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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会促进企业产品创新吗 ？

——基于 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的实证研究

杜威剑 李梦洁

（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
天津 3 0 0 0 7 1 ）

摘要 ： 产业集聚对经济绩效的重要影响 已经被大量研究所证实
，
但 系 统考察产业集聚对企业产

品创新影响 的研究仍比较缺乏 。 本文在 Ｍａｒｔ ｉｎ 等基础上分 别构造 了 地方化经济集聚与城市化经济

集聚指标 ， 并结合 1 9 9 8 

—

2 0 0 7 年 中 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 ，
系统地讨论 了 产业集聚对企业产 品创新 的影

响 。 研究证 实 ，产 业集聚对企业创新决策和新产品产 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 。 此外 ，
文章还发现

， 产

业的集聚对 于企业产 品创新 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与企业异质性 ：地方化经济集聚对高技术

行业 内企业的促进作用 更强 ，
而城市化经 济集聚则 对中低技术行业 内 企业的促进更为显著 ； 与 私营

企业和外资企业相 比 ， 国有企业产品创新受产 业集聚的影响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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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产业集聚通常能为企业提供专业化与多样化条件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水平 ，即地区内行业的集

中化对企业所在的生产要素市场 、劳动力市场以及产品市场存在正外部性
［
卜 2

］

。 从企业层面考察产

业集聚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企业的生产效率 ，分别对不 同国家产业集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

行了估计
Ｘ

。 然而 ，随着人们多样化偏好的增强 ，作为持续发展动力的企业创新能力越来越受到人

们关注 ，而产业集聚能否在
一

定程度上促进企业的产品创新 ，现有研究则较少涉及 。 比较有代表性

的是 Ｄｅ 和 Ｂｅｖｅｒｅｎ
［

5
］

的研究 ，他们利用比利时企业层面数据考察了产业集聚对于企业产品创新的影

响 ’然而其研究中并未考虑城市化经济集聚因素的影响 。

在过去三十年间 ， 中国经历了重要的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
而经济活动在地理分

布上的不平衡性则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 ，相应地 ， 以产业群为特征的产业集聚成为中

国经济增长 中的
一

个重要特征 ，然而 ，产业集聚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 中国家企业的正外部性究竟

如何呢？ 关于产业集聚对中 国企业影响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 国 内研究分别从生产率
［
＂

］

、

企业规模
［

9，
、研发投人

［
ｕ

］

、组织模式
［ 1 2 ］

、商业信用
［

1 3
］

等方面考察 了产业集聚对企业影响的外部性

特征 。 然而 ，
虽然现有文献对产业集聚重要性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鲜有文献涉及产业

集聚影响企业产品创新方面的检验 。 因此
，
本文试图从企业创新决策与新产品产 出的视角对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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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的外部效应进行探索 ，
以弥补现有文献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 。

产业集聚究竟是如何影响企业产品创新的呢？ 理论上 ，产业集聚对产品创新的影响途径主要分

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竞争效应 。 在同
一

地 区 内 ，大量企业的集聚会在
一

定程度上加剧企业间的竞

争 ，对于企业而言 ，为了保证或提升市场份额 ，
企业会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以满足消费群的多样化需

求偏好
［

1 4 ］

。 二是规模效应。 地理上的接近使得交通运输成本大大降低 ，企业从下游企业获取产品

创新的原材料以及将创新产品销往上游企业的成本会降低 ，从而促进企业的产 品创新
［

1 5
］

。 三是学

习效应 。 产业集聚加强了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 ， 为企业的产品创新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与渠道 ，增强

了 同类企业间以及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交流 ，为企业进行新产品的研发与创新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

随着地区间产业集聚的增强 ，会进
一

步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
［

1 6
］

。

与现有研究相 比 ，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
一

，从研究视角看 ，鲜有文献从企业层面研

究产业集聚对企业产品创新的直接影响 。 本文依据企业新产品 的相关指标分别从企业创新决策与

新产品生产规模两个方面考察了产业集聚对企业创新与研发的影响 。 第二 ，在集聚指标方面 ，
现有

文献往往强调产业集聚某个方面的特征 ，
不能全面反映行业内 与行业间产业集聚的程度 。 基于此 ，

本文在 Ｍａｒｔ ｉｎ 等
［

3
］

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分别从地方化经济集聚与城市化经济集聚两个角度考

察了 同类型企业间与上下游企业间产业集聚对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 。 第三 ，在研究方法上 ， 已有文

献大多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 ，
无法准确识别产业集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本文考虑到数据

样本的特征 ，分别采用二元选择 Ｐｒｏｂ ｉ ｔ模型与截尾 Ｔ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企业产品创新决策与产品创新规

模 ，得到的结论更为可信 。 最后 ，样本方面 ，本文采用 1 9 9 8
— 2 0 0 7 年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该数据包

括了所有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 的非国有企业 ，是 目前可得数据中观测值最大的样本 ，
因此研究结论

