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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研究使用国

家统计局的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

业企业 a7\的影响和机制%主要发现(第一$省级高新区升级后$制造业企业 a7\平均增加约

#*$%j&第二$产业集聚效应和企业减税效应是省级高新区升级提升制造业企业 a7\水平的重

要机制&第三$相对于低效率的制造业企业$省级高新区升级对中!高效率制造业企业 a7\的促

进效应更加突出%政府可借助"以升代建#的国家级高新区发展战略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

关键词! 省级高新区升级&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减税&产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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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H言

$%&9年&中央经济会议明确指出当年首要的工作任务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同时要#促进新技



术'新组织形式'新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年&%月&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要#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强

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因此&如何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就成为政府和学界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截至$%&!年&中国国家级高新区的数量已经超过&;%家(尤其是$%%9年之后&国家级高新区的数量增幅

较大!参见图&"&并且增量部分主要由省级高新区升级而来(因此&$%%9年以后的国家级高新区按照#出

身$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由政府直接设立的国家级高新区%第二&由省级高新区升级而来的国家级高新

区!简称#省级高新区升级$"(然而&遗憾的是&已有文献主要研究国家级高新区对地区经济
*&+

'产业结

构
*$+

以及创新能力
*"+

的影响&忽略了由省级高新区升级而来的国家级高新区&究竟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a)L/07/AL).\.)Q2ALCRCLU&a7\"的关键性问题
*5+

(这个问题不解决&一方面&在学术理论层

面&难以有效评估省级高新区升级与国家级高新区直接设立对制造业企业 a7\边际影响的差异&并且使

得已有文献难以得到无偏'一致的参数估计结果%另一方面&在政策实践层面&难以为政府借助#以升代

建$的国家级高新区发展战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基于此&本文使用国家统

计局的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数据&重点针对省级高新区升级和制造业企业&研究省级高新区升级如何

影响制造业企业 a7\的关键性问题(研究发现&省级高新区升级后&制造业企业 a7\平均增加约#*$%j&

并且产业集聚效应和减税效应是省级高新区升级提升制造业企业 a7\水平的重要机制(研究结论为政府

借助#以升代建$的国家级高新区发展战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经验数据的参考和针对性的

政策建议(

图&'国家级高新区数量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而得

本文可能的边际创新贡献在于)第一&对于研究视

角&本文重点针对由省级高新区升级而来的国家级高新

区&基于省级高新区升级的政策冲击&研究省级高新区

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的影响&为后续研究有效评估

省级高新区升级和国家级高新区直接设立的外部性影

响差异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第二&对于理论机制&本文采

用区位熵指标测算高技术产业和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效

应&并且结合优惠的税收减免政策&研究产业集聚效应

和企业减税效应是否为省级高新区升级提升制造业企

业 a7\的重要机制&拓展了已有文献的机制设计框架(

第三&关于研究数据&本文使用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创新

调查企业数据库数据&该数据库包括了不同企业规模'产业'地理区位约"%万个随机抽样的企业样本数据&

极大地降低了模型内部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误问题&确保本文结论更加可靠(

二$ 背景$综述与假说

%一& 制度背景

自&9!!年中关村国家级高新区成立以来&国家级高新区的设立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4$+

(

&99&年&政府出台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的规定- !国税函发2&99&3;;"号"&规定指出#区

内被认定的企业减按&#j的税率征收所得税$以及#区内企业出口产品的产值达到当年总产值[%j以上

的&经税务机关核定&减按&%j的税率征收所得税$(&99[.$%%"年期间&政府主要针对国家级高新区急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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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提质增效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制造业企业 a7\包含了除资本和劳动要素之外的有关创新'

管理等方面的效率因素&可有效度量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的实际情况(因此&本文认为制造业企业 a7\水平的提升对推动

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建议(



扩大面积'产业集聚效应不够突出的问题进行整改(&99[年,国家科委关于严格控制调整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面积的通知-!国科发火字2&99[3&$#号"指出#充分使用好已规划的用地&不急于扩大面积$以

及#确因产业发展需要进行面积调整的&要严格控制&不要突破经国务院审定批准的总规划面积$($%%"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 !国办发2$%%"3[%号"规定#鼓励工

