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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价格扭曲"内需增长与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
安$岗"张$康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沈阳33%34&#

摘$要#企业出口不仅取决于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且受到国内市场环境的影响$ 要素价格扭曲
导致的资源错配会对出口企业产生不利影响"进而有损其出口竞争力$ 然而"现有文献较少研究要素价
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尤其缺乏相关经验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扭曲税&的理论框架分析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认为'要
素价格扭曲会阻碍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削弱更替竞争的效率提升效应"使得大量低效率企业不能进行
市场出清"同时还会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进而不利于企业通过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来提升出口竞
争力$ 同时"国内需求增长产生的本地市场效应#需求引致创新效应#经济集聚效应等不仅能促进企业
出口竞争力提升"还会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面影响$ 采用中国3&&&!"%%:年工业
企业以及"%%:!"%"%年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企业的要素价格扭曲+包括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价
格扭曲,程度与其出口竞争力显著负相关"同时"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与企业的市场退出和技术创新概率
也显著负相关"表明要素价格扭曲会显著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其中存在阻碍低效率企业市场退
出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的传导路径(内需增长对企业出口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且能显著弱化要素价格
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抑制作用(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
和地区异质性"表现为资本价格扭曲对融资约束较低的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影响更为显著+相比私营企
业,"而劳动价格扭曲对劳动报酬占比较低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相比国有企业,"要素
价格扭曲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此外"劳动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
响比资本价格扭曲更大$

相比于以往文献"本文拓展和深化了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以及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
究"并从内需增长的角度为深入认识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也为要素价
格扭曲的企业出口竞争力抑制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各地应持续深化各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施扩大
内需战略"切实缓解各类微观经济主体+尤其是私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并持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
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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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经济交往的不断扩大和加快#中国的对外贸易持续增长#尤其是出口贸易

规模增长迅速& 从"%3: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五年保持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 然而#中国大
部分制造业仍处在国际分工中的中低端#大而不强等问题依然突出#仅靠简单的低水平的规模扩张并不
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必须不断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才能有效提高全球价值链
地位#才能成为高水平的+世界工厂,&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出口贸易的高
质量发展需要以企业的出口升级为基础#加快推动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成为关键& 在影响企业出口竞
争力的众多因素中#资源配置效率不容忽视#尤其是要素价格扭曲等导致的资源错配会严重阻碍企业的
生产率提升和贸易利益增长!罗德明等#"%3"$钱学锋等#"%34"

)3<"*

&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
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 "%"%年;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
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了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的方向及重点改革任务#并就扩大
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等作出了部署& 在此背景下#

深入研究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面影响及其机制#有利于深刻认识国内市场环境对企业
出口提质增效的影响#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已有文献对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宋大强等#"%"%"

)!*

#其中与本文
研究紧密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个方面%一是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要素价格
扭曲会对以生产效率为基础的市场选择机制产生影响#表现为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越高#低生产效率企业
的退出概率越低!王磊等#"%3=$李俊青等#"%"%$邹涛和等#"%"3"

);<4*

#这会显著弱化更替竞争效应以
及学习效应等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 二是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价格扭曲的存
在使得现行价格无法反映真实的要素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而要素价格低估会降低企业创新研发
的动力!>(9-8#"%33$周京奎等#"%"3"

):<=*

$要素市场扭曲会强化企业依靠技术引进的路径依赖#导致自
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加强!戴魁早等#"%34"

)&*

$同时#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管制及其带来的要素市
场扭曲长期来看也会抑制地区内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张杰等#"%33$王文波等#"%"3"

)3%<33*

& 三
是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要素价格扭曲不但可能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还会降低企业的出
口门槛#进而短期内可以促进企业出口规模增长!张杰等# "%33$施炳展等# "%3"$祝树金等#

"%3:"

)3%*)3"<3!*

& 但从长期来看#要素价格扭曲虽然可以促进出口规模增长#却也会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

比如削弱出口贸易对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并阻碍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高!X)-Q7G-8-YB)#3&&=$

Z-)7YS#"%%!$刘竹青等#"%3:$蒋含明等#"%"3"

)3;<3:*

&

上述研究大多聚焦于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生产效率或技术创新以及出口规模的影响#较少针对要
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进行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
图探讨要素价格扭曲!包括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及其传
导路径& 同时#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并正在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因而国内市场需求的变化成为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的重要因
素之一& 那么#内需增长是否会对要素价格扭曲的企业出口竞争力效应产生显著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
课题& 因此#本文将进一步探究内需增长在要素价格扭曲影响企业出口竞争力中的调节效应& 本文的
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分析了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内在关系#从要素扭曲角度扩展了企
业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二是验证了要素价格扭曲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阻碍市场退出和抑
制技术创新两条传导路径#丰富了要素价格扭曲效应的微观机制研究$三是提出并证实了内需增长在要
素价格扭曲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中的负向调节效应#提供了一条通过扩大内需来缓解要素价格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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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负面效应的新思路#进而为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以及推动企业出口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要素价格扭曲影响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数理分析
本文基于Z-)7YS和1YYBT7B9(!"%%="提出的异质性厂商垄断竞争局部均衡框架)3=*

#借鉴王磊和朱帆
!"%3="的研究思路);*

#定义出口厂商的生产函数如式!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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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为企业产出#=为企业生产力水平#J为企业要素投入& 用G表示要素价格#则GJ为企业的
要素投入成本& 假设

.

