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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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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传统贸易的转型与升级,国务院陆续批复建设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扩大了跨境电商的政策支

持范围,对综试区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重要影响。 为了对政府政策指导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内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态势及作用机制进行具体的探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政

策能显著提高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其作用机制主要有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信息技术水平

与增强创新效应;同时,综试区内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城市等级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省会、副省级城市政策效应更显

著,东部区域城市政策效应更显著。 因此,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助力地区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驱动制造业

价值链攀升,要不断加强对外开放水平、应用信息技术,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因地制宜地推行综试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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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经济

的变化,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增
长。 跨境电商外贸占比由 5 年前的不足 1%提升为
5%左右,已成长为我国外贸增长的新赛道。 当前
国际贸易新形势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
贸易强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
而跨境电商作为新业态模式,对内促进了产业集聚
与转型融合,对外提升了外贸运行效率,成为我国
外贸发展的新动能。 为了推动跨境电商的健康持
续发展,助力传统产业的转型与新兴产业集群的发
展,2015 年,我国批复建设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杭州作为跨境电商综试区首个试点

城市已取得一定成效。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先后
设立七批次共计 165 个综试区,范围覆盖全国各
省,形成了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新发展格局。

跨境电商不仅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模式,也
是促进国内产业转型、集群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综试区便利政策与相关基础设施的支持下,跨境

电子商务资本、技术、服务等要素聚集度不断提升,
相关产业集群现状加速形成,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
的集聚。 跨境电商综试区通过协同发展使得跨境
电商平台企业、综合服务企业、金融服务企业、物流

服务企业等在区域内形成集聚态势,其一系列产业

服务打通补齐了试点城市内跨境电商产业链条,提
升了产业链运行效率和竞争力。 此外,综试区作为
一个集中性区域所起到的产业集聚效应能有效地
降低跨境电商企业在研发、融资、销售、物流等多方
面的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从而吸引更多的跨境

电商企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企业的集聚,相关产业在
特定地理区域形成了高度集中。

随着跨境电商综试区的不断扩围与发展,首个
跨境电商综试区成立距今已有八年时间,那么跨境
电商综试区政策是否促进了试点城市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 若起到促进作用,其作用机制又是如何发

生的? 不同城市间是否存在行政级别与区域差异
性? 本文将重点关注此类问题,在相关文献基础
上,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探明其对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果。 本文的创
新点在于:第一,弥补了有关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
在产业集聚方面的研究不足。 第二,在现代经济聚

集理论的支撑下,尝试从理论角度来对跨境电商综
试区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进行解释的探索性
研究。 第三,通过准自然实验方法多期 DID 定性评
估综试区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作用效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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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检验后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并由此提出具有针对

性的政策建议,供政府有关部门参考。

一、文献综述

(一)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是世界经济国际分工专业化的
产物。 随着生产全球化进程的发展,生产的各个环
节愈发专业,社会分工也愈加精细,信息技术与互
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当中

剥离出来,成了一门独立的服务业。 当前,生产性
服务业已成为制造业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
关键[1] ,是全球产业链竞争的制高点和促进产业结
构调整的重要抓手。 目前大量文献都对生产性服
务业的集聚效应进行了研究,盛丰指出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通过竞争效应、专
业化效应、学习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了制造业
的升级,并且其对制造业的影响通过空间外溢效应
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2] 。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
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生产率的提高对地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影响[3 4] 。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既有文献

认为知识密集度、信息技术水平、城市和政府规模
等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都有显著影响[5] 。
刘建江等人认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通过

知识溢出效应和劳动力池效应推动城市生产性服
务业的集聚[6] 。 范晓莉等人提出除信息化水平、城
市规模以及对外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均有促进作用[7] 。
(二)关于跨境电商综试区的研究

随着互联网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跨境电商通
过低搜索成本、低交易成本、高交易效率的优势成
了国际贸易新业态[8] 。 目前有关综试区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发展策略、政策效应、建设问题等方面。
肖亮和柯彤萍基于制度创新分阶段地剖析出综试
区的演化动力机制,综试区的发展过程是多个主体
分工协同作用的共同结果[9] 。 在政策效应上,王利
荣等利用合成控制法和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方法实