业项目向依法设立的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集中$($%%".$%%9年期间&政府主要对国家级高新区以下的地

方高新区进行清理整改&这一时期国家级高新区的数量基本没有变化($%%;年政府发布了,第八批通过审

核公告的省级开发区名单-&

!共有&;%家省级开发区符合,清理整顿开发区的审核原则和标准- !发改外资

2$%%#3&#$&号"($%%9年政府出台了,关于发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若

干意见-!国发2$%%939号"&

"主要强调要加快推进省级高新区的升级工作(其中&,意见-指出要对#有优

势'有特色'符合条件的省级高新区&按照有关规定&加快审批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因此&$%%9年之后&

有大量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

%二& 文献综述

已有文献主要基于直接设立的国家级高新区&研究国家级高新区的设立对城市和企业究竟存在何种

外部性影响&并且尚未形成一致性的结论(对于国家级高新区的经济外部性&一部分文献认为&国家级高新

区的设立可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曹清峰发现&国家级高新区设立后&城市 +<\增长率平均提升约

&*#j&并且存在持续[年的正外部性
*#+

(王鹏等使用$%%[.$%&#年$!#个城市数据&结果表明&国家级高新

区的设立可推动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
*;+

(刘瑞明和赵仁杰使用&995.$%&$年$!"个地级市数据&运用

倍差法研究国家级高新区的设立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级高新区的设立可有效加快城市经济

发展&并且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
*&+

(然而&也有文献发现&国家级高新区的设立难以有效推动城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袁航和朱承亮使用&995.$%&#年$!#个地级市数据&结果表明&国家级高新区的设立并未

有效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

(张冀新等研究发现&国家级高新区年均创新效率低于高新技术产业
*[+

(对

于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外部性&有研究表明&国家级高新区的设立有利于提升城市创新能力&但同时也会

拉大区域间的创新差距
*!49+

(李健等测算了$%%%.$%&;年间$;%个地级市的 a7\水平&结果表明&国家级高

新区设立后&城市 a7\年均增速为"*&j

*!+

(孙红军和王胜光测算了国家级高新区的 a7\水平&结果表明&

区域间国家级高新区 a7\水平差距正在逐年拉大
*9+

(

对于影响机制&人才集聚'产业集聚'融资约束'政策效应以及结构升级&均是国家级高新区设立影响

城市!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李政和杨思莹使用$%%".$%&;年$&#个城市数据&研究发现&国家级高新区

的设立对城市创新存在显著促进效应&并且国家级高新区设立引发的城市投资集聚&是促进城市创新的重

要机制
*"+

(汪文生和徐天舒使用$%%;.$%&!年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结果表明&国家级高新区对企业创新

存在显著促进效应&并且国家级高新区设立有利于研发人才集聚和融资约束的缓解&是促进制造业上市企

业创新的重要机制
*&%+

(熊然和卫平测算出中国&%5家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发现城市贸易环境改善有

利于提升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绩效
*&&+

(王巧等使用$%%".$%&;年中国$!#个地级市数据&结果表明&国家

级高新区的设立有利于城市提升绿色创新效率&并且创新驱动和结构驱动是国家级高新区提升城市绿色

创新效率的重要机制
*&$+

(高宏伟和张月莲发现&创新人才和企业创新资源投入对推动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至关重要
*&"+

(张秀峰等使用$%%[.$%&[年#$个国家级高新区的数据&结果表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

试点对国家级高新区研发绩效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并进一步提升了国家级高新区的利润水平
*&5+

(晏艳

阳和严瑾使用$%%[.$%&;年国家级高新区内上市企业数据&结果表明&#政策效应$和#集聚效应$是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
*&#+

(

综上&已有文献主要基于国家级高新区的设立&研究国家级高新区对城市!企业"经济和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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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尚未形成一致性的结论(一方面&考虑到$%%9年,意见-出台以来&国家级高新区主要由省级高新区升

级而来&重点针对由省级高新区升级而来的国家级高新区&有效评估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

的影响&对政府借助#以升代建$的国家级高新区发展战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已

有文献主要使用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国家级高新区设立对上市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忽略了国家级高新区

