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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管理

农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影响

因素的实证分析＊

杜志雄　肖卫东

【提　要】根据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四个县 （市）农村中小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解析影响农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主要因素。结果

显示：企业规模、企业经营期限、企业是否处于产品结构调整或者产业升级阶段、企业决

策者的受教育程度、企业技术创新战略、企业技术装备水平和企业有无技术研发机构等因

素会对农村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企业要素类型亦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为此，国家要引导支持农村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大对企业决策者尤其是企业家的培训工作，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选择良好的技术创新

战略，充分挖掘技术创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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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农

村中小企 业 不 断 发 展 壮 大，已 成 为 县 域 经 济 和

社会发展的 重 要 力 量，在 繁 荣 农 村 经 济、增 加

农民 就 业、改 善 民 生、保 障 社 会 稳 定 等 方 面，
发挥着越 来 越 重 要 的 作 用。但 在 其 快 速 发 展 中

尤其是在 国 际 金 融 危 机 的 冲 击 下，也 面 临 着 许

多不容忽 视 和 亟 待 解 决 的 新 老 问 题，例 如 融 资

难、市场 进 入 壁 垒 繁 多、政 策 歧 视、技 术 创 新

能力 低 下、市 场 竞 争 能 力 弱、税 费 负 担 沉 重。
其中，技术创 新 能 力 的 缺 失 和 弱 化、技 术 创 新

绩效的低 下 是 一 个 突 出 问 题，而 且 企 业 技 术 创

新的相关 特 征 变 量 （例 如 企 业 主 导 产 品 的 技 术

来源、企业 有 无 技 术 研 发 机 构 等）对 其 经 营 绩

效有 较 大 影 响 （杜 志 雄、肖 卫 东，２０１０）。① 当

前，进一步促 进 农 村 中 小 企 业 发 展，既 是 实 现

城乡统筹 发 展、关 系 民 生 和 社 会 稳 定 的 一 项 重

大战略任务，也 是 促 进 县 域 经 济 结 构 调 整、产

业升级 和 转 变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的 一 项 紧 迫 任 务；
形成和提 升 农 村 中 小 企 业 的 技 术 创 新 能 力、提

高技术创 新 绩 效 更 是 完 成 战 略 任 务 和 紧 迫 任 务

的难点和重 点。因 此，为 使 农 村 中 小 企 业 继 续

和更好发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坚力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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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建设中支持农村中 小 企 业 的 政 策 转 型 和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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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不 确 定 性 较 高 的 国 内 外 市 场 环 境 中 更 好

保持优势 竞 争 地 位，就 必 须 形 成 和 提 升 其 技 术

创新能力，提高技术创新绩效。
许多学者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的深入分析和研

究。潘旭明 （２００６）从网络环境下研究了企业技

术创新的影响因素，认为在传统条件下主要是企

业的技术基础、经济条件、人员素质等，在网络

环境下，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因素除了传

统因素外，还应当关注企业的社会网络和信息管

理能力。① 池仁 勇 （２００３）的 实 证 研 究 表 明，技

术创新效率主要由企业内部因素决定，例如企业

制度、内部职能部门的协调性、创新方式的选择

等，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只能是改善市场

环境，政府的补贴和税收减免不是技术创新的真

正动力。② 石凤 妍、赵 亚 军 （２００５）认 为 中 小 企

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动力不足的问题，
动力障碍因素主要有融资困难、人才缺乏、技术

创新战略选择不当、技术创新信息不足。③ 贾生

华等 （２００６）通过对浙江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发

现，影响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有产

品创新、工艺流程创新、技术人才资源、创新促

进政策、机构融资环境，这些应该成为培育民营

企业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的 着 力 点。④ 高 霞、高 启 杰

（２００８）利用密切值法实证分析了农业龙头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认为企业创新能力的大

