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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创新，已经成为关系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命题。在选用研
发投入和专利存量这两种普遍采用的创新代理指标基础上，全景式地检验金融发展的规模、效率以
及金融市场化这三者对创新的作用效应。主要发现是：金融发展的规模扩张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
研发投入、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存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促进效应；金融发展的效率提升对外部
融资依赖行业的研发投入、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存量并未产生显著作用，只对外观设计专利存
量造成促进效应；金融市场化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研发投入、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存量产生
了抑制效应，特别是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对研发投入、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存量产生了显著
抑制效应。这些经验事实说明，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并未对创新形成有效的支撑和激励作用，相反，
信贷市场竞争的加剧对创新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由此为中国金融体系实施全面改革的方
向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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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由要素粗放型驱动向创新驱动

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机遇期，创新日益成为维持和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无论从
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角度，还是从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或者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乃
至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视角来看，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创新的决定性作用愈发凸显。为了加快中国创
新能力的提升，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国家战略与政策。２００６年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目标；２０１２年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将这一战略明确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２０１３年颁布了《关
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意见》，明确地将提升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
能力，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目标。这种背景下，如何有效促进国家
以及企业层面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已经成为国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

梳理现有研究，大量文献均发现了金融发展是影响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１ ３］。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指出，
金融发展在缓解金融机构和创新活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由创新所引发的融资活动中的道德
风险与逆向选择行为、降低创新活动的融资成本、控制创新研发活动风险，以及提升金融体系和创新

—３４—

（双月刊） ２０１７年第３期（总第８８期）

DOI：10.13269/j.cnki.ier.2017.03.004    网络出版时间：2017-05-19 12:32:44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2.1683.F.20170519.1232.008.html



活动之间的资金配置效率等方面，均有着不可忽略的独特作用［４］。近来，有关金融发展对创新活动
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已深入到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体系结构差异方面。有文献聚焦金
融发展的效率对创新活动质量的影响效应［５］；更多的文献探究是以银行为主导还是以市场为主导的
金融体系，更能激励和扶持创新活动［６］。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理解金融发展和创新以及金融发
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并且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

就中国当前发展阶段而言，金融发展以及金融体制改革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然而，众
多学者指出，中国当前存在较为突出的金融发展滞后以及典型的金融抑制现象［７ ９］。这种背景下金
融体系究竟对创新活动形成促进效应或支撑作用，还是抑制效应或阻碍作用？基于这些重大现实问
题的考虑，在中国情景下，研究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创新，不仅仅关系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以及
探明金融体系今后改革方向，而且也关系中国经济今后能否实现中高速的可持续增长、摆脱“中等收
入陷阱”的重大理论意义和政策含义的研究命题。

区别于以往研究，本文的贡献可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既有前沿研究的重要补充。目
前既有研究多数是从发达国家背景来研究金融发展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尤其缺少来自中国这样
典型发展中大国的经验证据。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对中国而言，得到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并不
能对创新活动形成有效支撑的经验结论，无疑对该前沿研究领域增添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经验证据；
第二，更深入的研究视角。本文并未停留在金融发展的单个视角，而是从金融发展的规模、效率以及
金融市场化这三个综合视角，来全面研究金融发展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此外，就创新活动的衡
量指标来看，本文也未局限于某个单一指标，而是从研发投入、专利存量这两个方面来对创新活动进
行全景式衡量。这些多视角的方法，既拓展了既有的研究视角，加深了既有的研究深度，也为本文主
要研究发现的可靠性提供了有力保障；第三，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启发性。本文的主要研究结
论均证明中国情景下，以大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以及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与管制造成的金融抑
制现象，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未必能形成有效的激励效应与支撑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发
现中国如果仅仅针对信贷市场资金分配进行市场化改革，不仅不能促进制造业部门的创新活动，相
反可能对制造业部门创新能力的提升形成抑制效应。这些经验发现为如何合理推进发展中国家的
金融体系改革，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启发意义。

二、文献回顾、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依据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１０］、Ｍｃｋｉｎｎｏｎ［１１］等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深化可以通过缓解金融机构和贷款者

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以及融资成本，更
好地控制企业创新活动的巨大不确定性与失败风险，更有效地动员资金向创新领域优化配置，从而
激励一国或企业层面的创新活动，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包含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不
同发展类型。到底是银行导向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还是市场导向的直接融资金融体系更能促进创
新？这是一个长久受到经济学家们高度关注，且最近又日趋活跃的重大研究命题。支持市场主导金
融体系有效的学者们认为，证券市场更能够搭建储蓄和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通道［１２］。一方面，证券
市场更可能使得投资者不需要对企业创新研发投资的融资提供额外的担保抵押要求，从而降低企业
创新投资的融资成本［１３］；另一方面，证券市场能够将创新投资活动特别是具有较强外部融资依赖特
征的高新技术行业的创新投资活动所具有的潜在价值转化成有效的市场均衡价格，从而提升创新资
金的市场最优配置效率［１４］。相反，信贷市场可能不利于那些具有较强外部融资依赖特征的高新技
术行业发展。一方面，创新活动的价值往往是无形资本或者内化于人力资本之中，很难通过抵押担
保形式来缓解银行机构贷款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满足银行机构的风险控制要求［１５］；另一方面，创新投
资收益以及对资金需求的不确定性，使得创新活动很难产生稳定的现金流来应对银行机构的还款要
求，从而导致银行机构无法针对那些小规模、新进入的创新企业的投资项目给予足够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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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１３］。
然而，针对以上理论假说，既有实证研究文献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支持银行导向的金融体系

可以促进创新的文献有：Ｂｅｎｆｒａｔｅｌｌｏ ｅｔ ａｌ．针对意大利的研究发现，本地银行的发展促进了本地制造
业企业的工艺创新活动水平，而并未促进产品创新［１６］。Ｎａｎｄａ ａｎｄ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从历史角度论证了银行
体系对创新所具有的促进作用。他们发现，在全球大萧条时期银行体系的崩溃降低了企业专利的数
量和质量，由此验证了银行体系对创新活动具有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１７］。Ｃｏｒｎａｇｇｉａ ｅｔ ａｌ．以美国各
州银行机构设立管制政策，实施放松的外生冲击为背景，研究银行竞争对美国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效应。实证结果发现，银行竞争总体上降低了各州的创新活动水平。但是，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银
行竞争的影响效应是有差异的，银行竞争促进了依赖外部融资的私营企业的创新活动，相反，对那些
依赖外部融资的公营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形成了抑制效应［１８］。

