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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
二元边际影响研究

高小龙，董银果

（华东理工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237）

摘 要 采用 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基于“企业‒产品‒目的国”维度区分企业

出口的广度和深度，分析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农

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要强于扩展边际，对出口扩展边际促进作用

强弱依次表现为：老产品出口至新市场 ln em1>新产品出口至老市场 ln em2>新产品出口至

新市场 ln em3；此外，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企业异

质性和区域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主要通过“声誉溢价效

应”和“竞争集聚效应”两条途径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由此提出培育良好农产品地区质

量声誉，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等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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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产品出口成效显著，出口额由 2001年的 160.5亿美元增加到 2021年的

843.5亿美元，年均递增 8.75%，实现了出口的持续增长。然而，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中相继发生的

“氯霉素”“毒水饺”“宠物饲料”等事件，引发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出口食品、农产品的“声誉”信任危机，

导致中国农产品在出口目的国市场频频遭受各种技术或非技术性贸易壁垒。比如，在美国FDA、欧

盟快速预警系统以及日本通产省的拒绝、通报和扣留的进口农产品名单中中国农产品始终位列榜

首[1]。因此，如何提升中国农产品出口过程中的经济抗风险能力，维持中国农产品出口可持续增长，

是当前中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

微观结构，进而更好为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的出口决策调整提供政策参考。

农产品受产地气候、土壤、水质等特殊地理因素影响，生产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经过长期的

生产积累和消费者的市场认可，形成一种良好地区质量声誉。比如，吐鲁番葡萄、烟台红富士苹果等

都是良好地区质量声誉的典型。拥有良好地区质量声誉的农产品生产地既是中国国内市场高质量

农产品的供给地，也是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创汇区。2017年 11月，国家发改委、原农业部、国家林业局

联合印发了《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到 2020年，围绕粮经、园艺、畜产、水产、林产五

大类，创建 300个左右国家级特优区，打造一批“中国第一、世界有名”的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促进特色

农产品出口。2017-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反复强调，实施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提升行动，扩大高

附加值农产品出口以及推进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建设，创响一批“土字号”“乡字号”特色农产品品

牌。因此，地理标识和原产地认证现已成为中国政府推进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建设的重要环节，通

过地区质量声誉的培育提高具备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差异化农产品的贸易比较优势，进而帮助出口

企业获得较高的市场回报。例如，平谷大桃于 2002年通过地理标识认证，认证后其价格比普通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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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出 30%~100%，2004年平谷大桃出口占中国新鲜桃子出口的 40%①；又如，以 2016年为例，在中国

农产品贸易逆差达 2500亿元的情况下，区域性特色农产品仍然实现较大顺差，其中蔬菜 920亿元、水

产品 730亿元、水果 85亿元、茶叶 98亿元。由此可见，培育良好的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将成为推动农

产品出口贸易稳定发展的重要引擎。

那么，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会如何影响农产品出口贸易，尤其是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会产生怎

样的影响？本文结合异质性企业理论，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从而为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培育和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一、文献综述

针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研究较为丰富，且早期文献大多关注农产品出口增长方式。有

学者指出，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是依靠集约边际[2⁃4]，但不同类型的出口目的国集约边际存在很

大的差异，如张宇青等[5]发现中国对发达国家农产品出口集约边际的增长要低于欠发达国家。也有

学者指出，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是依靠扩展边际，如黄杰等[6]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出口二元边际波动较大，出口增长主要是依靠扩展边际。丁存振等[7]发现中国对越南、欧盟、美国市

场出口增长也是依靠扩展边际。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诸多影响农产品贸易二元边际的因素也受到关

注，如鲍晓华等[8]发现进口国的SPS措施能显著抑制中国农产品集约边际扩张；朱晶等[9]认为贸易便

利化有效提升了中国农产品出口广度和深度；杨逢珉等[10]指出贸易成本、进口国相对农业生产率均对

中国农产品出口东盟市场二元边际增长存在负向作用。

随着全球“硬实力”竞争空间的不断压缩，各国越来越重视对自身“软实力”的培育和强化[11]。声

誉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软实力”的外在表现，具备质量信息传递作用，通过有效缓解消费市场信息

不对称，进而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日益关键作用[12]。有研究发现，在不被施加任何约束条件下，国家质

量声誉能有效提升企业出口利润总额[13]。刘洪铎等[11]进一步探讨了国家声誉对出口二元边际影响，

发现其对来源国出口扩展边际影响显著，而对集约边际影响则比较微弱或不显著。叶迪等[14]针对地

区质量声誉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地区质量声誉通过提高价格和销售量增加了企业出口绩效。

目前，中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着较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如何发挥出质量声誉等“软实力”对其出

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十分关键。现有相关文献中大多聚焦于国内市场声誉视角，探讨具有良好声誉的

农产品如何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例如，张耕堂等[15]强调本土品牌在知名度、质量和性价比方面的评