小呈现了明显的行业特征，资金、企业的技术水

平、关键技术人员、主要领导的支持、企业的战

略是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大小的关键内部因素，政

府的政策是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首要外部因素。⑤

回顾现有研究成果，不难发现还存在以下主

要不足：（１）针对农村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

的研究还不多；（２）侧重于宏观政策层面的影响

因素分析，对企业内部的微观和中观层面的影响

因素分析不多；（３）偏重于规范研究，实证研究

成果不多。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外部

环境虽然对农村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有着十

分重要的影响作用，但这只是外因，农村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还取决于其自身的发展能

力和中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因此，在研究农村中

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时，除了要探讨

其外部因素 （例如政府政策、产业组织、融资环

境等）外，还应探索哪些微观和中观层面的因素

会影响农村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
本文拟 在 已 有 研 究 成 果 的 基 础 上，利 用 四

个县 （市）农 村 中 小 企 业 的 问 卷 调 查 数 据，运

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 型 来 计 量 分 析 和 识 别 影 响 技 术 创

新绩效的 微 观 和 中 观 层 面 因 素，并 明 确 这 些 因

素的作用 方 向 及 其 影 响 程 度，以 期 为 农 村 中 小

企业技术 创 新 能 力 的 培 育 和 提 升、技 术 创 新 绩

效的改善 和 提 高、政 府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政 策 的 制

定和供给提供政策依据。

二、数据说明与样本特征

（一）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分析中的数据来自于２００９年３月、

４月、５月和７月对山东省滕州市 （县级市）、四

川省南部县、安徽省凤阳县、广东省佛山市三水

区的调查问卷。四县 （区）调查问卷通过复审的

共有１９９份，其中，山东省滕州市４８份、四川省

南部县４１份、安徽省凤阳县４０份、广东省佛山

市三水区７０份。因调查问卷涵盖内容甚多，而且

有些项目和问题可能涉及企业财务信息和商业秘

密，出于各种原因有些企业填写的内容 （主要是

定量数据）不够完整。但这些企业所提供的其他

信息还是有助于课题的研究，所以并未从整体上

将其视为无效问卷，只是在相应内容分析时做了统

计剔除的处理。本着最充分利用调查信息的原则，
在样本特征分析和模型设定中所依据的有效样本企

业数量 （ｎ）有所不同，ｎ可能会小于１９９份。
（二）样本的特征

表１列出了回收的有效样本企业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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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样本企业特征

样本特征 企业数 （家） 所占比重 （％） 样本特征 企业数 （家） 所占比重 （％）

规模

经营

期限

要素

类型

组织

形式

中型企业 ６７　 ３３．６７

小型企业 １３２　 ６６．３３

合计 １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０—１年 （含１年） １０　 ５．０８

１—３年 （含３年） ２７　 １３．７０

３—５年 （含５年） ３１　 １５．７４

５年以上 １２９　 ６５．４８

合计 １９７　 １００．００

劳动密集型 １０７　 ５６．６１

资金密集型 ４４　 ２３．２８

技术密集型 ３８　 ２０．１１

合计 １８９　 １００．００

股份合作企业 １２　 １２．００

股份有限公司 ７　 ７．００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１　 ８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行业

类型

所有

制性质

注册

资本

传统制造业 ９７　 ４８．７５

先进制造业 ４０　 ２０．１０

高新技术企业 ２４　 １２．０６

农业企业 ２１　 １０．５５

服务业企业 １７　 ８．５４

合计 １９９　 １００．００

国有企业 １　 １．２１

集体企业 ７　 ８．４３

私营企业 ５６　 ６７．４７

外资企业 １９　 ２２．８９

合计 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０万元 ４７　 ２５．８２

５０万—１００万元 ２０　 １０．９９

１００万—５００万元 ５４　 ２９．６７

５００万元以上 ６１　 ３３．５２

合计 １８２　 １００．００

　　说明：①企业注册资本区间范围中的分界点按上限在内原则来确定；②外资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根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等 四 部 委２００３年 颁 布 的

