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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府
Tj:

资助有效吗+

来自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白俊红!

摘
"

要
"

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考察中国政府
Tj:

资助企业技术
创新的效果#并从政府偏好的角度分析影响资助效果的因素$本文
采用

!XXN

*

$""%

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分行业数据#应用静态和动
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政府的

Tj:

资助显著地促进
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而且企业自身的知识存量'企业规模'行业技
术水平及产权类型等因素均会对资助效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
文的结论为我国政府

Tj:

资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参考$

""

关键词
"

政府
Tj:

资助#技术创新#动态面板模型

一!引
""

言
近年来#为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中国政府将(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建立创新型国家)作为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由此也带动了
政府对科技创新的大力支持与投入$数据显示#新世纪以来#中国科技财政
拨款持续攀升#从

$"""

年的
C%C7D

亿元增加到
$""%

年的
$!!G7C

亿元#年均
增长达到

GG7#Z

&科技财政拨款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也不断提高#从
$"""

年
的

G7DZ

提高到
$""%

年的
#7GZ

#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政府不断加大的
Tj:

资助会带来两方面的效果$从有利的一方来讲#可
以弥补企业的创新资金不足#降低企业创新的风险&可以作为导向基金吸引
企业更大的研发投入#并积极引导企业的技术创新方向$但是#政府的

Tj:

资助也存在着不利影响#比如政府
Tj:

资助挤出了企业自身的
Tj:

投资&

相对于市场#政府对
Tj:

资源的配置很可能是低效的#进而降低了
Tj:

资
源的利用效率等$那么#一个自然而现实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的

Tj:

资助
效果如何+ 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 如果是促进#进一步应该如
何加强+ 如果是阻碍#又应该如何改善+ 如何正确'有效地处理政府

Tj: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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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
Tj:

资助的负面影响#提高
其正向影响#是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而且重要的
问题$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开始关注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关
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
Tj:

支出的影响#即检验政府
Tj:

资助是激励还是挤出了企业的
Tj:

投资#却较少有人关注政府
Tj:

资助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更鲜有人关注影响政府
Tj:

资助效果的因素$事实
上#政府

Tj:

资助不仅是为了刺激企业更多的
Tj:

投资#通过资助产生更
多的创新产出亦是其主要目的之一$因此#本文拟从企业

Tj:

支出和产出两
个角度#较为全面地考察中国政府

Tj:

资助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更为重要
的是#本文还将进一步讨论企业知识存量'企业规模'行业特征及产权类型
等因素对资助效果的影响#这对于政府有针对性地安排资助政策#进而提升
资助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全文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以往文献的一个简要回顾&第三
部分是对中国政府

Tj:

资助状况的一个特征性事实描述&第四部分建立检验
资助效果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并介绍相关的变量以及数据的来源&第五部分
是对计量结果的分析&第六部分是在第五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模型设置
的内生性问题&最后给出结论$

二!文献回顾
L11-O

!

!XD$

"的
Tj:

活动外部性理论支持了政府对
Tj:

活动的干
预$这一理论认为

Tj:

活动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因而个体投资者将无法独
占其创新成果的全部收益$如果将

Tj:

活动完全交给市场#听凭企业的自身
积极性#

Tj:

资源的投入就会不足#低于社会理想水平$此时#政府的
Tj:

资助便可以扩大研发资金的供给#纠正
Tj:

的市场失灵现象$但是#

企业获得资助以后可能存在两种表现%一方面#由于政府
Tj:

的资助#企业
的研发成本和风险降低#使得企业的研发活动可以继续进行#同时由于政府
的

Tj:

资助缩短了企业
Tj:

活动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距#使得
企业的

Tj:

活动变得有利可图#进而也激励了企业扩大自身的
Tj:

投资
!

]*

B

31*)QH,'.(Q2

#

!XX%

"&此外#政府的
Tj:

资助具有选择性#并不是所
有的企业都会得到资助#因此获得资助本身就意味着是对其的一种肯定#这
样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部私人投资!

b4331

#

$""N

"$这些原因都会产生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
Tj:

投资的激励效应$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政府的
Tj:

资助增加了对研发资源的需求#提高了研发资源的价格#使得企业的研
发成本提高#进而可能使企业转向其他的盈利项目#降低了

Tj:

投资
!

W--4=A33

#

!XXN

"&特别的#如果政府资助了本可以由企业自身资金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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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

资助有效吗
!G%%

"

实施和完成的
Tj:

项目#那么这些企业很可能仅仅用政府的资金来替代自身
的投资!解维敏等#

$""X

"#产生替代效应$

在相关的经验分析中#

H,-22

!

!XN#

"'

R3?()*)QT3(==

!

!XN#

"'

R3

5

Q3)

*)QR()P

!

!XX!

"'

S*.0)3*=*)Q8*Q(1(

!

!XXD

"利用美国数据#

b43223*)Q

S-3)

!

!XXX

"利用挪威数据#

&[*1)(2[P(*)QU(31

!

$""!

"'

&[*1)(2[P(*)Q

F0==()

B

31

!

$""#

"利用德国数据#

:0

B

032

!

$""G

"利用法国数据#

J0=-.

!

$"""

"'

W-)[*43[*)Q@*[-

!

$""N

"利用西班牙数据#

W03443,*)Q@-2234=M

A31

B

'3

!

$"""

"利用
h+&:

成员国数据#朱平芳和徐伟民!

$""G

"'许治和师
萍!

$""C

"'解维敏等!

$""X

"利用中国数据#研究发现政府
Tj:

资助降低
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和风险#使得企业的研发变得有利可图#刺激了企业更大
的

Tj:

支出#但
R(,'23)A31

B

!

!XN#

#

!XN%

#

!XNN

"'

E*44=23)

!

$"""

"利用
美国数据#

W-1

B

*)QH21-A4

!

$""%

"利用爱尔兰数据的研究却发现政府
Tj:

资助一定程度上挤出了企业的
Tj:

投资#降低了行业整体的研发投入水平$

上述研究主要检验政府
Tj:

资助与企业
Tj:

支出之间的关系$从理论
上来讲#如果企业得到政府的

Tj:

资助#并且合理利用#一方面可以使原本
无法实施的

Tj:

项目得以进行#另一方面刺激效应也使得总的
Tj:

投资增
加#从而也有利于创新产出的增加$

&[*1)(2[P(*)QU(31

!

$""G

"'

+A31=A31

B

31

*)QR3'2-1*)2*

!

$""C

"的研究支持了上述结论#他们的研究发现政府
Tj:

资助对专利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朱平芳和徐伟民!

$""G

"的研究却显
示政府

Tj:

资助对专利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政府
Tj:

资助的约束机制不严造成的$

! 熊彼特假设主要是指企业规模与创新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且大企业有利于创新$

上述针对政府
Tj:

资助与企业
Tj:

支出与产出关系的研究#主要是考
核政府

Tj:

资助是否有效的问题$那么#一个更令人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因
素影响着政府

Tj:

资助的效果呢+ 针对这一问题#直接且有针对性的研究较
为匮乏$一些研究曾基于熊彼特!

!X#$

"假说!

#考察企业规模等因素对企业
Tj:

投入或产出的影响!

H,'3131

#

!XN#

&

J40)Q344!"#$7

#

!XXX

&

W*

5

43

#

$""!

&周黎安和罗凯#

$""C

&吴延兵#

$""N*

"#但这些研究并未涉及政府的
Tj:

资助$本文研究将从企业自身的知识存量'企业规模'行业特征及产权
类型四个方面对影响政府

Tj:

资助效果的因素初步予以考察$之所以选择这
四项因素#主要是因为政府的资助选择是具有偏好性的!

E*44=23)

#

$"""

"#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获得资助#只有满足一定的条件才可能成为其资助
的对象#而企业自身的知识存量'企业规模'行业特征及产权类型都可能影
响到政府的甄选决策$

政府在选择资助企业时#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其资助的资金能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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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利用#而企业是否具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是衡量其创新活动能否成功的
重要标准$

&-'3)*)QR3?()2'*4

!

