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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为促进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中央和各级政府先后颁布了大量技术创新政策!对创新政策力

度的绩效进行评价显得十分迫切'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创新政策进行量化!采用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利用

扩展生产函数模型!分别测量了创新政策力度对企业技术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技术创新政策力

度对企业经济绩效&技术绩效都有促进作用'技术创新政策力度对大中型企业发明专利申请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

依次为(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技术创新政策和提高区

域创新绩效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技术创新政策#创新绩效#区域差异#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W!$$

!!!

文献标志码!

K

(

!

引
!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

提升#我国政府和各地政府相继颁布了大量促进技

术创新的法律)法规)规定)条例)办法等%对科技政

策和计划的实施结果及其影响进行预测)分析和评

估是政府制订和改善科技决策的重要途径之一%自

$"

世纪
D"

年代起#

NTJS

的一些国家开始尝试对

政府资助研究活动的投入)产出)成果和影响力等方

面进行评估#以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益和效率%

美国
%&&!

年出台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已经逐

步形成了多元化的)健全的科技评估组织构架#从不

同角度审视美国科技政策的影响和科学研究的绩

效%日本政府
$""%

年制定了-关于行政机关实施政

策评价的法律"评价法$.#该法律规定!/政府应在法

律实行
!

年后对实施状况进行检查#根据结果采取

必要的措施0%所以#对技术创新政策的效果进行研

究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本文从区域差异视角出

发#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及各省级政府颁布的

技术创新政策绩效进行研究与评估#以期为各级政

府制定创新政策提供一定的依据%

!

!

文献回顾

技术创新政策是一个政策体系#是一个国家为

促进技术创新活动)规范技术创新行为而采取的各

种直接和间接的政策与措施总和'

%

(

%研究技术创新

政策的视角比较丰富%有学者从政策工具的视角#

根据各种政策对技术产生影响的层面不同#将所有

政策工具分为供给面)环境面和需求面政策工

具'

$7!

(

%有的学者将发达国家技术创新政策的颁布

和实施情况与我国的政策进行对比#以期从发达国

家中提炼出对我国有用的经验'

E7D

(

%也有的学者对

技术创新政策进行定量研究%

Y,+(31d

等'

C

(在研究环境政策对环境创新绩效

影响时#将环境政策按强度分成三个等级!不强+一

般+非常强#并采用类似的方法对技术标准)排污费

征收等不同政策手段分别进行了测量%将政策纳入

计量模型进行研究的还很少见%殷华方等'

F

(在研究

我国的外资产业政策及其投资目录时#对各种政策

类别赋予权重#测量了外资产业政策指数#对外资产

业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彭纪生等'

&

(从政策的

颁发部门)政策措施)政策目标等角度对政策进行量



化#并根据计量模型探索政策对绩效的影响%

从地区视角对创新政策研究还比较少%彭富

国'

%"

(测量了技术创新政策效果#对全国
!%

个省市

自治区进行了绩效排名%

5

=

-:31S1G)*

4

1

等'

%%

(改

变了以往学者将地理位置和优惠政策以虚拟变量来

表达#而是构造了地理和优惠政策指数#量化分析地

理和政策变量对
%&&D

,

%&&&

年期间地区增长速度的

影响#发现地理和政策要素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同样

重要#各占
!

个百分点%政策指数在北京)上海)天津

等大城市最高#而在中部和西北部省份则最低%

基于地区视角比较研究技术创新政策的绩效还

不多见%本文将基于地区差异视角对技术创新政策

绩效进行评估#为政府制订科技政策提供依据%

'

!

变量定义&数据处理和模型构建

$?%

!

变量定义

通常为了表征一个城市或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

和绩效#都会采用科技经费投入)研发人员数量)新

产品和专利申请等相关的指标'

%%

(

%基于文献研究#

本文采用的相关变量和指标见表
%

%

表
!

!

变量名称及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

代码
变量定义

被解释

变量

经济绩效
@

新产品产值

技术绩效
Pd

发明专利申请量

解释

变量

技术创新资本投入
_ RjS

经费支出

技术创新人力投入
Y RjS

人员全时当量

技术创新政策投入
d

技术创新政策力度

!!

基于
5

=

-:31S1G)*

4

1

等'

%%

(研究中将/直辖市0

划到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将我国大陆
!"

个省级行政

单位"西藏由于数据不全#没有包含$分为东部沿海)

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
#

个地区#

每个地区包含的省份#见表
$

%

表
'

!

各个地区及所包含的省份

地区
包含省

份个数
具体的省份名称

东部沿海
%"

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东)浙江)

江苏)福建)广东)海南

东北地区
!

