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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依据 2013 年 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曳 中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数据袁 利用

Probit 模型和边际分析方法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遥 发现院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存在野生产率悖论冶现象袁即随着生产率水平的提

高袁企业的出口倾向降低遥 企业的经营时间尧员工人数尧人均工资水平以及销售额对

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出口有着积极影响袁 而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则会对企业出

口产生消极影响遥 从地区层面来看袁地区人均 GDP尧规模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经济实

力会给企业出口带来积极的影响袁而教育水平与企业出口呈负相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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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data of sports goods manufacturers in 2013 China Industry Business Perfor-

mance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xport trade of sports goods manufactur-

ing enterprises by using Probit model and marginal analysis, and finds out that there is a "productiv-

ity paradox" in sports good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ro-

ductivity, the export of enterprises tends to decrease. The operating time,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the per capita wage and the sales volume a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xport of sports goods

manufacturers, while the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from the enterprise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xports. From the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 per capita GDP of the region, the profitability and

economic strength of large-scale enterprises wi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xport of enterprises,

whil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xport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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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袁国务院正式出台叶中国制造 2025曳袁
提出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为首的五大基本方针袁强
调激发企业活力和创造力袁完善相关支持政策袁为制

造业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袁 这标志着我国从制

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决心遥
体育用品制造业是我国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在制造业出口贸易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遥
目前袁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总产值正以每年约 500

亿元的规模不断增长袁体育用品出口贸易额也一直

保持每年 30%的增长幅度遥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袁
2017 年我国文化尧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商品出口额

为 589.61 亿元袁相比于 2010 年的 229.22 亿元袁上涨

幅度为 157.22%遥作为朝阳产业袁体育用品制造业的

蓬勃发展可圈可点袁但相比于我国工业制成品同年

19 924.44 亿的出口总额来说袁体育用品制造业还有

更大的发展空间[1]遥 因此袁探究影响我国体育用品制

造企业出口的因素对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尧 扩大对外

贸易规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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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企业出口的诸多因素中袁 企业生产率

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遥 作为国际贸易前沿理

论的研究者袁 以 Melitz 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异质

性企业模型袁其研究结果显示袁生产率较高的企业

将会选择进入国际市场袁 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能

将产品供应本土市场袁 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将会退

出市场袁 国内外很多学者通过分析同样证实了生

产率和企业出口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2-6]遥 然而

也有一些学者在利用 Melitz 模型分析国内企业数

据进行经验性研究时袁 发现生产率异质性并不能

有效地解释我国企业的出口行为袁 内销企业的生

产率明显高于出口企业袁学界将这一现象称为野生
产率悖论冶 [7-10]遥

除生产率之外袁 对于如何推动我国制造业企业

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袁 很多学者从国际贸易的实际出

发袁探究影响制造企业出口贸易的其他因素遥生产方

面袁Bruno Cassiman 等人认为产品创新将会诱使企

业进入国际市场 [11]曰江希等人发现长期垂直专业化

生产对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要高于劳动生产率

和规模经济袁而短期内则相反 [12]遥 制度方面袁吴平等

人发现社会责任标准渊SA8000冤会增加经营成本袁降
低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袁 但这一标准的

认证会大大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袁 有利于企业取得

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和攻克贸易壁垒 [13]曰张杰等人认

为政府补贴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会对高端企业的出口

能力带来负面影响袁 并且对采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

贸易方式的企业的出口影响也是有差异的 [14]遥 金融

方面袁 陈颇认为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

业的出口贸易存在非常明显的抑制作用 [15]曰潘磊则

发现外商直接投资 渊FDI冤 对延伸体育用品产业链袁
发挥关联投资效应尧 技术示范和扩散效应等方面都

会起到积极作用[16]遥
综上所述袁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出口是否存

在野生产率悖论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袁并且以往的研

究多侧重于从单一要素着手研究我国企业出口的影

响因素袁 针对体育用品制造这一行业企业出口贸易

的研究少之又少遥 借鉴前人研究袁本文使用 Probit 模

型及边际效应分析袁以 2013 年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曳中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数据为样本袁探究我国体

