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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现有文献强调信息外溢高度地区化，空间邻近是信息溢出的重要

条件。中国出口贸易包含部分多工厂企业，其同一时期多地组织生产并出口的运

营模式为信息跨区域溢出提供了可能。本文构建跨区域信息溢出的异质性企业

理论模型，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中国异地分布多工厂企业微观数据，检验跨区域信

息能否通过企业内部信息网络对工厂出口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异地出口企业信

息溢出显著促进了工厂出口销售额，跨区域信息溢出效应的影响会因信息接收方

（出口工厂）和传递渠道（信息网络）的异质性有所不同。本研究对推动中国优化

区域发展格局和探索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关 键 词 多工厂企业　跨区域信息溢出　企业出口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快速提

升。无论是经济实践还是增长理论均已证明，培育增长极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有效

路径，但如何实现“增长”与“分配”的二元目标，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是中

国乃至所有后发国家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重中之重。当前，中国依然存在区域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地方保护与行政分割是中国区域发展的顽疾，容易引发深层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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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矛盾（Ｐｏｎｃｅｔ，２００３；陆铭，２０１７）①。为此，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

于建立更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强调推动区域合作互动，鼓励企业组建

跨地区跨行业产业、技术、创新、人才等合作平台，推动城市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环境治理、对外开放、改革创新等协调联动。

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可以在区域间流动，信息也可以通过网络传递。产业集聚

的早期文献已证实，产业集聚外部性的来源之一在于企业间可以通过信息溢出降低搜

寻和匹配成本（ＤｕｒａｎｔｏｎａｎｄＰｕｇａ，２００４）。近年来一系列文献也表明比邻贸易企业的

信息溢出（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能帮助企业解决信息不完全等非正式贸易壁垒，实现

与国际市场的对接（Ｋｏｅｎｉｇ，２００９；Ｋｏｅｎｉ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Ｃａｄｏ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ａｎｄ

Ｔａｎｇ，２０１４；ＷａｇｎｅｒａｎｄＺａｈｌｅｒ，２０１５；ＫａｍａｌａｎｄＳｕｎｄａｒａｍ，２０１６；Ｂｉｓｚｔｒａ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献将信息溢出范围限定在工作区（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ｒｅａ）、城市、

甚至是街区（ｓｔｒｅｅｔ），强调信息外溢高度地区化，空间邻近是信息溢出的重要条件。这

种溢出效应地区化的特征无法推动和深化区域间的信息交流，也不支持企业组建跨地

区合作平台。

鼓励出口企业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降低信息溢出空间上的制约，在

更大地理范围内发挥作用，对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和探索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

实意义。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出口企业如何构建跨区域合作平台，从而推动和深

化区域合作机制？

事实上，中国出口贸易包含部分多工厂企业，其同一时期在多地组织生产并出

口的运营模式为信息跨区域溢出提供了可能。具体地，企业内各工厂出于自身出口

需要，均会借助周边出口企业获取海外市场信息。如此，通过企业内部整合构建的

跨区域网络，任一工厂所在地的信息都可共享给企业内所有工厂。例如，某企业位

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３座工厂分别出口美国、日本和欧盟，北京和广州工厂在本地

搜寻时掌握的日本市场信息可通过企业跨区域网络分享给上海工厂，此时上海工厂

获悉的日本市场信息不仅源于当地出口企业，还来自北京和广州的出口企业。总

之，不仅地理上临近的企业集群中不同企业间可以通过外部网络传递信息，企业内

部异地分厂间也可以通过内部网络传递信息，从而实现信息网络在更大的地理范围

内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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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地方政府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会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保护主义措施。Ｐｏｎｃｅｔ（２００３）指出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中国省份间的市场分割相当于欧洲国家间的市场分割。随后进行的市场整合又在２００４年后因行政力量干预
资源配置而出现恶化（陆铭，２０１７）。



那么，跨区域信息能否通过企业内部信息网络影响工厂出口？跨区域信息溢出效

应的释放如何受到信息接收方（出口工厂）和传递渠道（信息网络）的影响？回答以上

问题有助于拓展对集群中出口企业信息溢出效应的认识，促进区域间出口企业的协调

发展，厘清企业出口扩张的实现路径，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稳定贸易增长具有启示

意义。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为：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构建理论框架；第四部分介

绍经验研究策略和数据来源；第五部分为基准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机

制检验和异质性分析；最后是本文结论。

二　文献综述

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贸易企业的溢出效应，包括溢出效应地

区化特征和过度竞争引发的负向影响；二是各类网络的经济效应，涉及移民网络、生产

网络、信息网络、分公司间关联关系等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作用。

（一）贸易企业的溢出效应

大量文献关注贸易企业的信息溢出，潜在企业开展贸易时需要海外市场需求方面

的特定信息，且获取这类隐性信息成本较高。随着区域经济活动的集中，潜在贸易企

业能借助周边贸易企业的信息溢出获取有效信息，进而克服成本门槛实现贸易扩张

（Ｋｏｅｎｉｇ，２００９；Ｋｏｅｎｉ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Ｃａｄｏ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ａｎｄＴａｎｇ，２０１４；Ｗａｇｎｅｒ

ａｎｄＺａｈｌｅｒ，２０１５；ＫａｍａｌａｎｄＳｕｎｄａｒａｍ，２０１６；Ｂｉｓｚｔｒａ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现有文献强调信息外溢高度地区化，空间邻近是信息溢出的重要条件。Ｋｏｅｎｉｇ（２００９）

与 Ｋｏｅｎｉ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将法国工作区视为基本地理单位，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ａｎｄＴａｎｇ（２０１４）与

ＫａｍａｌａｎｄＳｕｎｄａｒａｍ（２０１６）则将中国和孟加拉国的溢出范围限定在城市范围内。最

明显的证据来自Ｂｉｓｚｔｒａ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的研究，他们基于匈牙利微观数据评估进口贸易

的信息溢出效应，证实比邻信息溢出虽然存在，但会随空间距离迅速消散，跨街区企业

间已不存在显著影响。

此外，大量出口企业集中在狭小地理空间还会引发出口市场的过度拥挤和竞

争，由此增加的贸易成本会抑制企业出口意愿。Ｂａｒｒｉｏ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Ｂｅｒｎａｒｄａｎｄ

Ｊｅｎｓｅｎ（２００４）及 Ｌａｗｌｅｓｓ（２００９）分别基于西班牙、美国和爱尔兰微观数据，没有发

现出口溢出的有力证据。叶宁华等（２０１４）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企业

集聚与出口外溢间存在倒 Ｕ型关系，出口企业集聚一旦越过了特定临界值后，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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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引发正向溢出效应，反而会因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和要素市场成本上升产生负

向影响。除了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外，刘慧和綦建红（２０１８）还发现城市内企业间

