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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自然资源关系研究$

经济增长&微观机制及政策建议)的资助#以及
#$!#

年
@

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峨眉山

<-1E?'-

D

)和
#$!#

年
!#

月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上各位参会人员的宝贵意见'

当然#文责自负'

! 根据世界经合组织的统计#这一指标的世界各国平均水平是
#]

'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已超过

"]

#以色列接近
@]

'

摘
!

要
!

企业创新会受其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及所在城市其他企业

在地理上集聚而产生的外部经济影响'本文运用
#$$B

年中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创新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会

受益于不同的聚集经济$新生或年轻企业的创新更多地受益于产业多

样化带来的雅各布外部经济#成熟企业的创新则更多地受益于产业专

业化带来的马歇尔外部经济'本文为文献中关于马歇尔外部性还是

雅各布外部性更促进企业创新的争论提供了新的经验检验证据'

关键词
!

企业创新#聚集经济#企业生命周期

一!引
!!

言

熊彼特有关企业创新的 (创造性破坏)!

,13*2(W3Q3?210,2(-)

"和 (创造性积

累)!

,13*2(W3*,,0.04*2(-)

"思想认为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

R,'0.

D

3231

#

!H"%

#

!H%#

"'然而#在中国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企业创新和研发

投入占
LKT

的比重一直偏低#截至
#$!$

年 (十一五)规划结束#这一比重仅

为
!7A]

!

#远低于欧美及其他国家'从基于廉价劳动力&高储蓄率&高投资率

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基于技术进步和资源充分利用的集约型长效增长方式#

是中国经济现阶段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如何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什么样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创新能力- 什么样的城市或产业结构环境所带来的

聚集经济更有利于企业的创新- 这些问题值得政府和学者深入思考和探究'

企业创新是指企业对产品&生产技术或管理方法的变革'

9*G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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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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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和
f34Q.*)

!

!HH%

#

!HHC

#

!HHH

"关注企业创新在

某一地理区域的集聚#他们认为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研发等创新行为的集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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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外溢#会让所在区域内的第三方企业受益#即企业的创新存在聚集经

济'聚集经济又称外部规模经济#通常分为马歇尔外部经济 !行业内聚集经

济"和雅各布外部经济 !跨行业聚集经济"两种'

P*1?'*44

!

!H#$

"#

I11-<

!

!HC#

"#和
V-.31

!

!HAC

"#以及后来的
L4*3?31%&'(/

!

!HH#

"认为知识的外

溢应是发生在特定产业层面的#知识的外溢更容易在同行业的企业间产生#

从而同行业企业在一个地理区域的聚集会促进该行业的企业创新#即马歇尔

外部性或行业内聚集经济会促进企业创新%

9*,-S?

!

!HCH

"则给出不同看法$

她认为知识的外溢更易发生在互补的行业而不是同行业的企业之间#新的思

想更容易在相近行业之间交流中产生#如纽约的内衣行业的产生和创新不是

来自成衣制造业而是缝纫行业的发展'因此#她认为多样化产业结构的城市

所带来的雅各布外部性或者跨行业聚集经济更容易促进企业的创新'

然而#实证文献中有关企业创新和聚集经济的关系的结论并不一致'一

些实证研究显示两种外部性同时存在并都促进了企业创新$运用意大利的专

利数据#

T*,(*)Q:?*(

!

!HHH

"发现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外部性均能促进区

域的创新#其中雅各布外部性对于高科技行业在大中型城市作用更明显%

R'3G31*)Qf13)E34

!

!HHA

"则对以色列进行了相关研究#他们发现两种外部

性仅在高科技行业比如电子行业会起显著作用#而对于非高科技行业比如塑

料生产#两种作用都不显著'然而#另外一些研究则支持雅各布外部性可以

促进企业的创新$

f34Q.*)*)QI0Q132?,'

!

!HHH

"在对美国新产品数目进行

研究时发现#多样性比专业化更有助于新产品的产生%运用新西兰
VlK

劳动

力成本数据#

6*)e-12

!

#$$#

"强调雅各布外部经济在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

上的作用'国内学者彭向&蒋传海 !

#$!$

"

# 运用中国省级水平数据实证研究

发现两种外部经济对地区创新均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其中雅各布外部经济的

作用要高于马歇尔外部经济'

# 参见彭向&蒋传海#(产业集聚&知识溢出与地区创新,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检验)#/经济学0!季

刊"#

#$!!

年第
!$

卷第
"

期#第
H!"

,

H"%

页#他们用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两种外部经济与地区总体创新水

平的影响'

" 有一系列文献研究企业创新与生命周期的关系!

a031

F

-*)Q9*0.*)Q130

#

#$$#

%

M*4*?0S1*.*)(*)*)Q

>33

#

#$!$

"#具体参见本文第二部分'

以上不一致的发现有可能和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相关"

'

K01*)2-)*)Q

T0

F

*

!

#$$!

"提出 (苗圃城市)!

801?31

5

&(2(3?

"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具有多

样化产业结构的城市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的作用像一个 (苗圃)$在新产品生

产初期#企业可以在多样化的城市中学习&搜寻&尝试&创造#一直到寻找

到最优的创新产品和生产过程%而一旦寻找到最优生产方法#随着摩擦或运

输成本的增加&竞争激烈等原因#多样化的生产环境不再是成熟企业的最优选

择'在考虑迁移成本的情况下#企业会从多样化的环境迁移到相对专业化的城

市'

K01*)2-)*)QT0

F

*

!

#$$!

"的模型结论为$多样化城市产生的雅各布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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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跨行业聚集经济"会促进新生或处于年轻阶段的企业创新#而专业化城

市所代表的马歇尔外部经济 !行业内聚集经济"更有利于已形成规模的成熟企

业的创新'在企业产品生命周期% 的不同阶段#马歇尔外部经济和雅各布外部经

济分别起着不同作用#多样化城市和专业化城市可以并存在经济社会中'

% 产品生命周期不同于企业生命周期'

K01*)2-)*)QT0

F

*

的文章强调城市产业结构在产品生命周期不

同阶段的作用'本文重点关注在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不同聚集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产业专业化指数和产业多样化指数的具体核算方法参加本文第三部分指标说明!表
#

"'

图
!

和表
!

给出
K01*)2-)*)QT0

F

*

!

#$$!

"模型结论的直观验证'运用

#$$B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我们可以核算中国

所有地级城市的新生企业数目&鉴别发生迁址的企业以及核算对应衡量马歇

尔外部经济的城市产业专业化指数和衡量雅各布经济的多样化指数@

'从图
!

的散点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生企业数目与城市产业多样化指数呈现显著正

向关系#一个城市的多样化指数越高#则该城市会拥有越多的新生企业#即

新生企业偏向聚集在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表
!

给出
!%!

个发生迁址的企

业在迁址前后产业专业化指数的变动#对比企业迁址前后所在城市和行业的

产业专业化指数#我们发现迁址前显著低于迁址后的产业专业化指数'

K0=

1*)2-)*)QT0

F

*

!

#$$!

"认为解释上述现象的背后机制是企业创新产出与聚

集经济的关系$新生企业的创新会更多受益于雅各布外部经济#因此#新生

企业会集聚在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而成熟企业的创新则会更多地受益于

马歇尔外部经济#如果企业发生迁址#则倾向迁址到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

图
!

!

新生企业数目与城市多样化指数

注$新生企业数目来源于
#$$B

年规模以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分城市汇总#城市多样化指数略

不同于表
"

#核算方法为
!

减赫芬达尔指数#是城市水平的'线性拟合用来直观表示二者正向关系#

但存在误差性#导致新生企业数目拟合值可能为负值'

表
!

!

(迁址)企业与产业专业化指数

绝对专业化指数 相对专业化指数 制造业产业多样化指数

观测值 均值 观测值 均值 观测值 均值

迁址前
!%! !7@%A !%! $7$C" !%! $7AA#

迁址后
!%! "7$B% !%! $7!!B !%! $7ACB

K(GG !%! !̀7@#C !%! $̀7$@% !%! $7$!%

N

检验值
&Z "̀7%!#! &Z %̀7"C#! &Z!7!C@C

注$绝对专业化指数与相对专业化指数的核算参见表
#

'(迁址)企业定义为在改变了所在城市的企

业#数据来源为
!HHA

,

#$$B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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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基于
K01*)2-)*)Q

T0

F

*

!

#$$!

"的理论模型#试图从生命周期角度验证在不同生命阶段企业创

新与聚集经济的关系#从而解决了实证文献中一直存在的关于究竟是马歇尔

外部性还是雅各布外部性更能促进企业创新的争论'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

企业的创新产出在不同年龄阶段会受益于不同的聚集经济$新生或年轻企业

的创新更容易受到城市中不同行业的企业对其影响#即雅各部外部经济#随

着年龄增长雅各布外部经济的作用逐渐减弱#而成熟企业的创新则更容易受

到同行业企业的影响#即马歇尔外部经济'此外#本文不但利用中国制造业

企业数据为
K01*)2-)*)QT0

F

*

!

#$$!

"的模型背后的机制提供了直接实证验

证#且为政府在如何制定促进企业创新方面的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本文组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企业创新与聚集经济相关理论文献及

研究背景%第三部分对数据及主要变量进行描述%第四部分是实证回归结果%

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理论基础与假说提出

!一"企业生命周期&聚集经济与企业创新

C 企业人口学!

G(1.Q3.-

F

1*

D

'

5

"已成为一个集经济学&人口学&管理学与社会学的新兴交叉研究领域'

企业是具有生命状态的组织C

#会经历出生&成长&迁址&合并及倒闭等

(类人口学)过程 !

6*)K(

h

E*)QT3443)S*1

F

#

#$$$

%

6*)\(??3)

#

#$$#

"'从

出生到成熟的每一个阶段#企业所面临的经济&市场和科技环境以及所采取

的策略均不相同 !

P034431

#

!HB#

%

I

F

*1<*4*)QL-12

#

#$$#

"'一些实证研究

表明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

a031

F

-*)Q9*0.*)=

Q130

!

#$$#

"的研究发现企业进行创新投入的概率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减#新

生企业比成熟企业更有可能创新%

M*4*?0S1*.*)(*)*)Q>33

!

#$!$

"则利用

美国
%H%

家企业和
!A$@$@

个专利数据#研究企业创新能力随年龄变化的规

律#他们发现企业创新生产能力随企业的年龄递减$即给定企业的研发投入

增加
!$]

#企业年龄增加一岁会导致其创新产出的市场价值减少约三百万美

元'与以往文献仅考虑企业创新与年龄之间的关系不同#本文将企业年龄与城

市聚集经济关联起来#基于
K01*)2-)*)QT0

F

*

!

#$$!

"的理论模型#重点研究

聚集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如何随着企业年龄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性质'下

面#我们将分别讨论新生企业创新&成熟企业创新以及它们与聚集经济的关系'

!7

新生和年轻企业创新与 (苗圃城市)$雅各布外部经济

新生企业往往会带着新的技术&产品或生产方法进入市场#它们需要在

市场中生存下来并壮大#甚至形成新的产业'

&3G(?*)QP*1?(4(

!

