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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作为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关键制度创新,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战略意义.本

文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系统解析了跨境电商改革影响企业客户结构的作用机理,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以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间分批次设立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政策冲击,识别其对企业大客户依赖度的净效应.结果

表明,跨境电商改革显著降低了试验区内企业的大客户依赖度.机制检验发现,跨境电商改革通过优化供应链

效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生产效率三条路径,显著弱化了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度.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风险承

担水平较低企业、中小型企业、管理层战略眼光较长远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跨境电商改革的客户结构分散效应

更显著.本文为数字经济时代下跨境电商平台赋能企业创新、优化客户结构提供了理论框架与政策建议,对完

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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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跨境电商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既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动能,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的战略支点与全球数字贸易的核心驱动力.其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考验下展现出强劲韧性,
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３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突破２．３８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６％,其中出

口额达１．８３万亿元,增长１９．６％,成为外贸增长的支柱.从微观机制看,跨境电商通过满足国内消费升

级需求与重构全球价值链,有效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显著提升中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
同时,其数字贸易基础设施推动国际规则创新,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争夺话语权的战略抓手.

值得注意的是,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在重塑国际贸易格局的同时,也为破解企业供应链的深层矛

盾提供了新范式.当前,客户集中度过高已成为供应链管理的结构性风险,容易导致企业议价能力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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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经营自主性受限及系统性风险积聚[１].例如,２０１８年金则利因客户集中度过高导致应收账款激

增,坏账风险加剧;２０１９年宝众宝达因过度依赖单一客户FMC,在市场需求波动时营收骤降,财务稳

定性受挫.中国证监会已将客户依赖列为IPO 重点审查事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

“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在此背景下,跨境电商改革能否降低企业对大客户

的依赖? 具体的作用路径是什么? 哪些场景会影响跨境电商改革与企业对大客户依赖程度之间的关

系?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利于进一步理解跨境电商改革的微观经济效应,拓展政企关系的相关

研究,更为破解供应链脆弱性、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本文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系统解析了跨

境电商改革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影响企业客户结构的作用机理,为政策冲击下的微观企

业行为研究提供新范式,丰富了数字贸易场景中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边界.机制检验揭示,跨境电

商改革通过优化供应链效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生产效率三条路径显著弱化了企业对大客户的依

赖度,同时验证了强化产业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能力的间接效应,即供应链数字化改造与柔性生产体

系有效降低了对外部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风险,增强了产业韧性.其次,在研究视角上,已有文献主要

从数字化转型[１]、政策不确定性[２]、贸易成本[３]和消费者福利[４]等角度研究其对大客户依赖度的影

响,对跨境电商改革与大客户依赖度之间的关系鲜有涉及.本文从数字经济时代跨境电商这种新型

外贸模式的视角展开分析,丰富和拓展了关于大客户依赖度影响因素的研究.最后,研究证实跨境电

商改革能够降低企业大客户集中度,为政策优化提供依据.对企业而言,可依托跨境电商平台重构供应

链,利用数据信用缓解融资约束,提升生产效率以开拓多元化客户;通过强化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推动

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关键环节的自主布局,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安全与高质量发展.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政策背景

跨境电商改革是我国推动数字贸易制度创新、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的重要实践,其核心是通过在

特定区域试点“管理模式创新＋政策优惠”组合,构建跨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框架.近年来,党
中央、国务院将跨境电商列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支点,通过«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

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等系列政策文件,系统性布局金融服务

便利化、税收征管一体化和市场监管规范化等关键领域,为跨境电商企业营造了高质量的制度环境.
在政策支持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建设逐步形成“由点及面、东西联动”的战略布局.自

２０１５年杭州获批首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以来,国务院通过多次扩容将试验区数量拓展至１６５个

(截至２０２３年１０月),覆盖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一进程呈现鲜明的渐进式改革特征:早
期以杭州为试点,逐步向天津、北京、沈阳等东部沿海及重点城市扩展,形成“点状突破”;随后将乌鲁

木齐、鄂尔多斯、廊坊等中西部和沿边城市纳入,实现“由东向西”布局,最终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

双向互济”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跨境电商改革通过试验区的渐进式扩容,不仅验证了该政策创

新的可行性,更成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体现了“顶层设计与地

方实践结合”的制度优势.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跨境电商改革作为突破传统国际贸易制度性壁垒的重要制度创新,其本质在于通过数字技术重

构交易制度安排,降低跨境贸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通过改变契约执行

环境和资产专用性配置,可以影响企业的市场边界与组织结构选择[１].在制度经济学框架下,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通过构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完善跨境贸易规则体系、创新跨境金融服务等制度供给,
实质上优化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制度环境[３].这种制度创新不仅降低了企业获取市场信息、履
约交易的边际成本,更通过制度性激励引导企业调整客户结构.基于跨境电商改革的制度创新特征,
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将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大客户依赖度的影响机制归纳为以下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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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跨境电商改革依托数字化重构、生态化协同等具体措施,具备独特的效率驱动属性,能够通

过提升供应链效率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在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与数字经济驱动“双循环”战略

的宏观背景下,跨境电商改革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中的搜寻成本与议价成本,优化企业与市场的关

系[５],其传导途径体现为数字化需求穿透与生态化协同赋能的驱动.一方面,依托平台沉淀的全球消

费数据及智能仓储、柔性制造技术,数字化供应链实现从“被动依附大客户订单”到“主动捕捉分散需

求”的跃迁,即平台数据帮助企业预判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客户的采购偏好,进而动态调整海外仓备货

结构,同时生产端通过产业带数字化改造,实现小批量多品类订单的快速交付,大幅压缩订单响应周

期,显著提升企业服务海量中小客户的能力,从需求对接层面削弱对大客户订单规模与稳定性的依

赖[３].另一方面,跨境电商改革以产业园为纽带聚合物流、金融、运营服务等资源,形成跨境电商产业

集聚区,通过整合仓配网络、共享融资渠道、协同营销推广等方式降低供应链运营与协同成本[６].尤

其是“跨境电商＋产业集群”模式推动传统制造集群从“单点对接大客户”转向“分散接单、协同生产”
的韧性生态,借助集群出海提升协同效率与生态抗风险能力,从而打破对大客户的依赖.这一改革通

