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4

- 32 -

财政研发补贴的创新激励效应*

——来自中国规模种子企业的证据

刘春青 1 瑞胡 法 2 邓海艳 3 白 格 3

摘要： ， 子 力财政 发补贴政策 企业科技 工具 升中国种 企 技创新能研 作为激励 创新的政策 在提 业科

面发挥 要的作用方 着至关重 。本 于文研究基 2014－2021 中国年 2074 子家 企业的 查规模种 调 数据，实

对 子 。 ： 一，考 财政研发 贴 中 模种 企业 发投入 影 及 在作用机 研究结果表证 察 补 国规 研 的 响 其内 制 明 第

了 子 。 计研发补贴 模种 的自主研发 额与自主 发投资 量方法的财政 显著提升 规 企业 投资 研 强度 多种 稳健

一 。 二， ， 子验 支持这 财政研 补 要 过 解企业的 资约 进规模种 业增加性检 均 结论 第 发 贴主 通 缓 融 束 促 企

。 三， 对 一 ，研 投 财政研发 贴 私有企业 推 体化企 资有 正向影响 而其 发 入 第 补 与非育繁 业的研发投 显著

对 一 。 ，本 ， 对 子企业与育 推 体化 响则不显 研 认为 继 规模种 业国有 繁 企业的影 著 因此 文 究 续增加 企 的

力 子 力 ， 对 ，政 发 贴将助 种 业研 新能 的提 但需注 财 研 贴 企业影 的异质性 制财 研 补 企 发创 升 意 政 发补 响

对 ， ， 。性的政策 动中 业科技创新 进产业升定更有针 以更好地推 国种 并促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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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力 本力企业的 新能 是 家 进 的 量与决定 因素自主创 国 科技 步 基 性 。 子 术 力业的技 创 能 不仅种 企 新 影

子 长响 种 自身的 远 展着 企业 发 ，也对 子 力 、种 产业竞 业增效和 着决 作用争 增强 农 农民增收起 定性 。然

而，长 来期以 ，中国的农作 育种研 政府科研物 究主要由 单位承担， 子 力种 业的自 能 不强 看企 主创新 被

制作是 约中国种业发展 关键的 因素（钱虎君等，2010）。 升提 中 子 术 力国 企 的 新能 成为 障种 业 技 创 保

国家粮食 要任务安全的重 （ 蕊李欣 等，2015），也 子 本力国家 业科技创新 量和决定是促进 种 产 的基 性

因素（钱虎君等，2010）。 对 子家政策层 企 创新国 面 提升种 业 力能 了 度重视给予 高 ， 央中 “一 件号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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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多 （2016年、2020 ）年 提出，要 子强种增 企业育种创新 主体地的 位
①
。特 地别 ，2021年 7月 9日，

二十 议 议 了《 》中央全 深化改革委 会 审 通过 动方面 员会第 次 种业振兴行 案 ， 扶 、业 优 创新攻企 关等种

业振兴 动得以行 全面实施
②
。

力研发创新 是能 的提升 “ 大强做优做 做 ” 子 业的关种 企 键。然而， 子 力升 企 创新能 面 诸提 种 业 临

多挑战。 一第 ， 子种 企业 新不积创 极，研 投 足发 入不 。中 子 长国种 业 期企 具有多、小、散、 点弱的特 ，

力人 、 力财 投入不足， 生存 企业面临的 任务维持 往往是 主要 。 二第 ， 子种 业面临 难的问题企 着资金困 。

一 十种 开发往往 年甚至 年 续 入个优良品 的 需要几 几 的持 投 ， 子分种 项目 研发 每年需投 数百部 的 甚至 入

万元，一般 业 内源融资 道很难承担 的研发投企 依靠 渠 前期巨额 入， 来乏足 资源与资金故企业缺 够的 开

、研发活动 广研发展 推 成果（ 等程郁 ，2022）。 ，大因而 多 愿数企业更 以更便 格意 宜的价 直接 买购 新

种品 ， （不 自身投入 发与而 是 研 育种 焜黄季 等，2010； 焜黄 和胡瑞季 法，2023）。中国大 子中 企型种

业科技 入资金仅占 入的投 其销售收 2%～3%（钱虎君等，2010）。 来近年 ， 况有 善情 所改 。《2022年

中国农作物种业发展 告报 》显示，2021年中国种子企业科研总投入52 元亿 ， 子商品种占 销售额的7.2%③
，

子 较大但与 达 的 企 仍有 差距发 国家 种 业 。 三第 ，中 子国 种 管理体 欠完善现行 系 ， 权新 业 维创 企 难以 ，

子种 企业 新的积极性创 受到抑制（ 焜黄季 和胡瑞法，2023）。 当前为解决 制约 子种 企业 术技 创新 力能

，提升的多 面问题方 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激以 发 子种 企业 术 。新方面 积 这在技 创 的 极性 些

举 包括措 ：研发 金支资 持， 括直接补包 贴、税收优 和 贷惠 信 支持（李万君等，2021）； 权识产 保护知 ，

《 子 》《 》； ，如 人民共和 人民 国植物新品 护条例 鼓 科企合出台 中华 国种 法 中华 共和 种保 励 作 促进育

才、 术 （ ，种人 技 和 向 业流动资源依法 企 李立秋 2013）； ， 子建立创 基 实 室 立种 研发 新新 地和 验 设 创

， 、 才 ； 。 子基 实验室 提 研发场 设 和 人 支持 等等 些措施的目 企业提供地和 供 地 备 科研 这 标是为种 更好

， 力， 术 力。环境 其资金压 激 技 创新活的创新 缓解 发其

，也发补贴 激励企业 的 策工具 种业科 创 持 策 重要组成研 政策作为 科技创新 政 是中国 技 新支 政 的 部

，对 子 力 尤 。 ， 也分 提 企业科技 新能 具 为 键 用 作为全 种业最发达 国政府 致升种 创 有 关 的作 球 的国家 美

力 子补贴 支持种 企业 他创新者 农作物 的投资于通过研发 方式 和其 在 育种方面 （Fernandez-Cornejo，2004；

OECD，2017）。 （经 发 组织济合作与 展 OECD） ，的 示数据显 2019 ， 、 本年 美 德 日国 国和 这 3个研

较发支出 高 国家 向所有行 企业提 研 补的 分别 业 供 发 贴 228.2 、美元亿 24.2亿欧 和元 1147.2 。亿日元 这

当年企业 额的 分别为些补贴占 研发投资总 比例 4.5%、3.2%和 0.8%④
。 来也 了中 地方政府 年 实施国各 近

①
例如，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推进育繁推一体化，提升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保障国家种业安全”，

参见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6/content_5045927.htm；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生物

技术研发，大力实施种业自主创新工程”，参见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480477.htm。
②
资料来源：《五大行动全面启动 种业振兴顺利开局》，https://www.moa.gov.cn/ztzl/2021ncfzcj/202112/t20211224_6385443.htm。

③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2022：《2022中国农作物种业发展

报告》，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第 77页。

④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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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研各种形式 发补贴， 种 发展基如 业 金、 后补助研发 、 业 资 等种 专项 金 。 如例 ，2021年，吉林省

、财政厅 林省吉 村 、农业 厅 吉林 畜 局 科投公司 同出资农 省 牧 与省 共 3亿元 了设立 发展基金种业 ，以缓

子 业发解种 企 展 程中的过 资金 问题紧缺
①
。2019年，江 省水稻 通过商业 育西 种业企业 化育种选 31 省个

审新品种和 1个国审 品新 种， 一鼓 和 持这 成果为 励 支 ， 政拨财 款 670 元现代种 发展专 资 进万 业 项 金 行

补奖励后
②
。 州贵 于省 2016 了年启动 现 升工程代种业提 ，其 作物 创新中的国家农 育种 （企业）基地项

较 子 ， ，目用于支 有 强育 种 企业增 入 立商业 体系 每 项 央 资 高持 种基础的 强科研投 建 化育种 个 目中 投 最

达到 800万元
③
。 ，那么 一实施的 系 种业政府 列 财政 子研 补 策是否能 效促进种 企 种发 贴政 有 业开展育

研究？ 子政 发补 竟是激励种 投资更多 是挤出 发投资府的财政研 贴究 企业 还 其已有研 ？其 和作用机制 关

键因素是什么？

对 ， 术 一 较大 。一 ， ，关于研 补 业 主 发投入的 响 学 存在 的分 方面 有 究 为发 贴 企 自 研 影 界 直 歧 研 认

对 。 来 ，研发补贴 业的研发投 有正向激 府干 业研发行为 论依据 看政府 企 入行为具 励作用 从政 预企 的理

， 、场失灵 的研发投 以 到社会 研发水 而 补 通 弥补市场 灵 降市 导致企业 入水平难 达 最优的 平 研发 贴 过 失

本业研发投 成 等方 促 企 行研发投低企 资 式 使 业进 资（Bronzini and Piselli，2016；安同良和千慧雄，2021）。

（敏等解维 2009） 了 对 ， 对分析 贴 中 市公司研发 的影响 发 政府研 市企政府研发补 国上 支出 现 发补贴 上

了 。 一 ，也 ， 对业自 出 生 显著 作用 另 面 究 明 府研发补 企业 发支出主研发支 产 的激励 方 有研 表 政 贴 的研

。 术 ， 对具 挤出效 或 有 影响 尽管 创新可能会 升级并改 但企 度不有 应 没 显著 技 引发产业 善社会福利 业 高

一 （确定和 的科技创 并不 定 兴趣昂贵 新 有浓厚的 Tang et al.，2019；Gao et al.，2021）。 ，因而 获得研

来补 的企业 是简单 通 宜 政 研发补贴 代它 高风险研 创新项 上 研发 贴 可能只 地 过便 的 府 替 们在 发 目 的 发投

资（Zhou et al.，2020）。例如， 樟蒋 生（2021） 了研究 中国农 研发情况业企业的 ， 对贴 企发现政府补

了 。 （研发投入产 出效应 吴 峰和杨业的 生 挤 剑 震宁 2014）对 子、 、药 信息产 情 进行研电 制 业的研发 况

， 对 。政府的 发 企 的 新产出并 存在 的激励或 挤出效究 发现 研 补贴 业 创 不 显著 者 应 Zúñiga-Vicente et al.

