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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技术创新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石，更是构成

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区域间高技术产业

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技术创新能力的较量，十九大报

告、“十三五”规划都将创新视为我国未来发展的重

要战略。产业融合使得高技术产业产品的新功能与

新价值随着融合领域的不断拓宽、融合程度的不断

加深而与日俱增，这会对高技术产业的生产、发展模

式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是提升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

核心推动力之一。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竞争力一直处

于全国中游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相去甚远。

2017年 4月 1日中国（湖北）自贸区正式挂牌成立，

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同时也

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国内竞争格局，这迫切需要

提升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抢占发展的优势位

置，将发展的主动权与话语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选

择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模式。

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均可以提升高技术产业竞

争力，但是其单独作用时往往会因为受制于各类因

素而无法完全释放其红利，两者的协同作用则可以

很好地解决这一窘境。因此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高

技术产业中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的协同作用关系，

探究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协同作用对于湖北省高技

术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将为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相关

政策的制定提供着力点，为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发展

模式的选择指引方向。

二、文献评述

现有研究对于“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均能提升

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观点已经达成共识。在技术创

新方面，Ortegaargilés等[1]在演化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上考虑了R&D溢出效应对高技术产业的影响，研

究结果显示R&D溢出效应对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

创新与融合协同能提升高技术产业竞争力吗
——来自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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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具有正向作用，制度导向对于创新模式和产业