的信息交流动力不足，原因是目的地市场信息作为一种竞争优势是企业重要的保

护对象。

（二）各类网络的经济效应

网络的连接能力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受到广泛关注（Ｃｈａｎｅｙ，２０１６）。在现有文

献中，网络连接并不拘泥于某一特定形式，有可能通过投入－产出关系进行实物连接，

也可能依赖信息扩散进行非实物连接。

在研究网络与出口关系的文献中，最常见的研究便是围绕移民网络展开。有学者

认为移民作为关系网络的载体，天然具有连接两国经贸往来的属性。移民网络能分享

来自海外市场的各类信息，改善双边贸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企业固定成本和

运营成本，同时移民因文化归属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原因更偏好母国产品，这些都使

移民网络显著促进了两国贸易。ＲａｕｃｈａｎｄＴｒｉｎｄａｄｅ（２００２）的代表性文献基于１９８０

和１９９０年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移民数据发现，华人网络促进了中国与当地的双边贸

易，这一促进作用对异质性商品更显著。杨汝岱和李艳（２０１６）从移民网络视角分析

中国企业出口边界的动态演变，认为移民网络显著提高了新进企业的市场存活率和在

位企业的出口增长率。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碎片化生产模式使生产网络在企业绩效中的作用越发突

出。Ｂｅｒｎａ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强调企业通过生产网络和高质量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进而

降低了企业生产边际成本。沈国兵和黄铄臖（２０１９）详细阐述了生产网络中上下游和

水平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出口技术含量的影响机制。在信息网络方面，Ｃａｉ

ａｎｄＳｚｅｉｄｌ（２０１８）与ＦａｆｃｈａｍｐｓａｎｄＱｕｉｎｎ（２０１８）发现企业间管理层长期和频繁的面对

面交流能促进商业信息扩散。相较于外部网络，Ｃｈａｎｅｙ（２０１４）在异质性模型和社会

网络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企业动态网络分布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企业如何通过已有贸

易网络形成的信息机制开拓全新市场。

对企业内部各分公司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学领域，包括母子公司关系网

络（王世权等，２０１２）和业务重叠（Ｐｉａｎ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等。在经济学领域主要是对外直

接投资（ＦＤＩ）相关文献关注跨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海外分支机构如何逆向影响

母公司的就业（Ｂｌｏｍｓｔｒｏｍ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和技术（Ｂｒａｎｓｔｅｔｔｅｒ，２００６；ＰｒａｄｈａｎａｎｄＳｉｎｇ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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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蒋冠宏等，２０１３；毛其淋和许家云，２０１４）等①。

以上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借鉴方法，但仍存在两方面局限。首先，

现有文献强调溢出效应具有地区化特征，这意味着溢出效应非但无法推动和深化区域

间信息交流，反而可能因为出口市场的过度拥挤而弱化区域内周边企业的正向作用。

其次，现有文献更多关注企业间构建的网络，或与企业无关的外部网络在企业生产经

营中的作用。关注企业内部行业和分厂间网络关系的文献尚不多见，仅 Ｃｈａｎｅｙ

（２０１４）研究了企业自身贸易网络如何影响企业开拓全新市场，而跨国公司内部分公

司关联关系的研究仅关注海外子公司对母公司的定向反馈。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主要的边际贡献有：第一，识别了中国出口贸易中企业异地分

布多工厂的特征，尚未有文献以异地分布多工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第二，构建了跨

区域信息网络影响企业出口的理论模型并进行了经验检验。一方面，让信息溢出突破

空间限制，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发挥正向溢出作用；另一方面，关注企业内部网络关系，

强调所有分厂作为信息节点共同参与构建的信息网络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对贸易企业

溢出效应和网络效应的研究均是有益补充。第三，从信息接收方（出口工厂）和传递

渠道（信息网络）的异质性视角，进行跨区域信息溢出效应的差异化分析，具体比较了

工厂是否持续出口、所处行业是否具有异质性、工厂自身供给能力强弱、异地分厂数量

多寡以及工厂出口销售额高低等方面的异质性效应。

三　理论框架

本部分旨在建立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指导后续经验分析。我们将工厂进入目的

地市场面临的需求不确定性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分析工厂如何通过向其他

出口企业社会学习（ｓｏｃｉ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有效调整对目的地市场的需求预期。不同于现有

文献聚焦当地出口企业的溢出效应，本模型进一步将异地出口企业纳入理论框架，分

析跨区域信息溢出对工厂出口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发现，异地出口企业溢出的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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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ｌｏｍｓｔｒｏｍｅｔａｌ．（１９９７）比较美国和瑞典跨国企业ＦＤＩ对母公司就业的影响发现，美国企业多投资于发展
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母公司就业，而瑞典企业多投资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母公司就业

存在促进作用，该作用尤其体现在蓝领阶层就业上。Ｂｒａｎｓｔｅｔｔｅｒ（２００６）研究日本企业在对美国ＦＤＩ过程中的技术
溢出效应发现，日本企业对美国投资后专利申请数量明显增加。ＰｒａｄｈａｎａｎｄＳｉｎｇｈ（２００９）指出无论是针对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ＦＤＩ均对印度国内的汽车企业产生了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针对中国企业ＦＤＩ的研究，
蒋冠宏等（２０１３）发现技术研发型ＦＤＩ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率，进一步对滞后效应的研究发现这种提升作用呈倒
Ｕ型。毛其淋和许家云（２０１４）则强调ＦＤＩ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逐年递增。



市场正向需求信息促进了工厂对同一目的地的出口销售额。

（一）模型设定

本文模型在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下展开，基于垄断竞争市场

和常替代弹性（ＣＥＳ）消费者效用函数，我们设定生产率为φ的工厂ｉ出口目的地ｍ的

利润如下：

π（Ｄｉｍ，φ）＝ξφσ
－１Ｄｉｍ －ｆｍ （１）

　　其中，ξ＝［σ（σ－１／σ）σ－１］－１，σ为产品间的替代弹性，σ＞１；Ｄｉｍ＝Ｐσ
－１
ｍ Ｒｍ为目

的地ｍ对工厂ｉ的需求；Ｐｍ和Ｒｍ分别表示目的地ｍ的总价格指数和总支出；ｆｍ为工
厂ｉ出口到目的地ｍ需要支付的固定成本。由于工厂已知自身的生产率（φ）和固定

成本（ｆｍ），出口利润的不确定性源自工厂－目的地特征总需求（Ｄｉｍ）的不确定。工厂 ｉ
面临的需求函数ｌｎＤｉｍ由两部分构成：

ｌｎＤｉｍ ＝ｄｍ ＋ｚｉｍ （２）
　　其中，ｄｍ（Ｐｍ，Ｒｍ）为目的地特征需求，即工厂ｉ通过观察其他出口企业表现所能获
悉的需求部分；ｚｉｍ（Ｐｍ，Ｒｍ）为工厂－目的地特征需求，即工厂ｉ需要自身出口后才能知道
的部分。为简化模型，本文设定ｌｎＤｉｍ的两个组成部分均不随时间变动。

