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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额持续增长，并在加入 WTO 之后迅速攀升，于 2010 年超越德国，

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大国。我国政策长期鼓励出口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出口创汇，还在于引进先进的

知识与技术，锻炼本土企业的竞争能力，期待本土企业在“出口中学习”，逐步向价值链上游挺进。

然而，在过去近 20 年的出口黄金期中，中国的出口企业真的提升了创新能力吗？ 

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强于非出口企业；但在这些出口企业中，企业的创新

水平并不均衡，有些出口密度越高的企业创新能力反倒越低。类似的现象在国外并不常见，中国却

广泛存在，这引起了谢真臻教授及其合作者的关注：中国企业能否从出口中学习并提升了创新能力？

如果有，都学习到了什么，是怎么学习的？出口企业之间的创新能力的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带

着疑问，我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谢真臻教授基于国际多元化视角探索中国企业如何提升创新能力。 

谢真臻教授的探索在学术上具有四个方面的创新性。首先，该研究连接了“出口中学习”与国

际多元化研究，在强调学习海外知识的同时，强调各区域市场间知识的分享、传递和整合。第二，

综合应用组织学习理论、知识基础观与微观多元化研究的成果，运用更精细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拓展

既有研究。第三，运用跨层次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企业学习机制，同时结合宏观与微观理论，打开

出口到创新之间的黑盒子。 

在实践方面，该研究也为企业和政府提供了宝贵的指导价值。首先，了解不同出口因素对企业

创新能力的影响，有助于企业针对性地设计、实施可提升创新能力的出口战略。其次，企业内部知

识获取、分享、转移和整合的过程和机制，将启发企业管理层设计更有效的企业内部知识功能组织，

并重视不同知识吸收能力的发展。第三，该研究通过讨论出口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影响的效用和机

制，以及中国企业在“出口中学习”的过程，可能佐证发展经济学和追赶理论中的一些争议。企业

是国家和行业发展的重要载体,而创新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最后也最高的一级台阶，企业层

面的创新对行业和国家的追赶式发展有重要意义。最后，该研究对宏观政策层面有重要启示，例如，

政府如何优化制度设计，刺激出口企业充分发展创新能力避免对海外技术的过度依赖以及政府本身

对市场的过度干涉。 

可以看出，该研究的实践价值不仅体现在对企业出口战略、内部知识功能组织，还体现在政府

贸易政策设计的指导和建议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和实践价值。该研究于 2015 年度获得了国家青年

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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