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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区域经贸合作：创新力效应评估 

——基于安徽省属上市公司的实证1 

金泽虎 任 洁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走出去”是安徽省企业面临世界经济新格局的重要战略选择。当今“一带一路”

打开了国际市场的机遇，互惠协议等措施纷纷出台，使得投资环境进一步优化，因此省属企业应

尽快提升走出去能力，通过对接“一带一路”合作平台以加强经贸合作。文章使用 SPSS 逐步回

归法，对安徽省 22 家上市公司进行自主科技创新力实证分析，说明企业在海外投资活动中的不

足与优势。最后，提出企业“走出去”的优化策略设计。 

【关键词】“一带一路”；自主科技创新力；“走出去”；SPSS 逐步回归法 

【中图分类号】F124.3；F06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4-8638（2018）03-0044-07  

一、文献综述 

安徽地处内陆，是内陆开放区域与“一带一路”倡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枢纽。如今“一带一路”已成

为企业走出去的新平台，安徽企业应依托此战略平台加快拓展国外市场。有些学者认为，企业国际化应该

对准与安徽关系友好且经济互补性较强的国家和地区，抱团“走出去”应集中于安徽汽车制造和建筑水泥

等优势产业，并向技术密集型行业进行渗透［1］。考虑海外市场竞争的风险，有些学者提出建议，支持盈

利较为稳定的企业进行并购［2］，并藉此提升安徽骨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创新力。也有学者认为企业整

体实力的提升要先形成销售网络后，再进行收购、兼并等活动以减少投资风险［3］，在逐渐向产研销一体

型跨国公司转型过程中，带动生产合作企业“走出去”仅仅从安徽企业市场竞争战略定位似乎过于单薄，

战略对接还需要考虑企业自身科技创新力，与企业所属行业相衔接，使之更具有针对性。 

在民营企业“走出去”战略中，学者们更多考虑的是企业科技创新及市场竞争力。崔彩周（2007）运

用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建立企业战略选择模型，提出相应区间的策略选择［4］。对于管理能力对企业竞争

的协同作用方面，刘立波等人（2015）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考察其对企业的动态间接影响，认为企业应

建立学习型组织，提高组织资源整合与协调能力，在实践中注重对不同能力维度的发展，拓展竞争力［5］。

在外贸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王俊文等人（2013）提出应该在我国加快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重视科技创

新［6］，抓住当前时机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同时也要通过自主创新来提升企业国际水平。创新理论认为

创新力是影响企业长期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4］（Hitt、Hoskis⁃son、Kim，1997）［7］，因而企业应该

注重企业创新模块的发展。Mumford（2000）则认为创新有多种形式，科技创新是企业组织创新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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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的营业绩效影响更大一些［8］。因此综合上述研究来看，对于省属上市公司对接新平台走出去仍有

需要改进之处：①研究侧重方面，省内研究多数都围绕在发挥龙头企业优势产业、减少海外风险等方面提

出企业走出去，提升竞争力等对策，而对于安徽外贸企业具体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异常稀缺；②

对策针对性方面，省内企业多以理论与少量海外经营数据来支撑论点，提出对应策略，而在走出去过程中

很少直接反映出企业提升绩效到底存在的是哪些方面的不足与优势，以扬长补短。③模型方面，在以往学

者选择不同模型提出外贸企业走出去的方法中，重点研究的是企业在东道国投资如何协调组织能力与应对

海外经营风险等外部竞争力的发展，而忽略了结合企业自身创新力来提升参与经贸合作企业的竞争能力。 

在学者们已有的学术成果基础上，本文提出以创新力为重点研究对象，并结合安徽企业所处贸易发展

阶段为背景的研究思路——即以融入或即将对接“一带一路”战略新平台的省属企业为实证主体，对相关

可能影响到企业绩效的因素逐一加入并排除不显著的变量，以实证结果找出影响企业创新力的滞后因素并

提出针对性建议和措施。 

二、安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现状及特征 

（一） 电子商务企业增多，促进外贸竞争能力提升 

“一带一路”覆盖了 64个国家，沿线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基础、发展程度、自然资源能与安徽形成产