对制造业企业 a7\的影响(然而&制造业能否在中国#十四五$规划阶段高质量发展&决定了中国未来能否

顺利实现制造业强国战略目标&同时上市企业数据存在严重的选择性偏误问题导致相关文献的参数估计

结果有偏(因此&未来研究应使用更加全面的大型微观企业数据库&重点关注省级高新区升级&研究省级高

新区升级究竟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 a7\的关键性问题(

%三& 提出假说

研究表明&产业集聚有利于提升企业 a7\

*&;4&[+

(宣烨和余泳泽研究发现&生产服务业集聚有利于制造

业提升 a7\

*&!+

(季书涵等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可以降低资本门槛和优化劳动力结构方式&进而提升企业生

产率
*&9+

(程惠芳和陈超发现&产业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是提升企业 a7\的重要机制
*$%+

(多数文献认为&产

业集聚引发的创新效应是国家级高新区提升企业 a7\水平的主要原因(程郁和陈雪使用#$个国家级高新

区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是促使国家级高新区 a7\增长的主要原因
*$&+

(7/0AB 等基于德国数据&

研究发现&高新区引发的高技术产业集聚&促使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比例平均增加5*;jd#*[j

*$$+

(

O/S,00)基于美国和意大利数据&结果表明&高科技园区产业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有利于企业提升创新产

出水平
*$"+

(近年来&有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和人才集聚通过构建#良性互促体$的集聚形态
*$5+

&可有效提升

企业创新能力
*$#+

&进而有利于企业提升效率(因此&国家级高新区引发的产业集聚效应&可有效提升企业

的 a7\水平(,意见-指出&对于省级高新区升级而来的国家级高新区&一方面要#抓紧实施重大专项&培育

战略性产业&形成产业集群$&另一方面要#加快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相对于直接设

立的国家级高新区&省级高新区升级给予产业集聚更强的政策扶持力度&政府通过省级高新区升级
#

产业

集聚
#

提升制造业企业 a7\水平的路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优惠的税收减免政策有利于企业提升 a7\水平(戴小勇和成力为利用&99!.$%%[年工业企业数据

库&研究发现&税收减免对企业 a7\存在显著促进效应
*$;+

(],3)和 cC0M)- 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

可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进而有利于企业提升 a7\水平
*$[+

(郑宝红和张兆

国运用$%%$.$%&#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减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缓解融资约束问题以及增加研发

投入等路径&有利于企业提升 a7\水平
*$!+

(李永友和严岑运用$%&%.$%&#年上市公司数据&结果表明&#营

改增$的减税效应可促使制造业企业 a7\水平显著增加
*$9+

(申广军等基于$%%9年增值税改革的政策冲击

事件&研究发现&企业增值税税负平均每降低&元&资本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分别提升约"*9j和#*#j

*"%+

(

近年来&有研究发现&优惠的税收减免政策甚至可促使部分#僵尸企业$起死回生&恢复创新能力
*"&+

(因此&

国家级高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提质增效至关重要(,意见-出台后&一方面促使大量省级高新区升

级为国家级高新区%另一方面对省级高新区升级给予了更加优惠的税收减免政策(其中&,意见-针对省级

高新区升级而来的国家级高新区&强调要#加强财税扶持&进一步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孵化器税

收减免'创业投资税收优惠'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因此&相对于直接设立的国家级高新区&政

府对省级高新区升级给予了更加优惠的减税政策&政府可通过省级高新区升级
#

企业减税效应
#

提升制

造业企业 a7\水平的路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综上&产业集聚效应和减税效应是省级高新区升级提升制造业企业 a7\的重要机制(第一&省级高新

区升级有利于促进产业集聚&并且通过产业集聚的要素配置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创新效应提升制造业

企业的 a7\水平%第二&省级高新区升级可通过更加优惠的税收减免政策提升制造业企业的 a7\水平(此

外&相对于直接设立的国家级高新区&省级高新区升级具有高标准和高针对性的#双高$属性(一方面&只

有达到升级标准的省级高新区才可能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降低了政府直接设立国家级高新区的盲目性&

有利于优化国家级高新区内部资源的配置效率(另外&对于直接设立的国家级高新区&受国家级高新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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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政策的吸引&导致大量新企业盲目入驻&诱发企业进行恶性竞争&降低了政府扶持资源的配置效率(然

