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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出口贸易对创新的影响
———基于企业数据的分析∗

寇　 蔻

　 　 内容提要:德国是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之一ꎬ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三大出口国和最大

的贸易顺差国ꎮ 贸易的自由化对德国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ꎮ 德国企业

在出口活动中通过同海外合作伙伴和竞争者之间的互动获得新的知识ꎬ提高自身的创新

力和竞争力ꎮ 本文采用德国企业层面的数据ꎬ以出口学习效应理论为基础ꎬ分析了出口

行为对德国企业创新的影响ꎮ 研究发现ꎬ出口对于德国的创新ꎬ特别是产品创新尤为重

要ꎮ 德国大型制造业企业从出口行为中获益更多ꎮ 从近期美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来看ꎬ其主要涉及的对象正是德国的工业制造业跨国企业ꎬ如果这些保护措施形成长期

效应ꎬ那么将对德国企业的创新水平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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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德国是世界第三大出口国ꎬ２０１７ 年德国出口额实现历史新高ꎬ达到 １２７９０ 亿欧

元ꎬ排在中国和美国之后位居世界第三ꎻ贸易顺差达到 ２４４８ 亿欧元ꎬ成为世界最大的

贸易顺差国ꎮ 德国的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约为 ８４.４％ꎬ是七国集团(简称“Ｇ７”)
中最外向型的经济体ꎮ① 从企业的层面来看ꎬ２０１５ 年有 ７９.７％的德国大型企业从事出

口贸易ꎮ② ２０１６ 年德国所有 ＤＡＸ 上市企业的总销售额将近 ８０％来自国外市场ꎬ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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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１０ 亿欧元ꎬ比 ２０１３ 年提高了 ７％ꎬ而同期这些企业在德国的销售额则下降了 ８％ꎬ①

包括阿迪达斯、拜耳和宝马在内的许多企业在德国本土的销售额只有 １５％或以下ꎮ

此外ꎬ德国中小企业中的“隐形冠军”更是在细分市场上保持着国际领先的地位ꎮ

一方面ꎬ与大量出口和对外投资行为同时出现的是积极活跃的创新研发活动ꎮ 首

先ꎬ德国对海外市场进行了大量的研发投资ꎮ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ꎬ德国企业在海外的研发

投入从(约合)５１ 亿欧元上升到 ２４０ 亿欧元ꎬ占总研发投入的比例从 ２３％升至 ３５％ꎮ②

其次ꎬ在海外市场活动中ꎬ德国企业通过与当地合作伙伴和竞争者的互动获得新的知

识ꎬ在部分地区建立海外研发中心ꎬ雇用当地高水平人才ꎮ

但另一方面ꎬ对出口的高度依赖以及巨额的贸易顺差使德国经济易受国际市场风

险的波及ꎬ巨额贸易顺差容易引起他国的警惕、不满甚至报复ꎬ特别是当他国采取大幅

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时ꎬ德国将受到较大的影响ꎮ 在与德国有贸易往来的全

球 ２３３ 个国家(地区)中ꎬ２０１７ 年德国与其中的 １６８ 个贸易伙伴都存在贸易顺差ꎬ其中

顺差额最大的是美国ꎬ达到 ５０４ 亿欧元ꎬ这一数字甚至超过德国对大多数国家(地区)

的出口总额ꎮ③ 特朗普政府据此曾多次攻击德国的贸易顺差和贸易不平等政策ꎮ④

德国是创新大国ꎬ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德国与德国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ꎮ 德国经济

依赖对外贸易ꎬ因此ꎬ出口不仅直接影响到德国企业的经营水平ꎬ更事关其创新力和国

际竞争力ꎮ 国际市场的贸易纷争给德国企业的出口活动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ꎬ也使

得德国贸易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ꎬ尤其是国际贸易同德国企业发展和创新水平

的关系需要更加细致的研究ꎬ以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出口活动对德国企业创新的影

响ꎮ

在宏观经济领域ꎬ已有不少文献证明了全球化和开放式贸易对一国经济的重要意

义ꎮ⑤ 而在微观层面ꎬ关于这一机制如何对企业绩效和创新行为产生作用也引起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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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关注ꎮ 如安德鲁阿特克森(Ａｎｄｒｅｗ Ａｔｋｅｓｏｎ)和艾瑞尔伯恩斯坦(Ａｒｉｅｌ
Ｂｕｒｓｔｅｉｎ)①以及詹姆斯科斯坦蒂尼 ( Ｊａｍ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ｉ) 和马克梅利兹 (Ｍａｒｃ
Ｍｅｌｉｔｚ)②经研究发现ꎬ贸易成本的变化以及贸易自由化对于企业的市场战略决策以及

创新行为都会产生影响ꎮ
根据“出口学习效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理论ꎬ企业在贸易国市场上可以通过