竞争力也具有重要影响。封伟毅等[2]探讨了高技术

产业创新不同阶段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发现

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开发、转化两阶段对竞争力的

提升具有积极影响，而创新环境是很重要的间接变

量。Kondev等[3]认为在开放式创新模式下，产业内

的创新资源将随着产业与外界交流程度的加深而扩

充，经由技术对外授权出售、技术剥离到外部产业的

方式来扩张产业市场需求，同时广泛地吸收其他

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升产业竞争力。周志

娟等[4]的研究结果表明：开放程度越大的产业，自主

创新能力相应越强，其对于产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也越明显。

在产业融合方面，Choi等[5]研究了韩国产业融

合程度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融

合有效促进了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效率，进而提升了

产业竞争力。贺正楚等[6]的研究结果表明，战略性新

兴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产业互动、融合效应

水平偏低。本文认为，为了打破这种窘境，我国生产

性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应向服务经济化转

型，以便使二者向高端生产以及高端服务的“微笑曲

线”价值链两端演进。魏守华、周斌[7]认为我国高技

术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只单一取决于R&D活动或者

我国市场效应，还取决于技术进步与规模经济的融

合效应；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影响因素是技术进

步与规模经济的融合效应。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

有效途径是利用渗透于规模经济中的技术进步，采

用集成创新、渐进式创新和产业融合等方式，而不是

单单紧抓R&D活动或“以市场换技术”。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技术

创新、产业融合的研究都有涉及，这为本文的研究奠

定了基础，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现有文献都

是从一个维度进行论证的，要么是技术创新提升高

技术产业竞争力，要么是产业融合有助于提升高技

术产业竞争力，没有考虑创新和融合一起作用于高

技术产业竞争力时的影响；第二，现有文献并没有梳

理创新与融合的作用关系，它们一起作用时绝不是

简单的几何相加，这都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这些都

给本文留下了一定的研究空间，因此本文将基于湖

北省高技术产业的数据，实证检验创新与融合之间

的协同作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回归模型

探究创新与融合对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大小及方向。

三、创新与融合协同作用的理论分析

（一）创新对融合的强化作用

技术创新是产业融合的核心推动力之一。技术

创新的载体是技术本身，通过各类创新活动来促进

各类科研知识、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与商业化，是新

技术的首次成功应用推广。技术创新是产业融合的

温床，其本身的不断发展升级以及技术溢出效应在

不同产业间的扩散直接导致了技术融合，技术融合

加速了多产业通用技术的出现，使相关产业之间拥

有共同的技术基础，相关产业边界逐渐趋于模糊化，

最终加速了产业融合的进程，强化了产业融合的效

用。技术创新对产业融合的强化作用主要体现在以

下四个方面：

1. 技术创新加速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开发的新

技术、新工艺改变了产业内部的生产工艺方法，更新

了企业的管理方法，赋予了产业产品与服务更多的

内容以及更好的性能，这意味着提升了产业的生产

可能性边界线，产业发展水平也得以提升，为产业融

合提供了内部动力。

2. 技术创新是通用技术开发的助推器。产业融

合需要相关产业具有相似的技术基础与技术平台，

即通用技术的支持，从而带来产业边界的模糊化，进

而实现产业融合。技术创新开发的新技术、新工艺往

往具有替代性或关联性，这些技术通过技术扩散、技

术溢出、技术渗透等方式传递到其他产业，促使各种

技术排列组合在一起形成复合效应，推动了多产业

通用技术的出现，直接促进了产业融合。

3. 技术创新催生新兴融合型产业。技术创新由

一个产业向多个产业渗透的过程中，各产业内部的

创新由积累式突变为突破式，为了充分吸收这些高

突破性的创新资源，不同产业间的企业必然会选择

搭建技术合作平台，形成新型的竞争协作关系，从而

在各自产业边界形成新兴融合产业。

4. 技术创新引领市场需求，创造新的市场。技

术创新的成功推广会改变市场的需求特征，给原有

产业带来新的市场需求，这给融合产业的产品提供

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市场需求则会进一步拉动融合

产业的发展，从而强化产业融合。

创新对融合的强化作用如图1所示。

（二）融合对创新的强化作用

产业融合与技术创新是协同发展的，技术创新

是产业融合的助推器，而随着产业融合程度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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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产业融合持续的高标准要求促进了产业的有

效竞争，强化了技术创新。融合对于创新的强化作用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融合提升产业创新能力。首先，产业融合使

不同产业之间具有相似的技术基础与技术平台，这

鼓舞了不同产业间更多的企业投入到技术创新活动

中来，产业内创新活动活跃；其次，产业融合缩小了

产业之间的技术差距，处于技术劣势地位的产业也

能尝到技术创新的甜头，纷纷加入技术创新的浪潮；

最后，产业融合打破了传统的生产流水线，企业必须

不断学习新的科学技术成果，不断进行自我优化，才

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现代化生产流水线，才能不被历

史的大潮抛弃，这些都促进了产业整体创新能力的

提升。

2. 融合提高产业创新效率。在产业融合背景下

相关产业间往往有着相同或者相似的技术基础，这

就意味着不同的产业之间可以构建通用技术创新平

台。第一，这可以将产业内原有相关技术进行改造来

满足发展需求，技术改造的难度大大低于研发新技

术；第二，利用通用技术创新平台进行创新活动的效

率肯定远远高于各产业独立进行创新；第三，利用通

用技术创新平台可以避免重复建设，降低了各产业

的创新成本，而且将创新的风险进行分摊，大大提升

了各单独产业承受创新失败的能力；第四，产业间的

合作创新大大提升了产业的研发速率，缩短了创新

周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创新风险。以上四点均能提

升产业的创新效率。

3. 融合加速产业创新速度。一方面，产业融合

所带来的技术向其他产业渗透为相关产业带来了大

量创新资源，这使得相关产业的创新形式从累计型

创新直接突变为突破式创新，加速了产业技术创新

进程。另一方面，融合相关产业的边界将日益模糊并

催生出新的产业，新的产品需求将激发处在融合边

界企业的创新热情，创新活动活跃，形成高突破性创

新，对创新进程进行二次加速。

4. 融合优化产业竞争结构。产业融合打破了传

统产业间的边界，各产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这使

得产业间也存在竞争、合作关系。融合推动了产业间

的企业并购，这使得产业间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也发生了改变，不同产业间的企业被纳入同一个市