（2014） 对 了就 府 补贴 企业 发投资影响 行 企业层 分析政 研发 研 的研究进 面的综述性 ， 近发现 60%的研

了 ， 了 ，究指 府研发补 促进 企 投资 其他 政 研发补 企业的 发 或出政 贴 业的研发 研究认为 府 贴挤出 研 投资

对 。业 发投资没 显著企 研 有 影响

术尽管学 界 绕围 财政 了较 ， 一发 贴 业研发投 之间的关系 深入的探研 补 与企 资 已展开 为 究 但仍有 定

： 一，的拓 间 第 现有围展空 绕 政财 对 ，对研发补 企业研 响的研究 于 造业企贴 发投资影 更多聚焦 制 业 以

子 。 ，企业为 表 业 业 析不足 同种 代 的农 企 分 时 财政 对 ， 、 、补贴 企业 发投资 影 因 行业研发 研 的 响 国家

， 较大 （地理 置与变量衡 不同 结果位 量方式等 存在 差异 Zúñiga-Vicente et al.，2014； 同良 慧雄安 和千 ，

①
资料来源：《吉林省全力以赴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http://agri.jl.gov.cn/xwfb/sxyw/202205/t2022

0520_8454995.html。
②
资料来源：《我省支持种业企业开展商业化水稻育种》，http://nync.jiangxi.gov.cn/art/2019/7/30/art_27776_1288248.html。

③
资料来源：《省农委关于做好2016年现代种业提升工程等建设项目申报储备工作的通知》，https://nynct.guizhou.gov.cn/

zwgk/xxgkml/snwwj/qnj/201710/t20171010_24816840.html。

http://nync.jiangxi.gov.cn/art/2019/7/30/art_27776_12882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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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对 子 。 二，因而 财 发补贴 中 种 企业 的效果与 可 存在异 现政研 国 研发投资 作用机制 能 质性 第

对 子 力 对 ，有围 政 持 策 企业创新 影响 究缺乏 影 机制的 注 用 层面的企 面绕 府支 政 种 能 的研 响 关 利 全国 业

，板数据开 验的文献 这使 府决策者很 整体上把 财政研 策的综展实证检 则更为罕见 得政 难从 握 发补贴政

。 三， 类 权 对合 第 有文献 不同 别 不 有 视 考察财政 发补 业企业研实施效果 鲜 从企业 与 同所 的 角 研 贴 农 发

。投资影 的 异响 差 鉴 此于 ，本 丰 ： 一， 对文研究 试在以下方 研究文献 研发尝 面 富现有 第 构建财政 补贴

，企业研发投 响的理论 架 并基资影 框 于 2014－2021 子 ，规模种 企 数 实证考年全国 业的面板 据 察财政

研发补贴 了政 激 还 挤出策是 励 是 子以种 业为 的农业企 代表 企 的研发 入业 投 ； 二，深 究财政研第 入探 发

子 。补贴影响种 背后的作企业创新 用机制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通过 补贴干预企 发投资行 的主要 在于市场 阻 企业达 最政府 研发 业研 为 理论基础 失灵可能 碍 到社会

优的 发研 水平（Arrow andWelfare，1962；Stiglitz，1988）。市 失 不仅与研 收益 完全占有场 灵 发 的不 性

， 对 。一 ， ，紧密相 还 研 为的高风 以及信息不 问题相关 有公 特征关 与 发行 险 称等市场 方面 研发具 共品

，这意味 业可能无 完全占 创新所产 利 从而可 其他企着企 法 有其研发 生的潜在 益 能出现 业“ 车搭便 ”的

。 一 ， 权 ， 本 也现 另 面 即使通 知识 护确保企 能获得 创 收 市场的不 善 可能导致象 方 过 产 保 业 其 新 益 资 完

具有社会 项目企业放弃 价值的研发 （Griliches，1986；Hall，2002）。一 言般而 ，政府提供 补贴的研发

大目 是支持 会价值而 意 展的研标 具有重 社 企业不愿 开 发项目，然而， 对鉴 研 动 信 不 称问题于 发活 的 息 ，

一 。 较策者 投入哪些 目或补 哪 企 不是 项简 的任务 获取 的资格和决 确定 项 贴 些 业并 单 研发补贴 条件往往

泛为广 ，且 间随时 、国家（地区） 动领域的 化而不和活 变 同（Zúñiga-Vicente et al.，2014）。 财为评估

、 ， 对 力政研发 同 间 不同 不同行 的 性 内 学者就财 研发 企业创新补贴在不 时 国家和 业 有效 国 外 政 补贴 能

了大 ， 未 一 （的影响 行 研 目前仍 达 致意见进 量 究 但 成 David et al.，2000）。

一，大 ，第 量 财政研发 企业 其研发投资研究表明 补贴能促进 增加 （例如Czarnitzki et al.，2011）。

一 ， 本、 ， ，方面 企业 发创新 伴随着高 但 于知识 性效应 新 可 会研 活动通常 成 高风险 由 的外部 创 成果 能

。 未 本 术，生溢出 这 味着 创新的同 业其他 业 以 创新企业 发明成 获得 新产 意 进行 行 企 能 低于 的 技 导致创

。 也 。 ，企业取 益低 会总收益 这 况 造成企 的创新 同时 企业 新得的创新收 于社 种情 业 投资不足 的研发创

动受到 源活 通用资 （如资金）和 资 的 制专业 源 限 （Jiang et al.，2018）。 杂随着研 产品 和研发难发 复 性

， 本 一 。 ， 对 ，的增加 资 进 加 因此 在 研发创新活 不确定性 难以度 投 成 步增 面 动的高度 时 企业通常 吸引

来 类外部资金 克 资源约束服这 （Czarnitzki et al.，2010）。 而因 ，政府 发补贴作 策常使用研 为创新政 工

， ， ，具 资助 展研发 新 缓 其 新资金约 激励 投入更多 发资金企业开 创 活动 解 创 束 企业 研 （ 伟伟 张吴 和 天

一，2021）。 ， （如 陈玲和 文辉例 杨 2016） ， 未 ，发现 与 研发补贴 获得 研发获得政府 的企业相比 政府

补贴的 平均多投企业 入 214 。 也 ，万元的 资金 研发 于 解企业 源约束 招自有研发 补贴 有助 缓 专业资 如 募

才（发研 人 Lazzarini，2015）。 一 ， 一 ，另 面 财政研 补贴 重要的信 传递媒 能 效 企方 发 是 种 号 介 有 改善

对 。 对 ， 权业与外 投资者间的 问题 当政 发放 补贴时 这相 威机构给 业部 信息不 称 府决定 企业 研发 当于 企

贴上“认可”标签， 术 双释放出基 用 技 认证 认证的 认 号于政府信 的 和监管 重 证信 （ 刚刚王 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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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力能够证明 受政 发补贴的 业具有 的 新 乐观的发 前景接 府研 企 强 创 能 和 展 （Feldman andKelley，2006）。

