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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提要 ：对 当 前 中 国政府 广 泛实施 的 创 新 补贴绩效进行全面 的科 学检 验与 评价 ，
是

摆在 学界和政策 制 定 者面前 的 重 大 研究 命题 。 本 文构建 一个 简单 的 理 论模 型 ， 分 析 中 国

情 景 下 政 府创 新 补贴 政策对 企业私 人研发 投入 的 影 响 效 应 以及其 中 的 作 用 机理 ， 并 利 用

中 国科技 部 的
“

科技 型 中 小 企业技术创新基 金
”

和 中 国 工 业企 业 数 据库 的 合 并数 据 ， 对理

论模 型 的 研 究命题加 以检验 。 本 文发现 ： 中 国 情景 下政 府 创 新 补 贴对 中 小 企 业 私 人 研发

并未 表现 出 显著 的 效 应 。 知 识 产权保护 制 度 的 完善 程 度 ，
会 影 响 到 中 国 情 景 下政 府 创 新

补 贴政策 对企 业私人 研发 的 作用 效 应 。 在 那 些 知 识 产 权保 护 制 度 完善 程 度 越 弱 的 地 区 ，

政 府创 新 补贴政 策越 能促进企业私 人研发 的 提 升
；
贷款 贴 息 类型 的 政 府创 新 补贴 政 策对

企 业私人研发造成 了 显 著 挤入效 应 ，
而无偿 资助 等 类 型 的 政府 创 新补 贴政 策 却未 产 生 如

此 的 挤入效 应 。 在金 融发展 越是 滞 后 的地 区
， 贷款 贴 息 类 型 的 政 府创 新补 贴 政策 对 企 业

私 人研发 的 挤入效 应越 强 。

关键词 ：政府创 新补贴政策 企业 私人研发投入 挤入效应 挤 出 效应 知 识产权保护

一

、 弓 Ｉ言

随着 中 国经济进入
“

新常态
”

阶段 ，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 由要素粗放型驱动 向创新驱动发展模

式转变的重要机遇期 ，创新正 日 益成为维持和驱动 中 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决定性因素 。 这种背景

下 ，如何有效促进国家以及企业层面 自 主创新能力 的提升 ， 已经成为国 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重

点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 。 作为一种公共物 品 ，创新活动的成果存在 明显的正外部性 ， 由 此导致的创

新不足会阻碍
一

国 的经济增长 （
Ａｒｒ〇Ｗ

，
１ ９６２

） 。 为 了 纠正这
一

市场失灵 ，各 国政府普遍运用创新财

政补贴政 策 ， 鼓励企 业 增加 创 新研 发 投 人 （ Ａｓｃｈｈ ｏｆｆ
，
２００９

；
Ｏ ｚｃｅｌ

ｉ
ｋ＆Ｔａｙｍ ａｚ

，
２００８

） 。 Ｅｕｒｏｓ ｔａｔ

（
２００９ ）发布 的报告显示

，

１９ ９５ 年至 ２００ ５ 年间 美国创新研发投人中 源于政府补贴的 比重高达 ３０％ 。

同期欧盟的这
一

比重更是高达 ３ ５％
，
日本也达到 １ ８ ．５％ 。

纵观既有文献 ，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私人性质研发投人 ，
究竟是符合挤人效应 （互补效应 ） 假

说 （ ｃｒｏｗｄ ｉｎ ｇ
－

ｉｎｅｆｆｅｃｔ
）还是挤出效应 （替代效应 ）假说 （ ｃ ｒｏｗｄ ｉｎ

ｇ

－

ｏｕｔｅ ｆｆｅ ｃｔ
） ，

—

直是该领域的核心研

究问题 。 Ｃｚａ ｒｎｉ ｔｚｋ ｉｅ ｔａ ｌ ＿

（
２ ０１ １

） 对比利时 ，

Ｂｅ ｒｕｂ ｅ＆Ｍｏｈｎｅｎ （
２〇 ０９ ） 对加拿大 ，

Ａ ｓｃｈｈｏｆｆ（ ２００９ ）对德

国 ，〇班 ＆ １＾
１１出山 １

＇

（
２００８

）对 ０￡ ００ １ ５ 国 ，

０ 丨獲〇１１ （
１

（
１ ９９９

）对美国等的实证研究均支持挤人效应

假说 。 与之形成鲜 明对 比的是 ，

Ｗ ａｌｌｓ ｔｅｎ
（
２０００

）
对美国 ，

Ｂｕｓｏｍ
（
２００ ０

） 对西班牙 ，
Ｍ ａｍ ｕｎｅａｓ＆Ｎａｄ ｉｒｉ

（
１ ９９６

）对美 国 ，
Ｇｏ ｒ

ｇ
＆Ｓｔｒ〇ｂｌ

（
２００７

）
对爱尔兰等研究 的经验结果均支持挤出效应假说 。 值得注意

的是 ，少数文献发现 ，政府补贴与企业私人研发投入之间存在不确定性 ，
如 ＪａｎＺｅ ｔａｌ ． （ ２００３ ）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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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瑞典 ，
Ｆａ ｌｋ

 （
２００４

） 针对奥地利 ，

Ｗｕ
（
２００５ ）对美 国均得到 如此结论 。

近年来有文献开始关注 中 国 背景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的 影响效应 。
Ｚｈｕｅ ｔ

ａ ｌ
．（

２００６ ）利用 中 国行业数据发现 ，政府创新补贴对当期行业研发投人造成的是互补效应 ，
而在滞

后期二者呈现 的是倒 Ｕ 型关系 。 解维敏等 （
２００８

）利用 中 国上 市公 司数据 的实证结果 表明 ，

Ｒ＆Ｄ

支出与政府 Ｒ＆Ｄ 补贴正相关 。 戴晨等 （
２００ ８ ） 的研究显示 ， 税收优 惠 比政府 补贴更能促进企业

Ｒ＆Ｄ 投资 ，但政府创新财政补贴更具有针对性 。 陆 国庆等 （
２０ １４

） 的实证研究展示 ， 政府对战 略性

新兴产业创新补贴绩效是显著的 ，创新 的外溢效应也是显著的 。 政府创新补贴对单个企业 的产出

绩效作用有限 ， 因为外溢效应的产 出弹性系数大于政府创新补贴的 产出 弹性系 数 。 这些文献从不

同的角度为评估中 国情景下政府创新补贴政策的绩效 ，
乃至深人理解其中的作用机理 ，提供了富有

启 发意义 的经验证据 。

与既有文献对 比
，本文的贡献可能体现在 ：第

一

，拓展了既有的研究领域 。 既有文献多数是从

发达国家背景来检验政府创新补贴政策的作用 ，而来 自 发展 中 国家背景的经验研究相对较为匮乏

（
Ｚｕｎｉｇａ

－Ｂｏｒｒｅ
ｇ
ｏｅｔａｌ ．

，

２０１ ２
） ，尤其缺乏来 自 中 国 的经验证据 。 本文依据最大 的发展 中国家中

国现实问题所阐述的理论机制 以及所得到 的经验证据 ，
无疑能够对该研究领域增添重要 的理论发

现与经验证据 。 第二 ，丰富 了既有的研究结论 。 对中 国这样处于转型背景的发展 中国 家而言 ，政

府创新补贴政策是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的
一

种弥补机制 ， 然而 ， 在知识产权保护更弱 的环境

中 ，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人研发的 作用效应具有不确定性。 在金融发展滞后的 环境 中 ，贷

款贴息类型的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人研发具有显著 的
“

挤 人
”

效应 ，验证 了 贷款贴息类 型

的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是金融发展滞后 的发展 中 国家 自 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有效激励机制 。 这些重

要发现为重新理解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 国家的政府创新补贴政策的合理性 以及局限性 ，
提供

了不 同于以往文献的研究结论 。 第三 ， 启发了 中 国创新政策的改革方向 。 本文的结论说 明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的提升 ，
可以强化 中 国情景下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 私人研发 的

