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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中国经济已逐步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企业应积极适应时代发展,

从投资驱动、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确保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双反背景下制定科学合理的创新

规划体系已成为推动当前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针对双反是否反向推动了我国企业的创新进行重

点研究。 

[关键词] 双反；企业；创新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Has the Dual Anti Trade Policy Reversely Promoted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Path and Evidence Analysis 

Tan Ge  Wanxuan He  Ruping Ma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Business 

[Abstract] Currently,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a stage of high-speed growth to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refore, enterprises should actively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shift 

from investment driven and factor driven to innovation driven, and ensure that they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refore, developing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innovation planning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dual countermeasur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whether the dual anti countermeasures have reversely promoted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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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渐有抬头之势,反倾销、反补贴等贸

易保护措施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争端的焦点。我国是贸易出口大

国,贸易往来密切,伴随贸易摩擦频繁,针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反

倾销调查日益增多。此外,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因

此,在反倾销的视角下研究贸易摩擦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对

于企业提高竞争力、解决贸易争端具有重要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前沿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

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

业。随着国内高科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扩大、市场份

额增加,遭受反倾销调查的高科技产品数量增加。因此,以战略

性新兴产业作为切入点研究反倾销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

针对性。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对华反倾销的国内企业创新机制,并

首次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视角,利用微观企业的专利与财务数

据,在实证层面研究了反倾销保护对国内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

作用机制。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与创新点体现在：一、

本文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视角研究对华反倾销的影响效应,由

多项数据指标衡量支撑,从微观视角提供反倾销对企业创新能

力影响的相关实证证据,是对已有文献研究的补充与丰富；二、

本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切入点,研究结论更具有针对性；三、

本文采取双重差分的估计办法实证分析,可以缓解内生性问题。 

1 文献综述 

1.1反倾销对企业经济效应影响分析。现有分析反倾销对企

业经济效应影响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企业出口和生产率两方面,

考察其对企业经济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部分文献还提到了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经营绩效等。生产率方面众说纷纭。奚俊

芳(2014)发现反倾销在调查实施年会明显提高企业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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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dra(2013)则发现遭受反倾销的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

生产率均有所下降。企业出口方面,Lu等(2018)提出美国的反倾

销政策导致中国多产品企业缩减了出口产品种类。 

1.2反倾销与企业创新。我国经济学家对反倾销对企业创新

的影响亦各执一词。2020年,何欢浪等发现对外反倾销显著提高

了国内企业的创新水平；同年,李双杰等则揭示,对华反倾销对

中国企业创新呈现明显的抑制效应。目前针对反倾销如何影响

企业创新的研究的总量较少,已有的文献更主要集中于宏观层

面的贸易效应与微观层面反倾销对企业出口、生产率等方面的

影响,对具体产业的影响涉及较少,且多为理论模型分析,实证

证据不够充分。 

1.3企业异质性理论研究。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反倾销对不

同特征企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李双杰(2020)考察了反

倾销对不同创新能力企业影响的差异性。蒋鑫琳等(2020)发

现反倾销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创新有显著抑制作用,且中西

部地区更为显著。同时,劳动密集型企业遭受的抑制作用显著,

但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企业不显著。 

1.4影响机制。曹平等(2021)从融资约束渠道探讨美国对华

反倾销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沈昊旻等(2020)从微观视角区

分创新动机进行机制检验。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理论机制分析。“融资约束”抑制效应是指企业在面临

融资困难时,创新活动受到抑制的现象。融资约束可能发生于企

业内源融资、外部融资和两者之间的融资渠道。 

内源融资产生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是企业内部资金来源。

反倾销调查后,企业面临的现金流风险增加、出口销量减少,从

而研发投入减少。一方面,在反倾销调查中,产品因被征收高额

关税,导致其出口成本大幅增加。而企业研发由于其高投入、高

风险、长周期的特征,较依赖于企业内部现金流。另一方面,由

于产品的成本增加,可能会使涉案产品需求锐减,从而降低企业

的获利能力。此外,随着企业的出口能力下降和外部融资约束的

加强,反倾销不仅会导致我国对外出口的急剧减少,还可能引发

负面影响的放大效应。 

外源融资主要包括商业信贷融资和银行信贷融资。一方面,

反倾销调查使企业面临现金流风险,导致交易规模减小,限制了

涉案企业与产业链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反倾销还会引发产业

链企业之间的信任危机,推动资金流向保守项目。此外,由于供

货方在交易中具有控制权优势,发现买方难以按时偿付时,可能

会削减供货渠道,加剧其商业融资约束。 

在反倾销调查中,银行信贷融资也会受到抑制。首先,反倾

销调查导致企业经营风险增加,银行将会减少对其的融资。其次,

企业遭受反倾销调查会产生负面信号,影响银行对其的信用担

保和融资额度的评估。 

风险承担在激励企业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

在遭受反倾销调查后,企业为提高其竞争力,加大技术创新和研

发方面的投入,探索新市场和新商业模式,以避免反倾销诉讼；

另一方面,持续的投资研发,会推动企业单位生产成本下降,维

持出口利润。因此,反倾销可能倒逼企业转型,推动企业创新。 

2.2研究假设。综上,基于对华反倾销对中国企业创新的理

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表 1 变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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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反倾销对企业创新的“内源融资约束”和“外源融资

