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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R＆D 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文献综述

胡 凯

( 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摘要:企业创新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复杂的特征，从行业、企业及政府三个视角总结了国内外关于

企业 R＆D 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其中，行业的视角主要包括市场结构、产业类型、行业技术水平等因素;

企业的视角主要包括企业规模、人力资本、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 政府的视角则主要关注技术创新政策的效率。
相对来说，从政府的角度研究技术创新政策对企业 R＆D 行为影响的文献少得多。由于 R＆D 活动的不确定性

以及溢出效应，政府支持亦是影响企业 R＆D 行为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我国国情有别于西方国家，政府在资源配

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从政府的视角探析技术创新政策对企业 R＆D 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

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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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actors Influencing Enterprise R＆D Behavior
———A Literature Review

HU Kai

(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45，China)

Abstract: An enterprise’s R＆D behavior is complicated as it wa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We re-
view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industry，business and government． The industry
perspective includes market structure，type of industry，and technology level; the business perspective in-
cludes firm size，human capital，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government perspective focuses on the ef-
ficienc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 The literature is relatively much less which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 on enterprise’s R＆D behavior from the government perspective． Due to the uncer-
tainty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R＆D activities，government’s support is also a key factor affecting enterprise’s
R＆D behavior，particularly in China，where gover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llocating resources．
Therefore，it is worthy of further in － depth research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 on
enterprise’s R＆D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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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mpeter( 1912) 开创性指出创新是经济增

长的 源 泉，是 一 种 创 造 性 毁 灭。Nelson，Winter
( 1982) 及 Malerba，Orsenigo( 1996 ) 认为熊彼特所

述的创新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创新
［1］。技术创新

是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

转化( C Freeman，199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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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在对技术创新的研究中形成了许多

真知灼见的理论，有代表性的包括国家竞争优势

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区域创新体系理论等。
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公私部门机构组成的网络，

企业是创新体系的核心( Chris Freeman，1987) ，国

家的创新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创新各主体

如何 相 互 联 系 成 为 一 个 创 新 集 合 体 ( OECD，

1997) ［3］，政府政策在影响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

和实绩方面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Guido Reger，Ul-
rich Schmoch，1996 ) 。区域创新体系理论同样强

调一个经济体的创新绩效依赖于公司和研究机构

的创新能力，以及它们与公共机构之间的相互作

用( Doloreux D，2002) ［4］。
学者们在研究中发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

创新过程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线性的创新模式

正在朝着相互依赖的、不断演化的创新模式转变。
在这种创新模式中，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创新，而在

众多主体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他们在区域乃至

国 家 层 面 的 创 新 活 动 中 扮 演 了 非 常 重 要 的 角

色
［5］。因此，关于企业 R＆D 行为的研究一直是

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主要从行业、企业

及政府等 3 个视角对影响企业 R＆D 行为的因素

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一)从行业的视角

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 ( 如市场竞争程度、行

业技术水平、产业类型) 是学者们研究企业 R＆D
行为的一个重要视角。熊彼特最初所设想的垄断

力量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开了此类研究的先河。
( 1) 市场结构。Scherer［6］ ( 1967 ) 运用 1960

