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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市场竞争风险被定价了吗?
———来自中国 A股市场的证据与解释

刘亚辉　牟　爽　尹玉刚∗

　竞争伴随的机遇与风险是否并如何传导到资本市场? 本

文从产品相似的视角测度竞争,发现竞争风险在股市被定价为高预

期收益率.该溢价源于两个机制:一是基本面风险,竞争伴随着业

绩高波动、高研发投入和频繁的兼并重组;二是定价风险,投资者

对竞争激烈公司的盈余预期不确定性更大.在我国经济进入 “新常

态”的背景下,上述证据对如何通过引入合理的竞争机制以挖掘增

长新动能,并引导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将有所启示.
　产品市场竞争,预期收益率,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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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竞争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演化亘古不变的生存法

则.市场经济中,竞争伴随的优胜劣汰被广泛认为是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的有效机制.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以科技创新引领的竞争浪潮中,企业个

体的经营风险也随之增加.企业间的竞争归根到底在于产品,微软、苹果、
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凭借有竞争力的产品赢得市场;而柯达、诺基亚等曾经

辉煌的巨头因产品落伍而被淘汰.在公司基本定价公式P＝C/r 中,以高于

成本的价格在市场上售出产品,从而形成的净利润是未来现金流 (C)的基

础.而产品市场竞争状态必然影响着C 的风险水平,进而影响折现率r.资

本市场,尤其是股票二级市场,被认为是 “信息效率最高的市场”,那么产品

市场的竞争风险在股市是否被定价?
在有效市场中,股票收益率的横截面差异主要来自风险所决定的预期收

益率 (Cochrane,２０１１).现有研究通过两个机制将竞争与预期收益率联系起

来:一是 “竞争 创新破坏 公司基本面风险”.竞争激烈公司的研发活动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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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成功的创新增加了竞争对手市场份额被侵占的风险,失败的创新则增加

了自身财务风险 (SchumpeterandBackhaus,２００３),因此在有效资本市场下

应被定价.这一机制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均得到验证 (Gallagheretal．,

２０１５;HashemandSu,２０１５;HouandRobison,２００６),中国企业间的竞争

虽然刺激了研发投入 (张杰等,２０１４),但其风险在股票市场是否被定价仍待

研究.二是 “竞争 信息复杂度 盈余预期不确定”.竞争激烈行业内公司之间

的动态博弈过程更复杂,增加了盈余预期的不确定性 (Dattaetal．,２０１１),
投资者要求较高的预期回报率.该机制目前仅具有理论合理性 (Peress,

２０１０),尚未得到实证支持.
从该领域的研究进展看,仍有一些亟待解决或改进的问题.一是创新破

坏作为竞争影响公司基本面风险的中间路径,逻辑上是否完备? 在 Bain
(１９５４)提出的 “结构 行为 绩效”范式下,行业结构影响着公司的最优决

策,而这显然不局限于研发活动.二是理论上 “竞争 信息复杂度 盈余预期

不确定”的机制在现实中是否存在? 三是已有研究均集中在成熟资本市场,
而 A股作为最大的新兴资本市场,竞争与预期收益率的关系及机制是否成立?
最后,目前的实证研究中,均从行业层面测算竞争激烈程度而无法具体到个

股,且传统的行业划分具有一定的偏差 (KahleandWalkling,１９９６).鉴于

此,本文的研究围绕以上问题展开.
回答上述问题的首要任务是对产品市场竞争的度量.公司之间竞争的实

质是产品的竞争,它具有动态性和精细化的特征,这显然无法被现有度量捕

捉.最为流行的两种度量中,基于行业结构的方法只能得出行业层面的指标,
同时行业的划分具有滞后性且不够精细,也无法准确测度业务多元化公司;
勒纳指数则将超额利润唯一地归因于竞争,且边际成本的测算也只能用近似

指标代理.本文则从年报中提取产品词汇,用公司之间的产品相似度直接度

量竞争激烈程度.这一度量不仅能够深入公司层面,同时具有动态性、精细

化的特性,是对竞争更精确的测度.借助这一度量,本文利用中国 A 股上市

公司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年报,发现竞争与股票预期收益率存在正向关系,并从公

司基本面风险和投资者定价过程两个机制探究其原因.
产品市场竞争从两方面推高了公司基本面风险.一是业绩波动风险.竞

争激烈的本质是产品高度同质化,客户需求黏性较低,它们在面临需求冲击

时须通过降价的方式避免销量过度下降,从而导致业绩的高波动 (Raith,

２００３).二是公司决策风险.为避免在竞争中失利而出局,职业经理人更可能

为了提高业绩而采取行动.我们重点关注三类行之有效但风险较高的决策行

为:研发、并购以及广告投入.创新是长周期、高风险的投资活动,一旦研

发失败或产品定位未能迎合市场需求,其投入将付之东流;且在竞争激烈的

行业中,同业公司之间的 “创新竞赛”额外增加了研发投入的风险;并购涉

及了企业间的管理文化、制度方面的整合,能否达到预期的协同效应存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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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张秋生和周琳,２００３);在杠杆收购中,主并企业面临着巨大的融资成

本,无疑增加了财务风险,而被并方业绩承诺能否兑现,又给主并企业带来

商誉减损风险 (杨威等,２０１８);广告投放作为 “沉没成本”,也增加了公司

的财务负担 (Sutton,１９９１).
产品市场竞争一方面通过公司业绩和决策两个渠道推高了基本面风险,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投资者分析的复杂度,而股价 (预期收益率)是投资者交

易行为的结果.竞争激烈的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受到同行企业行为的扰动更大;
面临需求冲击时,行业内公司数量越多,不同公司受影响的大小越难预期;
且竞争对手之间在应对冲击时的决策存在复杂的博弈,因此投资者对公司盈

余预期有更高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地,在投资者理性预期模型下,信息的高

不确定性在要求高预期收益率的同时,将延缓信息融入股价速度,从而导致

收益率延迟 (Peress,２０１０).与此一致,我们发现竞争激烈公司的收益率在

常态下和信息冲击时均滞后于竞争不激烈的业务相似公司.图１展示了本文

研究逻辑.