#$$@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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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创新对新生企业的生存起着显著正

向作用#新生企业的创新是决定企业能否生存下来的关键因素'新生和年轻

企业的创新首先是一个 (干中学)!

43*1)()

F

S

5

Q-()

F

"的过程'

K01*)2-)*)Q

T0

F

*

!

#$$!

"的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就是新生企业需要不断地学习&搜寻&

尝试&创造#一直到寻找到最优的创新产品和生产过程'其次#新生企业的

创新面临失败的危险'

P034431

!

!HB#

"指出新生和年轻企业的创新面临的主

要问题是不确定性#新生企业由于对市场的不熟悉&信息不健全等原因#其

创新失败的风险性要显著高出成熟企业'再次#与成熟企业相比#新生和年

轻企业还缺乏持续的资金&市场&劳动力等各种信息来源 !

P034431

#

!HB#

"#

它们需要在市场中汲取能量#从而稳固&发展和成长'最后#新生企业的创

新对外部科研机构的创新投入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I,?%&'(/

!

!HH%

"和
T34=

43

F

1()-%&'(/

!

#$!!

"均发现新生的创新型企业 !

[d&?

$

5

-0)

F

())-W*2(-)

,-.

D

*)(3?

"的创新对外部的研发投入的依赖程度要显著高于成熟企业#相比

之下成熟企业的创新则主要依赖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

(苗圃城市)即一个具有多样化产业结构的城市#意味着在这样一个城市

中不同行业企业的集聚使得城市中存在雅各布外部经济'对比新生企业创新

的特点#首先#在一个 (苗圃城市)中#新生和年轻企业可以获得更多学习

和搜寻的可能性#

9*,-S?

!

!HCH

"认为多样化的环境可以给企业创新提供更多

思想火花的碰撞#从而可以促使新思想&新方法的产生'其次#多样化的城

市环境同时为新生企业的创新失败提供了一定保护作用'正如不把鸡蛋放在同

一个篮子中#在一个存在许多不同行业企业的城市#创新失败的企业可以相对

低成本的调整经营策略&产品或行业#寻找到新的生产方法'最后#多样化的

环境同时意味着各种信息&资金及劳动力的集聚'对于一个对各种生产资源相

对陌生的新生和年轻企业来说#(苗圃城市)无疑是其最佳选择'综上所述#我

们认为不同行业企业聚集所产生的雅各布外部经济更有助于新生企业的创新'

#7

成熟企业创新与马歇尔外部经济

成熟企业是指年龄较大且已具有丰富生产经营经验&达到一定规模的企

业'成熟企业的创新往往是对原有产品的改进&优化或是研发出相关的新产

品#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优化和降低成本'对比新生企业#

T3443

F

1()-%&'(/

!

#$!!

"指出成熟企业首先不存在资金的流动性约束#它们有足够的现金流和

较低的不确定性从而支持研发和新产品的生产%其次#成熟企业具有更强的

市场分析能力和信心%最后#成熟企业的创新更多依赖自身的研发投入#而

非来自外部研发投入 !

I,?%&'(/

#

!HH%

"'

大量同行业企业的聚集可以产生马歇尔外部经济#企业之间可以共享生

产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存在知识外溢 !

P*1?'*44

#

!H#$

"'首先#共享

的生产要素和劳动力市场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这也正是成熟以后的企业进

行创新的首要目标'

a34?43

5

*)QR21*)

F

3

!

#$$#

"通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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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企业家必须 (匹配) !

.*2,'()

F

"自己的创新思想于各种生产要素中'因

此#在创新思想付诸实践过程中#同行业企业之间由于 (共享生产要素)可

以降低信息交流成本#从而提高了企业创新实现的可能性'

a34?43

5

*)Q

R21*)

F

3

!

#$$#

"重点强调企业的集聚不但可以促使新的思想产生#更会由于

(共享生产要素)而降低成本#提高企业创新思想实现的可能性'其次#在同

一个地理区域内#类似的生产技术&产品以及市场需求会让同行业企业之间

存在有关产品和生产方法的丰富的知识外溢$厂商之间可以相互模仿&学习'

一旦一项生产技术在一家厂商得到应用后#同一区域的其他类似企业由于地

理上的集聚会很快吸收#但是#具备这种吸收和学习能力的重要前提是需要

企业具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规模#即成熟企业才可行'同时#由于成熟企业

的创新是基于原有产品的改进和优化#企业需要对同行业企业的信息有充分

了解#而马歇尔外部经济的知识外溢则可以为成熟企业的创新提供更多的专

业化信息'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马歇尔外部经济更有利于成熟企业的创新'

!二"研究思路与基本假说

基于
K01*)2-)*)QT0

F

*

!

#$$!

"理论模型和第 !一"节的分析#我们认

为行业内聚集经济 !马歇尔外部经济"和跨行业聚集经济 !雅各布外部经济"

会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起不同作用$一个多样化产业结构所带来的雅

各布外部经济可以促进新生或年轻的企业创新#但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加#成

熟企业会更多的受益于产业专业化的生产环境所带来的马歇尔外部经济'于

是#本文实证研究的两个基本假说如下$

假说一
!

新生和年轻企业的创新会显著受益于城市产业多样化所带来的

雅各布外部经济#且雅各布外部经济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会随着企业年龄

的增加而递减'

假说二
!

成熟企业的创新会显著受益于城市产业专业化所带来的马歇尔外部

经济#且马歇尔外部经济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会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加而递增'

三!数据!变量及模型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B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以及
#$$B

年的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包含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均
LKT

&

人均工资&高校在校人员数等城市基本信息%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则包

含所有国有企业和年销售额大于
@$$

万元的非国有企业#统计变量包含新产

品产值&研发费用&开业时间&资产以及从业人员数等详细企业微观信息'

对于原始数据#我们仅保留所有处于营业状态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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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处理步骤具体为$!

!

"仅保留处于营业阶段#且从业员工数大于
!

的企业#

删除处于筹建或者停业阶段的企业%!

#

"仅保留制造业企业#即保留
Rd&#

大

于
!"

小于
%"

的所有企业#删除采矿&公用设施等相关产业'

研究企业创新&企业生命周期与聚集经济之间的关系#需要知道如何衡

量企业创新&如何定义企业生命周期和如何计算城市产业专业化程度和多样

化程度#是本文实证模型中的基础'下面我们将分别介绍有关三个变量的定

义&选取和取值范围'

!7

企业创新$新产品产值 !

4)3<

D

1-Q0,2

"

常见衡量企业创新的变量有$研发费用#发明和专利数目 !

9*GG3

#

!HAH

%

T*E3?*)QL1(4(,'3?

#

!HA$

"及新产品种类数目 !

I0Q132?,'

#

!HAA

#

!HH#

#

!HH%

#

!HHC

"'其中#研发费用用来衡量企业的创新投入#而专利数与新产品种类数则

通常衡量企业的创新产出'学者普遍认为#首先#发明与专利数并不一定均能

投入市场转为产品或产出#发明或专利的数目并不能准确衡量创新的产出与价

值#因此#用发明专利数目来衡量创新产出具有一定局限性'此外#

T*E3?*)Q

L1(4(,'3?

!

!HA$

"还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新产品均会申请专利#且专利数目多少与

其经济效应并无直接关系#因此用专利数来衡量创新产出具有瑕疵'

I0Q132?,'

与他的合作者们对企业一系列创新研究所采用的衡量创新结果的变量是 (新产

品数目)'然而#与发明与专利数目一样#企业宣布的新产品数目也不能准确衡量

创新产出的价值B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中不仅包含企业的研发费用#还包含新

产品产值这一关键变量'本文采用新产品价值A来衡量企业的创新产出#与发明专

利数&新产品数目数相比#我们认为它可以更准确衡量企业的创新产出能力'在

回归时#我们对企业新产品产值变量取其对数值 !

4)3<

D

1-Q0,2

"作为被解释变量'

B 比如#企业
I

可能有多个新产品产生#企业
M

只有一件新产品生产#但是如果企业
M

的一件新产品所创

造的市场价值远高于
I

#那么仅从新产品数目角度认为
I

的创新高于
M

是不准确的'

A 工业新产品产值的定义为(是以货币表现的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销售的本企业生产的新产品总量'其

中新产品指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生产的全新产品或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某一方面比老产品有明

显改进#从而显著提高了生产性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包括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研制&生产的国

家级新产品和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范围内第一次研制&生产的地区级新产品'新产品统计

的时间$自新产品批量生产之日起#民用消费类产品一般为
!

"

"

年#生产资料类新产品为
#

"

%

年)'对

于工业企业数据(新产品产值)的定义#我们需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新产品产值定义为已销售的新产品总

量%其次#包括全新原理生产的产品或功能改进的产品%再次#第一次研制与生产并推广%最后#有严格统

计时间的要求'

值得说明的是#在我们的样本中新产品产值存在大龄观测值为
$

'新产品

产值为
$

的可能原因有三种$!

!

"新产品产值确实为
$

#即企业没有新产品生

产%!

#

"会计项目中没有新产品产值一项#或者说公司没有统计新产品产值

相关信息#在此情况下会计人员也会将新产品产值一栏填写为
$

%!

"

"统计误

差的存在'新产品产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存在大量观测值为
$

#会影响我们计

量模型的选择#在本部分第 !二"节我们会进行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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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聚集经济$产业多样化指数 !

.*)0Q(W31

"和产业专业化指数 !

DD

?

D

3,(*4

"

雅各布外部经济与马歇尔外部经济在文献中常分别用城市产业多样化指

数和产业专业化指数来衡量 !

L4*3?31%&'(/

#

!HH#

%

a3)Q31?-)%&'(/

#

!HH@

%

f34Q.*)*)QI0Q132?,'

#

!HHH

"'本文根据数据中企业 (从业人员数)#核算

出除本行业之外的两位
Rd&

制造业的赫芬达尔指数 !参见表
#

"#并用
!

减去

该赫芬达尔指数得到产业多样化指数 !

.*)0Q(W31

"#其取值越接近
!

代表城

市中制造业产业多样化程度越高H

'产业专业化指数 !

DD

?

D

3,(*4

"用来衡量城

市中对应产业的集中程度或专业化程度'由于我们的微观数据中仅包含制造

业企业样本#根据傅十和&洪俊杰 !

#$!$

"

!$的方法$我们从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数据得到制造业比重 !

D

.*)0G*,2

"#再用其乘以两位
Rd&

产业从业人员数

占制造业的比重#最后得到产业专业化指数'

DD

?

D

3,(*4

取值的大小代表城市

中对应行业的集中程度或专业化程度的高低'

H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还采用另外一种衡量多样化的指数的方法'即剔除本行业#除本行业之外的其他

制造业多样化指数!

.*)0Q(W31#

"#是基于(城市 产业水平)的#即同一城市中不同的两位
Rd&#

行业#其所

处的产业多样化环境各不相同'

!$ 参见傅士和&洪俊杰#(企业规模&城市规模与集聚经济)#/经济研究0#

#$$A

年第
!!

期'在估计城市规

模&企业规模和聚集经济的关系时#需要核算马歇尔外部经济的产业专业化指数#其方法为利用城市年鉴

数据得到制造业占所有行业比重#再乘以对应制造业
Rd&#

的行业人数占制造业比重#可以得到制造业

Rd&#

行业专业化指数'

此外#

T-1231

!