更具有
一

般性 。

文章结构具体安排为 ：第二部分详细介绍了分析中所采用的指标与数据 ， 并设定 了相关计量模

型
；第三部分进行了样本数据特征描述与计量结果的报告 ；第四部分在总结文章结论的基础上得到

了相应启示 。

二、 指标构造 、数据说明与计量模型

（

一

） 指标构造

1 ． 产业集聚

参照 Ｍａｒｔ ｉｎ 等
［

3
］

的方法 ，在两分位行业与城市层面构造产业集聚的变量指标 ，分别从地方化经

济与城市化经济两个方面度量集聚效应 。 地方化经济的集聚效应通过企业所在城市 的行业内其他

企业的就业规模来衡量 ，具体如下所示 ：

ｌｏｃａ ｌ
ｖｃ

ｔ
－ｌｎ （

￡ ；

ｊ
ｃ
，
－

Ｅ
ｌ
Ｊ
Ｃ ，＋

 1
）（

1
）

其中 ，
Ｅ

］
ａ 为 ｔ 时期城市 Ｃ 中行业 的总就业人数 ， 为企业 ｉ 的就业人数 ，

Ｚｏｃａ‘ 为地方化经济

集聚指数
，
表示本地行业内集聚的外部性对于企业的影响 ，

而在企业所在城市该行业中仅存在该企

业的情形下 ，
此时本地化经济集聚指数为 0

，
即不存在本地化经济的集聚效应 。此外 ，城市化经济集聚

效应采取同
一

城市邻近行业规模指数衡量 ， 研究行业间集聚的外部性对于企业的影响 ， 具体指标如

下所示 ：

ｕｒｂａｎ
］
ｃｔ

＝ Ｉｎ
 （
￡
？

－ ￡ ；

－
＋ 1

）（
2
）

2 － 产品创新

本文将分别采用企业是否进行了新产品研发的虚拟变量形式 、新产品产值以及新产品 占 比作为

衡量企业产品创新的指标 。 参照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类 ，新产品界定为省 内企业生产过程中首

次采用新的生产技术 、新的设计 ，或与之前相比有重大改进的产品 。 根据上述定义 ，尽管外省其他企

业可能进行类似生产 ，然而根据 Ｌｕ 和 Ｔａｏ
［

1 7
］

的结论 ，对于像中 国这样的发展中 国家而言 ，模仿在
一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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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也可 以视为企业进行产品创新的一个方面 。

3
．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为了避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的估计偏差 ，
企业效率的衡量指标选取劳动生产率 （

Ｚｐ ）这一单

要素生产率作为分析对象 ，并且 Ｆｒ
ｙｇ

ｅｓ 和 Ｗ ａｇｎ
ｅｒ

［

1 8
］

的研究也证明 了以人均销售收人度量的劳动生

产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高度相关的 ； 采用企业的总就业人数衡量企业的规模 ； 将企业平均

工资作为衡量企业劳动力质量的指标 ；采用企业从政府部门获得的补贴作为企业在当地获得支持的

程度 。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均通过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相关指标计算得到 。

（
二

） 数据说明

文章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1 9 9 8
—2 0 0 7 年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该数据库统计的为年度数据 ， 由

国家统计局建立 ，
主要来 自 于样本企业提交给当地统计局的季报和年报汇总 ，数据库样本范围为全

部国有工业企业及规模以上 （销售额在 5 0 0 万元及以上 ）非 国有工业企业 ，
其统计单位为企业法人 。

主要包括企业的两类信息 ：

一类是企业的基本情况 ，另
一

类是企业的财务数据 。 然而 ，

2 0 0 3 年中 国行

业分类代码发生了变更 ，文章将参照 Ｂｍｎｄ ｔ

［
ｌ 9 ］

的方法将行业按照 2 0 0 3 年之后的新行业代码 （
ＧＢ／Ｔ

4 7 5 4－ 2 0 0 2
）进行重新调整 。 此外 ，参照一般会计准则 ，对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调整 ：首先 ，剔除关键

指标 （ 例如 ，总资产 、职工人数 、工业总产值 、 固定资产净值和销售额 ）缺失的观测值 ；第二步 ，副除不

满足
“

规模以上
”

标准的观测值 ，
即固定资产净值低于 1 0 0 0 万元 、或者销售额低于 5 0 0 万元 、或者职

工人数少于 3 0 人的观测值 ；第三步 ，剔除了
一些 明显不符合会计原则的观测值 ，包括总资产小于流

动资产 、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 、或者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 的观测值 。

（
三

） 计量模型

本文 旨在考察产业集聚对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 ，采用的基准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

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
＾

＝ａ
，＋ａ

，＋ ／
3 ａｇｇ

ＩＪｔ
＋
ｙ
Ｘ

ｔＪ
ｌ＋ｅ

ｔＪｌ（ 3
）

其中 ，
因变量 ｒｒｍｏｍｔ ｉｏｎ

＊ 代表企业产品 的创新指标 ， 为产业集聚指数 ， 分别采用地方化经

济集聚指数与城市化经济集聚指数进行衡量 ，
和 分别为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 为误

差项 。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括 ： 企业生产技术水平 （ … ） 、企业总就业人数 、企业平均

