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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京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

吴永林!赵佳菲

!北方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

#

摘要"本文采用
VW@

模型中的
K/,R

a

2&34

生产率指数法!对北京高技术企业总体
"##<

&

"##D

年间技术创新活动的效

率及变化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北京高技术企业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
;D7BU

!各行业的全要素生

产率均有提升#此外!北京高技术企业及各行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技术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均有贡献#除电子及

通信设备制造业与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外!技术效率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均产生负作用#

关键词"技术创新$

VW@

$

K/,R

a

2&34

生产率指数法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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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企业管理专业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

!!

技术创新活动是一个投入产出的系统过程!企业

往往会进行大量的投入!以期获得满意的回报'高技

术企业以技术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重视技术创

新活动!不断增加技术创新投入!但从结果来看!大量

技术创新资源的投入并没有带来理想的创新产出!这

表明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在已有关于技术创新效率的研究中!

9++*Z''

和
W2(32

F

$*&R

通过对美$日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

析!发现研发投入和企业的长期绩效$市场份额之间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

'王颜林!王孟欣运用数据

包络方法"

VW@

#模型!从行业角度对河北省高技术

企业创新效率进行了研究%

"

&

)程红星!陈永莉采用

VW@

方法分析了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

率%

;

&

)胡玮运用随机前沿方法"

$=@

#测算除了重庆高

技术企业各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值%

>

&

'刘俊杰!傅毓

维基于
VW@

方法对我国高技术企业按地区进行了

技术创新效率的测度%

<

&

'但是很少有学者对北京高

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研究!并且大多采用单

年度区域数据或行业数据!极少采用多年度不同行业

的面板数据'因此!本文采用
"##<

.

"##D

年北京高

技术企业
<

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基于
VW@

的

K/,R

a

2&34

生产率指数法进行北京高技术企业技术

创新效率的测度'

!

!

研究理论与方法

K/,R

a

2&34

生产率指数用于研究不同时期决策

单元的效率演化!是应用
[7 G7$*'

F

*/50

提出的距

离函数定义的!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4/,=/%4+5

H5+02%4&P&4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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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解为技术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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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技 术 效 率 变 化 "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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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每个行业看作是一个决策单元"

VKJ

#的情况

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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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T!

!

!

$T!

#分别表示该行业在
$

年和

$T!

年的投入产出量!从
$

期到
$T!

期的生产率变

化的
K/,R

a

2&34

生产率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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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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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技术效率的变化!

)WSN

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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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变化!另外
W==SN

还可以分解为
HWSN

和

$WSN

两部分!其中
HWSN

为纯技术效率的变化!

$WSN

为规模效率的变化'则
K/,R

a

2&34

生产率指

数即全要素生产率就可以分解成纯技术效率的变化

"

HWSN

#$规模效率的变动"

$WSN

#和技术进步的变

化"

)WSN

#三个部分!即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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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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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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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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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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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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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WHSN

$

)WSN

$

HWSN

$

$WSN

的值大于
!

!

则表明从第
$

期到
$T!

期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

纯技术效率提升改善并形成规模经济!否则反之'

"

!

实证分析

"$!

!

指标选择

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是一个多投入$多产

出的复杂系统!投入包含人$财$物等多个方面!产出

也包含了产品$专利等'鉴于已有学者对于技术创新

效率评价体系的研究!根据构建输入$输出指标体系

的目的性$精简性$关联性和多样性原则%

B

&

!本文选择

[fV

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

出和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作为技术创新投入指标)选

择新产品销售收入和专利申请数作为技术创新输出

指标'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

所示(

表
!

!

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指标体系

指标类别 指标

输入指标
I

[fV

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

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

输出指标
O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专利申请数

"$!$!

!

输入指标

!

#

[fV

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直接反映企

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对于人力资源数量的投入状况'

由参加
[fV

项目人员的全时当量及应分摊在
[fV

项目的管理和直接服务人员的全时当量两部分相加

计算!一个折合全时当量是一人年'

"

#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反映企业用于技术

创新活动的财务投入状况'调查单位在报告期用于

内部开展科技活动实际支出的费用!包括外协加工

费'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按用途分为经常性支出

和基本建设支出两类'

;

#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直接反映企业技术创

新活动中用于新产品开发的资金投入状况'

"$!$"

!

输出指标

!

#新产品销售收入'反映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

出的新产品的销售情况!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产

出首要的财务指标'

"

#专利申请数'专利申请数是企业进行技术创

新活动的直接成果体现'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向

专利行政部门提出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件数'

"$"

!