!HH$

"指出行业的竞争程度也影响企业的创新'他在对意

大利珠宝饰品行业的研究发现#一个特定区域的珠宝商们不仅进行单一价格

的竞争且专注于产品创新的竞争#行业的竞争程度显著影响珠宝商们的创新

活跃程度'我们核算了产业竞争程度 !

4

^

,-.

D

32

"作为控制变量#其取值为

两位
Rd&

产业人均企业数目与城市中所有制造业企业人均企业数目的比重#

4

^

,-.

D

32

越大#代表城市中该行业竞争程度越激烈'表
#

给出三个相关城市

产业结构的变量核算公式'

表
#

!

产业多样化&产业专业化及产业竞争度指数

变量名 计算方法

产业专业化指数!参见
L4*3?31%&'(c

#

!HH#

"

DD

?

D

3,(*4

?+

Z

D

.*)0G*,2

+

j

3

T

3.

D

4-

5

.3)2

?

T

+

3

?

T

3.

D

4-

5

.3)2

?

T

+

制造业产业多样化指数!参见
a3)Q31?-)%&'(c

#

!HH@

"

.*)0Q(W31

?+

Z!̀

9

.

8

(

3

T

3.

D

4-

5

.3)2

>

T

+

3

>

#

T

3.

D

4-

5

.3)2

>

T

! #

+

#

产业竞争度指数!参见
L4*3?31%&'(c

#

!HH#

"

4

^

,-.

D

32

?+

Z

)0.S31-GG(1.

?+

3.

D

4-

5

.3)2

?+

.

)0.S31-GG(1.

!

3.

D

4-

5

.3)2

!

注$

?

和
>

均代表产业#其中
>

代表城市中所有除产业
?

之外的其他行业#

+

代表城市#

T

代表厂商#

3.

D

4-

5

.3)2

?

T

+

代表企业
T

在城市
+

产业
?

的从业人员数'

D

.*)0G*,2

+

为城市
+

制造业占总从业人员数的

比重#来源于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中所有行业从业人员数中制造业的比重'

!!

产业多样化指数 !

.*)0Q(W31

"和产业专业化指数 !

DD

?

D

3,(*4

"存在区别

又紧密联系#二者分别从两个维度衡量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状况'

K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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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0

F

*

!

!HHH

"通过构建每个城市对应的产业多样化和专业化指标#分析

所有美国城市产业结构后发现多样化城市和专业化城市的以下几个特征$比

如#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城市可以共存于经济活动中%较大规模的城市更易形

成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城市的产业结构特征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等'此外#

他们还指出同一个城市衡量产业结构多样化和专业化的指标并不是严格负向

关系!!

$一个城市可以在某个行业专业化#但同时也可以拥有许多其他不同的

行业'比如#多样化程度较高的亚特兰大&费城和盐湖城#这些城市对应的产

业专业化指数并不低'我们采取与
K01*)2-)*)QT0

F

*

!

!HHH

"相同的方法#对

中国每个地级以上城市衡量其产业多样化指数和专业指数#再次验证二者是否

存在显著负向关系'由于同一个城市中往往有多个不同的行业#而每个行业对

应不同的专业化指数#因此一个城市存在多个产业专业化指数'我们对每一个

城市选取其专业化程度最高的行业指数来衡量一个城市的专业化程度#即

DD

?

D

3,(*4

+

Z

.*_

?

!

DD

?

D

3,(*4

?+

"

!!

f0%&'(/

!

#$!$

"在研究产业结构和失业率关系的文章中也指出产业多样化和专业化之间并不一定存

在严格负向的关系'

表
"

给出样本涵盖的
#CA

个地级市中制造业产业多样化和专业化分别排名前

!$

位和后
"

位的城市'我们可以看到#与
K01*)2-)*)QT0

F

*

!

!HHH

"用美国

数据的结论一致#大城市更多样化#我国多样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包含北京&

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大多集中在一些资源

型城市#比如攀枝花&本溪&马鞍山等'此外#我们也并没有发现二者显著

的负向关系#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并不一定有较低的专业化指数'

表
"

!

产业多样化指数!

.*)0Q(W31

"与产业专业化指数!

DD

?

D

3,(*4

"

产业多样化指数排序 产业专业化指数排序

V*)E ,(2

5

)*.3 .*)0Q(W31

DD

?

D

3,(*4 Rd&# ,(2

5

)*.3 .*)0Q(W31

DD

?

D

3,(*4 Rd&#

!

邵阳市
$7H%% $7$!" ##

嘉峪关市
$7#AC $7@AC "#

#

桂林市
$7H%" $7$"% #$

金昌市
$7"@@ $7%HH ""

"

漳州市
$7H%! $7$%@ !"

十堰市
$7%$$ $7%@@ "B

%

成都市
$7H%! $7$"" "B

攀枝花市
$7"@$ $7%$# "#

@

北京市
$7H"H $7$#% %$

惠州市
$7A"" $7#BA %$

C

丽水市
$7H"A $7$!A "%

本溪市
$7@@A $7#B@ "#

B

天津市
$7H"C $7$@" %$

马鞍山市
$7B"" $7#%% "#

A

广州市
$7H"C $7$@$ %$

莆田市
$7A## $7#"B !H

H

上饶市
$7H"@ $7$#@ "!

鞍山市
$7B$A $7#"! "#

!$

上海市
$7H"@ $7$@# %$

苏州市
$7AC% $7##B %$

8 8 8 8 8 8 8 8 8

#C@

金昌市
$7"@@ $7%HH ""

广安市
$7H$$ $7$$H "!

#CB

攀枝花市
$7"@$ $7%$# "#

张家界市
$7H!" $7$$H "!

#CA

嘉峪关市
$7#AC $7@AC "#

定西市
$7BH! $7$$C ""

注$数据来源于
#$$B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和
#$$B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0Q(W31

和
DD

=

?

D

3,(*4

采用表
#

中的计算方法%值得说明的是#此处
.*)0Q(W31

是基于制造业企业数据核算的多样化程

度%

Rd&#

代表该城市专业化程度最高的行业#

Rd&#

代码采用国民经济行业代码!

LM

.

N%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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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企业年龄$企业生命周期 !

*

F

3?,*43

"

定义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可以从企业年龄&现金流大小&进入退出或

成长衰退状态&管理方法成熟度等多个角度衡量#但
6*)\(??3)

!

#$$#

"指

出 (年龄)是对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最有效的定义'

6*)K(

h

E*)QT3443)=

S*1

F

!

#$$$

"在对企业创新的研究中#

a031

F

-*)Q9*0.*)Q130

!

#$$#

"#

M*4*?0S1*.*)(*)*)Q>33

!

#$!$

"均引入企业年龄考察企业创新行为随年龄

阶段的变化#本文同样用企业年龄定义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核算企业年

龄的方法为统计年份减去开业时间#例如对于开业时间是
!HHB

年
%

月的企

业#其企业年龄!#约为
!$7CB

岁'图
#

给出企业年龄分布的直方图#我们可以

看到#企业年龄大多集中在
C$

岁以下#其中约
!$]

的样本企业年龄在
@

岁

左右'

!# 具体核算方法为$

*

F

3Z

!

#$$B̀ !HHB

"

Y

!#̀ %

!#

G

!$7CB

'

图
#

!

企业年龄 !

*

F

3

"分布直方图

注$为了清晰看出企业年龄的分布状况#这里仅包含年龄小于
!$$

岁的企业'事实上#

#$$B

年

的样本中年龄超过
!$$

岁的企业共
@B

家#它们大部分属于中药制造业'

已有文献中研究企业生命周期与其创新行为时#常仅将样本划分为 (已

存在的企业)!

d),0.S3)2?

"和 (新进入的企业) !

+)21*)2?

"两类 !

a3)Q31=

?-)*)Q&4*1E

#

!HH$

"#然而#仅区分已存在企业和新生企业并不能给出企业

随年龄变动趋势所表现的创新行为的不同'为了研究更细分的企业创新与聚

集经济随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关系#我们按照企业年龄
*

F

3

的分位数生成企

业年龄阶段
*

F

3?,*43

#并令企业年龄阶段
*

F

3?,*43

取值为
!

"

@

#分别代表企业

所处的
@

个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事实上#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可以选

取不同的阶段#在稳健性检验中#为验证回归结果相对于生命周期划分的稳

健性#我们分别对样本再次划分为
"

&

%

&

C

&

B

等四种不同年龄阶段 !参见表

A

"#结果显示年龄阶段的划分并不影响我们估计结果的一致性'

表
%

给出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
@

个阶段时#所有样本和 (新产品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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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

)的样本对应的企业年龄的取值范围和样本观测值'全样本被划分
@

个

阶段后#每个年龄阶段约有
C$$$

多个观测值#企业的年龄大多集中在
"

"

!#

岁'而新产品产值大于
$

的样本划分为
@

个阶段后#每阶段约有
@@$$

个观测

值#占总样本的
H7!]

左右'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对全样本和新产品产值

大于零的样本分别划分年龄阶段变量#是由于 (新产品产值是否为
$

)并不一

定相对于企业年龄呈均匀分布'在后文模型估计时牵涉对两个不同样本的回

归#如果仅用同一个年龄阶段变量来衡量企业生命周期#可能会存在估计

偏误'

表
%

!

企业年龄阶段!

*

F

3?,*43

"

年龄阶段
! # " % @

全样本

年龄取值范围 *

$

#

"

+ *

"7$A

#

@7$A

+ *

@7!C

#

B7@

+ *

B7$A

#

!#

+ *

!#7$A

#

%$B7!B

+

观测值
C#"BB CHHBC C"@@@ C$B"B C#!@A

新产品产值大于零的企业

年龄取值范围 *

$

#

"7CB

+ *

"7B@

#

C7$A

+ *

C7!C

#

A7H#

+ *

H

#

!"7B@

+ *

!"7A"

#

%$B7!B

+

观测值
@C@B @B"$ @%A# @@B$ @@HC

注$年龄最大的企业为
%$B7!B

岁的(陈李济)中药老字号#创建于公元
!C$$

年!明朝万历
#B

年"'在

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也分别对改革开放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后&辛亥革命之后以及甲午战争之后的子样

本进行年龄阶段划分#从而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二"计量模型及估计方法

!7

计量模型

L1(4(,'3?

!

!HBH

"提出知识生产函数 !

E)-<43Q

F

3

D

1-Q0,2(-)G0),2(-)

"

模型#认为知识作为主要生产要素投入企业的创新产品生产中#从而企业的

创新产出应是研发投入的函数'

9*GG3

!

!HAH

"在对传统知识生产函数的修改

基础上#提出在空间和产业水平上的知识生产函数#认为创新产出不仅是企

业自身知识投入的生产函数#也应该是所在地理范围和行业内所有企业&大

学&科研机构等共同知识投入的函数'

f34Q.*)*)QI0Q132?,'

!

!HHC

"在进

行企业创新与聚集经济研究时#通过控制产业结构特征指数来衡量知识溢出

及不同的聚集经济的大小'因此#本文基于
L1(4(,'3?