工资 （
ａｗａｇｅ ） 、来 自 于政府的补贴额 、竞争指标程度 （ ｃ ｏ／ｎｐｅ ） 以及企业的年龄 （ ａｇｅ ） 。 选取

这些指标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

1
． 与企业经营绩效相关的变量 ，主要包括企业生产技术水平 （ ＆ ） 、企业规模 和企业平

均工资 从企业产品创新的动力来看 ，生产技术水平较高 、规模较大以及劳动力质量较高的

企业应当会更倾向于新产品的研发 ，
也更具有为产品创新提供相应支持的实力 ， 主要包括新产品早

期研发的固定成本投人和市场初期的宣传成本 ， 因此对于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为正 。

2
． 政府部门对于企业进行补贴 ，会降低企业新产品研发的投资成本 ，分散企业新产 品研发的风

险 ’在
一

定程度上会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 ，为企业新产品的研发提供动力 ， 因此同样存在正向影响 。

3
． 从产品创新的动力来看 ，产品市场上竞争越激烈 ，企业要 占据越多的市场份额 ， 便需要生产

差异化程度更高的产品 ， 因此预期符号为正 。参照 Ｍ ａｒｔ ｉｎ等
［

3
］

的方法 ，采用不同城市行业内衡量集中

程度 的赫芬达尔指数进行衡量 ，如 （
4
） 式所示 ，其中 为 ｔ 时期处于城市 Ｃ 的行业 ｙ 内企业的集合 ：

垂？
＝

ｌｎ

［

Ｚ （二ｄ（
4

）

1 Ｅ  Ｓ
Ｊ

ｃ
ｔ

4
． 企业会经历成立 、成长 、成熟等阶段 ，

不同阶段所采取的研发投入策略会存在差异 。根据相关

研究认为 ，企业是否进行创新投入的概率会随着企业年龄 的增加而呈现递减 ， 即新企业可能 比成熟

企业更有可能创新 ，然而 ，对于成熟企业而言 ，
可能会有更加充足的资本与经验进行新产品的研发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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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企业年龄对于新产品研发的影响具有
一定的不确定性

［
2°

］

。

三 、 计量估计结果

（

一

） 样本特征描述

1 ． 新产品研发趋势分析

为 了考察新产品研发企业 的表 1 企业进行新产品研发统计％

特征 ． 对样本内研发企卟讲行统 年份 研发新产品企业占比 两年内未研发企业占比 两年内持续研发企业 石ｒ

计分析 ’如表 1 所示 ’ 第
－

列为样】ＩＳ 9 8^
本内研发新产品企业在总体企业 2 0 0 0 1 2 ． 2 6 9 8 ． 2 3 8 4 ． 0 3

中 的 占 比 ， 第二列为 连续两年 内 2 0 0 1 1 3 ． 9 5 9 8 ． 3 8 8 6 ． 2 3

均未进行新产品研发的企业 占 当
2 0 0 2 1 0 － 8 1 9 8  6 3＾ “ 4 0

2 0 0 3 9  8 7 9 8 7 1 8 3 8 1

年未进打新产品研发企业总量的
2 0 0 5 1 7 ． 1 0 9 7 ． 2 0 9 4 ．

1 8

比例 ，第三列 为连续两年内持续 挪 6 1 7 ． 7 3 9 6 ． 7 2 8 4 ． 5 6

进行新产品研发的企业 占 当年研 
1± 1 1 22Ｊ2．Ｚ 2ｌ＾

也八 ｔ ｌｈｈ ｕｕｍ注 ： 样本 ￡ 间 内 2 0 0 4 年为普查年份 ，
统计 口 径发生 变化 ，

不存在企业新
友止业的 比；例 。产品研发的统计指标 ， 因此从样本 中剔除 。

通过表 1 可知 ，样本内进行新产品研发的企业占 比均值在 1 3 ．
 5 ％左右且存在

一

定的波动性 ，新

产品企业占 比较高的年份为 2 0 0 5 和 2 0 0 6 年
；
对于之前未进行新产品研发的企业中 9 8％左右的企业

在接下来一年内仍未研发新产品 ；而对于在之前年份进行了新产品研发的企业而言 ， 约有 8 3
．  5 ％左

右的企业在接下来的年份仍然继续进行新产品 的研发与生产 。 结果表明 ，对于企业而言 ，是否进行

新产品研发与之前年份存在很强的一致性 ，
之前年份企业关于新产品研发的沉没成本与经验可能会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是否继续进行新产品的生产 。

2 ． 企业特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进行新产品研发与未进行新产品研发企业之间的异质性 ，对上述两种类型的企

业特征进行对比 ，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企业特征的异质性对比
￣￣

生产率企业规模平均工资政府补贴企业年龄
—

研发非研发研发非研发研发非研发研发非研发

—

研发非研发

1 9 9 8 4 ． 4 8 0 8 4 ． 7 6 8 6 6 ． 4 4 0 0 5 ． 2 0 4 4 2 ． 0 5 9 0 2 ． 0 5 4 1 1
． 3 6 3 0 0 ． 4 6 4 4 3 8 ． 7 6 1 9 2 7 ． 8 1 9 9

1 9 9 9 4 ． 6 7 5 5 4 ． 8 8 6 6 6 ． 3 2 0 75 ． 1 2 3 8 2 ． 2 0 2 5 2 ． 1 6 0 9 1 ． 5 0 0 3 0 ． 5 1 9 0 2 8 ． 9 8 6 9 1 7 ． 3 1 0 4

