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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
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孟卫军,林摇 刚,刘名武

(重庆交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 400074)

摘摇 要: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已成为优化创新

资源配置进而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 采用 2009—2017 年中国 28 个样本省区市的相应数

据,运用网络 SBM-DEA 模型和面板 Tobit 模型,检验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

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

样本地区高技术制造业的创新效率整体较低,且成果转化效率低于技术研发效率;科技服务业

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并呈东、中、西部地区梯度递减格局;从总体来看,
无论是在技术研发阶段还是在成果转化阶段,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

率促进效应均显著;这种创新效率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的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均显

著,而中部地区仅在成果转化阶段显著,西部地区仅在技术研发阶段显著。 因此,应积极引导

和促进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充分发挥其促进创新效率的作用,并通过技术交

易市场化促进成果转化;同时,应结合区域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推进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别

化发展。
关键词:创新效率;产业协同集聚;高技术制造业;科技服务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

中图分类号:F269郾 23;F424郾 3摇 文献标志码:A摇 文章编号:1674鄄8131(2021)03鄄0082鄄15

一、引言

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提升先进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重点领域,强调要推动

先进制造业与科技服务业深度融合。 以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是

助推制造业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的重要力量。 高技术制造业具备高技术密集性、高创新性以及

高附加值等特征,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支撑行业[1]。 科技服务业能够有效帮助高技术制造业获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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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路和技术启发,并通过搜索市场信息、识别市场需求等渠道来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创新资源配置能

力[2],已成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冶 [3]。 随着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重构及对

现代科技服务需求的增长,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融合互动越发紧密,推动二者空间结构逐渐向

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发展。 从理论上讲,二者协同集聚缩短了空间距离、增强了企业间的交互,能够促进

知识、技术的空间溢出,促进创新人才获取,降低创新成本以及强化市场竞争,进而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

活动产生重要影响[4]。 产业协同集聚通过产业内部、产业间或产业集群之间的互促互进和深度耦合可

以实现“1+1>2冶的协同创新效应[5]。 在协同集聚的情况下,创新资源仍然始终是稀缺的,产业发展的压

力更为迫切,所以创新效率的提升对现代产业体系、新兴战略产业的尽快形成和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有

关键性的作用。 推动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深度融合,关键是要通过二者协同来提升创新效率。
因此,展开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创新效率影响研究,有助于认识创新效率和协同集聚

水平的关系以及创新效率提升中的薄弱环节:是研发的问题还是成果转化的问题。 厘清这些问题有助

于区域产业融合和布局的决策,从而对加快促进制造业创新驱动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产业融合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产业协同集聚对优化经济结构及转换发展动力的影响日益扩大,

学界逐渐重视对产业协同集聚创新效应的研究。 Amin 等[6]认为产业协同集聚通过知识、技术外溢效应

影响创新环境和创新成本,从而间接推动了创新发展。 随后,Weterings 等[7]也证实了这种知识溢出效应

对企业研发创新具有激励作用。 近年来,国内学者逐渐关注产业协同集聚对创新的影响,主要是对制造

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在理论机制上,刘胜等[8] 认为产业协同集

聚通过研发激励、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影响企业进入与退出决策对制造业的创新具有积极作用,而纪祥

裕等[9]认为产业协同集聚还满足了劳动力需求,有利于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 江曼琪等[10] 从城市尺度

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总体上并不显著,只有高技术制造业与信息、商务、科技类服务业

具有较强的协同集聚倾向,认为这些产业协同集聚的目的是通过“面对面冶服务降低创新成本。 在实证

检验上,原毅军等[11]考察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协同集聚

促进了本地区的创新效率。 郭卫军等[12]考察了高技术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

影响,研究发现协同集聚通过推动技术进步这一传导机制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现有研究普遍

关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协同集聚,少见关于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

的协同集聚研究,从而导致对助推制造业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的理论认识不足。
关于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测算研究,人们普遍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 因 DEA 无需预

先设定目标函数的具体形式等优点,在创新效率的测算研究中已体现出方法的特色效用[13]。 经典 DEA
模型把投入要素经过系统内部“黑箱冶转为产出要素,忽视了系统内部关联,对系统效率评价存在局限

性。 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基于经典 DEA 模型的改进创新效率测度方法,通过将投入产出系统分解来

测算系统内部各子阶段的效率[14]。 但是,创新过程作为一个复合系统,包括若干子阶段,且子阶段之间

可能存在联系,而使用多阶段 DEA 方法则忽视了这一现象。 为此,Tone 等[15]提出了基于投入产出松弛

变量的网络 DEA 模型(网络 SBM-DEA),可以测度投入产出可能不随同比例变化时的关联子阶段效

率[16]。 如刘凤朝等[17]认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具有两阶段链式过程特征,并应用网络 SBM-DEA 模型测