!

.

n3"代表企业面临的要素市场+扭曲税,#

.

越大则要素价格扭曲越严重& 借鉴
Z-)7YS和1YYBT7B9(!"%%="的研究)3=*

#设定偏好连续的消费者效用函数如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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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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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个人消费水平#"为商品品种#需求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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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都是正数&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
下对第"种商品的需求如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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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表示品种总数#&

h为市场平均价格& 定义企业的利润函数如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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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及满足市场出清时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下的消费选择#企业的最大化利润可表示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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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到均衡条件下企业的产出如式!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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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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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企业在要素价格扭曲下的边际成本& 令利润函数为%#得到要素价格扭曲

下的边际成本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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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当企业的边际成本小于'-

!时
才能获得非负的利润水平& 如果企业的边际成本大于'-

!

#则被逐出市场&

假设企业生产率=与要素价格G服从定义在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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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联合概率密度M!=#G" #若
企业退出则其损失为进入成本;#若企业生产则获得上文利润函数所表示的期望利润& 企业进行生产的
临界条件是利润为%#则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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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市场进入的均衡条件如
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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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以及隐函数定理#得到临界生产率=

!与要素价格扭曲之间的函数关系如式!="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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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存在两条路径%

一是通过影响出口企业的市场进入和退出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由!="式可得#要素价格扭
曲程度越高#则临界生产率=

!越低#该结论与张杰等!"%33"-施炳展和冼国明!"%3""的研究结果相一
致)3"*)3&*

& 因此#要素价格扭曲虽然可以促进出口规模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正效应$但是企业出口的临界
生产率=

!

降低也会导致低效率企业难以进行市场出清#提高了低生产效率企业退出市场的门槛#同时
也降低了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进而弱化企业之间的更替竞争效应以及学习效应!X)-Q7G-8-YB)#3&&=$李
俊青等#"%"%"

)#*)3;*

#最终将产生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面效应&

二是通过影响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借鉴王文波和周京奎!"%"3"

的研究)33*

#根据式!4"#均衡条件下企业的创新产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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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产出占总产出比重& 由于创新产品相对于一般产品更容易受到约束和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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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可以
得到企业创新产出与要素价格扭曲之间的函数关系#进而可得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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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可见#要素价格扭曲会对企业的
创新产出产生负向影响#从而抑制出口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出口竞争力的行为!张杰等#"%33$戴魁早
等#"%34"

)&<3%*

&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a3%要素价格扭曲不利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其中存在阻碍低效率企
业退出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两条传导路径&

"/资本和劳动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在传统经济学中#除土地外资本和劳动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要素价格扭曲也包括资本价格扭曲和

劳动价格扭曲& 为此#本文进一步分别探讨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从资本价格扭曲来看%一方面#资本价格扭曲会阻碍出口企业的市场退出& 资本价格扭曲最突出的
表现就是不同的企业获取外部资金的成本存在显著差异#比如在政府干预下国有企业可以获得大量低
成本金融资源#而中小企业更容易受到金融歧视和融资约束& 邹涛和李沙沙!"%"3"研究发现#要素价格
扭曲主要通过资本偏向效应-收益扭曲效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寻租激励效应等途径阻碍中国制造业
企业的有效市场退出)4*

& 毛其淋!"%3!"也认为#要素市场扭曲不仅抑制了企业内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
还显著地降低了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

& 要素价格扭曲对于出口企业的市场退出也存在同样的影
响#地方政府对出口贸易的过度激励以及对出口企业的过度扶持#都可能导致一些生产效率低!竞争力
低"的出口企业在低成本融资的支持下难以从市场退出#而生产效率低则意味着出口竞争力低& 另一方
面#资本价格扭曲会抑制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 李永等!"%3!"认为#要素市场扭曲会通过中间品进口抑
制效应-外资流入复合效应-政府控制要素定价权力下的专利引用挤出效应等#显著抑制国际技术溢出#

