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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与企业创新
———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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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合规竞争已日渐成为企业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在 M-O 垄断竞争与多产品企业模型的

基础上，将合规因子和合规成本因子嵌入多产品企业模型，不仅构建了适用于合规性与企业创新的

理论模型，还构建了一套合规性指数( 即税务合规、环境合规和用工合规) ，进而通过匹配 1998—
2013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使用双栏模型和因果中介模型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实证检

验。在使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 GPSM) 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得出的稳健性结论是加强合规性会促

进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水平的提升，其中税务合规、环境合规和用工合规均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子

样本回归结果显示: 相较于其他产权结构企业，国有或集体控股企业的合规性增强对企业创新的贡

献更大; 相较于非成熟企业和非出口企业，成熟企业和出口企业的合规性增强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的贡献更大。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 加强合规性分别能通过增加创新融资、研发补贴和引进创新

人才的途径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为此，需重视合规性建设，尤其要加强政府对国有或集体控股企

业、成熟企业和出口企业的合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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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是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议题。以往学者关于传统市场竞争与企业

创新关系的研究可分为三种: 其一，以垄断市场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竞争抑制企业创新; 其二，以阿罗

完全竞争市场为基础的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呈负相关; 其三，以阿洪垄断市场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竞

争与企业创新呈倒“U”型关系。目前，关于新型合规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的研究较少。部分研究证

实企业通过税收规避能够减少成本支出，将国家资源转移至企业自身，进而提升企业价值。但不少

学者对此存疑，其观点包括: 企业存在着“税收规避不足之谜”，即大量企业没有采取激进的税收规避

行为，尽管避税成本不高，被发现的风险也不大［1］。不仅如此，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会引发低治理水

平企业的治理混乱［2］、外部投资者丧失信心等一系列的问题，税收不合规反而会导致企业价值下降。
在税收合规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一个积极的因果关系: 更正规的公司有更高的利润水平，更高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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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也为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资金基础［3］; 相反，缺乏税收合规性限制了资产负债表为银行贷款

提供信息的程度，并限制了企业获得信贷和外部融资的机会［4］。此外，经过适当设计的环境法规迫

使公司更积极地参与创新，创新带来的好处抵消了这些法规带来的成本，使企业在市场上更具竞争

力［5 6］。人力资源管理( HRM) 系统通过改善用工合规的状况来影响企业的智力资本，进而产生更高

的创新绩效［7］。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目前在税务、环境和用工方面，合规企业的合规“遵循成本”
小于其“违规成本”，这部分成本盈余会体现在企业创新活动中。合规性属于企业的一种软实力，不

仅能彰显企业的良好声誉以降低企业获取资源的交易成本，促进企业创新，还能形成倒逼机制，譬如

倒逼目前在税务、环境和用工方面存在不合规的企业积极采取各种创新措施，以降低不合规给企业

带来的无谓损失。
本文可能的贡献是: 第一，在 M-O 理论模型的基础上［8］，放宽原有生产者行为假设，将合规因子

和合规成本因子纳入多产品企业模型，构建了适用于企业合规性研究的一般模型; 第二，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本文参考会计学中测算财务指标异常的思路，综合税务合规指数、环境合规指数和用工合

规指数，建立合规性的测算指标; 第三，基于企业微观数据证实企业活动的开展，本文不仅使用面板

双栏模型和因果中介模型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实证检验，还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

验，并利用因果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合规性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内在作用机制，得出企业合规性

可通过增加创新融资、研发补贴和引进创新人才的途径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二、合规性影响企业创新的模型构建与机制分析

不同于以往关于企业合规的研究，本文将合规性定义为企业生产活动遵守税务、环境、用工等相

关规制的程度。由于不同企业的认知和规范不同，不同企业的合规性也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在 M-O
垄断竞争与多产品企业模型的基础上，放宽原有生产者行为假设，将合规因子和合规成本因子纳入

多产品方程，该方程在理论上与原方程类似，但也有一些重要因子的进入和方程结构的调整。
( 一) 合规性影响企业创新的模型构建

1． 消费者行为

关于消费者行为的假设，本文保留原方程的相关假说，即经济活动只涉及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

和两种消费品。假设第一种商品是同质的，生产一个单位该商品需要一个单位的劳动力，若将这种

商品视为货币，那么均衡工资等于 1; 另一种商品是横向差异化的( 新产品) ，由规模收益和垄断竞争

的 N 个企业连续提供。生产任何品种的这种商品都意味着固定的要求 F 和 m 个劳动力的边际要

求。故其偏好由以下效用函数描述:

U( q0 ; q( i) ，i "［0，N］) = α∫
N

0
q( i) di － β

2 ∫
N

0
［q( i) ］2di － γ

2［∫
N

0
q( i) di］2 + q0 ( 1)

其中，q( i) 是品种的数量，i "［0，N］，q0 是均质商品的数量。方程( 1) 中的参数都为正，α 用来衡

量差异商品相对于货币的偏好强度，因此可以被视为衡量市场规模的指标，而 γ 表示品种之间的可

替代性，γ 越高，品种越接近。另外，β ＞ 0 表示代表性消费者偏向于其品种的分散消费。若假设消费

者的总消费量为 Nq，消费者对每一种类商品的消费量为 q，消费种类的数量为 x，那么消费者在

［0，x］区间的消费量为 Nq /x，在( x，N) 区间的消费量为 0。

U = α∫
N

0

Nq
x di － β

2 ∫
N

0

Nq[ ]x
2
di － γ

2 ∫
N

0

Nq
x d[ ]i 2

+ q0 = αNq － β
2xN

2q2 － γ
2 N2q2 + q0 ( 2)

因为 β ＞ 0，所以 x 在 U 方程中严格递增。此时消耗的消费品种类也是最多的，即消费效用 U 与

消费商品种类 x 呈正相关。

∫
N

0
p( i) q( i) di + q0 = 1 + q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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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模型假说，最终求得价格方程:

p( i) = α － βq( i) － γQ ( 4)

其中，Q = ∫
N

0
q( j) dj 表示差异化产品的总市场产量。

2． 生产者行为

为便于分析，本文简单假设每个企业同时选择生产产品的种类和每种产品的产量。企业引入新

的产品需支付正的成本，一个企业选择生产所有种类的商品中的一些种类即可。假设短期中边际成

本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为劳动边际要求，假设为 0; 另一部分为合规边际要求，假设为# i ( h，t) 。其

中# i ( h，t) 由两部分构成: 一部分是企业不合规面临的惩罚成本，这部分是关于企业不合规被发现可

能性 h( g) 的增函数。因为随着 h( g) 的增加，企业不合规被发现的概率和企业被惩罚的可能性都会

增大，进而带来合规成本的扩大［9］。另一部分是关于企业生产时间 t 的函数，短期内企业要达到一

定的合规性必须付出沉没成本，若时间过短，合规性带来的收益有可能会小于合规性花费的沉没成

本。这可以解释短期内税收规避能够通过减少成本支出提升企业价值的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部分沉没成本会越来越少，最终出现“税收规避不足之谜”。
其中，h( g) "( 0，1］，h( g) 表示企业不合规被政府发现的可能性，( g) 是包含税务、环境和用工等