作为目的地ｍ市场的先行者，工厂ｉ无法从自身过往经验和其他出口企业获取目

的地市场信息，需要独自面对来自ｄｍ和ｚｉｍ的不确定性。其中，ｄｍ服从期望为ｄｍ，方差
为ｖｄｍ的正态分布；ｚｉｍ服从期望为０，方差为ｖｚｍ的正态分布。

ｄｍ ～Ｎ（ｄｍ，ｖｄｍ） （３）
ｚｉｍ ～Ｎ（０，ｖｚｍ） （４）

　　基于上述正态分布，工厂ｉ出口到目的地ｍ的利润期望函数为：

Ｅ［π（Ｄｉｍ，φ）］＝ξφσ
－１［ｅｘｐ（ｄｍ ＋ｖｍ／２）］－ｆｍ （５）

　　其中，ｖｍ＝ｖｄｍ＋ｖｚｍ。可见，企业出口期望利润一方面取决于ｄｍ，另一方面取决于
方差ｖｍ。根据零利润条件可得工厂ｉ出口到目的地ｍ所需的最低生产率条件为：

槇φ（ｄｍ，ｖｍ）≡φσ
－１ ＝ｆｍ／［ξｅｘｐ（ｄｍ ＋ｖｍ／２）］ （６）

　　参考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的模型，确定出口工厂ｉ出口到目的地ｍ的销售额（ｒ）为：
ｒ（Ｄｉｍ，φ）＝σＥ［π（Ｄｉｍ，φ）］＋σｆｍ （７）

　　（二）跨区域信息溢出

事实上，工厂作为追随者可以从其他出口企业获取目的地市场信息调整自身预

期。本文假定工厂能观察到其他企业出口销售额，且知道其他企业生产率。不同于现

有文献强调信息外溢的高度地区化，我们认为多工厂企业同一时期多地组织生产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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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运营模式为信息跨区域溢出提供了可能。具体地，企业内各工厂出于自身出口需

要，均会借助周边出口企业获取海外市场信息。如此，通过企业内部整合构建的跨区

域网络，任一工厂所在地信息都可以共享给企业内所有工厂。换言之，工厂获悉的目

的地市场信息不仅源于当地出口企业，还来自异地出口企业。根据 ＤｅＧｒｏｏｔ（２００４）的

设定，工厂能从其他企业获取信息时的需求期望值为：

ｄｐｏｓｔｍ （ｄ
ｎｂ
ｍ，ｄ

ｏｔｈ
ｍ）＝Ｅ［ｄｍ｜ｄ

ｎｂ
ｍ，ｄ

ｏｔｈ
ｍ］＝δ（ｄ

ｎｂ
ｍ ＋ｄ

ｏｔｈ
ｍ）＋（１－δ）ｄｍ （８）

　　其中，ｄｎｂｍ 和ｄ
ｏｔｈ
ｍ 分别表示工厂通过当地和异地出口企业获悉的目的地市场需求；

ｄｍ为工厂自身推断的目的地市场需求。可见，ｄ
ｐｏｓｔ
ｍｔ为当地企业、异地企业以及自身推

断的市场需求的加权平均。权重（δ）具体构成如下：

δ（ｎｍ，ｖｄｍ，ｖｚｍ）＝
ｎｍｖｄｍ

ｖｚｍ ＋ｎｍｖｄｍ
＝ １＋

ｖｚｍ
ｎｍｖ

( )
ｄｍ

－１

（９）

　　其中，ｎｍ为当地出口企业数量（ｎ
ｎｂ
ｍ）与异地出口企业数量（ｎ

ｏｔｈ
ｍ）之和。此外，在给

定ｎｍ、ｄ
ｎｂ
ｍ 及ｎ

ｏｔｈ
ｍ 的情况下，工厂需求的方差为：

ｖｐｏｓｔｍ （ｎｍ，ｖｄｍ，ｖｚｍ）＝ｖｚｍｖｄｍ／（ｖｚｍ ＋ｎｍｖｄｍ） （１０）

　　（三）出口销售额

从其他企业获悉需求信息后，生产率为φ的工厂ｉ出口到目的地ｍ的销售额期望

函数变为：

ｒ（ｄｎｂｍ，ｄ
ｏｔｈ
ｍ）＝σＥ［π（Ｄ

ｐｏｓｔ
ｉｍ，φ）］＋σｆｍ＝ξσφσ

－１｛ｅｘｐ［ｄｐｏｓｔｍ （ｄ
ｎｂ
ｍ，ｄ

ｏｔｈ
ｍ）＋ｖ

ｐｏｓｔ
ｍ ／２］｝（１１）

　　其中，Ｄｐｏｓｔｉｍ为追随者工厂面临的市场需求。除当地出口企业外，工厂ｉ出口到目的

地ｍ的出口销售额还与异地出口企业披露的信息有关。

ｌｎ［ｒｄｎｂｍ，ｄ
ｏｔｈ( )
ｍ ］

ｄｏｔｈｍ
＝δ＝ １＋

ｖｚｍ
ｎｍｖ

( )
ｄｍ

－１

＞０ （１２）

　　从（１２）式可知，异地出口企业溢出的海外市场需求信息促进了工厂对同一目的

地的出口销售额。

四　经验研究策略与数据来源

（一）跨区域信息对工厂出口销售额影响的经验研究策略

我们首先构建跨区域信息测算指标，在讨论相关识别策略后，提出具体的估计方程。

１测算指标。本文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构建令人信服的核心解释变量。我们借鉴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ａｎｄＴａｎｇ（２０１４）衡量当地出口企业信息溢出的做法，通过构建异地企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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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出口增长率衡量跨区域信息（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与该文的区别在于本文的信息溢出来
自异地分厂所在地企业。自异地出口分厂成立起，当地出口企业的平均出口增长率便

纳入跨区域信息。比如，某企业位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３座工厂分别出口美国、日本
和欧盟，上海工厂的跨区域信息便是北京和广州两座城市企业对日本出口的平均增长

率，即将北京和广州所有对日本出口企业的增长率进行加总，再除以这两座城市对日

本出口企业的数量。核心解释变量的构造具体如下：

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ｃ′∈Ｃ∑ａ∈Ａｃ′ｍｔ
［ｌｎｅｘｐａｃ′ｍｔ－ｌｎｅｘｐａｃ′ｍ，ｔ－１］／∑ｃ′∈Ｃ