育用品制造企业出口贸易是否存在野生产率悖论冶以
及影响企业出口贸易的其他因素袁 以期为今后体育

用品制造企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遥

本文使用的企业数据与其他最新研究一致袁来
源于国家统计局 2013 年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曳袁该
数据库收录了目前最新的工业企业可得全面数据袁
包括了 2013 年国有及非国有规模以上 1 398 家体

育用品制造企业的数据遥 本文选取文教体育用品制

造业渊242 家冤以及纺织服装制造中运动服装渊1 810 家冤
和运动鞋渊1 820 家冤的企业数据遥本文主要涉及企业

总产值尧员工数尧固定资产尧应付职工薪酬尧主营业务

收入尧企业所在省份等指标袁将缺少以上数据的企业

或数据明显不合理的企业进行异常值剔除遥 经过筛

选尧分类得到本文的研究样本袁共 1 169 家体育用品

制造企业袁其中有 547 家内销企业和 622 家出口企业遥
为与 2013 年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曳相匹配袁本

文使用的省份数据来源于 2014 年 叶中国统计年鉴曳
和叶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曳袁该年鉴可以全面反映我国

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遥 本文仅选取各省份的 GDP尧
总人口尧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尧分地区普通本

专科在校学生数等数据遥

综合现有相关文献研究方法袁本文采用 Probit 和

Logit 的估计袁 首先验证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出口

是否存在野生产率悖论冶袁然后将影响因素分为企业层

面和城市层面袁 企业层面包括企业经营年限渊Year冤尧
员工数 渊People冤尧 人均工资水平 渊Wage冤尧 销售额

渊Sale冤尧固定资产渊Fixed冤袁城市层面包括人均 GDP尧城
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渊Urban Wage冤尧在校普通本

专科学生数占比渊Education冤遥本文分别探讨宏观和微

观因素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遥
本文模型设为院
Export=琢+茁1TFP+茁2log(Year)+茁3log渊People冤

+茁4log渊Wage冤+茁5log渊Sale冤+茁6log渊Fixed冤+茁7log渊GDP冤
+茁8log渊Urban Wage冤+茁9log渊Education冤+着i

其中各变量的具体含义如下遥
Export 变量是企业的出口交货值袁 进行估计时

企业有出口取值为 1袁无出口取值为 0遥此时袁估计方

程的被解释变量 Export 是一个二元选择离散变量遥
TFP 变量是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袁 这里采用的

是近似全要素生产率渊ATFP冤的方法遥 假设体育用品

制造企业的生产函数为标准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

函数院
Y=AK琢L1-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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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袁Y 为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袁A 为全要素生产

率袁K 为固定资产袁L 为员工数袁琢 为产出弹性遥
定义近似全要素生产率院ATFP=Y/K琢L1-琢袁将两边

同时取对数并进行整理袁最终可得院
TFP=ATFP=ln渊Y/L冤-琢ln渊K/L冤
简化起见袁本文将 琢 取 1/3 计算 TFP遥
Year 变量是企业的经营时间袁 进行估计时采取

了对数形式遥 辛大楞等人研究发现企业经营时间增

加可以显著提高服务贸易企业出口的概率 [17]遥 从事

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企业也会随着经营年限增长

而加大出口强度[18]遥因此袁本文引入这一变量探究企

业的经营时间对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是否具有同样显

著的正向影响遥
People 变量是企业雇佣的员工人数袁 进行估计

时采取对数形式遥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促进出口 [19]遥
员工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本袁 员工人数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人力资源的丰裕程度袁 对企业

的生产和出口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袁 因而本文引入

该变量遥
Wage 变量是企业的人均工资水平袁估计时采取

了对数形式遥 新新贸易理论认为袁企业盈利性越高袁
其产品出口概率越大袁 同时这些企业的员工工资水

平较内销企业而言也更高遥 吴飞飞等人认为工资水

平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袁 工资水

平可以反映出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用工成本袁人
力资本水平对于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至关重要 [20]遥
因此袁 本文引入这一变量探究人均工资水平对体育