政府向 出的社会传递 “积极信号” 择规避 的逆向选 和 风险问题可有效 潜在 道德 （ 玥，郭 2018），降低

本（企 成业的融资 Montmartin andHerrera，2015）。 ， 也同时 财 贴 利于拓 的研发政研发补 有 宽企业 融

来 ， ， 、资 增 债 融资 获得 多风 资 银行贷 等源 如 加 务 更 险投 款 （ ，高艳 等慧 2012）， 而 企业面临从 解决

， 。融资问题 激 展研发创的 励企业开 新活动

二第 ，也 部分 发现有 研究 ，财政研 贴不但不 提升企 投入发补 能 业的创新 与创新效率（ 文 林高肖 和

榜，2014）， 少减反而会 其创新投入或扭曲其 资行为投 （肖 志和 攀兴 王伊 ，2014）。一方面，政 期府

术望通 技 新 产业升级 改善社会福过 创 引发 并 利， 对 一高度不确 科技 不 定有兴趣而企业 定且昂贵的 创新

（Tang et al.，2019）。 ，获得财政 发补贴 能只是简 研 补贴替 高风因此 研 的企业可 单地通过 发 代其在

（险 新 的 发 资创 项目 研 投 Zhou et al.，2020），从而 少减 业企 原有的研发投入（ ，静江 2011）。 一另

方面， 来从 号 的角度 看信 属性 ， 府研发补贴政 可能向 业的外部企 投资者 消极传递 信号，使外部投资者

术 长为企业技 新周期认 创 、投入高、 大险风 （ 玥郭 ，2018）。这种 定 的消极高度不确 性 信号会阻碍外

投 向 业 供投资部 资者 企 提 。特 是缺 供外部投 者参考 息别 乏可 资 信 的新 业创企 ，大规模的 发补贴会抑研

资者向企 极性制外部投 业投资的积 （ 一和张天吴伟伟 ，2021）。此外，也 究发现有研 ，政 的研发府 补

业贴和企 自身的 不 在挤入 出效应研发投入 存 或者挤 。 得 补 的 业可能倾 于将 用于那些获 研发 贴 企 向 资源

较益 高但 乏 新 风险项目收 缺 创 的低 ， 投资于非生 活动或 产性寻租 ，以获 府支得持续的政 持（Antonelli

and Crespi，2013）。

，前 关于目 政府 政策支持 对 子种 企业 力研发创新能 的影响 实证研究， 、中 探究直主要集 在 接补助

对税收优 等惠 政策 子种 业企 术 力创新能技 的 。响方影 面 如例 ， （李万君等 2019） ， 、发现 直 补 税接 助

了 子惠和信贷 持等提高 种 产出的数收优 支 企业研发 量。 了 对 层面 响外除 针 政策 的影 ，李万君等（2021）

也 了究探 规模化 营经 和多元化 对 子 力 。种 企业研 的 响 他们经营 发创新能 影 发现， 模化规 了经 增营 加 种

子企业的 新产出数创 量，多元化 了营提升 创 产出的经 新 量质 。 ，大而 学者则更 地从理论层然 部分 多 面

讨 子 术 ， 力 子 力 。 ，种 企业技 问题 于寻求提升 业创新能 途径 例探 中国 创新面临的 并致 种 企 的 如 仇焕广

（等 2022） ， 门 ， 子 ，指出 中 育 研发主 共科研 主 企 参 不足 市场 灵问国当前的 种 要由公 部 导 种 业 与 失 题

子致私人种 业缺乏 入 发 极性导 企 投 研 的积 ， 子 力这是 约中国种 企 的主要瓶制 业创新能 颈。程郁等（2022）

对 子 、 、 ， 子 力 、企业 科学家 育种 等研究后 现 种 企 新能 弱 研 入 足和种 育种 资源 发 业研发创 发创新投 不

力结 理等是 约 种 科 量增强的构不合 制 中国 业 技 “ 点卡 ”。

本 ， 子 ： 一， 小，文 认为 中国 企业的 发 资 主要归因 两个方面 第 分散程研究 种 研 投 不足 于 企业规模

， 力 力 对匮 ； 二， 大 ，度 人 和 入方面相 乏 作物品种 研发需 并且这些高 导致其在 财 投 第 农 的 要 量资金 研

较长 ， 大 。 一通 具有 的 此通过 源 渠 难 满足前期 模研 入的需求 这 背发活动 常 周期 因 内 融资 道 以 规 发投 在

， 了 。 子 ，景 财 研 贴发挥 重 的作用 这些 于弥补种 资源 的不足 同时下 政 发补 要 补贴有助 企业在创新 方面

， 。 ， 子 ，积极的信 传递 促 极参与研 之 国种 企 分认识 拥 主通过 号 使企业积 发活动 加 中 业已充 到 有自 产

权 心 力 ， 势的 品种是在 场竞 取得核 竞 的关键 靠 仿 很难在激 的竞争市场新 市 争中 争 仅 模 创新 烈 中占据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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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 佟屏亚 2022）。 ， 对 子研发 中国种 企业 更有可能 挥激励 发投入因此 财政 补贴 而言 发 其增加研

。 ，本的 所 文研究 究假说作用 综上 述 提出研 H1。

H1： 子 。政 补 有 于提升种 业的 研发投入财 研发 贴 助 企 自身

本 （市场不 善 致 资约束被 为是政府干 发的主要资 完 导 的融 认 预企业研 原因 Ang et al.，2014；冯飞

鹏，2019）。大量实 究结果表明证研 ， 研发项目 要依赖 支持企业 主 内部资金 （例如Hall，2002；Ughetto，

2008；Brown et al.，2009）。 对相 缺的主 是研发 极 确 性 及研发的 略性外部资金 稀 要原因 的 端不 定 以 战

质（Scellato，2007；Czarnitzki et al.，2011）。 对些因素引 的信息 称 题 会阻碍外 投资者这 起 不 问 可能 部

（进行投资 Takalo and Tanayama，2010）。 ， 来研发过程 使创 业难以使用 品此外 的无形性质 新企 抵押

确保其 款借 （Ughetto，2008）。 本上述 能导致外 上情况均可 部融资成 升。因此，企 向于依 内业更倾 赖

， 。金 展 发 而内部 动资 短缺可能 限制企 开 研 动部资 开 研 流 金的 会 业 展 发活

一 ， 对 （财政研 补贴作为 种 工具 旨在 束 私 发活动的负 响发 公共政策 抵消融资约 人研 面影 Hyytinen

andToivanen，2005）。Ali-Yrkkö（2005）认为， 来受 金限制 有可能使 贴 展风险资 的企业更 用研发补 开

。 ， 对小 ， 小景光明 研 目 别 他发现研 补贴 的研发有 极影响 为 业 可高但前 的 发项 特 地 发 企业 积 因 企 更有

。 ，能面临 金约束 此外资 政府发放研发 一补贴 出 些向外界传递 信号，如 力较 、企业创新 发展前景能 强

较好，其发展 导向符合政策 （Feldman andKelley，2006）。因为 补 的发放财政研发 贴 往往拥有严格的

准 序标 与程 ， 如比 府会向已政 到过收 补贴、具有高质 创新的 业 国 业发放研 补贴量 企 和 有企 发 （Boeing，

2016）。这些信号缓解了 业和投资企 者间的 对不 称信息 问题，帮助企业获得了 部投资者 信任外 的 ，吸

引了 外部融资更多的 （Leland and Pyle，1977）。例如， 小平 李 静傅利 和 （2014） 了研 研发补究 政府 贴

在 创 过 中的信号 递效企业 新 程 传 应， 了现政府补 促进 债 融 和 投资的增发 贴 务 资 风险 加，缓解融资约束。

，本述 文研究 说综上所 提出研究假 H2。

H2： 子 。财 发补贴有助 解种 企业 融资约政研 于缓 的 束

力 ， 。业与民营 家 济发展 量 在各 业 在 激 的竞争 由 资源国有企 企业是国 经 的主要 行 中存 着 烈 于 与制

， 。度方面的 异 它们 利 财 发补贴获 创新资源和 传递方面 异差 在 用 政研 取 进行信号 呈现显著差 从 属资源

来性 看，国有企业通常 大、规模 金充足资 ， 系密切与政府关 ，能 较获得 多 府 持政 支 （ 婧，李 2013）。

当国有 业陷入 境企 困 时， 府政 往往采取 、收优惠 直 补助 贷支持等 段税 接 和信 手 。救助 们它 此因 ， 对相

民营企业于 ， 对有企业国 创新 强烈的需求不 ， 也 了这 限制 研发 对其创补贴 新 入投 的激励作用（ 洋等杨 ，

2015）。 ，相反 营企业民 竞争激烈，通常面临 不创新资源 足和 本较创新 问题成 高的 。 对政 民 业府 营企

行 度的创进 适 扶 ， 力 心， 术 心 力。新 金 持 强民营企 的发展 和 使 过技 升级 高核 竞争资 可增 业 活 信 其通 提

来 ， ， 对从 的角度 看 与政 更紧密的联 此政府 其 行补贴 能传信号属性 国有企业往往 府有 系 因 进 可能并不

。 ， 对递出 号 政策导 之下 政 民 业 行 发补贴所 生的 信号明确的信 或 向 相比 府 营企 进 研 产 积极 效应 为显更

。 对 对 ，著 府 业 研发补贴 现出政府 企 并释放出 策导 发展前景光政 企 进行 表 业的认可 企业顺应政 向和 明

信号的 。这种 号效应 好地引导 资信 有助于更 投资者投 ， 解民营 融资约缓 企业的 束（Feldman andKelley，

2006）。 ， （例 万 等如 李 君 2021） 现发 ， 对政府直 支持接 非 有公 子种 企业的支持效 更应 。显 上为 著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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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述 文 究提出研究研 假说H3。

