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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技术和资金是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要素，采用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中国内地３１个省级行政区数据，对技术

信息获取、政府科技资助是否影响企业创新能力进行理论假设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信息获取对企业

创新能力有显著积极影响；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活动有明显“抑制效应”；技术信息获取与政府科技资助

协同作用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结论对厘清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能力是“扶持效应”抑或

“抑制效应”，及如何建设技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制定政府科技资助政策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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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创新是一个国家持 续 发 展、不 断 进 步 的 不 竭 动 力，

是增强核心竞争力 的 关 键。技 术 创 新 能 力 关 系 到 国 家

创新驱动发 展 战 略 的 实 现，也 是 推 动 区 域 发 展 和 企 业

进步的源泉。工 业 是 技 术 创 新 最 重 要 的 产 业 载 体，工

业企业已逐渐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１］。

随着信息技 术 的 广 泛 应 用 和 快 速 发 展，以 及 技 术

创新和扩散速度的加 快，如 何 快 速 获 取 信 息、充 分 利 用

技术信息提升企业技术 创 新 能 力 已 引 起 越 来 越 多 的 关

注。尤其是在 当 前 形 势 下，企 业 面 临 快 速 变 化 的 市 场

环境，消费者需求日益 多 元 化 和 个 性 化，产 品 更 新 换 代

快，使得外部信息源对 技 术 创 新 过 程 至 关 重 要，企 业 技

术创新 活 动 对 技 术 信 息 获 取、吸 收 的 依 赖 性 日 益 增

强［２］。由此可 见，技 术 信 息 获 取 能 力 直 接 影 响 企 业 技

术创新能力。学者们 也 意 识 到 信 息 技 术 开 发 及 应 用 对

企业技术创新活 动 的 重 要 性，Ｆｒｉｓｈａｍｍａｒ［２］研 究 发 现，
技术信息获 取 是 企 业 创 新 的 关 键，对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有

积极影响；Ｍａｄｈａｖａｎ［３］也 强 调 技 术 信 息 获 取 是 企 业 新

产品开发的 重 要 环 节；张 龙 鹏 和 汤 志 伟［４］实 证 研 究 发

现，信息技术应用是 推 动 企 业 开 放 式 创 新 的 重 要 因 素。



可见，技术信息获取对 促 进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活 动、提 升 企

业创新能力 具 有 重 要 影 响。那 么，企 业 应 该 如 何 通 过

技术信息获取提升 自 身 技 术 创 新 能 力？技 术 信 息 应 用

对企业创新能力的 作 用 机 制 是 什 么？这 不 仅 影 响 企 业

如何获取和 开 发 技 术 信 息，更 会 影 响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活

动成效及创新能力提升。

此外，由于企业技术 创 新 活 动 前 期 投 入 大、创 新 产

出不确定以 及 创 新 收 益 外 部 性 等 问 题，使 得 技 术 创 新

过程中存在“市场 失 灵”［５］，限 制 了 创 新 要 素 如 资 金、技

术、信息等自由流动，一 定 程 度 上 抑 制 了 企 业 开 展 创 新

活动的积极性和主 动 性。而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不 仅 可 以 克

服“市场失 灵”，还 可 以 分 担 企 业 创 新 活 动 中 的 部 分 风

险，尤其是随着创新型 国 家 战 略 的 实 施，政 府 对 科 技 创

新的资助力 度 不 断 加 大，对 企 业 的 创 新 补 贴 力 度 不 断

提高。２０１８年 上 半 年，Ａ股３　５３４家 上 市 企 业 中９４％
的企业获得 了 政 府 资 助，这 些 上 市 企 业 上 半 年 合 计 获

得政府资助５９３．９亿元，创下Ａ股市场近９年来政府资

助金额之最。由此可 见，当 前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覆 盖 面 广，

资助金额高。政府科 技 资 助 对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具 有 引 导

和促进作用，但是，如 何 对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政 策 效 果 进 行

科学评估，并最大限度 地 发 挥 政 策 引 导 和 帮 扶 作 用，提

升企业创新能力也 是 学 术 界 关 注 的 热 点。国 内 外 学 者

对于政府科 技 资 助 与 企 业 创 新 投 入、创 新 绩 效 等 之 间

的关系展开 了 一 系 列 研 究，但 现 有 文 献 对 于 政 府 科 技

资助政策效果尚未达成一致结论，主要有３种观点：一

是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提 升 发 挥 引 导 和

促进作用，如Ｌｅｅ（２０１１）、Ｃｚａｍｉｔｚｋｉ等（２００６）、解 维 敏

（２００９）、Ｄｕｎｄａｓ　＆ Ｒｏｐｅｒ （２０１０）、 Ｍｅｕｌｅｍａｎ
＆Ｍａｅｓｅｎｅｉｒｅ（２０１２）、Ｇｕｏ（２０１５）、Ｊａｆｆｅ　＆Ｌｅ（２０１５）等；

二是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对 企 业 创 新 产 生“抑 制 效 应”，如

Ｒｅｂｏｌｌｅｄｏ＆Ｓａｎｄｏｎíｓ（２０１２）、姚 林 香 和 冷 讷 敏（２０１８）、

李万福（２０１７）、高宏伟（２０１１）、陈青山和钟春平（２０１５）、
康志勇（２０１７）、陈玲 和 杨 文 辉（２０１６）、毛 其 淋 和 许 家 云

（２０１５）等；三 是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对 企 业 创 新 的 影 响 呈 非

线性关系，如 Ｈｕｓｓｉｎｇｅｒ［６］、傅利平等［７－８］实证研究发现，

政府科技 资 助 与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之 间 呈 现“倒 Ｕ”型 关

系。

由此也引出 一 系 列 关 键 问 题，政 府 科 技 资 助 是 促

进还是抑制了企业 技 术 创 新？政 府 科 技 资 助 能 否 显 著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政府科技资助政策效果如何？

通过相关文献发现，现 有 研 究 的 局 限 在 于：①国 内 研 究

大多基于上市主板、中 小 板 或 创 业 板 数 据；②很 多 研 究

只是比较笼统地分析了政 府 补 贴（财 政 补 贴）对 企 业 研

发投资或者 创 新 活 动 是 激 励 效 应 还 是 挤 出 效 应，没 有

针对政府科技资助、税 收 优 惠 政 策 等 进 行 分 类 评 估；③
一些研究只是实证检验 了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与 企 业 技 术 创