《中小企 业 标 准 暂 行 规 定》，中 小 企 业 按 职 工 人

数、资产总额 或 销 售 额 这 两 条 标 准 来 划 分。由

于受调查 数 据 资 料 限 制，我 们 按 企 业 资 产 总 额

或销售额来划分企业规模。① 据此，在有资产总

额或销售 额 数 据 的１９９家 样 本 企 业 中，中 型 企

业占３３．６７％，小型 企 业 占６６．３３％，样 本 企 业

以小型企 业 为 主。从１８２家 样 本 企 业 的 注 册 资

本规模来 看，农 村 中 小 企 业 的 注 册 资 本 规 模 普

遍不高，５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仅占３３．５２％。从

企业经营期限来看，６５．４８％的样本企业的经营

年限在５年 以 上。从 企 业 所 有 制 性 质 和 组 织 形

式来看，样本 企 业 主 要 是 以 私 营 企 业 为 主，组

织形式上 以 有 限 责 任 制 占 主 导。从 企 业 投 入 要

素性质和 行 业 性 质 来 看，样 本 企 业 以 劳 动 密 集

型企业为主，大多数企业从事传统制造业。

三、农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基于计 量 数 据 的 可 得 性，在 本 研 究 中，以

“过去三年农村中小企业是否开发了新产品、新

技术、新工 艺 或 新 服 务 项 目”作 为 技 术 创 新 绩

效的衡量指标，② 即因变量。这是一个二元选择

问题，即因变量为０－１型的虚拟变量。若企业

在过去三年开发了 “四新”，则取值为 “１”，否

则取值为 “０”。主 要 考 虑 把 企 业 自 身 特 征、企

业决策者特征、企业所属行业特征、技术创新战

略与资源特征、企业的地理区位特征五组变量作

为解释变量 （即自变量），这些解释变量均为虚拟

变量，其说明和描述性统计见表２和表３。
根据因 变 量 和 自 变 量 的 特 性，本 文 选 择 建

立二 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 型 来 计 量 分 析 农 村 中 小 企 业

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采用逻

辑概率分布函数，其具体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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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产总额在４０００万 元 及 以 上、销 售 额 在３０００万 元 及 以 上

