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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本文以2013~2017年我国医药制造企业为例，对政府补贴与医药制造企业技

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关于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作用机理；其

次通过平衡面板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并运用stata17.0进行验证得出政府补贴与医药制造企业技术创

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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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is the new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aking Chinese pharmaceutical en-
terprises from 2013 to 2017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irstly, it elaborates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subsidy on Chinese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econdly, a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balancing panel data and verified by stata17.0.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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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conclud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inally, reasonable sugges-
tions we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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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信息经济时代，创新是一个企业长久而坚实的发展基石，是提高产品竞争力、提升企业创造力的

核心因素，且创新驱动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近年来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但由于政府管制过度以及技术外部性等原因造成了企业技术创新不足，导致“市场失灵”现象出现。目

前我国医药创新体系处在转型升级阶段，国家要重视创新研发机会，在完备的基础上追求高端化发展，

从多方面深度思考医药制造产业的走向。 
医药制造业关系到国民健康及国家长远发展，疫情下我国医药用品需求急增，各级政府及多家金融

机构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出多项专门针对医药制造企业的优惠政策，保障该行业的发展，使得我国的

新冠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政府补助对医药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 

我国政府对医药制造业的管制比其他行业要严格，加之该产业对技术和研发人员具有更高要求，造

成医药制造企业的研发投入巨大，但同时也能带来更高的收益。一些学者对政府补助和企业创新活动二

者之间的关系及传递机制进行研究，曹建海，邓菁(2014)通过构建企业研发模型，发现研发活动的沉没成

本和补贴的持续性会影响政府补贴的创新激励效果，不同的补贴模式也会改变企业预期[1]。朱晓妃(2020)
在其研究运用政府干预理论认为政府补贴缓解了企业投入研发资金的压力，降低了研发过程中出现的风

险，继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技术研发人员的创新意愿[2]。郭玥(2018)通过构建政府补助信号传递机制模

型，发现政府对企业进行补助会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能增加其市场价值，引起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关注，

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3]。疫情期间医药制造企业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大多数学者对技术创新

的研究针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或者是其他企业，缺乏对医药制造企业的单独研究，因此，本研究从宏观政

策对微观企业调节作用的视角出发，探究政府补助对我国医药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效果。 

2.2. 政府补助对医药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是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通行做法，也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有效途径，但学术

界对于政府补贴能否真正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却有很大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补助为企业带来了较强的

正面效应，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park 等(2012)研究发现生物技术类企业获得政府补助可以促进其研发

活动，增加研发支出[4]。黄文娣等(2020)在研究中指出政府补贴能刺激企业管理层增加创新投入，且当

政府补贴的投入力度高于 0.043 时，促进作用更显著。区别于以往观点，有学者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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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理论等视角，提出政府补助并不一定会促进企业创新[5]。正如张辉(2016)通过回归分析得出政

府补助对创新投入存在长期挤出效应的结论，因为过高的政府补助使企业产生某种程度的依赖性，从而

减少创新投入[6]。童锦治等(2018)从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出发，指出政府补助对处于成熟期企业的

研发创新产生更积极的影响，而对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影响较小[7]。学术界的第三种观点是政府补

贴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蓝图等(202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在前期能促进企业

研发活动，但部分企业在后期将政府补贴转移至经营活动，从而对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8]。 
综合以上观点，对于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学者们存在着不同看法。在新冠疫情期

间医药制造企业不仅生产出国家所需的医疗卫生用品，保障人民健康，并且具备创新实力，孵化出许多

科研成果，符合医药企业的特殊性及政府补助动机，故提出如下假设：政府补助对我国医药制造企业的

技术创新具有激励作用。 

3. 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 2013~2017 年在沪深 A 股上市的医药制造企业为初始样本，剔除样本严重缺失、ST、*ST 和

2017 年之前退市的企业，最终得到 133 家医药制造企业在 5 年间的平衡面板数据，共计 665 个观测值。

全部数据均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并运用 STATA17.0 对数据进行分析。 

3.2. 变量选择与衡量 

3.2.1. 被解释变量 
医药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按照冯根福等(2021)的方法[9]，使用医药制造企业当年所有申请专利数量

并做对数化处理来衡量该变量。 

3.2.2. 解释变量 
政府补助。借鉴杨洋等(2016)的研究成果[10]，使用政府对企业的直接补助衡量该变量，并做对数化

处理。 

3.2.3. 控制变量 
为降低遗漏变量对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补助之间关系的干扰，减少回归系数偏差，本研究引入以下

4 个控制变量：企业规模 size，以企业总资产为基准，并做对数化处理；企业年龄 age，即企业成立至今

的年数；净资产收益率 roe，反映企业利用资本的创收能力，盈利越多，企业投入创新资金的可能性就越

大；财务杠杆 lev，以资产负债率表示，衡量企业利用借入资金生产经营的能力。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衡量方法 

被解释变量 innovation 医药制造企业技术创新 企业专利申请的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sub 政府补助 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size 企业规模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age 企业年龄 企业成立年限 

roe 净资产收益率 企业净利润/企业总资产 

lev 财务杠杆 总负债/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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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型构建 

为检验政府补助是否对医药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激励作用，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0 1 , ,, ,sub controlsinnovation i k ti t t it iβ β β ε= + × + × +∑                            (1) 

其中 ,innovationi t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第 i 企业 t 年的技术创新； ,subi t 表示企业 i 在 t 年获得的政府补助；

,controlsi t 为数个企业特征控制变量； 0β 为常数项； 1β 的数值可用于衡量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

效果； kβ 表示各控制变量的系数； ,i tε 是随机干扰项。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 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变量的均值与其中位数相差较小，表明样本成

