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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制造业企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对外开放的主力军。本文基于2017年~2021年制造业企业的数据，从企

业新质生产力、出口技术复杂度等相关指标研究分析企业新质生产力与出口竞争能力的关系和影响机理。

研究发现，企业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同时通过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新质生

产力主要通过企业创新能力来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从而影响出口竞争力。再通过研究不同地区和不

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发现：东部地区企业新质生产力对出口复杂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非国有企业的新质

生产力发展对其出口复杂度提升影响也更为明显。本文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视角，研究企业微观主体新质

生产力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与机理，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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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nstitutes an intrinsic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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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high-level opening-up serving as a crucial initiative in this proces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emerge as the primary drivers in advancing both new-quality produc-
tive forces and opening-up.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data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2017 
to 2021. It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and 
their export complexity, as well a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influence, by examining relevant 
indicators such as export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new-qual-
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ir export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Furthermore, the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primarily influence export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and thereby affect export complexity through 
the enterprises’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By further examining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structur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
pris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export complexity. Mean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erts a more 
pronounced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export complexity.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ort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new-quality produc-
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 micro-subjects on export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offering a novel re-
search perspective for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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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质生产力是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的，其相关的论述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

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次年，在第二

十届中央政治局的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又进一步强调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

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对目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强劲的驱动力和推进的动能。 
一国的对外贸易水平是用来衡量一国整体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对外贸易水平的发展从“量”

和“质”两头发展。出口技术复杂度则是衡量对外出口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其反应了一国商品在国际

市场上的竞争力。从微观层面看，企业是对外贸易的主力军，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

通过利用新的生产要素或者生产技术，对企业自身的生产力进行“质”的飞跃，从而有助于提升出口产

品的技术含量和复杂度，提升核心竞争水平，带动整个行业乃至全国的贸易水平和质量的提升。 
基于此，企业既是带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载体。本次研究将利用制造业

企业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并根据相关研究提出政策

建议，旨在为新质生产力研究提供更广阔视角，以及为各主体为高质量建设发展拓展新思路。 

2. 文献综述 

2.1. 新质生产力相关文献综述 

综合已有文献，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理论层面，首先是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进行了相

关的探索：任保平[1]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在新生产要素重塑下发生的质变、原创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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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性变革所形成的，具有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刘友金[2]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在大数据

的助推下形成的新业态与新产业；高帆[3]则认为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简单地增加产品或服务数量，更是指

通过创新活动、技术进步和管理提升等手段，实现高水平的生产效率和价值创造。对于新质生产力如何

促进高质量发展也有不少文献进行了探索。在理论方面，马荣[4]指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载体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的驱动作用；韩飞[5]等学者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高端

生产要素、产业结构优化，从而能够带动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徐政、郑霖豪[6]等学者指出我国在发展

新质生产力时拥有理论、体制、市场和产业这四个优势，并提供了助力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具体路径。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以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

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

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 
在实证研究方面，有关研究企业新质生产力相关文献主要有王煜昊[7]从企业创新的视角切入分析新

质生产力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宋佳等学者[8]从企业财务角度出发，研究了 ESG 发展对企业新质生

产力的影响；刘家民等学者[9]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这一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分析对企业新质生产力

的促进有何影响；金鑫、孙群力[10]等学者将新质生产力作为中介变量，分析得出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新

质生产力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孙献贞[11]从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新质生产

力有促进效用。 
综上，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主要以理论为主，同时，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也应声而出，以研

究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为主，而对新质生产力会影响哪些相关的因素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暂时较少。 

2.2. 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国际领域中，对于中国国内出口技术复杂度早有研究，Hausmann [12]、邱斌[13]等学者对国家的出

口复杂度指标测量进行了探索。还有不少学者对影响出口复杂度的因素进行了探索，王永进[14]等学者指

出了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戴翔、金碚学者[15]探索出了制度质量能够显著促进出口

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李小平[16]学者从行业层次出发，分析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能够促进行业

的发展；盛斌和毛其淋[17]学者从企业微观层面研究发现进口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复

杂度。基于目前的研究可以看出，在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方面，主要从基础设施、制度、和贸易管制

