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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能否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兼论新质生产力的同群效应

程秋旺　 蔡雪雄　 刘　 斌∗

　 　 摘要: 在制度型开放背景下探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政策效果ꎬ具有重要意义ꎮ 文章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视为准自然实验ꎬ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中国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效果ꎮ 研究发现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能够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ꎬ并且较低的媒体关注和较好的法律环境可以使这

一政策效果更显著ꎮ 机制检验表明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

和激活市场竞争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ꎮ 拓展分析发现ꎬ新质生产力存在显著

的行业同群效应ꎬ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能够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行业同群效

应ꎮ 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如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来自制度型开放视角的

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撑ꎮ
关键词: 自由贸易试验区ꎻ新质生产力ꎻ制度型开放ꎻ同群效应

中图分类号: Ｆ１２５ꎻＦ２７３.１

一、引言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ꎬ这一转化不仅体现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成就ꎬ也指明了未来中国优化生产

力发展的正确方向ꎮ 在传统生产力效率不断衰减的背景下ꎬ传统生产力理论难以满足中国

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ꎬ亟需新的生产力理论来助推中国高质量发展ꎬ而人类社会的进步和

社会形态的更替必然伴随着生产力质的跃迁和高度发展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主

持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ꎬ为新时代中国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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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撑力和推动力ꎮ 新质生产力十分强调创新的主导作用ꎬ是符合新发展

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ꎮ 发展新质生产力ꎬ既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ꎬ推动

各类优质生产要素高效流动与优化配置ꎬ也要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创新

网络ꎬ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环境ꎮ 制度型开放是推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ꎬ稳步

扩大制度型开放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ꎮ 其中ꎬ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

“自贸区”)作为制度型开放的前沿阵地ꎬ通过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ꎬ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ꎬ为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体制奠定扎实基础ꎮ 企业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ꎬ企业充

满活力则国民经济充满活力ꎮ 自贸区建设既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ꎬ也能集聚高

端人才、技术等生产力资源ꎬ促进传统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要素跃迁ꎬ为企业发展新质生产

力创造先决条件ꎮ 同时ꎬ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ꎬ本质上就是要以创新链来联结人才链、产业

链和价值链ꎬ而自贸区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ꎬ企业可以依托自贸区开展企业、行业、区域

内的竞争与合作ꎬ促进人才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ꎬ进而有效赋能新质生

产力发展ꎮ 那么ꎬ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背景下ꎬ自贸区建设能否切实有效地赋能新质生

产力发展? 其中的影响机制是什么? 又有哪些因素会强化自贸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政策效果? 新质生产力是否存在同群效应以及自贸区建设在其中的作用如何? 为回答上

述疑问ꎬ本文将自贸区建设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ꎬ深入探讨自贸区建设能否以及如何赋能新

质生产力发展ꎬ以期为深入理解自贸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新的思路ꎮ
现有关于自贸区建设的文献多从评估自贸区建设效果方面展开研究ꎮ 自贸区建设能够

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黎绍凯、李露一ꎬ２０１９ꎻＧｕ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３)、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项后

军等ꎬ２０１６ꎻＢａ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３)、提升区域创新水平(刘秉镰、王钺ꎬ２０１８ꎻＸ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４)、改善

区域环境状况(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１ꎻ胡宗义等ꎬ２０２２)、助力地区经济增长(胡艺等ꎬ２０２２)ꎮ 同

时ꎬ部分研究也探讨了自贸区建设对企业创新(谭建华、严丽娜ꎬ２０２０)、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马超平、张晓燕ꎬ２０２１)、企业高级要素流动(黄先海等ꎬ２０２１)、企业价值(许江波等ꎬ２０２２)
等方面的影响ꎮ 关于企业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证研究ꎬ主要聚焦于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因素和经济效应两个方面ꎮ 部分研究指出供应链数智化建设(谢家平等ꎬ２０２４)、企业数智化

转型(张秀娥等ꎬ２０２４)、数据要素(史丹、孙光林ꎬ２０２４)、信贷专业化(张雪兰等ꎬ２０２４)等因

素会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ꎬ而新质生产力发展则会显著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肖有智

等ꎬ２０２４)、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梁孝成等ꎬ２０２４)、提升企业出口稳定性(于津平等ꎬ
２０２４)、促进企业资本跨地区流动(黄正松等ꎬ２０２４)ꎮ 然而ꎬ关于自贸区建设能否以及如何赋

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一问题ꎬ鲜有研究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和剖析ꎮ
基于此ꎬ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了自贸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效

果ꎮ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三点:第一ꎬ从制度型开放视角拓展了新质生产力影响因素的学术认

知ꎮ 作为一个新概念ꎬ新质生产力既延续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的概念内

涵ꎬ又延展了新质生产力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型生产力的理论逻辑ꎬ是传统生产力概

念在新时期的理论创新ꎮ 深入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ꎬ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高地ꎬ是当前我国

制度型开放的重点内容ꎬ本文发现自贸区建设可以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ꎬ这对于自贸区

提升战略的实施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ꎬ是对新质生产力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ꎮ
第二ꎬ从新质生产力角度深化了自贸区建设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ꎮ 既有研究虽然探讨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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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区建设对企业创新、全要素生产率、企业价值等方面的影响ꎬ但对当前备受关注的新质生

产力尚缺乏必要的讨论ꎮ 本文实证检验了自贸区建设能否以及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ꎬ
为自贸区建设的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ꎮ 第三ꎬ本文从制度型开放视角构建自

贸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ꎬ并证明自贸区建设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

和激活市场竞争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ꎬ明确了自贸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

逻辑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本文首次验证了企业在开展新质生产活动时存在较强的行业同群效

应ꎬ并且自贸区建设能够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业同群效应ꎬ该结论为企业加快培育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来自向同群企业模仿或学习的经验证据ꎮ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自贸区建设是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ꎬ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上海自贸区获批成

立至 ２０２３ 年底ꎬ中国已分七批次在 ２２ 个省(区、市)设立自贸区ꎬ基本形成了陆海统筹、区域

协调的分布格局ꎮ 十年间ꎬ自贸区建设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根据海关统计ꎬ
２０２３ 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 ４１.７６ 万亿元ꎬ其中ꎬ自贸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

７.６７万亿元ꎬ占比达到 １８.３７％ꎮ 同时ꎬ自贸区在制度创新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第一ꎬ自
贸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ꎬ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ꎬ创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简化通关

程序ꎬ实行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模式ꎬ提升了贸易投资便利化和法治化程度ꎮ 第二ꎬ自贸区

放宽金融领域准入门槛ꎬ建立本外币一体化自由贸易账户体系ꎬ简化外资项目备案登记ꎬ推
动人民币跨境使用ꎬ促进了资金跨境流动和结算ꎬ改善了企业的融资环境ꎮ 第三ꎬ自贸区通

过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高水平战略ꎬ引入高端制造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入驻自

贸区ꎬ吸引全球高端技术、人才和资本向自贸区集聚ꎬ推动全产业链集成创新ꎬ增强了自贸区

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ꎬ使自贸区在科技创新、市场环境、产业结构、生态环境、绿色可持续发

展等方面形成示范效应ꎬ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ꎮ 可见ꎬ自贸区建设成效与新质生产

