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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运用 Logit 模型分析了金融危机对南京市高科技企业的影响，验证了对于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受金融危机影响小、已经上市和上市计划如期进行的高科技企业，金融危机对其生产经营的影响小，劳动

密集型和高新技术型的高科技企业比外贸出口型的高科技企业抗风险能力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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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南京市最大的优势是科技实力和科技潜能［1］。为加速科

技成果转化、推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向规模

产业转化，2004 年以来，南京市共有 71 家企业获得江苏省科

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的支持，获得经费资助 8.74 亿元，

目前已有 9 个项目顺利通过结题验收，尚有 62 个在研项目。

截止到 2008 年 9 月底，项目已投入资金总额 80 多亿元，新

增销售收入 132.2 亿元，利税 20.8 亿元，出口创汇 1.4 亿美元。

南京市企业不断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增强了科技创

新能力和发展后劲，不断推进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

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南京市实施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高

科技企业进行定量研究，探索金融危机对高科技企业的影响。 

1 理论综述、变量选取及研究假设 

1.1 理论综述 

根据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

新组合。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技术创新是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的重要前提。1999 年国家在《关于加强技术创新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指出，发展高科技，实现

产业化，即高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需要大力推广、应

用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使科技成果迅速而有效地转化为

富有市场竞争力的商品。因此，从技术创新理论出发，要

实现产业化，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加强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的环节和影响

因素较多，转化结果具有风险和不确定性，国内外学者都

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秦丽娜等［2］认为，影响科技

成果转化的因素既涉及研发部门、成果的受让方、政府管

理部门和中介机构等单位，又涉及研究、开发、生产、销

售、市场等诸多环节。姚应才等［3］指出，科技成果的转化

要求科技成果的供给力、需求方及外部环境三要素的耦合。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而针对高科技企业自身的特

性，对于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 

1.2 变量选取及研究假设 

梳理已有的研究，结合高科技企业的自身特性，我们

将主要考虑金融危机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以下几个因素。 

(1)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运行。企业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目的是获得成果转化、产业化应用和市场开拓所能带来的经

济和社会利益。科技成果转化效果好，企业将享有转化成功

带来的经济收益［4］。金融危机使得科技成果转化受到一定影

响，进而影响企业经营业绩。本文假设未受影响的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实施转化效果较好，市场效益佳，对企业经营造成

的影响相对那些受危机影响较大的项目会小一些。 

(2)企业上市情况。Branscomb［5］在“从发明到创新的转

化”中所建立的“技术创新发展与资助的连续过程模型”中指

出，在技术创新转化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有常见和偶见的资

金来源。周建波等［6］在研究南京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过程中的

问题时强调融资困难是制约其发展成长的主要因素。上市公

司在证券市场筹集资金的规模和速度是传统企业所无法比

拟的，较非上市公司而言，资金链压力不大。因此，金融危

机对上市公司经营的影响程度相对非上市公司来说较轻。 

(3)企业类型。按企业使用的主要经营资源划分，企业

可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资金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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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知识密集型企业。目前，国家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它是技术密集与知识密集的“双密集型”企业。近年来，国

内外学者对要素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十分关注。尚启君
［7］较早时就指出，不应把劳动密集使用和经济增长方式转

换对立起来。林毅夫［9］从比较优势出发，利用跨国经验数

据证实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以要素禀赋结构的升

级为目标，改善市场的作用，鼓励企业在做产业和技术选

择时充分利用这个经济比较优势。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运

行、企业上市情况以及企业使用的主要经营资源类型变量

作为金融危机影响高科技企业生产经营的因素。在企业类

型变量中，将高新技术型、外贸出口型、外资合作、劳动

密集型以及资金密集型的企业进行比较。 

2 模型设定与样本分析 

2.1 模型设定 

本文选择二元 Logit 计量经济模型对以上影响因素进

行计量分析，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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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1)中， ( 1,2 ··, ,n)·i ic = 为解释变量， p 为金融危机

