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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采用我国 !$$15!$#1年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构建一个包含<@b财政补贴)区域 <@b投入)知

识产权保护强度和区域专利产出的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区域<@b投入在<@b财政补贴对区域专利产出影响过程

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调节作用" 实证研究发现(,#-<@b财政补贴正向影响区域<@b投入!同时也

正向影响区域专利产出',!-区域<@b投入在<@b财政补贴促进区域专利产出的关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b人员

投入相比较经费投入的中介作用更加明显',"-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不能直接对地区专利产出产生促进作用!但调节作用

显著!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高的地区!区域<@b投入在<@b财政补贴与区域专利产出间的中介作用也越强"

关键词%<@b财政补贴'区域<@b投入'知识产权保护'区域专利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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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实证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我国 "$ 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

对象#时间跨度为 !$$15!$#1 年#由于西藏地区

缺失了大量数据#研究时未将其纳入样本%

!一"变量选取

#(区域专利产出"\CM#

国内外衡量专利产出的指标一般有专利申请

量+有效专利数和专利授权量等指标#其中专利申

请量表示创新主体向知识产权机构申请专利的数

量#仅代表进行专利产出的努力程度(有效发明专

利数的统计指标一般为存量#是一个地区在报告

期末经专利行政部门审批已经授权的专利的数

量#而本文研究的是流量数据% 专利授权数是指

报告年度内由专利行政部门对专利申请无异议或

经审查异议不成立的个体做出的授予专利的数

量#代表区域内产生的实际发挥作用的专利数量#

能够较直接地反映区域内专利产出% 因此#综上

所述#本文将选用专利授权数衡量区域专利产出%

!(<@b财政补贴"J%LN#

学术界对<@b财政补贴衡量标准较为统一#

在区域层面一般采用我国统计年鉴中经常出现的

地区<@b研发经费中的政府资金来表示#在企业

层面则采用企业年报中披露的)政府补助*作为

替代% 鉴于本文进行的是区域层面的研究#因此

采用地区<@b研发经费中的政府资金来代表地

区得到的<@b财政补贴%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国内外经常使用的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度

量方法是吉纳特和帕克提出的一个衡量知识产权

立法强度的指标#简称)AU*指数!

% 国内许春明

和单晓光在)AU*指数的基础上又从经济发展水

平+公众守法意识+行政管理水平等方面增加了对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强度衡量的指标#使其更为完

善"

% 但这些因素并不能直接影响知识产权的执

法强度#而仅衡量了社会公众遵守知识的氛围#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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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这一衡量方式有一定的主观性% 基于此#胡

凯等提出以技术交易市场成交额来度量地区知识

产权保护水平的方法!

% 这一指标代表了本地企

业与外地企业在产权保护条件下进行知识产权交

易的合同金额#由于只有在本地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较高时#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才会进行跨地区

知识产权交易#因此一个地区的技术交易市场成

交额能够客观地反映该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 综上#本文选用技术交易市场成交额来衡量

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6(区域<@b投入"MO-F'.#

学术界普遍将区域 <@b投入分为科技经费

投入和科技人员投入"

#其中科技经费投入用各

地区 <@b经费内部支出来衡量#包括发生在企

业+研发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经费投入(科技人员投

入则一般采用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b$人

员全时当量来衡量#同样包括了在企业+研发机构

和高等学校的 <@b人员% 本文将参考前人的研

究采用以上两种指标分别衡量地区科技投入#其

中MO-F'.# 代表区域 <@b经费投入#MO-F'.! 代表

<@b人员投入%

)(控制变量"-&.MJ&G#

考虑在财政补贴对区域专利产出产生影响的

过程中可能会影响到区域专利产出的因素作为控

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O-GO$#一般认为经济

基础越好就越有利于创新#因此采用人均 ?%\ 取

自然对数来衡量( " !$ 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

"F'MO-F$!高技术产业本身创新能力较强#因此也

具有较强的专利产出能力#本文用高技术产业总

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市场容量

">C/OM$!市场容量代表市场专利产出的潜力#本

文以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自然对数来衡

量此指标("6$地区开放程度"%O&\O.$!地区开放

程度高有利于技术交流#对专利产出有一定促进

作用#

#本文用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当年地区

AbU的比重来表示%

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

术产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为了减弱

变量异方差性并使样本更符合正态分布#除形式

为比例的变量外#其余变量均作对数处理#各变量

描述性统计如表 #所示%

表 #4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CM 区域专利产出 #!(1#) )(6$" 3(603 3(6#0 #()66 ""$