场进行竞争，资产的通用性大大提高，实现了不同产

业间创新资源的自由流动，促进了产业间的有效竞

争，使得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更加合理，不同

产业间的企业相互介入、相互联手，合理利用各类创

新资源，合理利用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模式，实现了

产业间资源的有效整合，形成了新型的竞争与合作

关系，降低了企业成本，优化了创新环境。

融合对创新的强化作用如图2所示。

（三）创新与融合的协同作用

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之间存在相互强化的协同

作用，技术创新能够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加速产业发

展、促进产业融合等方式来为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

提升提供原始动力，在此基础上产业融合为技术创

新提供新的资源与模式来强化技术创新的促进作

用，属于持续动力；产业融合则通过优化市场竞争、

催生融合产业、提升创新效率等方式为高技术产业

竞争力的提升提供原始动力，在此基础上技术创新

则不断配合产业融合为其提升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提

供持续动力，技术创新能够催生技术融合、促进技术

扩散来加深产业融合程度，强化了产业融合对于高

技术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原始动力。因此，技术创新与

图 1 创新对融合的强化作用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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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的协同作用使得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之间

相互强化，两者在提升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同时又

相互促进对方发展进而二次加速了高技术产业竞争

力的提升，这使得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以及高技术产

业竞争力三者呈螺旋状上升。具体作用方式以及作

用机制立体图见图3、图4。

四、创新与融合协同作用的哈肯检验

（一）创新与融合协同作用哈肯模型的构建

协同解释了系统自组织演化的内在动力机制源

泉，即系统内各个子系统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对于整

个系统的非加和性贡献，使得整个系统有目的地自

组织起来，由无序向有序、从低级向高级自主演化。

哈肯模型则运用数学形式描述了由系统内部各个子

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使系统发生演变的过程：

q1=-λ1q1-ηq1q2

其中，q1、q2表示系统的状态变量，λ1、λ2、η、μ
是系统的控制参数。该方程组反映了两个子系统之

间的相互作用关系。q1=q2=0是系统的一个定态解，

如果第一个子系统不存在，则第二个子系统是阻尼

的，λ2一定大于0。

为了研究高技术产业创新与融合的协同作用机

制，本文选取的两个子系统分别为技术创新与产业

融合，技术创新用T表示，产业融合则用C表示。

将上文的方程组离散化后，假设技术创新是系

统的序参量，则Te即为q1，Ce即为q2，根据方程组可

以得出高技术产业的演化方程式：

Te（k+1）=（1-λ1）Te（k）-ηTe（k）Ce（k）
Ce（k+1）=（1-λ2）Ce（k）+μTe（k）Te（k）
假设产业融合为序参量，则Ce即为 q1，Te即为

q2，根据方程组可以得出高技术产业的演化方程式：

Ce（k+1）=（1-λ1）Ce（k）-ηTe（k）Ce（k）
Te（k+1）=（1-λ2）Te（k）+μCe（k）Ce（k）
将原始的Te、Ce代入方程组中，运用 Spss 19.0

