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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 2010－2015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对国有和民营两类企业的政府研发资助、企业规模及技术

创新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探讨政府研发资助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以及企业规模对两者间

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政府研发资助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大于国有企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

政府研发资助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增大，大型民营企业对政府研发资助的利用率大于大型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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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以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着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技术创新对提高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及经济增

长质量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技术创新活动的

公共产品属性容易造成 “市场失灵”，由市场自发

调节的创新活动往往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为此政府

以补贴的形式进行干预。 《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

公报》显示，2016 年我国国家财政科技支出达 7

760. 7 亿 元，相 较 2012 年 的 5 600. 1 亿 元 增 长 了

38. 5%，年均增长率达 9. 6%。由此看来，我国政府

对科技创新活动的资助力度逐年加强。政府研发资

助的增加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 由于

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的不同，其资源禀赋、创新

动力、创新目的、创新决策者也不尽相同，政府研

发资助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亦不相同。本文尝试从不

同所有制角度出发探讨政府研发资助对技术创新的

影响，以及企业规模在政府研发资助对技术创新影

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一、文献回顾

( 一) 政府研发资助与技术创新

国内外学者对政府研发资助与技术创新两者间

的关系存在以下三种观点。第一，两者间存在激励

效应。Mcfetridge 等［1］的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研发资

助对外部投资具有信号导向功能，为企业吸引更多

的私人投资，进而增加企业的创新投入; Guellec［2］

通过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创新数据进行研

究，发现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性，

政府研发资助可以适度降低企业风险，减少研发成

本，提高边际收益，进而提高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朱平芳等［3］采用上海市的数据，运用动态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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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了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

有 正 向 影 响。第 二， 两 者 间 存 在 挤 出 效 应。

Mukoyama ［4］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对政府研发资助与企

业研发支出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政府与企业之

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政府无法准确判断企业的真

实需求，从而使企业无法对政府研发资助进行合理

配置; 安同良等［5］同样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运

用动态博弈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研发资助对技

术创新产生 “逆向”激励作用。第三，两者之间存

在混合效应。许多学者认为政府研发资助和技术创

新间并不是单纯存在激励效应或者挤出效应。李平

等［6］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两者关系展开研究，结果

表明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最优区间，

在最优区间内，政府研发资助能够激励企业开展技

术创新活动; 毛其淋等［7］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

倍差法得到的结论与李平和王春晖一致。

( 二) 不同所有制环境下政府研发资助与技术

创新

Grg 等［8］发现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政府研发

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同。国有企业和民营

企业在我国经济建设发展中起主要作用，故选取这

两类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近年，国内许多学者根据

中国国情对不同所有制环境下政府研发资助与技术

创新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李玲等［9］对上市企业数

据进行整理分析，发现政府研发资助对民营企业自

主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起 “引导之手”的作用，

但对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起 “纵容

之手”的作用; 王一卉［10］运用中国高技术企业的面

板数据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资助会降低国有企业创

新绩效，但会提高民营企业创新绩效。

综上所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

响主要由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决定，而由于研究对

象和研究目的不同，学术界对两者间关系的认识尚

未统一; 虽然学者们对政府研发资助与国有企业技

术创新之间关系的存在不同意见，但都认为相较国

有企业，政府研发资助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

作用更佳。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就政府研发资助对

国有和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展开研究。由于不

同规模企业的资金和创新实力存在较大差距，对政

府研发资助的利用效率也不尽相同，本文在上述研

究的基础上加入企业规模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企业

规模在政府研发资助与技术创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二、研究设计

( 一) 模型构建

Griliches［11］认为在知识生产活动中，研发投入

是产生新知识的必要投入，而知识生产的产出主要

体现在由新知识所创造的技术创新。研发投入———

新知识———技术创新是知识生产的基本演化过程，

其中 新 知 识 起 到 了 转 化 中 介 的 作 用。因 此， 在

Griliches－Jaffe 知识生产函数框架的基础上构建新的

研究模型。该框架为:

Ｒ＆Doutput = f ( Ｒ＆Dinput )

在该框架的基础上，用技术创新 ( cre) 来表示

知识生产的产出 ( Ｒ＆Doutput ) ，将知识生产的投入

( Ｒ＆Dinput ) 分解为创新过程中的人力投入 ( L) 和

企业资金投入 ( K) 。则模型更新为:

cre = f( L，K)

用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的形式表示上式:

cre = ALβ1Kβ2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处理，得到:

lncre = β0 + β1 lnL + β2 lnK + ε

根据研究需要，在上式中加入解释变量企业规

模 ( size) 和政府资助 ( gov)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

和异方差问题，对非比例变量政府资助取对数，得

到模型 ( 1) 。

lncre = β0 + β1 lnL + β2 lnK + β3 lngov + β4size + ε

( 1)