J%LN <@b财政补贴 #)(3!" 3(31* #!(*)! #!(*)6 #(#33 ""$

MO-F'.# 区域<@b经费投入 #0(*0! #$(#11 #6(!$# #6(#!# #(")! ""$

MO-F'.! 区域<@b人员投入 #"(!6) 1(#6$ ##($)$ #$(3)0 #(#11 ""$

'\\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1(0#3 *(0!" #"(#1* #"(#3# #(10* ""$

O-GO 经济发展水平 ##(10* *(*36 #$()!0 #$()$6 $())6 ""$

F'MO-F 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 $(6#3 $($$! $($1$ $($3! $($11 ""$

>C/OM 市场容量 ##($1# 6(!3$ *("3$ *(!1" #(636 ""$

%O&\O. 地区开放程度 #(*$$ $($#1 $(#6# $("$" $("06 ""$

44!二"检验方法与计量模型

检验变量的中介作用有多种方法#目前较常

采用的有巴朗和肯尼$以及温忠麟等%提出的逐

步检验法+偏差校正的非参数 Z&&MLMJC\ 法以及埃

德沃德和兰伯特"c%VCJ% C.% dC>YOJM$ "!$$1$提

出的中介效应差异法#这三种方法检验力依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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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 本文将首先使用逐步检验法对中介作用以

及调节作用进行检验#并采用检验力更高的偏差

校正的非参数 Z&&MLMJC\ 法和中介效应差异法进

行重复检验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

#(区域<@b投入的中介作用模型

为了检验财政补贴是否通过地区 <@b投入

和地区科技人员投入影响区域专利产出#我们首

先采用逐步检验法进行检验#设计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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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 \CM代表地区专利产出#J%LN 代表财

政补贴#MO-F'.代表地区科技投入#-&.MJ&G为控制

变量#ROCJ代表不随个体改变的时间固定效应#

JO?'&.代表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固定效应# 3

/

表

示可能存在的随机效应#

$

表示随机误差项%

%

表

示常数项#

"

+

#

为待估系数% /代表不同的地区

""$个省+自治区$( '表示时间#本文选取的时间

段为 !$$15!$#1 年% 分析的关键在于验证系数

"

!

和
&

是否同时不为 $#如果成立则中介效应

存在%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调节作用模型

为了能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在)<@b财政

补贴,,,区域 <@b投入,,,区域专利产出*中

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并区分直接调节效应和中

介调节效应#本文设计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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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逐步法进行检验#可知此时中介效

应的表达式为
)

'\\

/'

V

&

( )
(

!

'\\

/'

V

"

Y

!

( ) # 直接

效应为
"

Y

"

V

(

"

'\\

/'

% 如果乘积项
)(

!

S

$#

(

!

&

S

$#

)"

Y

!

S

$至少有一项成立#即可证明知识产权保

护强度的调节效应存在%

二4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由于本文采用的样本为短面板#横截面维度

""

k

"$$大于时间维度".

k

##$#在回归分析中本

文均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以减轻异方差与自相关

问题"包括空间溢出效应$% 我们首先对模型"#$

进行回归#为了确定使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

进行分析#需要预先进行豪斯曼检验 "后文省

略$#豪斯曼检验结果如表 ! 所示#可得统计量为

#"6P)0#大于临界值#4值远小于 $P$##因此拒绝存

在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回归%

表 !4模型!#" C̀NL>C.检验

Y Z

HO JO

Y

2

Z E(c(

G.J%LN $(#61 $()#!

2

$("0) $($0!

O-GO #(006 #(!*0 $("11 $($60

F'MO-F $(0!" !(1#1

2

!($36 $("$1

>C/OM

2

$($## $($*0

2

$($3* $($$3

%O&\O.

