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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我国经济增长乏力及经济增长模式粗放的双重困局，实现经济由粗放式增长向创新驱动式增长

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 契 约 执 行 效 率 与 人 口 结 构 的 视 角，研 究 了 技 术 创 新 的 驱 动 因 素。研 究

发现，良好的契约执行效率通过降低经济主体从事技术研发活动的交易成本促进了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的积

累增强了经济主体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的 能 力，推 动 了 技 术 创 新；人 口 红 利 对 技 术 创 新 存 在 非 线 性 影 响，但 现

阶段以促进作用为主。城市化水平、研 发 投 入、金 融 深 化 及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显 著 地 推 动 了 技 术 进 步，而 对 外 开

放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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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１世纪以来，我 国 经 济 迅 速 发 展，经 济 总 量 从

２０００年的８．９万 亿 元 迅 速 攀 升 至２０１６年 的７４．４
万亿 元，并 于２０１０年 开 始 跃 升 为 世 界 第 二 大 经 济

体。近年来，由于受到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环境压

力日益加大及经济刺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多重影

响，我国经济在新旧动能转换期呈现出经济增长动

能不足的困境。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仍以粗放

型增长为主，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导致长

期以来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因此，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放缓及增长粗放的双重困

境，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创

新驱动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如何实现我国经

济由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成为亟待研究的一

个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探讨契约执行效率、
人口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回答上述

问题，而且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

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随 着 技 术 创 新 对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性 愈 来 愈 突

出，一些学者逐渐将研究视野拓展到技术创新的影

响因素上。部分学者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对技术创

新的影响。韩先锋、惠宁、宋文飞（２０１４）研究发现，
信息化对中国工业部门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倒

Ｕ型关系［１］。郑 展 鹏（２０１４）针 对 国 际 技 术 溢 出 渠

道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进行研究，发现对外贸易的技

术溢出效果强于外商直接投资［２］。詹正华、田 洋 洋

（２０１５）认为，联合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３］。罗军（２０１７）发现，融资约束对 技 术 创

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 ＯＦＤＩ投 向 发 达 国 家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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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促进作用更强［４］。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

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制度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少数

学者基于制度质量的视角对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进

行了分析，如杨飞（２０１３）发现产权保护及金融市场

化显 著 地 促 进 了 技 术 创 新［５］。陈 毛 林、黄 永 春

（２０１６）认为政治稳定及法律制度对于促进技术创新

具有重要作用［６］。蒋伏心、王竹君、白俊红（２０１３）发

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产生直接促进作用［７］。但值

得注意的是，现有关于制度质量对技术创新影响的

研究，大多将关注点集中于知识产权、市场化等正式

制度方面，尚无文献对非正式制度尤其是契约执行

效率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研究。而关于人口因素

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大多学者集中强调人力资

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如范兆斌、刘德学（２０１２）、梁

超（２０１３）认 为 人 力 资 本 积 累 显 著 地 促 进 了 技 术 创

新，鲜有学者对人口红利作用于技术创新的机制及

效果进行研究［８－９］。

总体来说，国内学术界围绕技术创新的影响因

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还存在继续拓展的空

间：（１）现有文献鲜有关注契约执行效率对技术创新

的影响。事实上，良好的契约执行效率有助于减弱

经济主体从事技术创新的违约风险，可以调动经济

主体的积极性，促进技术创新。（２）虽有少数文献研

究了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但鲜有文献研究

人口红利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更缺乏在将人口结构

细分为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人

口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事实上，人口红利与人

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且人口红

利高低的不同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亦可能存在不同的

作用机理。（３）现有研究大多采用世界银行《中国营

商报告》中的执行合同时间作为衡量契约执行效率

的代理变量，但该变量时间跨度仅为２００８年，导致

相关研究的数据量不够充分，进而可能会影响结果

的可信度。

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进行如下

拓展：（１）将契约执行效率、人口结构纳入技术创新

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规范的面板数据模型实

证检验契约执行效率、人口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２）将人口结构细分为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并在模

