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1), 144-153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1018   

文章引用: 戴思宇. 技术创新对我国贸易韧性的影响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1): 144-153.  
DOI: 10.12677/ecl.2024.131018 

 
 

技术创新对我国贸易韧性的影响研究 

戴思宇 

武汉科技大学法学与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4年1月5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18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9日 

 
 

 
摘  要 

本文选取2010~2021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技术创新对中国贸易韧性的影响并考察了经济发

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支持强度和人口密度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贸易韧性被定义为每个省份当年贸

易额与2008年贸易额之差除以2008年贸易额的比例。我们使用各个省份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作为衡量

技术创新的指标，并通过回归分析来评估技术创新对贸易韧性的影响。研究样本包括372个观测样本。

分析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对中国贸易韧性具有正向影响，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对我国贸易韧

性也有正面影响，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强度对我国贸易韧性有负面影响。研究结果对于政策制定者

制定科技创新政策、促进贸易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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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from 2010 to 2021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echnolo-
gical innovation on China’s trade resilience and examines variables such as economic develop-
ment 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support intensity and population density as control 
variables. Trade resilience is defined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rrent year’s trade volume 
and 2008's trade volume for each province divided by 2008’s trade volume. We use the number of 
invention patent applications accepted by each province as an indicator of technological in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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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us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rade resi-
lience. The study sample consisted of 372 observational samples.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China’s trade resilience. Among the control va-
riable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density als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China’s trade 
resilience, but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inancial strength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trade resilie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policy makers to 
formul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ies and promote trad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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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贸易的重要性在世界各国之间变得越来越明显。然而，经济不稳定、

政治冲突和自然灾害等因素都可能对贸易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贸易韧性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作

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之一，中国在贸易韧性方面也面临着许多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政府近

年来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以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和适应性。 
本文旨在研究技术创新对我国贸易韧性的影响，基于 2010 年至 2021 年的 31 个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

证分析。以下是本研究的主要意义： 
首先，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国际贸易层面[1]，对于国内层面的贸易韧性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将通

过分析我国 31 个省份的数据，探讨技术创新对我国贸易韧性的影响，为国内贸易韧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和实证依据。本文研究的结果将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了解技术创新对我国贸易韧性的影响，有助于政

府制定相关的科技政策和贸易政策。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贸易结构优化，可以进一步增强我国

贸易系统的韧性，提高经济抵御外部冲击和风险的能力。本研究的结果对企业决策和管理具有重要启示。

企业在面对市场竞争和不确定性时，需要调整和改进其技术创新战略。本研究的结果可以为企业提供参

考，帮助其更好地利用技术创新提升贸易韧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技术

创新对我国贸易韧性的影响，填补研究空白，为政策制定和企业决策提供参考，推动我国贸易系统的可

持续发展。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技术创新与贸易韧性之间的关系，并为促进经济稳定和

发展做出贡献。 

2. 文献综述 

探究技术创新对我国贸易韧性的影响，需要先了解“韧性”一词，“韧性”(Resilience)一词源自于

拉丁语“resilire”，表示系统遭受外部干扰后的反弹能力[2]。“韧性”是系统在不断“学习”的演进过

程中，以高水平适应力来抵御风险扰动、转化新路径与实现“更新”的能力，经济韧性分解为抵抗力、

恢复力、重组更新力 3 个维度[3]。经济韧性的相关理论为贸易韧性提供了分析思路，目前学者们以此对

贸易韧性的影响因素与测算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研究中国出口贸易韧性空间差异性时将贸易

韧性分为抵抗力和恢复力[4]。对于贸易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有学者提出市场多元化显著提升了我国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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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韧性[5]。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贸易也有积极影响[6]。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技术创新一直被认为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7]。随

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贸易的增加，贸易韧性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贸易韧性是指一个国家或地

区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能够快速适应和恢复的能力[8]。技术创新在提高贸易韧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

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型贸易国家来说。 
许多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对国家贸易韧性的影响是积极的[9]，同时技术创新对驱动加工贸易升级具

有积极作用，从而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强企业抵御市场冲击的能力[10]。此外，一些研究还

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7]，以更全面地理解技术创新对贸易韧性的影响[11]，除了技术