H3： ，有企业相与国 比 对 子补贴 种 企业政府研发 民营 研发投入的影响更大。

来， 了一 子 力 。年 政府 旨在支持 技 新能 提 策 这些 策 种 发近 出台 系列 种 企业科 创 升的政 政 包括 业 展

基金、研发 补助后 、 专项资金种业 等。 一特别受 关 的 繁推 体化 业到 注 是育 企 。2012年， 办国务院 公厅

布《 划（国现代农 展规发 全 作物种业发 2012－2020 ）》（ 办 〔发年 国 2012〕59 ） ，号 明确提出 “支

持‘ 一育繁推 化体 ’ 子 力 ， 大种 企 种 量和资 投业整合育 源 加 科研 入”
①
。 ， 一因而 与 推 体化非育繁 企

， 一 丰 ， 子 、 力，业 育 推 化企业具 更 富 源 同时具 种 培育 繁 销 推广的能 够相比 繁 体 有 的资 备 扩 及 售与 能

满足规模化、 和标准化 要求程序化 的商业育种 （ 镒等盖钧 ，2015）。这些企业出色的资源获取、整合、

力利 能用和协调 ，使其能更 用 新资源充分利 创 ，有效 对创新风应 险（ ，李 等万君 2021）。 ，此 繁因 育

一 少， 对 。 对 类推 体化 业在 方面面临的 战更 能 好 应 风险 国家 发补贴 这 企企 研发 挑 更 地 创新 研 业的作用

一 。 ，在 定程度 显著 所述上可能更为 综上 本文研究提出研究假说H4。

H4： 较 一于育繁 业相 推 体化企 ， 对政府研发补贴 非 一育 推 体化 研发投 的 更 著繁 企业的 入 影响 显 。

三、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一）数据来源

自 2008年起， 术 心 对 子全国 业技 服务中 开 种 企业 科 投农 推广 始 的 研 入、 润利 、资产和 售情况等销

。信 踪调查息进行跟 2008－2013 ， 采 。年 调查 式 自主要 用抽样 的方 2014 ， 术年起 全 业技 推广国农 服

心 对 子 子 。本务中 开 有种 经营 种 业进行 踪调查 实 析 分 要使用全始 所有持 许可证的 企 全面跟 文 证分 部 主

术 心农业 广服务中国 技 推 2014－2021 对 子全国规 种 业 观调查数年 模 企 的微 据
②
。具体原因如下： 一第 ，

2014 子 ， 。 二，的种 企业 数据 据缺失严重年前 数据为抽样 且数 第 2014－2019 的调查根 企业规年 据 模

计了 。 ，小 、 本 ，的调查问 企 无须填 研发补 企 构 等 息 无法考 财设 不同 卷 其中 微 业 写财政 贴 业资 成 信 察

对小 。本 对政 补贴政策 企业自 研 投 影响 文研 重点关注财 贴 企业自研发 微 主 发 资的 究 政研发补 身研发投

， ，的影 此 只选取入 响 因 2014－2021年 2074 子模种 企业家规 的 12286 。个观测 开研究值数据展

术 心 ， 子全 推 服务中 数据显 中 模 企 数量从国农业技 广 的调查 示 国规 种 业 2014年的 1330家增加到

2021年的 1883 ， 子家 具 研发投 的 模 业数量从有 入 规 种 企 2014 的年 1014家增加到 2021年的 1397家

（ 见图详 1）。 ， 术 心 ，同时 推广 中 的调查数 示全国农业技 服务 据显 2021 ， 子年 规模 企业的种 商品种

子 售额为销 578.55亿元， 入 为研发投 额 41.71亿元， 子 子全国所 种 商 种 售额分别占 有 企业 品 销 （794.74

） （亿元 研发 总额与 投入 57.50 ）亿元 的 72.80%与 72.54%。

①
参见《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国办发〔2012〕59号），http://www.moa.gov.cn/gk/zcfg/qnhnzc/

201301/t20130111_3189143.htm。
②
规模种子企业与小微种子企业的区分标准是注册资本是否超过 3000万元。若企业的注册资本大于等于 3000万元，本

文研究将其定义为规模种子企业；若企业的注册资本小于3000万元，本文研究将其定义为小微种子企业。

http://www.moa.gov.cn/gk/zcfg/qnhn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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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4－2021年中国规模种子企业数量及有研发投入的企业占比

料来 ：资 源 据根 术 心国 技 推广服 中 的调查数全 农业 务 据计 。算所得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对 子 ，本 计 ：为检验财 种 企 主研发投资 响 文研究 建 量模政研发补贴 业自 的影 构 型如下

1 2 3ln it it it jt i t it_rdself ln_rdfan X R           （1）

（1） 中式 ：ln it_rdself 子为种 企业i在第t 的 主研发年 自 投资，ln it_rdfan 子种 企业为 i 第在 t年
得 财 研发补贴获 的 政 ， itX 子影响 业自主研 投资的 业 征 变量为 种 企 发 企 特 控制 ， jtR 为 j省 第在 t年影

子响种 级控制变企业的省 量， g （ g =1，2，3） 对 归系为 应的回 数， i 企业个体固 应为 定效 ， t 为

，时间 定效应固 it 。差项为随机误

1. 。被解释变量 本 研 的被解 为企业 主 投文 究 释变量 自 研发 资
①
（ln it_rdself ）。 对现 研究 企业有

术 力 义一 ， 一创新 定 般从研 投入和 新 出 维度进行 量 但 个新品 需要技 能 的 发 创 产 两个 衡 种的开发 5～8

， 长 ，年 甚 加上 审定的时间至更 时间 再 品种 约 2～3 。 对 子如果要探 研发投 补贴 种 企年 究 资或研发 业

出 影响创新产 的 ， 对 少需 投资和 发 滞 至要 研发 研 补贴 后 7～10年，而现有数 结构 进行此项 究据 无法 研 。

，本 子 力。 ，本因而 研 仅 业自主研 投入维度考 的研发创 文研 企业文 究 从企 发 察种 企业 新能 具体地 究从

子 。自主研 资额和企 自主研 度两方面 业 自主研发投 业 发投资强 衡量种 企 的 发投资 “自主研 投发 资额”

子 ， 计为 企 在某年的 主研 入 回归估 加种 业 自 发投 时 1 对 ；取 数 “ 主 发 强度自 研 投资 ” 子以种 业自主企

研发 企业销售 乘以投资额与 总额的比值 100来 ， 计回归估 时加衡量 1 对 。取 数

①
考虑到实证分析涉及的时期较长，为避免价格变动的影响，本文研究在实证分析中使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对研发

投资额、财政研发补贴等变量均进行了平减处理，采用2014年不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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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 。核 解释变量 本 心 （文研究 变量为财 贴的核 解释 政研发补 ln it_rdfan ）， 是否获 研从 得财政

来 。 ， 子 ，发补 和 研 补 强度两方 考察 地 如果种 业在某 获 财 发补贴 则 变贴 财政 发 贴 面 具体 企 年 得 政研 将

量“获得财 贴政研发补 ”设置为 1， 置为否则将其设 0。同时，本 也采文研究 用企 得的财政 发补业获 研

子贴 当年种 销 比 乘以额与企业 售总额的 值 100来衡量“ 研发补 强财政 贴 度”， 计归 时回 估 加 1 对取 数。

3.控制 量变 。由 业获得的 财政合 研 投于企 非 作 发 资
①

计 淆能会成为 响财政研发 估 的混可 影 补贴系数

，本 ，采变 企业 政合作研发 强度作为 制变量 中 用企业 作 发量 文研究将 非财 投资 控 纳入回归 非财政合 研

投资 业销售 额 值 以额与企 总 的比 乘 100 量衡 ， 计回归估 实际时 值加 1 对取 数。同时， 考杨洋参 等（2015）、

李 君万 等（2021）， 文靖和郑 妮黎 曼 （2016）、 菂吴超鹏和唐 （2016）的做法，本文研究将企业规模、

业性 否为国有企企 质是 业、 产负债率资 、 产利润 市场占有 制 量资 率和企业 率作为控 变 。值得 是注意的 ，

， 力 、 大 。 ，财政 发 的 放 不是随机 会优 虑创新能 强 规模 的 业研 补贴 发 往往 的 先考 更 更 企 例如 2022年 7

， 村 办 《 村 办 扶 》月 农业 部 公厅印发 公厅关于 阵型 发展的通知农 农业农 部 持国家种业 企业
②

，根提出

力、 力、 、 力 ，遴 ， 扶 对据企业 新能 资 规模 发展 选 型企业 作为 持 重创 产实 市场 潜 等情况 阵 并将其 的 点

。 ， 大 淆 （ ）。本因 企 获得财政 发补 在 量的混 量 如市 规 等 究除象 而 业 研 贴存 变 场 模 文研 了控制 业规企

、 ， 了 一 （模 市场 还控制 上 主研 资 分别为自 发投资额 自主研占有率外 期的企业自 发投 主研 与 发投资强

） 力、 力 对 心 （ ） 计度 以缓解 能 业发展 可观测 量 释 量 政研发补 系数企业创新 企 潜 等不 变 核 解 变 财 贴 估

。影响的

， 料 子 来 ， 计 对具体 企业规 运 农 产资 价格 数平减后的 售额 衡量地 模 用 业生 指 企业种 销 回归估 时取

。 ， 本 本 本 义，数 企 质是否为国 业变量 用 业资 构 有国有资 定 如果企业性 有企 企 成中是否 或集体资 即 业

本 本 本成中有 有 集 资资 构 国 资 或 体 ， 该变量赋 为将 值 1，否 值为则赋 0。资产 债率用 业 年 债负 企 当 总负

。 。与总资 的比值表示 率用企业 与总 的比值表示 市场占有 用企业产 资产利润 当年净利润 资产 企业 率 当

子 子及相关产 与 年全国 总年的种 品销售额 当 种 销售 额 。 本 ，本 也的 值 除 业 特征外 文 究 控比 表示 企 基 研

了 ， 、 一级特征 如 业所在 份 农 产值 农作 产值占农业 重和上 年 售制 省 企 省 的 业总 物 总产值比 省级种业销

。 ， 、 料 了 。总 要说明的是 农业总产 省级种 均用生产 数 行 平减额 需 省级 值 业销售额 资 价格指 进

表 1 了 计 。所有变 的 性 结 由表报告 量 描述 统 果 1 ， ，可见 体而总 言 12286 ，企业观测 中个 值 15%

左右 得 政 补贴获 财 研发 。企业 得的财政研 企业销售 值为获 发补贴占 收入的平均 0.513%。12286 测个观

，值中 规模 自主研发 资的平企业 投 均值为 237.551 ，元 国有企 为万 业的占比 15.90%。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量变 义定 观测值数 平均值 准标 差