力发展存在紧密关联ꎬ自贸区建设有可能催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要素和新条件ꎬ成为新质

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制度场域ꎮ
(二)理论分析

１.自贸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ꎬ通过不断增加投入而推动的经济增长会因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

递减而难以持续ꎬ只有依赖效率提升的经济增长才可持续ꎮ 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简单相加

只是同一生产过程中量的变化ꎬ并没有引起“质”的新变化ꎬ只有当生产要素出现新的合理配

置和优化组合时ꎬ社会经济才能实现由增长向发展的转变(方敏、杨虎涛ꎬ２０２４)ꎮ 随着社会

经济逐渐向更高阶段发展ꎬ现有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逐渐减弱ꎬ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

生产力加速递减ꎬ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具发展潜力和效率的新质生产力ꎬ这种新质生产力能

够深刻改变传统生产要素的形态ꎬ提升传统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ꎬ促使生产函数发生“质”的
变化并实现产出增量ꎬ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ꎮ 可见ꎬ新质生产力是现有生产力水平上升

到更高水平的结果ꎮ 但是ꎬ新质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对现有生产力的简单替代ꎬ而是更加强调

科技创新的首要和决定性作用ꎬ并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功能取向ꎬ因此新质生产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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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密度远高于现有生产力(赵峰、季雷ꎬ２０２４)ꎮ
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微观经济主体ꎬ企业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力量ꎮ

企业通过高效利用新质生产要素及其组合方式为社会成员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ꎬ不断满足

社会成员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求ꎬ进而开辟新的市场ꎬ形成新的业态ꎬ塑造新的结构ꎬ最
终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空间ꎮ 在不断“内卷”的经济增长环境下ꎬ如果企业仍然按照传统的生

产函数投入传统生产要素进行生产ꎬ其获取超额利润的空间将迅速被挤压并消失ꎮ 因此ꎬ企
业只有改变传统生产函数的形式ꎬ通过创新各大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方式ꎬ加速形成和发展

新质生产力ꎬ才能自信面对不断“内卷”的经济增长环境ꎬ并迅速占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高

点ꎮ 从生产函数形式来看ꎬ如果在第 ｔ 期未发生重大技术创新ꎬ则此时的生产函数为 Ｙｔ ＝
ＡｔＫα

ｔ Ｌβ
ｔ ꎬ而在第 ｔ ＋ １ 期发生了重大技术变革ꎬ此时新质生产力下的生产函数为 Ｙｔ＋１ ＝

Ａｔ＋１Ｋα
ｔ＋１Ｌβ

ｔ＋１ꎬ式中的 Ｙ、Ａ、Ｋ、Ｌ 分别表示产出、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ꎬ而 Ｋ 又包含劳动资料 Ｋ１

和劳动对象 Ｋ２ꎮ 相较于第 ｔ 期而言ꎬ在第 ｔ＋１ 期时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都发生了

质的变化ꎬ因此 Ｙｔ＋１ / Ｙｔ 即为新质生产力的增长效果(对于企业而言即为企业绩效)ꎮ 然而ꎬ
企业要获得更高的绩效ꎬ既依赖于各种新质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和优化组合ꎬ也依赖于更加

开放的经济环境ꎮ 在封闭经济环境下ꎬ由于生产要素难以在企业间或区域间进行流动和配

置ꎬ企业可能因提高某一类生产要素的配置而导致该类生产要素相对过剩ꎬ此时边际生产力

递减规律将发挥作用ꎬ企业绩效难以达到预期ꎮ 一旦限制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的企业或区

域边界被打破ꎬ生产要素可在企业间或区域间自由流动和配置ꎬ从而使企业的生产要素保持

在动态且相对合理的配置组合状态上ꎬ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将得到明显改善ꎮ 显然ꎬ一个开

放的经济发展环境对于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获得更好的企业绩效至关重要ꎮ 而自贸区

建设能够打破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的边界ꎬ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处于相对合理状态ꎬ延
缓传统生产函数存在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趋势ꎬ进而重构生产函数形式ꎬ改变现有劳动者、劳
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形态和面貌ꎬ催生新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

升ꎬ最终为企业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ꎮ 具体地ꎬ本文从新质生产力三要素出

发ꎬ分析自贸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ꎮ
首先ꎬ劳动者是生产函数中最基本、最活跃的要素ꎬ提升劳动力人才队伍的质量是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条件ꎬ而自贸区能够集聚全球高端人才资源ꎬ提升人才质量ꎬ增加高素质

劳动力供给ꎬ从而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ꎮ 第一ꎬ自贸区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

向ꎬ通过出台与科研经费、人才评价、激励保障等相关的人才改革政策ꎬ营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ꎬ改善劳动者生活和工作环境ꎬ提高劳动者福利待遇ꎬ调动高端人才积极性ꎮ 第二ꎬ自贸区

积极开展外国高端人才服务“一卡通”试点ꎬ开辟外国人才引进绿色通道ꎬ为外国人才提供住

房、子女教育、社保就医等生活保障ꎬ促进外国高端人才向自贸区集聚ꎮ 第三ꎬ自贸区对接国

际标准ꎬ吸引高附加值企业入驻并逐渐形成高端产业集聚ꎬ引入国际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方

法ꎬ不断提升劳动力的知识生产和创造能力ꎬ在传统产品结构和行业结构基础上催生与新质

生产力相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ꎮ 可见ꎬ自贸区能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高素

质和高技能的人才支撑ꎮ
其次ꎬ劳动对象是人的劳动得以开展的物质基础ꎬ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劳动对象不仅

包括具有物质形态的传统劳动对象ꎬ也包含数据、知识、信息等非物质形态的新质劳动对象ꎬ
而自贸区能够通过增加劳动对象的多样性ꎬ促进传统劳动对象与新质劳动对象的交互融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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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改变劳动对象的质态和价值ꎬ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重要影响ꎮ 一方面ꎬ自贸区能够为

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ꎬ驱动企业根据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需求状况ꎬ创造新的产品和服

务ꎬ有助于扩大劳动对象的范围ꎮ 例如ꎬ自贸区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ꎬ增强企业原材料获

取和产品交易的能力ꎬ促使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优的原材料和生产更高价值的新产品

或新服务ꎬ为企业提供多样性的劳动对象ꎮ 另一方面ꎬ自贸区能够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

集聚和协同发展(卢福永等ꎬ２０２１)ꎬ形成高端产业集聚效应ꎬ推动产品深加工和精细化利用ꎬ
并使用数据、信息等新型要素赋能传统劳动对象ꎬ从而创造出“新质”劳动对象ꎬ为新质生产

力发展提供高品质和高附加值的物力支撑ꎮ
最后ꎬ劳动资料的科技属性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显著标志ꎬ而自贸区建设

能够吸引工业机器人、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实体和非实体技术的引进和创新ꎬ提高劳动

资料的现代化和智能化水平ꎬ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ꎮ 一方面ꎬ
自贸区通过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ꎬ能够吸引先进技术涌入自贸区并将其作为企业转型升级

和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ꎬ有助于催生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土壤ꎬ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ꎮ 另一方面ꎬ自贸区通过建设先进的数字基础设施ꎬ为企业创造智能化的生产环境和便利