!

!HBH

"的知识生产函

数模型#通过控制研发投入来衡量知识投入#通过地区产业结构特征指数来

衡量聚集经济#将企业创新产出基本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4)3<

D

1-Q0,2

?

T

+

-

"

!!

4

^

,-.

D

32

?+

3

"

#!

.*)0Q(W31

?+

3

"

"!

DD

?

D

3,(*4

?+

3

"

%!

*

F

3

?

T

+

!3%

!!

9YM

?

T

+

3+

!

Z

?

T

+

3&

!

Q

+

3,

?

3,

?

T

+

# !

!

"

其中#

+

代表城市#

?

代表所在行业#被解释变量
4)3<

D

1-Q0,2

?

T

+

为企业
T

的新

产品产值的对数值'关键变量为用来控制城市中企业所在行业结构特征指数

DD

?

D

3,(*4

?+

#

.*)0Q(W31

?+

以及
4

^

,-.

D

32

?+

#具体核算方法参见表
#

'

*

F

3

?

T

+

为企业

年龄#

9YM

?

T

+

为企业的研发投入'此外#我们还控制了其他企业特征变量
Z

?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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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比如企业的广告费用支出 !

4*QW31,-?2

"&资产 !

4*??32

"&从业人员数 !

43.

D

=

)0.

"&单位个数 !

0)(2?

"及企业的行业类型&控股类型&规模大小等'

Q

+

代表

其他城市特征变量#包括城市水平的人均
LKT

!

*W

F

Q

D

"#高等教育在校人数

!

4?20Q3)2

"#工资水平 !

4*W<*

F

3

"#失业率 !

0)3.

D

1*23

"等'

为研究企业创新与聚集经济随年龄变化的关系#我们在基本模型 !

!

"的基

础上引入两种聚集经济指数
DD

?

D

3,(*4

?+

#

.*)0Q(W31

?+

与企业年龄阶段
*

F

3?,*43

?

T

+

的

交叉项#从而重点关注系数向量
"

@#

和向量
"

C#

的大小和变动方向#检验本文第二

部分假说一和假说二是否成立'如果假说一成立#向量
"

@#

应是显著为负且递减%

如果假说二成立#向量
"

C#

应该显著为正值且递增'模型 !

#

"设定如下$

4)3<

D

1-Q0,2

?

T

+

-

"

!#

4

^

,-.

D

32

?+

3

"

##

.*)0Q(W31

?+

3

"

"#

DD

?

D

3,(*4

?+

3

"

%#

*

F

3

?

T

+

!3

"

@#

*

F

3?,*43

?

T

+

[

.*)0Q(W31

?+

33

"

C#

*

F

3?,*43

?

T

+

[DD

?

D

3,(*4

?+

!3%

!#

9YM

?

T

+

3+

#

Z

?

T

+

3&

#

Q

+

3,

?

3,

?

T

+

/

!

#

"

#7

估计方法

在计量方法选取上#尽管被解释变量新产品产值 !

4)3<

D

1-Q0,2

?

T

+

"存在

大量观测值为
$

#但我们并没有选择
N-S(2

模型估计'原因有二'首先#

N-=

S(2

模型适用于自变量
6

的分布为 (存在大量观测值为
$

且在正值大致连续)

的情况#但是得到一致无偏估计有一个重要前提即 (

R

对
8

!

6

B

R

$

$

#

R

"

的影响和对
I

!

6

$

$

B

R

"的影响一样)!

\--4Q1(Q

F

3

#

#$$#

"'然而#本文的

关键变量 (企业年龄)对企业新产品产值是否取值为
$

和新产品产值大小的

影响并不一致#年龄越大则企业统计信息越健全#企业报告新产品产值以及

存在新产品产值的可能性越大#但企业年龄越大其新产品产值则越小 !参见

表
C

中
T1-S(2

和
e>R

回归
*

F

3

的系数"'其次#大量观测值为
$

是由于企业的

统计信息不健全造成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样的企业的新产品产值确实

为
$

#什么样的企业会误报为
$

'因此#本文剔除所有新产品产值为
$

的企业

仅包含所有新产品产值为正的样本#采用断尾 !

N10),*23Q

"模型和
e>R

进行

回归'这样做尽管会丢失新产品产值为
$

样本的信息#但是在研究目的定义为

(聚集经济对所有存在正的新产品产值企业的创新随年龄变化的关系)的前提

下#我们认为断尾模型的估计结果更为准确和有效'

表
@

给出模型 !

!

"和 !

#

"中所有相关变量的定义&计算方法和数据来

源#以及全样本&新产品产值大于
$

样本中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全体样本

共
"!!A!"

个观测值#而新产品产值大于
$

的企业共
#A!H$

个#约占总体样本

的
H]

'对比两个样本个变量的均值#不难发现产业多样化指数 !

.*)0Q(W=

31

"&专业化指数 !

DD

?

D

3,(*4

"以及竞争程度 !

4

^

,-.

D

32

"&企业年龄 !

*

F

3

.

!$$

"&滞后一期的研发费用 !

4VK

2

!

"&企业总就业人员数 !

43.

D

)0.

"&出

口产值 !

43_

D

-12

"和高科技企业 !

'(

F

'23,'

"的比重#在新产品产值大于
$

的

样本中的均值都要高于其对应在全体样本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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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
"
所
有
变
量
的
描
述
性
统
计

变
量
名

变
量
描
述
和
数
据
来
源

全
样
本

所
有
新
产
品
产
值
大
于
零
的
企
业

新
产
品
产
值
与
产
业
指
数

观
测
值

均
值

标
准
差

观
测
值

均
值

标
准
差

#
$
%
&
'
(
)
*
+
,
-

#
)
.
!
新
产
品
产
值

/
0
"
#
数
据
来
源
于

1
2
2
3
年

!
4
5
6
7
"

8
0
0
9
0
8

2
:
9
;
2

1
:
9
2
2

1
9
0
<
2

<
:
!
0
8

1
:
2
<
8

'
'
=
'
%
,
>
?
#

产
业
专
业
化
指
数

#
计
算
方
法
参
见
表

8
#
城
市

@
6
5
A
1
水
平

1
3
0
!
2
2

2
:
2
8
8

2
:
2
8
<

1
;
1
<
9

2
:
2
8
!

2
:
2
B
8

C
?
$
+
*
>
D
%
(

产
业
多
样
化
指
数

#
计
算
方
法
参
见
表

8
#
城
市

@
6
5
A
1
水
平

8
0
0
9
0
8

2
:
9
<
3

2
:
2
!
!

1
9
0
<
2

2
:
9
<
<

2
:
2
!
0

#
E
,
)
C
'
%
-

产
业
竞
争
程
度

#
计
算
方
法
参
见
表

8
#
城
市

@
6
5
A
1
水
平

8
0
0
9
0
8

0
:
1
3
1

2
:
3
<
0

1
9
0
<
2

0
:
8
0
0

2
:
3
2
B

企
业
特
征
变
量

?
.
%
0
2
2

企
业
年
龄
除
以

0
2
2
#
计
算
方
法
参
见
本
部
分
第

!
一

"
节
企
业
年
龄
的
定
义

8
0
0
9
0
0

2
:
2
9
!

2
:
2
9
;

1
9
0
<
2

2
:
0
2
<

2
:
0
1
!

#
F
G
H
0

#
)
.
!
F
I
G
H
0
/
0
"
#
企
业
的
滞
后
一
期
研
发
费
用
来
源
于

1
2
2
3
年

4
5
6
7

0
B
8
3
3
0

2
:
!
<
;

0
:
9
;
2

0
8
;
<
B

1
:
!
8
1

8
:
B
B
1

#
?
=
=
%
-

#
)
.
!
固
定
资
产

/
0
"
#
固
定
资
产
总
额
来
源
于

1
2
2
3
年

4
5
6
7

8
0
0
9
2
0

<
:
3
<
!

0
:
B
8
0

1
9
0
<
2

0
2
:
;
9
3

0
:
3
;
B

#
%
C
'
$
+
C

#
)
.
!
从
业
人
员
数

-
/
0
"
#
从
业
人
员
数
来
源
于

1
2
2
3
年

4
5
6
7

8
0
0
9
0
8

B
:
;
1
<

0
:
2
3
8

1
9
0
<
2

!
:
0
!
;

0
:
8
0
3

#
?
*
D
%
(
,
)
=
-

#
)
.
!
广
告
费
用

/
0
"
#
广
告
费
用

F
I
G
#
来
源
于

1
2
2
3
年

4
5
6
7

8
0
0
3
<
B

2
:
;
!
2

0
:
;
<
!

1
9
0
9
!

0
:
3
1
0

1
:
;
8
0

#
%
J
'
)
(
-

#
)
.
!
出
口
产
值

/
0
"
#
工
业
总
产
值
中
出
口
值
来
源
于

1
2
2
3
年

4
5
6
7

8
0
0
9
0
8

1
:
B
3
2

B
:
8
8
9

1
9
0
<
2

B
:
3
<
2

!
:
0
;
1

+
$
>
-
=

单
个
企
业
所
包
含
的
分
厂
个
数

#
数
据
来
源
于

4
5
6
7

8
0
0
3
9
<

0
:
2
3
!

0
:
;
;
0

1
9
0
9
<

0
:
1
;
;

B
:
0
3
9

K
>
.
K
-
%
,
K

2
L
0
变
量

#
高
科
技
企
业
则
取
值
为

0
#
其
他
取
值

2
#
数
据
来
源
于

4
5
6
7

8
0
0
9
0
8

2
:
2
;
<

2
:
1
!
B

1
9
0
<
2

2
:
0
!
3

2
:
8
;
B

城
市
特
征
变
量

#
'
)
'

#
)
.
!
总
人
口
数

/
0
"
#
包
括
农
业
和
非
农
业
户
口

#
数
据
来
源
于

1
2
2
3
年

A
M
6
N

1
;
9

8
:
;
2
8

2
:
;
2
3

1
;
9

8
:
;
2
8

2
:
;
2
3

#
?
D
.
*
'

#
)
.
!
人
均

O
G
P
/
0
"
#
人
均

O
G
P
来
源
于

1
2
2
3
年

A
M
6
N

1
9
B

<
:
9
;
0

2
:
;
0
B

1
9
B

<
:
9
;
0

2
:
;
0
B

#
?
D
&
?
.
%

#
)
.
!
平
均
工
资

/
0
"
#
城
市
平
均
工
资
来
源
于

1
2
2
3
年

A
M
6
N

1
9
!

<
:
<
;
!

2
:
1
8
<

1
9
!

<
:
<
;
!

2
:
1
8
<

#
,
-
(
D
?
#
+
%

#
)
.
!
外
商
投
资
合
同
额

/
0
"
#
来
源
于

1
2
2
3
年

A
M
6
N

1
!
9

3
:
<
;
B

1
:
1
B
B

1
!
9

3
:
<
;
B

1
:
1
B
B

#
=
-
+
*
%
$
-

#
)
.
!
高
等
教
育
在
校
学
生
数

/
0
"
#
来
源
于

1
2
2
3
年

A
M
6
N

1
3
2

<
:
;
0
!