证分析出跨境电商综试区提高了地区对外贸易水
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实现了地区经济的增
长[10] 。 当前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试点效果虽可圈
可点,但综试区发展仍有待进一步改善,刘一览等
通过指标权重的构建测度城市跨境电商发展指标,
认为部分城市在结算、付汇、物流及人才培养方面

存在一定难题, 跨境电商发展存在区域差异性
问题[11] 。
(三)跨境电商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目前,有关跨境电商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文

献还较为缺乏。 张夏恒从产业链视角出发,分析了

跨境电商依托电子商务产业集群所形成的全产业

链集聚,全产业链凭借专业化的优势补齐了跨境电

商产业链当中的不足与短板,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发

展加速升级[12] 。 李芳从系统论视角提出跨境电商

子系统中的主体要素是运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制造

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有利于产业集群整合区

域资源[13] 。 刘玉荣等人利用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

考察出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

形成了正向的专业化集聚,推动了区域内产业结构

的优化升级,与此同时,他们深入研究发现,跨境电

商抑制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14] 。 王晶晶

等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

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影响的本地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
 [15] 。

以上文献为研究跨境电商综试区对生产性服

务业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但仍存在着不

足。 目前文献鲜有关于综试区政策对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的影响研究。 跨境电商综试区在由政府主

导下通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等体制上

深层次的改革帮助跨境电商企业解决在跨境电商

产业链上遇到的难题与痛点,吸引了一系列围绕跨

境电商主体的服务企业在区域内的集聚,促进了区

域内资源的有效利用与产业转型,具有相当的研究

价值。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在理论机制

分析基础上通过实证检验来研究跨境电商综试区

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所产生的具体影响。

二、理论分析

　 　 现代经济聚集理论认为,区域和城市发展的重

要原因是人口和产业的集聚,特定区域内经济活动

的集中可产生规模经济以及知识溢出、技术共享效

应。 本文认为综试区内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是各

类服务型企业围绕着跨境电商企业主体在特定空

间范围内进行经济活动的产业组织形式,相关产业

在区域内集中并形成一定利益关系,而跨境电商综

试区政策有效促进了区域内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
(一)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

关系

　 　 马歇尔理论认为产业在部分区域内集中发展

主要有如下原因:其一,产业集聚可以通过共享生

产中间品来降低非贸易成本或生产性投入;其二,
通过“要素蓄水池”效应,大量企业的集聚所形成的

蓄水池可以降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从而降低企

业经营成本;综试区政策通过各项政策优惠如金融

服务和培养供给专项人才方面有效提升了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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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劳动力要素质量,降低要素价格,政府助力优

化统筹要素资源;其三,生产技术和工艺在产业内

部的互相传递而形成的信息交互提升了整个区域

内的生产效率,综试区内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了大

数据共享模式,数字赋能推动综试区发展。 总的来

说,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通过线上服务平台建设和

线下园区建设完善了跨境电商产业链,建设完善与

跨境电商企业相配套的一系列服务型企业,使各类

金融服务企业、物流服务企业、推广服务企业等生

产性服务企业得以在综试区内形成集聚,从而形成

了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
不同于马歇尔效应形成的专业化集聚,雅各布

斯效应理论从多样化角度阐释了产业集聚。 国家统

计局规定,生产性服务业包含六大服务行业①,由于

各综试区地方政府政策实施有差异,有的注重综试

区内各产业均衡发展,城市内存在龙头企业,形成虹

吸效应,对跨境电商供应链各个节点要求较高,凭借

较强的供应链协同能力,吸引相关企业共同聚集;而
有的对部分原有优势产业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注重

某一行业的大力发展,抑制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

化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
假设 1: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有利于生产性

服务业的集聚,对专业化集聚具有正向影响,而对

多样化集聚影响未知。
(二)跨境电商综试区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作用

机制分析

　 　 对外开放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对外开

放能够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促进产业转移和结构

优化。 跨境电商综试区积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政
策上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极大促进了对外贸易的

发展。 对外开放一是推动了制造业的扩张与转移,
深化制造业的细分与产业的错配,使具有技术特征

的生产性服务业能更多地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实
现专业化发展与集聚;二是对外开放拓宽了城市空

