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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

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强化企业科技

创新主体地位……”②。同时，从国家创新体系的组成

部分看，企业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体，其创新能力

是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但我国企业长期存在

研发投入强度低、自主创新能力弱等问题，导致我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不足，迫切需要通过提高

企业创新能力解决“卡脖子”难题。而技术市场发展

能够加快创新要素的集聚、流动和配置（肖小虹等，

2022），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戴魁早，2018），提高科技

创新的效率，从而有可能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因此，

本文研究聚焦挖掘技术市场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

作用机理，揭示技术市场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

响效应，以期为构建更具活力的科技创新生态、优化

技术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

实践指引。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现有研究主要从内部结构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

两个角度开展企业创新相关研究工作。内部结构因

素主要包括企业规模、产权性质、人工智能应用等。

周卫华等（2024）研究指出，高能力管理者能够通过

抑制研发操纵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李果和白云朴

（2024）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应用能显著提高制造企

业创新绩效，且动态能力在人工智能应用提升制造

企业创新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外部环境因

素主要包括宏观政策、市场环境、制度建设等。施建

军和栗晓云（2021）认为，政府补助规模与企业创新

能力之间存在“浅 U型”关系，政府补助只有大于一

定数值后才能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方先明和孟

可俊（2024）研究发现，科创板上市对科技型企业的

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任志成和陈一铭

（2024）研究指出，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

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现有关于技术市场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

个层面开展，从宏观层面看，多数研究着重于分析技

术市场发展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庄子银和段思

淼（2018）研究指出，技术市场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

影响，且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的影响弹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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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周俊亭等（2021）认为，区域技术市场发展有利于

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且不同区域技术市场对科技创

新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从微观层面看，现有研究

主要聚焦在分析技术市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

王冰（2021）研究指出，技术市场的直接技术吸纳能

正向促进企业创新，间接技术吸纳对企业创新有一

定的促进作用。张林等（2023）研究指出，技术市场发

展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且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正

向调节技术市场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

通过梳理和总结既有文献，发现前沿研究已从

诸多视角对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因素、技术市场发

展的影响效应开展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本文运用

2015-2023年技术市场与企业创新数据，实证检验

技术市场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机理。本

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一是重点关注技术市场发

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技术

市场发展对区域创新和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但相

关研究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认识不够深入，本文进一

步将其细化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三个

维度，不仅为科学评定技术要素市场发展提供了新

的视角，还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企业创新的相关研

究。二是基于企业所处地区、企业规模和宏观环境

视角分析和探讨了技术市场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影

响的异质性。

二、技术市场发展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理论分析

技术市场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科技成果交易的市场化平台，对我国科技创新和技

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多方的证实。通过对已有

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技术市场发展能通过为企业创

新提供外部知识和技术资源，加速技术转移、成果转

化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深化研发创新的专业化分工

三种方式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具体来看：

1.技术市场发展增加了创新资源供给，为企业

创新提供广泛选择和准确方向。技术市场通过汇集

大量的技术交易者、技术产品和技术服务，建立了包

括海量信息、技术和其他创新资源的资源池（Foss

等，2013），扩大了创新资源的普遍性和可用性，降低

其难获取性和难模仿性，企业在创新生产中可获得

的信息资源、知识要素、技术机会及技术可选性明显

增加（Feser，2002），预期可实现的技术改进水平显

著提升。另外，技术市场提供了发布、搜寻和交流技

术信息的信息交流平台（张汝飞等，2016），能够加速

创新主体间的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通过对各种创

新资源进行优化整合，提高企业对市场技术需求的

感知力，进而准确判断市场技术需求方向，促进企业

创新能力提高。

2. 技术市场发展促进了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

激励企业通过增加研发投入积极开展创新活动。技

术市场是技术资源交易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场所，

为技术、知识变现提供渠道。随着技术市场发展，

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性作用将得到明

显提升，创新资源能够高效流动和配置（宫汝凯，

2023），加快了技术产品交易速度和科技成果转化速

度。此时，科技成果的价格信号能准确反映其技术含

量和创新主体的创新效率，企业能通过技术市场及

时转让、出售技术产品或服务，进而获得高额的利润

回报，这种激励效应有助于提高企业研发积极性，为企

业研发投入带来充足的资金来源（高楠等，2017），直接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3.技术市场发展深化了研发的专业化分工，有助

