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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对创新价值链的
动态迭代溢出效应研究

李勃昕１　董　雨１　朱承亮２

（１．西安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２．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摘要：通过解构从基础研究到技术进步的创新驱动逻辑，刻画“互联网＋”对创新价值链

的迭代溢出机制。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基础研究对技术进步的转化驱动并非线性有效，而是

存在先抑后扬的Ｕ形演化规律，只有基础研究水平超过一定阈值，才能释放纵向创新驱动力；
“互联网＋”在嵌入创新价值链的过程中，会衍生门槛共振效应，撬动并放大从基础研究到技术

进步的迭代溢出红利。此外，“互联网＋”对创新价值链内生驱动的调节作用，在基础建设水

平、用户普及率与商业开发价值３项维度上均有一定的动态差异和空间异质性。
关键词：“互联网＋”；创新价值链；基础研究；技术进步；创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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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互联网改变了信息传导模式，衍生出网 络

式的数据扩散结构，加速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为新时代内生驱动和创新发展提供了转轨加速

器［１］。源自信 息 科 学 理 论 的 解 释 在 于，互 联 网

本质是通过信息数 字 化 实 现 了 无 限 通 讯，成 为

信息分享、传播互动、资源配置和通讯服务的重

要工具［２］，“互 联 网＋”将 互 联 网 和 信 息 传 递 的

载体互通融合，以“数据流”构建新的要素结构，

对社会经济发 展 产 生 颠 覆 性 影 响，促 生 新 的 商

业模式。全 球 企 业 十 强 中 互 联 网 巨 头 占 比 过

半，如通用、西门子这样的传统企业发展势头逐

渐被 亚 马 逊、谷 歌 等 互 联 网 巨 头 所 取 代，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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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互联网已经成为新经济的创新主导驱动力。

学界和商界对“互联网＋”创新价值的关注

更多集中在 市 场 化 应 用［３］，纵 观 全 球 科 技 革 命

发展史，每一次 技术 变 革 都 会 涌 现 新 的 超 越 机

遇，在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

互联网渗透至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４］，ＢＡＴ等

“互联网＋”新兴企业高 筑 平 台 经 济 壁 垒，汇 集

海量终端客户流量，成为资本市场的“独角兽”。

但要深思的是，这些“互联 网＋”企 业 实 现 的 是

商业模式创 新［５］，依 存 于 国 内 庞 大 消 费 市 场 的

竞争空间，更像 是互 联 网 科 技 创 新 的 市 场 化 应

用场景开发，并非“互联网＋”的硬核创新驱动。

另有一些研究关注“互联网＋”对知识传播

的加速效应［６］，认 为 互 联 网 会 缩 小 不 同 地 区 之

间的知识积累水平差距，提高信息传播速度，从
而扩 大 技 术 溢 出［７］。但 从 知 识 积 累 到 技 术 创

新，最终形成 效 率 变 革，并 非 由 互 联 网 所 衍 生，

而是全周期创新价 值 链 的 迭 代 驱 动 效 应，互 联

网更像是知识传递和信息共享的加速器［８］。反

向观点甚至认为，互联网扩大了技术外溢影响，

不利于知识产权保 护，甚 至 可 能 破 坏 自 主 创 新

和技术竞争［９］。

事实上，从创新价值链的内生驱动结构 来

看，互联网建设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打破了信

息传播的空间局限，演化出新的要素配置逻辑，

嵌入从知识积累、基础研 究，到 技 术 创 新［１０］，再

到技术产业化的进 化 轨 迹，赋 予 创 新 演 进 全 周

期式的内生驱动力［１１］。因此，仅 从 市 场 化 技 术

应用终端或知识传递效率评价“互联网＋”的创

新驱动贡献 显 然 有 失 偏 颇。那 么，如 何 有 效 发

掘“互联网＋”的内生驱动力，嵌入创新价值链，

激励从基础研究到 技 术 应 用 的 效 率 转 化，撬 动

“互联网＋”的迭代创新 溢 出 红 利，依 然 是 研 究

“互联网＋”所要验证和揭示的核心问题。

２　理论分析

技术创新贯穿于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是

人类改造自然的行 为 范 式，而 互 联 网 是 技 术 创

新中的一种，在类比 范 畴 内 存 在 包 含 与 被 包 含

的关系［１２］。但互联网相对于一般的技术创新而

言，具有更为广泛的“创造性破坏”，使得信息传

播效率接近于物理 极 限，从 根 本 上 颠 覆 了 传 统

的信息处理模式和资源配置结构［１３］，嵌 入 技 术

创新的全周期价值链，形成了技术创新与“互联

网＋”的 互 幂 拓 扑 效 应：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互联网＋”加速了技术 创 新 迭 代，而 技 术 创 新