!XNX

"的研究表明#企业自身的
Tj:

投资
不仅可以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而且有利于增强其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的能
力$也正因为如此#企业只有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在获得政府

Tj:

资
助以后对其进行合理利用$所以#政府往往偏向于资助具有一定知识积累的
企业$相对于小企业#大企业由于其具有资金和人才优势#也使得政府的
Tj:

资助易于得到相应的资金和人才配套&同时由于大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
知识积累#这也有利于增强被资助项目成功的概率#降低了政府

Tj:

资助的
风险!

J([*)

#

$""G

"$因此#政府在选择资助对象时也往往倾向于规模较大的
企业$行业特征在这里主要是指行业的技术水平$与低技术水平的行业相比#

高技术行业的技术水平高'发展潜力大#技术溢出所取得的社会效益也大
!

V=*(*)QE*)

B

#

$""#

"#因而更易于获得政府的
Tj:

资助$产权类型也是
本文重点关注的因素之一$中国是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家$按产权类
型#可以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大类$国有企业虽然为数不多#

但大多实力雄厚#研发能力强$政府的科研政策也向其倾斜#使其与非国有
企业相比更易于获得政府的

Tj:

资助!吴延兵#

$""%

"$中国政府的
Tj:

资助具有产权偏好$后文中#我们将首先用中国的事实数据来描述政府的这
四项偏好#然后通过设定计量模型进一步检验这些因素和偏好对资助效果的
影响#为政府的

Tj:

资助决策提供参考$

三!中国政府的
Tj:

资助"事实特征
政府的

Tj:

资助对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共研发机构#比如政府科
研机构和高等学校&另一类则是私人部门#主要是指企业$本文主要关注和
讨论政府对企业这一私人部门的

Tj:

资助$我们利用
!XXX

*

$""N

年,中国
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关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政府

Tj:

资助
的分行业数据#对中国政府

Tj:

资助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进行一个简单的特
征性事实描述$选择

!XXN

年为考察基期#主要是因为文中用到的一些数据#

比如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总产值等#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从
!XXN

年才开始
统计记录$而

$""X

年最新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有关国有企业指标的统
计口径变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因此#本文将考察时
间段限定在

!XXN

*

$""%

年$此外#在我们的考察期内#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行
业统计目录发生了变化$

$""$

年之前!包括
$""$

年"的目录中包含(木材及
竹材采选业)#而之后的年鉴中并没有这一项$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我
们剔除了这一行业$同时#由于(其他采矿业)的许多指标存在缺失值#我
们也剔除了该行业$这样便保留了

G%

个行业$图
!

描绘了
!XXN

*

$""%

年
G%

个行业政府
Tj:

资助总额!

!XXN

年不变价"的一个时间趋势$从图中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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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白俊红%政府
Tj:

资助有效吗
!G%X

"

考察期内#政府
Tj:

资助总额基本呈现一个上升的态势#特别是
$""G

年后#

上升趋势更为明显#年均增长将近
G"Z

$

图
!

"

中国政府对企业
Tj:

资助总额的时间趋势

接下来#我们依照企业知识存量'企业规模'行业特征和国有产权比重
!我们将在后文中详细介绍这四项指标的构造"的大小对

G%

个行业进行分类$

首先以企业知识存量为例进行分类#分类的方法是%将考察期内各年
G%

个行
业的企业知识存量值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将排序靠前的

!X

个行业定义为知识
存量较小的行业#而将剩余的

!N

个行业定义为知识存量较大的行业#并分别
核算两类行业的政府

Tj:

资助金额的总和$同样#我们亦按此分类方法将企
业规模'行业特征和产权类型分为小和大两类#并分别核算相应类别的政府
资助金额总和$表

!

报告了分类核算的结果$

从表
!

来看#政府
Tj:

资助金额在同一偏好因素的(大)'(小)两个不
同类别间存在显著差异$在知识存量方面#

!XXN

年知识存量较小行业的政府
Tj:

资助金额为
!7X"D

亿元#占总行业资助金额比重的
#7%Z

&

$""%

年资助
金额增长到

!!7D%%

亿元#但其所占比重仍然只有
X7GZ

&即使在比重最高的
$""G

年#其份额也只有
!"7DZ

$相比较而言#知识存量较大行业政府
Tj:

资助金额占全行业比重为
NX7#Z

*

XC7GZ

#知识存量较大的行业明显高于知
识存量较小的行业$企业规模方面#企业规模较小行业的政府

Tj:

资助金额
占所有行业的比重为

!G7#Z

*

$%7$Z

#而规模较大行业在各年获得的政府资
助均占到了资助总额的

%"Z

以上$行业特征方面#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获得
了较多的政府

Tj:

资助#所占比重为
%N7CZ

*

XG7"Z

#而技术水平较低行
业所占比重仅为

%7"Z

*

$!7CZ

#两者之间差距较大$产权方面亦表现出类似
的特征#国有产权比重较低行业政府

Tj:

资助所占的份额为
$$7!Z

*

GN7DZ

#而国有产权比重较高行业所占的份额为
D!7#Z

*

%%7XZ

#国有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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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较高的行业获得了更多的政府
Tj:

资助$事实说明#企业知识存量越
多'规模越大'行业技术水平越高'国有产权比重越大#所获得的政府

Tj:

资助也越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的
Tj:

资助对上述因素具有偏好
性$

表
!

"

政府
Tj:

资助偏好因素的分类比较
!XXN !XXX $""" $""! $""$ $""G $""# $""C $""D $""%

知
识
存
量

小

大

!IX"D $I% GID$# GI%D# GIX! CIG%D DI!D% %I"XC NID%N !!ID%%

!

"I"#%

" !

"I"CN

" !

"I"XG

" !

"I"XX

" !

"I"%N

" !

"I!"D

" !

"I"XX

" !

"I"XC

" !

"I"X!

" !

"I"XG

"

GNIDX! #GIN"$ GCI!DX G#I!NX #DI"G! #CI$NG CDI!!X D%IXDD NDIG!$ !!GIGG$

!

"IXCG

" !

"IX#$

" !

"IX"%

" !

"IX"!

" !

"IX$$

" !

"INX#

" !

"IX"!

" !

"IX"C

" !

"IX"X

" !

"IX"%

"

规
模
小

大

CIX%D

"

DID$X XI$N% XIG"N %I%DC !GI%%D !!IGX! !GIX$G $!INCD G"I!DD

!

"I!#%

" !

"I!#G

" !

"I$GX

" !

"I$#C

" !

"I!CC

" !

"I$%$

" !

"I!NG

" !

"I!NC

" !

"I$G"

" !

"I$#!

"

G#ID$" GXIN%$ $XIC"D $NID#C #$I!%D GDINNG C"INXC D!I!GN %GIG$G X#IN#G

!

"INCG

" !

"INC%

" !

"I%D!

" !

"I%CC

" !

"IN#C

" !

"I%$N

" !

"IN!%

" !

"IN!C

" !

"I%%

" !

"I%CX

"

行
业
特
征

小

大

NI%#N GI$#C #I#X% CI!GD #I!%% CI#XX %IX%D DI#NN !"IX%D !"I"#N

!

"I$!C

" !

"I"%"

" !

"I!!D

" !

"I!GC

" !

"I"N#

" !

"I"N#

" !

"I!"X

" !

"I!$N

" !

"I!!C

" !

"I"N"

"

G!IN#X #GI$C% G#I$XC G$IN!% #CI%DC #CI!D C#IG!! DNIC%G N#I$"# !!#IXD

!

"I%NC

" !

"IXG"

" !

"INN#

" !

"INDC

" !

"IX!D

" !

"IX!D

" !

"INX!

" !

"IN%$

" !

"INNC

" !

"IX$"

"

国
有
产
权

小

大

XIG#X !"I$D !$INN$ !#I%D! !DIG#! !%IX!$ $!IG"! $#I"%C G"I!#% #!I%#X

!

"I$G"

" !

"I$$!

" !

"IGG$

" !

"IGND

" !

"IG$%

" !

"IGC#

" !

"IG#$

" !

"IG$!

" !

"IG!%

" !

"IGG#

"

G!I$#N GDI$#! $CIX!! $GI#%D GGID"! G$I%#% #"IXND C"IXN% DCI"GG NGI$D"

!

"I%%"

" !

"I%%X

" !

"IDDN

" !

"ID!#

" !

"ID%G

" !

"ID#D

" !

"IDCN

" !

