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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贴如何影响畜牧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和高管股权激励的视角

鄢 辉朝 王明利 承翔赵

摘要： 。企 创新主体业是科技 畜牧业 力。本业 促 牧 技创 和 质量发 要推企 是 进畜 业科 新 高 展的重 动

文 牧基于畜 业 力 ，企业创新能 弱和政 财 趋 现实背景 用府 政 紧的 使 2007－2021年中国畜 公司牧业上市

， 对数据 府补 牧实证分析政 贴 畜 业 。 ： 了企业研 入强度的 响 研究 理 内生性发投 影 发现 在处 问题和 行进

，健 验 府研 补 会显著 牧稳 性检 后 政 发 贴 提升畜 业 业企 的 投 强度研发 入 ，政府 对非研发补 畜贴 牧业企业

。 本 划 长 、研发投入 度无显著影 业按照生 成 期 期和衰退期强 响 将样 企 命周期 分为 成熟 子 本样 ， 现政发

对 长府研 补贴 成发 期畜牧业企业的研发投入 度强 显有 著 向正 影响，对成熟 和 退期畜 业研期 衰 牧业企 发

。投 的 响不显著入强度 影 权高管股 激 在 府 补贴励 政 研发 对 长成 期 牧畜 业企业研 度发投入强 的影响中起

节作正向调 用，对 熟期和衰退 业研发投 强度的 不显著成 期企 入 调节作用 。 ，异 发 政 发质性分析 现 府研

对民营 牧补贴 畜 业 、企业 乳 工和制品加 物 业动 保健企 及以 东部和中部地区畜牧业 业企 的 发投入强研 度

的提升 。 ， ， 长效果 此 应提高 研发 的比例 鼓励 畜牧更明显 因 政府补贴中 补贴 成 期 业 权企 实施高业 管股

计划激励 ，根据畜牧 处业企业所 的不 命同生 周期、 权所有 质性 、 业和地行 区， 异地 放 贴有差 发 研发补 。

关键词： 府补贴政 畜牧业企业 发 入研 投 强度 企业生命 期周 权高管股 激励

中图分类号：F326.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二十大党的 报告指出， 心坚持创新在 化建 核 地要 现代 设全局中的 位， 施 动发展战加快实 创新驱 略
①
。

*本文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畜牧业现代化路径与政策支持体系”（编号：72033009）、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多层（楼房）养猪综合效益评估与提质增效模式研究及示范”（编号：2023YFD1301905）和中国

农业科学院创新工程“粮食安全与畜牧业经济”团队院级领军人才项目（编号：ASTIP-IAED-2023-RC-02）的资助。本

文通讯作者：王明利。

①
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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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 、 、 村是关系国 生 重要 业 在 国 食 促进农 增 推进乡 兴畜牧业 民 的 产 保障 家 物安全 牧民 收 振 等方面发