新之间的关 系，没 有 解 剖 背 后 的 影 响 机 理。本 文 基 于

中国统计年 鉴 数 据，与 基 于 上 市 公 司 数 据 的 研 究 结 论

形成互补，细分政府 科 技 资 助 对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的 影 响，

分析其背后的影响机 理，并 对 前 述 问 题 进 行 探 究，有 利

于客观评估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实 施 效 果，为 进 一 步 提 升 企

业技术创新能力提供政策指导。

１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１　技术信息获取与企业创新能力

企业创新能 力 是 指 将 技 术 知 识 转 化 为 新 产 品、新

服务的能力。本文中 技 术 信 息 获 取 主 要 是 指 企 业 通 过

互联网、移动 电 话 与 通 信 技 术、多 媒 体 技 术、安 全 技 术

（智能卡）以及报纸杂 志 等 收 集 外 部 利 益 相 关 者 如 竞 争

对手、客 户、上 下 游 供 应 商 等 有 关 技 术 信 息 数 据 的 过

程［９］。据统计，截 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我 国 网 民 规 模 达 到

７．７２亿，手机网民规模达７．５３亿，占比由２０１６年的９５．
１％上升到９７．５％，互 联 网 普 及 率 达 到５５．８％，并 保 持

稳步增长态势。互联 网＋时 代，智 能 手 机、互 联 网 及 移

动互联网等 信 息 技 术 的 迅 猛 发 展 和 日 益 普 及，能 够 加

速缩小地区 之 间 的 数 字 鸿 沟。同 时，通 过 线 上 线 下 购

物融合、体验，帮 助 企 业 收 集 消 费 者 需 求 变 化、产 品 更

新换代信 息 等，充 分 利 用 现 有 技 术 信 息，挖 掘 市 场 潜

力，凸显“大市场效应”和“空 间 效 应”，并 且 为 落 后 地 区

消费者参与市场提供 统 一 的 准 入 条 件、交 易 规 则、信 用

制度和信息服务等［１０］。

随着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移动互联

网的普及，区域间逐渐 形 成 紧 密 的 空 间 联 系 结 构，强 化

了地区间联系，信息 技 术 及 其 空 间 网 络 效 应 连 同 物 质、

资金、人才一 起 成 为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的 内 生 驱 动 力。网

络信息技术 作 为 一 种 新 的 基 础 设 施，不 仅 把 各 种 产 品

信息、需求信息和相关 知 识 从 产 地 输 送 到 市 场，而 且 进

一步缩短了 城 乡 之 间 以 及 城 市 之 间 的 交 互 距 离，使 得

技术信息交流更加频 繁、密 切，而 且 技 术 信 息 正 在 日 益

改变区域市场 发 展 模 式［１１］。此 外，信 息 技 术 发 展 改 变

了技术信息获取、交流 和 传 递 过 程，降 低 了 知 识 扩 散 成

本，加强了区域企业之 间 的 联 系 与 合 作，为 企 业 间 技 术

创新合作搭 建 起 信 息 网 络 平 台，保 障 参 与 企 业 都 能 够

接触、使用信息网络平台的共享资源［１２］。

当今企业处 在 一 个 快 速 多 变、竞 争 日 益 激 烈 的 市

场环境中，消费者需求 偏 好 变 化、技 术 更 新 换 代 以 及 竞

争对手行为 等 不 可 预 测 性 迫 使 企 业 不 断 推 陈 出 新，快

速响应市场变化，因此 有 关 技 术 信 息 的 扫 描、收 集 对 技

术创新更为关键［１３］。尤其外部知识源对技术创新过程

来说不可或 缺，外 部 知 识 开 发 利 用 能 力 是 企 业 技 术 创

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 识 别、获 取 有 价 值 的 外 部 技

术信息并用于技术创新活动至关重要［１４］。由于技术创

新活动中蕴含着大量 不 确 定 性，为 了 降 低 不 确 定 性，满

·５３·　　　　　　　　　　　李　玲，陶厚永：技术信息获取、政府科技资助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吗



足技术创新中的信息 需 求，需 要 进 行 有 效 的 信 息 活 动，

即搜集合适的信息、及 时 准 确 地 传 输 信 息［３］，通 过 技 术

信息的输入、交 流，对 其 进 行 加 工 处 理，形 成 技 术 创 新

成果。

此外，对于高新技术 企 业 而 言，技 术 信 息 获 取 不 但

为从外部开 发 技 术 资 源 提 供 信 息，而 且 有 利 于 促 进 企

业内部实施创新活动［１５］。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Ｋｅｉｌｂａｃｈ［１６］研 究

认为，技术信 息 获 取 可 督 促 企 业 及 时 采 用 新 技 术 进 行

产品创新，由此为企 业 带 来 更 多 商 业 机 会。不 过，对 高

新技术企业 长 远 生 存 和 发 展 而 言，迫 切 需 要 解 决 的 是

如何有效抓 住 当 前 机 遇，并 以 产 品 创 新 和 服 务 创 新 满

足顾客多样 化 需 求；而 技 术 信 息 获 取 可 以 为 企 业 技 术

创新活动提 供 更 多 技 术 参 考 信 息，以 甄 别 当 前 创 新 行

为和创新结 果 是 否 匹 配，促 进 企 业 进 一 步 开 展 创 新 活

动。通过技术 信 息 获 取，从 事 技 术 创 新 活 动 的 企 业 可

以掌握其它 企 业 已 经 和 正 在 实 施 的 技 术 研 发 活 动，以

及已经达到 的 技 术 研 发 水 平 等 相 关 信 息，进 而 在 技 术

创新竞争中先发制人，当企业争取有利的竞争位置［１６］。

此外，通过技术信息获 取，企 业 可 以 明 确 技 术 创 新 期 望

收益，优化企 业 创 新 要 素 配 置，调 整 技 术 创 新 行 为，作

出最优创新决策［１７］。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技术信息获 取 对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提 高 有 显 著 正

向作用。

１．２　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创新能力

在创新活动中，企业 是 技 术 创 新 的 主 体，但 企 业 技

术创新能力 的 获 得 与 提 高 不 仅 需 要 企 业 自 身 努 力，也

需要政府扶持和帮 助。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对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具有重要引导和推 动 作 用。学 术 界 对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是

否促进企业 技 术 创 新 存 在 一 定 分 歧。现 有 研 究 表 明，

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创 新 能 力 之 间 的 关 系 主 要 有 以 下

３种：
（１）政府 科 技 资 助 对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发 挥 引 导 和 促

进作用，具 有“扶 持 效 应”。一 是 创 新 活 动 产 生 的 收 益

具有外部性 以 及 结 果 不 确 定 性 和 风 险 性，导 致 技 术 创

新过程中存 在“市 场 失 灵”问 题［５］，限 制 了 创 新 要 素 的

进一步自由 流 动 和 有 效 配 置，而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可 以 克

服市场失灵，分担创新 活 动 中 的 外 部 性 和 风 险，进 而 激

励企业开展技 术 创 新 活 动［１８］；二 是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有 利

于降低企业 技 术 创 新 成 本，激 励 企 业 增 加 技 术 创 新 投

入。由于创新资金投 入 大，结 果 具 有 不 确 定 性，对 企 业

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沉 没 成 本，使 得 一 些 企 业 望 而 却 步。

