞后一期
aRC

#

!7WD+

2

D+I;7#

EE

9

+

为滞后一期行业产出关税&表
#

第 !

D

"列结果显示
!7IK%

#

9

+

和
!7WD+

2

D+I;7#

EE

9

+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交互项

!7IK%

#

9

+

g!7WD+

2

D+I;7#

EE

9

+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进口竞争显著促进了企业

aRC

的增长和条件收敛#企业所处行业进口竞争越激烈#条件收敛速度越快#行业内企

业间
aRC

越接近#技术距离越小&

表
,

!

进口竞争基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变量
IK%

3@

7%D

@

7%D

$

IK%

3@

7D

@

7D

$

IK%

3@

7!D IK%

'@

7!D

#

IK%

!

:

" !

!

" !

"

" !

#

" !

D

"

WD+

2

D+I;7#

EE

$7$$$;

"

V$7$$$D

""

V$7$$$$

V$7$$:D

"""

!

$7$$$D

" !

$7$$$"

" !

$7$$$!

" !

$7$$$D

"

!7IK%

V$7%!<$

"""

!

$7$$:;

"

!7WD+

2

D+I;7#

EE

V$7$$#"

"""

!

$7$$$"

"

!7IK%

$7$$$F

"""

g!7WD+

2

D+I;7#

EE

!

$7$$$: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0 ""$D:$ !F!#;% """#$; ":!#<! ;:F;D$

H

!

$7<%< $7;%# $7;%F $7;"# $7D$:

!!

注$!

:

"

"""

)

""

)

"分别表示在
:=

)

D=

和
:$=

水平上显著'!

!

"括号中为行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

"!

:

"%

!

#

"列固定效应包括企业)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第 !

D

"列为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7

创新激励效应

前文分析得出#在进口竞争冲击下#中低生产率企业主要受到竞争逃离效应的影

响#而高生产率企业主要受到创新租金消散效应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需进一步探究进口

竞争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生产率#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为进一步说明不同生产率企业

在进口竞争下创新活动强度的差异#导致行业内企业生产率提升速度不同#进而引发行

业内企业技术距离的变动#本文加入了企业上一期生产率水平来构造模型$

#BB=O;+#=B

#

9

+

U

(

$

W

(

:

WD+

2

D+I;7#

EE

9

+

W

(

!

WD+

2

D+I;7#

EE

9

+

g!7IK%

#

9

+

W

(

"

!7IK%

#

9

+

W,T

#+

)

W

$

#

W

+

9

W

&

+

W

/

#

9

+

# !

D

"

其中#

#BB=O;+#=B

#

9

+

为创新的代理变量#本文从创新投入 !研发投入"和创新成果 !专利

和新产品"两方面进行考察#用企业研发投入与利润总额的比值衡量的研发强度表示创

新投入#用新产品产值的对数和企业专利申请数的对数来表示企业创新成果&

!7IK%

#

9

+

为滞后一期
aRC

#加入其与行业产出关税构成交互项以考察在面对进口竞争冲击时#是

否上一期生产率较低的企业本期会进行更多创新活动&交互项系数
(

!

代表不同生产率企

业受进口竞争影响的差异#若
(

!

$

$

#表示面临进口竞争时#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创新激

励越小'进口竞争对企业创新影响的边际总效应为
(

:

W

(

!

!7IK%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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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显示了基于式 !

D

"的回归结果&如第 !

:

"列所示#研发投入与行业关税交互

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进口竞争对生产率高的企业研发投入激励相对更小#行业产出关

税税率的边际影响为
V$7$!D:W$7$$$<!7IK%

#

9

+

#当
!7IK%

#

9

+

较低时#

WD+

2

D+I;7#

EE

的边际影响为负#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边际影响绝对值变小&该结果表明对于

低生产率企业#进口竞争对其研发具有促进作用#随着生产率提升#进口竞争对研发投

入的促进作用降低&如第 !

!

