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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影响出口贸易增长吗?

———基于城市层面数据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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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家精神是激发地方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它对地区的出口贸易增长究竟存在何种影响? 基于

中国 2005—2013 年城市层面的经济统计数据，采用历史上的煤炭储量作为工具变量来识别企业家精神对出

口贸易增长影响的因果机制。结果发现，城市临近地区历史上的煤炭储量会对其企业家精神产生抑制; 而企

业家精神在推动城市出口贸易增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更为活跃的企业家精神

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效应更强，且其促进作用存在不均匀性。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出口促进政策时，应

更多地关注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出口潜力，通过创造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家精神，以带动地区出口

贸易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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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自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出口贸易规模逐渐增加，已经成为经

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商务部 2017 年春季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显示，除 2009 年、2015
年和 2016 年以外，中国出口总额都呈正向增加，2013 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为 4. 1589 万亿美元，成就

了世界上货物贸易首次超过 4 万亿的奇迹。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需求不足，发达

经济体投资活动低迷，贸易摩擦逐渐加剧，国内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下降，进而影响到中国出口贸

易的国际竞争力。2009 年货物出口增速为 － 16%，10 年来首次出现出口贸易负增长，2015 年和 2016
年中国出口增速分别为 － 2. 9%和 － 7. 7%。2017 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全球市场上有望保持基本

稳定，但国内外环境依旧复杂严峻。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2017 年 9 月正式公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

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是自建国以来第一次发布文件明确

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价值和地位，意见指出，建造企业家健康发展环境，发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以激发市

场活力，为经济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在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依靠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

贸易增长模式无法实现中国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

内生动力，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释放将会对出口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它是否能提高出口贸易的质量

效益、实现集约型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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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企业家精神与出口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将出口贸易分解为企业出口绩效、出口

比较优势以及出口贸易增长这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在出口绩效方面，Ezirim and Maclayton［1］对尼日利

亚的出口企业进行研究后得出，在非石油行业中企业家精神与出口绩效之间关系并不十分显著。
Etchebarne et al．［2］利用偏最小二乘法分析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得出企业家精神能显著地增强

企业的出口绩效。Ouyang et al．［3］认为，家族企业经理的自主性、冒险进取和创新对企业出口绩效有

显著性促进作用。彭炜莱［4］结合企业财务数据和调查问卷分析出企业家精神与出口绩效之间存在很

强的联系。在出口比较优势方面，李小平和李小克［5］借助区位熵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构造地

区比较优势指数，分析出各地区的创业精神与创新精神均对出口比较优势有正向影响，并且认为当出

口产生的收益超过制度、文化和法律的相关成本时，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则会增强，进而对当地出口比

较优势产生影响。在出口贸易增长方面，Fabling et al．［6］从企业层面分析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出口贸

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其促进作用不仅表现在新市场的进入，而且表现在现任企业出口产品的多样

化。郝良峰等［7］通过 2001—2009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研究表明，创新投入和新产品研发对出

口扩展边际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无论是从哪一方面切入，研究目的都是为了探讨企业家精神

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但是，出口贸易增长是出口绩效和出口比较优势的基础，只有当出口贸易规

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够体现出出口绩效和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
此外，还有不少文献探讨了企业家精神对出口贸易的作用机制。针对单个企业，Simmonds and

Smith［8］认为拓展海外市场、追求利润和实现个人价值只是企业家精神体现，而后期家庭代代积累的

社会资本和对企业家创新冒险精神的培育才能使得企业出口保持长期稳定增长［9］。王增涛和蒋

敏［10］认为，正是由于拥有这种独特的生产力，出口企业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披荆斩棘，使出

口规模持续扩大。对于整个地区，一方面由于企业家精神具有知识溢出效应，Aitken et al．［11］认为进

入国际市场后，由于距离便利性和社会网络，出口企业会将国外消费者偏好、产品的设计质量和新的

技术等知识外溢给当地企业，这样会激发更多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另一方面，Wang and Blomstrom［12］

认为企业家精神还具有学习效应，企业家会通过经验学习和感应学习效应从出口企业中获得技术和

组织经验。这样由于市场接近和企业家的社会资本网络，企业家精神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出口贸易。
现有文献的研究，对于分析企业家精神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为

了更加深入分析企业家精神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本文力图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拓展: 一是在研究