出口获得知识和管理经验ꎬ利用知识的溢出效应和学习机制提高生产率和创新能

力ꎮ③ 尽管企业能够从出口活动中获得学习的机会ꎬ但学界关于出口对创新影响的研

究还较为缺乏ꎬ④且少有专门针对德国企业出口行为的研究ꎮ 此外ꎬ现有的实证研究

所使用的数据都比较陈旧ꎬ难以反映近几年来德国企业的创新情况ꎬ而且许多研究并

没有对创新活动进行具体区分ꎮ 根据熊彼特的理论ꎬ创新行为不仅包括产品创新ꎬ还
有生产流程创新、开发新市场等形式ꎮ⑤ 本文将根据出口学习效应理论ꎬ使用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６ 年德国企业层面的数据ꎬ分析出口对企业不同类型的创新行为所产生的影响ꎮ

二　 文献综述

出口与经济的研究最早出现在宏观经济领域ꎬ吉恩格罗斯曼(Ｇｅｎｅ Ｍ.Ｇｒｏｓｓ￣
ｍａｎ)和埃尔赫南赫尔普曼(Ｅｌｈａｎａｎ Ｈｅｌｐｍａｎ)发现ꎬ知识通过货物和服务的交易实

现了国际间的流通和技术的转移ꎮ 开放的贸易体系能够有效降低国家间的技术差异

和发展水平差异ꎬ对一国的收入增长和经济水平的提高都有积极作用ꎮ⑥

在微观层面关于企业贸易行为主要有两种假说:(１)自我选择效应( ｓｅｌｆ－ｓｅｌｅｃ￣
ｔｉｏｎ)ꎬ即生产率较高的“好”企业能够承担出口带来的成本和风险ꎬ因此会自我选择进

入出口市场ꎬ即企业生产率(创新能力)对企业出口产生影响ꎻ(２)出口学习效应ꎬ即企

业通过贸易行为能够获得管理经验和知识积累ꎬ进而提高企业效益ꎬ即出口对创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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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响ꎮ①

出口与创新之间的双向影响是该领域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ꎮ 自我选择效应强调

创新能力能够提高企业生产率ꎬ进而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决策ꎮ 而出口学习效应则强

调企业的出口活动可以促使企业更积极地投入到创新研发活动中ꎬ进而提高企业长期

的生产水平ꎮ 多数文献对自我选择效应进行了研究ꎬ但部分研究并没有找到企业出口

促进生产率提高的证据ꎮ② 相对而言ꎬ关于出口学习效应的研究则不够充分ꎬ③一些学

者认为ꎬ主要原因在于不少研究不够重视企业在国外经商过程中ꎬ通过与外国合作伙

伴和竞争者的接触而吸收和学习知识的机制ꎬ④而这种机制在全球化深入的时代显得

尤为重要ꎮ 此外ꎬ在如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环境下ꎬ侧重于出口对企业创新行为影

响的研究也更加具有现实意义ꎮ 因此ꎬ本文将着重对出口学习效应进行研究ꎮ

出口学习效应理论认为ꎬ出口企业在出口地的海外市场不断与外国合作伙伴、竞

争者、中介机构和消费者进行信息交流和业务联系ꎮ 在大多数情况下ꎬ通过这些交流

所获得的信息是出口企业在本国市场中难以获得的ꎮ 这种交流所获得的信息可以分

为两种:⑤一种是商业方面的信息ꎮ 在具有异质性的国际市场上ꎬ消费者具有不同的

偏好ꎬ合作伙伴也具有不同的商业行为特征ꎬ这就要求出口企业在不同市场上采取不

同的经营策略ꎮ 在此过程中ꎬ出口企业也在不断学习如何适应当地消费者的需求ꎻ另

一种是技术方面的信息ꎮ 消费者的不同偏好会影响企业的产品设计和研发ꎮ 企业在

外国市场上会从适应新市场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知识(如通过合作伙伴、贸易组织等渠

道获得)ꎮ 特别是其中的技术性知识ꎬ常会被企业运用到生产过程中用以提高企业原

来的生产工艺或进行新产品创新尝试ꎮ⑥

企业需要不断地获取新知识来创造竞争优势ꎬ国际市场上的技术多样性为出口企

业提供了学习的机会ꎮ 这种技术性学习(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能够对提高出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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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益产生积极影响ꎮ① 扬德洛克(Ｊａｎ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发现ꎬ出口企业从发生出口

行为伊始ꎬ便实现了比非出口企业更高的生产率ꎬ而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会随着出口的

进行而逐渐扩大ꎮ② 另一方面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会面对更加多样性的竞争ꎬ促使出