2

$(""1

2

$()!* $(#3# $(#!$

m-&.L

2

3(*#"

2

##()$$ #(0*1 $()$#

C̀NL>C.检验统计量 #"6()0

\

$($$$

%%%

4注!Y列表示固定效应回归得到的系数#Z列为随机效应回归得

到的系数

!一"区域<@b投入的中介作用

首先采用依次检验的方法#分三步依次进行

检验#结果如表 "所示!

!

在 #j的显著性水平下#

模型"#$中影响系数
"

#

显著为正#说明<@b财政

补贴能够显著提升区域专利产出#假设`

#

获得验

证#与方文雷等"

+徐维翔等#研究结论保持了一

致(

"

模型"!$中系数
"

!

显著为正#说明 <@b财

政补贴对区域<@b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11

!

"

#

温忠麟#叶宝娟!&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竞争还是替补1'#&心理学报'!$#6年第 )期%

方文雷#何赛!&政府补贴与企业<@b投入+产出的门槛效应,,,基于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分析'#&金融纵横'!$#0 年第 #

期%

徐维祥#黄明均#李露#等!&财政补贴+企业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华东经济管理'!$#*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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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得证#拒绝`

!Y

#与王欢芳等!

+贾春香等"研究

结论相似(

#

观察模型""$区域 <@b投入变量对

区域专利产出的影响系数
&

#发现在 #j水平上也

是显著的#假设 `

"

#`

6

得到验证#说明区域 <@b

经费投入以及<@b人员投入能显著提高影响区

域专利产出% 财政补贴对区域专利产出的影响系

数
"

"

相比
"

#

减小"从 $(""" 下降到$(!!3#$(!*"

下降到 $(#$1$% 根据前文分析#说明区域 <@b

投入在<@b财政补贴与区域专利产出之间起到

了中介作用#假设 `

)

得到验证% 通过计算可知#

以区域<@b经费投入作中介变量时#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 "#(!j#以区域<@b人员投入为中介变

量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01(3j% 综上所述#该

检验结果表明<@b财政补贴对区域专利产出有

正向影响#并且区域<@b投入的中介效应十分显

著#<@b人员投入相比较 <@b经费投入在 <@b

财政补贴与区域专利产出之间的传导作用更加

明显%

表 "4基于逐步法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CM

模型"!$

MO-F'.# MO-F'.!

模型""$

\CM

J%LN

$("""

%%%

"$(!"*$ $("!6

%%%

"($!#$ $(6$)

%%%

"$($#3$ $(!!3

%%%

"$($!3$ $(#$1

%%%

"$($"1$

MO-F'.#

$("!"

%%%

"$($0#$

MO-F'.!

$())3

%%%

"$($10$

'\\

J%LN

%

'\\

O-GO 2

$(##1

%%%

"$($1!$ $()#6

%%%

"$($)*$ $(#1!

%%%

"$($66$

2

$(!*"

%%%

"$($11$

2

$(!#"

%%%

"$($0*$

F'MO-F #(*11"$())0$

$(1)#

%%

"$("16$ $(160

%%

"$(""3$ #(0"6

%%%

"$()66$ #(60$

%%%

"$()")$

>C/OM

$(116

%%%

"$($!)$ $(1#*

%%%

"$($#1$ $()1"

%%%

"$($#0$ $()6!

%%%

"$($)!$ $(6)6

%%%

"$($61$

%O&\O.

$()##

%%%

"$(#!6$

2

$($)6"$(#$$$ $($#!"$($3$$

$()!3

%%%

"$(##0$ $()$6

%%%

"$(##!$

L值 6")P)# "36P0* "00P#! 6#6P!# 6")P$)

调整2

!

