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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创新惰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王欢芳!王娇蕊
"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株洲 3(!###$

摘4要#基于 !##*年%!#(6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量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削弱了本地区战略性新兴产

业消极惰性与积极惰性#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削弱了本地区和周边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消极惰性与周边地区的积

极惰性" 则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部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的影响显著负相关#西部地

区的结果则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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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推动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发展

质量不断提升) 习近平主席强调!'抓紧布局数

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

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

动能)*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增强产业集群

创新引领能力#加快布局建设一批产业创新中心

等创新平台#逐步推动集群发展壮大) %'十四

五*规划和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着

眼于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

业融合化(集群化与生态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占K9L比重超过 (1f)*在'创新*与'政

策*的双轮驱动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保持高

速扩张态势) 高新技术产业区正成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策源地或聚集区) 如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现有企业 $! ###家#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

新能源装备与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加速

集聚#麓谷核心区 !#!# 年企业总收入突破 $ ###

亿元#创新发展水平在国家高新区排名前列) 其

中现代服务业规上企业 $## 余家#未来产业规模

有望突破 ( ###亿元) 尽管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增速快于经济增速和全部

工业增速#但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还存在基础能

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国际化

发展水平不高等问题)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融合驱动了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创新行为) 但二者之间并非是稳定的正

相关关系#创新的'隐性伴侣*即创新惰性也同时

存在) 这种惰性受到创新主体意愿或环境的影

响#随着产业集聚的增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

行为选择和创新成果表现两方面显现出了发展阻

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的核心特征是创新驱

动#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阻力所产生的创新惰性#不

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同时#生产性

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因模式不同#

给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带来的影响可能不同) 那

么#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是否可以分类, 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究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惰

性有何影响, 不同的集聚模式是否影响不同, 这

种影响是否存在空间效应, 因此#本文主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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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对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消极惰性和积极惰性的影响#并且

考虑了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讨论了中国东中西

部因集聚模式的不同而产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

新惰性的不同表现#启发了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程度加强的情况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识别并

克服创新惰性的思考)

与现有的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

为!一是明晰了创新惰性的概念并将其分类测

度#论述了创新惰性的内涵-二是探讨了生产性

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战略性新兴

产业消极惰性及积极惰性的影响#丰富了生产

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关系的研究-

三是考虑了空间溢出效应#分别分析了生产性

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对本地区和周

边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产生的影响#

联动了地区之间的'蝴蝶效应*-四是区别了中

国东中西部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因在集聚规模和

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创新惰性产生的不同影响#分析了不同地区呈

现的差异性)

一4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在产业集聚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

较为丰富的成果) 在早期#学者更多地关注产业

集聚的内涵(机理及模式等问题"F)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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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卫红#!#("

#

$) 随着社

会逐渐发展与研究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

注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及创新行为的影响) 这种

影响包括集聚的增强会促进产业的经济发展及创

新行为的正向影响$%和抑制产业经济发展及创

新行为的负向影响&

) 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产生

的方式因产业协同集聚空间关联网络(演化路径

及其测度的不同而不同"]<;=<.A#!#("

'

-余敏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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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强#!#!(

)

-孔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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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产业

集聚的模式分类#各学者将其分为多种不同的集

聚 "袁 丹# !#("

*+4

- 陈 羽 洁# !#!#

*+5

- 寇 冬 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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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多的学者将产业集聚分为专业化集

聚与多样化集聚两类"柳卸林#!#!#

*+7

-王新越#

!#!#

*+8

-曲延芬#!#!(

*+9

$#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将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分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

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方面的研究也颇为

丰富 "张路蓬# !#(*

*+:

-杨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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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笑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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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卫红!%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引导模型构建与政策启示&#%统计与决策&!#("年第 !#期)

郭卫军#黄繁华!%高技术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产业经济研究&!#!#年第 0期)

郝凤霞#王宇冰#楼永!%区域服务化视角下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年第 ($期)

原毅军#郭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集聚与技术创新+++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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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敏丽!%中国城市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与演化路径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浙江金融&!#(6年第 3期)

胡志强#苗长虹#熊雪蕾#等!%产业集聚对黄河流域工业韧性的影响研究&#%地理科学&!#!(年第 "期)

孔晴#陈亮!%产业集聚对区域环境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分解&#%统计与决策&!#!(年第 0期)

袁丹#雷宏振!%产业集聚对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影响+++理论与实证分析&#%软科学&!#("年第 (!期)

陈羽洁#赵红岩#郑万腾!%不同集聚模式对产业发展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我国创意产业的分析&#%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年第 "期)

寇冬雪!%产业集聚模式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经济经纬&!#!(年第 3期)