进行研究，而对于企业本身如何促进提高技术复杂度的研究还较少。 
基于对上述文献的整理，本次的研究有别于以往研究的具体区别如下：第一，研究视角拓展：从企

业微观层面分析企业新质生产力如何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弥补了新质生产力研究下对于实证研究

的缺少和出口技术复杂度下对企业层面研究。第二，研究内容丰富：通过机制分析，进一步挖掘企业新

质生产力如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3.1. 企业新质生产力对出口竞争能力的影响-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视角 

依据目前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理解，本次研究将从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要素的提升来分析企

业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出口竞争能力的影响。 
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要素进行了“质”的提升。首先，新

质劳动者的培育是实现人才创新的关键[18]具体体现在：注重对劳动者素质的培养，优化劳动者传统的工作

方式，激发劳动者的创新意识，以此提高工作效率。当一个企业具备更多知识更多技能的人才，就能在一

定程度上帮助企业在生产、管理环节有更多的创新，从而提升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度，增强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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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工具的形成伴随着传统生产工具的技术突破和科技创新，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改变了企业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提高了其生产效率。尤其是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和使用，制造业企业在生产流程的效率得到了提高；同时，科技创新的突破，

高端制造装备企业的发展也越来越迅速，尤其像量子基础设施、高精度传感器等新兴高端设备的研发与

制造相继成功。生产方式的改变和高端仪器的研发与制造在增加了企业生产效率，从而提高了企业出口

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高质量，进一步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以此使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提升。 
数据作为一代的生产要素，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生产要素在时间和地理上的约束[19]。得益于数据本身

的可再生性和非竞争性，制造业企业在各环节的信息传递和要素流动更为高效，不仅仅是大型企业之间

的交流更为频繁，中小型企业也能够通过数据下信息平台摄取到最新的技术和知识。同时，虚拟的数据

信息与实体制造业相结合，例如智能机器人在生产方面和管理方面的使用，促进了劳动者效率的提升和

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所生产的产品具备更高的技术含量，从而提升了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再一次加强

了出口的竞争水平。 
综上所述：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会通过增强劳动者素质、生产工具革新和新兴生产要素的使

用带动提高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从而提升了企业的出口竞争能力。 
基于此，提出假设 1：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促进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3.2. 企业新质生产力、创新水平、出口技术复杂度 

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的具体表现以科技创新为主[20]，因此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有可能会通过企

业新质生产力的提高继而影响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企业的创新水平主要从研发和产出来衡量。企业

增加研发投入以研发新技术、新产品，从而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产品的革新，以此来提高企业的生产

效率和产品的生产质量。尤其对于制造业来说，企业提高创新研发投入，有助于企业接触到更多的资源

和空间，新技术的使用，促使生产出的产品在工艺、技术、质量和功能上有全方位的提升，从而提高产

品品质，真正实现“增值效应”[21]，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从而提升出口的竞争能力。 
基于此，提出假设 2：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增强创新水平来提升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3.3. 企业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股权性质下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 

从地区维度看，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凭借其先进的科技基础设施、丰富的人才资源及开放的市场环

境，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了肥沃土壤。这些地区的企业能够更快地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推动产品与服务创新，从而能够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增加企业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度，因此可以

在国际生产上提升自己的竞争能力。相反，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受限于资源、技术和市场等因素，企业

在提升新质生产力上面临更多挑战，发展的速度将更为缓慢。 
股权性质同样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重要影响。国有企业往往拥有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能

够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从而使得生产的商品富有更多技术含量，

提升出口竞争能力。但是，非国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由于其灵活的市场机制和高效的

决策流程，往往能更快地响应市场变化，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从而在特定领域展现出更强的新质

生产力。因此，本次研究将分析不同股权性质的制造业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4. 实证设计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基于本次研究的目的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了 2017~2021 年制造业企业的数据为原始样本，并对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3841


钱嘉仪，陈银飞 
 

 

DOI: 10.12677/ecl.2025.143841 1423 电子商务评论 
 

其进行如下处理：考虑到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对 ST、*ST 和已退市企业样本进行剔除；同时为了让数据