3)($)j 30(!$j 31(60j 3)(#)j 3)(#0j

4注!括号内为M值#

%%%

+

%%

和
%

分别代表回归系数在 #j+)j和 #$j水平下显著#下同

44!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调节作用

如表 6 所示#模型"6$中知识产权保护对区

域专利产出的影响系数
'

#

并不显著#因此假设

`

0Y

成立% 原因可能是我国当前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还较弱#各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尤其是专利

制度建设还较为落后#同时我国无论是民众还是

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还较为薄弱#

#因此

在这种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就无法对区域

创新主体的专利产出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 但

是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 <@b财政补贴交叉项的

系数
(

#

在 #$j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尽管知识

产权保护强度不能有效促进区域专利产出的增

加#但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高的地区#政府

<@b财政补贴对区域专利产出的正向影响会更

加明显#即财政补贴对区域专利产出的影响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正向调节作

用% 但这一调节作用是否通过中介变量区域

<@b投入进行传导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采用依次检验法#如果要验证知识产权

保护强度在中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根据前文可

知只需要验证中介效应 "

)

/44

/'

V

&

$"

(

!

/44

/'

V

"

Y

!

$

是否为零#即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前的系数项

)(

!

k

$#

(

!

&

S

$#

)"

Y

!

S

$是否同时为 $#只要有一

项不为 $#即可确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中介过

程起到了调节作用% 本文进行如下三步检验!

!

检验财政补贴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交互项J%LN

%

'\\前的系数
(

#

是否显著#由前文可知
(

#

显著

为正#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区域专利产出有

直接的调节作用(

"

检验模型")$中交互项系数

(

!

和财政补贴前的系数
"

Y

!

是否显著#由表 6可知

(

!

和
"

Y

!

都显著为正(

#

检验模型"0$中区域<@b

*1

!

"

#

$

王欢芳#李密!&政府补贴对新兴企业<@b投入的影响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6期%

贾春香#王婉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会计之友'!$#3年第 ##期%

孔祥俊!&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几个问题的探讨,,,关于知识产权司法政策及其走向的再思考'#&知识产权'!$#) 年第 #

期%

彭绪庶!&目标导向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进展研究'#&经济纵横'!$#3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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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前系数
&

以及区域 <@b投入与知识产权保

护强度交互项系数
)

#发现在 #j水平上
&

显著为

正#但
)

并不显著% 由此可知
(

!

&

显著不为 $#由

以上检验步骤可证明假设`

1

成立#即知识产权保

护强度在 )<@b财政补贴,,,区域 <@b投

入,,,区域专利产出*中介过程起到了调节作

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高的地区#<@b财政补

贴通过区域<@b投入对区域专利产出的影响越

强% 而结合模型"0$可知在考虑直接效应的情况

下#J%LN

%

'\\ 前系数
(

"

在 #$j的水平上是显著

的#这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也同时调节了财政

补贴对区域专利产出的直接效应%

表 64基于逐步法的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CM

模型"!$

MO-F'.# MO-F'.!

模型""$

\CM

J%LN

$(!3"

%%%

"$($"$$ $(!6)

%%%

"$($!)$ $("6!

%%%

"$($!6$ $(!#"

%%%

"$($"6$ $(#$#

%%%

"$($6$$

MO-F'.#

$("6#

%%%

"$($0)$

MO-F'.!

$()0)

%%%

"$($*6$

'\\ $($#""$($##$

2

$($$#"$($$3$

2

$($$6"$($$3$ $($)3"$($6$$ $($66"$(#!)$

J%LN

%

'\\

$($$6

%%

"$($$!$ $($$!

%%

"$($$#$ $($$"

%%%

"$($$#$ $($$6

%%

"$($$!$ $($$!

%%

"$($$#$

MO-F'.#

%

'\\ $($)0"$($**$

MO-F'.!

%

'\\ $($!1""(*#)$

O-GO 2

$(#"$

%

"$($1!$ $(6*0

%%%

"$($0$$ $(#)$

%%%

"$($66$

2

$(!00

%%%

"$($*$$

2

$(!$*

%%%

"$($1$$

F'MO-F

#(3!$

%%%

"$()0)$ $(3!)

%%

"$("0!$ $(*3)

%%%

"$("!)$ #(0*1

%%%

"$())$$ #(661

%%%

"$()6!$

>C/OM

$(*$*

%%%

"$($"$$ $(1*0

%%%

"$($!#$ $(0!)