也反向扩展了“互联网＋”的拓扑空间。

按照内生增长理论的解释，效率提升是 经

济发展的本源，而 技 术 进 步 是 支 撑 效 率 提 升 的

内在驱动力，由此，将创新价值链结构分为基础

研究和技术应用产业化两个阶段［１４］：①以 基 础

研究和技术研发为 主，为 技 术 创 新 产 业 化 提 供

研究支撑；②以技术进步和效率转化为主，以求

获得市 场 化 创 新 竞 争 回 报。两 个 阶 段 彼 此 衔

接，形成创新价值链的纵向迭代结构（见图１）：

以基础研究为动力 源，推 动 技 术 进 步 和 新 技 术

应用，加速新旧生产关系更替，打破边际递减约

束，实现效率变革和竞争收益，基础研究和技术

进步不断迭代耦合，在 动 态 匹 配 过 程 中 实 现 了

创新价值链的螺旋式进化。二者之间的互动关

系在于，基础研 究 和 技 术 研 发 是 整 个 创 新 价 值

链的根基［１５］，具有隐形化支撑作用，而技术进步

与效率提升是创 新 价 值 链 的 显 性 化 绩 效 表 现，

基础研究通过技术产业化的效率竞争获得创新

收益，技术进步 和 效 率 竞 争 又 必 须 以 基 础 研 究

和技术研发为本源，二者相互依存并双向耦合，

共生驱动创新价值链演进。

图１　创新价值链的纵向驱动结构以及

　　互联网的嵌入式影响
　

在创新价值链的纵向驱动结构中，互联网具

有物理载体与虚拟效率的双重属性［１６］，存在多维

度嵌 入 式 影 响： →——Ｒ＆Ｄ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首

先，基础研究 以 知 识 积 累、信 息 裂 变 为 前 提，在

认知突破的基础上不断试错，形成新技术、新方

法，但这个过程存在不确定性，耗费大量研发资

本，还需要科研人员长期的智力投入，才有可能

取得技术突 破。然 而，由 于 基 础 研 究 短 期 内 难

以实现创新收益，市场化机构参与积极性不高，

为了激励基础研究，西 方 发 达 国 家 建 立 并 扶 持

大量高校与科研机 构，作 为 基 础 研 究 的 主 导 力

量［１７］。发展中国家 因为科技 革 命 起 步 较 晚，现

代化教育体系尚不 完 善，技 术 创 新 资 源 较 为 匮

乏，加之高精尖 的 实 验 设 备 为 西 方 发 达 国 家 垄

断，导致基础 研 究 薄 弱。互 联 网 能 够 改 变 传 统

信息传递方式，无限提高传播效率，跨越知识扩

散和经验分享的时空局限［１８］，借助“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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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实现知识共享 和 经 验 传 播，缩 短 基 础 研 究

投入周期，加速研发能力提升［１９］。

其次，创新价值链驱动过程中，从基础研究

到技术产业化之间 存 在 耦 合 转 化 关 系，这 是 技

术创新的“关键一跃”，基 础 研 究 如 果 仅 仅 停 留

在原始知识积累与 技 术 研 发 突 破，而 脱 离 产 业

化市场应用，则 会 陷 入 象 牙 塔 瓶 颈。产 业 化 技

术应用是整个创新 价 值 链 的 显 性 回 报 来 源，但

这需要基础研究提 供 技 术 支 持，技 术 交 易 和 技

术流通是驱动从基础研究到技术产业化的耦合

通道，传 统 技 术 转 让 依 赖 于 在 场 交 易，信 息 搜

集、技术匹配和交易手续耗费了大量成本，通过

建设互联网平台，汇 集 并 发 布 海 量 基 础 研 究 的

技术成果信息［２０］，能够形成“技术信息网”，在基

础研究端和技术应 用 两 端 无 限 次 交 叉 传 导，有

助于稀释信息不对称风险，降低技术交易成本，

优化 从 基 础 研 究 到 技 术 应 用 的 耦 合 转 化 效

率［２１］。

最后，“互联网＋”与传统科技革命相比，渗

透空间更为广阔，蔓延速度更快，“互联网＋”与

技术产业化相结合，有利于优化技术配置，释放

幂次拓扑效率，促进产业 化 技 术 变 革［２２］。当 产

业链中的某一个企 业 实 现 技 术 突 破 后，效 率 竞

争通过互联网在商 业 竞 争 中 加 速 传 递，释 放 了

积极的溢出效应，带动关联企业技术进步，推动

创新价 值 链 优 化［２３］。与 此 同 时，在 消 费 市 场，

“互联网＋”降低了人与 人 之 间 的 交 流 成 本，极

大地提高了要素配 置 水 平，逐 渐 替 代 传 统 商 业

模式［２４］，形成“人－网－商”的“互联网＋”结构，这

个过程降低了传统商业模式的管理成本和投入

规模，在一定程度弱化了边际规模递减约束，激

励“互 联 网＋”在 创 新 价 值 链 的 终 端 效 率 回

报［２５］。

解构发现，“互 联 网＋”对 创 新 价 值 链 的 影

响在不同阶段体现出差异 化 机 制，“互 联 网＋”

商业模式创新在效率终端能够大幅提高市场绩

效，获取规模回报和效率红利，但如果仅仅关注

终端显性效 率 回 报，难 免 本 末 倒 置。互 联 网 作

为“２０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并不能替代其他技

术创新，也不应割裂创新价值链，其核心价值在

于，通过“互 联 网＋”，颠 覆 传 统 的 要 素 配 置 结

构，赋能技术创新，激励从基础研究到技术产业

化的内生驱动力，从而扩大显性效率回报，与创

新价值链形 成 迭 代 溢 出 效 应。当 然，从 基 础 研

究到技术进步，最终实现效率变革，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互联网＋”是 否 能 够 有 效 嵌 入 创