最近的研究文献多数倾向于支持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更能促进一国创新能力的提升。Ｂｒａｖｏ
Ｂｉｏｓｃａ利用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９４年间３２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样本数据，发现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
的发展均能促进国家层面创新质量的提升。并且，相对于信贷市场发展，股票市场发展对国家层面
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大［１９］。Ｔｉａ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使用美国风险投资的样本企业数据，发现在那些由更
能容忍投资失败风险的风险基金经理主导的ＩＰＯ企业中，风险投资更能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２０］。
Ｃｈｅｍｍａｎｕｒ ｅｔ ａｌ．仍然使用上述数据，发现了不同类型的风险投资企业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是存
在差异的。其中，公司风险投资基金（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相对于独立风险投资基金（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更能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这种更有效的激励效应可能是由于公司风险投资基金更具有
产业发展的知识经验以及对失败具有更高的容忍性所造成的［２１］。Ｈｓｕ ｅｔ ａｌ．使用３２个发达和新兴国家
在１９７６年至２００６年间跨国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创新数量还是创新质量的角度，股票市
场的发展均促进了国家层面的创新活动，而信贷市场的发展却抑制了国家层面的创新活动［６］。然而，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也有文献发现金融市场的某个方面对创新活动产生了负面效应。比如，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
使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企业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出于应对敌对竞争者的恶意收购以及短期投资
者对短期收益的过度追求动机，股票的流动性对企业创新活动造成了显著的抑制效应［２２］。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政府干预与控制造成的金融抑制现象，这会加剧金融体系与金融
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最优投资机会得不到有效的资金支持，从而造成企业的融
资约束问题［２３］。这种融资约束问题在创新活动中表现更为明显，那些对外部融资具有依赖性的企
业或行业的创新活动，在存在金融抑制的国家中受到的制约效应更为突出。事实上，中国就存在典
型的金融抑制现象。第一，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以及以ＧＤＰ增长为考核目标的地方官员竞争
性晋升体制，诱发和加剧了各级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与控制。具体而言，其激励了中国各级政府
积极采取对微观经济的种种干预活动，以获得地方财政收入和本地ＧＤＰ增长的优势条件，同时催生
和强化政府对投资的关键中介渠道即金融体系的控制和干预的内在动机，使得中国陷入了“政府干
预→信贷规模扩张→国有企业部门和重化行业扩张＋房地产拉动＋出口依赖→粗放式ＧＤＰ增长
（产能过剩）”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且，出于对金融改革风险的过度担心以及避免受到国外金融冲击
负面影响的考虑，中国对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一直处于谨慎推进中，可以说形成了政
府对金融体系风险的过度谨慎监管。虽然历经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具有明
显的政府管制特征和较为突出的垄断性质，主要表现为银行体系以具有垄断性质的大银行为主体、
地域性的中小银行机构发展严重不足、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进入受到严格控制，以及银行机构存贷
利率、银行信贷配给及资本市场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管制等典型的金融抑制特征。第二，在政府过度
干预与控制金融体系的情形下，资本市场中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所占比重极小，各类风险投资基
金也远未得到有效发展。特别是在２００５年之前，中国的股票市场发展缓慢，股票市场相当程度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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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国有企业的发展困局而设立的，ＩＰＯ和ＳＥＤ发行程序和条件极为严格，而且其过程中存在大
量的腐败寻租机会，导致金融市场的扩张并未实现有效配置资金的基本市场功能。第三，金融抑制
体系导致了影子银行和民间高利贷体系的迅速扩张，在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增长以及房地产净利润
率高于一般制造业企业的刺激效应下，制造业企业资本泡沫化现象开始凸显，制造业投资大量转向
房地产投资。一个基本事实是，６０％以上的欧美企业会把１０％以上的利润投入到研发创新。而近年
来，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众多制造业企业竞相将自身的利润、销售收入甚至银行贷款投向
了房地产，而非投向企业的创新研发、品牌建设等核心环节。过去１０年内，中国房地产行业产生的
是２０％以上的利润率，但制造行业的总体利润率却只有３． ２％。行业间如此巨大的利润差距，必然
引诱着资本流出制造业部门并进入房地产、影子银行以及民间高利贷体系，从而导致中国制造业自
主创新能力的整体弱化。这种情形下，中国以垄断性质的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以及银行体系商业
化市场化为主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很有可能并没有对国家和企业层面的创新活动形成有效的激励，
甚至可能对实体经济创新能力的提升造成一定的阻碍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
设１。

研究假设１：中国当前的金融发展由于存在金融抑制现象，可能难以对制造业部门创新活动造成
有效的促进效应。

当前，中国推进中的以银行体系商业化市场化为主的金融改革，一个突出现象是，银行体系自身
的经营活动和业务操作实施了市场化改变，然而，以国有大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垄断体制却没有得
到根本性的改变。这就导致了银行体系自身地位的垄断性和经营手段的市场化模式之间的内生矛
盾。一方面，这会导致银行体系对自身贷款市场经营风险的过度谨慎监管，激励银行机构实施超出
中国实体经济整体经营风险承担能力的苛刻的贷款保证机制与贷款风险控制条件，催生银行体系对
贷款市场风险的过度关注，攫取超过实体经济发展所能支付的高贷款利率；另一方面，固化了银行体
系对政策干预下的高存贷利差盈利模式的依赖体制，削弱了银行体系通过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与通过
中间业务创新和业务模式创新盈利的内在动力。这种背景下，中国当前以信贷市场（间接融资）的市
场化竞争为导向的金融改革方向，可能会严重不适应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乃至中国的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金融需求，特别会对制造业部门的创新活动造成较为突出的障碍效应甚至抑制效应。基于
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２。

研究假设２：中国当前以信贷市场（间接融资）的市场化竞争为导向的金融改革方向，可能会加
剧制造业部门创新活动和金融资本之间的错配效应，对制造业部门创新活动造成抑制效应。

三、数据来源、实证策略与变量定义
（一）样本数据处理与说明
针对研究主题，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三大数据库：一是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份的各类金融发展指数。客观来看，中国各省份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各个方
面所存在的明显的、巨大的差异性，为我们研究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金融发展对创新活动的影
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实验环境；二是中国国家专利局发布的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１３年的所有工业企
业的专利数据库；三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７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中１３ ～ ４６共
３３个二分位制造业行业的企业样本数据。之所以剔除６ ～ １２的二分位制造业行业的企业样本数据，
是考虑到这些行业均是依赖自然资源禀赋的采矿业相关行业，而很多省份地区由于自然资源的缺
乏，并不存在采矿业相关行业。因此，为了保证研究样本的可比性，我们只选用１３ ～ ４６共３３个二分
位制造业行业的企业样本数据。

关于本研究样本数据处理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我们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１９９９年至
２００７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所有企业的中文名称作为匹配工具，来对国家专利局数据库中的

—６４—

　 张　 杰，高德步 金融发展与创新：来自中国的证据与解释



所有样本数据进行匹配。对于部分中文名称有个别信息存在误差错漏的２５ ０００多个样本企业而言，
我们通过手工和网上信息查询加以识别配对，以提高匹配效率和样本的可靠性；另一方面，针对国家
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的基本特征信息以及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既有文献已经做了大量的
探讨与相应处理，本文参考了相关文献及其处理程序和方法，比如，参见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的研究文献［２４］，
本文对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７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样本企业数据进行了处理。

（二）计量模型的设定
利用计量模型来有效检验金融发展对创新的作用效应，首先有两个基本的计量问题需要解决：一

是金融发展和创新活动之间由于逆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二是重要变量的遗漏导致的内生性
问题。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两种可能发生的问题，在充分借鉴Ｒａｊａｎ ａｎｄ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３］、Ｈｓｕ ｅｔ ａｌ． ［６］等构建
的设定固定参照系的固定效应模型基础上，我们具体设定如下的计量方程：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ｋ，ｔ ＋１ ＝ β０ ＋ β１（ｆｉｎａｎ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ｋ，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ｅｐ，ｉ）＋ β·Ｚ
＋ η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ｙｅａｒ，ｔ ＋１ ＋ μ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εｉｋ，ｔ ＋１