2
:
<
9
<

1
3
2

<
:
;
0
!

2
:
<
9
<

+
$
%
C
'
(
?
-
%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
数
据
来
源
于

1
2
2
3
年

A
M
6
N

1
;
9

!
:
1
;
3

1
:
B
!
2

1
;
9

!
:
1
;
3

1
:
B
!
2

Q
)
)
R
=
H
'
%
(

每
百
人
图
书
拥
有
量

#
数
据
来
源
于

1
2
2
3
年

A
M
6
N

1
9
B

B
B
:
<
<
8

B
0
:
B
0
<

1
9
B

B
B
:
<
<
8

B
0
:
B
0
<

.
(
%
%
$
H
'
%
(

人
均
绿
化
面
积

!
单
位

$
平
方
米

"
#
数
据
来
源
于

1
2
2
3
年

A
M
6
N

1
9
;

0
<
:
B
!
!

0
8
:
1
;
;

1
9
;

0
<
:
B
!
!

0
8
:
1
;
;

(
)
?
*
H
'
%
(

人
均
道
路
面
积

!
单
位

$
平
方
米

"
#
数
据
来
源
于

1
2
2
3
年

A
M
6
N

1
9
;

;
:
!
8
2

B
:
8
<
<

1
9
;

;
:
!
8
2

B
:
8
<
<

$
+
C
-
K
%
?
-
%
(

影
视
戏
剧
院
个
数

#
数
据
来
源
于

1
2
2
3
年

A
M
6
N

1
3
!

!
:
2
2
2

!
:
;
;
!

1
3
!

!
:
2
2
2

!
:
;
;
!

注
$
数
据
来
源
于

1
2
2
3
年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数
据

!
4
5
6
7
"
和

1
2
2
3
年
中
国
城
市
统
计
年
鉴

!
A
M
6
N
"
%
此
外

#
企
业
特
征
变
量
还
包
括
企
业
规
模

!
=
,
?
#
%
"
#
所
有
制
类
型

!
)
&
$
-
S
'
%
"
#

行
业
类
型

!
6
5
A
1
"
#
所
在
城
市

!
,
>
-
S
,
)
*
%
"
等
类
型
变
量

#
在
表

!
中
并
没
有
对
类
型
变
量
进
行
描
述
型
统
计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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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 证 结 果

!一"企业生命周期&企业创新产值与聚集经济的关系

表
C

给出基本回归结果'第 !

!

"列和 !

%

"列对企业 (是否存在正的新

产品产值的哑变量)的
T1-S(2

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年龄 !

*

F

3

.

!$$

"的系数除

第一列
T1-S(2

回归外基本均为正值且显著#表明企业年龄越大#企业的新产

品产值大于
$

的概率则越大'对比第 !

#

"列和 !

@

"列#

e>R

回归中企业年

龄 !

*

F

3

.

!$$

"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对于所有存在新产品产值的企业#企业

新产品产值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大而减小'关键变量 (企业年龄 !

*

F

3

.

!$$

")

对是否有新产品产值和新产品产值大小的影响并不一致!"

'

\--4Q1(Q

F

3

!

#$$#

"指出当存在变量
R

对
8

!

6

B

R

$

$

#

R

"的影响和对
I

!

6

$

$

B

R

"的

影响不一样时#

N-S(2

模型估计存在偏误'因此#尽管被解释变量存在大量新

产品产值为
$

#本文不采用
N-S(2

模型#而是用断尾
N10),13

F

回归'

第 !

"

"列为利用
N10),13

F

对模型 !

!

"的估计'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年

龄!%

!

*

F

3

.

!$$

"的系数在
!]

水平上显著为
`!7!"#

#表明企业年龄每增加

$7$!

岁#企业会降低约
!7!@!]

的新产品产值#与
a031

F

-*)Q9*0.*)Q130

!

#$$#

"&

M*4*?0S1*.*)(*)*)Q>33

!

#$!$

"的结论一致'同时#与
T-1231

!

!HH$

"有关竞争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的理论一致#我们发现产业的竞争程度

!

4

^

,-.

D

32

"与创新呈显著正向关系#一个行业竞争程度越强#该行业的企业

的创新能力越强'但是#产业多样化指数 !

.*)0Q(W31

"的系数为正#但并不

显著#表明在不考虑随年龄变化趋势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发现雅各布外部

经济对企业创新的显著作用%而产业专业化指数 !

DD

?

D

3,(*4

"在
e>R

和

N10),13

F

回归中均显著#表明马歇尔外部经济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作用'

!" 不仅企业年龄
*

F

3

在
T1-S(2

和
e>R

的回归结果不一致#企业规模
43.

D

)0.

#单位数
0)(2?

#是否出口企

业
3_

D

-12

以及企业类型变量的
D

1-S(2

和
e>R

回归系数均不一致'

!%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企业新产品产值的对数值#在回归时#我们采用企业年龄除以
!$$

得到
*

F

3

.

!$$

作

为控制变量'

第 !

@

"列为对模型 !

#

"的简单
e>R

估计'我们引入企业年龄阶段 !

*

F

3?=

,*43

"变量#并生成其与产业多样化&产业专业化指数的交叉项
*

F

3j.*)0

2

#

至
*

F

3j.*)0

2

@

和
*

F

3j

DD

?

D

3

2

#

至
*

F

3j

DD

?

D

3

2

@

等
A

个交叉项变量后#

第 !

@

"列
e>R

的回归系数
.*)0Q(W31

系数为正#

DD

?

D

3,(*4

系数为负#尽管

不显著#但表明对于
$

"

"7CB

岁的企业#雅各布外部性正向影响企业创新#

而马歇尔外部性为负向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衡量雅各布经济的多样化指

数交叉项
*

F

3j.*)0

2

#

至
*

F

3j.*)0

2

@

系数呈显著递减趋势#而专业化指

数交叉项
*

F

3j

DD

?

D

3

2

#

至
*

F

3j

DD

?

D

3

2

@

系数呈递增趋势#即验证本文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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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假说一和假说二的成立'

第 !

C

"列为对模型 !

#

"的断尾
N10),13

F

回归'交叉项
*

F

3j.*)0

2

#

的

系数为
$̀7!@C

#表明产业多样化指数增加
!

单位#处于
"7B@

"

C7$A

岁的企业

的新产品产值比
$

"

"7CB

岁的企业显著减少
$7!@C]

'变量
*

F

3j.*)0

2

"

&

*

F

3j.*)0

2

%

的系数在
!]

水平上显著分别为
$̀7"AA

&

$̀7"$B

#变量
*

F

3j

.*)0

2

@

的系数为
$̀7#"%

#且在
@]

水平显著#表明雅各布外部经济对年龄

处于
@7!C

"

B7@

岁的企业创新的作用达到最小#但超过
B

岁以后#雅各布外

部经济又逐渐增加%与此同时#产业专业化指数
DD

?

D

3,(*4

的系数为
`$7A@%

#

而
*

F

3j

DD

?

D

3

2

#

至
*

F

3j

DD

?

D

3

2

@

的系数分别为
#7$H@

&

#7@##

&

#7A@"

&

#7#B"

#表明马歇尔外部经济从负向
`$7A@%

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转为正值#

在第
%

个年龄阶段#马歇尔外部经济达到最大值'

!@ 例如第二个年龄阶段雅各布外部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作用为
.*)0Q(W31

和
*

F

3j.*)0

2

#

的系数之和#依

次类推'

图
"

给出根据第 !

C

"列系数核算!@出的每个年龄阶段雅各布外部经济与

马歇尔外部经济对企业创新作用的大小'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处于
$

"

"

岁的企业#雅各布外部经济作用显著高于马歇尔外部经济#马歇尔外部经济

对
$

"

"

岁企业创新的影响甚至为负值#而在第二个年龄阶段
"7$A

"

@7$A

岁

以后#马歇尔外部经济占主导作用%其次#雅各布外部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作

用随企业年龄的递增先递减#在年龄阶段
"

达到最小值甚至为负%而马歇尔

外部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则是先显著递增#在第
%

个年龄阶段达到最大值

后递减'聚集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线性关系#而是雅各布外部

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作用随企业年龄的递增呈现出微弱 (

:

)形关系#而马歇尔

外部经济呈现倒 (

:

)形关系'

图
"

!

雅各布外部经济&马歇尔外部经济与企业创新

注$横轴为年龄阶段#纵轴为两种外部经济对企业创新产值作用的大小'数值核算基于表
C

第

!

C

"列断尾
N10),13

F

回归中
.*)0Q(W31

与
*

F

3j.*)0

2

#

至
*

F

3j.*)0

2

@

#

DD

?

D

3,(*4

与
*

F

3j

DD

?

D

3

2

#

至
*

F

3j

DD

?

D

3

2

@

的系数相加之和'

此外#在第 !

C

"列#我们还发现企业滞后一期的研发费 !

4VK

2

!

"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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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
!]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的研发费用越高#创新产值越高%企业资

产 !

4*??32

"&从业人员数 !

43.

D

)0.

"#广告费用投入 !

4*QW31,-?2

"的系数显

示#企业资产越大&规模越大&广告投入越高#其创新产值亦越高%企业所

有制 类 型 变 量 !

-<)

2

,-443,2(W3

#

-<)

2

D

1(W*23

#

-<)

2

G-13(

F

)

#

-<)

2

alIlN

"均显著为正#表明集体&私有&外资和港澳台企业的创新均显著

高于国有企业#其中#外资企业的创新产值最高#高出国有企业约
$7"BH]

#

而私营企业次之#其创新产值比国有企业高出约
$7"C%]

'企业规模变量

!

?(;3

2

.3Q(0.

#

?(;3

2

?.*44

"显示企业规模越大#无论是创新的概率还是新

产品产值均越高'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变量&规模变量的显著型引发我们有关

模型稳健性检验和进一步讨论'

表
C

!

基本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

" !

C

"

变量
T1-S(2 e>R N10),13

F

T1-S(2 e>R N10),13

F

4

^

,-.

D

32

$7$BH

"""

$7!!C

"""

$7!!C

"""

$7$BH

"""

$7!!%

"""

$7!!%

"""

!

$7$#!

" !

$7$"C

" !

$7$"C

" !

$7$#!

" !

$7$"C

" !

$7$"C

"

*

F

3

.

!$$ $7!@B

!̀7!"!

"""

!̀7!"#

"""

$7%"%

""

!̀7!@$

"""

!̀7!@!

"""

!

$7!%"

" !

$7!HC

" !

$7!H@

" !

$7!CH

" !

$7##"

" !

$7###

"

.*)0Q(W31 $̀7#@" $7$!% $7$!% $̀7!CH $7#CB $7#CB

!

$7A$A

" !

$7A$B

" !

$7A$@

" !

$7BH$

" !

$7BA@

" !

$7BA#

"

*

F

3j.*)0Q

2

# $̀7$B! $̀7!@C $̀7!@C

!

$7$@B

" !

$7!$!

" !

$7!$$

"

*

F

3j.*)0Q

2

" $̀7$C!

$̀7"AA

"""

$̀7"AA

"""

!

$7$@%

" !

$7$H@

" !