年 58 个美国制造产业数据对市场结构与 R＆D 强

度的关系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发现 R＆D 人员强

度与市场集中度( 用四厂商集中度表示) 之间呈

现倒 U 型函数特征。研发努力随着市场力量而

增加主要发生在市场力量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一

旦超过某一临界值，市场力量可能不再有利于技

术创新。Levin 等
［7］( 1985 ) 发现，四厂商集中度

与企业 R＆D 支出强度及创新数量之间均呈现倒

U 型特征，其中当四厂商集中度为 52% 时 R＆D
支出强度达到最大，当四厂商集中度为 54% 时创

新数量达最大。
( 2) 行业技术水平。行业技术水平的高低将

影响企业 R＆D 行为。Cohen 等
［8］( 1987 ) 的研究

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差异中约 50% 是由行业

技术差异造成的。Globerman［9］( 1973 ) 运用加拿

大 1965—1969 年 5 个制造产业数据所做的研究

发现，在高技术机会产业中，市场集中度对 R＆D
人员强度有显著负影响; 在低技术机会产业中，市

场集中度对 R＆D 人员强度有不显著正影响。
( 3) 产业类型。Shrieves ( 1978 ) 研究了产品

特征对企业 R＆D 行为的影响。在原料品和消费

品产业中，市场集中度对 R＆D 人员有显著正影

响; 非专用耐用品产业中，市场集中度有不显著正

影响; 专用耐用设备产业中，市场集中度有显著负

影响。创新模仿率高的行业中市场力量为企业创

新活动提供了更大的激励
［10］。

(二)从企业的视角

企业 R＆D 行为与企业自身特征有密切的关

系，其中企业规模是学者们关注最多的一个因素。
企业规模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长期备受

争议的话题。熊彼特开创性地探索了规模与垄断

力量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他认为只有大企业

才负担得起研发费用，规模大且多元化的企业可

以通过大范围的研发创新来消化失败。因此，大

企业比小企业承担了更多比例的创新份额。自

此，研究企业规模与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努力从

未间断，涌现出一系列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
在早期的研究中假定企业规模与创新之间存

在单调的线性关系，如 Villard［11］( 1958 ) 发现，从

事 R＆D 活动企业的比例随企业规模而上升。后

来更多的研究则表明企业规模与 R＆D 活动之间

可能存在非线性的函数关系，并且存在拐点。但

有意思的是，对于这种非线性关系的认识却出现

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企业规模

与 R＆D 活动存在倒 U 型关系。Schere［12］( 1965)

发现 R＆D 人员和企业规模之间存在倒 U 型关

系; Soete［13］( 1979) 运用 1975—1976 年美国大企

业样本发现，企业规模与 R＆D 投入之间呈倒 U
型特征，但按产业类别将样本分组后，不同产业中

的企业规模与 R＆D 投入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模式，

另一种观点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Bound 等
［14］

( 1984) 发现研发经费强度与企业规模之间存在

U 型关系，R＆D 强度先随规模下降而后又随规模

上升，即最小和最大企业的 R＆D 强度比中等规模

企业更大; Pavitt 等
［15］( 1987 ) 也发现了类似的 U

型关系。
研究中发现的企业规模与 R＆D 活动之间这

种扑朔迷离关系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源于研究

样本数量与统计方法的差异; 有的则是因为选取

了不同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还有的是因为没

有考虑到企业中不同业务、不同产品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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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结构与研发活动的关系也引起许多

学者的关注。Marcela 等
［16］ ( 2002 ) 从所有权结

构、财务结构、管理和组织结构方面比较研究了德

国、瑞典、丹麦、法国和英国的公司治理特征对企

业创新的影响。Munari［17］( 2003 ) 认为不同的公

司治理结构( 如治理形式、股权结构等) 将对企业

R＆D 活动产生影响，私有化带来的委托代理关系

的改变可以刺激企业的 R＆D 投资及绩效。
(三)从政府的视角

政府对企业 R＆D 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技

术创新政策，许多学者研究了政府的 R＆D 补贴以

及税收减免等科技激励政策工具对企业 R＆D 行

为的影响，由于采用研究方法、变量、样本大小、研
究时间、数据来源等不同，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

论。
有的学者认为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 R＆D 投

入具有替代效应，即政府研发资助会减少企业

R＆D 投入，如 Shrieves ( 1978 ) ，Higgins ( 1981 ) ，

Wallsten［18］( 2000) 等。有的则认为政府研发资助

对企业 R＆D 投入具有互补效应，即政府研发资助

对企 业 R＆D 投 入 产 生 正 向 影 响，如 Busom
( 1999) ，Lee 等

［19］( 2003) 。有的则认为政府研发

资助对企业 R＆D 投入的影响在不同企业表现出

差异，如 Gorg 等
［20］( 2007) 。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相对于国外而言，国内对于企业创新的研究