上式中，cre 表示技术创新能力，L 表示研发过

程中的人力投入，K 表示研发过程的企业资金投入，

gov 表示研发过程中的政府资金投入，size 表示企业

规模。为了研究企业规模在政府资助对技术创新影

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在 ( 1) 式中加入企业规模

与政府资助的相乘项。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将

企业规模与政府资助的对数进行中心化处理后取其

相乘项 sg。得到第二个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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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cre = β0 + β1 lnL + β2 lnK + β3 lngov + β4size +

β5sg + ε ( 2)

( 二) 变量界定

1. 被解释变量: 技术创新。在前人的研究中，

主要以“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和“新产品销

售收入”三个指标对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衡量。在知识

生产函数中，Griliches［12］采用专利的数量来衡量知识

产出，发现在几个不同的部门与地域间，专利的数量

与研发投入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故选取专利数量来

衡量技术创新。由于不同时期政策和授权标准存在差

异，因此选取“专利申请量”作为技术创新的衡量

指标。

2. 解释变量: 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规模。政府

研发资助主要体现在研发过程中政府对企业投入的

资金，因此用“使用来自政府部门的研发资金”表

示。为了避免企业规模与政府研发资助之间可能存

在的多重共线性，选取企业资产总计与工业企业单

位总数的比值衡量企业规模。

3. 控制变量: 研发投入。研发投入主要分为研

发过程中的企业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使用 “Ｒ＆D

经费内部支出”中的企业资金表示企业资金投入，

使用“Ｒ＆D 人员全时当量”表示人力投入。

( 三)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中国 30 个省份的国有和民营工业企业作为

研究样本 ( 西藏、港澳台地区由于数据缺失过多，

故从样本中剔除) 。所有数据均来自 2011－2016 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

中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 下文简称国有企业) 和

民营企业部分。国有企业数据可直接获得，在 《中

国统计年鉴》中民营企业数据由按地区分组的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减去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外资

企业数据得到，在 《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

中民营企业数据由内资企业数据减去国有企业数据

得到。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借鉴朱平芳等［13］

构造的 Ｒ＆D 价格指数，对 “Ｒ＆D 经费内部支出”

和“使用来自政府部门的研发资金”进行平减，其

公式如下:

Ｒ＆D 价格指数 = 0. 55* 消费价格指数+0. 45*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工业企业资

产总计进行平减。以上平减均以 2010 年为基期。

三、实证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1 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根据表 1，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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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所有制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数

ln cre
国有 7．80 1．25 2．99 10．01 180

民营 7．97 1．82 1．39 11．32 180

ln L
国有 9．65 1．18 4．48 11．12 180

民营 9．29 1．68 5．16 12．76 180

ln K
国有 13．13 1．18 8．53 14．72 180

民营 12．49 1．63 8．45 15．83 180

ln gov
国有 11．61 1．30 5．83 13．94 180

民营 9．94 1．25 6．79 12．32 180

size
国有 16．46 5．45 5．94 35．60 180

民营 1．24 0．85 0．80 3．73 180

sg
国有 1．91 9．34 －24．66 42．40 180

民营 －0．34 1．21 －7．55 4．66 180



出不同所有制企业各变量的大小存在较大差异。从

企业规模上看，国有和民营企业规模的平均值分别

为 16. 46、1. 24，国有企业的规模明显大于民营企

业。从政府研发资助强度上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

业的平均值分别为 11. 61 和 9. 94，政府对国有企业

的资助力度大于民营企业。然而在技术创新产出方

面，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平均值分别为 7. 80、7. 97，

得到较多政府研发资助的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反而

较小。这可能是不同所有制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导

致的。作为国有企业，其公有产权属性使得企业经

营管理者致力于提高其在任期间的短期经营绩效，

而非技术创新。而对于具有私有产权结构的民营企

业而言，它们有明确的产权责任人，经营管理者追

求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其技

术创新大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 二) 回归结果

运用 STATA13. 0 对模型 ( 1) ( 2) 进行回归，

检验全国 30 个省份中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政府研发资

助、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进行正式估计

前先进行 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比

随机效应模型有效，因此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

行分析。首先，根据模型 ( 1) 分别对国有和民营

企业进行回归来研究政府研发资助与技术创新之间

关系; 随后，为研究企业规模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

作用，根据模型 ( 2) 分别对国有和民营企业进行

回归分析。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

以看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两个模型回归结果在

整体上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拟合度均较高，

说明计量模型设定合理。

表 2 回归结果

Tab. 2 Ｒegression results

变 量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 1) ( 2) ( 1) ( 2)

