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1), 1488-1502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183   

文章引用: 胡诚. 政府补助、研发投入与企业数字创新[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1): 1488-1502.  
DOI: 10.12677/ecl.2025.141183 

 
 

政府补助、研发投入与企业数字创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胡  诚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11日；录用日期：2024年11月27日；发布日期：2025年1月15日 

 
 

 
摘  要 

本文以2015~2022年我国A股高技术产业中的76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政府补助与企业数字创

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第一，政府补助对数字实质性创新与数字策略性创新均起正向促进作用；第

二，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数字实质性创新、数字策略性创新之间均起中介作用。第三，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负向调节政府补助与数字策略性创新之间的关系，但对政府补助与数字实质性创新的调节作用不显

著。第四，政府补助对不同地区企业的数字创新具有异质性影响；在不同程度市场竞争下，政府补助对

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数字创新也具有差异性影响。本文为政府推动企业数字创新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与

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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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760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s A-share high-tech industry from 2015 to 2022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o explore the rol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corporate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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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first, government subsidies positively promote both digital sub-
stantive and digital strategic innovations; second, R&D investment mediates betwee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both digital substantive and digital strategic innovations. Third, economic policy un-
certainty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digital strate-
gic innovation, bu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digital substantive innova-
tion is insignificant. Fourth, government subsidies have a heterogeneous impact on the digital inno-
vation of firms in different regions; under different degrees of market competition, government sub-
sidies also have a differential impact on the digital innovation of firms with different property rights. 
This paper provid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insights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en-
terprise digit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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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企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而数字经济的核心则在于企业的数字创新[1]。与一般

创新相比，数字创新活动风险更大，成功难度更高，需要持续投入研发资金。但企业资源有限，不能保

证对创新资源的持续供应。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决策者，其支持政策变得尤为关键。 
政府补助是政府促进创新的主要政策手段[2]，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在数字创新过程中面临的资金压力。

然而，现有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双元创新、绿色创新等方面，鲜有研究从政府补助角度出发

对企业数字创新进行探讨[1]。政府补助可以为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能够缓解创新过程中的资金约

束，推动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但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补助的作用以及政府补助的作用是否会受其他

因素影响仍值得进一步探讨。目前的研究忽略了政府支持政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中间传导过程[3]，无法

充分阐明政府政策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研发投入是企业创新活动的核心要素，不仅是企业创新能力的

重要体现，也是实现创新成果的关键环节。政府补助资金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资金的直接投入，更与企

业如何利用这些资金进行研发活动密切相关。企业在接受政府补助后，往往需要将其转化为实际的研发

活动才能实现数字创新目标。通过识别政府补助如何影响研发投入，并进而影响数字创新，可以帮助揭

示补助政策的具体实施路径，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设计和优化相关政策，以提高其对企业数字创新

的支持力度。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重要外部因素，但目前将其与企业数字创新相关联的研究

相对较少。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的创新决策越来越依赖于对政策环境的准确判断。政策不确

定性可能导致企业对创新投资的风险评估和收益预期产生偏差，从而影响其战略选择。由于企业的创新

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管理者在决定是否加大创新投入时，必须评估经济政策的走势[4]，以便抓住市场机

会。此外，不同企业在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由于资源、行业等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做出截然不同

的数字创新决策。 
基于此，本文以我国 760 家 A 股高技术产业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政府补助、研发投入、经

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数字创新纳入同一框架，研究政府补助与企业数字创新的关系，同时探究研发投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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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助与企业数字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政府补助与企业数字创新 

数字创新本质上具有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特点[5]，企业在开展创新项目时往往面临技术失败、市

场不确定性和收益无法保障等多重风险。此外，与一般企业相比，进行数字创新的企业更容易面临融资

约束问题[6]。政府补助通过为数字创新企业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及具有的信号效应能促进助力企业的数

字创新。一方面，政府补助为企业数字创新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7]，有效降低企业进行创新所需的初始

投入和企业承担创新风险的负担[8]。这种资金支持能够帮助企业克服资金不足的短期困境，也为企业在

数字研发创新中创造了充足的试错空间[5]，推动企业大胆尝试高技术含量的数字创新项目[1]。另一方面，

政府补助的支持作用不仅限于直接的资金援助，还体现在创新政策的鼓励作用上。政府补助具有的信号

效应可以向外界传递出受补助企业在竞争力和信誉等方面的积极信号[7]，降低数字企业与外界投资者的

信息不对称[1]。当企业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时，往往意味着其创新项目得到了政策认可，有助于拓宽企

业外部融资渠道[9]，吸引外界投资者的投资[10]，进一步增强企业进行数字创新的信心。 
本文参考创新的分类，基于数字创新的技术含量和创新深度，将数字创新划分为数字实质性创新和

