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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对 出 口 技术复杂度的

影响研究
＇

——

基于外贸发展方式 转变视角 的 实证分析

刘 洪锋

【提 要
】 本文从理论和 实证两 方面考察 了 产业 集聚对 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 影响 。 首先 ，

在
“

异质性企业
”

和
“

成本发现
”

的分析框架 下构建 了
一个理论模型 ， 刻 画 了 产 业集聚通

过降低厂商的 出 口成本及其进入 出 口 市 场 的 生产 率 门 槛进而促进 出 口技术复杂度升级这
一

作用机制 。 然后 ， 利 用 ２０ ０２？ ２０１ １ 年我国 的省际 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 研究结果稳健地

支持 了理论模型 的预期 ， 即提升地 区 的产 业集聚水平对该地 区 出 口 技术复杂度的升级具有

正面 的促进作用 。 根据上述发现 ， 本文提出 了通过提升地 区 的产 业集聚水平来助推我 国 出

口技术复杂度升级进而 实现外贸发展方式的转 变升级这一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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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０８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 以来 ， 在外峰 、 杨琦在考察要素扭曲对省域出 口 技术复杂

需 日趋疲软和内部人 口 红利渐告枯竭以及出 口度的影响时发现 ， 产业集聚度与出 口 技术复杂

产业升级尚需时 日 等问题的困扰下 ， 我国 出 口度之间存在负 向关系 。

？莫莎 、 何桂香实证考察

增速呈现出大幅放缓的态势 。 在 出 口增速回落了产业集聚对省际髙新技术产 品 出 口 复杂度的

的背后 ， 另
一

个值得关注 的 问题是我 国 出 口 产影响 ， 发现产业集聚对高新技术产 品 出 口 复杂

品的技术含量如何？ 本文旨在考察产业集聚对度的促进作用显著 ， 但区域出 口 技术复杂度 由

我国 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 ， 对于我 国 当于相应的产业集聚水平的不同而表现 出 明显差

前及下一阶段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政策的制定具异 。

②上述文献在某种程度上对产业集聚和出 口技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启示意义 。


＊ 本文受到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
一带一路

’

战略与
＿

、 文献述评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研究
”

（１ ５ＺＤＡ０ １８ ） 的支持 。

① 踪家峰 、 杨琦 ： 《要素扭曲影 响 中国 的出 口技术复杂度 了

对于产业集聚 与出 口技术复杂度两者之 ｜司吗 ？ 》 ，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２ 期 。

的交集的研究 ， 只有少量文献有所述及 。 踪家② 莫莎 、 何桂香 ： 《产业集聚与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 口复杂度

关系研究 》 ， 《经济经纬 》 ２ ０ １ ３ 年第 ５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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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复杂度之间 的关系做了有益的初步探索 ， 但Ｐ ＝ Ｕ ｆ

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 ， 如产业集聚究竟通过
—

何种机制影响 出 口技术复杂度 的变动 ，
现有研由上 ， 可以得到消费者的总支出表达式 ：

究语焉不详 ； 这些文献普遍采用 了Ｈ ａｕｓｍａｎｎ＝
ｐＱ

＝ｆｒ ｉ ｃｏ＾ ｄｃｏ（ ３ ）

等的出 口技术复杂度测算方法 ， 但事实上由 于
＇

ｉ— ６＊ ｌ ｉ４／ｔ
－ａ

－从而 ， 我们可以得到 消费者的单一差异化
该方法 以国家 （地区 ） 的人均 ＧＤＰ 为权重 ， 在１ （^

对中国这些欠发达国家进行测算时不可避免地
Ｕ ）ｕ ）＃

会带来所谓的
“
Ｒｏｄｒｉｋ 悖论

”

统计假象
；
出 口

技术复杂度与产业集聚之间可能存在双向 因果９Ｕ）
＾

（４ ）

关系 ， 但既有研究均忽视了 由此带来的潜在内＿

生性问题 ， 更未采取有效的处理方法 。 本文试
ｔ

Ｐ

图弥补上述已有研究的不足 ， 着重做了 以下三（
二

） 厂商

方面的改进工作 ：

一

是在借鉴现有研究 的基础假定存在
一系列 出 口厂商 ， 各厂商生产差

上 ， 系统梳理和揭示了产业集聚影响出 口 技术异化的同类产品 ， 劳动力 为唯一 的投人生产要

复杂度的传导机制 ， 从而使二者之间的作用机素 ， 且其总体无弹性供给水平为 Ｌ 。 各厂商的成

理趋于明晰化 ；
一是在测算我 国省 际出 口 技术

本函数可以表示＆

＝立 ＋ ， ，
此处假定厂麵

复杂度的过程中 引入了Ｓｃｈｏｔ ｔ 相对技术复杂度９

指标 ，

？ 可 以更加有效地避免测度结果虚高等统 固定成本 ／ （／＞ 〇 ） 相同 ， 但生产率 Ｐ
（
？
＞ 〇 ）

计假象 ；
三是为产业集聚找到 了

一个合适的工 存在差异 。 假 服从 ［
０

，ｓ］ 区间 内的均勻一

具变量 ，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２ＳＬＳ 回归 ， 较好地 致分布 ，

ｓ 表示出 口技术复杂度 ， 其值越大意味

消除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着企业的潜在生产率越高 ， 即 ａ ｓ／ａｐ
Ｘ ）