口企业不断地提高自身效益以应对外国竞争者的挑战ꎮ

出口学习效应强调“学习”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吸收与转化ꎬ因此更加侧重学习产

出的活动ꎬ比如创新ꎮ③ 不过在已有的研究中ꎬ大多数更加侧重于出口对企业直接经

济效益的影响ꎬ比如销售额ꎬ而缺少专门针对创新活动的研究ꎮ 在仅有的一些研究中ꎬ

罗伯特萨罗门(Ｒｏｂｅｒｔ Ｓａｌｏｍｏｎ)和迈尔斯谢佛(Ｊ. Ｍｙｌｅｓ Ｓｈａｖｅｒ)认为ꎬ出口企业能

够获得在国内市场上无法得到的多样化知识ꎬ这些知识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

高ꎮ④ 本文也将研究重点放到企业的创新活动ꎬ重点聚焦于出口对创新产出的影响ꎬ

由此提出的第一个假设是:出口企业借助商业和技术信息能够促进企业创新ꎮ

出口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作用会受到当地经济环境的影响ꎮ 在不同国家ꎬ关于出口

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ꎮ⑤ 例如ꎬ索拉费尔吉尔马(Ｓｏｕｒａｆｅｌ

Ｇｉｒｍａ)等人发现ꎬ出口活动能够加强爱尔兰企业的创新能力ꎬ但对英国的企业没有起

到效果ꎮ⑥ 另一些学者认为ꎬ现有的研究对于出口学习效应发生作用的内部机制的研

究还不够清晰ꎮ⑦ 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其中的逻辑关系ꎬ就需要对不同企业的具体特征

和异质性做进一步分析ꎮ⑧ 企业的异质性离不开本国经济特征的影响ꎬ如经济发展水

平和产业结构等ꎬ本文也将结合德国经济以及德国企业的特征ꎬ对出口与创新的关系

进行更多维度的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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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是创新的重要力量ꎬ很多颠覆性创新成果来自中小企业ꎮ① 中小企业亦

是德国经济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重要基础ꎮ 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认为ꎬ德国在

贸易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不能仅仅归功于大型企业ꎬ还应归功于德国众多的中小企业ꎬ

特别是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小企业ꎮ 他将那些在某一细分领域的全

球市场名列前茅、规模稍大并且不为人熟知的中小企业称为“隐形冠军” ( ｈｉｄｄｅｎ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ｓ)ꎮ

不过ꎬ在关于出口的企业层面研究中ꎬ对中小企业的关注有限ꎮ 在现有的研究中ꎬ

詹姆斯洛维(Ｊａｍｅｓ Ｌｏｖｅ)和帕纳约蒂斯加诺塔基斯(Ｐａｎａｇｉｏｔｉｓ Ｇａｎｏｔａｋｉｓ)对英国

技术型企业的数据分析发现ꎬ出口行为能够帮助中小型高科技企业保持持续的创新动

力ꎬ但并不会增加这些企业的创新强度ꎮ② 在控制了企业规模之后ꎬ何塞达米安

(Ｊｏžｅ Ｄａｍｉｊａｎ)和科斯塔维奇( Ｃ̌ｒｔ Ｋｏｓｔｅｖｃ)在西班牙企业的微观数据中发现ꎬ贸易对

企业创新的影响对小企业更加明显ꎮ③ 本文提出的第二个假设是:出口行为对不同规

模的企业有不同影响ꎮ

除了企业规模ꎬ产业因素也不可忽视ꎮ 一些学者分析了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中国

台湾地区的行业和企业后发现ꎬ出口行业比非出口行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ꎬ出口提高

了纺织服装业的生产率ꎬ但对塑料、电子和交通设备行业并没有促进作用ꎮ④ 像德国

这样的成熟经济体ꎬ产业结构对创新产出具有深刻的影响ꎮ⑤ 德国四大支柱产业(车

辆制造、电子技术、化学和制药以及机械制造)是创新活动的主要参与者ꎬ其研发投入

占所有行业的 ７４％ꎮ⑥ 四大产业拥有众多知名的大型跨国企业ꎬ而这些企业往往高度

国际化ꎬ为德国出口作出了很大贡献ꎮ ２０１６ 年ꎬ汽车及零配件占德国货物出口总额的

１８.９％ꎬ机械设备出口占 １４.１％ꎬ化学制品占８.９％ꎬ电子、信息处理和光学制品占 ８.

３％ꎬ这四大类占德国货物出口额总量的一半以上ꎮ⑦ 这些行业不仅是国际市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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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者ꎬ而且在技术方面也有很强的优势ꎮ 达米安和科斯塔维奇发现ꎬ贸易对创新的

影响对技术优势企业更为明显ꎮ①

此外ꎬ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不同特征也可能会影响出口行为的作用ꎮ 制造业更加依

赖实体资产的投资ꎬ比如机器设备和厂房建设ꎬ而服务业则侧重对商业模式和无形资

产ꎬ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投入ꎮ 其结果就是服务业相比于制造业ꎬ在贸易活动中面对的