（１）

计量方程式（１）中，各变量下标中ｉ、ｋ、ｔ分别指代二分位行业、省份地区和年份。因变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ｋ，ｔ ＋１是用来测度各省份地区各二分位行业中创新活动的代理变量，主要从研发投入、专利
存量和专利质量这三个综合角度来衡量。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包括中国各省份地区的金融发展指数
ｆｉｎａｎ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ｋ，ｔ和反映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特征的变量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ｅｐ，ｉ。考虑到本文研究逻辑是金融发展
通过作用于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融资需求来影响行业创新活动，因而将ｆｉｎａｎ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ｋ，ｔ 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ｅｐ，ｉ的交互项纳入式（１）中。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这三个核心变量的具体设计
方法将在下面详细说明。

方程式（１）中控制变量集Ｚ中的变量包括：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ｉｋ，ｔ表示不同省份地区的二分位行业中所
有企业工业增加值数额在不同年份的中位数①，以控制行业自身规模差异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
ｅｘｐｏｒｔｉｋ，ｔ表示不同省份地区的二分位行业中所有企业在不同年份的出口额与行业销售收入比值的中
位数，以控制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出口行为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ｓｔａｔｅｉｋ，ｔ表示不同省份地区的二
分位行业在不同年份国有性质的工业产值与行业工业总产值比值的均值，以控制所有制差异对创新
活动的影响；ｓｕｂｓｉｄｙｉｋ，ｔ表示不同省份地区的二分位行业中所有企业在不同年份的政府补贴总额与行
业销售收入比值的中位数，使用该变量来控制政府扶持政策差异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式（１）中，
η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ｙｅａｒ，ｔ ＋１表示省份地区的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加入该交互项是为了控制不同省份
的创新政策差异冲击、经济发展水平趋势等因素对行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而且，加入该交互项还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由于遗漏重要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μｉｎｄｕｓｔｒｙ表示二分位行业的虚拟变量，用
来控制行业自身的差异性因素如技术水平、竞争程度、成长空间等因素对创新活动的影响。

（三）内生性问题的讨论与解决
计量方程式（１）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由于金融发展和创新活动之间的逆向因果关

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大量文献指出，金融发展和创新之间可能存在“企业发展导致金融发展”的现
象［２５］，企业和行业的发展将增加对外部融资的需求，引致逐利的金融机构的规模扩张和数量增加，
从而导致金融发展。从中国的现实情形来看，由于不同省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完善程
度、高技术行业的发展基础存在显著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必然会导致位于不同省份地区的不同行业
外部融资需求的差异性，进而造成中国不同省份地区的金融发展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且，在中国
的金融发展仍然是以偏向于银行机构为主导的金融中介发展模式和“条块分割”式金融利益格局的
背景下，各省份地区银行机构的对外融资业务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割性和不可流动性，即本地的金融
机构偏向于对本土企业贷款，金融需求引致金融供给的现象可能更为突出。我们在式（１）中纳入的
η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ｙｅａｒ，ｔ ＋ １交互项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吸收不同省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完善程度、高

—７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技术行业发展基础的差异性带来的影响效应，但是，其未必能够很好地解决金融发展和创新活动之
间由于逆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众多研究均表明，金融发展是通过影响那些行业外部融资的传导渠道来影响行业创新活动
的［３，１３］。这种情形下，解决的关键就在于式（１）中专门构造的交互项ｆｉｎａｎ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ｋ，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ｅｐ，ｉ，其
中，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并不是反映所有省份地区二分位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特征的变量，而是将某个特定省份地
区中的二分位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特征设定为一个固定的参照系，作为划分所有省份地区外部融资
依赖特征的统一依据，这就将不同省份地区的外部融资依赖行业作了外生性质的设定，从而能较好
地解决二者之间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此外，计量方程式（１）针对各解释变量做了滞后一期的处理，以
减小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接下来，我们介绍作为固定参照系的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选定方法。借鉴Ｒａｊａｎ ａｎｄ Ｚｉｎ
ｇａｌｅｓ［３］、Ｈｓｕ ｅｔ ａｌ． ［６］等文献的基本思路，我们选择中国省份地区中市场化程度发展最快、政府对市场
干预相对较少、金融市场摩擦相对较轻的省份地区作为基准的固定参考体系，来进行各省份地区外
部融资依赖特征行业的界定与排序。以樊纲和王小鲁等［２６］编撰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
相对进程２０１１年报告》中各省份地区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的市场化进程指数进行排名，２００９年市场化进
程的排名依次是浙江（１１． ８）、江苏（１１． ５４）、上海（１０． ９６）和广东（１０． ４２）。考虑到上海作为世界金
融中心，其制造业行业发展可能相对不够全面，而浙江的经济发展多以中小微民营企业为主，不一定
具有代表性，同时江苏在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９年间是市场化进程最快的省份地区，市场化指数从１９９７年
的５． ２５增长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１． ５４，本文采用江苏省份地区中二分位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特征信息作
为各省份二分位行业的固定参照系。

（四）重要变量的定义
１． 各省份各行业创新能力的测量与界定
（１）行业研发投入
考虑样本数据的现实特征，本文采用在样本观察期内不同省份地区的二分位行业中所有企业研

发投入密集度（企业研发投入额／企业销售额）的全概率形式即各省份各二分位行业中有研发支出
的企业占行业所有企业的数量比值，与有研发支出的企业研发投入密集度的中位数的乘积来表示行
业研发投入。该代理指标变量不仅包含了行业中有研发活动企业的信息，也纳入了有研发投入企业
中研发投入密集度差异的信息，因此，相对于使用单个指标信息的代理变量，该指标变量更能涵盖行
业创新研发活动水平的特征信息。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保证作为因变量的各省份地区的各行业之间
研发投入的可比性，需要对各省份各二分位行业中的研发投入进行相应的去规模化处理，处理方法
是计算ｒｄ＃ｉｋｔ ／ ｒｄｉｋｔ，其中ｒｄ＃ｉｋｔ表示除了所选定的固定参照系省份江苏之外的其他省份地区中各二分位
行业在不同年份的研发投入，ｒｄｉｋｔ表示所选定的作为固定参照系江苏的二分位行业的研发投入。本文
的研究样本需要剔除作为固定参照系的江苏省省份地区的样本数据，以避免样本选择效应导致的估
计偏差问题。

表１汇报了按照全概率形式所计算的作为固定参照系的江苏二分位行业研发投入变量的信息，
表１最后两列报告的是我们按照中国工信部发布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划分标准（２００６）以及江苏省
发布的高新技术产业划分标准，计算所得的相应高新技术产业的排序，可以发现两者具有相当程度
的一致性，由此说明以江苏作为固定参照系所具有的合理性。