柳卸林#杨博旭!%多元化还是专业化, 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中国软科学&!#!#年第 6期)

王新越#芦雪静!%中国旅游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基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视角&#%地理科学&!#!#

年第 1期)

曲延芬#于楚琪!%产业集聚多样化(专业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生态经济&!#!(年第 !期)

张路蓬#薛澜#周源#张笑!%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网络的演化机理分析+++基于中国 !###+!#("年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实证&#%科

学学研究&!#(*年第 0期)

杨骞#刘鑫鹏#王珏!%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效率的测度及其分布动态&#%广东财经大学学报&!#!#年第 !期)

张笑楠!%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演化仿真研究&#%系统科学学报&!#!(年第 !期)

王欢芳#王娇蕊#宾厚!%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研究综述&#%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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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认为主要包括知识产

权能力(产业集群(金融支持(政府补助(产业政策

与技术创新六大方面) 对于创新的反面即创新惰

性的研究!

#目前的研究成果则较为有限) 胡彬

和万道侠二位学者对创新惰性的研究最为深入#

关注焦点在产业集聚和金融发展与企业的'创新

惰性*关系"

) 王欢芳等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

惰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认为产业集聚(政府

h79投入与知识产权能力三方面因素均会对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惰性产生影响#

)

综上所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影响是近年的研究热点) 学者们普遍认为

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会对战

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带来深远的影响$

) 针对产业

集聚方面文献的梳理发现#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专

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

性的影响机理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并且目前

学界对于创新惰性的具体定义很少探讨#分类及

其测度方法也未形成统一#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

新惰性方面的研究处于缺位状态#对区域之间创

新惰性的联动效应缺乏深度分析) 因此本文认

为#以上方面有待深入研究)

二4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创新惰性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企业更好地接触多样化的专业生产性服务#使得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要素投入上形成共享机

制#并节约运输(制度(信息和时间方面的成本#提

高生产效率%

) 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供了

生产性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知识共享平

台#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使战略性新兴产业

创新惰性降低&

) 一方面#这些集聚方式有利于

企业间的合作和联系#从中心2外围理论来看#创

新过程中各类要素的集聚与重组形成的增长极效

应可吸引大量创新企业聚集'

#同时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包括了人才的集聚#可以通过知识溢出提

高区域产业专业化水平#提升产业集聚水平(

)

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知识溢出(规模

经济效应等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 多样化集

聚促使不同类型的企业集聚在同一区域#增强了

知识的溢出(互补和交换#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

'知识蓄水池*) 专业化集聚使同类知识和技术

集聚#降低了企业的研发风险#提高了集聚区的技

术转化#促进了产业的创新和创新成果转化#过程

中更易于形成趋向竞争型的市场结构#有利于激

发产业的技术创新#降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

惰性)

)

假设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

创新惰性负相关#即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

样化集聚会削弱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惰性)

!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消极惰性与积极惰性的影响

关于创新惰性的内涵#有学者曾将创新惰性

定义为企业被创新所取得的成就所迷惑而导致的

放松懈怠*+,

) 这种心理或行为倾向源于企业选择

使用已有的成果来应对未来环境的变化*+4

) 除此

之外#创新惰性还会因企业技术受寡头垄断而产

生*+5

) 因此#创新惰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本

文将创新惰性界定为!创新主体在创新过程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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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顺昌#任媛!%产业专业化(多样化与城市化发展+++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年第 $期)

李珊珊!%产业集聚与创新惰性&#山东财经大学#!#(*年)

张永成#郝冬冬!%技术创新的'积极惰性*及其克服&#%统计与决策&!#(#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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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身原因或外界影响#选择进行的创新行为减

少或创新成果及产出数降低) 创新惰性是创新选

择的负向体现#即创新选择度越高#创新惰性就越

低#二者呈负相关关系) 根据创新主体做出创新

选择的心理及行为倾向#可分为'消极惰性*和

'积极惰性*) 消极惰性是创新主体主观上怠于

创新#虽意识到外界经济(政治以及市场变化的存

在#但却因习惯于原有状态#不愿做出改变) 积极

惰性则是创新主体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变化的存

在#虽做出创新选择#但在创新成果及产出上无法

体现#客观上受到环境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而表

现出的创新惰性) 消极惰性具体体现在创新意愿

上#而积极惰性体现在创新成果和产出上)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的形成#与生产性

服务业的产业集聚有关) 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制造

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

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品#是二(三

产业加速融合的关键环节!