的企业为中型企业，资产总额在４０００万元以下、销售额在

３０００万元以下的企业为小型企业。

技术创新绩效的衡量 指 标 有 新 产 品 开 发 速 度、年 新 产 品 数

量、技术创新成功率、年 申 请 专 利 数 量、新 产 品 产 值 占 销

售总额的比例，本文 选 取 “过 去 三 年 公 司 是 否 开 发 了 新 产

品、新技术、新工艺或新服务项目”作为衡量指标。



　表２　计量模型解释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作用方向

１．企业自身特征

　　企业规模 ｘ１ 中型企业＝１；小型企业＝０ ＋

　　企业经营期限 ｘ２ ０－１年＝１；１－３年＝２；３－５年＝３；５年以上＝４ ＋

　　企业要素类型 ｘ３ 劳动密集型企业＝１；资金密集型行业＝２；技术密集型行业＝３ ＋

　　企业生命周期 ｘ４ 起步阶段＝１；成长阶段＝２；稳定运行阶段＝３；业务萎缩阶段＝４ ？

　　是 否 处 于 产 品 结 构 调 整 或

者产业升级阶段
ｘ５ 是＝１；否＝０ ＋

２．企业决策者特征

　　性别 ｘ６ 男＝１；女＝２ －

　　年龄 ｘ７
３０岁以下＝１；３０～４０岁＝２；４０～５０岁＝３；

５０～６０岁＝４；６０岁以上＝５
？

　　受教育程度 ｘ８ 小学以下＝１；初中＝２；高中＝３；大学＝４；硕士以上＝５ ＋

３．行业特征

　　行业类型 ｘ９
传统制造业＝１；先进制造业＝２；高新技术企业＝３；

农业企业＝４；服务业企业＝５
？

４．技术创新战略与资源特征

　　企业技术创新战略 ｘ１０
模仿＝１；成熟技术＝２；技术许可和进口＝３；

自主开发或合作开发＝４
＋

　　企业技术装备水平 ｘ１１

８０年代或其以前的国 内 一 般 水 平＝１；８０年 代 国 内 先 进 水 平＝２；９０

年代国内先进水平＝３；当前的国内先进水平＝４；当前的国际先进水

平＝５

＋

　　企业有无技术研发机构 ｘ１２ 有＝１；无＝０ ＋

５．地理区位特征

　　经济区域 ｘ１３ 广东＝１；山东＝２；安徽＝３；四川＝４ ？

　　是否位于产业集群 ｘ１４ 是＝１；否＝０ ＋

　　说明：“－”表示负向影响，“＋”表示正向影响，“？”表示影响方向无法确定。

　表３　决定因素模型中特定解释变量的特征值和取值范围

变量名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ｙ） ０　 １　 ０．５０　 ０．５０

企业规模 （ｘ１） ０　 １　 ０．３３　 ０．４７

企业经营期限 （ｘ２） １　 ４　 ３．３９　 ０．９２

企业要素类型 （ｘ３） １　 ３　 ２．３８　 ０．７７

企业生命周期 （ｘ４） １　 ４　 ２．３０　 ０．８１

是否处于产品结构调整或者产业升级阶段 （ｘ５） ０　 ４　 ０．６３　 ０．５６

企业决策者性别 （ｘ６） １　 ２　 １．０４　 ０．２０

企业决策者年龄 （ｘ７） １　 ５　 ３．２０　 ０．８４

企业决策者受教育程度 （ｘ８） １　 ５　 ３．４４　 ０．８３

企业所属行业类型 （ｘ９） １　 ５　 ２．１１　 １．３３

企业技术创新战略 （ｘ１０） １　 ４　 １．８５　 １．００

企业技术装备水平 （ｘ１１） １　 ５　 ２．５６　 ０．９７

企业有无技术研发机构 （ｘ１２） ０　 １　 ０．４０　 ０．４９

经济区域 （ｘ１３） １　 ４　 ２．３８　 １．１７

是否位于产业集群 （ｘ１４） ０　 １　 ０．４０　 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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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Ｆ （Ｚｉ）＝ｆ （α＋βＸｉ＋μ）＝
１

１＋ｅ－Ｚｉ＝
１

１＋ｅ－（α＋βＸｉ）
（１）

ｌｏｇ ｐｉ
１－ｐｉ＝Ｚｉ＝α＋βＸｉ

（２）

上述 （２）式回归方程中的因变量是作某一

特别选 择 的 机 会 比 的 对 数，这 也 表 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的 一 个 重 要 优 点 就 是 它 把 （０，１）上 预 测

概率的问 题 转 化 为 在 实 数 轴 上 预 测 一 个 事 件 发

生的机会比的问题。
根据上 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 型 的 具 体 公 式，我 们

可建立农 村 中 小 企 业 “过 去 三 年 是 否 开 发 了 新

产品、新技术、新 工 艺 或 新 服 务 项 目”这 个 因

变量与十四个特定解释变量之间关系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所建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ｐｉ＝Ｆ （ｚｉ）＝ １
１＋ｅｘｐ［－ （α＋βｉｘｉ＋μ）］

；

ｉ＝１，２，……，１３，１４ （３）
在 （３）式中，ｐｉ 为过去三年农村中小企业

开发了新产 品、新 技 术、新 工 艺 或 新 服 务 项 目

的概率，β１～β１０为 待 估 计 参 数，ｘｉ 为 解 释 变 量

向量，μ为误差项。
（二）计量结果与分析

根据整理归类的１５１份有效调查问卷数据，
使用统计分析软件ＳＰＳＳ１７．０，采用极大似然估

计法对 所 建 立 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 型 进 行 估 计，并 利

用怀特检 验 方 程 以 矫 正 异 方 差，利 用 似 然 比 检

验法 （ＬＲ）检验回归方程的拟 合 优 度。为 了 重

点检验上 述 五 组 十 四 个 特 定 变 量 对 农 村 中 小 企

业技术创 新 绩 效 的 影 响，本 文 分 别 建 立 了 五 个

组的分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和十四个变量的总体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六个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