一系列合规因子，企业不合规被政府发现的可能性由税务、环境和用工等一系列合规因子决定，且最

终合规因子越大，企业不合规发现的可能性越大。若 h( g) = 1 则表示企业被发现是既定事实，此时

企业将丧失生产能力; 若 h( g) = 0 则表示企业不可能被发现，此时企业具有完全生产能力。本文将

1 － h( g) 定义为企业合规性指数，1 － h ( g) 越大说明企业合规性越强，企业面临的预期边际要求

# i ( h，t) 越小。为保持方程的一般性，本文调整需求变量的截距 α，调整后的进入成本变为 0。因此，

短期中企业利润方程可表示如下:

∏ ( i) = ( 1 － h( g) ) p( i) q( i) － # i ( h，t) q( i) － F ( 5)

其中，# i ( h，t) = C( 1 － h) + 
t( 1 － h)

是关于预期合规成本 C( 1 － h) 、预期违规成本


t( 1 － h)
和时

间 t 的函数， 为常数。预期合规成本 C( 1 － h) 是关于合规性 1 － h( g) 的增函数，若时间 t 固定不

变，企业预期违规成本与合规性呈负相关，即随着合规性的增加，预期违规成本


t( 1 － h)
会减小。

根据式( 4) 可求得一般均衡下的产量和价格 q* 和 p* ，进而求出均衡生产商数量 N* :

N* =
β /F( 1 － h( g槡 ) ) ·［α( 1 － h( g) ) －# i ( h，t) ］－ 2β

γ
( 6)

企业可以自由进出市场，因此利润在均衡时为零。由此可求得最优的 q* 和 p* :

q* = 1
( 1 － h( g槡 ) )

F /槡 β，p* = 1
( 1 － h( g槡 ) )

F·槡 β ( 7)

3． 一般模型均衡

由 Q = Qi + Q－i = ∫
ω"πi

qi ( ω) dω + ( M － 1) | π | q 和效用最大化，可得短期均衡的 q* 和 p* :

q* =
α( 1 － h( g) ) － r( 1 － h) ( M － 1) |π | q －# i ( h，t) |π |

2( 1 － h( g) ) ( β + γ |πi | )

p* =
α( 1 － h( g) ) － r( 1 － h) ( M － 1) |π | q +# i ( h，t) |π |

2( 1 － h( g
{

) )

( 8)

假设用于合规性的那部分成本可忽略不计，即用于那部分成本趋向于 0，由此企业产品和价格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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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变为:

q* = α( 1 － h( g) ) － γ( 1 － h) ( M － 1) |π | q
2( 1 － h( g) ) ( β + γ |πi | )

p* = α( 1 － h( g) ) － γ( 1 － h) ( M － 1) |π | q
2( 1 － h( g

{
) )

( 9)

此时的利润函数变为:

∏ ( i) = ( 1 － h( g) ) p( i) q( i) － F ( 10)

关于 |πi |求利润最大化的产品范围，并由此求得第 M 个企业的产品范围 |πi |
* ① :

|πi |
* = α ( 1 － h( g槡 ) ) · β槡 /F － 2β

γ( M + 1)
( 11)

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产品范围的扩张可以代表创新能力的增强，方程( 11) 显示，企业长期生产

中的产品范围 |πi |
* 会随着企业合规性 1 － h( g) 的增强而扩大，即随着企业合规性的增强，企业产品

范围扩大，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究其原因，从税务合规来看，企业会考虑税务约束，提高资产负债表

为银行贷款提供信息的准确程度，这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有效地规避行政处罚，还能保障创新所需资

源的获取。从环境合规来看，环境合规引发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其“遵循成本”。用工合规会向

社会释放良好的信号以吸引更多创新人才，进而产生更多的创新专利产出、更高的企业价值。从合

规性倒逼机制来看，企业不合规带来的预期成本


t( 1 － h)
会大于相应合规策略带来的成本C( 1 － h) 。

为避免或者降低目前不合规造成的无谓损失，那部分存在不合规行为的企业会积极尝试不同的创新

措施，以不断缩小不合规行为与合规性行为的差距。故合规性会对存在不合规行为的企业产生倒逼

机制，进而促进这些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 加强合规性能促进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水平的提升。
( 二) 合规性影响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机制分析

从研发融资途径上看，依据迈克尔·斯宾塞的信号传递模型( Signaling Model) ，企业通过加强自

身的合规性来直接提高其在金融机构的授信水平，进而提升信誉水平，获得更多的包括金融业研发

贷款和交易对手资金融通的创新融资。从研发补贴途径来看，一方面研发补贴可以直接作为企业创

新可用资金，增加企业创新资本［10］; 另一方面，研发补贴具有信号传播效应，能够修正导致企业融资

约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企业外部融资能力［11］。
鉴于以上分析，加强合规性有利于企业从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和交易对手多个渠道获得创新融

资。合规性会产生信号传递效应，使企业不仅通过取得政府研发补贴直接获得内部融资，还通过信

号传递效应间接获取金融业创新贷款和交易对手资金融通［12］，并通过增加创新融资促进企业创新。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A: 加强合规性通过增加创新融资的途径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假说 2B: 加强合规性通过增加研发补贴的途径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用工合规也通过创新人才引进的途径作用于企业创新。根据“委托 － 代理”理论，人才激励体系

或是企业对员工的长期承诺，有利于政府部门及相关主管机构给予企业重视知识型员工生活情感需

求的正面评价，从而对企业的外部声誉产生积极影响。此外，用工合规性的强弱可以作为创新人才

甄别企业福利的信号。根据信号传递理论，用工合规越严格的企业，释放的福利效应信号越强，越容

易引进创新人才，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C: 加强合规性通过引进企业创新人才的途径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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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模型、指标选取和数据处理

( 一) 研究模型设计

很多学者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实证研究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13 14］。在以往学者研究的

基础上，考虑到数据集的特点②，本文使用面板双栏模型来处理受限因变量截尾问题并分析企业创新

决策和创新水平［15］。双栏模型可以解决零创新对于分析企业创新所产生的问题，同时能够观察创

新意愿和实际创新水平决策影响因素的差异，更能掌握企业创新决策行为。为避免进行因果关系检

验的过程中产生因果关系倒置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作滞后一期处理。
在其他解释变量方面，根据熊彼特假说，影响企业创新的企业层面因素包括企业规模，对此 M-O 理

论模型也予以证实，另外，技术水平是影响产业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16 17］，故全要素生产率是企业创

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将企业规模、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解释变量。鉴于以上分析，本文将是

否创新决策和创新水平决策方程设定如下:

1． 是否创新决策方程

D*
i = Ziα + μi，μi ～ N( 0，1) ，

Di = 1，if D*
i ＞ 0

Di = 0，if D*
i ≤{ 0

( 12)

其中，D*
i 是潜在变量，当观察值变量 Di 为 1 时，意味着企业决定进行创新，当 Di 为 0 时，说明

企业决定不进行创新。Zi 是包括企业规模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在内的一系列影响参与决策的变量。
2． 创新水平决策方程

Y*
i = Xiβ + vi，vi ～ N( 0，1) ，

Yi = Y
*
i ，if Di = 1 and Y*

i ＞ 0

Yi = 0，{ 其他
( 13)