) 政府干预和市场诱

致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不同的租金来源#加速了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 一方面#这种加速融合过程中

的逐渐网络化形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地方政

府以'政策租*激励产业集聚发展的做法#破坏了

产业要素集聚的自增强效应#弱化了企业选择差

异化竞争战略的激励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

高端创新的意愿随之降低"

) 同时#由于利润增

长空间被恶性竞争和不断上升的要素成本所挤

压#企业难以采取投入高且风险大的高端创新活

动)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环境中企业倾向做出的这

种集体选择#会导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广泛的

消极创新惰性#进而使得产业转型升级困难重重)

另一方面#此时租金收益"包括政策租和外部规

模经济$的存在会使短期内企业对竞争压力的感

知变得迟钝#战略性新兴产业满足于已取得的成

果#更倾向于选择低端创新的竞争方式#从而产生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积极创新惰性#

) 产业集聚的

自增强机制源于创新#积极惰性的存在不利于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

假设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

业消极惰性及积极惰性产生的影响不同)

!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创新惰性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形成的原

因#一是由于市场规模受限#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不

再只进行'本地化*服务#而是会寻求更远距离地

服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影响了周边地区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二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生产性服

务业企业集聚后可以快速低成本获取和反馈信

息#为远距离服务提供了信息保障-三是交通基础

设施的便利使人才(知识(技术和信息等要素的沟

通交流成本降低#增加了交流频率#产生了空间溢

出效应$

)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产生直接效应与间接效

应) 首先#直接效应指的是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对本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的影响-

间接效应指的是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周边

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的影响#即空间溢

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影响本地区战略性

新兴产业创新惰性的同时#也对周边地区产生了

空间溢出#导致周边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

惰性相应的升高或降低%

) 其次#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的间接效应又包括'涓滴效应*与'虹吸效

应*)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的 '涓滴效

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形成学习示范效应

与竞合效应#可以提高周边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

创新成果产出) 产业之间的知识流动和共享有利

于集体学习#这种集体学习又会扩大知识溢出效

应#从而激发创新活动产生&

) 本地区内良性的

集聚环境使创新要素得以自由流动#知识产权得

到有效保护(企业之间创新合作得以高效开展是

30

!

"

#

$

%

&

杨骞#刘鑫鹏#王珏!%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效率的测度及其分布动态&#%广东财经大学学报&!#!#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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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王欢芳#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推动本地创新活动开展的重要力量!

) 关于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产生的'虹吸效应*#一方面#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需要大量劳动力支撑#特别是高端

人力资本#而在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当下#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劳动力短缺问

题#一个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加强往往会吸

引周边人才#导致周边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人

才缺失#创新惰性提高) 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使得原本应投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本被

生产性服务业抽走#不仅会导致周边地区受到影

响#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规模萎缩#还会降低周边

地区的创新投入#进而增加了周边地区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创新惰性"

)

因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的非线性影响

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维持在合理的范围下才可以

正确发挥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对于不同地区的

影响也是不同的)

假设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

业创新惰性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对本地区战略

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产生影响的同时#还会对周

边地区产生影响)

三4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基准面板模型构建

为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创新惰性的影响#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划分

为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考察不同集聚模式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消极惰性及积极惰性的影响)

建立基准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E. $,,

$T

k

!

d

"

(

E. *&.

$T

d

"

!

E. T&%

$T

d

"

$

E. %",

$T

d

#

$T

"($

式"($中#创新惰性" $,,

$T

$为被解释变量#专业

化集聚" *&.

$T

$和多样化集聚" T&%

$T

$为解释变

量) 控制变量" %",

$T

$ 包括人口规模" #"#

$T

$(经

济发展水平" ##/

$T

$(人力资本水平" +10

$T

$和信

息化程度" 1)')

$T

$) 下标$和T和分别代表省份和

年份#

!

为常数项#

#

$T

为随机扰动项)

()空间权重矩阵

本文构建了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地理距离权

重矩阵以及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在邻接空间权重

矩阵的构建中#如果区域 $与区域 T有共同的边

界#则矩阵U

$T

V

(#反之#则U

$T

V

#-地理距离权

重矩阵定义为假定区域之间的质心距离或区域行

政中心所处地的距离可影响空间相互作用的力

度-经济距离权重矩阵选择用人均 K9L来构造#

若区域间人均K9L差距越小#则相应的权重就越

大#反之#区域间人均K9L差距越大#相应的权重

就越小)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可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

来检验) 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标有 K".&,9指数(

@)&.3<指数和@)1$+指数) 本文选取全局K".&,9

指数作为衡量空间自相关的全局指标#通过全局

指数分析空间相邻的区域单元之间的相似程度#

也可理解为测量区域单元的聚类效应#即具有相

同属性的区域单元是否在空间上或者地理上彼此

接近) K".&,9指数 9的取值范围是2

( 到 (#取值

小于 #代表全局空间负相关#取值等于 # 代表全

局空间不相关#取值大于 #代表全局空间正相关)

$)空间计量模型

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可知#在研究区域经

济时#应考虑到不同地区间的空间效应) 空间计

量模型包括空间自回归模型 " :>?B'?E5OB&

2

h<H

D=<AA'Q<S&%<E# :5h$( 空间误差模型 " :>?B'?E

a===&=S&%<E#:aS$和空间杜宾模型":>?B'?E9OU'.

