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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补贴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了吗?

邵　 慰ꎬ 孙阳阳ꎬ 刘　 敏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ꎬ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 为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能力ꎬ 我国政府对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大规模的

研发补贴ꎮ 研发补贴政策的效果是否跟预期一致ꎬ 理论界还缺乏系统、 详细的研究ꎮ 基于

此ꎬ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６ 年 ８３ 家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样本数据ꎬ 从 “研销比” 和专利数

量视角切入ꎬ 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ꎮ 分析结果表明ꎬ 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

激发企业的研发积极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ꎮ 为增强政府研发补贴政策效果ꎬ 本文提出优

化研发补贴评审机制、 提高研发补贴政策透明度等建议ꎮ
关键词: 新能源汽车ꎻ 技术创新ꎻ 政府研发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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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２９０１ ５ 万辆和 ２８８７ ９ 万辆ꎬ 我国的汽车市场规模已经跃居世界

首位ꎮ 其中ꎬ 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５５ ６４ 万辆ꎬ 与政府规划到 ２０２５ 年新能源汽车年度销量达到 ７００
万辆的目标尚有不小的距离ꎮ 汽车产业具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显著特点ꎬ 但由于自主品牌

竞争力不强ꎬ 我国汽车产业技术与西方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１]ꎮ 基于这两方面的考量ꎬ 我国大

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ꎬ 并将提高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作为行业发展的突破口ꎮ 为更好

地发挥中央财政对新能源整车项目及关键零部件开发的支持作用ꎬ 财政部、 工信部和科技部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联合出台 «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２]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国务

院发布 «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ꎬ 为此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难题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ꎮ 数据显示ꎬ 自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底中央财政累计对新能源汽车的创新补

助资金高达 ３３４ ３５ 亿元ꎬ 但相关研究表明政府对企业创新进行直接资助的政策通常因为主体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而造成政策实际效果没有达到理想目标[３]ꎮ 近些年ꎬ 诸多骗补事件频繁曝出也引起

各界对政府研发补贴政策是否真正促进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的热烈讨论ꎮ
基于以上问题ꎬ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６ 年 ８３ 家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的数据ꎬ 通过构建相关模

型ꎬ 对政府研发补贴与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进行剖析ꎬ 从而更加系统地探究政府研

发补贴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ꎮ

一、 相关文献综述

当今理论界对政府研发补贴是否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水平没有达成共识ꎮ 有学者认为技术

创新是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关键ꎬ 而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研发活动需要承担高成本和高风险ꎬ 所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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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通过财政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是必要的ꎮ 刘兰剑等(２０１３)认为近年来

我国制定和实施的大量支持政策ꎬ 极大地推动新能源汽车相关技术的创新[４]ꎮ 顾瑞兰(２０１３)认为

我国新能源汽车由于存在技术瓶颈ꎬ 短期内很难取得较快发展ꎬ 若要突破技术瓶颈就需要政府资金

的大力支持[５]ꎮ 但也有学者对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实际效果产生质疑ꎮ 由于技术衡量标准难以确

定ꎬ 政府很难对企业的研发效果进行定量评估ꎬ 政府研发补贴就可能没有促进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

创新水平的提高ꎮ 李永友等(２０１７)通过研究发现企业面对政府补助时有两种类型的行为反应: 一

类企业行为是不进行任何创新行为ꎬ 仅仅通过 “创新信号” 骗取政府补助ꎻ 另一类行为是政府补

助反而对企业的创新行为产生挤出效应[６]ꎮ 此外ꎬ 杨解君等(２０１７)认为现阶段我国对新能源汽车

企业补贴大多以政府政策体现ꎬ 缺乏法律层面的制度支持ꎬ 最终不利于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水平的

提升[７]ꎮ
根据以上分析ꎬ 明确政府关于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补贴的实际效果意义重大ꎮ 因此ꎬ 本文以上

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ꎬ 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ꎬ 为政府研发补

贴政策的争论提供有益参考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ꎬ 技术创新是推动该产业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ꎬ 但创新活动