视角上，从创业冒险精神的角度分析企业家精神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更加详细地论证企业家的创

业精神究竟对出口贸易增长产生何种影响; 二是将企业家精神与出口贸易增长纳入城市研究框架中，

分析各城市企业家精神如何影响出口贸易增长，从而为提高区域的出口贸易、转变出口贸易增长方式

提供经验支持; 三是在实证方面，考虑到模型内生性，本文通过研究历史上煤矿对企业家精神的“挤

出”机制，并将中国历史煤炭储量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工具变量，综合考察历史煤炭储量对企业家精神

的影响，进一步揭示出企业家精神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机制。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一) 计量模型设定

内生增长理论发展表明，人力资本和知识技术具有过滤和溢出效应，正是这种效应促进经济持续

增长。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企业家精神会渗入到知识溢出效应中。所以，在这

一思想的基础上，本文借鉴 Audretsch and Keilbach［13］的思路，将企业家精神纳入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中，构建立了包含企业家精神在内的柯布—道格拉斯模型:

Yit = αKβ1
it L

1 － β1
it Ｒβ2

it Eβ3
it ( 1)

其中，Yit、Kit、Lit、Ｒit、Eit分别表示 i 区域 t 时期的产出、有形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企业家精

神，β1、β2 和 β3 分别反映有形资本、知识资本和企业家精神对产出的弹性系数。考虑到企业家精神的

知识溢出效应，同时借鉴 Li［14］的观点，建立以下企业家精神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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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t = δHit ( 2)

其中，Hit表示社会上提供创业行为的相关劳动力; δ 表示影响知识溢出的因素。王立平和吕民

乐［15］研究发现，知识外溢的经济效应受空间距离、接受能力、市场结构、技术差距和社会网络等因素

的影响。
同时，在传统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将( 1) 式和( 2) 式代入基础的引力模型中，可得:

exportijt =
αAKβ1

it L
1 － β1
it Ｒβ2

it Yjt

Dijt
× ( Eit )

β3 ( 3)

其中，Dijt是区域 i 和 j 之间的距离; A 是比例常数; exportijt表示 t 时期 i 国向 j 国出口的流量。从式

中可得出，企业家精神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关系。为了实证检验企业家精神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

本文借鉴 Glaeser et al．［16］的做法，构建了如下模型:

ln
exportita
exportit( )

b

= βln( Eitb ) + ln( othercontrolitb ) + εitb ( 4)

其中，i 表示城市; β 表示企业家精神对城市出口贸易增长影响的弹性系数，主要由( 3 ) 式 δ 和 β3

决定; ta 和 tb 表示两个不同的时间点，且 tb 为基期; exportita / exportitb表示城市 i 出口贸易增长率; εitb表

示随机误差项。方程左边采用 2005—2013 年各城市的出口贸易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方程右边是

2005 年城市企业家精神与控制变量，方程左右两边均取对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矿业纪要( 第四次)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涵盖中国 233 个地级城市

的相关统计指标。
( 二) 变量说明

1． 出口贸易增长

出口贸易增长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指的是 2005—2013 年货物出口总流量增长，本文用 2013 年

与 2005 年各城市货物出口总流量之比表示。
2． 企业家精神

对于企业家精神，目前并没有统一的量化测量指标。一般选用企业进入退出比率、自我雇佣率、
小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企业所有权比率、市场上创业人数和中小企业规模等［17］。本文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选取与企业家精神相关性高的单个指标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代理变量，即新建企业就业份额和

城市企业新建率。其中，新建企业就业份额反映了企业的发展潜力，用新建企业中所增加就业人数与

就业总额之比来表示。新建企业提供就业机会的增多是对新建企业创新创业行为的反馈，反之劳动

力的增加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资本积累，这样更有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所以我们选

用新建企业就业份额来测定企业家精神的活跃程度，并且预期该项代理变量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弹性

系数符号为正。跟新建企业就业份额相似，企业新建率是指新建企业数与当期的企业总数之比。Au-
dretsch and Fritsch［18］认为企业进入和退出会导致行业或地区经济波动，并且企业更替越频繁，则市场