图１　逻辑路线图

本文可能的贡献有:(１)现有文献将产品市场竞争风险与股票预期收益

率联系起来的较少且集中在国外,对风险溢价存在的机制亦缺乏深入探讨.
本文不仅证实了产品市场竞争风险在资本市场被定价这一事实,更从公司基

本面风险和投资者定价两个逻辑进行验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深对股票

风险理解的广度和深度.(２)本文结论启示投资者,虽然竞争激烈公司的股

票在未来有较高的预期回报率,但需认识到其是对竞争风险的补偿而非超额

收益.同时,竞争不激烈、激烈股票之间收益率的领先滞后效应,补充了

Hou (２００７)发现的同行业内大、小公司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为认识行业

信息的扩散过程提供了新视角. (３)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提及的产品词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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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计算了公司之间的业务相似度,并利用层次聚类算法重新划分行业,从产

品相似的角度计算出公司个体面临的竞争激烈程度,这一度量具有更好的时

效性和信息效率,为竞争的测度提供了新思路.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本部分首先基于不对称信息下投资者的理性预期模型,得出研究的基础

命题: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公司业绩波动性越高,且投资者盈余预期不确

定性越大.并进一步从经济意义上阐述与完善上述命题,形成本文的核心研

究假设.

(一)理论模型

１ 经济假设

参考 Romer (１９９０)和 Peress (２０１０),我们首先构建一个两期经济模

型.参与者包括中间品企业、终端品企业和投资者.在第１期,中间品企业

在随机技术冲击下进行生产;在第２期,产品售给终端品企业.中间品部门

由 M 个生产差异化产品的企业组成,它们完全通过股票市场进行融资,企业

m (m＝１,,M)是产品m 的生产者,投入要素包括资本和技术,技术使

得企业能够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模式下生产:

Ym ≡AmK０,m＝１,,M , (１)
其中Am 是企业m 的技术投入,K０是初始股本,该企业在第２期的价值为

Πm＝QmYm.　
终端品企业以中间品企业的产出作为投入要素.假设大量同质企业在终

端品部门竞争,那么可将其合并为一个代表性企业,该企业利用无风险的技

术进行生产,生产函数如下:

G＝
M

m＝１
Ym( ) １－ωm , (２)

其中G 是最终产出,Ym 是中间品m 的投入量.ωm 是介于０到１的参数,代表

产品m 的市场竞争激烈程度:ωm 越小,竞争越激烈.终端品企业通过选择不

同的要素投入来最大化利润,其目标函数为:

max 
M

m＝１
Ym( )

１－ωm

－QmYm{ } ,

st１－ωm( ) (Ym)－wm ＝Qm ． (３)
投资者l在第１期投资,第２期通过最终商品g 的消费获得效用,其效

用函数为:

U g( ) ＝ g１－γ －１( )/１－γ( ) , (４)
其中γ 为风险厌恶系数,投资者l在第１期观测到企业m 的技术冲击信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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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
m＝am＋εl

m.其中εl
m 是与企业利润 Πm 不相关的误差项,εl

mz 服从正态分布

N(０,z/hs),z/hs为信号波动的大小.

２ 各部门出清

在上述定义下,我们分别从各部门出清来求解各个市场均衡的条件,进

而求出一般均衡时投资者最优的投资决策.对于终端品代表性企业,目标函

数 (３)的最优解为Ym＝ [(１－ωm)/Qm]１－ωm,中间品价格Qm 的调整使

得中间品市场出清.市场出清的条件为AmK０＝ [(１－ωm)/Qm]１－ωm,投

资者l通过股票价格Pm 和私人信号sl
m 来选择其投资组合的权重fl

m,其最优

化条件为:

max
fm
l ,m∈(１,M){ }

E[U(cl)|Fl],

stcl ＝ Rf ＋
M

m＝１
fm

l Rm －Rf( )( )ω , (５)

其中,cl和Fl＝ {sm
l ,Pm}分别代表投资者l的消费和信息集,Rm 和rmz＝

ln (Rm)分别代表股票m 的简单收益和对数收益,企业m 在清算前产生利润

Πm,产生的股票收益为Rm ＝Πm/Pm,投资者在每一只股票上都持有头寸,

由于没有交易成本和做空限制,组合收益为Rf＋
M

m＝１
fl

m(Rm －Rf). 股价Pm

变化使得股票市场出清,即:

∫
１

０

w
Pmf

m
ldl＋

w
Pmθ

m ＝１． (６)

３ 一般均衡下的投资者决策

为了求解投资者效用最大化的投资权重,假设股价是技术冲击和噪声冲

击的对数线性函数,投资者财富为w,通过分配股票组合权重最大化其期望

效用,其目标函数为:

max
fm
l ,m∈(１,M){ }

E[c
１－γ －１

１－γ |Fl],

stcl ＝wexprlz( ) , (７)

其中,rlz＝ln[Rf＋
M

m＝１
fl

m(Rm －Rf)]是投资组合的对数收益,当z较小时,

rlz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CampbellandViceira,２００２),投资者效用最大化的

一阶条件为:

fm
l ＝

１
γ １－ωm( )

hssm
l ＋hpξm －

hpm ＋rf( )

１－ωm( )
＋

１－ωm( )

２{ }＋o１( ) ．(８)

从式 (８)可知,投资者对股票的投资占比与该企业所处的产品市场环境

有关,当竞争较激烈时,ωm 较小,投资者对该股票的投资比重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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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模型推论

(１)利润波动率.在股价已知时,对数利润的波动率为:

varlnΠm|Pm( ) ＝ １－ωm( ) ２z/hα ＋hp , (９)
即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激烈,一方面导致企业利润的波动越大,另一方面降低

了信息质量,这进一步推高了利润波动率.
(２)投资者盈余预期复杂度.已知生产率的条件期望为:

E amz|Fl( ) ＝
hp

hξm ＋
hm

hsm
l

æ

è
ç

ö

ø
÷ ． (１０)

投资者对生产率冲击预测的条件偏差为:

D＝varErmz|Fl( )|α,θ[ ] ＝hsz/ hα ＋hp ＋hs( ) ２ , (１１)
即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股价信息质量越差,hp 越小.因此,投资者对生产

效率冲击预测的偏差D 越大.
(３)股票预期收益率.拥有私人信息和公共信息 (即股票价格)的投资

者,对企业股票收益条件期望和方差如等式 (１０)、(１１)所示.可以看出,
竞争程度具有对冲技术冲击的作用,企业可以通过股市把技术冲击转移给投

资者.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激烈,其股票收益的波动越大,投资者面临的投资

风险也越大,因此,需要较高的预期回报率补偿.反之亦反.