间,知识技术的溢出能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国外先

进技术可以通过对外交流传给本国企业,从而形成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
电子商务时代下,信息建设与管理越来越重

要。 跨境电商综试区在建设过程中突出了信息化

建设的重要性,而信息化水平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

集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线上平台的建设将大

量生产性服务业的信息集聚在虚拟世界中,能够高

效解决企业之间的沟通问题,使生产性服务业打破

时空的限制,形成专业化集聚。
创新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所产生的影响

具有重要作用[16] 。 综试区从制度创新出发,政府

以顶层设计的改革打造跨境电子商务环境高地;通

过引进运用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综试

区内进行服务创新和监管创新,推动数字贸易发

展。 新时代综试区内,当地政府积极创新数字治理

方式,在税收监管上出台“无票”免税等政策;在通

关监管上,海关总署简化出口流程、智慧监管帮助

综试区内企业提高生产运行效率,大大减少了非贸

易成本。 宽松、高效、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吸引了创

新要素不断在综试区内的聚集,也激发了企业等市

场主体的创新能力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增强产业优

势,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 由此,本文提出研

究假设 2:
假设 2: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对

外开放、信息技术水平与增强创新效应促进生产性

服务业的集聚。
(三)跨境电商综试区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异质性特

征分析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理论通过市

场和地理的联系作用,提出企业倾向于选择规模

大的城市进行生产活动而向其他市场出售产品,
从而实现生产率的提高和报酬递增。 因此,大城

市、中心城市等地区对于企业的吸引力更高,更容

易形成产业集聚,发达地区城市由于自身发展基

础良好,存在先行优势,而后发城市即使在政策倾

斜下,也难以达到相同的产业集聚水平。 此外,产
业集聚还赖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系统规划,集聚

水平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战

略性产业,政府对此的调控更加严格,而不同城市

之间政府权力和资源存在差异性,为综试区所能

提供的各项服务措施有限,普遍认知是东部地区

经济发展活跃、对外开放程度高,政府在政策制定

上更加灵活,资源优势也更明显。 为了实现地区

均衡发展,我国在中西部地区都设立了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但由于自然历史禀赋等因素,不
同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仍有所差异。 对

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3:
假设 3:跨境电商综试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政策效应在中心城市、经济活跃地区更加明显。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设定

(一)模型设定

始于 2015 年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政策

是由国务院批复建设外生于产业集聚的政策冲击,
这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将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

控制组和对照组进行二次差分从而得到政策的净

效应。 考虑到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是分批次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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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范围的,具有多时点特征,为此本文构建多时

点双重差分模型,科学评估跨境电商综试区对生产

性服务业产生的集聚效应。 所设立的基准模型为:
Yit = β0 +β1policyit + γcontrol_Varit +cityi +yeart +εit

(1)
式中: Yit 为城市 i 第 t 年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

平;policy 为是否为跨境电商综试区(group)和时间

变量( post) 的交互项;control_Var 为控制变量;city
和 year 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 为

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β1 为系数反映跨境电商综试区

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政策效应。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全市口径以及 EPS 数据平台,部分缺失数据

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充。 在剔除数据缺失较为严

重的城市后(如拉萨等),本文最终选取 276 个地级

市 2010 年到 2019 年共计十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作为

样本,54 个试点城市(剔除了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以

及非地级市义乌)为考察对象展开研究。
1. 被解释变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是围绕着制造业提供特定服务的

行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印发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

类(2019)》,本文界定交通仓储邮电业和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金融业、租
赁和商业服务业以及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六大行业为生产性服务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从

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两个方面进行刻画。
(1)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度( spec)参考曾

艺和韩峰[17] 采用区位熵来测度,通过该行业从业

人员的密集度 specit 来反映行业空间上的专业化集

聚度, specit 越大代表该城市该年生产性服务业专

业化集聚度越高,其计算公式为:

specit =
∑ J

j = 1
Sijt ∑N

i = 1∑
J

j = 1
Sijt

Sit ∑N

i = 1
Sit

(2)

式中: Sijt 为 i 城市第 t 年 j 行业的就业人数,J 为生

产性服务业中各类细分行业;N 为样本城市总数。
(2)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度(diver)参考韩