的外部性、 高投入特征使新能源汽车企业缺乏创新动力ꎮ 当企业面对巨额的资金成本时ꎬ 由于资金

有限ꎬ 只能对创新活动望洋兴叹ꎮ 此时ꎬ 政府对企业进行创新补贴ꎬ 可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ꎬ 从而

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ꎮ 郭晓丹(２０１１)的研究认为政府的研发补贴有时并没有直接带来企业研

发支出的增加ꎬ 但在研发补贴政策的影响下产生很多的专利成果ꎬ 这表明政府的研发补贴政策对提

高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具有激励作用[８]ꎮ 我们可以将研发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概括为三种传导机制:
(１)政府向企业研发补贴为企业的研发活动承担一定的经济风险ꎬ 降低企业因创新失败带来的收益

损失ꎬ 从而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ꎻ (２)政府的研发补贴具有溢出效应ꎬ 可降低企业其他研发项目

的成本ꎮ 王刚刚等(２０１７)指出我国的研发补贴有一部分是针对研发设备的更新升级ꎬ 在设备更新

升级完成后就可以提高该设备的使用效率ꎬ 进而间接减少使用该研发设备的其他研发活动的固定成

本[９]ꎮ (３)政府的研发补贴有助于拓宽企业研发资金的融资渠道ꎮ 目前ꎬ 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不够

完善ꎬ 高风险的创新项目很难获得投资ꎬ 此时政府的研发补贴就成为投资机构判断企业发展质量的

标准ꎬ 从而有利于解决企业研发资金不足的问题ꎮ 因此ꎬ 本文提出假说 １: 政府研发补贴对促进新

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支出增加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ꎮ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存在ꎬ 政府的研发补贴政策效果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ꎮ 张杰

等(２０１５)的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越弱ꎬ 政府的创新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就越明显[１０]ꎮ 解维敏

(２００９)认为所有制不同的企业ꎬ 其面对的融资难度不同ꎬ 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企业激励效应也有

很大的差别[１１]ꎮ 程虹(２０１６)的研究认为劳动力成本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实施效

果具有重要影响[１２]ꎮ 在企业面临诸如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ꎬ 它可能改变研发资金的用途ꎬ 政

府的研发补贴效果就受到抑制ꎮ 此外ꎬ 理论界也普遍关注企业规模对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效果产生的

影响ꎮ 王俊(２０１１)认为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中小企业的激励效果更为明显[１３]ꎮ 规模越大的企业ꎬ
面临的资金约束更少ꎬ 对政府研发补贴资金反应不敏感ꎬ 故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规模大的企业实施

效果不佳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 本文提出假说 ２: 政府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研发补贴政策效果受到企业

规模、 企业劳动力成本等企业特征因素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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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的年报和同花顺数据库ꎬ 在数据选择方面做出以下说

明: 首先ꎬ 选取新能源汽车企业中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是因为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高ꎬ 公布的

数据也相对比较完整ꎻ 其次ꎬ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ꎬ 极个别企业的数据无法搜集ꎬ 本文参考 Ｆｌａｎ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ａｎｇａｎ(２００６)的数据处理技巧ꎬ 将无法搜集到的数据用 ０ 代替ꎮ

(二)变量选取

１ 被解释变量ꎮ 已有研究通常采用两种方法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行测度ꎮ 一部分学者采

用企业的研发投入衡量企业创新水平ꎮ 冯根福等(２００８)以研销比作为企业创新的工具变量ꎬ 分析

上市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１４]ꎮ 另一部分学者以专利产出衡量创新水平ꎮ 余明桂等

(２０１６)以专利数量衡量企业的创新产出ꎬ 研究发现产业政策能显著提高被鼓励行业中企业发明专

利数量[１５]ꎮ 但专利水平不容易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控制ꎬ 本文综合考虑后选择以研销比衡量新能源