过数字化精准对接全球需求、生态化编织产业协作网络的双向赋能,在提升供应链效率的同时,推动

产业链从“依附式嵌入”向“自主式布局”升级,为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核心支撑.
其次,跨境电商改革作为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资金配置的重要路径,具备独特的金融赋能属

性,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度.从制度经济学的信用制度创新视角看,
该改革通过数据资产确权与信用评估机制的突破,优化了企业融资的制度环境[７].一方面,跨境电商

平台凭借海量交易数据与信用沉淀,为金融机构评估企业信用提供多方面依据[３].企业在平台上的

订单履约、客户评价等数据,可转化为信用资产,帮助金融机构精准识别优质企业,降低信贷风险,进
而更愿意为其提供融资支持.跨境电商平台与银行合作陆续推出“订单贷”“信用贷”,依据企业过往

跨境交易流水和信用评级,快速发放贷款,缓解企业因缺乏传统抵押资产导致的融资难问题.另一方

面,跨境电商改革推动供应链金融创新,构建“电商平台＋金融服务＋产业链”体系[８].核心企业可借

助平台数据,为上下游中小合作伙伴提供应收账款融资、库存融资等服务.如跨境电商头部企业,利
用自身资金与信用优势,协助配套的中小供应商提前回笼资金,解决其生产周转的资金缺口,让企业

无需过度依赖大客户的账期支持或资金垫付,有更多资源拓展新客群、开发新产品,减少对大客户的

业务依附[９].基于上述分析可知,跨境电商改革能够通过数据信用增信和供应链金融创新,缓解企业

融资约束,进而降低企业因资金受限而产生的大客户依赖风险.融资约束缓解后,企业资金流动性增

强,可主动布局多种市场,进行技术升级,逐步分散订单来源,破解对大客户的依赖困境,推动企业从

“资金受限和依赖大客户”的被动局面,向“融资畅通和自主拓展”的主动发展模式转变.
最后,跨境电商改革作为企业突破传统订单约束、改造生产组织模式的重要路径,具备市场协同

属性,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从制度经济学的企业边界理论看,该改

革通过降低管理成本与交易成本的权衡临界值,优化企业的纵向一体化决策方式[３].一方面,跨境电

商搭建起覆盖全球的贸易网络,汇聚海量分散的海内外中小客户需求,企业可基于平台订单的规模效

应,将原本为大客户定制的单一化生产,调整为适配多区域、多品类的柔性生产模式[３].借助跨境电

商平台汇聚的小单需求,企业可整合零散订单形成连续生产流,避免因大客户订单波动导致的产能闲

置,让设备稼动率、人员工时利用率持续提升,稳定单位时间产出.另一方面,跨境电商改革构建的产

业协作生态,能推动上下游企业共享产能信息、协同排产[４].像产业带内的供应商、制造商和物流商

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实现数据互通,原材料按需及时供应、生产任务动态分配,减少生产等待时间与库

存积压,使企业交付周期大幅压缩,从而有能力响应更多中小客户的快速订单需求,摆脱对大客户订

单的依赖[１０].基于上述分析可知,跨境电商改革能够通过整合分散需求、优化生产资源配置效率、依
托产业协同机制压缩生产周期,从而显著提升企业运营效能,进而降低企业因过度聚焦大客户而产生

的订单依赖风险.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跨境电商试验区设立能够降低试验区内企业对大客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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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程度.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国沪深 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对数据按如下方式进行

处理:(１)删除样本期间为ST、∗ST、暂停上市以及终止上市的企业,仅保留非ST企业;(２)考虑到金

融行业会计准则与普通企业存在较大区别,故剔除金融类企业;(３)为规避资产负债率高于１等异常

值对结论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１％的缩尾处理;(４)删除数据缺失严重的企业样本;
(５)剔除当年IPO的企业样本.经过上述处理,本文共获取包含１３３３５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上市公司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并结合万德(WIND)数据库对部分遗漏数据进行了补充.

(二)变量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

借鉴现有研究[１１][１２],本文以前五大客户销售额金额之和占公司销售收入的比重(CC５)以及第一

大客户销售占比(CC１)来衡量大客户依赖度.

２．解释变量

treat为分组虚拟变量,本文根据城市来划分是否设立跨境电商试验区,将注册地位于试验区所

在城市的上市企业作为实验组,定义为１,其他企业为控制组,定义为０;post为时间虚拟变量,本文将

各城市试验区设立当期及之后时间定义为１,设立之前的时间定义为０.

３．控制变量

借鉴现有研究[５][１３],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两职合一(Dual)、
总资产收益率(ROA)、企业价值(TobinQ)、管理层持股(Msh)、机构持股(Inst)和分析师跟踪(AnaＧ
lyst).同时,本文还控制企业个体(Firm)以及年度(Year)固定效应.主要变量的定义及计算方式如

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大客户依赖度
CC１ 第一大客户销售额占比

CC５ 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比

解释变量

跨境电商城市 treat 公司i在t年的注册地处于跨境电商试验区j所在城市时取１,否则为０
跨境电商时间 post 公司i在t年的注册地处于跨境电商试验区j实施范围内时取１,否则为０
双重差分变量 did treat与post的交乘项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总资产自然对数

总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总资产

两职合一 Dual 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时为１,其余为０
企业价值 TobinQ 托宾 Q值

财务杠杆 Lev 总负债/总资产

管理层持股 Msh 管理层持股比例

机构持股 Inst 机构持股数量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重

分析师跟踪 Analyst 对企业进行跟踪的分析师数量加１后取自然对数

年份 Year 年度虚拟变量

企业 Firm 企业个体虚拟变量

(三)模型设定

本文的目的是探究跨境电商改革如何影响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基于此,本文使用多期双重差分

法进行估计,建立模型如下:

CCit＝α０＋α１treati×postt＋γControlsit＋∑Year＋∑Firm＋εit (１)

模型(１)中,i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CC包括第一大客户销售额占比(CC１)和前五大客户销售额

占比(CC５);若α１显著为负,表明跨境电商试验区的设立能够降低试验区内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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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研究假设成立.Controls是一系列控制变量,模型还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Year)和企业个体固定

效应(Firm).此外,与现有相关文献的做法一致[３],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对所有回归标准误进行了企

业层面的聚类处理.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PSM 结果①

为缓解样本固有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全样本进行初步检验.利用

１∶１的匹配法则,匹配前提达到共同支撑要求.结果显示,匹配后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在１０％以内,说
明经过PSM 后的样本有效降低了由协变量的系统性差异产生的研究结果偏误.