新价值链，释放出迭代溢出红利，还需要进一步

实证研究和经验识别。

３　计量模型

３．１　计量模型设计

本研究的计量模型设计如下。
（１）从基础 研 究 到 技 术 进 步 的 线 性 转 化 模

型　按照理论分析，创 新 价 值 链 纵 向 传 导 的 核

心是将基础研 究 转 化 为 技 术 水 平 提 升，实 现 效

率变革和动能转换，从而加速创新迭代，由此以

区域基础研究水平（ＲＤ）为解释变量，区域生产

技术水平（ＴＥＣ）为被解释变量，设 计 线 性 估 计

模型，考察从基 础 研 究 到 技 术 水 平 提 升 的 线 性

转化关系：

ＴＥＣｉｔ ＝αＲＤｉｔ＋θｎＣｉｔ＋μｉ＋υｔ＋εｉｔ， （１）

式中，α表 示 基 础 研 究 对 生 产 技 术 水 平 的 影 响

弹性系数；Ｃｉｔ表示降低内生性干扰 的 各 项 控 制

变量；θｎ 表示控制变量影响弹性系数；ｉ表示各

省份；ｔ表示不同年度；μｉ 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

各样本个体效应；υｔ 表示时间截面效应；误差项

εｉｔ～
ｉｉｄ
Ｎ（０，σ２）。
（２）从基础 研 究 到 技 术 进 步 的 动 态 迭 代 检

验模型　以动态视 角 来 看，创 新 价 值 链 的 纵 向

驱动可能并非线性 有 效，从 基 础 研 究 到 技 术 进

步，需要长期投入和不断试错，才有机会转化为

新技术应用，衍生新的生产关系，实现效率变革，

这一过程存在较为复杂的非线性演化规律，进一

步设计非线性检验模型，判断基础研究对生产技

术水平的动态迭代影响及其创新转化关系：

ＴＥＣｉｔ ＝α１ＲＤｉｔ·Ｉ（ＲＤｉｔ ≤γ１）＋α２ＲＤｉｔ·

Ｉ（ＲＤｉｔ ＞γ１）＋…＋α２ｎ－１ＲＤｉｔ·Ｉ（ＲＤｉｔ ≤γｎ）＋

α２ｎＲＤｉｔ·Ｉ（ＲＤｉｔ ＞γｎ）＋θｎＣｉｔ＋μｉ＋υｔ＋εｉｔ， （２）

式中，γｎ 表示假设基础研究水平变化的门槛阈

值；αｎ 表示基础研究 水 平 在 不 同 区 间 时 对 生 产

技术水平的影响弹性系数；Ｉ（·）表示检验假设

的指示函数，当括号内条件满足时，则符合门槛

阈值假设取值为１，反 之 则 取 值 为０；反 复 迭 代

检验得到门 槛 阈 值γｎ 与 非 线 性 影 响 弹 性 系 数

αｎ，由此刻画基 础研 究对生产 技 术 水 平 提 升 的

动态驱动轨迹。
（３）“互联网＋”对 创 新 价 值 链 内 生 转 化 的

迭代溢出检验模型　鉴于互联网对创新价值链

具有嵌入式影响，将互联网发展水平 （ＩＮＴ）作

为门槛调 节 变 量，η为 互 联 网 发 展 水 平 变 化 的

门槛阈值，以区域基础研究水平作为解释变量，

生产 技 术 水 平 作 为 被 解 释 变 量，设 计“互 联

网＋”对创新价 值 链 迭 代 溢 出 的 调 节 影 响 估 计

模型，以此考察互联网发展水平在不同强度时，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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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对技术水平的迭代影响及其动态转化

关系：

ＴＥＣｉｔ ＝α１ＲＤｉｔ·Ｉ（ＩＮＴｉｔ ≤η１）＋α２ＲＤｉｔ·

Ｉ（ＩＮＴｉｔ ＞η１）＋…＋α２ｎ－１ＲＤｉｔ·Ｉ（ＩＮＴｉｔ ≤ηｎ）＋

α２ｎＲＤｉｔ·Ｉ（ＩＮＴｉｔ ＞ηｎ）＋θｎＣｉｔ＋μｉ＋υｔ＋εｉｔ。（３）

３．２　变量测定

本研究各变量的测定如下。

（１）被 解 释 变 量 　 区 域 生 产 技 术 水 平

（ＴＥＣ）。全要素生产率是评价区域生产技术水

平的重要参考，借鉴程惠芳等［２６］的研究方法，以

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作为产出要素，劳动力投

入全时当量和资本 存 量 差 值 作 为 投 入 要 素，以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