进而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

$陈经纬和蒋能鹏!"%"%"研究发现#资本要素市场扭曲会通过影响要
素密集度-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等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人才的有效配置产生干扰或误置#并最终抑制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 由于出口企业面对国际市场#要素价格扭曲对其技术创新的消极影响更
为显著#而技术进步是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根本& 因此#资本价格扭曲会通过阻碍低效率企业退出和
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等路径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从劳动价格扭曲来看%一方面#劳动价格扭曲会导致劳动报酬对边际产出产生趋势性偏离#并直接
对企业的生产决策产生显著影响& 压低劳动力报酬造成的劳动价格扭曲短期内为企业提供了依靠劳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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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成本优势生存的机会#也使得大量低效率企业可以不进行市场出清& 因此#劳动价格扭曲也可以通过
影响企业市场退出的传导机制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 劳动价格扭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也
是显而易见的#蒲艳萍和顾冉!"%3&"研究发现#劳动力工资扭曲会通过扭曲收益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
消费需求效应等抑制企业创新)"!*

$周京奎和宋健!"%"3"分析表明#要素价格扭曲不利于企业的研发选
择#并且相较于资本价格扭曲#劳动价格扭曲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制约作用更为明显)=*

& 可见#劳动价格
扭曲同样会通过阻碍低效率企业退出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等路径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产生显著的
负面影响&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a"%资本价格扭曲-劳动价格扭曲均不利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且均
存在阻碍低效率企业退出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两条传导路径&

!/内需增长的调节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适应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复杂深刻的变化#我国正加

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
稳定性加剧的情况下#内需对出口企业发展的影响也日益增强#那么#内需的变化对要素价格扭曲的企
业出口竞争力抑制效应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本文认为#内需增长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效应弱化要素价格
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负向影响%

一是本地市场效应& UQF_AB9!3&=%"认为#在一个存在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拥有相
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规模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这是因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降低了企业
生产成本#促进了企业的出口)";*

& 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张使得出口企业能够通过满足内需来盈利#而不是
通过要素价格扭曲的寻租收益或者依靠政府信贷干预来留在市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要素价格扭
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

二是需求引致创新效应& e(A-Q和NBF)!3&=4"-[FHB8!3&=="认为#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同企业的
其他生产行为一样受利润最大化的驱动#外生的需求冲击会影响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的投入和生产要
素积累#进而新技术主要是在较大市场规模和利益驱动下产生的)"#<"4*

& 国内需求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也
会实现结构升级#而国内市场的消费升级会对企业产品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进而有效促进企业的技术创
新& 内需增长也会影响到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并为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好的市场环境和条件#

进而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

三是经济集聚效应& 宣烨!"%3!"-李宏和董梓梅!"%"""认为#市场规模的扩大会促进资本-劳动-技
术等要素的集聚#有利于企业生产运营的专业化-集中化和规模化#进而有效降低各环节的交易成
本)":<"=*

& 国内需求增长带来的经济聚集和交易成本降低也为出口企业的出口带来红利#有利于弱化要
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抑制作用&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a!%内需增长会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抑制效应&

;/企业和地区异质性
由于企业自身的特性差异及其所在地区区位条件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或不同

地区的企业#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区别& 对此#本文主要进行以下两个
方面的探讨%

一是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政策环境-劳动力市场等都可
能因其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一方面#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可能受到地方政府
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尤其是在资金获取上得到更多的政策优惠#而私营企业则可能会受到更大的融资约

:=

安$岗!张$康"要素价格扭曲#内需增长与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



束& 金融机构出于安全性的考虑而倾向于将资金借贷给有政府背书的国有企业#在各地积极引进外资
的大背景下外资企业也能得到投资优惠政策的支持#因而资本价格扭曲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竞
争力的抑制效应可能比私营企业更为显著& 另一方面#对于外资企业来说#进入中国更多的是利用廉价
的劳动力#创新活动主要在其母国完成#因而会尽量降低劳动力成本#导致其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
比相对较低$同样#出于市场竞争-降低成本的考虑#相较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初次分配的劳动报酬占
比也较低& 因此#劳动价格扭曲对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抑制效应可能比国有企业更为
显著&

二是地区异质性%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和发展环境都存在显著差
异#进而可能导致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 尤其是对于市场化程度不
同的地区#不但要素价格扭曲程度本身不同#而且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也可能显著不
同& 由于改革开放的梯度推进#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还存在较大的差别& 东部沿海省市的市场化
程度相对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集聚度也较高#包括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竞争较为充分$而在一些
内陆地区#经济运行中的非市场因素相对较多#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多#要素市场改革也较为迟滞&

因此#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a;%对于不产权性质-不同地区的企业#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
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三"实证研究设计

3/基准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的实证分析主要进行如下检验%一是要素价格扭曲!包括资本和劳动价

格扭曲"是否会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二是要素价格扭曲能否通过阻碍低效率企业退出和抑制企
业技术创新来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生产负向影响#三是内需增长是否会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
口竞争力提升的抑制效应#四是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是否存在企业和地区异质性&

为验证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构建基准计量模型如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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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标"和)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

1

"

为企业固定效应#

1

B

为行业固定效应#

1

)

为年份固定效
应#

(

")

为随机扰动项&

被解释变量!6-*"为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借鉴文东伟等!"%%&"和赵奇伟等!"%34"的做法)"&<!%*

#

+出口竞争力,的测度方法如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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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6-*

"(

为(行业"企业的出口竞争力#6!

