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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政策绩效为何被扭曲：
基于企业迎合的实证解释

———来自 “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ＣＥＥＳ）的经验证据

程　虹　钟光耀

［摘　要］运用 “中国企业 －劳动力匹配调查” （ＣＥＥＳ）的一手数据，基于迎合理论，对企业在

Ｒ＆Ｄ补贴申请中的迎合行为进行了识别，并实证分析了迎合行为对 Ｒ＆Ｄ补贴政策绩效的影响。研究

发现：企业存在策略性增加非发明专利投入、对标政府科技专项设立研发项目等行为，以向政府发送

虚假的研发能力信息，迎合科技创新政策筛选标准；企业迎合行为会削弱科技创新政策的正向引导作

用；政府Ｒ＆Ｄ补贴目标导向的短期性和企业研发投入长期性间的冲突是诱发企业迎合行为的主要原

因。研究建议，健全Ｒ＆Ｄ补贴的遴选标准，综合考虑新产品产出等产出性指标；转变Ｒ＆Ｄ补贴激励

机制，实行 “科技券”等后补助制度；发挥市场机制在研发创新中的主导性作用，减少政府替代性选

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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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由于研发创新活动 （Ｒ＆Ｄ活动）具有风险不确定性、成果知识溢出正外部性 （Ｌａｃｈ，
２００２）①等特征，市场机制下企业的 Ｒ＆Ｄ投入不可避免地会低于社会最优 Ｒ＆Ｄ投入水平 （Ｔａｓ
ｓｅｙ，２００４）②，因此各国政府普遍运用 Ｒ＆Ｄ补贴等科技创新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的研发创新
（Ａｓｃｈｈｏｆｆ，２００９）③。近年来，我国的公共 Ｒ＆Ｄ支出不断增长，给予企业 Ｒ＆Ｄ补贴和税收优惠
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２０１５年我国财政科技创新支出数量已经超过５８００亿，约占国家财政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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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４５％④。然而相对于不断增长的科技创新政策支出，我国科技创新政策的绩效却存在一定

程度的扭曲：一方面，相对于不断增长的科技创新政策支出，中国企业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研发

活动并不活跃 （安同良等，２００９）⑤；另一方面，大规模的补贴也带来部分企业的迎合投资，造
成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 （柳光强等，２０１５）⑥。

之所以政府Ｒ＆Ｄ投入的绩效不理想、或者存在扭曲，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四类解释：第
一类是基于 “挤出效应”。部分学者认为政府的 Ｒ＆Ｄ补贴可能一定程度上挤出企业自身研发投
入，进而会阻碍企业的研发创新 （Ｗｅｌｌｓｔｅｎ，２０００）⑦。第二类是基于 “资源错配”。部分学者认

为政府科技补贴政策的资源错配削弱了政策绩效，例如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６９）⑧指出政府 Ｒ＆Ｄ补贴
审批在企业的性质、规模和年龄等方面均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偏好，政治偏好带来的资源错配削弱

了Ｒ＆Ｄ补贴的正向作用。第三类解释是基于企业 “寻租行为”。大量研究指出有政治关联的企

业会通过寻租获取补贴，造成补贴资金的低效运用和错配 （余明桂等，２０１０）⑨。第四类是基于
“补贴机制”角度。Ｐｏｗｅｌｌ（２００５）⑩等研究指出由于机制原因，政府不能完全掌握企业的研发实
力状况，无法认定补助是否投向了合理项目。

以上文献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创新政策绩效扭曲的原因，但多是从政策本身及政策实施者角度

的分析，缺乏从政策对象角度的研究，无法捕捉到企业作为接受方的具体行为选择和最终创新效

率。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证明企业是推动创新的主导力量 （程虹、许伟，２０１５）瑏瑡，
科技创新政策绩效实现的关键，在于引导企业开展面向市场需求的研发创新，通过对市场需求的

满足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因此，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绩效的研究离不开对企业行为的分析。而

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发现了政策执行中企业的一些行为策略：例如，马晓鹏和温明月等研究发现