ln L
0. 392＊＊＊ 0. 398＊＊＊ 0. 107 0. 106

( 0. 116) ( 0. 116) ( 0. 0703) ( 0. 0705)

ln K
0. 467＊＊＊ 0. 444＊＊＊ 0. 568＊＊＊ 0. 566＊＊＊

( 0. 130) ( 0. 133) ( 0. 0894) ( 0. 0901)

ln gov
0. 0028 0. 00963 0. 245＊＊＊ 0. 249＊＊＊

( 0. 0643) ( 0. 0683) ( 0. 0723) ( 0. 0738)

size
0. 0705＊＊＊ 0. 0715＊＊＊ 0. 312＊＊＊ 0. 321＊＊＊

( 0. 00844) ( 0. 00854) ( 0. 0966) ( 0. 105)

sg －
0．0362*

( 0．00444)
－

0．0502＊＊

( 0．00446)

c
3．032＊＊ －2．997* －3．141＊＊＊ －3．148＊＊＊

( 1．518) ( 1．521) ( 0．757) ( 0．760)

Ｒ2 0．8547 0．8612 0．7743 0．7745

( 注: 括号内的值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

由表 2 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根据模型 ( 1) 的回归结果，在国有企

业中，政府研发资助的系数为 0. 0028，但结果不显

著，说明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对政府研发资助并不敏

感; 而在民营企业中，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技术创

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 245，并且在 1%的水平上显

著，说明政府研发资助对技术创新有显著激励作用。

民营企业对政府研发资助的利用率明显大于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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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可以从分别从资源禀赋、产权属性和信号传递

三个角度对上述结果进行解释。

从资源禀赋的角度出发，国有企业承担着保障

国家经济、稳定就业、促进社会利益等社会责任，

因此相较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资源的获得性上具

有先天优势。此外，预算软约束问题使得原本就拥

有丰富资源的国有企业面临资源冗余问题，而政府

补贴加剧了资源冗余，进而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创新

动力。反观民营企业，其开展创新活动首先受到资

金和资源的约束，当其受到政府资助时，该问题得

到解决，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会大大增加。

从产权属性角度出发，国有企业特殊的产权属

性决定了其存在委托代理问题，所有权与经营权的

分离会导致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会在利益选择方面

存在矛盾。当受到政府的研发资助时，国有企业管

理者往往采用风险规避的方法以避免创新风险、保

持自身资源优势。而民营企业的私有产权属性使其

与国有企业相比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经营者

为追求市场份额、赚取更多的利润，当受到政府研

发资助时，能够更加有效地将其利用到技术创新活

动中。同时在寻租视角下，由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

与政府有密切关联，可依靠这种政治联系通过寻租

手段获得政府研发资助，而这种资助与企业的创新

需求并不匹配，导致企业对资助的利用效率较低;

由市场主导的民营企业与政府没有政治关联，其寻

租难度较大，主要依靠自身实力获得政府的研发资

助，进而提高自身技术创新。

从信号传递角度出发，政府对企业的资助行为

会给外部投资者传递政策性导向信号，说明该企业

得到政府认可，进而使其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国

有企业与政府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因此其通过获

得政府研发资助来向外界传递其创新能力信号的迫

切程度较低，并且外部投资者对政府的研发资助所

发出的信号并不敏感。而由市场主导的私营企业迫

切需要向外界传递其与政府的良好关系的信号，政

府的研发资助可以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以下信号: 该

企业顺应政府政策、创新项目得到政府支持、发展

前景得到政府认可，进而为企业获得更多的外界融

资和创新资源，增加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

第二，从模型 ( 2 )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

国有和民营两类企业中，企业规模的系数均显著为

正数，说明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企业的技术创新

增强。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规模的乘积项的系数也

均为正数，说明企业规模对政府研发资助与技术创

新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即企业规模越大，政

府研发资助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而从系数

大小的角度上看，民营企业的相关系数 ( 0. 0502)

明显大于国有企业 ( 0. 0362) ，说明相较大型国有

企业，政府研发资助对大型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促

进作用效果更佳。

一方面，技术创新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使得

其对企业的资金、人才以及市场运作能力等具有较

高的要求，而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大企业具有先天

的资源优势，故其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明显优于小

企业。同时，技术创新活动为大企业带来的技术优

势能够维持其市场地位并提高其自身的行业竞争力，

这大大增加了大企业的创新动力。不同规模的企业

创新动力、创新基础和创新能力的不同决定了政府

研发资助对其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亦不相同。另一

方面，由于大企业的创新活动往往能带来行业技术

突破，其在行业中的知识溢出效应能够促进产业升

级，因此政府的研发资助往往向规模较大的企业倾

斜。而政府的研发资助向外部投资者传递政策导向

信号所产生的声誉效应能为企业吸引更多的外部融

资，进一步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小企业同样会获

得政府的研发资助，但受到企业规模和研发基础的

限制，其前期的研发行为往往无法带来收益。而且

小企业受到的政府研发资助较少，仅能缓解其研发

过程中的资金问题，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甚微。

从所有制的角度，由于大型国有企业往往掌握

行业的核心技术而在市场中占有垄断地位，而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大型民营企业要不断通过技术创