度了东北三省的五类典型高技术产业的技术研发效率和经济转化效率。 大多数有关产业集聚与创新效

率关系的文献主要采用单一阶段的 DEA 模型进行效率评价,不适用于包含前后连续的多阶段创新

过程。
综上所述,本文构造了一个网络 SBM-DEA-Tobit 分析框架,将高技术制造业创新价值链的结构解

析成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来测度其创新效率,并检验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

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以期在有限空间资源、创新资源条件下为优化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

38

孟卫军,林刚,刘名武: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业的产业布局提出更精准的区域产业发展政策,从而促进地区制造业创新与高效发展。 本文的创新点

为:一是以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为对象,探讨了二者协同集聚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的理论

路径,并检验了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 二是将

高技术制造业创新价值链的结构解析成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采用两阶段网络 SBM 模型进行

效率测算,较以往单一阶段的研究更能体现创新的本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已有的产业协同集聚外部性理论,产业协同集聚是产业集聚的高级阶段,是从单一集聚向多样

化集聚的升级[18]。 产业协同集聚对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由集聚效应和产业交互带来的外部性。 借鉴

黄晓琼等[19]从创新成本剩余和收益剩余分析视角,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在特定地理范围内的协

同集聚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交互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竞争效应等多种效应机制对高技术制造业技

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的创新效率产生影响(见图 1)。

图 1摇 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机理

第一,规模经济效应。 协同集聚使得集聚区内的企业通过投入和劳动力共享形成成本剩余。 在集

聚区内,通过提供企业共享的研发基础设施,如企业在技术研发过程中所需的实验设备、专业资料、网络

信息服务等,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高技术研发效率。 劳动力蓄水池效应促使集聚区内企业的专业化服

务岗位人才匹配概率和预期质量得到有效提升[20],从而减少创新的投入成本。 此外,科技服务业运用现

代先进科技方法和知识技术可以提供如信息搜索、开发设计、研发管理、科学试验、孵化推广等科技服

务,而高技术制造业集聚促使企业对科技服务产生了大量市场需求,一旦企业的研发成果转化为适应市

场需求的产品,企业的研发成果可以得到大规模转化,从而提高成果转化效率。
第二,交互效应。 协同集聚为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交互提供便利,产业间的交互效应带动了

创新要素耦合与优化,有利于高技术制造业形成成本剩余。 在全球创新高速发展下,高技术制造业仅依

靠技术引进或企业自主研发已不能满足创新要求,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渐意识到合作研发、委托研发的优

势,而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集聚使得企业从独立创新转向协同创新,有利于企业降低研发

费用,加快产品从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的研究周期,也降低了研发风险。 此外,协同集聚打破了企业间

的沟通壁垒,集聚区内人才自由流动,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的创新提供人才和资金支持[21]。
第三,知识溢出。 协同集聚同样具有单一产业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有助于高技术制造业产生收益

剩余。 集聚区内人才的大量流入同时带来了丰富的专业知识、技术和经验,人才的进一步流动与交流促

使企业不断获取新知识和信息,知识和信息的循环积累、快速迭代以及交易成本的降低,促使企业快速

掌握行业信息并进行消化吸收、模仿创新和成果转化[11],企业的专利产出量得以提高,同时也增加了专

利转化的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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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竞争效应。 集聚区内市场规模扩大,加剧了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的市场竞争,也加剧了科技

服务企业提供的产品和科技服务竞争[22]。 在市场竞争机制引导下,只有不断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和产品

质量的企业才能占据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这种竞争效应迫使科技服务企业不断升级服务品质和提升

专业化程度,从而有利于高技术制造业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对产品质量和转化收益产生促进作用,有助

于高技术制造企业产生收益剩余。 基于此,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有利于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阶段创新效率的提升。
假设 2: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有利于高技术制造业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提升。
此外,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集聚需要地区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并受到地方产业

政策的影响;企业创新行为也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和产业政策的影响。 因此,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水

平、要素禀赋、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不仅会使得各地区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存

在异质性,也会导致二者协同集聚对两阶段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表现出差异性。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

假设:
假设 3: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两阶段创新效率的提升存在区域差

异性。

三、创新效率与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

1. 创新效率测度

摇 摇 (1)测度模型

在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活动中,由于研发的专利成果作为中间产出,既是前期研发投入的结果,又作