峰和阳立高[18]的做法,先计算出生产性服务业某一

细分行业的多样化集聚度,再通过将生产性服务业

中的各类细分行业的多样化水平进行加权来刻画该

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度,计算公式为:

diverijt =
1/ ∑ J

j′=1,j′≠j
Sij′t ∑ J

q =1,q≠j
Siqt[ ]

2

1/ ∑ J

j′=1,
 

j′≠j ∑N

i =1
Sij′t ∑N

i =1∑
J

q =1,
 

q≠j
Siqt[ ]

2

(3)

diverit =
∑ J

j = 1
diverijtSijt

∑ J

j = 1
Sijt

(4)

式中: diverijt 为 i 城市 t 年生产性服务业细分的 j 行
业的多样化集聚度; diverit 为 i 城市 t 年的生产性服

务业多样化集聚度,值越大,多样化集聚水平越高。
2. 解释变量: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政策

(policy)
本文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作为一项准

自然实验,将政策试点城市 group 设置为 1,非试点

城市为 0,作为对照组;政策实施当年及以后的时间

虚拟变量 post 设置为 1, 否则为 0; 二者交互项

(group×post)为 policy 表示政策实施效应。
3. 控制变量(control_Var)
考虑到其他特征因素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度也会产生影响,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参考胡兆

廉、聂长飞等人[19] 的研究控制了如下变量:(1)政

府规模(gov),以政府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占 GDP
之比衡量。 (2)产业结构( ind),以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值衡量。 (3)经济发展水平( lneco),以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衡量。 (4)基础设施( inf_struc),
以人均道路面积衡量。 (5)人口规模( lnpop),以城

市年末总人口数量的对数值衡量。 表 1 为对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类型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度( spec) 2

 

760 0. 867 0. 325 0. 210 3. 106
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度(diver) 2

 

760 0. 882 0. 107 0. 463 1. 203
自变量 是否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试点(policy) 2

 

760 0. 042 0. 201 0. 000 1. 000

控制变量

政府规模(gov) 2
 

760 0. 193 0. 093 0. 044 1. 485
产业结构( ind) 2

 

760 0. 406 0. 099 0. 144 0. 835
经济发展水平( lneco) 2

 

760 10. 649 0. 586 8. 576 13. 056
人口规模( lnpop) 2

 

760 5. 935 0. 649 3. 784 8. 136
基础设施( inf_struc) 2

 

760 16. 825 7. 091 1. 370 60.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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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利用 STATA
 

16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多期

DID 模型的回归,表 2 为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对城

市生产性服务业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表 2 中的

(1)为不考虑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2)和(3)分别

加入了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4)同时考虑了控制

变量和固定效应。 最终结果在纳入了控制变量和

固定效应后,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度和

多样化集聚度都在 1%的水平上 policy 回归系数显

著为正。 这表明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有助于城

市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专业化的提高以及多样

化的完善。
(二)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分析

运用多期 DID 模型的重要前提是控制组与对

照组在未实施政策时能保持一致的变化趋势。 本

文借鉴 Beck 等[20] 的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

验,设定以下模型:

Yit = β0 +∑
3

-4
βm(groupmi ×postmi ) + γcontrol_Varit +

cityi +yeart +εit (5)
式中:m 小于 0 表示政策实施前 m 年,m 大于 0 表

示政策实施后 m 年,m = 0 表示政策实施当年。 由

于部分试点城市没有多于-5 期的样本值,为此 m =
0 此之前的时间归于-5 并剔除该虚拟时间变量,避
免多重共线性的发生。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spec diver spec diver spec diver spec diver

Policy 0. 3973∗∗∗

(13. 278
 

6)
0. 080

 

3∗∗∗

(3. 534
 

9)
0. 090

 

8∗∗∗

(3. 051
 

4)
0. 018

 

0
(1. 640

 

5)
0. 074

 

0∗∗∗

(4. 595
 

2)
0. 030

 

6∗∗∗

(3. 368
 

5)
0. 080

 

3∗∗∗

(3. 535
 

6)
0. 027

 

5∗∗∗

(3. 003
 

6)
control_Var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2
 

760 2
 

760 2
 

760 2
 

760 2
 

760 2
 

760 2
 

760 2
 

760
R2 0. 060

 