还比较少，我们仍从行业、企业、政府三个视角来

梳理研究企业 R＆D 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一)从行业的视角

朱恒鹏
［21］( 2006) 利用国内 10 个省市 800 余

家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对企业创新行为的

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企业拥有一

定的市场力量既有助于企业创新强度的提高，也

有助于自主创新比例的增加。不过，随着企业市

场力量的扩大，市场力量对创新投入强度的促进

效应会逐步减弱。安同良等
［22］( 2006 ) 通过对江

苏省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对我国制造业企业

R＆D 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行业是影响

企业研发活动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各行业的 R＆D
行为( 表现在 R＆D 强度、R＆D 频率、R＆D 主体、
R＆D 投向等) 存在明显的差异，如医药制造行业

的 R＆D 强度 ( 科技经费支出额 /销售收入) 达到

了 10． 15%，远高于石油加工和炼焦业的 0． 25%，

行业在技术特征和市场特征上的差异也导致企业

R＆D 行为呈现出内生化的行业差异。张杰等
［23］

( 2007) 发现在那些以产品创新竞争为主的高技

术机会产业中，企业更倾向于实施自主创新; 而在成

熟的传统行业中，企业倾向于技术引进或模仿。
(二)从企业的视角

和国外研究类似，国内学者也将“企业规模”
作为重点进行了研究。安同良等 ( 2006 ) 发现小

公司、中型公司、大公司 R＆D 强度的趋势存在明

确的、倾斜的 V 型结构，而非 U 型或倒 U 型; 我国

小公司的 R＆D 强度更大，R＆D 行为更具进取性。
与安同良等人不同的是，我国学者的实证分析更

多地支持企业规模与 R＆D 强度之间的倒 U 型关

系。张杰等( 2007 ) 通过对 342 份江苏省制造业

企业的调查问卷的分析表明，企业销售收入与创

新强度之间出现显著的倒 U 型关系，测算出企业

规模拐点约在 227 亿元，并得出了“现阶段发展

具有适度市场垄断能力的大企业是培养我国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关键”的结论。朱恒鹏 ( 2006 ) 对

822 家民营企业、孔伟杰等 ( 2009 ) 对 1 454 家制

造业企业、刘锦英
［24］( 2010) 对 287 家光电子企业

进行的实证研究都发现了企业规模与创新强度之

间的倒 U 型关系。高良谋、李宇
［25］( 2009 ) 认为

组织变量与市场力量对不同规模企业技术创新选

择性作用导致了这种倒 U 关系。
除了企业规模之外，学者们还比较多地结合

我国实际情况对所有制性质与企业 R＆D 行为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刘小玄
［26］( 2000 ) 分析了

所有制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发现私营个体企业的

效率最高、国有企业效率最低。姚洋等
［27］( 2001)

认为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更高。周

黎安等
［28］( 2005 ) 运用我国 1985—1997 年 30 个

省级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对企业规模、所有制性

质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企业

规模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这种正向

关系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方面不

存在这种显著的关系，这表明企业规模与创新之

间的关系对所有制性质和公司治理结构的依赖。
安同良等 ( 2006 ) 发现外国公司的 R＆D 强度最

高，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公司最低，且不同所有制企

业在 R＆D 频率、主体、投向上也有显著差异。吴

延兵
［29］( 2007) 发现不同性质的产权结构在 R＆D

投入上具有不同的激励效果，法人资本、个人资本

占总资本的比重对企业 R＆D 强度有显著的正影响，

界定清晰的产权结构有利于企业增加 R＆D 投入。
除此之外，我国学者还分析了地区、人力资本

等因素对企业 R＆D 行为的影响。朱恒鹏( 2006 )

发现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动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

异，广东的民营企业倾向于实施引进或模仿创新，

而浙江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自主创新。张杰等

( 2007) 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积淀较深、开放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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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区的企业相对经济刚起飞地区的企业，有着