完整，对变量缺失的样本进行剔除；避免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分位的缩尾处理。

经处理，最终得到 640 个制造业企业的相关数据，结合年度后共合计 3200 个样本观测值。有关控制变量

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和国泰安数据库。 

4.2.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4.2.1. 基准模型设计 
本次研究的核心目的是去分析企业新质生产力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因此构建如下式(1)： 

0 1 2it it it itLnExp Np X Id Yearα α α= + + + ∑ +∑ +                     (1) 

在式(1)中， itLnExp 是被解释变量，表示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itNp 是解释变量，表示制造业

企业新质生产力；X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Id 和 Year 表示的是固定了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是随机扰

动项；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个体企业和年份。 

4.2.2. 中介模型设计 
为了厘清企业创新水平是否在企业新质生产力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产生中介作用，本研究参考江

艇提出的中介效应构建如式(2)： 

0 1 2it it it itMs Np X Id Yearβ β β= + + + ∑ +∑ +                      (2) 

其中 Ms 为中介变量，衡量企业的创新水平从投入(Rd)和产出(Award)两方面进行分析。 

4.2.3.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商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是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它揭示了产品的盈利

潜力和附加值水平，从而在一定层面上展现了企业在全球竞争舞台上的核心竞争能力与参与程度。 
目前对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量方法有很多。最早提出基于人均收入计算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的 Hausmann [12]等学者。虽然被国内外许多学者采用，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直接采用未必合理。

鉴于此，本次研究借鉴余娟娟和余东升[22]的测算方法，利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 Hausmann [12]等
的模型进行修正，构建企业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计算公式如下(3)和(4)： 

kjt

kt
jt kt

k kjt
i

kt

X
X

PRODY GDP
X
X

 
 
 = ×
 
 
 

∑
∑

                           (3) 

it
it jt

jt

tfp
Exp PRODY

tfp
= ×                               (4) 

其中， jtPRODY 表示 t 年 j 行业的出口复杂度， kjtX 表示 t 年 k 地区 j 行业的出口额， ktX 表示 t 年 k 地区

的出口额， ktGDP 表示 t 年 k 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ittfp 表示 t 年企业 i 的全要素生产率， jttfp 表示 t
年 j 行业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 itESI 表示 t 年企业 i 的出口复杂度。 

(2) 解释变量：企业新质生产力 
结合生产力二要素理论，生产力应包含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指的是劳动力的

优化、生产工具质的跃升以及相组合的优化，因此，本次研究构建的新质生产力见表 1。 
基于此，借鉴宋佳[8]学者的做法，构建制造业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即利用熵值法对企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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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生产力水平进行评测。 
 

Table 1. Index syste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表 1. 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 

因素 子因素 指标 取值说明 

劳动

力 

活劳动 
研发人员薪资占比 研发费用 − 工作薪酬/营业收入 
研发人员占比 研发人员数/员工人数 
高学历人员占比 本科以上人数/员工人数 

物化劳动

(劳动对象)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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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

工具 

硬科技 

研发折旧摊销占比 研发费用 − 折旧摊销/营业收入 
研发租赁费占比 研发费用 − 租赁费/营业收入 

研发直接投入占比 研发费用 − 直接投入/营业收入 
无形资产占比 无形资产/资产总额 

软科技 
总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权益乘数倒数 所有者权益/资产总额 

 
(3) 控制变量 
为了避免遗漏重要变量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借鉴目前相关的研究的文献，本文选取以下变量进行

控制，本文还分别从企业微观层面和城市宏观层面进行控制，具体如下：盈利能力(roa)；企业成立日期

(time)；融资约束(sa)；企业总资产(totalaaset)；企业人数(stuff)；shr (股权集中度)；成本优势(cbys)；宏观

层面：城市创新能力(ci)。 
(4) 中介变量 
企业的创新水平需要从研发投入和产出这两个角度分析，为此，对于研发投入本次研究借鉴权小锋

[23]对投入的衡量，用研发支出占期初总资产来表示。对于研发产出，采用的是每年度公司授权申请的专

利数量(Patent)来表示，参考易靖韬[24]学者的做法。 
综上所述，以下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main variables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出口技术复杂度 3220 11.395 0.525 10.902 13.886 