（２）行业专利存量
参照既有文献的做法，同时又考虑中国的现实情况，本文采用各省份地区二分位行业中的企业

在不同年份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这三种不同类型专利的有效授权专利存量来
表示行业创新能力。企业三种类型专利有效存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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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ｐａｔｓｔｏｃｋｉｊ，ｔ ＝ （１ － δ）Ｉｎｐａｔｓｔｏｃｋｉｊ，ｔ －１ ＋ Ｉｎｐａｔｉｊ，ｔ
Ｐｒａｃｐａｔｓｔｏｃｋｉｊ，ｔ ＝ （１ － δ）Ｐｒａｃｐａｔｓｔｏｃｋｉｊ，ｔ －１ ＋ Ｐｒａｃｐａｔｉｊ，ｔ
Ｄｅｓｐａｔｓｔｏｃｋｉｊ，ｔ ＝ （１ － δ）Ｄｅｓｐａｔｓｔｏｃｋｉｊ，ｔ －１ ＋ Ｄｅｓｐａｔｉｊ，ｔ

（２）

表１　 固定参考系江苏行业研发投入活动的特征指数
行业
代码 行业名称 有研发企业

研发密度中值
有研发
企业比重ＲＤＦ指数高新产业

（国家）
高新产业
（江苏）

４１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
机械制造业 ０． ９３％ ２５． ２６％ ０． ２７％  

２７ 医药制造业 ０． ８０％ ３１． ００％ ０． ２６％  

４０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 ０． ５５％ １９． ７２％ ０． １１％  

３６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０． ４２％ １７． ２０％ ０． ０８％  
３９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０． ４７％ １７． ２０％ ０． ０７％ × 
４２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０． ４８％ １４． ２９％ ０． ０６％ × ×
３７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０． ３８％ １３． ９８％ ０． ０６％  
３５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０． ３３％ １２． ７４％ ０． ０５％ × ×
２９ 橡胶制品业 ０． ３５％ １３． ９３％ ０． ０５％ × ×
２６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０． ２８％ １６． ０９％ ０． ０５％  
２８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０． ３５％ １０． ２７％ ０． ０３％ × 

４３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
加工业 ０． ３３％ １１． ５１％ ０． ０３％ × ×

１６ 烟草制品业 ０． ０４％ ６６． ６７％ ０． ０３％ × ×
３１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０． ３０％ ９． ５１％ ０． ０３％ × 
１４ 食品制造业 ０． １５％ １５． ６７％ ０． ０２％ × ×
１５ 饮料制造业 ０． ２１％ １１． １８％ ０． ０２％ × ×
２４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０． ２２％ ８． ９０％ ０． ０２％ × ×
４５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０． １７％ １０． ３６％ ０． ０２％ × ×
３０ 塑料制品业 ０． ２２％ ９． ３４％ ０． ０２％ × ×
３４ 金属制品业 ０． ２６％ ７． ８４％ ０． ０２％ × ×

２５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
加工业 ０． １２％ １０． ３４％ ０． ０２％ × ×

２２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０． ２３％ ６． ９４％ ０． ０２％ × ×
３３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０． １６％ ８． ８６％ ０． ０２％ × ×
２３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０． ４０％ ４． ７８％ ０． ０２％ × ×
１７ 纺织业 ０． ２２％ ７． ０４％ ０． ０２％ × ×

１９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
制品业 ０． １７％ ６． ０２％ ０． ０１％ × ×

１３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０． １５％ ９． ２６％ ０． ０１％ × ×
３２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０． １６％ ５． ５１％ ０． ０１％ × ×
１８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０． ２２％ ５． ４５％ ０． ０１％ × ×
２１ 家具制造业 ０． １２％ ７． ６９％ ０． ０１％ × ×
４６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 ２６％ ３． １３％ ０． ０１％ × ×
４４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 １３％ ７． ２６％ ０． ０１％ × ×

２０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
草制品业 ０． １５％ ２． ８５％ ０． ０１％ × ×

式（２）中，Ｉｎｐａｔｓｔｏｃｋｉｊ，ｔ、
Ｐｒａｃｐａｔｓｔｏｃｋｉｊ，ｔ和Ｄｅｓｐａｔｓｔｏｃｋｉｊ，ｔ
分别表示位于行业ｊ中的
企业ｉ在ｔ年的三种类型专
利存量，Ｉｎｐａｔｉｊ，ｔ、Ｐｒａｃｐａｔｉｊ，ｔ
和Ｄｅｓｐａｔｉｊ，ｔ分别表示位于行
业ｊ中的企业ｉ在ｔ年的三种
类型专利有效授权数量。δ
是三种类型专利的折旧率，
取值为１５％，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ｒｅｓｓｅ［２７］的研究认为将
专利折旧率设定为１５％
是合理的。此外，需要特别
交代的是，我们利用国家
专利局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１３年
的企业专利数据和国家统
计局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７年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的合并
数据库，来计算企业三种类
型的专利存量，这样就避免
了由于使用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７
年样本企业数据专利存量
需要对三种专利期初存量
进行估算的难题，从而保证
了估算结果的合理性。

为了得到各省份地区
不同二分位行业层面的三
种专利存量，需要把企业层
面的三种专利存量加总为
行业层面的三种专利存量，
加总的方法仍然是全概率
形式，即将各省份各二分位
行业中有三种专利的企业
占行业所有企业的数量比值，与有专利活动企业专利存量的中位数相乘。为了保证各省份地区各行业
之间不同类型专利存量具有可比性，需要对各省份各二分位行业中不同类型专利活动进行恰当的去规
模化处理，方法即是计算ｐａｔｅｎｔ＃ｉｋｔ ／ ｐａｔｅｎｔｉｋｔ，其中，ｐａｔｅｎｔｉｋｔ表示固定参照系江苏省的二分位行业的三种类
型专利存量的信息，ｐａｔｅｎｔ＃ｉｋｔ表示其他省份地区中各二分位行业的三种专利存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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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金融发展指数
金融发展为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两方面的发展过程。考虑到中国省份地区面板数据的可得性

以及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可能带来的低效率的资源分配和垄断竞争格局，本文在以往以规模指标为
主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测算中国各省份地区的三个层次的金融发展指标，分别用来刻画金融发展规
模、效率及金融市场化程度。

金融发展的规模指标：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的代表性指标有麦氏指标和戈氏指标。前者为ＭｃＫｉｎｎｏｎ［１１］
运用货币存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指标，衡量一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常简化为Ｍ２ ／ ＧＤＰ。后者是
由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１０］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用于衡量
一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由于受到中国各省份地区数据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得到完整的分省Ｍ２
数据。国内许多研究皆采用戈氏指标来度量区域金融的发展规模。鉴于此，对于金融发展深度
（ＤＥＰＴＨ）指标，本文采用各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来替代当地金融资产的价值，并以其占ＧＤＰ的比重
来衡量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即贷款余额／名义ＧＤＰ。对于金融相关比率（ＦＩＲ）指标，本文采用金融机
构存款总额与名义ＧＤＰ的比值来表示，以进一步分析存款对金融发展规模的可能影响。