2 0 0 0 4 ． 8 3 8 5 4 ． 9 5 3 0 6 ． 2 4 8 3 5 ． 1 1 3 1 2 ． 3 0 0 6 2 ． 2 1 9 1 1
． 5 6 9 0 0 ． 5 6 9 2 2 4 ． 0 1

3 5 1 2 ． 9 5 7 6

2 0 0 1 4 ． 9 3 4 3 4 ． 8 8 3 3 6 ． 0 8 7 3 5 ．
1 6 9 2 2 ． 3 4 0 1 2 ．

1 7 3 0 1
． 5 5 3 4 0 ． 6 0 9 5 2 0 ． 9 0 1 3 1 0 ． 4 7 0 3

2 0 0 2 5 ． 0 7 4 0 4 ． 9 2 7 8 6 ． 0 9 5 4 5 ． 1 3 5 8 2 ． 4 1 9 9 2 ． 2 2 3 81 ． 7 4 9 4 0 ． 6 9 2 6 1 9 ． 0 1 9 9 1 0 ． 0 5 7 5

2 0 0 3 5 ． 2 5 7 0 5 ． 0 4 8 1 6 ． 0 4 0 3 5 ．

1 2 5 2 2 ． 5 1 0 4 2 ． 2 9 0 1 1
． 9 7 2 2 0 ． 7 4 1 0

1 7 ． 5 3 1 5 9 ． 5 2 9 3

2 0 0 5 5 ． 5 3 0 4 5 ． 2 5 0 0 5 ． 3 4 6 1 5 ． 0 4 1 4 2 ． 5 5 0 5 2 ． 5 5 4 6 1
． 3 2 3 6 0 ． 7 0 0 9

1 1 ． 2 5 2 1 8 ． 0 8 5 4

2 0 0 65 ． 6 8 3 7 5 ． 4 1 3 9 5 ． 3 3 3 1 5 ． 0 2 0 0 2 ． 6 7 5 1 2 ． 7 1 2 41 ． 4 5 7 8 0 ． 6 8 7 71 1 ． 0 4 8 8 8 ． 4 7 0 8

2 0 0 7 5 ． 7 8 2 0 5 ． 5 8 0 9 5 ． 4 9 8 8 4 ． 9 1 6 8 2 ． 9 8 6 4 2 ． 8 0 7 61 ． 8 0 8 5 0 ． 6 1 8 6 1 1 ． 3 5 4 6 7 ． 8 9 6 4

注
：
同表 1 。

通过上述的初步统计可知 ，与未研发企业相 比
，研发新产品的企业会具有更高的企业生产率 、更

大的企业规模以及更高劳动力质量 ；
此外 ，

研发企业能够从政府部门得到的补贴远高于其他企业 。

在分析集聚对于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时 ，应当考虑企业的特征差异 ， 因此 ，在计量模型中 ，
同时引人

了企业生产率 、企业规模 、平均工资 、政府补贴等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

3 ． 不同行业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新产品研发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 ，将企业按照所在行业进行分组 ， 结果如

表 3 所示 。 其中 ，通用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通信设备 、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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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以及仪器仪表及文化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行业新产品产值均在 1 亿元以上 ，
且新产品在行业总

产值中 的 占比均超过 2 0 ％
，
并且进行新产品研发的企业占 比同样达到 2 0 ％左右 。 然而 ，对于传统行

业而言 ，例如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纺织业以及其他 日用品制造业的新产品产出值偏低 ，且

行业占比均在 5 ％左右 。 上述统计结果表明 ，新产品在不 同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 因此在计量

分析中应当同时考虑行业层面因素对于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 。 此外 ，
比较发现 ，尽管不同行业的新

产品产出差异性较大 ，但在各个行业中的 占 比均较低 ，
说明企业进行新产品生产并得到认可是存在

较高要求的 ，样本数据新产品产出指标是可信的 。

表 3 分行业新产品研发情况分析

ＺＴ新产品产值新产品产出 占比新产品企业 占比



（百万元）



（
％ ）



（ ％ ）



农副食品加工业 7ｌ 9 2 ＾ 6 8 8 ＾ 9 8

食品制造业 4
． 5 8 3 ． 7 0 1 1 ． 8 6

饮料制造业 8 ． 7 2 8 ． 5 5 1 6 ． 9 0

烟草制品业 8 ． 7 8 6 ． 0 2 3 1 ． 8 2

纺织业 3 8 ． 7 0 7 ． 1 31 0 ． 5 5

纺织服装 、
鞋

、 帽制造业 1 1 ． 1 0 4 ．
1 7 4 ． 7 3

皮革 、毛皮 、羽毛 （绒 ）及其制 品业 6 ． 9 3 3 ． 9 7 6 ． 3 2

木材加工及木 、竹 、藤 、棕 、草制品业 3 ． 0 3 5 ． 4 6 8 ． 8 6

家具制造业 2 ． 6 2 4 ． 4 0 9 ． 2 5

造纸及纸制 品业 6 ． 3 8 5 ． 2 4 9 ． 0 1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 的复制2 ． 2 0 5 ． 4 4 8 ． 0 5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3 ． 6 9 4 ． 4 4 7 ． 6 2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 3 ． 6 0 3 ． 3 6 1 5 ． 0 3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4 9 ． 7 0 8 ． 2 4 1 6 ． 2 1