数字策略性创新。数字实质性创新的研发过程复杂且周期长，面临较高的资金需求和技术难度。补助资

金的注入，不仅提升了企业对高风险数字创新的承受能力，还激励企业进行长期的技术储备，推动数字

技术的突破。政府补助附带的政策导向性也能促使企业专注于战略性和前沿领域的数字创新项目。与数

字实质性创新不同，数字策略性创新更倾向于快速响应市场需求，进行产品设计和技术改良。企业可以

利用政府补助灵活调整创新方向，快速推出新的产品设计和技术方案，满足不同市场需求。政府补助还

为企业提供了市场推广和技术转化的支持，降低了新产品进入市场的风险，帮助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

中占据优势地位。综上，无论是技术复杂、周期较长的数字实质性创新，还是技术门槛相对较低、市场

响应较快的数字策略性创新，政府补助都在为企业提供资源支持和激励保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基于

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政府补助对数字实质性创新起正向促进作用。 
H1b：政府补助对数字策略性创新起正向促进作用。 

2.2. 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 

在企业数字化的过程中，充足的数字化技能人才储备和充裕的研发资金支持至关重要[11] [12]。数字

创新在传统创新的框架中，引入了计算、通信等多维度组合，对企业在创新资源整合方面提出了更严苛

的要求，意味着研发投入在数字创新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6]。政府补助的直接资金支持与间接信号效应

均能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从而促进企业的数字创新[13]。 
企业的数字化创新要求拥有更多具备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并熟练运用数字技术的劳动力，尤其是那些

高学历或高技能水平的员工[14]。政府补助为数字产业的发展前景提供了隐性保障，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

企业将加大数字创新方面的人力资本的投入[15]，有助于推动数字创新活动的开展。研发人员是技术创新

的核心驱动力，尤其在数字实质性创新中，往往涉及复杂的技术突破和高质量的发明专利申请，需要大

量专业技能和知识储备的支持。政府补助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使其有能力吸引高水平的研发人才，组

建更具技术实力的团队。研发人员的投入提升了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创新深度，使企业能够在技术复杂的

数字创新上取得突破。 
数字创新结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收益滞后性，会进一步加剧因资金约束对企业数字创新产生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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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影响[12]。政府补助通过直接或间接提供研发资金，为企业开展数字创新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16]。政府补助缓解了企业在研发经费上的资金压力，使企业能够大规模投入技术研发，购置先进的科研

设备、开发新技术和进行必要的技术试验。充足的研发经费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注入了活力，帮助其迅速

捕捉前沿科技，进行前沿技术领域的探索和试验[17]，从而提升数字创新的成果转化率。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假设： 
H2a：研发人员投入在政府补助与数字实质性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H2b：研发人员投入在政府补助与数字策略性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H2c：研发经费投入在政府补助与数字实质性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H2d：研发经费投入在政府补助与数字策略性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2.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经济不确定性是指经济主体难以准确预测和评估经济系统未来变化及经济结果分布的情况[18]。这

种不确定性既源于政府政策的变化，也包括市场整体波动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增加企业决策

风险、削弱创新预期收益、降低创新投入信心等机制削弱政府补助在推动数字创新的效果。 
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数字创新的决策风险。进行数字创新的企业通常需要长期稳定

的外部支持和政策环境。然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使企业无法准确预测政策走向[19]，从而担心后续

补助政策或创新激励的变动，使得其创新决策中的风险加剧。面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企业在接受政府补

助后，往往会更加谨慎地使用这部分资金，减少高风险创新项目的投入，转而选择保守的投资方式[18]。 
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可能降低企业数字创新预期收益，削弱企业创新动力。数字创新活动本

质上是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为，企业在进行创新时往往依赖于对未来市场收益的预期。政策的不确定性

增加了市场环境的不稳定性，企业难以判断政策变化可能对创新收益带来的影响[20] [21]。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即使获得政府补助，也可能因为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而减少创新投入。 
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可能降低企业的创新信心。创新活动需要长期投入与持续支持，而政策

的不确定性会直接打击企业对创新的信心，使其难以维持高水平的研发投入。尽管政府补助能够为企业

提供短期的资金支持，但在政策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企业的决策也会受到影响[4]。企业更倾向于保守

使用这部分资金，避免因政策变化导致资金链断裂或创新项目中途搁浅。因此，企业在面对不确定的政

策环境时，往往会减少对技术研发和市场化创新的投入，降低了政府补助对创新的实际激励作用。基于

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3a：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政府补助与数字实质性创新之间的关系。 
H3b：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政府补助与数字策略性创新之间的关系。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高技术产业在我国科技进步中具有基础性地位，面临技术封锁下的创新挑战，同时依托自身技术能