(二)单变量检验

为比较跨境电商改革前后公司特征等方面的异同,本文初步对两组样本进行单变量检验,检验结

果如表２所示.从表２可以看出,跨境电商改革后企业样本具有相对更大的规模、较低的机构持股和

更少的分析师跟踪.
　表２ 单变量检验

变量
跨境电商改革之前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跨境电商改革之后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t检验 z检验

Size ５２１１ ２２．０９０ ２１．９６０ ８１２４ ２２．２３０ ２２．１２０ ７．４４８∗∗∗ ７．０３５∗∗∗

Lev ５２１１ ０．４０９ ０．３９８ ８１２４ ０．４０６ ０．４０２ ０．９２１ ０．４７１
Dual ５２１１ ０．２７５ ０．０００ ８１２４ ０．３０８ ０．０００ ４．０１４∗∗∗ ４．０１１∗∗∗

Inst ５２１１ ４１．３３０ ４３．４６０ ８１２４ ３８．９４０ ３９．８４０ ５．６６０∗∗∗ ５．６４０∗∗∗

Analyst ５２１１ １．５０９ １．６０９ ８１２４ １．２６２ １．０９９ １１．９６２∗∗∗ １２．４３９∗∗∗

TobinQ ５２１１ ２．０４６ １．６７１ ８１２４ ２．０１３ １．６６７ １．７３６∗ ２．１０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t统计值为跨境电商改革前后样本与跨境电商试验区样本的均值检
验,z统计值为跨境电商改革前后样本与跨境电商试验区样本的 Wilcoxon检验.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１．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３所示.第一大客户销售额占比(CC１)的均值为１４．２２０,
标准差为１０．８７０,中位数为１０．６２０,说明在样本期间,上市公司第一大客户销售额占比差异较大,整体

而言,第一大客户销售额约占总销售额的１４．２２０％.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比(CC５)的均值为３３．７００,
标准差为１８．０１０,中位数为２９．５８０,说明在样本期间,上市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比差异较大,上市

公司面临的大客户依赖度有一定的差异,平均而言,前五大客户销售额之和约占总销售额的

３３．７００％.此外,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基本与现有相关研究一致,不再赘述.
　表３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CC１ １３３３５ １４．２２０ １０．８７０ １０．６２０ ２．５６０ ４７．２５０
CC５ １３３３５ ３３．７００ １８．０１０ ２９．５８０ ８．４９０ ８０．９８０
did １３３３５ ０．３９１ ０．４８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Size １３３３５ ２２．１８０ １．０４４ ２２．０６０ ２０．０８０ ２４．６３０
Lev １３３３５ ０．４０７ ０．１９３ ０．４００ ０．０７８ ０．８００
Dual １３３３５ ０．２９５ ０．４５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Inst １３３３５ ３９．８８０ ２３．７６０ ４１．４５０ １．３５５ ８５．３２０
ROA １３３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４ ０．１２７ ０．１７１
TobinQ １３３３５ ２．０２６ １．０７６ １．６６９ ０．９２２ ７．２５１
Msh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７９０ １７．９９０ ２．３３３ ０．０００ ５７．１６０
Analyst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５９ １．１７３ １．３８６ ０．０００ ３．５２６

２．分行业描述性统计②

本文基于中国证监会２０１２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内企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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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布特征进行了系统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１００％)、卫生和社会工

作(１００％)、住宿和餐饮业(１００％)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１００％)四个行业呈现完全

集中分布(比例均为１００％).然而从企业数量维度考察,制造业企业数量最为庞大,达７９１０家,占据

绝对优势地位.相较而言,采矿业呈现最低比例(５６％),显示出不同行业在跨境电商试验区布局中的

明显差异特征.具体而言,全样本企业中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入驻比例达７８％,这一数据从侧面印

证了我国跨境电商试验区政策的显著成效,其作为推动对外贸易结构优化及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

载体作用已初步显现.
(四)基准回归结果

表４是模型(１)的基准回归结果.第(１)和(２)列的回归分析中仅控制了年度与企业个体固定效

应,结果表明,跨境电商改革(did)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７１３和 １．８７０,均至少在１０％水平上显著.
在第(３)和(４)列中,本文进一步引入了企业特征变量以控制潜在的遗漏变量影响.结果显示,跨境电

商改革(did)的系数分别为 ０．６１２和 １．６８３,均至少在１０％水平上显著.就经济显著性水平而言,在
跨境电商改革后,位于跨境电商试验区所在城市的企业对第一大客户依赖度和前五大客户依赖度分

别下降了２．７％(０．６１２×０．４８８÷１０．８７＝ ０．０２７)和４．６％(１．６８３×０．４８８÷１８．０１＝ ０．０４６).该结

果表明,跨境电商试验区的设立显著降低了区域内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

设.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跨境电商试验区通过构建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系统整合多方面的数据,
优化了跨境贸易的信息契约执行环境,有效降低了企业获取市场信息的边际成本,使企业能够突破传

统信息壁垒的约束[３].信息不对称的缓解使企业能够及时了解不同区域的消费者、潜在市场及同业

竞争策略情况[１４].当企业能够通过平台数据实现市场信息的实时感知与准确匹配时,其客户结构选

择将从“依赖大客户有限信息”转向“依托数据开发多元客群”[５].同时,跨境电商改革不仅通过信息

透明化推动客户结构多元化,更通过强化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深化了政策效果,企业依托平台数据实

现的供应链协同与柔性生产[４],有效降低了关键环节对外部单一客户的依赖风险.如小米科技通过

阿里巴巴速卖通和亚马逊等跨境电商平台快速进入全球市场,其客户集中度的显著下降不仅验证了

信息透明度提升对企业客户结构分散化的促进作用,更体现了企业通过平台数据驱动的产品适配策

略效果与市场拓展能力增强,最终实现抗风险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表４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CC１ CC５ CC１ CC５

did
０．７１３∗ １．８７０∗∗∗ ０．６１２∗ １．６８３∗∗∗

(１．９５２) (３．０２５) (１．７２２) (２．８８６)

Constant
１２．７６８∗∗∗ ３１．８１７∗∗∗ ４５．３５７∗∗∗ １０８．３４７∗∗∗

(３．５４０) (５．６７８) (７．５８６) (１１．１１２)

Controls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FirmFE/Year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３３５
R２ ０．１１８ ０．１４０ ０．１５５ ０．２０６

　　注:∗∗∗、∗∗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Controls为控制变量合集.下表同.