贡献①，作为评价区域生产技术水平的依据。

（２）解释变量　基础研究水平（ＲＤ）。高校

是基础研究的主导力量［２７］，以高校研发 效 率 表

征基础研究 水 平。测 算 时，以 广 义 似 然 率 统 计

方法 （ＳＦＡ），设 计 超 越 对 数 生 产 函 数 模 型

（ｔｒａｎｓ－ｌｏ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测算得到高校

研发效率②。

（３）门槛调节变量　“互 联 网＋”发 展 水 平

（ＩＮＴ）。“互联网＋”是 一 个 多 维 度 系 统 效 应，

为综合、全面反映“互联网＋”发展水平，借鉴韩

先锋等［２８］的研究方法，将互联网发展水平分为：

互联网基础 建 设 水 平（ＩＮＴ－１），以 人 均 光 纤 铺

设长度测 定③；互 联 网 普 及 率（ＩＮＴ－２），以 地 区

网 民 数 量 占 比 测 算；互 联 网 开 发 应 用 价 值

（ＩＮＴ－３），以区域互联网数据流量价值反映。

（４）控制变量　为 了 力 求 获 取 无 偏 的 检 验

结果，模型中加入影 响 创 新 发 展 的 相 关 控 制 变

量，具体包括：①城市化水平（ＵＲＢ），以 该 地 区

城镇人口占比衡 量；②人 力 资 本 条 件（ＨＵＭ），

以地区人均受教育 年 限 反 映；③技 术 交 易 活 跃

度（ＭＡＲ），以 该 地 区 技 术 市 场 成 交 额 与ＧＤＰ
的比值来测度；④国外技术引进水平（ＴＥＩ），选

取区域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与ＧＤＰ的比值

来体现；⑤政府研发资助（ＧＯＶ），以地区研发支

出中的政府投入比重衡量。

３．３　数据来源与检验

实证研究 选 择 中 国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 省 际 面

板数据，考虑到 相关 统 计 口 径 的 一 致 性 和 数 据

的可获得性，剔除了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等省

区数据，最终选 取 研 究 样 本 共３０个 省 区（描 述

性统计见表１）。数据来源主要为《中国互联网

统计报 告》《中 国 统 计 年 鉴》《中 国 科 技 统 计 年

鉴》等。为了预判宏观数据的时间趋势干扰，本

研究 做 了 单 位 根 检 验，结 果 显 示，数 据 一 阶 平

稳；同时，ＫＡＯ检验发现，核心变量之间存在均

衡稳定关系，满足模型回归要求。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Ｎ＝３６０）

变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平稳性检验

ＴＥＣ　 ２.３９３　 ０.０１４　 ０.３０１　 ０.３４９ 一阶平稳

ＲＤ　 ０.８９５　 ０.０５２　 ０.２９１　 ０.１６５ 一阶平稳

ＩＮＴ－１　 ２.２０８　 ０.０５１　 ０.４３３　 ０.２３８ 一阶平稳

ＩＮＴ－２　 １５.０７２　 ６.６８８　 １２.８２８　 １.８１４ 一阶平稳

ＩＮＴ－３　 ８.９６２　 ３.８２６　 ６.３２５　 ０.８６２ 一阶平稳

ＵＲＢ　 ０.８９６　 ０.２８２　 ０.５３０　 ０.１３４ 一阶平稳

ＨＵＭ　 １２.６７５　 ６.７６４　 ８.８２３　 ０.９６７ 一阶平稳

ＭＡＲ　 ０.１６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４ 一阶平稳

ＴＥＩ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一阶平稳

ＧＯＶ　 ０．６０８　 ０．０６９　 ０．２１６　 ０．１２３ 一阶平稳

４　实证结果

４．１　基础研究与技术水平之间的线性关系

经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以固定效应模型判断基

础研究与 区 域 生 产 技 术 水 平 之 间 的 线 性 关 系

（见表２）。由 表２中 模 型Ｌ１可 知，基 础 研 究

（ＲＤ）对区域生产技术水平（ＴＥＣ）的 影 响 弹 性

系数为０．０４６，且通过了１０％显著性水平检验，

反映了创新价值链上下游之间存在正向迭代关

系。这与经验 性 判 断 相 符，即 在 创 新 型 国 家 建

设驱动下，基础研究是创新价值链的技术来源，

只有通过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推动技术成果转

化与效率提升，才 能 实 现 创 新 价 值 链 的 显 性 回

报，体现了基 础 研 究 的 重 要 性。这 一 结 果 验 证

了创新价值链的纵 向 迭 代 机 制，基 础 研 究 能 力

的提升，有利于加速技术创新，新技术应用衍生

出新的生产关系，更新替代低效率生产模式，实

现技术进步和效率变革，形 成“创 造 性 破 坏”的

内生演进逻辑。

控制变 量 估 计 结 果 显 示：①城 市 化 水 平

（ＵＲＢ）对区域生产技 术 水 平 的 影 响 并 不 显 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中 国 城 市 化 水 平 已 经 相 对 较

高，发展趋势出现边际递减，因此对技术产业化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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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生产系统中，令投入集合ｘ∈Ｒ，产出集合为ｙ∈Ｒ，生产
边际扩张过程中的要素投入增加 率 为ρ，则 边 际 前 沿 面 距 离 函 数
为：Ｄｉ（ｘ，ｙ）＝ｍｉｎ［ρ∶（ｘ／ρ，ｙ）∈ （Ｅ，Ｔ）］，其中，Ｅ为固定规模
报酬的 技 术 效 率，Ｔ 为 技 术 进 步 条 件，以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方 法 测 算 全
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贡献Ｍ（Ｅ，Ｔ），其优点在于能够有效测算时间
变化的效率演进。