%%%

"$($!#$ $()"1

%%%

"$($0#$ $(6))

%%%

"$($))$

%O&\O.

$(60"

%%%

"$(#!1$

2

$(#)0

%

"$($3"$

2

$($1$"$($*!$

$()#"

%%%

"$(#!!$ $()$"

%%%

"$(##1$

L值 "*"P0) "*)P"# !6!P*# ")"P)6 "*0P*!

调整2

!

36(#!j 3)(**j 3"(!*j 3)(66j 3)(*1j

44!三"稳健性检验

#(检验方法的稳健性

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使

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 Z&&MLMJC\ 法检验区域 <@b

投入的中介作用#并使用 Z&&MLMJC\ 中介效应差异

法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调节作用% 检验结果

如表 )所示%

表 )4基于偏差校正的非参数Z&&MLMJC\ 法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模型"#$

\CM

模型"!$

MO-F'.# MO-F'.!

模型""$

\CM

系数 上下限 系数 上下限

J%LN

$(""!

%%%

"$(!"*$

$("!6

%%

"$($!#$

$(6$)

%%%

"$($#3$

$(!!*

%%%

"$($""$

$(#$1

%%%

"$($"*$

MO-F'.#

$("!"

%%%

"$($01$

MO-F'.!

$())3

%%%

"$($1"$

直接效应 $(!!* "$(#0"#$(!36$ $(#$1 "$($"!#$(#*!$

中介效应 $(#$6 "$($06#$(#)$$ $(!!) "$(#00#$(!3$$

总效应 $(""! "$(!!1#$(666$ $(""! "$(#3*#$(61!$

中介效应占比 "#("j 01(*j

44由表 )可知#模型"#$模型#"!$模型#""$采

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 Z&&MLMJC\ 法检验的结果与

逐步法基本一致"限于篇幅#省略其余控制变量

的检验结果$% Z&&MLMJC\ 重复抽样次数设定为

#$ $$$次#可以看到总效应系数为 $(""!#在 3)j

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b经费投入为中介变量

时S]

k

4$(!!1#$(6665# <@b人员投入为中介变

量时 S]

k

4$(#3*#$(61!5$#说明区域财政补贴能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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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正向影响区域专利产出% 同时#可以看到中介

效应在 <@b经费投入作为中介变量时系数为

$(#$6#在 3)j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S]

k

4$($06#

$(#)$5$#中介效应占比为 "#("j#<@b人员投入

为中介变量时中介效应为 $(!!) "S]

k

4 $(#00#

$(!3$$#中介效应占比为 01(*j#因此结论证明

区域 <@b投入在财政补贴与区域专利产出关

系之间产生了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

)

得证#且

<@b人员投入相比 <@b经费投入中介效应更

加显著%

表 04基于中介效应差异法的调节效应检验!<@b经费投入为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

效应

区域财政补贴"J%LN$

"

区域<@b经费投入"MO-F'.#$

"

区域专利产出"\CM$

直接效应

系数 下限 上限

中介效应

系数 下限 上限

中介效应

占比

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均值2标准差$

'\\

k

##(6!"

$(!)3

%%%

"$($$*$

$(#6) $("#0

$(!0"

%%%

"$($!#$

$(#!1 $("6* )$("*j

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均值g标准差$

'\\

k

#6(3)3

$(!1"

%%%

"$($$1$

$(#"1 $(")6

$("!6

%%%

"$($!0$

$(#)3 $("3! )6(!1j

差值 "()"0

$($#6

%%

"$($$1$

$($$* $($"*

$($0#

%%%

"$($!#$

$($"! $($66 "(*3j

44接下来本文使用中介效应差异法来检验知识

产权保护强度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0 和表

1所示#Z&&MLMJC\重复抽样次数设定为 #$ $$$ 次%

由表 0 可知#当 <@b经费投入作为中介变量时#

在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和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时#其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 $(!)3 和 $(!1"#在