ｎｃ′ｍｔ （１３）

　　其中，下标ｉ、ｃ、ｍ及ｔ分别表示工厂、城市、目的地及年份；ｃ′为工厂ｉ的异地分厂所
属城市；Ｃ表示异地分厂所属城市的合集；ａ为ｔ年ｃ′城市对ｍ目的地出口的企业；Ａｃ′ｍｔ
表示异地出口企业合集；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用异地企业出口增长率衡
量跨区域信息；ｌｎｅｘｐａｃ′ｍｔ表示 ｔ年 ｃ′城市 ａ企业对 ｍ目的地出口销售额的对数，
ｌｎｅｘｐａｃ′ｍ，ｔ－１表示ｔ－１年ｃ′城市ａ企业对ｍ目的地出口销售额的对数，两者相减即为ｔ年
ｃ′城市ａ企业对ｍ目的地出口销售额的增长率；ｎｃ′ｍｔ为ｔ－１和ｔ年ｃ′城市对ｍ目的地均
开展出口的企业数量。考虑企业在国际市场频繁进入和退出，核心解释变量的变动主要来

自企业－目的地层面。为确保从异地企业出口增长率中剥离有关目的地的信息溢出效应，
本文在随后回归中加入一系列固定效应控制企业、城市以及目的地等方面的特征因素。

此外，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ａｎｄＴａｎｇ（２０１４）强调当市场信息由更多企业披露时，信息精确性
会得到提高。由于城市间企业数量存在差异，即使异地企业平均出口增长率近似，城

市间信息溢出效应也不尽相同，因此在衡量信息溢出时必须考虑城市范围内出口企业

数量，尤其是在工业化过程中由大量中小企业主导的东亚地区（Ｌｏｎｇａｎｄ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本文构建异地出口企业密度指标衡量单位面积内出口企业数量，通过与异地
企业出口增长率交乘加入出口企业数量的影响。我们从工厂接收市场信息的角度出

发，将来自异地的信息源视作一个整体，各地出口企业统称为异地出口企业，进而通过

异地出口企业总数量除以异地行政总面积得到异地出口企业密度。相较于对各地出

口企业密度加权平均的衡量方法，该方法的好处在于回避了权重选取上的困难①。异

地出口企业密度指标构建为：

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ｃｍｔ＝ｌｎ
∑ｃ′∈Ｃ

ｎｃ′ｍｔ

∑ｃ′∈Ｃ
ａｒｅａ







ｃ′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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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衡量的跨区域信息源自异地分厂所属城市的出口企业，与异地分厂自身无关。这使我们无法通过

异地分厂的相关指标精确衡量各地信息占跨区域所有信息的比重。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也尝试用各分厂出口

销售额占比作为权重，重新衡量核心变量，其回归结果保持稳健。



　　其中，ａｒｅａｃ′为ｃ′城市行政面积，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识别策略。首先，引入固定效应控制影响工厂出口和核心解释变量测度的因

素。（１）工厂－年份固定效应，控制所有影响工厂出口销售额的工厂特征，例如工厂规

模、全要素生产率等。更重要的是，通过控制工厂－年份固定效应，聚焦跨区域信息溢

出效应在工厂内部不同目的地的变动，有助于解决内生出口规模在异质工厂间存在差

异而产生的潜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此外，由于本文工厂只对应唯一的企业和城市，

因此企业－年份（例如企业规模、生产率等）和城市－年份（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

水平等）的影响因素也一并被控制住。（２）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控制需求端冲击，

例如目的地市场汇率、对外贸易政策、经济发展水平等。（３）城市－目的地固定效应，

控制城市与目的地的距离和其他影响贸易成本的城市－目的地历史性因素。

其次，控制工厂－目的地－年份层面的冲击。除本文关注的异地出口企业信息溢

出外，大量文献已证明本地出口企业溢出的海外市场需求信息对工厂出口同一目的地

存在显著影响（Ｋｏｅｎｉｇ，２００９；Ｋｏｅｎｉ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Ｃａｄｏ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ａｎｄ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ＷａｇｎｅｒａｎｄＺａｈｌｅｒ，２０１５；ＫａｍａｌａｎｄＳｕｎｄａｒａｍ，２０１６；Ｂｉｓｚｔｒａ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因此，

与核心解释变量的构造方法类似，本文使用ｃ城市ｉ工厂以外所有对ｍ目的地出口的

工厂，在ｔ年相较于ｔ－１年的平均出口增长率衡量本地出口企业溢出（Δｌｎｎｅａｒｉｃｍｔ），

并将其与出口企业密度 ｌｎ（ｎｉｃｍｔ／ａｒｅａｃ）以及两者的交乘项作为控制变量加入估计方

程。在基准回归部分，我们将在证明跨区域信息对工厂出口销售额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的基础上，比较异地与本地企业信息溢出效应的大小，从定量角度加深对跨区域信息

溢出效应的理解。

最后，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工厂－目的地－年份层面的因素。（１）控制进口贸易。

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发现企业进出口贸易存在关联，进口中间投入品可以通过质量和产

量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出口增长。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与Ｌｕｄｅ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２１）对全球

价值链的研究也表明，当进口品中国内投入部分较大时，一国贸易保护措施会被抑制，

因为关税、反倾销等贸易壁垒损害了为外国出口商提供附加值的国内上游企业利益。

不仅如此，工厂在进口过程中也会掌握部分目的地市场信息，有助于其解决一部分信

息不完全问题。因此，本文加入 ｔ年 ｃ城市的 ｉ工厂从 ｍ目的地进口金额的对数（ｌｎ

ｉｍｐｉｃｍｔ）。（２）控制出口经验。工厂过往对目的地市场的出口经验有助于工厂了解不

随时间变动的国际消费者偏好、海外市场需求等特定信息，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工厂在

出口目的地市场面临的信息壁垒，使工厂历史出口行为对当期工厂出口销售额存在显

著影响。因此，本文加入出口经验虚拟变量（ｅｘｐ＿ｄｕｍｍｙｉｃｍｔ），当ｔ年ｃ城市ｉ工厂对ｍ

·０７·　期２第年２２０２　济经界世

　　跨区域信息溢出与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多工厂企业的证据




目的地具有出口经验时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本文的识别假设在于准确衡量了跨区域信息，且除了出口企业信息溢出和已

控制的工厂－目的地－年份层面因素外，影响工厂在不同市场出口销售额的因素与异

地企业出口无关。在引入工厂－年份、目的地－年份及城市－目的地等一系列固定效

应后，仍存在以下因素可能违背本文的识别假设：（１）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２）城

市－目的地－年份层面的冲击，例如省域溢出。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将对此进行

讨论。

３方程设定。基于上述核心变量的测度与识别策略，本文采用多维面板固定效

应估计以下方程：

ｌｎｅｘｐｉｃｍｔ＝α＋β１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β２［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ｃｍｔ］

＋β３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ｃｍｔ＋γＸｉｔ＋ＦＥｉｔ＋ＦＥｍｔ＋ＦＥｃｍ ＋ζｉｃｍｔ （１５）