成本和障碍相对更低ꎬ也更加容易进入国际市场ꎮ② 罗伯特萨罗门和金通过对西班

牙制造业数据的分析发现ꎬ技术落后行业中的企业更能从出口中吸收知识ꎬ而先进制

造业相对来说获益较少ꎮ③ 詹姆斯洛维和帕纳约蒂斯加诺塔基斯则发现ꎬ在国际

化的早期阶段ꎬ服务业企业相比于制造业更容易从出口中获益ꎮ④ 同样地ꎬ克努特

布林德(Ｋｎｕｔ Ｂｌｉｎｄ)和安德雷容米塔克(Ａｎｄｒｅ Ｊｕｎｇｍｉｔｔａｇ)也发现国际贸易行为对

德国服务业企业的创新更有帮助ꎮ⑤ 因此ꎬ本文的第三个假设是:出口行为对不同行

业的企业有不同的影响ꎮ

熊彼特认为ꎬ创新是“对生产要素执行新组合”ꎬ他将创新的类型概括为产品创

新、流程创新、开发新市场、供应来源创新和组织形式创新ꎮ 乔蒂德(Ｊｏｅ Ｔｉｄｄ)、约

翰贝赞特(Ｊｏｈｎ Ｂｅｓｓａｎｔ)和凯思帕维特(Ｋｅｉｔｈ Ｐａｖｉｔｔ)认为ꎬ产品(服务)创新指某

一种组织利用新技术或现有技术对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进行的改变ꎻ流程创新指创造

产品或服务方式的变化ꎻ市场创新则包括产品或服务打入新市场时的创新ꎬ例如新的

市场战略ꎬ同时强调对消费者需求的关注ꎻ组织创新则涉及能够影响组织行为和战略

决策深层次思维模式的革新ꎮ⑥ 而在过去的实证研究中ꎬ人们往往只使用单一的指标

(如专利数量)关注单种创新形式ꎮ 在少量区分了创新种类的研究中ꎬ最常出现的创

新为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ꎬ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数据得出了不同的结论ꎮ 伊蕾娜

伯恩切克(Ｉｒｅｎｅ Ｂｅｒｔｓｃｈｅｋ)使用德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发现ꎬ贸易对企业的产品创新

和流程创新都有积极影响ꎮ⑦ 何塞达米安等人分析欧盟的创新调查数据(ＣＩＳ)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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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ꎬ企业出口只对流程创新产生影响ꎮ① 马西米兰诺布拉蒂(Ｍａｓｓｉｍｉｌｉａｎｏ Ｂｒａｔｔｉ)和

朱莉亚菲利斯(Ｇｉｕｌｉａ Ｆｅｌｉｃｅ)使用意大利企业数据证明了出口对于产品创新的促进

作用ꎮ② 由此可见ꎬ在创新研究中ꎬ由于不同创新类型的不同特质ꎬ区分创新种类十分

有必要ꎬ它会直接影响到研究结果ꎮ 因此ꎬ本文的第四个假设是:出口行为对于不同的

创新行为有不同的影响ꎮ

三　 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位于德国曼海姆的欧洲经济研究中心( Ｚｅｎｔｒｕｍ ｆüｒ Ｅｕｒｏｐäｉｓｃｈｅ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的创新数据库(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ｅ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ｎｅｌꎬＭＩＰ)ꎮ 该研究机构

自 １９９３ 年开始每年对德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进行抽样调查ꎬ收集与企业创新相

关的数据ꎬ是欧盟创新调查数据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ｓꎬＣＩＳ)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③ ＭＩＰ 作为研究德国企业创新方面最重要的数据库ꎬ被广泛使用ꎮ④ 笔者使用的

数据样本量为 ２４３８７ 个ꎬ包含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的德国企业数据ꎮ

文章使用可扬德洛克的模型来度量出口对创新的影响ꎮ⑤ 该模型来自安德

鲁伯纳德(Ａｎｄｒｅｗ Ｂｅｒｎａｒｄ)和 Ｊ布拉德福德延森(Ｊ.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Ｊｅｎｓｅｎ)ꎬ⑥后来被

广泛使用ꎮ

Ｉｎｎｏｉꎬｔ ＋１ ＝ α ＋ β ＥＸＰ ｉꎬｔ ＋ ∑
Ｊ

ｊ ＝ １
(γ ｊ Ｘ ｉꎬｔ) ＋ ∑

Ｍ

ｍ ＝ １
(δｋ Ｔｉｍｅｉꎬｔ) ＋ ∑

Ｊ

ｊ ＝ １
(λｍ Ｉｎｄｉꎬｔ) ＋ εｉꎬｔ

　 　 其中 Ｉｎｎｏｉꎬｔ＋１代表 ｉ 企业在 ｔ＋１ 年的创新产出ꎬＥＸＰ ｉꎬｔ代表 ｉ 企业在 ｔ 年的出口情

况ꎬＸ ｉꎬｔ为控制变量ꎬＴｉｍｅｉꎬｔ和 Ｉｎｄｉꎬｔ分别代表控制年份和行业ꎬ以此来表示随时间和行

业变化的因素对创新的影响ꎮ 学习效应并非是暂时或短期的ꎬ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ꎮ

这种效应通常在出口行为发生之后产生效果ꎬ这就需要对出口行为进行滞后处理ꎮ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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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ꎬ由于创新活动的周期较长ꎬ创新的成效常常会延后出现ꎮ 因此ꎬ本文采用了创新产

