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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各行各业不断加快创新步伐，高技术产业作

为创新发展的主要阵地，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根本而言，高技

术产业创新发展依赖于两种要素投入，即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同时依赖于两个主体，

即高技术产业市场主体和政府主体。协调好两种要素、两个主体，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和作用机制，有助于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步伐更加快速和稳健，并以此助力我国顺利

建设创新型国家。

本文结合我国政府 R&D资助和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内外相关学

者的研究成果，围绕“政府 R&D资助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及影响路径”

这一目标进行探讨，在研究中以创新的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为起点，将企业

创新投入分为研发资本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两个部分，在此基础上借助微观经济理论进

行分析，全面探讨了政府 R&D资助在影响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中发挥的直接效应、中

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并进一步选取和构造 2009-2020 年我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高技

术产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一）从全国层面来看，政府 R&D资助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型关系，这一关系表明政府的资金资助存在最优水平，倒“U”型的临界值为 11.742，

超过这一水平时政府的直接创新支持反而会抑制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目前我国的整体

资助水平仍处于倒“U”型左侧，表明政府 R&D资助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发挥作用

还有一定的空间。（二）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讨论时，倒“U”型关系均显著

存在。东部地区的临界值（11.282）要低于中西部临界值（12.717），表明东部地区高

技术产业发展对政府资助的依赖程度更低。东部地区国有企业在提升创新绩效方面表现

突出，增大教育支持强度和提高工资水平也能有效支撑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

但过去形成的技术资源反而会抑制高技术产业创新。此外，政府的直接创新支持在中西

部地区的实施空间更大，中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在提升创新绩效方面仍具有一定的规模

优势，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支持强度也能有效支撑高技术产业创新。（三）考虑企业创新

投入的资本要素方面时，政府 R&D资助对研发资本投入产生显著的激励效应、并进一

步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这一过程的中介效应作用较强，是政府 R&D资助发挥效

用的重要途径。（四）考虑企业创新投入的人力资本要素方面时，研发人员投入对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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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显著，并且政府 R&D 资助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正向

调节作用，政府在调动人力资本创新积极性方面还有较大的政策空间。最后，本文在实

证分析的基础之上，分别围绕政府如何对高技术产业实施有效 R&D资助、不同地区或

不同企业如何结合自身特点选择创新发展方式、企业如何进行科学的创新投入、提升教

育水平的重大意义以及不同地区激发人力资本创新活力的主要方式等方面提出政策建

议，希望能为相关主体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技术产业，政府 R&D资助，企业创新投入，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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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创新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动力，更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大就已明确提出必须将科技创新摆

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已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是大势所趋、形势所

迫，对维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不断增强[1]。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

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重大

机遇，必须及早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把科技创新潜力更好地释放出来，充分发挥科

技创新的作用[2]。党的十九大指出创新驱动发展的两层含义，即创新驱动和驱动创新，

二者分别是针对解决发展方式问题和发展动力问题提出的。进一步地，党的二十大再次

将科技创新的战略意义提升到新的高度，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三大战略，开辟

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高技术产业作为我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关键领域，具有研发投入大、投资大且风险高、

产品和技术更新迅速、研发成果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高竞争性、具有战略意义等五大特征，

是科研领域的核心力量。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将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引导经济高质量

发展。近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利润总额从 2009 年的 3278.53 亿元增长至

2020年的 12394亿元，年均增长 13%，展现了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旺盛势头。以研

发资金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为代表的创新要素投入是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战略资源，

加大创新要素投入是高技术产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更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的微观保证。

众所周知，创新市场存在市场失灵现象，科技创新活动风险大、研发成本高，这与

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共同决定了我国创新市场存在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矛盾，较为

典型的有研发投入不足、缺乏原创性成果、创新机制不够顺畅、创新激励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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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扎实落地科技政

策，深化产学研结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运用市场化机制激

励企业创新投入；完善和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等。

总的来看，这些措施与我国现今经济发展阶段和创新发展道路紧密相关，在经济发展新

常态的背景下，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创新市场的“政府之手”、并为创新市场打造良好

的市场化机制，是有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到高技术产业而

言，要想弥补“市场失灵”、激发高技术产业创新活力，就需要政府出面为高技术产业

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政府在支持高技术产业创新方面有着重要且独特的作用，主要通过资金支持和政策

引导等手段优化创新市场资源配置，主要的实现途径包括两大方面，即直接配置研发资

源和利用政策信号发挥市场引导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其在促进区域创新中的作用，是

“十四五”规划与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内容。政府 R&D

资助是政府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直接手段、也是主要手段之一，通过对高技术产业进

行 R&D资助，一方面能够直接弥补企业研发资金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可以引导企业自

身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并对要素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此外，政府补贴可以通过分

散创新活动的投资风险，从而促使更多企业参与到市场竞争中[3]。我国高度重视高技术

产业创新发展，政府方面持续加大创新资金支持力度，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取得良好进

展。据统计，截止到 2020年，高技术产业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 68549.1亿元，比 2009