1 0. 073
 

7 0. 250
 

0 0. 053
 

9 0. 841
 

2
 

0. 738
 

5 0. 842
 

8 0. 741
 

6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对应的 t 值;∗∗∗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下文各表同。

　 　 图 1 和图 2 分别是以 95%为置信区间的跨境

电商综试区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的平行趋势检

验。 结果可知,在跨境电商政策实施之前,交互项

系数并不显著,控制组与对照组满足一致的变化趋

势,图 2 中可能由于若干城市在向国务院提交综试

区申报的同时就已积极布局跨境电商产业,将跨境

电商企业所需的各类服务商提前配齐,而在政策实

施之后,交互项系数持续正向显著,说明跨境电商

综试区的设立促进了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

集聚。

图 1　 共同趋势检验(专业化集聚)

图 2　 共同趋势检验(多样化集聚)

(三)稳健性检验

1. 反事实检验

本文虽然已经控制了一系列对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造成影响的特征变量,但为了避免存在其他因素

的影响使估计出现偏误,从城市样本中随机抽取与

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城市等量的城市作为处理组。
由于试点城市政策实施时间存在差异,同时随机生

成伪政策虚拟变量。 本文构造出伪跨境电商综试区

试点政策对 276 个城市的 500 次随机冲击,每次抽取

与真实等量城市作为实验组,如此循环重复进行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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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后,得到如图 3 和图 4 所示的系数估计值分布图,
图 3 和图 4 随机生产的估计系数集中在 0 附近,且 P
值显著高于 0. 1,专业化集聚度和多样化集聚度的基

准回归结果也落在分布图的右侧区域,表明跨境电

商综试区政策并未受到不同城市之间随机因素的干

扰,基准回归结构具有稳健性。

图 3　 安慰剂检验(专业化集聚)

图 4　 安慰剂检验(多样化集聚)

2.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在本文样本期内,国务院还在 28 个省市设立了

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了排除自贸区政策对区域内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

入了自贸区政策虚拟变量为控制变量,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排除自贸区政策的影响

变量 spec diver

policy
0. 076

 

4∗∗∗ 0. 021
 

5∗∗∗

(3. 391
 

1) (2. 306
 

7)

ftz_policy
-0. 046

 

4 -0. 021
 

6∗∗∗

( -1. 464
 

8) ( -2. 072
 

7)

control_Var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Observations 2
 

760 2
 

760
R2 0. 843

 

3 0. 742
 

5

　 　 在控制了自贸区政策后,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

的虚拟变量仍然显著且为正。 实证结果表明,跨境

电商综试区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和多样

化集聚具有正向促进效应,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作用机制检验

前文已分析得出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对生产

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的确具有正向

促进作用,那么其作用机制是否也如前文的理论分

析一致,通过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信息技术水平与

增强创新效应来提升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

平? 以往的中介效应模型普遍借鉴温忠麟[21] 逐步

检验法,而逐步法存在一定偏误性,当有不可识别

的混淆因素同时影响中间变量与解释变量时,就会

导致严重的内生性问题,此时应停止使用逐步法进

行中介效应分析,将重点转移到 X 对 Y 的因果关系

的识别可信度上[22] 。 本文通过核心解释变量对中

介变量的影响来进行机制检验,模型设定为:
Mit = α0 +α1policyit + γcontrol_Varit +cityi +yeart +εit

(6)
式中: Mit 代表机制变量,分别为对外开放水平、信
息技术水平、创新效应。

若系数 α1 显著,说明中介效应成立。
首先,以各地级市实际利用外资额与 GDP 之

比衡量对外开放水平。 回归结果如表 5 第一列所

示,多期双重差分系数对对外开放水平显著为正,
说明跨境电商综试区通过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促进

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
其次,参考张锡宝以城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数(万户)来衡量信息化水平[23] 。 回归结果如表 5
第二列所示,多期双重差分系数对信息化水平也显

著为正,说明跨境电商综试区提升了区域内信息化

水平,而信息化水平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
最后,以各地级市发明专利授权数加 1 的对数