汽车企业的技术创新并记为 Ｒ＿ Ｄｉｎｔꎮ
２ 解释变量ꎮ 政府的研发补贴作为解释变量ꎬ 它的数据搜集具体方法是在附注中的 “营业外

收入” 科目下找到 “政府补贴” 这一子科目ꎬ 该子科目列有具体的明细数据ꎮ 如果某个上市公司

的该子科目没有相关明细ꎬ 我们就通过查询公司年报中 “非流动负债” 中包含的 “政府补贴” 子

项目的详细数据ꎬ 将期初与期末做差而得到该公司本年度总的结转额ꎬ 最后将搜到的数据与公司公

布的信息进行比对ꎬ 从而得到最终需要的数据[１６]ꎮ 政府研发补贴记为 Ｇｏｖꎮ
３ 控制变量ꎮ (１)企业规模ꎮ 聂辉华等(２００８)以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据为研究背景ꎬ

实证发现适度的规模和市场竞争能有效地提高企业创新能力[１７]ꎮ 因此ꎬ 本文将企业规模作为企业

技术创新的控制变量并记为 ｌｎＳｉｚｅꎮ (２)企业年龄ꎮ Ｐｈｅｌｐｓ 等(２０１０)提出企业的资本积累可能改变

企业的创新情境[１８]ꎮ 越早上市的企业有着一定的市场积累ꎬ 对研发风险可能有着更强的承受能力ꎬ
那么它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就越高ꎬ 我们将企业年龄作为企业创新的控制变量并记为 Ａｇｅꎮ (３)
企业性质ꎮ Ｌｕｏ ｅｔ ａｌ等(２０１１)学者强调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对政府创新补贴政策的反应不同[１９]ꎮ 这

是因为不同产权结构的企业面临的激励不同ꎬ 国有企业的经理人综合考虑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

益ꎬ 进而不愿意从事风险高、 投资回报周期长的企业创新活动ꎮ 若企业性质为非国有企业ꎬ 则他会通

过提高创新能力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ꎮ 企业性质变量记为 Ｓｔａｔｅꎮ (４)资本结构ꎮ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

企业研发活动具有重要影响ꎮ 汪晓春(２００２)认为拥有低杠杆率的企业面临的创新融资压力小ꎬ 其创新

活动的积极性就越高[２０]ꎮ 资本结构变量记为 Ｌｅｖｅꎮ (５)应付职工薪酬ꎮ 通过对文献分析ꎬ 我们发现应

付职工薪酬的增加ꎬ 一方面企业可能由于成本上升而减少研发费用的支出ꎬ 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

也促使企业进行创新ꎮ 程虹等(２０１６)的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加快大规模企业的创新速度ꎬ 而对中

小企业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１２]ꎮ 因此ꎬ 本文把企业应付职工薪酬作为控制变量并记为Ｗａｇｅꎮ

表 １　 变量定义

变量 定义
研销比(Ｒ＿ Ｄｉｎｔ) 企业研发支出与销售收入的比值

政府研发补贴(Ｇｏｖ) 政府给予企业的研发补贴额
企业规模(ｌｎＳｉｚｅ) 企业总资产的对数
企业年龄(Ａｇｅ) 依据企业上市时间进行计算
企业性质(Ｓｔａｔｅ) 以证监会的行业划分为标准ꎬ 国有为 １ꎬ 其他为 ０
资本结构(Ｌｅｖｅ) 根据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计算

应付职工薪酬(Ｗａｇｅ) 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 福利及保险费用之和

　 　 注: 部分指标数据来自对同花顺数据库和公司年报数据的整理ꎬ 政府研发补贴包括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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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

为鼓励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ꎬ 政府对其给予各种形式的补贴ꎬ 既有供给端的生产补贴ꎬ
也有需求端的消费者补贴ꎮ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研发补贴ꎬ 该项补贴政策

的目的在于激发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创新积极性ꎬ 增强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创新能力ꎬ 因此选择以

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作为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判断标准ꎮ 针对前面已经选定的变量ꎬ 我们构建

如下的两个模型:
ｌｎＲ＿ Ｄｉｎｔ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Ｇｏｖｉｔ ＋ α２ ｌｎＳｉｚｅｉｔ ＋ α３ ｌｎＷａｇｅｉｔ ＋ α４ ｌｎＡｇｅｉｔ ＋ α５Ｓｔａｔｅｉｔ ＋ α６Ｌｅｖｅｉｔ ＋