业互补。目前安徽省内一些企业走出国门的方式是在东道国市场境内设点并扩大销售市场，2016年境外企

业资产总额达到 137.7 亿美元，近五年累计在境外缴税 9 000多万美元，提供就业岗位年均超过 6 000个，

对东道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如表 1所示，2013年参与电子商务的企业开始对海外市场进行

采购与销售。企业以电子商务进入国际市场，比传统境外洽谈与设点方式更加便利。省内现有采购与销售

企业在逐年增加，向境外销售与采购份额也逐步增加和稳固，为安徽培养了新的竞争优势，也不断促进省

内企业转型和外贸竞争能力提升。 

 

（二） 企业投资方式拓展延伸，“一带一路”沿线建设稳步扩大 

“一带一路”为企业投资提供更加开阔的前景，投资方式从对外直接投资、工程外包、劳务合作拓展

延伸至对战略沿线地区的投资，走出国门的方式呈现多元化，也为安徽获取更多经验奠定基础。由于安徽

企业参与沿线地区投资年限较短，根据数据的可得性，2015-2017年企业走出去对比情况如图 1所示。其

一，对外投资方面，2015年安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在欧洲市场进行海外企业并购，同时设立多家

境外汽车销售服务网点，对外投资规模达到 9.7亿美元。2016年实际投资额与上期相比增长了 27.84%，

其中并购类占对外投资总额比重为 4.5%。其二，工程外包与劳务合作方面，2017 全年新签合同金额与外

派劳务人员分别比上年增长 70.5%和 16%。仅 2017 上半年签署书面合同交易额达到 31.9 亿美元，其中包

含 8 个过亿美元项目，同期增长 1.7 倍。其三，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仅为 0.7亿

美元，其原因可能是“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是一个持久漫长的过程，且回报在短期内很难显现，造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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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缓。但在 2017 年前三季度中安徽企业积蓄力量，新签“一带一路”建设工程合同总额回升至 8.3亿美

元，17家企业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 14 个国家建设投资约为 6.7 亿美元，同期增长 30%。 

 

 2017年，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各种风险因素较多的环境下，安徽企业在艰难求索“走出去”的投资

道路中，不断加强自身实力，一步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三） 加强装备制造、基建业发展支撑实体经济，多方面拓宽合作领域 

1. 以装备制造支撑安徽整体经济，围绕重点领域加强合作深度 

装备制造业与国际产能合作一直是安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优先发展方向，2017年上半

年装备制造业企业累计实现工业增加值为 1 958 亿元，同比增长 12.7%。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在研发新能

源、航空发展、机械设计等领域内技术颇为领先，德国南部、意大利北部等欧洲中部地区高水平制造产业

发达。全球经济复苏局势目前不明朗，致使这些地区发展步伐缓慢且不均衡，为安徽省装备制造业跳跃新

平台、调整新政策、加强与海外企业合作发展等一系列措施提供宝贵时间与机遇。在深化产能合作方面，

发挥骨干企业与支柱型产业相结合的优势，大力扶持以矿产资源为原材料的建材、钢铁、有色、工程机械

和汽车等重点领域，为安徽省装备制造业与产能合作提供了更大的国际舞台，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深度。 

2.境外园区示范项目，铺就投资贸易新道路 

从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投资到境外合作园区的平台搭建，从以产业链为纽带的莫桑比克贝拉经贸合作

园区到南美巴西境外工业园区，安徽省打造一系列标志性示范项目，为省内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铺

就一条投资贸易新道路。同时，以境外园区输出为主的“抱团”投资方式，为安徽企业带来了资源共享、

分散海外风险等优势。 

基础建设行业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先行者，为西非地区的尼日利亚、南美地区的阿根廷等国提