的沟通交流平台ꎬ企业采用智能制造系统和自动化设备改进生产流程ꎬ不仅提高生产效率ꎬ
降低生产成本ꎬ也提升产品质量ꎬ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现代化和智能化的技术支撑ꎮ 据此

本文提出:
假说 １:自贸区建设能够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ꎮ
２.自贸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

自贸区建设能够改善企业融资环境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ꎬ从而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

展ꎮ 企业若要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ꎬ缓解融资约束是关键所在ꎮ 自贸区通过扩大金融改革

开放、优化金融服务环境和加强信用建设ꎬ显著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ꎮ 一方面ꎬ自贸区通过

放宽金融领域准入门槛ꎬ建立自由贸易账户体系ꎬ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ꎬ鼓励金融机构开发

供应链金融、股权融资、风险投资等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ꎬ不仅促进了大量资金向自贸

区集聚ꎬ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ꎬ同时也吸引了大量中外金融机构入驻ꎬ形成金

融集聚效应(巴曙松等ꎬ２０２１)ꎬ极大改善了企业融资环境ꎮ 另一方面ꎬ自贸区通过建立企业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ꎬ不断加强信用体系建设(王明益等ꎬ２０２３)ꎬ提高企业信息披露水平及信

用透明度ꎬ帮助金融机构准确评估企业信用状况和风险ꎬ简化企业融资程序ꎬ缓解资金供需

双方的信息不对称ꎬ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ꎮ 当企业融资约束得以缓解后ꎬ企
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有了稳定且长期的资金支持ꎮ 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 ２:自贸区建设可以缓解融资约束ꎬ从而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ꎮ
自贸区建设能够激活市场竞争环境ꎬ促使企业必须通过持续创新和增强自身竞争优势

应对潜在的不确定性ꎬ从而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ꎮ 市场竞争可以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源

源不竭的动力ꎬ而自贸区通过打造优越的营商环境激活了市场竞争ꎮ 一方面ꎬ自贸区通过打

破市场边界吸引大量外资、研发机构和跨国企业进入ꎬ与本地企业形成激烈的市场竞争(王
朔等ꎬ２０２４)ꎬ进而强化本地企业对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学习和创新效应ꎬ这些技术和经验

的积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ꎮ 另一方面ꎬ自贸区通过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ꎬ畅
通上下游企业合作交流的机制和渠道ꎬ使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够在产业链各主体之间

自由流动和配置ꎬ进而激发企业依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市场地位的竞争意识ꎻ同时ꎬ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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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ꎬ推动企业利用先进生产智能制造技术和自动化设备提

高生产效率ꎬ增强了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ꎮ 当市场竞争被激活后ꎬ企业为了增强核心竞争

力ꎬ必须面向未来并进一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ꎮ 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 ３:自贸区建设可以激活市场竞争ꎬ从而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ꎮ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参考蒋灵多等(２０２１)ꎬ本文将自贸区建设范围精确至片区所在城市ꎮ① 基于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２ 年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ꎬ本文将前五批次自贸区片区所在城市作为政策实施地

点ꎬ后续建立的自贸区片区所在城市予以剔除ꎬ并按企业注册所在地将企业数据与城市数据

进行匹配ꎬ最终得到本文研究样本ꎮ 本文在剔除样本期间内处于 ＳＴ、∗ＳＴ 等状态、金融保险

业、数据不足两年、资不抵债和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ꎬ并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１％缩尾处理

后ꎬ最终得到 ２８９６６ 个观测值ꎮ 相关数据来自 ＣＳＭＡＲ、ＣＮＲＤＳ、ＷＩＮＤ 等数据库ꎮ
(二)变量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主要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ꎮ 因

此ꎬ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肖有智等ꎬ２０２４ꎻ韩文龙等ꎬ２０２４)以及新质生产力内涵的基础上ꎬ
将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等实体性要素ꎬ以及促进三者优化组合的新技

术研发、创新产出、生产组织和数据要素等渗透性要素同时纳入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中

(如表 １ 所示)ꎬ并利用熵值法测度得到新质生产力(ＮＱＰＦ)ꎮ

　 　 表 １ 　 　 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构成要素 分项指标 指标说明 方向

实
体
性
要
素

新质劳动者

新质劳动资料

新质劳动对象

研发人员薪资占比 研发费用中的工资薪酬 / 营业收入 正向

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研发人员数量 / 员工数量 正向

高素质员工数量占比 研究生学历人数 / 员工数量 正向

高管职能经历丰富度 高管职能经历种类的计数形式ꎬ并进行行业调整 正向

高管数字化背景 数字化背景高管数量 / 高管数量 正向

高管绿色认知 (高管绿色认知总词频＋１)取对数 正向

工业机器人渗透率
参考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２０)的做法ꎬ根据国际机器
人联合会(ＩＦＲ)公布的工业机器人存量数据ꎬ基于 Ｂａｒｔｉｋ
工具变量思想构造企业层面的工业机器人渗透率

正向

数字无形资产占比 数字化技术无形资产 / 无形资产 正向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净额 / 总资产 正向

制造费用占比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
销＋减值准备－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给
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工资) /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减值准备)

正向

环境绩效 (ＣＮＲＤＳ 数据库 ＥＳＧ 评级中的环境得分＋１)取对数 正向

３４
①囿于篇幅ꎬ各自贸区实施范围和片区所在城市名单留存备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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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１ 　 　 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构成要素 分项指标 指标说明 方向

渗
透
性
要
素

新技术研发

创新产出

生产组织

数据要素

研发折旧摊销占比

研发租赁费占比

研发直接投入占比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
量

数字专利申请数量

生产组织数字化

生产组织绿色化

数实产业融合水平

数据要素利用

研发费用中折旧摊销 / 营业收入 正向

研发费用中租赁费 / 营业收入 正向

研发费用中直接投入 / 营业收入 正向

(上市企业当年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１)取对数 正向

(上市企业当年申请的实用新型专利数量＋１)取对数 正向

(上市企业当年申请的数字专利数量＋１)取对数 正向

(上市企业年报数字化转型词频＋１)取对数 正向

上市企业年报中人工智能词频占比 正向

(上市企业当年申请的绿色发明专利数量＋１)取对数 正向

(上市企业当年申请的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数量＋１)取对数 正向

(上市企业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数＋１)取对数 正向

(上市企业年报数据要素利用词频＋１)取对数 正向

２.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自贸区建设(ＦＴＺ)ꎮ 若上市企业注册地属于自贸区片区城市内且样本

年份在自贸区设立以后取 １ꎬ否则取 ０ꎮ 若自贸区设立当年的月份不大于 ６ꎬ政策实施年份设

置为当年ꎬ否则设置为下一年ꎮ
３.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张秀娥等ꎬ２０２４ꎻ周阔等ꎬ２０２４)ꎬ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企业年龄(Ａｇｅ)ꎬ
使用观测年份与上市年份之差的自然对数表示ꎻ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ꎬ使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表示ꎻ资产负债率(Ｌｅｖ)ꎬ使用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表示ꎻ现金持有(Ｃａｓｈ)ꎬ使用货币资金

和交易性金融资产之和与总资产之比表示ꎻ两职合一(Ｄｕａｌ)ꎬ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

取 １ꎬ否则取 ０ꎻ股权集中度(Ｔｏｐ１)ꎬ使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ꎻ四大审计(Ｂｉｇ４)ꎬ若审