(五)稳健性检验③

为缓解因互为因果和样本自选择偏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自变量度量方法选择等问题对研

究结论的干扰,本文分别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１．平行趋势检验

多期双重差分的关键前提是在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企业对大客户依赖度有着相同或

类似趋势,即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条件.为了检验企业对大客户依赖度的改变是否由外生政策所致,以
佐证基准回归的结果,本文参考现有的方法[１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显示,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设立之前,各期的估计系数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表明在获得试验区资格前,位于试验区与非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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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企业在大客户依赖度方面并无明显差异.政策实施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区域内企业大客

户依赖度的抑制效果逐渐显现并不断增强.数据分析还表明,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大客户依赖度的

抑制作用并非立即显现,而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

２．安慰剂检验

在样本期内,除了跨境电商改革可能影响企业的大客户依赖度外,还可能存在其他同期政策的干

扰.为了验证跨境电商试验区设立前后,实验组与控制组企业在大客户依赖度上的差异是否由其他

政策引起,本文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借鉴现有研究[１６],通过构建虚拟政策冲击时点进行检验.具体

而言,在全样本中保留２０２１年之前跨境电商试验区设立这一政策的实验组和控制组企业样本,并将

跨境电商试验区设立这一政策发生时点前置一年和两年,而后对２０２１年之前的样本进行双重差分估

计.如果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这一政策对实验组企业的大客户依赖度仍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大

客户依赖度可能还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反之则说明大客户依赖度的变化源于跨境电商试验区设立这

一政策的抑制作用.从检验的结果来看,交乘项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大客户依赖度的变化源于跨境电

商改革的抑制作用.

３．Heckman两步法估计

考虑到不同跨境电商试验区的战略定位和布局存在一定差异,试验区的选择可能并非随机,
而是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因此本研究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５].为此,本文使用 Heckman两

阶段模型来缓 解 这 一 内 生 性 问 题:第 一 步,构 建 Probit模 型 进 行 回 归,计 算 出 逆 米 尔 斯 比 率

(IMR).在该模型中,treat是一个虚拟变量,用于标识企业是否位于跨境电商试验区内.具体而

言,对于试验区城市内的企业,该变量取值为１;而对于非试验区城市内的企业,则取值为０.另

外,参考现有相关文献[１７],本文选取了公司层面和城市层面的多个变量,以考察其对企业是否被纳

入试点城市的影响.公司层面的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企业价值(TobinQ)、
两职合一(Dual)、总资产收益率(ROA)、管理层持股(Msh)、审计质量(Big４)和机构持股(Inst).
城市层面的变量包括:人口密度(People)、金融发展程度(Fin)、对外开放水平(Open)、政府干预程

度(Gc)和经济发展水平(lnGDP).同时,本文还控制了企业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以确保估计结

果的稳健性.第二步,将第一步计算得出的逆米尔斯比率(IMR)纳入模型(１)中.结果如表５第

(１)和(２)列所示,从 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IMR的回归系数并不

显著,而跨境电商改革(did)的回归系数依然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调整样本选择性

偏差后,本文结论仍然稳健.
　表５ Heckman两步法估计与预期效应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Heckman两步法估计

CC１ CC５

(３) (４) (５) (６)
预期效应稳健性检验

CC１ CC５ CC１ CC５

did
０．６１５∗∗∗ １．６９６∗∗∗ ０．７５３∗∗∗ １．６３２∗∗∗ ０．７５３∗∗∗ １．６３５∗∗∗

(２．６７６) (４．５７１) (２．７５３) (３．７１４) (２．７５３) (３．７２２)

IMR
１．５０２ ０．８８２
(０．３４１) (０．１２３)

treat×year１
０．２６４ ０．１５４ ０．２８１ １．５３０
(０．９６０) (０．３４１) (０．３１２) (１．０５９)

treat×year２
０．０１７ １．６９８

(０．０２０) (１．２２７)

Constant
１３．４６０∗∗∗ ３７．０６４∗∗∗ １４．３３１∗∗∗ ３５．５１３∗∗∗ １４．３３０∗∗∗ ３５．４３４∗∗∗

(３．４０９) (５．８６９) (７．４３０) (１２．１１７) (７．４２６) (１２．１１７)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irmFE/Year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２８３１ １２８３１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３３５
R２ ０．１３７ ０．１７９ ０．１４８ ０．１９２ ０．１４８ ０．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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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预期效应

２０１２年商务部发布«关于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若干意见»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等部门相继推出配套政策,这一系列政策动向在潜在试验区城市中形成了明确的改革预期.为确

保政策效应评估的严谨性,本文通过动态时点调整法控制政策预期干扰,即将政策实施时点分别前移

一年和两年,重新定义政策分组变量并纳入模型(１),检验提前响应行为是否对核心结论产生系统性

影响.表５第(３)~(６)列的结果显示,新构建的交互项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跨境电商改革变

量(did)的负向效应依然显著且与基准回归方向一致.这一稳健性检验表明,政策预期效应并未实质

性干扰因果识别结果,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客户集中度的抑制作用具有显著的时点特异性,进一步验

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５．排除同期政策干扰

２０１２年以来,我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常伴随区域政策组合推进,这种政策叠加可能对

政策效应评估产生干扰[１６].以“宽带中国”战略为例,该政策自２０１３年实施以来,在基础设施与社会

数字化转型两个层面与跨境电商改革形成政策协同[１８]:其一,光纤网络覆盖与数字化基建为跨境电

商试验区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推动区域数字生态的成熟;其二,数字化生活方式的普及加速了人

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数字化转型,间接影响企业客户结构.鉴于两者在政策时序与作用机制上的高

度关联性,本文通过引入“宽带中国”政策虚拟变量,检验政策叠加效应的潜在干扰.表６第(１)和(２)
列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宽带中国”政策变量后,跨境电商改革变量(did)的回归系数未发生实质性变

化.这一稳健性检验表明: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客户集中度的抑制作用具有独立政策效应,不受同期

其他关联政策的混杂影响.
　表６ 排除同期政策干扰、考虑地区互联网发展情况的潜在影响和异质性稳健DID估计

变量

(１) (２)