供了投融资规划，由此促进拉美、非洲、中亚等区域内的经济贸易发展，加强了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效应。

而安徽目前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正努力建设铁路货运主动脉，构建陆上丝绸之路以便于连接中亚、东欧

等地区；加快芜马组合港、合肥、蚌埠等航运枢纽的进程，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一带一路”沿线地

区的航班，实现空中丝绸之路的无缝对接。这些基础工程的建设，为安徽对接境外项目提供便利通道。 

（四） 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不断优化贸易出口结构 

为推进沿线地区进出口商品和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改善，近年来安徽一直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要方向。

为使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成果能够高效转化，减税政策和简化研发程序，成为安徽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支

撑点。在安徽企业参与对外投资活动日益增多的背景下，高新技术企业发生了以下几点特征变化：其一，

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发展空间，吸引更多企业加入进来。2017 上半年减免所得税同期上浮 2.7%，由于政府

扶持力度的增大，越来越多的企业涌入其中。2017 全年高新技术产业进出口总值占到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26%，而高新技术产品对外出口同比增长 27.1 个百分点。其二，科技孵化器是助力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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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领跑者的加速器。科技孵化器作为科技企业发展的载体，为企业生产研发简化程序、降低风险等方面

提供服务。截止 2017 年底全省共有科技企业孵化器 161家，帮助企业申请专利 47 736项，授权专利 23 562

项。在科技孵化器和政策的叠加效应之下，全省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

贡献率为 63.5%，成为安徽行业发展的领跑者。其三，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力大大增加。2017年

底，全省高企总数已达到 4 310家，实现产值占当年省内生产总值的 34%，该比重充分说明高新技术产业

已成为安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支撑力量。 

三、安徽企业“走出去”自主科技创新力的实证分析 

（一） 安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样本选择 

经过多年的“走出去”实践，安徽省企业在跨境经营、风险防范等方面都积累了较丰厚的经验，投资

方式也日益趋向成熟。出于数据吻合的需要，因此我们从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中筛选了 22家企业样本，如

表 2所示。大多数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过程中，已融入于“一带一路”之中，部分企业在其公司未来蓝图

中表示也将会参与其中，以适应新常态。省属企业对外投资地区集中于亚洲、欧美地区，行业遍布于医药、

制造、化工、建筑、机械设备等，龙头企业如皖维、丰原、海螺型材，市场分布于前景广阔的东南亚、南

美地区，还有发展不均衡的西亚北非地区。走出去的区域中，东南亚与我国地理、人文环境较为接近，一

直是安徽对外投资中的重点区域；南美地区较为发达，其科技水平与人才管理是安徽未来合作的重点领域；

西亚地区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塞拜疆等，能源资源丰富，商品发展却相对单一，而作为内陆

省份的安徽一直依赖省外能源进口，因此安徽应以多元化普通消费产品与之发展经贸，以此加强贸易合作

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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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仪为即将融入的企业打开更加广阔的前景，为已融入的企业加深贸易合作深度。然而，

企业走出去的平台固然重要，但自主科技创新力更能体现出企业在未来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文我们将

对这 22 家企业进行创新力的实证分析，以实证结果作为分析依据，提出企业强化参与经贸合作能力的优

化策略。 

（二） 模型及方法 

1.研究假说 

技术创新将会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加强行业地位，是企业长远发展和规划的必要手段［9］高新技

术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资本与劳动力投入，相较其他行业来说，会占较大比重，因此样本以高新技术产业