价越高，消费者就越倾向于购买本土农产品；周小梅等[16]认为区域声誉溢价效应能够激励农户向市场

提供优质安全农产品；周洁红等[17]认为政府对相关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公示是公众获取食品安全信息

的重要渠道，也是食品生产者采取认证传递质量信号与进行安全生产的主要外部激励。此外，谢众

民等[18]从信息披露视角出发，认为国外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提升了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信息披露能

力，有助于缓解质量信息不对称，却对中国苹果及大蒜的出口概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且对苹果出口

贸易量也存在显著抑制作用。由此可见，上述文献均已意识到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声誉对消费者购买

决策及出口贸易额增加会存在显著影响，但鲜有文献能直接将地区质量声誉与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

结合起来研究。只有个别文献探讨了地区质量声誉对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19]，或者地理标识认证

下的地区质量声誉对农产品企业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20]，但其并没有对出口贸易增长作进一步细分，

且研究仅以中国食品加工企业为对象，并不完全代表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全貌。

因此，本文基于海关数据库中的微观企业数据，以全部农产品出口企业为样本，基于“企业-产

品-目的国”维度，探讨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从而探索影响中国农产品

出口二元边际的新因素。

① 数据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局网页。https：//www.wipo.int/ipadvantage/en/details.jsp？id=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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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声誉溢价效应

在作为经验品和信任品的农产品市场，良好的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有着较强的信号显示作用[16]。

地区质量声誉越高，则消费者越容易信任该农产品，形成积极的情感认知[21]，激发消费者更为强烈的

溢价支付意愿[22]。随着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增强，一方面，消费者会对该类农产品进行多次购买，甚至

推荐他人购买[23]，从而提升了农产品在原有出口市场中的份额，实现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扩张；另一

方面，良好地区质量声誉的农产品为生产原料投入生产的其他种类农产品（衍生品），因存在“晕轮效

应”，消费者也会增强对此类农产品的认可度，既增加了原有农产品出口，也促进了新种类农产品出

口，实现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扩张。

此外，对于出口企业而言，消费者愿意支付较高的溢价，则意味着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销售收

入，有助于提高企业经营利润额。随着企业经营利润的不断增加，生产企业有着更强的意愿扩大生

产规模，实现出口量的增加，从而推动企业出口集约边际扩张。然而对于特定目的国市场而言，其短

期内市场消费承载力增长幅度是有限的。这迫使出口企业积极寻求其他的目的国市场，从而提升了

企业出口新市场维度下的扩展边际。同时，企业经营利润的增加可促使企业增加新产品的研发资金

投入，帮助企业实现其他种类农产品的培育和种植，推动企业实现农产品出口多元化，提升了企业出

口新产品维度下的扩展边际。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良好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有助于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获取较高的价格溢价，提高企业经

营利润，进而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扩张产生积极影响，即“声誉溢价效应”。

2.集聚竞争效应

良好的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通过塑造农产品的差异化提高了相关生产者的利润，高利润有效吸

引生产及出口同类农产品的企业进入该地区，从而促使企业集聚行为发生[24]，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生产地理集聚。随着农产品生产企业在同一地区相同行业内的不断集聚，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压

力增大，企业不得不进行质量创新并不断吸收区域内同行企业的技术溢出，这有助于增强企业农产

品生产能力，推动企业扩大农产品出口规模[25]，促进企业出口集约边际扩张。同时，受地区资源禀赋

的限制，区域竞争压力增大会促使企业不断地培育、种植及出口其他种类农产品—即地区质量声誉

的衍生品，提升企业出口新产品维度下的扩展边际。（2）出口市场集聚。拥有海外市场信息、技术和

母国分销渠道优势的跨国企业聚集行为会促使周边企业获得跨国企业的外溢效应而降低进入海外

市场的准入门槛[26]，从而极易诱发企业向同一海外市场出口，形成出口市场的聚集。随着同一出口市

场中出口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增大，迫使企业积极开拓新的市场，通过市

场多元化积极应对挑战，进而提升了企业出口新市场维度下的扩展边际。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

假设：

H2：良好的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能够诱发企业集聚行为，推动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吸收、新

产品开放及贸易市场转移等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最终推动企业实现出口二元边际扩张，即“集聚竞

争效应”。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将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界定为集约边际（即老产品出口至老市场）和

扩展边际，并进一步将扩展边际细分为 3个方面，即老产品出口新市场 ln em1、新产品出口老市场

ln em2以及新产品出口新市场 ln em3。

1.模型构建

本文在毛其淋等[27]的模型基础上进行拓展，具体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n yeit= α0+ α1 ln repeijdt+ α2 ln freeit+ α3 ln ageeit+ δt+ δi+ εe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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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e，i，j，d，t分别表示地区、企业、产品、出口目的国和年份，ln yeit表示 t年 e地区企业 i的出

