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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以2009年~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对外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背后

的推动机制。研究表明，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能明显推动企业进行创新，但推动效果具有鲜明的异质

性特点。非国有企业中，对外开放程度对其企业创新的推动更为明显；非高新技术企业中，对外开放程

度对其企业创新的推动更显著；对外开放程度对东部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强于中西部企业。进一步机制

检验发现、对外开放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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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9 to 2018 as the initial research sampl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opening up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the driving me-
chanism behind it. Studies show that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opening up, the more obvious it can 
promote enterprise innovation, but the promotion effect has distinct heterogeneity. Among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degree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promotes their en-
terprise innovation more obviously; among non-high-tech enterprises, the degree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promotes their enterprise innovation more significantly. The degree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plays a stronger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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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ern region tha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Further mechanism testing found that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eased the financing constraints of enterprises, thereby promot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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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国家越来越重视企业的发展，希望中国的企业能走出去，能在国际上讲

出属于中国企业的故事。企业发展，创新是关键。针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我国政府制定了许多优惠政

策并加以支持，国内中小企业的创新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提升，虽然我国中小企业专利申请数

量曾持续几年位居全球首位，但根据全球知识产权机构公布的 2020 年世界技术创新指数公报表明，

中国创新指数仅位列世界第 14 位，企业创新水平不高。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是政府和企业都需要思

考的问题。 
2020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对外开放，“逐步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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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能够闭门造车，要走出去，去学习西方大国的先进技术，来壮大自

身，发展自己，进而在国际上讲出属于中国企业的故事。对外开放，打开了全球市场，给国内企业塑造

了一个与国外优秀企业交流的平台，国内企业可以学习到国外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随着对外开

放水平的提高，对外开放势必会对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影响。对外开放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背后的机制

是什么，即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是通过何种作用渠道影响企业创新的？这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基于此，

本文将通过对 2009~2018 年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实证考察对外开放程度对企业创新产生的深远影

响以及背后的影响机理。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内外针对企业创新的动因研究已取得较为丰富的结果。学者们从企业内外部环境各类视角探寻了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在上述研究成果中，研究者们都强调了创新是一种风险高、投入多、周期长的活

动，企业创新活动的维持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投入。企业一旦可以解决企业创新需要的资金问题，并尽可

能降低企业创新的高风险，在如今强调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势必会加强企业的创新活动。从创新

所需的资金和风险这一角度出发，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可以有效解决企业创新所面临的难题。具体原因可

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对外开放可以有效地缓解我国企业所遇到的融资困境，给企业创新带来充分的融资保障[1]。

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着较多的融资限制，很可能由于投资的缺失而影响企业的创新。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

大大推动了全球领域的开放，我国企业可以通过利用国际渠道和海外资金来缓解资金不足的困境。首先，

对外开放可以扩大了企业融资的途径，从而减少了中小企业创新的成本。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我国

已经逐渐地从“引进来”过渡到了“走出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希望企业能够走出去，同国外企

业进行交流，用实际去讲出属于中国企业的故事。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既可以扩大产品出口，从而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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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消耗企业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从而提高了企业的收入；也可与海外企业进行交流学习，从而获取企

业所缺乏的科技技术与管理经验，从而增强了企业的自身实力；也可利用一些优惠政策，从而绕开贸易

壁垒，扩大销售市场进而获取更多的利益，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融资实力，有助于企业解决经

费不足的问题。其次，对外开放优惠政策的推行，更有利于公司境内外业务的双边开拓，有助于公司稀

释投资经营风险、对外释放企业良好的社会声誉信息[2]，企业因此也更易于得到来自投资方的融资帮助。

综上所述，对外开放能够有效地促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中小企业有更充分的资本进行企业创

新。 
第二、对外开放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有助于帮助企业缓解创新风险高的难题。对外开放政

策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大政策，该政策强调我国企业要主动寻找科技上的新突破，而国

际市场的开放，给中国企业寻找突破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机会，从而缩短了与发达国家间的

科技差距[3]。首先，由于对外开发政策的实施打开了国际市场，企业有了更多和海外先进公司沟通的机

会，企业也能够通过和外商交流学习，吸纳和模仿海外的先进科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技术创

新失败的风险，从而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的信心[4] [5]。其次，全球市场的开放，不仅意味着中国企业可

实现对外投资等行为，也意味着境外企业可以对国内企业进行投资，境外投资者对于企业的投资不仅会

给企业带来资金，也会给企业带来技术上的支持，进而帮助企业缓解创新风险高的难题，而且，境外投

资者区别于多数国内投资者，他们对创新有着更高的容忍度，更愿意获取长期的投资回报，会大力支持

企业的创新活动。因此，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规避创新风险高的问题，增强企业

创新的意愿，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6] [7] [8]。 
综上分析，对外开放可以缓解企业融资困难、解决企业创新风险高的问题，进而促进企业的创新。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假设： 
H1：对外开放可以促进企业创新。 