企业会通过 “项目包装”的方式应对政府的项目评选，以获取政府政策支持 （马晓鹏、温明月，

２０１５）瑏瑢。王红建、李青原 （２０１４）瑏瑣等发现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会通过负向盈余操纵的手段
迎合政府亏损补贴的筛选标准，进而获取政府的亏损补贴。赵璨、王竹泉等 （２０１５）瑏瑤则将 “盈

利状况差的企业通过盈余操纵、盈利状况好的企业通过寻租获得政策支持”的行为界定为企业

对政府政策的迎合。

迎合的概念最早是在１９７８年由Ｌｏｎｇ（１９７８）瑏瑥提出，用于解释经理人为迎合投资者情绪变化
而改变投资决策的行为，经理人的迎合行为会带来企业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在科技创新政策

中，政府作为Ｒ＆Ｄ补贴资金的发放者，一定程度上也相当于企业Ｒ＆Ｄ活动的投资人，也会带来
企业的迎合行为。Ｈａｌｌ＆Ｈａｒｈｏｆｆ（２０１２）瑏瑦曾指出，企业会通过简单的创新或片面追求数量性指
标的方式向政府传递创新能力的信息，以获取更多的政策支持。黎文靖和郑曼妮 （２０１６）瑏瑧在分
析我国产业政策时也发现，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会刺激企业进行低技术水平的策略性创新。企业这

种的策略性行为或迎合行为使得政策支持未能投向效率最优的企业，会造成政策资源的浪费

（何强，２０１３）瑏瑨。企业迎合也并非以最终满足需求的新产品产出为目标，可能带来企业自身研发
投入和企业精力的浪费，进而带来创新政策绩效的扭曲。因此本文假设，企业迎合行为或许是政

府Ｒ＆Ｄ补贴绩效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此，本文将运用 “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ＣＥＥＳ）的一手大规模企业调查数据，

探究企业在争取政府Ｒ＆Ｄ补贴这一具体的科技创新政策支持时的迎合行为，考察企业迎合行为
对政府创新政策绩效的影响，并试图分析企业迎合行为产生的原因。现有的研究关注到了企业面

对政府政策支持会存在策略性行为，这为本文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囿于数据可得性，已有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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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讨了产业政策等宏观政策环境下的企业行为，具体到企业研发创新，对企业研发创新行为影

响最直接的Ｒ＆Ｄ补贴的研究较为缺乏，显然这样的分析更具针对性。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
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运用一手的涵盖Ｒ＆Ｄ补贴、企业研发行为、专利申请、新产品产出
等信息的企业调查数据，观测政府Ｒ＆Ｄ补贴领域的企业研发及迎合行为，将会提供更加细致的
结论。另一方面，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实证检验了企业迎合行为对政府 Ｒ＆Ｄ
补贴政策绩效的影响，并试图探讨企业迎合行为产生的原因。此外，本文所用数据库中的企业样

本为基于中国第三次经济普查制造业企业数据库随机抽样而得，将弥补现有研究仅基于省份、行

业宏观数据或上市公司数据的缺憾。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武汉大学质量院等机构开展的 “中国企业 －劳动力匹配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ｕｒｖｅｙ，简称ＣＥＥＳ）的调查结果。该调查依据我国第三次经济普查制造业
企业数据库进行随机抽样，严格按照入企问卷调查的质量要求，于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连续两个年
度在广东省和湖北省获得了１２１０个有效代表制造业总体的企业样本。与现有数据相比，本次调
查在抽样的随机科学性、样本信息时效性和指标多元性等方面均做出了较大的改进 （程虹等，

２０１６）瑏瑩。本次调查的企业信息非常丰富，涵盖了企业的基本情况、财务状况、所获得科技创新
政策支持情况、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研发交流情况及企业专利产出、新产品产出等多方面信

息，为本研究提供了充分且逻辑自洽的研究数据。

（二）指标选取

企业的迎合是对科技创新政策遴选标准的迎合，各地的 Ｒ＆Ｄ补贴政策均会设置专利数量、
研发项目数量等筛选标准瑐瑠。相对于技术含量更高的发明专利及新产品的研发，非发明专利研发

及虚设研发项目成效更快且成本更低，更易达到迎合Ｒ＆Ｄ补贴筛选数量标准的目的。因此对于
企业迎合的界定，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从专利研发角度进行衡量；将企业为达到筛选标准而进