用品制造企业出口的影响遥
Sale 变量是企业销售额袁 用企业的主营业务收

入表示袁进行估计时采取对数形式遥销售额反映企业

的财力资本袁 何钰子等人认为企业资本深化可以提

高未出口企业出口的概率 [21]遥 因此袁本文引入 Sale

变量进一步探究其对出口的影响遥
Fixed 变量是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袁进行估

计时采取对数形式遥冯科认为袁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过

高袁会抑制企业对创新和无形资产的投资 [22]遥 余东

华尧邱璞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时滞性袁当期固定资

产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明显袁 不利于企业绩效

的提升[23]遥因此袁为探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体育用

品制造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袁 本文引入 Fixed 这一

变量遥
GDP 变量是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袁进行估计

时采取对数形式袁 反映了该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

人民生活质量遥
Urban Wage 变量是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

均工资袁进行估计时采取对数形式遥城镇单位即城镇

地区非私营法人单位袁具体包括国有单位尧城镇集体

单位尧股份制经济企业尧外商投资经济企业等袁所涉

及行业主要为建筑业尧制造业尧金融业尧科技业尧批发

零售等袁 这一变量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区规模企

业整体盈利能力与经济实力遥钟华梅尧王兆红研究发

现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同比增速高于制

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速并且总体单

位劳动力成本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具有正向

影响[24]遥 因此袁本文将 Urban Wage这一变量加入模型遥
Education 变量是地区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占地

区总人数的比重遥卢馨发现员工的受教育程度与企业

的自主创新呈正相关关系 [25]袁汤二子尧孙振认为职工

学历对企业利润率和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26]遥 因此袁
本文引入 Education 这一变量袁 用来反映体育用品制

造企业所在地区的教育水平以及员工的受教育水平遥
着i 是方程随机扰动项遥
为确保指标选取的科学性袁 本文通过相关性矩

阵袁对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定量刻画袁见表 1遥
表 1 相关性矩阵

变量名称 Y TFP Year People Wage Sale Fixed GDP Urban Wage Education

Y 1.00 -0.23 0.22 0.21 0.14 0.01 0.18 0.12 0.09 -0.12

TFP -0.23 1.00 -0.07 -0.30 0.39 -0.01 -0.02 -0.02 -0.22 0.10

Year 0.22 -0.07 1.00 0.32 0.10 -0.10 0.15 0.10 0.16 0.07

People 0.21 -0.30 0.32 1.00 0.03 -0.28 0.02 -0.01 0.43 -0.03

Wage 0.14 0.39 0.10 0.03 1.00 -0.14 0.07 0.00 0.31 0.03

Sale 0.01 -0.01 -0.10 -0.28 -0.14 1.00 0.00 0.08 -0.05 -0.02

Fixed 0.18 -0.02 0.15 0.02 0.07 0.00 1.00 0.42 -0.04 0.51

GDP 0.12 -0.02 0.10 -0.01 0.00 0.08 0.42 1.00 -0.03 0.30

Urban Wage 0.09 -0.22 0.16 0.43 0.31 -0.05 -0.04 -0.03 1.00 0.04

Education -0.12 0.10 0.07 -0.03 0.03 -0.02 0.51 0.30 0.0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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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袁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 0.8袁各变

量之间基本是相互独立的袁 因此不需要剔除指标和

考虑其中的交错关系遥

利用 SPSS软件分析内销企业和出口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均值尧标准差尧方差尧偏度和峰度袁本文按

照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同将出口企业

分为 4 类袁 分别为院0%~25%尧25%~50%尧50%~75%尧
75%以上的企业袁见表 2遥

从均值来看袁 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越

大袁体育用品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越低曰偏度介于 0.5

到 1 之间袁呈中等偏态分布曰峰度均大于 0袁说明观

表 2 内销企业和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描述性统计

数据来源院2013 年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曳

统计量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偏度 峰度

547 4.5657 0.8826 0.779 0.081 0.326

出口企业 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 0%~25% 622 4.1611 0.8107 0.657 0.507 0.569

