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背景 

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

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理念是方向、

是钥匙，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

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

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中国作为技术追赶型国家，政府通常将 R&D 补贴作为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关键政策手

段，现实问题是中国政府不断加大的 R&D 资助的效果如何？对企业的自主创新是促进还是

阻碍？ 

二、研究思路与基本内容 

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测算大中型工业企业各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并考察政府

R&D 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设定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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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tY 表示行业 i 在时期 t 的创新产出， itL 、 itK 分别为行业 i 在时期 t 的人员与

资本投入， 、  分别为相应投入的产出弹性。A 为常数项。取对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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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为了考察政府 R&D 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可在上式基础上引入技

术非效率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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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GOV 为政府在时期 t 对行业 i 的资助额， 0 为常数项， 为政府 R&D 资助的估计系

数。若系数为负，说明其对技术效率有正的影响，反之，则有负的影响。 it 为随机误差项。 

三、主要结论 

本文以 1998-2007 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分行业面板数据为基础，分别以新产品销售收

人与专利申请数为技术创新的产出，以 R&D 人员和 R&D 资本存量为技术创新的投人，应用

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实证考察了政府 R&D 资助等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效

率的影响，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R&D 资本存量和 R&D 人员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均有正向影响，表明增强企业自身

的 R&D 投人有利于创新产出的增加；R&D 资本存量的贡献要高于 R&D 人员数量的贡献。  

（2）政府 R&D 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政府的 R&D 资

助不仅可以弥补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不足，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还可以增强其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这同时也增强了企业参与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从而有助于其更加有效地从事创

新活动。鉴于政府 R&D 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良好支持作用，未来进一步加大资助力度，



对于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3）企业自身 R&D 投人的提高不仅直接促进了技术创新产出的增加，而且也提高了其

吸收和利用政府 R&D 资助的能力。企业规模、三资产权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有直接

的促进作用，而国有产权阻碍了效率水平的提升，但它们对政府 R&D 资助的吸收均无显著

的影响。这些结论启示，政府在选择资助对象时应重点考虑企业现有的研发资本存量和人员

投人水平，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企业是否具备有效吸收和利用政府 R&D 资助的条件，至

于企业规模的大小以及产权的所有制特征可能并不宜作为政府甄选资助对象的标准，对大企

业和国有企业的偏好也许并不利于充分发挥政府 R&D 资助的功效。 

四、汇报点评 

本文研究的其中一个特色在于，更关注政府 R&D 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人产出效率的

影响，原因在于效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仅仅考虑企业获得政府资助后的总量产出，而

不考虑其总量投人也在增加，那么所得结论在体现政府 R&D 资助的效果时，其价值就会降

低，本文的研究即有利于弥补这一不足。本文的另一个特色在于，首次将吸收能力观点引人

政府 R&D 资助效果的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企业吸收能力对政府 R&D 资助效果的

影响。以往研究在讨论政府的 R&D 资助时并未注意到企业吸收能力的重要性。事实上，一

方面，企业吸收和利用政府的 R&D 资助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的，比如，企业自身的研发

投资、人员配备等都可能对企业能否有效吸收和利用政府 R&D 资助产生重要影响，吸收能

力的差异可能是造成不同企业引资效果差异的重要原因。综上所述，文章的研究具有一定的

理论和实际意义。 

但是文章谈到了企业的研发资本存量、研发人员、企业规模和产权结构等方面对政府投

资的吸收能力，这里是否存在问题？这里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即在资本存量、研发人员、

企业规模和产权结构等方面存在优势的企业，其技术创新的能力本来就很强，创新效率的提

高可能直接来源于企业的内部创新，而不是有政府投资导致的，这里是否可以采用倾向得分

匹配法将资本存量、研发人员、企业规模和产权结构予以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