医药制造业 2 6 ． 4 0 1 6 ． 8 1 3 4 ． 2 1

化学纤维制造业 1 3 ． 2 0 1 2 ． 3
1 1 8 ． 6

1

橡胶制品业 1 4 ． 6 0 1 4 ． 2
1 1 5 ． 3 3

塑料制品业 1 1
． 5 0 6 ． 0 5 8 ． 9

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 7 ． 2 0 7 ． 1 51 5
．

0 6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9 3 ． 7 0 1 2 ． 2 0 1 7 ． 8 0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 5 ． 4 0 9 ． 1 0 1 8 ． 3 9

金属制品业 1 5 ． 5 0 6 ． 1 71 0 ． 0 7

通用设备制造业 8 6 ． 4 0 2 1 ． 1 7 2 1 ． 8 6

专用设备制造业 4 9
．

4 0 1 9 ． 8 8 2 7 ． 9 6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 6 7 ． 0 0 3 6 ． 4 3 2 5 ． 4 6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 0 8 ． 0 0 2 3 ． 8 51 9 ． 6 7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 ． 0 0 2 3 ． 8 01 9 ． 3 2

仪器仪表及文化 、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1 1 4 ． 0 0 2 5 ． 6 9 2 1 ． 2 5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7＾＾ 2 3



1 2 3 2


（
二

）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表 4 报告了采用基准模型 （
3

）进行估计的结果 。 其中
，
回归组合 （

1
）
￣

（ 3 ）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企

业是否为创新企业 、企业新产品产出 以及企业新产品产出占 比 ， 主要考察企业特征 、政府补贴 、竞争

程度与企业产品创新的关系 ；
回归组合 （

4
）
￣

（
6
） 则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察了本地化痉济

集聚与城市化经济集聚两方面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 。 根据样本数据的特征 ，对于企业进行新产品研

发概率分析的模型 （
1

）
和

（
4

）采用二元选择回归 Ｐｒｏｂｉ ｔ模型 ；考虑到样本回归中大量企业的新产品产

值及新产品 占比为 0
， 因此其余模型均采用截取回归 Ｔｏｆａｉ ｔ 模型 。

— 5—



杜威剑 李梦洁产 业集聚会促进企业产品创新吗 ？


表 4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
ｌ ） ＰＲＯＢ ＩＴ（

2
）
Ｔ 0 Ｂ ＩＴ （ 3 ）ＴＯＢ ＩＴ（ 4 ）ＰＲＯＢＩＴ （ 5 ）ＴＯＢＩＴ（

6
）ＴＯＢ ＩＴ



创新决策新产品产值新产品占比创新决策新产品产值新产 品占 比

0 ．

1
2 5 7 

…


1

． 9 7 9 3

…

 1 ．
1 6 8 4 

林

 0 ．
1 1 8 4 

…

 1 ． 8 7 8 5
ｗ

 1 ． 0 8 9 0
＂

（ 0 ． 0 0 3 3 ）（
0 ． 0 4 4

1 ） （ 0 ． 4 9 1 9
）（

0 ． 0 0 3 3
）（

0 ． 0 4 4 1
） （

0 ． 4 5 3 0
）

ｌｎｗｏｒｋｅｒ 0 ． 2 4 6 3
…

 3 ． 6 2 0 9

““

 2 ． 5 7 8 3 

＊ ＊

 0 ． 2 6 4 3
＿

 3 ． 8 3 9 9


＊＊ ＊

 2 ． 7 7
1
2

＊
＊

（
0 ． 0 0 3 0

）（
0 ．

0 3 7 0
） （

1 ． 2 3 6 8
） （ 0 ． 0 0 3

1
） （

0 ． 0 3 7 6
）（

1 ． 3 3 1 3
）

ｌ ｎａｗａ
ｇ
ｅ 0 ． 0 1 6 1 0 ． 3 2 8 3

…

 0 ． 2 8 6 6 0 ． 0 4 3 7 

…

 0 ． 6 8 7 8 

…

 0 ． 5 8 5 4 

＊

（
0 ． 0 0 4 5

）（
0 ． 0 6 1 1 ） （

0 ． 1 8 5 1
） （

0 ． 0 0 4 5
）（

0 ． 0 6 0 5
） （

0 ． 3 2 8 0
）

ａ
ｇ
ｅ 0 ． 0 0 0 6 

…

 0 ． 0 0 8 5
＾

 0 ． 0 0 7 0
”

 0 ． 0 0 0 6 

？料

 0 ． 0 0 7 9 

““

 0 ． 0 0 6 6
＂

（
0 ． 0 0 0 0

）（
0 ． 0 0 0 4

） （
0 ． 0 0 3 5

）（
0 ． 0 0 0 0

）（
0 ． 0 0 0 4

） （
0 ． 0 0 3 2

）

ｌｎｓｕｂｓｉ ｄ
ｙ 0

．
0 6 0 6



…

 0 ． 7 8 5 4 

…

 0
．

6 0 5 3 

＊ ＊

 0
．

0 5 7 7


…

 0 ． 7 4 5 3


…

 0 ． 5 7 4 7


“

（
0 ． 0 0 1 3

）（
0 ． 0 1 5 7

） （
0 ． 2 9 9 3 ） （ 0 ． 0 0 1 3 ）（ 0 ． 0 1 5 8 ）（ 0 ． 2 8 4 4

）

ｃｏｍ
ｐ
ｅ 0 ． 0 0 4 3

…

 0 ． 0 7 2 8 

…

 0 ． 0 6 4 7 

？

 0 ． 0 3 4 2 

？？ ？

 0 ． 4 6 8 3 

＇
＊ ＊

 0 ． 3 9 8 8 

”