(二)研究假设

１ 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业绩波动

竞争最直接的后果是企业之间市场份额此消彼长的动态更迭频繁,体现

为企业业绩的高波动.Raith (２００３)认为竞争越激烈,产品的可替代性越

强,消费者对公司产品的黏性越低,从理论上证明了竞争导致企业利润的高

波动,并且企业在面临需求冲击时须通过降价的方式避免销量过度下降,因

此其业绩比垄断型企业有更大的波动性.相反,垄断型公司能够通过定价权

抹平业绩波动,保持较稳定的现金流 (BoothandZhou,２０１５).结合等式

(９),我们提出:
假设１　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上市公司业绩波动越大.

２ 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决策

竞争扮演了对职业经理人的外部监督机制,能够缓解代理问题,提升公

司治理效率.Sutton (１９９１)提出研发与广告投入具有 “护城河”的作用,
能够内生地提高行业进入壁垒,增加竞争对手的参与成本.HombertandMaＧ
tray (２０１８)的研究也支持了创新对竞争的 “防护”作用,他们发现来自中国

进口产品的竞争整体上显著降低了美国企业的盈利水平,但企业的创新投入

可以抵御这一冲击.不仅如此,技术作为企业生产函数中的重要变量,也能

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竞争中获得价格优势.据此,本文

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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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２a　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公司研发投入越高.
广告投入也是企业应对竞争的有效手段 (Sutton,１９９１).大量的广告投

放能够增加产品的知名度和品牌吸引力,培养忠实的客户群体,降低客户的

消费转向风险,提高行业的进入壁垒.广告的生产力在于吸引消费者关注,
培养品牌价值.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企业通常会通过增加广告投入,以刺激

销售和盈利水平的增长 (Westetal．,２００８).因此,本文假设:
假设２b　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公司广告投入越高.
兼并重组作为具有重大战略特征的投资活动,势必受到产品市场竞争状

况的影响.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企业的竞争对手较多且势均力敌,常常出

现供大于求的状况,企业的利润水平较低.通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并购活

动,可以有效实现降本增效,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兼并重组可分为横向、
纵向和混合三种模式.横向兼并重组的动机包括产品差异化、规模效应、协

同效应和市场份额等.纵向兼并是企业在上下游产业链上的延伸,其目的是

完善产业链.对上游企业的兼并重组可以降低成本,而向产业链下游的延伸

能够提高产品价格,最终提升竞争力.混合兼并是企业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手

段.对于竞争激烈的企业而言,原有产品线利润水平较低且不稳定,混合兼

并能够迅速捕捉新的商机,实现业务转型.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２c　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公司兼并重组活动越频繁.

３ 产品市场竞争与信息融入股价速度

投资者交易决策的重要依据是对企业的基本面分析.上文论述了产品市

场竞争增加了公司业绩波动性以及企业决策的风险性,这势必增加其基本面

分析的难度.Hawetal．(２０１６)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论断,他们发现竞争激烈

公司在发布盈余公告后市场反应更强烈,意味着市场对其盈余预期存在较大

偏差.Hawetal．(２０１５)利用跨国数据发现,竞争激烈公司的分析师跟踪数

量较少,盈余预测更不准确,且分析师意见分歧更大.上述研究结合等式

(１１),竞争会增加投资者盈余预测的复杂度,这降低了投资者对该股票的交

易偏好,最终结果是信息融入股价的速度被延缓.相反地,由于对垄断型企

业的基本面分析复杂度更低,投资者对这类上市公司的盈余预测更有信心,
催生了更高的交易量 (Peress,２０１０),其最终结果是在面临信息冲击时,垄

断型上市公司股价反应更为迅速.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３　竞争激烈的上市公司信息融入股价速度较慢,其收益率滞后于垄

断型上市公司.

４ 产品市场竞争与股票预期收益率

上文中我们从基本面和投资者定价两个方面对产品市场竞争的风险进行

了论述.从基本面角度看,一方面,业绩的高波动增加了公司的特质风险,
在资本市场有效的情况下,这一风险应被定价,体现为较低的估值水平和较

高的预期收益率;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克服了管理层懒惰,促使他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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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研发、广告投入,以及兼并重组活动.这些行为推高了公司未来业绩

的风险:研发投入是长周期、高投入的投资活动,这对本来利润水平就较低

的竞争型公司而言无疑是沉重的负担,并且在众多同业公司的研发竞赛中,
面临着更高的失败风险.而兼并重组中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能否取得预期的

协同效应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在公司并购实践中,大部分兼并重组以杠杆并

购的形式支付,这也增加了公司的财务风险.因此,公司的研发投入和兼并重

组等高风险的战略决策也应在资本市场中被定价,体现为较高的预期收益率.
从投资者定价角度,我们基于理性预期模型同样推出了产品市场竞争与

股票预期收益率正相关的结论.投资者股票收益条件期望和方差如式 (１０)、
(１１)所示,可以看出,当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比较激烈时,投资者获取的信

息质量 (h)较低,其股票收益的波动较大,投资者面临的投资风险也比较

大,因此,需要相应较高的期望收益来补偿.相反,垄断型企业的信息质量

(h)较高,股票收益的波动性较低,投资者面临的风险较小,用来补偿投资

风险的预期收益较低.
综上所述,我们从基本面和投资者定价行为两个角度论述了产品市场竞

争对上市公司风险水平的正向影响,这一风险应在资本市场被定价,据此我

们提出:
假设４　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股票预期收益率越高.
至此,我们用理论建模和逻辑演绎相结合的方法,沿着产品市场竞争 公

司基本面 投资者定价行为 股票预期收益率的完备链条提出了本文的核心假

设.后文首先对假设４进行验证,然后在此基础上检验背后机制 (假设１至

假设３).