其中，Y*
i 是潜在支付变量，Xi 为包括企业规模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在内的一系列影响创新水平的

变量，vi 是随机干扰项，假设服从二元联合正态分布，且 corr( μi，εi ) = ρ。
( 二) 指标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 Pnovc，i，t ) 。很多学者选取新产品的相关财务指标以及科研项目成功

率、知识产权数据等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度量指标。鉴于数据集特点，本文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即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份额来测量

企业创新水平，并使用企业研发投入来作为企业创新( Pnovc，i，t ) 的替代变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合规性( Hc，i，t ) 。根据本文关于合规性 1 － h( g) 的定义，合规性指数 1 － h( g)

越大说明企业合规性越强，h( g) 表示企业不合规被政府发现的可能性。其中，( g) 是包含税务、环境

和用工等一系列合规因子。若 h( g) = 1 则表示企业发现是既定事实，此时企业将丧失生产能力; 若

h( g) = 0 则表示企业不可能被发现，企业具有完全生产能力。若企业实际的税费和福利均值与行业

实际的税费和福利均值差额为正，就说明企业不合规被发现的概率为 0，此时合规性指数 1 － h( g) 为

1。若二者差额为负，则说明企业不合规被发现的概率大于 0，负数绝对值越大，说明企业越不合规。
鉴于此，本文借鉴企业非正常投资测算的思路［18］，对二者差额为负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后

二者差额的取值范围为( － 1，0］，故可得企业合规性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槇Hk，i =
1，Hk，i，j － Hi，j≥0

1 + ＜ Hk，i，j － Hi，j ＞
standard，Hk，i，j － Hi，j

{ ＜ 0
( 14)

其中，槇Hk，i表示测算的合规性指数，Hi，j 指行业 i 合规指数的均值，j 表示合规类型，i 表示行业。
Hk，i，1 /Hi，1是企业税务合规指数，以企业税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份额减去该行业税费占行业产品销售

收入份额表示，其中税费取应交增值税、应交所得税与税金③ ; Hk，i，2 /Hi，2 是环境合规指数，以企业排

污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份额减去该行业排污费占行业产品销售收入份额表示④ ; Hk，i，3 /Hi，3 是用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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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指数，以企业员工待遇占产品销售收入的份额减去该行业薪酬占行业产品销售收入份额表示，员

工待遇取失业保险费、本年应付工资总额与本年应付福利费的总额⑤。 ＜ Hk，i，j － Hi，j ＞
standard表示标准

化处理后的企业实际的税费和福利均值与行业的差额。

表 1 变量使用情况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预期符号

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 Pnovc，i，t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

核心解释变量 合规性 Hc，i，t － 1 将企业的税费、排污费、员工薪酬福利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与企业所
在行业水平做比较并滞后一期，详见方程( 14)

+

企业规模 lnSizec，i，t － 1 固定资产合计取对数并滞后一期 +
全要素生产率 lnTfpc，i，t － 1 使用 LP 方法计算得到并取对数滞后一期 +

控制变量 企业经营年限 lnAgec，i，t － 1 企业经营年数取对数并滞后一期 +
从业人数 lnLc，i，t － 1 企业从业人数取对数并滞后一期 +
出口强度 lnExportc，i，t － 1 出口交货值取对数并滞后一期 +

资本劳动比 lnKLc，i，t － 1 资本与劳动的数量之比取对数并滞后一期 +
流动比率 Currentc，i，t － 1 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并滞后一期 + / －

中介变量 创新融资 Financingc，i，t － 1 利息支出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并滞后一期
研发补贴 Subsidyc，i，t － 1 企业获得补贴收入占销售收入比重并滞后一期

创新人才 Talentsc，i，t － 1 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人员、高级技师人
数之和占从业人数比值并滞后一期

( 三) 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 1998—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作为处理对象。参考 Brandt et al．［19 20］提出的跨期

匹配方法，剔除不符合通用会计准则( GAAP) 的样本，并将出现以下状况的样本予以删除: ( 1 ) 企业

从业职工人数小于 10 人; ( 2) 1998—2010 年主营业务收入小于 500 万; ( 3) 2011 年至 2013 年主营业

务收入小于 2 000 万元。对于个别年份( 例如 2004 年) 缺失的工业总产值，参考刘小玄和李双杰［21］

的估算公式进行计算。对于缺失的变量，本文运用插值法补齐，另外将 2009 和 2013 年缺失的增值

税销项税额、增值税进项税额数据调整为上年值。为捕捉随行业特征变化的不可测因素，首先，本文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 /T 4754—2011) 二位数分类法，将国有及规模

以上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归纳为 30 种具体的制造业行业，即分类号从 13 到 42 共 30 个细分行业中; 其

次，将 30 种具体的制造业行业归纳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 此外，样本期内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相应的行业代码经历了三次调整，本文将全部样本调整为 2011 年《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二位数制造业行业的企业样本。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novc，i，t 3 317 975 0． 026 0． 083 0 0． 339
Hc，i，t － 1 2 586 771 0． 785 0． 203 0． 000 1
lnSizec，i，t － 1 2 574 927 8． 695 1． 708 － 0． 095 18． 94
lnTfpc，i，t － 1 2 563 855 8． 154 1． 033 2． 957 16． 54
lnLc，i，t － 1 2 585 580 4． 930 1． 108 0． 000 12． 29
lnAgec，i，t － 1 2 506 420 1． 869 0． 880 0． 000 7． 602
Subsidyc，i，t － 1 2 255 394 0． 787 2． 070 0． 000 15． 39
lnExportc，i，t － 1 2 274 359 2． 974 4． 575 0． 000 19． 04

注: 除企业创新( Pnovc，i，t ) 外，其余变量均滞后一期。

( 四)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详细捕捉企业合规性的分布概况，本

文分析了合规性的数据集特征。表 2 列出

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数据显

示: 企业创新的观测样本有 3 317 975 个，标

准差为 0． 083，说明样本企业的创新差异较

小; 企业创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 和

0． 339，说明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普遍

偏低，这也符合本文研究合规性对企业创新

的影响以普遍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现实启示。在标准化处理及滞后一期后，合规性的标准差为

0． 203，说明样本企业合规性分布较为均匀; 合规性的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说明本文合规性的构

造符合预期。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经营年限的标准差均在 1 附近，说明分布较为均匀。其余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类似于前人的研究，故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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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规性影响企业创新的实证结果

( 一) 合规性影响企业创新的基础回归

根据相关理论［22］，本文意识到合规性可能与企业创新存在非线性关系。控制合规性二次项

H2
c，i，t － 1后的企业创新决策水平回归结果如表 3 模型( 6) 所示，虽然合规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合

规性二次项 H2
c，i，t － 1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且根据模型( 5 ) 和模型( 6 ) 计算出的转折点的 95% 置信区

间均位于自变量取值范围以外。因此，合规性二次项 H2
c，i，t － 1的回归结果无法满足合规性与企业创新

非线性关系的假设［23］，即合规性与企业创新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原因可能在于本文关于合规