主 发 资额自 研 投 子种 企 在某 自主研发 入额业 年的 投 （ ）万元 12286 237.551 1085.254

自 研 资强度主 发投 子种 业自主研发 企业销售 乘以企 投资额与 总额的比值 100 12286 5.247 7.188

③
一般是指其他种子企业与本企业合作的研发投资。

②
参见《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农办种〔2022〕5号），http://www.moa.gov.cn/gov

public/nybzzj1/202208/t20220810_64066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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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财政研发补获得 贴 子企业该年 得财政 等于种 获 研发补贴 1，否则等于0 12286 0.153 0.361

研 补贴强财政 发 度 子获得的 政 补 额 企业当年 销售企业 财 研发 贴 与 种 总额

的比值乘以100

12286 0.513 2.445

非财政 作 发 强度合 研 投资 企业 财政合作研 与企业销 值乘非 发投资额 售总额的比

以100

12286 0.074 1.014

业规模企 子企业 售额种 销 （ ）万元 12286 5321.094 15982.690

业性质企 本 本 本资 构成中 或 体资如果企业 有国有资 集 ，将该变量

赋值为1， 则 为否 赋值 0

12286 0.159 0.366

产 债率资 负 企业 年总 与总资产 比值当 负债 的 12286 0.333 0.632

资 利 率产 润 当年净利 与总资产的企业 润 比值 12286 0.035 0.463

市场占有企业 率 子 子的种 关产品销售 当年全国 销企业当年 及相 额与 种

售总额的比值

12286 0.001 0.002

省级农业总产值 业 在省份 总产值企 所 的农业 （ ）元亿 12286 5210.627 2822.385

农 物 产值占比省级 作 总 业所 份的农作 产值占 业 产 重企 在省 物 农 总 值比 12286 0.547 0.089

省级种 销售总额业 一企 份上 年省 总额业所在省 级种业销售 （ ）亿元 12286 38.228 24.871

：注 、 。省级农业 值 省级农 物总产 省级种业 指 业注册 在省份 相 据总产 作 值占比和 销售额均 企 地址所 的 应数

四、财政研发补贴及其对种子企业自主研发投资的影响

（一）规模种子企业的研发投资与财政研发补贴

一， 子 长 势， （中 规模种 企 在育 发方面的 投资呈 趋 管 并不迅猛 图第 国 业 种研 总 增 尽 增速 见 2）。

术 心 子根据全国 广服务中 踪调 据农业技 推 的种 企业跟 查数 ， 子中国规模 业的研发 资总额种 企 投 从 2014

年的 32.0 元增加到亿 2021年的 36.9亿元（均为 2014年不变价）， 长增 率约年均 为 2%。值 意得注 的

，是 2018 与年 2019 。 ， 子年研发 资总 现轻微下 在这些 投 中 种 企业主 通过投 额出 降 总 资 规模 要 自主研

发投 来 ，持其育种 研发 额占研发总 的资 支 研发 其自主 投资 投资 80% 。 来以上 从 主研发 看自 投资占比 ，

2014－2016 ，年 企业 投 占其研 资的比 为自主研发 资 发总投 例 81%～83%。从 2017 ，开 企 的自年 始 业

主研 投资 超过发 比例 90%。 来 ， 子 长 势从研 投资额 规 种 的自主研 投资额总体发 看 模 企业 发 呈现增 趋 。

，具体地 规 研发 额从模企业自主 投资 2014年的 26.5亿 升到元上 2021年的 33.3 （元 均为亿 2014年不

）， 长年均增 率变价 约为 3.3%， 长 。其 发总投 速度高于 研 资的增

二第 ， 对 子家 项 种 业的研发 贴国 财政 目 企 补 （2014年 价不变 ） 长呈先增 、 下降后 、 势再 升 趋上 的 。

2014年， 政研发补 额为财 贴 4.6亿元，到 2015年上升至5.1亿元。然而，自 2017年开始， 政研财 发补

贴额持续下降， 至直 2020年降至 2.6 元亿 。到 2021年， 长补贴额略财政研发 有增 ，达到 3.3亿元。与

势投资 相似额的趋 ， 也 了财 研 贴 企 研发总投 中的 经历 波动政 发补 在 业 资 占比 。从 2014年的 14.36%下降

至 2020 的年 7.39%，2021 一比例回升年这 至 9% 。 ， 对 子左右 与此同 合作研发 研时 非财政 投资 种 企业

一 较发 献 直 低的贡 ，维持在 1%～5%。2016年，其占比达到 5.54%，2018 一 一年以后 低于这 比例 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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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4－2021年中国规模种子企业研发投资变化

料来 ： 术 心 计资 源 技 广服务 查数据 所全国农业 推 中 的调 算 得。

（二）中国规模种子企业的研发投资分布

布 来 （企 研 投资的分 况 看从 业 发 情 见表 2），超过 70% 子 ， 大的规 种 企业 行 发 数企业模 进 研 但 多

的 发投资额不研 高。20% 企业研发左右的 投资额不到 50万元， 一 本发 个品种的 达到数百而开 成 往往 万

， 一 了 力。 ，元 这在 反映 这些 缺 实质性 能 换句 说 仅定程度上 企业可能 乏 的研发 话 每年 600 左 的企家 右

业研 投资发 超过 100 ，万元 而每 研发投 超年 资 过 1000万 企业数量 到元的 不 100 ，家 超过 1亿元的企

不到业 5 。家

表 2 2014－2021年规模种子企业的研发投资额分布百分位表 单位：万元

百分比（%）
（资额研发投 均为2014 ）年为不变价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5 5.0 4.0 0.0 0.0 0.0 0.0 0.0 0.0

30 12.0 12.0 10.0 9.9 4.8 4.6 0.0 7.9

35 20.8 19.9 19.1 16.8 13.5 10.8 4.6 13.5

40 30.0 29.9 25.0 24.7 19.2 18.3 10.8 22.1

45 46.0 44.7 35.0 34.6 28.8 27.5 18.3 31.0

50 55.0 52.8 49.8 49.5 43.2 39.7 27.5 44.2

55 80.0 68.7 59.7 64.3 53.2 51.6 39.7 61.8

60 100.0 90.7 79.6 85.6 75.3 74.2 51.6 80.0

65 115.2 109.6 99.5 106.5 95.9 91.7 74.2 1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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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70 154.8 149.4 119.4 143.4 119.8 119.0 91.7 139.1

75 204.3 199.2 158.8 183.9 163.8 157.0 119.0 181.9

80 280.0 264.8 222.0 243.0 226.9 210.9 157.0 240.4

85 361.0 362.9 313.7 326.6 319.2 301.0 210.9 330.8

90 550.0 501.0 481.6 494.5 473.3 442.7 301.0 505.4

95 909.4 840.6 947.7 920.5 800.6 807.5 442.7 869.8

100 20078.0 16981.1 22267.6 38989.8 43095.3 37745.9 807.5 24331.7

（三）财政研发补贴对规模种子企业自主研发投资的影响

1. 。基准回归结果 对 子 ，本 采为探究获 发 贴 规模 自主研 投 影 文 究 用得财政研 补 种 企业 发 资的 响 研

小二 对（最 乘法 1） 双 计，式的 定效应模 进行估 果 表向固 型 结 如 3 。 ，（其中所示 1） （列和 2） 表列

对 ，（示获得财 贴 企业自 额的政研发补 主研发投资 影响 3） （列和 4） 对列表示 财政研发 贴 企业获得 补

。 ，（投资强度 时自主研发 的影响 同 1） （和列 3） 计 ，（列的 有加入 制估 中没 控 变量 2） （列和 4）列

计 了 。 ，估 中包含 制变 难发现 获 财政研 补 的 在自主研 投资额与自 资强的 控 量 不 得 发 贴 企业 发 主研发投

未 子度方 于 获 政研发补贴 企业面均显著高 得财 的种 。 一这 结 与已有 论相同果 研究的结 （ 樟蒋 生，2021）。

， 子 较 未言 得财政 贴的规 种 的 主 发投资额 于 获 政研发补 的企业具体而 获 研发补 模 企业 自 研 相 得财 贴 高

出 90.1%。 ， 了 子 对 。研 果表明 财 研发补贴促 企业增加该 究结 政 进 规模种 研发的投资

表 3 获得财政研发补贴对规模种子企业自主研发投资额与自主研发投资强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自主企业

研发投资额

企业自主

发投资研 额

主企业自

研发投资强度

业 主企 自

研发 度投资强

系数 准标 误 数系 准标 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误标准

获得财 研发补政 贴 0.965*** 0.176 0.901*** 0.173 0.059* 0.031 0.077** 0.032

非 政 研发投资 度财 合作 强 −1.004* 0.530 −0.033 0.091

（ 一 ）自主研发 后 期投资额 滞 0.068*** 0.016 0.056*** 0.016

自主 度研发投资强 （ 一滞后 期） 0.080*** 0.015 0.075*** 0.015

企业规模 0.963*** 0.103 −0.169*** 0.021

企 质业性 −0.018 0.282 0.022 0.052

资产负 率债 −0.034** 0.016 −0.010*** 0.003

资产利润率 0.000 0.004 −0.001 0.001

场占有率市 −0.756 21.141 −9.273 6.994

物 产值占省级农作 总 比 −0.956 3.296 −0.487 0.611

农业总 值省级 产 −0.000 0.000 −0.001 0.000

（ 一 ）种 销 额 滞后 期省级 业 售 −0.002 0.009 0.001 0.002

数项常 9.532*** 0.167 7.854*** 2.068 1.192*** 0.020 2.010*** 0.382

值观测 9808 9808 9808 9808

R2 0.662 0.670 0.606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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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企业固 效应定 已 制控 控已 制 控制已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注 ①***、**和* 表示分别 1%、5%和10% ；的显 水平著性 ②标准 为稳健误 标准误。