而&对于由省级高新区升级而来的国家级高新区&园区内部的企业已经过长期磨合&新企业主要针对园区

内部产业链的融合需求进行针对性入驻&有利于优化政府扶持资源的配置效率(总之&相对于直接设立国

家级高新区&省级高新区升级的正外部性更加突出&通过集聚效应和减税效应可有效提升制造业企业的

a7\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省级高新区升级有利于制造业企业提升 a7\水平%

假设$(产业集聚效应是省级高新区升级提升制造业企业 a7\水平的重要机制之一%

假设"(减税效应是省级高新区升级提升制造业企业 a7\水平的重要机制之一%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5年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针对数据库存在的问题

做出如下调整)第一&考虑到$%&&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存在调整&本文将$%&&年之后的行业分类标准

统一改成$%%$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第二&针对数据库中少数企业注册开业年份变量存在缺失的问

题&本文借助&99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查询网的数据信息&对企业年龄变量进行

补齐处理%第三&本文主要针对制造业部门的企业样本&剔除了其他行业的企业样本%第四&针对少数变量

存在异常值的现象&本文对其进行缩尾处理(

%二&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为研究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的影响&本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模型设计如下(

2((,$,2*$:

,3

l

#

&

^

#

$

7H15./2

,3

^

#

"

g^

)

,*/7-35:3U&q:2.5

^

)

(,5+

^

)

:2.5

^

$

,3

!&"

!&"式中&下标 ,表示制造业企业&3表示年份(2((,$,2*$:

,3

为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一方面&本文主要

实证部分均使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Ho'H"加以表示(=\与 _\为代表的半参估计是目前测算 a7\的主

流方法&限于 =\法可能会损失大量样本&因而本文使用修正后的 _\法测算制造业企业 a7\水平(另一方

面&本文还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
*"%+

&构建科技劳动生产率指标!'.d&5o5.32"

!测度企业生产效率&进行稳健

性检验(此外&以上所有效率变量均进行加&取对数处理(

对于核心解释变量(!&"式中&由于各城市省级高新区升级情况并非统一&本文使用 7H15./2表示当年

城市是否存在由省级高新区升级而来的国家级高新区&若存在则 7H15./2为&&否则为%(

对于机制变量(一方面&本文要研究减税效应是否为省级高新区升级提升制造业企业 a7\水平的重

要机制(由于减税规模同时受到企业规模'企业税后利润等因素的影响&因而本文构建伪虚拟变量 ;CF&

表示制造业企业是否获得了税收减免&如果制造业企业当年获得了税收减免&;CF取值为&&否则为%(另

一方面&本文要研究产业集聚是否为省级高新区升级提升制造业企业 a7\水平的重要机制(基于此&本文

采用区位熵指标测度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1%o32$%o.11"和制造业集聚程度!+.*7o.11"&具体计算公式

如下)

%,1%o32$%o.11

,@

_

g

,@

Q

$

+

,_&

g

,@

$

*

@_&

g

,@

Q

$

+

,_&

$

*

@_&

g

,@

!$"

其中&,表示产业种类%@表示城市(其中&对于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本文使用企业数量替代 g%对于制

造业集聚&本文使用制造业从业人员替代 g(

%9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

采用企业新产品利润与从事科技活动人员年均值的比值测度科技劳动生产率(



!&"式中&g是一组控制变量&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
*"$+

&主要包括对外技术引进水平 !(&52,1*o

32$%"'企业 年 龄 ! .12"' 企 业 出 口 因 素 ! 2XH&53"' 市 场 竞 争 因 素 ! ;;4"' 制 造 业 企 业 势 力 因 素

!+.5R23H&U25"(

! 此外&本文还控制了企业 !

)

(,5+

"'年份 !

)

:2.5

" 以及行业和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

!

)

,*/7-35:3U&q:2.5

"&用来控制不可观测因素对参数估计结果的影响(

此外&对于企业层面的 a7\差距!CFWo1.H"&其计算方法如下)

CFWo1.H

,@3

l

'2./25CFW

@3

4&3%25CFW

,@3

'2./25,**&9.3,&*

@3

!""