力推动数字化转型尤为迫切。此外，高技术产业的转型难度大，转型程度差异显著，适合作为数字创新

的研究样本，其上市企业的知识密集度和创新活跃度也更高，利于创新研究。因此，本文以 2015~2022 年

我国 A 股高技术产业的 1503 家上市公司作为原始研究样本。 
本文对原始样本做了如下筛选工作：1) 剔除在 2015 年之后上市的企业样本以及样本观察期间退市

的企业，确保所有高技术上市公司在观察期间都处于持续经营状态；2) 剔除特殊交易(ST, *ST)的样本；

3) 剔除政府补助、研发经费、研发人员数量、数字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数字非发明专利等关键数据严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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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企业。最终获得符合要求的 760 家样本企业，共计 5835 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其中，数字专

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库由手工摘取，研发人员数量、研发经费和其他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国泰

安(CSMAR)数据库。政府补助数据来源于企业年报，通过查询企业公司年报的营业外收入项目栏，获取

当年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本文对变量进行上下 1%的 Winsorize 处理，采用软件 Stata 16.0 进行数

据分析。 

3.2. 变量定义与衡量 

3.2.1. 被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创新 
本文以样本企业各年度的数字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企业数字创新的代理变量。通过将上市公司专利

的主分类号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相匹配，得出各年度上市企业

的数字专利申请数量[22]。参考张鑫和等[6]，将数字专利申请量进一步划分为数字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数

字非发明专利申请量，以此分别衡量数字实质性创新和数字策略性创新。 

3.2.2. 解释变量：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数据来自上市企业财务年度报告中“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项目。由于政府补助属于绝

对性指标，不利于企业间客观公正地比较，因而本文使用相对性指标，即政府补助与当期总资产之比来

表示[23]。 

3.2.3. 中介变量：研发投入 
研发经费支出和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代表了企业在研发方面的财务和人力资源投入。前者强调了经济

资源的配置，后者则体现了企业在技术能力和知识积累上的投资。单一指标可能无法充分揭示企业的研

发投入状况。参考党文娟和罗庆凤[24]，本文使用企业当年的研发人员数量来反映企业的研发人员投入，

使用企业当年的研发经费支出来反映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 

3.2.4. 调节变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本文采用中国 EPU 指数作为衡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指标。该指数由 Baker 等[25]学者共同构建，

基于文本检索技术，从《南方早报》筛选出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的文章，并按月度将筛选出的文章

数量除以报刊文章总数，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形成中国 EPU 指数。由于该指数为月度数据，本文参考李增

福等[26]，通过计算年度算术平均值的方式，将月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转换为年度 EPU 指数。 

3.2.5. 控制变量 
参照 Chemmanur 等[27]，本文选择如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流动比率(CR)、

总资产净利润率(ROA)、总资产周转率(OPE)。各衡量方式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ontrol variables 
表 1. 变量定义与衡量 

变量 变量符号 变量衡量 

数字实质性创新 DINV 数字发明专利申请量加 1 的自然对数 

数字策略性创新 DNONINV 数字非发明专利申请量加 1 的自然对数 

政府补助 SUB 政府补助金额/总资产*10 

研发人员投入 RD1 当年的研发人员数量加 1 的自然对数 

研发经费投入 RD2 当年的研发经费支出加 1 的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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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EPU 年度 EPU 指数/10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 AGE 当年年份 − 公司成立年份 + 1 

流动比率 CR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总资产净利润率 ROA 净利润/总资产平均余额 

总资产周转率 OPE 营业收入/总资产 

3.3. 模型设定 

为验证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并且将影响企业数字创新的其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

型，构建以下模型： 

 0 1 2SUB ControDI lNV it itit i t itβ β β λ γ ε= + + + + +  (1) 

 0 1 2SUB ConDNON roI lNV tit it i t itit β β β λ γ ε= + + + + +  (2) 

其中 DINVit、DNONINVit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企业 i 在第 t 年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SUBit 为解释变量，

代表企业 i 在第 t 年的政府补助；Controlit代表控制变量；λi代表个体固体效应，γt代表年份固定效应；εit

代表残差。β为常数项，为各个变量对应的估计系数。 
为分析研发投入(RD)的中介作用，构建以下中介效应检验： 

 0 1 2 3SUBD RD1 ControV lIN it it it it i t it= +β β β β λ γ ε+ + + + +  (3) 

 0 1 2 3SUBD RD2 ControV lIN it it it it i t it= +β β β β λ γ ε+ + + + +  (4) 

 0 1 2 3SUB RD1DN ControON lINVit it it it i t it= +β β β β λ γ ε+ + + + +  (5) 

 0 1 2 3SUB RD2DN ControON lINVit it it it i t it= +β β β β λ γ ε+ + + + +  (6) 

为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it)对政府补助与企业数字创新之间作用关系的影响，构建以下调节效