于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和降低创新难度。技术市场发展

伴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技术交易参与主体和技术交

易量持续增长，深化了研发创新的劳动分工，进而形成专

业化分工生产网络（Lamoreaux和 Sokoloff，1996）。一

方面，专业化分工生产网络促进了知识、信息等创新

资源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流动和互动，产生知识溢

出效应，加速新创意和新想法的产生，有助于提高企业

技术创新和研发创新的效率，扩大了企业的创新产

出（白万平等，2022）；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网络降

低了企业技术创新难度，提高了创新发生的几率和

商业应用价值（王祖强和虞晓红，2004）。此外，专业

化分工还能通过强化内部网络关系，促进集群创新，

从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三、技术市场发展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模型构建

（一）样本选择

本文的研究样本来源于 2015-2023年在沪深 A

股上市的、获得各级政府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的

上市公司。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格认定标准为：“三年

一审”“一审管三年”，本文基于 CSMAR公司研究系

列中的资质认定数据库，选取在 2015-2017 年和

2018-2020年、2021-2023年三个时间段内均被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上市公司，共获得 705家公司的

样本，总计 6345个观测值。

（二）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了如下实证模型：

（1）

在该模型中，Innii,t(Innoi,t,Inne i,t)表示企业i在第 t
年的创新能力，涵盖创新投入（Inni）、创新产出

（Inno）和创新效率（Inne）；核心解释变量 techm,t代表

企业 i所在省份 m在第 t年的技术市场发展水平；
Contols表示控制变量；啄i为企业个体固定效应；着i,t

为随机误差项。系数 茁反映技术市场发展对企业创
新能力的影响程度，基于前文假设，预期 茁的系数显



著为正。

（三）变量定义

1.企业创新能力。本文采用三个指标综合衡量

企业创新能力，分别为创新投入（Inni）、创新产出

（Inno）和创新效率（Inne）。

2.技术市场发展。基于本文提出的技术市场发

展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假设，在技术市场发展水平量

化指标的选择上，需充分考虑其与各省份技术交易活

动联系的密切程度，要求既能描述技术市场发展的内

涵，又能充分反映各省份技术交易活动的全貌。鉴于技

术市场是技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柳卸林，2014），

技术市场合同金额能够真实反映区域技术商品的交

易情况，故本文参照陈蕊和王宏伟（2023）的研究，使

用技术市场输出地域合同金额与输入地域合同金额

之 和 来 代 表 各 省 份 技 术 市 场 发 展 水 平

（tech_index1），并以 2015年为基期对其进行不变

价处理后取自然对数。同时，为进一步提高估计结

果的准确性，本文采用经过不变价处理后的技术市

场交易额（tech_index2）作为技术市场发展水平的

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3.控制变量。为减少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

响，本文还选择了一些控制变量。本文涉及的所有

变量和具体测算方法如表 1所示。

（四）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上市企业财务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和

Wind数据库，企业专利申请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

据服务平台（CNDRS），技术市场相关数据来源于《中

国科技统计年鉴》。表 2列出了描述性统计情况。

四、技术市场发展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

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3为技术市场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回

归结果，考虑 tech_index1作为技术市场发展水平

的估计结果，表 3 第（1）-（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tech_index1 对 Inni的影响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

正，系数为 0.290；对 Inno的影响在 1%显著性水平

下为正，系数为 0.229；对 Inne的影响在 1%的显著

性水平下为正，系数为 0.153。这初步表明技术市场

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为进一

步验证上述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采用 tech_index2

度量的技术市场发展水平对模型（1）进行重新估计，结

果见表 3第（4）-（6）列。tech_index2对 Inni的影

响系数为 0.306，且在 1%水平上显著；对 Inno 的影

响系数为 0.233，并通过了 1%显著性水平检验；对

Inne的影响系数为 0.136，且在 1%水平上显著，再

次证明技术市场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积

极影响。

（二）内生性问题

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以缓解内生性问题，借

鉴张璇等（2019）的研究，手工搜集了各省份的接壤

省份，构建了工具变量 ivtech，即同一年度内某省

份所有邻接省份技术市场发展水平的平均值，结果见

表 4。通过表 4可以发现，工具变量 ivtech成功通过

了 K-P rk LM、C-D Wald F和 K-P rk Wald F 检验，且

tech_index1和tech_index2对Inni、Inno、Inne的回

归系数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这表明在控制内生

性问题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可靠。

表 3 全样本回归结果

注：*、**和 ***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以下各表同

表 1 模型变量介绍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7 基于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表 6 基于企业所处地区的异质性分析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采取更换核心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