。 生产

＿
一单位的同种商品 ，

生产率水平高的厂商 比生

产率水平低 的厂商 的边际成本更低 ， 换言之 ，

Ｉ 八 ＂ ，， ｒ、在生产成本和生产商品相同的条件下 ， 生产率

和
■厂商所生产的差异化商品拥有更高的质量 。

且都选择成本加价等于 （ｌ／（
（Ｔ
＿

ｌ ）＝ １／
（

０ 的利润
杂度的影响机制模型化 。

也
Ｉ

Ｉ＃ 心 女 ．
．

（

－

Ｊ
消费胃
价准则 ．

首先假定消费者的偏好符合 ＣＥＳ效用函数 ，

故有户 （
９
°＝

＃（ ６ ）

Ｕ 
＝

｜＾Ｊ
ｊ （ ａｊ ）

ｐｄａ）

￣

＾
（０ ＜

（

〇 ＜ １ ）（ １ ）

其中 ， ｇＵ） 表示差异化商品的需求 ， ＣＷ表
①Ｓｃｈｃｍ ’ＰｅｔｏＫ

’Ｔｈ ｅ Ｉｌ ｌａ ｔ ｉｖｅＳｏ
ｐ
ｈ

ｉｓｔ ｉｅａ ｔｋｍｏｆｅｈｉｎ ｅｓｅ

＂

Ｅｘｐｏｒｔｓ ．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Ｐｏｌ ｉ ｃｙ 

９Ｖｏｌ
．２ ３ （ ５ ３ ） ，２００８ ，ｐ ｐ．６

—

示消费者所消费 的
一

系列商品组合 ， ｆｉ 则表示４ ９

可能存在的消费商品集合 ， 这一＇条件暗②Ｍｅ ｌ ｉｔ ｚ
，
Ｍａｒｃ

 Ｊ ，
Ｔｈ 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 ｆＴｒａｄｅ ｏｎ Ｉｎ

ｔ
ｒａ

－

ｉｎｄｕ ｓｔｒｙ
Ｒｅ －

含任意两种商品之间均存在可替代性 ， 即任意
ａ ｌｂｃａｔｋｍｓａｎｄＡ

ｇｇ
ｒｅ
ｇ
ａｔ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ｎｘｔｅ ｉｖｉｔ

ｙ
ｉ

也 十丄一 ＂ 丄 、 ｋ林 ＂、 也 ■ 
？
，、Ｗｏｚ ，Ｖｏｌ ．

７ １（ ６ ） ，２０ ０３ ，ｐｐ． １ ６ ９ ５
—

１ ７２５ ．

两种商 （ＪＯ之间的替代弹性Ｊ
＝

ｌ ／（ １
—

ｐ
）＞ １ 。

③Ｈｍ ａｓｍａｎｎ ， Ｒ ｉｃａｔｄｏ ， Ｊａｓ
ｏｎＨｗａｎｇ ，Ｄａｉａ ｉＲｏｄｒｉｋ

，
Ｗｈａ ｔ

根据Ｄ ｉｘｉｔ和Ｓｔ
ｉｇ ｌ

ｉ
ｔＺ的设定 ，

上述效用 函数又ＹｏｕＥｘ
ｐ
ｏｒ

ｔ
Ｍａ ｔ ｔ ｅｒｓ．

Ｊ ｏｗｒｗａＺ 〇／ Ｅｃ ｏｎｏ／ｍｃＧｒｏｘｃ＾Ａ ， Ｖｏ ｌ ．１２

可以采用消费者所消费商品的加总水平 Ｑ 来表（ １ ＞ ， ＾７ ，

７Ｋ ， 即有Ｑ＝Ｕ 。

？
同时 ， 我们假定差异化商品ｐ

ｅｔ ｉｔ ｉｃ）ｎ ａｎｄ 〇
ｐｔ ｉｍｕｍ Ｐｒｏｄｕｅ

ｔ Ｄ ｉ
ｖｅｒｅｉ

ｔｙ＿
Ｔ７ｉ ｅ＆＾ｒａ ？ ＆。

－

的加总价格指数如下 ：ｎｏｍ
ｉ
ｃ Ｒｅｖ ｉｅｗ

ｔ
Ｖｏ ｌ ．６ ７ （ ３ ）

，１ ９７７ ，ｐｐ．
 ２ ９ ７

—

３０８ ．

４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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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ｗ 表示各厂商的工资率 ， 出 于简便率 。 由上可 以得到在 ［９％ 区 间上的条件