创新外，金融支持提升我国贸易韧性水平[12]，产业结构也对中国贸易韧性起到了积极的影响[13]，金融

支持强度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可以增强中国贸易韧性，从而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适应能力；人口密度

也对提高我国贸易韧性具有积极作用[14]。 
尽管存在大量关于技术创新对贸易韧性影响的研究，但对于中国情境下的具体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和实证分析。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支持和人口密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

技术创新对贸易韧性的作用机制还需要更深入的探索。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从综合的

角度分析技术创新对中国贸易韧性的影响，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力的参考和建议，以促进中国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贸易韧性(TR)，本文借鉴石岿然、李匡义和孙溢[11]以及宗会明[15]等的测算思路，

以 2008 年金融危机作为冲击元年，采用 2010~2021 年各省的贸易额相较于 2008 年贸易额的偏离度来体

现外部冲击下的贸易韧性，计算公式如下。 

, ,2008

,2008

−
= i t i

i

TR TR
TR

TR
 

测度结果显示，2010~2021 年，我国各省的贸易韧性综合得分呈上升趋势，这表明我国各省的的对

外贸易抗风险能力逐步增强，持续向好发展的态势明显。 
(2) 解释变量：技术创新，以各地区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取自然对数来衡量。 
(3) 控制变量：贸易韧性还受其他因素影响，参考其他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 GDP 指数做

价格平减表示。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产值除以第二产业产值得到的比例(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
表示。金融支持强度，以年末存贷款额除以当年该省 GDP 得到的比例(年末存贷款额/当年该省 GDP)表示。

人口密度，以该地区总人数除以该地区面积得到的比例(该地区总人数/该地区面积)表示。 

3.2. 模型构建 

为研究技术创新对我国贸易韧性的影响研究现构建模型如下： 

1 1 2contrtrolα β β ε= + + +it itTR X  

X1：技术创新，以每年每个省份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的自然对数表示， contrtrolit 表示控制变量，包

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支持强度，人口密度。 ε it 为残差项。 

3.3.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0~2021 年各省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以及国家统计局，部分缺失数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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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值法补齐。通过描述性统计，见表 1，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技术创新的平均值是 1.145，最大值是 11.08，
最小值是−0.598，标准差是 1.565，这说明各地区的技术创新存在一定的差别。 
 
Table 1. De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 

 (1) (2) (3) (4) (5) 

VARIABLES (变量) N (观测值) Mean (均值) Sd (标准差) Min (最小值) Max (最大值) 

TR 372 1.145 1.565 −0.598 11.08 

X1 372 9.381 1.603 4.331 12.40 

X2 372 9.305 0.463 8.467 10.78 

X3 372 1.222 0.686 0.500 5.297 

X4 372 3.413 1.131 1.678 7.578 

X5 372 5.325 1.494 0.893 8.275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 

在进行基准回归前，本文对数据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检验，主要变量的 VIF 值均小于 10，见表 2，
通过了多重共线性检验，说明本文的样本数据平稳，符合实证要求。 
 

Table 2. VIF inspection 
表 2. VIF 检验 

Variable VIF 1/VIF 

X5 3.02 0.331483 

X4 2.81 0.356171 

X2 2.52 0.396891 

X1 2.49 0.402327 

X3 2.34 0.427341 

Mean VIF 2.63 

 
通过 Hausman 检验，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3。未加入控制变量

时，技术创新的估计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在控制关键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依然

显著为正。 
在这些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系数显著为负，这可能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能经历了产业

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种转型可能导致贸易韧性的下降。例如，随着经济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

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外部冲击和竞争，从而降低贸易韧性。其次，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对进口的依赖程度

增加，尤其是对于必需品和关键原材料的依赖。这种情况下，国际市场波动会对中国的贸易韧性产生负

面影响。此外，随着经济实力增强，中国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国际压力和贸易摩擦，例如贸易壁垒、关税

调整等，这些都可能对中国的贸易韧性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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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2) 

VARIABLES (变量) TR TR 

X1 
0.163*** 0.232*** 

(4.18) (4.05) 

X2 
 −1.611*** 

 (−7.36) 

X3 
 0.562*** 

 (4.76) 

X4 
 −0.207*** 

 (−2.73) 

X5 
 0.174*** 

 (2.83) 

Constant 
−0.387 13.055*** 

(−1.13) (7.85) 

Observations 372 372 

R-squared 0.28 0.487 

F test 3.67e−05 0 

r2_a_ . . 