三、研 究 设 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产品市场竞争的度量基于年报文本.由于在２００７年之前上市公司年报披露

不规范,本文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的年报计算产品市场竞争度,年报全文数据来

自沪深交易所官方网站.所采用的产品词库由搜狗细胞词库、阿里巴巴词库和

年报中披露的业务构成的产品词整合而得.财务数据、交易数据、分析师数据

以及公司特征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具体的样本选取过程见表１:

表１　样本筛选过程

PanelA:选取用于计算竞争度的样本 公司 年度样本 涉及公司数

S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所有 A股上市公司 ２２４５７ ３０３３

S２ 剔除因PDF编码问题无法提取文本的年报 ２１４２７ ２８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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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anelA:选取用于计算竞争度的样本 公司 年度样本 涉及公司数

S３ 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 ２１０１０ ２７９０

S４ 剔除综合类上市公司 ２０２４３ ２７３２

S５ 剔除上市不足两年、词条数小于１０的公司 １７３０２ ２４０１

PanelB:选取用于实证研究的样本 公司 月度样本 涉及公司数

S６ 合并月度 (因子调整)收益率 １４９９３８ １８９２

S７ 合并其他变量,剔除其他变量缺失的样本 ９０７５２ １４４６

(二)变量定义

１ 产品市场竞争度量

HobergandPhillips (２０１６)认为产品相似是竞争的基本内涵,并提出了

基于年报产品的行业划分 (下称 HP方法).本文则对 HP方法在中文语境下

的应用进行改进.第一步是以词库为基础提取公司年报中的产品词汇.１第二

步是用两种方法对词向量进行数值化并计算相似度.一是等权法,以２０１６年

为例,当年从样本公司中共提取了１６５９８个有效产品词汇.首先将任一公司

i的词向量长度扩展为１６５９８,若i包含了某一产品,则相应位置取１,否则

取０.数值化之后,所有公司２０１６年的词向量变为１６５９８维的哑变量.二是

用词频 逆文档频率 (TFＧIDF)赋值,作为稳健性检验.TF指某词条在年报

中出现的次数,IDF指该年度所有年报中包含该词条的份数.TF越大的词在

这份年报中越重要;而IDF越大的词越通用,赋权越小.然后用余弦距离度

量上市公司两两之间的产品相似度:

sim A,B( ) ＝cosθ( ) ＝
AB
A B ＝

∑
n

k＝１
Ak ×Bk

∑
n

k＝１
A２

k × ∑
n

k＝１
B２

k

, (１２)

其中,A 和B 分别代表数值化后的词向量,cos (θ)为二者之间的余弦值.

Ak和Bk代表向量A 和B 中的第k个元素.每一年,本文构建出所有上市公司

两两之间的产品相似度,形成方阵 M.
第三步是在 M 的基础上,利用层次聚类算法对公司进行聚类.具体的,

首先将N 个公司视为N 个竞争团体,再将相似度最高的两个团体合并,剩下

N－１个团体;不断循环这一过程,直到团体的数目减少到最优值.最优数量

的求解基于 “肘点法则”２ (Thorndike,１９５３).

１ 我们绘制了公司产品词条数直方图和产品词云图,备索.
２ 其思路是划分的精确性随团体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边际增量开始下降的拐点即为 “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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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是在聚类的基础上进一步为公司圈定独有的竞争对手群.将第三

步中竞争团体内上市公司相似度的最小值作为阈值,对于上市公司i,任何与

其相似度超过该阈值的公司即为其竞争对手.群内公司销售收入的赫芬达尔

指数的相反数 (Valta,２０１２)即为公司i的竞争程度 (PC).３PC 越大,表明

群内公司之间的竞争越激烈.

２ 风险调整收益率

本文用文献中常用的七个风险因子调整的α作为超额收益率,包括Fama
andFrench (２０１５)五因子,即市场 (MKT)、规模 (SMB)、账面市值比

(HML)、盈利 (RMW)和投资风格 (CMA),以及动量 (UMD)(Carhart,

１９９７)和流动性 (LIQ)(Amihud,２００２).当模型中仅包含 MKT,SMB,

HML 三个因子时,调整收益率记为α３,加入UMD 后记为α４.Famaand
French (２０１５)五因子模型截距项记为α５,加入UMD 后记为α６,七因子都

包含时为α７.其他变量定义见附录.

(三)模型设计

为检验假设１和假设２a至假设２c,我们借鉴张杰等 (２０１４)的研究,选

取市值、上市年数、机构持股比例、托宾 Q值和公司分红比例作为控制变量,
同时控制基于传统行业计算的赫芬达尔指数 (HHI),构建如下模型:

Yiy ＝α＋β１PCi,y－１＋β２HHIi,y－１＋β３Sizei,y－１＋β４Agei,y－１＋β５IOi,y－１

＋β６TbQi,y－１＋β７Divdendi,y－１＋Firmi ＋yeary ＋εiy , (１３)
其中,Yiy分别为公司业绩 (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

流)波动和公司决策 (研发投入、广告投入、销售费用和兼并重组)的相关

变量,详见附录.研发投入等活动对竞争也有反向影响,为避免由此带来的

内生性问题,我们将被解释变量滞后１期 (年),并控制公司个体固定效应以

减弱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为控制时间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加入

了年度效应.
为检验假设３,我们将上市公司分为高竞争组和低竞争组.该分组应满足

两个要求:一是竞争激烈程度存在差异,二是组内公司的业务相似.为此,
我们采用了竞争的中间度量———团体划分.在t月,依据每个团体i内上市公

司产品市场竞争排序,将竞争激烈程度最高的前３０％股票分为高竞争组,竞

争激烈程度最低的前３０％股票分为低竞争组,计算组合的等权收益率 (Rtense
i,t

和Rnontense
i,t ).我们最终考察的是,在控制Rtense

i,t－１后,低竞争组的收益率Rnontense
i,t－１

能否预测高竞争组滞后期的收益率Rtense
i,t .实证模型为:

３ 刘昌阳等 (２０２０)采用了类似的度量方法.与其不同的是,本文度量的第四步考虑了市场份额,参

考 Valta (２０１２)将公司i的竞争对手群内销售收入的赫芬达尔指数作为竞争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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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ense
i,t ＝α＋β１Rnontense

i,t－１ ＋β２Rtense
i,t－１＋β３βMKT

i,t－１＋β４Sizei,t－１＋β５BMi,t－１２　　　
＋β６Momi,t－１ ＋β７Illiqi,t－１＋β８IAi,t－１２＋β９Roei,t－１２＋β１０Levi,t－１２

＋β１１Dispi,t－１２＋β１２Ivoli,t－１＋εi,t , (１４)
其中i是每个竞争团体的标识.由于已经控制了高竞争组滞后１期的收益率

Rtense
i,t－１,故略去了反转效应.模型的估计采用FamaＧMacbeth回归 (以下简称

FM 回归).
本文用FM 回归估计模型 (１５)以检验假设４.被解释变量为股票收益

率,核心解释变量为竞争.我们同时将基于传统行业计算的赫芬达尔指数

(HHI)纳入模型,以对比其对预期收益率的影响:

Ri,t＝α＋β１PCi,t－１２＋β２HHIi,t－１２＋β３βMKT
i,t－１＋β４Sizei,t－１　　

＋β５BMi,t－１２＋β６Momi,t－１ ＋β７Revi,t－１＋β８Illiqi,t－１

＋β９IAi,t－１２＋β１０Roei,t－１２＋β１１Levi,t－１２＋β１２Dispi,t－１２

＋β１３Ivoli,t－１＋εi,t , (１５)
其中Ri,t为股票i在第t月的收益率.为避免前视偏差及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不同的变量采用了不同的滞后期以及时间频率.