为技术投入参与到后期新产品开发和新工艺改造[23],这一过程为前后关联的两阶段创新链。 因此,本文

将创新系统解构为通过中间产出连接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两个关联子阶段,采用网络 SBM-DEA 模型,
对高技术制造业各关联子阶段的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可以克服传统多阶段 DEA 忽略子阶段间可能存在

关联的局限性。
关于网络 SBM-DEA 模型。 假设有 n 个决策单元 DMU j( j = 1,…,n),包含 k 个阶段的效率( k = 1,

2),第 k 个阶段的投入、产出数记为 mk、rk。 定义从第 k 个阶段到第 h 个阶段的关系为(k,h),连接变量

的个数为 L(中间产出变量数)。 第 j 个决策单元在第 k 个阶段的投入、产出分别记为 xk
j 沂Rmk

+ 、yk
j 沂Rrk

+ ,
第 k 个阶段到第 h 个阶段的连接变量记为 z(k,h)j 沂R t(k,h)

+ 。 其中,j = 1,…,n;(k,h)沂L;t(k,h) 是连接关系

(k,h)的变量个数。 定义 姿k沂Rn
+是对应于第 k 个阶段的权重向量,sk+、sk-分别为投入、产出的松弛变量,

wk 是第 k 个阶段的相对权重,由该阶段重要性决定,籽*
j 为整体效率值。 本文采用生产规模报酬可变的

网络 SBM-DEA 模型,线性规划模型表达如下:

min 籽*
j = 移

K

k = 1
wk 1 - 1

rk 移
rk

r = 1

sk-r j
xk
r

æ

è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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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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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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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Xk姿k + sk-j ,Xk = (xk

1,…,xk
n) 沂 Rmk伊n

yk
j = Yk姿k - sk+j ,Yk = (yk

1,…,yk
n) 沂 Rrk伊n

e姿k = 1

移
K

k = 1
wk = 1,wk 叟0

Z(k,h)姿h = Z(k,h)姿k,Z(k,h) = ( z(k,h)1 ,…,z(k,h)n ) 沂 R t(k,h) 伊n

姿k 叟0,sk-j 叟0,sk+j 叟0,k = 1,…,K;j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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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式(2)中前两行表征生产前沿的约束条件,第三行是规模报酬可变的条件,第四行是子阶段相

对权重的约束条件,第五行是连接变量的约束条件。 定义技术研发效率、成果转化效率为 E(1)和 E(2),技
术研发阶段、成果转化阶段的效率评价分别为:

E(1) = 1

1 + 1
r1 移 r1

r = 1

s1+*r j

y1
r

æ

è
ç

ö

ø
÷

j

,E(2) = 1

1 + 1
r2 移 r2

r = 1

s2+*r j

y2
r

æ

è
ç

ö

ø
÷

j

(3)

(2)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关于技术研发阶段、成果转化阶段效率评价指标选择,参考冯志军[24]、余泳泽[25]、肖仁桥[26]等人的

研究,将技术研发阶段的投入分为 R&D 人员投入和 R&D 资本投入,选择研发人员全时当量来表征 R&D
人员投入,选择 R&D 经费内部支出来表征 R&D 资本投入。 研发产出选择新产品开发项目数来表征非

专利性成果,选择专利申请数和有效发明专利数来表征专利数量和质量。 成果转化阶段的投入包括人

员、技术和资金三个要素,将上一阶段产出的有效发明专利数作为本阶段的技术投入,选择高技术制造

业从业人员数量表征人员投入,选择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表征资金投入。 产出指标需要能够体现创新

成果在市场中的竞争性和收益性,选择新产品销售收入来反映创新成果的市场收益,选择新产品出口额

来反映创新成果的市场竞争能力,投入产出指标总结见表 1。 考虑到 R&D 内部经费支出等指标会受到

价格变动的影响,以 2009 年为基期,将 R&D 经费内部支出和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用李向东等[27]构造的

研发价格指数平减后计算存量,将新产品销售收入和新产品出口额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平减。
存量采用的永续盘存方法参考吴延兵[28]等人的研究。 考虑到投入产出的时滞性,本文沿用国内学者的

做法,选择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的投入产出滞后期均为 1 年。 创新效率测度指标体系中的数

据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由于从 2009 年才开始公布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科技活动

的主要指标,因此,本文选取 2009—2017 年中国大陆 28 个省份(西藏、青海、新疆数据缺失)高技术制造

业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利用 Max-DEA 软件测度我国高技术制造业两阶段创新效率。

表 1摇 高技术制造业两阶段创新效率测度指标体系

技术研发阶段 成果转化阶段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R&D 人员全时当量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从业人员人数 新产品销售收入