ηｉ ＋ μｔ ＋ ξｉｔ (１)
ｌｎＲ＿ Ｄｉｎｔ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Ｇｏｖｉｔ ＋ α２ ｌｎＳｉｚｅｉｔ∗ｌｎＧｏｖｉｔ ＋ α３ ｌｎＷａｇｅｉｔ∗ｌｎＧｏｖｉｔ ＋

α４ ｌｎＡｇｅｉｔ∗ｌｎＧｏｖｉｔ ＋ α５Ｓｔａｔｅｉｔ∗ｌｎＧｏｖｉｔ ＋ α６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ηｉ ＋ μｔ ＋ ξｉｔ (２)
模型(１) 是对政府研发补贴与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的相关性分析ꎬ并加入控制变量ꎮ模型(２) 在

模型(１) 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政府创新补贴政策的具体实施效果ꎬ本文重点分析模型(２) 的实证结

果ꎮ其中ꎬｉ 表示第 ｉ 个企业ꎬｔ 表示第几年ꎬα０ 为该模型的截距项ꎬα１ － α６ 为系数ꎬηｉ、μｔ 和 ξｉｔ 分别表示

企业偏差、时间效应偏差和纯随机扰动项ꎬ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是控制变量ꎮ在(２)式中ꎬ如果交互项系数为正ꎬ
意味着该因素对政策效果的发挥具有正相关作用ꎬ反之则说明该因素限制政府创新补助效果的发

挥ꎮ本文对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６年上市的新能源汽车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处理ꎬ最终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

型ꎮ
(二)实证分析

１ 描述性统计ꎮ 表 ２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ꎮ 研销比的平均值为 ３ ６０３％ ꎬ 说明平均而言样

本中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为 ３ ６０３％ ꎮ 其中ꎬ 研销比的最小值为 ０ꎬ 最大值为 １３ ５１％ ꎮ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Ｎ ＝６６４)

变　 量 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Ｒ＿ Ｄｉｎｔ ３ ６０３ １ ９９０ ０ ０００ １３ ５１０
Ｇｏｖ １００３０ ５６０ ３２３０６ １３０ ０ ０００ ３９８５００ ４００
Ｓｉｚｅ １３ ０２９ １ ３８６ ９ ４８３ １７ ８９４
Ｗａｇｅ ２１０４１ ５７０ ７５７４７ １３０ ３３ ４７０ １０１５４７３ ０００
Ａｇｅ ７ ９７３ ６ １８１ ０ ０００ ２３ ０００
Ｓｔａｔｅ ０ ３３７ ０ ４７３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Ｌｅｖｅ ４５ １９０ １８ ５２２ ５ ０２０ ９５ ６００

　 　 注: 表中数据运用 Ｓｔａｔａ１３ 软件处理而得ꎮ

表 ３　 政府研发补贴与新能源汽车创新的系数分析

变量 (１ １) (１ ２) (１ ３) (１ ４) (１ ５)
常数 α０ ０ ２１４(０ １９７) １ ６５０∗∗∗(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２∗(０ ０５９) ０ ３３９∗∗(０ ０４０) ０ ８２０∗∗∗(０ ００６)
ｌｎＧｏｖ ０ １１５∗∗∗(０ ０００) ０ １７２∗∗∗(０ ０００) ０ １３０∗∗∗(０ ０００) ０ １２３∗∗∗(０ ０００) ０ １１９∗∗∗(０ ０００)
ｌｎＳｉｚｅ － ０ １４３∗∗∗(０ ００１)
ｌｎＡｇｅ － ０ １０８∗∗(０ ０２３)
Ｓｔａｔｅ － ０ ５５１∗∗∗(０ ０００)
ｌｎＬｅｖｅ － ０ １７２∗∗(０ ０２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模型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Ｎ ６５４ ６５４ ５７８ ６５４ ６５４

　 　 注: 括号内为相应统计量的概率 ｐ值ꎬ ∗∗∗、 ∗∗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１％ 、 ５％和 １０％ ꎮ 下表同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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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的回归系数ꎮ 从表 ３ 可以看出ꎬ Ｒ＿ Ｄｉｎｔ与 Ｇｏｖ呈正相关ꎬ 即随着