性的定义，即“若企业实际的税费和福利均值与行业实际的税费和福利均值差额为正，此时合规性指

数 1 － h( g) 为 1”，意味着合规性程度不可能大于 1，这就不可能出现因合规性程度过高而抑制企业

创新的情形。为进一步证实合规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存在非线性特征，本文使用 LM、LMF、LRT
三个方法对模型( 5) 和模型( 6) 进行非线性检验，结果均拒绝了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原假设。结合以

上分析，合规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存在非线性特征。为检验面板双栏模型构建的合理性，本文还

引入随机效应面板 Tobit 模型作为参考。随机效应 Tobit 模型实证结果如模型( 7 ) 和模型( 8 ) 所示，

该结果与面板双栏企业创新决策水平模型( 4) 的实证结果基本无差异，故本文的面板双栏模型构建

不存在偏误。

表 3 基础回归结果 1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意愿 水平 意愿 水平 意愿 水平 随机效应 Tobit 模型
Hc，i，t － 1 0． 155＊＊ 0． 001＊＊ 0． 215＊＊＊ 0． 008＊＊＊ 0． 383＊＊＊ 0． 019* 0． 007＊＊ 0． 005＊＊

( 0． 072) ( 0． 001) ( 0． 006) ( 0． 002) ( ≈0) ( 0． 003) ( 0． 001) ( 0． 001)

H2
c，i，t － 1 0． 416* 0． 010

( 0． 002) ( 0． 001)
lnSizec，i，t － 1 0． 667＊＊＊ 0． 003＊＊＊ 0． 036＊＊＊ 0． 005＊＊＊ 0． 046＊＊＊ 0． 005* 0． 003＊＊＊ 0． 003＊＊＊

( 0． 015) ( ≈0) ( 0． 001) ( 0． 000) ( 0． 002) ( 0． 002) ( ≈0) ( ≈0)
lnTfpc，i，t － 1 － 1． 029＊＊＊ － 0． 008＊＊＊ － 0． 062＊＊＊ － 0． 001＊＊ － 0． 078＊＊＊ － 0． 002 － 0． 008＊＊＊ － 0． 009＊＊＊

( 0． 021) ( ≈0) ( 0． 002) ( 0． 001) ( ≈0) ( 0． 001) ( ≈0) ( ≈0)

常数项 － 22． 35＊＊＊ 0． 038＊＊＊ － 2． 914＊＊＊ 0． 146＊＊＊ 0． 054＊＊＊ 0． 184＊＊＊ 0． 038＊＊＊ 0． 046＊＊＊

( 0． 213) ( 0． 001) ( 0． 014) ( 0． 004) (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特征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I
sigma 0． 155＊＊＊ 0． 152＊＊＊ 0． 155＊＊＊

( 0． 000) ( 0． 000) ( 0． 001)

Log-L － 738 818． 9 － 490 862． 8 － 467 523． 6 424 555． 0 1 361 803． 3
χ2 检验 χ2 ( 9) = 71 832． 05 χ2 ( 9) = 66 056． 72 χ2 ( 9) = 66 263． 75
观测值 2 586 729 2 586 729 2 035 272 2 035 272 2 035 272 2 035 272 1 790 420 1 752 823

注: 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其中 H2
c，i，t － 1表示滞后一期的合规性二次项，实证模型均采用聚合在行业层

面的稳健性标准误差;＊＊＊、＊＊、*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报告稳健标准误。

在行业特征方面⑥，对比模型( 7) 控制 I 和模型( 8) 控制 II 后的结果发现，模型( 7) 中加强合规性

对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水平提升的贡献更大，说明 30 种具体制造业行业样本更具有一般类集的特

征和政策启示性。此外，模型( 7) 和模型( 8) 的对比结果还显示，控制不同行业特征对整体回归结果

的影响不大。表 3 中模型( 3) 和模型( 4) 的实证结果显示，合规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合规性

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这符合假说 1 的逻辑，即加强合规性能促进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水平的提

高。模型( 1) 和模型( 2) 以取对数的新产品产值为因变量，其与模型( 3) 和模型( 4) 的实证结果并无

明显差异，这也表明本文构建的面板双栏模型较为稳健。企业规模( lnSizec，i，t － 1 ) 与企业创新意愿决

策和创新水平决策均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创新意愿越强，其创新水平越高。这与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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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关于垄断市场研究中的竞争抑制创新结论一致，即企业规模越大，市场竞争效应越弱，企业创新

水平越强。不同于前文预期的是全要素生产率( lnTfpc，i，t － 1 )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究其原因可能

是要素市场扭曲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具有抑制效应［24 25］，也可能是全要素

生产率对企业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为此，进一步在实证模型中引入滞后一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二次

项，实证 结 果 证 实 了 本 文 猜 想，全 要 素 生 产 率 与 企 业 创 新 存 在 非 线 性 关 系⑦。流 动 比 率

( Currentc，i，t － 1 )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融资约束过高导致企业负担的债务压力较大而缺

乏创新动力。其余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均符合本文预期，即随着从业人数、出口强度、人均资本的增

加，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水平将不断提升。
表 4 基础回归结果 2

变量
( 1)
意愿

( 2)
水平

( 3)
意愿

( 4)
水平

( 5)
意愿

( 6)
水平

Ht － 1，1 0． 880＊＊＊ 0． 009＊＊＊

( 0． 019 9) ( 0． 006 30)
Ht － 1，2 1． 424＊＊＊ 0． 011＊＊＊

( 0． 025) ( 0． 008)
Ht － 1，3 0． 460＊＊＊ 0． 005＊＊

( 0． 031) ( 0． 009)
lnSizec，i，t － 1 0． 034 9＊＊＊ 0． 005＊＊＊ 0． 039＊＊＊ 0． 005＊＊＊ 0． 037＊＊＊ 0． 005＊＊＊

( 0． 001) ( 0． 000) ( 0． 001) ( 0． 000) ( 0． 001) ( 0． 000)
lnTfpc，i，t － 1 － 0． 069＊＊＊ － 0． 002＊＊＊ － 0． 074＊＊＊ － 0． 002＊＊＊ － 0． 081＊＊＊ － 0． 003＊＊＊

( 0． 002) ( 0． 000 476) ( 0． 002) ( 0． 000) ( 0． 002) ( 0． 000)

常数项 － 2． 587＊＊＊ 0． 161＊＊＊ － 2． 415＊＊＊ 0． 222＊＊＊ － 2． 687＊＊＊ 0． 109＊＊＊

( 0． 012) ( 0． 003 41) ( 0． 013) ( 0． 003 63) ( 0． 014) ( 0． 00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特征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sigma 0． 151＊＊＊ 0． 151＊＊＊ 0． 151＊＊＊

( 0． 000) ( 0． 000) ( 0． 000)

Log-L － 731 672． 3 － 729 165． 3 － 731 672． 7
χ2 检验 χ2 ( 9) = 66 312． 43 χ2 ( 9) = 66 892． 8 χ2 ( 9) = 66 312． 48
观测值 2 432 936 2 432 936 2 432 936 2 432 936 2 432 936 2 432 936

注: Ht － 1，1、Ht － 1，2、Ht － 1，3 分别指滞后一期的税务合规、环境合规和

用工合规;＊＊＊、＊＊、*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
内报告稳健标准误。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综合