型中加入人口红利的二次项，考察人口结构对技术

创新的非线性影响。（３）采用各省区银行坏账率作

为契约执行效率的逆向代理变量，利用面板数据模

型研究契约执行效率、人口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传统的技术创新模型即知识生产函数由Ｇｒｉｌｉ－
ｃｈｅｓ（１９７９）最早提 出，其 最 初 将 技 术 创 新 表 示 为 研

发投入 的 函 数［１０］，而Ｊａｆｆｅ（１９８９）认 为 除 研 发 投 入

外，人力资本也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因
此将人力资 本 纳 入 到 基 本 知 识 生 产 函 数［１１］。经 验

事实表明，除研发投入与人力资本外，其他因素对知

识积累及技术创新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如与一般经

济活动相比，技术创新活动投入一般具有较强专用

性［１２］，交易双方或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都有可能导

致专用资产套牢，而较高的契约执行效率既可以在

违约行为发生之前对交易双方的行为进行引导，又

可以在违约行为发生之后对违约的交易主体进行惩

罚，对其他经济主体也可以产生警示效果。从而，契
约执行效率的提高可以降低经济主体面临的交易对

象违约可能性，减弱经济主体从事技术研发活动面

临的不确定性及道德风险，节省经济主体的交易成

本，提高经济主体从事技术研发活动的预期利润，调
动经济主体从事研发活动的积极性，促进技术创新。
人口结构主要可区分为人口数量结构（人口红利）与
人口质量结构（人力资本），从人口数量结构层面意

味着劳动力人口占比的增加，从而有助于减轻社会

用于抚养老 年 人 负 担、促 进 有 效 资 本 的 形 成［１３］，经

济主体能够将更多经济资源投入科技研发活动，增

强自身创新 能 力，推 动 技 术 进 步，而 人 口 质 量 结 构

（人力资本）可 以 增 强 经 济 主 体 吸 收 先 进 技 术 的 能

力，进 而 推 动 技 术 进 步。因 此，本 文 将 契 约 执 行 效

率、人口结构（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纳入基本知识

生产函数，研究推动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得到基本

回归方程（１）式：

ｌｎｔｅｃｈｉｔ ＝β０ ＋β１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ｔ ＋β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ｔ ＋

β３Ｘｉｔ＋ｖｉ＋ｕｔ＋εｉｔ （１）
在（１）式中，下 标ｉ表 示 第ｉ省（直 辖 市、自 治

区），ｔ代表年份。β０ 为常数项，ｖｉ、ｕｔ 分别表示截面与

时间固定 效 应，契 约 执 行 效 率（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及 人 口 结

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为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Ｘ 为控制变

量。同时借鉴相关研究，将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开放、
城市化水平、金融深化及研发投入等控制变量纳入

基本模型中，得到回归方程（２）式：

ｌｎｔｅｃｈｉｔ ＝β０＋β１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ｔ＋β２ｐｏｐｕｉｔ＋β２ｐｏｐｕｉｔ
×ｐｏｐｕｉｔ＋β３ｈｕｍａｎｉｔ＋β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ｔ＋

β５ｏｐｅｎｉｔ ＋β６ｕｒｂｅｎｉｔ ＋β７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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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８ｒｄ＋ｖｉ＋ｕｔ＋εｉｔ （２）
（２）式中与（１）式重复的变量含义相同。同时，