以高校Ｒ＆Ｄ经费支出衡量创新活动中的资本投入水平

Ｋｉｔ，以高校Ｒ＆Ｄ人员全时当量体现创新活动中人力资本投入水
平Ｌｉｔ，以高校专利授权 数 量 作 为 创 新 产 出 指 标Ｙｉｔ，设 计 超 越 对

数生产函数模型：ｌｎＹｉｔ＝β０＋β１ｌｎＫｉｔ＋β２ｌｎＬｉｔ＋
１
２β３

（ｌｎＫｉｔ）２＋

１
２β４

（ｌｎＬｉｔ）２＋β５ｌｎＫｉｔｌｎＬｉｔ ＋ｖｉｔ －ｕｉｔ，其 中，ｖｉｔ ～ Ｎ（０，σ２ｖ）；

ｕｉｔ～Ｎ＋ （ｍｉｔ，σ２ｉｔ）以待估参数测定得到区域创新效率；β０ 表示截
距项；β１～β５ 均表示系数。

ＩＮＴ－１和ＩＮＴ－３变量数据在回归时，取自然对数处理。



的影响并不显著；②人力资本条件（ＨＵＭ）对技

术水平具有显著积 极 影 响，说 明 智 力 投 入 依 然

是生产技术水平提升的关键；③技 术 交 易 活 跃

度（ＭＡＲ）对生产技 术 效 率 提 升 同 样 具 有 显 著

正向作用，说 明 从 技 术 创 新 到 产 业 化 应 用，依

然需要耦合 转 化 媒 介，释 放 技 术 交 易 价 值；④
外部技术 引 进（ＴＥＩ）对 技 术 水 平 的 影 响 同 样

显著为正，说 明 内 外 技 术 势 差 驱 动 下，适 度 学

习外部先进创新经验，仍然能够加速国 内 技 术

进步和效率提升；⑤政府研发资助（ＧＯＶ）对 技

术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并不能因此 认 为 外

部干预无效，政府研发资助更多投入于 科 研 机

构的基础研究，并非激励市场化技术应 用 与 效

率竞争。

表２　创新价值链的内生驱动检验结果（Ｎ＝３６０）

变 量

弹 性 系 数
ＦＥ

模 型Ｌ１
内 生 性 检 验

ＧＭＭ模 型Ｌ２
稳 健 性 检 验

ＱＲ模 型Ｌ３

ＴＥＣ（－１） － ０.５１４＊ －
（１.８４８）

ＲＤ　 ０.０４６＊ １.７３９＊＊＊ ０.４３２＊＊＊

（１.６９８） （４.１３１） （２.８３７）

ＵＲＢ －１.８４９ －２.１７１　 ０.９０２
（－０.５８０） （－０.２９２） （１.２０３）

ＨＵＭ　 ０.０７６＊ －０.１８５＊＊＊ －０.０９８
（１.８３７） （－３.６８８） （－０.９８３）

ＭＡＲ　 １.６１７＊＊ １８.０１２＊＊＊ ０.４０８＊＊＊

（２.１５０） （３.２２７） （２.６４８）

ＴＥＩ　 ０.４７６＊＊ １９.８５０＊＊＊ －２.８８６
（２.３２２） （３.２４３） （－１.１３７）

ＧＯＶ －０．１２２ －０．４８２ －３．３３９
（－０．８８２） （－１．１０１） （－１．３７２）

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 １１．２７９ －
（Ｐｒｏｂｌｅ） （０．９８０）

变 量

弹 性 系 数

动 态 检 验

模 型Ｄ１
内 生 性 检 验

模 型Ｄ２
稳 健 性 检 验

模 型Ｄ３

ＲＤ１０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３５４＊＊＊］

α１ －１.９９０ －２.０４２ －１.５４６
（－１.３６５） （－１.２５６） （－１.１１５）

ＲＤ２１ （０.３５４＊＊＊，０.３８５＊＊＊］ （０.３５４＊＊＊，０.３８５＊＊］（０.３５４＊＊＊，０.３８５＊＊］

α２ －０.２２６＊＊＊ －０.２３４＊＊＊ －０.２０２＊＊＊

（－３.３９６） （－３.４３８） （－２.９５６）

ＲＤ３２ （０.３８５＊＊＊，０.４４０＊＊＊］ （０.３８５＊＊，０.４４０＊＊］ （０.３８５＊＊，０.５１２＊］

α３ ７.２０４＊＊ ７.７０２＊＊ ６.８３３＊

（２.０３１） （２.０１２） （１.８１７）

ＲＤ４３ （０.４４０＊＊＊，＋∞） （０.４４０＊＊，＋∞） （０.５１２＊，＋∞）

α４ ６．３７８＊＊ ６．６３０＊＊ ５．９８５＊

（２．０２１） （１．９３１） （１．８９８）

注：＊、＊＊、＊＊＊分 别 表 示 在１０％、５％、１％水 平 上 显 著；下 同。ＲＤｎ＋１ｎ 表 示 基 础 研

究 水 平 的 不 同 门 槛 区 间；动 态 驱 动 检 验 结 果 中 控 制 变 量 不 再 显 示 赘 述。

　　为了降低核心 解 释 变 量 的 内 生 性 干 扰，在

计量模型中考察了相关控制变量的影响；同时，

以差分ＧＭＭ模型进一步验证线性估计结果的

可信度（见表２中模型Ｌ２）。结果发现，在排除

技术水平滞后一阶 影 响 后，基 础 研 究 对 技 术 水

平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且通过了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检

验。由此说明，线 性 估 计 结 果 合 理 控 制 了 内 生

性影响。同时，以 分 位 数 回 归 检 验 宏 观 数 据 回

归中是 否 存 在 时 间 趋 势 影 响（见 表２中 模 型

Ｌ３）。结果 显 示，核 心 解 释 变 量 基 础 研 究 和 被

解释变量技术 水 平 之 间 保 持 显 著 正 相 关，与 固

定效应模型输出结 果 一 致，由 此 验 证 了 线 性 估

计结果的稳健度。

４．２　创新价值链的动态驱动轨迹

以 Ｈａｎｓｅｎ门 槛 估 计 模 型，检 验 基 础 研 究

对技术水平的动态迭代驱 动 影 响（表２中 模 型

Ｄ１）。结果 显 示，基 础 研 究 与 技 术 水 平 之 间 并

非简单的线性驱动 关 系，二 者 之 间 的 共 生 演 化

存在 较 为 复 杂 的 三 重 门 槛 （０．３５４，０．３８５，

０．４４０）特征①。当基础研究水平处于［０，０．３５４］

区间时，对技术水平的影响为负向且不显著；当
基础研究水平处于（０．３５４，０．３８５］区间时，对技

术水平造成了显著 抑 制 性 影 响；基 础 研 究 水 平

提升至（０．３８５，０．４４０］区间时，对技术水平的影

响变为正向显著；当 基 础 研 究 水 平 进 一 步 提 升

超过０．４４０门槛阈值后，对技术水平的影响弹

性系数为６．３７８，且 通 过 了５％显 著 性 水 平 检

验。

上述动态演化轨迹说明，基础研究对技 术

水平的影响存 在 特 殊 的 门 槛 效 应，起 步 阶 段 基

础研究重在知识积 累，技 术 应 用 和 成 果 转 化 有

限，难以释放 效 率 溢 出，甚 至 在 研 发 试 错 阶 段，

还会造成一定的“挤出效 应”，反 而 不 利 于 生 产

技术水平提升，但 这 并 不 能 淹 没 基 础 研 究 的 重

要性；相反，当基础研究水平超过特定门槛阈值

后，就会释放积极的技术溢出红利，激励技术进

步和效率提 升。这 一 结 果 与 理 论 解 释 相 吻 合，

反映了创新价 值 链 的 动 态 迭 代 规 律，即 基 础 研

究是创新价值链的 核 心 根 基，但 由 于 基 础 研 究

投入 大、风 险 高，往 往 存 在 投 入 产 出 的 不 确 定

性，只有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并积累到一定程度，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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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假设解释变量基 础 研 究 对 技 术 水 平 的 影 响 存 在 差 异 性
门槛效应，则有 Ｈ０：α１＝α２，相应 的 否 定 假 设 为 Ｈ１：α１≠α２，构 建

统计量：Ｆ＝Ｓ０
（γ）－Ｓ１（γ）
σ２

，其中，Ｓ０（γ）和Ｓ１（γ）分别表示在 Ｈ０

和 Ｈ１的假设条件下，以参数估计 得 到 的 残 差 平 方；σ２ 作 为 假 设

１条件下由参数估 计 得 到 的 残 差 方 差。根 据 Ｈａｎｓｅｎ检 验 方 法，
借助“自举法”模拟检验似然比５００次，结合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的ｐ值与

Ｆ 值，从而测算得到拒绝 原 假 设 的 概 率 值，以 此 检 验 基 础 研 究 对
技术水平影响门槛阈值的合理性与显著性。当出现三重门槛时，
说明基础研究影响的非线性轨迹存在３个拐点，基础研究对技术
水平的影响弹性 系 数 在４个 不 同 门 槛 区 间 存 在 显 著 差 异，目 前