"ID%X

" !

"IDNG

" !

"IDDD

"

""

注%单位为亿元#括号内数值为该年该类别行业政府
Tj:

资助金额占总行业资助金额的比重$

四!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

本文应用
!XXN

*

$""%

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研究过程中需要考虑两个计量模型#一是考察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
Tj:

支
出影响的模型#二是考察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
Tj:

产出影响的模型$我们
拟分别进行设置$

!I

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
Tj:

支出的影响模型
在衡量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
Tj:

支出的影响时#经典方法是将企业自
身的

Tj:

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把政府
Tj:

资助作为解释变量来设定计量
模型!解维敏等#

$""X

"$考虑下列面板数据模型%

4)B

'"

_

)

a

#4)W-?

'"

a

,

'

a

?

"

a%

'"

# !

!

"

其中#

B

为企业自身
Tj:

支出#

W-?

为政府
Tj:

资助#

#

为政府
Tj:

资
助变量的估计系数$

'

为产业#

"

为时间$

,

'

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产业效应#



第
#

期 白俊红%政府
Tj:

资助有效吗
!GN!

"

.

"

表示不随产业变化的时间效应$

)

为常数项#

%

'"

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考察企业自身的知识存量'企业规模'行业特征及产权类型四项因
素对政府

Tj:

资助效果的影响#我们在模型!

!

"基础上加入这四项因素与
政府

Tj:

资助的交互项#得到回归方程%

4)B

'"

_

)

a

#4)W-?

'"

a

#

!

4)I

'"

b

4)W-?

'"

a

#

$

4)H([

'"

b

4)W-?

'"

a

#

G

i)/

'"

b

4)W-?

'"

a

#

#

hO)

'"

b

4)W-?

'"

a

,

'

a

?

"

a%

'"

%

!

$

"

""

上式中#

I

为企业
Tj:

存量!关于
Tj:

存量的核算#我们将在后文中
详细给出"&

H([

为企业规模#用各行业总产值除以企业数#即企业的平均规
模来表征#其中总产值按工业品产出价格指数折算成

!XXN

年不变价&

i)Q

代
表行业的技术水平#用科技活动人员数占行业从业人员数的比重来表征&

hO)

代表产权类型#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当年工业总产值占行业当年工业
总产值的比重来表征$其他变量的含义与!

!

"式一致$!

$

"式中#如果交互
项系数为正#说明该因素与政府

Tj:

资助有正的交互作用#该因素有利于政
府

Tj:

资助效果的发挥&如果为负则说明两者存在负的交互作用#该因素对
政府

Tj:

资助产生不利影响$

$I

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
Tj:

产出的影响模型
基于

W1(4(,'3=

!

!X%X

"的研究#并将政府
Tj:

资助纳入分析框架#建立
如下形式的拓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知识生产函数%

7

_

GI

$

'"

@

!

'"

W-?

3

'"

3

,

'

a

?

"

a%

'"

# !

G

"

其中#

7

为企业的
Tj:

产出#

I

为企业的
Tj:

资本存量#

@

为企业的
Tj:

人员#

W-?

为政府的
Tj:

资助#

$

'

!

'

3

分别为相应变量的产出弹性$

G

为常数#

3

为自然对数的底$

需要注意的是#知识生产函数模型!

G

"中的投入要素
I

为企业的
Tj:

资本存量#而非模型!

$

"中的企业
Tj:

支出
B

$之所以设置
Tj:

存量#

是因为模型!

G

"表达的是企业的知识生产过程$企业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其
Tj:

投入不仅对当期的知识生产有影响#对以后若干期的知识生产也有重要
影响!

W1(4(,'3=

#

!XN"

&吴延兵#

$""NA

"#

Tj:

存量即可以有效反映这一特
征$而流量指标企业

Tj:

支出反映的是当期投入#并不能体现对以后知识生
产的影响$

将!

G

"式两边取对数#并将政府
Tj:

资助与企业知识存量'企业规模'

行业特征及产权类型的交互项纳入模型#得到回归方程%

4)

!

7'"

"

_#a$

4)I

'"

a

!

4)@

'"

a3

4)W-?

'"

a"

!

4)I

'"

b

4)W-?

'"

a"

$

4)H([

'"

b

4)W-?

'"

a"

G

4)/

'"

b

4)W-?

'"

a"

#

hO)

'"

b

4)W-?

'"

a

,

'

a

?

"

a%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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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Y4)G

为常数项$

对于模型!

$

"和模型!

#

"中的时间非观测
?

"

效应#可以通过设置时间
虚拟变量来消除$而对于不随时间变化的产业效应#可根据不同假设将其区
分为固定效应!

U+

"和随机效应!

T+

"$如果
,

'

与解释变量相关#则该产业
效应为固定效应&如果

,

'

与解释变量不相关#并且符合一定的分布#则为随
机效应$具体在选择固定和随机效应时#一种简单的判定方法是#如果样本
观测值即是全部总体#则取固定效应模型&另一种判定方法是

F*0=.*)

检验
法$

F*0=.*)

检验的原假设为接受随机效应模型#倘若
F*0=.*)

值低于某
一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否则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选择
F*0=.*)

检验法来判定$同时#我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估计
!

UWRH

"以降低可能存在的序列相关的影响$

!二"变量构造
上文分析中#我们已经给出了政府

Tj:

资助'企业规模'行业特征及产
权类型等指标的显性化定义#其值可以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直接
或经整理得到$接下来#我们重点介绍企业的

Tj:

支出'

Tj:

人员'

Tj:

存量及
Tj:

产出等指标的选择与构造$

关于企业
Tj:

支出#本文选择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而非
Tj:

经费
内部支出$其理由在于#一方面#从数据的可得性来考虑#有关大中型工业
企业

Tj:

支出的数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只统计了其科技活动经费内部
支出#并没有报告

Tj:

经费内部支出#这也使得
Tj:

经费内部支出指标并
不可行&另一方面#从统计口径来看#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解释#

Tj:

活动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
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而科技活动是指与科技知识的产生'发
展'传播和应用密切相关的'有组织的活动#包括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研
究与试验发展成果应用及技术推广与科技服务等$由此也可看出#科技活动
经费的统计口径要比研发活动大#不仅包括了研发活动经费#而且包含了研
发成果应用'推广等费用#这也更符合

>2231A*,P

!

!X%#

"'

U133.*)

!

!XN$

"等
学者定义的技术创新是从技术开发到创新成果市场化应用全过程的内涵要求$

基于此#本文选择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作为企业
Tj:

支出的考核指标$

与企业
Tj:

支出相类似#出于数据可得性及统计口径方面的考虑#本文
选择科技活动人员数作为

Tj:

人员投入的考核指标$

关于企业
Tj:

存量#参照
W1(4(,'3=

!

!XN"

"'

W-2-*)QH0[0P(

!

!XNX

"

及吴延兵!

$""D

"的研究#我们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核算$本期的
Tj:

存量可
以表示为上一期的

Tj:

存量与过去所有期的
Tj:

支出现值之和#即

I

"

_

%

(

>

_

!

.

>

3

"

e

>

a

!

!

e#

"

I

"

e

!

#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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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白俊红%政府
Tj:

资助有效吗
!GNG

"

""

!

C

"式中#

I

"

与
I

"\!

分别为当期和滞后
!

期的
Tj:

资本存量#

>

为滞
后期#

.

>

为滞后算子#即
Tj:

支出的贴现系数#

#

为
Tj:

资本存量的折旧
率#

3

"\>

为
"\>

期的
Tj:

支出现值$由于难以获得
.

的滞后结构#一般假
定平均滞后期为

+

#且
"\

+

期的
Tj:

支出直接构成了
"

期的
Tj:

资本存量
的增量#即

>Y

+

时#

.

>

Y!

&

>

>+

时#

.

>

Y"

$这样# !

C

"式可写成!

D

"式
的形式%

I

"

_

3

"

e+

a

!

!

e#

"

b

I

"

e

!

# !

D

"

""

在假定平均滞后期为
!

年的情况下#!

C

"式可写成%

I

"

_

3

"

e

!

a

!

!

e#

"

b

I

"

e

!

# !

%

"

也即当期的
Tj:

资本存量等于滞后
!

期的
Tj:

现值与滞后
!