S&%<E#:9S$)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将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分为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来分析

创新惰性的空间变动规律#经分析后决定使用空

间杜宾模型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以避免使用传统

计量模型产生的偏差)

空间杜宾模型的具体表达式为!

$

$T

V

%

U

$

$1

W

$

X

$1

W

"

X

$1

W

#

$1

"!$

式"!$中#

%

为创新惰性空间误差系数#用来衡量

邻接区域受因变量误差冲击导致对本区域观测值

的影响力度#空间滞后误差变量的表达公式为

"0

!

"

李勇辉#沈波澜#胡舜#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效应与城市技术创新+++基于长江经济带 (#*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经济地理&!#!(年第 ((期)

杨君#佘雯雯#肖明月#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与制造业资本回报率+++基于中国城市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浙

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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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T

V

(

U

$T

#

T1

#含义是年度1地区预测值与其他邻接区

域观测值"不包括区域 1$ 的误差冲击加权平均

值#残差扰动项表示为
#

$1

)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变量选取"如表 (#

"($被解释变量!创新惰性

本文参考杨!对创新惰性的测度方法并予

以优化#将创新惰性分为消极惰性和积极惰性两

类#分别从三个方面来测度#公式如下!

$,,

V

(

Y

(

,

%

$

$

,

V

(

.%".

.%%

"$$

$,,为创新惰性度#.%".为创新资源要素#.%%

为其他资源要素) 资源要素从三个方面(两个视

角选取) 两个视角分为意愿视角和结果视角#分

别用来测度消极惰性和积极惰性) 消极惰性为企

业主观不愿做出创新改变#而积极惰性为企业主

观上没意识到变化的存在#沿其旧路发展#受客观

因素的影响在成果上表现出惰性) 其中测度消极

惰性" #$,

$T

$的三个方面主要包括人力资源投入(

物力资源投入和知识精力投入#人力资源投入值

为高技术产业h79人员占科技活动从业人员的

比重#物力资源投入值为高技术产业新产品开发

数占科技活动新产品开发数的比重#知识精力投

入值为高技术产业专利申请数占科技活动专利申

请数的比重-测度积极惰性" &$,

$T

$的三个方面主

要包括研发成果产出(物力资源产出和知识精力产

出#研发成果产出值为高技术产业h79项目数占

科技活动h79项目数的比重#物力资源产出值为

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科技活动新产品销

售收入的比重#知识精力产出值为高技术产业有效

发明数占科技活动有效发明数的比重) $,, 的最小

值为 ##最大值为 (#数值越大表明创新惰性越大)

"!$核心解释变量!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

聚与多样化集聚

在对于产业空间集聚水平测度的方法中#具

有代表性的主要包括区位熵(行业集中度(赫芬达

尔指数(空间基尼系数( 5@指数"

) 运用区位熵

的方法对省际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情况进行测

度#计算公式为!

&//

$1

V

"K

$1

ZK

1

$Z"F

$1

ZF

1

$ "3$

K

$1

为地区$在1时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就

业人员# F

$1

为地区$在 1时刻的全行业的就业人

员) 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分为专业化集聚与

多样化集聚#其中专业化集聚会造成产业内企业

集聚的知识溢出#即S?=外部性-多样化集聚会引

起产业间企业集聚的知识溢出#即 c?-&UA外部

性) 基于此#指标构建参考 R&TU<A

#

#借鉴韩

峰$

(李健%等学者的改进测度方法#构建生产性

服务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的指数!

K-=

$

V

K&6

T

"

7

$T

7

$

$ ""$

>&%"D+

$

V

(

$

T

7

$T

Y

7

$

"0$

其中# 7

$T

代表地区 $生产性服务业 T就业人员占

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总就业人员的比例# 7

$

代表

全国生产性服务业T就业人员占全国生产性服务

业总就业人员的比例)

"$$控制变量

根据研究需要及文献回顾#控制变量的选取

考虑了会对企业创新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选取

以下 3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人口规模" #"#

$T

$往

往是一个地区生产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是创新

行为的主体#因此人口规模越大#越易产生创新行

为#采用各省份年末总人口来表示"单位!万人$-

经济发展水平" ##/

$T

$使用各省份的人均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来衡量#值越高则该地区发展的程度

越好-人力资本水平" +10

$T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科

学技术水平#而科学技术又是创新的基石#人才是

创新与发展的微观主体#采用高等学校每十万人平

均在校生数"单位!人$来表示-信息化程度" 1)')

$T

$

使用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单位!个$来衡量)

00

!