“

挤人
”

效应 ，
因

此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提升中 国 当前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有效性 的重要途径 。 而且
，在中 国

金融发展相对滞后 的情形下 ， 多采用贷款贴息类型 的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更有利于企业 自 主创新能

力 的提升 。

二 、 理论模型

本节 ，
我们构造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阐释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人可能存在的替代或互

补效应 ， 由 此来说明在不同 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政府补贴可能对不 同企业的 研发规模具有不同

的作用 。 更进
一

步地 ，该理论模型还探讨了在中 国特有 的金融环境下 ，不同形式的资助会通过不同

的作用机制产生不同 的效果 。

１ ． 模型环境

企业创新活动 。 企业 由风险中性 的企业家经营 ，
企业家决定企业的 Ｒ＆Ｄ 投人水平 。 我们假定

企业家可选择的研发投资项 目 集合为 ／
，

／ 为无穷可数集合 。 不 同 的投资项 目具有不同 的成功概

率 、成本和收益。 以 ｉｅ／ 表示研发投资项 目 ，
丨 為 〇

，凡 表示该项 目成功的概率 ， ＾ 表示该项 目 的成

本 。 为了刻画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收益的影响 ，我们用 〃
Ａ 表示该项 目成功后可能带来的收益？

，

① 另 一种建模方式是考虑不同项 目 是关企业研发投入的不同收益函数 和不 同的成本 函数 ，并假定 收益 函数 为凹 函数 ，
成本

函数为凸 函数 。 但在考虑
一 阶条件之后 ，该 方法得 出 的结论并无大 的差异 。 此外 ，对给定 的创新项 目 而 言 ， 还可 以假定 研发投人

成本是项 目成 功概率 的增 的凸 函数
，
从而企业决定最优 的研发投入水平 。 然 而 ，

在求取一阶条件 之后 ，
该建模方式 与本 文所述 的

假定具有一致性
。
由此可见

，
我们通过假定 企业可 以选择不 同预期收益 － 成本 的组合 ，

兼顾了 这两种 不同 的建模方式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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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 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系数 ，
〃ｅ（

０
，
１
） 。〃 越大 ，表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大 ，从而企业通过

创新可以获得的收益更大 。 为 了讨论的方便 ， 我们将项 目 ｉ 带来的创新利润表示为 ：

－ｎ
＇

ｉ
（． ｖ ，ｐ ｉ

，
Ｒ

ｉ
，
ｃ

ｉ
）
＝
ｖ ｐ ｔ

－

ｃ
； （

１
）

不失
一

般性地 ，我们假设相邻投资项 目 之间具有如下关系 ： （
ｉ
） 九＋ １

及
；＋

１

奋 Ｐ＇ ｉ ； （
ｉ ｉ ）Ｃ

ｉ ＋ １
多 ｃ

ｉ ；

（
ｉｉｉ

）Ｃ ｉ ＋ １
－

Ｃ
ｉ
＞Ｃ

；
－

Ｃ
ｍ 。 为 了简化分析 ，我们还假定相邻创新项 目 的期望利润满足 ：

７Ｔ
ｉ＋ １＞％ ， 即

项 目 的期望利润随 ｉ 呈递增排列 。 更高利润 的投资项 目 需要更大的研发投入 ，
而 当知识产权保护

程度较低时 ，低投入的研发项 目 不能带来正的创新利润 。 企业家在不同 的项 目之间进行选择 ，为 了

保证有可供企业家选择的研发项 目 ，我们假定 ３ ｊ

＿

ｅ／
， 其满足 ： ％

＞０
，
７７＾ 矣 ０ 。 为了限制企业家

至多选择
一

个投资项 目 ，我们假定对任意的 ｅ／
， 存在 Ａｅ／

， 且 ＞ｍ ａＸ
｜
ｍ

，
ｎ

丨 ， 使得 ：

＾＜ ７Ｔ
ｍ＋

－

ｎ
－

ａ（
２

）

易知在这
一

假定之下 ，
企业至多选择

一个投资项 目 。① 企业 的研发投人水平受可支配研发经

费 Ｆ 的 限制 ，我们假设企业持有 Ｆ 的成本为 ０
，
仅当 Ｆ 奋 ｃ

；

． 时 ，
企业才会进行研发投人 ，

因为当 Ｆ＜

Ｃ
，
时 ，
企业只 能选择带来非正利润的创新项 目 。 而 ４ｃ／山

； ＜０
， 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低 ，

企业有

效创新研发投入的 门槛越高 。 于是 ，我们有如下引 理 ：

引理 １
： 给定企业可支配研发经费 知识产权保护越弱 （ ｖ 越小 ） ，

企业进行研发投人 的 门檻

越高 。 特别的 ， 当 ￣ｆ 时 ，企业的创新投入为 ０
。

政府创新补贴 。 政府接受企业创新研发的补贴 申 请 ，
并决定是否给企业 以创新补贴 。 由 于存

在不对称信息 ，政府无法完全识别企业创新项 目 的质量及可行性 。 我们假定所有进行创新项 目 申

请的企业能够 以概率 ９ 获得政府资助 ， ９ｅ（
０

，

１
） 。 在基准模型 中 ，假定企业能够一次性获得无偿

援助 。 而在拓展模型 中 ，我们将分析贷款贴息补贴对企业研发投人的影响 。

２
． 均衡分析

企业可支配 的研发经费 Ｆ来源于企业 自 身现金流 Ｃ 和政府创新补贴 Ｓ
。 显然有 ：

Ｆ＝Ｃ＋Ｓ 。 此

时企业进行创新决策的最优化问题可以表述 ：

ｍ ａｘ
ｉＳ ／

（ ＾
ｉ
）（

３
）

ｓ ． ｔ ．ｃ
￡＾Ｃ＋ Ｓ

依据引 理 １
， 当 ｃ＋ｓ＜ｃ

；
时 ，
企业不进行研发 ， 由于企业在获取政府补贴之后会受到政府的跟

踪监管 ，从而要求企业有 自 身的研发投入跟进 ， 因此我们假定企业在获取政府补贴之后具有正的研

发投人 ， 即满足 ｃ＋ｓ 衾 若 ｃ＋ｓ 為 ｃ
；

？

， 以＜表示企业的最优创新投资项 目
，
则有

： ％。

？ 為
％

＞

ｏ
；
ｃ

；

。

．ｃ ｃ＋ｓ
；
Ｃ

ｉ

（ ｆ ＋１＞ ｃ＋ｓ 。 当企业未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时 ，企业的可支配研发经费仅为 自 身的现

金流 Ｃ 。 根据之前的假定 ， 当 Ｃ＜ｃ
；

时
，企业的研发投人为 ０

； 当 Ｃ ＞ ｃ
；

， 企业的研发投人为正 。 以

厂 表示此时的研发投人项 目 ， 则有 Ｃ
ｉ

． 矣 Ｃ
；

Ｃ
ｉ

．＞Ｃ
， 此时研发利润满足 ：

７Ｔ
；

。

＊＞％
＞〇 。 并

且 ｒ 和 满足如下关 系 ：

［

＝
ｉ

＂

ｉｆＣ＋Ｓ＜ｃ
；
． ＋ １

ｈ
＼ ， ．（

４
）

［ ＞ｉ

ｒ

ｉｆＣ＋ＳＳｓｃ
，

．

．
＋ １

注意到企业私人性质研发额为企业总研发减去政府创新补贴额 的部分 ， 利用 ４Ｃ／４
ｚ ＞＜０

， 对

比获得政府补贴前后企业研发投人的变化 ，
我们将不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下受补贴前后企业私人

研发投入 的变化信息总结为表 １
：

① 可以用 反证法
，
即假设企业家选择 ｙｖ 个创新项 目 ，那么依据假定能够找到 ｉｖ

－

Ｉ 项 目 优于假设中 的 ／ｖ 个项 目
，
依次类推 ，

能够找到一个创新项 目优于初始假定中 的 ｗ 个创新投资项 目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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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不 同 知识产权保 护 程度 下企业 受 补 贴前后 的 研发投入