政府对企业研发补贴的投入增加ꎬ 企业的研发强度提高ꎮ Ｒ＿ Ｄｉｎｔ 与 ｌｎＳｉｚｅ 呈负相关ꎬ 说明企业的

规模越大ꎬ 其研发强度越低ꎮ Ｒ＿ Ｄｉｎｔ与 Ｓｔａｔｅ呈显著负相关ꎬ 意味着企业性质越偏向于国有ꎬ 则越

不利于调动企业的研发积极性ꎮ 这初步说明政府研发补贴有助于提高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研发积极

性ꎬ 政府补贴的具体效果还需后文的进一步分析ꎮ
３ 研发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ꎮ 我们采用模型(２)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研销比的

政策效果(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政府研发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研销比的效果分析

变量 (２ １) (２ ２) (２ ３) (２ ４) (２ ５)
常数 α０ ０ ２１４７(０ １９７) ０ ２５４(０ ２４７) ３ ４４０∗∗∗(０ ０００) ２ ３５０∗∗∗(０ ０００) ２ ３１６∗∗∗(０ ０００)
ｌｎＧｏｖ ０ １１５∗∗∗(０ ０００) ０ ２９８∗∗∗(０ ００２) ０ ０６５∗∗(０ ０１３) ０ １７０∗∗∗(０ ０００) ０ １８９∗∗∗(０ ０００)

ｌｎＳｉｚｅ × ｌｎＧｏｖ － ０ ０１３∗∗(０ ０４１)
ｌｎＷａｇｅ × ｌｎＧｏｖ － 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０)
ｌｎＡｇｅ × ｌｎＧｏｖ － ０ ０１０∗(０ ０６８)
Ｓｔａｔｅ × ｌｎＧｏｖ － ０ ０４２∗∗(０ ０１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模型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Ｎ ６５４ ６５４ ６５４ ５７８ ６５４

在表 ４ 中ꎬ (２ １)是仅考虑政府研发补贴的估计结果ꎬ (２ ２) ~ (２ ５)是把企业规模、 应付职工

薪酬、 企业年龄和企业性质等因素考虑在模型中的回归结果ꎮ (２ １)显示政府创新补助的系数为

正ꎬ 表明政府研发补贴有利于提高企业增加研发支出的积极性ꎮ 系数为 ０ １１５ 意味着政府创新补助

每增加 １％ ꎬ 企业的研销比增加约 ０ １１５％ ꎬ 这说明政府研发补贴正向激励作用的存在ꎬ 从而验证

假说 １ 的正确性ꎮ 从(２ ２) ~ (２ ５)的估计结果来看ꎬ 企业规模与政府研发补贴的效果呈负相关ꎬ
表明新能源汽车企业规模越大ꎬ 政府研发补贴的激励效果越不明显ꎮ 有关研究表明ꎬ 在新兴产业发

展过程中ꎬ 中小企业有着较强的创新能力[２１]ꎮ 应付职工薪酬与政府研发补贴的交互系数显著为负ꎬ
表明应付职工薪酬越多ꎬ 越不利于发挥政府创新补贴的政策效果ꎮ 企业年龄与政府研发补贴的系数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ꎬ 即在新能源汽车行业ꎬ 后上市的企业有更强的创新动力ꎬ 政府研发补贴

的激励效果越明显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企业性质与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ꎬ 表明政府研发资助的效

果对国有企业可能更差ꎮ 国有企业由于经营目标多样化ꎬ 加上技术研发的复杂性ꎬ 导致国有股东及

其代理人对研发投入动力不足ꎮ 对非国有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来说ꎬ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唯一目的ꎬ
因此它会充分利用研发资金来提高创新能力ꎮ 这也验证假说 ２ 是正确的ꎮ 此外ꎬ 我们经过检验发现

构建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异方差问题ꎮ
(三)有关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政府对企业创新补贴时受一些与创新无关因素的影响ꎬ 这意味着政府研发补贴可能不属于严格

意义上的外生变量ꎮ 虽然在构建模型时对可能的偏好因素进行了控制ꎬ 但仍有可能因为遗漏变量而

产生内生性ꎮ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和 Ｂｏｖｅｒ等提出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ꎬ 它在差分广义矩估计的基础上增加了