考虑 ， 我们不妨将其标准化为 １
， 那么厂商的利分布函数 ：

酿达式可以写作 ：

＾ｉ ｃｐ）
－

ｒｉ９
）
－

ｌ（９ ）（ ７ ）［ 〇 ，《

上式中 ，
ｒ（

９
） 、 ｒ（０／＜ｊ分别表示厂商的其中 ， ｇ（０ 表示在区间 （ 〇

，

⑴
） 内 的生

营业收人 、 可变利润 。 由式 （ ３ ） 、 （ ４ ） 可以将 ｒ产率参数 史 的共同分布函数 ， ｈ

＝
ｌ
—

Ｇ（＾ ）

（

ｐ
） 、 ；ｒ（０ 分别改写为 ：表示企业事前成功进人出 口 市场的概率 ， 为

ｒｉ ｃｐ ）＝ＲｉＰ
ｆ
ｘ
ｐ
ｙ
－

１（ ８ ）厂商 中止 出 口 的 生产率 临 界值 （ ｃｕｔｏｆｆ－ ｌｅｖｅ ｌ

＾（ ＜ｐ）
＝ ＝ＲｉＦｐｃｐｙ

－

＾ －

ｆ（ ９ ）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ｖ

ｉ
ｔｙ ） 。 若史

＊

， 则 厂商选择出 口 ， 反

＾＾之则退出 。 由上可以将平均生产率 ｇ
表示为

（
三

） 加总的函数 ：

加总均衡可以描述为 Ｍ家厂商 （亦即生产＾ｉ^
Ｍ种商品 ） 和生产率水平在集合 （０

，＋？ ） 上私中”
＝ 今

」

的分布 ＾（

９
） 。 在均衡状态下 ， 由式 （ ２ ） 定义（ １ ５ ）

的加总价格指数 Ｐ 可以改写为 ：
１

假定平均生产率 ￥ 完全取决于 ？
＞

？

， 则平均

（ １０ ）

营业收入 ｈ 平均利，进而可分别表示为 麥 的

ＬＪ ｏＪ １
＿

ｆｆ
函数 ：

结合如式 （ ６ ） 所示的定价规则 ， 上式又可「 Ｓ

丄一ｒ


＝

ｒ（ Ｓ ）＝ｙＴｒ（

９

＊

）（ １ ６ ）

以改写为 （孕 ） ， 其中
ｙＬ？

^

？
＝（ １ １ ）元

＝“
麥

）

１

？１＾
—

／ （ １ ７ ）

孕 表示厂商生产率水平的加权平均值 ， 与厂结合上述条件 ， 我们令 ７Ｔ（

？
＝

＊

）＝ 〇
， 可以

商的数 目 Ｍ无关。

一

方面 ， 癸 反映了不同生产 得到 ｒ（
？

＊

）＝ｆｆ／ 、 ；？
＝

／是 （＜ ）
， 其中 是 （＜

）

率水平的厂商的相对产出 份额 ， 另一方面反映
＝

味 （
？
ｙ

／

ｙ
ｐ

—

ｉ 。

＿

了加总生产率水平 。 其他加总变量如价格指数假定 ６ 表示企业平均利润的现值 ， 则 ５ ＝

ｐ 、 生产商品数量 Ｑ 、 总营业收入 尺 及总利润 ｎ＝（ ｉ ／５）ｈ／ｅ 为企业的 出 口沉没成

可分别表示如下 ：户 ０

，本 ， 那么企业进人 出 口市场的平均利润净值表
Ｐ 
＝

Ｍ５＾⑷ ，

达式可以写作 ：

Ｑ
＝

Ｍ＾ｇ （＾ ） ，

ｖｅ

＝

ｐ ｉ，
ｖ
—

ｆｅ

＝

ｒ
＼，

， ｎ
—

ｆｅ（ １ ８ ）

Ｒ
—

ＰＱ
＝

Ｍｒ ｉ
ｆ

）
＝ｒ ｛ （

ｐ
）Ｍｎ （

，

＾
ｄｄ（

ｐ
，１Ｇ（

＜

ｐ ）

由上可 以推导得到 厂商 的 自 由进人 （ ｆｒｅｅ

／Ｉ
＝

Ｍｒ （ 麥 ）
＝

。

；ｒ （
９
５）吟 （卩）今 （ １ ２ ）ｅｎｔｒｙ ） 条件 ：

由上可以得到厂商的平均营业收入 ？
＝尺／＾

＝

ｌ
－ｒ

ｆ

（Ｍ（ １ ９ ）

ｍ
、 平均利润 ；？

＝ｎ／Ｍ。 假定不存在时间贴现 ，二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 企业的营业收人 函数

那么厂商的价值函数可以给定如下 ：士
一

＾可以表本如下 ：

ｖ（ ＜ｐ
）＝ｍａｘ （ 〇 ，

（ １
—

ｄＹｎ ｉ ｃｐ ） ）

＝ （ ｒｄ （
ｔｐ

）

（
１ 丨

ｒ（ ＜

ｐ
）＝ ＼

ｒ
ｄ （

９
？）＋ｗｒｘ（

＜ｐ
）＝（ ２０ ）

ｍａｘ

ｊ

ｏ ，

＾＾）

） （ １３ ） ［
（ １＋ｎｒ

１－

）ｒ
，（

９
）

上式中 ， ＆ 表示负面冲击导致企业退出的概其中 ， ￣（０ 表示企业产品销往国 内 的营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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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人部分 ，
Ｇ（０ 表示企业产品 出 口 的营业可 以得到 ：