行低技术水平的非发明专利研发、建立迎合政府科技专项的研发项目等行为界定为 “企业迎合

行为”，并基于此分组。

１Ｒ＆Ｄ补贴虚拟变量：以２０１６年的ＣＥＥＳ调查数据中企业是否获得了Ｒ＆Ｄ补贴为依据，该
变量为０－１变量，表示符号为 “ｓｕｂ＿ｄｕｍｙ”
２Ｒ＆Ｄ补贴强度变量：我们采用企业获得的政府直接 Ｒ＆Ｄ补贴金额作为补贴强度的测量，

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该变量表示符号为 “ｓｕｂ＿ｉｎｎｏｖａ”
３Ｒ＆Ｄ补贴政策绩效变量：常见的科技创新政策绩效的衡量方式主要有研发支出等投入变

量及专利数、新产品产出等产出变量。鉴于科技创新政策绩效实现的关键，在于引导企业通过新

产品产出实现对市场需求的满足 （程虹等，２０１６），我们将新产品销售占比作为创新绩效的代理
变量。该变量表示符号为 “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ｐｒ”。
４迎合界定：虚拟变量，我们以企业专利数中非发明专利占比代表其迎合程度，比值在中

位数以上界定为迎合，赋值为１。该变量表示符号为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５专利产出：我们用企业获批的专利数衡量，并取自然对数。具体包括专利数 （ｐａｔｅｎｔ）、

发明专利数 （ｐａｔｅｎｔｉ）、非发明专利数 （ｐａｔｅｎｔｕ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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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控制变量：根据现有文献的基本原则，主要参照 Ｂａｌｌｏ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周煊等 （２０１２）、
黎文靖等 （２０１６）的做法，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研发投入 （ｆｉｒｍ＿ｒｄ）、研发人
员比 （ｆｉｒｍ＿ｒｄ＿ｐ）、研发部门 （ｒｄ＿ｄｅｐａｒｔ）、研发交流频率 （ｒｄ＿ｆｒｅｑ）；另外，根据毛其淋
（２０１６）等人的研究，企业类型、规模及政治关联均对能否获得 Ｒ＆Ｄ补贴有影响，因此本文加
入是否人大代表 （ＮＰＣ）、企业规模 （ｆｉｒｍ＿ｓｉｚｅ）、注册类型 （ｆｉｒｍ＿ｔｙｐｅ）等控制变量。

综上，本文所涉及的主要变量、表示符号及定义说明如下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ｓｕｂ＿ｄｕｍｙ 补贴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若企业获得了Ｒ＆Ｄ补贴，则该值为１，否则为０
ｓｕｂ＿ｉｎｎｏｖａ 补贴强度变量 计算ｌｎ（１＋补贴额／销售额），所得值为企业受补贴程度大小
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ｐｒ 新产品占比 计算ｌｎ（１＋新产品销售额／所有产品销售额）
ｐａｔｅｎｔ 专利总数 企业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５年获批的专利总数，取对数
ｐａｔｅｎｔｉ 发明专利数 企业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５年获批的发明专利数，取对数
ｐａｔｅｎｔｕｄ 非发明专利数 企业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５年获批除发明专利外的专利数，取对数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企业迎合 虚拟变量：企业有迎合行为则为１，负责为０
ｆｉｒｍ＿ｒｄ 企业研发强度 计算该年度企业研发支出金额占销售额的比重，取对数

ｆｉｒｍ＿ｒｄ＿ｐ 研发人员比重 计算该年度企业研发人员数占总员工的比重，取对数

ｒｄ＿ｄｅｐａｒｔ 独立研发部门 虚拟变量：若企业建立了独立研发部门则为１，负责为０
ｒｄ＿ｆｒｅｑ 研发频率 企业的研发交流频率，

ＮＰＣ 是否人大代表 虚拟变量：企业一把手为人大代表则为１，负责为０
ｆｉｒｍ＿ｓｉｚｅ 企业规模 根据国家统计局大中小微企业划分标准划分

ｆｉｒｍ＿ｔｙｐｅ 企业注册类型 １国有及集体企业、２私营企业、３港澳台资企业、４外资企业

　　 （三）模型建构与说明

结合已有关于Ｒ＆Ｄ补贴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本文的模型主要分为两部分：模型１主要
观测决定企业能否获得Ｒ＆Ｄ补贴的影响因素，以次观测企业是否存在迎合；模型２主要观测企
业迎合对Ｒ＆Ｄ补贴绩效的影响。两个模型分别如下：