同时，一些有 能 力 从 事 技 术 创 新 的 企 业 鉴 于 创 新 成 果

的正外部性和溢出效 应，也 会 降 低 自 身 创 新 投 入，而 政

府科技资助有助于降低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初 始 阶 段 的 沉 没

成本，促进 企 业 开 展 创 新 活 动［１９］。Ｋｌｅｅｒ［２０］研 究 发 现，

政府科技资 助 降 低 了 企 业 技 术 研 发 活 动 风 险 和 成 本，

缩小了企 业 创 新 投 资 回 报 率 与 社 会 回 报 率 之 间 的 差

距，从而激发 更 多 企 业 从 事 创 新 活 动；最 后，政 府 科 技

资助具有“信 号”传 递 功 能，有 助 于 企 业 从 更 多 渠 道 获

取创新资金，进 而 提 高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能 力。由 于 金 融

市场体系不 健 全 以 及 信 息 不 对 称，银 行 信 贷 主 要 偏 好

一些收益较 高 的 应 用 研 究 项 目，而 一 些 高 风 险 的 基 础

研究项目很难获得 融 资。政 府 科 技 资 助 肯 定 了 企 业 创

新实力，发 挥 了“信 号”传 递 功 能，拓 宽 了 企 业 融 资 渠

道，降低了企业研发项 目 融 资 成 本，因 而 使 得 一 些 具 有

创新活 力 的 中 小 企 业 更 有 可 能 获 得 信 贷 融 资［２１］。此

外，政府对某些特定创 新 项 目 的 科 技 资 助，可 能 向 社 会

传递未来公 共 部 门 产 品 需 求 信 号，当 与 企 业 产 品 创 新

和服务需求相契合时，有 助 于 提 高 预 期 边 际 回 报 率，吸

引更多企业从事创 新 活 动。其 他 学 者 通 过 实 证 研 究 也

发现，政府科技资助对 企 业 创 新 活 动 具 有“扶 持 效 应”。
如Ｄｕｎｄａｓ等［２２］实证研究发现，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创

新投入以及产品创新活动等具有积极影响；Ｌｅｅ［２３］研究

表明，政府科 技 资 助 显 著 提 高 了 那 些 技 术 水 平 较 低 但

处于高技术机会和高产 业 内 竞 争 度 企 业 的 技 术 创 新 能

力；Ｃｚａｍｉｔｚｋｉ等［２４］通 过 对 德 国 企 业 的 实 证 研 究 发 现，
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技 术 创 新 投 入 和 创 新 产 出 有 显 著

正向影响；解维敏等［２５］实证研究发现，政府科技资助对

上市公司Ｒ＆Ｄ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
（２）政府 科 技 资 助 对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产 生“抑 制 效

应”，形成“逆 向”激 励。一 方 面，由 于 企 业 和 政 府 之 间

信息不对称，一些企业 了 解 各 种 政 府 补 贴 政 策，积 极 申

请各种形式 的 政 府 科 技 补 贴，甚 至 以 虚 假“创 新 类 别”
骗取政府科技资助。而 政 府 难 以 有 效 鉴 别 哪 些 企 业 拥

有创新活力、发 展 潜 力 以 利 用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进 行 真 正

意义上的创新活动，导 致 政 府 对 企 业 的 甄 别 成 本 较 高，

而政府难以 有 效 监 督 和 规 范 企 业 对 科 技 资 助 的 使 用，
造成政府 科 技 资 助 面 临 事 前 逆 向 选 择 和 事 后 道 德 风

险，致使政府 科 技 资 助 对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形 成“逆 向”激

励［２６］。此外，Ｒｅｂｏｌｌｅｄｏ＆Ｓａｎｄｏｎíｓ［２７］认为，企业与其合

作伙伴同 一 时 间 了 解 到 各 自 受 到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的 信

息，可能会抑制企业 创 新 活 动 投 入。另 一 方 面，政 府 在

科技资助资 金 分 配 过 程 中，迫 于 政 绩 考 核 以 及 晋 升 等

压力，可能将政府科技 资 助 投 向 风 险 较 低、投 资 回 报 率

较高的应用 性 项 目，而 这 些 研 发 项 目 也 被 其 它 融 资 机

构所青睐，即 使 没 有 政 府 资 助 也 可 以 完 成，因 此，政 府

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投入可能产生“抑制效应”［２８］。姚

林香和冷 讷 敏（２０１８）以 及 李 万 福 等（２０１７）研 究 发 现，
政府创新补助并没有激 励 企 业 自 主 创 新 投 入 和 创 新 产

出，也证实了政府科技资 助 对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具 有“抑 制

效应”，不利 于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的 提 高；高 宏 伟（２０１１）利

用博弈论相 关 理 论，论 证 了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对 国 有 企 业

·６３·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９年



创新投入具有双重“抑制效应”；肖丁丁等［２９］研究发现，

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尤 其 是 大 中 型 工 业 企 业 研 发 投 入

存在长期“抑制 效 应”；陈 青 山 和 钟 春 平［３０］的 实 证 研 究

表明，政府向光伏企业 提 供 的 科 技 补 贴，对 其 技 术 创 新

投入以及企业整体创新能力的激励作用微乎其微。
（３）政府 科 技 资 助 和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之 间 呈 非 线 性

