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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以上海和浙江民营制造企业为例棳研究技术创新制度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棳进而影响企业技术创

新绩效的机理暎结构方程建模结果表明棳技术创新保护制度暍外部协作制度和内部激励制度对技术创新行

为和绩效的影响显著棳而技术创新融资制度对技术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棳民营制造企业技术创新面

临的资金约束并不明显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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棸暋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棳我国民营制造业 异 军 突 起棳现 已 与 国

有和外资制造业呈暟三足鼎立暠之势暎尤其是在浙江暍上海

和江苏这一长三角区域棳民营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快于当地

制造业的平均速度暎以棽棸棸椃年为例棳长三角地区私营工业

企业工业增加值比棽棸棸椂年增长棽椆棶椂椀棩棳而当地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仅增长棽棽棶椆椄棩椲棻椵暎
但是棳我国民营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状况有待改善暎即

使在民营制造业发达的浙江省棳棽棸棸椃年大中型内资工业企

业工程技术人员的比例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也仅分别为棻棸棶棸棸棩和棽棻棶棻椂棩棳而大中型民营工业企

业相应的比例分别为椄棶棽椂棩和棽棻棶棸棸棩椈棽棸棸椃年浙江省大

中型内资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占总专利申请数量

的棻棽棶棿椃棩棳而 大 中 型 民 营 工 业 企 业 相 应 比 例 仅 为

椂棶椃椃棩椲棽椵暎
为此棳本文以上海和浙江民营制 造 企 业 为 例棳研 究 技

术创新保护制度暍技术创新融资制度暍技术创新外部协作

制度暍技术创新内部激励制度对技术创新行为和技术创新

绩效的影响机理棳探讨究竟是哪些制度影响着民营制造企

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和技术创新绩效暎

棻暋理论假设与模型

技术创新保护制度是企业保护自身的技术创 新 成 果

时面临的约束棳技术创新成果的受保护程度会影响企业的

技术创新投入和人才引进暎易先忠暍张亚斌和刘智勇椲棾椵认

为棳随着我国相对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棳自主创新对技术

进步的作用凸显棳技术创新保护对技术创新行为和绩效将

变得重要暎李平暍崔喜君和刘建椲棿椵使用中国棻椆椄椀暘棽棸棸棿年

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棳知识产权保护显著影响国内的

研发投入暎由此棳得出假设 斎棻椇企业面临的技术创新保护

制度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暎
技术创新融资制度是企业从外部获得技术创 新 资 金

时面临的约 束棳企 业 的 技 术 行 为 受 到 技 术 创 新 融 资 的 影

响暎斎斸旐斺旘旈斻旊椲椀椵指出棳可投入大量研发资金的企业更倾向

于成为技术领导者暎唐豪和胡浩椲椂椵对上海椃棸棾家民营企业

技术创新行为的研究表明棳资金短缺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

要障碍暎由此棳得出假设 斎棽椇企业面临的技术创新融资制

度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暎
技术创新外部协作制度是企业从外部获得技 术 和 人

才时面临的约束棳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决策时棳会考虑与

政府和行业协会暍高校和科研院所暍技术中介服务机构暍上

下游企业暍同行业企业等外部机构的协调问题暎邵桂荣和

彭熠椲椃椵从企业集群的角度研究了技术创新协作的影响暎杨

静和宝贡敏椲椄椵调研了浙江棻棽椀家民营企业棳认为地理位置

和技术联盟对技术创新投入有显著影响暎由此棳得出假设

斎棾椇企业面临的技术创新外部协作制度影响企业的技术创

新行为暎
技术创新内部激励制度是企业技术决策行为 所 面 临

的内部约束棳企业管理层暍技术人员暍普通员工与企业的整

体利益并不 完 全 一 致棳企 业 在 进 行 技 术 研 发 和 技 术 应 用

时棳会面临各种内部激励问题暎王翔椲椆椵从企业内部资源的



角度分析了影响民营小企业创新的因素棳认为企业主或经

理的工作经验对小企业创新有显著影响暎刘剑雄椲棻棸椵认为棳
私营企业家管理和领导经验的积累棳对于私营企业制度选

择和创新有显著性影响暎由此棳得出假设 斎棿椇企业面临的

技术创新内部激励制度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暎
技术创新行为是企业作出的各种技术创新决策棳企业