软件对方程组进行回归运算得出各个参数的具体数

值，考察方程组是否通过检验。若方程组通过检验且

λ2>|λ1|，则Te是系统的序参量，Ce为系统的被支配

变量；若λ2<|λ1|，则将原始的Te、Ce代入方程组中，

检验Ce是否为系统的序参量。

（二）相关指标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R&D研发投入存量、专利申请数、新

产品产值三个指标来衡量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水

平，由于R&D研发投入对产业产出的影响往往存

在滞后，而统计年鉴所获取的数据均为流量数据，直

接使用会导致结果失准。因此，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

来计算R&D研发投入存量，高技术产业设备更新

换代快，折旧率选择 15%。数据源自《中国高技术产

业统计年鉴》（分地区）2000 ~ 2016各年卷。

本文选择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度以及

高技术产业内部融合度来衡量产业融合水平，使用

投入产出法来计算融合度，数据来源于《湖北省投入

产出表》及其延长表。由于《湖北省投入产出表》及其

延长表存在间隔性，只有 2000、2002、2005、2007、
2010、2012和 2015年的数据，本文将使用平均增长

率法来补充数据缺失部分。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各个指标权重，创新

与融合的各细分指标以及权重见表1。

催生新兴产业

加速产业发展

促进产业融合

技
术
创
新

高技
术产
业竞
争力

持续力

原动力

对产业融合的强化

原动力

持续力

对技术创新的强化

优化市场竞争

提升创新效率

催生融合产业

产
业
融
合

图 3 创新与融合协同提升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作用

技术创新推动

产业融合推动

技术创新

协同作用

产业融合

高
技
术
产
业
竞
争
力

图 4 创新与融合协同提升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立体图

q2=-λ2q2+μq2
1 综合指标

技术创新

产业融合

细分指标

R&D研发投入存量

专利申请数

新产品产值

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度

高技术产业内部融合度

权重

0.415
0.276
0.309
0.657
0.343

表 1 创新与融合的细分指标及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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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与融合协同作用哈肯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选择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最近 10年（2007 ~
2016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以1 ~ 5年为初始状态、

6 ~ 10年为最终状态进行实证检验，各区间指标数值

取 5年间的平均值。运用Eviews 8.0进行回归，得出

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协同作用，如表2所示。

由表 2可知，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整体以及各细

分产业中创新与融合均存在协同作用关系，但是各

产业的序参量存在差异。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整体、医

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

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中，序参量为创

新，其中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是湖北省的优势产业，其

发展基础较好，创新能力较强，容易出现创新突破发

展，而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属于垄断行业且政府规则

较为严格，创新是其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医疗设备及

仪器仪表制造业中创新与融合也存在协同作用关

系，其序参量为融合，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未

来的发展趋势是移动穿戴设备以及养老医疗设备，

大数据分析是其发展的核心支撑。

方程组中的系数η、μ反映了创新与融合协同作

用的强弱以及方向。表 2中，系数η、μ的绝对值均小

于 0.1，这说明创新与融合的协同作用强度均较小。

在协同强化方向方面则存在明显的产业异质性。在

医药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中系数

η、μ均为一正一负，说明其创新与融合协同作用中

存在双向强化关系；而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

信设备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中系数

η、μ均为正数，说明其创新与融合协同作用中只存

在单向强化关系，其中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

信设备制造业中只存在创新对融合的单向强化作

用，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中只存在融合对

于创新的单向强化作用。

综上所述，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及其细分产业中

创新与融合均存在协同作用关系，但是其主导因素、

协同作用强度及方向存在产业异质性。

五、创新与融合协同提升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竞

争力的面板回归

（一）模型构建

初步构建的计量模型如下：

hicit=αit+βcit+∑λxjit+μit

其中，i（1，2，…，6）表示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整体

以及各个细分产业，t（2000 ~ 2016）为样本数据时间

跨度，hic（High-tech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表
示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水平，α为常数项，c
（Coupling）表示创新与融合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系

数为β，x为控制变量，系数为λ。
（二）变量说明

1. 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指数（hic）。构建湖北省高

技术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3所示），运用

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具体指数。

2. 耦合协调度。协同作用原本是一个物理学概

念，特指两种或以上的系统相加或者组合在一起时

所产生的效用大于各个系统单独作用时的总和。耦

合也是一个物理学概念，特指两个及以上系统通过

各种相互作用而相互影响的现象。可见，协同作用和

耦合作用简单来说都是“1+1>2”的效应。耦合系统

本身就具有协同性，耦合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

同作用会产生系统内部作用力，这种内在作用力会

将系统在时空与功能上的混沌无序状态推向有序状

态，耦合协调度正是对这种内部协同作用力的度量。

因此，虽然用耦合协调度来表征创新与融合之间的

产业

医药制造业

航空航天器
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业

电子计算机
及办公设备
制造业

医疗设备及
仪器仪表制
造业

高技术产业
整体

离散方程组

Te（k+1）=0.991512Te（k）+0.001812Te（k）Ce（k）
Ce（k+1）=0.991645Ce（k）+0.002348Te（k）Te（k）
Te（k+1）=1.024751Te（k）-0.006215Te（k）Ce（k）
Ce（k+1）=0.897454Ce（k）+0.034417Te（k）Te（k）
Te（k+1）=1.030021Te（k）-0.008324Te（k）Ce（k）
Ce（k+1）=0.895016Ce（k）+0.002117Te（k）Te（k）