更具有活力和竞争性，或者说明企业家精神更加丰富。即企业新建率能一定程度上正向反映企业家

精神，所以我们预期该项代理变量的弹性系数符号为正。
3． 控制变量

( 1) 贸易成本。贸易成本与距离有关，距离远近直接影响到企业出口贸易的运输成本。在相同条

件下，距离越远，其贸易成本就会越高。因此本文使用各城市与最近海港的距离( 千米) 作为贸易成本

的代理变量，取对数后加入模型，预期系数值为负。( 2)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国际资本的流入不仅能

吸收大量劳动力，而且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国内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我国出口贸易水平。本文使

用 2005 年实际运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进行对数处理且预期系数值为正。( 3) 城市基础设施水平。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水平能一定程度上

提高生产的便利性，扩大出口贸易。本文的城市基础设施水平用人均道路铺装面积( 平方米) 来表示，

将该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后加入模型，并且预期该项系数值为正。( 4)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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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预期符号

被解释变量

出口总额( 万美元) 303 978 1． 000 0 10 152 200
出口贸易增长率( % ) 24． 354 7 0． 244 4 2 778． 00

关键解释变量

新建企业就业份额( % ) 2． 793 3 0． 081 2 18． 784 1 +
企业新建率( % ) 5． 349 2 0． 044 5 19． 122 3 +

其他控制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 ) 2． 315 7 0． 003 1 11． 306 2 +
贸易成本( 千米) 245． 695 2 25． 406 8 992． 521 5 －
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平方米 /人) 720． 644 3 2． 150 0 1 870． 00 +
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 % ) 10． 662 0 4． 348 5 42． 196 3 +

资料来源: 由作者计算整理得到。

开放以来，我国以出口导向

型战略促进了出口增长，其

中政府的推动力对出口增长

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

使用 2005 年地方政府财政

支出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

比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政府

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并取对

数加入模型，该项系数值符

号预期为正。相关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为了更为直观地观察企

业家精神与城市出口贸易增

长之间的关系，本文还绘制

图 1 新建企业就业份额与出口贸易增长

了新建企业就业份额与出口贸易增长之间的散

点图和简单的拟合直线。从图 1 可以看出，两者

的拟合直线明显向右上方倾斜，这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初步判断，即企业家精神与出口贸易增长呈

现正向关系。当然，前面的分析表明了企业家精

神与出口贸易增长之间的无条件相关性。考虑

到模型的其他因素影响，我们加入控制变量针对

中国城市截面数据并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

模型做进一步的分析。
三、计量结果分析

( 一) 初步估计

1． OLS 估计

表 2 企业家精神与出口贸易增长(OLS 估计)

变量 出口贸易增长率

新建企业就业份额
0． 135 6＊＊＊

( 0． 051 9)

企业新建率
0． 126 8＊＊＊

( 0． 048 4)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 0． 167 8＊＊＊

( 0． 046 9)
－ 0． 165 6＊＊＊

( 0． 046 2)

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
0． 276 2*

( 0． 212 4)
0． 339 2*

( 0． 212 8)

贸易成本
－ 0． 030 7*

( 0． 029 6)
－ 0． 025 1*

( 0． 029 7)

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0． 157 2＊＊＊

( 0． 031 5)
0． 167 2＊＊＊

( 0． 032 0)

常数项
0． 995 5*

( 0． 618 1)
1． 010 2*

( 0． 619 3)
样本量 233 233

Ｒ2 0． 158 3 0． 158 5

注: 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
＊＊、*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我们分别以新建企业就业份额和企业新建率作为

解释变量，分别以贸易成本、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城市

基础建设水平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作为控制变

量，估计分析了企业家精神与出口贸易增长的关系。
从表 2 可以看出，城市新建企业就业份额和城市企业

新建率的弹性系数具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系数值分

别为 0. 135 6 和0. 126 8。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当新建企业就业份额和城市企业新建率均增加

1% 时，出 口 贸 易 增 长 率 分 别 增 加 0. 135 6% 和

0. 126 8%。根据回归结果，本文得出企业家精神对出

口贸易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控制变量的

回归系数也都显著并符合预期，贸易成本与外商直接

投资水平的回归系数分别在 10%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下为负。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增长呈现出负相

关，这可能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产生挤出

效应。外国企业的进入可能会制造出非公平市场竞争

环境，对中国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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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作用，进而会抑制出口贸易的增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回归系数