3)j置信区间中不包含 $"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S]

k

4$(#6)# $("#05#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S]

k

4$(#"1# $(")65$#差值为 $($#6#同样在 3)j置信

区间中不包含 $"S]

k

4$($$*#$($"*5$#因此可以

得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在 <@b财政补贴对区域

专利产出的直接效应产生了正向的调节作用(中

介效应分别为 $("!3和 $("1)#在 3)j置信区间中

不包含 $# "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S]

k

4 $(#!1#

$("6*5#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S]

k

4 $(#)3#

$("1!5$#差值为 $($0##同样在在 3)j置信区间中

不包含 $"S]

k

4$($"!#$($665$#因此可以得出知

识产权保护强度在 )<@b财政补贴,,,区域

<@b投入,,,区域专利产出*中介过程中产生了

正向的调节作用#假设`

1

得证% 观察表 1#本文也

能得到与前文相同的结论#并且<@b人员投入作

中介变量时其中介效应相比 <@b经费投入更加

显著%

表 14基于中介效应差异法的调节效应检验!<@b人员投入为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

效应

区域财政补贴"J%LN$

"

区域<@b经费投入"MO-F'.#$

"

区域专利产出"\CM$

直接效应

系数 下限 上限

中介效应

系数 下限 上限

中介效应

占比

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均值2标准差$

'\\

k

##(6!"

$(#!6

%%%

"$($$"$

$($#3 $(#3"

$("!3

%%%

"$($!!$

$(#00 $(6!) 1!(0"j

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均值g标准差$

'\\

k

#6(3)3

$(#"#

%%%

"$($$6$

$($!$ $(!#!

$("1)

%%%

"$($!"$

$(#*1 $(63" 16(##j

差值 "()"0

$($$1

%%

"$($$"$

$($$# $($#*

$($60

%%

"$($!!$

#(6*j

44!(样本的稳健性

为了进一步论证本文的主要观点#保证实证

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改变选取的样本#以 !$#1 年

地区<@b投入资金为基准#选取我国 <@b投入

排名前 0 的省份"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

北京$#采用逐步法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

表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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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b投入前六省份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CM

模型"!$

MO-F'.# MO-F'.!

模型""$

\CM

J%LN

$("0)

%%%

"$(!0*$ $(6!!

%%%

"($)#$ $(6#1

%%%

"$($13$ $("!3

%%%

"$($!0$ $(##1

%%%

"$($"1$

MO-F'.#

$("##

%%%

"$($6*$

MO-F'.!

$(613

%%%

"$($*"$

'\\

J%LN

%

'\\

O-GO 2

$(#3"

%%%

"$($06$ $()0"

%%%

"$($!*$ $(#0*

%%%

"$($""$

2

$(#33

%%%

"$($66$

2

$(#3$

%%%

"$($6!$

F'MO-F

#("#)

%%%

"$("""$ $(10#

%%

"$("1!$ $(1)

%%

"$("63$

#(0"6"$(366$

#(666

%%%

"$()0)$

>C/OM

$(1*6

%%%

"$($!6$ $(0#*

%%%

"$($61$ $(01"

%%%

"$($6!$ $()0!

%%%

"$($)*$ $(6!6

%%%

"$($01$

%O&\O.

$()"#

%%%

"$(#!#$

2

$($66"$(#$#$

$($#"

%%%

"$($$"$ $()"3

%%%

"$(##"$ $()#6

%%%

"$(##)$

L值 6"1P)# ")6P0* "0!P#! 6"6P!# 6"1P$)

调整2

!

3)(#)j 30(!6j 3"(60j 36(#)j 3"(#0j

44由表 *可知#系数
"

#

+

"

!

+

"

"

+

&

均显著为正#且

"

"

显著小于
"

#

#这说明对于广东+江苏+山东+浙

江+上海+北京六省市#<@b投入在区域财政补贴

对专利产出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实证

回归结果与前文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同理#由表 3 可知#<@b投入排名前 0 的省

份的实证回归结果与表 6 基本一致#这说明对于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北京六省市#知识产

权保护强度对区域专利产出并不能产生直接的影

响#但在)<@b财政补贴,,,区域 <@b投入,,,

区域专利产出*中介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调节

作用%

表 34<@b投入前六省份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6$

\CM

模型")$

MO-F'.# MO-F'.!