约束”抑制作用起了主导作用,即对华反倾销抑制了企业创新。 

H2：反倾销对企业创新的“风险承担”激励作用起了主导

作用,激励了对华反倾销促进了企业创新。 

2.3样本数据来源及处理。本文选取世界银行全球反倾销数

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新兴综合指数库和中国经济金融研究

数据库(CSMAR)2011~2015年的相关数据。 

在数据整理上：(1)选取2011~2015年反倾销数据库中对

华反倾销数据；(2)从CSMAR数据库中获取企业的财务数据,再

与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3)将中国企业出口相关数据与新兴

综指库相匹配,得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出口相关数据；(4)

通过HS代码与对华反倾销数据相匹配,得到战略性新兴产业

遭受反倾销情况。 终得到39,944条样本数据。表1是本文主

要变量的说明。 

 

2.4实证策略。为了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设,设定如下计量回

归模型： = 0 + 1 + 2 + + +  (1) 

在被解释变量的构建方面,本文参考了相关文献中已有的

做法。采用企业当年的研发投入,并对其进行自然对数处理,作

为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变量。 

本文采取双重差分方法来评估对华反倾销对中国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创新能力影响,将样本期内遭受反倾销的企业作

为处理组,未遭受反倾销的企业作为对照组。在式中(1),t表

示企业,表示年份。AD为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 1 作为AD的

系数,表示双重差分的结果,衡量相对于未遭受反倾销的企业,

受到反倾销影响的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净影响。如果企业 在t

年遭受反倾销措施,那么在t年以后,该企业的AD取值为1；t年

之前,取值0。作为对照组,样本期内未受到反倾销企业的AD取

值设为0。 

通过对过往研究的归纳参考,本文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 ,

包括企业规模( )、企业资产负债率( )、企业自有现金

流( ℎ)、企业盈利能力( )、企业资产( )。 为年份固

定效应, 为行业固定效应,为误差项。 

3 实证分析 

3.1描述性统计和基准回归结果。描述性结果显示,企业研

发投入比标准差为0.043,表明在样本中企业间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率差异较小,但企业研发投入资金总额的标准差约为

1.003,说明企业之间差异较大。 

表2的第(1)~(2)列报告了对华反倾销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

业影响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第(1)列是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简

单回归,第(2)列中的模型是控制了其他因素以及年份和行业固

定效应。在第(1)~(2)列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在1%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对华反倾销强度增加对研发投入有正

向影响。此外观察控制变量得出,企业规模在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越大规模的企业对增加研发投入资金有促进作用。企业资

产回报率和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表2第(2)列的

结果说明加入控制变量并不会干扰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故

而可以说明,对华反倾销从整体上确实促进了中国战略性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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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即反倾销对企业创新的“风险承担”激励

作用起了主导作用,激励了对华反倾销促进了企业创新。可能是

因为反倾销措施实施后,面对保护主义的威胁,中国企业被迫

提高创新水平以应对竞争。竞争推动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做

出更重视技术创新的战略调整。尽管资产负债率和资产回报

率对研发投入具有负向影响,但如果企业能够通过研发创新

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和市场地位,这可能会带来正的创新回

报和经济效益。 

3.2平行趋势检验。为了避免行业内的企业在遭受反倾销调

查前的创新能力差异导致的偏差,本文设计了如下回归模型以

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 0 + =1
=−4 ∙ + + + + (2) 

表3报告了平行趋势检验的具体结果,遭受反倾销冲击

前2期回归系数不显著,后3期回归系数显著,通过平行趋势

检验。 

3.3稳健性检验。(1)代理变量。为了重新度量企业的创新

水平,本研究采用了以下两种指标来衡量被解释变量以更全面

和准确地理解企业在创新方面的表现：企业发明专利数量

( )与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相应的回归结果

如表4所示,将代理变量替换后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故结果

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2)更换模型的估计方法。本文通过设计固定效应模型来研

究对华反倾销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在前文

中采取了xtreg的估计方法,可能会限制对异质性效应的建模能

力。因而本文又采取areg估计方法来达到减少偏差的目的,回归

的具体结果展示在表5中,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可以说明研

究的总体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发现,反倾销对企业创新的“风险承担”激励作用起了

主导作用,促进了企业创新。为保持竞争力,企业会更加积极承担

风险,尝试新的创新性产品和技术,以求更大的回报和市场份额。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政府应增加对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支持与创新激励,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

降低受到反倾销调查的风险。二、重视反倾销政策和规则的研

究和分析,积极应对反倾销调查。三、拓宽市场多元化,减少对

单一市场的依赖,开展国际合作并拓展新兴市场,减轻受到反倾

销调查的冲击。四、通过外交渠道积极展开对话,表达合理诉求,

争取得到公正、客观的处理,共同维护自由、开放和公平的国际

贸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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