应模型： 

 0 1 2 3 4SUB EPU SUB EPU ControlDINV it it it iit t it i t itβ β β β β λ γ ε= + + + ∗ + + + +  (7) 

 0 1 2 3 4SUB EPU SUB EPDNONIN U ControV lit it it iit t it i t itβ β β β β λ γ ε= + + + ∗ + + + +  (8) 

4. 实证结果 

4.1. 描述性分析 

表 2 是本文 stata17.0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 2 可知，数字实质性创新(DINV)均值为 0.82，最

小值为 0，最大值为 5.793，标准差为 1.321，表明不同企业的数字实质性创新存在较大差异，波动性较

大，一些企业可能尚未开展数字实质性创新，而有些企业的数字创新水平较高。数字策略性创新

(DNONINV)均值为 0.671，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4.644，标准差为 1.108，表明数字策略性创新的分布也

较为分散，但波动比数字实质性创新略小，且数字策略性创新的平均水平比数字实质性创新略低。政府

补助(SUB)均值为 0.554，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2.98，标准差为 0.518，表明样本企业的政府补助金额相

差较大。研发人员投入(RD1)均值为 5.813，最小值为 2.833，最大值为 9.458，标准差为 1.192；研发经费

投入(RD2)均值为 18.481，最小值为 15.346，最大值为 22.459，标准差为 1.364，表明样本企业在研发方

面的整体投入水平较高，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有明显差异，但相对集中在较高水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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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U)均值为 5.203，最小值为 1.813，最大值为 7.919，标准差为 2.006，表明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

性波动较大。总体而言，各变量统计量的取值均处在正常范围，无明显异常值。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SD Min Max 

DINV 5835 0.82 1.321 0 5.793 

DNONINV 5835 0.671 1.108 0 4.644 

SUB 5835 0.554 0.518 0 2.98 

RD1 5835 5.813 1.192 2.833 9.458 

RD2 5835 18.481 1.364 15.346 22.459 

SIZE 5835 22.231 1.192 19.986 25.8 

AGE 5835 19.599 5.481 8 35 

OPE 5835 0.584 0.277 0.114 1.587 

CR 5835 2.662 2.344 0.501 14.166 

ROA 5835 0.042 0.066 −0.251 0.205 

EPU 5835 5.203 2.006 1.813 7.919 

4.2. 相关性分析和共线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初步探究不同变量之间的紧密程度和相互影响，为本文后续的实证检验提供

支持。由表 3 可知，政府补助(SUB)与数字实质性创新(DINV)、数字策略性创新(DNONINV)、研发投入

(RD)、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之间均存在相关关系，但仍需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此外，各变量的

方差膨胀因子 VIF 值远远低于 10，VIF 的均值为 2.25，表明本文主要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3. 相关性分析 

 DINV DNONINV SUB RD1 RD2 SIZE AGE OPE CR ROA 

DINV 1          

DNONINV 0.795*** 1         

SUB 0.159*** 0.106*** 1        

RD1 0.457*** 0.405*** 0.100*** 1       

RD2 0.418*** 0.340*** 0.095*** 0.852*** 1      

SIZE 0.285*** 0.230*** −0.039*** 0.747*** 0.832*** 1     

AGE −0.066*** −0.090*** −0.032** 0.048*** 0.121*** 0.192*** 1    

OPE 0.088*** 0.091*** −0.029** 0.183*** 0.249*** 0.154*** 0.088*** 1   

CR −0.072*** −0.088*** −0.0180 −0.279*** −0.269*** −0.347*** −0.102*** −0.234*** 1  

ROA −0.00600 −0.0110 −0.00900 0.040*** 0.075*** 0.00400 −0.072*** 0.185*** 0.276*** 1 

EPU 0.031** 0.00500 0.056*** 0.106*** 0.191*** 0.133*** 0.314*** 0.0110 −0.060*** −0.086*** 
*p < 0.1, **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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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模型(1)与模型(2)分别检验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模型(1)表明，政

府补助(SUB)对数字实质性创新(DINV)起正向促进作用(β = 0.081, p < 0.01)，H1a 得到验证。模型(2)表明，

政府补助(SUB)对数字策略性创新(DNONINV)起正向作用(β = 0.045, p < 0.05)，H1b 成立。比较发现，政

府补助对数字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数字策略性创新，原因可能是相比于数字实质性创新，策略性

创新的资金需求相对较少，并且其主要驱动力更多依赖于企业管理层的战略决策和市场应对能力。 
模型(3)~(8)检验不同类型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数字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3)显示，政府