出在 ｔ＋１ 期的变量进行分析ꎮ 表 １ 展示了本文所使用的变量的定义ꎮ

表 １　 变量的定义

变量名称 定义 描述

被解释变量

( Ｉｎｎｏ)

ＰＤ 产品创新 １:有产品创新ꎬ０:没有产品创新

ＰＺ 流程创新 １:有流程创新ꎬ０:没有流程创新

ＭＮＥＵＰ 开发新市场 ０:最少ꎬ８:最多

解释变量

(ＥＸＰ)

ＥＸＰＯＲＴ 出口强度 国外销售额 /总销售额

ＥＸＰ＿Ｎ＿ＥＵ 向欧盟外的外国市场出口① １:有ꎬ０:没有

ＣＯ＿ＲＥＳ 与国外第三方进行研发合作② １:有ꎬ０:没有

控制变量

(Ｘ)

ＲＤ 研发强度 研发投入 /销售额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雇员人数的对数 企业规模

ＥＡＳＴ 是否在德国东部 １:是ꎬ０:否

ＳＥＣ＿ＲＥＳ 是否是技术知识导向的行业 １:是ꎬ０:否

ＵＮＩ 雇员中有大学学历的人数比例 高素质人才比重

ＰＲＯ 劳动生产率 销售额 /雇员数

ｙｅａｒ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时间作用

ｓｅｃｔｏｒ 行业虚拟变量 控制行业作用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四　 实证分析结果

(一)出口对创新的影响

本文采用了 ｌｏｇｉｔ 模型对具体的变量进行分析ꎮ 由于出口与创新之间可能存在互

为因果的问题ꎬ为了降低这一问题的影响ꎬ回归中创新产出使用 ｔ＋１ 期的值ꎬ部分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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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引入这一变量ꎬ是因为欧盟内部早已形成统一的市场ꎬ关税已经被取消ꎬ许多欧盟国家的出口大部分都
是在欧盟范围内发生的ꎮ 例如ꎬ２０１７ 年德国的出口有将近 ５９％发生在欧盟成员国之间ꎮ 由于欧盟内部的出口贸
易不会受到关税的影响ꎬ因此如果想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分析出口行为的影响ꎬ应该将德国与非欧盟国家
的贸易关系这一因素考虑在内ꎮ

引入这一变量ꎬ是因为:(１)本文侧重对创新行为的研究ꎬ因此国际研发合作也应成为一个影响因素ꎻ
(２)创新活动的国际化已经成为德国进一步推动创新的重要举措ꎬ也是德国政府创新集群政策和“工业 ４.０”政策
的组成部分ꎮ 同时ꎬ与出口贸易活动类似ꎬ国际性的研发合作也会受到汇率和贸易政策(如限制尖端技术进出
口)等因素的影响ꎮ



强度选择了滞后一期ꎬ这也是现有许多研究经常采用的方法ꎮ① 表 ２ 展示了最基本模

型的回归结果ꎮ 第 １、２ 列的被解释变量为产品创新的当期值ꎬ出口强度分别为当期值

和滞后一期值ꎮ 第 ３、４ 列的则为产品创新 ｔ＋１ 期的值ꎮ 在控制了相关的企业特征变

量后可以发现ꎬ出口强度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对企业的产品创新具有促进作用ꎮ 对回

归结果中的估计系数进行计算可以得出ꎬ当期出口强度每提高一个单位ꎬ企业当期进

行创新活动的比值比(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就会提高约 １.９４ꎬ第二年进行创新的比值比提高约

２.０９(第 ３ 列)ꎬ而滞后一期的出口强度每提高一个单位ꎬ当期和后一期创新的比值比

分别提高 １.９４(第 ２ 列)和 ２.１７(第 ４ 列)ꎮ 同时ꎬ研发投入(ＲＤ)和企业规模(即 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对产品创新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研发投入和企业规模对于投入创新活

动都有积极影响ꎮ 此外ꎬ研究密集型行业(ＳＥＣ＿ＲＥＳ)的企业表现出了更强的创新能

力ꎮ 大学学历雇员比重在 １％的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影响ꎬ说明高质量的人力资本ꎬ

特别是拥有高等学历的员工对于企业创新活动而言十分重要ꎮ 与此同时ꎬ生产率

(ＰＲＯ)也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ꎮ 不过“企业来自德国东部” (ＥＡＳＴ)只有在模型 １ 表

现出显著的负影响ꎬ而其他模型在 １０％的水平上都不显著ꎬ说明企业位于东部或西部

对于创新的影响有限ꎬ企业创新活动的差异并不取决于东西部的区位ꎮ 总体而言ꎬ出

口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创新的概率ꎬ这与本文的第一个假设一致ꎮ

表 ２　 基本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产品创新(当期) 产品创新(当期) 产品创新 产品创新

ＥＸＰＯＲＴ

(出口)
０.６６２∗∗∗ ０.７３８∗∗∗

(０.０７７) (０.１１６)