为研究对象。变量选用以投入产出模型进行筛选，企业资本包括机器设备、研发投入费用、总资产，劳动

力包括大专及以上人员和研发人员（大专及以上人员指的的，具有高等学历的企业新进劳动力；研发人员

是指企业从事研究设计把图纸变为新产品的成熟型劳动力。）企业研发经费的增加为技术条件的改善提供

广阔的空间，企业得以研发新产品，提升产品质量，保证市场的新鲜度；企业设备资产是进行科研活动的

“硬件”，是创新科技成果的基础条件；总资产代表企业的规模大小，资产雄厚的企业一般会拥有更多地

资源进行新产品研究；大专及以上人员代表着企业高素质、高创新能力的“软件”；研发人员是企业进行

创新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其前瞻性思维与创新能力直接影响到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长期表现力。因此，结

合对上述变量的说明，可以得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设 1：研发投入（R&D）与营业绩效之间呈正比； 

假设 2：大专及以上人员数量与营业绩效之间呈正比； 

假设 3：项目开发与研究人员与营业绩效之间呈正比； 

假设 4：设备资产净值与营业绩效之间呈正比； 

假设 5：总资产（企业规模）与营业绩效之间呈正比。 

2.模型设定及回归方法 

为考察各个变量对企业营业绩效的作用方向和大小，模型设定为最简单的多元线性回归即： 

 

考虑到企业规模直接影响到各项支出的增加，因此对总资产与解释变量之间进行显著性相关系数检验。

由表 3可以看出，显著性水平均在 1%以上，为防止回归的多重共线性，将总资产以控制变量的形式加入方

程中。回归方法选用 SPSS中的 stepwise 逐步回归法，剔除不具有解释能力的变量。 



 

6 

 

 

 本文样本来源于 2016 年在沪深两市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省属高新技术企业的年报，主要包括衡量企业

绩效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净利润（扣除递延税），以及相关解释变量，其中设备资产净值是

扣除房屋建筑类净值。各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 4所列。 

 

（三） 实证结果及分析 

核心解释变量都通过 5%显著性检验，三个方程的可决系数 R2都较好的反映了模型的拟合程度（见表

5）。具体实证结论如下：①总资产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其结果显示，主营利润与总资产的关系不符合预期

假设，且在所有回归方程中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均不具有显著性关系。由此可以得出资产规模较大的省属企

业并不能够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原因可能是企业高层人员经营不善，缺乏有效管理及创新能力。②企业的

营业绩效与研发投入呈正向关系，符合假设。实证中研发投入的标准化系数为 0.849，说明研发投入对省

属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活动有明显带动作用。③设备资产净值与营业绩效呈正向关系，即提高一个标准差，

企业收入将会增加 0.479 个标准差，符合预期假设。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必将购入新的设备，由此反映出企

业对设备资产的更新会使绩效提升。这一点也反映出，安徽企业在设备的维护与更新方面没有盲目扩张，

即有效利用了现有设备进行企业利益最大化经营。④模型（2）和（3）都说明，研发人员促进企业绩效的

影响力最大，符合预期假设。伴随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产品更新速度日新月异，这对安徽企业走出去

提出更加标准、严格的产品生产要求，因而安徽应当继续引入高层次的研发人员，以保证经营活动的持续

性。⑤大专及以上人员的标准化系数为负，不符合预期假设。说明省内企业的创新活动依赖于资源和企业

硬件的投入，新进劳动力在成为熟练的劳动力之前，无法促进企业绩效增长，因而成为一种成本性支出。 

 



 

7 

 

四、安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策略优化 

（一） 通过强化企业研发投入，提升企业参与经贸合作能力 

创新是企业的生命，是竞争力的源泉。省内创新型企业将研发投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资源投入到生产

经营中，使绩效提高了 80%。由此可以得出，研发投入是使上市公司保持竞争优势的动力支撑点。而在“一

带一路”沿线地区中，企业“走出去”跨多国，产品面临同质化竞争，因此必须要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

过去安徽企业走出去多为亚洲、北非等发展中国家，现在已有部分企业加入到南美地区的合作链中去，如

皖维、铜陵精达、华菱星马、山河用药等公司。南美地区多为较发达国家，是“一带一路”地区的重要延

伸，因此强化对产品研究的投入力度，引导企业积极主动参与南美地区的生产合作，对安徽打造全球供应

链具有衔接作用。 

（二） 通过提高管理创新能力，发挥企业经贸合作资源潜力 

经营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力体现在管理创新能力上，它对企业的长期发展目标起到指导规划作用［10］。