Te（k+1）=0.986315Te（k）+0.002844Te（k）Ce（k）
Ce（k+1）=0.953139Ce（k）+0.003484Te（k）Te（k）

Ce（k+1）=1.003087Ce（k）-0.004653Te（k）Ce（k）
Te（k+1）=0.975812Te（k）+0.009881Ce（k）Ce（k）

Te（k+1）=0.999476Te（k）+0.000756Te（k）Ce（k）
Ce（k+1）=0.953794Ce（k）+0.005311Te（k）Te（k）

序参
量

T

T

T

T

C

T

表 2 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协同作用

一级指标

产业竞争力
内在实力X1

产业竞争力
外在潜力X2

二级指标

销售利润率X11
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X12
高技术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13
产业技术水平高度（出口技术复杂度）X21
贸易竞争力指数（TC）X22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X23

表 3 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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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作用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是考虑到现有研究没

有专门测算协同作用的方法、耦合协同之间的相似

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这仍是现阶段测算协同作

用的最优方法。本文构建了创新与融合耦合度评价

指标体系（如表 4所示），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

计算。

3. 控制变量。

（1）国有化程度。企业所有权性质会对政府支持

以及创新资源的获取产生影响，选择国有化程度

（GR）作为控制变量，计算公式为高技术产业国有

及国有控股企业总资产除以高技术产业总资产。

（2）就业人数。人力资本是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

键因素之一，选择高技术产业当年从业人员平均人

数的自然对数（lnlabor）作为控制变量，表示人力资

本投入对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3）政府创新支持力度。政府对于产业发展的资

金支持及政策支持是产业成长的动力源泉之一。我

国产业发展具有典型的政策导向性，获取政府支持

是产业步入高速发展轨道的重要信号。除此之外，政

府对企业创新的支持也从侧面反映了产业内部创新

环境的好坏，好的创新环境将促进各类创新资源的

有效配置，更易产生创新正外部性。因此，选用高技

术产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政府资金/产业总产

值（GS）作为控制变量，用来衡量政府对产业创新支

持的力度。

（4）产业开放度。产业的开放程度对产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用出口交货值/产业总产值（open）来表

征产业开放度。

控制变量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

计年鉴》（2000 ~ 2016）及Wind数据库。

（三）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在进行回归之前，需要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

检验，以防止伪回归。本文选用LLC检验与ADF检
验，若两种方法同时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则变

量序列是平稳的。各变量平稳性检验的结果如表 5
所示。

从表 5中结果可知，模型中所有变量均在 5%的

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所有变量均为零

阶的平稳变量，可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

对变量进行相关的检验后需要对模型进行检

验，以选取合适的模型进行分析。主流的面板回归模

型有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

型，需要进行 F检验与Hausman检验以选取合适的

模型。首先进行F检验，在 5%的置信区间内，P值为

0.0000，拒绝原假设，模型选用面板模型。在此基础

上，用Hausman检验进一步检验选取随机效应模型

还是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的结果表明，在

5%的置信区间内，P值为 0.2735，接受原假设，模型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运用 Stata 11.0软件，选择面板随机效应模型，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从模型结果来看，创新与融合协同作用对湖北

省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三

个模型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071、0.2115、0.2251，即
创新与融合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每提升1%，湖北省高

