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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有研究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倒逼企业创新，但该结论主要基于规模以上企业实证研究，难以

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不同规模企业创新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严格随机分层抽样的“中国企业－员

工匹配调查”数据（ＣＥＥＳ），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不同规模企业创新行为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大样本

实证研究。将新产品推出速度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

响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大型企业创新速度显著加快，而中小企业的创新行为并未发现明

显变化。进一步分析认为，之所以存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倒逼失灵”现象，技能劳动力缺

乏、职业培训投入不足和创新资金基础薄弱或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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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企业转 型 升 级 的 核 心 是 从 要 素 驱 动 转 向 创 新 驱

动，而劳动力 成 本 上 升 是 企 业 转 型 升 级 面 临 的 重 大 背

景。２０１３年中 国 制 造 业 从 业 人 员 年 度 平 均 工 资 高 达

４６　４３１元，是２００３年的３．６６倍，是１９９５年的８．９３倍 。
在劳动力成 本 持 续 上 升 的 背 景 下，企 业 创 新 行 为 会 发

生怎样的变 化？对 上 述 问 题 的 研 究，不 仅 有 助 于 深 入

理解劳动力成本上升条 件 下 企 业 转 型 升 级 面 临 的 现 实

困境，而且有 助 于 为 新 常 态 下 我 国 企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路

径选择提供参考。
关于劳动力 成 本 上 升 与 企 业 创 新 行 为 的 关 系，现

有文献并未 得 出 一 致 性 的 实 证 结 论。其 中，较 多 实 证

研究认为：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会 刺 激 企 业 以 资 本 替 代 劳

动，诱致企 业 进 行 技 术 变 迁［１］，倒 逼 企 业 加 快 创 新［２］。
因此，在宏观层面上，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引 发 的 创 新 倒 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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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或能推动经济 增 长 方 式 转 变 和 产 业 结 构 升 级［３］。
然而，上述文 献 多 为 依 据 规 模 以 上 企 业 样 本 的 实 证 研

究，并未充分考虑广大 中 小 企 业 在 劳 动 力 技 能 构 成、创

新资金供给 等 方 面 与 规 上 企 业 的 组 间 差 异。同 时，来

自一手调查 的 经 验 证 据 表 明：在 相 同 的 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冲击下，大 量 中 小 企 业 并 未 采 用 创 新 策 略 以 有 效 对