Ｐｒｏｂｉｔ（ｓｕｂ＿ｄｕｍｙｔｊｋ＝１） ＝β０＋β１ｐａｒｔｅｎｔｔｊｋ＋β２Ｘｉｊｋ＋Ｄｊ＋Ｄｋ＋ε （１）
ｌｎｎｅｗｐｒｏｄ＿ｐｒｉｊｋ＝α０＋α１ｓｕｂ＿ｄｕｍｙｉｊｋ＋α２ｃａｔｅｒｉｎｇｉｊｋ＋α３Ｘｉｊｋ＋Ｄｉ＋Ｄｊ＋ε （２）
模型 （１）中，被解释变量ｓｕｂ＿ｄｕｍｙｉｊｋ指企业能否获得科技创新补贴，为虚拟变量。β０代

表常数项的系数；自变量 ｐａｔｅｎｔｉｊｋ代表企业获批的专利数 （包括专利总数 ｐａｔｅｎｔ、发明专利数
ｐａｔｒｎｔｉ、非发明专利数ｐａｔｒｎｔｕｄ），根据黎文婧、郑曼妮 （２０１６）等人的研究专利数对于企业能否
获得科技创新补贴具有重要的影响，发明专利数和非发明专利数可以反映企业的迎合行为，我们

对专利获批数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以之划分企业的迎合行为ｃａｔｅｒｉｎｇ；系数β１若显著为正则说
明企业的专利数是政府发放科技创新补贴的重要考虑因素。

模型 （２）中，被解释变量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ｃ＿ｐｒｉｊｋ指从企业的新产品产出角来衡量的创新绩效。自
变量ｓｕｂ＿ｄｕｍｙｉｊｋ是指企业是否获得科技创新补贴，另外控制了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ｉｊｋ反映企业迎合行为的作
用。若α显著正相关，则说明政府Ｒ＆Ｄ补贴对于企业绩效是正向激励的；若α１显著负相关，则
说明企业的迎合行为弱化了Ｒ＆Ｄ补贴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

两个模型均控制了企业的其他相关变量 Ｘｉｊｋ （企业规模、类型、政治关联、企业研发投入、
有无研发部门、研发交流频率等）；Ｄｊ和Ｄｋ分别为行业和地区虚拟变量；下标ｉ、ｊ、ｋ分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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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ｋ个地区的第ｊ个行业中的第ｉ个样本企业。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频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ｓｕｂ＿ｄｕｍｙ １１８７ ０２３３ ０４２３ ０ １
ｓｕｂ＿ｉｎｎｏｖｏ ９７１ ０５１２ １５４８ ０ １
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ｐｒ ９８１ ００９１ ０２１０ ０ １
Ｐａｔｅｎｔ ２２９ ２３８９ １２４３ ０ ７６０１
Ｐａｔｅｎｔｉ ２２１ ０９８４ １２０９ ０ ６３４９
Ｐａｔｅｎｔｕｄ ２２０ ２１０９ １２４７ ０ ５９１４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２１６ ０３７５ ０４８５ ０ １
ｆｉｒｍ＿ｒｄ ４５７ ５２７２ ２１８６ ０ １０３０９
ｆｉｒｍ＿ｒｄ＿ｐ １０５９ ００６６ ０１１８ ０ ２０３６
ｒｄ＿ｄｅｐａｒｔ １１００ ０４４５ ０４９７ ０ １
ｒｄ＿ｆｒｅｑ ７８６ ３１６３ ３８７１ ０ １５
ＮＰＣ １０８２ ０１４５ ０３５２ ０ １