"(

和!

"(

分
别为(行业"企业的出口交货值和生产总值#6!

(

和!

(

分别为(行业的出口交货值和生产总值&

核心解释变量!+

")

"有!个#即+要素价格扭曲,!)9 A";)"-+资本价格扭曲,!)9 A";)O"和+劳动价格扭
曲,!)9 A";)P"& 具体的计算方法借鉴a87-E和U)-9(D!"%%&"-施炳展和冼国明!"%3""的研究)3"*)!3*

& 首
先#设定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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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其中##为工业增加值#O为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P为全
部职工数& 然后#对#求偏导#要素的边际产出及其全要素生产效率分别为%'&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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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计算要素的边际产出!'&Q-'&E"& 再借鉴盛仕斌和徐海!3&&&"的方法计
算资本价格!利率"D

)!!*

#劳动力价格G为应付工资总额除以全部职工数#进而可以计算得到%资本价格
扭曲程度A";)O

k

'&Q%D#劳动价格扭曲程度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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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总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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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

%!

$

^

'

"

& 最后#对各价格扭曲程度取自然对数得到相应的价格扭曲变量&

借鉴张杰等!"%33"-施炳展和冼国明!"%3""-蒲艳萍和顾冉!"%3&"以及王文波和周京奎!"%"3"的
研究)3%<3"*)"!*

#本文选取如下:个控制变量!!

")

"%!3"+融资约束,#采用+企业应收账款与企业销售收入
之比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年龄,#采用+企业开业年份与当年年份之差的绝对值,来衡量$!!"

+平均工资,#采用+企业工资总额与企业职工数的比值,来衡量& !;"+企业规模,#采用+企业资产总额
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资本密集度,#采用+固定资产年末净值与平均员工数之比的自然对数,来衡
量$!4"+专业化分工,#采用+企业中间投入与增加值之比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行业集中度,#采用
赫芬达尔指数!a-QJ79GBE)<a7Q8HEAB9 29G-V#aa2"来衡量&

"/传导机制#调节效应与异质性的检验方法
为检验要素价格扭曲影响企业出口竞争力的传导路径#构建计量模型如式!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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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5

")

为传导变量&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选择如下两个传导变量%一是+市场退出,#为出口企
业是否中途退出市场的哑变量#退出取值为3#否则取值为%$二是+创新产出,#为出口企业是否技术创
新的哑变量#新产品产值大于%取值为3#否则取值为%&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二值变量#对该模型进行
[(_7Y回归分析&

为验证内需增长的调节效应#构建计量模型如式!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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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9 S'7为调节变量+内需增长,#借鉴冯伟等!"%3;"的方法)!;*

#采用+行业总产值减去出口交
货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为验证要素价格扭曲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不同地区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进
行分组检验& 一是按企业的产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个子样
本$二是根据企业所在区域#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华东,+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东北,:个
子样本&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中国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数据来自3&&=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同时#

借鉴聂辉华等!"%3""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基本处理)!#*

#并将出口交货值缺失或为%的企业剔除& 此外#

在稳健性分析中#"%%:0"%"%年的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万德数据库&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见表3&

表3$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出口竞争力 ;!" :#% "*"!3 #*"!& %*33% =*%!%

核心解释变量
要素价格扭曲 ;"& =#& 3*3"! 3*3"#

h

3%*3&% =*&%3

资本价格扭曲 ;!% ";; 3*&4# 3*;"4

h

&*:#" 33*&#;

劳动价格扭曲 ;!" !#% !*#&4 %*&4:

h

4*43; 3%*&3:

传导变量 市场退出 ;!" :#% %*""; %*;3: % 3

创新产出 ;!" :#% %*34# %*!:" % 3

调节变量 内需增长 ;!" :;& 3:*33= 3*;&!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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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融资约束 ;!" :#%

h

%*:"% %*!"=

h

3!*%44 !*==%

企业年龄 ;!" :#% 3"*4!% 33*;!: 3 #!

平均工资 ;!" :#% %*3#" %*3%# %*%3#= %*4"#

企业规模 ;!" :#% #*!=: 3*%44 !*;%3 :*&;#

行业集中度 ;!" :#% %*"%% %*%%! %*%3# 3*:3%

资本密度 ;!" :#% !*!!% %*"&%

h

%*;"" 4*!=&

专业化分工 ;!" :#% 3*%=& %*:&3

h

33*=!" 33*=34

$$注%本表中+行业集中度,变量!aa2指数"进行了乘以3%%处理&

四"实证结果分析

3/基准模型分析
本研究中涉及的变量较多#各变量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为满足回归分析的基本假设#也

为在后续实证过程中避免多重共线性造成的影响#本文对所涉及的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主要解释
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均小于4%O#且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的'2K值均小于##表明变量间不存在
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 其中#!3"列为1[,回归结果#!""