期的
Tj:

资
本存量之和$

从!

%

"式可看出#核算
Tj:

资本存量需确定
Tj:

支出的现值'

Tj:

资本存量的折旧率及基期
Tj:

资本存量$

在核算
Tj:

支出现值时#关键是构造
Tj:

支出价格指数$已有的研究
中#

R-3A*)QR()

!

!X%%

"设定
Tj:

人员工资价格指数与设备投资价格指数
的加权平均来表示

Tj:

支出价格指数#其中前者权重为
"7CC

#后者权重为
"7#C

&

U1*)2[3)

!

$""G

"则将
Tj:

支出价格指数设定为工资价格指数和产出
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其中前者权重为

"7$C

#后者权重为
"7%C

$国内的相关
研究中#李习保!

$""%

"'詹宇波等!

$"!"

"选用消费价格指数#岳书敬
!

$""N

"选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表征
Tj:

支出价格指数$朱平芳和徐
伟民!

$""G

"'朱有为和徐康宁!

$""D

"'于明超和申俊喜!

$"!"

"将
Tj:

支
出价格指数设定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但具
体设定时#权重并不一致$朱平芳和徐伟民!

$""G

"设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指数的权重为

"7#C

#消费价格指数的权重为
"7CC

&朱有为和徐康宁!

$""D

"

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权重设定为
"7%C

#消费价格指数的权重为
"7$C

&

于明超和申俊喜!

$"!"

"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权重设定为
"7D

#消费价
格指数的权重为

"7#

$事实上#虽然上述学者设定的
Tj:

支出价格指数不尽
相同#但却反映出一个基本思路#即可从

Tj:

支出的明细构成及用途上来构
造价格指数$李习保!

$""%

"'詹宇波等!

$"!"

"及岳书敬!

$""N

"的设定方
式实际上是假定

Tj:

支出全部用于劳动力成本或购置固定资产#而
R-3A

*)QR()

!

!X%%

"'朱平芳和徐伟民!

$""G

"'朱有为和徐康宁!

$""D

"'于明超
和申俊喜!

$"!"

"的设定方式则是基于
Tj:

经费支出用于劳动力成本和购置
固定资产的比例来构造相应价格指数$遵循同一思路#我们对

Tj:

支出价格
指数进行了重新构造$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明细#

!XXN

*

$""%

年各
期

Tj:

经费支出中用于劳务费和固定资产购置费的比重均值约为
GN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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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将
Tj:

支出价格指数设定为
"7GNk

消费价格指数
c"7D$k

固定
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并应用这一指数将名义

Tj:

经费支出折算成实际值$

对于折旧率
#

#目前文献中主要有三种经验取值#分别为
CZ

!

&-3*)Q

F34

;

.*)

#

!XXC

&沈坤荣和李剑#

$""X

"'

!"Z

!

J31

B

's44

#

$""D

"和
!CZ

!

W1(4(,'3=

#

!XN"

&

F*44*)Q S*(3==3

#

!XXC

&

F0

等#

$""C

&吴延兵#

$""D

#

$""N*

#

$""NA

&白俊红等#

$""X

&张海洋#

$"!"

&詹宇波等#

$"!"

"$可以看
出#较多学者采用了

!CZ

这一较高的折旧率#这主要是因为
Tj:

资本更新
换代较快#其折旧率通常要高于物质资本折旧率的假定!

@*P3=*)Q

H,'*)P31.*)

#

!XN#

&吴延兵#

$""D

"$目前估算中国物质资本折旧率较为权
威的几个数值分别为张军等!

$""#

"的
X7DZ

'龚六堂和谢丹阳!

$""#

"的
!"Z

以及
]-0)

B

!

$""G

"的
DZ

等$基于此#我们也选择较高的
!CZ

作为本
研究中的折旧率$

$

$ 出于稳健性的考虑#我们还核算了
CZ

'

!"Z

两种情形下的
Tj:

资本存量#并代入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发现实证结论与折旧率为
!CZ

时基本一致$这表明折旧率的影响并不大$

最后还需估算基期资本存量$根据
W-2-*)QH0[0P(

!

!XNX

"及吴延兵
!

$""D

"#在假定
Tj:

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等于
Tj:

经费增长率的情况下#基
期资本存量可以用下式来估计%

I

"

_

3

"

.!

<

a#

"# !

N

"

""

!

N

"式中#

I

"

为基期资本存量#

3

"

为基期实际
Tj:

经费支出#

<

为
考察期内实际

Tj:

经费支出的平均增长率#

#

为折旧率$

至此#我们已经给出了核算
Tj:

资本存量所需的全部技术$最后#我们
探讨企业

Tj:

产出变量的设置$

基于技术创新的过程#我们将企业
Tj:

产出分为两类#一类表示技术创
新过程中新方法'新工艺等新知识的产出#用专利来衡量表征&另一类则表
示新知识的市场和商业化水平#用新产品销售收入来表征$专利和新产品销
售收入同时也分别代表了技术创新过程的中间产出和最终产出$

在中国#依据所申请专利的新颖'创新以及实用程度#专利分为发明专
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类型$我们用三种类型专利的总和来全面反映
创新过程中新知识的产生$另外#根据专利是否得到授权又可将其分为专利
申请数和专利授权数$此处#我们选择专利申请数作为考核指标#这主要是
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只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专利
申请数的统计公布$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专利申请都会得到授权#因此#这一
指标可能夸大了创新的产出水平!詹宇波等#

$"!"

"$当然#专利申请数也具
备一些优势#主要表现在%在中国一项专利从申请到获得批准大约需要

!

*

$

年的时间#因而相比于专利授权数#专利申请数在反映当期的创新产出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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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

资助有效吗
!GNC

"

有优势&此外#相对于专利授权数#专利申请数受专利机构工作效率和偏好
等因素的影响也较小!岳书敬#

$""N

"#因而也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特定产业
的技术创新水平$至于

Tj:

产出的另一项衡量指标***新产品销售收入#其
名义值可直接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得到$我们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将其折算成以

!XXN

年为基期的实际值$

!三"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

!XXX

*

$""N

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鉴-$其中#新产品销售收入'专利申请数'科技活动人员'科
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政府

Tj:

资助'工业总产值'国有企业总产值及企业
数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消费价格指
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指标时#

G%

个行业
!"

年的考察期#共计
G%"

个
样本$而以专利申请数为产出指标时#由于

!XXN

年和
!XXX

年的(黑色金属
矿采选业)及

!XXN

年的(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专利申请数为零#这
样将不能对其做对数化处理!代入生产函数时#需对投入与产出指标对数
化"#我们剔除了这两个行业$这样#在以专利为产出指标时#

GC

个行业
!"

年的时间#共计
GC"

个观测样本$

另外#由于
$""#

年的统计数据中没有政府
Tj:

资助和国有企业总产值
两个指标的数据#我们用相邻两年!

$""G

年和
$""C

年"的平均值代替$

本文中使用的变量及其定义如表
$

所示#而对这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
见表

G

$

表
$

"

变量定义
指标 符号 单位 定义
专利

N

!

项 各行业专利申请数
新产品销售收入

"

N

$

"

元
"

各行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成
!XXN

年不变价
Tj:

支出
"

B

"

元
"

各行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用
Tj:

支出价格指数折
算成

!XXN

年不变价
Tj:

存量
"

I

"

元
"

各行业
Tj:

资本存量#用永续盘存法核算将各行业的科
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换算成资本存量

Tj:

人员
@

人 各行业科技活动人员数
政府

Tj:

资助
"

W-?

"

元
"

各行业政府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用
Tj:

价格指数平减成
!XXN

年不变价
企业规模

"

H([

"

元.个
"

各行业总产值除以企业数#其中总产值按用工业品出厂价
格指数折算成

!XXN

年不变价
行业特征

i)Q !

各行业科技人员数与从业人员数之比
国有产权

hO) !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当年总产值除以行业当年总产值
""

注%以上变量均为原值$实证分析时#比例变量
i)Q

和
hO)

取原值#其他变量取对数#如!

$

"式和!

#

"

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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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

"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 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N

!

GC" !"!#IX$X $#NCI##% $%NX#I""" !I"""

N

$

G%" #!XXD%XIX$$ XX#NG%$I"CX %#DDX"#$ICGN !!I!""