４所示。

　表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估计结果 （１）

变量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β Ｗａｌｄ　 Ｅｘｐ （β） β Ｗａｌｄ　 Ｅｘｐ （β） β Ｗａｌｄ　 Ｅｘｐ （β）

ｘ１ ０．４５　 ０．８２　 １．５８　 １．２１＊＊＊ ９．７２　 ３．３５ — — —

ｘ２ ０．３０＊＊ １．３０　 １．３５　 ０．３６＊＊＊ ２．５９　 １．４４ — — —

ｘ３ ０．４１　 ２．０５　 ０．６９　 ０．４２＊ ３．１５　 ０．６６ — — —

ｘ４ ０．３２　 １．０４　 １．３８　 ０．０６　 ０．０４　 １．０６ — — —

ｘ５ ０．９２＊＊＊ ５．４６　 ２．５０　 ０．６０＊＊ ３．１４　 １．８３ — — —

ｘ６ ０．１１　 ０．０１　 １．１１ — — — ０．２０　 ０．０５　 １．２２

ｘ７ －０．１６　 ０．３３　 ０．８６ — — — ０．１８　 ０．７４　 １．１９

ｘ８ ０．１９＊ ０．４０　 １．２１ — — — ０．５８＊＊＊ ７．２４　 １．７８

ｘ９ －０．２８　 ２．４１　 ０．７６ — — — — — —

ｘ１０ ０．６０＊＊＊ ６．７３　 ０．５５ — — — — — —

ｘ１１ ０．４７＊＊ ３．２２　 ０．６３ — — — — — —

ｘ１２ １．９０＊＊＊ １５．２６　 ６．６５ — — — — — —

ｘ１３ ０．２６＊ １．３７　 １．２９ — — — — — —

ｘ１４ ０．０１　 ０．００　 １．０１ — — — — — —

－２ＬＬ　 １４６．７１　 １８５．８６　 ２００．９５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６２．６２＊＊ ２３．４７＊＊＊ ８．３８＊＊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２　 ０．４６　 ０．２０　 ０．０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８０．１％ ６６．２％ ５８．３％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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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估计结果 （２）

变量
模型Ⅳ 模型Ⅴ 模型Ⅵ

β Ｗａｌｄ　 Ｅｘｐ （β） β Ｗａｌｄ　 Ｅｘｐ （β） β Ｗａｌｄ　 Ｅｘｐ （β）

ｘ９ －０．１２　 ０．９７　 ０．８９ — — — — — —

ｘ１０ — — — ０．５１＊＊＊ ６．６０　 ０．６０ — — —

ｘ１１ — — — ０．３９＊＊ ３．５０　 ０．６８ — — —

ｘ１２ — — — １．７６＊＊＊ １９．１２　 ５．８１ — — —

ｘ１３ — — — — — — －０．０７＊ ０．２６　 ０．９３

ｘ１４ — — — — — — －０．１６　 ０．２４　 ０．８５

－２ＬＬ　 ２０８．３５　 １６６．５２　 ２０８．７４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０．９８　 ４２．８１＊＊＊ ０．５８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２　 ０．００９　 ０．３３　 ０．００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５３．０％ ７４．２％ ５６．３％

　　说明：①＊＊＊、＊＊和＊分别表示结果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②－２ＬＬ，即－２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是模型的对数似然值；

③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是似然比检验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　Ｔｅｓｔ）的结果，若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通过ｓｉｇ检验，表示加入的自变量显著，这表示加入模型

的这个变量对因变量有明显的影响，可用来检验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或整体拟合优度。④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是指预测正确率，用来检