人口红利（ｐｏｐｕ）及人力资本（ｈｕｍａｎ）为人口结构的

代理变量。研发投入（ｒｄ）、城 市 化 水 平（ｕｒｂｅｎ）、对

外开放度（ｏｐｅｎ）、知识产权保护（ｐｒｏｐｅｒｔｙ）、金融深

化（ｆｉｎａｎｃｅ）为控制变量。同时，将水平变量进行取

对数处理，其目的是为了减弱消除模型异方差并能

体现变量之间的弹性关系。
（二）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１．被解释变量

技术创新（ｔｅｃｈ）：目前衡量技术创新的指标中，
国内外使用较多的是发明专利数，是因为发明专利

不仅可以有效地对技术产出进行测度而且其几乎可

以涵盖所有的技术领域，同时相关发明专利的原创

性也较 高。因 此，本 文 借 鉴 杨 浩 昌、李 廉 水、刘 军

（２０１６）等学者的方法采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发

明专利数衡量技术创新［１４］。同时，鉴于专利申请未

必得到授权，只有通过授权的专利，才能转化为推动

经济生产的动力，故本文使用发明专利的授权量表

示技术创新，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局历

年的《专利统计年报汇编》。

２．解释变量

（１）契约执行效率

契约执行效率（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契约执行效率的提高

有助于降低经济主体面临的违约风险，减弱经济主

体从事技术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及道德风险，降低

经济主体从事技术研发活动的交易成本，调动经济

主体从事技 术 研 发 活 动 的 积 极 性，促 进 技 术 进 步。
现有文献大多采用世界银行的《中国营商报告》中的

合同执行时间作为衡量契约执行效率的代理变量，
但数据仅仅局限于２００８年，导致关于契约执行效率

的研究仅仅受限于行业层面，无法研究由于省际间

契约执行效率差异对区域经济社会影响的异质性，
且数据缺乏时效性。而银行坏账率即银行信贷违约

率能够较好地反映社会信用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社会契约执行效率。因此，本文尝试采用坏账

率作为契约执行效率的逆向指标，并采用（１－银行

坏账率）表示契约执行效率，银行坏账率的数据来自

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２）人口结构

为 比 较 完 整 地 估 计 人 口 结 构 对 技 术 创 新 的 影

响，本文同时采用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作为人口结

构的代理变量。其中，人口红利反映人口结构的数

量特征，人力资本代表人口结构的质量特征。

人口红利（ｐｏｐｕ）：人口红利上升有利于降低人

口抚养成本，减轻社会负担，推动经济主体将更多资

源投入到技术研发上，增强经济主体的自主创新能

力，推动技术进步。但由于低技术产品大多属于生

活必需品，当人口红利较低时，人口红利增加对低技

术密集型产品生产的边际效率较高，劳动力尤其是

其他经济资源较多地流入了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中，
而导致流入技术创新领域的经济资源不足，因此对

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负向作用。而在人口红利达到

一定水平，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得到保障后，经济资

源将更多地投入到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创新上，人

口红利的提高将促进技术进步。因而，人口红利与

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故在本文中，加入人

口红利的二次项，且预期人口红利的二次项系数为

正。人口红利采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１５～６４岁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相关数据来自历年《中国

劳动统计年鉴》。
人力资本（ｈｕｍａｎ）：人 力 资 本 的 积 累 一 方 面 有

利于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同时也增强了吸收国外

先进技术的能力，从而推动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人

力资本积累有利于提高企业管理层素质，使得管理

层确立长远发展计划，增加对技术研发活动的投入，
促进技术进步。本文采用６岁及６岁以上人口加权

受教育年限表示人力资本水平，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小学比重×６＋初中比重×９＋高中比重×１２＋大专

及以上比重×１６。相关数据来自历年《中国教育统

计年鉴》。
（３）控制变量

研发投入（ｒｄ）：国内外众多研究均表明，研发投

入增加可以通过改善科研环境，调动科研人员的积

极性，从而推动技术进步。研发投入采用研究与试

验发展（Ｒ＆Ｄ）经 费 内 部 支 出 占ＧＤＰ的 比 重 表 示，
相关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城市化水平（ｕｒｂｅｎ）：城市化水平提高意味着城

市教育、医疗及交通等民生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及较

为完善的公共产品提供。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

于吸引高端人才流入，进而促进技术进步。本文采

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城市化水平，相关

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对外开放度（ｏｐｅｎ）：对外开放是否会促进技术

进步取决于对外开放政策及我国对国外技术的吸收

能力。为检验对外开放水平对我国技术进步是否存

在明显的溢出效应，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对外开放度。相关数据来自历年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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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统计年鉴》。
知识产权保护（ｉｐｃ）：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

有助于维护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调动经济主体从

事技术研发的积极性，从而推动技术创新。本文采

用（１－侵权率）表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侵权率为各

省区累计知识产权立案数量与累计知识产权授权数

量的比值。相关数据来自历年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局

的《专利统计年报汇编》。
金融深化（ｆｉｎａｎｃｅ）：金融深化指的是金融 市 场

及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技术研发活动往往具有

较高的预期收益，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吸引

资金流入具有高预期收益的技术创新领域，推动技

术进步。本文采用金融机构信贷总额占ＧＤＰ的比

例表示金融深化程度。相关数据来自历年《中国金

融统计年鉴》。
（三）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在样本选择时，由于西藏自治区的相关数据不