年增长了 400%！此外，我国政府对高技术产业的直接资助由 2009年的 67.1亿元增加

到 2020年的 264.3亿元，并且资助规模仍有不断加大的趋势，政府在高技术产业创新中

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技术迭代下，创新一直在进行，政府的创新支持也需不断增加。然而，随着各地政

府对高技术产业的资金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关于政府 R&D资助的有效性的讨论也在不

断增加。我们应该注意到，相关讨论大都基于“政府 R&D资助发生”这一前提，这与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调控作用”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际相符，同时也表明关于政府

R&D资助的有效性的研究并不在于政府 R&D资助是否应该发生、而是在于其应该在多

大程度上发生，即政府资金的投入力度和投入方向。此外，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不少领域

仍存在关键技术和设备的“卡脖子”问题，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高技术产业之间的发

展也具有较大差异，因此，进一步探讨“政府 R&D资助能否促进、如何促进、抑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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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程度上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这一问题，对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更好

更精准的发挥政府 R&D资助的作用，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本文主要围绕“政府 R&D资助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及影响路径”这

一目标进行探讨。首先对政府 R&D 资助的直接效应进行微观刻画，得出政府 R&D 资

助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其次结合创新市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

创新的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角度出发，将企业创新投入分离研发资本投入和研发人员

投入，阐释了企业创新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微观

分析得出政府 R&D 资助促进研发资本投入的机理，并论证了政府 R&D 资助以研发资

本投入为中介、进而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最后分析了政府 R&D资助在

研发人员投入影响创新绩效中的调节作用机理。上述分析过程层层推进，全方位多角度

地论述了政府 R&D资助、企业创新投入和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内在联系，是对先前

研究的总结和深化，也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参考。

本文在实证分析时首先研究了政府 R&D资助影响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

其次，关于企业创新投入的“研发资本投入”部分，利用了扣除人员劳务费的 R&D经

费内部支出数据、并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出 R&D 经费内部支出存量进行衡量，实证检

验了政府 R&D资助以研发资本投入为中介、进而影响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

最后，关于企业创新投入的“研发人员投入”部分，利用了 R&D人员全时当量进行衡

量，实证检验了政府 R&D资助在研发人员投入影响创新绩效中的调节作用；另外，本

文对产业层面和地区层面进行了变量控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出结论，是对该领域相

关研究的补充和丰富。

2. 现实意义

我国 R&D资金来源结构中，政府资金和企业资金一直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范保群、

张晶指出我国的 R&D 经费来源结构属于政府企业双主导型[4]，邓向荣和文青通过分析

我国 R&D投入模式，指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后期[5]。对于高技术产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而言，政府的创新资金支持也必不可少，政府 R&D资助和企业创新投入

均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正因如此，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剖析政

府 R&D资助在高技术产业创新中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探讨高技术产业创新过程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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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节中政府 R&D 资助发挥的作用，有助于把握政府 R&D 资助如何进一步提升高技

术产业创新绩效、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相关结论和建议将有助于政府优化

创新支持的力度和方向、拓宽对政策影响面的考虑范围、并为各地政府因地制宜支持创

新提供参考，本文的研究方法还可为政府对其他产业领域进行创新支持时提供参考。

二、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文围绕“政府 R&D资助、企业创新投入和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这一主题，全

面探讨了政府 R&D资助在影响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中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

应。首先，探讨了政府 R&D资助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机理；其次，将企

业创新投入分为研发资本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两个方面，通过探讨政府 R&D资助和研

发资本投入之间的互动机制，提出政府 R&D资助以研发资本投入为中介、进而对高技

术产业创新绩效的间接影响作用；最后，通过进一步分析政府 R&D资助对研发人员投

入的相关影响，提出了政府 R&D资助在研发人员投入影响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中的调

节作用。在上述机理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实证分析和检验，进一步捕捉各个作用环节

中的影响因素，从而结合实际给出适当的政策建议。具体内容分为六个章节，技术路线

图见图 1-1。

第一章是绪论。首先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理论意义现实意义进行阐述，基于此梳理

本文的研究内容、构建技术路线图、介绍研究方法，并指出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进展和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第一部分主

要梳理了政府 R&D 资助的有效性和无效性的相关研究；第二部分梳理了政府 R&D 资

助、企业创新投入与高技术产业绩效的相关研究，包括政府 R&D资助、研发资本投入

与企业创新绩效相关研究的梳理，和政府 R&D资助、研发人员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相

关研究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推动研究进行。

第三章是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机理分析。通过对本研究涉及的相关概念加以界定，

并梳理出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通过分析政府 R&D资助、企业创新投入与高技术

产业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提出假说，探讨政府 R&D资助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

效应，实现全面分析政府 R&D资助在高技术产业创新中的作用路径的目的。

第四章是现状分析。根据已有研究基础，搜集相关数据进行直观表述，分析当前阶

万方数据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91615322215

0011005

https://d.book118.com/916153222150011005
https://d.book118.com/916153222150011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