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 25%~50% 533 4.1071 0.7862 0.618 0.506 0.773

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 50%~75% 479 4.0944 0.7663 0.587 0.532 0.935

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 75%以上 409 4.0738 0.7605 0.578 0.511 0.976

内销企业

测值比较集中袁 出口占比相近的企业生产率差别不

大袁但是随着出口占比增加袁峰度也逐渐增加袁说明

出口占比较大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间的生产率差异

更大遥 总之袁内销企业的生产率明显高于出口企业袁
而且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越大生产率越

低袁 也就是说生产率越低的企业越倾向于将产品出

口到国际市场袁 可初步验证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

存在野生产率悖论冶遥

运用 Stata 软件袁 将 1 169 个样本的 6 个变量的

数据分别代入到 Probit和 Logit模型中进行检验渊表 3冤袁
以确保模型的稳定性遥
表 3 企业层面对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参与出口行为

的影响因素

注院*** 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Probit 和 Logit 模型是现阶段国际尧 国内经济研

究中广泛成熟运用的回归方法袁 其中被解释变量 Y

是一个 0,1 变量袁是典型的非线性模型遥 事件发生的

概率是依赖于解释变量袁即 P渊Y=1冤=f渊X冤袁即 Y=1

的概率是关于 X 的函数袁其中 f渊.冤服从标准正态分

布遥 在本文的具体研究中袁 模型反映的是企业出口

渊Y=1冤 概率与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之间的联系袁理
论上可以真正野发现冶两者间的关系遥 下文所论述的

所有结论均是基于 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曳2013 年

数据得出遥
基本的估计结果如表 3 显示院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渊TFP冤估计系数 Probit 和 Logit 显示均显著袁且为

负值遥 说明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而言袁生产率

低的企业选择出口的概率更大袁 生产率高的企业

反而会选择将产品投放国内市场销售袁 这进一步

验证了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出口存在 野生产率

悖论冶遥
在进行各变量的具体分析前袁 笔者认为有必要

对模型中的 P 值进行解释遥 本文中的 P 值是客观

的袁专指计量经济学中 T 统计量对应的 P 值袁故渊T
统计量的冤P 值与一般意义上的 P 值野概率冶定义稍

有区别袁是指野在运用相同数据尧软件和分析方法时袁
在统计学意义上渊任何研究者重复任意多次实验冤判
断因变量与自变量呈现表中所示相关性的出错概率

渊对于每个研究者和每次实验来说冤均小于 1%遥 冶一
般来说在经济学研究范式中袁 这可以作为判断二者

呈负相关的显著性依据袁P 值越小袁 表明结果越显

著遥 1%尧5%尧10%是学界广泛认可且约定俗成的置

信区间遥
企业经营年限渊Year冤系数为正袁且在 1%的水平

Probit 模型 Logit 模型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Error Coefficient Std.Error

C -2.0680*** 0.7217 -3.4458*** 1.2202

TFP -0.5707*** 0.0571 -0.9603*** 0.0997

Year 0.5760*** 0.1050 0.9310*** 0.1763

People 0.2406*** 0.0572 0.3989*** 0.0959

Wage 0.5537*** 0.0590 0.9246*** 0.1021

Sale 0.1333*** 0.0399 0.2304*** 0.0679

Fixed -0.1637*** 0.0319 -0.2702*** 0.0536

观测值 1 169 1 169 1 169 1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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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显著袁 说明企业的经营时间越长袁 出口的概率越

大遥 企业的经营时间越长袁积累的国内外经验尧营销

网络和渠道就越多袁技术创新产出不断增强袁这将会

进一步降低出口成本袁扩大直接出口的规模 [27-28]遥 员

工数量渊People冤系数为正袁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袁
这意味着员工数量越多袁 企业参与出口行为的可能