全，故 在 本 文 的 研 究 中 予 以 剔 除。因 此，本 文 选 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６我国大陆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

１所示。
表１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ｔｅｃｈ　 ３３０　 ７．１０３　 １．６４５　 ３．１３５　 １０．０９９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３３０　 ９６．８０５　 ４．４６２　 ７５．４００　 ９９．７７４

ｐｏｐｕ　 ３３０　 ０．６４５　 ０．０６９　 ０．４４２　 ０．８０７

ｈｕｍａｎ　 ３３０　 ８．９８０　 ０．９３８　 ６．５９０　 １２．９９８

ｒｄ　 ３３０　 １．３９０　 １．０６６　 ０．１７０　 ６．９９５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的研究由于时间维度小于横截面维度，属

于短面板，故选用静态面板数据的普通最小二乘法

对模型 进 行 估 计。同 时，在 对 实 证 回 归 结 果 进 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时发现，所有的计量回归模型均应选

择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实证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Ｍｏｄｅｌ１ Ｍｏｄｅｌ２ Ｍｏｄｅｌ３ Ｍｏｄｅｌ４ Ｍｏｄｅｌ５ Ｍｏｄｅｌ６
Ｃ －６．６５２＊＊＊ －７．６２３＊＊＊ －０．５３９ －０．３５６ －４．９８８＊＊＊ －５．４７５＊＊＊

（－８．９０） （－９．８６） （－０．７３） （－０．７８） （－６．８７） （－７．６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６＊＊＊

（５．４５） （４．４３） （３．８２） （３．２４）

ｐｏｐｕ －０．１０８＊ －０．１３０＊＊ －０．９７２ －０．１１８＊＊

（－１．８３） （－２．５２） （－１．６３） （－２．３８）

ｐｏｐｕ＊ｐｏｐｕ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６＊＊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３＊＊

（１．５９） （２．３８） （１．４０） （２．２６）
ｈｕｍａｎ　 ０．７７９＊＊＊ ０．５８８＊＊＊ ０．６４９＊＊＊ ０．５３２＊＊＊

（７．６６） （６．６５） （６．６５） （５．８３）
ｋ　 ０．４４６＊＊＊ ０．７６６＊＊＊ ０．２９８＊＊＊ ０．６４０＊＊＊ ０．３２３＊＊＊ ０．６７８＊＊＊

（４．２６） （７．４５） （３．３２） （５．９８） （３．３２） （６．６５）
ｕｒｂｅｎ　 ０．１１３＊＊＊ ０．１４５＊＊＊ ０．０８９＊＊＊ ０．１１６＊＊＊ ０．０８８＊＊＊ ０．０７８＊＊＊

（１２．４５） （１５．８９） （６．５４） （１０．４５） （５．６５） （８．８９）
ｏｐｅｎ －０．８５６＊＊＊ ０．０３８ －０．６４５＊＊＊ ０．１５５ －０．６２３＊＊＊ ０．１５０

（－５．２３） （０．１８） （－３．４３） （０．７５） （－３．３５） （０．６４）
ｉｐｃ　 ０．１０９＊＊＊ ０．０６３＊＊ ０．１２８＊＊＊ ０．８１３＊＊＊ ０．１１６＊＊＊ ０．０６３＊＊

（３．４５） （２．３０） （５．２１） （３．５２） （３８８） （２．４７）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２８８＊ ０．４０９＊＊＊ ０．３０９＊＊ ０．３８８＊＊ ０．３０８＊＊ ０．４０５＊＊＊