黑龙江)吉林)辽宁

中部地区
D

山西)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江西

西北地区
D

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青海)新疆

西南地区
#

重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

$?$

!

数据处理

$?$?%

!

政策和数据来源

研究的技术创新政策主要来源于清华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政府文献中心科技数据库%参考了浙江省

科技厅颁布的-科技管理依法行政手册.)-科技管理

工作文件汇编.)-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配套政策汇编.等科技政策汇编文件#同时查阅了中

国政府网)科技部)海关总署)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

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部委的门户#通过筛选选取了

与技术创新关系最密切的
E"C

条%查询各省市的科

技厅网站和科技政策汇编#选取了与技术创新关系

比较密切的政策
$$%

条%

!"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数

据各省市的数据均来源于
$"""

,

$"%%

年-中国科技

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科技局"厅$

网站"西藏自治区由于数据缺失#不含$%由于
$""&

年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部分统计指标发生变更#

实证研究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外推法加以补充%

$?$?$

!

政策测量和数据处理

首先#借鉴彭纪生等'

&

(的研究方法#根据政策颁

发部门的级别和政策的法律形式对每条法律的政策

力度进行测量%测量的具体标准!

#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

E

,国务院颁布的

条例)规定)各个部委的部令+

!

,国务院颁布的暂行

条例)意见)办法)决定#各个部委的条例)规定+各个

省级行政单位颁布的条例+

$

,各个部委的暂行规

定)办法)意见)规划+各个省级行政单位颁布的意

见)规定等+

%

,通知)公告等%在涉及到联合颁布政

策时#以发文部门和类型匹配效度最高的计算%

对于新产品产值
'

和
RjS

经费
#

等变量#考

虑通货膨胀等因素#根据实际
WSd

与名义
WSd

计

算出的平减指数对资金量的数据进行了平减处理%

由于各个变量单位不同#可能带来非线性问题#因此

在实证分析之前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处理%

$?!

!

模型构建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加入政策变量#

得到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 :̂#

"

,

,

Q

'

"

%

$

式"

%

$中#

#

表示
RjS

经费支出总额#

,

表示

RjS

人员数#

Q

表示技术创新政策力度#

.

表示产出量%

对该函数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并且引入随机

误差项#得到线性的生产函数模型!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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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Q

$

\

)

"

$

$

对不同地区一段时期的技术创新政策绩效进行

分析#该模型不仅包含时间序列#而且还有横截面数

据#建立如下的时间序列&截面模型!

1)B

^

"

"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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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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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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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中#下标
)

代表不同地区#下标
B

代表不

同的时间%

$

!

实证分析

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面板数据模型包括
!

种类型!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

变系数模型%在进行面板数据的分析之前首先要

确定模型的类型#利用
T:31b;

软件首先计算出

C

%

)

C

$

)

C

!

#进而求得
I

%

)

I

$

统计量%检验结果见

表
!

%

表
$

!

分地区政策对绩效影响的面板数据协方差检验结果

序号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C

%

C

$

C

!

I

%

统计值
#X

临界值

I

$

统计值
#X

临界值
检验结果

% ' #

)

,

)

Q %RD" $R$D #R&% %R$" %R&% #RF& $R"E

变截距

$ -Q #

)

,

)

Q "?F% %?#" %!?&& $?E& %?&% !#?CD $?"E

变系数

!!

由于模型中的样本为研究范围内的所有样本#

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为了减少由于截面数据造

成的异方差影响#采用交叉加权法"

6*(;;;16<3(+

b13

4

0<;

$#广义最小二乘法"

WY5

$来估计%

!?%

!

技术创新政策力度对大中型企业经济绩效的

影响

!!

用新产品产值代表经济绩效#根据前文的检验

结果#应该使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回归系数整理

见表
E

%

表
)

!

技术创新政策对大中型企业经济

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P

统计量

$ "R"D"D "RFEFC "R"C%E

# "R#&&D

&&&

"R$$D$ $RD#"%

, "R$!$E

&&

"R%""! $R!%D!

Q "REC!&

&&&

"R%"$C ERD%!E

固定效应 回归拟合系数 拟合系数值

东部沿海,

$ "R%#D% %

$

"R&F&%

东北地区,

$ B"R"%%E

修正后的
%

$

"R&FCD

中部地区,

$ B"R%""" I

统计量
DC!R#C"$

西北地区,

$ B"?"!C& d*(a

"

M7;<,<3;<36

$

"?""""""

西南地区,

$ B"R""DC JBH

值
%R#$DD

!!