B G%" #GG$D"I#%" %N$DD"I$X% CC!#!NGIN"% !DX#I#""

I G%" XXN#CXIXG# !NX"XDDI#!D !C!!"%$%IGD$ #!$IC""

@ G%" #!DXNI#GD C!X!GI$CN G"CXN%I""" !%XI"""

W-? G%" !DN!"I$DC #!D##IDDN ##N"!"I$%" CIXDD

H([ G%" CN!"XI$CD !$GGNGID$$ XNGDX!INC! #%%"I!"N

i)Q G%" "I"GX "I"$C "I!$" "I""!

hO) G%" "IG%! "I$X$ !IC!X "I"""

五!结果与讨论

!一"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

尽管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时间跨度不大#但考虑到宏观经济数据可能
存在时间趋势而造成(伪回归)#因此在回归估计之前#我们首先对模型!

$

"

和模型!

#

"中变量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
RR&

'

i@H

'

U(='31M

L:U

和
U(='31M@@

等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平稳性进行检验#其中
RR&

方法假
设横截面序列具有相同的单位根过程#而

i@H

'

U(='31ML:U

和
U(='31M@@

等方
法假设横截面序列单位根过程不同$所有检验方法的原假设均为面板数据存
在单位根过程#数据非平稳$检验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RR& i@H U(='31ML:U U(='31M@@

单位根
4)N

!

"

\DINNX

!!!

!

"I"""

"

\$ID#G

!!!

!

"I""#

"

!!DI$N"

!!!

!

"I"""

"

!"CICDC

!!!

!

"I""#

"

否
"

4)N

$

"

\XIXXN

!!!

!

"I"""

"

\GI#"N

!!!

!

"I"""

"

!$NI%X%

!!!

!

"I"""

"

!"DID#G

!!!

!

"I""N

"

否
"

4)B

"

\!"I%"D

!!!

!

"I"""

"

\#I!CX

!!!

!

"I"""

"

!G#INDC

!!!

!

"I"""

"

!$CIXXG

!!!

!

"I"""

"

否
"

4)I

"

\!$I!#C

!!!

!

"I"""

"

\#IN"D

!!!

!

"I"""

"

!#$IXX#

!!!

!

"I"""

"

!G!I$X%

!!!

!

"I"""

"

否
"

4)@

"

\!$I"%!

!!!

!

"I"""

"

\#IXN%

!!!

!

"I"""

"

!C"I"!!

!!!

!

"I"""

"

!GNIC$D

!!!

!

"I"""

"

否
"

4)W-?

"

\!#IX"G

!!!

!

"I"""

"

\CIXDN

!!!

!

"I"""

"

!%"I%C%

!!!

!

"I"""

"

!%NI%!%

!!!

!

"I"""

"

否
"

4)Ik4)W-?

"

\!GIG%$

!!!

!

"I"""

"

\DI$$$

!!!

!

"I"""

"

!NDI#%"

!!!

!

"I"""

"

!N$IXXC

!!!

!

"I"""

"

否
"

4)H([k4)W-?

"

\!#I"NC

!!!

!

"I"""

"

\DI"GG

!!!

!

"I"""

"

!%GIC%D

!!!

!

"I"""

"

$!$I%$X

!!!

!

"I"""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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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

"

!续表"

RR& i@H U(='31ML:U U(='31M@@

单位根
i)Qk4)W-?

"

\!$ICD$

!!!

!

"I"""

"

\CIN%!

!!!

!

"I"""

"

!N!IC!"

!!!

!

"I"""

"

$$$I%"G

!!!

!

"I"""

"

否
"

hO)k4)W-?

"

\!CICC%

!!!

!

"I"""

"

\DID"N

!!!

!

"I"""

"

!X!I"!%

!!!

!

"I"""

"

$!#I#GC

!!!

!

"I"""

"

否
"

""

注%括号内数值为显著性概率#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Z

$

从表
#

可看出#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均拒绝了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的原
假设#表明各变量均为平稳序列#可以直接建模对其进行回归分析$

!二"经验估计结果
我们首先应用基本模型!

$

"分析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
Tj:

支出的影
响#表

C

报告了这一结果$

表
C

"

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
Tj:

支出的影响
!

!I!

" !

!I$

" !

!IG

" !

!I#

" !

!IC

"

常数
1

"

DI!$G

!!!

!

"I"""

"

XIG#N

!!!

!

"I"""

"

DIC"X

!!!

!

"I"""

"

DI%CC

!!!

!

"I"""

"

CIX""

!!!

!

"I"""

"

4)W-?

"

"IDX#

!

!

"I"""

"

\"IGD!

!!!

!

"I"""

"

"I$!D

!!!

!

"I"""

"

"ICDX

!!!

!

"I"""

"

"I%GN

!!!

!

"I"""

"

4)Ik4)W-?

"

"I"N$

!!!

!

"I"""

"

4)H([k4)W-?

"

"I"#$

!!!

!

"I"""

"

i)Qk4)W-?

"

!I!!#

!!!

!

"I"""

"

hO)k4)W-?

"

\"I"##

!!

!

"I"!C

"

F*0=.*)

"

#I%%$

!!

!

"I"$X

"

GIG%N

!

"I!NC

"

%INDX

!!!

!

"I"$"

"

XIC#%

!!!

!

"I""N

"

$!I#!#

!!!

!

"I"""

"

模型
U+ T+ U+ U+ U+

调整后
B

$

"INGN "IX"C "INDN "IN#$ "I%$#

&

值
C$I%"% !%C$I%N# D#I%CD C$IN"X #N%I#"$

""

注%括号内数值为显著性概率#

!

'

!!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Z

'

CZ

和
!Z

$

表
C

中#列!

!7!

"为将政府
Tj:

资助单独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估计结
果#而列!

!7$

"* !

!7C

"则是依次纳入知识存量'企业规模'行业特征及
国有产权等政府偏好因素的回归估计结果$

F*0=.*)

检验支持了列!

!7$

"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其他情形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从表
C

的估计结果来看#列!

!7!

"显示政府
Tj:

资助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
Tj:

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激励效应为
"7DX#

#即政府
Tj:

资助增加
!Z

#企业的
Tj:

支出会相应增加约
"7DX#Z

$加入交互项以后#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
Tj:

支出的激励效应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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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分别为
"7DND

'

"7D#C

'

"7D$!

和
"7%$$

G

#波动不大$这些结果略高于许治
和师萍!

$""C

"测算的
"7$DN

及解维敏等!

$""X

"测算的
"7G%#

*

"7#N!

#而
低于朱平芳和徐伟民!

$""G

"的
!7#X"

*

#7#CN

$但不管怎样#结果均表明中
国政府的

Tj:

资助具有明显的激励效应#显著地提高了私人企业的
Tj:

支出$

G 根据列!

!7$

"#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
Tj:

支出的偏效应为
\"7GD!c"7"N$k4)I

$我们将
4)I

的均
值代入#可求得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
Tj:

支出的偏效应为
"IDND

#此值即为政府
Tj:

资助的激励效
应$其他交互模型中政府

Tj:

资助的激励效应可同理得到$详细的介绍可参见伍德里奇!

$""G

"$

从表
C

中列!

!7$

"* !

!7C

"中交互项的估计结果来看#企业的知识存
量与政府

Tj:

资助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的知识存量越高越有利
于政府

Tj:

资助效果的发挥#进而越有利于激励更多的企业
Tj:

支出$企
业规模与政府

Tj:

资助之间具有显著为正的交互作用#表明企业规模越大#

越有利于发挥政府
Tj:

资助的诱导激励效应#这可能与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
能力对政府

Tj:

资助进行经费配套有关$行业技术水平与政府
Tj:

资助的
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行业技术水平越高#政府

Tj:

资助的激励效果也
越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产权变量与政府

Tj:

资助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
负#表明国有产权比重越高#政府

Tj:

资助效果越差#政府
Tj:

资助的国
有产权偏好并不利于其激励效应的发挥$

表
D

是以专利为产出#对基本模型!

#

"的回归估计结果#其中列!

$7!

"

是将政府
Tj:

资助单独列入知识生产模型的回归估计结果#列!

$7$

"*

!