收入部分 ，
《 表示厂商的出 口 国家数 目 ， ｆ＞ ｉｄｓ ＿ ｄｓｄ＜ｐ

ｄＣＱ（２ ９ ）

表示冰山型贸易成本 。ｄｄｄｆｄｆ；ｄ
ｄ

同理 ， 企业的利润函数可 以分解为 国 内 销由上式可 以得到本文的经验假说 ：

一个地

售利润 抑 （
９
？） 、 出 口 国外的销售利润 心 （

９
＞） ：区的产业集聚程度越高 ， 越有利于降低该地区

ｒ，（ ＜ｐ ）出 口厂商的生产成本 ， 并降低其进人出 口 市场
取 ９

—

〇｝

的生产率门槛 ， 进而促进该地区出 口 技术复杂

＾ （
９

）（２ １ ）
度的升级 。

由上可得 ：三 、 实证研究
ｒ ＝ ｒｄ（ ９ ）＋ｐｊ〇

ｎｒｘ（＾
＞

ｘ ）

＾
＝

７Ｚｄ（ ＾ ）＋ｐｘｎ７ｃｘ（２ ２ ）我们设定了 如式 （ ３〇 ） 所示 的双 向 固定效

由上式可以推导得到出 口 厂商的零利润条应计量模型 ， 以检验上一节的经验假说 ：

件 （ＺＣＰ） ：＼ｎｓｏｐｈ ｉｔ
＝

ａｏ ＋ ａ
ｉ ｌｎａｇｇ ｌ〇

ｉｔ＋

ｎ
＝

７ｔｄ（
＾

）＋ｐｘ ｎｎｘ＋Ｘ
ｉ ＋ ７ｔ（ ３

０
）

ｆｋ＋Ｐ＾ｎｆ，ｋ（２３ ）

其中 ， 表示我国的省市区 ， 下标 ｆ 表
令 ＜

＝
ｍｆ

士 气匕
， ；ｒ：

？
）＞ ０

｝ 表ｔｋ示年份 ，
，
＝

２００２
，２ ００３

＂ ．

２０ １ １
；＿ 、 叹响

士

口企业” 的 祕值 ’ 令？ （’ ）

分臟示省 际层麵 ＾ 口技术复練和产业集
－

， ７Ｔ，（ ＜

ｐｘ ）
－ ０

，

聚程度 ； 《。 、 ａ
ｉ 和 Ａ 分别表示常数项 、 产业集

Ｋｄ

Ｉ ｆ ／ｒＭ９Ｃ聚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 ， Ａ 表示省际固
＾９ｘ

￣

ｉｘ９１

定效应 ， ｙ 表示年度 固定效应 ， ＂ 为随机扰动
°

ｒ（
；

）
＿


，？

ｆ项 。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 ， 待估系数 ａｉ 预期显
ｒ

ｔ
￣

＾ｎ
＝

Ｔ
ｌ
￣

＼ｐ ）ｆ
＾：著为正 。 除此 ， 计量模型还控制 了省际层面一

ｆ＾
组与出 口 技术复杂度密切相关的变量 Ｘ

， 涵盖
（ ２６ ）了金融发展程度 （／以 ） 、 研发投人比重 （Ｍ ） 、

定义 （
９
〇＝［

１
—

Ｇ（０ ］
々 （０ ， 易见 ｊ

＇外商直接投资 （ ／必 ） 、 人力资本禀赋 （Ａｃ ） 、 对

（ ＜

ｐ
）＜０

， 故有 ：外开放度 （ 〇／＞ ｅｗ ） 、 国有企业比重 （ ｓｏｅ ） 、 基础

ｄ￥Ｌ ＝ 

ｆｌ＿Ｍｌ＾Ｌｄ￥ｌ＞〇（２ ７ ）设施水平 （ ｉｎｆｒａ ） 。 考虑到产业集聚可能会反作
扣（＜ ）用于金融发展 、 研发投人以及外商投资等 ， 故

ｄ＜ｐ

．

１ｐ
ｖ（＜ ）＋

］在实际回归过程中我们采用上述变量的滞后
一

索
＝—

Ｗ（
９； ）／／（ ？

＊

）
＞〇阶 ， 已缓解内生性问题的干扰 。

（
二

） 变量的选取与说明

、
（ ２８ ）１ ． 出 口技术复杂度

在实际的测算过程中 ， 我们分别参考了周
析 ’ 产业集聚有利于降低厂商的出 口 成本 ，

产 禄松等？和代 中强？的做法 ， 在此細上完成了

有 ／（ ０）＜０
、 广 （ ０ ）＜ ０

， 从而可得＾
■ ＝


ｄ（Ｐ： ｄ ｆｘ９＜ｐ；ｄ０： ｄｒ＾① 周禄松 、 郑亚莉 ： 《 ｛ Ｊｂ Ｐ 技术复杂度升级对
？

工资差 １Ｅ 的影

９／ｘｄｄ
＜〇 ＇

ｄｄ

＝

ｄｒ８０
＜〇 °軒姻錄絲職》細雜 ＧＭＭ触 》 ， 很

八 丨 丨 ＡＡ 山士 办祕古ｍ 丨丨 人 丨 丨
、朴 １ 山 ｍ际贸易问题 》 ２０１ ４ 年第 １ １ 期 。

假定止业的生产率越髙 ， 贝 〗 ＿］］！业进人出 口
② 代中强 ： 《知识产权保护提髙 了出 口技术复杂度吗 ？

一

来

市场的生产率门槛则越低 ， 故有＃＜〇
， 综上自 中国省际层面的经验研究 》 ’ 《科学学研究 》 灿４ 年第 Ｉ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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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铎 ： 产业集聚对出 口 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一基于外贸发展方式转变视角的实证分析

我国省际层面 的相对技术复杂度和 出 口 复杂度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指数的测度 ， 所涉及的原始数据及具体的处理 ＩＶａｒｉａ ｂｌ ｅ ＩＯｂｓ ＩＭｅａｎ １Ｓ ｔｄ ．Ｄｅｖ． ＩＭ ｉｎ１Ｍａｘ１

细节详见以上文献 。ｌ ｎｓｏｐｈｌ３ ００９ ． ６８ ９２５３１ ． ５０ ４８７ ４４ ．５ ２ １ ７８９１ ２ ． ２７２７ ６

２
． 产业集聚度ｌ ｎｓｏｐｈ２３ １ ０－ １ ．０６４０ ２０ ．５ ３３８６２－ ２ ． ６５９９８

—

０．２７ ６８１Ｉ

我们选取了 由 Ｈ ａｇｇｅｔ ｔ 和 Ｃｈｏｒｌ ｅｙ
０ 提出 的＾ 丨。３ １０－ ０ ． ０７４５ ７０ ． ２８ ４６３１－ １ ． ６ ６７１ ７０ ． ５２ ２８３９