时同 ， 子规模种 非 政企业获得 财 （其他企业的）合作研 投 显 影 企业的自 研发 额发 资会 著 响 主 投资 ，

但不会 著影响 业 自 发投资强显 企 的 主研 度。 也企业规模和 率 会显著 自主 投资资产负债 影响企业的 研发 。

较大 ， 较 ， ， 。规模 的 其自主研 投资额 业规模的 研 投资强 降 与预企业 发 高 但随企 增加 自主 发 度会下 期

， ， 。 一相 业 资 负债率水 越高 主研发投 额与自 研 投 度越低 企 上 期的自主符 企 的 产 平 其自 资 主 发 资强 业

本 。额与自主 度会 显著影响企 的自主研 投资额 发投资强研发投资 研发投资强 分别 业 期 发 与自主研 度

由表 4 结 可知的 果 ， 也财 补贴强 会 提 企 的自主研 投资 自主研发 资强度政研发 度 显著 升 业 发 额与 投 。

体具 地，每提高 1%的财政研 补贴发 ， 子规模种 发投资额企业的研 将提高 0.51%。 控制 的结果其他 变量

与表 3 一致保持 。表 3与表 4 研究结的 果表明， 子 对政研发补 促 中国规 业增加财 贴有助于 进 模种 企 研

。 一发 资 结 证明研究 说的投 这 果 假 H1 。是 的成立

表 4 财政研发补贴强度对规模种子企业自主研发投资额与自主研发投资强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企 自主研业 发

投 额资

自主研发企业

资额投

企业自主研发

资强度投

企业自主研发

投资强度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误标准

财政研 度发补贴强 0.422*** 0.146 0.505*** 0.143 0.107*** 0.030 0.098*** 0.030

财政合 投资强非 作研发 度 −0.996* 0.530 −0.038 0.091

（ 一自 发 资 滞后 期主研 投 额 ） 0.068*** 0.016 0.056*** 0.016

自 研发 强度主 投资 （ 一滞后 期） 0.079*** 0.015 0.074*** 0.015

企业规模 0.994*** 0.102 −0.165*** 0.021

企 性业 质 −0.013 0.284 0.020 0.051

产负债率资 −0.034** 0.016 −0.010*** 0.003

产利润率资 0.000 0.004 0.001 0.001

市场占有率 −8.661 19.500 −9.187 7.033

省级农作 比物总产值占 −0.968 3.295 −0.487 0.611

省 业总产值级农 −0.000 0.000 −0.001 0.000

（ 一省 业销售额 后 期级种 滞 ） −0.001 0.009 0.001 0.002

常数项 9.611*** 0.165 7.796*** 2.067 1.184*** 0.020 1.910*** 0.393

值观测 9808 9808 9808 9808

R2 0.661 0.669 0.606 0.615

企业固定效应 控已 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间 效时 固定 应 已 制控 已控制 控制已 制已控

：注 ①***、**和*分 表示别 1%、5%和10% 显 性的 著 水平；② 。标准误为 健标准误稳

2. 双 义匹 分与广 差配后 重差 分 。回归 表尽管 3和表 4 对 子实证结果表 得财政研 补贴 种的 明获 发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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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主研发投 正 影响 但 果可能 到 财 研 补贴企业 获得 研发补业的自 资有显著 向 回归结 受 获得 政 发 与 财政

本 。贴 业 质差 的 响企 异 影 如表 5 ， 对 未 ，所示 相 于 得财政研发 业 获得财 的企获 补贴的企 政研发补贴 业

自主研发投在 资额、自主研发 资强度投 、 作研发投 面 显著更非财政合 资强度方 都 高， 也 大规模 更企业 。

， 也 。 择 。时 财 研 补贴的国 企业 显著更高 些差异 能 产 性偏误问同 获得 政 发 有 占比 这 可 会 生选 题

表 5 获得财政研发补贴与未获得财政研发补贴的规模种子企业的变量对比

变量

（1） （2） （3）

获得财 贴政研发补 未获得财政研发补贴 （1）～（2）的差值

值均 均值

自主 投资额研发 5.167 3.094 2.073***

自 研发投主 资强度 1.671 1.258 0.413***

政研发补财 贴强度 1.094 0 1.094***

财 合作研 强度非 政 发投资 0.062 0.016 0.046***

企 规业 模 3.874 2.784 1.090***

业 质企 性 0.293 0.135 0.158***

产负债率资 0.670 0.274 0.396

产利资 润率 0.317 0.489 −0.172

：注 ***表示1% 。的 著性水显 平

，本 ， 未由 文 使用倾向 分匹配法 从 研发补贴 选出 获得财政研此 研究 得 获得财政 的企业中筛 与已 发

贴的企业 各方面 业补 在 相似的企 。在倾向 过 中得分匹配 程 ，本 择文研 匹配方 是究选 的 法 k 匹 法近邻 配 ，

配比例为匹 1∶4。 配变 包括企业 模匹 量集 规 、国有 业企 、 长业 时企 成立 、企业员 人数工 、 一企业上 期

研发投资的自主 强度、 债率 产盈利率资产负 与资 。 长企 立时 为当 份与企 年份的差业成 年年 业成立的 值。

工 数为企 的员工 数企业员 人 业当年 总 量。 时同 ， 了控 年份固定 应与还 制 效 地区（省份层面） 定效应固 。

， ， （ ）。 ，本句 说 个地区的 业中 每年都 匹配 即多 后 文 得到换 话 在每 企 分别进行 次匹配 匹配 研究 389

子 （家获得 研发补贴 规模种财政 的 企业 1466 ）察值 和个观 1155 未 子家 研 补贴的 企获得财政 发 规模种

业（2823个 察观 值）。本 未 子研 将 得财政研 补贴 模种 企业 为控制文 究 获 发 的规 作 组，获 财 发补得 政研

子 。贴的 模种 企业作 倾向得分 性检 果如表规 为处理组 匹配的平衡 验结 6 。所示

表 6 PSM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匹配后）

变量
均值 处理 与控制组 组

处理组 控制组 （差异 %） P值

（ 一 ）研 投资强 期自主 发 度 滞后 1.911 1.937 −2.4 0.489

企业 模规 3.877 3.881 −0.3 0.931

性企业 质 0.296 0.293 0.9 0.825

资 负债率产 0.361 0.366 −0.2 0.965

资 利润产 率 0.032 0.005 0.3 0.864

长业成立时企 13.074 13.106 −0.5 0.889

业员工 数企 人 86.373 89.902 −2.3 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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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一 双 （配 研究进 步 用 重差分法匹 后 文 利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义 （法与广 差分 Generaliz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 ：建立财 影响 自主研发投 关系 具体 归方程政研发补贴 企业 资的 回 如下

1 2ln it it i it i t it_rdself dtime pfirm X          （2）

1 2ln it it it i t it_rdself ln_rdfan_int X         （3）

（2） ： 本 ， ：如果样 处 政 发补贴 年份 设 得 研 补式中 于获得财 研 以后的 获 财政 发 贴 itdtime =1，否

则 itdtime =0； 本 ，若样 获得 研发补贴 企业 设为 财政 的 ipfirm =1， 则否 ipfirm =0； i 企 体固为 业个

定效应， t 为时间固定效应， it 机误差项为随 。（3）式中：ln it_rdfan_int 研发 强度为财政 补贴 ，

i 为企业 固定效应个体 ， t 时间固为 定效应， it 随机误差为 项。匹配后， 对分别 （2）式与（3）式

，归 结果 表进行回 如 7 。 计 ， ，估 果 示 两个处 变量 得财政研 补贴与 政 发 强所示 结 显 理 即获 发 财 研 补贴

度的回 系数归 均 ，为正 并且在 1% 计 ， 了 子统 水平上 财政 补贴提高 种 的自主研的 显著 这表明 研发 企业

。投资额 发投资强发 与自主研 度

表 7 财政研发补贴对规模种子企业自主研发投资影响的回归结果（匹配后）

变量
（1） （2） （3） （4）

资投 额 投资额 度投资强 投资 度强

财 研 补贴获得 政 发 0.917*** 0.060***

（0.203） （0.035）

财政 发补 度研 贴强 0.533*** 0.076***

（0.160） （0.03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控已 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 值测 4289 4289 4289 4289

R2 0.633 0.632 0.668 0.668

企业固定效应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制已控

时 定效应间固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注 ①***表示1% ；显著性水的 平 ② ；数 为稳健括号内 值 标准误 ③ ，投资额 企 主 发 资额的简 投资为 业自 研 投 称 强度