F 17.46 24.52 

Robust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产业结构系数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强了中国的服务业实力。服务业对国家

经济的贡献越大，相对于商品贸易而言，其稳定性更高。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还能够培养出更多具有专业技能和高附加值的人才，从而提升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第三产业

的发展也推动了消费升级和内需扩大。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变化，对高品质、个性

化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逐渐增加。这促使中国企业更加注重创新和质量提升，从而提高了产品的竞争

力和附加值，有利于提升贸易韧性。第三产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随着服务业的扩

大，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可能会缩小，这有助于减少对外贸易的依赖，提高了中国贸易的韧性和

抗风险能力。 
金融支持强度系数显著为正，金融支持强度的提高可以增加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成本的降低，从

而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特别是在应对贸易摩擦和国际市场波动时，企业需要更多的资金

支持来适应市场需求变化，降低了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并提高了企业的贸易韧性。 
其次，金融支持强度的提高可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随着金融资本的流入，

地方经济将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促进了当地企业的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提高了地方的经济实

力和抗风险能力。此外，金融支持强度的提高也有助于缓解信用风险和市场波动的压力。当企业面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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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时，银行可以通过提供更多的贷款来支持企业的发展，降低了企业的破产风险，从而提高了企业的贸

易韧性。 
人口密度系数显著为正，原因可能是高人口密度意味着一个地区拥有更多的劳动力资源。这为该地

区的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供给，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提升和产业的发展。高人口密度的地区往往具

有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和商业机会，提高了贸易的活跃度和韧性。 
其次，高人口密度也意味着更密集的人际交流和社会网络。人口密集的地区往往有更发达的交通和

物流网络，便于货物和服务的流通与交换。这有利于加强地区内外贸易的联系，促进经济的融合和互动，

提高贸易的韧性和适应性。 
此外，高人口密度还有助于培养出更多的创新和创业人才。人口密集的地区具有更多的教育和人才

培养机构，可以提供更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专业技能，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这对于

提高贸易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具有积极作用。 

4.2. 稳健性检验 

4.2.1. 删除 2020 年数据 
疫情是一种非预期事件，对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2020 年是疫情爆发的关键时期，

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在进行贸易韧性研究时，如果将 2020 年的数据纳入分析，

可能会导致结果的不准确和不稳定，从而影响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删除 2020 年的数据可以使研究结果更

加稳健和可靠，避免疫情对结果的影响。同时，这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贸易韧性的本质和特征，为制定

应对未来类似危机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因此，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删除 2020 年的数据是必要

的，可以提高分析结果的精确度和可信度。回归结果见表 4，从回归结果看，技术创新回归系数为 0.208，
并且 0.01 的水平上显著。证明结果得到的结论可靠。 
 

Table 4. Removes a special year robustness test 
表 4. 删除特殊年份稳健性检验 

 (1) (2) 

VARIABLES (变量) TR TR 

X1 
0.139*** 0.208*** 

(3.54) (3.58) 

X2 
 −1.540*** 

 (−6.90) 

X3 
 0.536*** 

 (4.15) 

X4 
 −0.167** 

 (−2.13) 

X5 
 0.163*** 

 (2.60) 

Constant 
−0.209 12.545*** 

(−0.61)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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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Observations 341 341 

R-squared 0.23 0. 374 

F test 0.000458 0 

r2_a_ . . 