性越大遥 刘秀玲研究发现员工数量尤其是技术员工

数量会促进制造业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袁 且在

所有研究因素中影响弹性最大 [28]遥 员工的工资水平

渊Wage冤对企业出口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遥 许明

研究也发现提高劳动报酬有利于企业出口并提高产

品质量 [29]遥 企业销售额渊Sale冤估计系数均为正袁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袁说明企业销售额越高袁企业出口

的概率越大袁这一结果同何钰子 [21]的研究结果一致遥
最后袁在 Probit 和 Logit 模型中发现企业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渊Fixed冤系数为负袁也就是说体育用品制造企

业的固定资产总额越大反而会将产品内销袁 并且该

结果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遥余东华尧邱璞认为固定资产

投资具有时滞性袁 当期投入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会降

低企业绩效袁影响企业发展 [23]遥

表 4 是在表 3 方程中加入城市层面的影响因素

之后袁 使用 Probit 模型对方程重新估计得到的 4 个

结果遥 模型 1 和模型 4 中显示 GDP 的系数为正袁并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袁 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

促进当地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出口遥 我国学者龚向

明发现经济规模的变动可以影响出口企业的广度边

际[30]袁吕延方等人发现袁出口贸易可以显著增加城乡

居民收入袁 而较高的收入水平反过来又会带动居民

的消费水平袁提高消费能力和扩大需求袁从而促进企

业不断扩大生产 [31]遥
根据模型 2 和模型 4 可以发现袁 城镇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渊Urban Wage冤会促进体育用品制造企

业的出口袁 地区规模企业整体盈利能力与经济实力

较强对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出口具有积极影响袁 这一

结果同我国学者钟华梅尧王兆红的研究结果一致 [24]遥
模型 3 和模型 4 中 Education 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并

在 1%的水平上显著袁说明地区教育水平尧员工的文

化水平和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是否出口呈负相关遥 长

期以来袁 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基本以劳动密集型产品

为主[32]袁对生产工人的学历水平往往没有太高要求袁
因此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企业袁 员工教育

水平普遍偏低遥

表 4 城市层面对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参与出口行为的

影响因素

注院***尧**尧* 分别表示在 1%尧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曰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5 显示了表 4 中各个模型相对应的边际效

应袁代表了企业出口概率与各自变量间的关系遥 表 5

模型 1 到模型 4 所示院企业的经营年限渊Year冤尧员工

数 渊People冤尧 人均工资水平 渊Wage冤尧 企业销售额

渊Sale冤4 个指标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为正袁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曰企业的生产率渊TFP冤和企业固定

资产渊Fixed冤对企业的出口带来消极影响曰地区人均

GDP尧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渊Urban Wage冤提
高袁会增加企业的出口概率曰地区本专科在校学生占

比渊Education冤与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出口的概率呈

负相关遥 表 5 中各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与表 4 的估计

结果一致遥
此外袁从数值来看袁总体来说城市层面因素对于

体育用品制造业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程度更大袁反
映出企业外部条件在我国现阶段体育用品制造业企

业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遥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C -3.2121*** -7.6919*** -1.2974* -6.7394***

渊0.7688冤 渊1.8563冤 渊0.7578冤 渊1.8892冤
TFP -0.5593*** -0.5685*** -0.5517*** -0.4995***

渊0.0575冤 渊0.0573冤 渊0.0574冤 渊0.0584冤
Year 0.5116*** 0.5439*** 0.6120*** 0.5179***

渊0.1068冤 渊0.1057冤 渊0.1059冤 渊0.1090冤
People 0.2434*** 0.2441*** 0.2335*** 0.2322***

渊0.0575冤 渊0.0574冤 渊0.0576冤 渊0.0587冤
Wage 0.5360*** 0.5538*** 0.5428*** 0.4945***

渊0.0598冤 渊0.0593冤 渊0.0590冤 渊0.0606冤
Sale 0.1285*** 0.1202*** 0.1308*** 0.1079***

渊0.0401冤 渊0.0402冤 渊0.0401冤 渊0.0410冤
Fixed -0.1519*** -0.1602*** -0.1538*** -0.1164***