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本文采用以下两个方面的细分指标，一是储蓄投资转化率（ＦＵＥ）。资本
是实体经济运行的基础，统计上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金融机构的储蓄只有转化为资本，进
入生产领域运行才能带来价值的增值。在高储蓄率的前提下，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的高低体现地区
金融创造财富的能力，是金融发展效率的重要方面。因此，本文用资产形成总额与各地区金融机构
存款余额的比值来表示储蓄投资转化率，即ＦＵＥ ＝资产形成总额／总储蓄。该比值越高，说明转化为
资本的金额越多，地区金融创造财富的能力越强。二是存贷比（ＦＤＥ）。因为中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
融体系，所以银行贷款对各地区投资增长的影响最为直接，信贷体系对地区财富创造的作用十分重
要。因此我们采用各省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年末存款余额”来反映银行体系（间接融资渠道）
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金融业市场化程度：我们使用樊纲等《中国市场化指数》（２０１１）报告中各省份地区１９９７—２００９
年间的“金融业的市场化”分项指数，作为衡量中国不同省份地区金融业市场化的代理指标。进一步
地，我们将金融业的市场化（ＭＡＲＫＥＴ）分解为金融业的竞争（ＣＯＭＰ）和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
（ＣＲＥＤＩＴ）两个子项目，以观察金融市场化的不同方面对创新活动可能的影响效应。
３． 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特征指数的界定
依据Ｈｓｕ ｅｔ ａｌ． ［６］的具体做法，我们使用不同省份地区的二分位行业中所有企业外部融资需求

代理变量在不同年份的中位数来表示企业外部融资依赖指数变量（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简
称ｄｅｆ），其计算方法为：

ｄｅｆｉｊｋｔ ＝
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ｊｋｔ －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ｉｊｋｔ ＋ ｒｄｅｘｐｅｎｓｅｉｊｋ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ｊｋｔ ＋ ｒｄｅｘｐｅｎｓｅｉｊｋｔ
（３）

其中，企业现金流ｃａｓｈｆｌｏｗｉｊｋｔ的计算方法为：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ｉｊｋｔ ＝ ｐｒｏｆｉｔｉｊｋｔ ＋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ｊｋｔ － Δ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ｉｊｋｔ － ｒｅｃｅｉｖａｂｌｅｉｊｋｔ ＋ ｐａｙａｂｌｅｉｊｋｔ

式（３）中，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ｊｋｔ表示企业的资本投资支出，采用的具体估计方法是：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ｊｋｔ ＝
本年固定资产净值－ （１ －折旧率）×上年固定资产净值。这里，工业企业的折旧率取单豪杰［２８］中
１０． ９６％的数值，ｒｄｅｘｐｅｎｓｅｉｊｋｔ表示企业的研发投入额，ｐｒｏｆｉｔｉｊｋｔ表示企业净利润（税后利润），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ｊｋｔ
表示企业当年的折旧额，Δ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ｉｊｋｔ 表示企业存货的增加额，ｒｅｃｅｉｖａｂｌｅｉｊｋｔ 表示企业应收账款，
ｐａｙａｂｌｅｉｊｋｔ表示企业应付账款。

表２汇报了作为固定参照系的江苏二分位制造业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性特征指标，从中大体可
以看出江苏外部融资依赖行业所具有的一般特征。作为垄断行业的烟草制品业的外部融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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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固定参考系江苏的制造业
外部融资依赖性特征指标（由低到高排序）

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外部融资依赖
性指数（ＤＥＰ）
（中位数）

１６ 烟草制品业 － ４． ２５８ ９０５　
４３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 ０． ３７５ ６４１ ３
２０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０． ２３１ ４７９ ８
１８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０． ２９８ ２５
１９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０． ５２６ １４４ １
１５ 饮料制造业 ０． ５７５ １１５ ６
１３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０． ６２０ ２２０ ４
１４ 食品制造业 ０． ６５６ ６２０ ９
２１ 家具制造业 ０． ６７８ ７３６ １
２４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０． ７１２ ６７４ ９
４２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０． ７３４ ５１１ ３
４１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０． ７５５ ０９６ ３
４４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 ７５９ １８９ ４
４６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 ７８９ ０４４ ８
４０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０． ８１３ ７１７ ８
１７ 纺织业 ０． ８３９ ７７４ ４
３７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０． ９０１ ３３７ ７
２７ 医药制造业 ０． ９７３ ４９３
４５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０． ９８０ ６４８ ６
３１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０． ９９７ ２５２ ２
２８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１． ０４４ ２３３
２３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１． ０５９ ４３８
２６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１． ０６７ ５３８
３６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 ０９７ ０９
２２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１． １１３ ５４９
２５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１． １４５ ７８
３５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１． １８３ ７０６
３０ 塑料制品业 １． ２０５ ２４３
３２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 ２０５ ８９４
３９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１． ２７５ ０７６
２９ 橡胶制品业 １． ３０５ ５９３
３４ 金属制品业 １． ４５７ ６２５
３３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 ８４８ ３５８

指数最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部融资
依赖性指数相对较低，相反，资本密集型
产业的外部融资依赖性指数相对较高。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金融发展对研发投入影响效

应的检验
表３列示了运用计量方程式（１）检

验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研发投
入影响效应的估计结果。第（１）和（２）列
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ＤＥＰＴＨ × ｄｅｐ
和ＦＩＲ × ｄｅｐ的回归系数均在１％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就表明，无论是从
ＤＥＰＴＨ还是ＦＩＲ这两种衡量金融发展规
模特征的代理指标看，中国各省份地区
金融发展规模扩张的差异对那些需要外
部融资的行业的研发投入都产生了显著
的差异性影响，在那些金融规模扩张越
快的省份地区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研发
投入越大，从而验证了中国金融发展的规
模扩张对创新产生了促进效应。第（３）和
（４）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ＦＤＥ × ｄｅｐ
和ＦＵＥ × ｄｅｐ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就
表明，无论是从ＦＤＥ还是ＦＵＥ这两种衡
量金融发展效率特征的代理指标看，中
国各省份地区金融发展效率差异并未对
那些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研发投入产生
显著的差异性影响，从而说明中国金融
发展的效率变化并未对创新产生促进效
应。第（５）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
ＭＡＲＫＥＴ × ｄｅｐ的回归系数在５％统计水
平上显著为负，由此表明，中国各省份地区金融业市场化进程的差异，对那些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研
发投入产生了显著的差异性影响，从而表明金融业的市场化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抑
制效应。第（６）列和第（７）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ＣＯＭＰ × ｄｅｐ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但交互项
ＣＲＥＤＩＴ × ｄｅｐ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对那些需要外部融资行业的研
发投入造成了抑制效应，但金融业竞争程度的提升并未产生抑制效应。以上经验证据为本文的研究
假设１和研究假说２提供了证据支持。

（二）金融发展对专利存量影响效应的检验
表４汇报了运用计量方程式（１）检验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发明专利存量影响效应的估

计结果。第（１）和（２）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ＤＥＰＴＨ × ｄｅｐ和ＦＩＲ × ｄｅｐ的回归系数均在１％的
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就表明，无论是从ＤＥＰＴＨ还是ＦＩＲ这两种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特征的代理指
标看，中国各省份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扩张的差异对那些需要外部融资行业的发明专利活动产生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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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金融发展规模 金融发展效率 金融市场

ＤＥＰＴＨ × ｄｅｐ ０． ２９７
（３． ４０）

ＦＩＲ × ｄｅｐ ０． １３９
（４． ２４）

ＦＤＥ × ｄｅｐ ０． ０１７
（０． １０）

ＦＵＥ × ｄｅ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５）

ＭＡＲＫＥＴ × ｄｅｐ － ０． ０１２
（－ ２． ３０）

ＣＯＭＰ × ｄｅｐ ０． ００４
（０． ４１）

ＣＲＥＤＩＴ × ｄｅｐ － ０． ０１０
（－ ２． ９５）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 １． ９１２ － １． ９１１ － １． ９２０ － １． ９１９ － １． ９４４ － １． ９１４ － １． ９５０
（－ ２． ４４） （－ ２． ４３） （－ ２． ４４） （－ ２． ４４） （－ ２． ４６） （－ ２． ４３） （－ ２． ４７）