（
0 ． 0 0 1 2

）（
0 ． 0 1 6 0

） （
0 ． 0 3 3 1

）（
0 ． 0 0 1 4 ）（ 0 ． 0 1 8 8 ） （ 0 ．

1 9 4 6 ）

地方化 0 ． 0 3 5 2
“ ＊

 0 ． 4 5 9 3 0 ． 4 0 1 8

＂

（
0 ． 0 0 2 0 ）（ 0 ． 0 2 6 7 ） （

0 ．
1 9 9 1

）

城市化 0 ． 0 5 8 6


…

 0 ． 7 8 5 2 

＊
＊ ＊

 0 ． 6 3 2 9
”

（ 0 ． 0 0 3 2
）（ 0 ． 0 4 1

8
） （

0 ． 3 0 8 4
）

＿

ｃｏｎｓ
－

3 ． 2 0 4 6
－

4 6 ． 7 0 7 5－

3 9 ． 3 3 0 8
＂－

2 ． 4 3 9 9
ｗ

－ 3 6 ． 2 9 5 0
ｗ－ 3 0 ． 9 2 0 9

”

（
0 ． 0 2 7 1

）（
0 ． 3 4 7 4 ） （

1 8 ． 9 3 2 0 ）
（

0 ． 0 3 8 8 ）（ 0 ． 5 1 5 7 ） （ 1 4 ． 8 4 9 5 ）

Ｎ 6 8 0 6 3 4 6 8 0 6 3 4 6 8 0 6 3 4 6 8 0 6 3 4 6 8 0 6 3 4 6 8 0 6 3 4

似
2



0 ． 7 3 5



0 ． 4 1 1



0 ． 2 3 0


0 ． 7 8 7


0 ． 4 3 5


0 ． 2 4 7

注 ：
＊

、

＊＊
、 分别表示在 1 0 ％ 、 5％ 、 1 ％ 的水平上显著 ，

括号 中 的数字表示标准差 ，

回 归 结果 由 ＳＴＡＴＡ 1 2 ． 0

给出 。

由 回归组合 （ 1 ）
￣

（
3

）不难发现 ，
企业生产率 、企业规模 、企业平均工资 、企业年龄与企业的新产

品研发显著正相关 ，
且在各种情况下均高度

一

致。 结果表 明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规模的扩大以

及企业内劳动质量的提高均会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对于新产品的研发 ， 与预期

一

致 ，
企业随着生

产效率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会更有实力进行新产品的研发 ，并且会雇佣更多髙质量的劳动工人 ，最

终加速企业产品 的更新换代与新产品 的生产 ；考虑到 中 国大多数企业均处于成长期 ，随着企业存续

时间的增加 ，企业会更倾向于新产品的研发 ，
而对于新成立的企业而言 ，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进行新产

品研发的实力 。 政府补贴对于企业新产品生产存在正向影响且高度显著 ，表明政府的鼓励政策使得

企业具有更强的新产品研发动力 ，提高企业的新产品研发与生产。 竞争指标的系数与企业新产品生

产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明产品市场上竞争越激烈 ，企业为了保持或扩大更多市场份额 ，不得不进

行更多新产品 的研发 ，从而加速了企业对于新产品生产的需求 。

接下来 ，在模型 （
1
）
￣

 （
3

） 的基础上 ，进
一

步引入产业集聚的两个方面
——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

济集聚指标 ，通过回归组合 （
4

）
￣

（
6
）分析其对于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 。 首先 ，企业特征变量 、政府补

贴 、竞争程度等与之前分析符号和显著性高度
一

致 ，证明了模型的稳健性 ；衡量回归方程解释力的伪 Ｒ
2

数值均有所提高 ，
且产业集聚指标的系数显著 ，表明集聚会影响企业的产品创新 。 产业集聚指标中地方

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系数均为正 ，表明集聚对于企业的产品创新决策与产出均存在促进作用 ，
并且地

区内同行业企业和其他行业企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均会提高企业新产品的研发与生产 。

（
三

） 行业异质性与 企业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产品创新在不同行业的异质性 ，本文将样本按照企业所在行业分为高技术行业与 中低技

术行业 ，具体分类标准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 的《中 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 ，并同时从企业产品创新

决策 、新产品产值以及新产品创新 占比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 通过表 5 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内企业产

品创新的分析可知 ，产业集聚中的地方化经济会同时促进高技术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 内企业的创新

决策和产品创新规模 ，并且对于高技术行业内企业而言 ，地方化经济指数的系数明显高于中低技术

企业 ，说明地区内同行业企业的集聚对于高技术企业的产品创新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对于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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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而言 ，高技术行业的集聚效应变得不再显著 ，说明其他行业的集聚对于处于高技术行业内企业