也显著为正，说明城市出口贸易增长率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提高而

增加，这也符合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实际情况。
2． 工具变量法估计

现有文献指出，企业家精神会影响出口，同时出口也会为出口商带来技术的创新、知识的积累和

人脉的拓展，从而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展。Zahra et al．［19］认为中小企业能从出口中获利，因为出口能

为企业提供竞争市场和有利的金融服务，从而促进企业发展。Blalock and Gertler［20］也指出，出口不仅

为出口企业提供有利的资金，而且出口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并且能促进知识和技术的积

累。所以企业家精神在本文模型中是一个潜在的内生变量，我们拟采用煤炭储量作为企业家精神的

工具变量来解决这一问题。理由如下:

首先，考察所选取工具变量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外生性。根据商务部资料统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初期我国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主要推动力是初级产品出口。而在 80 年代后期则主要以工业制成品贸

易为主。改革开放以后，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从而创造中国出口奇

迹。中国出口贸易增长是加工制成品出口额的增长，且煤炭出口在 2005 年以后呈现下降趋势。因此

煤炭储量的差异对城市出口贸易增长率产生直接影响的可能性会较小。
其次，煤炭储量与企业家精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煤炭的开采促进了人口流动，形成城镇工业

化，煤矿丰富地区出现了大批开采、运输和加工煤矿的大公司。但是一方面资源型区域依赖资源租

金，缺乏危机意识［21］。资源租金会吸引企业家去从事初级产业部门的生产而限制企业家创业创新行

为，最终导致市场缺乏效率。Bjorvatn et al．［22］也认为企业家精神会受到地区自然资源的影响，特别是

煤炭、石油等“集中型资源”，而资源租金的存在会使企业家精神显著降低。景普秋等［23］以山西为例，

同样得出资源型经济对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这正如 Auty 在 1993 年提出的资源

诅咒假说。而改革开放初期，最早进行企业创业创新往往是资源比较匮乏的地区( 如浙江温台、珠三

角地区) ，显而易见，这些地区具有较强的企业家精神。另一方面，依靠资源发展起来的大规模企业会

对企业家精神产生“挤出效应”。Glaeser et al．［24］曾系统地调查了历史煤矿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他

们认为，煤矿挖掘过程是资本密集型的规模性经营，同时运输和加工煤矿需要大规模机器和生产设

备，煤矿的挖掘、运输和加工导致大规模企业的产生。因此，附近有丰富煤矿的地区其产业结构的特

点是企业规模大而创业少。由于历史延续和风俗传承，大规模企业逐渐挤出企业家精神。那为什么

企业规模大而创业少呢? Glaeser et al．［24］借鉴其他人的研究，认为大规模企业会通过雄厚的经济实

力挤占新建企业的资本、劳动力以及供应商资源，从而意味着地区企业家精神没落。另有学者认为，

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以及政策壁垒的存在，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存在负向的溢出效应，即存在“挤

出”效应。由于资源租金的依赖性和大规模企业的挤出效应，煤炭储量的多少与企业家精神应该具有

显著的负相关性。
对于空间范围的选择，Glaeser et al．［24］通过研究城市煤炭价格与 0 ～ 80 千米、80 ～ 160 千米、160 ～

400 千米以及 400 ～800 千米的煤层个数的回归关系，并且根据 20 世纪初美国快速发展的交通环境以及

逐渐下降的运输成本，最终选择 160 千米、400 千米和 800 千米范围内的煤矿个数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工具

变量。本文借鉴 Glaeser et al． 的做法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采用各个城市在150 千米、200 千米、300 千米

内的历史( 1929 年) 煤炭储量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工具变量。
为考察邻近地区历史煤炭储量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本文将 150 千米、200 千米和 300 千米以内

的历史煤炭储量作为解释变量，新建企业就业份额和企业新建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在贸易成本、外商

直接投资水平、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以及城市基础建设水平控制下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中第一阶

段回归分析，实证检验历史煤炭储量这一工具变量的可信度，结果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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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煤炭储量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

变量 新建企业就业份额 企业新建率

150 千米
内煤储量

－ 0． 037 4＊＊＊

( 0． 008 1)
－ 0． 039 5＊＊＊

( 0． 008 7)
200 千米
内煤储量

－ 0． 024 0＊＊＊

( 0． 004 9)
－ 0． 025 6＊＊＊

( 0． 005 3)
300 千米
内煤储量

－ 0． 013 8＊＊＊

( 0． 002 7)
－ 0． 016 3＊＊＊

( 0． 002 8)
外商直接
投资水平

0． 069 3
( 0． 056 5)