冲劳动力 成 本 上 升 压 力，出 现 经 营 困 境，甚 至 退 出 市

场。在劳动力成本上 升 对 大 型 企 业 存 在 创 新 倒 逼 机 制

的同时，其对中小企业创 新 行 为 或 存 在 较 为 明 显 的“倒

逼失灵”现 象。对 此，本 文 将 进 行 实 证 检 验 与 原 因 分

析。
实际上，不同 规 模 企 业 的 创 新 活 动 存 在 显 著 异 质

性。通常大企业具有 更 强 的 资 金 实 力 去 承 担 研 发 项 目

费用，并具有消化失败、承担风险的能力［４］，但规模不经

济引致的复杂官僚管理 体 制 也 会 对 企 业 创 新 产 生 不 利

影响［５］。相比之下，中小企业往往更具灵活的创新机制

和勇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６］，但也存在技术、资金、人才

和信息等创 新 资 源 不 足 的 问 题。因 此，同 样 面 临 劳 动

力成本上升 的 挑 战，不 同 规 模 企 业 拥 有 的 创 新 行 为 调

整空间是不 同 的。然 而，现 有 研 究 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对

企业创新行 为 影 响 机 制 的 实 证 文 献，其 运 用 的 数 据 主

要为基于规 模 以 上 企 业 样 本 的 中 国 工 业 企 业 数 据 库，
难以对占我国企业数量 绝 大 多 数 的 中 小 企 业 进 行 有 效

分析。
为此，本文运用有效 覆 盖 不 同 规 模 样 本、严 格 随 机

分层抽样的“中 国 企 业－员 工 匹 配 调 查”数 据，对 劳 动

力成本上升背景下不同 规 模 企 业 创 新 行 为 的 异 质 性 问

题进行分组 实 证 检 验，对 中 小 企 业 创 新 行 为 可 能 存 在

的劳动力成 本“倒 逼 失 灵”现 象 进 行 原 因 分 析，并 提 出

针对性对策建议。

１　文献综述

关于工资或 劳 动 力 成 本 与 企 业 创 新 的 关 系，现 有

国内外文献已有 较 多 论 述。早 在１９８６年，新 古 典 经 济

学家就关注到实际工资 增 长 与 企 业 创 新 或 存 在 正 向 关

系。随着实际 工 资 的 增 长，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将 从 长 期

引致技术创 新 和 产 业 结 构 变 迁。尽 管 在 短 期 均 衡 中，
实际工资增长将降低 利 润 率，但 从 长 期 看，企 业 可 以 通

过技术调整扩大生 产 可 能 性 边 界。在 偏 向 性 技 术 进 步

思想下，内生 增 长 理 论 关 注 劳 动 力 成 本 与 企 业 创 新 行

为的互补关系。高工 资 水 平 引 发 的 成 本 压 力 将 引 致 企

业通过技术创新尤其是 劳 动 效 率 增 进 型 技 术 创 新 实 现

稳态均衡利润，反之，劳 动 力 成 本 下 降 将 对 企 业 创 新 产

生一定的阻碍效应［７］。
从理论角度 看，现 有 文 献 关 于 劳 动 力 成 本 对 企 业

创新的影响 机 制 已 有 较 多 论 述。然 而，深 入 到 中 国 劳

动力成本上 升 的 现 实 背 景，从 微 观 企 业 视 角 检 验 劳 动

力成本上 升 对 企 业 创 新 影 响 效 应 的 实 证 文 献 并 不 多

见。其中，基 于 中 国 非 农 企 业 数 据，Ｆｌｅｉｓｈｅｒ等［８］实 证

研究发现，提 高 工 资 会 提 高 工 人 效 率。运 用 国 有 企 业

和“三资”企业的省级面板数据，张庆昌、李平 ［９］实证检

验了创新工 资 门 槛 假 说，发 现 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对 企 业

创新的倒逼 机 制 虽 然 在 样 本 总 体 层 面 上 存 在，但 仍 具

有一定的阈值范围。采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林炜、任志成等［１０］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企业 创 新

能力与 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具 有 显 著 正 向 相 关 系 数。但

是，由于中国 工 业 企 业 数 据 库 采 集 的 是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业样本，其本身具有 较 强 的 抵 抗 成 本 压 力 的 能 力，因