口状况，包括集约边际 ln im、扩展边际（ln em及其细分的三个方面 ln em1、ln em2、ln em3）等 5个变量①，

分别取对数。ln repeijdt是地区质量声誉指标。ln numeit、ln ageeit是控制变量，ln freeit是企业年度出口频

率，用 t年 e地区内企业 i出口的次数累计值来表示；lnageeit是企业 i出口存续年度，用企业在 2000-
2015年之间的出口年度数表示；δ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δi表示企业固定效应，εeit表示随机误差项。

关于核心解释变量地区质量声誉的测度，因为地区质量声誉是农产品历史质量的结晶，是基于

过去消费者对该地区农产品质量的感知和认可。而农产品作为生物活性很强的快消品，其往往会在

短时间内就被消耗，从而消费者能够较快地感知出其产品质量，这也是其不同于工业品的一个重要

消费特征。因此，本文认为农产品在出口的当期就会形成良好的地区质量声誉，基于此，本文以地级

市层面为依据，采用本地区除去本企业外其他全部企业出口到同一目的国的HS8分位编码农产品加

权平均质量作为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指标②，计算参见公式（2）：

repeijdt=∑ i≠ r βeijdt qualityeijdt （2）
其中，权重 βeijdt表示企业 i的出口市场份额，具体定义为 e地级市企业 i在 t年出口农产品 j到目的

国d的出口规模占同年该地区扣除企业 i之外出口同一产品到同一目的地的出口总额的比值，具体计

算参考公式（3）。而针对 quality的计算，本文主要采用Khandelwal等[28]事后推理的思路来测算企业

农产品出口质量，这里不再赘述。

βeijdt=
Exportvalueeijdt

∑g≠ iExportvalueegjdt
（3）

2.数据处理与样本描述

本文农产品贸易数据主要来自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了所有HS8分位编

码进出口数据，包括金额、数量、原产国（进口）/目的国（出口）、企业名称、企业类型和贸易方式等。

本文数据处理过程如下：（1）先删除进口产品样本，并参考施炳展的做法[29]，剔除剩余样本中信息缺失

样本，包括没有企业名称、出口目的国以及产品名称的数据；（2）根据联合国网站提供的转换码，调整

HS编码，使 2002年前后一致，并将月度数据合并为年度数据；（3）鉴于本文分析的农产品是指海关协

调编码制度前 24章，即HS01-HS24，因此去掉HS8位编码大于等于 25000000的产品样本；（4）剔除

单笔交易规模在 50美元以下或数量单位小于 1的样本，并针对同一产品编码下某些产品可能具有多

种数量计数单位这种情况，为了保证价格可比性，仅保留同一产品编码下计数单位最多的样本量。

为了更加直观有效地观测实证样本，本文分别针对全样本、企业异质性样本、区域异质性样本做

描述性统计，具体见表1和表2。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

表 3列（1）-（2）的回归结果表明，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要大于

扩展边际，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对于生产地域性很强的农产品而言，受资源禀赋、生产技术等条件

限制，其他种类农产品在短期内难以适应于该区域的生产环境，进而导致出口扩展边际扩张不明显；

另一方面，良好的地区质量声誉有助于农产品在国外市场形成竞争优势，获取额外的声誉溢价，会促

使具有一定生产率优势的出口企业更加偏向于集中资源巩固现有核心产品或者更具竞争力的少数

① 具体举例来讲，假设 t年时企业仅有产品a出口到目的国n，在 t+1年时企业又同时出口产品a和b到目的国m和n，那么 t+1年
与 t年相比较，企业出口产品到 a目的国 n的行为被称为老产品出口至老市场，企业出口产品 a到目的国m的行为被称为老产品

出口至新市场，企业出口产品b到目的国n的行为被称为新产品出口至老市场，企业出口产品 b到目的国m的行为被称为新产品

出口至新市场。

② 本文对于地区内首次出口的新产品所对应地区质量声誉指标采用同行业内其他种类农产品质量均值的滞后一期值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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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市场地位[30]，从而不利于扩展边际的提升。

进一步比较列（3）-（5）的回归结果，发现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不同类型的扩展边际扩张均存

在显著促进作用，且作用大小依次为：老产品出口新市场 ln em1>新产品出口老市场 ln em2>新产品

出口新市场 ln em3，即良好的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更容易激发企业出口目的国市场的扩张。其可能

原因在于：一方面，农产品出口企业在良好地区质量声誉作用下更易发生聚集行为，尤其是在出口市

场中的企业集聚必然会对企业出口市场份额产生较强的“挤出效应”，从而迫使部分企业被动地开拓

新的国际市场；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日益密切，加之

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具备良好声誉或口碑的农产品更容易在各国市场实现信息传递，从而更有利