Ｈａｎｓｅｎ非线性回归技术最多可识别三重门槛。



才能提高技术研发 的 成 果 转 化 水 平，实 现 技 术

创新和新技术应用，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淘汰低

效运行模式，推动效率变革和创新回报，逐步释

放内生驱动 力。从 全 国３０个 省 区 的 统 计 情 况

来看，北京、江 苏 等２２个 省 区 的 基 础 研 究 水 平

已经越过门 槛 阈 值０．３８５，步 入 创 新 价 值 链 的

正向溢出通道，但仍有内蒙古、新疆等８个省区

的基础研究水平低于正向溢出门槛。

非线性估计 的 内 生 性 检 验 缺 乏 替 代 模 型，

借鉴韩先锋等［２８］的研究经验，对动态解 释 变 量

滞后一阶（表２中模型Ｄ２），判断模型输出是否

存在内生性 干 扰。结 果 显 示，基 础 研 究 对 技 术

水平的动态驱动轨迹依然保持先抑后扬的三重

门槛特征。进一步删去技术水平最高和最低的

两个省区，降 低 极 值 数 据 干 扰，以２８个 省 区 的

面板数据检 验 非 线 性 输 出 结 果 的 稳 健 性（表２
中模型Ｄ３），创 新 价 值 链 的 动 态 驱 动 轨 迹 与 模

型Ｄ１高度 相 似，进 一 步 支 撑 了 模 型 输 出 的 可

信度。

４．３　“互联网＋”对创新价值链的迭代溢出影响

从基础研究到技术进步，创 新 价 值 链 的 纵

向传 导 呈 现 出 非 线 性 演 化 规 律，因 此“互 联

网＋”在嵌入 创 新 价 值 链 的 过 程 中，可 能 衍 生

出较为复 杂 的 动 态 迭 代 溢 出 效 应。由 于 互 联

网发展具有多维度象限，计量模型从３个 维 度

分解 评 价 互 联 网 发 展 水 平：基 础 建 设 程 度

（ＩＮＴ－１）、普 及 率（ＩＮＴ－２）和 开 发 应 用 价 值

（ＩＮＴ－３），分 别 承 接 互 联 网 发 展 的 基 础 端、客

户端和市场端。进一步通过三维拟合发 现（见

图２），互 联 网 的３项 评 价 指 标 存 在 一 定 的 空

间离散差异，说明互联网发展可能存在 不 均 衡

性，这为揭示“互联网＋”的迭代创新溢出 效 应

提供了分层研究依据。

图２　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三维分解
　

首先，将 互 联 网 基 础 建 设 水 平（ＩＮＴ－１）作

为门槛调节变量，以基础研究为动态解释变量，
技术水平为被解释 变 量，以 动 态 门 槛 模 型 考 察

互联网基础建设水平对创新价值链的迭代溢出

影响（见 表３）。由 表３可 知，结 果 呈 现 出 较 为

复杂的非线性调节 轨 迹，互 联 网 基 础 建 设 水 平

的三重门槛（１２．３１５，１２．８７３，１３．３３４）均通过了

显著性 水 平 检 验（表３中 模 型 Ｔ１－１）。“互 联

网＋”对创新价 值 链 的 迭 代 溢 出 效 应 检 验 结 果

见表４。由表４可 知，当 互 联 网 基 础 建 设 水 平

处于 第 一 门 槛 区 间［０，１２．３１５］时，基 础 研 究

对技术 水 平 的 影 响 并 不 显 著（表４中 Ｔ１－１）；

当互联网基 础 建 设 水 平 提 升 至 第 二 门 槛 区 间

（１２．３１５，１２．８７３］时，基 础 研 究 对 技 术 水 平 的

影响弹 性 系 数 变 为－０．３１９，且 通 过 了１％显

著性水平检验；但此时也出现了先抑后 扬 的 拐

点门槛，当互联网基础建设水平提升至 第 三 门

槛 区 间 （１２．８７３，１３．３３４］和 第 四 门 槛 区 间

（１３．３３４，＋∞），基础研究对技术水平均释放了

积极的迭代溢出影响。采用动态解释变量滞后

一阶的内生性检验结果见模型Ｔ１－２，２８个省区

面板数据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模型Ｔ１－３，均和

门槛调节模型Ｔ１－１输出结果保持高度一致。
表３　“互联网＋”调节影响的门槛阈值估计及

检验结果（Ｎ＝３６０）

门槛调节模型 门槛检验 γｎ估计值 Ｆ值 ｐ值

ＩＮＴ－１
门槛调节

模型Ｔ１－１

单一门槛η１ １２.３１５　 １２.８５９＊＊＊ ０.０００

双重门槛η２ １２.８７３　 １２.６９７＊＊＊ ０.００３

三重门槛η３ １３．３３４　 ６．１３７＊＊ ０．０３７

内生性检验

模型Ｔ１－２
单一门槛η１ １２.３１５　 １１.４７６＊＊＊ ０.０００

双重门槛η２ １２.６３４　 １６.２４９＊＊＊ ０.０００

三重门槛η３ １３．９９４　 ３．３５８＊ ０．０９３

稳健性检验

模型Ｔ１－３
单一门槛η１ １２.４５０　 ９.１５３＊＊＊ ０.０００

双重门槛η２ １２.８７３　 ５.９２１＊＊＊ ０.０１０

三重门槛η３ １３．８６９　 ７．６３５＊＊＊ ０．００７

ＩＮＴ－２
门槛调节

模型Ｔ２－１

单一门槛η１ ０.３０２　 ４３２.０４０＊＊＊ ０.０００

双重门槛η２ ０.７１９　 １１.９８４＊＊＊ ０.０００

三重门槛η３ ０．８３０　 ５．８０３＊＊ ０．０３０

内生性检验

模型Ｔ２－２
单一门槛η１ ０.３０２　 ３５７.７９９＊＊＊ ０.０００

双重门槛η２ ０.７１９　 ９.９１３＊＊＊ ０.０１０

三重门槛η３ ０．８３０　 ４．２９５＊＊ ０．０４７

稳健性检验

模型Ｔ２－３
单一门槛η１ ０.３０２　 ５.５２７＊＊ ０.０２０

双重门槛η２ ０.７１９　 １７.０２６＊＊＊ ０.０００

三重门槛η３ ０．８３０　 ４２３．５６３＊＊＊ ０．０００

ＩＮＴ－３
门槛调节

模型Ｔ３－１

单一门槛η１ ５.７２９　 １０９.２５９＊＊＊ ０.０００

双重门槛η２ ６.５９０　 ４３.０３４＊＊＊ ０.０００

三重门槛η３ ７．１４７　 ２４．８６８＊＊＊ ０．０００

内生性检验

模型Ｔ３－２
单一门槛η１ ５.７１９　 ９１.６９４＊＊＊ ０.０００

双重门槛η２ ６.５９０　 ４０.８７８＊＊＊ ０.０００

三重门槛η３ ７．１４７　 ２６．３３１＊＊＊ ０．０００

稳健性检验

模型Ｔ３－３
单一门槛η１ ５.９５７　 １５３.１５１＊＊＊ ０.０００

双重门槛η２ ７.０６３　 ３０.９２１＊＊＊ ０.０００

三重门槛η３ ７．６９３　 １７．６１８＊＊＊ ０．０００

注：估计结果取稳健性标准差；ＢＳ次数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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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互联网＋”对创新价值链的迭代溢出效应检验结果（Ｎ＝３６０）