"

#

$

%

杨!%企业创新惰性测评及调节系统的构建与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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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变量定义

类型 变量名称 指标 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消极惰性 消极创新惰性度 #$,

$T

基于意愿视角的创新惰性度

积极惰性 积极创新惰性度 &$,

$T

基于结果视角的创新惰性度

解释变量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专业化集聚 *&.

$T

各省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程度

多样化集聚 T&%"D+

$T

各省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程度

控制变量

人口规模 人口总数 #"#

$T

各省年末总人口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K9L

##/

$T

各省人均生产总值

人力资本水平 高等学校在校生数 +10

$T

各省高等学校每十万人平均在校生数

信息化程度 信息化水平 1)')

$T

各省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

44!)数据描述

依据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分类#战略性新兴

产业主要包括节能环保(信息(生物(高端装备制

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 基于本文需

要及数据可得原则#选取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分别对能源(高端装备制

造(信息及节能环保产业进行集聚水平的测度)

数据来源于 !##* 年+!#(6 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等) 由于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西藏数据严重缺失#故未纳

入本文研究#数据包括全国 $#个省市区) 其中对

包含价格因素的变量进行了平减处理#个别数据

缺失运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规避内生性#对变

量中的绝对值取对数处理#使数据更加平稳) 表

!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表中数据呈现以下

特征!第一#创新惰性全国均值分别为 #)1$ 和

#)10#东部均值为 #)00 和 #)06#中部均值为 #)10

和#)16#西部均值为 #)11和 #)*##这说明东部地区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低于全国综合水平#中

西部地区创新惰性较高) 根据标准差来看#东部

地区各省"市$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的差

异性较中西部地区要高) 第二#从专业化集聚和

多样化集聚两方面来看#东部地区多样化集聚平

均值最高#中部地区的专业化集聚平均值最低)

第三#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

和信息化程度来看#此类影响创新惰性的因素#表

现出的结果都与现状相符) 以上几点都说明生产

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消极惰性和积极惰性的区域不均衡的现状

异常突出)

表 !4变量描述统计

全国

平均值 标准差

东部地区

平均值 标准差

中部地区

平均值 标准差

西部地区

平均值 标准差

>'.

',

#)1$ #)(" #)00 #)(0 #)10 #)#6 #)11 #)(3

?'.

',

#)10 #)($ #)06 #)(3 #)16 #)#6 #)*# #)(!

T?=

',

()1$ ()#6 ()11 ()!1 ()"0 #)6# ()*( ()#!

,?-

',

30)3( !1)*1 $1)"$ (1)0" 0()(" $")(* 33)"1 !0)#"

>&>

',

3 "!3)6$ ! 1#6)3! " ((()01 $ !10)36 " $"!)0# ! #$#)1! $ $$0)!0 ! #!6)"!

>>D

',

(#6)3# $)!( (#*)1! $)#6 (#6)36 $)#* ((#)#( $)$#

ABO

',

! "(*)31 ***)(# ! 66")*0 ( #6()!$ ! 306)0* 3#()$6 ! #10)"1 0"!)33

B<E<

',

!()00 (!)*$ !*)!! (0)#$ (*)!# 0)3* (1)0! (1)0!

四4空间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在进行空间计量检验前#首先进行单位根检

验和协整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相同的协整有效变

量之间有明显的长期协整关系#拒绝'不存在协

整关系*的原设定#后续检验可继续进行) 通过

表 $ 的基本面板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 (f水平

下#消极惰性和积极惰性的固定效应检验值均大

于随机效应且显著#后续选择固定效应检验进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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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

表 $4基本面板回归分析固定效应

消极惰性 积极惰性

E.T?=

',

2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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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1 1"#)#!0 "$

#)#"1 !

%%%

"#)#!# 0$

E.>&>

',

()"!( !