关系。Ｈｕｓｓｉｎｇｅｒ［６］对德国３　７４４家 企 业 的 实 证 研 究 表

明，政府科 技 资 助 与 企 业 研 发 投 入 之 间 呈 现“Ｕ”型 关

系；傅利平和李小静［７］认 为，当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超 过 一 定

阈值后，就会相应地抑 制 企 业 创 新 产 出 增 长，导 致 政 府

科技资助与 企 业 创 新 产 出 之 间 呈 现“倒 Ｕ”型 关 系；李

培楠等［８］也通 过 实 证 研 究 发 现，政 府 科 技 资 助 与 企 业

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倒 Ｕ”型关系。

最近几年获得政府科技资助的企业主要分布在战

略性新兴产业领 域，如 新 能 源、新 材 料、信 息 技 术 产 业

等，但一些 企 业 过 度 依 赖 政 府 资 助，甚 至 千 方 百 计 通

过“寻租”申请政 府 科 技 资 助，弱 化 了 自 身 研 发 和 技 术

创新能力［３１］。由 于 企 业 技 术 评 价 体 系 和 企 业 信 息 披

露机制存 在 缺 陷，政 府 对 企 业 技 术 研 发 能 力、项 目 发

展前景及预期收益 缺 乏 完 整 的 评 价 信 息，在 分 配 创 新

补贴的过程中，信息 不 对 称 造 成 政 府 很 难 甄 选 出 哪 些

企业研发项目能产 生 效 益，政 府 官 员 或 基 于 自 身 政 绩

考虑，可能 扭 曲 相 关 机 制，将 科 技 资 助 资 金 分 配 给 那

些成功预 期 高、资 本 回 报 率 高 的 研 发 项 目，这 种 项 目

本身就是企业自身 青 睐 的，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只 会 挤 出 企

业自身研 发 资 金，而 一 些 中 小 企 业 研 发 项 目 投 入 大、

周期长、资 金 匮 乏 却 被 政 府 拒 之 门 外，导 致 技 术 创 新

受阻。同时，在 现 实 中，一 些 企 业 通 晓 政 府 的 各 种 科

技补贴政策，精于 利 用“政 策 红 利”申 请 各 种 创 新 项 目

资助，甚 至 同 一 项 目 申 请 不 同 级 别 和 类 型 的 项 目 资

助，而部分具有一定 研 发 能 力 和 发 展 前 景 的 企 业 却 因

为对政策不 熟 悉 以 及 申 报 书 设 计 不 到 位 而 无 法 获 取

政府资助，这种具 有“骗 补“性 质 的 行 为 不 利 于 企 业 创

新能力的整体提 升。此 外，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对 企 业 技 术

创新的促进作用取 决 于 创 新 资 助 规 模 与 水 平，研 发 初

期具有一 定 的 促 进 作 用，超 过 最 优 补 贴 力 度 之 后，就

会对企业研发产生 挤 出 效 应，不 利 于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的

最终提升［３２］。综上所述，本文 认 为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对 企

业技术创 新 具 有“抑 制 效 应”，形 成 负 向 激 励，因 而 提

出假设：

Ｈ２：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具有“抑制

效应”。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文所有数据均 来 源 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中 国 统 计

年鉴》、《中国 科 技 统 计 年 鉴》、《中 国 教 育 经 费 统 计 年

鉴》以及《中国高技术产 业 统 计 年 鉴》等，先 从 相 关 年 鉴

中搜集到满 足 本 文 研 究 所 需 的 原 始 数 据，在 此 基 础 上

对每一个指标进行测算。

２．２　研究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１）被 解 释 变 量：企 业 创 新 能 力。结 合 黄 攸 立

（２０１１）、齐亚伟和陶 长 琪（２０１４）等 的 测 量 方 法，采 用 设

有科技机构 企 业 占 企 业 总 数 的 比 重、企 业 技 术 引 进 平

均金额、研发费用占企 业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比 重、规 模 以 上

企业科技活 动 人 员 占 总 人 口 比 重、规 模 以 上 企 业 研 发

项目数、大中 型（规 模 以 上）企 业 拥 有 的 发 明 专 利 数 等

构建企业创新 能 力（Ｅｄｐ）指 标 体 系。本 文 利 用 因 子 分

析法 计 算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综 合 得 分。

ＳＰＳＳ软件 计 算 显 示，企 业 创 新 能 力 各 项 指 标 数 据 的

ＫＭＯ检 验 值 为０．７１８，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α球 形 检 验 的 Ｃｈｉ－
Ｓｑｕａｒｅ为１５４．６０１，χ２ 的Ｐ值 是０．０００，适 合 作 因 子 分

析。再通过主因子分 析，计 算 综 合 得 分，综 合 得 分 值 越

高，说明该地区企业创新能力越强。
（２）解释变 量：①技 术 信 息 获 取（Ｔｈｇ）。移 动 互 联

网＋时代，主 要 通 过 互 联 网、移 动 电 话 和 报 纸、期 刊 杂

志在经济、社 会 生 活 各 领 域 的 扩 散 和 应 用 渠 道 获 取 技

术信息，本文参 考 黄 卫 东、岳 中 刚 等［１０］的 研 究，采 用 各

省（市）互联网普及率（Ｉｎｔ）、移动电话普及率（百人移动

电话用户数，Ｍｏｂ）以及人均邮电业务量（Ｐｓｔ）测量技术

信息 获 取 程 度；②政 府 科 技 资 助（Ｇｏｖ）。马 文 聪 等

（２０１７）将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分 为 直 接 补 贴 资 助、直 接 税 收

优惠、间接税 收 优 惠。一 般 学 者 将 上 市 公 司 年 报 报 表

附注的政府科技资助 由 财 政 补 贴、税 收 返 还、科 技 补 贴

与扶持资金 等 加 总，使 用 科 技 资 助 占 总 营 业 收 入 比 重

或者科技 资 助 占 总 资 产 的 比 重 表 示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力

度。政府科技 资 助 数 据 来 源 于《中 国 科 技 统 计 年 鉴》，

根据数据可得性，借 鉴 李 玲 和 陶 厚 永（２０１６）的 研 究，采

用政府科技投入占 各 省 级 行 政 区ＧＤＰ比 重，稳 健 性 检

验采用政府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衡量。
（３）控制变量：①地区研发人员投入力度（Ｒｄｐ），采

用地区研发人 员 占 总 人 口 比 重 表 示；②地 区 研 发 经 费

投入强度（Ｒｄｆ），采 用 地 区 研 发 经 费 支 付 占 ＧＤＰ比 重

表示；③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 重（Ｅｄｕ）；④各 省 级 行 政

区高技术 企 业 数 比 重（Ｈｅｎ）；⑤考 虑 到 年 份 的 可 能 影

响，设置年度虚拟变量进行控制。

为了检验假设 Ｈ１ 和 Ｈ２，将 待 检 验 的 回 归 方 程 设

定为：

Ｅｄｐｉ，ｔ＝β０＋β１
′Ｔｈｇｉ，ｔ／Ｇｏｖｉ，ｔ＋β２

′Ｘｓ＋β３
′Ｙｅａｒ＋

εｉ，ｔ （１）

其中，β０ 表示截距项，βｉ 表示回归方程系数，ｉ＝１、

２、３……，ε表示 残 差 项。在 方 程（１）中，技 术 信 息 获 取

·７３·　　　　　　　　　　　李　玲，陶厚永：技术信息获取、政府科技资助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吗



（Ｔｈｇ）是 由 互 联 网 普 及 率（Ｉｎｔ）、移 动 电 话 普 及 率

（Ｍｏｂ）、人均邮电业务量（Ｐｓｔ）构成的 向 量；Ｇｏｖ代 表 政

府科技资助，Ｘ由多 个 控 制 变 量 构 成，如 地 区 研 发 人 员

投入力度（Ｒｄｐ）、地区研发经费投入强度（Ｒｄｆ）、教育经

费占ＧＤＰ的比重（Ｅｄｕ）和各省级行 政 区 高 技 术 企 业 数

比重（Ｈｅｎ）；年份Ｙｅａｒ作为虚拟变量。

技术和资金 是 影 响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的 关 键 因 素，由

前文假设 Ｈ１ 可知，技术信息获取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

正向影响，而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可 能 对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产 生