!!"!;"列为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列的K检验值均大于#%#且aBF8AB检验的.值拒绝
原假设#因此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要素价格扭曲,+资本价格扭曲,+劳
动价格扭曲,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资本价格扭曲程度-劳动价格扭曲程度以及总的要素价格扭
曲程度的提高均不利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表"$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3" !"" !!" !;"

1[, K@ K@ K@

资本价格扭曲 h

%*%!" !

!!!

!

h

;*;!"

劳动价格扭曲 h

%*34# 3

!!!

!

h

33*=="

要素价格扭曲 h

%*33" :

!!!

!

h

&*#%"

h

%*%4" 4

!!!

!

h

4*;#"

资本密集度
%*%%" %

!!!

!"3*;&"

%*%%% !!3*4""

%*%%% :

!!!

!!*;:"

%*%%% !!3*#%"

融资约束 h

%*3:= %

!!!

!

h

:*3;"

h

%*%%4 =!

h

%*";"

h

%*%"# =!

h

3*%!"

h

%*%%= "!

h

%*!%"

企业年龄 h

%*%3= #

!!!

!

h

"#*&;"

h

%*%44 ;

!!!

!

h

;*"%"

h

%*%:% 3

!!!

!

h

;*;;"

h

%*%4: ;

!!!

!

h

;*"4"

工资水平 h

%*:3; %

!!!

!

h

=*#!"

h

%*!%% %

!!!

!

h

"*=:"

h

%*:3# %

!!!

!

h

4*=#"

h

%*!!4 %

!!!

!

h

!*"="

企业规模 h

%*%%3 %

!!!

!

h

3#*":"

h

%*%%% 3

!

!

h

3*=%"

h

%*%%% 3!

h

3*;;" h

%*%%% 3

!

!

h

3*4&"

专业化分工
%*%## :

!!!

!#*%:"

%*%%: %!3*3;" %*%%: %!3*!#" %*%%% !!3*"3"

行业集中度
3%;*=

!!!

!!4*=3" 3=3*!

!!!

!&*4&" 3=3*4

!!!

!&*::" 3=3*#

!!!

!&*4&"

常数项
"*=3; %

!!!

!%*%"" ;*#4: %

!!!

!3&/%#" ;*;4% %

!!!

!3=*::" ;*#=# %

!!!

!%*"!"

固定效应!年份5行业5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 =#& ;"& =#& ;!% ";; ;!" !#%

e

"

%*3"3 %*3;! %*3;" %*3;4

$$注%

!!!

-

!!

-

!分别表示.p%*%3#.p%*%#和.p%*3#括号内数值为Y值#下表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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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控制变量来看%!3"+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平均工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企业年龄长-规模
大#商业模式较为固定#创新改革意愿也较弱#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高则不利于降低成本& !""+融资约
束,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较高的融资约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资本
密集度,+专业化分工,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资本投入的增加和分工的深化在一定程度会促进企业出口
竞争力的提升$!;"+行业集中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适度的市场集中可以促进企业出口竞争力
的提升& 总体来看#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相符#也与施炳展和冼国明!"%3""的研究结
论大体一致)3"*

#表明本文的模型估计结果较为可信&

"/稳健性检验
!3"内生性处理& 参考张杰等!"%33"的做法)3%*

#运用工具变量法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该方法的
优势在于没有增加或减少模型变量的个数#同时能满足残差项与被解释变量无关且与内生变量相关的
要求& 采用+!要素价格扭曲h要素价格扭曲的均值" 的三次方,作为+要素价格扭曲,的工具变量!2'"#

运用2'广义矩进行模型估计#回归结果见表!的!3"列& +要素价格扭,的估计系数在3O水平上显著为
负#与基准模型估计结果一致#表明本文+要素价格扭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具有抑制效应,的核心结论
是稳健的&

!""核心解释变量缩尾处理& 分别对+要素价格扭曲,变量进行3O和#O的缩尾处理#回归分析结
果见表!的!""!!"列#+要素价格扭曲,的估计系数依然在3O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基准模型的分析
结果是稳健的&

!!"改变核心解释变量测度方法& 一是将+要素价格扭曲,测度过程中对生产函数的要素产出弹性
估计方法由[

h

N估计更换为1[,估计#得到新的+要素价格扭曲,变量#重新进行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见
表!的!;"列#+要素价格扭曲,的估计系数在#O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二是将X

h

0生产函数转变为超越
对数生产函数#

#并采用1[,估计方法得到新的+要素价格扭曲,变量#重新进行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见
表!的!#"列#+要素价格扭曲,的估计系数在3O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上述结果再次表明本文的核心结
论是稳健的&

!;"使用上市公司数据&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部分变量只有3&&=0"%%:年数据#本文基准
模型分析采用的数据较为陈旧& 对此#进一步采用国泰安数据库和万德数据库中"%%:0"%"%年上市公
司的数据进行稳健性分析#回归结果见表!的!4"列#+要素价格扭曲,的估计系数在3%O的水平上显著
为负#进一步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3" !"" !!" !;" !#" !4"

2'<MZZ 3O #O 1[,<弹性超越对数"%%:0"%"%年

要素价格扭曲 h

%*%44 "

!!!

h

%*%4; :

!!!

h

%*%4# "

!!!

h

%*%;3 ;

!!

h

%*%;& :

!!!

h

%*%%3 %

!