计师来自国际四大取 １ꎬ否则取 ０ꎻ董事会规模(Ｂｏａｒｄ)ꎬ使用董事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ꎻ管
理层薪酬(Ｓａｌａｒｙ)ꎬ使用管理层年薪总额的自然对数表示ꎻ经济发展(ＰＧＤＰ)ꎬ使用城市人

均 ＧＤＰ 的自然对数表示ꎻ财政压力(Ｆｉｎａｎｃｅ)ꎬ使用预算支出和预算收入之差与预算收入

之比表示ꎮ
(三)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如下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自贸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效果:

ＮＱＰＦ ｉｔ ＝ β０ ＋ β１ＦＴＺ ｉｔ ＋ β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Ｙｅａｒ ＋ ∑Ｃｏｍｐａｎｙ ＋ εｉｔ (１)

模型(１)中:ｉ 为企业ꎬｔ 为年份ꎬＮＱＰＦ 为新质生产力ꎬＦＴＺ 为自贸区建设虚拟变量ꎬ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表示一系列企业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ꎬＹｅａｒ 为年份固定效应ꎬＣｏｍｐａｎｙ 为企业固定效应ꎬ
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ꎮ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可知ꎬ预期系数 β１显著为正ꎮ

(四)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２ 反映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ꎮ 从中可知ꎬ新质生产力(ＮＱＰＦ)的均值为

５.６３６ꎬ标准差为 ３.９７３ꎬ表明不同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较大差异ꎮ 自贸区建设(ＦＴＺ)
的均值为 ０.３３９ꎬ标准差为 ０.４７３ꎬ说明有 ３３.９０％的研究样本受到自贸区建设的影响ꎮ 其他

变量描述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ꎮ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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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ＮＱＰＦ ２８９６６ ５.６３６ ３.９７３ ０.７６６ ４.５２２ １９.９２４
ＦＴＺ ２８９６６ ０.３３９ ０.４７３ ０ ０ １
Ａｇｅ ２８９６６ ２.０７９ ０.９２１ ０ ２.３０３ ３.３６７
Ｓｉｚｅ ２８９６６ ２２.１５１ １.２５７ １９.８３２ ２１.９６９ ２５.８７１
Ｌｅｖ ２８９６６ ０.４１８ ０.２０５ ０.０５２ ０.４１１ ０.８９５
Ｃａｓｈ ２８９６６ ０.２０５ ０.１４６ ０.０１７ ０.１６５ ０.６９８
Ｄｕａｌ ２８９６６ ０.２９１ ０.４５４ ０ ０ １
Ｔｏｐ１ ２８９６６ ０.３４０ ０.１４８ ０.０８４ ０.３１７ ０.７３２
Ｂｉｇ４ ２８９６６ ０.０５８ ０.２３３ ０ ０ １
Ｂｏａｒｄ ２８９６６ ２.２７６ ０.２５２ １.６０９ ２.１９７ ２.８９０
Ｓａｌａｒｙ ２８９６６ １５.３７５ ０.７５０ １３.４２１ １５.３６４ １７.４０３
ＰＧＤＰ ２８９６６ １１.３９２ ０.５３６ ９.９３０ １１.４６７ １２.１９８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８９６６ ０.６４６ ０.８２６ －０.０７９ ０.３４７ ４.３７９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３ 报告了自贸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ꎮ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ＮＱＰＦ

(１) (２) (３) (４)

ＦＴＺ ０.２６２∗∗

(０.１２０)
０.２１７∗∗

(０.０９３)
０.２２４∗∗

(０.０９４)
０.２１９∗∗

(０.０９５)
Ａｇｅ ０.７３７∗∗∗

(０.０８４)
０.７０８∗∗∗

(０.０８７)
０.７０５∗∗∗

(０.０８６)
Ｓｉｚｅ ０.５５０∗∗∗

(０.０４９)
０.５０６∗∗∗

(０.０４８)
０.５０８∗∗∗

(０.０４８)
Ｌｅｖ －０.１２１

(０.１６９)
－０.０８１
(０.１６７)

－０.０９６
(０.１６１)

Ｃａｓｈ －０.７７９∗∗∗

(０.１７９)
－０.７８０∗∗∗

(０.１７７)
－０.７７６∗∗∗

(０.１７８)
Ｄｕａｌ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２)
Ｔｏｐ１ －０.８１５∗∗∗

(０.３０３)
－０.８０３∗∗∗

(０.３０５)
Ｂｉｇ４ ０.０３８

(０.２１３)
０.０３４

(０.２１５)
Ｂｏａｒｄ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０)
Ｓａｌａｒｙ ０.１６１∗∗∗

(０.０５６)
０.１６１∗∗∗

(０.０５６)
ＰＧＤＰ －０.３２６∗

(０.１８５)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１００

(０.０７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５.５４８∗∗∗

(０.０４１)
－７.９３５∗∗∗

(１.０８０)
－９.１８４∗∗∗

(１.２９２)
－５.４４０∗∗

(２.１３０)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８９６６ ２８９６６ ２８９６６ ２８９６６
Ａｄｊ.Ｒ２ ０.８３０ ０.８３９ ０.８３９ ０.８４０

　 　 注:∗∗∗、∗∗、∗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ꎻ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ꎮ 下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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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第(１)列加入自贸区建设 ＦＴＺꎬ直接考察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果ꎬＦＴＺ 的

估计系数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ꎮ 第(２)—(４)列依次加入企业财务层面、企业治理层面

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ꎬ结果显示ꎬＦＴＺ 的估计系数均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这意味着自

贸区建设能够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ꎬ假说 １ 得到验证ꎮ 本文以第(４)列为基准ꎬ分析潜

在的经济意义ꎮ ＦＴＺ 的估计系数为 ０.２１９ꎬ意味着自贸区建设使得新质生产力相较于均值提

升了 ３.８９％( ＝ ０.２１９ / ５.６３６)ꎬ说明回归结果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ꎮ 上述结果表明ꎬ自贸区建

设能够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ꎬ为企业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有利的先决条件ꎮ
(二)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使用的前提是处理组和对照组应满足平行趋势假设ꎮ 因此ꎬ本文利用事件

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ꎬ构建模型如下:

ＮＱＰＦ ｉｔ ＝ β０ ＋ ∑
８

ｋ ＝ －９
ϑｋＤｕｍｋ

ｉｔ ＋ β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Ｙｅａｒ ＋ ∑Ｃｏｍｐａｎｙ ＋ εｉｔ (２)

模型(２)中:Ｄｕｍ 为一组虚拟变量ꎬ表示政策实施的窗口期ꎬｋ ＝ －９ꎬ－８ꎬ－７ꎬꎬ７ꎬ８ꎮ 本文

采用样本第 １ 期作为基期并进行平行趋势检验ꎬ结果如图 １ 所示ꎮ 在自贸区设立之前的 ９
年ꎬ９５％置信区间均包含零值ꎬ说明在自贸区设立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

展趋势并无显著的系统性差异ꎬ即满足平行趋势假设ꎮ 在自贸区设立之后的第二年开始ꎬ
９５％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值ꎬ且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自贸区建设能够有效赋能新质生产