　　其中，ｌｎｅｘｐｉｃｍｔ为ｔ年ｃ城市的ｉ工厂对ｍ目的地出口销售额的对数；Ｘｉｔ为控制变

量合集；ＦＥｉｔ为工厂－年份固定效应；ＦＥｍｔ为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ＦＥｃｍ为城市－目的

地固定效应；ζｉｃｍｔ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贸易数据来自中国海关贸易统计（ＣＣＴＳ），涵盖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约７０００

种ＨＳ８位码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月度数据，涉及企业信息（企业代码、企业名称、生产或

消费地区等）、交易信息（进口或出口、贸易金额等）以及贸易对象与模式（进出口对

象、贸易方式等）。此外，ＣＣＴＳ还报告了出口产品生产所属地的５位区域码，可以和

中国行政区划代码（ＧＢ／Ｔ２２６０－２００７）在城市层面完全匹配。

我们想考察异地工厂从当地出口企业获取的目的地市场信息是否通过企业内部

跨区域信息网络被企业所有分厂共享，因此本文将同一时期在多个城市拥有生产记录

的企业定义为多工厂出口企业①。我们将多工厂出口企业贸易数据加总至工厂－城市－

目的地层面，同时将月度出口数据加总到年份，剔除数据在月度层面频繁波动带来的

干扰和其他季节性因素。此外，我们还剔除贸易伙伴为中国香港地区的样本，因为内

地与香港地区的贸易多为中转贸易，中国香港地区并不是最终出口目的地。

贸易中介是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力量。通过自身建立的商业网络帮助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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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海关贸易统计中部分企业在多个城市进行生产活动，即同一年同一企业名称下包含多个生产地区，

且这些地区代码并非属于同一城市，例如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公司２００１年在上海、漳州、青岛等多个城市生产产
品。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涉及的工厂均为海关数据中存在出口记录的工厂，其自身需要海外信息的特征很大程度

上缓解了我们对工厂不进行信息搜寻的担忧。



企业降低搜寻成本，在逆向选择市场上提供专业服务，在面临生产者道德风险的情况

下提供质量保证，贸易中介使一部分中小企业与海外市场对接成为可能。这决定了贸

易中介在出口贸易中不易受信息不完全等非正式贸易壁垒的影响，同时作为非生产性

经营个体，其出口销售额也不直接取决于自身。因此，本文在研究中剔除贸易中介样

本，具体参考Ａｈ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的方法，将海关贸易统计中企业名称包含进出口、经贸、

贸易、科贸以及外经等关键词的企业定义为贸易中介样本。

表１报告了中国多工厂出口企业的相关情况，重点描述了多工厂企业的分厂数量

和最大分厂出口占比。就分厂数量而言，大量样本企业只在少数城市开设分厂，均值

为４－８，中位数为２－５。就最大分厂出口占比而言，样本企业出口分布并不均衡，大量

出口集中于某个分厂，早期均值达到近８０％，后期有所下降，但仍然超过６０％。这意

味着其他分厂在企业对外出口中占比不高，但不能就此忽视此类分厂在企业网络信息

共享中的作用，这类分厂可能正是企业解决信息不完全等非正式贸易壁垒，实现与出

口市场对接的关键因素。

表１ 多工厂出口企业概况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１年

分厂数量

均值 ５ ４ ４ ５ ８

中位数 ２ ２ ２ ３ ５

标准差 ５ ４ ４ ５ ９

最大分厂出口占比

均值 ０７８３ ０７９６ ０８０９ ０７３２ ０６０８

中位数 ０８４４ ０８６０ ０８８０ ０７５１ ０５９３

标准差 ０２０３ ０１９４ ０１９１ ０２０６ ０２２９

图１描述了样本中异地企业出口增长率与工厂出口销售额的关系①。可以看出，

二者正相关，这为我们研究跨区域信息与工厂出口的关系提供了初步的经验支持。除

核心变量的关系外，表２报告了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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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利用ｓｔａｔａ画图时解决了大样本情况下散点图过于拥挤的问题。因此，图１的点并不是代表某一个值，而
是代表某一组值。我们在绘制散点图过程中还包含了工厂－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随时间变动的企业特征，例如工厂
规模、工资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等，同时也控制随时间变动的城市特征，例如地方政府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就业人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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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异地企业出口增长率与工厂出口销售额

　　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ｅｘｐｉｃｍｔ ６２４０７５０ ９９９３８ ２５００９ ０ ２２６４６０

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 ６２４０７５０ －０１６８１ ０８２２１ －１３４３１６ １１６９４１

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
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ｃｍｔ

６２４０７５０ １０４２２ ６０４０５ －１３９７２７８ １６３３０２９

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ｃｍｔ ６２４０７５０ －５６１９４ １９４０２ －１４５２２０ ０２４９７

Δｌｎｎｅａｒｉｃｍｔ ６２４０７５０ －０１６８５ １２６４２ －１３４３１６ １１６９４１

Δｌｎｎｅａｒｉｃｍｔ×
ｌｎ（ｎｃｍｔ／ａｒｅａｃ）

６２４０７５０ ０９３２０ ９３２４８ －１２３０９８７ １２４９１４１

ｌｎ（ｎｉｃｍｔ／ａｒｅａｃ） ６２４０７５０ －４９６９５ ２２４１６ －１２４４２６ ０２４９７

ｌｎｉｍｐｉｃｍｔ ６２４０７５０ ０４９４３ ２２３８０ ０ ２４２８０１

ｅｘｐ＿ｄｕｍｍｙｉｃｍｔ ６２４０７５０ ０１２８１ ０３３４２ ０ １

　　

五　基准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３报告了跨区域信息对工厂出口销售额的影响。所有回归均控制了供给端冲

击（工厂－年份固定效应）、需求端冲击（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以及城市－目的地历

史性因素（城市－目的地固定效应）。第（１）列考察跨区域信息的溢出效应，核心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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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回归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跨区域信息对工厂出口存在显著促进

作用。这可能源于异地分厂从当地出口企业获取有关目的地的溢出信息，并通过企业

内部网络共享给其他分厂，从而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完全等非正式贸易壁垒，更好地实

现工厂与出口市场的对接。考虑核心解释变量仅反映异地企业平均出口增长率，其精

确性还依赖异地出口企业密度，越多的异地企业披露信息，工厂越有可能了解目的地

市场信息。因此，第（１）列也加入了异地出口企业密度及其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乘

项，交乘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跨区域信息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在异地出口企业密

度更高的工厂更明显。表３第（２）列在控制当地信息溢出情况下，考察跨区域信息对

工厂出口的影响，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３）和（４）

列依次控制了进口贸易和出口经验，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３ 基准回归

ｌｎｅｘｐｉｃｍｔ （１） （２） （３） （４） （５）

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４１３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３９３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３８０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４４）