性检验，并进行了样本替换。首先，更换被解释变量

的衡量方式：对于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三个指标，创

新投入（Inni）改用企业研发支出金额（R&D资金）的

自然对数来表示；创新产出（Inno）采用企业当年发

明专利申请数加 1后的自然对数值来表征；创新效

率（Inne）通过企业当年专利申请数与当年及前一年

研发支出之和除以期末总资产的比值加 1后取自然

对数来衡量，相关结果见表 5的第（1）-（3）列中。其

次，本文还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了替换。樊纲等

（2011）的研究从市场化的五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市场化进展情况，并建立了市

场化总指数和分项指数，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本文选择“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要素市场的发育

程度”这一分项指数（market）来代表技术市场发展

水平，回归结果见表 5第（4）-（6）列。最后，为了增强

研究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本文还特别选取了非国有

企业样本（非国有企业占全部样本数的比例为 69%）

进行单独回归，结果见表 5第（7）-（9）列。

经过对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的替换以及样

本的重新筛选，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技术市场的发展对

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从而验证

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四）进一步分析：异质性分析

1.基于企业所处地区的异质性分析。我

国技术市场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区域

技术差距大等问题，东部地区技术市场发展

水平相对成熟。据此，基于企业所处地理位

置，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与中西部，结果见表 6。

研究发现，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市场发展显

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及创新效

率；在中西部地区，该促进作用则明显减缩。

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产

业发达，科技人才集聚度高，企业对技术服务

和科技成果的需求大，能充分利用技术市场

实现科技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科技成果的有效

转化，从而更有效促进自身创新能力提升。

2.基于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从企业规模出

发，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将样本划分为大型

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结果见表 7。可以发现，技术市

场发展显著提升了大型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

和创新效率。可能的原因是，规模较

大的企业在人才、技术和资金等方

面的创新优势更加突出，而中小型

企业则与之相反，从而限制了自身

创新能力的提升。

3. 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高低

的的异质性分析。参考唐宜红等

（2018），基于地区知识产权制度的执

行力度，将样本划分为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较高和较低地区，结果见表 8。

可以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高的地区，技术市

场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及创新效率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低的地区，

表 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注：C-D Wald F统计量和 K-P rk Wald F统计量在 10%偏误下的临界值为 16.38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该影响系数均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在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低的地区，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

保护，创新成果更易被抄袭或剽窃，严重打击企业开

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使得技术市场发展对企业创

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五、主要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科

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议题，技术市场作为我国科技体

制改革的关键举措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鉴于此，本文考察了技术市场发展对微观企业创新

能力的驱动效应，结果如下：技术市场发展有助于促

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对东部地区、

大型企业更为明显。此外，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低

的地区，该促进作用难以发挥。

为充分激发技术市场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

进效应，全面推动中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要继续推进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扩大技术

市场规模和技术交易覆盖面。一方面，要健全技术

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促进新技术与新知识的流动、

扩散和运用，不断提升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

面，扩大技术市场规模，构建全国统一互联互通的技

术交易网络。依托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国家级和地方

级技术成果交易中心和技术交易所，提高科技成果

和科技要素的集聚程度。同时，基于已有的技术交

易网络平台，如“浙江网上技术市场”，充分利用“互

联网 +”等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统

一、高效、互联互通的技术交易网络，不断扩大技术

交易覆盖面和辐射范围。

2.基于企业所处地区和规模差异，发展技术市

场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措施应坚持“因地制宜”和

“因企施策”。对于东部地区，坚持促进技术市场的高

质量发展，持续完善技术产品交易机制，提升市场化

定价水平。对于中西部地区，继续完善技术市场机

制，扩大技术市场交易量，增强政策对科技资源的吸

引力，不断提高技术市场交易活跃度。对于大型企

业，充分发挥技术市场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

效应，加强科技交流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成果的转

移、转化和产业化。对于中小型企业，要积极响应技

术市场发展这一科技体制改革，通过技术市场提供

的外部知识和资源，深化产学研各环节的合作和交

流，弥补自身科技创新资源不足的劣势，弱化企业

“规模限制”的影响。

3.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高各地区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一方面，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科技手

段，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效率，规范知识产权执行方

式，丰富知识产权保护手段，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的投诉举报机制，严厉打击侵权主体，不断提高区域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另一方面，继续优化市场环境和

市场秩序，建立高水平、专业化的知识产权和科技成

果交易机制，搭建互联互通的知识产权信息网络体

系，优化技术交易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和制

度，强化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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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异质性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