R&D 经费存量 专利申请数 有效发明专利数 新产品出口额

有效发明专利数 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存量

(3)测度结果分析

第一,总体情况。 2009—2017 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效率、成果转化效率均值分别为 0郾 58、
0郾 44,这说明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创新效率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与技术研发效率相比,成果转化效率

较低,说明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阶段产生的成果只有部分可以转化为经济效益,即研发成果与产

品市场不能有效衔接。
第二,分布情况。 以两阶段创新效率均值为界,将全国 28 个省市分布在四个象限中,如图 2 所示。

第一象限为高研发-高转化效率省市,包括江苏、浙江、广东、北京、天津、重庆、四川、山东 8 个省市,占比

28郾 57% ,其中 75%的省市位于东部地区。 这些省市经济发展水平领先、市场机制完善,技术研发和成果

转化阶段的人才、资金等创新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第二象限为低研发-高转化效率省市,包括河南、广
西、内蒙古、上海、福建 5 个省市,占比 17郾 86% 。 这些省市的科技成果转化得到较好发展,但是由于研发

基础薄弱,技术发展缓慢,导致研发创新能力不强。 第三象限为高研发-低转化效率省市,主要为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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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在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发展的带动作用下,研发资源得到较好的配置利用,但缺乏将新技术转化为新

产品的能力,说明安徽应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在创新链中的重要性,完善市场机制,拓宽成果转化渠道,以
提升成果转化效率。 第四象限为低研发-低转化效率省市,包括山西、吉林、河北、湖南、湖北、江西、云
南、甘肃、辽宁、陕西、黑龙江、宁夏、海南、贵州 14 个省市,占比 50% 。 这些省市主要为中西部欠发达地

区,由于经济条件不发达,创新资源不足,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比较落后,普遍存在创新要素投入不足、技
术交易市场不完善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创新投入力度,并逐步改善市场环境。

图 2摇 2009—2017 年高技术制造业两阶段创新效率均值矩阵图

2. 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

(1)测度模型选择

产业协同集聚是指存在水平关联或垂直关联的不同产业在地理空间上集聚的现象[29],本文从科技

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范畴分析两者协同集聚特征。 参考陈建军等[30] 的方法,首先利用区位

熵模型计算科技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集聚水平,进而计算出协同集聚水平(Coa)。 省市 i 在 t 时期

的高技术制造业集聚水平、科技服务业集聚水平以及协同集聚水平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Haggloit =
Hit / Ht

P it / P
æ

è
ç

ö

ø
÷

t
(4)

Saggloit =
Sit / St

P it / P
æ

è
ç

ö

ø
÷

t
(5)

Coait =1-
Haggloit-Saggloit

(Haggloit+Saggloit)
+ Haggloit+Saggloit (6)

式(4)中,Hit为省市 i 在 t 时期的高技术制造业从业人数,Ht 为 t 时期全国高技术制造业从业人数,
P it为省市 i 在 t 时期全行业从业人数,P t 为 t 时期全国全行业从业人数。 式(5)中,Sit为省市 i 在 t 时期

的科技服务业从业人数,St 为 t 时期全国科技服务业从业人数。
(2)测度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 2009—2017 年我国 28 个省市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协同集聚水平

测度,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测度结果如下:
第一,单一产业集聚特征。 图 3、图 4 显示,不同地区两类产业的集聚水平差异较大。 东部地区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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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服务业集聚水平、高技术制造业集聚水平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反。 从时间趋势来

看,东部地区的科技服务业集聚水平呈上升趋势,而高技术制造业集聚水平呈下降趋势。 原因在于,东
部地区作为高技术制造业发展高地,一直起到引领带动作用,随着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深化,制造业逐渐

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产业转型,高技术制造业开始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使得东部地区高技术制造

业集聚水平呈下降趋势。 随着 2014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也2014页49 号),东部地区的科技服务业集聚水平从 2015 年开始得到明显提升。 中部地区的高技术制造

业集聚水平呈快速上升趋势,科技服务业集聚水平呈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作为产业承接

地,促使高技术制造业规模迅速扩张,导致其集聚水平大幅上升,但科技服务业发展仍然滞后。 西部地

区的科技服务业集聚上升趋势不明显,高技术制造业集聚水平稍有提升,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产业基

础薄弱,在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不断扶持下,近年来成渝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带动了

西部整体水平的提升。

图 3摇 2009—2017 年高技术制造业集聚水平

图 4摇 2009—2017 年科技服务业集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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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协同集聚特征。 图 5 显示,不同地区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差异显

著。 仅东部地区的协同集聚水平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东、中、西部地区梯度递减的分布格局十分明