　　 （四）特征性事实

为研究企业迎合行为对于政府Ｒ＆Ｄ补贴绩效的影响，本文先统计了一般情况下的政府Ｒ＆Ｄ
补贴的绩效表现。对于政府Ｒ＆Ｄ补贴对于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散点图显示政府的Ｒ＆Ｄ补贴对
于企业新产品产出具有正向的影响 （如图１所示），政府科技创新补贴一定程度上会有利于企业
创新产出的增加。这侧面反应了政府Ｒ＆Ｄ补贴对于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图１　企业获得Ｒ＆Ｄ补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的散点图

但根据专利产出的情况划分的企业迎合状况显示：具有迎合行为的企业，补贴对于创新产出

的拟合线的斜率明显小于无迎合行为的企业，即科技创新补贴对于企业科技创新的正向影响在迎

合组小于非迎合组 （如图２、图３所示）。这形象反映出，企业迎合行为可能会削弱政府Ｒ＆Ｄ补
贴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

图２　非迎合组企业获得Ｒ＆Ｄ补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图３　迎合组企业获得Ｒ＆Ｄ补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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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检验

本文的实证检验部分主要分三步：首先基于模型 （１），通过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分析影响企业能否获

得Ｒ＆Ｄ补贴的主要因素，并试图在此基础上识别企业对Ｒ＆Ｄ补贴中的迎合行为；其次，借鉴已
有研究思路，运用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方法整体上研究政府 Ｒ＆Ｄ补贴对于企业创新行为的影
响。最后，基于模型 （２）研究企业迎合对Ｒ＆Ｄ补贴绩效的扭曲效应。

（一）企业获得Ｒ＆Ｄ补贴的影响因素及企业迎合行为的界定
表３给出了基于 （１）式的企业创新能力因素对企业是否获得政府Ｒ＆Ｄ补贴的Ｐｒｏｂｉｔ回归估

计结果，模型１至模型６依次放入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部门、研发频率等反映企业创新活动的
变量，同时也控制了企业规模等其他控制变量。结果表明，企业获批专利数对于能否获得 Ｒ＆Ｄ
补贴在９５％的置信区间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专利获批数的影响系
数为０３４７，结果较为稳健。

表３　企业专利数对企业获取Ｒ＆Ｄ补贴 （ｓｕｂ＿ｄｕｍｙ）的Ｐｒｏｂｉｔ估计结果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Ｐａｔｅｎｔ ０３５７ ０３２９ ０３３３ ０３７１ ０３５５ ０３４７

（０１１４） （０１５５） （０１５９） （０１６２） （０１６３） （０１４７）
ｆｉｒｍ＿ｒｄ ００６６６ ００４３８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４９５ ００４９７

（００６９３） （００７２５） （００７４７） （００７８２） （００７７６）
ｒｄ＿ｄｅｐａｒｔ ０４６６ ０５２６ ０５４３ ０３７０

（０３８０） （０３８５） （０３８７） （０３０４）
ｒｄ＿ｆｒｅｑ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２２０）
ｆｉｒｍ＿ｒｄ＿ｐ －０１７０ ００６８９

（０７８８） （０７１６）
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ｐｒ ０４５９

（０４３６）
ＮＰＣ －０００８９７ ００６３８ ００５７９ ００５７４ ００５３１ ００４９８

（０２１１） （０２３９） （０２４１） （０２４６） （０２５６） （０２４３）
ｆｉｒｍ＿ｓｉｚ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ｔｙｐ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７３ －１０５７ －１１９９ －０８４７ －０７９９ －０７５２

（０６５７） （０８１４） （０８３８） （０８６２） （０８６８） （０８０８）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１７ １６５ １６２ １５５ １５３ １７２

　　注：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计算结果进行整理；、、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报告的是稳健的ｔ统计量。下同。

同时从表３可见，企业的研发投入 （ｆｉｒｍ＿ｒｄ）、研发部门 （ｒｄ＿ｄｅｐａｒｔ）、研发交流频率 （ｒｄ
＿ｆｒｅｑ）等反映企业实质研发活动的因素对于企业是否能否获得 Ｒ＆Ｄ补贴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新产品产出 （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ｐｒ）对于企业能否获得 Ｒ＆Ｄ补贴也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见政
府在决定是否发放Ｒ＆Ｄ补贴时，企业的研发部门、研发频率、研发人员占比、乃至新产品产出

４３



等指标并未实质地纳入政府筛选补贴对象的遴选机制内，而专利产出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这