$7$H@

"

*

F

3j.*)0Q

2

% $̀7$"# $̀7"$B

"""

$̀7"$B

"""

!

$7$B!

" !

$7$HA

" !

$7$HA

"

*

F

3j.*)0Q

2

@

$̀7!C#

""

$̀7#"%

""

$̀7#"%

""

!

$7$B#

" !

$7$HB

" !

$7$HB

"

DD

?

D

3,(*4 !7$!!

!7"H$

""

!7"H!

""

!7#!B

"

$̀7A@" $̀7A@%

!

$7C"$

" !

$7C"#

" !

$7C"$

" !

$7B!B

" !

!7""%

" !

!7""$

"

*

F

3j

DD

?

D

3

2

# $7$#! #7$H# #7$H@

!

$7CBA

" !

!7#A%

" !

!7#A!

"

*

F

3j

DD

?

D

3

2

" $̀7@A!

#7@#$

""

#7@##

""

!

$7BA%

" !

!7#!%

" !

!7#!$

"

*

F

3j

DD

?

D

3

2

% $̀7"H%

#7A@$

""

#7A@"

""

!

$7CB@

" !

!7##!

" !

!7#!B

"

*

F

3j

DD

?

D

3

2

@ $7!HA #7#B!

"

#7#B"

"

!

$7C$$

" !

!7#@%

" !

!7#@!

"

4VK

2

!

$7!"!

"""

$7$CB

"""

$7$CB

"""

$7!"!

"""

$7$CA

"""

$7$CB

"""

!

$7$!!

" !

$7$$C

" !

$7$$C

" !

$7$!!

" !

$7$$C

" !

$7$$C

"

4*??32

$7!"$

"""

$7@C"

"""

$7@C@

"""

$7!"$

"""

$7@C"

"""

$7@C@

"""

!

$7$#$

" !

$7$CH

" !

$7$B$

" !

$7$#$

" !

$7$B$

" !

$7$B$

"

43.

D

)0. $̀7$"" $7##!

"""

$7##$

"""

$̀7$"" $7##"

"""

$7###

"""

!

$7$#%

" !

$7$@#

" !

$7$@#

" !

$7$#%

" !

$7$@#

" !

$7$@#

"

4*QW31,-?2 $7$%C

"""

$7$#C

"""

$7$#C

"""

$7$%B

"""

$7$#B

"""

$7$#B

"""

!

$7$$C

" !

$7$$A

" !

$7$$A

" !

$7$$C

" !

$7$$A

" !

$7$$A

"

0)(2? $7$$% $̀7$$# $̀7$$# $7$$%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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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

#

" !

"

" !

%

" !

@

" !

C

"

变量
T1-S(2 e>R N10),13

F

T1-S(2 e>R N10),13

F

!

$7$$"

" !

$7$$%

" !

$7$$%

" !

$7$$"

" !

$7$$%

" !

$7$$%

"

'(

F

'23,'

$7#!@

"""

$̀7$@@ $̀7$@C

$7#!%

"""

$̀7$@@ $̀7$@B

!

$7$CA

" !

$7!!A

" !

$7!!B

" !

$7$CH

" !

$7!!C

" !

$7!!C

"

43_

D

-12

$7$%C

"""

$7$!@

"""

$7$!@

"""

$7$%C

"""

$7$!@

"""

$7$!@

"""

!

$7$$"

" !

$7$$%

" !

$7$$%

" !

$7$$"

" !

$7$$%

" !

$7$$%

"

?(;3

2

.3Q(0. $7#!C

"""

$̀7%AC

"""

$̀7%A@

"""

$7##!

"""

$̀7%B@

"""

$̀7%B"

"""

!

$7$B"

" !

$7!!C

" !

$7!!C

" !

$7$B"

" !

$7!!B

" !

$7!!B

"

?(;3

2

?.*44 $7!!!

$̀7C#"

"""

$̀7C#$

"""

$7!!B

$̀7C$A

"""

$̀7C$@

"""

!

$7$H#

" !

$7!AB

" !

$7!AB

" !

$7$H"

" !

$7!AA

" !

$7!AA

"

-<)

2

,-443,2(W3

$̀7!H!

""

$7"!#

"""

$7"!#

"""

$̀7!B%

""

$7"!C

"""

$7"!C

"""

!

$7$B@

" !

$7$A"

" !

$7$A"

" !

$7$B!

" !

$7$BA

" !

$7$BA

"

-<)

2

D

1(W*23

$̀7#!!

"""

$7"@B

"""

$7"@A

"""

$̀7#$C

"""

$7"C%

"""

$7"C%

"""

!

$7$A$

" !

$7$C!

" !

$7$C!

" !

$7$BH

" !

$7$C$

" !

$7$C$

"

-<)

2

alIlN

$̀7%AC

"""

$7!A%

"

$7!A%

"

$̀7%B"

"""

$7!BH

"

$7!BH

"

!

$7!!!

" !

$7$HC

" !

$7$HC

" !

$7!$H

" !

$7$H@

" !

$7$H@

"

-<)

2

G-13(

F

) $̀7%%B

"""

$7"AC

"""

$7"AC

"""

$̀7%"B

"""

$7"BH

"""

$7"BH

"""

!

$7!##

" !

$7$A$

" !

$7$A$

" !

$7!#$

" !

$7$BH

" !

$7$BH

"

4*W<*

F

3

!7%BC

"""

$7$%C $7$%@

!7%BH

"""

$7$C@ $7$C%

!

$7%$H

" !

$7#H#

" !

$7#H#

" !

$7%$A

" !

$7#AH

" !

$7#AH

"

0)3.

D

1*23 $̀7$$!

$̀7$"A

""

$̀7$"A

""

$̀7$$#

$̀7$"A

""

$̀7$"A

""

!

$7$!H

" !

$7$!A

" !

$7$!A

" !

$7$!H

" !

$7$!A

" !

$7$!A

"

4*W

F

Q

D

$̀7@$%

"""

$̀7"CC

""

$̀7"CC

""

$̀7@$"

"""

$̀7"@A

""

$̀7"@A

""

!

$7!@@

" !

$7!C%

" !

$7!C"

" !

$7!@@

" !

$7!C%

" !

$7!C"

"

1-*Q

2

D

31 $̀7$#"

"

$7$$% $7$$% $̀7$#"

"

$7$$% $7$$%

!

$7$!#

" !

$7$$H

" !

$7$$H

" !

$7$!#

" !

$7$$H

" !

$7$$H

"

Rd&# [3? [3? [3? [3? [3? [3?

其他城市特征
[3? [3? [3? [3? [3? [3?

&-)?2*)2

!̀#7###

"""

@7$C%

""

@7$C$

""

!̀#7"$C

"""

%7BB@

""

%7BB$

""

!

"7!C$

" !

#7#%B

" !

#7#%!

" !

"7!"H

" !

#7#"B

" !

#7#"$

"

eS?31W*2(-)? !!A#C! !##H$ !##H$ !!A#C! !##H$ !##H$

注$第!

!

"和!

%

"列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有正的新产品产值#其他被解释变量为新产品产值的对

数值'其中#第!

"

"列和!

C

"列均为断尾
N10),13

F

回归#

?(

F

.*

取值分别为
!7@%$

和
!7@"A

#且均在
!]

的

水平上显著'其他城市特征包括高等教育在校人员数
4?20Q3)2

#人均图书数
S--E?

#人口规模
4

D

-

D

#人均

绿化面积
F

133)

2

D

31

#影视戏剧院数
)0.2'3*231

#以及外商投资总额
4,21W*403

'

"""

#

""和"分别代表
&

统计

量在
!]

#

@]

#和
!$]

水平上显著'

!C 样本中超过
@$

岁的企业有
#@BC

家#超过
!$$

岁的企业有
@B

家'

!二"稳健性检验

首先#表
C

的回归分析中#样本中包含许多老字号企业!C

#建立在不同历

史时期的老字号企业#其创新行为机制可能不同于其他企业#包含过大 (年

龄)企业可能会导致回归结果存在偏误'于是#我们分别按照历史事件与企

业成立时间将样本划分为改革开放之后 !

!HBH

"&新中国成立之后 !

!H%H

"&

辛亥革命之后 !

!H!#

"以及甲午战争之后 !

!AC$

"四种情况#分别进行稳健

性检验'回归结果参见表
B

#可以看到截取不同历史时期的企业样本#并没有



BA%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

卷

影响我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代表雅各布外部经济的制造业多样化指数
.*=

)0Q(W31

的系数均为正#其与各个年龄阶段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且随着年

龄的增长先递减后递增#依然呈稳健 (

:

)形关系%代表马歇尔外部经济的产

业专业化指数
DD

?

D

3,(*4

系数为负值#其与各个年龄阶段的交叉项系数逐渐增

加#且在高年龄阶段显著为正值#呈稳健倒 (

:

)形关系'

表
B

!

稳健性检验一!分历史时期"

!

!

" !

#

" !

"

" !

%

"

变量 改革开放之后 新中国成立之后 辛亥革命之后 甲午战争之后

4

^

,-.

D

32

$7!!$

"""

$7!!!

"""

$7!!#

"""

$7!!%

"""

!

$7$"B

" !

$7$"C

" !

$7$"@

" !

$7$"C

"

*

F

3

.

!$$ $̀7#!" !̀7@BH

"""

!̀7%%B

"""

!̀7!@!

"""

!

$7@CB

" !

$7#$"

" !

$7!A@

" !

$7###

"

.*)0Q(W31 $7!@C $7"#! $7#@@ $7#CB

!

$7A#!

" !

$7BAB

" !

$7BA#

" !

$7BA#

"

*

F

3j.*)0Q

2

#

$̀7!C%

"

$̀7!%@ $̀7!%H $̀7!@C

!

$7$HB

" !

$7!$!

" !

$7!$!

" !

$7!$$

"

*

F

3j.*)0Q

2

"

$̀7"H$

"""

$̀7"B#

"""

$̀7"B%

"""

$̀7"AA

"""

!

$7$AH

" !

$7$H%

" !

$7$H@

" !

$7$H@

"

*

F

3j.*)0Q

2

%

$̀7"CA

"""

$̀7#CC

"""

$̀7#A"

"""

$̀7"$B

"""

!

$7$H"

" !

$7$HA

" !

$7$HA

" !

$7$HA

"

*

F

3j.*)0Q

2

@

$̀7""@

"""

$̀7!"B

$̀7!CH

"

$̀7#"%

""

!

$7!$C

" !

$7!$!

" !

$7$HA

" !

$7$HB

"

DD

?

D

3,(*4 $̀7C#@ $̀7A!! $̀7A%A $̀7A@%

!

!7#H$

" !

!7"#"

" !

!7"#!

" !

!7""$

"

*

F

3j

DD

?

D

3

2

#

#7!@@

"

#7!$#

"

#7!!!

"

#7$H@

!

!7#BC

" !

!7#B"

" !

!7#B"

" !

!7#A!

"

*

F

3j

DD

?

D

3

2

"

#7""H

""

#7%HB

""

#7@%#

""

#7@##

""

!

!7!$!

" !

!7!C@

" !

!7#$@

" !

