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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fixed effects model and threshold regression method developed by Hansen to 
mak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panel data of 38 industrie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the 
scale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7.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t present, Chinese government 
R & D funding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
tion, and the impact will show an “inverted u-shaped” distribu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govern-
ment 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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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Hansen发展的门槛回归方法，对2012年至2017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38
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政府R & D资助对企业科技创新有着显著的正

向影响，且该影响会随着政府资助力度的增加而呈“倒U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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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12 年，熊·彼得[1]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理论这一独特的经济理论，人

们越发的关注起了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到底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我国期望在 2020 年建设成为创新型

国家，因此，对于政府 R & D 资助的大中型企业的创新的影响，必定要将其置于转型经济中科技创新改

革的制度背景之下[2]。 
研究与开发(R & D)是科技活动中最具有创造性的部分，对于国家经济增长和提高综合国力有着重要

的意义。在政府的资助下可以适当的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后果，通过支付给创新者一定的资金使得私人

投资回报率与社会投资回报率相等，从而克服私人主体研发资金不足带来的创新速度慢以及质量差，有

效解决创新难，继而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虽然企业的创新活动中，企业才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但是企

业自主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单方面的努力，也需要政府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帮助。 

2. 文献综述 

政府的公共投资有助于解决经济活动中市场的失灵，从理论上来讲，政府公共投资会对企业行为产

生截然不同的两种效果——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3]。如果两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政府增加投资会对企

业产生挤出效应，根据以往学者[4]的研究证明，溢出效应往往伴随着技术创新，政府创新补助的定义与

分类标准混乱、补助方式多样化及创新绩效的定义与评价指标体系大相径庭，困扰着其对企业技术创新

绩效影响作用的显现，容易忽视企业创新活动与政府补助活动的动态性特征；若两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政府增加公共投资则会吸引到更多的企业进行投资，在控制一些无关变量后，政府 R & D 资助与公司 R & 
D 支出存在显著的正的相关关系，风险投资和政府补贴的交互作用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要大于风险投资对

技术创新的单独作用，因此政府补贴和企业风险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更好的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政府补贴真的能够促进企业盈利吗？相关研究[5]表明，补贴会随行业集中度的变化而改变其对企业

盈利能力的作用方向及强度。又有研究结果[6]表明政府专利奖励对中小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影响，并且企

业知识产权能力有助于放大政府专利奖励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 
然而国外文献[7] [8]关于这个话题的研究又有不同的看法，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可以用国家差异、

环境不同以及历史政策等来解释。科技资助的数量会因为历史背景、政策、文化习俗等无法控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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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产生巨大差异。本文要解决的是在中国目前高速发展的情况背景下，政府科技资助对于企业自主

创新存在的激励或是挤出效应进行分析。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通常使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来对政府资助和企业技术创新进行测度，并且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会对企业

创新研发造成影响的变量。本文将把企业创新销售收入当作被解释变量，以政府 R & D 资助、企业资助

投入、国外资金投入、其他资金投入以及企业 R & D 人员作为解释变量，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形式，将模型设定为： 

( ), i it
ity f K L AK L eµ εα β += =                               (1) 

其中，yit 为 i 地区，第 t 期的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本文主要研究政府 R & D 资助对于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因此，需要在模型中将政府 R & D 资助分

离出来，得到模型： 

( ) 31 2 4, i itu
it it it it ity f K L AGOV S F O eα εα α α += =                         (2) 

根据以往研究，通常将企业 R & D 产出分为专利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其代表着企业在技术创新的中

间和最终产出。然而，专利申请质量的良莠不齐，从专利申请到专利授权中的不确定因素过多和时间间

隔太长，最主要的是我国专利意识不强，因此，以专利作为创新产出的指标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新

产品销售收入代表了企业技术创新环节和销售环节，直观的度量了企业的创新生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

也度量了创新的质量。因此，本文选择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A 为常数，代表企业在 R & D
活动中的技术水平，L 表示企业 R & D 投入的人力资本。GOV 为政府 R & D 资助，S 为企业自筹资金，

F 为国外资金，O 为其他资金；α1，α2，α3，α4 为对应系数向量。e 为自然对数的底。 
两边取对数得，加入相应控制变量后，整理得到双对数模型： 

( ) 1 2 3 4ln ln ln ln ln lnit it it it it it it i ity GOV S F O L Xδ α α α α β θ µ ε′= + + + + + + + +           (3) 

其中， ln Aδ = 为常数项，i 代表行业，t 代表年份，μi 为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εit 为随机扰动项。Xit 为一

组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着显著影响的控制变量，其中包括企业规模(Size)，企业绩效(Pro)等，θ ′为其系数向

量。 
对于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本文选取各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平均产值来表示，等于各行业总产值

除以当年企业数量。对于控制变量企业绩效(Pro)，本文使用利润率来表示，其值等于各行业当年的利润

总额除以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 

3.2.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均来自于 2012 年至 2017 年，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选

取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理由是因为政府 R & D 资助的对象多为大中型企业，并且这类企业是主要的研发力

量。数据采用了各省市分行业的大中型企业的数据，分别包括了 38 个工业行业。 

3.3. 实证分析 

3.3.1. 政府 R & D 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检验 
通过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对于模型中是存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本文使用豪斯曼检验对其进

行判断，结果如表 1 所示，因此拒绝原假设 H0：存在随机效应，即模型存在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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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mpact of government R & D funding on corporate technology innovation 
表 1. 政府 R＆D 资助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 