“扶持效应”、“挤出效应”或者构成倒“Ｕ”型关系。本文

假设政府科 技 资 助 对 企 业 研 发 创 新 具 有“挤 出 效 应”。

当企业同时 获 取 技 术 信 息 和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时（技 术 信

息获取和政府科技资助 协 同 作 用），对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产

生怎样的影响？ 是 正 向 还 是 负 向？ 抑 或 无 显 著 影 响？

为了检验技 术 信 息 获 取 与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协 同 作 用（交

互项）对企业创新 能 力 的 影 响，借 鉴 余 明 桂 等（２００８）研

究思路，将待检验的回归方程设定为：

Ｅｄｐｉ，ｔ＝β０＋β１
′Ｉｎｔｉ，ｔ／Ｇｏｖｉ，ｔ＋β２

′Ｉｎｉ，ｔｔ×Ｇｏｖｉ，ｔ＋

β３
′Ｘ＋β４

′Ｙｅａｒ＋εｉ，ｔ （２）

其 中，政 府 科 技 资 助 与 技 术 信 息 获 取３个 维 度

的 交 叉 项（互 联 网 普 及 率×政 府 科 技 补 贴、百 人 移 动

电 话 用 户 数×政 府 科 技 补 贴、人 均 邮 电 业 务 量×政

府 科 技 补 贴），用 来 检 验 技 术 信 息 获 取 和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协 同 作 用 对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的 提 高 是 否 有 显 著 影

响。

所有数据经 过 中 心 化 处 理 后 再 作 回 归，中 心 化 有

利于解决回归方程中变量间多重共线性问题。

３　实证结果分析

３．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１是关键变量 的 描 述 性 统 计 分 析 结 果。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年３１个 省 级 行 政 区 企 业 创 新 能 力、互 联 网 普 及

率、百人移动电话用户 数、人 均 邮 电 业 务 量 和 政 府 科 技

资助的均值分别是－０．００７　２、０．３３７　３、６６．８７５　２、７．３１９　２
和０．００４　４，最 大 值 分 别 为１．８８０　３、０．７０４　６、１５３．１０、８．
７４１　３和０．０４１　８，最 小 值 分 别 为－０．８９９　６、０．１１７　８、２７．
９６０　０、６．４２７　５和０．０００　６。说明各省级行政区企业创新

能力差异较大，发达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７０％以上，

每百人移动电话达 到１５３部，移 动 互 联 网＋时 代，互 联

网的普及以及移动电 话 的 应 用，有 利 于 快 速 搜 索、获 取

有关技 术 信 息。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力 度 不 同 区 域 差 别 明

显，这可能与 地 方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以 及 政 府 对 创 新 的 重

视态度不同 相 关。此 外，其 它 变 量 统 计 分 布 情 况 亦 如

此。

表２是 各 变 量 相 关 系 数。互 联 网 普 及 率、百 人

移 动 电 话 用 户 数 以 及 人 均 邮 电 业 务 量 在１％水 平 上

与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正 相 关，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在１％水 平 上

与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正 相 关，这 也 间 接 验 证 了 假 设 Ｈ１，

Ｈ２ 有 待 进 一 步 检 验。模 型 各 变 量 间 相 关 系 数 较 小，

说 明 回 归 模 型 中 存 在 严 重 多 重 共 线 性 问 题 的 可 能 性

较 小。

３．２　回归分析

表３是技 术 信 息 获 取、政 府 科 技 资 助 与 企 业 创 新

能力的多元 回 归 分 析 结 果。模 型１放 入 控 制 变 量，结

果显著。模型２放 入 控 制 变 量 和 自 变 量，结 果 显 示 技

术信息获取（互联网普 及 率、百 人 移 动 电 话 用 户 数 和 人

均邮电业务 量）对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在１％水 平 上 影 响 显

著，且 系 数 为 正，这 也 进 一 步 验 证 了 假 设 Ｈ１。政 府 科

技资助在１％水 平 上 显 著，系 数 为 负，说 明 政 府 科 技 资

助对企业创新能力并没有 产 生“扶 持 效 应”，而 是“抑 制

效应”，假设 Ｈ２ 得到验证。
表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企业创新能力 －０．８９９　６　 １．８８０　３ －０．００７　２　 ０．５９７　０
互联网普及率 ０．１１７８　 ０．７０４６　 ０．３３７３　 ０．１１３１
百人移动 电 话 用 户

数
２７．９６０　０　１５３．１０　 ６６．８７５　２　２２．３２５　８

人均邮电业务量 ６．４２７　５　 ８．７４１　３　 ７．３１９　２　 ０．５１８　４
政 府 科 技 投 入 占

ＧＤＰ比重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４１　８　 ０．００４　４　 ０．００６　５

地区研发 人 员 占 总

人口比重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１５　５　 ０．００２　６　 ０．００２　７

地区研发 经 费 投 入

强度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５９５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１０１

地 区 教 育 经 费 占

ＧＤＰ比重
０．０２１　４　 ０．１１７　８　 ０．０４２　６　 ０．０１７　５

地区高新 技 术 企 业

数
１．６０９　４　 ８．６６１　１　 ５．７６７　５　 １．５６５　０

注：由于数据经过中心化 处 理，导 致 一 些 变 量 出 现 负 值，不 影 响 回 归

结果

表２　变量相关系数分析

变量 Ｅｄｐ　 Ｉｎｔ　 Ｍｏｂ　 Ｐｓｔ　 Ｇｏｖ
Ｅｄｐ　 １．０００
Ｉｎｔ　 ０．６２６＊＊ １．００
Ｍｏｂ　 ０．５４６＊＊ ０．５４４＊＊ １．００
Ｐｓｔ　 ０．４９１＊＊ ０．３９９＊＊ ０．３１７＊＊ １．００
Ｇｏｖ　 ０．２９３＊＊ ０．３６７＊＊ ０．３５５＊＊ ０．３９２＊＊ １．００

注：＊＊在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 相 关，＊ 在０．０５水 平（双 侧）上 显 著 相

关

出现“抑制 效 应”的 可 能 原 因 如 下：一 是 政 府 科 技

资助弱化了 企 业 通 过 技 术 研 发、产 品 创 新 等 方 式 提 高

企业创新 效 率 的 主 动 性，有 些 企 业 处 心 积 虑 通 过“寻

租”申请政 府 科 技 资 助，进 而 产 生 大 量 非 生 产 性 支 出，

不但没 有 提 高 企 业 创 新 能 力，反 而 削 弱 了 企 业 竞 争

力［３１］；二是虽然政 府 补 贴 政 策 对 促 进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具