税务合规、环境合规和用工合规三个

维度的指数作为合规性的衡量指标，

考虑到单一指标的可行性问题，本文

分别用税务合规指数、环境合规指数

和用工合规指数三个单一指标进行

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其中环境合

规对企业创新意愿和企业创新水平

提升的贡献最大，这不仅与波特假说

是一致的，即创新带来的好处抵消了

这些法规带来的成本［5 6］，企业有环

境合规的动力，也契合“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整体来

看，滞后一期的税务合规、环境合规

和用工合规指标均与企业创新意愿

和企业创新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这也

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合规性指标构建

的可行性。
( 二) 合规性影响企业创新的异

质性实证检验

为考察异质性企业合规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按照企业产权结构将企业样本划分为国有或

集体控股企业、私人控股企业、港澳台控股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企业，按照企业经营年限和企

业出口与否将企业样本划分成熟企业和非成熟企业、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按照企业产权结构划

分的企业样本实证结果如表 5 所示。加强合规性对企业创新意愿和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的贡献排名，

依次为国有或集体控股企业、私人控股企业、港澳台控股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其他企业，可能的原因

在于国有或集体企业创新剩余空间较大，而私人控股等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开展易进入瓶颈期。
具体而言，一方面，国有或集体企业因与政府关系密切，有国家资金作为强大的后盾，经营盈亏并不

直接影响企业生存，故其进行企业创新的动力不足［26 27］，创新剩余空间较大; 另一方面，从研发资金

的来源来看，私人控股等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从营业利润中获得研发资金，相较于国有或集体企业，

其很难克服融资瓶颈而获得创新能力提升所需要的研发资金。这就可能导致私人控股等非国有企

业不重视企业创新效率，更多地关注营业利润。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取决于创新效率［28 29］，故

国有或集体控股企业合规性增强对企业创新意愿和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的实际贡献大于私人控股等

非国有企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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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异质性企业合规性影响企业创新的实证结果 1

国有 /集体控股 私人控股 港澳台控股 外商投资 其他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意愿 水平 意愿 水平 意愿 水平 意愿 水平 意愿 水平
Hc，i，t － 1 0． 393＊＊＊ 0． 010＊＊ 0． 196＊＊＊ 0． 008＊＊＊ 0． 182＊＊＊ 0． 007* 0． 177＊＊＊ 0． 006＊＊ 0． 102＊＊＊ 0． 001＊＊＊

( 0． 019) ( 0． 004) ( 0． 010) ( 0． 003) ( 0． 028) ( 0． 010) ( 0． 026) ( 0． 009) ( 0． 012) ( 0． 003)
lnSizec，i，t － 1 0． 023＊＊＊ 0． 009＊＊＊ 0． 044＊＊＊ 0． 015＊＊＊ 0． 043＊＊＊ 0． 013＊＊＊ 0． 020＊＊＊ 0． 013＊＊＊ 0． 006＊＊＊ 0． 001*

( 0． 003) ( 0． 001) ( 0． 002) ( 0． 001) ( 0． 005) ( 0． 002) ( 0． 004) ( 0． 002) ( 0． 002 27) ( 0． 001)
lnTfpc，i，t － 1 － 0． 052＊＊＊ － 0． 005＊＊＊ － 0． 089＊＊＊ － 0． 005 － 0． 015＊＊ － 0． 005* － 0． 021＊＊＊ － 0． 015＊＊＊ － 0． 031＊＊＊ － 0． 010＊＊＊

( 0． 005) ( 0． 001) ( 0． 003) ( 0． 001) ( 0． 008) ( 0． 003) ( 0． 006) ( 0． 002) ( 0． 003) ( 0． 001)

常数项 － 3． 502＊＊＊ 0． 100＊＊＊ － 1． 941＊＊＊ 0． 157＊＊＊ － 2． 510＊＊＊ 0． 126＊＊＊ － 2． 218＊＊＊ 0． 073＊＊＊ － 3． 515＊＊＊ 0． 209＊＊＊

( 0． 042) ( 0． 010) ( 0． 023) ( 0． 007) ( 0． 059) ( 0． 020) ( 0． 051) ( 0． 017) ( 0． 027) ( 0． 00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特征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sigma 0． 155＊＊＊ 0． 149＊＊＊ 0． 162＊＊＊ 0． 157＊＊＊ 0． 149＊＊＊

( 0． 001) ( 0． 001) ( 0． 002) ( 0． 002) ( 0． 001)

χ2 检验 χ2 ( 9) = 6 671． 25 χ2 ( 9) = 36 271． 58 χ2 ( 9) = 6 328． 69 χ2 ( 9) = 5 837． 12 χ2 ( 9) = 20 531． 6
Log-L － 46 173． 7 － 246 328． 3 － 31 236． 2 － 28 156． 5 － 112 327
观测值 243 026 243 026 1 149 229 1 149 229 169 047 169 047 161 401 161 401 708 964 708 964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报告稳健标准误。

按照企业经营年限和企业出口与否划分的企业样本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整体来看，成熟企业

和出口企业的合规性对企业创新意愿决策和企业创新水平决策的回归系数，分别大于非成熟企业和

非出口企业。可能的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释: 从成熟企业和非成熟企业来看，企业创新水

平的提高程度取决于边际回报率曲线的弹性，弹性越大，额外的创新资金投入也越多。相较于非成

熟期企业而言，成熟期企业一般资本边际回报率曲线的弹性更小，进行创新活动的相对资金投入较

少，故成熟企业合规性增强对企业创新意愿决策和企业创新水平决策的贡献更大。从出口企业和非

出口企业来看，根据出口自选择机制，率先进行出口的企业具备更高的生产率和收益率，因此出口企

业从营业利润中获得的研发资金大于非出口企业获得的研发资金。出口企业也更容易从外部获得

各种创新资源，为维持生产率优势，出口企业加强合规性更易对创新意愿决策和创新水平决策产生

促进效应。

表 6 异质性企业合规性影响企业创新的实证结果 2

成熟企业 非成熟企业 出口企业 非出口企业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意愿 水平 意愿 水平 意愿 水平 意愿 水平
Hc，i，t － 1 0． 179＊＊＊ 0． 012＊＊＊ 0． 155＊＊＊ 0． 006＊＊ 0． 231＊＊＊ 0． 010＊＊ 0． 202＊＊＊ 0． 007＊＊

( 0． 007) ( 0． 002) ( 0． 014) ( 0． 004) ( 0． 010) ( 0． 003) ( 0． 009) ( 0． 003)
lnSizec，i，t － 1 0． 052＊＊＊ 0． 006＊＊＊ － 0． 041＊＊＊ 0． 004＊＊＊ 0． 072＊＊＊ 0． 002＊＊＊ 0． 010＊＊＊ 0． 007＊＊＊

( 0． 001) ( 0． 000) ( 0． 002) ( 0． 001) ( 0． 002) ( 0． 001) ( 0． 001) ( 0． 000
lnTfpc，i，t － 1 － 0． 063＊＊＊ － 0． 001* － 0． 057＊＊＊ － 0． 003＊＊＊ － 0． 020＊＊＊ － 0． 004＊＊＊ － 0． 082＊＊＊ － 0． 006＊＊＊