表２　描述统计量

均值 标准差 ２５％分位数 中位数 ７５％分位数 样本量

PC －０２３０ ０３３７ －０４１６ －０１８０ －００７６ １５４８２

HHI －０１８９ ０２２５ －０２０２ －０１１２ －００６３ １５４８２

R ００１１ ０１４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８１ １４９９３８

βMKT ０９８８ ０２８８ ０８２３ ０９８６ １１４２ １３２６９６

Size ２２４２４ ０９８８ ２１６８６ ２２２８２ ２２９８６ １５４８２

BM ０９２６ １０１４ ０３６２ ０６１６ １０８９ １５４８２

Mom ０９８８ ０２８８ ０８２３ ０９８６ １１４２ １３２６９６

Rev ０１７７ ０６０１ －０１９６ ００４４ ０３８９ １４９２１９

Illiq ２３４１ ６６２０ ０９５５ １５２３ ２５５７ １３７７７３

IA －０６１８ ４６６６ －０９７５ －０８８４ －０７４３ １５１９０

Roe ００７７ ０４８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７８ ０１３０ １５４８２

Lev ０４５４ ０２１９ ０２９０ ０４５７ ０６１８ １５４８２

Disp ０３９０ ０２７２ ０１９８ ０３３２ ０５１０ １３２０８

Ivol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６ １３７００

Age １４１７４ ５８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２６２９２

IO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７５ １８６５１

TbQ ６７５６ ８２３８ １４９５ ２１６１ ３３７１ ２４６７６

Divdend ００２５ ０１５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４６７１



２０７２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２１卷

(续表)

均值 标准差 ２５％分位数 中位数 ７５％分位数 样本量

σSale ０２７９ ０２１７ ００６２ ０１３９ ０３０１ １１８０１

σProfit ０２７４ ０３６２ ００８１ ０１６４ ０３２７ １１８０１

σCash ０５８３ ０８７６ ０１６５ ０３２６ ０６７２ １１８０１

RdExp １７４４８ １５０５ １６６１４ １７４３ １８２８７ ９０４３

RdPerson ５３９１ １２４２ ４５９５ ５３５７ ６１５９ ３４０８

MaFreq ３３２４ ４４０４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０８４２

MaAmount １８７００ ２１８４ １７５０５ １８７７６ ２００４４ １０８４２

AdFee １５２７ ２３５１ １３７３５ １５２４３ １６８４７ ９９５１

SaleFee ３９０１ ００８６ ３８４７ ３８９９ ３９５６ ９９５１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２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从表中可以看出,上市公司产品

市场竞争度的均值为－０２３０,标准差为０３３７,具有较大的变异性;中位数

为－０１８０,呈现正偏态的分布特征.销售收入波动的均值为０２７９,标准差

为０２１７;利润波动的均值为０２７４,标准差为０３６２,均具有较大变异.

(二)产品市场竞争与股票预期收益率

本文采用单变量组合分析和 FM 回归对假设４进行检验.表３展示了组

合分析的结果,括号内为均值的t统计量.第 (１)—(５)列是组合等权平均

收益率,第 (６)—(１０)列是流通市值加权收益率.从表３最后一行可以看

到,所有因子调整的收益率之差均显著为正,即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的上市

公司风险调整收益率越高.改变收益率的风险调整模型或组合收益率的计算

方法不改变这一结论,支持假设４.

表３　产品市场竞争与超额收益率

EqualＧweighted(％) ValueＧweighted (％)

α３ α４ α５ α６ α７ α３ α４ α５ α６ α７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High ０２７７ ０４３７ ０３５７ ００８８ ０３６１ ０３１２ ０４７９ ０３９４ ００９７ ０３７７

(１０１１) (１４４８) (９７４) (１７９) (７５２) (１１３１) (１６０５) (１０６６) (１９３) (７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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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qualＧweighted(％) ValueＧweighted (％)

α３ α４ α５ α６ α７ α３ α４ α５ α６ α７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Low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６ ０１１８ －０１９５ －００７９ ０１０７ ０１２２ ０１７１ －０１５７ －００３２

(２７４) (２７３) (３３１)(－５３６)(－１９４) (５０５) (５０４) (４５９) (－４６２)(－０８３)

HＧL ０２１８ ０３７１ ０２４０ ０２８４ ０４４１ ０２０４ ０３５６ ０２２３ ０２５４ ０４１０

(６２７) (９５８) (４６９) (４６３) (６９９) (５８７) (９２７) (４２５) (４１８) (６５９)

　　注:本表汇报了竞争最激烈和最不激烈的十分位组合收益.超额收益率在组合内平均后量纲较小,

故此表及后文实证分析中单位为％.

进一步的,我们在控制其他变量后采用FM 回归估计模型 (１５),结果汇

报在表４中.在第 (１)列的单变量回归中,竞争越激烈,预期收益率越高

(PC 的系数为０１５２,t统计量为７７６).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上述正向关系

保持不变.第 (３)—(４)列为PC 度量的稳健性检验.在竞争度量的第二步,
第 (３)列是将产品词向量数值化时,采用 TFＧIDF加权方式计算PC 的回归

结果;第 (４)列计算PC 时阈值的选取条件是,让竞争度量第四步和第三步

中公司成对概率相等 (HP方法).可以看到,这两种对竞争度量的调整都不

改变结论.