模型"0$

\CM

J%LN

$("$!

%%%

"$($"6$ $(!0)

%%%

"$($"#$ $(6$#

%%%

"$($!0$ $(!)"

%%%

"$($66$ $(###

%%%

"$($6"$

MO-F'.#

$(""#

%%%

"$($00$

MO-F'.!

$(60!

%%%

"$($16$

'\\ $($!""$($#*$

2

$($$6"$($#$$

2

$($#6"$($#3$ $($)6"$($"3$ $($6!"$(#6)$

J%LN

%

'\\

$($$)

%%

"$($$!$ $($$"

%%

"$($$#$ $($$6

%%%

"$($$#$ $($$6

%%

"$($$#$ $($$"

%%

"$($$#$

MO-F'.#

%

'\\ $($)1"$($01$

MO-F'.!

%

'\\ $($"1"!(*")$

O-GO 2

$(#0$

%

"$($3!$ $(611

%%%

"$($06$ $(#)*

%%%

"$($)6$

2

$(!10

%%%

"$($*!$

2

$(!"*

%%%

"$($1)$

F'MO-F

#(3!"

%%%

"$()))$ $(3!1

%%

"$("00$ $(*1)

%%%

"$("6)$ #(011

%%%

"$())0$ #(6)1

%%%

"$()1!$

>C/OM

$(*"*

%%%

"$($")$ $(1*6

%%%

"$($)#$ $(01)

%%%

"$($6#$ $()01

%%%

"$(#0#$ $()0)

%%%

"$($6)$

%O&\O.

$(60"

%%%

"$(#"0$

2

$(#)6

%

"$($0"$

2

$($16"$($1!$

$()6"

%%%

"$(#!0$ $()""

%%%

"$(##3$

L值 "1"P0) "3)P"# "6!P*# "0"P)6 "**P*!

调整2

!

36()!j 3)(6)j 3)(!*j 31(66j 30(*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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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结论与研究局限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b财政补贴能够有效提升区域专利

产出#主要原因是!财政补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

域内创新主体的预算软约束#为创新主体的专利

研发提供了重要的创新资源#同时也为外部投资

者释放了区域创新主体专利研发有较强经济效益

的积极信号% 其次#区域整体财政补贴的增加有

效改善了地区人力资本质量和人才结构#并且改

善了区域创新环境#因此有利于提升区域专利

产出%

第二#区域<@b投入在 <@b财政补贴促进

区域专利产出的关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当以

区域<@b经费投入作中介变量时#中介效应占总

效应的 "#("j#当以区域<@b人员投入为中介变

量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01(*j% 这说明!第

一#财政补贴对区域 <@b投入产生了)激励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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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而非)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

内创新主体的预算软约束#为创新主体的专利研

发提供了重要的创新资源#同时也作为市场机制

的有效补充缓解了技术创新外部性和 <@b研发

高风险对区域 <@b投入的抑制作用(第二#<@b

人员投入相比较 <@b经费投入起到的中介作用

更加明显#可能原因是我国当前专利研发受人力

资本的影响相比较金融资本更大#因此在区域创

新体系中对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相比较经费投入

更能有效提升财政补贴对专利产出的促进作用%

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不能直接对地区专

利产出产生促进作用#但在)<@b财政补贴,,,

区域<@b投入,,,区域专利产出*这一中介过

程中的直接调节效应和中介调节效应都很显著%

这表明我国当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还不足以直接

提升区域创新主体的创新绩效#但在我国区域知

识产权保护强度越高的地区#<@b财政补贴对区

域专利产出的提升作用越显著#即知识产权保护

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区域 <@b投入的)激

励效应*#同时缓解了其)挤出效应*% 主要原因

是!其一#在<@b财政补贴对区域<@b投入的影

响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能够维护专利拥有

者的技术垄断地位#并减轻技术外溢的风险#调动

创新主体增加创新投入的积极性#进而对区域专

利产出产生正向影响#同时<@b财政补贴更能发

挥杠杆作用促进各类创新资源流入区域内#使得

区域<@b投入在<@b财政补贴与区域专利产出

之间的中介作用更强(其二#在区域 <@b投入对

区域专利产出的影响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往往

起到为专利产出提供良好的司法和市场环境的功

能#在促进技术市场交易+建设良好司法环境+形

成产权保护意识和国际间技术转移等方面#知识

产权保护强度能够为区域专利产出提供有利的外

部环境!