显。 从时间趋势来看,2009—2017 年东部地区呈现先下降后缓慢上升趋势,中部地区呈现明显上升趋

势,并且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逐渐缩小,而西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未发生显著变化,且中西部

地区协同集聚水平差距逐渐拉大。 总体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

水平与其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效率上的空间格局较为一致。

图 5摇 2009—2017 年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变化趋势

四、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的数值在 0 ~ 1 范围之间,具有非负截断的特征,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模型估计将得到

有偏结果,因此,本文采用面板 Tobit 模型解决这一问题。 对于面板数据而言,固定效应下的面板 Tobit
模型通常不能得到一致、无偏的估计量[31],选择随机效应更为合适,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E(k)
it

=C+琢1 ln Coait+琢2 ln X it+ui+eit (7)
式(7)中,i 代表省市,t 代表时期;E(k)是被解释变量,k = 1、2,分别表示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效率

和成果转化效率;Coa 代表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X 代表控制变量集合;ui 和 eit分别

代表个体效应标准差和随机干扰项标准差;琢1、琢2 为待估参数。
被解释变量:高技术制造业两阶段创新效率值,采用上文计算得到的技术研发效率(E(1) )、成果转

化效率(E(2))结果衡量。
解释变量: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采用上文计算得到的产业协同集聚指数

(Coa)衡量。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和产业结构升级,考虑到高技术

制造业不同创新阶段所受环境因素的差异性,进一步选择产学研合作、科技人员投入补充衡量区域技术

研发环境,选择市场化水平、科技资金投入补充衡量区域成果转化环境。 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用地区人

均 GDP 表征;政府支持力度用政府财政支出中科技支出所占比重表征;产业结构升级用地区 GDP 中第

三产业所占比重表征;借鉴王飞航和王钰森(2021)的方法,产学研合作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

费外部投入占 GDP 比重表征[32];科技人员投入用地区研发人员人数占就业人数比重表征;科技资金投

入用地区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 GDP 比重表征;市场化水平借鉴樊纲、王小鲁等编制的各地区市场化进程

指数报告中获得。 由于最新的市场化指数只编制到 2016 年,参考路畅(2019)的研究,本文 2017 年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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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指数由 2009—2016 年的市场化指数进行移动加权平均得到[33]。
本文选取 2009—2017 年我国 28 个省市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 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的《中国高技

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变
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摇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样本量

技术研发效率 1 0郾 100 0郾 607 0郾 276 0郾 455 252

成果转化效率 1 0郾 053 0郾 445 0郾 304 0郾 684 252

产业协同集聚 2郾 588 0郾 797 1郾 484 0郾 430 0郾 290 252

产学研合作 0郾 243 0郾 010 0郾 064 0郾 038 0郾 601 252

科技人员投入 1郾 759 0郾 405 0郾 975 0郾 302 0郾 309 252

科技资金投入 1郾 946 0郾 262 0郾 890 0郾 346 0郾 388 252

市场化水平 2郾 303 1郾 182 1郾 842 0郾 262 0郾 142 252

经济发展水平 2郾 556 0郾 029 1郾 438 0郾 493 0郾 343 252

政府支持力度 3郾 768 0郾 531 2郾 136 0郾 811 0郾 380 252

产业结构升级 4郾 389 3郾 354 3郾 766 0郾 192 0郾 051 252

五、实证结果分析

1. 总体回归分析

摇 摇 表 3 是分别以技术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总体回归检验结果。 模型个体误差 滓u

与随机误差 滓e 都较小,方差之比 籽 的大小显示个体效应方差占复合误差的总方差比重较大,似然比检

验结果显示 LR test 值较大,显著拒绝不存在个体效应的原假设,说明使用随机效应面板 Tobit 模型估计

较为合理。
表 3 第(1)(3)列是仅包括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技术制

造业技术研发效率、成果转化效率影响的估计系数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随后加入控制变

量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 3 第(2)、(4)列,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技术研发效率和成

果转化效率影响系数有所减小,但仍显著正相关,假设 1 和假设 2 得到验证。 因此,科技服务业与高技

术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交互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竞争效应的途径对高技术制造业技术

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创新效率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 说明我国各地区可以通过发展科技服务业与

高技术制造业协同的产业集群来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效率,从而驱动创新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从控制变量来看:(1)科技人员投入与技术研发效率显著正相关,表明提高科技人才投入强度是提

升技术研发效率的重要路径之一。 科技资金投入与成果转化效率显著负相关,当前我国基础研究与试

验发展的资金投入不协调问题仍突出,以成果转化为导向的资金大规模投入容易造成投入冗余,不利于

成果转化效率提升。 (2) 产学研合作对技术研发效率影响并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近年来国家不断出