排除同期政策干扰

CC１ CC５

(３) (４)
考虑地区互联网发展

情况的潜在影响

CC１ CC５

(５) (６)

异质性稳健 DID估计

CC１ CC５

did
０．６６０∗ １．７７０∗∗∗ ０．６７４∗ １．７８６∗∗∗ ０．３５９∗ ０．５４５∗

(１．７８３) (２．８３７) (１．９００) (３．０４９) (１．６７０) (１．６９１)

互联网普及率
０．２７２∗∗ ０．４３１∗

(２．０１１) (１．９２０)

宽带中国
０．１３９ ０．２６４

(０．３３３) (０．３７１)

Constant
１２．７７６∗∗∗ ３１．８３３∗∗∗ ５４．８５９∗∗∗ １２８．０２１∗∗∗ ４０．３４４∗∗∗ １０２．２２０∗∗∗

(３．５４８) (５．６９４) (１０．１４０) (１４．９４７) (９．８７９) (１６．７０７)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irmFE/Year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０７５ １３０７５
R２ ０．１４８ ０．１９２ ０．１５１ ０．２０１ ０．７１０ ０．７６３

６．考虑地区互联网发展情况的潜在影响

区域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可能通过技术采纳门槛效应影响跨境电商改革的政策传导机制.
考虑到不同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差异性可能构成政策效应的调节变量,本文引入互联网普及率指标

作为关键控制变量,旨在缓解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回归结果的潜在干扰[１９].互联网普及率

的纳入逻辑在于:基础设施不足的地区可能因技术接入壁垒削弱跨境电商改革政策的实际效果,而发达

地区则可能因数字生态成熟度放大政策效应,从而干扰政策作用的评估.表６第(３)和(４)列结果显示,
在控制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后,跨境电商改革的回归系数(did)仍显著为负,结论与上文保持一致.

７．异质性稳健DID估计

计量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表明,当试点政策在不同时间节点实施时,双向固定效应下的多时点

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可能存在偏差.这种偏差主要是由于处理效应在不同时间点上存在异质性所

致[２０][２１].本文将Callaway和Sant＇Anna(２０２１)的稳健估计方法应用于基准模型中[２２],重新估计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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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改革的平均处理效应.表６第(５)和(６)列的结果表明,尽管在计算过程中存在样本删减,估计方

法获得的平均处理效果均显著为负,这说明上文的研究结论仍较为稳健.

五、进一步分析

(一)影响机制检验

上述回归结果均表明,跨境电商改革能够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本部分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

用路径.

１．供应链效率机制检验

由上文理论分析可知,跨境电商改革借助数字化重构、生态化协同等具体举措,以独特的效率驱

动为特质,通过优化供应链效率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为此,本文对“跨境电商试验区→供应链

效率→大客户依赖度”的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参考现有研究[２３],为减少因企业保留安全库存而导致

的测算误差,更准确地反映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来往,本文以库存周转天数度量供应链效率

(SCE),即SCE＝ln(３６５/库存周转率),该数值越小,供应链效率越高.表７第(１)~(３)列的回归结

果显示,在第二步中,跨境电商试验区(did)的回归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跨境电商试验区

的设立可以显著提升供应链效率;在第三步中,跨境电商试验区(did)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５％水平上

显著为负且供应链效率的回归系数(SCE)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的结果均通过了Sobel中介

效应检验,中介效应占比分别约为１３．４％和６．２％.上述结果支持了跨境电商改革通过强化供应链效

率进而降低大客户依赖度的推断.

２．融资约束机制检验

由上文理论分析可知,跨境电商改革作为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的重要路径,具有金融赋能属性,可
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一方面,平台以交易数据与信用沉淀为金融机构提供

信用评估依据,推出“订单贷”“信用贷”,缓解了企业融资难;另一方面,推动供应链金融创新,核心企

业借助平台数据为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解决中小供应商资金缺口,减少对大客户资金依赖.通

过数据信用增信与供应链金融创新缓解融资约束,增强企业资金流动性,助其拓展多元市场,破解大

客户依赖困境,推动其向主动发展模式转变.为此,本文对“跨境电商试验区→融资约束水平→大客

户依赖度”的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借鉴现有研究[２４],本文采用 FC指数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

FC值越高,表明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越严重.表７第(４)~(６)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在第二步中,跨境

电商试验区(did)的回归系数在５％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跨境电商试验区的设立可以显著降低企业

的融资约束水平;在第三步中,跨境电商试验区(did)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５％水平上显著为负且融资

约束水平的回归系数(FC)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结果均通过了Sobel中介效应检验,中介效

应占比分别约为９．２％和７．７％.上述结果支持了跨境电商改革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进而降低

大客户依赖度的推断.

３．企业生产效率机制检验

由上文理论分析可知,跨境电商改革作为企业优化生产组织模式的重要路径,具有市场协同属

性,可通过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对大客户的依赖.一方面,依托全球贸易网络汇聚分散需求,推动企业

从大客户定制的单一生产转向多区域、多品类的柔性生产,整合小单形成连续生产流,提升设备与人

员利用率,稳定产出;另一方面,构建产业协作生态,推动上下游数据互通、协同排产,减少生产等待与

库存积压,压缩交付周期,增强对中小客户快速订单的响应能力.通过整合需求优化生产负荷与协同

生态缩短周期双路径提效,降低对大客户的依赖.为此,本文对“跨境电商试验区→企业生产效率→
大客户依赖度”的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借鉴现有研究[２５],本文使用 LP方法对企业生产效率进行测

算.LP方法考虑了低生产效率企业的市场退出这一重要参数,能够在一定水平上缓解由样本的选

择性偏差带来的问题,从而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表７第(７)~(９)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在第二步中,
跨境电商试验区(did)的回归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跨境电商试验区的设立可以显著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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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在第三步中,跨境电商试验区(did)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１０％水平上显著为负

且企业生产效率的回归系数(TFP_LP)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为负,结果均通过了Sobel中介效应检

验,中介效应占比分别约为１６．９％和１５．６％.上述结果支持了跨境电商改革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