知 识 产 权 ｎ ，＾Ｍｍ＾补 贴 后 企 业总研发企业 私 人研 发

＾补 贴前 总研发补 贴 后 总研 发＊ｔ＾＾^

保 护 程度私 人研 发投入变 化投入 变化

Ｊ
； 较 小〇ｃ

＃
ｃ

ｉｇ

．
－

ＳＣ
ｊｊ

ｍａｘ
｜

ｅ
ｊ〇

，

－

５
，
０

｜

Ｐ较 大Ａ ．ｃ
ｉ

〇

＊

％
？

＿

Ｓｃ
ｉ０

＊
＿

ｃ
ｉ

，ｃ
ｉ

〇

＊
－

 ｃ
ｉ

＊
￣

Ｓ

注 ：企业私人研发为企业总研发减去政府创新补贴额
。

命题 １
：创新补贴对企业私人研发的作用受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Ｖ 的影响 ，创新补贴对企业私人

研发的挤人效应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降低而增大 。 当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时 ，
此时政府创新

补贴对企业私人研发表现出挤入效应 ；
而当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相对较高时 ，政府补贴对企业私人研

发的作用效应具有不确定性 ，
可能造成挤人或挤出效应 。

证明
：见表 １ 结果 ， 当 Ｐ 较小时 ，若 －

Ｓ＞０ 则表现为挤人效应７较大时 ， 若 Ｃ
ｉ

。

．

－

Ｃ
ｉ

．
＞Ｓ

，

则表现为挤人效应 ，反之则表现为挤出效应 。

命题 １ 表明 ，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普遍缺位 的环境下 ，企业创新成果被模仿和剽窃 的概率较

大 。 这会扩大企业创新研发活动 的外溢效应 ，
造成企业前期的创新研发投人无法获得应有的市场

回报 ，进而对企业 自 身研发投人造成抑制效应 。 在中 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发展滞后以 及执行机制

缺位的情形下 ，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可以视为对企业 自 身研发投入不足的
一

种弥补机制 ，

一定程度上

促进企业 自身 的研发投入 。 具体来看 ，在知识产权保护越弱的环境下 ，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

人研发的挤入效应越强 。

３ ． 拓展分析

在本节 ，我们将引人银行信贷 以探讨贷款贴息这
一

补贴形式对企业研发投入 的影响 。 假定企

业可以 向银行申请贷款以获得长期融资 。 在中 国 以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格局下 ，
这一融资渠道显

得更加重要 。 企业 自身可 申请的银行贷款总额为 以 ￣
ｅＡ＋ｒ

，
表示贷款总利率或融资成本 ，

Ａ

为金融发展系数 ，
Ａｅ（

〇
，＋ 〇 〇

） ， 其值越小 ，表示金融发展程度越高 ，贷款成本越低 ， ＾ 表示储蓄总

利率 ， ；
＞
表示企业 的还款概率 。 则当 Ｐ＞ｒ

，
时 ，银行选择贷款给企业 ，

我们假定 ｑ
＝０

， 从而参数

满足银行贷款条件 。
① 在贷款截止 日 期 ，企业需要偿还的贷款总额为 与无偿资助不 同 ， 贷款

贴息不仅减轻了企业的利息负担 ，还能帮 助企业释放有利信号 ，有助于企业 申请银行贷款 。 考虑到

中 国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 ，处于以大银行体系为 主的金融体系 格局 ， 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的

问题 ，难以从银行获取贷款来为创新融资 。 我们先考虑企业在获取贷款贴息补贴之前没有银行贷

款的情形 。 企业在获得贷款贴息之前没有银行贷款 ，
这说明银行贷款成本高于创新收益 ，

以 表

示企业获取银行贷款时的预期创新收益 ， 则有 ：

ｉ
ｇ

＝ａｒｇｍ ａｘ
＾ ＇

ｌ

ｗ
ｉ
－

ｒ
ｄ
Ｂ

＼ｓ ．ｔ ．ｃ
ｔＣ＋Ｂ（

５ ）

＜
１

＝ＴＴ
ｉ

Ｓ
￣

Ｔ
ｉ
Ｂ

于是有 ： １
。

．＞
％

＝Ａ＞

＾

Ｂ

＾
〇 当 Ａ 较大 ，

即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 ，企业不会

通过银行贷款来为创新融资 。 以 ５
１ 表示政府提供的贷款贴息数额 。 在企业获得贷款补贴之后 ，

企

业可 以从银行申请贷款 Ａ
ｔ Ｓ
ｐ ／

ｘ＞１
， 表示贷款规模相对于贷款贴息补贴额的大小 。 若企业在获得

贷款贴息补贴时 申请贷款 ，则企业的贷款成本为 ： ￣假设企业在获得政府补贴后进行研

① 这一假定亦与企业现金持有成本为 〇
—致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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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投人 ， 以 Ｇ 表示此时的最优创新项 目
，
显然有 ：

Ｃ＋
 ｊ

ｌｔ Ｓ
！＞Ｃ

ｊ

， 同时有 ：

￡
，

＊

ｅａｒｇｍａｘ

， ｅ ／

ｊ ｔｔ
；
－

ｒ
ｊ／
ｉ Ｓ

， ）ｓ ．  ｔ ．
ｃ

ｔ＾Ｃ＋
 ｆ
ｉ （

６
）

当
＝ｓ 时 ，显然有 ：

ｉ

ｒ＞ｒ 。 若满足 ＜＜（ ％？
－

％
）
／
／＾ ， 则企业在贷款贴息补贴的激励

下会增加银行贷款 。 若 ｃ＜ｃ
；
且 ｃ＋ ＾ ５

，＞ｃ
；

，
或＜＞＜ ， 政府补贴对私人研发有挤人效应 ，且 当

资助规模相 同时 ，其作用大于无偿援助 ；
若＜ ， 在获得贷款贴息补贴前后企业私人研发额不

变 。 当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 ，企业在获取贷款贴息前有银行贷款 ｂ
， 获得贷款贴息的企业能够从银行

获取的总贷款额为 。 此时企业需要偿还的贷款总金额为 Ｑｆｉ＋
 （

／

？

＃
－

１ ）
Ｓ

，
， 单位贷款成本为 ：

ｒ
；
＝ｒ

，
－

Ｄ

Ｓ
ｌ

ｃ
０ 这说 明贷款贴息不仅可 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贷款额 ，还降低 了企业的单位贷款