对科技成果转化实施企业影响较小或有较大程度影响的概

率。模型中所采用的因变量是金融危机对高科技企业生产经

营影响的大小，影响结果有经营不困难、困难不多、比较困

难和很困难 4 种情况，对经营不困难或困难不大的赋值为 1，

否则(经营比较困难或很困难)为 0。具体变量说明见表 1。 

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全部来源于南京市科技局对南京市 71 家

实施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高科技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调

查发放问卷共 71 份，有效问卷 70 份，1 家由于技术保密原

因未能收回问卷。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 1。 

2.3 样本分析 

表 1 模型变量说明 

变量 代码 解释 平均值 标准差 

企业经营受影

响程度 
Y 

不困难或困难不大=1 

比较困难或很困难=0 
— — 

科技成果转化

项目的运行 
X1 

未受影响=3 

略有影响=2 

影响很大=1 

 
2.16 

 
0.67 

公司上市情况 X2 

已上市或上市计划 

如期进行=1 
未上市或上市计划 

延期=0 

0.39 0.49 

劳动密集型 D1 是=1，否=0 0.16 0.37 
资金密集型 D2 是=1，否=0 0.26 0.44 

高新技术 D3 是=1，否=0 0.4 0.49 
外资合作 D4 是=1，否=0 0.07 0.26 
外贸出口 参照组 — 0.11 0.32 

(1)金融危机对高科技企业的生产经营影响。在 70 家样

本企业中，有 60 家企业认为金融危机使得企业经营存在困

难，占总体样本的 86%，其中困难不多的企业有 30 家。总

体样本中仍然有 10 家企业经营不困难。 

(2)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运行。目前，南京市承担的 71

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都属于重大科技领域。调查结果说明，

金融危机对南京市科技成果的转化影响不大。“基本未受影

响”的转化项目有 22 项，占 31%，“影响很大”的有 11 项，

占 16%，“基本没有影响”的比“影响很大”的项目多 15 个百

分点。 

(3)高科技企业的上市情况。本文将已上市或上市计划

如期进行的企业、未上市或有上市计划但因金融危机而延

期的企业分别进行考察，结果显示，未上市或上市延期的

企业样本比例为 61%，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这部分企业

的资金压力将更大。 

(4)高科技企业的类型。在调查样本中，具有技术密集

与知识密集的“双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占总体样本的比

例最高，为 40%；其次，资金密集型企业的比例是 25.71%，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比例是 15.71%；最后，依次为外贸出口

型企业和外资合作型企业。 

3 实证分析 

3.1 单因素分析 

(1)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同，企业经营

受影响的程度也不相同。对于未受影响的项目，企业经营不

困难或困难不大的比例是 45%，而对于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大

的项目，企业经营不困难或困难不大的比例只有 2.5%，经营

比较困难或很困难的比例达到 33.33%。 

(2)在总体样本中，未上市或上市计划延期的企业比已

经上市或上市计划如期进行的企业的比例高 22%，而在已

经上市或上市计划如期进行的企业样本中，企业经营不困

难或困难不大的样本量却比经营比较困难或很困难的样本

量多出 2 倍。 

(3)由于企业类型的差异，企业经营受影响的程度也不相

同。如表 2 所示，在企业经营不困难或困难不大的样本中，

具有“双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占比例最大，为 47.5%，

而外贸出口型企业比例为 2.5%；在企业经营比较困难或很困

难的样本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资金密集型企业。可见，外

贸出口型与外资合作型企业受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非常明

显。另外，高新技术型企业面对金融危机表现出较强的抗外

部风险能力，这类企业大部分都表示目前面临的困难不多甚

至是没有困难，且经营业绩较上年度有所增长。 

3.2 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软件 Eviews5.0，对样本数据

进行 Logit 回归处理。各变量的系数以及统计量如表 3 所示。

根据回归结果，模型中有 4 个变量对企业经营的影响都在

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其中包括 2 个企业类型虚拟变量。

并且 4 个因素的系数绝对值都超过 1，影响程度大。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运行效果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具有