注!括号为
B

检验值#

&&&表示
%X

水平下显著#

&&表示
#X

水

平下显著#

&表示
%"X

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
E

中#

$

为常数项%调整后的
%

$为
"R&FCD

#

I

检验值为
DC!R#C"$

#

JBH

值为
%?#$DD

#说明模

型的解释度和拟合度都较高%由表
E

可以看出#

RjS

经费支出总额)

RjS

人员数和技术创新政策

力度对大中型企业的新产品产值都存在显著的正向

影响#表明资金投入)人员投入和技术创新政策对企

业的经济绩效均具有促进作用%技术创新政策力度

变量对新产品产值的影响系数达
"?EC!&

"通过
%X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仅次于资金投入#表明技术创

新政策力度对大中型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超越了研

发人力资源的影响#我国技术创新政策对大中型企

业的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

技术创新政策力度对大中型企业技术绩效的

影响

!!

根据协方差检验结果#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

变系数模型#分析技术创新政策对不同区域大中型

企业技术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整理见表
#

%

表
&

!

技术创新政策对大中型企业技术

绩效影响的实证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P

统计量

$

B$R#$CC

&

%R!D"D B%RF#CF

Q

回归拟合系数 拟合系数值

东部沿海,

Q

ER!CCF

&&&

%

$

"R&C&F

中部地区,

Q

!R&ECF

&&& 修正后的
%

$

"R&CC%

西北地区,

Q

!RCFCF

&&&

I

统计量
!D"RF#FC

西南地区,

Q

!?CEE&

&&&

d*(a

"

M7;<,<3;<36

$

"?""""""

东北地区,

Q

!RE!F#

&&&

JBH

值
$?%%D$

!!

考虑篇幅#省略了各个地区
RjS

经费总额和

RjS

人员数对技术绩效的影响系数"分析中也发

现
RjS

经费总额和
RjS

人员数对技术绩效的影

响并不显著$%修正后的样本可决系数为
"?&CC%

#

I

统计量为
!D"?F#FC

#说明模型拟合程度很高#

J*

H

值在
$

左右#满足研究需要%

由表
#

可以看出#技术创新政策力度对我国各

个地区的专利申请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

都在
!

以上%这表明全国各个地区的技术创新政策

力度对该地区技术绩效都有显著促进作用%相比而

言#技术创新政策力度对东部沿海地区大中型企业

的促进作用明显领先#技术创新政策力度对中部地

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大中型企业也有较好的促

进作用#技术创新政策力度对东北地区大中型企业

的促进作用稍弱%这与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和

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趋势相一致%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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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与启示

E?%

!

结论

本文基于区域差异的视角#测量了国家和各地

政府颁布的主要技术创新政策力度对大中型企业经

济绩效和技术绩效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

$我国技术创新政策力度对各个区域的经济

绩效)技术绩效都有促进作用%

a

$技术创新政策力度对大中型企业技术绩效

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

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

E?$

!

启示

采用扩展的生产函数模型分析发现#技术创新

政策对我国大中型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技术创

新政策力度对大中型企业技术绩效的影响程度从大

到小依次为!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西

南地区和东北地区%技术创新政策对不同地区大中

型企业影响的差异说明#技术创新政策的激励效果

不仅与创新政策的力度有关#而且与区域的发展阶

段以及企业自身的创新特征有关%

我国推行分层次推进改革开放的政策#造成东)

中和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区域相

对于中西部区域#开放政策和创新政策实施得更早更

普遍#这不仅带来了东部地区更好的经济基础和产业

基础#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大量高水平的人力资源#技

术创新政策对大中型企业的创新激励效果比较好%

$"""

年
%"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实施西部大

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并相继颁布了一系

列政策予以倾斜#极大地提升了中西部地区企业的

技术创新主动性和积极性#技术创新政策对中西部

地区企业的激励作用也比较显著%

东北三省经济起步较早#为新中国的发展壮大

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十六大提出了/支持东北等

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改造#支持资源为主的城市和

地区发展接续产业0#确立为东北三省新的发展战

略#并在政策上给予倾斜支持#促进东北三省的经济

和社会快速发展%但可能由于东北部老工业基地大

多属于传统产业#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相对比较弱#

目前技术创新政策对东北地区大中型企业的技术绩

效促进作用还不是很大%

因此#中央和各级政府在制定技术创新政策时#

不仅要考虑进一步加大技术创新政策激励力度#而

且应考虑区域的差异性#面向不同区域有针对性地

推出技术创新的扶持政策#及时完善和调整相关创

新政策#与时俱进出台相应的创新激励政策#激励企

业增加研发投入与产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

提高#提高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的绩效#促进各地区科

技经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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