弹性系数

α

ＩＮＴ－１ ＩＮＴ－２ ＩＮＴ－３

模型Ｔ１－１ 模型Ｔ１－２ 模型Ｔ１－３ 模型Ｔ２－１ 模型Ｔ２－２ 模型Ｔ２－３ 模型Ｔ３－１ 模型Ｔ３－２ 模型Ｔ３－３

ＩＮＴ１０－α１ －２．３３４ －２．７２５＊ －１．５３６ －０．８０１ －０．８０３ －０．１５６ －２．６１４＊＊ －２．６５５＊＊ －２．３５１＊＊

（－１．５８８） （－１．６８７） （－１．０６８） （－０．７０７） （－０．６２１） （－０．１３４） （－２．２９６） （－２．１３０） （－２．１０３）

ＩＮＴ２１－α２ －０．３１９＊＊＊ －０．３０８＊＊＊ －０．２８１＊＊＊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４
（－４．９３７） （－４．７５２） （－４．３２６） （－２．２４７） （－２．２９８） （－２．３８６） （０．４９０） （０．４３７） （０．７４３）

ＩＮＴ３２－α３ ７．１３１＊＊ ８．０７４＊ ６．８３２＊＊ ２．３２０　 ２．４３３　 １．９４８　 ５．１７２＊＊ ５．５８９＊＊ ３．６３３
（２．０６５） （１．９３１） （２．０２６） （０．９３９） （０．９２２） （０．７６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８５） （１．３９７）