的技术费用投入力度和技术人才引进力度会影响企业的

技术创新绩效暎斣旇旓旐斸旙和 斍斿旓旘旂椲棻棻椵认 为棳只 有 当 企 业 的

技术创新战略转变为行动时棳才会产生技术创新成果和绩

效暎易晓文椲棻棽椵对温州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表明棳财力

投入和人力投入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暎由此棳得出

假设 斎椀椇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暎
技术创新绩效是技术创新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棳包括直

接的技术创新绩效和间接的技术创新绩效暎前者如企业

技术水平变动棳后者如技术创新所导致的 销售收入暍净利

润和市场份额变动等等暎
综合上述假设棳得出民营制造企业技术创新制度通过

技术创新行为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棬如图棻所示棭暎

棽暋模型检验与分析

根据研究 目 的棳我 们 通 过 现 场 访 问 和 电 子 邮 件 的 方

式棳对浙江省宁波市和上海市松江区与青浦区的民营制造

企业 进 行 了 调 研 棳共 回 收 有 效 问 卷棻椃棽份 暎其 中 棳浙 江 企

图棻暋技术创新制度影响技术创新行为和绩效的理论模型

业占椀椄棶椃棩棳上海企业占棿棻棶棾棩暎问卷变量采用旍旈旊斿旘旚七

级态度量表来测量暎表 棻列出了各变量的测量题项及其

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暎各测量题 项 经 校 正 后 的 题 项暘总

项相关系数大于棸棶椀棳各量表的 斆旘旓旑斺斸斻旇暞旙系数大于棸棶椃棳
反映量表内容效度的 斔斖斚 值均超过棸棶椃棳斅斸旘旚旍斿旚旚检验显

著性均为棸棶棸棸棸棳累积解释方差均超过 椂棸棩椲棻棾椵棳说明测量

的数据是可信和有效的暎
暋暋我们使 用 斄斖斚斢椃棶棸 软 件棳利 用 棻椃棽 份 有 效 样 本 数

据棳对基于模型假设构建的初始模型进行模拟暎结果如表

棽所示暎与理想评估值相比棳部分指标显示可以接受初始

结构方程模 型棳但 较 多 的 指 标 显 示 拒 绝 初 始 结 构 方 程 模

型棳尤其是拟合优度指数远低于棸棶椆的理想值椲棻棿椵棳需要对

初始模型作进一步修正棳使之与数据拟合得更好暎
表棻暋模型变量的测度题项及其信度和效度检验

问题项
题项暘总项

相关系数
删除该

项后 值
斆旘旓旑斺斸斻旇暞旙

值
斔斖斚 采样

充足度
斅斸旘旚旍斿旚
旚检验

累计方差贡
献率棬棩棭

棻棶技术创新保护制度量表

本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后棳能防止出现技术泄密 棸棶椂棻 棸棶椃棻
本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后棳能防止其它企业的知识产权侵权 棸棶椂棽 棸棶椃棻
本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后棳能防止其它企业的技术模仿 棸棶椂棸 棸棶椃棽
出现上述情况后棳本企业能从政府和行业协会得到帮助 棸棶椀棻 棸棶椃椂

棽棶技术创新融资制度量表

本企业能获得足够的技术创新资金 棸棶椂棸 棸棶椂椄
本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融资成本较低 棸棶椂棿 棸棶椂棾
本企业技术创新融资可以不丧失对企业的控制权 棸棶椀椀 棸棶椃棾

棾棶技术创新外部协作制度量表

本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得到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支持 棸棶椂椂 棸棶椄棿
本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得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支持 棸棶椂椄 棸棶椄棿
本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得到技术中介服务机构的帮助 棸棶椂椀 棸棶椄椀
本企业的技术创新能从上下游企业得到帮助和启发 棸棶椂椂 棸棶椄棿
本企业的技术创新能从同行业其它企业得到帮助和启发 棸棶椂棾 棸棶椄椀
本企业能以适当成本获得合适的技术人才 棸棶椃棸 棸棶椄棿