。为企业自 研发投 强 的主 资 度 简称

3. 。工具变量 归回 。 一，财政研发 业自主研 存在 性问题 第 不 测的变补贴与企 发投资可能 内生 可观

， ，量 能同时 自主研发 业 得财政 贴 即存 遗 量 题 致变量财 研可 影响企业 投资和企 获 研发补 在 漏变 问 导 政

计。 二， 。 ，发 的系数的 偏估 第 政 发 和企业自 研发投资可 果 正如前补贴 有 财 研 补贴 主 能互为因 文提到

《 村 办 扶农 部 关于 持国家 阵型企业 展的通农业 公厅 种业 发 知》中提出“ 力根据企业创新能 、 力产资 实 、

、 力市场规 潜 等情模 发展 况”对 子 扶 。 本种 进 持 管 文研究 通过企业 行 尽 已 控制 、企业资产 标 企业指 规

、 、 一 力、 力 对模 场 率 企业上 的自主研发 解企业创 展潜 可观测变量市 占有 期 投资以缓 新能 企业发 等不

计 ， 心 计。研发补贴 数估 的 可能存在 观 变量影 量的系 估财政 系 影响 但仍 其他不可 测 响核 变 数

，本 小二 对 计，决 述 生性问题 研究 两阶段最 法 基准 归 行 并以企业 否为解 上 内 文 运用 乘 回 进 再估 是

择 。本 采获得财政 和财政研 作为 模型的被解 量 文研究 相同年研发补贴 发补贴强度 被选 释变 用 度“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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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财 贴 值所 政研发补 均 ” 。 ， 一作为 政研发 贴 具 量 先 财政研 补贴 为中央企业财 补 的工 变 首 发 般分

， 一 。 一财 研发补 和 级 研发补贴 央的财政研 经由省级 级政 会根政 贴 省 财政 中 发补贴 般 财政发放 省 府 般

对 子 。 ， 来 ，据财政 预算确定 企业发 研发补贴 企 占比 因 关性角 说年度 种 放的财政 总额与各 业 而 从相 度

“ 所 企 的财政研 补贴同省 有 业 发 均值” 本会影响 企 获得财 研 补 概率与财 研发补贴的业 政 发 贴的 政 额度。

， 来 ， 一 本从外生性 区所 业的财政研 贴均值很 影响到 的自主研其次 角度 说 同 地 有企 发补 难 企业当年 发

， 。 ：满 外生性 体设定 回 程 别 下投资 即 足 原则 具 的 归方 分 如

0 1 2ln it it it i t it_rdself ln_rdfan X           （4）

0 1 2ln it it it i t it_rdfan tsrdsub X          （5）

（4） ：式中 ln it_rdfan ，为 政研 贴财 发补 i ，为企业 体固定 应个 效 t ，时 定效应为 间固 it 为

。（机误差项随 5） ：式中 ittsrdsub 表示第i个企业t年“ 子企业 政研发补贴同省所有种 的财 均值”，

i ，为企业个 固定效体 应 t ，固定效应为时间 it 。差为随机误 项

小二两阶段 的回归 果最 乘法 结 显示
①
， 对工 变 企业财政 发补 显著正向 用具 量 研 贴有 作 ，表明 具工 变

。 二 计 ，量 相关性条 第 阶段的估 企业获得 贴与 研发补贴强 显著促满足 件 结果显示 财政研发补 财政 度均

进 业增加 资额与研 度企 其研发投 发投资强 ， 本一结果与 果基 致该 基准结 。Cragg-DonaldWald F 计量统

大于 10， 。 本 较 。明 存 弱工具变 问题 分结果表 文的基 结 为表 不 在 量 这部 明 准 果 稳健

4. 。稳健性检验 一， （ 大 ），本 采第 考虑到被 有明显的 取值 于零 文研究解释变量 范围限制 其 于等

用Tobit 型进行模 设定的 验模 型 稳健性检 ，结果显示， 未对定 差异并 显著性 生模型设 的 结果的 产 影响。

二，本 ， 义第 尝 改变被解 变量 自主研发 资强度 衡 方 该变量定 企业自主研文 试 释 企业 投 的 量 式 将 为 发投

， ， 也 本一企业员工 进行 结果与基准 基 致资与 数之比 重新 回归 结果
①
。

五、影响机制与异质性分析

（一）影响机制分析：缓解融资约束

， 子 ，本 对前文 究结果 研发补贴 进 模种 企 育种研 投 将 政研 表明 财政 有利于促 规 业增加 发 资 节 财 研

。本发补贴促 企业 研发投入 内在机 进 检 研究主要 过中介效应 财政研发进 增加 的 制 行 验 文 通 模型检验 补

，业融 束的渠道 即 假说贴缓解企 资约 研究 H2。

对 类（ ，现有 究 企业 的主要测 括 吴秋生 环研 融资约束 量方法包 四 和黄贤 2017）。 一，第 运 模用 型

来 大小系 衡 企业融资 束的 数 量 约 。例如，Almeida et al.（2004） 出提 ，现金−现 流敏感 数 衡金 系 可 量企

， 一 。 二，业的外部 资约束和内 会 能在 定 企业 的融资约束 第 运用公融 部投资机 程度上反映 面临 情况 司

特征的 测量单个指标 ，如公司规模、 龄年 、 否为国 等是 有控股 （Gilchrist andHimmelberg，1995）。第

三，构 相 数建 关指 ，如WW指数（Whited andWu，2006）、KZ指数（Kaplan and Zingales，1997）、

①
篇幅所限，详细结果未在此报告。感兴趣者可登录《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查阅本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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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指数（Hadlock and Pierce，2010）等。第四， 企业管理 融资约 或 贷 情况的自 感知基于 层 束 信 融资 我

。 ， －调查数 金持有水 因素 利用现金 现 敏感系数 指标测 束存据 由于现 平受到诸多 影响 金流 等 度融资约

一 ； 一 ； 对在 定 标 息难以 映企业 融 束 度 于企业管 层的 认知与 信偏误 单 指 信 全面反 的 资约 程 基 理 个人 息

了 来判 较 。 ， 采 来的 解 定 融 约 况主观性 因而 现有研 数构建方 的融其 资 束情 强 究多 用指 法 衡量企业 资约

。束 Hadlock and Pierce（2010） ， 了指出 研究 解释变量 被解释 含 企业融 定中的 与 变量往往包 资约束的

， ，与定性 能导致 量 故 用 业规模与 业上 间两个变 构建量 信息 可 测 误差 利 企 企 市时 量 SA ， 较指 能数 好

地避免KZ指数与WW 来指 带 的测量误数 差， 计 法简便且 算方 。综上所述，本 采究 用文研 SA 法指数

子 。本 ：测度种 企 融资约束 研究设 型业的 文 定如下模

0 1 2lnit it it i t itSA _rdfan X           （6）

（6）式中： itSA 表 融 约束程示企业的 资 度， i 业个体 定为企 固 效应， t 为 间 定效应时 固 ， it 为

， 义 。 （机误 其他指标 同上 借 前 研随 差项 含 鉴 人 究 Hadlock and Pierce，2010），本 研究文 SA指数定

义 ：为 20.737 0.043 0.04it it it itSA size size age    ， 子 大小，用以测度 融资约束种 企业的 其中

ln( /1000000)size  企业资产总额 ， ，额单 元资产总 位为 itage 长。为公司的 时 其他变 含上市 量

义 一 。与前文 致

检验的具 果 表机制 体回归结 见 8。 ， 未回归 明 获得 政 补 的 业相比于 得财结果表 财 研发 贴 企 获 政研

， 。 ， ，发补贴的 业 其融 约 有 低 同时 随 财政研发补 增加 企业 到更企 资 束 所降 着 贴额度的 融资约束得 充

。的缓解 假说分 H2得以验 。证

表 8 财政研发补贴影响规模种子企业融资约束的回归结果

SA指数 SA 数指

获得 补贴财政研发 −0.023**

（0.010）

财政 强研发补贴 度 −0.018**

（0.007）

控制变量 制已控 已控制

观测值 12282 12282

R2 0.818 0.818

企 固 效应业 定 已控制 已控制

间固定效时 应 已控制 控已 制

：注 ①**表示5% ；的显著性 平水 ② 。括号内数 标准误值为稳健

（二）异质性分析

对 ，本 对鉴 补贴 自主研发投 影响可能 在显著 究 国有企 企于财政研发 企业 资的 存 差异 文研 业与私有

、 一 一 了 ，育繁推 业与非 繁 化 业 行 异质性 析 具 果如表业 体化企 育 推 体 企 进 分 体结 9和表 10 。所示

表 9 划 本 对 子 了 ，照 业 制 分样 后 模种 企业自 资额与自 强度 回归按 企 所有 规 主研发投 主研发投资 进行

了分别考 否获得财 研发补 研发补贴 响察 是 政 贴与财政 强度的影 。表 9中（1）列、（3）列 显示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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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获 财 发 贴 有企业的 主研 资有正向 响得 政研 补 私 自 发投 影 ，在 1%的 平 显水 上 著， 影响系数且 为 0.300；