（１．７８） （２．９８） （２．３２） （２．４９） （２．０５） （３．０１）
Ｏｂｓ　 ３３０　 ３３０　 ３３０　 ３３０　 ３３０　 ３３０

Ｒ２（ｗｉｔｈｉｎ） ０．８８３４　 ０．８９３７　 ０．８９７６　 ０．８８７５　 ０．８９５４　 ０．９０８２
Ｆ统计量 － ３９８．８８ － ２９８．７６ － ２８８．６５
Ｗａｌｄ统计量 １４８９．２１ － １２９９．４３ － １８００．１３ －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　 ＦＥ　 ＲＥ　 ＦＥ　 ＲＥ　 ＦＥ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７２．５４＊＊＊ ８８．１５＊＊＊ ６２．３３＊＊＊

　　注：表中＊＊＊、＊＊、＊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回归系数的ｔ统计量。

　　因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 验 最 终 选 择 固 定 效 应，故 本 文

仅针对固定效应模型的 Ｍｏｄｅｌ２、Ｍｏｄｅｌ４与 Ｍｏｄｅｌ６
进行分 析。Ｍｏｄｅｌ２和 Ｍｏｄｅｌ４是 分 别 将 契 约 执 行

效率与人口结构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加入模型的回归

结果，Ｍｏｄｅｌ６是同时将契约执行效率与人口结构作

为核心解释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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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核心解释变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１）契约执行效率

契约执行效率在Ｍｏｄｅｌ２和Ｍｏｄｅｌ６中均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契约执行效率的提高有

助于促进技术创新。其原因在于高技术含量产品涉

及的中间投入及专用性投资较多，技术研发活动一

般具有较强的制度及契约依赖性，任何违约行为都

有可能增大经济主体从事技术创新活动面临的道德

风险及专用性资产套牢的风险，增加经济主体的交

易成本，降 低 经 济 主 体 从 事 技 术 研 发 的 利 润 空 间。
而契约执行效率的提高可以减少违约行为的发生，
避免经济主体由于交易对象违约行为而引起的中间

投入及专用性资产套牢的损失，减弱经济主体从事

技术研发活 动 的 道 德 风 险 及 专 用 性 资 产 套 牢 的 风

险，降低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增加经济主体从事技

术研发活动的利润空间，调动经济主体致力于科技

研发的积极性，推动技术创新。
（２）人口结构

在 Ｍｏｄｅｌ４与 Ｍｏｄｅｌ６中，人口 红 利 在１％的 水

平上通过了显著 性 检 验，且 其 二 次 项 系 数 为 正，这

表明人口红利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正“Ｕ”型 关 系，
即当人口 红 利 小 于 某 一 特 定 值 时，人 口 红 利 水 平

的上升将 阻 碍 技 术 进 步，而 当 人 口 红 利 大 于 该 值

时，人口 红 利 水 平 的 提 升 将 促 进 技 术 创 新。这 可

能是因为 当 人 口 红 利 水 平 较 低 时，尤 其 是 低 于 某

一特定水平时，生 存 所 必 须 的 产 品 如 食 品、衣 物 不

能得到充分满足。此 时，劳 动 人 口 占 比 的 增 加，将

使得更多的劳动力 及 其 他 配 套 资 源 流 向 生 存 必 需

品生产领域，而生 存 必 需 品 大 多 属 于 低 技 术 产 品，
从而流入 技 术 研 发 领 域 的 资 源 减 少 且 不 足，阻 碍

了技术 创 新。而 在 高 于 这 一 水 平 时，人 口 红 利 的

增加将 有 助 于 减 轻 社 会 负 担，推 动 技 术 创 新。同

时值得注意的是，在 回 归 模 型 中，拐 点 处 的 人 口 红

利水平大约为５０％，而在样本中，人 口 红 利 最 小 值

为４４．９％，均 值 为６４％。因 此，现 阶 段 人 口 红 利

对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占主导地位。
在 Ｍｏｄｅｌ４与 Ｍｏｄｅｌ６中，人 力 资 本 在１％的 水

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人力资本积累显著地促进了

技术创新。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人力资本积累有

助于增强区域和经济主体间的技术外溢，提升经济

主体自主创新的能力，推动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人
力资本积累意味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高素质的劳

动力一般具有较高的薪酬预期，而第一产业的薪酬

水平较低，无法满足高素质劳动力的薪酬要求，这就

促使劳动者向第二、三产业流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而二、三产业具有更高的技术要求，间接促进

