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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正文未报告部分 

附录 1 理论假说证明 

理论假说 1：给定企业自身的成本水平不变，行政审批改革与放开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

降低了市场临界成本值水平，促进了企业价格加成能力的下降。 

证明： 

根据（5）式中企业价格加成 ( )c 的表达式、（10）式中市场临界成本值 Dc 的表达式可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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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企业价格加成是行政审批成本的增函数，得证。 

通过第（12）式可知，行政审批改革导致临界成本值 Dc 下降，更多企业进入导致企业数

量上升。企业其他固定成本以及产品的替代性程度，会影响行政审批改革对企业价格加成的

影响效应。当行政审批改革引致更多企业进入市场之后，如果企业所在的行业进入成本越高，

原在位企业更容易利用先行优势，价格加成下降幅度更小；如果产品间替代弹性越高，企业

间竞争程度越高，行政审批改革所引起的企业价格加成下降幅度也越大。由此得到本文的第

二个理论假说： 

理论假说 2：面临固定成本等成本更低、产品替代性程度更高的企业，企业面临的市场

化程度更高、市场壁垒相对较弱，行政审批改革所产生的价格加成下降幅度更大。 

证明： 

根据理论假说 1 的证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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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进一

步对固定成本和替代弹性参数求二阶偏导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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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企业价格加成计算 

假设企业生产函数为 ( , , , )it it it it it itQ F L K M = 。其中， , , ,it it it itL K M  分别是劳动投

入、资本投入、中间品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成本最小化问题为： 

 , ,
min

it i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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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t it it it it
L 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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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it it it it it its t F L K M Q   

其中，
, , m

it it itw r p
分别表示工资率、资本租金和投入品价格。Lu and Yu（2015）认为，

在中国情形下，企业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流动性相比中间品投入相对更弱，因此，本文选取

中间品投入作为企业可自由进行最优化选择的要素，根据上式其一阶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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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t 表示拉格朗日乘子。上式变形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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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tP 表示最终产品价格。根据包络定理，拉格朗日乘子满足条件： it itmc = ，定

义企业价格加成为其产品价格与边际成本 itmc 之比： it
it

it

P

mc
 = ，那么根据前述式子整理

可得： 
1(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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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 i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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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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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中间品投入的产出弹性，

m
m it it
it

it it

p M

P Q
  表示企业在中间品

投入上的支出占企业总收益的比重，可以根据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提供的相关信息进行直接

计算得到，而中间品投入的产出弹性
m

it 则需要对生产函数进行估计进而计算得到。 

设企业生产函数为超对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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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 ACF（2015）两步法估计方式，本文在二位行业层面上估算生产函数中的各个系数

ˆ ˆ ˆ ˆ ˆ ˆ ˆ ˆ ˆ ˆ( , , , , , , , , , )l k m ll kk mm lk km lm lkm          ，即可得到每个企业的中间品投入产出弹性：

ˆ ˆ ˆ ˆ ˆ ˆ2m

it m mm it lm it km it lmk it itm l k l k     = + + + + ，从而可以根据价格加成的计算公式得到每个

企业的价格加成水平值得估算值。 

 

附录 3 处理组对照组因变量对比 

如图 A1 所示，处理组以及对照组的 LnMarkup 在 2001 年之前基本重合，差异并不明

显。但在地级市行政审批中心建立及之后的年份（2001 年及之后），处理组与对照组的结

果变量 Lnmarkup 开始出现分化，且差异随时间推进而不断增大。 

 

 
图 A1  处理组与对照组价格加成 

 

附录 4 企业进入退出 

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性质，首先对企业进入退出行为进行如下定义：去除掉 1998

年的所有企业，若该企业首次出现在样本当中，或者该企业当年等于成立年份，则定义企业

为新进入企业，entry 变量取 1；如果企业下年度退出样本，则定义该企业为退出企业，Exit

变量取 1，否则取 0。基于以上定义方式，使用公式 A.1 以及 A.2 计算出了样本城市 1999—

2007 年的企业进入率，以及 1998-2007 年的企业退出率。 

ratio_entry𝑐𝑡 =
新进入企业数量

𝑐𝑡

企业总数
𝑐𝑡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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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_exit𝑐𝑡 =
下年度退出企业数量

𝑐𝑡

企业总数
𝑐𝑡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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