ｅｘｐｏｒｔ － １． １６０ － １． １６２ － １． １４７ － １． １４７ － １． １５３ － １． １４４ － １． １５３
（－ ４． ０３） （－ ４． ０４） （－ ３． ９９） （－ ３． ９９） （－ ４． ０１） （－ ３． ９７） （－ ４． ０１）

ｓｕｂｓｉｄｙ － ０． ３０３ － ０． ３１２ － ０． ４０１ － ０． ４０１ － ０． ４２４ － ０． ３９６ － ０． ４２７
（－ ０． １２） （－ ０． １２） （－ ０． １６） （－ ０． １６） （－ ０． １６） （－ ０． １５） （－ ０． １６）

ｓｔａｔｅ ３． ５０ｅ － ０９ ３． ３８ｅ － ０９ ３． ４４ｅ － ０９ ３． ４３ｅ － ０９ ３． ６０ｅ － ０９ ３． ３８ｅ － ０９ ３． ６２ｅ － ０９
（１． ３８） （１． ３４） （１． ３６） （１． ３５） （１． ４１） （１． ３３） （１． ４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 ８３７ ３． ６３２ ４． ２４１ ４． ２４０ ４． ２８２ ４． ２２８ ４． ２４１

（７． ９３） （７． ３７） （９． ０６） （８． ８５） （９． ０９） （８． ９６） （９． ０７）
ＡｊｕｓｔｅｄＲ２ ０． １６４ ３ ０． １６４ ５ ０． １６４ ６ ０． １６４ ８ ０． １６４ ８ ０． １６４ ７ ０． １６４ ９
Ｎ ６ ３７９ ６ ３７９ ６ ３７９ ６ ３７９ ６ ３７９ ６ ３７９ ６ ３７９
　 　 注：、和分别代表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表示ｔ值，所有
回归模型均经过行业的ｃｌｕｓｔｅｒ处理调整。

著的差异性影
响，在那些金融
规模扩张越快的
省份地区中外部
融资依赖行业的
发明专利存量越
大，从而验证了
中国金融发展的
规模扩张对创新
产生了促进效
应。第（３）和（４）
列的回归结果显
示，交互项ＦＤＥ ×
ｄｅｐ和ＦＵＥ × ｄｅｐ
的回归系数均不
显著，这表明中
国各省份地区金
融发展效率差
异，并未对那些
需要外部融资
　 　 表４　 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发明专利存量的影响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金融发展规模 金融发展效率 金融市场

ＤＥＰＴＨ × ｄｅｐ ３． １０３
（３． ５４）

ＦＩＲ × ｄｅｐ １． ０７３
（２． ６２）

ＦＤＥ × ｄｅ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

ＦＵＥ × ｄｅｐ ０． １６８
（０． ２０）

ＭＡＲＫＥＴ × ｄｅｐ － ０． １１７
（－ ２． ５２）

ＣＯＭＰ × ｄｅｐ ０． ０７３
（０． ８７）

ＣＲＥＤＩＴ × ｄｅｐ － ０． １６５
（－ ２． ５７）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３． １２３ ２． ８９４ ２． ７７７ ２． ７８３ ２． ６３７ ２． ８０１ ２． ４５３
（１． ３７） （１． ２７） （１． ２０） （１． ２１） （１． １４） （１． ２２） （１． ０６）

ｅｘｐｏｒｔ １． ９５９ １． ９５０ １． ９９８ １． ９９２ １． ９０９ ２． ０４８ １． ８６４
（１． ４６） （１． ４５） （１． ４９） （１． ４８） （１． ４２） （１． ５２） （１． ３９）

ｓｕｂｓｉｄｙ － １７． ２９３ － １６． ９６２ － １７． ０７４ － １７． ０５７ － １７． ０５９ － １７． ０７５ － １７． １１３
（－ ２． ０３） （－ ２． ００） （－ ２． ００） （－ ２． ００） （－ １． ９７） （－ ２． ０１） （－ １． ９９）

ｓｔａｔｅ ４． ２１ｅ － ０８ ４． ０８ｅ － ０８ ４． ０５ｅ － ０８ ４． ０５ｅ － ０８ ４． １４ｅ － ０８ ３． ９９ｅ － ０８ ４． １６ｅ － ０８
（１． ２９） （１． ２６） （１． ２４） （１． ２４） （１． ２７） （１． ２２） （１． ２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６． ０１１ ５． ４７９ １０． ５９ １０． ４３ １０． ９２ １０． ３３ １０． ４６

（０． ９３） （０． ８６） （１． ５７） （１． ６１） （１． ６３） （１． ５５） （１． ５７）
ＡｊｕｓｔｅｄＲ２ ０． １６３ ５ ０． １６３ ４ ０． １６４ １ ０． １６３ ７ ０． １６４ ０ ０． １６３ ６ ０． １６３ ８
Ｎ ５ ２５４ ５ ２５４ ５ ２５４ ５ ２５４ ５ ２５４ ５ ２５４ ５ ２５４
　 　 注：、和分别代表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表示ｔ值，所有
回归模型均经过行业的ｃｌｕｓｔｅｒ处理调整。

行业的发明专利
存量产生显著的
差异性影响，从而
说明中国金融发
展的效率提升并
未对创新产生促
进效应。第（５）列
的回归结果显示，
交互项ＭＡＲＫＥＴ ×
ｄｅｐ的回归系数为
负但不显著，表
明中国各省份地
区金融市场化进
程的差异，并未
对那些需要外部
融资行业的发明
专利存量产生显
著的差异性影
响。第（６）列和
第（７）列的回归
结果显示，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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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ＣＯＭＰ × ｄｅｐ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但交互项ＣＲＥＤＩＴ × ｄｅｐ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金融市场化
中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对那些需要外部融资的行业发明专利存量造成了抑制效应，而金融业竞争
程度的提升并未对其产生抑制效应。

表５　 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实用新型专利存量的影响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金融发展规模 金融发展效率 金融市场

ＤＥＰＴＨ × ｄｅｐ ０． ８３３

（３． ９４）
ＦＩＲ × ｄｅｐ ０． ３４８

（３． ３０）
ＦＤＥ × ｄｅｐ ０． ２０３

（０． ５７）
ＦＵＥ × ｄｅｐ － ０． ０６６

（－ ０． ３４）
ＭＡＲＫＥＴ × ｄｅｐ － ０． ０５４

（－ ２． ２１）
ＣＯＭＰ × ｄｅｐ ０． ０３９

（１． ４１）
ＣＲＥＤＩＴ × ｄｅｐ － ０． ０２２

（－ ２． ４０）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 ２． ５１５ － ２． ５４３ － ２． ５３２ － ２． ５４５ － ２． ５２８ － ２． ４５９ － ２． ６０４

（－ １． ７５） （－ １． ７７） （－ １． ７５） （－ １． ７６） （－ １． ７５） （－ １． ７１） （－ １． ８１）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７７０ ０． ７６７ ０． ８００ ０． ８０４ ０． ８０４ ０． ８２２ ０． ７９１