%%%

"#)!$3 $$ #)6$" 0

%%%

"#)(*! "$

E.>>D

',

#)$13 3"#)$1# 0$ #)!0! *"#)!** 1$

E.ABO

',

#)#1( 3"#)#1! #$ #)#*$ 6"#)#"0 ($

E.B<E<

',

2

#)#!$ (

%%

"#)#(( $$

2

(#)#!" 6

%%%

"!)30* 1$

j-&.A 2

(")(6! 1

%%%

"$)(06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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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0# $0#

4:B?.%?=% <==&=A'. >?=<.B;<A<A4

%

#p#)(#

%%

#p#)#"#

%%%

#p#)#(

空间相关性检验是判断使用传统面板模型还

是空间计量模型的重要标准#表 3 为运用经济距

离空间矩阵得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的空

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由表 3可知#第一#无论是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消极惰性还是积极惰性#基于经

济权重的S&=?.rX指数在 (#f的水平下为正#表明

创新惰性指数存在空间正相关性) 第二#从各年

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的变化趋势来看#

消极惰性与积极惰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均呈倒'P*

型#表明创新惰性的差距存在扩大趋势) 因此#对

空间相关性的忽视会导致回归模型选择失误#估

计结果出现偏差#故本文选取空间计量模型作为

计量回归模型是合适的)

表 34全局莫兰指数

i<?=

消极惰性

S&=?. 8 L

2

Q?EO<

积极惰性

S&=?. 8 L

2

Q?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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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0 ()*(3 #)#$" #)((* ()!16 #)(##

!#(# #)!1" !)"31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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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6 #)#($ #)$3* $)(0( #)##(

!#($ #)(10 ()1$0 #)#3( #)!1( !)"#! #)##0

!#(3 #)!(! !)#!" #)#!( #)!10 !)"0$ #)##"

!#(" #)!$3 !)!06 #)#(! #)!"1 !)$66 #)##*

!#(0 #)!!# !)(1( #)#(" #)(30 ()36" #)#01

!#(1 #)(61 ()61$ #)#!3 #)!## ()6"( #)#!0

!#(* #)(0( ()0"0 #)#36 #)!(* !)(#$ #)#(*

!#(6 #)((3 ()!3" #)(#0 #)(6* ()6$6 #)#!0

44进一步进行模型 \检验与 FOAT?. 检验#消

极惰性与积极惰性的 L值均为 #)####可进行后

续检验#具体结果因篇幅有限不再展开)

为分别考察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及多样

化集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的内在关系#

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通过 F?OAT?. 检验分析#选

择固定效应模型#并依次进行拉格朗日乘数

"_S$检验与似然比"_h$检验#以确定动态空间

计量模型的具体估计形式"见表 "$) 首先#通过

对不包含空间效应的模型进行 G_: 估计#得到拉

格朗日乘数"_S$及其稳健统计量"h

2

_S$#对选

择空间自回归":5h$还是空间误差模型" :aS$

进行检验) 其次#若 _S检验显示面板计量模型

中包含空间效应#则可使用更具一般意义上的空

间杜宾模型":>?B'?E9O=U'. S&%E<# :9S$进行空

间计量估计#在分析各影响因素对本地区影响的

同时#还分析了对其他地区的影响) 再次#为判断

是否包含个体固定效应或时间固定效应#运用似

然比"_h$检验法对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固定效

应进行检验) 然后#进行 F?OAT?. 检验判断模型

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 最后#对动态空间杜宾

模型进行 N?E% 或 _h检验#以判断 :9S是否会

退化为 :5h或 :aS模型)

通过运用地理距离空间矩阵(经济距离空间

矩阵和邻接空间矩阵#综合 _&D_'/<E';&&% 值(修

正的h

!

(_h和 N?E% 等指标#就 _&D_'/<E';&&% 值

和h

! 值的大小而言#回归结果均显示空间杜宾模

型 :9S的数值最大#表明相较于空间误差和空间

滞后模型#空间杜宾模型更优#故本文选择空间杜

宾模型作为计量模型)

由表 0 显示的结果可知#在时间固定效应(

空间固定效应与时间空间双固定效应中#本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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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量模型应选择时间空间双固定效应进行 检验)

表 "4_h检验分析

消极惰性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邻接空间矩阵

积极惰性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邻接空间矩阵

_'/<E';&&%

2

=?B'&B<AB "!)(6 $()!" "0)$6 $3)3! !!)*" $1)3*

:5h.<AB<% '. :9S #)### # #)### # #)### # #)### # #)### * #)### #

_'/<E';&&%

2

=?B'&B<AB 3*)13 $()*# "")10 $!)10 !()$1 $*)13

:aS.<AB<% '. :9S #)### # #)### # #)### # #)### # #)##( 0 #)### #

表 04固定效应检验分析

消极惰性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邻接空间矩阵

积极惰性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邻接空间矩阵

_'/<E';&&%

2

=?B'&B<AB "()6$ (#3)!# 1*)"$ 3!)6! (#1)60 1#)6*

'.% .<AB<% '. U&B; #)### # #)### " #)### # #)### # #)### # #)### #

_'/<E';&&%

2

=?B'&B<AB 3*$)#0 "$#)"* 300)0( 3*")6* "$#)$1 3*0)0(

B'T<.<AB<% '. U&B; #)### # #)### # #)### # #)### # #)### # #)### #

44由表 1可知#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与多

样化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的影响在不

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的估计结果不同#根据创新惰

性的分类#产业集聚对消极惰性和积极惰性的影

响也不同#表明随着产业集聚不断增强#对各地企

业的消极惰性及积极惰性会产生不确定的影响)