力发展ꎮ 同时ꎬ自贸区建设的政策效应也呈现出动态变化特征ꎬ虽然该政策效应在自贸区设

立之后的第二年开始显现ꎬ但总体而言ꎬ随着自贸区设立时间长度的增加ꎬ自贸区建设赋能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效应在样本时间段内整体上呈增长态势ꎮ
(三)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自贸区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可能受到不可观测因素、遗漏变量、同期其他宏

观经济政策冲击等的干扰ꎬ本文通过构建虚假处理组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ꎬ以此证明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确实是由自贸区设立带来的结果ꎮ 具体而言ꎬ通过随机抽样方法构造“虚假处

理组上市企业”和“虚假对照组上市企业”ꎬ由此可以得到一个虚假的处理变量 ＦＴＺ＿ ｆａｌｓｅ ꎮ
在此基础上ꎬ将随机抽样重复进行 １０００ 次ꎬ使用 ＦＴＺ＿ ｆａｌｓｅ 代替基准模型中的 ＦＴＺ 进行回

归ꎬ得到 １０００ 个回归系数及其对应的 Ｐ 值ꎮ 从理论上看ꎬ如果基准回归结果成立ꎬ那么此时

ＦＴＺ＿ ｆａｌｓｅ 的估计系数应落在零值附近且绝大多数的估计系数与零值无显著差异ꎮ 图 ２ 绘

制了 １０００ 次随机抽样得到的 ＦＴＺ＿ ｆａｌｓｅ 估计系数的概率分布图ꎮ

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图 ２　 安慰剂检验结果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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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２ 可知ꎬ ＦＴＺ＿ ｆａｌｓｅ 的估计系数多数集中于零值附近ꎬ远离基准回归结果中 ＦＴＺ 的

估计系数 ０.２１９ꎬ意味着自贸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ꎮ
(四)稳健性检验

１.工具变量法

为缓解不可观测因素、反向因果等引致的内生性问题ꎬ本文借鉴崔日明和陈永胜

(２０２２)ꎬ选取基于 ＤＭＳＰ 数据解析得到的各城市 １９９２—２００４ 年夜间灯光亮度均值(ＤＮ 值ꎬ
即 ＤＮ 总值 /栅格数)的自然对数作为城市是否纳入自贸区试点的工具变量ꎮ 理由如下:一
方面ꎬ政府在选择自贸区片区城市时更有可能考虑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ꎬ而城市夜间灯光

亮度可以较好反映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ꎬ这也意味着城市夜间灯光亮度与城市是否被选为

自贸区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ꎬ符合工具变量相关性假设ꎻ另一方面ꎬ２００４ 年及之前的城市

夜间灯光数据与本文研究数据至少滞后 ６ 年时间ꎬ并不受当期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ꎬ因而也

不会直接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状况ꎬ符合工具变量外生性假设ꎮ 由于 ＤＮ 值在短期内随时

间变化的可能性较低ꎬ故采用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与 ＤＮ 值相乘ꎬ得到工具变量 ＩＶꎮ 一

国的汇率变动与经济开放程度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崔日明、陈永胜ꎬ２０２２)ꎬ因此符合工具变

量相关性假设ꎻ对于企业而言ꎬ新质生产力水平很难影响一国汇率变动ꎬ因此符合工具变量

外生性假设ꎮ 综上所述ꎬ本文认为工具变量 ＩＶ 的选择在理论上是合理的ꎮ 表 ４ 第(１)、(２)
列报告了工具变量检验结果ꎮ 第(１)列为第一阶段回归ꎬ结果显示ꎬＩＶ×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ꎬ意味着工具变量与城市是否被选为自贸区显著正相关ꎬ并且 Ｆ 统计

量为１８６.１２６ꎬ远大于临界值 １０ꎬ说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假设ꎮ 第(２)列为第二阶段回归ꎬ
结果显示ꎬＦＴＺ 的估计系数在 ５％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ꎬ并且从工具变量有效性来看ꎬ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为 １７.２３１ꎬＰ 值为 ０.０００ꎬ表明不存在工具变量识别不足问题ꎻ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为 １.７ｅ＋０５ꎬ远大于临界值１６.３８０ꎬ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ꎮ
综上可知ꎬ在使用工具变量消除自贸区建设的内生性问题后ꎬ自贸区建设仍能有效赋能新质

生产力发展ꎬ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可靠ꎮ
２.ＰＳＭ－ＤＩＤ 法

为缓解样本自选择偏误造成的内生性问题ꎬ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ＳＭ)ꎬ以模型

(１)中的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现金持有、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管理层薪酬作为协变

量ꎬ将是否为自贸区片区城市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ꎬ对处理组样本企业和对照组样本企

业进行 １ ∶ ２ 有放回近邻匹配ꎮ 根据平衡性检验结果①ꎬ匹配后各个协变量的标准偏差均明

显下降ꎬ其绝对值均小于 １０％ꎬ并且 ｔ 检验结果均不拒绝处理组和对照组无系统差异的原假

设ꎬ表明样本匹配效果较好ꎮ 剔除未参与匹配的样本后ꎬ再对剩余样本使用 ＤＩＤ 方法进行估

计ꎮ 由表 ４ 第(３)列的结果可知ꎬＦＴＺ 的系数仍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说明本文结论依然

稳健ꎮ
３.考虑其他干扰政策的影响

除了受自贸区建设的影响外ꎬ也有可能存在其他政策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冲击ꎬ从
而使基准回归中对自贸区建设的政策效应估计并非净效应ꎮ 一方面ꎬ２０１３ 年年末实施的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迈向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ꎬ承担着改革开放的重

７４
①平衡性检验结果未列出ꎬ留存备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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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战略任务ꎬ能够显著促进各种高端资源向中国集聚ꎬ进而激发企业创新意识ꎬ有效提升企

业创新水平ꎬ这使得自贸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效果可能受到“一带一路”倡议

实施的驱动ꎮ 因此ꎬ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虚拟变量(ＢＲＩ)ꎬ并将“一带

一路”倡议实施年份定为 ２０１４ 年ꎬ若上市企业注册地属于“一带一路”倡议节点城市且样本

年份在政策实施以后 ＢＲＩ 取 １①ꎬ否则 ＢＲＩ 取 ０ꎬ结果如表 ４ 第(４)列所示ꎮ 另一方面ꎬ国家

级新区是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平台ꎬ因此国家级新区的设立

同样也可能会影响自贸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效应ꎮ 为此ꎬ本文将设立国家级

新区的城市予以剔除②ꎬ并利用基准模型重新进行估计ꎬ结果如表 ４ 第(５)列所示ꎮ 在考虑

上述两项政策后ꎬＦＴＺ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ꎬ再次验证了本文结论是稳健的ꎮ
４.将研究层面从城市提升至省份