新来稳固自身的市场地位，因此大型民营企业对政

府的研发资助更加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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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根据模型 ( 1 ) 和模型 ( 2 ) 的回归结

果，国有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均显著激

励技术创新; 民营企业研发资金投入显著激励技术

创新，但研发人力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民营企业对研发人员的管理能力较

弱，由此产生的管理费用间接地稀释了研发资金投

入。对比研发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系数的大小，发

现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无论是模型 ( 1) 还

是模型 ( 2) ，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均大于研发人力投入。研发资金的投入决定了研发

活动中的资源总量，充分的研发资金在保障研发活

动进程的同时能够激励研发人员的积极性，进一步

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分别对比国有企业与民营企

业研发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的系数大小，发现民营

企业研发人力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小于国有企业

( 0. 176＜0. 392，0. 106＜0. 398) ; 民营企业研发资金

投入对 技 术 创 新 的 影 响 大 于 国 有 企 业 ( 0. 568 ＞

0. 467，0. 566＞0. 467) 。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与

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对研发资金的需求更大，

因此研发资金投入的增加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激

励作用更大。而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有系统

化的研发人员管理机制，同时，国有企业的研发项

目技术含量更高，对研发人员的要求更高，因此研

发人力投入的增加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

更大。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探究政府研发资助对国有和民营两类企业

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企业规模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

作用。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政府研发资助对民营企

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大于国有企业; 企业规模对

政府研发资助与技术创新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政府研发资助对大型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

最强。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要继续增加对企业的研发资助，特

别是对大型民营企业的资助。相较其他企业，大型

民营企业对政府研发资助的迫切性最大，并且其利

用政府资助开展创新活动的效率较高。

第二，在对不同类型企业进行资助时要使用针

对性的资助策略。首先，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

束和委托代理问题大大降低了其创新动力，同时相

比民营企业，其又拥有更加丰富的创新资源。政府

可对国有企业实行 “以奖代补”的资助政策，降低

研发过程中的补贴，增加对其创新成果的奖励，激

发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同时可将创新成果作为国

有企业经营者考核和升迁的指标之一，从而增加其

对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视程度。其次，民营企业在研

发创新过程中主要面临创新资源问题，政府的研发

资助能显著提高其技术创新，而前文数据分析显示

当前我国政府研发资助明显向国有企业倾斜。政府

应增加对民营企业的研发资助力度以激励其技术创

新。一方面对于大型民营企业，在增加政府研发资

助的同时可对其提供融资担保以促进其声誉效应，

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者，进而增强其创新能力。另

一方面，中、小民营企业创新基础较差，对资金、

人才的需求量较大，因此建议政府对有发展前景的

创新项目实施全额资助，同时通过政府采购、人才

引进、技术引进等方式对其进行体系化的研发支持。

第三，采用动态调节机制以促进企业对政府研

发资助的利用效率。在选择资助项目方面，要加强

对资助项目审查的透明度，向公众公开披露资助的

具体标准和受资助企业以及研发项目的具体信息以

便大众监督，避免信息不对称现象和企业寻租行为

的发生。在创新项目受资助过程中，应实时跟进企

业对资助资源的使用情况，并定期对受资助项目的

研发效率进行评估，进而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加

强或者降低资助力度，亦或者终止对其进行资助。

第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可通过优化自身的

研发投入结构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对国有企业而

言，可倾向于增加研发人力投入，引入高精尖研发

人才来提高整体的研发实力，进而提高企业的技术

创新; 对民营企业而言，可倾向于增加研发资金的

投入来确保各研发过程的顺利进行，同时，民营企

业还需完善其研发人员的管理机制，调动研发人员

的积极性，进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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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Ｒ＆D Funding and
Enterprise Scale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Enterprises of Different Ownership

GAO Yuling

( College of Economy，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Ｒ＆D funding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state－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the role of enterprise scale in regul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provincial－level

panel data from 2010 to 2015 were used in this paper to make a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government Ｒ＆D funding for state－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s，enterprise scal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ment Ｒ＆D funding is more effective in promot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an in private enterprises. As the enterprise scale increases，the incentive effect of the government Ｒ＆D

funding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creases too. The utilization ratio of large private enterprises of government Ｒ＆D

funding is higher than that of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Key words: government Ｒ＆D fund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terprise scale;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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