$7C

"则依次是考察企业知识存量'企业规模'行业特征及国有产权与政府
Tj:

资助之间是否存在显著交互作用的回归估计结果$

F*0=.*)

检验的结
果显示列!

$7!

"* !

$7C

"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从表
D

中列!

$7!

"来看#

Tj:

人员对专利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Tj:

人员每增加
!Z

#专利产出增加约
"7DG$Z

$

Tj:

存量虽然对专利产出
有正向影响#但统计上并不显著#且

Tj:

人员的产出弹性明显高于
Tj:

存
量#表明专利生产过程中#与

Tj:

存量相比#研发人员具有更高的边际报
酬#吴延兵!

$""D

"的研究亦有类似的发现#专利生产更多地依赖于研发人
员的贡献$列!

$7!

"显示的政府
Tj:

资助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
府

Tj:

资助显著地促进了企业专利产出的增加$政府
Tj:

资助每提高
!Z

#

专利产出增加约
"7!G!Z

$加入交互项的各模型中#政府
Tj:

资助的偏效应
依次分别为

"7"XX

'

"7!!"

'

"7!G#

和
"7!$N

#与列!

$7!

"无交互项时相比略
有波动$政府的

Tj:

资助一方面降低了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提高了企业技
术创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由于为企业提供了必要的研发经费而使得研发
项目得以顺利进行#这无疑有助于创新产出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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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

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
!

$I!

" !

$I$

" !

$IG

" !

$I#

" !

$IC

"

常数
1

"

\GIDDG

!!!

!

"I"""

"

$I$"%

!

"I!N#

"

\#ICDN

!!!

!

"I"""

"

\$I%XN

!!!

!

"I"""

"

\#I%NC

!!!

!

"I"""

"

4)@

"

"IDG$

!!!

!

"I"""

"

"ID!$

!!!

!

"I"""

"

"IDGX

!!!

!

"I"""

"

"ID%#

!!!

!

"I"""

"

"I%%C

!!!

!

"I"""

"

4)I

"

"I!#C

!

"I!CD

"

\"IG"!

!

"I##D

"

"I$!X

!

"IG$D

"

"I"XD

!

"IG#$

"

"I!!X

!

"I!DC

"

4)W-?

"

"I!G!

!!

!

"I"GD

"

\"ID$"

!!!

!

"I""$

"

"IG$C

!

!

"I"""

"

"I"XC

!

"IX#!

"

"I$!"

!!!

!

"I"""

"

4)Ik4)W-?

"

"I"C%

!!!

!

"I"""

"

4)H([k4)W-?

"

\"I"$!

!

"I!NN

"

i)Qk4)W-?

"

"IXX$

!!!

!

"I""#

"

hO)k4)W-?

"

\"I$$"

!!!

!

"I"""

"

F*0=.*)

"

$XI#%$

!!!

!

"I"""

"

$CIG"N

!!!

!

"I"""

"

$NIX!#

!!!

!

"I"""

"

#!I$D#

!!!

!

"I"""

"

$GI%%D

!!!

!

"I"""

"

模型
U+ U+ U+ U+ U+

调整后
B

$

"I%CN "I%D$ "I%DX "I%#C "INC!

&

值
G"ICD" G"I#D! G!ICN% $%IN#% CGIC!X

""

注%括号内数值为显著性概率#

!

'

!!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Z

'

CZ

和
!Z

$

列!

$7$

"显示#政府
Tj:

资助与企业知识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企业知识存量对政府
Tj:

资助的吸收利用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的知
识存量代表了企业的知识累积和储备$企业的知识累积和储备越多#越有能力
更加有效地吸收利用政府的

Tj:

资助#进而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专利产出$

列!

$7G

"显示企业规模与政府
Tj:

资助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表明
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对政府

Tj:

资助均具有同样的吸收能力#企业规
模并不影响对政府

Tj:

资助的吸收利用$大企业和小企业在利用政府资助方
面各具优势$大企业实力雄厚'配套设施完善'人员素质也较高#这有利于
其有效吸收利用政府的

Tj:

资助#但小企业亦具有组织结构灵活'竞争压力
大'创新动力强等优点#这些原因可能导致不同规模企业在吸收利用政府
Tj:

资助方面并无显著差异$

从列!

$7#

"的估计结果来看#行业技术水平与政府
Tj:

资助的交互项
显著为正#表明行业技术水平与政府

Tj:

资助存在正向的交互作用#行业技
术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利用政府

Tj:

资助创造更多的专利产出$高技术行业
具有高研发投入'高创新性的特点#政府的

Tj:

资助可以有效地降低高技术
行业企业的研发成本和风险#提高研发积极性#从而也有利于其创造更多的
新知识和新技术$

列!

$7C

"报告了将国有产权比重与政府
Tj:

资助交互项纳入回归模型
的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来看#国有产权比重与政府

Tj:

资助交互项系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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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为负#表明政府对国有产权的偏好资助并不利于其创造更多的专利产出#

反而会产生显著的负面效应$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国有企业产权
关系模糊'所有者缺位以及预算软约束等问题长期存在#这也使得其行为往
往具有短期化的特点#创新激励不足!吴延兵#

$""N*

"$同时#与非国有企
业相比#国有企业在获得政府

Tj:

资助方面具有优势#也较为容易#这也可
能使其并不关注政府资助的效率型利用#反而由于占用了较多的资助而降低
了行业整体的产出水平$

# 列!

G7$

"中#

Tj:

存量的偏效应为
"IDN!

$

表
%

报告了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时的回归估计结果#其中
F*0=.*)

检验支持了列!

G7!

"'!

G7$

"和!

G7#

"的回归模型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而其
他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从表中来看#各种情形下#

Tj:

人员和
Tj:

存
量对新产品销售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Tj:

人员的产出弹性为
"7#"X

*

"7#XG

#

Tj:

存量的产出弹性为
"7CD"

*

"7DN!

#

#此结果与朱有为和徐康宁
!

$""D

"测算的
Tj:

人员产出弹性
"7$G!

'

Tj:

存量的产出弹性
"7##$

相比
均有提高#但都显示出

Tj:

存量的产出贡献要大于
Tj:

人员的特征$与专
利这一中间产出不同#新产品的研发'试制'生产#直至推向市场不光需要
Tj:

人员的贡献#更需要大量的设备投资与经费投入#因而
Tj:

存量的产
出贡献也较大$

列!

G7!

"* !

G7C

"显示的各种回归估计模型中#政府
Tj:

资助对新产
品销售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出贡献依次分别为

"7!XD

'

"7$##

'

"7!G$

'

"7!#$

和
"7!%"

$交互项的影响中#列!

G7$

"显示企业知识存量与政
府

Tj:

资助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列!

G7C

"显示国有产权比重与政府
Tj:

资助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知识存量对政府
Tj:

资助的吸
收利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国有产权比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以专利
为产出时的估计结果相一致$与专利生产不同#列!

G7G

"显示企业规模与政
府

Tj:

资助的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新产品生产过程中#企业规模
对政府

Tj:

资助的效果具有显著影响$与小企业相比#大企业具有较为强大
的营销网络和市场拓展能力#这也有助于其新产品销售活动的顺利进行$列
!

G7#

"显示行业特征与政府
Tj:

资助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表明新产品生
产过程中#政府

Tj:

资助的效果与行业的技术水平并无明显关系$新产品销
售更多的是一个市场行为#更多地依赖于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和营销能力#

而与行业技术水平的关系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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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白俊红%政府
Tj:

资助有效吗
!GX!

"

表
%

"

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
!

GI!

" !

GI$

" !

GIG

" !

GI#

" !

GIC

"

常数
1

"

\"IX##

!

"I$X"

"

DIC$N

!!!

!

"I""%

"

!IN%%

!!!

!

"I$$!

"

"I%!!

!

"I#%X

"

"IGDG

!

"IC!C

"

4)@

"

"I#XG

!

!

"I""!

"

"I#"X

!!!

!

"I""D

"

"I#GN

!!!

!

"I""G

"

"I#$G

!!!

!

"I""#

"

"I#!G

!!!

!

"I"""

"

4)I

"

"ID!C

!!!

!

"I"""

"

"I"#!

!

"INC!

"

"ID$C

!!!

!