F 12.52 20.51 

Robust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4.2.2. 系统 GMM 回归检验 
系统 GMM 的回归结果显示，见表 5，技术创新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AR(2)检验得到的 p 值为 0.824

大于 0.1，说明模型通过了自相关检验。 
 

Table 5. System GMM regression test 
表 5. 系统 GMM 回归检验 

 (GMM) 

变量 TR 

L.Y 
−0.131** 

(−2.42) 

X1 
0.556*** 

(3.62) 

X2 
−6.915*** 

(−6.80) 

X3 
−0.989*** 

(−3.61) 

X4 
1.585*** 

(7.18) 

X5 
0.884*** 

(3.75) 

Constant 
51.396*** 

(7.09) 

Observations 360 

Number of year 12 

F 20.03 

z-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4.3. 地区异质性分析 

本文对东西中部进行异质性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6，东部地区技术创新对贸易韧性的影响系数最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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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东部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作为沿海地区，东部地区的交通网络和港口设施发达，这使

得物流更加高效便利。东部地区能够更快地接收来自国内外的技术和信息，推动技术创新和贸易发展。

其次，东部地区人才聚集的程度较高。东部地区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高等教育机构，吸引了大量的

高素质人才。这些人才为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有助于推动科技进步和贸易

发展。此外，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东部地区发达

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高度发达的

经济基础使得东部地区的企业具备较强的研发投入能力和科技实力，进一步推动了技术创新和贸易的

融合。因此，东部地区技术创新对贸易韧性的影响最为显著。相比之下，中部地区在技术创新和贸易

发展方面相对滞后一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才和科研资源相对较少，与东部地区相比缺

乏一定的竞争力。然而，中部地区也在加大技术创新和贸易发展方面的投入。通过政策引导和产业升

级，中部地区逐步提高了自身的韧性和竞争力，使得技术创新对贸易韧性的影响逐渐增强。西部地区

相对较为欠发达，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密度较低，科技创新实力有限。同时，西部地区的地理环境和

交通条件相对较为困难，限制了技术创新和贸易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因此，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对贸

易韧性的影响较不显著。 
 
Table 6.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est 
表 6. 地区异质性检验 

 (东部) (中部) (西部) 

VARIABLES (变量) TR TR TR 

X1 
−0.075** 0.282* 0.221 

(−2.14) (1.87) (1.55) 

X2 
−0.190 1.174* 2.616*** 

(−0.91) (1.70) (3.02) 

X3 
0.448*** 1.207** 1.773*** 

(4.13) (2.45) (2.95) 

X4 
−0.256*** −0.168 0.249 

(−3.58) (−0.91) (1.27) 

X5 
−0.065 1.335*** 0.736*** 

(−0.73) (4.43) (3.84) 

Constant 
3.972*** −20.219*** −29.664*** 

(2.72) (−2.95) (−3.42) 

Observations 132 96 144 

R-squared 0.397 0.466 0.406 

F test 1.32e−07 0 5.28e−10 

r2_a_ . . . 

F 9.362 16.87 12.49 

Robust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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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之一，其贸易韧性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技术创新、产业结构

和人口密度都对中国的贸易韧性产生了正面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强度则对其有负面影响。因此，

为了提高中国的贸易韧性，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给出相应的建议。 
首先，技术创新是提高中国贸易韧性的重要因素。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与发达

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为了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中国政府可以加大对科研机构和高技术企

业的支持力度，鼓励技术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加强与国际科技领域的合作，吸引国际高端人才，

推动技术创新与转化，助力中国企业在全球贸易中保持竞争优势。 
其次，产业结构的优化也是提高中国贸易韧性的关键。中国拥有多样化的产业结构，但仍存在一些

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平衡、重复建设等。为了优化产业结构，中国政府可以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

持力度，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此外，加强区域间的协同发展，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提高整个

产业链的竞争力，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贸易适应性和竞争力。 
第三，人口密度对中国贸易韧性也具有积极影响。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拥有庞大的内

需市场。为了更好地利用人口优势，中国政府可以继续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强农村消费潜力的挖掘。

同时，通过扩大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内需的

增长，减少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 
然而，中国的贸易韧性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强度的负面影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可

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中国应加大对创新驱动型、绿色低

碳型产业的支持，促进经济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型，提高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中国政府应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风

险预警机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规范管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此外，还应推动金融创新，提

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为企业的贸易活动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 
最后，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贸易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中国政府应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贸易合作，推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促进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同时，在全球贸易谈判中积极发声，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推动贸易规则的公平和公正。 
综上所述，通过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优化产业结构、挖掘内需潜力、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

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措施，中国可以提高贸易韧性，应对全球贸易环境中的挑战，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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