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滞后项作为原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ꎬ 并将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作为一个系统同

时对其进行估计[２２]ꎮ 因此ꎬ 本文把企业研发投入的滞后一期项引入到前文构建的模型中并作为解

释变量ꎬ 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ꎬ 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研发投入的影响(估计结

果如表 ５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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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政府研发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研销比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变　 量 (３ １) (３ ２) (３ ３) (３ ４) (３ ５)
常数 α０ １ ６０５(０ １８６) ０ ２４３(０ ２８１) ０ ８９９(０ ４８４) ０ ０１９∗(０ ０６８) １ ３８１∗∗(０ ２５５)

ｌｎＲ＿ ｄｉｎｔ( － １) ０ ４９６∗∗∗(０ ０００) ０ ２８０∗∗∗(０ ０００) ０ ４９１∗∗∗(０ ０００) ０ ４５６∗∗∗(０ ０００) ０ ４８２∗∗∗(０ ０００)
ｌｎＧｏｖ ０ ０９８∗∗∗(０ ００４) ０ １８６∗(０ ０６７) ０ ２０５∗∗∗(０ ００２) ０ １１３∗∗∗(０ ００３) ０ ０４６(０ ２９６)

ｌｎＳｉｚｅ × ｌｎＧｏｖ － ０ ００８∗(０ ０７２)
ｌｎＷａｇｅ × ｌｎＧｏｖ － ０ ０１４∗(０ ０６８)
ｌｎＡｇｅ × ｌｎＧｏｖ － ０ ０１６∗∗(０ ０２４)
Ｓｔａｔｅ × ｌｎＧｏｖ － ０ꎬ １１７∗(０ ０５９)

Ｎ ４８７ ４８７ ４８７ ４４４ ４８７

从(３ １) ~ (３ ５)可以看出ꎬ 企业滞后一期研发投入对本期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显著影响ꎮ 在

各个模型下ꎬ 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的研发密度的激励作用与静态面板估计结果相比较有所降低ꎬ 在

加入企业性质与政府研发补贴政策交互项后ꎬ 研发补贴政策的激励作用变得不显著ꎬ 其原因可能是

动态面板数据控制了遗漏变量的影响ꎮ 在(３ ２) ~ (３ ５)中ꎬ 企业规模、 应付职工薪酬、 企业年龄

和企业性质与政府研发补贴的交互项系数为负ꎬ 这与静态估计结果一致ꎬ 从而支持了本文的结论ꎮ

五、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ꎬ 我们从企业创新产出方面测度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能力ꎬ 采用企业

的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创新产出的代理变量并记为 Ｐａｔｅｎｔꎮ 由于新能源汽车行业是新兴领域ꎬ 发明专

利产品难度大ꎬ 导致专利数据量过小ꎮ 因此ꎬ 本文采用发明型、 实用型和外观型专利数据之和来衡

量企业的专利数量ꎮ 我们将 ８３ 家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６ 年申请专利数量作为研究样

本ꎬ 构建以下的模型ꎬ 综合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 ６ 所示)ꎮ 其

中ꎬ Ｐａｔｅｎｔ表示新能源汽车企业的专利产出ꎬ 其他变量与前文一致ꎮ
Ｐａｔｅｎｔｉｔ ＝ α０ ＋ α１Ｇｏｖｉｔ ＋ α２Ｓｉｚｅｉｔ∗Ｇｏｖｉｔ ＋ α３Ｗａｇｅｉｔ∗Ｇｏｖｉｔ∗Ｇｏｖｉｔ ＋ α４Ａｇｅｉｔ∗Ｇｏｖｉｔ ＋

α５Ｓｔａｔｅｉｔ∗Ｇｏｖｉｔ ＋ α６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η ｉ ＋ μｔ ＋ ξｉｔ (３)

表 ６　 政府研发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

变量 (４ １) (４ ２) (４ ３) (４ ４) (４ ５)
常数 α０ － ９３７ ０３６∗∗(０ ０２９) － ４１ ４２５(０ ６５２) － ９１１ ９５２∗∗(０ ０２６) － ９９４ ６０２∗∗∗(０ ００６) － １５３ ２３１(０ ６８８)
Ｇｏｖ 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２∗∗∗(０ ０００) ０ ０４６∗∗∗(０ ０００)