新质生产力 3220 5.395 1.772 0.548 21.415 
盈利能力 3220 0.206 1.218 −0.864 58.487 
成本优势 3220 0.688 0.185 0.036 1.862 
融资约束 3220 −3.911 0.228 −4.785 −2.776 
成立时间 3220 20.373 5.169 7 41 
股权集中度 3220 56.468 14.082 12.883 97.302 
总资产 3220 1.570e+10 4.819e+10 3.550e+08 9.190e+11 
总员工 3220 6697.461 17239.446 78 288,186 

城市创新能力 3213 9473.928 14155.083 0 79,197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3841


钱嘉仪，陈银飞 
 

 

DOI: 10.12677/ecl.2025.143841 1425 电子商务评论 
 

4.3. 基准回归分析 

本次研究采用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1)为加入控制变量和未进行固定效

应的结果，模型(2)为加入控制变量和未进行固定效应的结果，模型(3)为进行固定效应和未加入控制效应

的结果，模型(4)为进行固定效应和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在进行固定效应和加入控制变量后，模型对于

被解释变量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解释能力变强；另一方面，核心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也更加接

近正式水平，而且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是正向影响。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出口技术复杂度 出口技术复杂度 出口技术复杂度 出口技术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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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质生产力 
0.00204*** 0.000821** 0.00129 0.00182** 
(0.000507) (0.000412) (0.000895) (0.000774) 

盈利能力 
 −0.00110*  0.000305 
 (0.000584)  (0.000319) 

融资约束 
 −0.00816  −0.0275* 
 (0.00711)  (0.0142) 

成立时间 
 0.0124**  −0.0191 
 (0.00602)  (0.0216) 

股权集中度 
 −0.0000521  −0.000190 
 (0.0000535)  (0.000136) 

总资产 
 0.00767***  −0.000754 
 (0.00119)  (0.00389) 

成本优势 
 −0.0610***  −0.0234** 
 (0.00401)  (0.0103) 

员工数 
 −0.00127  0.0108*** 
 (0.00118)  (0.00390) 

城市创新能力 
 0.00123***  0.00191 
 (0.000396)  (0.00488) 

常数项 
2.421*** 2.232*** 2.425*** 2.314*** 

(0.00264) (0.0278) (0.00483) (0.0929)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调整后的 R2 0.007 0.108 0.303 0.305 
*p < 0.1, ** p < 0.05, ***p < 0.01. 

4.4. 稳健性检验 

4.4.1.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是以传统生产力“质”的飞跃形成，因此，采用可以衡量企业生产力指标的全要素生产

率(TFP_FE)替换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来验证企业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4.4.2. 剔除直辖市 
考虑到直辖市由于经济基础好，地理位置优越，相比于其他城市而言，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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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能够更进一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因此，剔除直辖市来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4 为稳健性检验的结

果。根据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剔除直辖市的结果可知，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出口复杂度呈正向影响。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 出口技术复杂度 

(1) (2) 

新质生产力 
0.0138** 0.00182** 

(2.45) (2.35) 

控制变量 是 是 

常数项 
−5.961*** 2.314*** 

(−4.07) (24.92) 

样本量 3220 2695 

调整后的 R2 0.984 0.305 
*p < 0.1, **p < 0.05, ***p < 0.01. 

4.5. 内生性检验 

由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可能会增强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造成双向因果的问题，同

时也为了避免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本次研究采用同行业同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平均值(average)作
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结果见表 5： 

 
Table 5. Endogenous test 
表 5. 内生性检验 

变量 
新质生产力 出口技术复杂度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新质生产力  
0.0049*** 

(0.0015) 

工具变量 
0.9325*** 0.0189* 

(0.0612) (0.011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3220 3220 

F 检验 231.8 3.965 

R2 0.0014 0.0042 

*p < 0.1, **p < 0.05, ***p < 0.01. 
 