!

h

:*4"" !

h

4*#!" !

h

4*%=" !

h

"*%&" !

h

3%*%#" !

h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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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为%)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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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3" !"" !!" !;" !#" !4"

2'<MZZ 3O #O 1[,<弹性超越对数"%%:0"%"%年

资本密集度 %*%%3 =

!!!

%*%%% ! %*%%% "

%*%%% #

!!

%*%%% #

!!

%*%%% 3

!!!

!3#*:"" !3*#;" !3*"=" !"*#"" !"*!4" !

h

;*3:"

融资约束
h

%*"!; %

!!!

h

%*%%& =

h

%*%3% = %*%%# ; %*%%% ; %*%%% :

!

h

:*=3" !

h

%*!4" !

h

%*!:" !%*3:" !%*%3" !3*;&"

企业年龄
h

%*%3& %

!!!

h

%*%44 %

!!!

h

%*%4# ;

!!!

h

%*%4# ;

!!!

h

%*%44 4

!!!

h

%*%3" "

!!!

!

h

"#*&&" !

h

;*3=" !

h

;*%&" !

h

;*3%" !

h

;*3&" !

h

!*!!"

工资水平
h

%*#!; %

!!!

h

%*!;; ;

!!!

h

%*!!: "

!!!

h

%*;3= ;

!!!

h

%*;3% :

!!!

h

%*%%% #

!

h

#*!"" !

h

!*!#" !

h

!*"#" !

h

!*=#" !

h

;*%3" !3*!="

企业规模
h

%*%44 "

!!!

h

%*%4; :

!

h

%*%4; " h

%*";! ;

!

h

%*%": 3 h

%*%%% :

!!!

!

h

33*;%" !

h

3*4=" !

h

3*#%" !

h

3*&%" !

h

3*#3" !#*&4"

专业化分工 %*%=# =

!!!

%*4"# %

!!!

%*4"# !

!!!

%*#=! 4

!!!

%*4;" #

!!!

%*%%! #

!

h

;*&&" !;*;;" !;*;%" !;*3%" !;*#!" !%*&#"

行业集中度 3"!*&&

!!!

3=3*=;

!!!

3=!*#4

!!!

3=3*3=

!!!

3=3*;=

!!!

%*%%" 3

!

!3&*43" !&*4&" !&*44" !&*44" !&*4!" !

h

3*:;"

常数项 !*#&3 %

!!!

;*#&; %

!!!

;*#&4 %

!!!

;*;=% %

!!!

;*#;; %

!!!

%*3!: %

!!!

!4#*&;" !3&/%=" !3=*=3" !3=*::" !3=*:4" !

h

;%*&4"

固定效应!年份5行业5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 =#& ;"& %%3 ;"; :%3 ;"= =4! ;34 &4" !3 :=:

e

"

%*"#3 %*3#3 %*3#" %*3!: %*3;3 %*"4:

!/传导机制检验
根据表;的回归结果%+要素价格扭曲,+资本价格扭曲,+劳动价格扭曲,对+市场退出,的估计系数

均显著为负#表明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出口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要素价格扭曲,+资本价
格扭曲,+劳动价格扭曲,对+创新产出,的估计系数也都显著为负#表明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提高会降
低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概率& 进一步结合表"的估计结果#可以认为资本价格扭曲程度-劳动价格扭曲
程度以及总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提高都会通过阻碍低效率企业退出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等路径对企业
出口竞争力提升产生不利影响& 至此#研究假说a3和a"得到验证&

表;$传导机制检验结果%[(_7Y回归&

变量 !3" !"" !!" !;" !#" !4"

市场退出 创新产出 市场退出 创新产出 市场退出 创新产出

要素价格扭曲 h

%*%!= "

!!!

h

%*%%& #

!!

!

h

3%*=!" !

h

"*!4"

资本价格扭曲 h

%*%3% "

!!!

h

%*%43 :

!!!

!

h

!*;:" !

h

3=*3""

"&

安$岗!张$康"要素价格扭曲#内需增长与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



续表

变量 !3" !"" !!" !;" !#" !4"

市场退出 创新产出 市场退出 创新产出 市场退出 创新产出

劳动价格扭曲 h

%*%%# 3

!

h

%*"4& ;

!!!

!

h

3*4&" !

h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h

%*:": 3

!!!

h

"*#!& 3

!!!

h

%*:#; %

!!!

h

"*;"& 3

!!!

h

"*;"! #

!!!

h

"*!;= :

!!!