在各地的补贴政策规定中也有体现。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企业的研发交流频率等信息难以被政府决

策部门所观测、而专利产出相对更为直观且更客观。这也就意味着企业若对政府的 Ｒ＆Ｄ补贴进
行迎合、将更多会从增加专利产出入手。

因此，企业迎合Ｒ＆Ｄ补贴政策的主要对策便是增加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非发明

专利）等非实质创新的专利申请，结合上文中做出的分组，我们进一步验证企业为获取政府

Ｒ＆Ｄ补贴会进行发明专利产出还是进行非发明专利产出，以观测企业对于Ｒ＆Ｄ补贴是否存在迎
合。结果显示企业的专利中对能否获取Ｒ＆Ｄ补贴具有显著影响的是非发明专利的数目，而发明
专利数的影响却并不显著 （如表４所示）。发明专利数对企业能否获得 Ｒ＆Ｄ补贴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由此可见企业策略性地增加非发明专利数是迎合政府 Ｒ＆Ｄ补贴政策较为可行的路径，
实证结果证明企业也确实存在为赢取政府 Ｒ＆Ｄ补贴而进行大量非发明专利申请的策略性行为，
这也与Ｔ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的研究结果一致。企业在寻求 Ｒ＆Ｄ补贴支持时存在策略性地增加非
发明专利申请等迎合行为。

表４　企业不同专利对获取Ｒ＆Ｄ补贴 （ｓｕｂ＿ｄｕｍｙ）的估计结果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Ｐａｔｅｎｔｕｄ ０２０２ ０２０８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５）
Ｐａｔｅｎｔｉ ０１７６ ０１９３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９）
ＮＰＣ ０１４２ ０１０９ ０１１２

（０２４４） （０２４５） （０２４７）
ｒｄ＿ｄｅｐａｒｔ ０４０４ ０３７７ ０２９７

（０３０３） （０３０４） （０３０８）
ｒｄ＿ｆｒｅｑ －００１６２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２１２）
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ｐｒ ０５２４ ０６０７ ０４９２

（０４３８） （０４３０） （０４４２）
ｆｉｒｍ＿ｒｄ＿ｐ ０３１６ ０３５５ ０２４７

（０７１３） （０７１４） （０７１９）
ｆｉｒｍ＿ｓｉｚ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ｔｙｐ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３４６ －１２４４ －１２７４

（０６１３） （０６０８） （０６１７）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６６ １６６ １６５

　　 （二）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政府Ｒ＆Ｄ补贴绩效分析
鉴于政府在补贴对象选择中存在特定的偏好，且企业本身也存在着选择效应，传统 ＯＬＳ方

法估计政策绩效难免存在偏误。因此，本文借鉴已有研究，采用 ＰＳＭ方法中的 Ｋ近邻匹配法检
验Ｒ＆Ｄ补贴政策的绩效，以克服样本的选择性偏误。本部分将样本分为试验组 （有 Ｒ＆Ｄ补贴）
和对照组 （无Ｒ＆Ｄ补贴），探讨政府Ｒ＆Ｄ补贴 （ｓｕｂ＿ｄｕｍｙ）对于企业创新绩效 （新产品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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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ｃ＿ｐｒ）是否存在差异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在克服了选择性偏误及内生性问题后，政

府Ｒ＆Ｄ补贴对于企业的创新绩效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一般情况下，政府科技

创新补贴对于企业的科技创新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

表５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

匹配方法 样本 统计指标 影响系数
是否有Ｒ＆Ｄ补贴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计量