CFWo1.H

,@3

表示在行业 @中的企业 ,在年份 3的 a7\差距&'2./25CFW

@3

和 &3%25CFW

,@3

分别表示在年份 3

的行业 @中 a7\最高的企业的 a7\值大小&以及行业 @中其他单个企业的 a7\大小(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础回归结果

表&'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的影响

变量
"&$ "$$

3(Ho'HoF&

7H15./2

%*%#!%

"""

""*9&$

%*%#$%

"""

""*#5$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行业 q年份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9"% $%59"%

G

$

%*%5%% %*&&%%

''注(

"

'

""和"""分别表示&%j'#j和&j水平下显著)括

号内是经过企业层面聚类的 3值)所有模型均控制企业和

年份固定效应)3(Ho'HoF&表示前推&期的制造业企业 a7\

水平!以此类推)若无说明!下表均做类似处理)

''本文结合!&"式&研究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

企业 a7\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其中&第!&"列未

在!&"式中加入控制变量&结果表明&省级高新区升

级为国家级高新区后&制造业企业前推&期的 a7\

水平平均提升约#*!%j(第!$"列在!&"式的基础上

加入控制变量&结果表明&省级高新区升级后&制造

业企业前推&期的 a7\水平平均增加约#*$%j(因

此&表&的结果表明&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水平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本文假说&得到检

验(

%二& 异质性检验

I*基于地区与企业产权特征'针对不同地区和

产权属性的制造业企业&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

企业 a7\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明显差异&本文结合!&"式进行分组回归&估计结果见表$(已有文献表明&

相对于东部地区&国家级高新区设立更有利于非东部地区城市提升 a7\水平
*!+

(与已有文献不同&第!&"

和!$"列基于东部和非东部地区&结果表明&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非东部地区&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

企业 a7\水平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此外&已有文献主要基于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研究国家级高新区设

立对制造业上市企业创新能力的异质性影响&发现国家级高新区设立对非国有制造业上市企业创新能力

的促进效应更加突出
*&%+

(与已有文献不同&第!""和!5"列基于本土和非本土企业&结果表明&相对于非本

土企业&省级高新区升级对本土制造业企业 a7\水平的促进效应更加突出(

J*基于企业技术特征'本文根据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标准!$%&["&将制造业分为高技术制造业

和非高新技术制造业&并结合!&"式重新回归&估计结果见表"(第!&"列基于高技术制造业&结果表明&省

级高新区升级后&制造业企业前推&期的 a7\水平平均增加约[*%%j(类似地&第!$"列基于非高技术制造

业&结果表明&省级高新区升级后&制造业企业前推&期的 a7\水平平均增加约5*!%j(已有文献表明&国

家级高新区的设立主要对高技术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
*&%+

(与已有文献不同&表"的结果表

明&无论是高技术制造业还是非高技术制造业&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水平均存在显著的促

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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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本文未展示主要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留存备索(



''表$'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的影响!

''''''基于不同地区和企业产权属性

变量

"&$ "$$ ""$ "5$

东部地区 非东部地区 本土企业 非本土企业

3(Ho'HoF&

7H15./2

%*$"%%

"""

"&!*"9$

%*%95%

"""

""*%9$

%*%#5%

"""

""*%[$

%*%"$%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q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 #"";! &#9"%& 5#;$9

G

$

%*%#%% %*&"%% %*%9%% %*%[%%

''说明(本土企业是指所有国有和民营产权属性的企业

'''

'表"'省级高新区升级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

''''a7\的影响!基于企业技术特征

变量
"&$ "$$

3(Ho'HoF&

产业类型 高技术制造业 非高技术制造业

7H15./2

%*%[%%

"

"&*;9$

%*%5!%

"""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行业 q年份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 &!;$9&

G

$

%*&$%% %*&&%%

K*基于制造业效率特征'借鉴 13NC)- 等一般均衡模型
*""+

&本文构建全要素生产率差距!CFWo1.H"&并

根据 CFWo1.H大小&划分为高效率!a7\o /̀Z"'中等效率!a7\o C̀QQ0,"'低效率!a7\o C̀-"三个制造业集

群(

!同时&本文结合!&"式重新回归&估计结果见表5(第!&"4!""列基于高技术制造业&结果表明&省级高

新区升级对中'高效率的制造业企业前推&期 a7\水平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对低效率的制造业企业前

