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科技评估是一个重要且有许多技术未能很好解决的

问题。众所周知 , 专利是科技活动的一个重要产出成果, 尽

管专利并非是科学研究活动产出成果的一个完美的测度

指标[1]。因此 , 测算科技投入主要因素对专利产出的影响程

度, 对于评估专利在科技产出结构和重要性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Cincera利用181个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科技活动

主要决定因素与专利申请量之间的关系[2]; Kortum通过样本

数据估算R&D对专利的弹性大小大约为0.6[3]; 古利平等利

用1985年~2002年的18个数据 , 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了专利

和R&D投入之间的关系 , 获得了专利对R&D投入要素的产

出弹性 [4]; 朱平芳等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了上海市大中型行

业专利滞后机制 , 得到了两个有意义的结论[5]; 方曙等利用

我国31个省 ( 市 ) 区的GDP和专利数据 , 研究两者的关系 ,

得到两者之间有幂函数关系 , 但运用的是一元回归模型[6];

许继琴则分析了美国科技资源与产出的结果特征 , 期望对

我国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到借鉴作用 [7]; 李绩才等利用

我国1995年～2002年的发明专利数据 , 分析了专利申请中

存在的科技创新问题 , 并提出了一些对策[8]; 谢炜等分析了

科研单位的R&D支出与专利申请量之间的关系[9]。

已有文献在测算科技投入要素对专利的影响程度时 ,

选取的主要投入要素为科技活动经费或R&D经费。实际

上 , 经费和人员是科技活动的主要投入要素 , 对科技活动

的产出成果有重要的影响。据我们测算 , 对于截面数据 , 直

接利用科技活动经费或R&D经费和科技人员或R&D人员

两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 , 对专利进行回归系数分析 , 尽管

模型的决定系数较大 ( 一般可以达到0.8或以上 ) , 但在进

行回归系数统计检验时 , 人员指标前的回归系数不能通过

检验。因此, 有许多文献仅以经费作为解释变量 , 大概缘于

此。既然经费和人员作为专利的重要影响因素已为大家所

认同 , 且这两个因素之间又有相对的独立性 , 如把人员投

入对专利的影响程度全部归纳到经费中 , 则有其不科学

性。客观上讲 , 经费和人员与专利之间应该有较强的关系。

经过计算, 我们发现专利与指标“科技活动经费/GDP”、“科

技活动人员数”之间有较强的线性相关性。因而 , 专利与科

技活动经费/GDP、科技活动人员数的这种关系的存在 , 对

于我们分析科技投入对专利的影响程度提供了依据。

1 指标体系设计和样本数据

科技活动的投入指标主要是经费和人员。科技活动经

费和科技活动人员对专利的影响, 从直观上看要强于R&D

经费和R&D人员对专利的影响 [1] [2] , 主要体现在前者的面

更宽和影响的程度也大 , 具有直观的合理性。

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工业品外观设计

等3种。不同类型的专利代表了不同层面的创新成果。技术

发明是创造性智力成果 , 是创新活动的基础 , 也是新产品、

新工艺的核心。实用新型专利其技术含量和经济效益要低

一些。外观设计主要是从艺术美感而非经济和技术的角度

来评价其价值。发明专利无论在技术含量上还是在经济 ,

效益上与实用新型专利和工业品外观设计两种专利相比

均具有明显的优势。发明专利的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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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ent Variable: LNY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6/06/07 Time: 09:16

Sample: 1901 1930

Included observations: 30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 Statistic Prob.

C 3.379923 0.163598 20.65995 0.0000

LNX1 0.477608 0.160504 2.975677 0.0061

LNX2 0.970735 0.085309 11.37899 0.0000

R- squared 0.910111 Mean dependent var 5.787675

Adjusted R- squared 0.903453 S.D. dependent var 1.209018

S.E. of regression 0.375666 Akaike info criterion 0.974409

Sum squared resid 3.810382 Schwarz criterion 1.114529

Log likelihood - 11.61614 F- statistic 136.6858

Durbin- Watson stat 1.705449 Prob(F- statistic) 0.000000

表3 基于模型( 2) 的回归结果

Dependent Variable: Y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6/06/07 Time: 08:52

Sample: 1901 1930

Included observations: 30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Std. Error Prob.

C - 413.2806 96.60996 - 4.277826 0.0002

X1 243.5438 40.74625 5.977084 0.0000

X2 36.79863 6.522430 5.641859 5.641859

R- squared 0.856804 Mean dependent var 608.2333

Adjusted R- squared 0.846197 S.D. dependent var 741.5255

S.E. of regression 290.8095 Akaike info criterion 14.27785

Sum squared resid 2283394. Schwarz criterion 14.41797

Log likelihood - 211.1678 F- statistic 80.77642

Durbin- Watson stat 2.148541 Prob(F- statistic) 0.000000

表1 基于模型( 1) 的回归结果

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水平与竞争力 , 以及技术发展方

向 , 而发明专利授权量能较全面地反映专利的质量。

综上, 基于本文讨论的目的, 设计如下评价指标:

( 1) 产出指标: 发明专利授权量。

( 2) 投入指标: 科技活动经费/GDP、科技活动人员数。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2005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

区的( 西藏由于部分数据缺乏, 未列入讨论) 截面数据。

2 分析模型

2.1 模型的初步设定

通过利用样本数据的分析和测算 , 我们发现专利与科

技活动经费占GDP的比重及科技活动人员数之间有较强

的线性关系。为此 , 我们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Y=c+αX1+βX2+ε ( 1)