Ｂ＋
 ／
Ｉ

成本 。 当政府对企业进行贷款贴息时 ，如果企业从银行获取更多 的贷款 ，企业进行研发投人的最优

化问题为 ：

ｍ ａｘ

＇ ６ ７

 ｊ
ｉｔ

－

；
－

ｒ
ｄ
Ｂ＋（ １－ｒｊｉ ）

Ｓ
ｊ ｝

ｓ． ｔ ．＾Ｃ＋Ｂ＋
ｆ
ｉＳ

ｌ （
７

）

若 Ｃ＋ｆｉ＋ ＃ ５
，＜ｃ』

．

， 企业的研发投人为零 ，企业的收益为 Ｃ＋Ｓ
，
－

（ ｒ
ｄ

－

ｌ ） ｆｉ
－

（ ｒ
ｄ
－

；

若 Ｃ＋Ｂ ＞ ｃ
』

．

，
以 表 ７Ｋ该最优化问题 的解 ，则有 ｃ

ｉ

２

？ 矣 Ｃ＋Ｂ＋
／
ｉ 
Ｓ

！
，
ｃ

；

２

．
＋ １＞ Ｃ ＋ Ｂ ＋

／
ａ Ｓ

１
〇

此时企业 的研发投人为 Ｃ
ｉ

２

？
， 期望利润为 ：

７Ｔ
！
２

．＝７Ｔ
；

２

．
－＋

（
１－ｒ逆 ）

Ｓ
１
〇 由于只有当企业获得银

行贷款时 ，才能获得贷款贴息补贴 ，
因此如果创新研发收益不足以抵消贷款成本 时 ，

企业不会 申请

银行贷款来创新 ，
企业 申请贷款贴息补贴 的一个充分条件是① ｃ＋Ｂ＞Ｃ

／
。 此时 ，若企业扩大贷款金

额 ，则期望利润为 ７＾ ；
若企业未扩大贷款 ，则企业最优创新项 目 为 ， 期望利润为 ： ＾

－

ｒ，
Ｓ＋

■Ｓ
，
。 比较 与

＜， 的大小满足 ：
． 耷 ７７

■

丨
点

＜
＝
＞ ￣ 老 —￣ 当 Ｃ 较小 ，而 Ｂ 较大 ，若 Ｌ＞（ ７Ｔ

；

２

．
＿

ｆ
１ － ＾

ｌ

７＾
Ｖ／

ｉ Ｓ
，

， 则企业不会新增贷款 ，获得贷款贴息前后总研发投人不变 ，政府补贴对该企业私人研发

没有影响
；
若 ￣＜（ ７Ｔ

ｉｆ ，

即融资成本相对较低时 ，
企业有动力利用新增贷款进行研发

投人 ，获得贷款贴息补贴后研发投人为 ｃ
；

２

．
，
政府补贴对该企业私人研发则可 能表现出挤人效应 。

我们将关于贷款贴息 的讨论总结于表 ２
。

表 ２不 同金 融发展水平 下 贷款贴 息补贴 的 作用

金 融 发展水平条件补 贴 前研发补 贴 后 研发作 用 效 应

较低 ，Ｃ＜ ｃ

ｊ
；

Ｃ＋仏 彡Ｃ
ｊ０ｃ

ｉ ｆ
ｃ

ｉ

ｆ

．

＞
￣

 ７７
＇

（ｆ

ＢＣ＾Ｃ
ｊ

ｃ
ｉｆ

ｃ
ｉ

ｆ
ｃ

ｉｆ
￣ｃ

ｉｆ
＾〇

较 高 ，
人＞（ ＴＴ

ｄ
＿

ＴＴ
ｉＳ

） ／ｌ
ｌ Ｓ

＇Ｃ
ｉＳｃ

ｉｇ〇

Ａ＜

Ｗ
ｉｉ

ＢＡ＜ （
ｉｒ

ｉ

２

．
－

ｉｒ
ｉ

ｔ
）
／
ｆ
ｉ Ｓ

１ｃ
ｉ

ｇｃ
ｉ

｛
－

ｃ
， ｇ５

＝０

命题 ２
：政府贷款贴息补贴对企业私人研发投人的影响与金融发展程度相关。 若 Ｃ 较小 ，

Ｓ 较

大
， 即当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 ， 贷款贴息补贴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有较强的挤人效应 ；

当金融发展

程度较高时 ，贷款贴息补贴不会影响企业私人研发投入 。

① 注意 ｃ＋Ｓ＆
＆ 隐含有 Ｃ＋ＢＭ

Ｓ
丨
Ｓ
４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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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 由 表 ２ 可知 ， 当金 融发展程度较低时 ，获取贷 款贴 息之后企业 的研 发投人变为 Ｃ
ｉ

，

． 或

Ｃ
ｉ ｆ

＿

Ｃ
；

９

＊
， 又Ｃ

ｉ
＋２

＿

Ｃ
ｉ

＋  Ｉ多Ｃ
ｉ ＋  １

＿

Ｃ
ｉ ， 则若

Ｃ
ｉ

〇
＊较小 ，则

Ｃ
ｉ

｜ｆ
＋ １

＿

Ｃ
ｉ

〇
． 矣 ， 从而Ｃ

ｉ

ｆ
＿

Ｃ
ｉ

。

＊＞０ 。 当金融

发展程度较高时 ， 由 ｃ
，

．

＋ ２
－

ｃ
ｉ ＋ １＞ｃ

； ＋１
－

ｃ
，

．

，Ｃ 较小 ，
Ｓ 较大意味着 ４ 较大 ，从而 ｃ

ｉ

＃
＋ １

－＞
／

ｉ Ｓ
，

，

进而 ＝
ｉ
２

‘

， 贷款贴息补贴对企业创新研发无影响 。

该命题的启 发意义是 ， 中国 当前 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 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 ，导致中小

科技型企业面临典型的融资难 困局 ，造成 中小企业创新研发的融 资渠道只能依靠 自 身利润积累 和

银行贷款渠道 。 这种情形下 ， 贷款贴息类型的政府创新补贴 ，是缓解金融发展滞后对企业创新研发

活动造成严重阻碍的有效替代机制 ，能够对中小企业研发投人起到融资杠杆效应 。 因此
，在那些金

融发展越是滞后的地区 ，贷款贴息类型的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中小企业研发投人的融资杠杆效应

就越强 ，越能起到有效的挤人效应 。

三 、 计量模型

（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 的数据来源于 中 国科技部公布的
“

科技型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①

。 该创新基金 由

科技部主管 、财政部监管 ，
通过无偿资助 、贷款贴息和资本金投人三种方式 ，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

新 。 该基金网站的项 目公告栏 中列示了立项项 目公告 、验收合格项 目 公告 、终止项 目公告和主体变

更项 目公告 。
② 我们将该数据库 中 的企业数据 ，与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７ 年间 国家统计局规模 以上工业

企业数据库 ，
以及 １９８５ 年至 ２００７ 年间 国家专利局专利数据库 ，按照企业 中文名称进行 合并 ，并得

到 １ 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７ 年间的 不同年份不同企业组成的面板数据 。 由 于 国家统计局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

数据库中企业研发投入只有 ２００ １ 年至 ２００７ 年间 的数据 ，最终我们得到 的获得政府创新补贴的有

效样本企业约有 ２５６５ 家 ， 占 同期创新补贴数据企业总数的 ６ １
．
９％ 。

（
二

）计量模型的设定与拓展

结合前文理论模型 的研究命题 ，在充分考虑 中 国 因素的基 础上 ， 本文将计量模型具体设定

如下 ：

＝〇：

０＋＋＾？ ，

入
，

＋
弘心抑

＋
？。— ｃ＋５

； ，（
８

）

上式中 ，
ＲＤ

＿

Ｐｒｉｖａ ｔｅ 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私人研发投人额 ，
Ｓｕｂｓ ｉｄ

ｙ 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年获得的政府

创新补贴额 。 测算办法是按照企业各年固定资产净值权重的逐年扣除法 。 针对那些最终检验合格

的企业 ，将政府创新补贴总额按照 当年企业 固定资产净值的权重相应地分配到 项 目 有效期③的各

年份内 ，
得到各年度的企业政府创新补贴额 ，

再进行扣除得到各年度的企业私人研发投人额 。 对那

些检验不合格企业 ，将政府创新补贴额 的 ７０％ ④按照企业各年 固定资产净值的权重相应地分配到

项 目终止期内各年份 内进行扣除 。 对此我们采取 了去规模化处理 ，计算方法为企业所获政府创新

补贴额／企业固定资产净额 。 而且
，
针对本文重要 的被解释变量 ＲＤ

－

ｐｒｉｖａｔｅ
，
我们也采取 了企业研

发投人密集度的去规模化形式处理 ，计算方法为企业私人研发投人额／企业销售额 。

控制集中 的变量 包括 ： 企业 内 源融 资 （ ｒｏｅ ） ， 定 义为 企业 净利润 总额／企 业 固 定资 产净值 。

Ｂｒｏｗｎｅｔ ａ ｌ ．

（ ２０ １２ ）发现 ， 以企业 自身利润为主的 内源融资是企业创新研发投人的重要渠道 ；
企业

出 口
（ ｅｘｐｏ

ｒｔ
） ，定义为企业 出 口交货值和企业销售额的 比值 ，

控制对外开放对中 国企业创新活动 的

① 具 体数据库参见 网站 ：
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ｉｎｎｏｆｕｎｄ ．
 ｇｏｖ ． ｃ