Ｓｉｚｅ × Ｇｏｖ － ２ ２７ｅ － １０∗∗∗(０ ０００)
Ｗａｇｅ × Ｇｏｖ － ５ ８６ｅ － ０９∗∗∗(０ ００２)
Ａｇｅ × Ｇｏｖ － ０ ００１∗(０ ０９６)
Ｓｔａｔｅ × Ｇｏｖ － ０ ０３９∗∗∗(０ ００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模型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Ｎ ６６１ ６６１ ６６１ ６６１ ６６１

表 ６ 中(４ １)仅将政府研发补助列入企业专利产出模型中ꎬ (４ ２) ~ (４ ５)是依次考察企业规

模、 应付职工薪酬、 企业年龄和企业性质与政府创新补助交互关系的回归结果ꎮ 从(４ １)来看ꎬ 政

府研发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专利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ꎮ (４ ２) ~ (４ ５)表明加入交互项的

各模型中ꎬ 政府研发补贴的正向激励效应仍然是显著的ꎬ 这是因为政府研发补贴使企业的创新风险

降低ꎬ 最终带动企业创新产出的增加ꎮ (４ ２)显示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规模的交互系数显著为负ꎬ
表明企业规模对政府创新资助产生抑制作用ꎮ (４ ３)显示应付职工薪酬与政府研发补贴的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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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ꎬ 即政府的研发资金有可能被企业用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ꎬ 这抑制政府研发补贴的政策效

果ꎮ (４ ４)显示企业年龄与政府研发补贴的交互项系数为负ꎬ 表明上市越晚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具有

更高的创新积极性ꎮ (４ ５)显示企业性质与政府研发补贴的交互项系数为负ꎬ 表明政府对国有企业

的补贴并没有促使其创造更多的专利ꎬ 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获得政府研发补贴时具有优势ꎬ 从而

导致对政府研发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关注较少ꎬ 没有高效地从事研发创新ꎮ 上述检验表明ꎬ 无论是

采用创新投入还是专利产出作为衡量企业创新的工具变量ꎬ 二者的结论是相同的ꎬ 因而再次证明本

文提出的原假说是正确的ꎮ

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择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６ 年 ８３ 家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ꎬ 分析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创新

水平与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关系ꎮ 整体而言ꎬ 政府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研发补贴是有效的ꎬ 即政府

补贴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研发水平和创新产出水平ꎻ 对新能源汽车企业而言ꎬ 企业规模越小、 应付

职工薪酬越少、 上市时间越短、 企业性质越偏向于非国有ꎬ 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越明显ꎮ
本文的研究结论引发我们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补贴政策的反思ꎮ 虽然政府对新能源汽车企业

的研发补贴是有效的ꎬ 但仍存在部分企业对政府补贴的 “骗补” 行为ꎮ 那么ꎬ 如何纠正这一扭曲

行为是优化政府补贴政策的关键所在ꎮ 为此ꎬ 本文提出两点建议: 首先ꎬ 优化研发补贴评审机制ꎬ
对不同企业实施差异化的补贴政策ꎮ 政府在进行评审时ꎬ 要坚持创新效率优先的原则ꎬ 综合考虑企

业的所有制、 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等因素ꎬ 确保政府研发补贴资金发挥应有效果ꎻ 其次ꎬ 政府在实

施研发补贴政策时ꎬ 要及时公布受补贴企业名单ꎬ 使企业申请的专利和具体的研发技术透明化ꎬ 明

确研发补贴资金的使用方向ꎮ
当然ꎬ 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ꎬ 其支撑体系的构建需要多种政策措施

相互配合ꎬ 如此才能达到预期效果ꎮ 由于现阶段新能源汽车行业中企业层面数据非常缺乏ꎬ 本文仅

采取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６ 年 ８３ 家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ꎬ 后续的研究将搜寻更多的微观数据来

予以丰富ꎬ 研究思路也转移到影响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的内部治理因素ꎬ 从而加强对企业内部治理

环境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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