查有多少观测值能用模型来正确估计。

　　从表４看，虽 然 有 些 模 型 中 的 有 些 系 数 未

能通过显著 性 水 平 检 验，但 是，有 四 个 模 型 均

通过了似 然 比 显 著 性 检 验，尤 其 是 模 型Ⅱ和 模

型Ⅴ的似然比显著性检验水平较高 （１％显著性

水平），模型Ⅰ和 模 型Ⅲ均 通 过 了５％的 似 然 比

显著性水平 检 验。总 体 来 说，总 体 模 型 和 三 个

分组模型 （模 型Ⅱ、Ⅲ、Ⅴ）及 其 检 验 结 果 具

有统计学 意 义，回 归 模 型 的 显 著 性 水 平 足 以 说

明本文所选的企业自身特征、企业决策者特征、

企业所属行业特征、技术创新战略与资源特征、

企业的地 理 区 位 特 征 这 五 组 变 量 是 影 响 农 村 中

小企 业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的 主 要 因 素。具 体 分 析

如下：

１．农村中小 企 业 自 身 特 征 对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的影响

模 型Ⅰ和Ⅱ计 量 结 果 显 示，企 业 自 身 特

征 中 对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有 显 著 影 响 的 因 素 主 要

有 企 业 规 模、企 业 经 营 期 限、企 业 要 素 类 型

以 及 企 业 是 否 处 于 产 品 结 构 调 整 或 者 产 业 升

级 阶 段。

（１）企业规模 对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有 显 著 的 正

向影响。在模型Ⅱ中，企 业 规 模 的 回 归 系 数 通

过了１％的 显 著 性 检 验，这 说 明，企 业 规 模 是

影响农村 中 小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的 重 要 因 素。

农村中小企业的 规 模 越 大，其 技 术 创 新 取 得 高

绩效的概率也 就 越 大；企 业 规 模 越 小，技 术 创

新取得高绩效的 概 率 也 就 越 小。从 模 型Ⅱ中 的

发生比Ｅｘｐ （β）可 以 看 出，中 型 企 业 的 技 术

创 新 取 得 高 绩 效 的 可 能 性 是 小 型 企 业 的

３．３５倍。
（２）企 业 经 营 期 限 对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有 显

著 的 正 向 影 响。企 业 经 营 期 限 的 回 归 系 数 分

别 在 模 型Ⅰ和 模 型Ⅱ中 通 过 了５％和１％的 显

著 性 检 验。这 说 明，企 业 经 营 期 限 是 影 响 农

村 中 小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的 重 要 因 素。农 村 中 小

企 业 的 经 营 期 限 越 长，其 技 术 创 新 取 得 高 绩

效 的 可 能 性 也 就 越 大，反 之，取 得 高 绩 效 的

可 能 性 也 就 越 小。而 且，经 营 期 限 平 均 每 增

加１年，其 技 术 创 新 取 得 高 绩 效 的 发 生 比 将

增 加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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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企业要素 类 型 对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有 正 向