而，由于样本选择性偏 误 的 存 在，劳 动 力 成 本 对 企 业 创

新的弹性系数或难以在 大 样 本 条 件 下 满 足 一 致 性 估 计

要求。由于数 据 的 限 制，劳 动 力 成 本 对 企 业 创 新 的 倒

逼机制是否 在 不 同 规 模 企 业 均 普 遍 存 在，是 否 存 在 劳

动力成 本 上 升 对 中 小 企 业 创 新 行 为 的“倒 逼 失 灵”现

象，现有文献并未进行规范的实证讨论。
通过对创新 理 论 的 系 统 梳 理，现 有 文 献 认 为 企 业

规模对创新 活 动 具 有 重 要 影 响，而 企 业 规 模 差 异 可 能

是造成企业面临成本压 力 时 产 生 创 新 行 为 异 质 性 的 重

要因素。其中，关注大 型 企 业 创 新 的 学 者 们 认 为，只 有

大企业 才 有 能 力 承 担 创 新 所 需 的 高 固 定 成 本［１１］。同

时，创新作为一种风险 投 资，只 有 大 企 业 才 能 通 过 不 同

项目分散创新的不 确 定 性 和 风 险 性。从 创 新 活 动 与 规

模经济的相互关系出发，Ｓｃｈｅｒｅｒ［１２］进一 步 深 入 考 察 了

不同规模企业创新行 为 的 异 质 性 问 题，一 方 面，创 新 活

动将带来规模经济，创 新 投 入 收 益 会 增 加，新 产 品 的 引

入更加便利；另一方面，由 于 不 同 规 模 企 业 之 间 创 新 收

益存在不对 称 性，大 企 业 往 往 更 能 凭 借 其 规 模 经 济 优

势获取更高的创新 溢 价。因 而，在 相 同 外 部 环 境 下，大

企业的创新 活 动 往 往 更 为 活 跃。借 鉴 这 一 思 路，近 年

来部分国内文献开始关 注 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对 不 同 规 模

企业 创 新 行 为 的 异 质 性 影 响。基 于 案 例 调 查，李 钢

等［１３］发现，劳动力 成 本 上 升 对 中 小 企 业 创 新 活 动 存 在

“倒逼失灵”现 象。伴 随 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广 大 中 小 企

业并未通过 研 发、品 牌 与 人 才 战 略 实 现 创 新 驱 动 和 转

型升级，反 而 对 企 业 生 产 经 营 成 本 形 成 进 一 步 挤 压。
在低成本战 略 的 路 径 锁 定 效 应 下，多 数 中 小 企 业 在 劳

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冲击下难以实现创新转型。
综上，部分文 献 已 关 注 到 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对 不 同

规模企业创 新 活 动 或 具 有 异 质 性 影 响。然 而，由 于 缺

乏大规模一 手 调 查 数 据，现 有 文 献 并 未 对 上 述 问 题 展

开细致的实 证 研 究，也 未 从 微 观 数 据 层 面 就 劳 动 力 成

本上升对中小企业创新活 动“倒 逼 失 灵”现 象 展 开 实 证

探讨。为此，基于涵盖 不 同 企 业 规 模 样 本、严 格 随 机 分

层抽样的“中 国 企 业－员 工 匹 配 调 查”数 据，本 文 拟 就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不同 规 模 企 业 创 新 活 动 的 异 质 性 影

响进行分组 实 证 检 验。与 现 有 文 献 相 比，本 文 的 实 证

贡献主要有以 下 两 点：①将 占７０％以 上 比 重 的 小 型 企

业纳入进来，对 不 同 规 模 企 业 创 新 行 为 在 面 临 劳 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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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升冲击 时 的 异 质 性 现 象 进 行 描 述；②采 用 以 新

产品推出速度指标为代 表 的 企 业 创 新 绩 效 变 量 作 为 企

业创新行为 的 代 理 变 量，为 不 同 规 模 企 业 创 新 行 为 构

建一致性的 可 比 较 框 架，弥 补 该 领 域 现 有 文 献 重 创 新

投入指标、轻创新绩效指标的不足。

２　数据说明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的 数 据 来 自 于２０１５年 武 汉 大 学 质 量 发