Ｋ近邻匹配法

（ｎ＝１）

匹配前 ＡＴＴ ００７２ ０１９４ ０１２２ ２８１

匹配后 ＡＴＴ ００５８ ０１９４ ０１３６ １４７
匹配后 ＡＴＵ ００３７ ０１２３ ０１６０ １０４
匹配后 ＡＴＥ ００４５ － － １６０

Ｋ近邻匹配法

（ｎ＝２）

匹配前 ＡＴＴ ００７２ ０１９４ ０１２２ ２８１

匹配后 ＡＴＴ ００６９ ０１９４ ０１２６ １９０

匹配后 ＡＴＵ ００３３ ０１２３ ０１５５ ０９５
匹配后 ＡＴＥ ００４６ － － １７１

Ｋ近邻匹配法

（ｎ＝３）

匹配前 ＡＴＴ ００７２ ０１９４ ０１２２ ２８１

匹配后 ＡＴＴ ００６３ ０１９４ ０１３１ １８３

匹配后 ＡＴＵ ００３３ ０１２３ ０１５６ １０３
匹配后 ＡＴＥ ００４５ － － １６７

Ｋ近邻匹配法

（ｎ＝４）

匹配前 ＡＴＴ ００７２ ０１９４ ０１２２ ２８１

匹配后 ＡＴＴ ００６７ ０１９４ ０１２７ １９８

匹配后 ＡＴＵ ００３３ ０１２３ ０１５６ １０８
匹配后 ＡＴＥ ００４６ － － １７５

　　注：是否有科技创补贴 “０为无、１为有”对于新产品研发比例的影响

（三）企业迎合行为对Ｒ＆Ｄ补贴绩效的影响

基于上文ＰＳＭ的估计，克服选择性偏误及内生性问题后，政府Ｒ＆Ｄ补贴对于企业的创新绩

效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此，表６在式 （２）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迎合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这一

变量来观测企业迎合行为对于Ｒ＆Ｄ补贴绩效的影响。企业迎合主要从企业非发明专利单方面产

出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１）和迎合政府科技专项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２）两方面进行估计。
表６　企业迎合行为对Ｒ＆Ｄ补贴绩效影响的估计

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ｃ＿ｐｒ 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ｃ＿ｐｒ 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ｃ＿ｐｒ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１ －００６６６

（０４４２）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２ －０８６０

（１１５３）
ｓｕｂｕｓｄｙ＿ｉｎｎｏｖ ０７３４ ０４８０ ０４８０

（０４２３） （０２６０） （０２６０）
ｆｉｒｍ＿ｒｄ ０２３６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２

（０１３７） （００７８６） （００７８９）
ｒｄ＿ｄｅｐａｒｔ ０６７２ －０１４１ １５１７

（０３１０） （０６３４） （１１７９）
ｐｉｎｌｖ ００２６５ ００８９２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３１８） （００６５５） （００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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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ｒｍ＿ｒｄ＿ｐ ０１４３ ０７５２ ０１８１
（１１０４） （１５７５） （１１０５）

ｆｉｒｍ＿ｓｉｚ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ｔｙｐ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６６７ －２０２２ －１６４４

（０６７６） （１５４２） （０６７６）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３ １３４ ３６３

　　估计结果显示，在Ｒ＆Ｄ补贴对于企业创新具有正向显著影响的基础上，加入企业迎合变量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后，虽然政府Ｒ＆Ｄ补贴对于企业创新产出依然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其影响系数明
显变低 （由０７３４到０４８０），可见迎合行为弱化了 Ｒ＆Ｄ补贴的正向影响。同时，企业的 Ｒ＆Ｄ
投入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系数也降低，即企业因为迎合政府科技创新补贴而进行非实质创

新，会降低企业研发本身的研发效率。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盲目进行非发明专利产出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１）和迎合政府科技专项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２）等两种行为均扭曲了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的绩效，造成
新产品产出数的降低。虽然企业迎合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在回归结果中不显著，但由其系数为负说明其
对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负向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迎合行为弱化了政府 Ｒ＆Ｄ补贴的绩效，造成
了政府Ｒ＆Ｄ补贴绩效的扭曲。企业以获取政府Ｒ＆Ｄ补贴为目的的迎合行为主要是进行科技含量
较低的非发明专利的研发，或是针对政府科技专项而设立研发名目。这一行为并不是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导致企业未能将精力和资源投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带动新产品产出的研发创新活动，

因此也不能有效推动技术进步和新产品产出，进而会造成政府Ｒ＆Ｄ补贴绩效的扭曲。
（四）企业迎合行为产生的原因分析

上文的实证结果证明了现行的政府Ｒ＆Ｄ补贴机制下，企业会通过增加非发明专利而不是增
加发明专利等方式来迎合政府发放Ｒ＆Ｄ补贴时的专利数量标准，企业的迎合行为会对Ｒ＆Ｄ补贴
的绩效产生扭曲。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结果，主要是由于政府财政支出的目标短期性与企业研发长