于促进开拓新市场。因此，集聚下的外在市场势力和内在竞争压力更容易推动企业实现农产品出口

扩展边际 1( ln em1）的扩张。此外，地区质量声誉对于企业出口新产品到老市场促进作用也较大，这

主要是因为随着企业在国外市场出口经验及出口份额不断增加，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会不断提升，

企业更有能力在国际市场生产和销售其他种类农产品。且在良好地区质量声誉“溢出效应”作用下，

已出口海外市场的消费者也更愿意认可原有企业的新出口农产品，进而降低了新出口农产品的市场

表1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ln im
ln em
ln em1
ln em2
ln em3
ln repeijdt
ln freeit
lnageeit
ln p
ln comp

观测值

464078
252512
87225
108732
56555
716585
716585
716585
716585
716585

均值

10.552
9.299
10.018
8.715
9315
0.005
2.766
1.031
0.984
0.742

标准差

2.296
2.335
2.003
2.446
2.280
0.144
1.0405
0.821
1.618
1.019

最小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733
0.000
0.000
-12.506
0.000

最大值

20.051
19.382
18.733
18.285
19.382
1.383
6.284
3.178
16.749
6.428

表2 企业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ln im
ln em
ln em1
ln em2
ln em3

变量

ln im
ln em
ln em1
ln em2
ln em3

变量

ln im
ln em
ln em1
ln em2
ln em3

东部地区企业样本

观测值

384786
201134
69200
87704
44230

西部地区企业样本

观测值

33851
721237
7743
8381
5113

私营企业样本

观测值

128326
86521
27313
37494
21714

均值

10.506
9.240
9.941
8.683
9.250

均值

10.693
9.423
10.222
8.689
9.416

均值

10.505
9.108
10.050
8.408
9.132

标准差

2.297
2.347
2.017
2.464
2.294

标准差

2.271
2.284
1.937
2.371
2.219

标准差

2.140
2.234
1.838
2.285
2.158

最小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最小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最小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最大值

20.051
19.382
17.701
18.285
19.382

最大值

18.577
18.431
18.431
17.684
16.583

最大值

18.250
17.244
17.244
17.056
16.848

中部地区企业样本

观测值

40971
26411
8156
11808
6447

国有企业样本

观测值

162205
87859
24540
44048
19271

外资企业样本

观测值

131171
51134
23390
18391
9353

均值

10.779
9.488
10.260
8.904
9.658

均值

10.068
9.061
9.896
8.563
9.135

均值

11.100
9.773
9.971
9.509
9.795

标准差

2.319
2.289
1.972
2.362
2.225

标准差

2.294
2.314
1.998
2.375
2.232

标准差

2.334
2.455
2.202
2.690
2.523

最小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最小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最小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最大值

19.585
18.733
18.733
17.535
16.862

最大值

19.585
18.733
18.733
18.285
17.538

最大值

18.621
17.577
17.538
17.577
1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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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门槛，从而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 2（ln em2）的提升作用也较强。而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

口扩展边际 3( ln em3）的提升作用最小，则主要是因为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无论是培育、出口一种新的

农产品，还是开拓一个新的出口市场，均需要支付较高的成本。而两者要想同时进行，则对于一般普

通企业而言短期内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有这种可能性的也就仅仅集中在少数几个大规模出口企

业。因此，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3的提升作用最小。

对于控制变量而言，ln freeit对出口集约边际的作用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而对出口扩展边际的作

用系数则显著为负，这主要是因为：企业每次在运输产品过程中不仅需要支付运输成本，还有可能会

支付一定的存货成本，这些均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31]，进而对企业研发资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

不利于企业出口新的产品种类或者开拓新的目的国市场。因此，企业出口频率越高，其对出口扩展

边际越有可能存在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lnageeit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系数均显著为正，可能

原因在于：一般而言，企业创立及出口时间越长，企业所获得的管理、技术及出口经验越丰富，越有利

于出口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及出口目的国市场的拓展，进而推动企业出

口二元边际扩张。

2.稳健性检验

为了解决基准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固定效应模型进

行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从中可知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

用，且对集约边际提升作用更大。这说明在考虑异方差问题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依旧是稳健的。

3.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在不同企业类型的异质性影响

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相比，其在全球知名度、消费者对其产品质量辨识度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

异[20]。因此，为充分认识不同所有制企业样本下，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划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个子样本进行讨论。

表 5列（1）-（2）是国有企业样本回归结果，发现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国有企业出口集约边际

和扩展边际均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对集约边际促进作用更大。列（3）-（4）是私营企业样本回

归结果，发现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私营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且作用系数要小于国有企业，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无论是在政策扶持力度还是资金实力方面均要

比私营企业更具优势，导致良好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作用下，国有企业无论是在市场开拓，还是新产

品种植与研发等方面均要明显强于私营企业。

此外，列（5）-（6）是外资企业样本回归结果，发现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外资企业出口二元边