( 0． 002) ( 0． 001) ( 0． 004) ( 0． 001) ( 0． 003) ( 0． 001) ( 0． 002) ( 0． 001)

常数项 － 3． 081＊＊＊ 0． 129＊＊＊ － 3． 020＊＊＊ 0． 224＊＊＊ － 2． 884＊＊＊ 0． 095＊＊＊ － 2． 816＊＊＊ 0． 235＊＊＊

( 0． 016 1) ( 0． 004) ( 0． 031) ( 0． 009) ( 0． 021) ( 0． 006) ( 0． 020) ( 0． 00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特征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sigma 0． 150＊＊＊ 0． 152＊＊＊ 0． 155＊＊＊ 0． 147＊＊＊

( 0． 000) ( 0． 001) ( 0． 001) ( 0． 000)

χ2 检验 χ2 ( 9) = 49 163． 3 χ2 ( 9) = 18 369． 2 χ2 ( 9) = 26 734． 8 χ2 ( 9) = 37 428． 53
Log-L － 257 365． 4 － 106 327． 2 － 142 743． 6 － 236 842． 7
观测值 1 828 307 1 828 307 604 629 604 629 782 352 782 352 1 564 815 1 564 815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报告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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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证明实证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在面板双栏模型中纳入企业创新滞后项( Pnovc，i，t － 1 ) ，并

使用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 RDc，i，t ) 作为企业创新的替代变量。为了更好地反映合规性对企业

创新的因果影响，消除处理组与控制组在接受政策处理前的异质性导致的测量误差，我们采用

Hirano and Imbens［29］所发展的基于连续性处理变量的广义倾向得分匹配 ( 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GPSM) 方法进行检验。

表 7 稳健性检验

面板双栏模型 面板双栏模型 GPSM 法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意愿 水平 意愿 水平 意愿 水平

Pnovc，i，t － 1 1． 722＊＊＊ 0． 724＊＊＊

( 0． 001) ( 0． 001)

Hc，i，t － 1 0． 131＊＊ 0． 007＊＊ 0． 202＊＊＊ 0． 009＊＊＊ 0． 058＊＊＊ 0． 007＊＊＊

( ≈0) ( ≈0) ( 0． 005) ( 0． 002) ( 0． 004) ( 0． 001)

lnSizec，i，t － 1 0． 006＊＊＊ 0． 003＊＊＊ 0． 117＊＊＊ 0． 017＊＊＊ 0． 048＊＊＊ 0． 006＊＊＊

( ≈0) ( ≈0) ( 0． 057) ( 0． 003) ( 0． 002) ( 0． 000)

lnTfpc，i，t － 1 － 0． 004＊＊＊ － 0． 002＊＊＊ － 0． 006＊＊＊ － 0． 003＊＊＊ － 0． 062＊＊＊ － 0． 005＊＊＊

( ≈0) ( ≈0) ( 0． 034) ( 0． 002) ( 0． 002) ( 0． 001)

常数项 － 0． 142＊＊＊ － 0． 108＊＊＊ 2． 483＊＊＊ 1． 741＊＊＊ － 2． 830＊＊＊ 0． 113＊＊＊

( 0． 037) ( 0． 008) ( 0． 009) ( 0． 035) ( 0． 016) ( 0． 00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特征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sigma 0． 143＊＊＊ 0． 151＊＊＊ 0． 154＊＊＊

( 0． 002) ( 0． 001) ( 0． 000)

χ2 检验 χ2 ( 9) = 58 229． 8 χ2 ( 9) = 53 888． 3 χ2 ( 9) = 58 229． 8
Log-L － 301 140． 2 － 356 340． 2 － 314 285． 5
观测值 1 560 376 1 560 376 1 991 203 1 991 203 1 680 070 1 680 070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
报告稳健标准误。

纳入企业创新滞后项( Pnovc，i，t －1 )

的面板双栏模型实证结果，如表 7 中

模型( 1 ) 企业创新意愿决策和模型

( 2) 企业创新水平决策所示。在控制

住控制变量和行业特征后，模型( 1 )

和模型 ( 2 ) 引入滞后一期的企业创

新，该结果与基础回归实证结果基本

一致。模型( 3) 和模型( 4 ) 使用研发

投入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 RDc，i，t ) 作

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实证结果基

本上也与基础回归结果一致。模型

( 5) 和模型( 6) 是采用 GPSM 方法得

出的估计结果，该实证结果与基础回

归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本文实证结

果较为科学和可靠。模型( 1) 至模型

( 6) 合规性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再次

证实加强合规性能促进企业创新意

愿和创新水平的提升。此外，在使用

GPSM 方法进行估计时需要注意样本

组之间的平衡性问题。匹配后的 P ＞ T 且 P 不断增大，说明合规的企业组之间在匹配变量上的差异

得到进一步降低，样本匹配通过了平衡性检验。
五、基于中介效应检验的合规性影响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

为研究合规性影响企业创新的间接效应，考虑到本文的数据集特征，本文借助因果中介分析

( 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 模型，通过选取创新融资、研发补贴和创新人才三种中介变量对合规性影

响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检验。该方法可以识别某个自变量通过一个中介变量来影响另一个因变量

的因果机制［30 31］。因果中介分析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实现对连续或离散的处理变量、中介变量和结果

变量之间的因果推断［32］。
( 一) 中介效应模型

因果中介效应模型使用反事实框架，以评估合规性通过中介变量创新融资、创新补贴和创新人

才对企业创新产生的平均中介效应和合规性影响企业创新的直接效应。反事实框架的逻辑在于若

要判断甲事件对乙事件造成的影响，我们不仅要观测甲事件对乙事件的影响，还必须观测甲事件没

有发生时乙事件的情况［33］。推广至现实中，若甲事件发生已成既定事实，我们就无法观测“无事件

甲”时乙事件的情况。本研究分别将“创新融资、研发补贴和创新人才”作为干预变量，由于该干预

变量在现实生活中并非随机化的，而且可能和合规性、企业创新共同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更需

要使用反事实框架来分析合规与否对结果变量的平均干预效应，以解决传统分析中选择性偏误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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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合规性 －创新融资 －企业创新的因果中介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Step1 Step2 Step1 Step2
Financingc，i，t － 1 Pnovc，i，t Financingc，i，t － 1 Pnovc，i，t

( 中介变量) ( 结果变量) ( 中介变量) ( 结果变量)
Financingc，i，t －1 0． 312＊＊＊ 0． 350＊＊＊

( 0． 010) ( 0． 014)
Hc，i，t － 1 0． 248＊＊＊ 0． 624＊＊＊ 1． 099＊＊＊ 0． 345＊＊＊

( 0． 08) ( 0． 122) ( 0． 015) ( 0． 014)
lnSizec，i，t － 1 0． 124＊＊＊ 0． 103＊＊＊ 0． 026＊＊＊ 0． 112＊＊＊

( 0． 004) ( 0． 005) ( 0． 001) ( 0． 003)
lnTfpc，i，t － 1 0． 141＊＊＊ 0． 132＊＊＊ 0． 027＊＊＊ 0． 203＊＊＊