补助(SUB)对研发人员投入(RD1)起正向促进作用(β = 0.071, p < 0.01)。模型(4)显示，政府补助对研发经费

投入(RD2)起正向促进作用(β = 0.073, p < 0.01)。模型(5)表明，政府补助对数字实质性创新起显著的正向

作用(β = 0.076, p < 0.01)，研发人员投入对数字实质性创新起显著的正向作用(β = 0.07, p < 0.01)，说明研

发人员投入在政府补助与数字实质性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H2a 得到验证；模型(6)表明，政府补助

对数字策略性创新起显著的正向作用(β = 0.039, p < 0.05)，研发人员投入对数字策略性创新起显著的正向

作用(β = 0.082, p < 0.01)，说明研发人员投入在政府补助与数字策略性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H2b 得

到验证；模型(7)表明，政府补助对数字实质性创新起显著的正向作用(β = 0.075, p < 0.01)，研发经费投入

对数字实质性创新起显著的正向作用(β = 0.077, p < 0.01)，说明研发经费投入在政府补助与数字实质性创

新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H2c 得到验证；模型(8)表明，政府补助对数字策略性创新起显著的正向作用(β 
= 0.038, p < 0.1)，研发经费投入对数字策略性创新起显著的正向作用(β = 0.097, p < 0.01)，说明研发经费

投入在政府补助与数字策略性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H2d 得到验证。 
模型(9)与模型(10)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政府补助与企业数字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模型(9)显示，

政府补助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互项回归系数(EPU*SUB)为负且不显著，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政

府补助与数字实质性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成立，H3a 未得到验证。模型(10)显示，政府补助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政府补助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互项回归

系数为−0.033，在 1%的水平下显著(p < 0.01)，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政府补助与数字策略性创

新之间的关系，H3b 得到验证。 
 
Table 4.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DINV DNONINV RD1 RD2 DINV DNONINV DINV DNONINV DINV DNONINV 

SUB 0.081*** 0.045** 0.071*** 0.073*** 0.076*** 0.039** 0.075*** 0.038* 0.112*** 0.218*** 

 (0.021) (0.020) (0.013) (0.012) (0.021) (0.020) (0.021) (0.020) (0.044) (0.042) 

RD1     0.070*** 0.082***     

     (0.022) (0.021)     

RD2       0.077*** 0.097***   

       (0.024) (0.023)   

EPU         0.013 −0.033 

         (0.041) (0.039) 

EPU*SUB         −0.006 −0.033*** 

         (0.007)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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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SIZE 0.164*** 0.136*** 0.715*** 0.825*** 0.113*** 0.078** 0.100*** 0.057* 0.165*** 0.142*** 

 (0.028) (0.027) (0.018) (0.017) (0.032) (0.031) (0.035) (0.033) (0.028) (0.027) 

AGE −0.019 0.013 0.023 0.012 −0.021 0.012 −0.020 0.012 −0.020 0.008 

 (0.031) (0.030) (0.020) (0.018) (0.031) (0.030) (0.031) (0.030) (0.031) (0.030) 

OPE 0.044 0.079 0.333*** 0.771*** 0.020 0.052 −0.016 0.005 0.044 0.081 

 (0.063) (0.060) (0.041) (0.037) (0.063) (0.060) (0.066) (0.063) (0.063) (0.060) 

CR −0.003 −0.003 −0.014*** −0.001 −0.002 −0.002 −0.003 −0.003 −0.004 −0.005 

 (0.006) (0.006) (0.004) (0.004)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ROA 0.051 −0.173 −0.306*** −0.196** 0.073 −0.148 0.066 −0.154 0.050 −0.183 

 (0.158) (0.151) (0.103) (0.092) (0.158) (0.151) (0.158) (0.151) (0.158) (0.151) 

_cons −2.637*** −2.630*** −10.641*** −0.762 −1.888** −1.756** −2.578*** −2.557*** −2.678*** −2.663*** 

 (0.793) (0.758) (0.516) (0.464) (0.826) (0.790) (0.792) (0.757) (0.746) (0.712)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ll −4014.984 −3757.215 −1505.340 −888.322 −4008.863 −3748.096 −4009.027 −3747.034 −4014.592 −3743.934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p < 0.05, ***p < 0.01. 

4.4. 异质性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从地区异质性和市场竞争程度–所有权

性质异质性两个角度进行讨论。 

4.4.1. 基于地区的异质性分析 
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企业数字创新能力和创新需求的不同，同时政策执行和资源

分配的不均衡使得政府补助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存在差异。本文基于地区异质性探究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

创新的影响，不仅能够揭示不同地区的企业数字创新特征，还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根据区域差异制定更

具针对性的支持政策，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全国范围内的数字创新平衡发展。参考张龙鹏和邓昕[28]，东

部地区包括北京、河北、天津、辽宁、江苏、上海、浙江、山东、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黑龙