（２． ６１） （２． ５９） （２． ６９） （２． ６９） （２． ７０） （２． ７３） （２． ６７）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７． １５５ ７． ０３７ ６． ６１２ ６． ５８５ ６． ５８０ ６． ４８２ ６． ７２４

（１． ８６） （１． ８４） （１． ７８） （１． ７７） （１． ７６） （１． ７２） （１． ８１）
ｓｔａｔｅ ２． ７５ｅ － ０８ ２． ７２ｅ － ０８ ２． ７３ｅ － ０８ ２． ７２ｅ － ０８ ２． ７２ｅ － ０８ ２． ６７ｅ － ０８ ２． ７４ｅ － ０８

（１． １４） （１． １３） （１． １３） （１． １３） （１． １２） （１． １０） （１． １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４． ５３７ ４． １４８ ５． ６４１ ５． ７４８ ５． ６７３ ５． ５３０ ５． ６８４

（３． ０６） （２． ８４） （３． ７０） （３． ８０） （３． ７５） （３． ６６） （３． ７７）
ＡｊｕｓｔｅｄＲ２ ０． １２６ ９ ０． １２６ ８ ０． １２６ ０ ０． １２６ １ ０． １２６ ７ ０． １２６ ６ ０． １２６ ５

Ｎ ５ ９７１ ５ ９７１ ５ ９７１ ５ ９７１ ５ ９７１ ５ ９７１ ５ ９７１

　 　 注：、和分别代表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表示ｔ值，所有
回归模型均经过行业的ｃｌｕｓｔｅｒ处理调整。

表５报告了
金融发展对外部
融资依赖行业实
用新型专利存量
影响效应的估计
结果。其中，第
（１）和（２）列的
回归结果显示，
交互项ＤＥＰＴＨ ×
ｄｅｐ和ＦＩＲ × ｄｅｐ
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 水平上显著
为正，说明金融
发展的规模扩张
对外部融资依赖
性行业的实用新
型专利存量产生
了有效的促进效
应。第（３）和（４）
列的回归结果表
明，交互项ＦＤＥ ×
ｄｅｐ和ＦＵＥ × ｄｅｐ
的回归系数均不
显著，说明金融
发展效率并未对
外部融资依赖行
业的实用新型专
利存量产生积极
影响。第（５）列
显示，交互项ＭＡＲＫＥＴ × ｄｅｐ的回归系数仍不显著，表明中国当前金融业的市场化进程也并未对实用
新型专利存量产生有效的促进效应。类似地，第（６）列和第（７）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ＣＯＭＰ ×
ｄｅｐ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但交互项ＣＲＥＤＩＴ × ｄｅｐ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进一步说明，金融市场化中
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行业的实用新型专利存量产生了抑制效应，而金融业竞争程
度的提升并未对其造成显著抑制效应。

表６展示了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外观设计专利存量影响效应的估计结果。第（１）和（２）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ＤＥＰＴＨ × ｄｅｐ和ＦＩＲ × ｄｅｐ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金融发展的规模扩
张并未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外观设计专利存量产生促进效应。第（３）和（４）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交
互项ＦＤＥ × ｄｅｐ和ＦＵＥ × ｄｅｐ的回归系数均在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就表明，金融发展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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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外观设计专利存量的影响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金融发展规模 金融发展效率 金融市场

ＤＥＰＴＨ × ｄｅｐ － ０． ３１１

（－ １． ２１）
ＦＩＲ × ｄｅｐ － ０． １７５

（－ １． ６４）
ＦＤＥ × ｄｅｐ １． ３４９

（２． ０４）
ＦＵＥ × ｄｅｐ １． ７４９

（２． ４５）
ＭＡＲＫＥＴ × ｄｅｐ － ０． ０４８

（－ １． ３７）
ＣＯＭＰ × ｄｅｐ － ０． ０５０

（－ １． １９）
ＣＲＥＤＩＴ × ｄｅｐ － ０． ０３５

（－ １． ２６）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 ２． ６１５ － ２． ６０１ － ２． ６５５ － ２． ３３１ － ２． ８８９ － ２． ７８２ － ２． ９０５

（－ １． ０１） （－ １． ００） （－ １． ０３） （－ ０． ９０） （－ １． １０） （－ １． ０７） （－ １． ０９）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４７４ ０． ４８０ ０． ４４１ ０． ４１２ ０． ４３２ ０． ４３０ ０． ４３９

（０． ７９） （０． ８０） （０． ７３） （０． ６８） （０． ７１） （０． ７１） （０． ７３）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１． ８０３ １． ７７１ １． ６３３ １． ８８９ １． ８７１ １． ８８０ １． ８２７

（０． ２９） （０． ２９） （０． ２７）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３０）
ｓｔａｔｅ ５． ５３ｅ － １０ ６． ７６ｅ － １０ １． ５３ｅ － ０９ － ８． １０ｅ － １０ １． ６５ｅ － ０９ １． ７５ｅ － ０９ １． ４０ｅ － ０９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０． １４） （－ ０． ０８） （０． １５） （０． １６） （０． １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 ３１５ ２． ６６１ １． ６０６ ０． １９９ ２． ０７３ ２． １００ １． ９２７

（２． １７） （２． ４４） （１． ４８） （０． １６） （１． ９３） （１． ９５） （１． ８２）
ＡｊｕｓｔｅｄＲ２ ０． １４３ ２ ０． １４３ ５ ０． １４３ ８ ０． １４３ ６ ０． １４３ ７ ０． １４３ ２ ０． １４３ ６

Ｎ ５ １８８ ５ １８８ ５ １８８ ５ １８８ ５ １８８ ５ １８８ ５ １８８

　 　 注：、和分别代表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表示ｔ值，所
有回归模型均经过行业的ｃｌｕｓｔｅｒ处理调整。

率提升对外部融
资依赖行业的外
观设计专利存量
产生了促进效应。
第（５）列的回归
结果显示，交互项
ＭＡＲＫＥＴ × ｄｅｐ的
回归系数并不显
著，表明金融业的
市场化进程并未
对外部融资依赖
行业的外观设计
专利存量产生促
进效应。第（６）列
和第（７）列的回
归结果显示，交互
项ＣＯＭＰ × ｄｅｐ和
ＣＲＥＤＩＴ × ｄｅｐ的
回归系数均不显
著，这就说明金融
市场化中金融业
竞争程度的提升
和信贷资金分配
的市场化对外部
融资依赖性行业
的外观设计专利
存量并未形成促
进效应。以上经验
证据进一步为本
文的研究假设１和研究假说２提供了支持。

五、稳健性检验②

（一）替换固定参照系
本文选用在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９年间市场化进程相对较快的江苏，作为分析金融发展通过外部融资

依赖行业渠道来影响创新活动的固定参照系，并以固定效应方法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这可能产
生两个令人担心的问题：一是选用江苏作为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固定参照系本身是否具有唯一性；
二是如果选用其他的市场化进程相对较快的省份地区作为固定参照系，本文的主要结果是否具有稳
健性。客观来看，广东省已经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创新活动最为活跃、创新能力提升最快的省份地区
之一。而且，广东省的市场化进程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改革力度在中国均名列前茅。基于这个考
虑，在本文的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选用广东省作为固定参照系重新进行相关回归，来检验本文主要
结论是否具有可靠性。从相关的稳健性回归结果来看，可以发现：本文所关心的核心变量的回归系
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本质性改变，从而验证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其次，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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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和显著性也未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所设定的计量模型的合理性。相关的回归结
果由于篇幅限制而略去。