(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5)
常数项 － 3． 256＊＊＊ － 0． 043＊＊＊ － 1． 880＊＊＊ － 4． 809＊＊＊

( － 0． 003) ( 0． 001) ( 0． 016) ( 0． 020)
控制变量 NO NO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地区 YES YES YES YES
行业特征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Pseudo R2 0． 035 0． 064 0． 034 0． 050
Log-L － 625 184． 35 － 655 066． 07 － 625 184． 35 － 622 431． 72
平均中介效应 0． 065＊＊＊ 0． 045＊＊＊

直接效应 0． 134＊＊＊ 0． 127＊＊＊

总效应 0． 199＊＊＊ 0． 172＊＊＊

中介效应率 32． 66 26． 34
观测值 2 433 140 2 433 140 2 088 495 2 088 495

注: 中介效应结果是通过 300 次准贝叶斯蒙特卡洛逼近仿真
获得因果中介效应评价参数后计算的结果; ＊＊＊、＊＊、* 分别表
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报告稳健标准误。

题。鉴于此，本文将中介效应检验分为两

个步骤，其中第一步是以中介变量创新融

资、研发补贴和创新人才为因变量，考察中

介变量创新融资、研发补贴和创新人才

受到的各种可能因素影响，进而分析合规

性影响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此步骤使用

了一般线性回归。第二步是以企业创新

为因变量⑧，将处理变量( 合规性) 、中介

变量以及其他自变量都纳入 Logit 模型，

从而考察合规性通过创新融资、创新补贴

和创新人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
( 二) 中介变量———创新融资、研发

补贴和创新人才

创新融资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如

表 8 所示，为保证实证模型的稳健性，模型

( 1) 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模型

( 2) 是加入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通过观

察可发现，模型( 1) 和模型( 2) 中合规性和

创新融资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方向是一致

的，仅仅是加入变量的多寡导致中介效应

和中 介 效 应 率 的 差 异。中 介 效 应 率 为

26． 34%，表明创新融资确实在企业合规性与企业创新之间起到了中间传导作用，证实了本文的假说 2A，

即加强合规性通过增加创新融资的途径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这也从中国制造业企业视角，为 2019 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旨在解决企业创新活动开展中遇到的融资瓶颈问题的倡议提供经验证据。
表 8 模型( 2) 中，第一步结果表明，合规性越强的企业拥有越多的创新融资。由于实证采用了因果

中介模型，故加强合规性带来的正向效应并非出于企业选择偏误，而是真实地源于加强合规性中的因

素。第二步结果证实了加强合规性和创新融资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现实中的反映就是

合规性的提高通过信号传递效应，为企业间接带来金融业创新贷款和交易对手资金融通［11］，该正向

效应会通过增加创新融资，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其余解释变量均符合预期，这里不再赘述。
研发补贴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9 所示。通过观察可发现，模型( 1) 和模型( 2) 中合规性和研

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方向也是一致的，仅仅是加入变量的多寡导致中介效应和中介效应率的差异。
虽然中介效应率只有4． 34%，但也表明研发补贴确实在企业合规促进企业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中间

传导作用，这符合本文假说 2B 的内涵，即加强合规性通过增加研发补贴的途径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表 9 模型( 2) 中，第一步结果表明，合规性越强的企业拥有越多的研发补贴，且加强合规性带来

的正向效应并非出于企业选择偏误而是真实地源于合规性的加强。从第二步结果可以发现，提高合

规性和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现实中的反映就是合规性的增强还会产生信号传

递效应，使企业能通过取得政府研发补贴直接获得内部融资，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创新人才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示，通过观察可发现，模型( 1 ) 和模型( 2 ) 中合规

性和创新人才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方向也是一致的。中介效应率达到 43． 6%，表明创新人才确实在企

业合规性和企业创新之间起到了中间传导作用，这符合本文假说 2C 的内涵，即加强合规性通过增加

创新人才的途径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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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合规性 －研发补贴 －企业创新的因果中介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Step1 Step2 Step1 Step2
Subsidyc，i，t － 1 Pnovc，i，t Subsidyc，i，t － 1 Pnovc，i，t
( 中介变量) ( 结果变量) ( 中介变量) ( 结果变量)

Subsidyc，i，t － 1 0． 077＊＊＊ 0． 067＊＊＊
( 0． 009) ( 0． 016)

Hc，i，t － 1 0． 269＊＊＊ 0． 264＊＊＊ 1． 099＊＊＊ 0． 345＊＊＊
( 0． 007) ( 0． 013) ( 0． 015) ( 0． 021)

lnSizec，i，t － 1 0． 109＊＊＊ 0． 256＊＊＊ 0． 031＊＊＊ 0． 089＊＊＊
( 0． 001) ( 0． 002) ( 0． 002) ( 0． 003)

lnTfpc，i，t － 1 0． 194＊＊＊ 0． 077＊＊＊ 0． 037＊＊＊ 0． 165＊＊＊
( 0． 001) ( 0． 003) ( 0． 002) ( 0． 005)

常数项 － 2． 848＊＊＊ － 4． 217＊＊＊ － 3． 256＊＊＊ － 5． 087＊＊＊
( 0． 018) ( 0． 026) ( 0． 009) ( 0． 020)

控制变量 NO NO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地区 YES YES YES YES
行业特征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Pseudo R2 0． 055 0． 043 0． 047 0． 056
Log-L － 678 465． 2 － 657 015． 85 － 598 637． 28 － 598 602． 88
平均中介效应 0． 005＊＊＊ 0． 001＊＊＊
直接效应 0． 074＊＊＊ 0． 022＊＊＊
总效应 0． 079＊＊＊ 0． 023＊＊＊
中介效应率 6． 33 4． 34
观测值 2 184 959 2 184 959 1 982 709 1 982 709

注: 中介效应结果是通过 300 次准贝叶斯蒙特卡洛逼近仿真获
得因果中介效应评价参数后计算的结果;＊＊＊、＊＊、*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报告稳健标准误。

表 10 模型( 2) 中，第一步结果表明，

合规性越强的企业能够引入越多的创新

人才，并且由于实证部分采用了因果中

介模型，故加强合规性带来的正向效应

并非出于企业选择偏误，而是真实地源

于加强合规性中的因素。第二步结果表

明，合规性和创新人才对企业创新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这在现实中表现为用工

合规越严格的企业，释放的福利效应信

号越强，越容易引进创新人才，进一步提

升企业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创新融资、研发补贴和创

新人才均可以作为合规性的中介变量，

在合规性与企业创新之间起到了中间传

导作用。加强合规性不仅能够直接促进

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还可以通过间接

途径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这证实

了本文的假说 2A、假说 2B 和假说 2C，

即加强企业合规性通过增加创新融资、
增加研发补贴、引进企业创新人才的途

径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故加强合规性
表 10 合规性 －创新人才 －企业创新的因果中介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Step1 Step2 Step1 Step2
Talentsc，i，t － 1 Pnovc，i，t Talentsc，i，t － 1 Pnovc，i，t
( 中介变量) ( 结果变量) ( 中介变量) ( 结果变量)

Talentsc，i，t － 1 0． 026＊＊＊ 0． 427＊＊＊
( 0． 012) ( 0． 016)