本文主要从自贸区片区城市设置处理组和控制组展开研究ꎬ而从现实看ꎬ自贸区片区主

要在某个省份的一个或多个市辖区内设立ꎬ片区以外的其他城市能否搭乘“政策之风”尚待

讨论ꎮ 也就是说ꎬ如果将研究层面提升至省份ꎬ按照自贸区所在省份设置处理组ꎬ便可观测

到片区之外地区的政策效果ꎬ但可能会低估自贸区带来的真实影响ꎮ 为验证上述判断ꎬ参考

蒋灵多等(２０２１)的做法ꎬ将前五批自贸区所在省份作为处理组ꎬ其余省份作为控制组ꎬ设置

省份层面自贸区建设的虚拟变量(ＦＴＺ＿Ｐｒｏ)ꎬ并将城市层面控制变量替换成省份层面控制

变量以及将聚类层次提升至省份层面ꎬ根据基准模型重新进行估计ꎬ结果如表 ４ 第(６)列所

示ꎮ 结果发现ꎬ从省份层面设计政策虚拟变量后得到的结果并不显著ꎬ且系数值明显下降ꎮ
可见ꎬ将研究提升至省级层面会明显低估自贸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效果ꎬ侧面

证明了从城市层面设计政策虚拟变量是合理的ꎮ
５.其他稳健性检验

第一ꎬ替换被解释变量ꎮ 为避免基准结论受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变动而发生改变ꎬ本文

参考张雪兰等(２０２４)的做法ꎬ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和优化组合四个

层面重新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ꎬ并利用熵值法进行分层赋权ꎬ最终合成一个新的新

质生产力指标(ＮＱＰＦ＿Ｎｅｗ)③ꎬ使用 ＮＱＰＦ＿Ｎｅｗ 重新进行回归ꎬ结果如表 ４ 第(７)列所示ꎮ
第二ꎬ四大直辖市对标省级行政区ꎬ拥有超大规模的人口和市场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ꎬ市场环

境和政策环境较好ꎬ并且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ꎬ因此可能会对结

论产生影响ꎬ故本文在剔除直辖市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ꎬ结果如表 ４ 第(８)列所示ꎮ 第三ꎬ考
虑到随时间变化的行业层面因素可能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影响ꎬ故本文加入“行业×年

８４

①

②

③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于 ２０１５ 年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ꎬ确定了以下 ２６ 个“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大连、天津、烟台、青岛、上海、舟山、宁
波、福州、泉州、厦门、汕头、深圳、广州、湛江、海口、三亚、郑州、合肥、武汉、南昌、长沙、重庆、成都、兰州、西
宁、西安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ꎬ全国共设有 １９ 个国家级新区ꎬ包括上海浦东新区(上海)、天津滨海新区(天津)、重庆

两江新区(重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舟山)、兰州新区(兰州)、广州南沙新区(广州)、陕西西咸新区(西

安、咸阳)、贵州贵安新区(贵阳、安顺)、青岛西海岸新区(青岛)、大连金普新区(大连)、四川天府新区(成

都、眉山、资阳)、湖南湘江新区(长沙)、南京江北新区(南京)、福州新区(福州)、云南滇中新区(昆明)、哈
尔滨新区(哈尔滨)、长春新区(长春)、江西赣江新区(南昌、九江)、河北雄安新区(保定、沧州)ꎮ

受篇幅影响ꎬ重新构建的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并未展示ꎬ留存备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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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固定效应( Ｉｎｄ×Ｙｅａｒ)ꎬ结果如表 ４ 第(９)列所示ꎮ 以上结果显示ꎬＦＴＺ 的系数均显著为

正ꎬ表明本文核心结论未发生实质性改变ꎮ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ＦＴＺ ＮＱＰＦ ＮＱＰＦ ＮＱＰＦ＿Ｎｅｗ ＮＱＰＦ
工具变量
第一阶段

工具变量
第二阶段

ＰＳＭ－
ＤＩＤ 法

“一带一
路”倡议

国家级
新区设立

省级层
面研究

替换被
解释变量

剔除直辖
市样本

控制行业×
年份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ＦＴＺ ０.２７９∗∗

(０.１１７)
０.２０４∗∗

(０.１０２)
０.２０８∗∗

(０.０８７)
０.４３２∗∗∗

(０.１００)
０.１６５∗

(０.０９３)
０.３３６∗∗∗

(０.０８５)
０.１７６∗

(０.０９１)

ＩＶ×Ｐｏｓｔ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３)

ＢＲＩ ０.０２８
(０.１２７)

ＦＴＺ＿Ｐｒｏ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５.８２６∗∗∗

(２.０６３)
－５.４３８∗∗

(２.１２７)
－４.８５５∗∗

(２.３０６)
－１２.２１４∗∗∗

(３.０１１)
－７.１５３∗∗∗

(２.１０４)
－５.９４８∗∗∗

(２.１９１)
－６.３９０∗∗∗

(１.８１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Ｙｅａｒ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Ｃｉｔｙ Ｃｉｔｙ Ｃｉｔｙ Ｃｉｔｙ Ｃｉｔ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ｉｔｙ Ｃｉｔｙ Ｃｉｔｙ
Ｎ ２８９６６ ２８９６６ ２１８４１ ２８９６６ １９６１６ ２８９６６ ２８９６６ ２４９０４ ２８９６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８３１ ０.８４０ ０.８３４ ０.８３９ ０.７６７ ０.８３７ ０.８５０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前文理论分析认为ꎬ自贸区建设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和激活市场竞争ꎬ从而有效赋能新质

生产力发展ꎮ 因此ꎬ本文参照江艇(２０２２)对作用机制的检验思路ꎬ构建如下模型(３)进行机

制检验:

Ｍｉｔ ＝ α０ ＋ α１ＦＴＺ ｉｔ ＋ α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Ｙｅａｒ ＋ ∑Ｃｏｍｐａｎｙ ＋ εｉｔ (３)

模型(３)中:Ｍ 表示机制变量ꎬ其他符号的含义与模型(１)一致ꎮ
１.缓解融资约束

新质生产力主要聚焦技术革命性突破ꎬ不仅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ꎬ更要不断催生和

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ꎬ布局建设未来产业ꎮ 因此ꎬ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企业投入较大规模的

资金和获取耐心资本的支持ꎬ这使得企业融资约束成为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制约因素ꎮ
而自贸区建设通过放宽金融领域准入门槛ꎬ扩大金融领域改革开放ꎬ优化金融服务环境ꎬ加
强企业信用建设ꎬ促使大规模的资金向自贸区集聚ꎬ极大提高了自贸区内企业融资可得性ꎬ
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ꎬ从而为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便利的融资渠道和充足的资金

支持ꎮ 为检验融资约束机制ꎬ本文采用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提供的 ＳＡ 指数的绝对值来衡量企业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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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约束程度(ＳＡ)ꎮ ＳＡ 指数使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Ｓｉｚｅ)和企业经营时间(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ꎬ
企业经营时间 ＝ 观测时间 －成立时间) 计算ꎬ即 ＳＡ ＝ － ０. ７３７ × Ｓｉｚｅ ＋ ０. ０４３ × Ｓｉｚｅ２ － ０.０４０ ×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ꎬ同时取其绝对值得到 ＳＡꎬＳＡ 越大ꎬ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高ꎮ 由表 ５ 第(１)列可知ꎬ
ＦＴＺ 的系数为－０.００５ꎬ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ꎬ说明自贸区建设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ꎬ通
过改善融资环境为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长期且稳定的资金支持ꎮ

２.激活市场竞争

市场竞争机制是自发的市场调节手段ꎬ市场竞争的加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使企业面

临更多的不确定性ꎬ但活跃的市场竞争环境却能倒逼企业进一步完善和提高自身的治理效

率和应对威胁的综合能力ꎮ 根据创新扩散理论ꎬ激烈的市场竞争将迫使企业加快研发速率ꎬ
迅速采用新的技术来改善竞争环境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ꎬ从而促进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ꎮ 可