!

h

##*#3" !

h

3=3*#&" !

h

##*3%" !

h

344*!=" !3;3*3;" !

h

3=4*;:"

样本数 ;"& =#& ;"& =#& ;!% ";; ;!% ";; ;!" !#% ;!" !#%

e

"

%*3"3 %*3!; %*33= %*3#3 %*3=: %*3&3

;/调节效应检验
表#的回归结果显示%+内需增长,对+出口竞争力,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国内消费规模的扩

大会促进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内需增长m要素价格扭曲,+内需增长m资本价格扭曲,+内需增长m资
本价格扭曲,对+出口竞争力,的估计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表明内需扩大可以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
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 至此#研究假说a!得到验证&

表#$内需增长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3" !"" !!"

内需增长
%*4#:

!!!

!";*==" %*44"

!!!

!";*3!" %*4%3

!!!

!";*:""

要素价格扭曲 h

%*"";

!!

!

h

"*;:"

内需增长m要素价格扭曲
%*%3% 3

!!

!"*!;"

资本价格扭曲 h

%*33:

!

!

h

3*:;"

内需增长m资本价格扭曲
%*%%# "

!

!3*=;"

劳动价格扭曲 h

%*;&;

!!!

!

h

!*=""

内需增长m资本价格扭曲
%*%"3 %

!!!

!"*4!"

常数项 h

:*"4&

!!!

!"=*";"

h

:*"==

!!!

!

h

3!*3#"

h

#*:=4

!!!

!

h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年份5行业5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 =#= ;!% ";! ;!" !;&

e

"

%*34# %*34" %*3:3

#/异质性分析
根据表4和表: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3"无论是对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还是私营企业#要素价

格扭曲程度的提高都会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总的要素价格扭曲和资本价格扭曲对企业出
口竞争力提升的负向影响在外资企业中最强!显著性最高#绝对值也最大"#国有企业次之#在私营企业
中最弱& !!"劳动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负向影响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较强-在国有企
业中较弱& 上述分析结果与前文的理论预期基本相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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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企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要素价格扭曲&

变$量 !3" !"" !!"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私营企业
要素价格扭曲 h

%*%4! 3

!!

!

h

"*%!"

h

%*%:4 :

!!!

!

h

!*%="

h

%*%!: =

!

!

h

3*=#"

常数项
"*;#; %

!!

!"*%=" 4*33: %

!!!

!&*#&" !*433 %

!!!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年份5行业5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3 4&4 ;: =!! 3%; =33

e

"

%*3;: %*3#3 %*3:"

表:$企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资本和劳动价格扭曲&

变$量 !3" !"" !!" !;" !#" !4"

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私营企业

资本价格扭曲 h

%*%#3 !

!

h

%*%#& &

!!

h

%*%3; &

!

!

h

3*=!" !

h

"*#:" !

h

3*:!"

劳动价格扭曲 h

%*%:! ;

!!

h

%*3%" %

!!!

h

%*3%& %

!!!

!

h

"*"=" !

h

!*=;" !

h

;*4="

常数项 ;*&&: %

!!

!*=#; %

!!

"*;#; %

!!!

4*33: %

!!!

!*433 %

!!!

;*43% %

!!!

!"*33" !3*&&" !&*4;" !&*!&" !;*;:"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年份5行业5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3 :3& "3 :"3 ;: =:# ;: =!! 3%; =#" 3%# !#4

e

"

%*3!= %*3!4 %*3:3 %*3:" %*3;& %*3;#

从表=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要素价格扭曲,的估计系数#在西北和西南地区为负但不显著!可
能是由于样本量较少"#在其他地区均显著为负$其中#东北地区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提高对企业出口竞
争力提升的负向影响最大#而经济区位相仿的华东与华南-华中与华北的影响程度相近& 表&中针对华
东-华中和东北!个典型地区的分析结果显示%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价格扭曲均会对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产生负向影响#无论是+资本价格扭曲,还是+劳动价格扭曲,的回归系数均是呈现东北n华中n华东的顺
序!表=中+要素价格扭曲,的估计系数也是如此"#说明经济越开放-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要素价格
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抑制效应越弱& 至此研究假说a;得到验证#并与理论预期基本相符&

此外#从表"-表#-表:-表&的估计结果来看#在相应的估计中+劳动价格扭曲,对+出口竞争力,的
估计系数均显著大于+资本价格扭曲,#表明劳动价格扭曲比资本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
响更大&

表=$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要素价格扭曲&

变$量 !3" !"" !!" !;" !#" !4" !:"

华东 华南 华中 华北 西北 西南 东北

要素价格扭曲 h

%*%;; &

!!!

h

%*%;: ;

!!

h

%*3%! %

!!!

h

%*33; :

!!!

h

%*3"# #

h

%*%&3 ! h

%*"%& "

!!!