值来衡量城市创新效应。 回归结果如表 5 第三列

所示,双重差分系数对创新效应显著为正,说明跨

境电商综试区加强了区域内的创新水平。

表 5　 机制检验

变量 open inter innova

policy
0. 000

 

7∗ 0. 088
 

1∗∗∗ 0. 238
 

1∗∗∗

(1. 675
 

3) (4. 246
 

3) (4. 106
 

9)

control_Var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2
 

760 2
 

760 2
 

760
R2 0. 718

 

4 0. 902
 

1 0. 95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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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异质性分析

1. 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

不同等级城市在行政管理水平和效率上存在一

定差异,从而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也产生不同的影响,
本文将对城市行政等级进行异质性分析,将省会、副省

级城市归为一类,非省会副省级城市归为普通类。

表 6 的第一、二列的实证结果表明,省会副省级城市政

策效应明显显著;而对非省会副省级城市来说,跨境电

商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具有一定显著作

用,但是系数明显小于省会副省级城市,多样化集聚政

策效应则不明显,这可能是非省会副省级城市市场规

模小,市场运行效率低下导致的。

表 6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城市等级异质性 区域异质性分析

省会副省级城市 非省会副省级城市 东部城市 非东部城市

spec diver spec diver spec diver spec diver

policy 0. 082
 

9∗∗∗

(2. 680
 

1)
0. 023

 

0∗

(1. 697
 

6)
0. 051

 

3∗

(1. 761
 

1)
0. 007

 

4
(0. 491

 

0)
0. 072

 

4∗∗∗

(2. 786
 

5)
0. 033

 

8∗∗∗

(3. 384
 

3)
0. 071

 

2∗

(1. 884
 

3)
0. 024

 

1
(1. 607

 

9)
control_Var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350 350 2
 

410 2
 

410 840 840 1
 

920 1
 

920
R2 0. 867

 

1 0. 678
 

6 0. 691 0. 721
 

4 0. 929
 

0 0. 742
 

8 0. 779
 

4 0. 744
 

6

　 　 2. 区域异质性

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特征,东
部沿海城市地理区位明显,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经
济发展水平高,因此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更具吸

引力。
本文将样本城市分为东部城市和非东部城市,

从表 6 第一列和第二列可以看出东部城市生产性

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政策效应明显,非
东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虽也显著,但不

如东部城市政策效应强,其多样化集聚政策效应则

不明显。 我国区域特征明显,并且易形成区域上的

“马太效应”,原本占据优势的东部城市会不断吸引

相关要素集聚,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非东部

城市易因缺乏资本、人才等要素资源使得产业基础

薄弱,结构单一。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 2010—2019 年 276 个地级市的样本

数据,通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了跨境电商综

试区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一是跨境电商综试区有效促进了城

市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的集聚。 二是通

过机制检验表明跨境电商综试区基于对外开放水

平、信息化水平、创新效应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产生影响。 三是跨境电商综试区对城市生产性

服务业的集聚存在异质性差异。 在城市行政等级

上,省会、副省级城市集聚效应强于非省会、副省级

城市;在区域上,东部城市政策效应强于非东部

城市。
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现状,

本文对综试区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出以下几点

政策建议:
1. 持续推进综试区建设,打造跨境电商良好生

态圈

各地政府持续重视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建设与

发展,线上和线下共同打造良好的跨境电商生态

圈,打通补齐跨境电商供应链中的缺失节点,积极

探索跨境电商综试区的体制改革,从监管服务、税
收优惠、申报办理等方面吸引跨境电商一系列生产

性服务业的集聚。
2. 积极应用数字技术,营造创新环境

政府要不断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提升信息技术

水平、加强对外开放程度,以体制创新激励企业创

新活力,推广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提
升企业管理效率,实现政府服务的数字化和产业的

数字化。 同时,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外开放水平,促
进知识与技术在国内外的流动,积极创办综试区各

类全国现场会以及国际论坛交流会。
3. 结合当地发展特色,推动外贸新业态高质量

发展

地方政府在建设综试区时,应因地制宜,不可

盲目照搬其他城市经验。 不同等级和区域城市应

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在先行良好经验学习的基础

上,加大创新力度,打造出适应自身的发展策略,从
而推动外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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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生产性服务业包含交通仓储邮电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

务业以及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六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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