棿棶技术创新内部激励制度量表

本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能得到企业内部的一致支持 棸棶椂棻 棸棶椄椀
本企业能留住关键性的技术人才 棸棶椃棾 棸棶椄棸
本企业的技术人才参与到了技术创新决策 棸棶椃棻 棸棶椄棻
本企业的最高管理者熟悉企业所在行业的技术进展 棸棶椃棿 棸棶椄

椀棶技术创新行为量表

本企业技术创新费用投入大棳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增大 棸棶椂棾
本企业技术人才引进力度大 棸棶椂棾

椂棶技术创新绩效量表

本企业技术水平提高快 棸棶椃棸 棸棶椄椂
本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提高 棸棶椂椃 棸棶椄椂
销售收入增长快 棸棶椃棽 棸棶椄椀
净利润增长快 棸棶椃棽 棸棶椄椀
市场份额增长快 棸棶椃椀 棸棶椄棿

棸棶椃椄 棸棶椃椄 棸棶棸棸 椂棸棶棾椄

棸棶椃椂 棸棶椂椆 棸棶棸棸 椂椄棶棾椃

棸棶椄椃 棸棶椄椆 棸棶棸棸 椂棸棶棻棾

棸棶椄椂 棸棶椄棻 棸棶棸棸 椂椆棶椄棽

棸棶椃椃 棸棶棸棸 椄棻棶椃棿

棸棶椄椄 棸棶椄椀 棸棶棸棸 椂椃棶椀棿

暏棿椆暏 科技进步与对策暋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棽棸棻棸年



暋暋我们参考 斄斖斚斢椃棶棸软件中给出的修改指标棬斖旓斾旈旀旈灢
斻斸旚旈旓旑斏旑斾旈斻斿旙棭棳依靠增加潜变量间的路径关系和残差间的

协方差关系对初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修正棬添加的路径关

系如表棾所示棭棳提高初始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度暎修正结

果如表棽所示棳修正模型拟合优度指数大于棸棶椄棳处于可接

受的范围内棳其它拟合检验符合或接近理想评估值暎总的

来看棳修正结构方程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暎
表棽暋初始和修正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检验结果

拟合指标
理想评

估值
初始模型
拟合结果

修正模型
拟合结果

斆旇旈棴斢旕旛斸旘斿 靠近自由度椄椂椂棶棽棽椀 棾椃椃棶棻椄椂
斾棶旀棶 越大越好 棽棿椃 棽棸椄

斆旇旈棴斢旕旛斸旘斿棷斾棶旀棶 曑棽 棾棶椀棸椃 棻棶椄棻棾
绝对拟
合指标

拟合优度指数棬斍斊斏棭 曒棸棶椆 棸棶椂椂棸 棸棶椄棿椃
调整拟合优度指数棬斄斍斊斏棭 曒棸棶椄 棸棶椀椄椄 棸棶椃椄棸
近似误差平方根棬斠斖斢斉斄棭 曑棸棶棸椄 棸棶棻棾椃 棸棶棸椃椄

增值拟
合指标

非正态拟合优度指数棬斣斕斏棭 曒棸棶椆 棸棶椂椄棻 棸棶椄椆椃
比较拟合优度指数棬斆斊斏棭 曒棸棶椆 棸棶椃棻椀 棸棶椆棽棽
增值拟合优度指数棬斏斊斏棭 曒棸棶椆 棸棶椃棻椆 棸棶椆棽棿

简约拟
合指标

简约规范优度指标棬斝斘斊斏棭 曒棸棶椀 棸棶椀椃椄 棸棶椂棾椃
简约拟合优度指标棬斝斍斊斏棭 曒棸棶椀 棸棶椀棿棿 棸棶椂椆椀

表棾暋修正模型中添加的变量间路径关系

添加的路径关系

技术创新融资制度暘暘暘技术创新外部协作制度

技术创新保护制度暘暘暘技术创新外部协作制度

技术创新保护制度暘暘暘技术创新融资制度暋暋
技术创新融资制度暘暘暘技术创新内部激励制度

棾暋建模结果与讨论

利用修正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本文给出的各 技 术 创

新制度影响技术创新行为棳再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假设暎
如表棿所示棳技术创新保护制度暍技术创新外部协作制度暍
技术创新内部激励制度对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是显著的棳