"I"""

"

"ICDN

!!!

!

"I"""

"

"ICD"

!!!

!

"I"""

"

4)W-?

"

"I!XD

!

!

"I"#N

"

\"I%#"

!!

!

"I"!$

"

\"I!!G

!

!

"I"N%

"

"I"DX

!

"IC"D

"

"I$#!

!!!

!

"I"""

"

4)Ik4)W-?

"

"I"%N

!!!

!

"I""!

"

4)H([k4)W-?

"

"I"$#

!!!

!

"I"""

"

i)Qk4)W-?

"

!IND"

!

"I!%!

"

hO)k4)W-?

"

\"I!X!

!!!

!

"I"""

"

F*0=.*)

"

!I%$"

!

"IDG$

"

$I#$C

!

"IDCN

"

!#IX%$

!!!

!

"I""C

"

#IG#D

!

"IGD!

"

!NIC"!

!!!

!

"I""!

"

模型
T+ T+ U+ T+ U+

调整后
B

$

"ICG" "IC#G "INN" "IC#G "IN"D

&

值
!GXID$" !!"ID"C DNI%X% !!"I%DG GXIGCD

""

注%括号内数值为显著性概率#

!

'

!!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Z

'

CZ

和
!Z

$

六!有关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正如上文所言#政府的

Tj:

资助是具有偏好性的#这使得其并不是一个
严格的外生变量$尽管我们对一些偏好性因素进行了控制#但仍有可能遗漏
了重要变量而使模型产生内生性问题$内生性问题的存在可能影响到估计结
果的稳定性$

传统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此方法要求所选择的工具变
量与其所要替代的解释变量高度相关而与随机误差不相关$但是由于工具变
量的不唯一以及随机误差的不可观测性#现实中找到一个严格符合上述条件
的工具变量是困难的$针对这一问题#

L1344*)-*)QJ-)Q

!

!XX!

"提出了差分
广义矩估计!

Q(<<313),3WSS

"的方法#其思想是首先对估计方程进行一阶
差分以去掉固定效应的影响#然后用解释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差分方程的工具
变量$但是#研究表明#当回归项的时间序列接近于随机游走过程时#回归
项的滞后变量会受到弱工具变量的影响#使得估计结果出现偏差$为克服这
一问题#

L1344*)-*)QJ-?31

!

!XXC

"'

J40)Q344*)QJ-)Q

!

!XXN

"提出了系统
广义矩估计!

=

5

=23.WSS

"的方法$系统广义矩估计是在差分广义矩估计的
基础上增加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滞后项作为原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并将水
平方程和差分方程作为一个系统同时对其进行估计$

J40)Q344!"#$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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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在有限样本情况下#系统广义矩估计比差分广义矩估计的偏差
更小#有效性更高$本文在面板数据模型!

$

"和!

#

"中引入被解释变量的
滞后一期项并将其作为解释变量#以控制一些遗漏变量及不可观测因素的影
响$由此我们构造了一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重新
验证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
Tj:

支出与产出的影响#结果如表
N

'表
X

和表
!"

所示$其中#表
N

为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
Tj:

支出的回归估计结果#表
X

为
对专利产出的回归估计结果#表

!"

为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回归估计结果$

表
N

"

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
Tj:

支出的动态面板回归估计结果
!

#I!

" !

#I$

" !

#IG

" !

#I#

" !

#IC

"

常数
1

"

"ICDD

!!!

!

"I""$

"

!IDGD

!!!

!

"I""$

"

"IC%#

!!

!

"I"$"

"

"I$D#

!

"I$%$

"

"ICGC

!!!

!

"I""G

"

4)B

!

\!

"

"

"IX!%

!!!

!

"I"""

"

"IN!!

!!!

!

"I"""

"

"IX!D

!!!

!

"I"""

"

"IX#"

!!!

!

"I"""

"

"IX!N

!!!

!

"I"""

"

4)W-?

"

"I"%C

!!!

!

"I"""

"

\"I"CD

!

"IGND

"

"I"%#

!!

!

"I"#N

"

"I"XD

!!!

!

"I"""

"

"I"ND

!!!

!

"I"""

"

4)Ik4)W-?

"

"I"!$

!!

!

"I"G#

"

4)H([k4)W-?

"

"I""!

!

!

"I"XC

"

i)Qk4)W-?

"

"I#"!

!

!

"I"CG

"

hO)k4)W-?

"

\"I"$D

!!

!

"I"!"

"

H*1

B

*)

检验
"I$C$ "I$CC "I$#X "I$GN "I$GD

LT

!

!

"

"I"""

!!!

"I"""

!!!

"I"""

!!!

"I"""

!!!

"I"""

!!!

LT

!

$

"

"I$GG "I$CD "I$G! "I$!N "I$$!

""

注%括号内数值为显著性概率#

!

'

!!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Z

'

CZ

和
!Z

#

H*1

B

*)

检验'

LT

!

!

"和
LT

!

$

"检验均给出了显著性概率
5

值$

根据表
N

#我们首先需要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以及模型设置的合理性进行
检验$依照

L1344*)-*)QJ-)Q

!

!XX!

"'

L1344*)-*)QJ-?31

!

!XXC

"及
J40)M

Q344*)QJ-)Q

!

!XXN

"的建议#我们分别采用
H*1

B

*)

检验和
L1344*)-MJ-)Q

检
验对其进行判定$其中#

H*1

B

*)

检验用来检验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即
检验工具变量是否有效#原假设为工具变量有效$

L1344*)-MJ-)Q

检验分为
L1344*)-MJ-)QLT

!

!

"检验和
L1344*)-MJ-)QLT

!

$

"检验两种#分别用来
考察差分后的残差项是否存在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如果不存在自相关#则
系统

WSS

有效#原假设为差分后的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

T--Q.*)

!

$""D

"

放宽了这一限制#认为差分后的残差项存在一级自相关#但只要不存在二级
自相关#系统

WSS

依然有效$

从表
N

的检验结果来看#各种情形下
H*1

B

*)

检验的
5

值均在
"7$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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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白俊红%政府
Tj:

资助有效吗
!GXG

"

这也接受了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

L1344*)-MJ-)Q

检验的
LT

!

!

"统计量虽
然拒绝了残差项一阶序列无自相关的原假设#但

LT

!

$

"统计量接受了残差
项二阶序列无自相关的原假设#表明模型设置是有效的$接下来#我们进一
步分析政府

Tj:

资助及企业知识存量'企业规模'行业特征和产权类型等偏
好因素的影响$

从列!

#7!

"* !

#7C

"的估计结果可看出#各模型中#滞后一期的
Tj:

支出对本期的
Tj:

支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前期的
Tj:

投入对本期
企业的

Tj:

支出决策有重要作用$各种情形下#政府
Tj:

资助的激励效应
经核算依次分别为

"7"%C

'

"7"XC

'

"7"N#

'

"7!!$

'

"7"%D

#虽然较之前的静态
面板估计结果有所降低#但依然显著#表明政府

Tj:

资助显著地提高了企业
自身的

Tj:

支出$此处激励效应降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动态面板考虑了前期
Tj:

支出#控制了遗漏变量及不可观察因素的影响$交互因素中#知识存
量'企业规模'行业技术水平与政府

Tj:

资助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国有
产权比重与政府

Tj:

资助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些结果与静态面板估计
结果一致$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均支持了前文的主要结论$

表
X

"

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专利产出的动态面板回归估计结果
!

CI!

" !

CI$

" !

CIG

" !

CI#

" !

CIC

"

常数
1

"

\"IDGD

!!!

!

"I""G

"

\!IDND

!!

!

"I"$!

"

\!I$$#

!!!

!

"I""%

"

\"INC"

!

"I!C"

"

\!ICX#

!!!

!

"I"""

"

4)N

!

!

\!

"

"

"I%#G

!!!

!

"I"""

"

"I%GC

!!!

!

"I""!

"

"I%#!

!!!

!

"I"""

"

"I%#$

!!!

!

"I"""

"

"ID#"

!!!

!

"I"""

"

4)@

"

"I!GD

!!

!

"I"G$

"

"I$$$

!!!

!

"I"""

"

"I!NN

!!!

!

"I"""

"

"I!#X

!!!

!

"I""$

"

"I$"N

!!!