渊0.0323冤 渊0.0321冤 渊0.3220冤 渊0.0329冤
GDP 0.7022*** 1.2511***

渊0.1572冤 渊0.1989冤
Urban Wage 0.5325*** 0.4271**

渊0.1616冤 渊0.1740)
Education -0.4951*** -1.1986***

渊0.1399冤 渊0.1684冤
观测值 1 169 1 169 1 169 1 169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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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参与出口行为影响因素的边

际效应

注院***尧**尧* 分别表示在 1%尧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曰
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长期以来袁 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基本以劳动密集

型产品为主 [32]袁而体育用品制造业分类下的训练健

身器材制造渊2 423 家冤企业需要投入较多的资本袁易
使其回归结果与其他企业不同遥因此袁本文去掉训练

健身器材制造企业袁 对余下 1 068 家企业数据样本

重新估计袁结果如表 6遥 其中袁模型 1-4 为在企业层

面和城市层面的回归结果以及边际效应袁 估计结果

仍显著且与前文基本一致遥
此外袁本文对 1 169 个数据样本进行 OLS 估计袁

基本结果为模型 5 和模型 6袁 结果与前文得出的结

果一致遥 因此袁本文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遥

本文基于 2013 年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出口现

实袁通过对企业生产率的分析袁发现我国体育用品制

造企业存在野生产率悖论冶袁即生产率高的企业倾向

于将产品内销袁 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则选择将产品出

口遥我国体育用品内销企业在保持高生产率尧巩固国

内市场的同时袁应及时搜集国外市场的信息袁正确分

析将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可能遭遇的竞争和风险袁
凭借自身高生产率优势袁努力开拓国际市场[33]遥体育

用品出口企业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袁 要保证产品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TFP -0.1866*** -0.1912*** -0.1852* -0.1600***

渊0.0169冤 渊0.0169冤 渊0.0170冤 渊0.0170冤
Year 0.1707*** 0.1829*** 0.2054*** 0.1658***

渊0.0346冤 渊0.0343冤 渊0.0340冤 渊0.0339冤
People 0.0812*** 0.0821*** 0.0784*** 0.0743***

渊0.0188冤 渊0.0189冤 渊0.0189冤 渊0.0184冤
Wage 0.1789*** 0.1863*** 0.1822*** 0.1583***

渊0.0180冤 渊0.0178冤 渊0.0177冤 渊0.0178冤
Sale 0.0429*** 0.0404*** 0.0439*** 0.0346***

渊0.0132冤 渊0.0134冤 渊0.0133冤 渊0.0130冤
Fixed -0.0507*** -0.0539*** -0.0516*** -0.0373***

渊0.0105冤 渊0.0104冤 渊0.0104冤 渊0.0104冤
GDP 0.2343*** 0.4006***

渊0.0512冤 渊0.0607冤
Urban Wage 0.1791*** 0.1368**

渊0.0538冤 渊0.0553)
Education -0.1662*** -0.3838***

渊0.0463冤 渊0.0508冤
观测值 1 169 1 169 1 169 1 169

表 6 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参与出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稳健性检验

注院***尧** 分别表示在 1%和 5%的水平上显著曰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Probit 模型 边际效应 OLS 回归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C -2.2602*** -7.4075*** - - -0.2088 -1.7372***

渊0.7680冤 渊2.3935冤 - - 渊0.2495冤 渊0.6256冤
TFP -0.5381*** -0.4713*** -0.1855*** -0.1538*** -0.1961*** -0.1648***

渊0.0645冤 渊0.0654冤 渊0.0198冤 渊0.0196冤 渊0.0186冤 渊0.0189冤
Year 0.5505*** 0.5056*** 0.1898*** 0.1650*** 0.1924*** 0.1636***