ＩＮＴ４３－α４ ６．５６１＊ ８．８９４＊＊ ４．４５８　 ５．３３４＊＊ ５．６０４＊＊ ５．５３９＊＊ ６．５７６＊＊＊ ６．６８５＊＊＊ ６．５８３＊＊

（１．７８３） （２．４８５） （１．３５２） （２．５４４） （２．４９８） （２．５３２） （２．８０６） （２．６６８） （２．３４５）

注：ＩＮＴｎ＋１ｎ －αｎ＋１ 表示互联网发展水平在不同门槛区间时，基础研究对技术水平的影响弹性系数差异，控制变量估计结果不再赘述。

　　其次，将 互 联 网 普 及 水 平（ＩＮＴ－２）作 为 门

槛调节变量，检验其 对 创 新 价 值 链 的 迭 代 溢 出

影响（模型Ｔ２－１）。结果发现，在互联网普及率

水平处于第一门槛区间［０，０．３０２］时，基础研究

对技术水平的影响 并 不 显 著；当 互 联 网 普 及 率

水平提升至第二门槛区间（０．３０２，０．７１９］时，基

础研究对技术水平 的 影 响 变 为 负 向 抑 制；当 互

联网普及率水 平 提 升 至 第 三 门 槛 区 间（０．７１９，

０．８３０］时，基础 研 究 对 技 术 水 平 的 影 响 变 为 正

向不显著；当互联网普及率水平超过０．８３０后，

基础研究对技术水平的影响弹性系数为５．３３４，

迭代溢出效应变为正向显著。

最后，以 互 联 网 开 发 应 用 价 值（ＩＮＴ－３）作

为门槛调节变量，创 新 价 值 链 的 迭 代 溢 出 影 响

依然存在三 重 门 槛（５．７２９，６．５９０，７．１４７）规 律

（模型Ｔ３－１）。系统输出显示，互联网开发应用

价值处于第一门槛区间［０，５．７２９］时，基础研究

对技术水平的影响弹性系数为－２．６１４，通过了

５％显著性水平检验；当互联网开发应用价值提

升至第二门槛区间（５．７２９，６．５９０］时，基础研究

对技术水平的影响 不 显 著；当 互 联 网 开 发 应 用

价值 超 过６．５９０后，在 第 三 门 槛 区 间（６．５９０，

７．１４７］和第四门 槛 区 间（７．１４７，＋∞），基 础 研

究对技术水平的影 响 弹 性 系 数 变 为 正 向 显 著，

实现正向迭代驱动。

３项维度 检 验 结 果 显 示，无 论 是 互 联 网 基

础建设水平、互联网 普 及 率 还 是 互 联 网 开 发 应

用价值，对创新 价值 链 的 迭 代 溢 出 影 响 均 呈 现

出先抑后扬的Ｕ形动态演化特征，这一共性规

律说明，互联网发展初期，基础研究对技术水平

的影响并不显著，不 仅 难 以 驱 动 技 术 进 步 和 效

率提升，甚至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屏蔽了基

础研究向技 术 应 用 的 耦 合 通 道。然 而，当 互 联

网发展水平逐步提 升 超 过 特 定 门 槛 阈 值 后，就

能形成规模化网络，提升信息传播效率，逐步完

善通讯系统，促 进 知 识 传 递 和 基 础 研 究 的 经 验

分享，实现互联网耦合的市场化应用，从而加速

效率竞争与技术拓 扑，推 动 从 基 础 研 究 到 技 术

进步的双轨 驱 动，释 放 动 态 迭 代 溢 出 效 应。同

时，“互联网＋”所放大的效率竞争空间，能够逆

向激励从基础 研 究 到 技 术 应 用 的 耦 合 转 化，缩

短创新价值链的迭 代 周 期，加 速 纵 向 传 导 与 竞

争替代，赋能效 率 变 革 与 创 新 颠 覆，扩 大“互 联

网＋”溢出空间。结合创新价值链的 Ｕ形传导

轨迹来看，“互联网＋”和 创 新 价 值 链 驱 动 之 间

存在一定的共振效 应，互 联 网 发 展 在 初 级 阶 段

难以改变低水 平 基 础 研 究 的 无 效 投 入，只 有 互

联网发展水平和基础研究双向高过特定门槛阈

值，才能实现共轨驱动，加速从基础研究到技术

进步的效率提升，最 终 撬 动 创 新 价 值 链 的 正 向

溢出红利。

对比发现，３项维度的调节差异在于，转负

为正的门槛阈值有所不同，以２０１８年３０个 省

区数据统计所 对 应 的 区 域 分 解 见 表５。由 表５
可知：①在互联网基础建设维度（ＩＮＴ－１），２６个

省区均已跨入互联网基础建设的正向迭代创新

溢出水平，仅有宁夏、海南等４省区处于负向溢

出或不显著水平，需要加快新基建，驱动地区创

新能力 提 升。②在 互 联 网 普 及 率 维 度（ＩＮＴ－
２），依然有江西、安徽等８个省区尚未达到正向

迭代溢出水平，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普及率低

于门槛水平的 省 区 并 非 都 是 西 部 地 区，反 而 存

在河南、湖北 等 中 部 人 口 大 省。可 能 的 原 因 在

于，人口基数 较 大，互 联 网 普 及 率 相 对 较 低，在

一定程度 放 缓 了“互 联 网”的 迭 代 创 新 溢 出 效

应。③在互联网开发应用维度（ＩＮＴ－３），青海、

宁夏和海南３省区依然处于负向溢出或不显著

水平，其余２７个省区已经迈入创新价值链的正

向迭代溢出轨道，体 现 了 中 国 互 联 网 的 商 业 价

值空间巨大。整 体 来 看，新 时 代 中 国 的 互 联 网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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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有 利 于 撬 动 创 新 价 值 链 的

迭代溢出效应，但 在３个 分 项 维 度 上 存 在 非 均

衡差异，特别要重视互联网普及率局部提升，实

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表５　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创新价值链迭代

　　溢出的区域分解（Ｎ＝３６０）

门槛调节

溢出效应

互联网基础

建设水平
（ＩＮＴ－１）

互联网

普及率（ＩＮＴ－２）

互联网开发

应用价值
（ＩＮＴ－３）

负向溢出（α＜０；
ｐ＜０.１）或不显著
（ｐ＞０．１）

宁 夏、天 津、
海南、青海

江 西、安 徽、湖 南、
黑 龙 江、湖 北、新

疆、河南、云南

青海、宁夏、海
南

临界门槛阈值η １２．８７３　 ０．８３０　 ６．５９０
正向溢出（α＞０；
ｐ＜０．１）

其余２６省区 其余２２省区 其余２７省区

５　结语

本研究发现，创新价值链的纵向传导过 程

中，基础研究与技术 水 平 之 间 并 非 简 单 的 线 性

驱动，而 是 存 在 较 为 复 杂 的 Ｕ形 迭 代 规 律，基

础研究在起步阶段 难 以 释 放 技 术 绩 效，当 且 仅

当基础研究水平超 过 一 定 阈 值 后，才 会 有 效 驱

动技术进步与效率 变 革，释 放 创 新 价 值 链 的 迭

代溢出红利。同 时，“互 联 网＋”对 创 新 价 值 链

的迭代溢出影响具 有 显 著 门 槛 调 节 效 应，只 有

互联网发展水平超 过 特 定 门 槛 阈 值，才 能 撬 动

从基础研究到技术 进 步 的 转 化 溢 出 效 应，加 速

创新迭代。进一 步 对 比 发 现，“互 联 网＋”的 门

槛调节效应在互联 网 基 础 建 设 水 平、互 联 网 普

及率和互联网开发应用价值３项维度均呈现出

一定的非均衡性，导 致 了 地 区 间 创 新 价 值 链 的

空间溢出差异。

本研究结论所蕴含的管理启示在于：①坚

持并强化基础研究是开启创新价值链内生驱动

的调控器。当前多数省区基础研究水平已经步

入创新价值链的正向驱动轨道，但仍有内蒙古、

新疆等８个省区的基础研究水平低于门槛阈值

０．３８５，处于创新转化瓶颈期，必须坚持强化基

础研究的长期投入，给 予 科 研 人 员 充 分 的 自 主

能动空间和积极的 工 作 氛 围，摒 弃 短 期 绩 效 考

核，切实提升底层研发水平，才能跨越不断试错

的转化门槛，激励从 基 础 研 究 到 技 术 进 步 的 创

新源动力。②“互联网＋”与基础研究的共轨驱

动有助于加速创新迭代。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竞

争中破解“卡脖子”瓶 颈，应 还 本 溯 源，将“互 联

网＋”翘板从单纯的商业经济转向科技建设，加

速新基建和５Ｇ迭 代，继 续 提 高 互 联 网 普 及 率

和使用水平，打破低效管控壁垒，深化互联网的

技术价值开发，将 互 联 网 发 展 嵌 入 全 周 期 创 新

价值链，推动 自 主 创 新 和 科 技 进 步。③差 异 性

的互联网发展策略有助于推动区域间协同创新

发展。宁夏、海 南 等４省 区 的 互 联 网 基 础 建 设

水平低于正向创新 溢 出 水 平，应 加 速 西 部 地 区

新基建进程，补齐互联网硬件基础短板，为创新

追赶和弯道超车提供加速轨道；河南、湖北等８
个省区的互联 网 用 户 普 及 率 依 然 较 低，难 以 有

效驱动创新价值链 优 化，在 人 口 基 数 较 大 和 老

龄化趋势下，互 联 网 用 户 普 及 率 仍 有 进 一 步 提

升空间；青海、宁 夏、海 南３省 区 互 联 网 开 发 应

用价值不足，可以通过深化市场化开放，激励互

联网的技 术 应 用 与 商 业 开 发，逆 向 撬 动“互 联

网＋”的创新驱动力。

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包括３个方面：①通 过

剖析基础研究 与 技 术 水 平 之 间 的 转 化 关 系，以

实证研究刻画创 新 价 值 链 的 非 线 性 传 导 轨 迹，

为加速创新驱动 扩 展 出 动 态 经 验 启 示；②以 门

槛调节模型检验“互联网＋”赋能基础研究驱动

技术进步与效率变革的门槛特征，从而找出“互

联网＋”的创新驱动支点；③分解“互联网＋”在

基础建设水 平、用 户 普 及 率 和 开 发 应 用 价 值３
项维度的调节差异，由此为 协 同“互 联 网＋”的

分向创新驱动力提供异质性策略。

本研究的局限及扩展空间在于：以宏观 省

际面板数据检验“互联网＋”对创新价值链的动

态迭代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限于省域层面，若能

探索以跨 国 面 板 数 据 和 微 观 面 板 数 据 加 以 检

验，则 有 助 于 扩 展 出 更 为 丰 富 的 解 释 界 面；同

时，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未来３项维度可能不

足以解释“互联网＋”的 分 向 创 新 驱 动 力，如 何

科学分解“互联网＋”的 内 生 结 构 影 响，将 是 后

续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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