!

h

!*&:" !

h

"*33" !

h

!*"=" !

h

!*&:" !

h

3*%4" !

h

3*"4" !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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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3" !"" !!" !;" !#" !4" !:"

华东 华南 华中 华北 西北 西南 东北

常数项 !*4;&

!!!

4*3"4

!!!

4*#&4

!!!

#*!:;

!!!

3%*!"

!!

;*:;3

!!!

;*&=;

!!

!33*=&" !&*&3" !:*%&" !#*!4" !"*;4" !;*%""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年份5行业5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4 :%! 3%3 ;&4 "4 3;= ": ""= ! 3=: = =4! 34 "!;

e

"

%*3;& %*3;4 %*3"3 %*33& %*%&: %*3%3 %*3%:

表&$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资本和劳动价格扭曲&

变$量 !3" !"" !!" !;" !#" !4"

华东 华东 华中 华中 东北 东北

资本价格扭曲 h

%*%"3 %

!!

h

%*%4: ;

!!!

h

%*3#; %

!!!

!"*""" !

h

4*"%" !

h

;*"""

劳动价格扭曲 h

%*33:%

!!!

h

%*3:= %

!!!

h

%*"=: %

!!!

!

h

!*34" !

h

"*:4" !

h

!*%="

常数项 !*4;&

!!!

4*3"4

!!!

4*#&4

!!!

#*!:;

!!!

;*:;3

!!!

;*&=;

!!

!"*=3" !;*44" !#*"4" !4*;%" !4*#="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年份5行业5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4 =%; ";: ":# "4 3:! "4 #"! 34 "#" 34 !"!

e

"

%*3#3 %*3;" %*33= %*33= %*3%: %*3%&

$$注%由于篇幅限制#本表只列出了表=中具有代表性的华东-华中和东北地区&

五"研究结论和启示
目前#中国制造业大部分仍处在国际分工中的中低端#大而不强等问题仍然突出& 在新发展阶段#

建设贸易强国不能仅仅依靠自然资源优势和廉价劳动力#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出口竞争力#才能不断
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背景下#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不仅受到国际市场的
影响#而且越来越受到国内市场的影响& 在要素价格合理的情形下#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下得到有效配
置#有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促进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而当要素价格扭曲时#资源错配会阻碍
低效率企业的市场退出#并抑制企业技术创新#从而不利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国内需求的增长则
可以通过本地市场效应-需求引致创新效应-经济集聚效应等#在促进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同时#弱化
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面影响&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扭曲税,的理论框架#分析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揭示了
要素价格扭曲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内在原因与微观作用机制%一方面#要素价格扭曲对资源再配
置的阻碍使得大量低效率企业不能进行市场出清#削弱了企业间更替竞争的效率提升效应$另一方面#

要素价格扭曲会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不利于企业通过技术进步来提升出口竞争力& 利用中国
3&&&0"%%:年工业企业数据以及"%%:0"%"%年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要素价格扭曲!包括资本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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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扭曲和劳动价格扭曲"程度的提高会显著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并且存在阻碍低效率企业市场
退出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两条传导渠道$内需增长有利于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并在要素价格扭曲影响
企业出口竞争力中发挥调节作用#能够显著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抑制效应$要素
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总体上表现为资本价格扭曲对受融
资约束程度较低的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相比私营企业"#而劳动价格
扭曲对劳动报酬占比相对较低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相比国有企
业"#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抑制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更为显著$此外#劳动价格
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比资本价格扭曲更大&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得到如下启示%第一#要素价格扭曲会阻碍企业间更替竞争效应的发挥#削
弱跨企业资源再配置的效率提升效应#损害市场机制的资源再配置功能#并阻碍企业的技术创新#这将
导致出口企业的发展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 因此#应当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尤其要
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增强要素市场化配置功能#以合理有效的市场价格信号促进要素有序高效流
动#进而充分发挥更替竞争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推动作用& 第二#应充分发挥国内市场优化对企业
出口的积极作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有效激励居民消费增长#以本土市场的规模扩张和结构升级带动
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并降低和消除要素价格扭曲的负面影响#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第
三#要营造公平竞争的资本市场环境和金融制度体系#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本流动和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切实缓解各类微观经济主体!尤其是私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第四#在有序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同
时#要持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有效降低劳动价格扭曲程度#进而促进共同富裕并推动
出口高质量发展& 第五#各地应持续深化各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要加
快改革步伐#辩证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高效的市场机制降低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优化要素
资源配置#进而以企业的效率增进和技术创新持续提升出口竞争力#积极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
格局构建&

本文拓展和深化了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以及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从内需增长
的角度为深入认识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但由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
未能使用近期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指标构建比较简单#对传导变
量的测度也比较粗糙#对于传导机制的检验还有待改进& 今后的研究可进一步改进分析方法#通过开发
新的数据资源和构建更适合的变量指标对相应的传导机制及异质性进行更为的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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