表棿暋修正结构方程模型中潜变量路径的参数估计

路径
标准化

估计值
估计值

标准误

棬斢棶斉棶棭
临界比

棬斆棶斠棶棭
显著性

棬斝值棭
技术创

新行为
曽 技术创新保

护制度
棸棶棿棸椆 棸棶棾椆棾 棸棶棻棾棽 棽棶椆椃椆 棸棶棸棸棾

技术创

新行为
曽 技术创新融

资制度
棸棶棻棻棻 棸棶棻棽棻 棸棶棻棻椄 棻棶棸棽椃 棸棶棾棸棿

技术创

新行为
曽 技术创新内

部激励制度
棸棶棽棻棽 棸棶棽棽椆 棸棶棻棻棿 棽棶棸棻棻 棸棶棸棿棿

技术创

新行为
曽 技术创新外

部协作制度
棸棶椀椆 棸棶椀椃棽 棸棶棻棿棾 棾棶椆椄椃 棸棶棸棸棸

技术创

新绩效
曽 技术创新

行为
棸棶椄椃椆 棸棶椃棸椄 棸棶棸椄 椄棶椄棸椄 棸棶棸棸棸

技术创新

融资制度
炣 技术创新外

部协作制度
棸棶棿棾棾 棸棶棽椆 棸棶棸椄椄 棾棶棽椃椆 棸棶棸棸棻

技术创新

融资制度
炣 技术创新内

部激励制度
棸棶椂椆棾 棸棶棿棻椀 棸棶棻棸棾 棿棶棸棽椂 棸棶棸棸棸

技术创新

保护制度
炣 技术创新外

部协作制度
棸棶椄椀棾 棸棶椂棿椃 棸棶棻棽 椀棶棾椆棾 棸棶棸棸棸

技术创新

保护制度
炣 技术创新融

资制度
棸棶棿棾棻 棸棶棽椆棻 棸棶棸椃椄 棾棶椃棻椃 棸棶棸棸棸

技术创新行为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棬显著性

检验 斝值皆小于棸棶棸椀棭棳可以接受假设 斎棻暍斎棾暍斎棿暍斎椀椈但

技术创新融资制度对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棬显著性

检验 斝值大于棸棶棸椀棭棳不能接受假设 斎棽暎
技术创新融资制度对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棳一

方面说明上海和浙江的民营制造企业在增加技术创新投

入和引进技术人员时直接面临的资金约束并不明显棳另一

方面由于修正结构方程模型中添加了棿种路径关系棳技术

创新融资制 度 通 过 影 响 技 术 创 新 保 护 制 度暍外 部 协 作 制

度暍内部激励 制 度棳间 接 影 响 技 术 创 新 行 为 和 绩 效暎图 棽
展示了各技术创新制度通过技术创新行为影响技术创新

绩效的作用机理和路径棳以及各技术创新制度之间的相互

依赖关系暎

图棽暋技术创新制度暍技术创新行为与技术

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及路径

棿暋结论与建议

本文得出了上海和浙江民营制造企业面临的 技 术 创

新制度通过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棬技术创新费用投入暍技术

人才引入棭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棬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盈

利情况棭的作用机理暎
具体来看棳在诸项技术创新制度 中棳技 术 创 新 保 护 制

度暍外部协作制度和内部激励制度对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显著棳而技术创新融资制度对技术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在

统计上不显著暎这表明棳上海和浙江的民营制造企业并不

缺乏技术创新资金棳而是由于难以保护自身的创新成果棳
难以在企业内部建立起有效的技术创新激励制度棳缺乏政

府暍高校暍科研机构和上下游企业等对本企业技术创新的

协助棳使得技术创新对民营制造企业缺乏吸引力暎
因而棳要改变上海和浙江民营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行

为棳促使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人才引进棳改善企

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棳不能局限于技术创新资金资助棳而应

完善和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棳引导企业建立有效的内部

创新激励制 度棳降 低 民 营 制 造 企 业 与 政 府暍高 校暍科 研 机

构暍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和上下游企业等外部单位合作的交

易成本暎

暏椀椆暏暋第棻椂期暋 暋暋暋暋暋暋暋 王暋晟椇技术创新制度影响技术创新行为和绩效的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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