ｉｉ／ ｄ

② 由 于主体 变更项 目公告仅包含 ２０ １４ 年信息 ，本文在数据处理 中没有使用该公告信息 。

③ 这里 ，
有 效期 是指企业从正式立项到验收合格之 间 的年限 。

④ 按 照财政 部 、科技部印发的 《科技 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 ，采 用无偿资助方式支持的项 目 立项后拨

付 ７０％，项 目验收合格之后再拨付其余资金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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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 ，定义为企业年均员工数的对数值 ，控制企业 自 身规模特征对创新活动的影

响 ；企业年龄 （
ａｇｅ ） ， 定义为样本期 内企业有效成立时间 的对数值 ，控制企业发展 阶段对创新活动

的影响 ；
企业所处行业竞争状态 （

ＨＨＩ
） ，定义为按照二分位行业企业 的销售额计算 的行业赫芬达

尔一赫希曼指数 ，张杰等 （
２０ １４

）发现 ， 中 国情景下竞争是影 响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的 重要 因素 。 企

业所有制因素 ，我们按照 中国 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不 同法人 的注册资本 的 比重

进行划分 ，法人注册资本 比重超过 ５０％ 的企业就将之定义为该法人所有制类型企业 ，

一共形成六

种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 ， 即国有 （
ｓｔａ ｔｅ

） 、集体 （
ｃ 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 、独立法人 （

ｌｅｇａ
ｌ
） 、私人所有 （ ｐｒｉｖａ ｔｅ ） 、港

澳 台 （
ＨＭＴ

） 以及外商投资 （
ｆｏｒｅ ｉｇｎ ） ；

企业所处的行业因素 。 不同行业 由 于技术创新能力 以及发展

阶段的差异 ，
必然会在研发投人方面存在 明显差异 ，

导致不同行业间企业 申请政府创新补贴的可能

性存在显著差异 。 中国政府实施了新兴战略产业促进规划 ，政府创新补贴必定会偏 向于那些处于

新兴战略产业内 的企业 ，
因此有必要对行业的虚拟变量加 以控制 ；企业所处 的地区 因素 ，处于不同

省份地 区的企业 由 于经济发展阶段 的总体差异 ， 以及地方政府对企业创新提升的重视程度的差异 ，

导致不 同地区 的企业获得中央政府 的创新补贴的能力与概率存在差异 ；
企业年份的 固定效应 ，控制

经济周期变化以及宏观经济冲击对企业 申请政府创新补贴动机的影响 。

为 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理论模型得到的命题 ，我们将方程 （
８

）式拓展为如下的计量模型 ：

ＲＤ
＿

Ｐｒ ｉｖａｔｅ
ｕ

＝ａ
０＋ａ １

Ｓｕｂ ｓ ｉ
ｄ
ｙ ｊ ｌ＋ａ２

Ｓｕ ｂｓ ｉｄｙｕＸ（
ＩＰＲ

ｋ ｔ
ｏ ｒＦＩＮ

ｋ ｔ ）

＋＋
 ｔ
ｌ

ｉｎ ｉｍ ｔ ｒｙ＋
 ｆ

ｉ ＇

ｙｅａｒ
＋Ｓ

ｉ
ｔ（

９
）

为 了考察中 国情景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位 ， 是否会影 响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人研

发投入 的作用 ，式 （
９

） 中我们纳入了企业政府创新补贴变量 Ｓｕｂｓ ｉｄ
ｙ 和 中 国各省份知识产权保护程

度代理变量 ＩＰＲ 的交互项 。 而且 ，为 了考察中 国情景下金融抑制造成的企业融资约束 ，是否会影响

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人研发投人的作用 ，我们还纳入了企业政府创新补贴变量 Ｓｕｂｓｉ ｄ
ｙ 和

中 国各省份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指数变量 ＦＩＮ 的交互项 。 以上数据均取 自 樊纲等 《 中 国市场化指

数
——

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２０ １０ 年报告》 。

（ 三 ） 内 生性 问题与工具变量设定

本文的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两种形式 的 内生性 ：

一是遗漏重要变量导致的 内生性问题 ；
二是企

业私人研发投入和政府创新补贴之间可能存在逆向 因果关 系导致 的 内生性 ，
企业私人性质 的研发

投人反过来也可能影响 政府创新补贴的决策动机以及数额 。 比如 ， 中 国情景下存在企业和政府之

间合谋与寻租 的可能性 ，
即 自身创新能力 强 （研发投人多 ） 的企业和政府官员合谋来套取政府剑新

补贴 （安 同 良等 ，

２〇〇９
） ，
导致企业研发投人也会影响其获得的政府创新补贴数额 。 ① 针对可能的 内

生性问题
，本文设立了多重工具变量来加 以解决 。

一是 以本文样本企业 固定资产净额为权重对企

业层面的 Ｓｕｂｓ ｉｄ
ｙ 加总 ，得到三分位行业层面的政府创新补贴变量 Ｓｕｈ ｓ ｉｄ

ｙ
ｊ

，
，
用来解决计量方程中

由于遗漏重要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
Ｆｉｓｍａｎ＆Ｓｖｅｎｓ ｓ〇ｎ

，

２０ ０７
） ；
二是使用

“

科技型 中小企业

技术创新基金
”

数据库中所有企业信息 ，构造三分位行业层面的政府创新补贴额的增长率变量 ， 作

为捕捉和反映政府创新扶持政策 的力度及其变化的工具变量 。 从中 国政府出 台实施政府创新补贴

政策的 目 的和动机来看 ，为了应对来 自 国外创新企业 的巨大竞争压力 ，缓解 国外技术封锁对国民经

济关键行业发展的桎梏 以及实施 国家创新赶超战略 ，政府期望通过对特定战略行业实施创新补 贴

政策 ，来促进这些行业 自 主创新能力提升 。 而这些政府创新补贴政策 中的激励动机强弱或扶持力

度的变化 ，必然或通过对特定类型行业施加 的创新补贴总额 的变化以及变化幅度的 信息来体现。

因此
，行业层面的政府创新补贴额的增长率直接反映 了政策层面的信息 。 这种情形下 ，行业层面的

① 实 际上
，
在 中 国国家层面 的创新补贴基金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性不大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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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创新补贴额增长率与企业个体层面的私人研发投人没有直接联系 ， 而与行业层面 中个体企业

获得 的政府创新补贴额有着直接关联 ，符合工具变量 的设定思路 。

四 、 实证结果

（

一

）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的影响

表 ３ 实证检验 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私人研发 投人 的影 响 。 模 型 １ 列示 的是 采取 ＯＬＳ 方

法的估计结果 ，其显示 ， 企业政府创新补贴变量 Ｓｕｂ ｓｉｄｙ 未表现 出显 著性 ， 表 明 中 国情 景下政府

针对企业 的创新补贴并未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造成显著的挤人效应 。 模型 ２ 列示 的是采取 ＯＬＳ

加 ＩＶ 方法的估计结果 ， 其 同样 显示 ， 企业获得政府创新补贴变量 Ｓｕｂｓ ｉｄｙ 的符号变为负 向 ， 但并

未呈现 出显著性 ，
这验证了 中 国情景下政府针对企业 的创新补贴并未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造 成