0． 072 1*

( 0． 056 2)
0． 063 5

( 0． 055 9)
0． 056 4

( 0． 060 7)
0． 059 1

( 0． 060 4)
0． 046 4

( 0． 059 3)
政府对经济

干预程度
0． 019 5

( 0． 261 5)
－ 0． 019 9

( 0． 261 2)
－ 0． 081 3

( 0． 261 1)
－ 0． 474 4*

( 0． 028 11)
－ 0． 517 6*

( 0． 280 5)
－ 0． 611 9＊＊

( 0． 276 8)

贸易成本
0． 025 2

( 0． 036 4)
0． 029 8*

( 0． 036 3)
0． 038 3

( 0． 036 3)
0． 070 9*

( 0． 039 1)
0． 076 0*

( 0． 039 0)
0． 088 4＊＊

( 0． 038 4)
城市基础
设施水平

－ 0． 081 3＊＊

( 0． 039 3)
－ 0． 088 1＊＊

( 0． 039 3)
－ 0． 082 5＊＊

( 0． 038 7)
－ 0． 165 6＊＊＊

( 0． 042 2)
－ 0． 173 1＊＊＊

( 0． 042 2)
－ 0． 171 6＊＊＊

( 0． 041 1)

常数项
－ 3． 369 4＊＊＊

( 0． 730 9)
－ 3． 424 4＊＊＊

( 0． 728 1)
－ 3． 633 1＊＊＊

( 0． 727 6)
－ 3． 711 8＊＊＊

( 0． 785 5)
－ 3． 772 6＊＊＊

( 0． 782 1)
－ 4． 052 9＊＊＊

( 0． 771 2)
样本量 233 233 233 233 233 233

Ｒ2 0． 100 2 0． 108 7 0． 119 9 0． 121 9 0． 131 3 0． 164 7

注: 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表 3 显示，在贸易成本、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以及城市基础建设水平控制下，

邻近城市的煤炭储量对新建企业就业份额和企业新建率的系数均为负值，且都通过 1% 的显著性检

验，这说明城市附近的煤炭储量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负相关。第一阶段回归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

性假设。同样，比较新建企业就业份额与企业新建率这两组系数值，发现距离城市越近的煤矿对城市

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越大，即对企业家精神的“挤出”效应就会越强。
表 4 企业家精神与出口贸易增长的关系(IV 估计)

150 千米内煤炭储量 Yes Yes
200 千米内煤炭储量 Yes Yes
300 千米内煤炭储量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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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企业就业份额
0． 299 5*

( 0． 160 5)
0． 296 5*

( 0． 169 7)

企业新建率
0． 258 9＊＊

( 0． 132 3)
0． 278 7*

( 0． 159 5)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 0． 183 4＊＊＊

( 0． 048 9)
－ 0． 183 1＊＊＊

( 0． 049 1)
－ 0． 176 5＊＊＊

( 0． 047 5)
－ 0． 178 2＊＊＊

( 0． 048 3)

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
0． 248 0

( 0． 215 8)
0． 248 5

( 0． 215 9)
0． 380 6*

( 0． 216 9)
0． 386 9*

( 0． 219 8)

贸易成本
－ 0． 029 2＊＊

( 0． 029 9)
－ 0． 029 3＊＊

( 0． 029 9)
－ 0． 018 0＊＊

( 0． 030 6)
－ 0． 016 9＊＊

( 0． 031 1)

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0． 164 5＊＊＊

( 0． 032 5)
0． 164 3＊＊＊

( 0． 032 6)
0． 184 0＊＊＊

( 0． 035 7)
0． 186 5＊＊＊

( 0． 037 6)