!7#!$

"

*

F

3j

DD

?

D

3

2

%

#7C$#

""

#7A@A

""

#7AC@

""

#7A@"

""

!

!7#!B

" !

!7##H

" !

!7#!!

" !

!7#!B

"

*

F

3j

DD

?

D

3

2

@ #7#$C

""

#7$H"

"

#7#!%

"

#7#B"

"

!

!7!$$

" !

!7#$@

" !

!7###

" !

!7#@!

"

4VK

2

!

$7$C%

"""

$7$CA

"""

$7$CB

"""

$7$CB

"""

!

$7$$B

" !

$7$$C

" !

$7$$C

" !

$7$$C

"

其他企业特征
[3? [3? [3? [3?

其他城市特征
[3? [3? [3? [3?

Rd&# [3? [3? [3? [3?

&-)?2*)2

@7"C%

""

%7ABC

""

%7A%%

""

%7BB$

""

!

#7"@H

" !

#7#@C

" !

#7#"$

" !

#7#"$

"

eS?31W*2(-)? !!#BA !#!CC !##CH !##H$

注$被解释变量为新产品产值的对数值'其中#断尾回归!

N10),13

F

"的
?(

F

.*

取值从!

!

",!

%

"列分

别为
!7@"@

&

!7@"@

&

!7@"@

和
!7@"A

#且均在
!]

的水平上显著'其他企业特征&其他城市特征等控制变量

完全同表
@

#为控制篇幅在此省略'

"""

#

""和"分别代表在
!]

#

@]

#和
!$]

水平上显著'

其次#表
C

企业的年龄按分位数划分为
@

个阶段#从而生成年龄阶段与

聚集经济的指数的交叉项进行回归'为了进一步证明我们的实证结果相对于

(年龄阶段划分)的稳健性#表
A

给出我们依次将样本划分为
"

&

%

&

C

&

B

个

不同年龄阶段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我们怎样划分年龄阶段#聚

集经济指数与年龄阶段所形成的交叉项系数的变动趋势依然稳健$代表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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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外部经济的制造业多样化指数
.*)0Q(W31

的系数为正#其与各个年龄阶段

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递减%代表马歇尔外部经济的产

业专业化指数
DD

?

D

3,(*4

系数为负值#其与各个年龄阶段的交叉项系数逐渐增

加#且在高年龄阶段显著为正值'

表
A

!

稳健性检验二!年龄阶段划分为
"

&

%

&

C

&

B

"

!

!

" !

"

" !

@

" !

B

"

变量 年龄阶段
!

,

"

年龄阶段
!

,

%

年龄阶段
!

,

C

年龄阶段
!

,

B

4

^

,-.

D

32

$7!!%

"""

$7!!@

"""

$7!!%

"""

$7!!%

"""

!

$7$"C

" !

$7$"C

" !

$7$"C

" !

$7$"C

"

*

F

3

.

!$$

!̀7$%"

"""

!̀7!$%

"""

!̀7$H%

"""

!̀7!#A

"""

!

$7#!#

" !

$7#!C

" !

$7#"B

" !

$7#H$

"

.*)0Q(W31 $7#"$ $7#$! $7"C$ $7"""

!

$7BHB

" !

$7A$#

" !

$7BB@

" !

$7BCH

"

*

F

3j.*)0Q

2

#

$̀7#%C

"""

$̀7!@$

""

$̀7#$A

"

$̀7!CB

!

$7$@"

" !

$7$B!

" !

$7!#$

" !

$7!%B

"

*

F

3j.*)0Q

2

" $̀7#!@

"""

$̀7#C%

"""

$̀7"C!

"""

$̀7#$A

!

$7$C"

" !

$7$B%

" !

$7!!"

" !

$7!"H

"

*

F

3j.*)0Q

2

%

$̀7!A"

""

$̀7%!!

"""

$̀7%AH

"""

!

$7$B"

" !

$7!!%

" !

$7!"@

"

*

F

3j.*)0Q

2

@

$̀7"A#

"""

$̀7""!

""

!

$7!!B

" !

$7!%A

"

*

F

3j.*)0Q

2

C $̀7"#C

"""

$̀7"@!

"""

!

$7!!%

" !

$7!"@

"

*

F

3j.*)0Q

2

B $̀7"$#

"

!

$7!C$

"

DD

?

D

3,(*4 $̀7C@C !̀7#$" !̀7"@# !̀7##@

!

$7B$!

" !

$7A#B

" !

$7AH#

" !

$7HBB

"

*

F

3j

DD

?

D

3

2

# !7"$%

#7!!!

""

!7"A% $7@HA

!

$7A@$

" !

$7A%$

" !

!7!B$

" !

!7#$#

"

*

F

3j

DD

?

D

3

2

" !7H!$

"""

#7!A"

"""

#7!HA

""

!7B$#

!

$7C!B

" !

$7A%%

" !

$7HBC

" !

!7$H@

"

*

F

3j

DD

?

D

3

2

%

#7#A"

"""

!7A@@

"

#7@AC

""

!

$7BA!

" !

!7$!%

" !

!7$!B

"

*

F

3j

DD

?

D

3

2

@

#7BBC

"""

!7A%%

"

!

$7BB"

" !

$7HAA

"

*

F

3j

DD

?

D

3

2

C #7%B#

"""

#7"H@

"""

!

$7BBH

" !

$7AA%

"

*

F

3j

DD

?

D

3

2

B

#7@#C

"""

!

$7AA$

"

4VK

2

!

$7$CA

"""

$7$CA

"""

$7$CA

"""

$7$CB

"""

!

$7$$C

" !

$7$$C

" !

$7$$C

" !

$7$$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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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

"

" !

@

" !

B

"

变量 年龄阶段
!

,

"

年龄阶段
!

,

%

年龄阶段
!

,

C

年龄阶段
!

,

B

Rd&# [3? [3? [3? [3?

其他企业特征
[3? [3? [3? [3?

城市特征
[3? [3? [3? [3?

&-)?2*)2

%7A""

""

%7ACB

""

%7B#!

""

%7B#A

""

!

#7#""

" !

#7##C

" !

#7#!A

" !

#7#!H

"

eS?31W*2(-)? !##H$ !##H$ !##H$ !##H$

注$第!

!

",!

%

"列均为
N10),13

F

回归#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新产品产值的对数值'其中#断尾回归

!

N10),13

F

"的
?(

F

.*

取值从!

!

",!

%

"列分别为
!7@"H

&

!7@"%

&

!7@"H

和
!7@"A

#且均在
!]

的水平上显著'

其他企业特征&其他城市特征等控制变量完全同表
C

#为控制篇幅在此省略'

"""

#

""和"分别代表在
!]

#

@]

和
!$]

水平上显著'

!B 企业年龄!

*

F

3

"与企业规模!

3.

D

)0.

"的在全样本中相关系数为
$7!#H

#新产品产值大于
$

的样本中二

者相关系数为
$7#!@

'

!A 参见聂辉华&谭松涛和王宇峰#(创新&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基于中国企业层面面板数据的证据)#

/世界经济0#

#$$A

年第
B

期#第
@B

,

CC

页'他们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研究企业规模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

系#发现二者呈现倒(

:

)形关系'

最后#企业规模不等同于企业年龄#通常认为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加#企业

规模会递增#二者呈正向变动趋势!B

#因此企业创新随年龄变化与聚集经济呈现

的关系可能来自于企业规模'聂辉华等 !

#$$A

"

!A同样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据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创新与规模呈倒 (

:

)形关系'为了进一步剔除企业规模

的因素#我们按企业的从业人员数生成企业规模分位数变量 !

?(;3?,*43

"#表
H

给出相关回归结果'无论对 (是否有新产品产值)的
T1-S(2

回归#还是对所有

新产品产值大于
$

的
e>R

和断尾
N10),13

F

回归#交叉项
?(;3U.*)0Q

2

#

至
?(=

;3U.*)0Q

2

@

以及
?(;3U

DD

?

D

3

2

#

至
?(;3U

DD

?

D

3

2

@

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两种

外部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无任何显著随企业规模变化的趋势'因此我们认

为#企业创新随年龄变化而呈现的与聚集经济的关系#并非企业规模所致'

表
H

!

稳健性检验三!企业规模"

!

!

" !

#

" !

"

" !

%

"

变量
T1-S(2 e>R

全样本 建国之后

4

^

,-.

D

32

$7$A$

"""

$7!!%

"""

$7!!"

"""

$7!!$

"""

!

$7$#!

" !

$7$"@!

" !

$7$"@!

" !

$7$"@#

"

*

F

3

.

!$$ $7!"#

!̀7!"C

"""

!̀7!%$

"""

!̀7"C%

"""

!

$7!%"

" !

$7!H%

" !

$7!H@

" !

$7!CH

"

.*)0Q(W31?(2

5

# $̀7#BB $7$%CA $7#@! $7"%!

!

$7A$H

" !

$7A"!

" !

$7A!@

" !

$7A!H

"

?(;j.*)0Q

2

# $7$"@ $̀7$!$!

$̀7!AA

""

$̀7!A#

""

!

$7$"A

" !

$7$H%"

" !

$7$H$C

" !

$7$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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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

#

" !

"

" !

%

"

变量
T1-S(2 e>R

全样本 建国之后

?(;j.*)0Q

2

" $7$#@ $7$!#C $̀7!$@ $̀7$HB@

!

$7$%B

" !

$7!$A

" !

$7!!!

" !

$7!!$

"

?(;j.*)0Q

2

% $7$"B $̀7$#C" $̀7!%# $̀7!"#

!

$7$C$

" !

$7!%#

" !

$7!!A

" !

$7!!%

"

?(;j.*)0Q

2

@ $7$C% $7$B"B

$̀7#"A

"

$̀7##!

!

$7$B!

" !

$7#$@

" !

$7!"C

" !

$7!"B

"

DD

?

D

3,(*4 !7"A" !7"$$

#7%#!

"

#7%"@

"

!

$7H!B

" !

!7#!H

" !

!7"H"

" !

!7"H$

"

?(;j

DD

?

D

3

2

# $̀7#CB $7$!"% #̀7@HC #̀7C$#

!

$7B""

" !

!7@$"

" !

!7C$C

" !

!7C$#

"

?(;j

DD

?

D

3

2

" $̀7AHH $7!B% !̀7$%" !̀7$$A

!

$7CHH

" !

!7"H!

" !

!7@C$

" !

!7@@H

"

?(;j

DD

?

D

3

2

% $7!@! $7#%C $̀7H%C $̀7H%A

!

$7H$%

" !

!7%#C

" !

!7"H!

" !

!7"HB

"

?(;j

DD

?

D

3

2

@ $̀7%!@ $7"%$ $̀7A"! $̀7AB#

!

$7HH"

" !

!7@!"

" !

!7#@H

" !

!7#C"

"

4VK

2

!

$7!"!

"""

$7$CBH

"""

$7$CBB

"""

$7$CA!

"""

!

$7$!!

" !

$7$$C!H

" !

$7$$C#!

" !

$7$$C"$

"

其他企业特征
[+R [+R [+R [+R

Rd&#

行业
[+R [+R [+R [+R

城市特征
[+R [+R [+R [+R

&-)?2*)2

!̀#7$$@

"""

%7"H"

"

%7$%C

"

%7$CH

"

!