了技术创新。

２．控制变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 Ｍｏｄｅｌ２、Ｍｏｄｅｌ４与 Ｍｏｄｅｌ６中，研发投入、城
市化水平、知 识 产 权 保 护 及 金 融 深 化 均 显 著 为 正。
这表明研发投入的增加有助于引进最新科研设备，
改善科研硬环境，直接促进技术创新。城市化水平

的提高有助于改善城市教育、医疗及交通等便民基

础设施，进而增强对高端技术人才的吸引力，推动技

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有助于稳定经济

主体技术创新的预期收益，调动经济主体致力于技

术研发的积极性，促进技术创新。中小企业是从事

技术创新与技术研发活动的主力军，融资问题是中

小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约束，金融深化有助于缓解

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推动技术创新。但值得

注意的是，对外开放并未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

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对外贸易仍然以低技术

含量的产品为主，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吸引的外商

直接投资主要是为获取我国自然资源和庞大的消费

市场，质量并不高。
（二）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１．内生性检验

内生性是导致模型回归存在偏误的重要原因，
引起模型存在偏误的原因主要有遗漏解释变量、测

量误差与双向因果关系。在本文中，核心解释变量

契约执行效率在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技术进步对

契约执行效率的提升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样地，
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双向因果关

系。双向因果关系的存在将导致模型内生性，引起

回归结果 存 在 偏 误 和 不 一 致。为 降 低 模 型 的 内 生

性，本文将契约执行效率与人力资本的滞后一期同

时作为工具变量替代原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

表３中的 Ｍｏｄｅｌ１与 Ｍｏｄｅｌ２所示。同时，由 Ｈａｕｓ－
ｍａｎ检验可知，应在１％的显著水平上拒 绝 随 机 效

应的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故只针对 Ｍｏｄｅｌ２
进行解释。

在表３的 Ｍｏｄｅｌ２中，核 心 解 释 变 量 契 约 执 行

效率、人口红利与其二次项及人力资本，控制变量研

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开放水平及金融深化对

技术创新的显著性及符号均未发生变化。而在原模

型中，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城市化水平，
在内生性检验中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契约执行效

率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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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因果关系引致的回归结果偏误。

２．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及严谨性，本文针对

原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主要有改

变时间段、改变样本量与替换代理变量三种方式，本
文采用改变样本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来

说，由于东部与中部地区的技术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同时东中部地区是推动我国技术创新的主要引擎。
因此，本文在原回归样本中剔除我国西部省份，仅仅

保留东中部地区，对原回归模型进行重新回归。回

归结果如表３中的 Ｍｏｄｅｌ３、Ｍｏｄｅｌ４所示，由 Ｈａｕｓ－
ｍａｎ检验可知，应在１％的显著水平上选 择 固 定 效

应模型。
表３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Ｍｏｄｅｌ１ Ｍｏｄｅｌ２ Ｍｏｄｅｌ３ Ｍｏｄｅｌ４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Ｖ－ＲＥ　 ＩＶ－ＦＥ　 ＲＥ　 ＦＥ
Ｃ －５．２３３＊＊＊ －５．７３３＊＊＊ －０．３５８ －０．３２５

（－６．８９） （－７．９５） （－０．８３） （－０．４９）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０．３６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

（－６．８９） （－７．９５） （－０．８３） （－０．４９）

ｐｏｐｕ －０．１７８＊＊＊ －０．１５８＊＊＊ －０．１７５＊＊＊ －０．１７８＊＊＊

（２．６３） （－２．８９） （－２．８８） （－２．９８）

ｐｏｐｕ＊ｐｏｐｕ　 ０．１７７＊＊＊ ０．１４９＊＊＊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４＊＊＊