Hc，i，t － 1 0． 193 0． 369＊＊＊ 0． 345＊＊＊
( 0． 003) ( 0． 003) ( 0． 021)

lnSizec，i，t － 1 0． 070 0． 013＊＊＊ 0． 089＊＊＊
( 0． 004) ( 0． 005) ( 0． 003)

lnTfpc，i，t － 1 0． 058 0． 054＊＊＊ 0． 165＊＊＊
( 0． 006) ( 0． 005) ( 0． 005)

常数项 1． 788 － 4． 505 1． 042＊＊＊ － 5． 291＊＊＊
( 0． 006) ( 0． 025) ( 0． 007) ( 0． 004)

控制变量 NO NO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地区 YES YES YES YES
行业特征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控制 I
Pseudo R2 0． 016 0． 058 0． 053 0． 071
Log-L － 733 328． 56 － 690 544． 37 － 667 210． 36 － 598 602． 88
平均中介效应 0． 042＊＊＊ 0． 075＊＊＊
直接效应 0． 080＊＊＊ 0． 097＊＊＊
总效应 0． 102＊＊＊ 0． 172＊＊＊
中介效应率 41． 18 43． 6
观测值 2 552 296 2 552 296 2 155 911 2 155 911

注: 中介效应结果是通过 300 次准贝叶斯蒙特卡洛逼近仿真
获得因果中介效应评价参数后计算的结果; ＊＊＊、＊＊、* 分别表
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报告稳健标准误。

能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共同促进企

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六、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不仅构建普遍适用的 理 论 模

型，还通过对税务合规、环境合规和用工

合规的测算来构建合规性指数。进一步

地，本文采用面板双栏模型和因果中介

模型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实

证检验，并使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进

行稳健性检验，得出的稳健性结论是: 加

强合规性会促进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水

平的提升; 加强合规性通过增加创新融

资的途径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加强合

规性通过增加研发补贴的途径来提升企

业创新能力; 提高用工合规性通过引进

企业创新人才的途径来提高企业创新

能力。
研究结论提供了以下几点政策启

示: 第一，重视合规性建设。在法治监

管趋严、信息趋于透明的时代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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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规不仅能减少或避免外部监管部门的处罚，而且能通过信号机制树立自身良好的信誉和形

象，促进企业从外部获得创新融资、补贴收入、优秀人才，进而提高企业创新意愿和企业创新水平。
故企业应做到合规性经营及合规性竞争，真正将合规落到实处。第二，加强政府合规监管并增大

违规惩罚力度。这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效应促进企业合规性建设。从直接效应来看，加强

企业合规监管及增大违规惩罚力度能够提高企业合规对企业创新意愿和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的贡

献。从间接效应来看，加强企业合规监管、增大违规惩罚力度又能够通过提高企业违规成本，倒逼

企业进行合规性建设，进而增大企业合规对企业创新意愿和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的贡献。第三，鼓

励成熟企业和出口企业进行合规性建设。成熟企业和出口企业的合规性增强对企业创新能力提

升的贡献分别大于非成熟企业和非出口企业，故同等的合规性建设成本能使成熟企业和出口企业

产生更大的创新产出，这就能够扩大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政府应致力于建立良好的信誉体系，

缓解资金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改善非成熟企业和非出口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帮助有自主

创新能力的非成熟企业和非出口企业获得创新所需要的资金。第四，建立普遍适用的合规性测算指

标。面对国内外日益严格的合规监管和逐渐增大的违规惩罚力度，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和强化

合规性，合规性竞争正在成为全球化企业新的竞争规则。相关监管部门应该将对合规性的监管扩展

至具体的指标中，并对不同技术密集度的企业进行分类监管，强化企业合规性建设，增强企业创新意

愿，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注释:

①具体求解过程可参见 Melitz and Ottaviano［8］的方程推导。

②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大于 0 的研发密度分布范围很广，故可以将其看作有条件依赖于某些因素并且服从正

态分布的连续变量; 又因为实际研发密度不可能为负，故所有研发密度显示为 0 的观测值会导致有偏估计，直接将

其删除。因此，本文因变量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 第一个阶段是对创新活动的参与，即是否是零类型; 第二个阶段

是第一阶段非零的情况下企业决定对创新活动的参与程度。
③关于税务合规的测算，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可用来确定企业的正常纳税水平，既有文献中可参考的做法也非常有限。

本文在度量税务合规指标时，实则借鉴了部分学者度量税收超收的做法，税收超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税务

合规程度。
④本文以企业排污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与该行业排污费占行业产品销售收入比重的差额来表示环境合规，确实

存在一定内生性问题，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环境合规程度。譬如企业 A 的排污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低于

A 所在行业排污费占行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根据本文不考虑企业合理规避税费的假设，那么企业 A 就可能存

在一定程度上的违反环境合规行为，且企业 A 的排污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低于 A 所在行业排污费占行业产

品销售收入的比重越多，企业 A 存在违反环境合规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实证过程中本文采用聚合在行业层

面的稳健性标准误差，可在一定程度上消减内生性问题，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此提供的帮助。
⑤Fajnzylber et al．［3］、Rocha et al．［9］将收入和就业作为用工合规的代理变量。参考二者的测算逻辑，本文使用企业

员工待遇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与该行业薪酬占行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均值的差额表示用工合规。由于员工

待遇包含失业保险费，按照实际税率法的逻辑，上述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用工合规程度，感谢匿名审稿专家

对此提供的建议。
⑥其中，控制Ⅰ是指控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二位数分类法对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归纳得到的 30

种具体的制造业行业，控制Ⅱ是指控制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种行业大类。

⑦实证模型引入滞后一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二次项，其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且计算出的转折点的 95% 置

信区间均位于自变量取值范围以内，这就满足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创新间非线性关系的假设［23］。鉴于全要素生

产率与企业创新间关系不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故正文不再赘述。
⑧由于本文因变量存在大量 0 值，故在 Logit 模型中将大于 0 值的数调整为 1 以符合数据集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

样本的无偏性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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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ance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LIU Meng，ZHAO Yongliang

( School of Economics，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Abstract: Competition compliance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M-O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multi-product firm model，this paper embeds the compliance factor and compliance cost

factor into the multi-product firm model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model applicable to compliance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more importantly，a set of compliance indices( i． e． tax compliance，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nd employment compliance)

is built． Then，by matching data from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from 1998 to 2013，this research uses the

double hurdle model and the causal mediat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After using the

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 GPSM ) to conduct a robustness test，the robustness conclusion is that enhanced

compliance promotes a firm's willingness to innovate and its level of innovation，with tax compliance，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nd employment compliance all promot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ub-sample regressions show

that，compared to firms with other ownership structures，enhanced compliance of state-owned or collective holding firms

makes the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enterprise innovation; compared to non-mature and non-export firms，enhanced compliance

of mature and export firms makes a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enterprise innovation enhancement． The result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test show that enhanced compliance can increase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firms by increasing innovation financing，

R＆D subsidies and introducing innovative talents． To this end，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liance，

particularly to strengthen government compliance regulation of state-owned or collective holding firms，mature firms

and export ones．

Key words: enterprise innovation; compliance index; double hurdle model; innovation financing; R＆D subsidies;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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