常数项
1． 507 8*

( 0． 782 9)
1． 498 6*

( 0． 801 3)
1． 466 1*

( 0． 752 7)
1． 534 4*

( 0． 815 3)
Ｒ2 0． 121 3 0． 122 6 0． 130 9 0． 121 9

第一阶段 F 统计量 13． 456 23． 84 17． 538 1 23． 398 5
过度识别检验 0． 571 7 0． 870 6

外生性检验( P 值) 0． 276 6 0． 315 6 0． 282 9 0． 314 4

注: 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 分别表示 1%、
5%、10%的显著性水平。

表 4 是在贸易成本、外商直接

投资水平、城市基础建设水平以及

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控制下，分别

使用城市新建企业就业份额和城市

企业新建率作为解释变量，使用煤

炭储量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的最

小二乘结果。结果显示，企业家精

神与出口贸易增长呈现出较为明显

的正相关关系，且均通过 10% 的显

著性检验。列( 1 ) 是使用 1929 年

150 千米和 300 千米内煤炭储量作

为工具变量，结果得出平均企业规

模引起的出口贸易增长的效应增

强，其回归系数为0. 299 5。而最小

二乘法估计得出的初步弹性系数

为 0. 135 6，相比较而言，工具变量

回归数值是初步回归数值的两倍

有余。当使用企业新建率作为企

业家精神的代理变量时，其效应同

样差不多增加 2 倍，并 且 当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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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千米的煤炭储量作为工具变量时也可得出较高水平的的显著性。根据上面结果我们可以得出: 一

方面企业家精神通过企业的学习效应和溢出效应对出口贸易增长产生促进效应，另一方面将历史煤

炭储量作为工具变量能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家精神的内生性问题。但是，影响出口贸易增长有很多

方面，为了进一步考察企业家精神与出口贸易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变换核心解释变量的统计口

径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 二) 稳健性检验

1． 变换核心解释变量统计口径

尹华［25］认为，知识竞争和学习效应是制造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在国际市场

上，能否充分发挥出企业家创新冒险精神和工匠精神，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品质，促进出口? 本文将企

业家精神行业范围定位到制造业，利用制造业数据统计新建企业就业份额和企业新建率，并对制造业

的企业家精神进行 OLS 分析和 IV 分析，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对比表 2，企业家精神 OLS 回归弹性

系数分别为 0. 135 6 和 0. 126 8，制造业的企业家精神 OLS 估计结果分别分为 0. 175 9 和 0. 228 2，两者

相差 1 ～ 2 倍。同时工具变量回归分析中，相对表 4 的回归系数，表 5 的( 2) 列和( 6) 列的值明显高于

全行业回归的弹性系数。这证实了在制造业中，企业家精神对出口贸易增长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由于企业家的创业动机和创新精神会将工业发展嵌入到更加健康和内生化的制度环境中［26］，

在制造业中，作为催化剂的企业家精神为制造水平的提升创造良好环境; 另一方面制造企业更易受学

习效应和模仿效应影响，中长期后生产率可能得到提高并且产生一定的规模效应，从而获得一定的出

口优势［27］。

表 5 企业家精神与出口贸易增长(变换企业家精神的统计口径)

150 千米内煤炭储量 Yes Yes
200 千米内煤炭储量 Yes Yes
300 千米内煤炭储量 Yes Yes

( 1) ( 2) ( 3) ( 4) ( 5) ( 6)

新建企业就业份额
0． 175 9＊＊＊

( 0． 055 5)
0． 325 7*

( 0． 193 2)
0． 352 5*

( 0． 200 5)

企业新建率
0． 228 2＊＊＊

( 0． 077 2)
0． 312 1*

( 0． 168 4)
0． 331 5*

( 0． 185 2)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 0． 155 5＊＊＊

( 0． 045 7)
－ 0． 155 9＊＊＊

( 0． 045 8)
－ 0． 155 9＊＊＊

( 0． 046 1)
－ 0． 149 0＊＊＊

( 0． 045 9)
－ 0． 154 0＊＊＊

( 0． 045 1)
－ 0． 153 9＊＊＊

( 0． 045 3)

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
0． 234 6

( 0． 211 8)
0． 179 5

( 0． 223 0)
0． 169 6

( 0． 225 1)
0． 281 3

( 0． 211 5)
0． 265 1

( 0． 208 9)
0． 262 9

( 0． 209 8)

贸易成本
－ 0． 027 9＊＊

( 0． 029 5)
－ 0． 024 5＊＊

( 0． 029 8)
－ 0． 023 9＊＊

( 0． 030 0)
－ 0． 023 8＊＊

( 0． 029 6)
－ 0． 014 0＊＊

( 0． 030 6)
－ 0． 012 9＊＊

( 0． 031 0)