渊0.1113冤 渊0.1151冤 渊0.0374冤 渊0.0368冤 渊0.0353冤 渊0.0346冤
People 0.2341*** 0.2243*** 0.0807*** 0.0732*** 0.0809*** 0.0734***

渊0.0622冤 渊0.0616冤 渊0.0203冤 渊0.0198冤 渊0.0187冤 渊0.0182冤
Wage 0.5215*** 0.4610*** 0.1798*** 0.1504*** 0.1871*** 0.1600***

渊0.0637冤 渊0.0661冤 渊0.0198冤 渊0.0201冤 渊0.0186冤 渊0.0188冤
Sale 0.1376*** 0.1085** 0.0475*** 0.0354** 0.0468*** 0.0371***

渊0.0419冤 渊0.0429冤 渊0.0142冤 渊0.0138冤 渊0.0138冤 渊0.0134冤
Fixed -0.1450*** -0.1035*** -0.0500*** -0.0338*** -0.0538*** -0.0357***

渊0.0343冤 渊0.0359冤 渊0.0116冤 渊0.0116冤 渊0.0107冤 渊0.0109冤
GDP 1.2511*** 0.3968*** 0.4106***

渊0.2109冤 渊0.0698冤 渊0.0621冤
Urban Wage 0.4271** 0.1569** 0.1448***

渊0.1820冤 渊0.0734冤 渊0.0582)
Education -1.1986*** -0.3818*** -0.4044***

渊0.1946冤 渊0.0620冤 渊0.0607冤
观测值 1 068 1 068 1 068 1 068 1 169 1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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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国际需求的有机结合袁 利用已有的国际知名度

和影响力袁争取更高的市场份额遥
从企业层面来看袁 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经营时间尧

员工数量尧人均工资水平尧企业销售额对企业的出口参

与行为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袁 而固定资产投资规

模将会抑制企业出口遥 劳动力密集型的体育用品制造

企业袁尤其是以制造运动服装尧运动鞋为主的企业袁应
在做大做强的前提下袁向做优转变袁重点加大产品科研

投入和企业引进人才的力度袁 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水

平袁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遥资本密集型的体育用品制

造企业袁尤其是以制造训练健身器材为主的企业袁应当

综合考虑企业发展现状袁 正确分析国内国际体育产业

动向和投融资形式袁 合理规划企业投资规模和经营行

为遥总之袁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应充分发挥人力和资本要

素的正向作用袁同时避免盲目扩张与过度投资遥
从城市层面来看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越高的地区袁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出

口的可能性较大袁而教育水平较高地区的体育用品企

业更倾向于内销遥在经济全球化和体育用品尤其是体

育器材及配件制造和运动防护用具制造等产品进出

口贸易日趋完善的国际形势下袁各地区政府应充分利

用生产加工和销售体育用品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袁
制定符合当地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发展和出口的措施

以及人才引进政策袁加大投资和扶持力度[34]遥 因地制

宜培育尧发展与当地经济技术水平相适应的体育用品

进出口企业袁形成既有梯度区分又能良好融入当地产

业结构的特色体育用品企业群遥在我国经济新常态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袁为不断增强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和话

语权袁必须有针对性地尧逐步地提高地区教育水平和

基础设施投入袁同时引导资金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袁推动地区企业转型升级遥

本文选取了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以及纺织服装

制造中运动服装和运动鞋的企业数据袁 这已是笔者

能够得到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曳的最新数据和最全

面的企业样本遥当然袁数据滞后和分析仍有空间是本

文研究中存在的客观问题袁但基于上述分析袁笔者认

为选取的数据和得到的基本结论仍然是科学有效且

具有相关参照依据的遥 此外袁 由于分析范式是科学

的袁 研究至少能够反映出我国在本文研究时段内体

育用品出口企业的经济逻辑袁 能够一定程度上对现

在的体育用品出口起到借鉴作用遥 笔者将在中国工

业企业数据库更新后袁通过细化的企业性质尧经营范

围等系统分类和更完善的回归和检验方法对该研究

进行进一步的拓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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