%

!二"政策启示

首先#进一步完善 <@b财政补贴政策设计%

本文实证研究表明 <@b财政补贴对区域专利产

出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政府应该继续加大<@b财

政补贴的力度#减少政府与区域创新主体之间的

委托代理与道德风险问题#减轻)挤出效应*% 其

一#政府应当理清与区域创新主体<@b投入之间

的传导路径#对企业获取补贴后的创新行为进行

有效监控并完善对创新主体专利研发成果的评价

机制#以区分出更应当受到补贴的创新主体% 其

二#应当增加对企业专利研发成果的新颖性+突破

性要求#以促进企业合理利用财政补贴并将其投

入到更能产生重大技术突破#具有更强技术外溢

性的专利研究领域% 其三#政府应当增加对区域

内<@b人员投入的支持% 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

区域内<@b人员投入相比较经费投入在财政补

贴与区域专利产出关系中起到的中介作用更强#

因此政府应当增加对区域内 <@b人员集聚与培

育的力度#加大对 <@b人员引进+培训等方面的

支持力度#增加直接针对 <@b人员奖励的政策#

从而进一步增强 <@b人员投入在财政补贴与区

域专利产出之间的传导作用%

第二#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 <@b

投入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

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并没有对区域专利产出

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对区域<@b投入的增加

却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因此需要认识到我国

目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还较低的事实#给企业传

递出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信号#同时积极维

护创新主体享有的专利权利#防止其专利技术遭

到侵犯#以保护创新主体获得合理创新收益"

#进

而调动创新主体增加<@b投入的积极性#形成良

性循环%

第三#完善产权保护的制度建设#为地区专利

研发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法律环境% 在 <@b投入

发生后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在促进技术市场交易+

良好司法环境建设+公众产权保护意识以及促进

专利产品进出口几个方面提升专利产出% 要发挥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在 <@b投入后对区域专利产

出的正向调节作用#就必须在知识产权的司法保

护+公众守法意识和技术交易市场建设等方面下

功夫#尤其需要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

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0 年 ##

月$中的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本文研究主体为区域创新主体#没有对

区域创新主体的类型进行主要区分% 而区域创新

主体一般包括企业+高校+科研事业单位等#这些

主体的预算软约束不同#抗风险能力也不相同#因

此<@b财政补贴对其专利产出的影响机制也并

不相同#而当前研究重心更多集中在企业上而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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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徐鹏远#等!<@b财政补贴对区域专利产出的影响机制

其他类型主体的<@b创新活动关注较少#因此未

来应当进一步区分区域创新主体的类型#对知识

产权保护和 <@b投入的影响机制进行进一步

研究%

第二#<@b投入中介作用分为前半路径和后

半路径#知识产权保护在这两个路径中的调节作

用并不相同#而知识产权保护自身又对技术市场

交易+司法环境建设+公众产权保护意识以及促进

专利产品进出口方面有着显著影响#这些因素同

时又会对区域专利产出产生作用#这说明知识产

权保护对中介过程的调节作用存在更复杂的影响

机制#未来应该将中介过程分为前半路径和后半

路径#并从技术市场交易+司法环境建设+产权保

护意识以及专利产品进出口等因素入手进一步对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影响机制进行探究%

第三#政府对区域专利产出的刺激政策除了

财政补贴以外#还包括税收优惠等政策#政策组合

之间往往存在相关关系#这些政策与财政补贴政

策的政策组合对区域专利产出的影响是否受到知

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调节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45-BD@&2/<-25&%+.D"(J3NH+%&%2+&'1#K.+8+-. "%

J-6+"%&'F&/-%/E#/@#/! G<"8-$&/-8<-8+&/+"%<"8-'

B;UO.?=R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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