这里Y表 示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量 , X1表 示 科 技 活 动 经 费 /

GDP, X2表示科技活动人员数 , c,α,β均 为 待估 计 的 未 知 参

数。

2.2 模型的异方差检验

由样本数据 , 我们容易得到模型( 1) 的估计回归方程。

由表1可以看到回归系数的估计值 , 并可以判断模型的拟

合优度和回归系数的检验情况。实际上 , 这些检验都能通

过。由于采用的是截面数据 , 因此 , 我们需要检验回归模型

的异方差问题。

为此 , 先给出基于2005年资料的回归结果 , 如表1所

示。

再利用White检验法检验模型的异方差。White检验的

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基于模型( 1) 的White检验结果

White Heteroskedasticity Test:

F- statistic 3.767528 Probability Probability

Obs*R- squared 13.19235 Probability 0.021641

由表2我们可以看到 , 对于显著性水平 , 模型( 1) 具有

异方差。

基于上面的结果 , 我们需要对原设定的模型进行修

正。

2.3 模型的设定

2.3.1 模型的修正

我们利用对数法对原数据进行变换 , 由此得到下列模

型:

lnY=c+αlnX1+βlnX2+ε ( 2)

下面对模型( 2) 进行异方差检验。

这里 , c,α,β均为待估计的未知参数。α、β分别表示发

明专利授权量的产出对科技活动经费/GDP和科技活动人

员的弹性。

2.3.2 模型的检验

由Eviews3.1计算得到基于模型( 2) 的估计回归方程和

white检验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表4 基于模型( 2) 的White检验结果

White Heteroskedasticity Test:

F- statistic 1.266295 Probability 0.310574

Obs*R- squared 6.262284 Probability 0.281528

由表4可以看到 , 对于显著性水平α=0.05, 模型 ( 2) 已

不存在异方差。

基于上面的异方差检验 , 下面的分析基于模型( 2) 。

2.4 结果及分析

利用全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科技投入和发明

专利的数据 , 基于模型( 2) , 得到下列估计回归方程及相关

的回归方程的度量值:

lnY! =3.3799+0.4776lnX1+0.9707lnX2 ( 3)

(20.6600) (2.9757) (11.3790)

R2=0.9035,R!2=0.9101

从表3可以看到 , 回归模型的修正决定系数为0.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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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验证 , 回归模型可以通过相应的统计检验 , 即模型总

体的F检验 , 回归参数的t检验。我们这里的检验都在显著

性水平0.05下进行的。事实上 , 查表得F0.05(2,27)=3.35, 由表

3可见 , F>F0.05(2,27); 两个回归参数所对应的t的绝对值都大

于t分布的分位点 , 故可以拒绝回归系数为零的原假设。

由方程( 3) 可见 , 发明专利授权量的产出对科技活动

经 费/GDP 的 弹 性 为 0.4776, 对 科 技 活 动 人 员 的 弹 性 为

0.9707。

由此说明 , 经费与人员相比 , 科技人员是发明专利产

出的主要因素。

东部地区是我国科技创新活动的前沿 , 科技活动历来

活跃且成果丰硕 , 应该说东部地区的科技活动的投入产出

情况是全国的一个重要代表。因此, 我们利用上述分析方

法 , 对我国的东部地区进行了如上的分析 , 得到了一些有

意义的结果。

由东部数据得到的估计回归方程为:

lnY! =3.6278+0.7878lnX1+0.8275lnX2 ( 4)

(15.0522) (4.3960) (7.6762)

R2=0.9550, R!2=0.9450

容易验证 , 与 ( 4) 对应的回归模型能通过拟合优度检

验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由( 4) 可见 , 东部地区发明专利授权量的产出对科技

活动经费/GDP的弹性为0.7878, 对科技活动人员的弹性为

0.8275。

从全国的平均水平来看 , 科技人员对发明专利的产出

具有更大的影响 , 这与实际情况比较符合 , 由此说明科技

创新的根本是人才 ; 由东部地区数据得到的结果看 , 经费

和人员对专利产出具有相当的影响。这一结果表明 , 东部

地区科技人才的集聚和足量科技经费的投入 , 或者说 , 科

技经费和人力资源得到了较好的配置。这是东部地区经济

发展一直处于领先全国的根本原因。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上述的定量分析 , 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 1) 在科技活动经费/GDP和科技活动人员数两因素对

发明专利的影响程度中, 后者是主要影响因素。

( 2) 东部地区科技活动的投入产出情况与全国其它地

区具有基本相同的变化趋势 , 但科技活动经费/GDP和科

技活动人员数两因素对发明专利的影响程度相当。

( 3) 东部地区的科技资源得到了较好的配置 , 因而 , 在

科技创新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 , 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 1) 科技创新程度较高的地区 , 一般说来 , 也是各类人

才集聚之处。因此 , 加大科技投入强度 , 特别是科技活动经

费的投入力度 , 是实现技术创新的有力保证 , 进而会给社

会带来更多的创新成果 , 有力地推动整个地区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

( 2) 要认真研究我国东部和中西部科技资源的有效配

置, 即要从科技资源配置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上得以体现 ,

只有这样 , 才能充分利用有限的科技资源 , 创造出更多的

社会财富。

( 3) 中西部地区的人才战略应该积极推进和实施。只

有人才的有效配置才能有效发挥资金的效率。因此 , 中西

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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