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

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企业创新能力也已成为

企业竞争力强大与否的关键决定因素［1］。因此，对企业技术

创新条件和过程的研究也日益深入。 如何才能更好地提高

企业的创新能力， 也已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研究方向。
在熊彼特 ［2］开创性的工作之后，国内外学者分别就企业规

模、产业组织、市场结构等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进

行了探讨。 如Scherer［3］通过对企业规模和R&D投入等的实

证分析， 检验了熊彼特的大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存在优势

的理论；Shefer ［4］考察了美国13个不同产业中企业创新能力

的特点，得出在技术创新方面，高技术行业比传统行业对

研发投入更为敏感；Rogers［5］则就不同的市场结构对企业

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具有垄断性质和

竞争性质的不同市场中，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对于研发投入

存在不同的阈值。
而在各类研究中，如何对企业创新产出进行测度与评

价，就成为了人们认识和把握这种创造性活动的本质与规

律的前提手段。只有在科学准确地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

行评价和衡量的基础上，才能开展和促进对企业创新能力

和制度的研究。 当前，对企业创新活动产出的测度评价工

作，主要采用3种评价体系。 分别使用科研经费数量、企业

获得的专利数和企业创新活动的社会经济效益3个指标来

进行衡量。其中，用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来测度创新产出，
成为国际上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种评价方法 ［6，7］。 这种方法

的基本思路是，虽然从微观上看，不同专利的质量和价值

有所不同；但从宏观统计平均的意义上看，拥有专利数量

的多少，仍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一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和创新产出水平。

1 统计方法和数据

统计物理学和复杂性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 幂律

分布（Power Distribution）广泛存在于物理学、地球与行星科

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生态学、人口统计学与社会科学、
经济与金融学等众多领域中，且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8，9］。 比

较常见的幂律分布形式有名次-频率分布、 收入-概率分

布、名次-规模分布、规模-概率分布4种形式，它们在数学

上是等价的，其通式可写成y=cx-a。 其中，x，y是正的随机变

量，c，r均为大于零的常数。 这种分布的共性是，绝大多数

事件的规模很小，而只有少数事件的规模相当大。 对上式

两边取对数，可知lny与lnx满足线性关系lny=lnc-αlnx。 也

即在双对数坐标下，幂律分布表现为一条斜率为幂指数的

负数的直线。 这一线性关系是判断在给定的实例中，随机

变量是否满足幂律的依据。判断两个随机变量是否满足线

性关系，可以求解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利用一元线性回

归模型和最小二乘法，可得lny对lnx的经验回归直线方程，
从而得到y与x之间的幂律关系式。 图1显示的是幂律分

布在双对数坐标下的示意图，其拟合直线的斜率的负数就

是幂指数。 从统计学意义上看， 幂律分布表现出一种很强

的不平等性。如在人口———财富分布中，幂律分布表明：绝

大多数人财富掌握在很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人只拥有很

少的财富。
本文对我国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采用的统计方法，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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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和该企业专利数量的名次在双对