数据来源与计算

根据表
!

设立的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指标

体系!选取北京医药制造业"

H$

#$航空航天制造业

"

@$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W)W

#$电子计算机及

办公设备制造业"

SYW

#与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

业"

KWK

#为实证对象!依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

鉴+!整理并获取
"##<

.

"##D

年间的所需数据!运用

VW@H"7!

软件中的
K/,R

a

2&34

指数分析法对输入输

出数据进行处理!得出
"##<

.

"##D

年北京高技术企

业技术创新效率的
K/,R

a

2&34

指数及其分解!结果如

表
"

$表
;

所示'

表
"

!

"++R

!

"++S

年北京高技术企业技术

创新效率
J-.K

L

81=3

指数及其分解

W==SN )WSN HWSN $WSN )=HSN

H$ #7B>! !7A"! ! #7B>! !7"#!

@$ #7?!! !7>DB !7B#D #7<;; !7;<>

W)W !7#BB !7>A? ! !7#BB !7<D"

SYW ! !7<"D ! ! !7<"D

KWK #7?;" !7>#" !7!B> #7B?> !7;#B

均值
#7?"< !7< !7!>? #7D#D !7;DB

表
#

!

"++R

!

"++S

年分年度北京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J-.K

L

81=3

指数及其分解

"##<

&

"##A "##A

&

"##B "##B

&

"##D

W==SN )WSN HWSN $WSN )=HSN W==SN )WSN HWSN $WSN )=HSN W==SN )WSN HWSN $WSN )=HSN

H$ #7DD> #7D"! !7### #7DD> #7B"A #7!?> >7>;# !7### #7!?> #7D<? "7;B" !7!B! !7### "7;B" "7BBD

@$ !7;AA #7A!? #7?<< !7>;# #7D>A #7>"# ;7;A! <7"!D #7#D! !7>!" !7;!A !7<BD !7### !7;!A "7#BB

W)W !7"<# #7B#< !7### !7"<# #7DD! !7### >7<AD !7### !7### >7<AD !7### #7?D> !7### !7### #7?D>

SYW !7### !7><# !7### !7### !7><# !7### !7<B! !7### !7### !7<B! !7### !7<AB !7### !7### !7<AB

KWK !7A>A #7?B? !7A!B !7#!D !7A!! #7>"" !7;A# !7### #7>"" #7<B> !7!A< "7#B# !7### !7!A< "7>!;

均值
!7"## #7DB> !7#?! !7!## !7#>D #7<!# "7B#B !7;?" #7;AA !7;B? !7"?< !7>"A !7### !7"?< !7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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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果与讨论

!

#北京高技术企业整体技术创新活动的效率呈

现提高趋势'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

"##<

.

"##D

年

北京高技术企业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

变动值"

)=HSN

#为
!7;DB

!说明整体创新效率不断

提高'其中
"##<

.

"##A

年$

"##A

.

"##B

年$

"##B

.

"##D

年
)=HSN

值分别为
!7#>D

$

!7;B?

$

!7D>B

!表明

近年来北京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是逐年提高!

且上升幅度较大'从各行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全要素

生产率变动值来看!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排列顺序应

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7<D"

#$电子计算机及办

公设备制造业"

!7<"D

#$航空航天制造业"

!7;<>

#$医

疗器械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7;#B

#和医药制造业

"

!7"#!

#'

"

#北京高技术企业整体技术创新活动的技术水

平提高!但技术效率呈下降趋势'将全要素生产率分

解为技术效率变动"

W==SN

#和技术变动"

)WSN

#进

行分析!可以看出从
"##<

到
"##D

年技术变动均值提

高了
<#U

!但技术效率变动指数为
#7?"<

!说明技术

创新活动的技术效率有所下降'再将技术效率变动

"

W==SN

#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动"

HWSN

#和规模效

率变动"

$WSN

#!可以发现
"##<

.

"##D

年
HWSN

均

值为
!7!>?

!

$WSN

均值为
#7D#D

!说明纯技术效率变

动对技术效率变动的贡献更大!而整个北京高技术企

业的规模效率还比较低'其中
"##A

.

"##B

年间北京

高技术企业的规模效率大幅降低!直接导致技术效率

明显退后!致使虽然这一期间技术变动值为近年来最

大!但最终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幅度却并不大'其中各

行业的技术变动指数"

)WSN

#均值均大于
!