对 。获得财政研 有企业没 表发补贴 国 有显著影响 9 （中 2） 、（列 4） ，的结果显示 研发补贴列 财政 强

对 ，对 。度 私有 主研发投 著 的正向 有企业 自 发 资 没有显著 响企业的自 资额有显 性 影响 国 的 主研 投 额 影

类 ，似地 表 9 （中 5） 、（列 7） ， 对列的 果显示 得 政 补贴 私有 业的自主研 度有结 获 财 研发 企 发投资强

， 对 。显著 但 国 业的自主研 资强度没 显著影的正向影响 有企 发投 有 响 表 9 （中 6） 、（列 8）列的结果

， 对 ， 对研 补贴强 企业的 主 投 强 有显著的 向影 国有企业 自主研显示 财政 发 度 私有 自 研发 资 度 正 响 而 的

投 强 有显著影发 资 度没 响。 一 计这 估 结果与李万君等（2019） 本一的研究结果基 致
①
。 假说研究 H3得

。验证到

： ， 子 力 （ 子 子该结果 的原因在 首先 私 种 产业的 有 企业数 部种可能 于 有企业是 主要 量 私 种 量占全

企 的业 85% ），它 通 面临融资 面的左右 们 常 方 “歧视”（ ，祝继高和 正飞陆 2011）。在 种 况这 情 下，

， （政研发补 可能更能缓 进行研发 临的 约束 从而激 进行创新 明桂财 贴 解它们在 创新时所面 资源 励其 余

，等 2016）。 ， 大、 ， 大 （ 婧，企业规模 能 到 量政 李其次 国有 资金充裕 得 府支持 2013）。即使 有国 企

， 也 采 、 。 ， 较陷 困 政府 可 取 收优 接补助和 贷支持 手 支 发展 因此 于私有企业 入 境 税 惠 直 信 等 段 持其 相

， 对 较 ， 了 对 （ ，业 创新的需 财政 补贴 其创新 励作用 杨 等国有企业 求 低 这限制 研发 的激 洋 2015）。

表 9 异质性检验 I：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异质性影响结果

私有企业 企业国有 私有企业 企国有 业

投资额 投资额 投资额 资投 额 资 度投 强 资强度投 投 强度资 强度投资

（1） （2） （3） （4） （5） （6） （7） （8）

获得 政研发 贴财 补 0.300*** 0.141 0.093*** −0.019
（0.064） （0.120） （0.035） （0.055）

政 补贴强度财 研发 0.045*** −0.009 0.030*** −0.021
（0.010） （0.014） （0.006） （0.006）

制变量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值观测 8946 8946 862 862 8946 8946 862 862

R2 0.701 0.608 0.612 0.497 0.701 0.611 0.609 0.497

企业固 效应定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已 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间 效时 固定 应 已 制控 已控制 控制已 制已控 已控制 控制已 已 制控 控已 制

：注 ①***分别表示1% ；显著性水平的 ② ；值为稳健括号内数 标准误 ③ ，额为 自主研发投 的简称 投投资 企业 资额 资

。强度为 研发投资 称企业自主 强度的简

表 10 一 一 对 子 本 划按照育 化与非 繁 化 业 企业样 进 分后繁推 体 育 推 体 企 种 行 ， 按照是否 得财分别 获

对 子 。政 发 贴 政研发补 强度 规模种 研发投资 发投 度进行回归研 补 与财 贴 企业自主 额与自主研 资强 分析

表 10 （的 1） 、（列 3） ， 对 一列 果显示 研发补贴 体 企业的 发投资 显结 获得财政 非育繁推 化 自主研 有

， 对 一 。正 影 但 育繁推 化企 有显著影 表著的 向 响 体 业没 响 10 （的 2） 、（列 4） ，结 显 政研列 果 示 财

①
李万君等（2019）研究发现，政府的资助政策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均有显著提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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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一 ， 对 一发补 强度 非育繁 业的自主 有显 正向影响 而 推 体化企 的自贴 推 体化企 研发投资额 著的 育繁 业

。类 ，主 额没有显 地研发投资 著影响 似 表 10 （的 5） 、（列 7） ， 对列 示 获得 政 补 非结果显 财 研发 贴

一 ， 对 一繁推 体化 业的 研发投资 度有显 的 向 而 育繁推 化企业的自 资强育 企 自主 强 著 正 影响 体 主研发投

。度没 表有显著影响 10 （的 6） 、（列 8） ， 对 一结果显示 财 发补贴强 非育繁 业的列 政研 度 推 体化企

， 对 一 也 。自主 强 有显著 影响 而 繁 化 业 主研发投 强度 响 不显著研发投资 度 的正向 育 推 体 企 自 资 的影 这

， 对 一 ，对 一些结果 明 政 补贴 非育 推 体化企业 发投资有 影响 推 体表 财 研发 繁 的自主研 显著的正向 育繁

。化企业 研发投资 作用并 究假说自主 的 不显著 研 H4 。得到验证

一现 的可能这 象 原因是： 一第 ，经营 式模 差异。 一育 推 化企业更 重整 业链的协 发展繁 体 注 体产 同 ，

， 一 术 。 ，其 发 资 地集中在 个产业链的 合上 而不 或技 发 因此 财研 投 更多 整 优化和整 仅仅是单 产品 的研

对 类 较小。 二， 。 一政 补贴 这 企 自主研 影响可能 配 异 育繁 企业更研发 业 发投资的 第 资源分 差 推 体化 注

， 、 、 。 对 ，对重 的 合 置 包括生 销售 等平衡 财 研发补 相 其 源而言 自 研发资源 综 配 产 研发 政 贴 于 他资 主

。 三， 。 计 一投资的 不够显著 度 财 发补贴的设 更符合非 繁推 体作用可能 第 政策匹配 政研 可能 育 化企业

，对 一 。 ，对 ，研发需求 化 业的研 可能不 契 此 前 补贴更容 产生的 育繁推 体 企 发模式 够 合 因 于 者 易 正向

。影响

表 10 异质性检验 II：育繁推一体化企业与非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的异质性影响结果

育繁 企业推 非 繁 企育 推 业 繁推企业育 育繁推企业非

投资额 资额投 投资额 投资额 资强投 度 资强度投 投资强度 投资强度

（1） （2） （3） （4） （5） （6） （7） （8）

得财政获 研发

补贴

0.172 0.327*** −0.013 0.095***

（0.109） （0.062） （0.048） （0.033）

财政研发补贴

强度

0.069 0.214*** −0.024 0.121***

（0.086） （0.045） （0.042） （0.024）

控 变量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 制控 制已控 控已 制 已控制 已 制控 已控制

观测值 862 862 8946 8946 862 862 8946 8946

R2 0.701 0.608 0.612 0.497 0.701 0.611 0.609 0.497

企 固定效业 应 已 制控 制已控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效应时间固定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 制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注 ①***表示1% ；著 水平的显 性 ② ；括 值为稳 标号内数 健 准误 ③ ，投 额 企业自主 发投 的简称 投 强度资 为 研 资额 资

。为 业 主 投资强度 简称企 自 研发 的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子 力 。种 企业 新能 是中 的关 究财政研发 政策的自主创 国种业发展 键 研 补贴 子如何 升种 企提 业的技

术 力新能创 对 力 子 。本确保 安 和培养 际竞争 种 至 重 文研究基国家粮食 全 具备国 的 企业 关 要 于 2014－

2021年 2074 子家 种 企业的规模 12286 ， 子 、 对观测值 据 究 种 企业的 发投资 国家个 数 探 规模 研 其财政

势， 对 子 。发补贴趋 发补 模种 企业自 发投资的 响及其 研究得出研 以及财政研 贴 规 主研 影 内在机制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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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子 对 ， 长 对 。 ，第 管中国 企业 育 研 投 有 增加 但增 度相 与之相比结论 尽 规模种 种 发的 资 所 速 有限

对 子 势。 大 子 对家财政 目 企 研发投资 现波动上升 中国 部分 科研国 项 种 业的 呈 的趋 目前 规模种 企业 的投

，入依旧不足 科研投入 过每年 超 100万元 有约的企业只 600 ，家 超过 1000 企 不到万元的 业 100 ，家

超过 1 元的企 不亿 业 到 5家。 二第 ， 了 子政 发补贴显 提升 种 企业的 主研发 资 与财 研 著 规模 自 投 额 投资

。 三， 一 了 子 ， 对 一强度 第 财 研发补贴在 缓解 种 企 束 同 有企业与非 推政 定程度上 业的融资约 时 私 育繁

了 。体化企 的研发 显著的正业 投资产生 向影响

，本 ： 一， 大 力 。 ， 子于 述发现 提出如 政 示 加 政研发补 度 当 国种 企基 上 文研究 下 策启 第 财 贴 前 中

、小、 、 ， ， 对 子 ，业 呈现出 散 的 且科研投 不足 政府要 业的财政 鼓仍 多 弱 特点 资 增加 种 企 研发补贴 以

， 术 力 力。 二，采 。对励 增加研发创 入 提升其 创新能 争 第 用差 持 略 私企业 新投 技 和研发竞 异化的支 策

一 ， ，有 非育繁 体 业 行 为灵活的 政研 贴政策 根 企业的 际 况 定制支企业和 推 化企 实 更 财 发补 据 实 情 量身

， 。持 案 以确保创 策更有效 投入方 新激励政 地推动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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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Incentive Effect of Fiscal Research andDevelopment
Subsidies: Evidence fromChinese large-scale seed enterprises

Liu Chunqing HuRuifa Deng Haiyan Bai Ge

Abstract: The fis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subsidy policy, as a policy tool to stimul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enhanc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seed enterprises in China. This study, based

on a survey data of 2074 large-scale seed enterprises in China from 2014 to 2021,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fiscal R&D

subsidies on R&D investment of Chinese large-scale seed enterprises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irstly, fiscal R&D subsidi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amount and intensity of R&D investment of large-scale seed enterprises. The

robustness tests using multiple econometric methods support this conclusion. Secondly, fiscal R&D subsidies primarily alleviate the

financing constraints for enterprises to promote large-scale seed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their R&D investment. Thirdly, fiscal R&D

subsidi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R&D invest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non-integrated breeding and

promotion enterprises, while the impact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integrated breeding and promotion enterprises is not

significant. Therefor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continuing to increase fiscal R&D subsidies for large-scale seed

enterprises in China will help improve their R&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However,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of fiscal R&D subsidies on enterprises, and more targeted policies are needed to better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Chinese seed industry and facilitate industrial upgrading.

Keywords: Seed Enterprises; Fis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ubsidi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 Financing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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