3.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 2009~2018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初始研究样本，并对样本数据进行以下处理：

1) 剔除已退市的上市公司；2) 剔除样本期内被 ST 或 PT 的上市公司；3) 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

等。4) 对相关连续变量进行 1%的 Winsorize 处理，最终获得 16,454 个公司年度观测值。在本研究中，

企业相关财务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 变量界定 
1、因变量 
企业创新(IE)。为了避免本文对外开放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因果倒置的问题，本文使用滞后一期的企

业专利申请数量总和的自然对数衡量当年企业的创新。一般而言，企业专利蕴含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累积

过程，属于研发创新的结果，是反映企业创新水平的有效指标。企业专利数量越多，企业的创新水平越

高。相应地，企业绩效表现越突出。 
2、自变量 
对外开放(Open)：本文根据《中国对外开发 40 周年》公报中的开放指标，来反映企业所在地区的开

放水平，指数越高代表企业所在省份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考虑到省份对外开放程度对企业创新会产生相

应的时滞效应，因此本文将通过前置一期的省份对外开放指标，来评价企业当年的市场开放程度。 
3、控制变量 
本研究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Roe)、董事会规模(Bo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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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独立性(Indep)、两职合一(Dual)、托宾 Q 值(TobinQ)，上市时限(ListAge)，公司年龄(FirmAge)，
第一股东持股(Top1)，机构投资者持股(INST)，此外还控制了年份、行业效应。具体的变量定义及变量测

量方法见表 1。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企业创新 IE 滞后一期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总和的自然对数衡量 

对外开放 Open 详见文中论述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企业负债总额与总资产之比 

资产收益率 Roe 净利润/总资产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人数取自然对数 

董事会独立性 Indep 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人数之比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托宾 Q 值 TobinQ (流通股市值 + 非流通股股份数 × 每股净资产 + 负债账面值)/总资产 

上市时限 ListAge 当年年份减去公司上市时间的自然对数 

公司年龄 FirmAge 当年年份减去公司成立时间的自然对数 

第一股东持股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机构投资者持股 INST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年份虚拟变量 Year 年份虚拟变量 

行业虚拟变量 Ind 行业虚拟变量 
 

(三) 模型构建 
根据对前文内容的综合分析，构造以下模型来分析检验本文提出来的假设 

, 1 1 1IE Open Control Year Indi t tα β γ ε+ −= + + + + +∑ ∑ ∑                 模型(1)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企业创新(IE)的均值为 3.851，标准差为 1.631，说明在不同企业

中，其创新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对外开放(Open)的均值为 31.104，标准差为 13.764。其余变量情况见表 2。 
(二) 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见表 3，对外开放(Open)与企业创新(IE)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

本文的假设 H1，但具体情况还需要进行进一步回归分析。 
(三) 统计检验结果与分析 
对外开放与企业创新的检验结果见表 4，可以明显地看出，对外开放(Open)与企业创新(IE)呈现显著

的正向关系，在控制所有控制变量，以及控制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后，对外开放(Open)与企业创新(IE)
的估值系数为 0.007，在 1%的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对外开放与企业创新的强化效应得到验证，本文的

研究假设 H1 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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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the main variables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1) (2) (3) (4) (5) (6) (7) (8) 

变量 N mean sd min p25 p50 p75 max 

IE 16454 3.851 1.631 0.000 2.833 3.912 4.905 10.821 

Open 16454 31.104 13.764 4.000 19.110 27.220 43.640 53.010 

Size 16454 22.063 1.243 19.350 21.175 21.872 22.736 26.250 

Lev 16454 0.415 0.203 0.027 0.252 0.406 0.566 0.925 

Roe 16454 0.068 0.122 -1.112 0.030 0.070 0.119 0.421 

Board 16454 2.139 0.196 1.609 1.946 2.197 2.197 2.708 

Indep 16454 0.374 0.054 0.273 0.333 0.333 0.429 0.600 

Dual 16454 0.269 0.444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TobinQ 16454 2.129 1.375 0.815 1.299 1.707 2.438 17.676 

ListAge 16454 2.032 0.743 0.693 1.386 2.079 2.708 3.296 

FirmAge 16454 2.752 0.362 1.099 2.565 2.833 2.996 3.526 

Top1 16454 0.345 0.145 0.084 0.231 0.327 0.443 0.758 

INST 16454 0.383 0.235 0.000 0.183 0.385 0.563 0.889 
 
Table 3. The main variabl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表 3. 主要变量 Pearson 相关系数 