ＥＸＰＯＲＴ

(出口ｔ－１)
０.６６４∗∗∗ ０.７７５∗∗∗

(０.１０９) (０.１４８)

ＲＤ

(研发投入)
２７.０５５∗∗∗ ２８.９９２∗∗∗ ２１.８６８∗∗∗ ２１.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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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ｏžｅ Ｐ.Ｄａｍｉｊａｎꎬ Ｃ̌ｒｔ Ｋｏｓｔｅｖｃ ａｎｄ Ｓａšｏ Ｐｏｌａｎｅｃꎬ “Ｆｒｏ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ｒ Ｖｉｃｅ Ｖｅｒｓａ?”ꎬｐｐ.３７４－３９８ꎻ
Ｄｉａｎａ Ａ.Ｆｉｌｉｐｅｓｃｕꎬ Ｓｈａｍｅｅｎ Ｐｒａｓｈａｎｔｈａｍꎬ Ａｌｅｘ Ｒｉａｌｐ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 Ｒｉａｌｐꎬ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Ｕｎｐａｃ￣
ｋ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ꎬ Ｖｏｌ.２１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２３－３８.



(０.８５９) (１.２５１) (１.０５７) (１.３２５)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雇员

(代指企业规模)

０.２２１∗∗∗ ０.２１３∗∗∗ ０.１９８∗∗∗ ０.１７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３)

ＥＡＳＴ

(德国东部)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０)

ＳＥＣ＿ＲＥＳ

(技术型行业)
０.３１４∗∗ ０.４２３∗∗ ０.４３３∗ ０.３９４

(０.１４１) (０.２０８) (０.２２７) (０.２９３)

ＵＮＩ

(大学学历)
０.０８２∗∗∗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ＰＲＯ

(生产率)
０.５３１∗∗∗ ０.５２８∗∗∗ ０.３３１∗ ０.３５３

(０.１１３) (０.１６７) (０.１７９) (０.２３０)

ｙｅａｒ

(年份)
是 是 是 是

ｓｅｃｔｏｒ

(行业)
是 是 是 是

＿ｃｏｎｓ

(常数项)
－２.９９９∗∗∗ －３.０４６∗∗∗ －２.９５８∗∗∗ －２.７９４∗∗∗

(０.１００) (０.１５６) (０.１６０) (０.２０８)

Ｎ

(观测值)
２４３８７ １２３９１ １０８８２ ６７９６

Ｒ２ ０.２１０ ０.２３２ ０.２０２ ０.２０５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括号中为标准误ꎬ∗ ｐ<０.１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二)出口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的影响

表 ３ 将上述回归按照企业规模进行分析ꎬ可以看出出口对小型企业(雇员数为 ５０

人以下ꎬ第 １ 列)和大型企业(雇员数为 ２５０ 人或以上ꎬ第 ３ 列)的产品创新活动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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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积极影响ꎮ 对于中型企业(雇员数在 ５０ 人到 ２５０ 人之间ꎬ第 ２ 列)的产品创新

同样有促进作用ꎬ但只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ꎮ 对比估计系数可以发现ꎬ出口对大型企

业的影响最大ꎬ小型企业次之ꎬ中型企业获得的促进影响最小ꎬ模型对大型企业的解释

力也更强ꎮ 研发投入和雇员人数虽然对各类型企业的系数都为正并且显著ꎬ但对大型

企业回归的系数大于其他企业ꎬ说明这两个因素对于大型企业的影响更大ꎮ 拥有大学

学历雇员的比例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对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创新活动有促进作用ꎬ

但对大型企业的相关系数不显著ꎮ 而生产率的提高则能有效提高中型企业参与创新

活动的概率ꎮ 以上结果表明ꎬ包括出口在内的不同因素对不同规模的企业进行创新活

动表现出了不同的影响程度ꎬ出口贸易对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最为明

显ꎮ 该结果与假设二的预期一致ꎮ

表 ３　 按照企业规模划分(被解释变量为产品创新)

(１) (２) (３)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 大型企业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７４１∗∗∗ ０.３５５∗ ０.８８４∗∗

(０.１６６) (０.２０４) (０.３４８)

ＲＤ ２１.１４０∗∗∗ ２３.２４７∗∗∗ ３２.６５３∗∗∗

(１.２０１) (２.４７３) (６.１９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０.１６２∗∗∗ ０.１７０∗∗ ０.４５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８５) (０.１３９)

ＥＡＳＴ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８) (０.１０６) (０.２２２)

ＳＥＣ＿ＲＥＳ ０.３０７ ０.５５９ １.２０８

(０.２７７) (０.４４１) (０.９４６)

ＵＮＩ ０.０６０∗∗∗ ０.１０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３)

ＰＲＯ ０.０７７ ０.７８７∗∗ ０.６９０

(０.２３５) (０.３４３) (０.６０５)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ｓｅｃｔｏ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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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 －２.８３３∗∗∗ －３.０９７∗∗∗ －４.１２３∗∗∗