展战略研究 院 等 机 构 联 合 开 展 的“中 国 企 业－员 工 匹

配调查”（ＣＥＥＳ）。通过 进 入 企 业 直 接 调 查 方 式，ＣＥＥＳ
获得了广东省５７０家 制 造 业 企 业 经 营 绩 效、创 新 投 入

产出、要素投入和成 本 状 况 等 一 手 数 据。此 外，由 于 这

是一项典型的 企 业－员 工 匹 配 性 调 查，关 于 劳 动 力 成

本和企业创 新 的 数 据 来 自 于 同 一 个 样 本，有 利 于 就 劳

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创 新 行 为 的 影 响 进 行 更 为 精 确 的

实证检验。
更 重 要 的 是，该 调 查 覆 盖 了 不 同 规 模 企 业 样 本。

样 本 规 模 分 布 为：大 型 企 业 占１６．４６％，中 小 企 业

８３．５４％。这与统 计 年 鉴 所 披 露 的 大 型 和 中 小 型 规 模

企业占制造业 企 业 的 比 重 较 为 一 致（分 别 为３．５９％和

９６．４１％），既符合企业总 体 分 布 状 况，也 充 分 考 虑 了 劳

动力成本上升的现实背景。

２．２　变量选择

（１）企业 创 新 变 量。现 有 文 献 主 要 从 投 入 和 产 出

两个角度评 价 企 业 创 新 活 动，由 于 本 文 需 对 不 同 规 模

企业样本进 行 分 析，考 虑 到 广 大 中 小 企 业 的 创 新 活 动

难以通过 基 于 正 式 预 算 的 研 发 投 入 活 动 进 行 有 效 测

度，以Ｒ＆Ｄ投入或发明专利数量衡量企业创新并不合

适［１４］。相对而言，从 新 产 品 的 角 度 衡 量 企 业 创 新 更 具

合理 性。许 多 研 究 者 使 用 和 借 鉴 由 Ｂｒｏｗｎ和 Ｅｉｓｅｎ－
ｈａｒｄｔ［１５］开发的产品创新量表，其中包括对企业推出新

产品速度的 衡 量，如“与 主 要 竞 争 对 手 相 比，企 业 是 否

频繁向市场 推 出 新 产 品”、“是 否 率 先 在 市 场 中 推 出 新

产品”、“是 否 快 速 地 向 市 场 推 出 新 产 品”。因 此，在 现

有文献基础 上，本 文 以 企 业 新 产 品 推 出 速 度 作 为 企 业

创新行为的代理指 标。企 业 新 产 品 推 出 速 度 以 企 业 产

品升级换代 的 平 均 时 间 周 期（天 数）作 为 表 征 量，该 指

标数值越小，表明企业创新能力越强。
（２）劳 动 力 成 本 变 量。劳 动 力 成 本 是 指 企 业（单

位）因雇佣社会劳动力 而 支 付 的 所 有 费 用，其 内 涵 超 过

按月支付的工资。已 有 文 献 中 多 以 平 均 工 资 水 平 或 实

际工资（扣除物价）替 代 劳 动 力 成 本。对 于 劳 动 力 成 本

指标，本文利用企业报 告 的 平 均 工 资 成 本 数 据，并 引 入

应付职工工资和社 保 缴 费 等 其 它 福 利 性 支 出。通 过 上

述方式，本文测算的劳 动 力 成 本 指 标，既 在 企 业 会 计 核

算上获得充 分 支 持，也 能 够 较 为 全 面 地 衡 量 企 业 劳 动

力投入成本情况。

（３）控制变量。借 鉴 现 有 文 献 的 通 常 做 法，本 文 将

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企业家年龄［１６］、企业年龄［１７］、企
业业绩［１８］、品牌和 企 业 所 处 地 区 固 定 特 征 及 行 业 固 定

特征作为控 制 变 量 纳 入 回 归 方 程 中。其 中，考 虑 到 劳

动力成本上 升 可 能 导 致 企 业 使 用 更 多 资 本 替 代 劳 动，
将更多资本 用 于 研 发 新 产 品，从 而 促 进 创 新 发 展。因

此，本文以人均拥有固定资产净值衡量资本密集度。
变量定义及基本 统 计 量 如 表１所 示。大 型 企 业 平

均４９０天推出 新 产 品，比 中 小 企 业 的 新 产 品 推 出 速 度

快将近７０天。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大型企业２０１４年人

均工资５．８６万元，比中小企业高４３．２８％，表明 大 型 企

业的劳动力成本已 经 处 于 较 高 的 水 平。从 其 它 变 量 来

看，大型企业的员工 规 模、资 本 密 集 度、利 润 率、企 业 家

年龄、企业年龄、品牌等指标值均比中小企业大。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符号 变量 定义
均值

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
标准误

ｖ 企业创新
新产 品 推 出 速

度（天）
４９０．２５　 ５６３．８２　 １．２９

ｗａｇｅ 劳动力成本

２０１４年企业人

均 工 资 成 本

（万元）
５．８６　 ４．０９　 ３．７１

ｓｉｚｅ 企业规模
２０１４年底员工

总数
４　８６４．９８　３６２．５６　３　４０４．８１

ｃａｐ 资本密集度

２０１４年固定资

产 净 值／员 工

规模

１７．１２　 １１．２３　 ２２．８０

ｐｒｏｆｉｔ 企业业绩
２０１４年产值利

润率（％）
５．７３　 ４．８５　 ０．６９

ｂｏｓｓａｇｅ 企业家年龄
一 把 手／老 板

的年龄
５２．６１　 ５０．０１　 ９．２７

ｆｉｒｍａｇｅ 企业年龄
２０１４－企业注

册年份（年）
１５．０５　 １１．５５　 ７．３１

ｂｒａｎｄ 品牌
无品牌＝“０”；

有品牌＝“１”
０．７１　 ０．５６　 ０．４９

３　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ｖｉｊｋ ＝α＋β１ｌｎｗａｇｅｉｊｋ＋βＸｉｊｋ＋Ｄｉ＋Ｄｊ＋εｉｊｋ （１）