区位熵法来计算省际层面 的产业集聚度 ， 其计ｌ ｎａ
ｇｇ

ｌｏＸ ｄｕｍ
＿

ｅａｓ ｔ

￣

３ １ ００ ． ００４ ６５８０ ． １ ４５８８－ ０ ． ７ ６２７３０ ． ５２２ ８３９

算公式如下 ：ｌ ｎａ
ｇｇ

ｌｏＸ ｄｕｍ
＿

ｍｉｄｄ３ １ ０＿０ ． ０００７ ２０． ０７９５８— ０ ． ３ １ ８５３０ ． ２７６ ５３３

Ｘ
ｉｊ
／ 〉 ：

叉 “Ｉｎａ
ｇｇ

ｌｏＸ ｄｕｍ
＿

ｗｅｓ ｔ３ １ ０— ０ ． ０６３５ １０ ． ０８ ４３２６— １ ． ６ ６７１ ７０ ．２０６ ６０８

＝

／

＾

ｙ］
（ ３Ｄｆ

ｉ
ｎ３ １０２ ． ３０８４ ２７１

．

１ ４ ７９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８ ２７ ． ４８０ ３７８

ｊｉｊｒｄ３ １
００ ． ０１ １５ ２８０ ． ００ ９７５６０ ． ００

１ １９４０ ． ０５ ９６４８

其中 ， ＆ 表示＞地区 ｉ 行业的相关指标＾ ＾〇 ． 〇２８４ ５ ３〇 ． 〇２ ３０？ ３００ ． Ｈ Ｓ４Ｓ，

（如产值 、 销售收人及从业人数等 ） ， 在具体计＾


＾ ８．腦 ７ 丨
．腦 通 １ ５Ｕ ．隱

細 中我们采用 的是行业的产值 ， 原始麵
—

： 。“； ４丁１＾７

来 自历年的 《 巾Ｓ工业鎌断年鉴 》 。＾


＾ ０． １０９２０ ２〇 ． 〇４６ ６〇 ７〇，４７８〇，

３
． 控制变量
——

＊

 ｉ
ｎｆｒａ

＿

ｄｅｎｓ
ｉｔ ｙ３ １０３０ ． ８４４ １ ７３ １

． ３５７８ ８３ ． ７８９５９７２０ ８． ０ ７１ ２

鍾发展程度 （伽 采用存贷款臟則卿 １ ２ ． ８側 １ ７ ．雙】

模指标来衡量我 国省 际层面 的金融发展水平 ，

￣￣ ＾

即 以某个年度地区的金融机构人民 币 各项存贷

款余额之和 占该地区 当年生产总值的 比重表示 ，

基于上述计量模型 ， 我们首先进行全国 总
〇心 ： 采用地区研

芒
经费支 出 占该地区当年生

体样本的 回归 ， 具体估计结果报告于表 ２ 。 我们
■ 自

重点关注产业集聚变量的待估系数 ａ
ｉ 的数值 、

符号及其显著性 。 在同时控制 了省级和年麵
接

定效应的情况下 ， 对应 出 口 复杂度 指数 的第

⑴ 列 的估计结果显示 产业集聚变量的估计

兀 据

＝巫
口复 杂度 指数替换为相对技术复杂度后 ， 第

二 ⑵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产业集聚变量的估计系

参见魏下海等 ，

？ 原始数据来 自 《中 国人 口 统计 ＾＾ｆ
年鉴 》

； 对外开放度 （ 。細 ） ： 采用各省 市 区进

出 口总额 占该地区当年生产总值的 比重加 以衡 ，
量 ， 原始数据来 自 各省減年份醜计年鉴 ；

国有企业比重 （舰 ） ： 采用地区 国有企业职工人
水平每提高 １

丨
百分点 ，

将使我国的出 口技术复

数 占总就业人数的 比重来表示 ， 原雛据来 自ｎ
《 中 国 人 口 统计年鉴 》 ； 交通基 础设 施水 平

整体估计可能掩盖了区域间的异质性 ， 故我们引

（ ｉ
ｎｆｎｚ ） ： 采用地区的公路密度来衡量 ， 即 以地

入了ｄｕｍ ＿
ｅａｓｔ（东部 ） 、 ｄｕｍ

－
ｍｉｄｄ（ 中部 ）

区的公路里程数与该地区人 口 之比表示 ，
原始


数据来 自相应年份的各省统计年鉴和 《 中 国人① Ｈ ａｇｇｅ ｔ ｔ Ｐ ，
ｅｈｄｅｙ Ｒ Ｊ ，

Ｎｅ ｔＷ（３ Ｉ

＊

ｋ

？ｍ“

＿… ． ，丄

、
，
一

 ． 一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ｄｗａ ｒｄＡｒｎｏｌｄ

，１ ９６ ９ ．

口统计年鉴 》 。 以 上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列 ７５于
② 魏下海 、 张建武 、 余玲铮 ： 《 人力 资本不平等与全要素生产

表 １ ：率增长关系 》 ， 《 财经科学》 ２０１ １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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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ｄｕｍ
＿
ｗｅｓｔ（西部 ） 三个地区哑变量进行与事权的不匹配也是造成政府研发补贴减少的

分地区估计 。 从汇报于表 ２ 的第 （ ３ ）
？

（ ５ ）重要 因素之一 ， 这给企业的研发投人带来了 消

列的估计结果来看 ， 产业集聚变量 的估极的影响 ；

？ 人力资本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 ， 但

计系数均为正 ， 且至少通过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在不同的子样本下其显著性不
一

， 这可能与 当

检验 ， 这再次表明省际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对前我 国人力资本发展水平仍较为低下有关 ， 从

出 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具有促进作用 。 从数值来而导致其对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不明确 。

看 ，
三大区域产业集聚变量 的估计系数２ ． 稳健性检验

都比较接近基于全样本的估计结果 ， 在对各地（ １ ） 采用两步系 统 ＧＭＭ 方法对基准计量

区估计样本的产业集聚变量 的估计系数进行标模型加 以拓展 ， 在此基础上进行动态面板分析 。

准化处理后 ， 可 以发现东部产业集聚变量 的估表 ３ 第 （ １ ） 、 （ ２ ） 列 的回归结果显示 ， 模型的

计系数为 ０ ． ０６５ ３ ， 略微大于中 、 西部的 ０ ． ０ ４ １４设定和工具变量的选择皆是合理的 。

和 ０ ． ０４０ ８
， 这意味着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对出 口（ ２ ） 在本文研究中 ， 计量模型可能存在潜

技术复杂度升级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中西部地区 。在的内生性问题 。 为解决 内生性问题引致的估

至于控制变量 ， 除 了研发投人和人力 资本计偏误 ， 我们需要为产业集聚找 到
一

个可靠的

夕卜 ， 金融发展 、 外商直接投资 、 对外开放度 、 工具变量 ， 在此基础上进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国有企业 比重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等变量均至估计 （ ２ＳＬＳ） 。 受 Ｌｉ 和 Ｌｉ＃ 的启发 ， 我们采用

少通过 １ ０％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 其中 ， 外商直了１
９２０ 年中 国 的跨 区域人 口 分布？这

一

指标作

接投资 占比的提升有利于地 区出 口 技术复杂度为本文样本期内省级层面产业集聚的工具变量 。

的提高 ， 原因在于外商直接投资 的产业关联效２ＳＬＳ 的估计结果分别汇报于表 ３ 的第 （３ ）
？

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对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具有（ ６ ） 列 。 从报告于表 ３ 的第 （ ３ ） 、 （ ５ ） 列 的第

促进作用 ； 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来看 ， 便捷的 一阶段的估计结果来看 ， 统计检验均证明 了 我

公共基础设施一方面有利 于企业降低调整成本 ， 们所选取的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 从回 归结果来

另
一

方面可以降低外界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影响 ， 看 ， 在控制了 内生性问题后 ， 产业集聚变量的

从而有助于提高地区的出 口 技术含量 ， 这与王估计系数在 １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 其数值

永进等？的发现相
一致

；
就对外开放度而言 ， 在分别增至 １ ． ５６ ９ 和 ２ ．２ ８６

， 明显大于前面基准 回

经济全球化浪潮 的席卷下 ， 各地区加大与外界归结果的估计系数 ， 这表明在不考虑 内生性问题

的贸易往来并纷纷参与 到国 际分工体系中 ， 这时易于导致向下的估计偏误 ， 即倾向于低估产业

有利于吸收外部先进技术进而提升地区的 出 口集聚程度的提升对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效应 。

技术复杂度
； 国有企业 占 比对出 口 技术复杂度综上 ，

基于 ２ＳＬＳ 的估计结果进一步佐证了上文

具有显著为负 的边际效应 ， 这与 国有企业拥有的理论预期 ， 并表明产业集聚程度对出 口技术复

要素配置优先权以及激励和监督机制 的缺位不杂度的边际效应要大于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 。