 IE Open Size Lev Roe Board Indep 

IE 1.000       

Open 0.128** 1.000      

Size 0.219*** 0.025*** 1.000     

Lev 0.012 −0.109*** 0.510*** 1.000    

Roe 0.030*** 0.032*** 0.113*** −0.175*** 1.000   

Board −0.004 −0.118*** 0.256*** 0.159*** 0.051*** 1.000  

Indep 0.037*** 0.073*** 0.014* −0.012 −0.031*** −0.518*** 1.000 
 
Table 4. Opening up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表 4. 对外开放与企业创新 

 (1) (2) (3) 

变量 IE IE IE 

常数项 3.380*** −5.664*** −8.257*** 

 (108.438) (−15.926) (−24.198) 
Open 0.015*** 0.010*** 0.007*** 

 (16.507) (10.367) (8.176) 
Controls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Ind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F 272.5 131.2 194.4 
Adj-R2 0.016 0.087 0.320 

N 16454 16454 16454 

注：*p < 0.1，**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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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异质性分析 
前文的回归证明了对外开放会促进企业的创新，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国，企业属

性差异明显，企业也会因为不同的地域属性而产生差异。企业间的差异会影响对外开放与企业创新之间

的关系。为进一步论证对外开放与企业创新关系的成立，本文根据企业特质，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样本

组、非国有企业样本组，分为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非高新企业样本组，根据企业所在地域的差异，将

样本分为东部地区样本组和中西部地区样本组，分别进行分组回归。 
回归结果见表 5。表 5 第(1)、(2)列是针对企业的所有制差异(国有－非国有)的验证结果，在非国有

企业中，对外开放(Open)与企业创新(IE)的估值系数为 0.010，在 1%的水平下显著；国有企业中，对外开

放(Open)与企业创新(IE)的估值系数为 0.001，并不显著，在经过系数差异检验后，可以得到结论，对外

开放对于国企的创新能力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相反明显提高了非国企企业的企业创新能力。为什么

在国有企业中，对外开放对企业的创新能力却没有产生明显影响呢？本文认为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在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格局中往往拥有着很大的优势地位，这表明国有企业往往比非国有企业更易

于获取创新需要的资源，所以对外开放下国际资源的收集与运用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非国

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且并存在着很多的资金困难，对外开放不仅

为非国有企业打开了市场，还带来了更丰富的资金途径，从而提高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 
表 5 第(2)、(3)列是针对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的验证结果，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对外开放

(Open)与企业创新(IE)的估值系数为 0.004，在 1%的水平下显著，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对外开放(Open)
与企业创新(IE)的估值系数为 0.013，在 1%的水平下显著，经过系数差异检验后，可以知道，在非高新技

术企业中，对外开放与企业创新的正向关系更为显著。本文认为，高新技术产业的认定，为其提供各项

政策方面的保障，包括税费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和其他一系列便利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企业资

金缺乏的问题，对外开放带来的国际资源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就没有明显的影响，反之，对于非高新技术

企业来说，企业无法享受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带来的一系列政策上的帮助，企业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融

资问题，因此，对外开放更能促进非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行为。 
 
Table 5.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5. 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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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 IE IE IE IE IE 

变量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非高新技术企业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常数项 −9.599*** −8.064*** −8.469*** −9.706*** −7.628*** −8.910*** 

 (−16.672) (−17.247) (−21.193) (−15.932) (−18.340) (−14.343) 

Open 0.001 0.010*** 0.004*** 0.013*** 0.005*** 0.002*** 

 (0.853) (9.418) (4.490) (7.648) (4.421) (3.284)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95.10 108.4 125.4 67.65 138.4 61.13 

Adj-R2 0.390 0.284 0.294 0.357 0.320 0.323 

N 5,598 10,856 11648 4806 11672 4782 

Chi2 19.38*** 18.55*** 6.87*** 

P-Value 0.0000 0.0000 0.0088 

注：*p < 0.1，**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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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第(5)、(6)列是针对企业地域属性差异的回归结果，在东部地区的企业中，外开放(Open)与企业

创新(IE)的估值系数为 0.005，在 1%的水平下显著，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对外开放(Open)与企业创新(IE)
的估值系数为 0.002，在 1%的水平下显著，经过系数差异检验后，可以知道，在东部地区中，对外开放

与企业创新的正向关系更为显著。上述回归结果表明，沿海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卓有成效，能够驱动辖

域内企业的创新。这是因为，第一、东部区域本身就一直走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也积淀了大量的对