周期间的时间冲突所导致。具体来看：

追求短期目标的Ｒ＆Ｄ补贴制度与企业研发长周期间存在一定的冲突。现在机制下，注重结
果导向的Ｒ＆Ｄ补贴有明显的短期目标导向。一方面，我国政府财政为年度预算制，每年的科技
创新补贴均是当年结算，周期较短，这便导致大量企业的为了较快获得具有年度效应的创新投

入，不得不采用见效较快的短期性创新行为。另一方面，政治锦标赛机制下，地方经济绩效成为

官员考核和竞争的重要标准 （周黎安，２００７）瑐瑡；为实现经济赶超，地方官员也更倾向于对短期
内能出成果的创新行为进行扶持。现行补贴政策下，企业上年度专利总数是 Ｒ＆Ｄ补贴发放的一
项重要筛选指标。然而，一般而言，高技术水平的发明专利研发风险相对较高、且投入较大、周

期较长。一项高质量的创新产出与 Ｒ＆Ｄ投入间存在较长的时滞 （Ａｌｍｕｓ，２００３）瑐瑢，高技术水平
的发明专利产出不可能短期完成。因此企业便更倾向于通过 “短平快”的非发明专利来迎合政

府Ｒ＆Ｄ补贴的筛选标准。
如前文所言，非发明专利相对而言创新周期较短、难度较低，相对于发明专利，短期可出成

效，比对政府政策要求设立研发项目难度也较低。在技术评价体系与企业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的

情况下，企业便会策略性地增加非发明专利数或依政府要求而设立研发项目，以此来迎合 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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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的筛选标准。大量要素被投入到短期性的、收效快的低质量创新行为，并不利于创新的长远

发展；当企业的主要行为集中在迎合政府的筛选标准时，其在自主研发上的投入也会降低，这便

削弱了Ｒ＆Ｄ补贴对企业及社会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一手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对Ｒ＆Ｄ补贴的迎合行为，研究了企业迎合对Ｒ＆Ｄ
补贴政策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诱使企业迎合的原因。研究发现：由于 Ｒ＆Ｄ补贴目标导向的短
期性和企业科技创新的长期性间存在矛盾，诱使企业为获取具有短期效应的 Ｒ＆Ｄ补贴而采取回
报周期较短的低技术水平创新，以迎合补贴政策。在现行的补贴遴选机制下，企业主要通过增加

微小的、低技术水平的非发明专利、比对政策要求设立研发项目等行为来迎合 Ｒ＆Ｄ补贴的遴选
标准。同时研究基于ＰＳＭ方法得出，企业的迎合行为会导致科技创新政策资源的错配，使政策
资源未能流向真正能带动技术进步和新产品产出的研发行为，而是流向了短期目标导向的低技术

创新，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创新政策绩效的扭曲。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结论，本文的主要政策建议如下：第一，转变科技创新政策的激励机制，

并加强对企业创新行为的沟通及跟踪。一方面，推广 “科技券”等后补助制度，变 “事前申报”

为 “事后审核”，加强对企业创新成果的甄别和筛选；另一方面，及时了解企业的研发动态，加

强对企业研发行为的跟踪监测，使政策支持运用在真正可以推动技术进步的研发行为上。第二，

科学制定政策扶持对象的筛选标准。不应仅将专利数量和研发项目数量等作为筛选依据，也需综

合考虑实际研发支出、研发人员实力及新产品产出等反映企业实际创新研发能力的指标。通过综

合的创新能力指标筛选补贴对象，对研发能力强的企业加大支持力度，逐步培育和增强企业的自

主研发能力。第三，长远来看，应发挥市场的主导性作用，减少政府替代选择行为。技术创新本

身为市场行为，政府并不能准确判断企业的研发能力，政府也不应该是社会投资的 “主角”（徐

文舸、龚刚，２０１５）瑐瑣。因此建议逐步取消科技创新补贴，政府部门应主要致力于维护公平的市
场环境，通过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方式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市场竞争的优胜

劣汰机制筛选出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引导社会要素资源自觉流向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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