表中显示#A'DT?!j<全部显著#且无论使用邻接空

间矩阵(地理距离矩阵还是经济距离矩阵#生产性

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消极惰

性和积极惰性都有显著影响#且在 (f水平下显

著) 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消极惰性在使用地理距离矩阵时在 "f水平

下显著#对积极惰性在使用邻接空间矩阵时在

(#f水平下显著)

表 14空间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消极惰性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积极惰性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E.T?=

',

2

#)$(( 0

%%%

2

#)!(0 #

%%%

2

#)(11 3

%%%

2

#)(($ 0

%%%

"#)#0( 0$ "#)#"0 1$ "#)#36 !$ "#)#3$ !$

E.,?-

',

2

#)#0! 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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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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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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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

#)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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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1 (

"#)!#$ 0$ "#)!#6 #$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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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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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 #)(16 (

2

#)(!* $

"#)3$" 1$ "#)3"# "$ "#)$31 "$ "#)$3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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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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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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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 6$ "#)##1 3$ "#)##0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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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由于在以上空间杜宾模型中的自变量参数估

计值无法直接反映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全部

影响#所以表 1 中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不能用

于解释各个解释变量对消极惰性和积极惰性的边

际影响) 因此#进一步使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

方法#使用时间空间双固定模型将各解释变量的

空间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总效

应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 表 *为生产性服

务业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及各控制变量对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消极惰性和积极惰性影响的直接

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表 *4:9S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消极惰性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积极惰性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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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从表 *的消极惰性回归结果来看#在直接效

应的显示结果中#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的直

接效应回归系数均为负#且专业化集聚在 (f水

平下显著为负-在间接效应的显示结果中也均为

负#且多样化集聚在 (f水平下显著为负-从总效

应来看#多样化集聚回归系数最大#且在 (f水平

下显著#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降低本

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的同时#还会对周边

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有所影响) 出现

上述回归结果可能的原因是#无论从专业化还是

多样化的角度来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使同质化

企业地缘上接近#竞争更加可视化#为在竞争中胜

出#获取更多利润#满足企业长久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创新主体会主动选择创新行为#因此从

创新意愿视角来看#消极惰性降低) 因多样化集

聚较专业化集聚会对周边地区产生更多的影响#

周边地区提高了创新积极度#因此多样化集聚的

负向间接效应会更显著)

从表 *的积极惰性回归结果来看#在直接效

应的显示结果中#专业化集聚的直接效应回归系

数在 (f水平下显著为负#但多样化集聚的直接

效应为正-在间接效应的显示结果中#多样化集聚

的间接效应在 "f水平下显著为负#但专业化集

聚的间接效应却不显著-从总效应来看#多样化集

聚回归系数最大#这一点与消极惰性表中显示的

结果一致) 出现上述回归结果可能的原因是#因

积极惰性体现在了创新成果及产出方面#产业集

聚通过知识溢出(规模经济效应等推动区域创新#

企业更多的创新行为产生了更多的创新成果#通

过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降低了本地区和周边地区

的积极惰性#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在战略性新兴

产业创新惰性的测度中#人口规模在消极和积极

惰性的直接效应及间接效应的结果中均显著为

正-经济发展水平在消极和积极惰性的直接效应

结果中都显示为正#但在间接效应中为负-人力资

本水平在消极和积极惰性表中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均为负-信息化程度除在消极惰性的间接效应结

果中显示为正以外#其他结果均为负) 产生上述

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人口规模大的地区的产业集

聚可能倾向于成本竞争#比起运用科技手段进

行创新#成本低廉更加可以快速获得利润#因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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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减少了创新行为#创新惰性

提高)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本地区也更容易出

现上述情况#但对周围地区来说#经济发展水平

逐渐递减#相反#更愿意选择创新行为#故间接

效应为负) 人力资本是创新行为的主体#人力

资本水平越高#可用来进行创新的要素就越多#

无论是企业主观的创新意愿还是客观的创新成

果#都显示了惰性的下降) 信息化程度也是一

个地区创新行为的重点推动因素#信息化程度

越高#知识和资源的共享程度就越大#这会使战

略性新兴产业更有可能突破企业发展的瓶颈#

推动企业间的分工网络形成#实现资源互补与

合作共享#进而实现创新协同发展)

五4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所得结论的可靠性#通过将所

使用矩阵由地理距离空间矩阵和经济距离空间矩

阵更改为邻接空间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6

结果显示回归结果与表 1 结果基本一致#且生产

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惰性

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

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的

影响是稳健的)

表 64邻接空间矩阵的空间面板回归结果

消极惰性 积极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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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4进一步讨论

考虑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区间

在产业集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存在巨

大差异#会造成地区间在各方面存在不平衡) 因

此#本文将研究样本按照区域进行划分#分为东部

省份(中部省份和西部省份!