从表 5 的第一阶段回归看，选取的工具变量系数显著为正，且 F 检验的数值都远大于临界值，表明

此次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从第二阶段回归看，新质生产力系数也在 5%的水平显著为正，即在考虑

了内生性问题后，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也能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研究假说 1 得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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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机制检验 

下表 6 的结果显示了创新水平的机制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对于投入和产出的影响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中介效应存在，本次研究的假设 2 成立。这可能是因为，当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的不断增强和生产方式的逐渐优化，企业所生产产品在技术含量、附加值及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均得到

显著提升，尤其是在制造业企业上面更为明显。因此，既增强了企业出口产品的差异化优势，还拓宽了

出口市场，推动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Table 6. Mechanism inspection 
表 6. 机制检验 

变量 
投入 产出 
(1) (2) 

新质生产力 
0.00185*** 0.0461*** 
(0.000309) (0.0150) 

常数项 
−1.506 0.226*** 
(4.454) (0.053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3220 3220 

调整后 R2 0.805 0.865 
*p < 0.1, **p < 0.05, ***p < 0.01. 

4.7. 异质性分析 

根据上述的研究发现，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从

而增强企业对外出口竞争力。为了进一步深入探究企业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本次

研究从企业所在地和企业所有权性质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4.7.1. 区位异质性分析 

Table 7. Heterogeneity analysis based on regions 
表 7. 基于地区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3) 

newprod2 
0.00823** −0.00481 0.0114 

(0.00404) (0.00755) (0.00858) 

_cons 
1.234 3.607* 5.339 

(0.77326) (1.54072)  

Control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R-squared 0.443 0.455 0.559 

N 2320 550 350 
*p < 0.1, **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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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长期以来中国东中西部发展存在显著差异。从表 7 的结果可知，东部地

区企业新质生产力对其当地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产生显著影响。而对于中西部地区均不显著。这可

能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相比，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和数字化水平相对东部地区

都比较低，从而有可能会制约当地企业去获得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素，生产效率很难得到“质”的提高，

从而影响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4.7.2. 股权异质性分析 
本次研究还针对企业的所有权性质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异质性结果见表 8 所示，由于企业所有权性

质不同，其企业的组织架构往往有所差别，对于创新和变化的适应灵活程度不同，从而可能会影响企业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速度。根据下表 8 可知，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企业出口技

术复杂度的提升效果是显著的。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其本身的政治属性会影响其在进行创新改革时

的推进速度，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在进行创新改革时更为灵活，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创新，从企业内部

组织架构来说的调整也相对更为灵活，从而能够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先人一步，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 
 

Table 8. Heterogeneity analysis based on the nature of enterprise ownership 
表 8. 基于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国有 非国有 

(1) (2) 

新质生产力 
0.00258 0.00198** 

(0.00166) (0.000959) 

常数项 
2.105*** 2.353*** 

(0.207) (0.124) 

控制变量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R 方 0.455 0.452 

个体数 823 2208 
*p < 0.1, **p < 0.05, ***p < 0.01. 

5. 结论与建议 

本次研究针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展开研究，选取了 2017~2021 年中国制造业

企业的相关数据。利用熵值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了评测，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参考余娟娟[22]
的做法进行了测量。本次研究发现：一是企业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二是验

证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在企业新质生产力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时能起到机制作用。基于此，本文结合

相关结论和实际情况，分别从企业自身，政府的角度出发，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企业本身应该注重管理模式的创新，好的管理体系是帮助企业能够有长久立足之地的重要保

障，对于传统和低效的部门进行淘汰和改革，注重创新的培养和管理，及时抓住目前企业进行数字化转

型的热潮，加速进行数字化的转型和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此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带动出口竞争力提

高。 
第二，企业应注重研发投入，对于传统的制造业来说，对于已有技术的依赖固步自封很容易被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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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因此，应该及时吸收新知识新技术，改革生产方式和革新生产产品，从而有利于保持企业在国内

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带动整体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数字化投资力度，推动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给予一

定的补助；同时，建立数字化人才库，以网络平台的形式对于人才库进行公示和更新维护，给予人力资

源和设备的辅助。 
第四，决策制定者可以适当应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政策，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区

域规划，优化资源配置，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推动产学研合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引领产业升级，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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