无关系 ， 上述因素加剧 了要素市场的扭曲并导
致技术效率水平低下 ， 从而对 出 口 技术复杂度ｍ

ｆ、 ，① 王永进 、 盛丹 、 施炳展 、 李坤望 ：
《基础设施如何提升 了出

的提升表现出 抑制作用 ； 研发投人变量的估计口技术复杂度 ？ 》 ， 《经济研究 》 ２０ １ ０年第 ７期 。

参数的符号虽然为正 ， 但不具有统 ｉ十显著 意② 顾元媛 、 沈坤荣 ： 《地方政府行为 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

义 ， 直观上看这可能与我 国 当前企业的研发投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 ， 《 中 国工业经济 》 ２ 〇 １ ２ 年

第 １ ０期 。

人激励和强度不足有关 ， 深层次原因 则可能在 ③ ｕ
，
Ｂｅ ｉｉ

，
ＹｉＵｉ

，
Ｏｅｏｇｒｅｐｈ ｉｅＯｍｃ ｅｎ

ｔ
ｒａ

ｔ
ｉ ｃｍａｎｄ—

于现行政府治理框架下
“

唯
ＧＤＰ

论
”

考核标准Ｄｉｓ ｉｎｔ ｅ
ｇ
ｒａ ｔ ｉｏｎ

：Ｅｖ ｉｄ 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Ｃｈｉ ｎａ．
Ｊ ｏｗｍａ ／ ｔ＞／Ｅ－

的盛行引发的晋升竞争容易造成地方政府的短ＶｏＵＳ（ ３ ）
，

２ 〇〇９
， 职 ２ ９ ４

＿

３〇４ －

士ｍ ｚ
－

儿ｎ ｉ＾④ 特别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陆毅副 教授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数
衞Ｔ为 ， 从而导致其忽视了研发投人等

“

非经据 。 需要说明的
一

点是 ， 其中青海省■ 年 的人 口分布数

济性公共物品
”

的投人 ， 另外 ， 地方政府财权据缺失 ， 故其未纳人本文的 ２ＳＬＳ 回 归样本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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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铎 ： 产业集聚对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一

基于外贸发展方式转变视角 的实证分析

表 ２ 基准回归

（ １ ）（ ２ ） （３ ） （
４

） （
５

）

ＦＥＦＥＦＥＦＥＦ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ｌｎｓｏｐｈｌ
ｌｎ ｓｏｐ

ｈ２ ｌｎｓｏｐ
ｈ２Ｉｎｓｏｐ

ｈ２ ｌｎｓｏｐ
ｈ２

ｌｎａｇｇ
ｌｏ０

． ６０４
－

（ ０ ． ２８ ７ ６ ）０
． ２ ３ ３

？ ？ ？

（ ０ ＿
０ ６４ ６ ）

Ｉｎａｇｇ ｌｏＸ ｄｕｍ
＿

ｅａｓ ｔ０ ． ２ ３９

＊ ＊

（０ ． ０８８ ）

ｌｎａｇｇ ｌｏＸ ｄｕｍ
＿ 
ｍ ｉｄｄ０．

２ ７ ８
＊

（ ０
． １ ５ １ ）

Ｉｎａｇｇ ｌｏＸ ｄｕｍ
＿ 
ｗｅｓ ｔ０ ． ２５ ８

＊ ＊ ＊

（０ ． ０６ ６ ５ ）

ｌ
＿

ｆ ｉｎ０ ． １５ ０
“

（ ０ ． ０ ７ ０８ ）０ ？０３ １８
＊ ＊

 （ ０ ． ０ １ ６６ ）０． ０２６ ２
“

（ ０ ． ０ １ １ ７ ）０ ． ０３ １ ５
，

（ ０ ． ０ １７ ５ ）０ ． ０３ ０ ８
＇

（ ０． ０ １ ６２ ）

ｌ
＿

ｒｄｒ１２ ． ５５（ ３ ２． ７ １ ）
－

９
． ８８０ （７ ． ４０７ ）

－

１ １ ． ３４（ ７ ． ０４４ ）
－

１ １ ． ５ ３（ ７． ０ １０ ）
－

９ ．
 １５ ３ （ ７ ． ２８９ ）

ｌ
＿

ｆｄｉｒ６ ． １６ ４

－

 （ ２． ７ ９ ７）０ ．
１ ７３

＇

 （０． ０９ ５ ）０ ． ５ １５

－

（ ０ ． ２３ ７ ）０ ． ２ ７９

＊

（
０

． １４ ４ ） ０ ． ３ ０ ２

＊

（ ０． １ ６ １ ）

ｈｒ０
． ３ ９４（

０ ． ２４ ９ ）
—

０ ． ０７９ １（
０

．
０７ １８ ）

－

０ ． ０ ９ １６（０ ． ０７５ ２ ）
－

０ ． ０８ ５ ４（ ０ ． ０７ ６０ ）
－

０ ．
０８８ ９ （ ０ ． ０７ ３ ４ ）

ｏｐｅｎ０ ． ３ ９ ４
”

（ ０． １９ ２ ）０ ？ ４ ７ ５

＊ ＊“

（ ０ ＿
 １５ ７ ）０ ？

４７ ２
“＊

（ ０ ？ １４７ ）０ ＿
 ４４５

？？＊

（ ０ ． １ ３９ ）０＿ ４ ７３

＂，

（ ０ ． １ １ ８ ）

ｓｏｅ ｒ
—

１ ． ８５３

＊

（ ０
．

９ ７５ ）—

０ ． ７２ ８

＂ １ ＊

（ ０． ２ ３４ ）－

〇 ． ８ ２ ６

Ｍ

 （ ０ ． ３ ５ ９ ）
－

０ ．

６２ １

＇

（０ ． ３３ ２ ）
一

０
．

５０６
？

（ ０ ． ２ ６６ ）

ｉｎｆ ｒａ
＿


ｄｅｎｓ ｉ

ｔｙ０． ００ ８５ ８
１ ＊

（ ０
．
００４ ５ ）０ ． ００２５ ７

Ｍ

 （ ０ ． ０ ０ １２ １ ）０ ．
００ １９ ４

“

（０ ． ０００８８ ）０． ００２００
＊

（ ０
．
００ １ ０７ ）０ ？

０ ０２ ５ １

”