江、吉林、安徽、山西、江西、河南、湖南、湖北；其余省份为西部地区。 
结果如表 5 所示。模型(1)和(2)检验政府补助对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政府补助对东部地区

企业的数字实质性创新(β = 0.102, p < 0.01)与数字策略性创新均起正向促进作用(β = 0.099, p < 0.01)。模型

(3)和(4)检验政府补助对中部地区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政府补助对中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实质性创新起正

向促进作用(β = 0.107, p < 0.05)，但对数字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p > 0.1)。模型(5)和(6)检验政府

补助对西部地区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政府补助对西部地区企业数字策略性创新起负向促进作用(β = 
−0.079, p < 0.05)，但对数字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p > 0.1)。出现以上方面的原因可能是地区间的

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执行与资源分配的差异共同导致了政府补助对不同地区企业数字创新的不同影响。

在经济较发达、政策执行有效的东部地区，企业有充足的技术储备和创新环境，能够将政府补助用于数

字实质性创新以及数字策略性创新，补助资金可以迅速转化为创新成果；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政府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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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影响力由于资源有限和政策实施效果不足而显得不均衡，尤其在西部地区，政府补助可能被用于短

期维持企业运营或满足其他急需用途，导致补助资金在西部地区对数字策略性创新可能带来负向效应。 
 
Table 5. Analysis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表 5. 地区异质性分析 

 (1) (2) (3) (4) (5) (6) 

 DIINV DNONINV DINV DNONINV DINV DNONINV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SUB 0.102*** 0.099*** 0.107** −0.017 −0.025 −0.079** 

 (0.027) (0.025) (0.049) (0.050) (0.039) (0.038) 

SIZE 0.165*** 0.131*** 0.026 0.187** 0.325*** 0.117* 

 (0.035) (0.033) (0.073) (0.075) (0.064) (0.062) 

AGE −0.016 0.024 −0.970** −0.277 −0.135 −0.123 

 (0.033) (0.031) (0.440) (0.451) (0.223) (0.215) 

OPE −0.008 −0.005 −0.064 0.299* 0.284** 0.207* 

 (0.079) (0.074) (0.163) (0.167) (0.129) (0.124) 

CR −0.003 −0.007 −0.017 −0.001 0.016 0.007 

 (0.008) (0.008) (0.013) (0.014) (0.014) (0.014) 

ROA 0.027 −0.320* 0.357 −0.020 −0.254 0.602* 

 (0.193) (0.181) (0.422) (0.432) (0.352) (0.340) 

_cons −2.640*** −2.589*** 15.938** 0.878 −4.549 −0.141 

 (0.920) (0.865) (7.535) (7.722) (3.808) (3.679)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976 3976 1028 1028 831 831 

ll −2903.843 −2659.683 −664.288 −689.484 −372.459 −343.885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p < 0.05, ***p < 0.01. 

4.4.2. 基于市场竞争与所有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高市场竞争和低市场竞争的企业对补助的需求和创新反应不同，国企和非国企的创新模式也存在差

异，基于市场竞争和所有权性质的异质性探究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政府补

助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为更精准的政策设计和执行提供依据。本文按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划分样本为高

市场竞争企业与低市场竞争企业，再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划分成高市场竞争——国企、高市场竞争——非

国企、低市场竞争——国企、低市场竞争——非国企四类样本。 
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模型(1)~(4)检验了高程度市场竞争下，政府补助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数字

创新的影响。政府补助对国企与非国企数字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均不显著。模型(5)~(8)检验了低程度市

场竞争下，政府补助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在低程度市场竞争下，政府补助对国企数

字实质性创新起正向促进作用(β = 0.199, p < 0.01)，但对国企数字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p > 0.1)；
政府补助对非国企数字实质性创新起正向促进作用(β = 0.129, p < 0.01)，同时对数字策略性创新起正向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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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作用(β = 0.081, p < 0.05)。综上，在高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必须依靠内部的市

场导向驱动创新，而非仅依赖外部的政府补助，导致政府补助对国企和非国企的创新影响都不显著；而

在低市场竞争环境中，政府补助通过填补创新资金缺口对国企的数字实质性创新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

但由于国企体制僵化，且其不必在低市场竞争环境中频繁调整战略来应对市场变化，这使得政府补助对

国企数字策略性创新的推动不明显。 
 
Table 6. Analysis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heterogeneity of ownership properties 
表 6. 市场竞争与所有权性质异质性分析 

 (1) (2) (3) (4) (5) (6) (7) (8) 

 DINV DNONINV DINV DNONINV DINV DNONINV DINV DNONINV 

 高市场竞争——国企 高市场竞争——非国企 低市场竞争——国企 低市场竞争——非国企 

SUB −0.059 −0.019 0.007 0.004 0.199*** 0.068 0.129*** 0.081** 

 (0.047) (0.044) (0.020) (0.019) (0.065) (0.064) (0.040) (0.039) 