(０.２１２) (０.４９８) (０.９１９)

Ｎ ７０７８ ２８２０ ９４８

ｒ２＿ｐ ０.１８７ ０.１９２ ０.２２５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括号中为标准误ꎬ∗ ｐ<０.１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三)出口对不同行业企业创新的影响

表 ４ 按照不同行业分析了对创新活动的影响ꎮ 第 １ 列为德国传统的四大支柱产

业(车辆制造、电子技术、化学和制药以及机械制造)ꎬ出口对这些企业的产品创新有

正面影响ꎬ且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ꎬ计算得出创新活动的比值比为 ２.８６ꎮ 第 ２、３ 列

分别展示了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回归结果ꎬ出口强度对制造业创新回归的估计系数达

到 １.１４５ꎬ并且同样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ꎬ而对服务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则不具有统计意

义上的显著性ꎮ 包括研发投入、企业规模和高水平人才比例在内的控制变量对这四大

行业以及其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企业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ꎮ 以上结果表明ꎬ出口贸易

对不同行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ꎬ对包括德国四大支柱产业在内的制造业的产品创新有

正面影响ꎬ但对服务业的影响则不显著ꎮ 本文的第三个假设也得到证实ꎮ

表 ４　 按照行业划分(被解释变量为产品创新)

(１) (２) (３)

四大行业 制造业 服务业

ＥＸＰＯＲＴ １.０５２∗∗∗ １.１４５∗∗∗ ０.２６１

(０.１９９) (０.１３３) (０.２４０)

ＲＤ １９.５３８∗∗∗ ２５.４９４∗∗∗ ２０.３３９∗∗∗

(１.７４７) (１.６２７) (１.３５９)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０.１７９∗∗∗ ０.２１９∗∗∗ ０.１４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６)

ＥＡＳＴ －０.０５７ －０.１２９∗ ０.００３

(０.１１４) (０.０７０) (０.０８５)

ＳＥＣ＿ＲＥＳ ０.６０１∗∗∗ ０.４７８∗∗∗

(０.０７２) (０.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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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 ０.０９８∗∗∗ ０.０７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ＰＲＯ ０.１２２ －０.１４０ ０.４５１∗

(０.３６２) (０.２２３) (０.２５２)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ｓｅｃｔｏｒ ｎｏ ｎｏ ｎｏ

＿ｃｏｎｓ －１.７４９∗∗∗ －２.４４４∗∗∗ －２.７３９∗∗∗

(０.２１８) (０.１２６) (０.１６３)

Ｎ ２１３１ ５９４５ ４４８２

ｒ２＿ｐ ０.１５５ ０.１９０ ０.１２５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括号中为标准误ꎬ∗ ｐ<０.１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四)出口对不同创新类别的影响及稳健性检验

最后在表 ５ 中将部分重要的变量进行替换ꎬ来验证模型的稳健性ꎮ (１)第 １ 列和

第 ３ 列将被解释变量改为新市场的销售情况和流程创新ꎮ 根据熊彼特的划分ꎬ创新共

包括五种ꎬ除了上面提到的产品创新ꎬ生产流程创新和开发新市场同样是重要的创新

分类ꎮ (２)第 ２、３ 列将代表出口强度的变量分别替换为国际性研发合作ꎮ (３)第 ４ 到

第 ７ 列将解释变量替换为“是否向欧盟外的外国市场出口”ꎮ 总体而言ꎬ回归结果与

之前的基本一致ꎬ不管是外国市场还是国际间的研发合作对从事创新活动都有积极影

响ꎬ其估计系数都在 １０％或 ５％的水平上显著ꎬ模型较为稳健ꎮ 本文的第四个假设得

到证实ꎮ 不过该模型对企业流程创新和服务业的解释力相对较弱ꎮ

表 ５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开 发 新

市场

产 品 创

新

流 程 创

新

产 品 创

新

流 程 创

新

产品创新

(制造业)

产品创新

(服务业)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７５２∗∗∗

(０.１５８)

ＣＯ＿ＲＥＳ ０.６５７∗∗∗ ０.５５６∗∗∗

(０.２０５) (０.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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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Ｎ＿ＥＵ ０.４６６∗∗∗ ０.２２４∗∗∗ ０.６９５∗∗∗ ０.２７７∗∗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２) (０.０９６) (０.１３７)

ＲＤ １８.０８７∗∗∗ ２３.５３２∗∗∗ １０.５７９∗∗∗ ２０.９２４∗∗∗ １１.０８７∗∗∗ ２３.５９１∗∗∗ １９.５３８∗∗∗

(１.０２４) (１.３０７) (０.９２９) (１.３０７) (１.０２６) (１.９３２) (１.７１５)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０.２５１∗∗∗ ０.２１４∗∗∗ ０.２８５∗∗∗ ０.２６３∗∗∗ ０.３２１∗∗∗ ０.２９６∗∗∗ ０.２０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５)

ＥＡＳＴ －０.０９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８６)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９５) (０.１１８)