显著挤入效应 。 然而 ，本文被解释变量 中约有 １４
．
７％ 的样本企业私人研发投入在 不 同年 份 为

零 ，这可能造 成 ＯＬＳ 方法 的估计结果是有偏 的 ， 为此 ，
我们进一步 采用 ＴＯＢＩＴ 方法来加 以估计 。

模型 ３ 的结果显示 ，企业政府创新补贴变量 Ｓｕｂ ｓｉｄｙ 虽然为负 ， 但未表现出 显著性 。 模型 ４ 列示

的 是采取 ＴＯＢ ＩＴ 加 ＩＶ 方法的估计结果 ， 其同 样显示 ， 企业 政府创新补 贴变量 Ｓｕｂ ｓｉｄ
ｙ
呈 现 出 负

向关 系 ，但不 显著 。 以 上结果再次验证 中 国情景下政府 针对 企业 的 创新补 贴并未对企业私人研

发投人造成显著挤入效应 ，其负 向关系
一

定程度上 可能还反 映 出 的是挤 出 效应 。 这就反 映 了 ，

中 国 的背景下 ，政府创新补贴形成 了对企业私人研发 的 替代 ，使得企业 的 研发活动变 成了 对政

府创新补贴 的依赖 。 为 了验证命题 １
， 表 ３ 中 模型 ５ 至 ８ 的结 果显示 ，

无论是采取何种估计方

法 ，
还是是否加人工具变量的 回归 ，交互项 Ｓｕｂ ｓｉｄｙ＊

ＩＰＲ 的 系数均显著为负 。 这就说 明 ， 在知识

产权保护相对更不完善 的省份或地 区 ，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中 小科技企业私人研发投入产生 的

促进作用越强 。 由 此表 明 ，在 中 国知识产权保护 普遍缺位 或者执行机 制缺失 的情 形下 ，政府创

新补贴是促进 中小企业研发投人 的有效弥补机制 ， 或者说是激励机制 。 这为本文的命题 １ 提供

了有效 的支持 。

从本文设定的多重工具变量有效性的检验来看 ，
无论是在模型 ２ 的 ＯＬＳ＋ ＩＶ 方法 ，还是模型 ４

的 ＴＯＢ ＩＴ＋ ＩＶ 方法 ，首先 ，

Ｄｕｒｂｉｎ
－Ｗｕ

－Ｈａｕｓｍａｎ
（简称 ＤＷＨ

） 的检验结果显示 ， 均在 １

％ 显著水平上

拒绝了不存在 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 ， 因而企业私人研发投入变量存在一定程度的内生性 。 其次 ，在

两阶段 的 ２ ＳＬＳ 工具变量估计中 ，第一阶段估计 的 Ｆ 值均 大于 Ｓｔｏｃｋ＆Ｙ〇
ｇ
〇

（
２００ ５ ）设定 的 Ｆ 值在

１０％偏误水平下的 １ ６ ． ３ ８ 的 临界值 。 因此 ，本文设定的多重工具变量是合适 的 ，
不存在弱工具变量

的 问题 。

表 ３ 中值得关注的控制变量的发现是 ：企业利润率 ＲＯＥ 的估计结果均不显著 。 由 于本文 的研

究样本均是 中小科技企业 ，这些 中小企业可能还没有发展起来依靠企业 自 身利润积 累作为创新研

发融资 的来源 。 这可能说明 ， 中 国 目 前由 于政府的行政性进人壁垒导致非国有 中小企业难以进人

高附加值行业 ，产能过剩导致 的企业过度竞争 ，金融抑制导致的 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难 、融资

贵 ，
以及政府对微观经济过度的权力 干预和各个环节普遍存在的 官员 寻租活动 导致的企业交易成

本过高 ，使得企业无法获得合理的利润率 。 这就造成 中小科技企业无法利用企业 自 身利润作 为创

新研发 的融资来源 。 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程度变量 ＨＨＩ 的估计结果均显著为负 ，这表 明 ，那些竞

争程度越高的行业 ， 中小企业私人研发投入相对越少 ， 由此验证了 中 国情景下竞争可能对中小科技

企业的创新活动造成抑制效应 。 原因可能在于 ，竞争导致 了行业 中 的 中小企业面临更为突 出 的熊

彼特效应 ，
限制 了逃离竞争效应的发挥 ，

从而导致企业无法积累足够 的利润以及产生足够的 内在动

力来进行创新研发活动 。 这进
一

步解释了 中 国情景下企业利润为什么无法成为 中小科技企业私人

研发投入融资来源的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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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政府创 新 补贴对企业私 人研发影 响 的 检验结果①

变 量模 型 １模 型 ２模 型 ３模 型 ４模 型 ５模 型 ６模 型 ７模型 ８

估计方 法ＯＬＳＯＬＳ ＋ ＩＶＴ ＯＢ ＩＴＴＯＢ ＩＴ
＋ ＩＶＯＬＳＯＬＳ ＋ ＩＶＴＯＢ ＩＴＴＯＢＩＴ＋

ＩＶ

０ ． ００７ ５－

１ ． ２ ７ １７－

０． ０ １４７－

１ ． ５ ６４２０ ． ００６６－ １
． ２６５ ６－

０ ． ０ １ １ ２－

１ ． ４０９２

Ｓｕｂｓ ｉｄｙ

（
０ ． ０８ ） （

－ ０． ２５
） （

－ ０
． ０９ ） （

－

０ ． ７９ ）（ ０
． ２ １

）（
－

０ ． ３２ ） （
－

０ ． １２ ）（
－

０ ． ６５ ）

－

０． ０ ０２４

＊ ＊－
０． ００３６

＊＊－
０． ００５ ７

＊
＊

－

０ ． ００４８

＊ ＊

Ｓｕｂ ｓｉｄｙ
＊ＥＰＲ

（

－

２ ． １７ ）（
－

２ ． ３ ２ ）（
－

２ ． ２５ ）（
－

２ ． ４７ ）

０ ． ０００２０ ． ００ １ ５３ ． ２ ６ ｅ
－

０ ７３ ． ３ ４ ｅ
－

０７０ ， ０００２０ ． ００ １ ５３ ． ２４ｅ
－

０７３ ． ３５ ｅ
－

０７

Ｒｏｅ

（ ０ ． ２２ ）（ ０ ． ３ ６ ）（ ０ ． ７ ８ ）（ ０． ８２ ） （ ０
． ２４ ） （ ０

． ３５ ） （
０ ． ７５

） （ ０
． ８４ ）

０ ． ０００７０ ． ００ ０６０ ． ００ １ ８０． ００２ １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７０． ００ １ ７０ ． ００２ ２

Ｅｘ
ｐ
ｏｒｔ

（ ０． ３７ ） （０ ． ２ ７ ）（ ０． ５ ７ ） （ ０．
５ ３ ） （ ０． ３９ ） （ ０ ． ２９ ） （ ０ ． ５８ ）（ ０

． ５５ ）

０ ． １ ２３ ８

…

０ ．１ ２６ ７

…

０ ．００２７

“

０ ．００ ３２

＊
＊

０ ．１２ ３４

…

０ ． １２ ６３

…

０ ． ００２ ６
＊＊

０ ． ００３３

Ｓ ｉｚｅ

（
２． ９ ８ ） （

２． ９５ ） （
２． ２ ８ ） （ ２

． ３５ ） （ ２
． ９６ ） （

２ ． ９５ ）（
２ ． ２７ ）（

２． ３６ ）

０ ．００５４

＊ ＊

０ ．００６ １

＊ ＊

０ ． ０００２ 

”

０ ． ０００３

“

０ ．
００５ ３

＊＊

 ０． ００６３

Ｍ

０ ．
０００３

”

０ ．
０００４ 

＿

Ａ
ｇｅ

（ ２
． １ ９ ）

（
２ ． ２３ ） （

２． ４６
）
（

２ ． ４ １
） （ ２

． ２０
）（

２ ． ２４
）（

２ ． ４８
）
（ ２ ． 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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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阶 段Ｆ值 １２ １ ． ６ ６２９８ ． １ ０ １２ １ ． ７５２９ ８ ． ３４