际提升作用均要弱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这主要因为：一方面，对于集约边际而言，相对于国内企

表3 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全样本）

出口边际

ln repeijdt

ln freeit

lnageeit

常数值

时间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N

R2

（1）
ln im
1.603***
(0.021)

0.010
(0.006)

1.239***
(0.004)

8.886***
(0.031)

控制

控制

464077
0.461

（2）
ln em
1.397***
(0.027)

-0.155***
(0.008)

0.885***
(0.008)

9.214***
(0.023)

控制

控制

252508
0.481

（3）
ln em1
1.528***
(0.056)

-0.039***
(0.014)

0.654***
(0.011)

9.756***
(0.045)

控制

控制

87225
0.451

（4）
ln em2
1.429***
(0.039.)

-0.241***
(0.014)

1.062***
(0.012)

8.834**
(0.045)

控制

控制

108728
0.516

（5）
ln em3
1.412***
(0.078)

-0.099***
(0.020)

0.853***
(0.023)

9.186***
(0.046)

控制

控制

56555
0.688

注：* 、**和***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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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外资企业在全球知名度更高，消费者对其产品质量有更高的辨识度[20]，这直接弱化了地区质量声

誉的积极促进作用，从而导致其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明显减弱；另一方面，对于扩展边际

而言，则主要是因为外资企业多是以大型跨国集团为主，本身和母国公司有着强大的供应链体系[32]，

其生产的产品更多的是要配套和满足供应链体系需求，难以自主决策出口多元化，从而导致其出口

扩展边际受地区质量声誉的提升作用要弱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

表 6是进一步针对三种不同的扩展边际分别作回归分析。其中，列（1）-（3）是国有企业样本回

归结果，研究发现地区质量声誉均对三种不同类型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且对企业出口新

产品到老市场的促进作用最强，这可能与国有企业较强的资金实力和政策扶持相关，进而更有助于

推动农产品的研发、种植。列（4）-（6）是私营企业样本回归结果，发现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三种

不同扩展边际同样均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扩展边际 2（ln em2）和扩展边际 3（ln em3）的作用系数

要小于扩展边际 1(ln em1），可能是因为私营企业本身在企业规模、生产力水平等方面不占优势，科研

人才聚集能力弱，企业研发能力相对较弱。私营企业为能积极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既会不断增加

研发投入，尽可能培育出新品种来增强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又会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避免来自

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过度竞争，从而发挥自身竞争优势。但私营企业因受资金匮乏、人才短缺及政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出口边际

ln repeijdt

ln freeit

lnageeit

常数值

时间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N

R2

（1）
ln im

1.413***
(0.060)

-0.028
(0.036)

1.246***
(0.029)

8.887***
(0.168)

控制

控制

464077
0.433

（2）
ln em

1.258***
(0.097)

-0.081**
(0.032)

0.826***
(0.067)

9.059***
(0.117)

控制

控制

252508
0.395

（3）
ln em-1

1.401***
(0.069)

0.048
(0.034)

0.599***
(0.039)

9.540***
(0.125)

控制

控制

87225
0.345

（4）
ln em-2

1.288***
(0.140)

-0.242***
(0.038)

1.013***
(0.071)

8.834***
(0.142)

控制

控制

108728
0.410

（5）
ln em-3

1.352***
(0.120)

-0.053
(0.043)

0.834***
(0.099)

8.995***
(0.055)

控制

控制

56555
0.306

表5 不同所有制企业样本回归结果（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出口边际

ln repeijdt

ln freeit

lnageeit

常数值

时间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N

R2

国有企业

（1）

ln im

1.658**
(0.034)

0.062***
(0.010)

1.178***
(0.007)

8.453***
(0.048)

控制

控制

162205
0.420

（2）

ln em

1.446***
(0.045)

-0.158***
(0.013)

0.923***
(0.013)

9.172***
(0.041)

控制

控制

87857
0.345

私营企业

（3）

ln im

1.605***
(0.041)

0.031***
(0.011)

1.107**
(0.008)

8.815***
(0.226)

控制

控制

128325
0.473

（4）

ln em

1.387***
(0.042)

-1.147***
(0.013)

0.737***
(0.012)

8.856***
(0.095)

控制

控制

86520
0.499

外资企业

（5）

ln im

1.525***
(0.042)

-0.051***
(0.013)

1.426***
(0.009)

9.071***
(0.078)

控制

控制

131171
0.378

（6）

ln em

1.260***
(0.026)

-0.180***
(0.021)

0.982***
(0.015)

9.574***
(0.051)

控制

控制

51133
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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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支持不够等因素影响[20]，上述两方面能力可能相对比较薄弱，从而导致作用系数减小。列（7）-（9）
是外资企业样本回归结果，发现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三种不同扩展边际扩张均存在正向促进作