台推动产学研一体化政策措施,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交流形式越发多样,如人才交流、共享设备以

及以知识产权平台为基础的信息互通、技术交流,而以资金形式的支持所占比重降低,使得以资金支持

形式表征的产学研合作驱动效应不明显,这与杜震(2013)的研究结论一致[34]。 市场化水平对成果转化

效率影响并不显著,表明高技术制造业成果市场化发展尚不成熟,需要继续完善市场体制机制。 (3)经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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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水平对技术研发效率影响并不显著,而与成果转化效率呈显著正相关。 在技术研发阶段,经济增

长能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环境,但是经济增长水平较高时也会带来投入冗余,造成研发效率损失。 在成

果转化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更有利于推动研发成果市场化以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促进研发成果

大规模转化和应用,有利于成果转化效率提升。 (4)政府支持力度与两阶段创新效率均显著负相关,这
可能是因为政府投入增加会降低企业创新的风险意识,导致资金使用效率的降低,不利于创新资源的优

化配置,这与张斌等(2020)研究结论相一致[35]。 (5)产业结构升级对两阶段创新效率影响均不显著,这
可能是由于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较慢,传统粗放式发展模式较难在短期内改变,促使产业结构升级

的创新效应未能显现,这与桂黄宝(2014)的研究结论相一致[36]。

表 3摇 总样本回归结果

摇 摇 变量
技术研发阶段

(1) (2)
摇 摇 变量

成果转化阶段

(3) (4)

产业协同集聚
0郾 199*** 0郾 172***

(4郾 550) (2郾 992)
产业协同集聚

0郾 226*** 0郾 122**

(4郾 536) (2郾 001)

科技人员投入
0郾 075*

(1郾 712)
科技资金投入

-0郾 051**

(-2郾 135)

产学研合作
0郾 081

(0郾 341)
市场化水平

0郾 137

(1郾 506)

经济发展水平
0郾 052

(1郾 430)
经济发展水平

0郾 065*

(1郾 766)

政府支持力度
-0郾 055***

(-4郾 263)
政府支持力度

-0郾 079***

(-5郾 224)

产业结构升级
0郾 058

(0郾 621)
产业结构升级

0郾 061

(0郾 542)

滓u 0郾 122*** 0郾 111*** 滓u 0郾 131*** 0郾 091***

滓e 0郾 084*** 0郾 081*** 滓e 0郾 102*** 0郾 098***

籽 0郾 677 0郾 654 籽 0郾 624 0郾 463

LR test 201郾 37*** 182郾 93*** LR test 168郾 44*** 82郾 16***

Log Likelihood 225郾 15*** 236郾 47*** Log Likelihood 179郾 26*** 197郾 08***

摇 摇 注 :括号内数值为 t 值,***、**、*分别表示变量系数通过了 1 % 、5 %和 10 %的显著性检

验,下表同。

2. 区域异质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按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组回归,以检验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两阶

段创新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差异,结果见表 4。 东部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对两阶段创新效率均有显

著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仅对成果转化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技术研发效率影响则不显

著;西部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仅对技术研发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成果转化效率无显著影响,假设 3
得以证实。 究其原因,东部地区具有人才、技术和资金优势,高技术制造业与科技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发

展比较成熟,协同集聚对两阶段创新效率促进作用都比较明显。 近年来,中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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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趋势,作为产业承接地,一方面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提高容易实现规模经济,同时也加剧企业间竞争,
迫使企业提升产品质量,以提高企业竞争力,这一过程有利于成果转化效率提升;另一方面,中部地区承

接了过多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相对较低的企业,这些企业自主创新意识薄弱,仅靠粗放式创新投入和模

仿式创新实现企业收益增长,企业研发动力不足,这些因素使得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研发效率的驱动效

应不显著。 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和成渝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带动下,技术研发

水平呈上升趋势,但由于产业基础薄弱,仍处在发展追赶期,而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水平仍处低位,
产品竞争力不高,再加上经费投入不足,新产品开发缓慢,成果转化效率提升困难,与此同时,西部地区

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维持在较低水平,使得产业协同集聚对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作用没有显现。

表 4摇 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

摇 摇 变量
技术研发阶段

东 中 西
摇 摇 变量

成果转化阶段

东 中 西

产业协同集聚
0郾 286*** 0郾 224 0郾 167**

(3郾 471) (1郾 183) (2郾 137)
产业协同集聚

0郾 271*** 0郾 627*** -0郾 216

(5郾 209) (3郾 563) (-1郾 147)