"列所示#新产品产值与行业关税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进口竞争对生产率高的企业新产品研发激励相对更小#

WD+

2

D+I;7#

EE

的边际影响

为
V$7$$D$W$7$$:%!7IK%

#

9

+

#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边际影响绝对值变小#

当
!7IK%

#

9

+

超过
!7;#

时#边际影响为正&该结果也说明进口关税减免引致的进口竞争

激发了低生产率企业进行更多创新&表中第 !

"

"%!

F

"列则是以专利衡量创新成果的回

归结果$第 !

"

"列是总专利#第 !

#

"%!

F

"列细分为发明)实用型和设计型三种专利&

回归结果显示#

WD+

2

D+I;7#

EE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进口

竞争对生产率高的企业专利发明激励相对更小&这是因为相对于高生产率企业#低生产

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受进口竞争的冲击更大#不得不进行创新和变革来

提升生产率#最终缩小与高生产率企业的技术距离&此外#三种专利的生产率临界值$

设计专利最高 !

:!7#

"#实用专利次之 !

!7<F

"#发明专利最小 !

:7#

"&

表
-

!

进口竞争基于企业生产率的创新激励效应

变量
研发强度

4)

新产品
4)

专利
4)

发明专利
4)

实用专利
4)

设计专利

!

:

" !

!

" !

"

" !

#

" !

D

" !

F

"

WD+

2

D+I;7#

EE

V$7$!D:

"""

!

$7$$DD

"

V$7$$D$

"""

!

$7$$:%

"

V$7$$FF

"

!

$7$$:$

"

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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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V$7$$F$

"""

!

$7$$$<

"

V$7$$F!

"""

!

$7$$$F

"

WD+

2

D+I;7#

EE

g!7IK%

$7$$$<

"""

!

$7$$$"

"

$7$$:%

"""

!

$7$$$#

"

$7$$:;

"""

!

$7$$$"

"

$7$$:$

"""

!

$7$$$!

"

$7$$!:

"""

!

$7$$$"

"

$7$$$D

"""

!

$7$$$!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0 #F;:D! D$!F<" <%%;% <%%;% <%%;% <%%;%

H

!

$7:F$ $7%"" $7%!D $7F<< $7%$# $7FD#

!!

注$!

:

"

"""

)

""

)

"分别表示在
:=

)

D=

和
:$=

水平上显著'!

!

"括号中为行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

"截距

项)控制变量和
]7IK%

回归系数由于篇幅原因#进行了省略&

!7

企业进入退出效应

进口竞争不仅会激发企业创新#还会对在位企业生产率变动和企业进入退出产生影

响&首先#本文探究进口竞争对行业内进入退出企业数量的影响&如表
F

第 !

:

")!

!

"

列所示#行业产出关税下降引致的进口竞争加剧了企业的进入和退出&然后#进一步考

察进口竞争对进入退出企业结构的影响&如第 !

"

")!

#

"列所示#以行业进入企业中高

aRC

企业!比例和行业退出企业中低
aRC

企业比例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研究发现进

口竞争推动行业内更多高生产率企业进入市场和更多的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 #进而实

!

生产率大于行业当年企业生产率中位数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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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了行业内高生产率对低生产率企业的替换#使得高生产率企业比重增加#整个行业内

企业技术距离实现缩减&但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在位低
aRC

企业受到进口竞争影响后

aRC

降低或者
aRC

上升速度慢于在位高
aRC

企业#在更多高
aRC

企业进入和低
aRC

企业退出的情况下行业平均技术距离仍将增加&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进口竞争对在位

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表
F

列 !

D

"回归结果显示#进口竞争促进了在位企业技术距离的

缩小&对其生产率分析#结果如列 !

F

"所示#上期低
aRC

企业
aRC

上升速度要快于高

aRC

企业&综上所述#进口竞争主要是通过提升在位低
aRC

企业生产率)高
aRC

企业

进入率和低
aRC

企业退出率来实现行业内平均技术距离的缩减&

表
O

!

考察进入退出

变量
进入企业量 退出企业量

进入企业中高

aRC

企业比例

退出企业中低

aRC

企业比例

在位企业

A*

`

在位企业

aRC

!

:

" !

!

" !

"

" !

#

" !

D

" !

F

"

WD+

2

D+I;7#

EE

V$7$":!

"""

!