正方向影响，且影响程度大。这与本文假定一致，说明在

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受金融危机影响越小的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实施转化的成功性越大，项目的产业应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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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效益越佳，企业经营不存在困难的概率就越大。 

表 2 样本基本特征 

变量 
样本量 
(n=70) 

生产经营不困难 
或困难不大(n=40) 

生产经营比较困难 
或很困难(n=30)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成果转化项目

受影响等级 

未受影响 22 31.43 18 45.00 4 13.33 
略有影响 37 52.86 21 52.50 16 53.33 
影响很大 11 15.71 1 2.50 10 33.33 

公司上市情况 
已上市或上市如期 27 38.57 20 50.00 7 23.33 
未上市或上市延期 43 61.43 20 50.00 23 76.67 

虚拟变量 

劳动密集 11 15.71 9 22.50 2 6.67 
资金密集 18 25.71 6 15.00 12 40.00 
高新技术 28 40.00 19 47.50 9 30.00 

外资合作 5 7.14 5 12.50 0 0.00 
外贸出口 8 11.43 1 2.50 7 23.33 

公司上市情况对企业经营有正影响，且影响程度大。

众所周知，上市公司的融资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分散风险

能力也较非上市公司强。回归结果可以说明，已经上市的

和上市计划如期进行的公司融资水平较高、风险分散意识

较强，金融危机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相应会小得多。 

表 3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z-统计量 概率 

成果转化项目 

受影响大小X1 
1.899 7 0.652 9 2.909 2 0.003 6*** 

公司上市情况X2 1.730 5 0.748 4 2.312 1 0.020 8** 
劳动密集型D1 3.644 8 1.625 5 2.242 1 0.024 9** 
资金密集型D2 1.944 1 1.518 9 1.279 9 0.200 6 
高新技术型D3 2.839 2 1.432 3 1.982 2 0.047 5** 

外资合作型D4 45.731 8 0.781 0 0.000 0 1.000 0 
McFadden R2 0.405 5    

LR统计量 38.771 3 概率(LR统计量) 0.000 0  

注：***表示变量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示变量在 5%的

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不同企业类型的虚拟变量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一样。

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仅有劳动密集型与高新技术型

企业虚拟变量在 95%的置信水平下统计显著，可以认为外

资合作型、资金密集型的企业与外贸出口型企业没有显著

差异，而劳动密集型、高新技术型企业与外贸出口型企业

则具有较明显差异。结果说明，外资合作型、资金密集型

与外贸出口型的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企业经营出现

一定程度的困难，经营业绩有所下滑；而劳动密集型、高

新技术型的企业与外贸出口型企业相比，具有较强的抗风

险能力，经营状况较好，困难不大。 

4 启示 

(1)要加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管理。一方面，企业要建立

明确和有效的管理机制，使企业能够整合资源，更高效，更

具创新力，更迅速地应对金融危机，开拓新机遇；另一方面，

政府要积极构建项目风险预警机制，全面评估风险。政府应

本着系统性、全面性和前瞻性原则，以金融危机的产生为契

机，分析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各种项目运行中的外部与内部

风险因素和危机现象，全面评估政府管理、企业经营、项目

进展、经济环境、行业发展等有关项目运行的因素，构建能

灵敏、准确地昭示风险前兆，并能及时为政府与企业提供警

示的风险预警机制，保证项目的顺利运行。 

(2)对于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承担企业，应鼓励推动企

业上市，给予资金扶持和帮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政

府应积极建立风险基金(创业基金)和贷款担保基金，为承担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高科技企业创业和发展提供融资帮

助，商业银行应对符合信贷条件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积极发放贷款。 

(3)企业应提高自主创新意识。“双密集型”高新技术企

业在金融危机下表现活跃，其生产的高新技术产品科技含

量高，产品附加值高，企业竞争能力较强；而对于劳动密

集型企业来说，实施科技成果转化能够促使其进行改造，

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工艺，改进产品质量。因此，应

逐步将生产重心由传统低附加值产品转向高科技高附加值

产品，不断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提高企业自主知

识产权意识，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从而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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