（二）替换估计方法
从本文所设定的被解释变量的特征来看，各省份各二分位行业的研发投入、三种专利存量以

及专利质量，存在４％ ～ ８％左右的零值。在被解释变量存在一定比例零值的情形下，一般的回归
方法可能会导致有偏且不一致的估计结果，从而会影响本文结论的可靠性。鉴于此，本文针对计
量方程式（１），专门采用可处理被解释变量存在零值情形的ＴＯＢＩＴ估计方法，重新对各估计模型
进行相应回归。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本文所关心的相关核心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仍
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核心控制变量而言，多数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和
显著性也均保持一致，这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相关的回归结果同样因篇
幅原因略去。

（三）其他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计量方程式（１）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由于可能遗漏某些重要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虽然我们在式（１）控制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现实背景的控制变量，也控制了省份和年份的交互项以及
行业的固定效应，但是仍然存在遗漏某些重要变量的可能，于是我们又采取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方
法：首先在式（１）中纳入行业（ｉｎｄｕｓ）和省份（ｐｒｏｖｉｎｃｅ）的交互项，来控制可能由于不同省份地区的
政府政策差异对行业创新活动产生的不同外部冲击；其次考虑可能存在的聚类效应，采用省份地区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替换行业（ｉｎｄｕｓ）的ｃｌｕｓｔｅｒ稳健性估计策略；最后，正如ＡＢＢＧＨ（２００５）所指出的，竞争是
影响创新的重要因素，竞争对创新造成倒Ｕ型的影响效应。式（１）中我们控制了行业的虚拟变量，这
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不同行业竞争程度的差异，为得到稳健性回归结果，我们在式（１）中纳入了反映
二分位行业竞争程度的赫芬达尔指数ｈｈｉ及其平方项。结果发现，以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没有造成
本文核心结论的改变，再次从不同侧面验证了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相关的回归结果因篇幅原因略去。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国家专利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在借鉴Ｒａ

ｊａｎ ａｎｄ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３］、Ｈｓｕ ｅｔ ａｌ． ［６］构建的计量模型框架的基础上，从中国各省份地区金融发展存在较大
差异的典型特征入手，来实证检验金融发展在规模、效率以及市场化方面，对各省份外部融资依赖行
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性，并由此判断中国当前金融体系是否需要全面改革，进
而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指明可能的方向。本文的发现可归纳为三点：第一，规模扩张方面的金融
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研发投入、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存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促进效应；
第二，效率转化提升方面的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研发投入、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存
量未产生显著的作用效应，但对外观设计专利存量产生一定的促进效应；第三，金融业的市场化对外
部融资依赖行业的研发投入、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存量均产生一定的抑制效应。进一步的细
分研究发现，金融业竞争程度的提升并不是导致这种抑制效应的主要原因，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
才是造成这种抑制效应的主要因素。

本文的政策含义非常明显，具体表现为：第一，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不匹
配性，深刻说明了对金融进行全面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二，中国当前以垄断性质的大银行为主
的金融体系在动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金融资源的规模扩张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外部融资依赖
行业创新活动的数量，但未对创新活动的质量产生促进效应。金融资源的转化效率也并没有有效促
进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创新活动的数量与质量。由此表明，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要进一步增强金融体
系的效率提升，通过大幅度增加地区中小银行的数量来促进银行体系的竞争性和提升金融中介机构
的效率；第三，金融业市场化改革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创新活动有一定的抑制效应的事实表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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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市场化改革可能并未真正触及核心领域，而是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甚至扭曲。其中，金融业的
竞争程度提升并未有效促进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创新活动，而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还对外部融资
依赖行业的创新活动形成障碍，说明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仅仅着眼于银行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是不够
的，还需要同步全面发展各类金融市场，以支撑中国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

注释：
①采用中位数的理由在于，在企业三种专利数量存在极端值的情形下，采用均值显然不能够很好地捕捉行业专利活
动的有效信息。

②由于篇幅限制，稳健性的相关检验结果均未列出，有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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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ｎ ｆｉｒｍ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８，９０（２）：１９７ ２１７．
［１７］ＮＡＮＤＡ Ｒ，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Ｔ． Ｄｉｄ ｂａｎｋ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ｔｉｆｌ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４，１１４（２）：２７３ ２９２．
［１８］ＣＯＲＮＡＧＧＩＡ Ｊ，ＭＡＯ Ｙ Ｆ，ＴＩＡＮ Ｘ，ｅｔ ａｌ． Ｄｏｅｓ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５，１１５（１）：１８９ ２０９．
［１９］ＢＲＡＶＯＢＩＯＳＣＡ Ａ．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
［２０］ＴＩＡＮ Ｘ，ＷＡＮＧ Ｔ Ｙ．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Ｊ］．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４，２７（１）：

—６５—

　 张　 杰，高德步 金融发展与创新：来自中国的证据与解释



２１１ ２５５．
［２１］ＣＨＥＭＭＡＮＵＲ Ｔ Ｅ，ＬＯＵＴＳＬＩＮＡ Ｌ，ＴＩＡＮ 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ｂａｃｋｉｎｇ ｂ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 ［Ｚ］． Ｂｏｓｔ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２．
［２２］ＦＡＮＧ Ｖ Ｗ，ＴＩＡＮ Ｘ，ＴＩＣＥ Ｓ． Ｄｏｅｓ ｓｔｏｃｋ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ｏｒ ｉｍｐｅｄｅ ｆｉｒ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１４，６９（５）：２０８５ ２１２５．
［２３］ＨＡＬＬ Ｂ Ｈ，ＭＡＩＲＥＳＳＥ Ｊ，ＭＯＨＥＮＥ Ｐ．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Ｒ＆Ｄ ［Ｊ］．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２（１）：１０３３ １０８２．
［２４］ＢＲＡＮＤＴ Ｌ，ＶＡＮ 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Ｊ，ＺＨＡＮＧ Ｙ 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２，９７（２）：３３９ ３５１．
［２５］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Ｊ．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Ｍ］． 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５２．
［２６］樊纲，王小鲁，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年报告［Ｍ］． 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７］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Ｚ，ＭＡＩＲＥＳＳＥ Ｊ．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Ｄ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ｌｅｖｅｌ ［Ｊ］． Ｒ＆Ｄ，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１９８４，

８２６：３３９ ３７４．
［２８］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Ｋ的再估算：１９５２—２００６年［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０８（１０）：１７ － ３１．

（责任编辑：雨　 珊）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ｅ，ＧＡＯ Ｄｅｂ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ｖｉ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ｈｏ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ｔｅｎｔ ｓｔｏｃｋ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ｘ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
ｃｙ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１）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 ｏｆ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２）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ｓｈｏｗ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ｂｕｔ ｈａｓ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ａｔ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３）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ｆｕ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ｓ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ｒｅｄｉ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ｍ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ａｔｅｎｔ ｓｔｏｃｋ；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

—７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