见ꎬ自贸区显然具备激活市场竞争的能力ꎮ 自贸区通过引入外部竞争、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以及提供更为优越的创新激励政策ꎬ促使企业必须通过不断创新和增强自身竞争优势来应

对潜在的不确定性ꎬ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市场竞争环境ꎬ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广阔空

间ꎮ 为检验市场竞争机制ꎬ本文使用基于单个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计算的赫芬达尔指数衡量

市场竞争程度(ＨＨＩ)ꎬＨＨＩ 越小ꎬ表明市场竞争越活跃ꎮ 由表 ５ 第(２)列可知ꎬＦＴＺ 的系数为

－０.００７ꎬ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ꎬ意味着自贸区建设可以激活市场竞争ꎬ通过增强企业竞争

优势持续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ꎮ

　 　 表 ５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ＳＡ ＨＨＩ
(１) (２)

ＦＴＺ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２５６∗∗∗

(０.１２１)
０.０９３

(０.１２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８９６６ ２８ ９６３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５３ ０.７３３

(二)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基于媒体关注和法律环境的视角

本文从媒体关注和法律环境两个视角探讨自贸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效果

是否会因外部环境变化而变化ꎬ并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ＮＱＰＦ ｉｔ ＝ω０＋ω１ＦＴＺ ｉｔ＋ω２Ｔｉｔ＋ω３ＦＴＺ ｉｔ×Ｔｉｔ＋ω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Ｙｅａｒ ＋ ∑Ｃｏｍｐａｎｙ ＋εｉｔ

(４)
模型(４)中:Ｔ 表示去中心化后的调节变量ꎬ包括媒体关注(Ｍｅｄｉａ)和法律环境(Ｌａｗ)ꎬ其他

变量符号的含义与模型(１)一致ꎮ
第一ꎬ检验媒体关注的调节效应ꎮ 参照王福胜等(２０２２)的做法ꎬ使用企业被媒体报道次

数的自然对数衡量媒体关注ꎮ 由表 ６ 第(１)列可知ꎬＦＴＺ×Ｍｅｄｉａ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抑制新

质生产力发展ꎬ表明自贸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效应在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

中更为显著ꎮ 究其原因ꎬ较低的媒体关注度意味着外界利益相关者较难获得有价值的企业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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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ꎬ可能缺乏对企业发展情况的了解ꎬ导致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更难得到外部利益相

关者的支持ꎮ 此时自贸区建设能够为企业提供一个曝光或“成名”的机会ꎬ进而显著降低因

曝光度不足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ꎬ促使企业可以便捷获取外部资源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ꎮ
可见ꎬ当媒体关注度较低时ꎬ企业可以通过自贸区平台吸引高级要素向企业集聚ꎬ进而为新

质生产力发展创造条件ꎮ
第二ꎬ检验法律环境的调节效应ꎮ 参照王金凤等(２０２３)的做法ꎬ使用«中国市场化指

数»中“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标衡量各地区的法律环境ꎮ 由表 ６ 第(２)
列可知ꎬＦＴＺ×Ｌａｗ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ꎬ表明良好的法律环境可以显著

增强自贸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ꎮ 可能的原因在于ꎬ一方面ꎬ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往往需要良好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创新成果的形成和应用ꎬ防止企业发生专利诉讼风险ꎻ
另一方面ꎬ自贸区建设通常需要良好的法律环境才能发挥最大效用ꎬ二者相辅相成可以创造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ꎬ进而帮助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ꎮ

　 　 表 ６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ＮＱＰＦ
媒体关注 法律环境

(１) (２)

ＦＴＺ ０.２１４∗∗

(０.０９４)
０.１４１

(０.０９５)

Ｍｅｄｉａ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４)

ＦＴＺ×Ｍｅｄｉａ －０.０８３∗∗∗

(０.０２８)

Ｌａｗ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

ＦＴＺ×Ｌａｗ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５.６９４∗∗∗

(２.０８８)
－５.９１７∗∗∗

(２.１０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８９６６ ２８９６６
Ａｄｊ.Ｒ２ ０.８４０ ０.８４０

(三)拓展分析:新质生产力的同群效应及自贸区建设的作用

“同群效应”属于社会心理学概念范畴ꎬ指的是在某一特定群体中的个体行为和决策会

因同类群体中的其他个体行为和决策而发生变化ꎬ而这种同群效应也广泛存在于企业行为

和决策之中(杜勇等ꎬ２０２３ꎻ李宗泽、李志斌ꎬ２０２３)ꎮ 由于同群内各个企业之间的关系和互动

会对焦点企业的决策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ꎬ并且引起成员企业的决策或行为趋同ꎬ所以企业

最优决策是向群体内企业模仿和学习(Ｌｉ ａｎｄ Ｙａｏꎬ２０１０)ꎮ 随着国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广

泛关注ꎬ各行业、各地区的企业根据自身需求和能力ꎬ竞相开始将自身拥有的资源集聚于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任务中ꎮ 由于同行业或同地区的企业具有异质性ꎬ新质生产力发展水

平也各不相同ꎬ焦点企业若想发展新质生产力ꎬ则可以向群体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

其他企业进行模仿和学习ꎮ 可见ꎬ企业在开展新质生产活动时可能存在同群效应ꎮ 为检验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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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推断ꎬ本文测算了行业、城市和省份层面的新质生产力同群效应ꎬ在此基础上构建以下

模型检验新质生产力同群效应是否存在:

ＮＱＰＦ ｉｔ ＝ φ０ ＋ φ１Ｐｅｅｒ＿ＮＱＰＦ ｉｔ ＋ φ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Ｙｅａｒ ＋ ∑Ｃｏｍｐａｎｙ ＋ εｉｔ

(５)
模型(５)中:Ｐｅｅｒ＿ＮＱＰＦ 表示新质生产力同群效应ꎬ包括行业(Ｐｅｅｒ＿ＮＱＰＦ＿Ｉｎｄ)、城市(Ｐｅｅｒ＿
ＮＱＰＦ＿Ｃｉｔｙ)和省份(Ｐｅｅｒ＿ＮＱＰＦ＿Ｐｒｏ)三种ꎬ控制变量包含模型(１)中的变量以及根据不同行

业、城市和省份测算的同群企业的相关特征ꎮ 由表 ７ 第(１)—(３)列可知ꎬ不论是行业、城市

或省份层面ꎬ同群效应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说明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会受到同

群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影响ꎮ 同时ꎬ在影响大小上ꎬ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受行业层面

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最大ꎬ而城市层面的影响最小ꎮ 这意味着ꎬ与同地区企业相

比ꎬ具有相似行业背景的同行业企业对焦点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具有学习和模仿价值ꎮ
在此基础上ꎬ本文构建以下模型检验自贸区建设对新质生产力行业同群效应的影响:
ＮＱＰＦ ｉｔ ＝ ρ０＋ρ１Ｐｅｅｒ＿ＮＱＰＦ＿Ｉｎｄｉｔ＋ρ２ＦＴＺ ｉｔ＋ρ３Ｐｅｅｒ＿ＮＱＰＦ＿Ｉｎｄｉｔ×ＦＴＺ ｉｔ＋ρ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Ｙｅａｒ ＋ ∑Ｃｏｍｐａｎｙ ＋εｉｔ (６)