影响。企业要素类 型 的 回 归 系 数 在 模 型Ⅱ中 通

过了１０％的 显 著 性 检 验，但 在 模 型Ⅰ中 不 显

著。可见，企业要素 类 型 也 是 影 响 农 村 中 小 企

业技术创新绩效 的 一 个 因 素，但 影 响 作 用 不 甚

显著。

（４）企 业 是 否 处 于 产 品 结 构 调 整 或 者 产 业

升级阶 段 对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有 显 著 的 正 向 影 响。

该变量系数 在 模 型Ⅰ和 模 型Ⅱ中 通 过 了１％和

５％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企业是否处于产品

结构调整 或 产 业 升 级 阶 段，对 企 业 的 技 术 创 新

绩效有着 非 常 重 要 的 正 向 影 响 作 用。如 果 企 业

处于产品 结 构 调 整 或 产 业 升 级 阶 段，其 技 术 创

新取得高绩 效 的 可 能 性 就 大，反 之，可 能 性 就

小。从模型Ⅰ中 的 发 生 比Ｅｘｐ （β）可 以 看 出，

处于产品结构调整或产业升级的农村中小企业，

其技术创 新 取 得 高 绩 效 的 可 能 性 是 不 处 于 该 阶

段企业的２．５０倍。

２．农村中小 企 业 的 决 策 者 特 征 对 技 术 创 新

绩效的影响

模型Ⅰ和 模 型Ⅲ的 计 量 结 果 显 示，企 业 决

策者特征 中 对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有 显 著 影 响 的 因 素

主要是决 策 者 的 受 教 育 程 度，该 回 归 系 数 在 模

型Ⅲ中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企业

决策者的 受 教 育 程 度 是 影 响 农 村 中 小 企 业 技 术

创新绩效的 重 要 影 响 因 素。而 且，企 业 决 策 者

的受教育 程 度 每 增 加１年，企 业 的 技 术 创 新 取

得高绩效的发生比将增加７８％。

３．农村中小 企 业 的 技 术 创 新 战 略 和 资 源 特

征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模型Ⅰ和Ⅴ的 计 量 结 果 显 示，企 业 技 术 创

新战略和 资 源 特 征 中 对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有 显 著 影

响的因素 主 要 有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战 略、企 业 技 术

装备水平和企业有无技术研发机构。

（１）企 业 技 术 创 新 战 略 对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有

显著的正 向 影 响。该 变 量 的 回 归 系 数 在 模 型Ⅰ
和模型Ⅴ中 均 通 过 了１％的 显 著 性 检 验。这 表

明，企业技 术 创 新 战 略 对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有 重 要

的正向影 响 作 用。如 果 企 业 的 技 术 创 新 战 略 是

模仿、引进成 熟 技 术 或 者 获 得 技 术 许 可，则 企

业就面临缺 乏 新 产 品、新 项 目 的 问 题，缺 乏 具

有自主知 识 产 权 的 技 术 和 产 品，长 期 处 于 市 场

追随者和 落 伍 者 地 位，其 技 术 创 新 就 处 于 低 端

水平。如果企业采取自主开发或合作开发战略，

则企业就 会 拥 有 具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技 术 和 产

品，技术创 新 就 能 取 得 高 绩 效。从 模 型Ⅰ中 的

发生比Ｅｘｐ （β）可以看出，企业选择了自主开

发或合作 开 发 战 略，其 技 术 创 新 取 得 高 绩 效 的

发生比将 增 加４５％。可 见，农 村 中 小 企 业 选 择

好正确的 技 术 创 新 战 略 对 其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具 有

较强的提升作用。

（２）企 业 技 术 装 备 水 平 对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有 显 著 的 正 向 影 响。该 变 量 的 回 归 系 数 在 模

型Ⅰ和 模 型Ⅴ中 均 通 过 了５％的 显 著 性 检 验。

这 表 明，企 业 的 技 术 装 备 水 平 对 其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具 有 重 要 的 正 向 影 响 作 用。企 业 的 技 术