数坐标下进行统计，然后利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判断其分

布是否为线性，并由此结果判断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是否

存在幂律分布。

图1 幂律分布在双对数坐标下的示意图

2 专利数量统计分布结果

首先，对我国属于高科技产业的通信企业拥有的专利

数量和名次，在双对数坐标下进行统计，如图2所示。

图2 通信行业专利数量统计分布

统计结果显示：在双对数坐标下，我国通信行业的企

业拥有的专利数量和名次呈现出非常好的线性关系，拟合

直线的斜率为-0.85，拟合优度为0.97。这表明，在通信行业

中，我国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呈明显的幂律分布，幂指数

为0.85。
同样地，笔者对作为传统产业的化学行业中的企业拥

有的专利数量和名次进行统计，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化学行业专利数量统计分布

统计结果显示：在双对数坐标下，我国化学行业中企

业拥有的专利数量和名次也呈现出非常好的线性关系，拟

合直线的斜率为-0.61，拟合优度为0.96。这表明，在化学行

业中， 我国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也呈明显的幂律分布，幂

指数为0.61。
笔者对以下7个行业中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 都进行

了统计分布研究，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各行业专利幂律分布统计结果

行业 幂律指数 拟合优度

化学 0.61 0.96

医药 0.63 0.93

材料 0.64 0.95

机械 0.72 0.93

光电 0.84 0.94

电学 0.88 0.98

通信 0.85 0.97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 各个行业中企业拥有的专利

数量的分布， 都在双对数坐标下呈现出很好的线性关系

（拟合优度均大于0.9）， 即各个行业的专利数量分布都表

现出了幂律分布的特点。
同时，通过对比行业的幂律指数数据还发现，传统产

业（化学、医药、材料）的幂律指数明显小于高新技术产业

（光电、电学、通信）。 幂律指数的大小，代表了该行业内专

利拥有数量不均衡的程度。 幂律指数越大，这种不均衡程

度也就越高。也就是说，相对于传统行业，高技术产业中企

业拥有的专利数量的分布不均衡程度更高，少数企业拥有

更多的专利授权。

3 分析和讨论

通过对不同行业中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的统计分布

研究，笔者发现，在所有的7个行业中，企业拥有的专利数

量都表现出了幂律分布的特点。 这表明，目前中国企业的

创新产出呈现明显的不均衡性，少数企业拥有行业内大多

数的创新产出。
而不同行业的幂律指数还表明，高新技术产业相比传

统产业，企业拥有专利数量的分布的不均衡程度更高。 而

由于研发投入是企业创新产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故这

一不均衡的统计结果也表明：在技术创新方面，高技术产

业比传统产业对研发投入更为敏感。
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笔者未能摸清每个企业的资产

规模情况。 但是通过相关数据分析仍可以发现，在各行业

中拥有专利数量最多的企业， 总是该行业中的大型企业，
如通信行业中的华为、中兴，化学行业中的中石油、中石化

等。这样的结果表明，目前在我国企业中，大企业确实在创

新产出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它对熊彼特关于企业规模在创

新产出方面存在优势的假说是一个很好的支持。而企业规

模在创新产出方面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由于企业外部资金市场的不充分性，完全依靠资

本市场融资来解决企业技术创新经费是有缺陷的，企业内

部资金是对资本市场不充分性的一种弥补，可以减少各种

外部融资的交易费用。所以，企业规模越大，内部资金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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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活动，促进技

术创新成果产生。
（2）大的企业规模可以减轻市场开拓和融资的风险。技

术创新是一种非线性技术经济活动，投入与产出之间并非

确定性的关系。 一项研究开发活动,在获取成功之前需要

一定的投入。 在一定的环境之下，企业持之以恒地投入进

行技术攻关，很有可能实现研究开发的成功。但是，企业在

研究开发获取成功之前， 放弃投资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且这种可能性是随企业规模缩小而增加的。 因此，企业规

模越小，失败的风险越大，反之亦然。
（3）企业规模大，研究开发的固定费用可以分散分摊，

单位固定成本下降。 这既有利于研究开发工作的正常进

行，也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自我学习功能的形成和积累。 同

时，研究开发费用的降低、日常工作的开展,也被一些专家

认为是减少风险的一种方式。
（4）研究开发存在范围经济性。企业规模增加，企业经

营向多元化发展，各行业知识相互渗透、启发与交互作用，
有利于激发技术创新灵感，提高研究开发的效率，获取技

术创新成果的垄断利润。同时，企业规模越大，对知识产权

保护能力越强，越能较长时间地维持超额利润。
由于行业中创新产出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

而创新产出能力的差别又来源于不同企业规模情况下的

创新过程，这就对具有不同规模的企业的创新产出制度和

文化建设提出了要求。 目前，对于我国不同行业中的企业

所面临的自主创新问题，应该针对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在

创新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设计具体的企业创新产

出战略和模式。

4 结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主要行业中企业拥有专利的数量，进

行统计分布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目前，我国各行业的企业拥有专利数量的分布，都

在双对数坐标下呈现出很好的线性关系，即它们都表现出

幂律分布的特点；

（2）相对于传统产业，在高技术产业中，企业拥有专利

数量的分布的不均衡程度更高，少数企业拥有更多的专利

授权；

（3） 我国大企业在创新产出方面确实处于优势地位，

它对熊彼特的假说是一个很好的支持。

（4）由于这种创新产出能力的差别来源于不同企业规

模情况下的创新过程，因此在发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问

题上，应该针对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创新过程中表现出

的不同特点，设计具体的企业创新产出战略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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