SIZE 0.176*** −0.031 0.042 −0.013 0.189* 0.177* 0.261*** 0.275*** 

 (0.052) (0.049) (0.029) (0.027) (0.103) (0.101) (0.056) (0.056) 

OPE 0.160 0.021 0.020 −0.098* 0.015 0.493** 0.039 0.093 

 (0.099) (0.093) (0.062) (0.059) (0.211) (0.208) (0.141) (0.140) 

CR −0.004 −0.009 0.002 −0.003 −0.014 0.023 −0.014 −0.011 

 (0.014) (0.013) (0.005) (0.005) (0.032) (0.031) (0.013) (0.013) 

ROA −0.539 0.040 −0.032 0.103 −0.328 −0.561 0.231 −0.361 

 (0.343) (0.322) (0.151) (0.144) (0.760) (0.748) (0.285) (0.282) 

_cons −3.706*** 0.875 −0.720 0.522 −2.986 −3.235 −4.664*** −5.006*** 

 (1.192) (1.118) (0.630) (0.598) (2.359) (2.320) (1.238) (1.228)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821 821 2028 2028 891 891 2095 2095 

ll −150.966 −98.616 −56.566 −161.549 −803.206 −788.248 −1715.332 −1698.489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p < 0.05, ***p < 0.01. 

4.5. 稳健性检验 

第一，本文改变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选择政府补助的自然对数衡量政府补助，回归结果如表 7 所

示。结果仍具有稳健性。 
 
Table 7. Robustness test analysis (replacement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表 7. 稳健性检验分析(替换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DINV DNONINV RD1 RD2 DINV DNONINV DINV DNONINV DINV DNONINV 

SUB 0.033*** 0.034*** 0.011*** 0.009*** 0.032*** 0.033*** 0.032*** 0.033*** 0.026*** 0.055*** 

 (0.005) (0.005) (0.003) (0.003) (0.005) (0.005) (0.005) (0.005) (0.009)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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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RD1     0.070*** 0.079***     

     (0.022) (0.021)     

RD2       0.079*** 0.094***   

       (0.024) (0.023)   

EPU         −0.017 0.027 

         (0.049) (0.047) 

EPU*SUB         0.002 −0.005*** 

         (0.002) (0.002) 

SIZE 0.114*** 0.092*** 0.692*** 0.803*** 0.065** 0.037 0.051 0.016 0.112*** 0.097*** 

 (0.029) (0.027) (0.019) (0.017) (0.032) (0.031) (0.035) (0.033) (0.029) (0.027) 

AGE −0.020 0.015 0.019 0.008 −0.021 0.014 −0.021 0.015 −0.019 0.012 

 (0.031) (0.030) (0.020) (0.018) (0.031) (0.030) (0.031) (0.030) (0.031) (0.030) 

OPE 0.052 0.091 0.332*** 0.769*** 0.029 0.065 −0.008 0.019 0.051 0.097 

 (0.063) (0.060) (0.041) (0.037) (0.063) (0.060) (0.065) (0.062) (0.063) (0.060) 

CR −0.006 −0.006 −0.014*** −0.001 −0.005 −0.004 −0.006 −0.005 −0.006 −0.005 

 (0.006) (0.006) (0.004) (0.004)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ROA 0.095 −0.133 −0.288*** −0.179* 0.115 −0.110 0.109 −0.116 0.090 −0.117 

 (0.158) (0.150) (0.103) (0.093) (0.157) (0.150) (0.157) (0.150) (0.158) (0.150) 

_cons −2.023*** −2.203*** −10.209*** −0.325 −1.305 −1.395* −1.998** −2.173*** −1.899** −2.528*** 

 (0.784) (0.749) (0.512) (0.461) (0.814) (0.777) (0.783) (0.748) (0.750) (0.716)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ll −4000.705 −3733.838 −1515.843 −904.898 −3994.527 −3725.265 −3994.464 −3724.036 −4000.071 −3727.766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p < 0.05, ***p < 0.01. 
 

第二，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数字创新中 0 值较多，因此采用面板 Tobit 模型来克服面板固定效应模

型带来的有偏估计的问题[29]。基于此，本文使用面板 Tobit 随机模型为替换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回归

结果如表 8 所示。结果仍具有稳健性。 
 
Table 8. Robustness test analysis (panel Tobit stochastic model) 
表 8. 稳健性检验分析(面板 Tobit 随机模型) 

 (1) (2) (3) (4) (5) (6) (7) (8) (9) (10) 

 DINV DNONINV RD1 RD2 DINV DNONINV DINV DNONINV DINV DNONINV 

SUB 0.135*** 0.128*** 0.014*** 0.013*** 0.125*** 0.114*** 0.121*** 0.114*** 0.146*** 0.197*** 

 (0.017) (0.017) (0.003) (0.003) (0.016) (0.016) (0.016) (0.016) (0.025) (0.026) 