工具 变 量ｔ值 １ １ ． ４９ １ ７． ８ ２１ １ ． ５０１ ７ ． ８４

样本数２５ ６ １２５６ １２５６ １２５６ １２５６ １２５ ６ １２５６ １２５ ６１

注
：

…

、

０

， 分别表示 １ ％ 、 ５％ 、 １０％（ 双尾 ） 的统计显著性水 平 。
括号 内 的数值 为经过异 方差调 整的 ｔ 值或 ｚ 值 。

省份／地

区 、行业和年份 的固定效应在所有模型 中均得到控制 ＾ 常数项 限于篇幅未报告 。

（二 ）不 同类型的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私人研发投人的影响

表 ４ 检验了贷款贴息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私人研发投人的影响 。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估计结

果均显示
，
企业获得政府创新补贴 Ｓｕｂｓ ｉｄｙ 的 系数显著为 正 。 这表 明

， 中 国情景下政府针对企业的

① 需要额外说 明的是 ， 针对本表 以及下表我们采取 了ＦＥ 
＋

 ＩＶ 的估计方法
，
回 归结果均与 以 上估计方法的回 归结果保持

一

致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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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贴息型创新补贴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造成显著的挤入效应 。 类似地 ， 我们采取了
ＴＯＢＩＴ 方法

以及 ＴＯＢＩＴ＋ＩＶ 方法分别估计 ， 模型 ３ 和模 型 ４ 的估计结果显 示 ， 企业获得政府创新补贴变量

Ｓｕｂｓ ｉｄｙ 仍然显著为正 。 由 此表明 ， 中国情景下政府针对企业的贷款贴息型的创新补贴对企业私人

研发投人造成了显著挤人效应 ，贷款贴息型的政府创新补贴政策能够进
一

步激发企业 自 主创新能

力 的提升 。 此外 ，表 ４ 中模型 ５ 至 ８ 的结果显示 ，
无论采取哪种估计方法 ，还是采用工具变量 ，在各

回归模型中交互项 Ｓｕｂｓ ｉｄｙ
＊ＦＩＮ 的系数均显著为 负 ，这为本文的命题 ２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 在金

融市场化发展越滞后的省份和地区 ，贷款贴息型 的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 中小科技企业私人研发投

入产生的促进或带动作用越强 。 由此表明 ，在 中 国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的情形下 ，贷款贴息型的政府

创新补贴是缓解金融抑制对企业创新研发活动造成严重融资约束 的有效替代机制 ，能够对中小企

业研发投人起到有效的融资杠杆效应 。

表 ４贷款 贴 息 型政府 创 新 补贴对企 业私人研 发 影 响 的 检验

变 量模 型 １模型 ２模型 ３模 型 ４模型 ５模 型 ６模 型 ７模型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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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４


变量模型 １模 型 ２模型 ３模 型 ４模型 ５模 型 ６模型 ７模 型 ８

ＤＷＨ Ｃｈ ｉＶ Ｆ
值５６ ．

７８７ ３ ． ４９５ ６ ． ６９７３ ． ５ １

（ ｐ
－

ｖａ
ｌ
ｕｅ

）（ ０ ． ００ ）（ ０
． ００ ）（

０ ． ００ ） （ ０
． ００ ）

第 一 阶段 Ｆ值 １
１ ８ ． ６ ５２ ８９． ２ １１ １ ８ ． ６ ８２８ ９． ３３

工具 变量
ｔ
值１０ ． ０２ １ ３ ． ９ ３ １ ０ ． ０２ １３ ． ９４

样本数８９６８ ９６８９ ６８９６８９ ６８９６８９ ６８９６

注
：
同表 ３ 。

表 ５ 检验了非贷款贴息型 （主要为无偿资助型 ） 的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私人研发投人的影响 。

模型 １ 和 ２ 的估计结果显示 ，
企业获得政府创新补贴变量 Ｓ ｕｂ ｓ ｉｄｙ 的系数并不显著 。 这表明 ， 中 国

情景下政府针对企业的无偿资助型 的创新补贴对企业私人研发投人没有显著影 响 。 类似地 ，我们

采取了ＴＯＢＩＴ 以及 ＴＯＢＩＴ＋ＩＶ 方法分别加以估计 ，模型 ３ 和 ４ 列示了各 自 的回归结果 ，其显示 ，企

业获得政府创新补贴变量 Ｓｕｂｓ ｉｄ
ｙ 也未呈现显著性 。 这表明 ， 中 国情景下政府针对企业的无偿资

助型的创新补贴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并未产生挤人或互补效应 ，相反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挤出效应 。

表 ５ 中模型 ５ 至 ８ 的估计结果显示 ，无论采取哪种估计方法 ，还是采用工具变量 ，各模型 中的交互

项 Ｓｕｂｓ ｉｄ
ｙ

＊Ｆ ＩＮ 的系数均未呈现显著性 ，
这为本文命题 ２ 提供了证据 。 在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还不完善且金融抑制体制普遍存在的情形下 ，
无偿资助型 的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并不能对企业私人

研发投人产生有效的激励 ，也起不到促进中 国企业 自 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 。

表 ５无 偿资助 型政府 创 新补贴 对企 业 私人研 发 影 响 的检验

变 量模 型 １模 型 ２模 型 ３模型 ４模型 ５模型 ６模型 ７模 型 ８

估 计 方 法ＯＬＳＯＬＳ＋ＩＶＴＯＢＩＴＴＯＢ ＩＴ＋ ＩＶＯＬＳＯＬＳ ＋ ＩＶＴＯＢＩＴＴＯＢ ＩＴ＋ 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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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变 量模 型 １模型 ２模型 ３模 型 ４模 型 ５模型 ６模型 ７模 型 ８

ＤＷＨＣｈｉＶＦ值６２ ． ３７７９ ． １５６２ ． ３９７９ ． １ ８

（ ｐ
－

ｖａｌ ｕｅ ）（ ０
． ０ ０

）（ ０
． ００

） （
０． ０ ０

）（ ０
． ００

）

第 一 阶 段Ｆ 值 １ １ ７ ． ２５２７ ８ ．８ ３１ １ ７
．２４２７８ ． ８ ６

工具 变 量 ｔ值９． ９６ １２ ． ７８９． ９６ １２ ． ７９

样本数１６６５１ ６６ ５１ ６６ ５ １６ ６５１６６ ５１ ６６ ５１ ６６５１ ６ ６５

注
：
同表 ３

。
所有制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与表 ２

—致
，
限于篇幅 ， 未报告结果 。

五 、 稳健性检验

（

一

） 样本 自 我选择效应

从 中 国情景下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和企业私人研发投人活动之 间的互动逻辑来看 ：第一阶段 企

业决定是否 申请政府创新补贴项 目
；第二阶段 ，政府根据 自 身对特定战略产业的扶持 目 标和企业 已

有创新能力 的信号 ，选择需要扶持的企业对象 ，并确定对企业 的资助数额 ；
第三阶段 ，

企业获得政府

给予的创新补贴额后 ，
逐年分配补贴额并依据 自 身特征依次决定各年度 的私人研发投入额 。 就这

个逻辑链条而言 ，相对于企业私人研发投人的决策动机而言 ，
企业能否获得政府创新补贴类似于外

生给定 ，但事实上那些本来 自身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更倾 向 于去主动 申请政府创新补贴 。 从中 国 现

实来看 ， 由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企业原有的创新能力作为甄别和筛选扶持对象的信号机制 ， 自

身创新能力强的企业 因而更容易获得政府创新补贴 。 因此 ， 回归最突 出 的 问题应该是样本的 自 我

选择效应 ，这会导致本文以上估计结果有偏且不可信 。 对此 ，我们采 用常用 的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加