并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换言之 ，髙技术行业内企业从其他行业集聚中获得产品创新的正外部性

十分有限 。

就企业特征而言 ，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对处于中低技术行业企业的产品创

新决策与产出 的促进作用更强 ，而企业劳动工人质量与企业年龄的正向促进作用则在高技术行业内

更为显著
；
当企业获得同样的政府补贴时 ，可能受到研发成本的限制 ，高技术生产部门 的创新决策和

新产品产出会更高 ；此外 ，考虑到高技术行业本地竞争程度可能更低 ， 因此竞争程度的系数在高技术

行业样本内不再显著 ，说明竞争程度并未构成高技术企业产 品创新的重要影响因 素 ，
而对于中低技

术行业企业而言
，则存在显著的正 向影响 ，会加速企业的产品更新 。

表 Ｓ 行业异质性下集聚与企业产品创新

创新决策新产 品产值新产 品占比
￣

（
ｌ ） ＰＲＯＢ ＩＴ（ 2 ） ＰＲ 0 Ｂ ＩＴ（

3
）
Ｔ 0 Ｂ ＩＴ（ 4 ） Ｔ 0 ＢＩＴ （

5
）Ｔ 0 Ｂ ＩＴ （ 6 ） Ｔ 0 ＢＩＴ



高技术


中低技术


高技术


中低技术


高技术


中低技术
ｌ

ｐ 0 ． 0 5 6 3


ｗ

 0 ．
1 2 3 5 

＊ ＊＊

1
． 0 9 2 6 

…

 1 ． 9 5 5 6 

…

 0 ．
1 3 6 5 0 ． 0 6 7 4



？“

（ 0 ． 0 0 9 3
）（

0 ． 0 0 3 5
）（

0 ． 1 0 7 8
）（

0 ． 0 4 6 9
）（

0 ． 6 6 9 1
）（

0 ． 0 0 2 3 ）

ｌｎｗｏｒｋｅｒ 0 ． 2 2 3 1
 0 ． 2 6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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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7 6 3


0 ． 4 9 9


0 ． 4 2 6


0 ． 1 9 0


0 ． 6 5 5

注 ： 同表 4 。

考虑到就不同所有制企业而言 ，
产业集聚对于企业产品创新决策与产品产出会存在

一

定的差异

性 ，
为此

，
以私营企业作为参照标准 ，分别引入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与产业集聚指标的交互项 ，

回归结

果报告于表 6 。

表 6
（

1
）

？

（
3

）分别汇报了地方化经济集聚与城市化经济集聚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产品创新决

策与新产品产出的影响 。 由此不难发现 ，
地方化经济集聚与城市化经济集聚对于企业产品创新存在

显著的所有制差异 ：
地方化经济 、城市化经济与国有企业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 ，表明 与私营企业比较

而言 ，地方化经济集聚对于 国有企业 的产品创新存在更强的促进作用 ；
地方化经济与外资企业的交

互项显著为负 ，表明地方化经济集聚对于外资企业的产 品创新促进作用低于私营企业 ，而城市化经

济与外资企业的交互项并不显著 ， 说明城市化经济集聚对于产品创新的影响在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

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 综上可知 ， 产业集聚对于国有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最大 ，其次是私营企业 ，最

后是外资企业 。 其经济学解释是 ：
国有企业会凭借先天优势 ，在集聚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地方支持 ，具

有更强的实力进行新产品 的研发与生产 ，而外资企业则在集聚过程 中 ，特别是 同行业内集聚过程中

由于本地国 内企业模仿或是缺乏知识产权保护 ，会使得外资企业丧失新产品研发 的激励 ，最终阻碍

其对于新产品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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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剑 李梦洁产业集聚会促进企业产品创新吗 ？

与现有关于集聚对创新影响研究的文献表 6 集聚对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 ：所有制差异

相 比
，
本文从中 国企业的微观视角对这

一

问（ ｌ ） ＰＲＯＢ ＩＴ（
2 ） Ｔ 0 Ｂ ＩＴ（

3
）
Ｔ 0 ＢＩＴ

题进行了重新审视。 部分结论与采用宏观层 
＾

￣ ̄

面数据的研究文献一致 ，表明产业集聚会提
Ｐ

（
0 ． 0 0 3 3 ）（

0 ． 0 4 3 0 ） （
0 ． 5 2 6 1 ）

高地区创新能力，并且在不同地区之间存
ｉ ｎｗｏｒｋｅｒ°

（
0

2 4

0

5

0

4

3 ；
）ｙ．ｓ；

）

在一定的差异性
［

2 1
］

。 与微观层面的研究文ｌ ｎａｗａｓｅ 0 ． 0 4 5 7 

－

 0 ． 6 9 9 2 

－

 0 ． 6 0 4 1 
＊

献相比 ，
文章

一

方面支持了部分利用发达 国ｌｎｓｕｂｄｄｙ 0 ． 0 5 2 9 

＊＂

 0 ． 6 7 3 5 

＊＂

 0 ． 5 2 3 7 

＊ ＊

家企业层面数据研究文献
［ 3 ， 5 ］

的结论 ，从总体 （
0 ． 0 0 1 3 ）（

0 ＂ 0 1 5 7 ） （
0 ． 2 5 9 5

）

ａ
ｇ
ｅ 0 ． 0 0 0 50 ． 0 0 6 0 

…

 0 ． 0 0 5 0 

＊ ？

上验证了产业集聚对企业产品创新的正向促（ 0 ． 0 0 0 0 ） （ 0 ． 0 0 0 4 ）（
0 ． 0 0 2 5

）

进作用 ，
证明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

ｃ。ｍ
ｐ
ｅ

产业集聚的
“

创新效应
”