RD1     0.492*** 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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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0.053) (0.053)     

RD2       0.564*** 0.468***   

       (0.058) (0.056)   

EPU         0.114* 0.318*** 

         (0.069) (0.077) 

EPU*SUB         −0.003 −0.017*** 

         (0.004) (0.005) 

SIZE 0.372*** 0.284*** 0.716*** 0.871*** 0.024 −0.076 −0.124* −0.128* 0.360*** 0.288*** 

 (0.052) (0.049) (0.014) (0.014) (0.062) (0.060) (0.071) (0.069) (0.052) (0.050) 

AGE −0.030*** −0.055*** −0.010*** 0.044*** −0.024*** −0.048*** −0.049*** −0.068*** −0.060*** −0.074*** 

 (0.009) (0.008) (0.002) (0.002) (0.008) (0.008) (0.009) (0.008) (0.011) (0.010) 

OPE 0.218 0.208 0.327*** 0.777*** 0.044 0.049 −0.228 −0.134 0.237 0.221 

 (0.149) (0.145) (0.037) (0.034) (0.148) (0.144) (0.154) (0.149) (0.149) (0.145) 

CR −0.016 −0.017 −0.013*** 0.001 −0.006 −0.005 −0.016 −0.018 −0.013 −0.013 

 (0.016) (0.016) (0.004) (0.004)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ROA 0.010 −0.353 −0.268*** −0.236*** 0.129 −0.211 0.195 −0.226 0.170 −0.229 

 (0.389) (0.388) (0.100) (0.091) (0.388) (0.387) (0.387) (0.386) (0.389) (0.387) 

_cons −10.679*** −8.084*** −10.305*** −2.451*** −5.573*** −2.874*** −9.135*** −6.867*** −10.291*** −9.173*** 

 (1.052) (1.008) (0.291) (0.282) (1.149) (1.103) (1.026) (0.994) (1.126) (1.100) 

N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ll −5056.287 −4925.492 −3517.237 −3099.176 −5013.568 −4878.232 −5010.176 −4890.171 −5045.015 −4914.229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p < 0.05, ***p < 0.01.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2015~2022 年我国 A 股高技术企业 760 家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政府补助与企业数字创新之

间的关系，并分析不同类型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数字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在其间的调节作用。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政府补助对数字实质性创新与数字策略性创新均起正向促进作用，且对数字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

用更大。企业在申请补助时，往往会更注重实质性创新项目，以符合政策的方向和目标，这种政策导向

可能进一步增强了政府补助对数字实质性创新的促进效果。2) 不同类型的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数字实

质性创新、数字策略性创新之间均起中介作用。政府补助可以通过推动研发人员和研发经费的投入，间

接促进企业的数字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政府补助与数字策略性创新

之间的关系，但对政府补助与数字实质性创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4) 政府补助对不同地区企业的数字创

新具有异质性影响。具体而言，政府补助对东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实质性创新与数字策略性创新均起正向

促进作用，对中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实质性创新起正向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企业数字策略性创新起负向

促进作用。5) 不同程度市场竞争下，政府补助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数字创新具有差异性影响。政府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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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仅在低程度市场竞争下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数字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具体而言，政府补助对国企与

非国企的数字实质性创新均起正向促进作用，但仅对非国企的数字策略性创新起正向促进作用。 

5.2. 政策启示 

对于政府而言，应加大对数字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尤其是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考虑到区域发展不

均衡，政府应制定区域性创新激励政策，针对西部地区企业的特殊情况，提供更为精准的补助措施，鼓

励企业在数字策略性创新方面的投入。鉴于政府补助对数字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政府可通

过设立数字化专项资金或增设税收减免政策，鼓励企业申请高质量数字化发明专利。此外，政府应致力

于减少政策不确定性，提升政策透明度。政府可以通过多渠道与企业进行沟通，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带

来的市场波动。特别是对于与创新相关的经济和产业政策，政府应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确保企

业在进行数字策略性创新时能够有稳定的外部政策支持。 
对于企业而言，企业应重点投入于核心技术的开发与突破，积极申请政府补助和其他创新支持资金，

以减轻研发资金压力。在接受政府补助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内部的研发能力。首先，企业应合理分配研

发资源，提高研发人员投入与研发经费的使用效率，确保研发人员能充分发挥其技术能力。通过加强研

发团队的专业能力建设和管理，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政府补助实现创新成果的最大化，特别是促进数字

实质性创新的发展。其次，在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企业应采取更加灵活的应对策略，建立内外部

信息收集机制，及时了解政府政策的最新动态，提前调整研发战略，规避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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