$7$$!D

"

V$7$"!F

"""

!

$7$$!D

"

V$7$$"D

"""

!

$7$$::

"

V$7$$:F

"""

!

$7$$$D

"

$7$:#!

"""

!

$7$$$#

"

V$7$:;D

"""

!

$7$$$#

"

WD+

2

D+I;7#

EE

g!7IK%

$7$:$"

"""

!

$7$$$: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0 D$!# DDD: D$!# D### ::<<FD; ;:%::F

H

!

$7F!# $7%:; $7!$" $7!;: $7<:# $7<%D

!!

注$!

:

"

"""

)

""

)

"分别表示在
:=

)

D=

和
:$=

水平上显著'!

!

"括号中为行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

"!

:

"%

!

#

"列固定效应包括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第 !

D

")!

F

"列为企业)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二"异质性

:7

国内竞争环境

进口竞争主要通过加剧市场竞争以使企业对竞争程度变动做出反应#当企业原本所

处国内竞争环境不同时#此时竞争环境的进一步改变带来的边际影响也会不同 !

]0*)J

c0

#

!$:D

'邵朝对#

!$!:

"&本文参照
]0*)Jc0

!

!$:D

")邵朝对 !

!$!:

"#选取企业所

有制和所处地理位置 !沿海与内陆"来代理企业所处竞争环境的差异&一般而言#国有

企业和内陆地区企业受到的国内竞争相对较小&表
%

中第 !

:

"列显示进口竞争与是否

为国有 !

Q\+

"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进口竞争显著促进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技

术距离缩减#且对国有企业技术距离缩减力度更大&第 !

!

"列显示进口竞争与是否为

沿海城市 !

"@;

.

N#+

1

"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相比沿海城市企业#进口竞争对内

陆城市企业的技术距离有更大幅度缩减&以上结果表明对于原本处于更弱国内竞争环境

的企业#其面临相同的进口竞争强度时#技术距离的缩减将更大&

!7

行业产品差异化程度

行业产品差异化程度不同#企业产品在市场中的替代性和竞争力也将不同&进口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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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对行业产品差异化程度不同的企业生产率有异质性影响 !余淼杰和李晋#

!$:D

"&参

考
S*0,'

!

:;;;

")余淼杰和李晋 !

!$:D

"#本文将
ZQF

位码产品分为同质性产品和异质

性产品!

#并构造行业产品差异化程度&表
%

中第 !

"

"列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

著为负#表明进口竞争对产品差异化程度更低的行业技术距离的缩减作用要大于产品差

异化程度高的行业&原因在于#产品差异化程度越低越容易被替代#市场竞争更加激

烈#受到进口竞争引致的市场挤占冲击更大#这类型行业内企业面对生存压力更大#提

升全要素生产率需求更加迫切#生产率上升速度更快#有利于缩短技术距离&

"7

行业要素密集度

因行业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同#模仿和学习能力不同#自我创新难度也各异#进口竞

争对其技术距离影响将不同&本文参考鲁桐和党印 !

!$:#

"将行业根据要素密集度分为

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表
%

中第 !

#

"列显示#进口竞争对劳动 !基准组"和资本

密集型行业 !

5;

2

.

#B+@B>#+

1

"技术距离的缩小有显著促进效应#而扩大了技术密集型行

业 !

I@N

.

#B+@B>#+

1

"的技术距离&杨本建等 !

!$:F

"指出#生产率较低的劳动)资本密

集型行业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现有成熟技术实现自身技术的提升#提升难度相对更低#

有利于技术追赶'而生产率较高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将外在技术转化为自身可用技术#需

要更多的研发投资)更加专业的技术人员)更先进的设备和中间产品#提升难度大&因

而进口竞争对技术密集行业技术距离缩小效应为负&

#7

地区政策保护

区域的制度环境不仅会影响单个企业的交易和技术选择 !

L,3.-

O

4032*4Y

#

!$$%

"#

还会影响当地政府的行为和市场竞争的效果 !

X0,,(1-PP(32*4Y

#

!$:"

"&企业所处地区因

其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及地区政策等差异形成了产品的市场分割&市场分割程度越高#

要素在地区间流动性越差#市场竞争程度减弱#国外产品对本土产品的冲击作用较小&

表
%

第 !