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
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ｃｍｔ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０３７）

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ｃｍｔ
００７１７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６９１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６６９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６５４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５０８

（０００４９）

Δｌｎｎｅａｒｉｃｍｔ
０１６０５

（００１３６）
０１５４９

（００１３１）
０１５４２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７８０

（０００６６）

Δｌｎｎｅａｒｉｃｍｔ×
ｌｎ（ｎｉｃｍｔ／ａｒｅａｃ）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６３０

（０００５９）

ｌｎ（ｎｉｃｍｔ／ａｒｅａｃ）
００６６４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６８６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６４９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５８２

（０００５５）

ｌｎｉｍｐｉｃｍｔ
００６２３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６１４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５４９

（０００１５）

ｅｘｐ＿ｄｕｍｍｙｉｃｍｔ
０３３１４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０１２）

固定效应 ｉｔ、ｍｔ、ｃｍ ｉｔ、ｍｔ、ｃｍ ｉｔ、ｍｔ、ｃｍ ｉｔ、ｍｔ、ｃｍ ｉｔ、ｍｔ、ｃｍ

样本量 ６２４０７５０ ６２４０７５０ ６２４０７５０ ６２４０７５０ ６２４０７５０

Ｒ２ ０２９０１ ０２９０３ ０２９２４ ０２９３４ ０２９３４

　　说明：ｉｔ表示工厂－年份固定效应，ｍｔ表示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ｃｍ表示城市－目的地固定效
应。、及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及１％水平上显著。考虑个体层面变量对加总变量回归时标准误
可能存在错估，本文将括号内的标准误聚类在城市－目的地层面。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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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再次表明跨区域信息对工厂出口存在显著促进作用。此外，为使得到的回归

系数在各变量间直接比较，本文对所有变量标准化①后回归，结果见表３第（５）列。

从中可知，异地企业出口增长率（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每提高１个标准差，工厂出口销售

额提高００１２５个标准差；其与异地出口企业密度（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ｃｍｔ）的交乘项每提高１

个标准差，工厂出口销售额将提高 ０００９６个标准差；当地企业平均出口增长率

（Δｌｎｎｅａｒｉｃｍｔ）和其与当地出口企业密度（ｌｎ（ｎｉｃｍｔ／ａｒｅａｃ））的交乘项每提高 １个标

准差，工厂出口销售额将分别提高 ００７８０和 ００６３０个标准差。变量标准化后的

回归结果表明，与当地出口企业信息溢出相比，异地出口企业的信息溢出对工厂出

口销售额的影响较小。原因可能在于在传递过程中跨区域信息会流失，工厂也更

信赖自身搜寻的信息。

（二）稳健性检验

上述研究结果发现跨区域信息对工厂出口存在显著促进作用。本部分将通过更

换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聚焦一般贸易、控制市场关联以及省域溢出等策略，验证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②。

１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将工厂面临的跨区域信

息视作整体考察其对出口的影响。这种衡量方法无法反应各城市出口企业增长率和

密集度的异质性。因此，本部分分别求出各异地企业所在城市的出口企业增长率和密

集度，再用各分厂出口销售额占比作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具体过程如下：

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１ｉｃｍｔ＝∑ｉ′∈Ｉｉｔ

ｅｘｐｉ′ｃ′ｍｔ
∑ｉ′∈Ｉｉｔ

ｅｘｐｉ′ｃ′ｍｔ
×
∑ａ∈Ａｃ′ｍｔ

［ｌｎｅｘｐａｃ′ｍｔ－ｌｎｅｘｐａｃ′ｍ，ｔ－１］

ｎ }{
ｃ′ｍｔ

（１６）

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１ｉｃｍｔ＝∑ｉ′∈Ｉｉｔ

ｅｘｐｉ′ｃｍｔ
∑ｉ′∈Ｉｉｔ

ｅｘｐｉ′ｃ′ｍｔ
×ｌｎ ｎｃ′ｍｔ

ａｒｅａ( ) ][
ｃ′

（１７）

　　其中，ｉ′为企业ｉ的异地分厂；Ｉｉｔ表示ｔ年ｉ企业所有异地分厂的合集；ｅｘｐａｃ′ｍｔ表示ｔ

年ｃ′城市ａ企业对ｍ目的地出口销售额的对数。表４第（１）列报告了更换上述核心

解释变量衡量方法后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在考虑各城市出口企业增长率和密集度异

质性后，跨区域信息对工厂出口的促进作用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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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变量标准化是变量减去其样本均值并除以样本标准差。

本文还考虑了以下情形：一是离群值，删除解释变量中最大和最小的５％样本；二是共线性，对交乘项做
中心化处理；三是出口集中，删除单个分厂占比最大的１０％企业样本，删除分厂数量少于５家的企业样本。上述
回归结果均保持稳健。



表４ 稳健性检验

ｌｎｅｘｐｉｃｍｔ

（１） （２） （３） （４）

更换核心 聚焦 控制 控制

解释变量 一般贸易 市场关联 省域溢出

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１ｉｃｍｔ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０６９）

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１ｉｃｍｔ×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１ｉｃｍｔ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１０）

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１ｉｃｍｔ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１３）

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
００３９８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３９３

（００１３５）

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ｃｍｔ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１５）

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ｃｍｔ
００６１３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８０６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６５３

（０００６１）

Δｌｎｎｅａｒ＿ｐｒｏｖｃｍｔ
－００４６８

（００１７５）

Δｌｎｎｅａｒ＿ｐｒｏｖｃｍｔ
×ｌｎ（ｎ＿ｐｒｏｖｃｍｔ／ａｒｅａ＿ｐｒｏｖｃ）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１９）

ｌｎ（ｎ＿ｐｒｏｖｃｍｔ／ａｒｅａ＿ｐｒｏｖｃ）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ｉｔ、ｍｔ、ｃｍ ｉｔ、ｍｔ、ｃｍ ｉｔ、ｍｔ、ｃｍ′ｔ ｉｔ、ｍｔ、ｃｍ

样本量 ６２４０７１８ ４６８５３９８ ５４３５６４５ ６２４０７５０

Ｒ２ ０２９４８ ０３１５９ ０３０５３ ０２９３４

　　说明：Δｌｎｎｅａｒ＿ｐｒｏｖｃｍｔ为ｔ年同省除ｃ以外城市对ｍ目的地出口企业的平均增长率；ｌｎ（ｎ＿ｐｒｏｖｃｍｔ／
ａｒｅａ＿ｐｒｏｖｃ）表示ｔ年同省除ｃ以外城市出口ｍ目的地企业密度的对数。控制变量同基准回归。ｃｍ′ｔ
为工厂－目的地（按收入分组）－年份固定效应。