有引导和推动作用，但 是，在 实 际 操 作 中 往 往 存 在 多 头

管理、权责不 明，甚 至 有 的 政 府 科 技 补 贴 出 现“批 而 不

·８３·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９年



管”和“付而不审”现象［３３］；三是政府资助也会导致一些

企业的技术 创 新 活 动 过 度 依 赖 政 府 补 贴，企 业 主 动 投

资技术研发 的 积 极 性 锐 减，甚 至 还 会 将 科 技 补 贴 中 多

余的资金用 于 其 它 经 营 活 动，抑 或 企 业 过 分 追 求 前 期

创新投入，而不注重后 续 创 新 产 出 评 估，这 也 会 导 致 企

业创新能力 提 高 不 明 显；四 是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往 往 只 对

融资难、资金匮乏、技 术 低 端 的 中 小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起 到

推动作用，对那些实力 雄 厚、资 金 充 裕 的 大 企 业 或 者 高

新技术企业来说，很难 改 变 其 技 术 研 发 策 略，使 得 政 府

科技资助对企 业 创 新 能 力 的 提 高 效 果 不 明 显［２８］；五 是

由于政府和 企 业 之 间 信 息 不 对 称，政 府 无 法 完 全 掌 握

企业实际研 发 情 况，导 致 政 府 可 能 将 科 技 补 贴 分 配 给

资金充足或者本身不需 要 政 府 补 贴 就 可 以 完 成 技 术 研

发项目的企 业，致 使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对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活

动没有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甚至产生“替代效应”。

模型３、模型４和模型５的 回 归 结 果 显 示，技 术 信

息获取与政府科技 资 助 的 交 互 效 应（互 联 网 普 及 率×
政府科 技 资 助、百 人 移 动 电 话 用 户 数×政 府 科 技 资

助、人均邮电业务 量×政 府 科 技 资 助），对 区 域 创 新 能

力的影响分别在１％、５％以 及１０％水 平 上 显 著，且 回

归系数 为 负。这 说 明 通 过 技 术 信 息 获 取 与 政 府 科 技

资助协同，虽然在一 定 程 度 上 解 决 了 企 业 技 术 以 及 资

金支持等创新要素 难 题，但 并 未 真 正 促 进 企 业 创 新 能

力提高，反而可能 带 来 一 定 的 阻 碍 作 用。究 其 原 因 在

于：①企业技术信息 获 取 会 强 化 其 获 取 信 息 和 知 识 交

流的优势，而未能获 取 技 术 信 息 的 企 业 仍 然 处 于 信 息

与知识匮 乏 的 困 境，这 不 仅 没 有 缩 小 数 字 鸿 沟，反 而

进一步 扩 大 差 距。一 些 企 业 即 使 在 政 府 科 技 补 贴 的

帮助下，由 于 技 术 信 息 匮 乏，也 无 法 有 效 配 置 创 新 要

素，导致企业创新 积 极 性 不 高，创 新 能 力 不 佳；②虽 然

技术信息获取使得 知 识 获 取 和 信 息 交 流 成 本 降 低，但

是，技术信 息 获 取 渠 道 主 要 依 赖 于 当 地 交 通、通 信 等

基础设施建设以 及 经 济 发 展 水 平。在 交 通、移 动 通 信

等基础 设 施 落 后 地 区，不 仅 限 制 了 技 术 信 息 获 取 途

径，而且政府困于 财 政 资 金 匮 乏、科 技 补 贴 力 度 不 够，

两者叠加导致企业 所 需 的 技 术、资 金 等 创 新 要 素 无 法

有效供给，企 业 创 新 能 力 提 高 不 明 显；③有 些 企 业 虽

然技术 信 息 获 取 能 力、研 发 能 力 较 强 且 创 新 成 果 丰

硕，但由于 不 熟 悉 政 府 科 技 补 贴 政 策，或 者 疲 于 应 付

政府各种审批手 续 的“刁 难”而 放 弃，被 一 些 依 赖 政 府

科技补贴、熟 悉 政 府“政 策 红 利”，甚 至 以 虚 假 研 发 骗

取政府创新补贴 的 企 业“捷 足 先 登”，致 使 企 业 整 体 创

新能力无法得到显著提高。

３．３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研究 结 果 的 稳 健 性，本 文 采 用 地 方 政 府 科

技投入占财 政 支 出 比 重 替 代 政 府 科 技 投 入 占 ＧＤＰ比

重（Ｆａｎ），结 合 已 有 文 献，将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分 为 企 业 创

新投入能力 和 企 业 创 新 产 出 能 力，采 用 研 发 经 费 占 主

营业务收入 比 重 表 示 企 业 创 新 投 入 能 力，新 产 品 销 售

收入占主营业务收 入 比 重 表 示 企 业 创 新 产 出 能 力。限

于篇幅，本文 仅 给 出 研 发 经 费 占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比 例 作

为企业创新 投 入 能 力 的 稳 健 性 检 验 结 果。结 果 显 示，
互联网普及 率、人 均 邮 电 业 务 量 分 别 对 企 业 创 新 投 入

能力在１％和１０％水平上显著，而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对企业创新 投 入 能 力 不 显 著；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对 企 业 创

新投入能 力 在１％水 平 上 显 著，且 回 归 系 数 为 负。此

外，技术信息获取与政府 科 技 资 助 的 交 互 效 应（互 联 网

普及率×政府 科 技 资 助、百 人 移 动 电 话 用 户 数×政 府

科技资助、人均邮电业务 量×政 府 科 技 资 助）对 企 业 创

新投入能力的影响 分 别 在１％、１％和５％水 平 上 显 著，
且回归系数 皆 为 负。除 极 个 别 差 异 外，与 前 文 结 果 基

本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３　技术信息获取、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创新能力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Ｒｄｆ　 ０．８６６＊＊＊ ０．４２６＊＊＊ ０．６９３＊＊＊ ０．６２７＊＊＊ ０．５１９＊＊＊

（６．３６６） （３．１０８） （４．６４５） （４．５８７） （３．６６９）
Ｒｄｐ －０．２９１＊＊ ０．４３１＊＊＊ ０．３７６＊＊＊ ０．３９１＊＊＊ ０．４５６＊＊＊

（－２．４０３） （３．１７６） （２．８１３） （２．９９６） （３．３８９）
Ｅｄｕ　 ０．１６５＊＊ ０．２８３＊＊＊ ０．２５７＊＊＊ ０．２９７＊＊＊ ０．２３１＊＊＊

（２．２４４） （４．３４８） （４．１３４） （４．８３８） （３．７１１）
Ｈｅｎ　 ０．６０２＊＊＊ ０．５１８＊＊＊ ０．４１０＊＊＊ ０．４６９＊＊＊ ０．４３１＊＊＊

（７．１６０） （７．０２３） （５．５４６） （６．５１７） （５．９０６）
Ｉｎｔ　 ０．３８５＊＊＊ ０．１９３＊＊＊

（４．１１５） （２．１６８）
Ｍｏｂ　 ０．４１１＊＊＊ ０．２６４＊＊＊

（４．５１９） （３．１５９）
Ｐｓｔ　 ０．４３８＊＊＊ ０．３５８＊＊＊

（４．１３０） （３．８１４）
Ｇｏｖ －０．６５５＊＊＊－０．４５８＊＊＊－０．４７４＊＊＊－０．４７６＊＊＊

（－７．１７６）（－４．５７１）（－５．０５３）（－４．５２４）
Ｉｎｔ×Ｇｏｖ －０．２３１＊＊＊

（－２．６８１）
Ｍｏｂ×Ｇｏｖ －０．２１７＊＊

（－２．８８０）
Ｐｓｔ×Ｇｏｖ －０．１４６＊

（－１．９２４）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１６２＊＊ ０．２３３　 ０．３６６＊＊＊）０．３９６＊＊＊ ０．１９９＊＊＊