进而降低大客户依赖度的推断.
　表７ 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第二步 第三步

SCE CC１ CC５

(４) (５) (６)
第二步 第三步

FC CC１ CC５

(７) (８) (９)
第二步 第三步

TFP_LP CC１ CC５

did
０．１３９∗∗∗ ０．５４８∗∗ １．５９９∗∗∗ ０．０１０∗∗ ０．６００∗∗ １．６４６∗∗∗ ０．０８６∗∗∗ ０．６３３∗ １．６９２∗∗∗

(１４．１１０) (２．４１１) (４．３８３) (１．９７６) (２．５３２) (４．３０５) (３．００７) (１．７６７) (２．８４４)

SCE
０．９４１∗∗∗ １．３７２∗∗∗

(４．５８５) (４．１６１)

FC
６．２７５∗∗∗ １４．０４４∗∗∗

(１５．０５３) (２０．８７７)

TFP_LP
１．５００∗∗∗ ３．６３３∗∗∗

(５．９６０) (８．６９４)

Constant
０．０２６ ５４．６７２∗∗∗ １２７．８１０∗∗∗ ０．７９２∗∗∗ １０．１６０∗∗∗ ２５．８０１∗∗∗ ７．５８３∗∗∗ ２２．３３５∗∗∗ ５５．３７６∗∗∗

(０．２００) (１９．１１３) (２８．７１３) (１９．３７２) (５．１０５) (８．０３５) (４１．３１３) (５．７２０) (９．３１３)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irmFE/Year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３３５ １３３３５
R２ ０．０９８ ０．１５２ ０．２０３ ０．３６０ ０．１４６ ０．１９０ ０．３７８ ０．１４１ ０．１８３
Sobel检验Z值 ３．３０７∗∗∗ ２．５２２∗∗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７∗∗ ４．６７７∗∗∗ ４．８７４∗∗∗

中介效应占比 １３．４％ ６．２％ ９．２％ ７．７％ １６．９％ １５．６％

(二)异质性分析

企业属性特征的差异,可能使得企业在面对跨境电商改革带来的政策效果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
鉴于此,本文根据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规模、管理者特质以及行业特征对样本进行分组,以检验跨境

电商改革对大客户依赖程度影响的异质性效果.

１．基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异质性

跨境电商改革通过拓展市场渠道、优化供应链等方式,可分散企业业务,理论上有助于遏制对大

客户的依赖.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影响这一作用的发挥,即当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低时,其经营相

对保守、对稳定业务结构诉求高,跨境电商改革带来多元渠道、分散订单等改变[２６],能有效打破对大

客户的单一依赖模式,且低风险承担下企业更倾向于借助改革平稳调整业务布局,因此抑制效果更明

显;而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高时,企业本身更愿意尝试高风险、高波动的业务拓展,对大客户依赖度

的抑制动力不足.同时在高风险承担水平下,跨境电商改革可能带来的新市场波动、供应链复杂度提

升等[３],会被企业视为可接受的风险范畴,难以有效驱动其降低对大客户的依赖,故抑制效果较弱.
因此,本文推断跨境电商改革对大客户依赖度的抑制效果,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更明

显,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较弱.
为验证以上推断,本文借鉴现有研究[２７],采用经行业调整的 ROA 标准差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

平,计算样本中该指标的行业年度中位数.若企业ROA标准差高于样本行业年度中位数,则为风险

承担水平较高的子样本;否则为风险承担水平较低的子样本.表８PanelA的结果表明,跨境电商改

革对风险承担水平较低企业的大客户依赖度的影响显著大于对风险承担水平较高企业的影响.此

外,Chow检验的结果显示,不同分组间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上述结果表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

低时,更能配合跨境电商改革的业务分散逻辑,通过拓展多元渠道、优化客户结构,降低对大客户的依

赖度;反之,高风险承担水平会削弱改革的遏制效果.

２．基于企业规模的异质性

跨境电商改革突破传统贸易的地域与渠道壁垒,使中小企业能以较低成本触达全球分散化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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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丰富订单来源、拓展客户结构,弱化对单一或少数大客户的业务依赖.从市场竞争角度看,中小

企业处在竞争场域中,行业集中度较低,同质化竞争明显[４],企业被替代的风险更高.在此情境下,跨
境电商改革创造的新型客户获取渠道,对中小企业分散客户资源、缓解大客户依赖的边际效应更强.
借助平台流量与数字化营销,中小企业可快速渗透细分市场[３],以业务多元化对冲大客户依赖风险.
反观大型企业,其凭借规模优势已构建广泛客户网络,业务布局呈现全球化、多元化特征[６].跨境电

商改革虽拓展了大型企业的客户触达渠道,但新增客户在其整体业务中占比有限;且大型企业与原有

大客户的合作具有长期契约黏性与规模协同效应,跨境电商改革带来的增量市场对其客户结构的冲

击较弱[２８].因此本文推断,跨境电商改革对中小企业大客户依赖度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而在大型

企业中,因原有客户生态的强韧性,跨境电商改革的影响并不明显.
为验证以上推断,本文借鉴现有研究[２９],采用总资产度量企业规模,并基于行业年度中位数衡量

企业规模差异,若企业规模低于其行业年度中位数,则划分为中小企业子样本,否则为大型企业子样

本,并据此开展分组回归.表８PanelB的结果表明,跨境电商改革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大客户依

赖度,而对大型企业的影响则并不明显.此外,Chow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分组间的系数存在显著差

异,这进一步表明,相较于大型企业,跨境电商改革对中小企业大客户依赖度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与
上文逻辑一致,即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的情境下,跨境电商改革带来的客户结构优化效应,使其对大

客户的依赖度显著降低.

３．基于管理者短视程度的异质性

跨境电商改革通过拓展市场渠道、优化供应链等方式,影响企业客户结构,理论上有望减少企业

对大客户的依赖.然而,高管短视程度会干扰这一效果,当企业高管短视程度较高时,其决策更聚焦

短期利益,可能忽视跨境电商改革带来的长期市场拓展价值,仍倾向维系与现有大客户的紧密关

联[３０],这使得跨境电商改革对大客户依赖度的抑制作用难以有效发挥;而在高管短视程度较低的企

业,高管更注重长远发展,能积极利用跨境电商改革契机,开发新客户、拓展新市场,逐步优化客户结

构[３１],从而强化对大客户依赖度的抑制效果.因此,本文推断,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大客户依赖度的

抑制作用,在高管短视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为验证以上推断,本文参考已有研究[３２][３３],将对年报中的 MD&A 进行文本分析,确定短期视域

词集,然后再采用词典法构建管理者短视主义指标,并以其中位数为依据将样本划分为管理者短视程

度较高和管理者短视程度较低两组.表８PanelC的结果表明,在管理者短视程度较低的情况下,跨
境电商改革对大客户依赖度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在管理层短视程度较高时,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大

客户依赖度的抑制作用则并不明显.上述结果表明,管理者短视程度越低,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大客

户依赖度的抑制作用越能充分彰显.