"7#$@

" !

#7"%"

" !

#7#C@

" !

#7#A#

"

eS?31W*2(-)? !!A#C! !##H$ !##H$ !#!CC

注$第!

!

"列被解释变量为(是否存在新产品产值)#!

#

",!

%

"列均为企业新产品产值的对数值'第

!

"

",!

%

"列均为断尾
N10),13

F

回归#

?(

F

.*

取值第!

"

"和!

%

"列分别为
!7@%$!7@"B

#均在
!]

的水平上显

著'其他企业特征&其他城市特征等控制变量完全同表
@

#为控制篇幅在此省略'根据企业(从业人员

数)的分位数划分为
@

个阶段#生成变量(规模阶段!

?(;3?,*43

")及其与多样化指数交叉项
?(;3U.*)0Q

2

#

至
?(;3U.*)0Q

2

@

#与专业化指数的交叉项
?(;3U

DD

?

D

3

2

#

至
?(;3U

DD

?

D

3

2

@

'

"""

#

""和"分别代表在
!]

#

@]

#和
!$]

水平上显著'

!三"进一步讨论

!7

高科技行业与非高科技行业

在城市经济学理论中#

a3)Q31?-)%&'(/

!

!HH@

"运用美国城市行业就业

数据发现高科技行业更容易受到雅各布外部经济的影响#而非高科技行业则

更易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

R'3G31*)Qf13)E34

!

!HHA

"则对以色列的企业

创新行为进行了相关研究#他们发现两种外部性在高科技行业比如电子行业

会起显著作用#而非高科技行业两种外部经济都不显著'为了进一步研究高

科技与非高科技企业创新与聚集经济的关系随生命周期变化情况#我们将样

本划分为高科技行业和非高科技行业#来分别检验不同行业企业创新与聚集

经济的作用机制'

.*)0Q(W31

的系数在表
!$

的第 !

!

"列高科技行业样本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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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果显示为正的
"7@$$

且在
!]

水平上显著#远高于非高科技行业的
`

$7C$$

#表明雅各布外部性对高科技行业创新的影响显著高于非高科技行业'

交叉项!H

*

F

3j.*0Q

的系数为
`$7!%#

#表明雅各布外部性对企业创新的作用

随年龄增加而递减'此外#衡量马歇尔外部性的系数
DD

?

D

3,(*4

在高科技行业

的系数显著正的
#7%"$

#远高于非高科技行业的系数
$7BH%

#其与年龄阶段的

交叉项
*

F

3j

DD

?

D

3

在高科技行业的系数为
`$7$C#

#但并不显著'综上所述#

与
R'3G31*)Qf13)E34

!

!HHA

"的文献一致#我们发现无论是雅各布外部经济

还是马歇尔外部经济#高科技行业均比非高科技行业受益更多'

!H 在表
C

和表
B

的回归中#为了不同企业类型比较的方便#我们并没有采取表
@

中用
*

F

3?,*43

生成的交

叉项的方法#而是直接生成企业年龄
*

F

3

和产业指数
.*)0Q(W31

及
DD

?

D

3,(*4

的交叉项'

#$ 参见李春涛&宋敏#(中国制造企业的创新活动$所有制和
&+e

激励的作用)#/经济研究0#

#$!$

年第
@

期#第
@@

,

CB

页'他们研究了企业所有制类型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7

国有或集体企业与其他企业

国有或集体企业被认为更容易进行创新'

I2E()?-)*)QR2(

F

4(2;

!

!HA$

"

指出创新存在外溢效应#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企业自身或者政府对市场由于生

产不足导致的失灵进行直接干预#即更易进行创新'李春涛&宋敏 !

#$!$

"

#$

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分析发现#无论创新投入还是创新产出#国有企业均

显著高于其他企业'那么#是否国有企业的高创新能力来源于其较高的受益

于聚集经济的能力呢- 表
!$

第 !

"

"和 !

%

"列对国有或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

的分样本回归给出我们一些有趣的结果'衡量雅各布外部性的产业多样化指数

.*)0Q(W31

的系数在国有企业为
#7@"H

#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的
$̀7CC"

#表明雅

各布外部经济对国有企业创新作用要高于其他企业%而衡量马歇尔外部经济的

DD

?

D

3,(*4

的系数对于国有企业的回归系数为
"7#@!

#显著高于其他企业#且高于

雅各布外部经济'这可以解释为#有政府背景的国有或集体企业的创新更容易

受益于同行业企业的马歇尔外部经济和不同行业企业聚集的雅各布外部经济'

"7

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

此外#一系列有关企业出口与创新行为关系的文献 !

M1-0<31*)Q

O43()E)3,'2

#

!HH"

%

\*E34()

#

!HHA

"认为出口企业更有可能创新或具有更高

的新产品产值'在本文#我们将样本分为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分析出口

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创新与聚集经济之间的关系'表
!$

的第 !

@

"和 !

C

"列分

别给出相关回归结果'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发现
.*)0Q(W31

在出口企业为

$̀7H@"

#在非出口企业为
$7%"$

#而
DD

?

D

3,(*4

在出口企业则为正的
!7#C"

#

在非出口企业为
$̀7A%C

#尽管不显著但却似乎表明出口企业的创新更多受益

于马歇尔外部经济#非出口企业则偏向受益于雅各布外部经济'原因可能是

出口企业的订单大多来自海外#其创新产品会要求对现有产品进行改进或优

化#因此同行业企业的聚集产生的马歇尔外部经济更有利于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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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分企业类型

!

!

" !

#

" !

"

" !

%

" !

@

" !

C

"

6IVdIM>+R

高科技 非高科技 国有.集体 非国有.集体 出口 非出口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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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7!"#

"""

$7!$A

$7!!@

"""

$7#$#

"""

$7$@@

!

$7$%!

" !

$7$%C

" !

$7$CB

" !

$7$%#

" !

$7$C#

" !

$7$"H

"

*

F

3

.

!$$

!!7!%!

""

C̀7$!$

"

"7$C% "̀7%$! %̀7$%% !7$H%

!

%7H%#

" !

"7%CH

" !

%7!AH

" !

%7CHB

" !

"7HB%

" !

%7"@C

"

.*)0Q(W31

"7@$$

"""

$̀7C$$

#7@"H

""

$̀7CC" $̀7H@" $7%"$

!

!7"#H

" !

$7HAC

" !

!7#B"

" !

$7H!!

" !

!7#BH

" !

$7HA%

"

DD

?

D

3,(*4

#7%"$

"

$7BH%

"7#@!

""

$7H@# !7#C" $7A%C

!

!7%$H

" !

$7H!$

" !

!7@%B

" !

$7A$%

" !

$7HH$

" !

!7!BA

"

*

F

3j.*)0

$̀7!%#

"""

$7$@! $̀7$@$ $7$#C $7$"$ $̀7$#A

!

$7$@@

" !

$7$"A

" !

$7$%C

" !

$7$@#

" !

$7$%"

" !

$7$%A

"

*

F

3j

DD

?

D

3 $̀7$C# $7$@" $̀7$CA $7$"@

$7$AA

"

$̀7$@#

!

$7$AA

" !

$7$"B

" !

$7$@H

" !

$7$"A

" !

$7$%B

" !

$7$C!

"

4VK

2

!

$7$""

"""

$7$BA

"""

$7$C"

"""

$7$CB

"""

$7$B#

"""

$7$C$

"""

!

$7$!!

" !

$7$$B

" !

$7$!!

" !

$7$$B

" !

$7$$B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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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企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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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H

""

#̀7C%$

C7!AH

""

"7ACA

%7H%@

"

!

#7HAA

" !

#7"%A

" !

#7%!B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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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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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列均为
N10),13

F

回归#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新产品产值的对数值#其中#断尾回归

!

N10),13

F

"的
?(

F

.*

取值从!

!

",!

C

"列分别为
!7@"@

&

!7@"%

&

!7%A#

&

!7@%$

&

!7@!H

和
!7@%%

#且均在
!]

的

水平上显著'其他企业特征&其他城市特征等控制变量完全同表
@

#为控制篇幅在此省略'

"""

#

""和"分

别代表在
!]

#

@]

#和
!$]

水平上显著'

五!结
!!

论

本文研究企业的创新产出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是如何受益于马歇

尔外部经济与雅各布外部经济的'研究结果发现#新生企业或者年轻企业的

创新产出更容易受益于雅各布外部经济#新生企业在一个多样化城市结构中

会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从而有更高的创新产出'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加#企

业逐渐转为规模生产#企业创新产出会开始逐渐更多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

本文首次为
K01*)2-)*)QT0

F

*

!

#$$!

"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完整的实证验证'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首先#与以往文献存在的有关聚集经济的争论不

同#我们并没有验证是马歇尔外部经济还是雅各布外部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或

企业创新#而是强调企业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会受益于不同的聚集经济'

我们从新的角度#解决了文献中有关两种聚集经济一直存在的争论#本文提

出$企业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会受益于不同的聚集经济#雅各布外部经济

会在企业新生或年轻阶段起作用#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加#该作用会逐渐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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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马歇尔外部经济则会随着企业年龄增加#作用逐渐加强'其次#我们还发

现雅各布外部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作用随年龄的变化并不仅是简单线性关系而

是 (

:

)形关系#在达到一定年龄阶段后#雅各布外部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作用

会微弱增加%马歇尔外部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则是呈现倒 (

:

)形关系'

K01*)2-)*)QT0

F

*

!

#$$!

"的模型仅说明新生企业的创新主要受益于雅各布

外部经济#而随年龄递增马歇尔外部经济显著起作用'事实上#我们的实证

研究显示该趋势会出现微弱的逆转'

本文的发现也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中国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产业结构定位和升级是各个城市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的实证研究

表明#雅各布外部经济更有利于新生或年轻企业的创新#而马歇尔外部经济

更有利于成熟企业的创新'在这样的实证结论支撑下#我们认为#如果一个

城市的产业结构偏向于多样化#那么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创业#吸引新生或年

轻企业#从而使得企业的创新充分受益于多样化城市所带来的雅各布外部经

济%如果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偏向于专业化#那么政府则更应该关注城市中

的大中型成熟企业的发展#做好这些企业的产品升级和优化#进而充分受益

于城市产业专业化所带来的马歇尔外部经济'

正文表
"

中给出了样本中所有地级以上城市的产业多样化和专业化指数的

排名'根据表
"

中对现阶段各个城市的产业结构现状的描述统计#我们给出以

下两点政策建议$首先#对于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中型城市#产

业结构偏向于多样化#那么#在这样的城市政府应该积极采取各种政策鼓励新

生和年轻企业#培育良好的 (婴儿企业)生长环境#充分享受城市多样化带来

的雅各布外部经济%其次#对于有着丰富自然资源的城市大多具有专业化的产

业结构背景#比如攀枝花&鞍山等#结合本文的实证结论#我们认为类似矿业

城市等专业化比重较高城市的政府则应该鼓励现有的大中型企业的创新#充分

利用城市专业化产业结构所带来的马歇尔外部经济以保证其经济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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