（０．１６２） （１．６２２） （５．９８６ （６．６６１） （２．９８１）

Ａｄｊ　Ｒ２　 ０．６７６　 ０．７７５　 ０．７７０　 ０．７８８　 ０．７８２
Ｆ值 ３６．６６９＊＊＊４５．０９８＊＊＊４７．８１５＊＊＊４８．７７０＊＊＊４６．９３４＊＊＊

Ｄ－Ｗ　 １．９２２　 １．７１３　 １．７６１　 １．７５７　 １．６９３

注：＊＊＊，＊＊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 显 著 性 水 平，括 号 中 数 字

为ｔ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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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Ｒｄｆ　 ０．１３６　 ０．１２９　 ０．６４０＊＊＊ ０．６７８＊＊＊ ０．５３４＊＊＊

（０．９３９） （０．８３２） （３．４８６） ３．７００ （２．７５６）

Ｒｄｐ　 ０．３７４＊＊ ０．３７４＊ ０．５６０＊＊＊ ０．６０９＊＊＊ ０．６１６＊＊＊

（２．６０４） （１．８５３） （２．７１９） （３．２０２） （３．２８３）

Ｅｄｕ　 ０．０４８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８　 ０．１２６ －０．０１８
（０．５５３） （１．０６０） （１．２８９） （０．９６５） （－０．１４０）

Ｈｅｎ　 ０．３２４＊＊＊ ０．２７４＊＊ ０．１５１　 ０．０９１　 ０．１１７
（３．４４７） （２．６０２） （１．５１４） （１．２０７） （１．６０９）

Ｉｎｔ　 ０．６３１＊＊＊ ０．０５４＊＊＊

（２．７４５）（－０．４５３）

Ｍｏｂ　 ０．１３１　 ０．１８６
（０．５５４） （１．６０２）

Ｐｓｔ　 ０．５９６＊ ０．１１０
（１．８３５） （０．８５８）

Ｆａｎ －０．５２６＊＊＊－０．３３９＊＊ －０．４８７＊＊＊ －０．３０９＊

（－３．８７３）（－２．２３８） （－３．５３０） （－１．７９５）
Ｉｎｔ ×
Ｆａｎ

－０．３７４＊＊＊

（－２．９３２）
Ｍｏｂ×
Ｆａｎ

－０．２５５＊＊

（－２．４６９）
Ｐｓｔ ×
Ｆａｎ

－０．２６４＊＊

（－２．２３６）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３０） （２．３０３）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３） （１．９６５）

Ａｄｊ　Ｒ２　 ０．５２２　 ０．５４８　 ０．５９３　 ０．５８８　 ０．５８５
Ｆ值 １９．６６６＊＊＊ １６．５７８＊＊＊１９．７０７＊＊＊ ２０．９７１＊＊＊ ２０．７６０＊＊＊

Ｄ－Ｗ　 ２．００１　 ２．１４０　 ２．４６０　 ２．３６７　 ２．３８５

　　综上所述，结合表３和表４可知，假设 Ｈ１ 和 Ｈ２ 得

到验证。

４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 我 国３１个 省 级 行 政 区 为 研

究对象，探讨技术信息 获 取、政 府 科 技 资 助 与 区 域 企 业

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１）技术 信 息 获 取 对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有 显 著 积 极 影

响。互联网普 及 率、百 人 移 动 电 话 用 户 数 和 人 均 邮 电

业务量对企业 创 新 能 力 均 在１％水 平 上 显 著，假 设 Ｈ１
得到验证。

（２）政府 科 技 资 助 对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有 显 著 负 向 影

响。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能力在１％水平上显著，
且回归系数 为 负，表 明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对 企 业 创 新 有 显

著“抑制效应”，支持 Ｈ２。
（３）技术 信 息 获 取 与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交 互 项 对 企 业

创新能力影 响 显 著，且 回 归 系 数 为 负。互 联 网 普 及 率

×政府科技资 助、百 人 移 动 电 话 用 户 数×政 府 科 技 资

助以及人均邮电业务量×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对 企 业 创 新 能

力分别在１％、５％以 及１０％水 平 上 显 著。说 明 通 过 技

术信息获取 与 政 府 科 技 资 助 协 同，虽 然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解决了区域 企 业 技 术 以 及 资 金 支 持 等 创 新 要 素 难 题，
但并未真正 促 进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提 高，反 而 可 能 带 来 一

定的阻碍作用。
基于 上 述 结 论，本 文 启 示 如 下：首 先，技 术 信 息 获

取对企业创 新 能 力 有 显 著 正 向 影 响，技 术 信 息 作 为 重

要的创新要素，使得创 新 所 需 的 信 息 传 递、交 流 和 吸 收

成本降低，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弱 化 了 区 域 空 间 距 离 带 来 的

影响，但技术信息发展 如 互 联 网 推 广 及 普 及、移 动 互 联

网使用以及 邮 政 快 递 业 务 发 展 仍 然 依 赖 当 地 交 通、通

信等基础设 施 建 设 以 及 经 济 发 展 水 平。因 此，当 地 政

府应该大力发 展 交 通、通 信、网 络 等 基 础 设 施，不 断 提

高企业技术 信 息 获 取 水 平，促 进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活 动 开

展。
其次，政府科 技 资 助 以 及 技 术 信 息 获 取 与 政 府 科

技资助的交互项对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有 显 著 负 向 影 响。这

表明，虽然企业创新活 动 具 有 外 部 性 和 风 险 性 等，政 府

科技资助在一定程度上 能 克 服“市 场 失 灵”问 题，但 是，
政府高额科 技 补 贴 对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并 没 有 发 挥“扶 持