技术产业竞争力指数会分别提升0.2071%、0.2115%、

0.2251%。这与本文理论分析的结果是相吻合的，技

Levin，Lin &
Chut∗

ADF-Fisher
Chi-square

hic

0.0006
（-3.47）

0.0003
（78.52）

c

0.0000
（-6.47）

0.0000
（84.57）

GR

0.0000
（-4.98）

0.0000
（81.85）

lnlabor

0.0000
（-11.27）

0.0000
（130.34）

GS

0.0000
（-40.45）

0.000
（123.55）

open

0.0039
（-2.96）

0.0002
（72.51）

解释变量

耦合协调度

国有化程度

就业人数

政府创新
支持力度

产业开放度

c

GR2

lnlabor

GS

open

被解释变量：高技术产业
竞争力指数（hic）

模型1
0.2071∗
（1.74）
9.8125∗∗∗
（4.51）
0.2432∗∗∗
（2.01）

-0.0103∗∗∗
（-2.12）
-0.1932∗∗∗
（-1.81）

模型2
0.2115∗∗∗
（2.52）
8.9316∗∗∗
（4.81）
0.2317∗∗∗
（2.15）

/

/

模型3
0.2251∗∗∗
（2.91）

/

/

-0.0712∗∗∗
（-2.72）
-0.2157∗∗∗
（-2.58）

系统
序参量

技术创新

序参量

R&D研发
投入存量

专利申请数

新产品产值

系统
序参量

产业融合

序参量

高技术产业与传
统产业融合度

高技术产业内部
融合度

表 4 创新与融合耦合指标体系

表 5 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表格内数据为P-value（Statistics）。

表 6 模型估计结果

注：括号里的值为 z 统计量，∗表示在 10%的水平上
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上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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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与产业融合都是影响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

因素，两者不但都能够独自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在各自强化对方效用的同时还

能够二次加速高技术产业的升级发展，提升高技术

产业竞争力。然而，模型中协同作用的系数均偏小，

这可能是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创新与融合的协同作用

水平偏低造成的，协同红利并没有得到完全释放。

将国有化程度（GR）作为控制变量直接代入模

型进行回归发现，国有化程度与高技术产业竞争力

指数之间并无线性相关关系。但是有关国有化程度

与产业发展的讨论日益激烈，有关国企改革的研究

也成为近期热点。那么国有化程度与高技术产业竞

争力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呢？一方面，国有企业的

雄厚资金支持与规模化的发展使得高技术产业更容

易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且有实力承受高技术产业自

身所带来的高风险，这都能够加速高技术产业的发

展。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率、创新活动活

跃程度、运营管理效率等方面整体低于非国有企业，

又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国有化程度对于

高技术产竞争力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国有化程度与

高技术产业竞争力之间应呈正U型关系。将GR2作

为新的控制变量代入模型 1、模型 2中，回归系数分

别为 9.8125和 8.9316，证实了国有化程度与湖北省

高技术产业竞争力之间呈正U型关系的假设，国有

化程度对于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指数的影响是

先抑制再促进的，但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国有化程度

却尴尬地处在正U型的低端区域，其促进作用难以

发挥。

就业人数（lnlabor）作为产业规模大小的衡量指

标，其相关系数同样偏小，这说明了两点：第一，高技

术产业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力要素的重要程

度在不断下降，技术、资金要素的核心作用日益凸

显；第二，湖北省高技术产业企业规模偏小，且发展

偏慢，难以享受规模红利。

政府创新支持力度（GS）与高技术产业竞争力

指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湖北省自身发

展状况导致的。政府偏向于给予高垄断性产业（如航

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创新活动更多的创新支持

与发展补贴，这些产业恰好又属于湖北省高技术产

业集群中的弱势产业，其产业竞争力必然偏低，这就

导致了二者负相关关系的出现。

产业开放度（open）对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竞争力

指数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对外开放有助于高技术

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但是对于高技术产业竞争力却

有抑制作用。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整体竞争力水平处

于世界中下游，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生产层面，均

处于追赶地位，大多数高技术产业的定位仍然为“装

配工厂”，负责产品组装以及低附加值部分，这就导

致了出口的产品是高技术产品，但是有效劳动却都

属于低附加值部分。因此，相对于传统高技术产业强

国来说，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对外出口的产品相对附

加值偏低，产品定位偏向低端市场，随着出口比例的

不断上升，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湖北省高技术产

业的“低端锁定”。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 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之间存在相互加强、螺