!

"I"""

"

4)I

"

"I"%G

!

"I#!$

"

\"I"!D

!

"IC!$

"

"I"CC

!

"IC!!

"

"I"X$

!

"I##$

"

"I"GD

!

"IDG$

"

4)W-?

"

"I!C!

!!!

!

"I"""

"

"I!$!

!!!

!

"I""C

"

"I!!!

!!!

!

"I""!

"

"I!%X

!!!

!

"I"""

"

"I!%D

!!!

!

"I""$

"

4)Ik4)W-?

"

"I""X

!!

!

"I"$D

"

4)H([k4)W-?

"

"I""X

!

"I$$X

"

i)Qk4)W-?

"

"I"$C

!

!

"I"N!

"

hO)k4)W-?

"

\"I"NG

!!!

!

"I"""

"

H*1

B

*)

检验
"I!%C "I!%# "I!%% "I!%C "I!%G

LT

!

!

"

"I"GC

!!

"I"G%

!!

"I"GC

!!

"I"GD

!!

"I"GC

!!

LT

!

$

"

"I$%D "I$%C "I$N! "I$DN "I$DD

""

注%括号内数值为显著性概率#

!

'

!!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Z

'

CZ

和
!Z

#

H*1

B

*)

检验'

LT

!

!

"和
LT

!

$

"检验均给出了显著性概率
5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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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X

报告了应用动态面板系统
WSS

方法估计的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专
利产出影响的回归结果$从表中来看#各种情形下

H*1

B

*)

检验的显著性概率
5

值都在
"7!

以上#表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残差序列相关性检验显示#差分
后的残差只存在一阶自相关而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说明模型的设置是合理的$

各种情形下#专利产出的一期滞后项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知识生
产具有累积效应#上期的研发活动对当期知识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Tj:

人员的产出弹性在
"7!GD

*

"7$$$

之间#虽然较之前文静态面板的估计结果有
所降低#但依然显著$

Tj:

存量的产出弹性在
"7"GD

*

"7"X$

之间波动#较
前文也有所降低$政府

Tj:

资助的产出弹性在各模型中分别为
"7!C!

'

"7$GC

'

"7$"G

'

"7!N"

和
"7!#C

#依然对专利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虑交
互影响的模型中#

Tj:

资本存量'行业技术水平以及国有产权比重与政府
Tj:

资助的交互项系数估计结果依然显著#且符号方向也没有发生改变$企
业规模与政府

Tj:

资助交互项回归系数的符号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依然不显
著#表明企业规模对政府

Tj:

资助的效果并无明显作用#并没有改变前文的
基本结论$

表
!"

"

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动态面板回归估计结果
!

DI!

" !

DI$

" !

DIG

" !

DI#

" !

DIC

"

常数
1

"

"ID#"

!!!

!

"I"""

"

\"IC"X

!

"I#N%

"

"I$#$

!

"IG%%

"

"I#$#

!!!

!

"I"""

"

!IGNX

!!!

!

"I"""

"

4)N

$

!

\!

"

"

"ID#C

!!!

!

"I"""

"

"IDCD

!!!

!

"I"""

"

"ID"C

!!!

!

"I"""

"

"ID#D

!!!

!

"I"""

"

"IDXX

!!!

!

"I"""

"

4)@

"

"I!DX

!!!

!

"I"""

"

"I!!!

!!!

!

"I"""

"

"I!%%

!!!

!

"I"""

"

"I!%X

!!!

!

"I"""

"

"I!"D

!!!

!

"I"""

"

4)I

"

"I$NG

!!!

!

"I"""

"

"I"D!

!

"IX"N

"

"I$CG

!!

!

"I"GG

"

"I$N$

!!!

!

"I"""

"

"I$DN

!!!

!

"I"""

"

4)W-?

"

"I!NC

!!!

!

"I"""

"

"I!G#

!!

!

"I"GX

"

"I"$N

!!!

!

"I""%

"

"I!"%

!

!

"I"N"

"

"I!CG

!!!

!

"I"""

"

4)Ik4)W-?

"

"I""N

!!

!

"I"!#

"

4)H([k4)W-?

"

"I""%

!

!

"I"ND

"

i)Qk4)W-?

"

"I$#N

!

"I!DC

"

hO)k4)W-?

"

\"I"%$

!!!

!

"I"""

"

H*1

B

*)

检验
"I#C$ "I#C$ "I#CN "I#C! "I#C#

LT

!

!

"

"I"C$

!

"I"CG

!

"I"CX

!

"I"C$

!

"I"C#

!

LT

!

$

"

"IG!% "I$X" "I$X# "IG!C "IG"X

""

注%括号内数值为显著性概率#

!

'

!!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Z

'

CZ

和
!Z

#

H*1

B

*)

检验'

LT

!

!

"和
LT

!

$

"检验均给出了显著性概率
5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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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白俊红%政府
Tj:

资助有效吗
!GXC

"

表
!"

是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影响的动态面板系统
WSS

估计结果$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及模型设置的合理性检验来看#

H*1

B

*)

检验的
5

值都在
"7#

以上#表明工具变量的设置是有效的&

L1344*)-MJ-)Q

检
验的

LT

!

!

"统计量在
"7!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
LT

!

$

"统计量并不显
著#接受了二阶差分残差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模型设置有效$列!

D7!

"*

!

D7C

"显示滞后一期的新产品销售收入系数为
"7D"C

*

"7DXX

#且都具有显著
性#表明前期的新产品活动积累可以显著地提高当期的销售收入$

Tj:

人
员'

Tj:

存量的产出弹性分别为
"7!"D

*

"7!%X

和
"7$$%

*

"7$NG

#而政府
Tj:

资助的弹性为
"7!""

*

"7$$C

#较之前文均有降低#但依然有正向的显著
性$

C企业知识存量'企业规模与政府
Tj:

资助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行
业技术特征与政府

Tj:

资助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而国有产权比重与政府
Tj:

资助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前面的结论仍然成立#结果具有稳
健性$

C 列!

D7$

"

Tj:

存量的偏效应为
"7$$%

&列!

DI$

"*!

DI%

"政府
Tj:

资助的偏效应分别为
"7$$C

'

"7!""

'

"7!!%

和
"7!G#

$

七!结论与政策含义
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导向和推动作用#如何有效地
安排政府

Tj:

资助政策'提升资助效果对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及未来经济
的持续'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

!XX%

*

$""N

年中国大中型工
业企业分行业数据#应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政府

Tj:

资助的
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个较为一致和稳定的结论#即中国政府的
Tj:

资助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具体的#我们通过设置政府
Tj:

资助与企业
Tj:

支出'专利产出及新产品销售收入的三个回归模型来检验中
国政府

Tj:

资助的效果$我们的研究发现#政府
Tj:

资助对企业
Tj:

支
出有显著的激励效应#且企业知识存量越大'规模越大'行业技术水平越高#

越有利于发挥政府资助的激励作用#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偏好却产生显著的
负面影响&政府

Tj:

资助有利于企业专利产出的提高#且企业知识存量越
大'行业技术水平越高#其资助效果越明显#企业规模并不影响政府

Tj:

资
助对专利产出的资助效果#而对国有产权有显著的不利影响&政府

Tj:

资助
显著地推动了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提高#且其资助效果与企业知识存量'

企业规模以及国有产权比重均有显著关系#其中前两项因素有正向影响而后
一项因素有负向影响#行业技术特征并不影响政府

Tj:

资助对新产品销售收
入的资助效果$

基于上述结论#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的
Tj:

资助是必要的和有成效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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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刺激了企业的
Tj:

投资#同时也提高了
Tj:

产出$当然#我们在鼓励政
府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资助的同时#还应该根据资助的目标努力使政策的设
计富有针对性$如果政府资助的目的是作为引导资金以刺激企业更大的

Tj:

支出#则企业自身的知识存量'企业规模和行业技术水平应该被充分考虑&

如果政府资助的目的是创造更多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则企业自身的知识存量'

行业技术水平应该是被重点考虑的因素&而如果政府资助的目的是创造更多
的商业利益#则企业知识存量和企业规模应该被重点考虑$当然#无论出
于何种目的#对国有企业的偏好都将不利于充分发挥政府

Tj:

资助的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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