　　其中，ｉ、ｊ分别表示 行 业 和 地 区，Ｘｉｊｋ表 示 一 系 列 控

制变量，由于 变 量 水 平 值 之 间 差 异 较 大，因 此，在 计 量

分析中对企业创 新 变 量（ｖ）、劳 动 力 成 本 变 量（ｗａｇｅ）、
企业规模变量（ｓｉｚｅ）、资 本 密 集 度 变 量（ｃａｐ）取 自 然 对

数。Ｄｉ 为行业固定效应变量（两位行业代码），Ｄｊ 为地

区固定效应变量（地级市），ε为误差项。

３．１　大型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激励企业创新

大型企业的 回 归 结 果 如 表２所 示，大 型 企 业 劳 动

力成本上升会 有 效 激 励 企 业 加 快 产 品 创 新，模 型３中

加入资本集中 度、利 润 率 和 品 牌 变 量，在１％的 显 著 性

水平下劳动力成本 上 升 对 创 新 具 有 激 励 作 用。大 型 企

业虽然只 占 样 本 总 量 的１６．８２％，但 拥 有 全 部 产 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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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３８％、工业增加值的７９．３０％、销售额的８４．９７％，提
供７３．６７％的劳动力就业，在这些大型企业中存在劳动

力成本上升 对 创 新 的“倒 逼”作 用，这 与 内 生 增 长 观 点

和已有实证研究结果相符。
表２　大型企业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ｌｎｗａｇｅ －０．２１８＊＊＊ －０．２５９＊＊＊ －０．２２９＊＊＊

（－２．７５） （－２．６０） （－２．７９）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０８９１ －０．１６７ －０．０２６　９
（－０．５５） （－０．８７） （－０．１３）

ｌｎｃａｐ －０．３４６＊＊ －０．４０５＊＊

（－２．１６） （－２．５５）

ｐｒｏｆｉｔ　 ０．１６０　 ０．２５２＊

（１．２４） （１．８６）

ｂｒａｎｄ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３９　７
（－０．１０） （０．１３）

Ｂｏｓｓａｇｅ ０．０３３　４＊

（１．８５）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０１６　３
（－０．６０）

Ｄｉ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Ｄｊ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６７　 ５９　 ５５
Ｒ２　 ０．１７８　２　 ０．１７７　９　 ０．２５０　６

注：括号内为ｔ统计量，＊表示ｐ＜０．１，＊＊ 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

０．０１；Ｙｅｓ表示控制，下同

从其它控制 变 量 的 估 计 系 数 来 看，随 着 企 业 家 年

龄的增大，企业创新速 度 会 变 慢，表 明 企 业 家 创 新 精 神

对企业创新 行 为 存 在 影 响；资 本 存 量 和 企 业 经 营 业 绩

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 正 向 的，品 牌、企 业 规 模 和 企 业 年

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负向的，但都不显著。

３．２　中小企业：劳动 力 成 本 上 升 对 企 业 创 新 影 响 不 显

著

　　中小企业在劳动力 成 本 上 升 的 环 境 下 表 现 出 与 大

型企业截然不同的行 为，企 业 创 新 没 有 显 著 加 快，这 是

已有实 证 研 究 中 没 有 充 分 关 注 到 的。数 量 占 比 超 过

８０％的中小企业在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时 没 有 通 过 加 快 产

品创新来对 冲 风 险，这 一 发 现 也 部 分 解 释 了 大 量 中 小

企业在劳动力成本 上 升 后 退 出 市 场 的 现 象。虽 然 劳 动

力成本上升导致部分企 业 退 出 市 场 是 经 济 转 型 升 级 过

程中的客观结果，但与 大 型 企 业 相 比，中 小 企 业 在 劳 动

力成本上升的冲击 下 更 容 易 遭 受 失 败。本 文 的 实 证 检

验表明，相比于大企业，劳 动 力 成 本 持 续 上 涨 对 中 小 企

业并未带来 显 著 的 创 新 倒 逼 作 用，而 明 显 引 致 生 存 压

力的增大。从 其 它 控 制 变 量 的 估 计 结 果 可 以 看 出，利

润情况对中小企业产品创新速度的影响在１０％的水平

下显著，这进 一 步 表 明：与 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压 力 相 比，
中小企业 创 新 行 为 与 经 营 绩 效 具 有 更 强 的 线 性 关 系