模型(６)中:Ｐｅｅｒ＿ＮＱＰＦ＿Ｉｎｄ×ＦＴＺ 为行业企业的新质生产力与自贸区建设的交乘项ꎻρ３表示

自贸区建设对新质生产力行业同群效应的影响ꎬ若 ρ３显著为正ꎬ说明自贸区建设能够赋能新

质生产力的行业同群效应ꎮ 由表 ７ 第(４)列可知ꎬＰｅｅｒ＿ＮＱＰＦ＿Ｉｎｄ×ＦＴＺ 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ꎬ表明自贸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行业同群效应具有较强促进作用ꎮ 自贸区建

设通过集聚高科技人才、资金和技术等要素以及制定优越的政策措施ꎬ为企业发展新质生产

力创造有利条件ꎬ同时也使企业增加了向新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同行业优质企业的学习动

力ꎮ 可见ꎬ自贸区建设可以赋能同行业企业共同发展新质生产力ꎮ

　 　 表 ７ 　 　 新质生产力的同群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ＮＱＰＦ

(１) (２) (３) (４)

Ｐｅｅｒ＿ＮＱＰＦ＿Ｉｎｄ ０.４８５∗∗∗

(０.０４２)
０.３７３∗∗∗

(０.０３７)

Ｐｅｅｒ＿ＮＱＰＦ＿Ｃｉｔｙ ０.１１６∗∗∗

(０.０３２)

Ｐｅｅｒ＿ＮＱＰＦ＿Ｐｒｏ ０.２１８∗∗∗

(０.０５８)

ＦＴＺ ０.１５１∗∗

(０.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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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启示

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重大举措之一ꎬ自贸区应如何发挥其

作用和优势ꎬ促进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ꎬ是亟待解决的理论前沿和实践问题ꎮ 本文将自贸区

建设视为准自然实验ꎬ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样本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自

贸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效果ꎬ得到以下结论:第一ꎬ自贸区建设能够有效赋能

新质生产力发展ꎬ而较低的媒体关注和较好的法律环境可以使这一政策效果更显著ꎻ第二ꎬ
自贸区建设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和激活市场竞争ꎬ从而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ꎻ第三ꎬ新质

生产力具有较强的行业同群效应ꎬ而自贸区建设可以赋能同行业企业共同发展新质生产力ꎮ
结合研究结论ꎬ本文得到以下启示:第一ꎬ政府应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持续推

进自贸区建设工作ꎮ 首先ꎬ政府要全方位、深层次地大力营造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ꎬ通过不

断优化与自贸区建设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ꎬ实施精准的财税金融优惠政策ꎬ简化自贸区行政

审批流程ꎬ构建公平公正的市场监管机制ꎬ让各类市场主体都能安心扎根、蓬勃发展ꎮ 其次ꎬ
凭借自贸区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与创新活力ꎬ不断吸引高科技、高素质人才和高质量投资机

会向自贸区内集聚ꎮ 提供人才公寓、配套子女优质教育、家属就业帮扶等一站式服务ꎬ解决

高科技和高素质人才的后顾之忧ꎻ搭建高端科研实验室、产业孵化中心等创新平台ꎬ让人才

有用武之地ꎻ组织专业招商团队ꎬ深入挖掘自贸区本地优势产业潜力ꎬ精心策划一批有前景、
有回报的优质项目ꎬ面向全球精准推介ꎮ 最后ꎬ着力搭建企业之间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

促进的数字化平台和沟通机制ꎮ 例如ꎬ可以通过打造集行业资源共享、发展案例剖析、全球

人才与技术交流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线上交流平台ꎬ推动企业以全球视野发展新质生产力ꎬ也
可以通过定期举办技术研讨会、项目对接会等活动增进交流ꎬ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ꎮ

第二ꎬ应立足于自贸区建设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异质性特征ꎬ重视媒体环境和法

律环境的建设ꎮ 在媒体环境建设方面ꎬ应与主流媒体合作开辟自贸区建设经验分享专栏ꎬ积
极宣传自贸区建设经验ꎬ定期报道自贸区政策解读、企业创新故事、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等

内容ꎬ吸引更多关注ꎻ搭建自贸区自媒体宣传矩阵ꎬ通过抖音、微博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图文

资讯ꎬ以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自贸区发展魅力ꎮ 在法律环境建设方面ꎬ应制定严

格的企业信息披露规范ꎬ要求企业定期公布财务状况、重大项目进展、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等

信息ꎬ增强市场透明度ꎻ应加强投资者利益保护ꎬ建立投资者保护基金ꎻ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ꎬ增强企业专利研发和转化的能力ꎬ鼓励企业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ꎮ
第三ꎬ鉴于自贸区建设能够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行业同群效应ꎬ相关部门要持续发

力ꎬ不断总结自贸区内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成功经验ꎬ树立基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典型案

例和模范企业ꎬ为其他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经验借鉴和学习机会ꎮ 首先ꎬ应成立专门的

调研小组ꎬ深入自贸区内的各类新兴科技领域企业进行实地走访调研ꎬ详细了解企业发展状

况ꎬ总结发展运作模式ꎬ剖析企业攻克关键技术瓶颈的做法和路径ꎬ进一步挖掘出隐藏在日

常运营背后的创新驱动力与实践智慧ꎮ 其次ꎬ在评选典型案例和模范企业时ꎬ应设定严谨且

多元的指标体系ꎬ不仅考量企业的经济效益增长幅度和市场份额扩张速度ꎬ更应注重其在新

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对行业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带动辐射能力ꎮ 最后ꎬ依
托已有的自贸区企业服务官网ꎬ开辟“新质生产力模范案例库”专区ꎬ详细介绍它们在发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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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生产力过程中的关键创新举措、面临困境及解决方案等内容ꎬ方便其他企业即时学习ꎻ鼓
励企业之间针对典型案例展开讨论ꎬ促进知识的流动与共享ꎻ组织各类企业走进新质生产力

发展模范企业ꎬ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魅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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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８１: ３５６－３６７.

Ｃ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ｌｏｔ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ｓ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Ｃｈｅｎｇ Ｑｉｕｗａｎｇ１ꎬ Ｃａｉ Ｘｕｅｘｉｏｎｇ２ ａｎｄ Ｌｉｕ Ｂｉｎ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ꎻ
２: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ｔ ｗ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ｌｏｔ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ｓ
(ＦＴＺ)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ＮＱＰＦ)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ｗ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ＦＴＺ ａｓ ａ ｑｕａｓｉ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ꎬ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Ａ－ｓｈ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２２ꎬ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ＤＩ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ＴＺ ｔｏ ｅｍ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ＱＰＦ.
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ＦＴＺ ｃｏｕ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ＱＰＦ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ｍｅｄｉａ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ｅｇ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ＴＺ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ＱＰＦ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ａｔ ＮＱＰＦ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ＴＺ ｃｏｕ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ＱＰ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ｈｏｗ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ＮＱＰＦ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ｉｌｏｔ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ｓꎬ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ꎬ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１３ꎬ Ｇ０３ꎬ Ｍ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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