２聚焦一般贸易。我们选择一般贸易的动机在于加工贸易企业通常与国外企业

存在长期稳定而相对封闭的合作关系，原材料和产品信息由外国合作方直接提供，相

关产成品又直接出口给外国合作方（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这种加工复出口的生产模式

使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对周边企业的信息溢出可能较少，同时也不太依赖周边企业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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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溢出。因此，跨区域信息对工厂出口的影响可能更多体现在一般贸易上。表４

第（２）列报告只保留一般贸易样本后的回归结果，从中可知跨区域信息对一般贸易工

厂出口也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３控制市场关联。工厂对特定市场的出口可能受其他相关市场的影响，尤其是

在消费者偏好较为接近的同等收入国家。一方面存在市场替代，受限于总体产量，工

厂增加对某一市场商品供给的同时，可能减少对另一同等收入市场的供给；另一方面

存在市场互补，工厂对某一市场出口的过程可能帮助其有效调整对所有同等收入市场

需求的预期。因此，我们进一步加入工厂－目的地（按收入分组）－年份固定效应，分组

参考世界银行标准，将经济体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以及低收入４类。表４

第（３）列报告加入工厂－目的地（按收入分组）－年份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证明市

场关联没有影响本文基本结论。

４控制省域溢出。省域内其他城市的出口企业可能无须通过分厂便能影响工厂

出口。一方面，地方政府有动力整合省域内的经济资源，其可能统筹省域内相关目的

地市场信息并直接披露给潜在的出口工厂；另一方面，完善的基础设施能打破城市空

间界限，加速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间的要素流通，这也可能引发省域内城市间企业在

产品和要素市场上的竞争（Ｆａｂｅｒ，２０１４；ＢａｕｍＳｎｏｗ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因此，本部分进一步

加入省域内其他城市对目的地企业平均出口增长率、出口企业密度以及两者交乘项。

表４第（４）列报告了控制上述省域其他城市信息溢出后的回归结果，证明省域溢出没

有影响本文基本结论。

六　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上述研究证明了跨区域信息对工厂出口的促进作用。对其影响机制，本文认为各

异地分厂可从当地出口企业获取国外消费者偏好和市场需求等方面的溢出信息，这些

特定信息通过企业内部整合构建的跨区域信息网络共享给所有工厂，从而有助于解决

信息不完全等非正式贸易壁垒，更好地实现工厂与出口市场的对接。换言之，不仅在

地理临近的企业集群中不同企业间可以通过外部网络传递信息，企业内部的异地分厂

间也可通过内部网络传递信息，从而使信息网络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发挥作用。我们将

对这一机制进行检验并排除其他可能存在的影响渠道。

我们的第一个顾虑是，异地出口企业可能为工厂提供出口贸易的通用信息，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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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通关、联系货代等。这意味着跨区域信息适用于工厂对所有目的地的出口，而不

是针对特定目的地市场。为确保网络传递的信息具有特定目的地维度，我们将估计方

程中的被解释变量变换为工厂对其他目的地的出口销售额（ｌｎｅｘｐｉｃ，－ｍｔ）并进行回归。

表５第（１）列报告了跨区域信息对工厂出口其他目的地销售额的影响，估计系数显著

为负。可能的原因在于企业受限于供给能力，在出口市场选择上有所取舍，市场间的

替代使跨区域信息在促进工厂对某一市场出口的同时抑制了对其他市场的出口。这

一结果表明跨区域共享的信息确实只适用于特定目的地。

第二个顾虑是，相对拥堵和竞争带来的贸易成本多被限定在城市边界内，出口企

业带来的信息溢出能超越城市界限，辐射至周边城市。我们需要排除的第二条可能机

制是，工厂在出口中直接“借用”周边城市出口企业的溢出信息，而不是通过自身的跨

区域信息网络获取目的地市场信息。因此，我们删除在一省内开设多个分厂的企业样

本，尽可能使目的地信息来自溢出范围之外，确保信息对工厂出口的影响源于自身的

信息网络①。表５第（２）列报告了删除一省内开设多个分厂企业样本后的回归结果，

证明企业自身的信息网络确实直接影响工厂出口销售额。

表５ 机制检验

（１） （２） （３）

Ｉｎｅｘｐｉｃ，－ｍｔ ｌｎｅｘｐｉｃｍｔ ｌｎｅｘｐｉｃｍｔ

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９０９

（００４２９）
００４３１

（００１１６）

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ｃｍｔ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１３）

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ｃｍｔ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５０２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４６２

（０００６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ｉｔ、ｍｔ、ｃｍ ｉｔ、ｍｔ、ｃｍ ｉｔ、ｍｔ、ｃｍ

样本量 ６２４０７５０ １１３７４５ ２４３３０３４

Ｒ２ ０８９５８ ０２８７０ ０２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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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顾虑是，异地分厂之所以能为工厂提供目的地信息可能只是因为有相同的

目标市场，其并不能为工厂提供自身出口目的地之外其他市场的信息。这意味着当异

地分厂与工厂出口不同目的地时，跨区域信息并不能直接影响工厂的出口销售额。因

此，我们删除在多地出口同一目的地的企业样本，即保留一个目的地只有一个分厂进

行出口，确保跨区域信息与异地分厂的出口目的地无关，回归结果见表５第（３）列。

结果表明跨区域信息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并不依赖于跨区域信息是否有相同的目标

市场。

上述做法也有利于我们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考虑异地企业平均出口增长与

工厂特征指标并不相关，本文对内生性问题的担忧得到很大程度地缓解。然而，工厂

在异地开设分厂的行为本身却可能是内生的。例如，异地分厂所属城市对某经济体出

口增长幅度较大，工厂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才选择在当地开设分厂，其目的在于获取当

地企业的出口经验。本文认为设厂需要支付高昂的沉没成本，仅为获取当地出口信息

应该不是开设分厂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地，考虑当地的自然禀赋不可运输以及信息传