用，且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但与国有企业及私营企业不同的是，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于 3种
类型的扩展边际的提升作用大小依次为扩展边际 1（ln em1）>扩展边际 3( ln em3）>扩展边际

2( ln em2）。

4.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在不同区域的异质性影响

中国不同地区的农业资源禀赋、资本吸纳能力、品牌管理能力、出口市场开拓能力都存在着较大

差异，这可能导致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因此，本文进

一步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三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其中，表 7列（1）-（2）是东

部地区企业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存在显著促

进作用，且对集约边际扩张的促进作用更大，和全样本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列（3）-（4）、列

（5）-（6）分别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企业样本回归结果，发现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均显著提升了两

表6 不同所有制企业样本回归结果（扩展边际三个维度）

出口边际

ln repeijdt

ln freeit

lnageeit

常数值

时间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N

R2

国有企业

（1）

ln em1
1.270***
(0.097)

0.036
(0.026)

0.661***
(0.020)

9.456***
(0.085)

控制

控制

24540
0.359

（2）

ln em2
1.587***
(0.060)

-0.238***
(0.021)

1.081***
(0.019)

8.934***
(0.071)

控制

控制

44046
0.352

（3）

ln em3
1.506***
(0.118)

-0.118***
(0.032)

0.937***
(0.036)

9.114***
(0.064)

控制

控制

19271
0.230

私营企业

（4）

ln em1
1.506***
(0.090)

-0.016
(0.022)

0.569***
(0.017)

9.949***
(0.196)

控制

控制

27313
0.396

（5）

ln em2
1.494***
(0.061)

-0.259***
(0.023)

0.853***
(0.021)

8.149***
(0.152)

控制

控制

37493
0.509

（6）

ln em3
1.239***
(0.122)

-0.057*
(0.032)

0.701***
(0.039)

9.213***
(0.271)

控制

控制

21714
0.361

外资企业

（7）

ln em1
1.723***
(0.114)

-0.095***
(0.033)

0.701***
(0.021)

9.968***
(0.092)

控制

控制

23390
0.322

（8）

ln em2
0.934***
(0.107)

-0.321***
(0.044)

1.236***
(0.027)

9.337***
(0.106)

控制

控制

18390
0.361

（9）

ln em3
1.652***
(0.244)

-0.060
(0.072)

0.947***
(0.059)

9.524***
(0.123)

控制

控制

9353
0.328

表7 不同区域企业样本回归结果（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出口边际

ln repeijdt

ln freeit

lnageeit

常数值

时间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N

R2

东部地区

（1）

ln im

1.573***
(0.023)

-0.010
(0.007)

1.228***
(0.005)

8.892***
(0.034)

控制

控制

384785
0.431

（2）

ln em

1.356***
(0.029)

-0.151***
(0.009)

0.896***
(0.008)

9.122***
(0.027)

控制

控制

201130
0.406

中部地区

（3）

ln im

1.935***
(0.097)

0.061***
(0.019)

1.0389
(0.015)

9.085***
(0.111)

控制

控制

40971
0.465

（4）

ln em

2.037***
(0.105)

-0.175***
(0.024)

0.847***
(0.023)

9.588***
(0.068)

控制

控制

26411
0.408

西部地区

（5）

ln im

1.816***
(0.087)

0.168***
(0.021)

1.196***
(0.016)

8.564***
(0.112)

控制

控制

33851
0.498

（6）

ln em

1.338***
(0.103)

-0.180***
(0.027)

0.841***
(0.025)

9.464***
(0.076)

控制

控制

21237
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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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内部企业的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且西部地区均小于中部地区。

表 8是进一步针对三个不同维度下出口扩展边际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3）是东部地区企业

样本回归结果，发现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三个维度的出口扩展边际均存在显著正向提升作用，且

对扩展边际 1（ln em1）的作用力最大。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市场机制发育更为成熟，受良好的农产

品地区质量声誉吸引，外商投资时会更倾向于选择东部地区。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所产生的“技术

溢出效应”和“竞争激励效应”，会推动东部地区内部企业积极应对竞争压力，加强其现有核心产品或

更具竞争力产品的市场地位，进而减缓新产品的研发及减少出口产品种类[33]，更多的专注于市场的巩

固、开拓，对企业出口农产品扩展边际 1的促进作用更大。列（4）-（6）和列（7）-（9）分别是中部地区

和西部地区企业样本回归结果，发现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中西部地区企业三种不同类型的出口扩

展边际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大小关系均为扩展边际 2（ln em2）>扩展边际 1（ln em1）>扩展边际

3（ln em3）。

5.中介效应检验

在理论分析中，本文针对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途径提出了两条研

究假设。为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的合理性，本文接下来分别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第一，对

于“声誉溢价效应”的检验，本文主要选取农产品出口价格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具体设定如下模