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0． 027 9＊＊＊

( 0． 029 5)
0． 161 9＊＊＊

( 0． 032 0)
0． 162 9＊＊＊

( 0． 032 2)
0． 168 3＊＊＊

( 0． 031 9)
0． 183 3＊＊＊

( 0． 035 4)
0． 185 3＊＊＊

( 0． 036 3)

常数项
1． 097 5*

( 0． 615 1)
1． 544 2*

( 0． 827 7)
1． 624 3*

( 0． 845 6)
1． 261 0＊＊

( 0． 637 9)
1． 461 7*

( 0． 756 3)
1． 517 1*

( 0． 788 9)
Ｒ2 0． 151 5 0． 143 2 0． 132 8 0． 146 8 0． 169 8 0． 164 2

第一阶段 F 值 10． 231 5 19． 204 4 12． 806 21． 030 5
过度识别检验 0． 307 9 0． 438 9

外生性检验( P 值) 0． 418 3 0． 356 1 0． 500 5 0． 472 5

注: 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2． 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 IVQＲ)

为使结果更为稳健，同时检验中国各个城市出口贸易增长率各不相同情况下，企业家精神对出口

贸易增长的作用是否具有均匀性? 我们对模型进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考察在出口增长较快或较

慢城市中企业家精神与出口贸易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以新建企业就业份额为解释变量，以 200 千

米内的煤炭储量为工具变量，在贸易成本、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城市基础建设水平以及政府对经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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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程度的控制下，选取 20 分位到 80 分位这 7 个代表性的分位点，对出口贸易增长率分别进行回归。
同时考虑到企业进入退出市场可能是政府等其他外力推动的结果，企业进出不能全面反映企业家精

神，所以在两个代理变量中选取新建企业就业份额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代理变量来进行工具变量分位

数回归。

表 6 企业家精神与出口贸易增长(IVＲQ 估计)

变量
IVＲQ( 200 千米内煤炭储量)

q20 q30 q40 q50 q60 q70 q80

新建企业就业份额
0． 602 3＊＊＊

( 0． 151 0)
0． 495 7＊＊＊

( 0． 140 7)
0． 477 5＊＊＊

( 0． 145 8)
0． 525 3＊＊＊

( 0． 173 0)
0． 420 6＊＊

( 0． 163 1)
0． 405 0＊＊＊

( 0． 145 3)
0． 442 5＊＊

( 0． 188 8)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 0． 061 5*

( 0． 036 8)
－ 0． 098 4＊＊

( 0． 040 5)
－ 0． 073 3

( 0． 045 3)
－ 0． 116 4＊＊

( 0． 053 3)
－ 0． 147 1＊＊＊

( 0． 048 3)
－ 0． 143 2＊＊＊

( 0． 044 9)
－ 0． 148 7＊＊

( 0． 061 3)

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
－ 0． 193 8

( 0． 154 7)
－ 0． 187 7

( 0． 174 4)
－ 0． 091 9

( 0． 193 2)
－ 0． 070 7

( 0． 238 6)
0． 251 6

( 0． 212 9)
0． 292 6

( 0． 189 4)
0． 5301＊＊

( 0． 234 1)

贸易成本
－ 0． 033 2

( 0． 025 4)
－ 0． 031 3

( 0． 024 5)
－ 0． 051 4*

( 0． 026 4)
－ 0． 039 4

( 0． 032 9)
－ 0． 046 4

( 0． 030 1)
－ 0． 058 5＊＊

( 0． 027 7)
－ 0． 047 2

( 0． 033 9)

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0． 114 3＊＊＊

( 0． 030 6)
0． 119 2＊＊＊

( 0． 027 2)
0． 118 4＊＊＊

( 0． 029 8)
0． 117 3＊＊＊

( 0． 032 9)
0． 116 3＊＊＊

( 0． 032 3)
0． 080 0＊＊＊

( 0． 028 9)
0． 094 9＊＊

( 0． 038 4)

常数项
1． 866 9＊＊＊

( 0． 598 7)
1． 493 1＊＊

( 0． 649 4)
1． 784 6＊＊

( 0． 704 1)
2． 069 8＊＊

( 0． 839 1)
2． 452 0＊＊＊

( 0． 776 8)
2． 831 6＊＊＊

( 0． 704 3)
3． 674 9＊＊＊

( 0． 877 9)