递过程中可能出现流失，企业最有可能通过开设在当地的分厂就近获取有利条件并直

接出口。我们通过删除在多地出口同一目的地的企业样本，确保工厂出口目的地为异

地分厂不出口的经济体，从而尽可能降低上述潜在的内生性隐患。

（二）异质性分析

一个完整的信息溢出过程不仅包含信息发出方（异地分厂），还涉及信息接收方

（出口工厂）和传递渠道（信息网络）。考虑信息溢出效应涉及不同的信息接收方和传

递渠道，下面我们比较跨区域信息溢出效应在上述方面的差异。

１考虑信息接收方（出口工厂）的差异性。作为信息接收方，与持续出口工厂相

比，新工厂出口前未对目的地特定信息展开搜寻，需要从零开始构建自身信息网络，还

不成熟的信息网络和需要付出的沉没成本使跨区域信息对新工厂出口的影响较小。

我们按前１期是否对目的地出口将工厂划分为新出口工厂和持续出口工厂，构造新出

口工厂虚拟变量（ｎｅｗ＿ｄｕｍｍｙｉｃｍｔ），当ｔ－１年ｃ城市ｉ工厂对ｍ目的地没有出口时，其

取值为１，否则为０。表６第（１）列报告了跨区域信息对不同存活期工厂的异质性影

响，结果表明与持续出口工厂相比，跨区域信息对新出口工厂出口的影响更小。这表

明缺乏对信息网络的前期投入弱化了跨区域信息对新出口工厂出口的促进作用。

工厂所处行业也是影响跨区域信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相较于异质性行业，同

质性行业在出口中面临较小的市场不确定性，消费者偏好等方面的信息壁垒较少，同

质性行业对市场信息需求偏弱，使跨区域信息对其工厂出口的影响较小。我们保留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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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维度，按Ｒａｕｃｈ（１９９９）的方法将工厂出口产品所处行业划分为异质性和同质性行

业，构造异质性行业虚拟变量（ｈｅｔｅｒ＿ｄｕｍｍｙｐ），当出口产品所属行业为异质性行业时

取值为１，同质性行业取值为０。表６第（２）列报告了跨区域信息对不同行业的异质性

影响，结果表明相较于同质性行业，跨区域信息对异质性行业出口的影响更大。这表

明较大的市场不确定性强化了跨区域信息对异质性行业出口的促进作用。

表６ 异质性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ｅｘｐｉｃｍｔ ｌｎｅｘｐｉｐｃｍｔ ｌｎｅｘｐｉｃｍｔ ｌｎｅｘｐｉｃｍｔ ｌｎｅｘｐｉｃｍｔ

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
０１４６１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４４１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４１９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６０２

（００１２２）
－０１２４２

（００２７０）
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

ｎｅｗ＿ｄｕｍｍｙｉｃｍｔ

－０１１５７

（０００７７）
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

ｈｅｔｅｒ＿ｄｕｍｍｙｐ

００５３９

（００１４６）
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

ｌｎｓｕｐｐｌｙｉｃｔ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２４）
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

ｎｕｍｉｃｔ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２）
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ｃｔ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１５）
Δｌ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ｉｃｍｔ×

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ｃｍｔ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１４）

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ｃｍｔ
００６４９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３６６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６５５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６５４

（０００６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ｉｔ、ｍｔ、ｃｍ ｉｔ、ｍｔ、ｃｍ、ｃｐｔ ｉｔ、ｍｔ、ｃｍ ｉｔ、ｍｔ、ｃｍ ｉｔ、ｍｔ、ｃｍ

样本量 ６２４０７５０ １１１０６４５４ ２９５００９６ ６２４０７５０ ６２４０７５０

Ｒ２ ０２９３５ ０３７２１ ０２３３７ ０２９３４ ０２９３５

　　说明：ｌｎｅｘｐｉｐｃｍｔ为ｔ年ｃ城市ｉ工厂对ｍ目的地出口产品 ｐ的销售额的对数。ｃｐｔ为城市－产品
（ＨＳ６）－年份固定效应。

出口销售额不仅取决于目的地的需求水平，还取决于工厂整体的供给能力。供给

能力越强的工厂越能满足客户多样复杂的产品需求，进而越能有效匹配海外市场需

求。我们将中国海关贸易统计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匹配，构建ｔ年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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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ｉ工厂对应企业工业总产值（ｌｎｓｕｐｐｌｙｉｃｔ）作为工厂整体供给能力的代理变量，将其

与核心解释变量交乘。表６第（３）列报告了跨区域信息对不同供给能力工厂出口的

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跨区域信息对供给能力越强工厂出口的影响越大。这表明目的

地市场信息需要工厂与之相配的生产能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２考虑传递渠道（信息网络）的完备性。跨区域信息溢出效应依赖于企业自身跨

区域信息网络的完备性。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ａｎｄＴａｎｇ（２０１４）强调出口企业溢出信息存在偏

差，越多企业传递信息，越有可能了解出口目的地市场的真实情况。这在更大地理范

围内同样适用，开设越多异地分厂的工厂，其构建的信息网络越完备，对目的地市场情

况掌握也越精准。我们构建ｔ年ｃ城市ｉ工厂拥有异地分厂数量指标（ｎｕｍｉｃｔ），将其与

核心解释变量交乘。表６第（４）列报告了跨区域信息对开设不同数量异地分厂出口

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拥有越多分厂的工厂出口受到的影响越大。这表明共享信息

的精确性强化了跨区域信息对拥有更多分厂工厂出口的促进作用。

跨区域信息网络的完备性不仅取决于企业的分厂数量，还取决于企业完善网络的

意愿。出口销售额越多的企业越有动力整合构建完备的跨区域信息网络，充分发挥跨

区域信息的共享能力。我们构建ｔ年ｃ城市ｉ工厂对应企业出口销售额的对数（ｌｎｅｘ

ｐｏｒｔｉｃｔ）作为企业完善网络意愿的代理变量，将其与核心解释变量交乘。表６第（５）列

报告了跨区域信息对不同规模工厂出口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出口规模越大，

跨区域信息的影响越大。这表明完善网络的意愿强化了跨区域信息对更高出口销售

额工厂的促进作用。

七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异地分布多工厂企业的微观数据，经验检验了跨区域信息是否通过

企业内跨区域信息网络对工厂出口产生影响。研究发现，跨区域信息的溢出效应显著

促进了工厂出口销售额。这一结论有助于拓展对集群中出口企业信息溢出效应的认

识：企业信息溢出不仅存在于同一地区企业之间，而且存在于企业内部的跨区域信息

网络。这可能源于异地分厂从当地出口企业获取有关目的地溢出信息，通过企业内部

网络共享给工厂，从而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完全等非正式贸易壁垒，更好地实现工厂与

出口市场的对接。

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区域信息溢出效应会因为信息接收方（出口工厂）和传递渠

道（信息网络）的异质性而产生差异化影响。跨区域信息对持续出口、异质性行业、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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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能力强、信息来源丰富以及出口销售额高的工厂影响更大。这一系列结论有助于拓

展对集群中出口企业信息溢出效应的认识，促进区域间出口企业的协调发展，厘清企

业出口扩张的实现路径，对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和探索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中国

各地区应积极消除歧视性和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准入限制，消除区域市场壁垒和行政性

垄断，在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下发展产业集群，进而推动城市群发展，并带动区

域发展。不仅要加强城市群内城市间的紧密合作，而且要加强区域板块间的融合互动

发展。尤其要关注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的能动作用，引导企业按市场需求优化空间配

置，通过构建完备的信息网络促进信息等要素的充分流动，进而推动市场一体化和出

口贸易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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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期２第年２２０２　济经界世

　　跨区域信息溢出与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多工厂企业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