４．基于行业的异质性

制造业企业以实体产品为核心,其标准化生产与跨境电商平台的“流量分散、订单多元”模式高度

适配[１].跨境电商改革通过物流补贴、通关便利以及数字化供应链支持[１８],直接破解制造业对大客

户订单的依赖,即企业可借助平台触达海内外各类小型B、C端客户,实现订单分散化与客户结构优

化;而非制造业企业以专业服务为核心,依赖定制化服务与长期信任关系,难以通过电商平台标准化

销售[８],且大客户能够提供稳定现金流与品牌背书,企业调整动力不足,同时跨境电商改革红利对服

务跨境交付赋能有限[３４].因此,本文推断,相较于非制造业企业,跨境电商改革对制造业企业大客户

依赖度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为验证以上推断,本文借鉴现有研究[３５],根据证监会２０１２分类标准,将所有样本数据分为两组,

即制造业企业组和非制造业企业组.表８PanelD的结果显示,在制造业企业中,跨境电商改革对企

业大客户依赖度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而在非制造业企业中,跨境电商改革对企业大客户依赖度的抑

制作用则相对有限.同时,Chow检验表明,各分组之间的组间系数均具有显著差异,这表明跨境电

商改革对制造业企业大客户依赖度的抑制作用强于非制造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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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８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PanelA:基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风险承担
水平较高

风险承担
水平较低

风险承担
水平较高

风险承担
水平较低

CC１ CC１ CC５ CC５

(５) (６) (７) (８)

PanelB:基于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CC１ CC１ CC５ CC５

did
０．４９６ ０．６３３∗∗ １．３９４∗∗∗ １．７９９∗∗∗ ０．５０４ ０．９８０∗∗ ０．２９５ ０．５０２∗∗

(１．４５６) (２．１０４) (２．６１３) (３．６４１) (１．００５) (１．９９５) (１．１７８) (１．９８３)

Constant
５５．４５２∗∗∗ ５５．５０４∗∗∗ １３１．５７４∗∗∗ １２６．８５５∗∗∗ ９．７６０∗∗∗ ２７．７３５∗∗∗ ２．４５６∗ １１．０２３∗∗∗

(１３．１６８) (１４．２６７) (２０．９９３) (１９．７１９) (３．１２４) (５．２０７) (１．７５４) (５．５６４)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irmFE/Year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６６６３ ６６７２ ６６６３ ６６７２ ６６６８ ６６６７ ６６６８ ６６６７
R２ ０．１５３ ０．１６６ ０．２０１ ０．２１７ ０．１８４ ０．１３１ ０．１９１ ０．１３９
ChowＧtest １．９９∗∗∗ １．９８∗∗∗ ７．２７ ∗∗∗ ６．９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PanelC:基于管理者短视程度的异质性分析

管理者短视
程度较高

管理者短视
程度较低

管理者短视
程度较高

管理者短
视程度较低

CC１ CC１ CC５ CC５

(５) (６) (７) (８)

PanelD:基于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制造业 非制造业 制造业 非制造业

CC１ CC１ CC５ CC５

did
０．２２１ ０．９８８∗∗ ０．８３０ ２．４４５∗∗∗ ０．５７６∗∗ ０．４７６ １．５２１∗∗∗ ２．０８３∗∗

(０．４９２) (２．１３９) (１．０９０) (３．３２２) (２．２６５) (０．７６０) (３．６８１) (２．０６８)

Constant
１４．７５０∗∗∗ １３．３６１∗∗∗ ３７．０７０∗∗∗ ３２．８３２∗∗∗ ２６．９２２∗∗∗ ２１．０３３∗∗∗ ３９．８８５∗∗ ４６．８１２∗∗∗

(３．４３１) (３．６７５) (６．０１１) (５．１９２) (２．７３５) (６．３１４) (２．４９３) (８．７４１)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irmFE/Year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６６６３ ６６５９ ６６６３ ６６５９ １０３９１ ２９４４ １０３９１ ２９４４
R２ ０．１７８ ０．１３６ ０．２２８ ０．１７８ ０．１１５ ０．２５２ ０．１５６ ０．２９６
ChowＧtest １．８４∗∗∗ ２．２２∗∗∗ ４．８６∗∗∗ ４．２１∗∗∗

六、结论与建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显然,跨境电

商改革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为企业创新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促进了企业充分利用国内

与国际两大市场,拓展了企业上下游产业链的市场边界.以此为契机,本文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

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利用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跨境电商试验区

设立对试验区内企业大客户依赖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跨境电商试验区设立显著降低

了试验区内企业的大客户依赖度;机制检验发现,跨境电商试验区能够通过优化供应链效率、缓解企

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三条途径降低企业的大客户依赖度;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风险承担

水平较低企业、中小规模企业、高管短视程度较低的企业和制造业企业,跨境电商改革的抑制效应更

明显.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深化智慧供应链与数字金融协同机制建设.基于跨境电商改革通过优化供应链效率与缓

解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客户集中度的作用逻辑,建议在综合试验区内构建国家级跨境供应链数字平台,
运用物联网、区块链技术实现全链条可视化管理,压缩跨境物流与通关时间成本;推动金融机构与电

商平台数据共享,建立基于实时交易流的动态信用评估体系,开发适配中小微企业的订单融资、仓单

质押等数字金融产品.设立政策性风险缓释基金,引导银行扩大对长尾企业的信贷覆盖面,形成效率

提升与融资改善的驱动路径,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同时,通过强化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能力,
降低对外部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风险,进一步夯实产业链韧性.