（ ０
．
００ １２ １ ）

Ｃｏｎｓ ｔａｎ ｔ６． ５ ６ １

Ｍ，

 （ ２． １ ７９ ）
－

０． ４ １ ９ （ ０ ． ６ ２０ ）
＿

０ ． ３ ３４（０ ． ６６ ２ ）
—

０ ． ３ ７３（ ０ ． ６ ５８ ）
－

０ ． ３ ８ ６（
０

． ６ ２６ ）

Ｐ ｒｏｖ ｉｎｃｅＦＥＹＹＹＹＹ

Ｙｅａ ｒＦＥＹＹＹＹＹ

Ｏｂ ｓｅｒｖａ ｔ
ｉｏｎｓ２ ７０ ２ ７９２ ７ ９２ ７ ９２７ ９

Ｒ
－

ｓｑｕａ ｒｅｄ０ ． ６ ８ ００ ． ７４ ５０ ． ７２ ８０ ． ７ ２９０ ． ７ ４ ５

注 ：
Ｏ 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表示 ｐＣＯ ． Ｏ ｌ ，

＂

表示 Ｐ＜ 〇
＿

〇５ ，

＊

表示 ｐ＜０ ． １ 。

表 ３ 稳健性回归

（
１

）（２ ）（ ３ ）（４ ）（ ５ ） （６ ）

ＧＭＭＧＭＭ ＩＶ
： １

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ＩＶ
 ：２

ｎｄ
ｓｔ ａｇ

ｅＩＶ
：１

ｓｔ

ｓｔａｇ ｅＩＶ
：２

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ｌ
ｎｓｏ

ｐｈ
ｌｌｎ ｓｏ

ｐｈ
２ｌ

ｎａ
ｌ
ｌｏｌ

ｎ ｓｏ
ｐ
ｈｌｌ ｎａ ｌ ｌｏｌｎ ｓｏ

ｐ
ｈ２

０ ． ６０２
＊奸０ ． ９ １ ９

＊＊ ＊

１ ｌｎｓｏｐ
ｈ ｌ／２

＇

（ ０ ，
１ ０３ ）（０ ． １ ５ ８ ）

０ ． ９ １８
＊ ＊

０ ． ４ １ ６

＊＊

１ ． ５ ６ ９
＊ ＊

２ ． ２８ ６
＊＊ ＊

ｌ ｎａｇｇ
ｌｏ

（０ ． ３７９ ）（０ ． ２０５ ） （０ ．
７３ ３ ）（ ０ ． ８２２ ）

０ ．０５ ５ ２０ ．
 ０４９７

ｌｎ
ｐ
ｏ
ｐ１９２０
￣

（ ０
． ０１４ ５ ）（０ ． ０ １４４ ）

０
． ０４２２０ ． ０２５ ６

＊
—

０ ． ０２６３
—

０ ． ０５３２
—

０ ． ０４３ ６
＊＊

０
．
０ １ ０２

＊ ＊

１ｆ
ｉｎ

＇

（０ ． １ １０ ）（ ０ ． ０１ ４２
）
（０ ． ０ １７６ ）（ ０ ． １ ０３ ）（０ ． ０ １ ９５ ） （

０ ． ００５ ６ ）

３３ ． ８ １２０ ．
５ ６—

６ ． ６０１
＊ ＊

５９ ． ２７
＊ ＊ ＊—

６ ． ８８６
＊ ＊

３３ ． ０８

１

＿

ｒｄ
￣

（３ ０ ． ３ ３ ）（ １ ５ ． ９ ９ ）
（
３． ０５３ ）（ １ ６ ． ７ ５ ） （３ ． ００８）（ ７ ． ９ ４２ ）

１ ． ６８８１ ２ ． ７ ３０ ． ２８８４ ． ８６７
—

０ ． ３３ ７５ ． １２ １
＊ ＊ ＊

１ｆｄ
ｉ

＇

（ ４ ．

０９８）（ ７ ． ７ １８ ）（０ ． ８６ ３
）（ ３ ． ６２９ ）（０ ． ９ ４７ ）（ １ ． ９４ １）

＾
０ ． ３ ７８０ ． ６ ６２

＊＊＊

０ ． ０９ ９ １
＊＊ ＊

０ ． ８７ ７
＊ ＊ ＊

０ ． ０３ ９ ４０ ． ０２８ ５

（ ０ ． ３ １６ ）（０
． ２ ４９ ）（０ ． ０３０１ ）（０ ． ２２９ ）（ ０ ． ０３ ８６ ）（ ０

．

０８６ ２ ）

—

０ ． ３ ９ ９０ ． ６３０
＊

０ ． ０４０５
—

０ ． １ ３５０ ． ０４０２０ ． ２３ ７
＊＊ ＊

ｏ
ｐｅｎ

（ ０ ． ３４８
）（０ ． ３ ３３ ） （ ０ ． ０３ ８９ ）（０ ． １ ８７ ）（ ０ ． ０４ １ ３ ）（ ０ ． ０８５ ３ ）

４５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４期



续表

（ １ ）（ ２ ）（３ ）（ ４ ） （５ ）（ ６ ）

ＧＭＭＧＭＭ ＩＶ ：１
ｓ
ｔ

ｓ ｔａ
ｇ
ｅ ＩＶ

：２
ｎ ｄ

ｓ ｔａ
ｇ
ｅ ＩＶ ：１

ｓ
ｔ

ｓ ｔａ
ｇ
ｅＩＶ：２

ｎｄ
ｓｔａ

ｇ
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ｌｎｓｏ
ｐ
ｈ ｌｌｎ ｓｏ

ｐ
ｈ２ｌｎａ ｌｌｏｌ ｎｓｏ

ｐ
ｈ ｌｌｎａｌｌｏｌｎｓｏ

ｐ
ｈ２

－

９ ． ６ ６７
＊ ＊—

０ ． ４７９
—

 １ ． ０３ ７
—

２５
． ０ ５

＊＾

０ ．２９ ９－

２
．
８９ ６

＃＃

ｓｏｅ

（４ ，
１２ ７

）（ ３ ．
７ １ ５ ）（０ ． ６ ５ ４ ）（ ３． ７０ ７ ）（０ ． ６４６ ）（ １． ３ ３５ ）

．，０ ． ００ １８ １０
，
００７ ９ 

ｗ

０ ． ００２ ７ ５ ０ ． ０ ０８ ０３—

０ ． ００４０８

＊ ＊

０ ． ０ １４ １
＃＃

ｉｎｆｒａｄｅｎｓｉｔｙ＇

（
０ ． ００６２ １ ）（ ０ ． ００３ ８ １

）（０ ． ００２ １ ７ ）（０ ． ０ １ １ ２ ）（０ ． ００ １９０ ）（ ０ ． ００５ ６ １ ）

１ ． ２ ８３
—

０ ． ９ ３ ３
—

１ ． ５ ７ ０
＊ ＊＊

４ ． ２ １ ９

＊ ＊—

０ ． ８２０
＊—

１ ． ３８６
＊＊

Ｃｏｎｓｔａｎ ｔ

（
２ ． ９０３ ）（ ２ ． １ ０１

）（０ ． ４００）（ １
．
７７ ５ ） （０ ．

４３ ４ ）（０ ． ５ ７ ９ ）

Ａｒｅ
ｌ ｌ
ａｎｏ

－ＢｏｎｄＡＲ （ １ ）ｔｅｓ ｔ ［０ ． ００７ ］［ 〇
．
０４２］

Ａｒｅｌ ｌ
ａｎｏ

－ＢｏｎｄＡＲ （２ ） ｔｅｓ ｔ ［０ ． ６ ６８］［０ ． ３ ４ ６ ］

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 ｓｔ［〇 ． ４５ ２］ ［〇
．
 ２２ １ ］

Ｋ
ｌ ｅｉｂｅ ｒｇｅｎ

－Ｐａａ
ｐ

ｒｋＬＭｓｔａ ｔ ｉｓｔ ｉｃ２０ ． ２ １５１８ ． ３８９