解释变量 Coef Std.Err t P > |t| Coef 

lngov 0.176214*** 0.080065 2.20 0.029 0.176214*** 

lnl 0.554588*** 0.120649 4.60 0.000 0.554588*** 

lnsize 0.035385*** 0.007455 4.75 0.000 0.035385*** 

pro −5.25658*** 0.71378 −7.36 0.000 −5.25658*** 

lns 0.095964 0.052978 1.81 0.072 0.095964 

lnf 0.013185 0.01728 0.76 0.447 0.013185 

lno -0.00318 0.039837 −0.08 0.936 −0.00318 

c 7.682896*** 1.254855 6.12 0.000 7.682896*** 

hausman 检验 ( ) ( ) ( )( ) ( )12 7 90.53b Bchi b B V V b B−′  = − − − =   

Prob > chi2 = 0.0000 

注释：P 值为相应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概率，*、**、***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 
 

为了检验政府 R & D 资助是否能对企业的科技创新的门槛变量以及测算能引发积极的效果，必须对

政府 R & D 资助是否会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因为只有当实证结果表明了政府

R & D 资助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提高的时候，才能进一步进行门槛特征的检验。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解释变量政府 R & D 资助(GOV)检验结果显著，且系数为正，证明了政府 R & D 资助对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有显著的提高。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 & D 研发人员对新产品收入也有显著影响，虽然与以往学者(吴延兵，2008)验

证结果相反，但是说明了近年来我国研发人员数量与质量有着明显的提升。 
同时，实证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和企业绩效对新产品销售收入有显著的正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企业规模越大，拥有的技术支持以及设备积累对于企业新产品的创新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在创新

能力上有着资金和资源的双重优势。与规模绩效较小的企业而言，对于技术创新有着更大的投入，一定

程度上也说明了大企业对于市场把控的准确和善于捕捉机会，它们在创新能力上有着资金和资源的双重

优势。 
企业自筹资金、国外资金、其他资金对于新产品的销售收入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资金量的不足。 

3.3.2. 政府 R & D 资助的门槛分析 
构建如下门槛模型： 

( ) ( )1 2ln ln ln ln ( )it it it it it it it i ity L GOV I q GOV I q Xδ β λ τ λ τ θ µ ε′= + + × ≤ + × > + + +            (4) 

其中𝑖𝑖表示个体，𝑡𝑡表示时间，lnyit 为被解释变量，lnGOVit 为受门槛变量影响的解释变量，其余变量为除

lnGOVit 以外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的变量，qit 为门槛变量，具有严格的外生性，τ 为门槛值，λ1、λ2

分别为 qit ≤ τ，qit > τ时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系数，εit 满足独立同分布。 
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对政府 R & D 资助进行门槛检验，获得数据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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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reshold effect self-sampling test 
表 2. 门槛效果自抽样检验 

门槛模型 F 统计量值 P 值 

单一 7.693*** 0.023 

双重 4.95** 0.052 

三重 1.345 0.16 

注释：P 值为相应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概率，由采用 Bootstrap 方法抽样 300 次获得，*、**、***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 
 

可以看出，政府 R & D 资助强度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说明存在两个个门槛值。对改门槛值进行估

计，获得数据见表 3。 
 
Table 3. Threshold estimation results 
表 3. 门槛值估计结果 

门槛值 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第一个 4.5% (0.024, 0.232) 

第二个 12.8% (0.031, 0.1375) 
 

表 3 显示，可以将政府 R & D 资助强度划分为三个区间：低资助区间(lnGOVit ≤ 4.5%)、中资助区间

(4.5% < lnGOVit ≤ 12.8%)和高资助区间(lnGOVit > 12.8%)。根据门槛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见表 4。 
 
Table 4. Threshold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表 4. 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门槛回归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lngov_1 0.220 (1.87)*** 0.18 (2.20)*** 

lngov_2 0.312 (2.31)*** - 

lngov_3 0.264 (1.98)** - 

lnl 0.567 (5.02)*** 0.55 (4.60)*** 

lnsize 0.012 (1.61)* 0.04 (1.81)*** 

Pro 1.696 (2.56)** −5.26 (−7.36)*** 

注释：*、**、***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相应 t 值。 
 

政府 R & D 资助随着资助力度的增加而显著。这也证实了相关的理论，政府资助缺失促进了企业的

科技创新，但是其效果呈现为“倒 U”型，即促进效果显示增加，到了某一临界值之后变为消极效果。

当政府资助份额小于 4.5%时，政府R & D资助对企业自主创新贡献最弱为 0.220%，资助力度增加到 12.8%，

贡献率为 2.31%达到最高值，资助力度超过 12.8%后，边际贡献率下降到 1.98%。对于不同的国家、地区

而言，这意味着政府的资助并不是数量越多就越好的。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4.1. 结论 

本文使用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面板回归方法，以 2012 年~2017 年我国 38 个工业行业规模以上企

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对政府 R & D 资助对企业创新的有效性和影响政府资助效果的门槛

特征值进行了检验，主要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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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知识生产函数的固定效应模型对政府 R & D 资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

政府 R & D 资助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效果，企业规模越大，政府 R & D 资助效果越强。 
在此基础之上使用 Hansen 的门槛回归方法对政府 R & D 资助的门槛特征进行检验，其结果显示模型

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即存在两个门槛值，说明政府补贴为“倒 U 型”，现阶段我国政府 R & D 资助的

最优临界值为 4.5%和 12.8%之间。 

4.2.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政府要对补助的企业严格把控，对于生产集中度较低的企业，政府补贴并不能够显著提升其科

技创新及盈利能力；其次，加强对“申补企业”的审核，往往会有企业将政府补贴用于偿债及其他用途，

并未用于科创；最后政府补贴不是越多越好，在实际操作中应存在最优补贴区间。 

4.3. 不足 

本文主要是从企业的角度对政府 R & D 资助的激励效果进行了分析，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没有考虑

到不同地区之间可能存在的地理空间溢出效应，而使得现有的结论或者推断缺少应有的科学性解释。因

此可以将这两点作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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