（见表３）。

３．３　稳健性检验

由于新产品推出速度指标具有在个别计数点附近

聚类分布的特 点，本 文 将 新 产 品 推 出 速 度 不 超 过１年

记为“０”，超过１年记为“１”，对 计 量 模 型 进 行Ｐｒｏｂｉｔ估

计，其估计结果与ＯＬＳ估计方向一致，大型企业劳动力

成本上升会显著提升企业创新速度，结果在５％的水平

下显著，而中 小 企 业 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对 企 业 创 新 没 有

显著影响（见表４）。
表３　中小企业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ｌｎｗａｇｅ －０．０１１　８　 ０．１１６　 ０．０７３　２

（－０．１５） （１．１６） （０．７１）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０８０　６　 ０．０１２　６　 ０．００２　３２
（－１．２４） （０．１４） （０．０３）

ｌｎｃａｐ －０．００１　２８　 ０．００９　３４
（－０．０２） （０．１３）

ｐｒｏｆｉｔ －０．１２９＊＊ －０．１３７＊＊

（－２．０６） （－２．１５）

ｂｒａｎｄ －０．３６３＊ －０．３５１＊

（－１．９５） （－１．８３）

Ｂｏｓｓａｇｅ ０．０１７　７＊

（１．６８）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００４　５４
（０．２９）

Ｄｉ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Ｄｊ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２４　 ２６７　 ２５９
Ｒ２　 ０．０８９　０　 ０．１４６　１　 ０．１５３　８

表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估计

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

被解释变量：研发投入

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

ｌｎｗａｇｅ －１．６０８＊＊ ０．１３２　 ０．００１　５８ －０．００８　５１＊＊

（－２．０６） （１．０５） （０．５７） （－２．３２）

ｌｎｓｉｚｅ －１．９８２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５　７１ －０．００５　０７
（－１．３９） （０．１０） （－１．０１） （－１．５２）

ｌｎｃａｐ －１．６５３ －０．００４　６２　 ０．００３　６３　 ０．００４　２４＊

（－１．６１） （－０．０５） （１．０７） （１．７０）

ｐｒｏｆｉｔ　 １．６６２＊ －０．１８４＊＊ ０．００１　５８　 ０．００１　１６
（１．６５） （－２．１８） （０．４４） （０．５０）

ｂｒａｎｄ －１．６９２　 ０．３２８ －０．０１１　１　 ０．０１９　０＊＊＊

（－１．０１） （１．４５） （－１．５１） （２．６９）

Ｂｏｓｓａｇｅ　 ０．０９６　３　 ０．００９　１９ －０．０００　４０１　 ０．０００　２９７
（１．５０） （０．７３） （－１．００） （０．８０）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０７９　７　 ０．０３０　９＊ －０．０００　１７７ －０．０００　３６８
（－０．８７） （１．６６） （－０．３０） （－０．６６）

Ｄｉ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Ｄｊ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５８　 ２１７　 ６１　 ３１３

　　进一步地，本文将研发投入强度（２０１４年企业研发

支出占销售 收 入 的 比 重）作 为 创 新 的 替 代 变 量 进 行 实

证检验。在面 临 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时，大 型 企 业 研 发 投

入没有显著变化，但系 数 符 号 为 正，而 中 小 企 业 研 发 投

入强度显著降低。研 发 投 入 估 计 结 果 进 一 步 支 持 了 本

文的实证发现，即在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的 情 况 下，中 小 企

业往往选择 进 一 步 挤 压 生 产 经 营 的 综 合 成 本，而 并 非

将更多要素 资 源 投 入 到 创 新 活 动 中。因 此，劳 动 力 成

本上升对中 小 企 业 创 新 活 动 存 在 较 为 明 显 的“倒 逼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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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现象。

４　分析与讨论

综上，与劳动 力 成 本 上 升 对 大 企 业 创 新 活 动 存 在

较强的倒逼 作 用 所 不 同 的 是，中 小 企 业 并 没 有 因 劳 动

力成本上升 而 显 著 加 快 创 新。对 中 小 企 业 分 组 而 言，
劳动力成本的创新 倒 逼 机 制 存 在 失 灵 现 象。其 重 要 原

因在于中小企业技能 劳 动 力、职 业 培 训 投 入 相 对 不 足，
且创新活动 所 需 的 资 金 基 础 较 为 薄 弱，使 其 难 以 通 过

加快产品创新有效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

４．１　中小企业低技能劳动力较集中

由表５可知，相对于 大 型 企 业，中 小 企 业 劳 动 力 技

能结构中低技能 劳 动 力 所 占 比 重 明 显 偏 大 。一 方 面，
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 下 的 低 技 能 劳 动 力 是 工 资 成 本