科技人员投入
0郾 109** 0郾 119** 0郾 121*

(2郾 042) (2郾 321) (1郾 687)
科技资金投入

0郾 106** -0郾 169 0郾 022

(2郾 231) (-1郾 124) (0郾 34)

产学研合作
0郾 314 3郾 462** 0郾 037

(1郾 18) (2郾 267) (0郾 09)
市场化水平

0郾 097 0郾 872*** 0郾 557***

(0郾 836) (2郾 682) (4郾 119)

经济发展水平
0郾 052 0郾 107 0郾 208***

(1郾 053) (0郾 511) (4郾 444)
经济发展水平

0郾 146*** 0郾 160 0郾 018

(2郾 637) (0郾 658) (0郾 367)

政府支持力度
-0郾 06*** -0郾 05 -0郾 056***

(-3郾 153) (-1郾 638) (-2郾 752)
政府支持力度

-0郾 091*** -0郾 012 -0郾 07**

(-6郾 044) (-0郾 483) (-2郾 408)

产业结构升级
0郾 078 -0郾 692** 0郾 382***

(0郾 578) (-2郾 255) (2郾 655)
产业结构升级

0郾 312** 0郾 477* 0郾 228

(2郾 284) (1郾 777) (1郾 146)

滓u 0郾 094*** 0郾 172*** 0郾 069*** 滓u 0郾 005*** 0郾 150*** 0郾 063***

滓e 0郾 067*** 0郾 074*** 0郾 066*** 滓e 0郾 091*** 0郾 065*** 0郾 101***

籽 0郾 69 0郾 84 0郾 52 籽 0郾 75 0郾 84 0郾 28

LR test 58郾 56*** 20郾 24*** 19郾 15*** LR test 14郾 03*** 22郾 50*** 9郾 24***

Log Likelihood 120郾 44*** 52郾 47*** 94郾 11*** Log Likelihood 104郾 88*** 59郾 09*** 64郾 22***

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分别以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采用滞后一期的变量数据及分时

段检验的方式,检验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见表 5 和表 6。
首先,采用科技服务业集聚水平与高技术制造业集聚水平的交乘项替换产业协同集聚,替换核心解

释变量后,变量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均与上文保持一致。 其次,考虑到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

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时间滞后,将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变量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均与上文保持一致。 最后,借鉴谢子远等[37]的做法,按时间

段标准将整体样本分成 2009—2013 年和 2014—2017 年两个子样本分别回归,结果显示,分时段下各子

样本估计结果与整体样本估计结果的变量系数保持一致,表明上文的回归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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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摇 稳健性检验(技术研发阶段)

变量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滞后一期数据 分时间段(2009—2013) 分时间段(2014—2017)

产业协同集聚
0郾 069*** 0郾 084** 0郾 196*** 0郾 192**

(2郾 624) (1郾 976) (2郾 627) (2郾 575)

科技人员投入
0郾 065* 0郾 369* 0郾 106 0郾 016

(1郾 651) (1郾 673) (1郾 603) (0郾 251)

产学研合作
0郾 395* 0郾 066 0郾 113 0郾 111

(1郾 833) (1郾 61) (0郾 313) (0郾 369)

经济发展水平
0郾 051 0郾 067* 0郾 064 0郾 009

(1郾 326) (1郾 738) (1郾 364) (0郾 205)

政府支持力度
-0郾 043*** -0郾 044*** -0郾 043** -0郾 036**

(-3郾 648) (-3郾 722) (-2郾 277) (-2郾 226)

产业结构升级
0郾 067 0郾 051 0郾 132 0郾 037

(0郾 763) (0郾 545) (0郾 938) (0郾 285)
滓u 0郾 126*** 0郾 124*** 0郾 113*** 0郾 125***

滓e 0郾 067*** 0郾 068*** 0郾 085*** 0郾 053***

籽 0郾 779 0郾 766 0郾 639 0郾 847
LR test 234郾 23*** 222郾 54*** 74郾 07*** 113郾 59***

Log Likelihood 239郾 54*** 237郾 22*** 114郾 55*** 125郾 42***

表 6摇 稳健性检验(成果转化阶段)

变量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滞后一期数据 分时间段(2009—2013) 分时间段(2014—2017)

产业协同集聚
0郾 104*** 0郾 073* 0郾 152** 0郾 167**

(3郾 684) (1郾 896) (2郾 197) (2郾 108)

科技资金投入
-0郾 079* -0郾 071 0郾 013 -0郾 006

(-1郾 883) (-1郾 61) (0郾 241) (-0郾 102)