更强的自主创新动机和技术发展能力，比如苏南

地区企业的创新强度显著高于苏北地区企业。吴

延兵等
［30］( 2009) 研究了企业法人代表、总经理和

员工三个层面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企业研发行为的

影响，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对企业研发行为表现出

显著正效应。
(三)从政府的视角

国内学者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两种方法研

究了政府对企业 R＆D 行为的影响。有的学者采

用博弈论的方法进行了经验研究，如柳剑平等
［31］

( 2005) 构建了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模型，分析了税

收和补贴对企业 R＆D 活动的影响，在技术溢出较

高的情形下，政府应该补贴企业的产出和 R＆D 投

入; 在技术溢出较低的情形下，政府应该在补贴产

出的同时对企业的 R＆D 投入征税，引导企业实现

社会最优水平的 R＆D 活动。生延超
［32］( 2008) 构

建了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模型，对政府介入技术联

盟创新策略的两种典型方式( 创新投入补贴和创

新产品补贴) 进行了分析，发现政府对创新产品

补贴的 效 率 要 优 于 对 创 新 投 入 补 贴。安 同 良

等
［33］( 2009 ) 认为政府直接对企业进行 R＆D 补

贴，往往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企业逆向选择行为而

达不到预想的激励效果，他们建立了一个企业与

政府之间的动态不对称信息博弈模型，指出政府

的最优方案是通过提高原始创新的专用性人力资

本价格形成分离均衡。还有些学者则对政府税收

和 R＆D 补 贴 进 行 了 实 证 分 析，如 朱 平 芳 等
［34］

( 2003) 分析了上海市的政府科技激励政策对大

中型企业自筹 R＆D 投入的影响，发现政府的科技

拨款资助和税收减免这两个政策工具对大中型企

业增加 R＆D 投入有积极效果，科技拨款资助的刺

激效果随资助程度而变化; 当提高到一定限度后

刺激效果开始下降，过多或过少的拨款资助都会

降低企业 R＆D 效果。吴延兵 ( 2009 ) 以 1994—
2002 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为样本、解维敏等

( 2009) 以 2003—2005 年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了政府资助与企业 R＆D 投入的关系，结果表

明政府 资 助 对 企 业 增 加 R＆D 投 入 有 显 著 影

响
［35 － 36］。姜宁等

［37］( 2010 ) 以高技术产业为例，

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 R＆D 投入的影响，发现政

府补贴并不一定会促使企业增加 R＆D 投入水平，

其效应与政府补贴率有关，并且该效应因行业不

同而存在较大差异。

三、研究启示

总结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

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国外学者对企业 R＆D 行为的研究起步

很早，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至今涌现了非常多

的成果。但是国外学者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针对

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以发展中国家企业为研究对

象的很少。某国企业 R＆D 行为与该国经济、社

会、文化、制度等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国外学者的

研究成果只能借鉴，不能照搬。
第二，与 国 外 学 者 相 比，国 内 学 者 对 企 业

R＆D 行为的研究要晚很多，从 20 世纪 90 年代才

开始出现较多的研究文献。但是，国内研究以定

性分析居多，对于企业 R＆D 行为进行大样本实证

分析的研究成果比较少。
第三，影响企业 R＆D 行为的因素可以归纳为

三方面: 分别是行业特征( 包括市场结构、行业技

术水平等) 、企业特征 ( 包括企业规模、公司治理

结构、地区、企业人力资本等) 及政府支持 ( 包括

R＆D 补贴、税收优惠、专利保护、政府采购等) 。
国内外大多数文献主要关注市场结构与企业规模

这两个因素对企业 R＆D 行为的影响，以验证或反

驳熊彼特最早提出的“关于市场力量、企业规模

与企业 R＆D 行为关系的两个著名假设”。相对

来说，从政府的角度研究技术创新政策对企业

R＆D 行为影响的文献就少得多。事实上，由于

R＆D 活动的不确定性以及溢出效应，政府支持亦

是影响企业 R＆D 行为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我国

国情有别于西方国家，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因此从政府的视角探析技术创新政策

对企业 R＆D 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

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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