装 备 越 先 进，则 技 术 创 新 的 物 质 基 础 也 就 越

好，技 术 创 新 取 得 高 绩 效 的 可 能 性 也 就 越 大；

反 之，技 术 创 新 取 得 高 绩 效 的 可 能 性 也 就 越

小。而 且，企 业 的 技 术 装 备 水 平 每 提 高１个

层 次，其 技 术 创 新 取 得 高 绩 效 的 发 生 比 将 增

加３７％。

（３）企 业 有 无 技 术 研 发 机 构 对 技 术 创 新 绩

效有显著 的 影 响。该 变 量 的 回 归 系 数 在 模 型Ⅰ
和模型Ⅴ中 均 通 过 了１％的 显 著 性 检 验。这 表

明，企业有 无 技 术 研 发 机 构 对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有

着非常重 要 的 影 响 作 用。从 模 型Ⅰ中 的 发 生 比

Ｅｘｐ （β）可以看出，有技 术 研 发 机 构 的 农 村 中

小企业，其 技 术 创 新 取 得 高 绩 效 的 概 率 是 无 技

术研发机构企业的６．６５倍。

４．企 业 地 理 区 位 特 征 对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的

影响

模型Ⅰ和 模 型Ⅵ的 计 量 结 果 显 示，企 业 地

理区位特 征 对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有 显 著 影 响 的 因 素

主要有经 济 区 域，也 即 农 村 中 小 企 业 所 在 的 经

济区域。该变 量 的 回 归 系 数 在 模 型Ⅰ和 模 型Ⅵ
中均通过 了１０％的 显 著 性 检 验，但 是，其 回 归

系数值在 这 两 个 模 型 中 的 方 向 不 同，在 模 型Ⅰ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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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为正 值，而 在 模 型Ⅵ中 为 负 值。这 表 明，企

业所在的 经 济 区 域 对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有 重 要 的 影

响作用，但其 作 用 方 向 不 确 定，这 可 能 还 需 要

结合各经 济 区 域 的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等 因 素 来 进 行

具体分析。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用四个县 （市）农 村 中 小 企 业 的 调 查 数 据

对农村中 小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的 微 观 和 中 观 影

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规模、

企业经营 期 限、企 业 是 否 处 于 产 品 结 构 调 整 或

者产业升 级 阶 段、企 业 决 策 者 的 受 教 育 程 度、

企业技术 创 新 战 略、企 业 技 术 装 备 水 平 和 企 业

有无技术 研 发 机 构 等 因 素 会 对 企 业 的 技 术 创 新

绩效产生 显 著 的 影 响 作 用，企 业 要 素 类 型 亦 有

一定的影 响 作 用。基 于 以 上 研 究 提 出 以 下 政 策

建议：

１．引导支 持 农 村 中 小 企 业 技 术 进 步、结 构

调整和产业 升 级，转 变 经 济 发 展 方 式。要 坚 持

把促进发 展 与 推 进 结 构 调 整 和 产 业 升 级 有 机 结

合起来，通过 政 策 引 导 和 服 务 支 持，实 现 农 村

中小企业由 数 量 向 质 量、由 粗 放 向 集 约、由 外

延向内涵 发 展 的 转 变。要 支 持 农 村 中 小 企 业 设

立独立的研究开发机构，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支持中小 企 业 加 大 研 发 投 入，开 发 先 进 适 用 的

技术、工 艺 和 设 备，研 制 适 销 对 路 的 新 产 品，

提高产品质量。

２．加大对农 村 中 小 企 业 决 策 者 尤 其 是 企 业

家的培训工 作，提 升 其 人 力 资 本 水 平。转 变 观

念，完善制度，创 造 良 好 的 企 业 家 人 力 资 本 成

长环境。完善 经 理 人 市 场，提 高 企 业 家 人 力 资

本需求信息的透明度。

３．选择良 好 的 技 术 创 新 战 略，充 分 挖 掘 技

术创新资源。一 般 来 讲，技 术 创 新 具 有 不 确 定

性及高风 险 性 等 特 点，同 时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战 略

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层次性和风险性的特征。

所以，选择 适 合 自 己 的 技 术 创 新 战 略 对 于 农 村

中小企业而言极为重要。

本文作 者：杜 志 雄 是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农 村

发展 研 究 所 研 究 员、博 士 生 导 师；肖 卫

东是山 东 师 范 大 学 经 济 学 院 讲 师，中 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村发展系２００９级

博士生

责任编辑：赵　俊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Ｄｕ　Ｚｈｉｘｉｏｎｇ　Ｘｉａｏ　Ｗｅｉｄ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ｒｅａ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ｍｅｓｏ－ｌｅｖｅｌ．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ｉｚ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ｄｅａｄｌｉｎｅ，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ｎ　ａ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

ｐｅｔｅｎｃｅ，ｗｈｅｔｈｅｒ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ｈａ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ｅｃｈ－
ｎ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ｉｔ．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ｌｓｏ　ｇｉｖｅｓ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１４

杜志雄　肖卫东：农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