表４　产品市场竞争度与预期收益率 (FamaＧMacbeth回归)

(１) (２) (３) (４)

PC ０１５２∗∗∗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９∗∗∗ ００８７∗∗∗

(７７６) (５４０) (５８５) (４３６)

HHI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７

(１９４) (１９４) (１６７)

βMKT ０４８１∗∗∗ ０４７５∗∗∗ ０４８１∗∗∗

(２８２) (２７８) (２８２)

Size ０３３９∗∗∗ ０３３９∗∗∗ ０３４０∗∗∗

(２３４２) (２３２７) (２３４４)

BM －０３５８∗∗∗ －０３５９∗∗∗ －０３５５∗∗∗

(－８７９) (－８６８) (－８６８)

Mom １７９１∗∗∗ １７８９∗∗∗ １７８８∗∗∗

(１５２８) (１５２８) (１５２３)

Rev １８３５∗∗∗ １８３３∗∗∗ １８３３∗∗∗

(８２７) (８２５) (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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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Illiq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７∗∗∗

(４６８) (４７０) (４６４)

IA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５∗∗∗

(７７２) (７７６) (７７３)

Roe ２２７８∗∗∗ ２２７６∗∗∗ ２２７８∗∗∗

(１３６３) (１３６３) (１３６３)

Lev １０７４∗∗∗ １０８１∗∗∗ １０７２∗∗∗

(１３２６) (１３２６) (１３１９)

Disp －０３７８∗∗∗ －０３７９∗∗∗ －０３８０∗∗∗

(－８５３) (－８５７) (－８６０)

Ivol １４９６４∗∗∗ １４８９６∗∗∗ １４９４９∗∗∗

(８２３) (８１８) (８２４)

Intercept ０１３０∗∗∗ －８６１１∗∗∗ －８６３１∗∗∗ －８６６８∗∗∗

(９７９) (－２２５６) (－２２３８) (－２２６４)

AdjR２ ００２１ ０２７７ ０２８３ ０２７３

N １４９９３８ ９０７５２ ９０７５２ ９０７５２

　　注:第 (１)—(２)列的PC 度量基于等权赋值的词向量,第 (３)—(４)列是PC 的稳健性检验.

括号内为经 NeweyＧWest调整的t值,滞后阶数为１２期,∗∗∗、∗ 分别表示１％、１０％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三)公司基本面机制

１ 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业绩波动

表５汇报了竞争对公司业绩波动率的影响 (假设１).在 PanelA 的单变

量分析中,按竞争从低到高排序,可以发现竞争越激烈,公司业绩的波动越

大.具体来看,竞争最激烈的上市公司组合主营业务收入波动率比竞争最不

激烈的组合高００９５;净利润波动率高００１９;净现金流波动率高００２０,上

述差异均在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与假设１一致,即竞争越激烈,业绩波

动性越大.PanelB的多元回归分析中 (模型 (１３)),PC 的系数均为正,且

在１％或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产品市场竞争度与业绩波动率

之间的正向关系.

２ 竞争与公司决策

我们利用模型 (１３)对假设２a至假设２c进行实证检验.激烈的竞争会促

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以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表６第 (１)—(２)列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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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a的检验结果.我们用两个指标代理研发活动,一是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例 (RdExp);二是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例 (RdPerson).第 (１)
列中PC 的系数为００５８.第 (２)列PC 的系数为０１１５,在５％的置信水平

下显著,说明公司面临的竞争越激烈,研发人员占比越高,这验证了假设２a.

表５　竞争与公司业绩波动

PanelA:单变量分析 PanelB:多变量分析

PC σSale σProfit σCash
σSale σProfit σCash

TFＧIDF 等权 TFＧIDF 等权 TFＧIDF 等权

Low ０２１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７ PC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７９３)(１２７０)(１３３２) (４５７) (３３６) (６４３) (３２９) (３５３) (１８５)

２ ０２３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９ HHI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１０４８)(１０８２)(１９８７) (１８２) (１４７) (－０７４) (１２７) (－０８７) (１０３)

３ ０２４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４ Size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９１８)(１５６４)(２４７１) (９１７) (６５９) (９７６) (２４３) (４７０) (－１１５)

４ ０２５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５ Age ００９５∗∗∗ ０１２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９∗∗∗

(１１２６)(１４０３)(１９９１) (４７１) (６０５) (８４４) (５３９) (１２８３) (５７１)

５ ０２５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５ IO －０１１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６∗∗∗－００３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７∗

(１２１６)(１７３９)(２４０５) (－１２６) (０３６) (－９０１)(－５１４)(－１６９) (１９０)

６ ０２７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９ TbQ －００５２∗∗∗－００３７∗∗∗－０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１２６８)(１７８５)(１８０９) (－３４８)(－４８１)(－８９３)(－９０４)(－４８８) (－３９５)

７ ０２９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１ Divdend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１０５５)(１５３０)(１８７７) (－０９０)(－０５４)(－０１６) (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２９)

８ ０２８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２ Firm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９２５)(２０３６)(１７３１)Year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９ ０２８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０ Intercept－０８４５∗∗∗－０７３０∗∗∗－００６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９４∗∗∗ ００３０

(１０４４)(１４０５)(２７０３) (－６２９)(－５２８)(－７０５)(－１６５)(－４３６) (１３３)

High ０３１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６７ AdjR２ ０２７６ ０２６１ ０２６３ ０１６７ ０２７８ ０２４３

(１１０９)(１７７０)(２２８３)N １１８０１ １１８０１ １１８０１ １１８０１ １１８０１ １１８０１

HＧL ００９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２４２) (３５６) (４４０)

　　注:PanelA 为单变量分析,括号内为t值.PanelB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列 (１)、(３)、

(５)和列 (２)、(４)、(６)中PC 分别基于 TFＧIDF和等权赋值进行计算,括号内为公司聚类的稳健标

准误的t值.∗∗∗、∗∗、∗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兼并重组也是上市公司摆脱同质化竞争的有效手段之一 (徐虹等,２０１５).
表６第 (３)—(５)列为假设２c的检验结果.为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我们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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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 指 标 代 理 兼 并 重 组 活 动 的 频 繁 程 度.一 是 年 度 内 兼 并 重 组 次 数

(MaFreq),二是年度内兼并重组金额 (MaAmount).表６第 (３)列中,PC
的系数为０４０３,t统计量为２２４,即产品市场竞争度与企业兼并重组次数显

著正相关.考虑到上市公司兼并重组次数属于计数模型,采用普通 OLS回归

可能存在估计偏差,因此列 (４)用泊松回归重新进行估计,此时PC 系数为

０１２０,t统计量为２９７,显著性水平进一步提高.第 (５)列展示了以 MaAＧ
mount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结论不变,这验证了假设２c.