Ｋｌ ｅｉｂｅｒ
ｇ
ｅｎ

－Ｐａａ
ｐ

ｒｋ
ＷａｌｄＦｓｔ ａ ｔｉ ｓｔ ｉｃ１ ８ ． ２３ ７１７ ． ７５ ９

ＨａｎｓｅｎＪｓ ｔａ ｔ ｉｓｔ ｉｃ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

Ｏｂｓ ｅｒｖａ ｔ
ｉｏｎｓ２４０２７ ９２６ １３００

注 ： 第 （ １ ） 、 （ ２ ） 列对应的 〇 内数值为经有限样本纠偏方法矫正后的稳健标准误 ， ［ ］ 内数值为伴随概率 ， 其余各列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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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优势产业 。 其次 ， 应当促进产业的多元化和
Ｅ９ 、

多样化 ， 推动产业体系朝着横向 和纵向多方发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了产业集聚对
￥

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 我们首先在
“

异质性企
集 业健康发展的

业
”

和
“

成本发现
”

的分析框架下构建了
－

个理

■ 、 人才等要素：心业集聚二通过城市 、

而
酿等载体加以推动 ，

以更好地 引导产业发展 。

技术复杂度升汲这
－

作用机制 。 然后 ， 我们基于
城市是产业发展和集聚的重要载体 ，

通过城市
２００２

？

２０１ １ 年我麵省际麵数据 ， 对省际层面
的发展 ， 胃 以为产业集聚提供 良好的发展平台 ，

巧
出口技术复杂度和产业集聚水平展开测算并进

提供更大发展空 间 。 还应当推动实施外 向 型产
行实证检验 ， 研究结果稳健地支持了理论模型的

业园区建设 ， 加大 出 口 产品品牌培育 ， 不断优
预期 ， 即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对该地区出 化贸易平台建设 ， 打造层次分明 、 多点支撑的
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 。外贸发展新格局 。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 本文提 出 以 下政策３ ． 形成经济内外联动的 良好机制 。 产业集

建议 ：

＾聚和出 口 贸易提升其实是
一

个互动的关系 ， 出

１ ． 培育适应长远发展的产业体系 。 首先 ， 口技术水平的提升 ， 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的集聚 ，

应当选择具有长远发展潜力 、 引领作用显著的而相关产业的集聚 ， 又可 以进
一

步扩大出 口 技

主导产业 ，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加快经济术优势 。 所以 ， 应当形成经济内外联动的 良好

发展方式转变 ， 不断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机制 ， 以外部需求来推动本地产业的转型升级 ，

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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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地技术提升来扩大对外贸易 的优势 。 对内北集聚对 出 口 技术复杂度的 影响 ， 这对于现阶

着力于加大本地技术创新 ， 推动外贸企业的优段我 国 外贸 发展方 式亟需 转 变 的现 实 而言 ， 具

化升级 ， 鼓励企业参与到 国际市场的竞争 中去
；

有较为重要的 理论价值与 政策启 示意 义。 文章

对外则着力 于吸引外部资本 ， 引进一些能带来首先在
“

异质性企业
’’

和
“

成本发现
”

的分析

技术革新 、 引领发展的项 目和企业 ， 加强区域合框架下构建 了

一

个理论模型 ， 分析 了 产 业 集聚

作互通 ， 探索深入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模式 。对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 影响机制 ，
继 而运 用 计 量

４ ． 构建创新引领发展的先进体制 。 要推动分析方法对提 出 的命题假说进行 了 细致的 实证

产业集聚发展 ， 实现对外产业转型升级 ， 必须检验 ， 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从论述等 方 面 来看 ，

加大体制创新力度 。 我国深入推进
“
一带一路

”

该文可以说是一篇较为不错的规范性学术论文 ，

战略 ， 自 贸区创新发展已经形成 良好的可复制 、 得 出 的研究结论也基本符合经济 学直 觉和 中 国

可推广的经验 ， 各区域的发展应借鉴这些经验 ，
的 实 际情况 。 但是 ， 该论文仍存在 一些 不 足之

主动融入相关战略发展的格局 中 。 加快转变政处 ， 希望在未来 的 学术研 究工作 中 ， 作者能 够

府职能 ， 发挥好试验区辐射带动作用 ， 着眼国进一步加强 学 术训 练 ，
不 断提升 学 术水平 ， 在

际髙标准贸 易和投资规则 ， 使制度创新成为推学术研究 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

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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