型（4）-（5）：

ln peijdt= α0+ α1 ln repeijdt+ α2 ln freeit+ α3 ln ageeit+ δt+ δi+ εeit （4）
ln yeit= α0+ α1 ln repeijdt+ α2 ln peijdt+ α3 ln freeit+ α4 ln ageeit+ δt+ δi+ εeit （5）

其中，ln peijdt是地区 e企业 i在 t年出口到目的国d农产品 j的价格，其余各个变量在上文中已做过

详细解释，这里不再赘述。表 9为“声誉溢价效应”的具体检验结果。首先，由列（1）可知，良好的农产

品地区质量声誉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农产品出口价格，这也与叶迪等的研究结论相一致[14]。其次，由

列（2）可知，企业的农产品出口价格越高，则企业出口集约边际越大。最后，由列（3）-（6）可知，企业

出口农产品价格越高，则企业出口扩展边际整体上越大。综上，理论分析中提出的研究假设H1是合

理的，即良好的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可实现价格溢价，提高农产品出口价格，进而提升企业出口二元

边际。

第二，对于“集聚竞争效应”的检验，本文主要借鉴程凯等的做法[34]，利用同一年度同一地区同一

行业内企业数目来衡量市场集聚竞争程度，具体模型设定如式（6）-（7）：

ln compekt= α0+ α1 ln repeijdt+ α2 ln freeit+ α3 ln ageeit+ δt+ δi+ εeit （6）
ln yeit= α0+ α1 ln repeijdt+ α2 ln compekt+ α3 ln freeit+ α4 ln ageeit+ δt+ δi+ εeit （7）

表8 不同区域企业样本回归结果（扩展边际三个维度）

出口边际

ln repeijdt

ln freeit

lnageeit

常数值

时间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N

R2

东部地区

（1）
ln em1
1.522***
(0.061)

-0.047***
(0.016)

0.667***
(0.012)

9.715***
(0.052)
控制

控制

69200
0.350

（2）
ln em2
1.359***
(0.042)

-0.237***
(0.016)

1.067***
(0.013)

8.760***
(0.051)
控制

控制

87700
0.427

（3）
ln em3
1.512***
(0.085)

-0.076***
(0.023)

0.836***
(0.026)

9.050***
(0.052)
控制

控制

44230
0.324

中部地区

（4）
ln em1
1.743***
(0.246)

0.008
(0.043)

0.599***
(0.035)

10.023***
(0.139)
控制

控制

8156
0.372

（5）
ln em2
2.245***
(0147)

-0.224***
(0.040)

1.030***
(0.038)

9.172***
(0.124)
控制

控制

11808
0.405

（6）
ln em3
1.638***
(0.297)

-0.214***
(0.061)

0.855***
(0.067)

9.695***
(0.129)
控制

控制

6447
0.309

西部地区

（7）
ln em1
1.471***
(0.184)

0.023
(0.044)

0.626***
(0.035)

9.672***
(0.137)
控制

控制

7743
0.398

（8）
ln em2
1.561***
(0.171)

-0.291***
(0.053)

1.020***
(0.042)

9.068
(0.152)
控制

控制

8381
0.435

（9）
ln em3
0.836***
(0.260)

-0.161***
(0.072)

0.909***
(0.079)

9.556***
(0.158)
控制

控制

5113
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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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n compekt是衡量市场集聚竞争程度的指标，k表示行业。表 10为“集聚竞争效应”的具体检

验结果。首先，由列（1）可知，良好的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能显著提高农产品出口企业所处行业的市

场集聚竞争程度。其次，由列（2）可知，企业所处行业市场集聚竞争程度越高，则企业出口集约边际

越大。最后，由列（3）-（6）可知，企业所处行业的市场集聚竞争程度越高，则其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

整体越大。综上，理论分析中提出的研究假设H2是合理的，即良好的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可提高企

业所处行业的市场集聚竞争程度，进而提升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1.结 论

本文具体研究了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提升作用大于扩展边际。将扩展边际进一步细

化，发现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其提升作用强弱依次表现为：老产品出口至新市场>新产品出口至

老市场>新产品出口至新市场。第二，按照企业所有制形式划分，发现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三种

不同类型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存在显著提升作用，且作用大小关系均表现为：国有企

表10 “集聚竞争效应”检验结果

出口边际

ln repeijdt

ln comp

ln freeit

lnageeit

常数值

时间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N

R2

（1）
ln comp
2.156***
(0.007)

0.016***
(0.002)
0.222***
(0.001)
0.326***
(0.010)
控制

控制

464077
0.6159

（2）
ln im
0.918***
(0.024)
0.318***
(0.004)
0.004
(0.006)
1.168**
(0.004)
8.782***
(0.031)
控制

控制

464077
0.4456

（3）
ln em
0.875***
(0.030)
0.244***
(0.006)
-0149***
(0.008)
0.848***
(0.007)
9.031***
(0.024)
控制