上涨更快的 群 体，这 造 成 中 小 企 业 面 临 更 大 的 劳 动 力

成本上升压力，２０１４年 中 小 企 业 为 雇 佣１个 劳 动 力 平

均付出成本４．０９万元／年，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８．７３％，增长

幅度显著高于大型企 业；另 一 方 面，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激

励企业创新 的 机 制 在 于 资 本 替 代 劳 动，同 时 产 生 对 高

技能劳动力 的 需 求，而 中 小 企 业 缺 乏 相 应 高 技 能 劳 动

力的充足供 给，从 而 进 一 步 阻 碍 了 技 术 变 迁 和 创 新 行

为的发生。
表５　不同规模企业低技能劳动力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情况对比

　　　　指标
平均值

（大型企业）
平均值

（中小企业）
Ｔ统计量

（双尾检验）
一线工 人 中 低 技 能 劳 动 力

占比
０．４６８　２５　 ０．５２５　３８ －１．９６０　３＊＊

全体员 工 中 低 技 能 劳 动 力

占比
０．６０７　９３　 ０．６６８　０８ －２．０４１　６＊＊

人均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 ０．０２９　９９　 ０．０８７　３３ －２．１０６　２＊＊

４．２　中小企业劳动力职业培训不足

企业通过产品创新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的前

提是员工素 质 的 提 高，职 业 培 训 作 为 一 种 促 进 企 业 专

用性人力资 本 积 累 的 方 法，对 企 业 创 新 绩 效 有 积 极 影

响。但从图１可 以 看 出，目 前 中 小 企 业 劳 动 力 接 受 职

业培训的情 况 相 对 较 差，无 论 是 入 职 培 训 还 是 在 职 技

能培训的比 例 皆 显 著 低 于 大 企 业，这 导 致 中 小 企 业 难

以通过改善其 自 身 人 力 资 本 质 量 而 增 强 创 新 能 力［１９］。
由于低成本 发 展 模 式 的 路 径 锁 定 效 应，在 劳 动 力 成 本

持续上升的 条 件 下，中 小 企 业 倾 向 于 通 过 挤 压 培 训 支

出等管理成 本 缓 解 短 期 成 本 压 力，这 进 一 步 制 约 了 企

业长期创新能力的改善。

４．３　中小企业创新资金基础薄弱

由表６可 知，中 小 企 业 在 创 新 资 金 能 力 方 面 远 远

弱于大型企 业，创 新 活 动 所 需 的 较 高 固 定 成 本 难 以 得

到分散和摊 销，市 场 风 险 较 大。中 小 企 业 两 年 连 续 亏

损面达１２．８２％，较差的经营绩效难以支持中小企业开

展更多创新 活 动。因 此，中 小 企 业 在 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的冲击下难以通过创新实现转型。