效应”，而 是 产 生 了“抑 制 效 应”。同 时 也 表 明，政 府 科

技资助并没 有 充 分 发 挥 作 用，在 金 融 发 展 水 平 较 高 地

区，政府 可 以 减 少 直 接 补 贴，采 用 税 收 返 还 等 间 接 形

式，充分发挥 市 场 竞 争 机 制 在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中 的 积 极

作用，以提高企业技 术 创 新 效 率。同 时，政 府 在 制 定 创

新补贴政策 时，要 充 分 考 虑 企 业 所 处 地 区、行 业 类 型、
市场需求、规模等差异，制 定 符 合 当 地 企 业 实 际 的 补 贴

政策。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 的 局 限 性：①结 合 现 有 研 究，从

互联网普及 率、百 人 移 动 电 话 用 户 数 以 及 人 均 邮 电 业

务量等维度 衡 量 区 域 技 术 信 息 获 取，但 可 能 存 在 更 科

学的测度方法，这也是 今 后 努 力 的 方 向；②由 于 数 据 可

得性等限制，采 用 各 省 级 行 政 区 政 府 科 技 投 入 占 ＧＤＰ
的比重测量 政 府 科 技 资 助，在 各 种 年 鉴 数 据 中 并 无 确

切的“政府科技资助”事项，这可能影响实证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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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治理［Ｊ］．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１４（２）：１１－１６．
［６］　ＨＵＳＳＩＮＧＥＲ　Ｋ．Ｒ＆Ｄ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ｌｅｖｅｌ：ａｎ　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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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２９－７４７．
［７］　傅利平，李小静．政府补贴在 企 业 创 新 过 程 的 信 号 传 递 效 应

分析———基于战略性新兴 产 业 上 市 公 司 面 板 数 据［Ｊ］．系 统

工程，２０１４，３２（１１）：５０－５８．
［８］　李培 楠，赵 兰 香，万 劲 波．创 新 要 素 对 产 业 创 新 绩 效 的 影

响———基于中国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数据的实证分析［Ｊ］．科
学学研究，２０１４，３２（４）：６０４－６１２．

［９］　方远平，谢 蔓，林 彰 平．信 息 技 术 对 服 务 业 创 新 影 响 的 空 间

计量分析［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３，６８（８）：１１１９－１１３０．
［１０］　黄卫 东，岳 中 刚．信 息 技 术 应 用、包 容 性 创 新 与 消 费 增 长

［Ｊ］．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６（５）：１６３－１７１．
［１１］　汪明峰．浮现中的网络 城 市 的 网 络———互 联 网 对 全 球 城 市

体系的影响［Ｊ］．城市规划，２００４（８）：２６－３２．
［１２］　ＦＯＲＭＡＮ　Ｃ．Ｆｒｏｍ　ｗｉｒｅ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ｈａｓ　ｆｏｓ－

ｔｅｒｅｄ　Ｒ＆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ｆｉｒｍｓ［Ａ］．ＩＣＩＳ　２０１０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２０１０：９５．

［１３］　王念新，仲 伟 俊，梅 姝 娥．信 息 技 术、核 心 能 力 和 企 业 绩 效

的实证研究［Ｊ］．管理科学，２０１０，２３（１）：５２－６４．
［１４］　ＣＯＨＥＮ　Ｗ　Ｍ，ＬＥＶＩＮＴＢＡＬ　Ｄ　Ａ．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０，３５：１２８－１５２．

［１５］　ＴＵＳＨＭＡＮ　ＭＬ，ＮＡＤＬＥＲ　Ｄ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Ｊ］．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８，３：６１３－６２４．

［１６］　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　Ｄ　Ｂ，ＫＥＩＬＢＡＣＨ　Ｍ．Ｄｏｅ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ｃａｐ－
ｉｔａｌ　ｍａｔｔｅｒ［Ｊ］．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０４，２８
（５）：４１９－４３０．

［１７］　于晓宇，蔡莉，陈依，等．技 术 信 息 获 取、失 败 学 习 与 高 科 技

新创企业创 新 绩 效［Ｊ］．科 学 学 与 科 学 技 术 管 理，２０１２，３３
（７）：６２－６７．

［１８］　马玉琪，扈 瑞 鹏，赵 彦 云．税 收 优 惠、财 政 补 贴 与 中 关 村 企

业创新投入———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研究［Ｊ］．科 技

管理研究，２０１６（９）：１－６．
［１９］　ＳＰＥＮＣＥ　Ｍ．Ｃｏｓ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Ｊ］．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１９８４，５２（１）：１０１－１２１．
［２０］　ＫＬＥＥＲ　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ａｌ　ｆｏｒ　ｐｒｉ－

ｖ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０，３９（１０）：１３６１－
１３７４．

［２１］　ＭＥＵＬＥＭＡＮ　Ｍ，ＤＥ　ＭＡＥＳＥＮＥＩＲＥ　Ｗ．Ｄｏ　Ｒ＆Ｄ　ｓｕｂｓｉ－
ｄｉ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ＳＭＥｓ？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２，４１（３）：５８０－５９１．

［２２］　ＤＵＮＤＡＳ　Ｎ　Ｈ，ＲＯＰＥＲ　Ｓ．Ｏｕｔｐｕｔ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ｒｉｓｈ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ｓ［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０，１８ （１）：１０７－
１２２．

［２３］　ＬＥＥ　Ｃ　Ｙ．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ｎ　ｆｉｒｍ　Ｒ＆Ｄ：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ａｔａ
［Ｊ］．Ｔｅｃｈ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３１（５）：２５６－２６９．

［２４］　ＣＺＡＲＮＩＴＺＫＩ　Ｄ，ＬＩＣＨＩＴ　Ｇ．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Ｄ

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ａ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
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１４（１）：１０１－１３１．

［２５］　解维敏，唐清泉，陆珊 珊．政 府Ｒ＆Ｄ资 助，企 业Ｒ＆Ｄ支 出

与自主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Ｊ］．金融 研

究，２００９（６）：８６－９９．
［２６］　安同良，周 绍 东，皮 建 才．Ｒ＆Ｄ 补 贴 对 中 国 企 业 自 主 创 新

的激励效应［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１０）：８７－９８．
［２７］　ＲＥＢＯＬＬＥＤＯ　Ｍ，ＳＡＮＤＯＮＩＳ　Ｊ．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２１（８）：８１５－８２５．
［２８］　ＬＡＣＨ　Ｓ．Ｄｏ　Ｒ＆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ｏｒ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ｓｒａ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２，５０（４）：３６９－３９０．

［２９］　肖丁丁，朱桂龙，王静．政 府 科 技 投 入 对 企 业 Ｒ＆Ｄ支 出 影

响的再审视———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Ｊ］．研究与 发

展管理，２０１３，２５（３）：２５－３２．
［３０］　陈青山，钟 春 平．政 府 的 研 发 补 贴 是 否 能 刺 激 企 业 的 研 发

投资———基于太阳能光伏行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Ｊ］．征
信，２０１５（１１）：６４－７０．

［３１］　毛其淋，许 家 云．政 府 补 贴 对 企 业 新 产 品 创 新 的 影 响———

基于补贴强度“适 度 区 间”的 视 角［Ｊ］．中 国 工 业 经 济，２０１５
（６）：９４－１０７．

［３２］　李新功．政府Ｒ＆Ｄ资助、金 融 信 贷 与 企 业 技 术 创 新［Ｊ］．管
理评论，２０１６，２８（１２）：５４－６２．

［３３］　孙刚，宋夏云．金融市场化、政 府 干 预 机 制 与 企 业 创 新 投 入

效率［Ｊ］．财经论丛，２０１６（２）：４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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