!但是技

术效率只有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与电子计算机及

办公设备制造业得到提高或保持稳定!其他几个行业

则是有所下降!特别是医药制造业!其技术效率变动

为
#7B>!

!这也影响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此

外!各行业的纯技术效率均保持稳定或提升!但是规

模效率变动除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

办公设备制造业外均小于
!

'

;

#具体到行业中!医药制造业
"##<

.

"##A

年技

术创新活动的
)=HSN

值为
#7B"A

!其中技术变动值

及技术效率变动值均低于
!

!表明这一年度内医药制

造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效率呈下降趋势'

"##A

.

"##B

年度
)=HSN

值为
#7D<?

!虽然较上一年度有所提

高!但其技术创新活动效率仍没有提高'到
"##B

.

"##D

年度!

)=HSN

值为
"7BBD

!较前两年度有明显

上升!且技术创新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高!其

中技术效率改进明显!技术创新活动也有明显的技术

进步'

航空航天制造业
"##<

.

"##A

年技术创新活动的

)=HSN

值为
#7D>A

!表明这一年度中其全要素生产

率有所下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技术创新活动的技术

下降"

#7A!?

#造成的'

"##A

.

"##B

年度
)=HSN

值

为
!7>!"

!技术创新活动效率有所提高!这主要是由

于这一年度中技术进步明显"

;7;A!

#!但是技术效率

却呈现下降趋势"

#7>"#

#'到
"##B

.

"##D

年度!

)=Q

HSN

值为
"7#BB

!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更加显著!无论

是技术变动指数还是技术效率变动指数均大于
!

'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

.

"##A

$

"##A

.

"##B

$

"##B

.

"##D

年技术创新活动
)=HSN

值分别

为
#7DD!

$

>7<AD

和
#7?D>

!呈现倒
J

型趋势!表明在

"##A

.

"##B

年技术创新活动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后!

又开始下降'这几年中!技术创新活动的技术效率一

直保持稳定!而技术变动则较为明显!在下降以后大

幅提升!之后又小幅下降'

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

年以来!技

术创新活动的技术效率一直保持稳定!技术变动则一

直大于
!

!且每年进步幅度都有所提高!总体来说其

技术创新效率处于稳定提升状态'

医疗 设 备 及 仪 器 仪 表 制 造 业
"##<

.

"##A

$

"##A

.

"##B

$

"##B

.

"##D

年技术创新活动
)=HSN

值分别为
!7A!!

$

#7<B>

和
"7>!;

!与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相比刚好相反!呈现
J

型特征'其主要原因

是
"##A

.

"##B

年度中!技术创新活动的技术效率大

幅度降低!致使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下降'在其他

时段!技术创新活动效率则保持较大幅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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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需要编程器先编程后装配的惯例!形成产品后还

可以在系统内反复编程!提高产品的适应性!延长产

品生存周期!通过对终端机变成可以满足各工序的不

同需求

系统采用了具有大容量片外存储器
=Z@$N

!它

可以用来存储采集下来的数据和上位计算机下传的

数据文件'终端机内存储一定量的采集数据!可以使

得终端机在短时间内脱离上位计算机独立工作!对网

络系统不正常$减轻网络通信负担和提高系统安全性

意义非凡%

<

&

'

终端机设计继电器电路!输出标准的
!"6

0

!@

的

开关电量!用于现场控制和报警等使用'

具体操作流程(

!

原料经检验合格后!装入料桶!

贴上电子标签!所有工序的入口处都安装终端机设

备)

"

电子标签内写入相应的原始信息)

#

电子调度

将当天生产的批号通过上位机下传到终端机内)

$

随

着产品在流水线上流动!终端机自动采集电子标签内

相关信息!并判断采集到的标签内物料信息和上位机

下传的电子调度信息是否一致!如果发现不一致发出

报警信号)

%

将采集到的物流信息接入到其他生产管

理系统'

)

!

总结

随着电子标签的广泛应用!电子标签的成本将会

大幅度下降!最终将会替代条形码!作为商品编码和

信息采集的主要手段'可以预见电子标签作为制造

系统信息自动采集的手段!也将成为主流'值得一提

的是!在制造系统中电子标签还有很多其它的用途(

!

作为产品的电子身份证!将对产品的销售$售后服

务$质量跟踪$回收等产生深远影响)

"

防伪'电子标

签内的信息可以加密!并且授权状态下读取和修改!

是目前任何一种防伪手段都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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