以解决 。 第一步选择方程 的具体设定如下 ：

Ｐｒｏ ｂ ｉｔ
（
Ｓｕ ｂｓ ｉｄｙ＾

＝＝
ｐ。

＋
＾ｇｏｖ＾＋＾ｐａｔｅ ｒＵ ｌ

＾＋＆ｐａ ｔｅｎ ｔ２
ｉ
ｔ －＋队ｐａ ｔｅ ｎｔ３ ｈ ＿

＋
卩５

ｓ ｉｚｅ
ｕ
〇
＋

Ｐ６

ａｇｅ
ｕ

〇
＋

Ｐｙｔｒａ ｔｅｇｙｕ
〇
＋＋

ｆ
ｉ
ｐ刚

‘咖＋ ｆ
ｉ
ｙｔａｒ＋ｅ ｉ

ｔ （ １ ０ ）

由于政府是依据企业提交 申 请当前或前期 的信息作为筛选补贴企业 的信号 ，
因此 ，方程 （

ｌ 〇
）

必须考虑时期界定问题 ，
＊。 期指企业提出 申请与获得政府创新补贴的 当期 年份 ， Ｉ 期指企业提 出

申请与获得政府创新补贴 ＊
。 期之前的时期 。 具体变量包括 ：企业在 Ｌ 期是否获得各种类型政府补

贴的虚拟变量 （ ｇ
ｏｖ ） ，获得则为 １

，未获得为 〇 。 中 国背景下企业获得各种类型 的政府补贴均可增加

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 。 Ａｓｃｈｈ〇ｆｆ
（
２００９

）指 出 ，企业过去 申请获得政府创新补贴的经验 ，会缓解政府

和企业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 ， 降低企业 申请政府项 目 的交易 成本 ，
影响企业当前获得政府创新补贴项

目 的概率 ；企业在 Ｌ 期是否获得发明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不同类型有效授权专利 的虚拟变

量 ，分别记为 ｐａｔｅｎｔｌ 、 ｐ ａｔｅｎｔ２ 和 ｐａ
ｔｅｎｔ３

，
有则为 １

，
无则为 ０ 。 Ａｅ ｒｔｓ＆Ｓｃｈｍ ｉ

ｄｔ（
２０ １ ２

） 发现 ，政府为了

减少财政支持企业创新活动的风险 ，
会偏 向于支持那些具有 自 主创新能力并且容易创新成功的企

业 。 国家科技部正式文件中也 明确表达 ，依据企业是否具有发 明专利等信息 ，作为甄别企业能否具

有一定程度 自主创新能力 的信号与条件 。 其他变量分别是 ：
企业规模 （ ｓ ｉｚｅ ）

，定义为 ＾ 期的企业 年

均员 工数的对数 。 企业年龄 （ ａ
ｇ
ｅ ）

，
定义为 ｔ

。 期前的样本期内企业年龄 的对数值 。 企业在 期是

否为高新技术行业的虚拟变量 （
ｓ ｔｒａ ｔｅ

ｇｙ ） ，是则为 １
，否则为 ０

。 我们按照 国家 同期发布的 高新技术

行业划分标准来界定 。 此外 ，我们还控制 了所有制 因 素以及企业所处的行业 因素 、省份 ／地区 和年

份的固定效应虚拟变量 。 在界定选择方程 的总体样本的 过程中 ，
是按 照 国家科技部公布 的

“

科技

型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

中的科技型企业 （参照 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联合发布 的 国家高新技术

行业的相应年份的具体定义 ） 、 中小企业的 固定资产和企业员 工数的规模来尽可能严格界定 ，
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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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的有效总样本数量为 ３３２ １ ４ 家 。

回归结果表明① ，无论是总体样本 ， 还是区 分不 同类型 的 政府创新补贴的 子样 本 ，企 业获得

政府创新补贴 Ｓｕｂｓ ｉｄｙ 系 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均未 发生本质变化 。 而且
，
企业 获得政府创 新补贴

变量和各省份地区 知识产权进 程化指数以 及金融业 市场化指数 的交互项变量 Ｓｕｂｓ ｉｄ
ｙ

＊ＩＰＲ 与

Ｓｕｂｓ ｉｄ
ｙ

＊ＦＩＮ 的符号和显著性也未发生本质变化 。 由 此验证 ，本 文的 主要结论与发现 皆是可靠

且可信的 。

（
二

）其它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本文的核心结论是可靠 的 ，
我们又做了 以下两方面 的稳健性检验 ：第一 ，变换企业各

年政府创新补贴变量 Ｓｕｓ ｉｄｙ 和企业各年私人研发投人变量 ｒｃＬｐｒｉｖａｔｅ 的测算方法和表达形式 。 采

取平均扣除法 ，
针对那些最终检验合格的企业 ，将政府创新补贴总额有效期年限的年平均额相应地

分配到项 目 有效期各年份内 ，再进行扣除得到企业私人研发投人 。 对那些检验不合格企业 ，将政府

创新补贴额 的 ７ ０％ ，按照有效期年 限的平均值相应地分配到项 目 有效期各年份内 ，
再进行扣除得

到企业私人研发投人 。 对核心解释变量 Ｓｕ ｓｉｄｙ 和被解释变量 ｎＬｐｒｉｖａ ｔｅ 直接取对数值 ，而不是采取

之前的去规模化处理 。 第二 ，采取 ＰＳＭ－ＤＩＤ 计量框架来加 以估计 。 以上三方面的稳健性检验的估

计结果显示 ，本文的核心结论和主要发现均未发生本质变化 ，
由 此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模型和

经验发现的可靠性 。

六 、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力 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视角 ，研究中 国情景下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 的

综合影响 ，并试 图揭示其 中的作用机理 。 有意义的发现归结如下 ：第一 ，理论逻辑表明 ，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的完善程度 ，会影响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人研发 的作用 。 在那些知识产权保护完善

程度越弱 的环境中 ，政府创新补贴政策越能促进企业私人研发的 提升 。 第二 ， 理论逻辑表明 ，在金

融发展滞后的环境下 ，贷款贴息型的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人研发产生显著的挤人效应 ，
而无

偿资助型的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则不能促进企业私人研发的提升 。 本文利用 中 国科技部
“

科技型 中

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

企业数据和 中国 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 ，
为 以上的理论假

说提供了有力 的经验证据支持 ，从而验证 了本文的主要发现 ，
进而为全面认识和理解发展 中 国家政

府创新补贴政策绩效以及对外部制度条件 的依赖 ， 提供了来 自 转型背景的发展中 国家
——

中 国 的

独特经验发现 。

本文的政策含义归纳如下 ：第
一

，各级政府为 了贯彻创新驱动发展的 国家战略 ，如果仅仅依靠

通过对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的财政补贴途径 ，
可能并不能有效促进企业 自 身研发投人的 跟进 ，相反 ，

有可能造成企业对政府创新补贴资金的依赖 ，
弱化企业 自 主创新能力 的提升 。 而且 ， 本文 的研究结

论是利用 中央层面科技部的创新补贴数据得到的 ，
相比于各级地方政府 ， 中央部 门的政府创新补贴

政策的实施与监管制度要规范得多 。 因此 ，
中 国各级地方政府正全面实施的创新补贴政策 ，很可能

对企业 自 主创新能力 的促进作用较为有限 ，
甚至可能对企业 自 主创新能力造成 了替代效应乃至挤

出效应 ，
这值得高度关注 。 第二 ，从政府在实施创新补贴政策的具体操作细节看 ，使用贷款贴息补

贴方式对企业 自 主创新能力 提升的促进效应 ，
要好于直接的无偿资助补贴方式 ， 因 此 ，建议 中 国政

府更多地采用贷款贴息的扶持方式 ，作为政府创新补贴政策的实施重点 。 第三 ，
政府创新补贴政策

对企业 自 主创新能力的促进效应能否得到有效 的发挥 ，需要外部制度条件的密切配合 ，才能起到相

应的作用 。 因此
，通过全面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 ，降低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 ， 同时 ，

通过强化知

① 限于篇 植 ， 这里及 以下 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均 未报告 ，有兴趣的读者可向 作者索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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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保护制度 ，保护企业创新活动的正常收益 ，在 中 国当前的情景下会提髙政府创新补贴政策的

实施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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