（２．８９） （２．４５） （２．５４） （３．０２）

ｈｕｍａｎ　 １．６７４＊＊＊ １．３７８＊＊＊ ０．６１２＊＊＊ ０．４９８＊＊＊

（６．０８） （４．６８） （５．４３） （４．６８）

ｕｒｂｅｎ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８３＊＊＊ ０．１１２＊＊＊

（－０．２３） （１．３２） （６．１６） （８．６２）

ｋ　 ０．２０３　 ０．３４３＊＊ ０．６５４＊＊＊ ０．５９２＊＊＊

（１．４９） （２．８８） （４．４５） （３．２５）

ｏｐｅｎ －０．１９２　 ０．２６６　 ０．５９０　 ０．１６８
（－０．８９） （０．８５） （０．９３） （０．３６）

ｉｐｃ　 ０．１５５＊＊＊ ０．０８９＊＊＊ ０．１２０＊＊＊ ０．０６８＊＊＊

（３．８８） （２．６５） （３．８８） （２．８８）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１９８　 ０．２４５＊＊＊ ０．１０４　 ０．０３８
（１．５９） （２．７４） （０．８８） （０．４２）

Ｏｂｓ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９　 ２０９
Ｒ２（ｗｉｔｈｉｎ） ０．８７５４　 ０．８７３２　 ０．８５６２　 ０．８８６４
Ｆ统计量 － ２８４．１７ － ３０７．６６
Ｗａｌｄ统计量 １５４３．８９ － １３６５．６６ －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６５．７８＊＊ ８６．６２＊＊＊

　　注：表中＊＊＊、＊＊、＊分 别 代 表 在１％、５％、１０％水 平 上 显 著，
括号内的数值为回归系数的ｔ统计量。

在表３的 Ｍｏｄｅｌ４中，核 心 解 释 变 量 契 约 执 行

效率、人口红利与其二次项及人力资本，控制变量研

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开放水平及城市化对技

术创新的显著性及符号均未发生变化。但控制变量

金融深化在原回归模型中显著为正，在稳健性检验

中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我国东中部地区的金融

深化程度相对较高，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已基本

接近饱和。因此，稳健性检验中的金融深化并不显

著，但总体而言，原回归结果稳健。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　论

面对我国经济增长乏力及发展模式粗放的双重

困局，本文基 于 省 际 面 板 数 据 模 型，对 契 约 执 行 效

率、人口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契约

执行效率的提高通过降低经济主体从事技术研发活

动的交易成本促进了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提高

了经济主体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推动了技术

进步；人口红利对技术创新存在促进及抑制的双重

作用，但现阶段人口红利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促进

作用为主，而控制变量中的城市化水平、研发投入、
金融深化及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营造良好的氛围、增

强对高科技人才的吸引力等途径显著地推动了技术

进步，但受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影响，对外开放对技

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
（二）政策建议

１．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高契约执行效率，促
进技术创新

２１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的不断

深入，我国民众的契约观念不断深入，契约执行效率

也有所提高，契约执行效率的提高通过降低交易成本

对促进我国技术进步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

我国契约执行效率水平还比较低，为进一步促进技术

进步，必须提高契约执行效率。因此，首先应进一步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维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

的保障机制，形成诚实守信、公 平 有 效 的 市 场 氛 围。
其次，积极推进司法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充分发

挥法律在约束和监督经济主体活动中的作用，增加经

济主体的违约成本，提高契约执行效率。最后，深入

贯彻社会核心价值观，提高全民诚信意识，培养全民

契约观念，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２．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充分发挥人口红利对技

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增强经济主体吸收国外先

进技术的能力，人口红利可以减轻经济主体的社会

负担，从而推动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进步。为推动技

术进步，首先，应继续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国策，
推行多元化的办学体制，明晰教育经费的央地关系，
推动教育公平，实现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其次，继续

推行二胎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家庭尤其是中产和高

级知识分子家庭生育二胎，提高人口素质。最后，建
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缓解

５２

郑展鹏，操一萍，岳　帅：契约执行效率、人口结构与技术创新



社会养老负担，在更大程度上释放人口红利。

３．建设良好的软硬件环境，促进技术创新

为促进技术创新，应进一步改善城市居住环境、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放宽户籍制度，促进高技术人才

向城市流动。加大对科技创新与科技研发活动的投

入支持力度，提高高科技人才的待遇，改善科研硬环

境。加强对知识产权违法的执法力度，保护知识成

果创造者的合法权益，调动科研人员从事科技研发

活动的积极性。继续推进金融改革，促进民间资本

进入银行业，维护证券市场与新三板市场秩序，缓解

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推动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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