其次,实施梯度化产业赋能与主体培育策略.针对异质性分析中,中小企业、制造业企业及战略

前瞻型企业对政策响应更显著的特征,需建立分类扶持机制:对制造业集群,提供柔性化改造补贴与

C２M 模式培育支持,推动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对接全球细分市场,提升订单碎片化承接能力;面向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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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设立“跨境出海加速器”,集成选品分析、合规认证、数字营销等全流程赋能服务,配套差异化出口

信用保险补贴以降低其风险规避倾向.重点强化管理层战略引导,对主动布局数字化转型的企业给

予研发加计扣除等税收激励,培育可持续的客户多元化能力.
最后,构建制度创新与企业能力协同演化生态.鉴于跨境电商改革的生产效率提升效应及管理

层战略的关键作用,需推动制度供给与企业能力建设同步深化:在综合试验区试点更高水平的制度型

开放,扩大B２B出口“无票免税”适用范围,探索数据跨境安全流动白名单机制,降低合规性交易成

本;由政府联合智库构建企业家能力提升平台,开展全球价值链整合、数字技术应用等高端培训,强化

战略决策能力.通过政策稳定性信号释放,引导企业将短期政策红利转化为长期生产效率投入,形成

制度优化到能力跃迁再到客户结构升级的正向循环.
当然,本文也存在以下局限,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推进:一是,本文面临企业跨境电商业务数据制

度性披露缺失、公共数据源细分维度不足等现实约束;二是,企业跨境电商业务参与的内生决策属性

与改革政策的多元传导机制,导致单一指标难以精准刻画其微观影响,可能加剧数据度量的复杂性.

注释:

①限于文章篇幅,PSM 结果未列出,留存备索.
②限于文章篇幅,分行业描述性统计结果未列出,留存备索.
③限于文章篇幅,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结果未列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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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heReformsofCrossＧborderEＧcommerceReducetheDependenceofCompanies
onKeyCustomers:AQuasiＧnaturalExperimentBasedontheComprehensive

PilotZoneofCrossＧborderEＧcommerce
DAIBin１　MINShiyao２

(１．SchoolofInternationalBusinessandManagement,Sichuan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０３１,China;

２．SchoolofEconomicsandBusinessAdministration,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０３０,China)

Abstract:AsakeyinstitutionalinnovationforChina＇shighＧlevelopeningＧup,thecomprehensive
pilotzonesforcrossＧbordereＧcommerceareofstrategicsignificanceforpromotingindustrialtransＧ
formationandupgrading．Fromtheperspectiveofinstitutionaleconomics,thispapersystematically
analyzesthemechanismthroughwhichcrossＧbordereＧcommercereformsaffectthecustomerstrucＧ
tureofenterprisesbyreducingtransactioncostsandoptimizingresourceallocation．Usingamulti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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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differenceＧinＧdifferencesmodel,ittakesthecomprehensivepilotzonesforcrossＧbordereＧ
commerceestablishedinbatchesbetween２０１０and２０２１asthepolicyshocksourcetoidentifytheir
neteffectonthedependenceofenterprisesonkeycustomers．TheresultsshowthatcrossＧbordereＧ
commercereformshavesignificantlyreducedthedependenceofenterpriseswithinthepilotzoneson
keycustomers．MechanismtestsrevealthatcrossＧbordereＧcommercereformshavesignificantly
weakenedenterprises＇dependenceonkeycustomersthroughthreepathways:optimizingsupply
chainefficiency,alleviatingfinancingconstraints,andimprovingproductionefficiency．HeterogeneＧ
ityanalysisindicatesthatcrossＧbordereＧcommercereformshaveamoresignificantcustomerstrucＧ
turediversificationeffectonenterpriseswithalowlevelofriskＧtaking,smallandmediumＧsizedenＧ
terprises,thoseinthemanufacturingindustry,andthosewithlongＧtermstrategicvisioninmanＧ
agement．ThispaperprovidesatheoreticalframeworkandpolicysuggestionsforcrossＧbordereＧ
commerceplatformstoempowerenterpriseinnovationandoptimizecustomerstructureintheeraof
thedigitaleconomy,andisofimportantreferencevalueforimprovingthenewdevelopmentpattern
of＂dualcirculation＂andenhancingtheindependentandcontrollablecapabilitiesofindustrialchains
andsupplychains．
Keywords:CrossＧborderEＧcommerceReform;Dependenceon KeyCustomers;CrossＧborderEＧ
commercePilotZones;Customer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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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lizationofUrbanBasicPublicServicesandLandTransferofRuralMigrantPopulations
ZHANGLanxin　PUYanping　YUANBohui

(SchoolofPublicPolicyandAdministration,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０４４,China)

Abstract:Currently,thetransitionoftherurallaborforceinChinafrom＂leavingtheland＂to
＂transferringtheland＂remainssluggish．NarrowthegapbetweennonＧagriculturaltransferscale
andlandtransferscaleisofgreatsignificanceforpromotingurbanＧruralintegrateddevelopment．UＧ
tilizingdatafromthe２０１７ChinaMigrantsDynamicSurvey(CMDS),thisstudymeasuresthebasic
publicserviceequalizationindexattheurbandistrictlevelandfurtherexploreshowtheurbanbasic
publicserviceequalizationinfluenceslandtransferbehaviorsamongruralmigrantpopulations．The
findingsindicatethattheequalizationofurbanbasicpublicservicessignificantlypromotesruralmiＧ
grants′participationinlandtransfers,primarilybyincreasingtheirincomerelativetothatofurban
residentsandenhancingsocialrecognitionofurbansocieties．Furtheranalysisrevealsthatbesides
facilitatinglandtransfersofruralmigrants,thedevelopmentofurbanbasicpublicserviceequalizaＧ
tionalsodrivestheexpansionoftheirlandtransferactivitiestowardmarketorientationandanoＧ
nymity．Overthelongterm,theseeffectsinitiallystrengthenandthenweakenwithintheduration
ofruralmigrants′urbanresidence,exhibitinganinvertedUＧshapedpattern．Fromtheperspective
ofaccesstourbanbasicpublicservices,thisstudyoffersnewinsightsintopromotinglandtransfers
amongruralmigrants．Accordingly,policiesaimedaturbanＧruralintegrationshoulddeepenreforms
oftheurbanbasicpublicservicesupplysystemgroundedinpermanentresidence,ensurecompreＧ
hensivecoevageforruralmigranthouseholds,andsafeguardtheirlegitimatelandrights．
Keywords:EqualizationofBasicPublicServices;Rural MigrantPopulation;Land Transfer;
MarketＧorientedTransfer;IntegratedUrbanＧrural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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