仍然存在 ；另
一

方面 ，地方化0 ． 0 4 1 6
＊＂

 0 ． 5 4 5 4
＊＂

 0 ． 4 7 8 6
＂

通过引人企业的异质性特征 ，进
一步分析了城市化 0

（ 0

： 2 0

（ 0

： 2Ｓ
7

＂

）

集聚对处于不同行业以及不 同所有制类型企 （
0 ． 0 0 3 3 ）＾

0 ＂ 0 4 3 1
） （

0 －
1 8 5 9 ）

业的产品创新所存在的差异化影响 ， 同时认
＂

ｏ

0 6

＾
＂

 0

（
0

8 5

0 5

4

2 7
）

＊

？ 0

6

3

9

4 1 8
）

为产业集聚对于中低技术行业企业以及国有地方化 ｘ 外资－

Ｏ ． Ｏ Ｉ Ｓ Ｉ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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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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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ＪＪ Ｉ Ｉ吻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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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0 4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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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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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具有更强的
“

创新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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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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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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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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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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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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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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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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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

3 Ｑ
＊ ＊

＊Ｈ
＂

7 7 ＱＱ
＊ ＊

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两个方面构造了产
＿


＂

（ 0 ． 0 3 9 4
）

＂

（ 0 ： 5 1 1 1
）

＂

（
1 6 ：  2 5 3 6

）

业集聚指标 ，并运用 1 9 9 8
— 2 0 0 7 年中 国 工ｆｔ

Ｎ

Ｒ
2

6

0

8 0

9

6

3

3

2

4 6

0

8 0

5

6

0

3

2

4

ｍ
4

业企业数据库的筛选样本考察了产业集聚注二表 4 。
： ：：

对于企业产品创新决策与新产品产出 的影响 。 在上述基础上 ，本文同时考虑了行业异质性与企业所

有制等因素的影响 ，分别采用分样本与引人交互项的方式 ，进
一

步探讨了产业集聚对企业产品创新

的影响 。 研究发现 ： （
1
） 总体而言 ，产业集聚会促进企业的创新决策与新产品产 出 ，并且地区内同行

业企业和其他行业企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均会促进企业新产品的研发与生产 。 （
2

） 地方化经济集聚会

同时提高高技术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内企业的创新决策与新产品产出 ，并且对于高技术行业内企业

的产品创新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
3
） 城市化经济集聚对于高技术企业产品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

著 ，换言之 ，高技术行业内企业从其他行业集聚中获得产品创新的正外部性十分有限 。 （
4

）从所有制

来看 ， 产业集聚对于国有企业产品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强 ，其次是私营企业 ’最后是外资企业 。 此外 ，

本文为我们深入理解产业集聚的经济影响提供了
一

个新的研究思路 ：对于集聚问题的考察不能仅局

限于经营表现层面 ，
产业集聚对于企业产品研发与创新的模仿与学习效应同样不容忽视 。

基于上述结论 ，本文有如下政策启示 ： 第
一

， 摒弃地方保护主义 ，鼓励市场竞争 。 政府部门应当

采取宽松的产业政策为企业在地区 内 的集聚提供更多便利条件 ， 以提高相关行业的集 中程度 ， 积极

促进新企业的衍生与地区 内整体技术进步 ，鼓励企业之间 的技术转移 ，
通过本地化经济集聚与城市

化经济集聚的正 向外部效应促进地区内企业的研发与创新。 第二 ，
根据当地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需

求 ，提供针对性 的产业鼓励政策 。 不同 的产业集聚方式对于不同技术水平企业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

差异 ，
因此各地区应当综合考虑本地区特征 ，采取差异化的产业政策 ：偏重发展高技术行业的地区 ，

应当采取支持地方化经济集聚的产业政策 ，便于高技术行业企业在产业集聚过程中 的交流与合作 ；

而偏重发展中低技术行业的地区则应当采取鼓励城市化经济集聚的产业政策 ，注重地区内行业集聚

的多样性 ，
通过不同行业企业间的相互学习 与分工为企业创新提供更好的条件 。 最后 ’注重集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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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ＵＳＴＲ 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平衡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关系 。 相关部门应当强调对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

知识产权的保护 ，
以防止集聚过程中盛行的模仿行为造成企业创新动力 的缺失 。 此外 ，政府部门还

应当加强扶持与培养国有企业特别是高科技行业的国有企业 ，鼓励私营企业参与 国有企业的专业化

分工 ，通过延展 国有企业生产链 ，实现技术扩散 ， 同时适当增加对私营企业的政府补贴 ， 防止 国有企

业一家独大 ，最终阻碍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研发与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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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由于城镇单位工资总额和国有单位工资总额的统计起始年份为 2 0 0 6 年
，故在回归 （ 3

） 中样本量有所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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