推&期 a7\水平不存在显著的影响%第!5"4!;"列基于非高技术制造业&结果表明&无论是何种效率的制

造业企业&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前推&期的 a7\水平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因此&相对于低效

率制造业企业&省级高新区升级更有利于中'高效率的制造业企业提升 a7\水平(

表5'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的影响!基于企业效率特征

变量
"&$ "$$ ""$ "5$ "#$ ";$

3(Ho'HoF&

制造业类型
高技术制造业 非高技术制造业

a7\o /̀Z a7\o C̀QQ0, a7\o C̀- a7\o /̀Z a7\o C̀QQ0, a7\o C̀-

7H15./2

%*&!9%

"""

"&$*;&$

%*""!%

"""

"[*;[$

4%*%5$%

" 4%*;&$

%*$"#%

"""

""9*5;$

%*"59%

"""

"&9*99$

%*&!$%

"""

";*9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q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G

$

%*5&%% %*&;%% %*&$%% %*"[%% %*%;%% %*&#%%

观测值 #[;# ;&%! ;;9% ;&%[! ;;#%# #![!5

%三& 机制检验

I*集聚效应'晏国菀等研究发现&#集聚效应$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
*"5+

(为

进一步检验产业集聚是否为省级高新区升级提升制造业企业 a7\的重要机制&首先&本文结合!$"式&构

建高技术产业集聚!%,1%o32$%o.11"指标&并在!&"式的基础上进行机制检验&估计结果见表#(第!&"列基

于高技术产业集聚&结果表明&省级高新区升级对高技术产业集聚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第!$"4!5"列分

别将样本分为高!NC3NoL,ANo/33oT/Z"'中!NC3NoL,ANo/33oTCQ"'低!NC3NoL,ANo/33oTC-"高技术产业集聚程

度的城市群&

"并结合!&"式重新回归(估计结果表明&对于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群&省级高新

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水平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同时对于中'低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的城市群&省级

$9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

"

在二位码产业内部&本文结合!""式将制造业企业 CFWo1.H从大到小排列&排名前&?"的制造业企业为低效率制造业

集群!a7\o C̀-"&中间&?"的为中等效率的制造业集群!a7\o C̀QQ0,"&否则为高效率制造业集群!a7\o /̀Z"(

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从大到小依次排列&排名前&?"的城市为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群&排名中间&?"

的城市为中等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城市群&否则为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较低的城市群(



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水平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因此&表#的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

是省级高新区升级提升制造业企业 a7\水平的重要机制之一&本文假说$得到验证(

表#'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的影响机制!基于高技术产业集聚

变量

"&$ "$$ ""$ "5$

%,1%o32$%o.11 3(Ho'HoF&

%,1%o32$%o.11o+.X %,1%o32$%o.11o+,/ %,1%o32$%o.11o+,*

7H15./2

%*%&5%

""

"$*#"$

&*#9&%

"""

"$#*9%$

%*%$#%

"&*%5$

4%*5;#%

"""

" 4&$*%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q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 [#&%" ["#5" #;$;#

G

$

%*&;%% %*&;%% %*%9%% %*&5%%

表;'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

的影响机制!基于制造业集聚

变量
"&$ "$$ ""$

+.*7o.11oF& 3(Ho'HoF& 3(Ho'HoF$

7H15./2

%*5#[5

"""

4%*%&&#

""

4%*%!#5

"""

"9*!!$ " 4$*"&$ " 4&"*#!$

+.*7o.11oF&

%*%&&;

"""

%*%%9!

"""

""$*#!$ "$9*&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q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5 &["5&5 &%#5&$

G

$

%*[95[ %*!#!# %*!5"9

此外&本文构建城市制造业集聚指标 !+.*7 o

.11"&并借鉴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
*"#+

&研究制造业集

聚是否为省级高新区升级提升制造业企业 a7\水平

的重要机制&估计结果见表;(第!&"列基于前推&期的

制造业集聚水平&结果表明&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

集聚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第!$"列基于前推&期的制

造业企业 a7\水平&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制造业

企业 a7\水平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类似地&第!""列

基于制造业企业前推$期的 a7\水平&结果表明&制造

业集聚有利于制造业企业提升 a7\水平(因此&表;的

结果表明&省级高新区升级引发的制造业集聚&是省级

高新区升级提升制造业企业 a7\水平的重要机制之

一&本文假说$得到进一步检验(

表['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的影响

机制!基于企业减税效应

变量
"&$ "$$

3(Ho'HoF& 3(Ho'HoF$

7H15./2

4%*%%9%

"