正态分布。医药制造企业专利申请数的自然对数均值 2.592，可见我国医药制造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综合

不高，且专利申请数多的企业与专利申请数少的企业存在较大的差距，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 6.263。
政府补助强度的极值之间有较大差距，但均值达到 16.28，可知我国大部分医药制造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

享受着政府给予的优惠。基于上市公司的规定要求，各个医药制造企业的规模相差较小，而净资产收益

率普遍较低。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jor variables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p50 SD Min Max 

innovation 627 2.592 2.639 1.236 0 6.263 

sub 663 16.28 16.28 1.374 7.824 20.02 

size 665 22.03 21.97 0.883 19.64 24.85 

roe 665 0.0660 0.0600 0.0610 −0.333 0.340 

lev 665 0.326 0.303 0.188 0.0250 0.984 

age 665 24.20 24 4.463 14 36 

4.2. 相关性分析与共线性诊断 

在做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先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共线性诊断。如表 3 所示，政府补助在 1%显著

水平下与医药制造企业技术创新呈正相关，说明政府补助对医药制药企业技术创新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初步验证了前文的研究假设。此外，在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的相关系数呈显著正相关，这是因为企

业规模越大，融资渠道越多，研发所投入的资金越多，从而促进医药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collinearity diagnosis 
表 3. 相关性分析与共线性诊断 

变量 innovation sub size roe lev age VIF 

innovation 1       

sub 0.476*** 1     2.060 

size 0.476*** 0.698***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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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roe 0.163*** 0.176*** 0.118*** 1   1.430 

lev 0.141*** 0.203*** 0.205*** −0.442*** 1  1.550 

age 0.0240 0.094** 0.187*** −0.0510 0.250*** 1 1.100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为了避免变量系数出现偏差，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来检验模型变量间的共线性程度。由表 3 的

结果可知，政府补助与企业规模的 VIF 数值较高，其他的 VIF 值较低，但所有变量的 VIF 数值小于 10，说

明变量之间没有多重共线性。 

4.3. 回归分析 

表 4 的结果显示模型的 F 值为 49.07，通过了 F 检验，表明上述模型有较好的整体回归效果；R²的
值为 0.283，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尚可。在回归结果中，政府补助的系数 0.219，且在 1%的水平上为显著，

说明政府的直接补助对我国医药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激励效果，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基于此，

本研究认为政府补贴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注入了新的资金，激发研究人员的研发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加大对医药制造企业的投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Table 4. Multiple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多元回归结果 

 (1) (2) 

Variables innovation apply 

sub 
0.219*** 0.238*** 

(4.93) (5.08) 

size 
0.409*** 0.307*** 

(5.97) (4.44) 

roe 
2.760*** 3.034*** 

(3.20) (3.56) 

lev 
0.611** 0.704** 

(2.17) (2.49) 

age 
−0.019** −0.028*** 

(−1.97) (−2.85) 

Constant 
−9.933*** −8.234*** 

(−8.74) (−7.25) 

Observations 627 596 

R-squared 0.283 0.259 

F test 0 0 

r2_a 0.277 0.253 

F 49.07 41.29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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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变量中，所选取的多个控制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而对医药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

较为明显的影响。其中，企业规模(size)与医药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呈现正向显著关系，表明医药制造企

业规模越大，科研实力越强，将更有益于企业的创新发展。而企业年龄(age)却呈现负向相关，这可能是

由于此类企业成立时间长，拥有较多的产出成果，会减少相应投入，而政府补助依然维持一定强度，从

而引发挤出效应。净资产收益率(roe)正向影响医药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说明收入效益的提高利于

企业的创新，净资产收益率每提升 1 单位，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增加 2.760 个单位。资产负债率(lev)
的激励效应较弱，或是因为企业可支配流动资产的缺乏制约了技术创新。 

4.4.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论可靠，本研究通过变量替换法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仅使用专利申请总数可能不足以

准确地衡量医药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但是在我国授权的专利体制下，发明专利申请(apply)需要比

外观专利申请和实用型专利申请接受专利审查部门更为严格的审批制度与标准，且实用性强，显著促进

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可靠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因此将其代入模型中替代专利申请总数(innovation)。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4(2)列所示，政府补助仍然与技术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 0.238，由此可

知政府补助可以促进我国医药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通过分析，两次回归分析的研究结果未发生实质性

的改变，因而从企业层面看，不论使用申请专利最终授权数，还是发明专利申请数衡量技术创新，政府

补助对我国医药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激励效果都是稳健的。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经营发展和未来经济飞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基于 2013~2017 年我国医药制造企

业平衡微观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政府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通过相应的补助政策，对我国医药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起到促进作用。 

5.2. 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到如下启示： 
1) 政府需要健全补助审批与监督评估机制以保障资金的使用 
我国政府日益重视技术创新的影响力，在实践中，政府为相关企业提供大量资金或者税收优惠提升

其创新能力。但是如何确保真正有研发需求的企业获得政府补助并将其正确合理运用到研发项目中需要

政府在制定补助政策时予以考虑，比如，对企业的运营情况进行考察，建立基本的认知，判断企业是否

拥有切实需求；其次，为避免企业擅自将政府补助挪用至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中，政府应在发放补贴的评

估验收中加强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力度，完善监督机制，从而提高政府补助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2) 企业应积极配合政府，提高补助利用率和长期发展能力 
当企业不能获得较好的市场效果与运营效益，且补助利用率不高时，政府很大程度上会削减向企业

提供的资金或优惠，因此，企业要树立长远的发展目标，积极与政府合作，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我国医药制造业的发展，其推动力在于创新，因此，企业应该在市场中把握关键技术，进行研发创新活

动，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强企业长期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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