市场化水平
0郾 168** 0郾 184** 0郾 225** 0郾 092

(2郾 002) (2郾 12) (1郾 983) (0郾 647)

经济发展水平
0郾 047 0郾 08** 0郾 025 0郾 011

(1郾 134) (1郾 984) (0郾 643) (0郾 205)

政府支持力度
-0郾 049*** -0郾 055*** -0郾 064*** -0郾 041**

(-3郾 571) (-3郾 879) (-2郾 969) (-2郾 42)

产业结构升级
0郾 028 0郾 024 -0郾 153 0郾 049

(0郾 267) (0郾 176) (-1郾 113) (0郾 342)
滓u 0郾 113*** 0郾 109*** 0郾 081*** 0郾 142***

滓e 0郾 078*** 0郾 081*** 0郾 106*** 0郾 047***

籽 0郾 674 0郾 646 0郾 368 0郾 899

LR test 149郾 71*** 129郾 46*** 23郾 41*** 106郾 19***

Log Likelihood 212郾 63*** 206郾 61*** 96郾 52*** 132郾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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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启示

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有助于促进先进制造业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推动先进制造

业创新效率的变现。 本文构造了一个网络 SBM-DEA-Tobit 分析框架,实证检验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

造业协同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我国高技

术制造业整体创新效率水平较低,成果转化效率要低于技术研发效率;(2)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

整体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呈东、中、西部地区梯度递减格局;(3)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

聚对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两阶段的创新效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创新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差

异,即产业协同集聚在东部地区对技术研发效率、成果转化效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仅对成

果转化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仅对技术研发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启示:(1)引导科技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并为之创造条件,

注重区域内产业的协调发展。 地方政府要以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和科技服务业协同集聚的质量为目标,
推进高技术产业集群发展,鼓励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技术交流和合作,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交
互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竞争效应等途径作用于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增强产业协同集聚对创新效率

的促进作用。 对产业集聚不协调的省市,政府应优化区域内两类产业的资源配置,加强产业间的融合程

度。 (2)因地制宜,结合区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注重区域集聚差别化发展,同时也应建立区域创新合

作机制,普遍的提高创新效率。 东部地区各省市应通过搭建技术交互平台、设立人才援助和资金支持的

方式,促使科技服务资源流入中、西部地区,提高科技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发挥对中西部地区的辐

射带动作用,实现各地区创新互利共赢。 中西部地区应在产业转移机遇下,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区域特

色和产业基础,培育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业集群,引进并壮大科技服务企业,发挥科技服务业

对高技术制造业的支撑作用,从而推动区域创新发展。 (3)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推动新技术大规模应用

和迭代升级,提升创新整体效率,促进成果转化。 基于互联网的线上线下技术交易市场,完善成果转化

激励机制,在改善技术交易市场环境的条件下,引导企业创新场景应用、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的升级

迭代。
本文从理论上探究了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影响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

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效应机制,对这些效应作准确、科学的度量并进行效应机制的实证检验是未来的一

个重要研究方向。 同时,从省级尺度进行实证检验可能会使得回归结果存在一定程度偏差,实际上,城
市群正成为中国高技术产业空间发展的主要载体。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从地级市和城市群尺度进行

研究会使得结果更真实可靠,也能为各地区高技术制造业的创新发展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产业意见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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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鄄Agglomeration between Sci鄄tech Services and
High鄄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MENG Wei鄄jun, LIN Gang, LIU Ming鄄w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the co鄄agglomeration of sci鄄tech service industry
and high鄄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in high鄄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promot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lated
data of China爷s 28 provinces, districts and municipalities during 2009鄄2017 and by using network SBM鄄DEA
model and panel Tobit mode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co鄄agglomeration of sci鄄tech service industry and
high鄄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ical R&D stage
and research result transformation stag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high鄄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generally low in sample regions, and the efficiency of transformation stage is lower
than that of technological R&D stage. The co鄄agglomeration level of sci鄄tech service industry and high鄄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needs to be improved, showing a gradient decreasing pattern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verall, whether in the technological R&D stage or in the transformation stage, the co鄄
agglomeration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he co鄄agglomeration has a significantly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two鄄stage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the eastern region, while it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central region only in the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and
it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western region only in the stage of technology R&D.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guide and boost the co鄄agglomeration of sci鄄tech service industry and high鄄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ufficiently bring into fully play its promoting innovation efficiency, use technological transaction
marketization to promote research results transformation, meanwhile, combine reg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o cultiv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 so as to boost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l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Key words: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dustry co鄄agglomeration; high鄄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ci鄄tech
services industry;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result transformatio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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