D

"列显示进口竞争仍缩减了企业技术距离 !市场分割指数均小于
:

#交互项系

数不会改变进口竞争的影响方向"#但进口竞争对市场分割程度较高地区内的企业技术

距离的缩减程度远小于低市场分割地区的企业&因此#该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保护政策

一方面可以保护本地企业)减缓进口冲击#另一方面却阻碍了行业内资源配置的优化#

故根据实际需审慎地实施保护政策&

表
)

!

异质性分析

变量
\;

2

\;

2

\;

2

\;

2

\;

2

!

:

" !

!

" !

"

" !

#

" !

D

"

WD+

2

D+I;7#

EE

g"W*

$7$$:!

"""

!

$7$$$"

"

WD+

2

D+I;7#

EE

g"@;

.

N#+

1

V$7$$#$

"""

!

$7$$$#

"

!

$

同质性产品是指在交易所交易或者具有指导价格的产品'异质性产品则是既不在交易所交易也没有指导价

格的产品&

!

劳动密集型产业$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皮毛)木材)家具)工艺品'资本密集型产业$造纸)印刷)

石油加工)化学)塑胶)塑料)金属)非金属'技术密集型产业$电子)机械)设备)仪表)医药)生物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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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杨岚等$进口竞争与技术距离
:":D

!

!续表"

变量
\;

2

\;

2

\;

2

\;

2

\;

2

!

:

" !

!

" !

"

" !

#

" !

D

"

WD+

2

D+I;7#

EE

gH;DN?

.

N=B

V$7$$:<

"""

!

$7$$$D

"

WD+

2

D+I;7#

EE

gI@N

.

#B+@B>#+

1

V$7$$<$

"""

!

$7$$$F

"

WD+

2

D+I;7#

EE

g5;

2

.

#B+@B>#+

1

V$7$!!#

"""

!

$7$$$F

"

WD+

2

D+I;7#

EE

gS;74@+

.

>@

C

V$7$$:<

"""

!

$7$$$!

"

WD+

2

D+I;7#

EE

$7$:#:

"""

$7$:F:

"""

$7$:#;

"""

$7$:;%

"""

$7$:!D

"""

!

$7$$$"

" !

$7$$$#

" !

$7$$$#

" !

$7$$$#

" !

$7$$!!

"

S;74@+

.

>@

C

$7$!#D

"""

!

$7$$"F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否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g

地区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0 :F!FF$! :F!FF$! :F!FF$! :F!FF$! :"$D;:#

H

!

$7%;; $7%;; $7%;; $7<$$ $7<:%

!!

注$同表
!

&

六!结
!!

论

对外贸易新格局下#本文对进口竞争和技术距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得出了如下

研究结论$进口竞争促进了技术距离的缩减&机制分析进一步发现进口竞争主要通过创

新激励效应和企业进入退出导致行业结构变化来影响技术距离&基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

出分析进口竞争的创新激励效应发现#进口竞争强度上升#企业研发创新投入将显著上

升#专利成果和新产品产值这两个创新产出也将显著增加#表明行业产出关税减让引致

的进口竞争对于创新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进口竞争对行业内高生产率企业提升生产

率具有抑制作用#对中低生产率企业提升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探究企业进入退

出引发的行业结构变化#发现进口竞争通过提升在位低
aRC

企业生产率)高
aRC

企业

进入比例和低
aRC

企业退出比率使得行业平均技术距离缩减#表明进口竞争对行业生产

率分布具有调整效应&本文异质性分析发现进口竞争的提升#将会使得处于较弱国内竞

争环境)行业异质化程度较低企业的技术距离缩减更多'且对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技



:":F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

卷

术距离的缩小有显著促进效应#但扩大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距离'而进口竞争加剧

对市场分割程度更低的地区企业技术距离的缩减作用要强于高市场分割地区&本文不仅

丰富了有关进口竞争影响的文献研究#而且从技术距离缩减的视角凸显了持续扩大贸易

自由化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对促进创新发展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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