在企业自主科技创新力的三个模型中，总资产与主营业利润之间成负向关系，对主营收入和净利润的促进

作用不明显，由此说明企业拥有的科技创新资源越多，从事经营管理方面的高层越需要得到能力创新。由

于中国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开放较晚，发展较慢，因此仅依靠创新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是不足以使企业合

理的进行海外经营。企业资源仍需管理者进行规划整合，使创新资源与管理创新能力相辅相成，形成良好

的双效机制，让企业充分发挥合作资源潜力。 

（三） 坚持就地取材导向，实现“人才供应链”本土化 

新产品的竞争力关键在于企业的研发人员，因而安徽应当积极引进境外新企，推动与省内优秀企业开

发合作项目，进而推动人才跨企业、行业甚至是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一方面，项目的合作可以从资本延

伸到人力资源，在合作交流中挖掘符合本省企业发展方向的人才，打造省内“人才供应链”［11］本土化。

另一方面，可以尝试通过华人华侨的官方网站、论坛等搭建人才交流的网络平台，并鼓励安徽大型企业在

当地高校建立国际化人才培养基地，为企业“就地取材”提供便利。 

（四） 监督与保障并行，实现企业参与经贸合作的良性循环 

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需要企业内部制度的完善，更需要政府发挥职能作用对市场创新活动进行监督

［12］。对于技术创新活动但却属于不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政府应当出台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等进行约

束。为保护和规范市场创新环境，政府可以通过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评估，以评估结果总结问题，解决问题，

最后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规章制度。除此之外，各级政府还应当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服务，对企业科技项目

进行扩租补贴［13］，完善创新创业活动的信贷风险补偿机制，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的创新项

目投资，为企业从事创新事业注入新的动力源泉。在监督与保障并行的条件下，推动安徽建立良好的技术

创新环境和资本来源合理化的规范体系，保证经贸发展的持续性与良性循环。 

（五） 开拓新兴市场，发掘合作潜力 

“一带一路”倡议正努力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具有智慧的发展方案，它仍在不断的纳入更多地区。因

此，开拓贸易新市场、打开合作新局面，对于省属企业“走出去”而言，需要结合安徽省近年大力支持并

深化合作的优势产业，并精选行业骨干与良好声誉的企业团队，将投资贸易不断延伸。沿线国家中如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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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由于自然环境、距离、运输条件的恶劣导致与我国的贸易投资互补性差。对

于这些单一型经济的国家，安徽应以交通产业和服务产业先行。沿线地区中基础设施条件受环境制约普遍

落后的国家，应挑选取得工程质量建设管理资质的省属集团进行海外设施建设，如芜湖海螺型材、安徽鸿

路钢构等企业。在架好基础设施桥梁后，文化服务类企业可以先进行贸易交往，以此传播徽文化魅力。文

化的交流会进一步促进人员互联互通，优化境外投融资环境，为安徽加强区域间经济发展、企业之间贸易

投资合作构建新高地、谋划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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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OBO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nnovation Effect Assessment 

—Based on Listed Companies of Anhui Province 

JIN Ze-hu，REN Jie 

（School of economics，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The "go global"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choice for our enterprises to face the new pattern of 

world economy. On the occasion of " The Belt and Road " to open up international market, many countries have 

reciprocal agreements with others，and measures have been introduced so as to optimiz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The provincial enterprises should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go abroad as soon as possible that can 

Strengthe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through docking with " OBOR ". This article,which focus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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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tech industry enterprises，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independ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y using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method in SPS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overseas investment. Finally it’s our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strategy of " go global ". 

【Keyword】"OBOR"；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go global "；SPSS stepwise regression meth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