控制

252508
0.4138

（4）
ln em1
0.965***
(0.060)
0.285***
（0.012）
-0.033**
(0.014)
0.623***
(0.011)
9.607***
(0.046)
控制

控制

87225
0.3626

（5）
ln em2
0.869***
(0.043)
0.280***
(0.009)
-0.225***
(0.014)
1.007***
(0.012)
8.552***
(0.045)
控制

控制

108728
0.4313

（6）
ln em3
1.040***
(0.088)
0.164***
(0.017)
-0.093***
(0.020)
0.827***
(0.023)
9.049***
(0.048)
控制

控制

56555
0.3208

表9 “声誉溢价效应”检验结果

出口边际

ln repeijdt

lnp

ln freeit

lnageeit

常数值

时间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N

R2

（1）
lnp

1.620***
（0.015）

0.013***
（0.004）
0.344***
（0.003）
0.965***
（0.022）

控制

控制

464077
0.4439

（2）
ln im
0.835***
（0.020）
0.474***
（0.002）
0.003

（0.006）
1.076***
（0.004）
8.428***
（0.029）

控制

控制

464077
0.5211

（3）
ln em
0.703***
（0.026）
0.467***
（0.003）
-0.168***
（0.008）
0.719***
（0.007）
9.018***
（0.023）

控制

控制

252508
0.4666

（4）
ln em1
0.954***
（0.053）
0.548***
（0.006）
-0.047***
（0.013）
0.515***
（0.010）
9.325***
（0.043）

控制

控制

87225
0.4244

（5）
ln em2
0.649***
（0.038）
0484***

（0.004）
-0.268***
（0.014）-
0.855***
（0.011）
8.742***
（0.042）

控制

控制

108728
0.4906

（6）
ln em3
0.887***
（0.077）
0.326***
（0.008）
0.100***
（0.020）
0.729***
（0.023）
9.076***
（0.045）

控制

控制

56555
0.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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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此外，进一步针对三种不同扩展边际类型分析发现，对于国有企业而言，

新产品出口老市场>新产品出口新市场>老产品出口新市场；对于私营企业而言，老产品出口新市

场>新产品出口老市场>新产品出口新市场；对于外资企业而言，老产品出口新市场>新产品出口

新市场>新产品出口老市场。第三，按照不同区域进行划分，发现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东中西部

三个区域的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扩张同样均存在显著正向作用。此外，进一步针对三种不同的扩展边

际类型分析发现：对于东部地区企业而言，老产品出口新市场>新产品出口新市场>新产品出口老

市场；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新产品出口老市场>老产品出口新市场>新产品出口新市场。第

四，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良好的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可通过“声誉溢价效应”和“集聚竞争效应”

两方面作用途径来推动企业实现出口二元边际的扩张。

2.政策含义

本文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发现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是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所以政府需要通过积

极培育良好的地区质量声誉来推动出口规模增长。例如，地理标志农产品具有明显的地区质量信

号，各级政府应不断强化农产品地理标识和商标保护，努力创建一批“土字号”“乡字号”特色农产品

品牌，培育良好的区域公用品牌，积极推动声誉优势的发挥。第二，西部地区仍然是中国农产品出口

的薄弱地区，尤其是对于新市场的拓展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可以注重吸引技术

密集型企业和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外资企业，通过提供更优惠的税收政策等促进外资企业的技术转

移和知识溢出，从而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第三，要进一步积极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加强民营

企业品牌建设。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中指出，民营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

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 5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6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技术

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对于国内市场建设和国际市场开拓发

挥了重要作用。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加强对民营企业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帮助民营企业积

极参与到当地的质量声誉建设中，从而更好带动中国农产品出口规模的提升。此外，也要加强国有

企业技术创新和经营管理理念的革新，采取有效的奖惩措施来激发企业内部竞争活力，提升农产品

出口质量和优化出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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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Regional Reput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on the Dual Margins of Enterprises’Export

GAO Xiaolong，DONG Yinguo

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China’s customs trade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15，this paper stud⁃
ies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enterprises’export from the“enterprise-product-destination”dimension ，

and then analyzes the impact of regional reputation for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on the dual margins
of enterprises’expor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regional reput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on enterprises’export intensive margin is stronger than on the extensive margin，and the mar⁃
ginal promotion effects on enterprises’export extensive margin is as follows：export of old products to
new markets（ln em-1）is larger than export of new products to old markets（ln em-2）which in turn is
larger than export of new products to new markets（ln em-3）. In addition，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im⁃
pact of regional reputation of quality on the dual margin of agricultural exports has significant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and regional heterogeneity. Further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regional reputation of qual⁃
ity affects the dual margins of enterprises’export mainly through“the effect of reputation premium”and

“the effect of competitive agglomeration”. Finall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cultivat⁃
ing a good regional quality reput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xport trade.

Key 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s；regional reputation of quality；intensive margin；extensive mar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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