图１　不同规模企业的劳动力培训情况

注：培训情况来自样本企业抽样员工报告的数据

同时，虽然政 府 的 公 共 创 新 资 助 可 以 有 效 缓 解 企

业创新的资 金 瓶 颈，然 而 最 需 要 资 金 扶 持 的 中 小 企 业

却没有获得足够的创新补贴。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获得政 府

科技创新补贴的中小企业仅占１７．５６％，同时补贴额度

平均为２８．１１万元，仅为大型企业的１／４０。因 此，公 共

创新投入向大型企业的 偏 倚 进 一 步 加 剧 了 中 小 企 业 对

抗劳动力成 本 上 升 能 力 的 不 足，严 重 制 约 了 新 产 品 创

新速度。
表６　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资金情况对比

　　　　指标
平均值

（大型企业）
平均值

（中小企业）
Ｔ－统计量

研发投入（万元） ４　６０３．７２２　 ２７５．１９９　 １１．２７７　７＊＊＊

两年连续亏损面 ０．０４３０　１０８　０．１０２　１７３　９ －１．８００　５＊

享受科 技 创 新 补 贴 企 业 的

比例
０．５４３　４７８　３　０．１７５　５５５　６　７．９６７　４＊＊＊

其中：平均补贴金额（万元）１０　７０６．０１　 ２８．１０９　８２　 ２．４３０　８＊＊＊

５　结语

基于覆盖不同规模 企 业、严 格 随 机 分 层 抽 样 的“中

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 据，本 文 对 不 同 规 模 企 业 面

临劳动力成本上升时创 新 行 为 的 异 质 性 变 化 进 行 了 一

致性实证检 验，对 现 有 文 献 的 主 要 结 论 进 行 了 有 效 拓

展。本文实证研 究 结 论 主 要 包 括 如 下３点：①劳 动 力

成本上升对大型企业创 新 活 动 存 在 较 为 显 著 的 倒 逼 效

应。随着劳动 力 成 本 上 升，大 企 业 的 新 产 品 创 新 速 度

明显加快，可 以 有 效 对 冲 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对 于 经 营 绩

效的不利影响，这与现 有 文 献 的 主 要 结 论 基 本 一 致；②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小 企 业 创 新 活 动 的 倒 逼 作 用 并 不

明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存 在“倒 逼 失 灵”现 象；③对 中

小企业而言，技能劳动 力 相 对 缺 乏、职 业 培 训 投 入 不 足

和创新资金基础薄弱是 造 成 其 难 以 通 过 创 新 活 动 有 效

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的重要原因。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 小 企 业 创 新 的“倒 逼 失 灵”现

象，是本研究 对 现 有 文 献 结 论 的 主 要 拓 展。在 以 往 资

本替代劳动 的 分 析 框 架 下，技 术 创 新 是 内 化 于 资 本 中

的，以至于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时 任 何 有 利 于 增 加 资 本 投

资的行为都被认为 可 以 倒 逼 技 术 创 新。由 于 中 国 技 术

进 步 具 有 物 化 和 技 能 偏 向 的 双 重 特 征［２０］，而 广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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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缺乏增 加 先 进 设 备 资 本 投 资 的 能 力，也 缺 乏 使 先

进设备机器等发挥作 用 的 技 能 劳 动 力，因 此，在 劳 动 力

成本急剧上升的形势下 难 以 短 期 通 过 加 快 创 新 抵 御 压

力。
在劳动力成 本 上 升 压 力 的 倒 逼 下，为 保 证 我 国 企

业创新转型 成 功，必 须 让 为 数 众 多 的 中 小 企 业 真 正 具

备创新动力和能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１）探索 中 小 企 业 技 能 型 人 才 个 人 所 得 税 退 税 制

度，提高企业 创 新 人 才 能 力。允 许 中 小 企 业 研 发 设 计

技术型员工 凭 有 效 单 证 向 税 务 机 关 提 出 申 请，经 审 核

符合条件后 按 比 例 退 还 部 分 个 人 所 得 税 款，促 进 高 技

能型人才向 中 小 企 业 流 动，提 升 中 小 企 业 劳 动 力 技 能

水平。
（２）推行中小企 业 培 训 券 模 式，减 轻 企 业 劳 动 力 培

训成本。可向 中 小 企 业 免 费 发 放 培 训 券，鼓 励 其 在 市

场上选择培 训 机 构 和 培 训 项 目，并 由 政 府 买 单。培 训

券设定使用期限，不可 转 让，确 保 培 训 资 金 有 效 用 于 提

高中小企业员工技能水平，促进企业创新。
（３）制定直接面 向 中 小 企 业 的 创 新 补 贴 政 策，降 低

其创新不确定性风 险。改 变 现 有 科 技 创 新 补 贴 项 目 中

的“大小失 衡”问 题，避 免 有 限 的 公 共 创 新 投 入 集 中 于

大型企业。设定专门 为 中 小 企 业 创 新 项 目 提 供 支 持 的

补贴和优惠 政 策，切 实 帮 助 中 小 企 业 改 善 创 新 资 金 不

足问题。
未来可从以 下 两 个 方 面 深 化 相 关 研 究：①本 文 仅

选用了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实证数

据，下一步可收集更长 时 间 序 列 的 数 据，考 察 样 本 企 业

在劳动力 成 本 持 续 上 升 过 程 中 创 新 行 为 长 期 变 化 趋

势，关注中小 企 业 须 具 备 何 种 特 质 才 能 在 外 部 成 本 冲

击下生存并向 创 新 驱 动 转 型；②针 对 技 能 劳 动 力 与 非

技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 企 业 创 新 的 不 同 影 响 进 行 更 细

致的研究，对 劳 动 力 技 能 变 量 在 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影 响

企业创新中的中介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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