表６　竞争与公司决策

RdExp
(FE)

RdPerson
(FE)

MaFreq
(FE)

MaFreq
(Poisson)

MaAmount
(FE)

AdFee
(FE)

SaleFee
(FE)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PC ００５８ ０１１５∗∗ ０４０３∗∗ ０１２０∗∗∗ ０１９３∗∗∗ ０１３１∗∗∗ ００１２∗∗

(１５７) (２３８) (２２４) (２９７) (２９０) (２７２) (２４３)

HHI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８ １０８４ ０１７８ ０２５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３

(０７３) (０６７) (０８８) (０５９) (０４５) (－０１０) (１４２)

Size ６３３５∗∗∗ ４３１５∗∗∗ １７３８８∗∗∗ ４０４６∗∗∗ ９６８６∗∗∗ １０７５０∗∗∗ ０４６６∗∗∗

(９４７) (４５９) (４４０) (５４１) (７２２) (１０８２) (１７００)

Age ０１１７∗∗∗ ００８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９７∗∗∗ ０００４∗∗∗

(１４６０) (５９２) (０３２) (１１６) (３９８) (２６４) (５２３)

IO －０１５３ ０９４７∗ ２９５２∗ ０７７５∗∗∗ １００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２０∗∗∗

(－０６２) (１９４) (１９４) (２６５) (１９１) (－０２５) (－３００)

TbQ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

(－７１４) (－２９４) (－１０４) (－２２０) (４５２) (－３０１) (－５０２)

Divdend ００２０ －０１２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６ ０１７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３∗

(０４８) (－１３２) (－００２) (－０２４) (１３０) (－０５３) (－１７５)

Intercept －４０５９∗∗ －９１４０∗∗∗ －５０３１∗∗∗ －２８３７∗∗∗ －９８８９∗∗∗ －６８７８∗∗∗ ２４６０∗∗∗

(－２１２) (－２９４) (－４４２) (－５４２) (－２６１) (－５００) (２７５３)

Firm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Year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AdjR２ ０５７７ ０６７０ ０３２３ ０２５０ ０４１８ ０６４４ ０６５０

N ９０４３ ３４８０ １０８４２ １０８４２ １０８４２ ９９５１ ９９５１

　　注:本表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所有解释变量滞后１期 (年).括号内为基于公司聚类的

稳健标准误计算的t值.∗∗∗、∗∗、∗ 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在激烈的竞争中,一方面,企业通过增加广告投入,能够提升品牌形象

和知名度,提高其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从而摆脱其他低广告投入的普通

品牌的竞争.另一方面,企业也倾向以打折促销等变相价格战的方式扩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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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份额,或以赊销等形式吸引客户,体现为较高的销售费用.表６第 (６)—
(７)列为假设２b的检验结果.第 (６)列以广告费用占比为被解释变量进行

回归,PC 的系数为０１３１,t统计量为２７２,即竞争激烈程度与公司广告投

入呈显著正向关系.类似的,在第 (７)列以销售费用占比为被解释变量的回

归中,PC 的系数为００１２,t统计量为２４３,在５％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即

竞争越激烈,销售费用占比越高.这验证了假设２b.

(四)投资者定价机制

竞争激烈公司的盈余预测更复杂,信息融入股价的速度较慢,其收益率

较为滞后.表７对此进行检验.第 (１)列Rnontense
t－１ 的系数为００３３且显著.即

在同一竞争团体内,t－１月竞争不激烈股票与t月竞争激烈股票的收益率

(条件)正相关.在第 (２)列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系数仅有略微下降

(００３１,t＝２７３).这表明垄断型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在常态下领先于竞

争激烈的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支持了假设３.
在上述检验中,我们发现了竞争不激烈组合的收益率可以预测下一期竞

争激烈组合的收益率,这一现象也可能来源于团体收益率的动量效应.我们

通过两种方法排除动量效应的解释.４一是在列 (１)—(２)中,加入了竞争激

烈组合滞后１期的收益率 (Rtense
t－１,即反转效应Rev),以控制自身动量/反转

效应.与现有文献一致,Rtense
t－１的系数显著为负,即收益率存在短期反转效应,

但不激烈组合仍能预测激烈组合下一期的收益率.二是反向预测,即用竞争

激烈组合收益率预测下一期竞争不激烈组合收益率.在团体动量效应下,这

一反向预测应该成立;而在我们的假设３下,反向预测不应存在.第 (３)—
(４)列展示了反向预测的结果.我们发现,竞争不激烈组合的收益率与滞后１
期竞争组合的收益率仅呈现微弱且不显著的正向关系 (第 (４)列t＝０５１),
进一步支持了假设３.

表７　低竞争度对高竞争度公司收益率的领先关系

Rtenset Rnontenset

(１) (２) (３) (４)

Rnontense
t－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１∗∗∗ Rtense

t－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３３３) (２７３) (０７３) (０５１)

Rtense
t－１/Rev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９∗∗∗ Rnontense

t－１ /Rev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５∗∗∗

(－３７６) (－３９０) (－２９５) (－３０７)

Controls 否 是 否 是

４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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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Rtenset Rnontenset

(１) (２) (３) (４)

Intercept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７６

(０９７) (－００４) (０８７) (１２０)

AdjR２ ００４１ ０１５８ ００４０ ０１４９

N １２７８１ １１８７８ １２７８１ １１８７８

　　注:此表是对组合数据的FM 回归,所有变量均为组合内个股指标的均值 (下表同).括号内为

NeweyＧWest调整的t值 (１２期),∗∗∗表示在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面临信息冲击时,竞争激烈公司的表现更为复杂,若假设３成立,此时

不激烈组合对激烈组合收益率预测力应更强.参考JiangandZhu (２０１７)的

研究,我们用收益率跳跃作为信息冲击的代理:当某月市场或行业的日收益

率出现跳跃 (Jump＝１)时,则认为该月具有宏观或行业层面的信息冲击.
将样本期内的所有月份按照Jump 分为两个子样本,表８第 (１)—(２)列为

有宏观信息冲击的样本,第 (３)—(４)列为无宏观信息冲击的样本.在加入

其他控制变量后,第 (２)列Rnontense
t－１ 的系数为００８３,t统计量为３８３;这不

仅大于表７中全样本回归的结果 (００３１),也大于本表第 (４)列无跳跃子样

本的 结 果 (００１９).在 有 行 业 信 息 冲 击 时,第 (６)列 Rnontense
t－１ 的 系 数 值

(００３５)和显著性 (t＝４７４)均大于无行业信息冲击时的估计量 (第 (８)
列).这些证据表明,在出现宏观或行业层面的信息冲击时,竞争度高低组股

票之间的领先 滞后关系更为显著.这进一步说明,股价对信息反映速度的差

异是竞争不激烈组合能够预测竞争激烈组合收益率的原因.