" 4&*[[$

4%*%!$$

"""

" 4&$*9!$

7H15./2q;CF

%*%%&#

"""

%*%%%9

"""

"!*;%$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行业 q年份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 &%;;&;

G

$

%*!;&! %*!5[9

J*减税效应'为检验企业减税效应是否为省级

高新区升级提升制造业企业 a7\水平的重要机制&

本文构建省级高新区升级 ! 7H15./2"和制造业企业

是否获得减税 !;CF"

!的交互项 ! 7H15./2q;CF"&

并结合!&"式重新回归&估计结果见表[(第 !&"和

!$"列分别基于前推&期'$期的制造业企业 a7\水

平&结果均表明&7H15./2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

7H15./2q;CF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

未获得减税的制造业企业&省级高新区升级更有利

于获得减税的制造业企业提升 a7\水平(因此&表[

的估计结果表明&企业减税效应是省级高新区升级

提升制造业企业 a7\水平的重要机制之一&本文假

说"得证(

"9

'第 ! 期 ''孙文浩&张'杰) 高新区升级能否提升制造业企业 a7\/

!

;CF是%'&变量&当制造业企业获得政府减税时 ;CF为&&否则为%(



%四& 稳健性检验

I*共同趋势假定和安慰剂检验'观察图$&在$%%9年之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制造业企业 a7\的变化趋

势一致&并且处理组 a7\年总值要低于对照组(但在$%%9年后&两者变化趋势出现差异&处理组 a7\年总

值要高于对照组&并且差距逐渐拉大&说明制造业企业 a7\增加主要由省级高新区升级引起&共同趋势假

定!O)TT)- a.,-Q 1MM2TSLC)-"通过检验(

图$'实验组和对照组制造业企业 a7\年总值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5年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计算而得

图"'安慰剂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5年国家统计局的

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计算而得

为进一步检验制造业企业 a7\增加是否主要由省

级高新区升级引起&本文借鉴 _C等的研究
*";+

&根据原

有城市省级高新区升级情况构建伪省级高新区升级变

量&并进行$%%%次蒙特卡洛模拟估计(结果如图"所示&

估计系数基本上以%为中心呈正态分布&并且均小于本

文核心变量估计结果&说明本文基准估计结果并不是

由于偶然因素引起(

J*工具变量检验'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

区需要经过政府严格审批&一般而言&省级高新区制造

业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

新区的概率就越大&因而本文模型内部可能存在互为

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基于此&本文使用当年省份地区财

政支出额与财政收入比重 !(,-$.'-H2*/o5292*72"作为省

级高新区升级的工具变量&

!并运用二阶段最小二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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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对省级高新区升级存在紧约束&为降低城市财政负担对制造业企业 a7\的影响&本文使用省份

层面的指标信息构建工具变量&预测工具变量和省级高新区升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相关文献几

乎很少出现省级高新区升级的工具变量&这可能是因为多数文献认为&利用省级高新区升级构建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在很

大程度上降低了模型内部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结合城市!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又降低了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

性问题
*5+

&因而模型中即使存在本文认为的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也只是对参数估计结果产生较为微弱的影响%另外&省

级高新区升级合宜的工具变量确实难找(因此&本文设计的工具变量也存在一定问题&但可不必计较&因为这里只是进行稳

健性分析&观察模型加入工具变量后&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的影响是否存在方向性的差异(



!$H_H"法&研究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由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可知&

(,-$.'-H2*/o5292*72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符合预期(同时&O<Dc/0Q 7统计值远大于&%j统计水平下的标

准值&以及第一阶段 7值显著拒绝原假设&基本排除了工具变量和内生变量可能存在的弱相关性问题&说

明本文工具变量有效(由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知)第!&"列基于当期制造业企业的 a7\水平&结果表明&省