注: 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在 20 分位到 80 分位的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中( 表 6) ，我们可以得出企业家精神的弹性系数均为

正，且满足 5%的显著性水平，这证实了无论出口贸易增长高低，企业家精神均对出口贸易增长具有显

著的推动作用。通过比较 10 分位到 80 分位企业家精神弹性系数的大小，最大值达 0. 602 3，最小值为

0. 420 5，但是从较低分位到较高分位回归中，企业家精神的弹性系数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变化规律，

因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出企业家精神对出口贸易增长的推动作用不具有均匀性。可能由于行业特征和

企业异质性，产业集聚水平、企业规模和产业结构会影响企业家精神的知识溢出强度［28］。城市间出

口增长率不同，或许是由于行业特征和发展水平不一致带来的，同时由于不同的行业特征，企业家精

神的知识溢出作用与出口贸易增长的效应也可能会有差异。因此，由于企业异质性和行业的不同特

征会使得企业家精神对出口贸易增长的推动作用存在不均匀性。对于这一特征，可根据不同城市的

出口贸易增长情况，因地制宜地激发企业家精神，使之到达更有效的配置。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新建企业就业份额和企业新建率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度量指标。运

用 2005—2013 年 233 个城市的经济统计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将 1929 年距离城市 150 千米、
200 千米和 300 千米范围内的煤炭储量作为工具变量，揭示企业家精神与城市出口贸易增长之间的关

系。研究发现: 煤炭储量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使用城市邻近地区历史煤炭储量

作为工具变量能一定程度解决企业家精神的内生性问题; 企业家精神是城市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推

动力。当使用变换核心解释变量统计口径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在制造

业领域，更为活跃的企业家精神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效应更强; 在中国各个城市贸易增长率各不相

同的情况下，企业家精神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作用不具有均衡性。
激发城市活力是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必经之路。地方政府在制定出口促进政策时，应更

多地关注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出口潜力，为中小企业出口创造开放公平的环境，为制造业中小企业出口

提供保障，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以带动地区出口贸易的的持续健康增长。
首先，需建立制造业中小企业与大集团分工协作的关联产业群体。中小企业经济实力远不如大

集团，合作方式上竞争不如融合，利用关联产业群体使中小企业与大集团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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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可依靠大集团获得生产活力，扩大发展空间，提高生产率和专业化水平，获得在国际市场上

的竞争力。中小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加强中小企业与大集团间的紧密联

系，提高集团企业的市场竞争活力。同时，大集团通过产业群体有效获得上下游供应链产品补充以及

扩大产品多样化，进一步提高集团的经济效益。构建制造业中小企业与大集团关联群体，可以避免市

场过度竞争，有效实现出口贸易市场的资源配置。
其次，作为企业运行的血液，正常循环流通的资金决定了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当前，

融资难，资金缺乏已成为制造业中小企业发展瓶颈。企业资金流通不足，企业不能正常生存，城市何

来的市场活力。因此，加强市场监管，建立中小企业现代管理制度，提高中小企业自我管理能力和巩

固中小企业自我创造活力，是制造业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基础，是企业获得运行资金的重要

内部条件。同时，健全制造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建立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的银行，建立银行借贷的激

励机制，使中小企业有机会获得资金，这是制造业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重要外在条件。制造业中小

企业是我国出口贸易的中坚力量，因此，放宽民企的市场准入空间，打破垄断，使中小企业享有自由平

等的机会，让竞争开放市场为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保驾护航，以带动地区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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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Entrepreneurship Influence Export T rade Grow th?
An Empirical Ｒesearch Based on Urban Date in China

LIU Xiuyan，ZHANG Xingfen
(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China)

Abstract: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stimulate local economic vitality． How does it affect the ex-
port growth in the region? Given the strong endogenous interaction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export growth，historical coal
deposits is used as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o identify entrepreneurial casual effect on export growth by using economic statistic
data from 2005 to 2013 at the city level． The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historical coal reserves in the vicinity of the city
does have a dampening effect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entrepreneurship plays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urban ex-
port trade． More activ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export trade growth in the field of manufacturing． The pro-
mo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is inhomogeneity． Therefore，from the policy perspective，when developing export promotion poli-
cies，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xport potential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y creating open fair market environment and stimulating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to drive the export trade growth in the re-
gion．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trade growth; instrumental variable; quantile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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