旋上升的协同作用关系，运用哈肯模型实证检验了

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创新与融合的协同作用关系，研

究结果表明：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整体以及各细分产

业中创新与融合均存在协同作用关系，但是各产业

的序参量存在差异。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

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

制造业中，序参量为创新；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

业中，序参量则为融合。

2. 创新与融合协同作用对湖北省高技术产业

竞争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人力资本投入对

于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有限，这是

因为湖北省高技术产业企业规模偏小，且发展轨迹

偏慢；国有化程度与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竞争力之间

应呈正U型关系，但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国有化程度

却处在正U型的低端区域，其促进作用有限；政府

创新支持力度与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竞争力之间存在

负相关关系，从侧面体现了湖北省政府补贴方式的

失准；产业开放度对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竞争力具有

显著的负向作用，产品附加值低、装配加工环节占比

高是其直接原因。

（二）政策建议

1. 本文通过验证与测算发现，湖北省高技术产

业创新与融合的协同作用水平偏低，且不同的细分

产业发展过程中创新与融合的协同作用具有明显的

异质性特征，这就要求政府制定个性化、精准化的产

业政策，探索创新与融合新的关联模式，来提升其协

同作用水平。

从产业层面来看，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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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创新与融合的协同作用为目标，但对不同的细

分产业应区别对待。对于以创新为序参量的医药制

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而言，产业政策应当

更加倾向于加强产业创新，例如加强企业创新意愿、

提高企业创新补贴等等；而对于以融合为序参量的

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而言，则更需要偏向于

促进产业融合的产业政策，例如放松产业管制、鼓励

企业兼并重组等等。从高技术产业整体层面来看，政

府要秉承“以创新促进融合，以融合强化创新”的

发展理念，对高技术产业创新与融合协同发展进行

指导和规划。具体来说，要鼓励共性技术的研发，放

松产业管制，搭建产业间创新资源、市场信息交流的

桥梁。

2. 加大和提高政府创新补贴的支持力度与准

度。政府要加大对于高技术产业创新活动的支持力

度，但创新补贴应当根据高技术产业自身发展条件，

有针对性和时效性地发放，以满足不同产业不同发

展时期的需求。对于具有优势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

造业，应当加大创新补贴力度，鼓励其自主创新；而

对于已经具有湖北省鲜明特色的医药制造业，应当

通过创新补贴的方式鼓励其进行技术消化、改进；至

于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创新补贴不应求多而应求准，

要通过创新补贴的方式为其发展营造宽松的环境，

扶持其发展。

3. 大力培育本土民营高技术企业。本土民营高

技术企业是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是未来

龙头企业的摇篮，需要政府为其健康、快速发展提供

全面、深入的支持服务。湖北省高技术产业企业规模

偏小且分散，难以实现规模经济。因此，政府应当大

力培育科技型企业，通过启动专项资金、扩大创新基

金规模等方式为科技型企业营造健康的发展环境，

支持科技型企业的发展壮大，着力培养一批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未来成长空间广阔的科技型企业。充分

发挥高技术企业孵化器的功能，推动湖北省本土高

技术中小企业实现“质”与“量”的双提升，形成一批

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技术企业集团。

4. 加强与发达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改善进出口

结构。技术引进、交流并改进是提升产业技术水平的

重要途径。现阶段湖北省高技术产业产品技术含量、

附加值均偏低，湖北省应当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与发

达地区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引入、消化并改进先进

的技术与管理方式，降低加工装配占比，对产品进行

高技术改造，注重进出口贸易的“质”而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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