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第!$"列基于制造业企业前推&期的 a7\水平&结

果表明&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的 a7\水平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因此&表!的估计结果与本文实

证结果高度一致&说明本文结论稳健(

K*测量误差检验'为检验模型内部可能存在的变量测量误差问题&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
*"%+

&构建

科技劳动生产率的测度指标!'.d&5o5.32"&并结合!&"式检验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科技劳动生产

率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9(第!&"列的结果表明&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科技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

促进效应%第!$"列在!&"式的基础上控制了企业和年份的双向稳健聚类标准误&

!结果表明&省级高新区

升级后&制造业企业科技劳动生产率平均增加约%*#"j(因此&表9的估计结果与本文主要实证结论高度一

致&说明本文结论稳健(

表!'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的影响

变量
"&$ "$$

3(Ho'H 3(Ho'HoF&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H2*/o5292*72

4%*$%&"

"""

4%*&9!;

"""

" 4&;*;9$ " 4&#*$$$

O<Dc/0Q 7统计值 $!%%% &;%%%

第一阶段 7值
![*[$%%

"""

9"*"!%%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行业 q年份 控制 控制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7H15./2

&*$&$;

"""

&*$[5&

"""

"&&*%#$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行业 q年份 控制 控制

G

$

%*!;"5 %*!";[

观测值 $9$$![ &[#"9$

''说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回归过程中均控制了企业和

年份固定效应

''

表9'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科技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变量

"&$ "$$

'.d&5o5.32

7H15./2

%*%%#"

""

"$*#%$

%*%%#"

"

"&*9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行业 q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 $9$$![

G

$

%*[%"# %*[%"#

五$ 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长期以来&关于省级高新区升级能否提升制造业企业 a7\的关键性问题&已有文献尚未给出明确的

回答(本文使用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9年省级高新区升级的政策冲击事

件&构建准实验研究框架研究省级高新区升级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 a7\的关键性问题&并进行了多种稳

健性检验(主要发现)第一&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存在显著促进效应(第二&基于创新结构特

征&相对于低效率制造业企业&省级高新区升级对中'高效率制造业企业 a7\的促进效应更加突出%基于

企业产权属性&相对于非本土制造业企业&省级高新区升级对本土制造业企业 a7\的促进效应更加突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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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模型内部可能存在的自相关性问题(



基于区域特征&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非东部地区&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均存在显著的促进

效应&但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 a7\的增长幅度更大(第三&产业集聚效应和企业减税效应是省级高新区升

级提升制造业企业 a7\水平的重要机制(本文研究结论为政府借助#以升代建$的国家级高新区发展战略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二& 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持续推进#以升代建$的国家级高新区发展战略&加快省级高新区升级速度(研究发现&

省级高新区升级有利于制造业企业提升 a7\水平&省级高新区升级后&制造业企业 a7\水平平均提升约

#*$%j&并且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非东部地区&也无论是高技术产业还是非高技术产业&省级高新区升级

均有利于制造业企业提升 a7\水平&尤其对本土制造业企业 a7\的促进效应更加突出(因此&为促进制造

业提效增质&政府应加快将符合标准的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政府应重点推动以中'高效率制造业集群为主体的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研究发现&

相对于低效率制造业企业&省级高新区升级对中'高效率制造业企业 a7\的促进效应更加突出(因此&政

府应将中'高效率制造业企业数量作为省级高新区升级的重要考核标准&提升国家级高新区的产业集聚质

量&进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第三&政府在推动省级高新区升级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产业集聚效应和减税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研究发现&产业集聚效应和减税效应是省级高新区升级提升制造业企业 a7\水平的重要机制(因

此&政府在推动省级高新区升级的过程中&可从以下两方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一是要重点将产业集

聚程度和税收减免规模列入省级高新区升级的考核标准&同时提高产业集聚和税收减免规模的门槛标准%

二是要加强事后扶持&在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后&政府应长期给予高技术制造业企业优惠的减

税扶持&提升高新区高技术制造业的集聚程度(

%三& 研究局限和未来展望

#十四五$规划建议强调要#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本文基于制造业

企业 a7\&研究了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 a7\水平的影响和机制&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探索省级高新

区升级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的问题&为政府借助#以升代建$的国家级高新区发展战略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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