外开放经验；第二、东部区域的先发优势使得地方积累了相应的要素禀赋，可以有效支撑管辖区域内企

业的发展。相对而言，中西部区域本身的对外开放进度比较缓慢，加上这类区域经济比较脆弱，企业的

发展创新进度比较缓慢，使得对开放进度对于这些中小企业的影响并不足够突出。 
(五) 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企业申请的专利进行了细分，将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按发明专利、发明授权、实用新型、外

观设计分类，代替因变量进行重新回归，结果见表 6。由表 6 可知，对外开放(Open)与企业发明专利、发

明授权、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估值系数显著为正值，且分别在 1%和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对外开放

程度对企业发明专利、发明授权、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

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Table 6. Distinguish between patent situations 
表 6. 区分专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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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 发明专利 发明授权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常数项 −3,023.990*** −2,181.764*** −2,945.309*** −871.512*** 

 (−20.740) (−18.657) (−29.347) (−19.828) 

Open 2.981*** 2.381*** 1.423*** 0.231** 

 (8.243) (8.210) (5.715) (2.121)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22.29 20.28 57.86 26.15 

Adj-R2 0.049 0.045 0.121 0.058 

N 16454 16454 16454 16454 

注：*p < 0.1，**p < 0.05，***p < 0.01。 

5. 对外开放与企业创新的机制分析 

表 4 的回归结果已经证明，对外开放对于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外开放与企业创

新之间的作用机制还未明确，本文在前文论述中提到，对开放能够有效解决企业所遇到的融资困难，给

企业创新带来充裕的资本，那么企业融资约束是否是对开放与企业创新的相互作用机理呢？本文借助温

忠麟等(2004)的中介效应模型开展研究。本文采用 Kaplan 和 Zingales (1997)提出的 KZ 指数来测量企业的

融资约束(FC)，KZ 指数越高，企业融资约束越强。具体的模型设定可见模型(2)~(4)。 

1 1FC Open Control Year Indtα β γ ε−= + + + + +∑ ∑ ∑                  模型(2) 

, 1 1IE FC Control Year Indi t α β γ ε+ = + + + + +∑ ∑ ∑                   模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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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1IE Open FC Control Year Indi t tα β γ δ ε+ −= + + + + + +∑ ∑ ∑              模型(4) 

机制分析结果见表 7，表 7 第(2)列中，对外开放(Open)与融资约束(FC)的估值系数为－0.003，在 1%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对外开放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正如前文论证的一样，对外开放拓展了企业

融资的渠道，优化了企业面临的融资难的困境。在表 7 第(3)中，融资约束(FC)与企业创新(IE)的估值系数

为－0.051，在 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了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可以使企业有着足够的资金用于企业创

新。表 7 第(4)列模型，将对外开放(Open)与融资约束(FC)和企业创新(IE)一起回归，结果显示，融资约束

在对外开放与企业创新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说明，对外开放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企业提

供足够的资金，进而促进企业的创新。 
 
Table 7. Mechanism analysis 
表 7. 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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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 IE FC IE IE 

常数项 −8.257*** 5.732*** −7.996*** −7.971*** 

 (−24.198) (14.694) (−23.273) (−23.244) 

Open 0.007*** −0.003***  0.006*** 

 (8.176) (−2.864)  (8.024) 

FC   −0.051*** −0.050*** 

   (−7.500) (−7.334)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194.4 0.596 0.319 0.322 

Adj-R2 0.320 609.0 194.0 191.6 

N 16454 16454 16454 16454 

Sobel 检验 2.667*** 

注：*p < 0.1，**p < 0.05，***p < 0.01。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当下，我国政府更加关注民企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制定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举措推动了国内民企的

蓬勃发展，并推动了新型经济发展格局的建立。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客观上可以鼓励企业的创新，

进而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以 2009 年~2018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初始

研究样本，以实证检验对外开放程度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研究发现：第一，对外开放可以显著地促进企业的创新，对外开放水平越高，企业创新程度越大。

第二，对外开放与企业创新间的关系，会受企业属性差异以及企业所在地地域属性差异的影响。从企业

属性差异出发，对外开放与企业创新间的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从企业所在

地地域属性差异来看，对外开放与企业创新间的关系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第三、对外开放可以有效缓

解企业的融资问题，帮助企业获取创新需要的资金，进而促进企业的创新。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国家应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促使国内企业积极走出去，

在当下复杂的环境中，利用对外开放政策打开的全球市场，来进行创新，进而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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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企业要充分利用全球市场扩展的融资渠道，来缓解企业自身存在的融资困难的问题，从而优化

企业的财务状况，企业有着良好的财务状况，不仅利于企业创新的展开，也有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

第三、对外开放对于企业创新会受企业属性差异的影响，对此，要学会因地制宜，视情况而定，国家可

以优先支持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创新，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对这类企业创新行

为的强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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