ＳＥＣ＿ＲＥＳ ０.５９２ ０.２２１ ０.２１２ ０.５２５∗ ０.５１９ ０.５８１∗∗∗ ０.７５６∗∗∗

(０.４８６) (０.２５９) (０.２７８) (０.３１４) (０.３２７) (０.０９５) (０.１３５)

ＵＮＩ ０.１１５∗∗∗ ０.０７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ＰＲＯ １.０１９∗∗∗ ０.６１４∗∗∗ ０.３５４∗ ０.６７７∗∗∗ ０.４５５∗ ０.４１２ ０.８５８∗∗

(０.２７９) (０.１９４) (０.１９６) (０.２４２) (０.２４３) (０.２９９) (０.３４６)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ｓｅｃｔｏ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ｃｏｎｓ －４.７２３∗∗∗ －３.０２３∗∗∗ －２.９９３∗∗∗ －３.６７７∗∗∗ －３.２５０∗∗∗ －２.９２２∗∗∗ －３.１３４∗∗∗

(０.３０６) (０.１７６) (０.１７３) (０.２４６) (０.２１２) (０.１６１) (０.２０５)

Ｎ ８８００ ８５１３ ８５１３ ６３２９ ６３２９ ３４２７ ２６５８

ｒ２＿ｐ ０.２６０ ０.１９９ ０.０９１ ０.２２７ ０.１０８ ０.２１８ ０.１４８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括号中为标准误ꎬ∗ ｐ<０.１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五　 结论

本文利用德国曼海姆欧洲研究中心的企业层面创新数据ꎬ实证分析了出口活动对

企业创新的影响ꎮ 结果显示ꎬ出口对德国企业从事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ꎮ 出

口强度对企业的包括产品创新、流程创新以及开发新市场在内的不同创新种类都有促

进作用ꎬ其中对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影响更加明显ꎮ 从行业来看ꎬ出口对制造业的

影响更加显著ꎮ 此外ꎬ研发投入、企业规模、雇员学历素质和生产效率也都与创新产出

呈正相关的关系ꎮ 前文中提出的四个假设均得到证实ꎮ
具体而言ꎬ在创新类别方面ꎬ出口对产品创新的影响要远大于流程创新ꎬ在企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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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上ꎬ出口对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影响高于中型企业ꎮ 在行业分类上ꎬ由于各国之间在

工业标准化上较为统一ꎬ而服务业的全球化则面临当地市场消费者不同文化和习俗等

隐形的挑战ꎮ 因此ꎬ制造业企业在全球的扩张要比服务业企业更加便捷ꎬ但同时也导

致了制造业企业更易受到全球市场负面情绪的波及ꎮ 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证实ꎬ出口对

德国制造业的影响高于服务业ꎮ 依据分析结果我们可以认为ꎬ一旦国际市场上贸易保

护主义兴起ꎬ那么受波及最大的无疑将是德国的大型制造业企业ꎬ特别是德国传统的

四大产业ꎮ 面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ꎬ德国企业界呼吁大西洋伙伴之间应保持冷

静ꎬ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体系ꎮ 德国总理默克尔多次就此问题发表声明ꎬ表示贸易保护

主义的竞争不会有赢家ꎬ美欧双方应继续保持对话ꎮ①

事实上ꎬ除了贸易问题ꎬ德国工业制造业如今已面临诸多隐患:国际上要面对美国

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趋势所带来的竞争ꎬ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跨国企业在全球价

值链上不断攀升所带来的挑战ꎮ 从内部看ꎬ德国制造业自身也面临“能力陷阱”:传统

产业过强ꎬ吸引了众多人才ꎬ新兴产业却由于人才紧缺而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ꎮ 德国

企业ꎬ特别是工业制造业企业应该进一步推进自身的出口活动和国际化水平ꎬ特别是

增加向欧盟以外地区的出口以及与外国伙伴的研发合作ꎬ以保持和提高自身创新能力

和竞争力ꎮ

维护自由的国际贸易体系对于依赖出口的德国来说十分关键ꎬ我们也能够从过往

的政策中得到一些印证ꎮ 例如ꎬ德国在 ２０１５ 年就开始推行集群国际化战略ꎬ在国家层

面推动德国企业和研发机构与外国伙伴实现资源和能力上的互补ꎮ 此外ꎬ相比于大企

业ꎬ除了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取得领先地位的“隐形冠军”ꎬ德国多数中小企业的出口参

与度还不高ꎬ同时德国中小企业也面临创新资源和创业精神不足的问题ꎮ 在“开放式

创新”越来越重要的背景下ꎬ德国政府在“工业 ４.０ 战略”的框架内ꎬ也通过“工业 ４.０

平台”(Ｐｌａｔｔｆｏｒ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４.０)等机制促进本国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合作ꎬ帮助中小企业

解决急需的资金和合作网络等问题ꎮ

(作者简介:寇蔻ꎬ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经济学博士ꎻ责任编辑: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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