表８　信息冲击时收益率领先 滞后关系

市场Jump＝１ 市场Jump＝０ 行业Jump＝１ 行业Jump＝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Rnontense
t－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８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２９５) (３８３) (２１８) (１５１) (２１７) (４７４) (３０８) (２７７)

Rtense
t－１/Rev －００４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７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１１０)(－１４８) (－４１９) (－３７０) (０６８) (－２５５) (０７８) (０４１)

Controls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Intercept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０

(１１２) (０７６) (－０２６) (－０２３) (０３６) (－００１) (－０４８) (－０９１)

AdjR２ ０１１６ ０１７４ ００９４ ０１５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N ２７２６ ２５４８ １１４４０ １０６５３ １６１９ １５０８ １２５４７ １１６９３

　　注:括号内为经 NeweyＧWest调整的t值,滞后阶数为１２期,∗∗∗、∗∗分别表示１％、５％的置信水平

下显著.奇/偶数列分别为不控制/控制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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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稳健性检验

上文检验了产品市场竞争度与股票预期收益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并通过

公司基本面风险和投资者定价过程两个机制进行了解释.为保证上述结论的

稳健性,我们进一步通过替换变量和改变估计方法重新对主体模型进行检验.
具体的,我们基于总资产和权益资本重新计算PC 并进行单变量组合分析和

FM 回归,结论不变;同时用分位数回归对表６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不变.５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年报文本中的产品词汇,创新性地测度了公司个体层面的产品

市场竞争程度,发现产品市场竞争风险在股票市场被定价为高预期收益率.
进一步地,本文理论推导并实证检验了该溢价形成的两个机制:一是公司基

本面风险,首先,以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三个

指标的波动率代理业绩波动性,发现竞争越激烈,公司业绩波动率越高;其

次,竞争对公司决策行为的风险性亦有影响:竞争越激烈,公司的研发投入、
广告费用和兼并重组越多.二是投资者定价风险:竞争越激烈,基本面分析

复杂度越高,特别是在面临信息冲击时,信息融入股价速度更慢.
上述证据证实了产品市场竞争风险在资本市场被定价这一事实,并从公

司基本面风险和投资者定价两个逻辑进行验证,刻画出了竞争法则下上市公

司行为及后果的全景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深对股票资产风险理解的广

度和深度.随着我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观

点已成事实,以科技引领的集约化发展道路成为唯一选择.在从中国 “制造”
到中国 “创造”乃至 “智造”的产业蜕变中,创新是可靠的抓手.本文研究

表明,竞争提升了公司治理效率,对企业的创新研发具有显著的刺激作用.
通过引入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让企业在市场化竞赛中优胜劣汰,培育出一

批治理效率高、创新能力强、核心竞争力突出的世界级公司,淘汰一批不符

合产业升级方向的旧企业.这既符合 “供给侧”改革的方向,也是我国实现经

济转型的稳固助力.

５ 由于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部分的实证结果不再列示,备索.



２０８０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２１卷

附录

附表１变量定义表

变量标识 变量名 变量定义

PC 产品市场竞争度 详见变量设计

HHI 传统度量的竞争 基于证监会二级行业的销售收入的赫芬达尔指数,取相反数

R 月个股收益率 考虑现金分红再投资的股票对数收益率 (月度),前复权

βMKT 市场贝塔 个股超额收益率对市场超额收益率３６个月滚动回归的系数

Size 总市值 企业总市值的自然对数

BM 账面市值比 账面价值/市场价值

Mom 动量收益率 t月的Mom 为该股票t－１２至t－２月的累积收益率

Rev 反转收益率 t月的Rev为该股票在t－１月的收益率

Illiq 非流动性 Amihud (２００２)提出的非流动性指标

IA 资产增长率 (总资产期末值－总资产期初值)/总资产期初值

Roe 净资产回报率 净利润/权益资本

Lev 杠杆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Disp 分析师意见分歧
年度内所有分析师对该公司每股盈余预测的标准差除以均值

的绝对值

Ivol 特质波动率 三因子模型残差的标准差

Age 公司上市年龄 截至y 年时该公司上市的年数

IO 机构持股比例 上市公司机构持股比例之和

TbQ 托宾 Q值 市场价值除以重置成本

Divedend 是否分红 该年分红＝１,否则＝０

σSale 主营业务收入波动率 y 年的σSale为y 至y＋２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标准差

σProfit 净利润波动率 y 年的σProfit为y 至y＋２年净利润的标准差

σCash 净现金流波动率 y 年的σCash 为y 至y＋２年净现金流的标准差

RdExp 研发支出占比 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RdPerson 研发人员占比 研发人员占总员工人数比例

MaFreq 兼并重组频率 年度内上市公司兼并重组的次数

MaAmount 兼并重组金额 年度内上市公司兼并重组的金额

AdFee 广告费用占比 广告费用占销售收入比例

SaleFee 销售费用占比 销售费用占销售收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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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productwordsintheannualreportsofChinaAＧsharelistedfirmsspanＧ
ningfrom２００７to２０１６,wemeasurethedegreeofproductmarketcompetitionatfirmlevel
fromanovelperspectiveofbusinesssimilarity．Resultsshowthatfirmsfacedwithtenser
competitionearnhigherexpectedreturnasriskpremium．Furtherevidencemanifeststhatthe
undiversifiedriskarisesfromtwochannels,higherfundamentalriskontheonehandand
higheruncertaintyofinvestorexpectationonEPSontheother．Ourresultsshedlightonthe
unveiledpanoramaoffirmbehaviorsaswellasassetpricingundertheincreasinglyt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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