) 分区域后的实证

结果如表 (#与表 (( 所示) 表 (# 为各区域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消极惰性的影

响#表 ((为各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

兴产业积极惰性的影响) 运用地理距离空间矩阵

进行测度#其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如表

(#与表 ((所示)

表 (#4东中西部消极惰性的直接(间接及总效应

东部地区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中部地区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西部地区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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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东中西部积极惰性的直接(间接及总效应

东部地区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中部地区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西部地区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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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从计量结果来看#无论是消极惰性还是积极

惰性#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依然为显著负相关#

这与之前的研究结论一致#只是在系数和显著性

上有所改变#这里进一步说明之前研究结果的稳

健性) 西部地区的结果基本不显著#表明在西部

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

惰性的影响相较于东中部地区来说还不够) 从国

家相关政策部署及各地发展现状可以看出#东部

及中部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较为丰富集中#且

发展水平比西部地区高#故会产生区域之间的差

异) 且西部地区地广人稀#产业集聚水平不高#以

上两方面因素共同造成了目前区域发展差距的

现象)

七4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 年+!#(6 年我国生产性服务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

宾模型#考量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

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的影响) 具体结

论如下!第一#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行为主体

做出创新选择的心理及行为倾向#可将战略性新

兴产业创新惰性分为'消极惰性*和'积极惰性*#

分别度量了两者的测度指标) 第二#生产性服务

业专业化集聚的增强会削弱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

的消极惰性和积极惰性#而多样化集聚的增强只

会削弱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消极惰性#对积极

惰性无显著影响) 第三#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

集聚与多样化集聚不仅可以削弱本地区战略性新

兴产业创新惰性#还会因存在外溢效应对周边地

区创新惰性有削弱效果) 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

专业化集聚削弱了本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消极惰

性#对周边地区无显著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

集聚同时削弱了本地区和周边地区战略性新兴产

业消极惰性) 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

聚削弱了本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惰性#对周

边地区无显著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削

弱了周边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惰性#对本地

区无显著影响) 第四#东中西部地区的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的影响存在

差异#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惰性为显著负相关#西部

地区的结果不显著)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

一#加强产业集聚联动#警惕创新惰性) 专业化集

聚程度加深#企业间竞争激烈#应采取措施推动市

场良性竞争#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资源互补)

加快产业多样化集聚布局#集聚过程中发挥多样

化优势#实现跨界共融#利用产业异质化带动产业

链与供应链双联动#促使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刺

激企业创新行为的选择#从而在创新意愿及创新

结果产出方面展示积极性#克服有可能产生的消

极惰性及积极惰性#这两种惰性要区别对待) 第

二#构建资源信息共享平台#带动周边地区协同发

展) 根据中心2外围理论#集聚区的发展对周边

地区存在溢出效应#在集聚区之外的周边地区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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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带动#缩小发展差距#改善资源错配#与集聚区

协同创新) 构建资源信息共享平台有利于信息和

知识的传播与传递#有助于准确把握战略性新兴

产业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全貌#为有效提升产业链

及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以及克服创新惰性奠定了

基础) 第三#带动西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政

府应根据区域差异化需求调整技术(人才与资金

的支持政策#加强资源投入与建设#推动 "K网络

城市和乡镇全面覆盖#完善基础设施和优化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环境#为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能级提升提供空间#发展适宜该地区的区域产

业#尽快缩小东中西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差

距) 第四#打造数字经济增长极#助推战略性新兴

产业高质量发展) 通过科技创新推动战略性新兴

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 加快智能制造高端研发平台建设#培育并

汇集大数据智能化高端研发人才#促进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经济集聚发

展) 作为重组要素资源与改变竞争格局关键力量

的数字经济#需要通过'数据孤岛*与'数据垄断*

的打破#推动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

量发展#提升支撑'智能d

*行业赋能能力) 第五#

重视政府创新投入#明确政府定位) 利用财政税

收手段合理引导#整合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利用政

府补贴刺激企业创新#重视产业的知识产权能力#

支持科研投入水平的提高#通过专利(财务及研发

三方面的投入克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创新惰性) 引导中央与地方形成政策合力#

推动各方力量有效协作#确保政府投入以减轻创

新惰性带来的不利影响为方向#建立健全政策效

果评价标准#系统评价政府创新投入政策产生的

效用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产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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