挥着 作重要 用（王 利等明 ，2022）。 是 高质量发科技创新 推动畜牧业 展 农业强国和建设 力的 驱动重要

（金文成和靳少泽，2023； ，秀荣何 2023）。但 ， ，研 中是 相关 究表明 国畜牧业的 科技水平整体 然仍

较 ，低 特别 畜禽 资 存是 种质 源 在“卡点”（ ，程郁等 2022）、 心 术核 创新滞 且育种 技 后 与先进国家存

较大 （ 庠 ，距 利 罗千在 差 张 和 峰 2023），中国的畜 发展牧业要突破 “瓶颈”，必 （技创新 于须加强科

，法稳等 2021）。 一科技 投入创新是 项高 、 ，活高风险的 动 不断的持续 研 科技创新 基 和发投入是 的 础

心核 。 关数 示有 据显 ，2021年，中国 与开发 中 牧业研究 机构 畜 的 发研 投入金额为 17.6亿元； 等 校高 学

牧和畜 兽医学科的 额为研发投入金 13.3亿元
①
；而 70家涉及畜牧业的上 司市公 的 额研发投入金 则为

105.6亿元
②
。 ，此由 可见 牧畜 业企业已然是中国畜牧业 技 新的 体科 创 主 。 ，但 发 国是 与 达 家相比，中

力 （ ，国畜 企 的研发 入牧业 业 投 度明显不足 程郁等 2022）。 ，在 述 景下 提 业上 背 研究如何 高畜牧业企

，对 、 、研发投 加快实现科 立自 业高 建 强国均具 理入强度 于 技自 强 推动畜牧 质量发展 设农业 有重要的

义。论和现 意实

发活 高投研 动 入、 风 的高 险 特点 限制会 企业 发 入研 投 ， 术的积 性极 技 溢出效应产生的正 部外 性也

会使部分企业更加容易“ 车搭便 ”， 一从而进 步削弱企业进行研发的 性积极 ，引发市场失灵（Arrow，

1962）。为解决由 的 性导致的创新 正外部 市场失灵，作为刺激 新 平提 的重 策 具创 水 升 要政 工 一之 的政

府补贴 泛 于被广 用 类各种 的型 企业，政府补贴在 业企 的资 配置源 中 挥逐步发 。 ，而 政府补引导作用 然

对 发投入的影贴 企业研 响 竟如究 何一 议直存在争 。有些研究认为，政 能府补贴 够促进企业 投入的研发

提升（Bronzini and Piselli，2016）；有些研究 认为则 ， 对 、 、 本信 不 行为 交 上 等由于 息 称 寻租 易成 升

问题 存的 在， 对 发 入政府补贴 企业研 投 具有“替代作用”， 抑会 制企业的 发投入研 （Dai and Cheng，

2015；周燕和潘遥，2019）；还有研究认为， 府补政 贴与企业的研发 简 性关系投入并非 单的线 （尚洪

晓硕涛和黄 ，2018）。

通过 献 理文 梳 发现， 对政府 企 研补贴 业 发投入的影响不尽一致 重要原的 因是 类政府补贴 型的不同。

政府研 补贴 支 自身不愿 展的研发活 给予发 是政府为 持企业开展 或不能开 动而 企业 一 计划度的的 定额 性

持资金支 （ 等蒋舒阳 ，2021）；而政府 贴非研发补
③
是政府 促 企业 展非 活 而 补贴为 进 开 研发 动 提供的 。

，政 放 发补贴 非 不 的府发 研 与 研发补贴的目标是 同 同的不 补贴形式对企 的影响方业研发投入 式和作用

也 。 ， 必 ，效果 存在明 异 因 有 要 贴 研发补贴 补贴 以得 更显差 此 在研究中 将政府补 细分为 和非研发 到 清

。晰准 的结确 果

①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科学技术部战略规划司，2022：《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22》，北京：中国统

计出版社，第 72页、第98页。

②
相关数据由作者从国泰安数据库（https://data.csmar.com）下载整理而成。本文界定的涉畜牧业企业包括主营业务为畜禽

养殖、饲料生产、肉制品加工、乳制品加工、动物保健5种类型的企业，详细的分析将在本文第四部分展开。

③
政府非研发补贴的类型包括税收优惠、就业或人力培训补贴、品牌补贴、技术购买或许可证购买补贴、固定资产投资

补贴、出口补贴、社会保险补贴、节能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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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外 有 明 政府 补 和非研 补 具 影 效果此 现 研究表 研发 贴 发 贴 企业研发投入的 体 响 在 小 、中 企业

新创企业、 业企业等制造 不同类 企业之间型的 也可 在差能存 异（ 杰张 等，2015； 一和张吴伟伟 天 ，2021；

等姚林香 ，2022）。对畜牧业企业而言， 又 对 ？补贴和非 发 贴 会 研发 产 何政府研发 研 补 其 投入 生 种影响

这需要 畜结合 牧业企业的 。实 证 究际情况开展相关实 研

对府补政 贴 企业 发研 投入的激励 ，效果究竟如何 在于政府补 企业关键 贴与 创新意愿的匹配程度。

， 。周 业的重要 府补贴与 业 新意 之间 着 要 据企业 周 理生命 期是企 特征 在政 企 创 愿 发挥 重 作用 根 生命 期

，论 处 不 在于 同生命周期的企业 织组 、 力、 、 较大 （模 盈 约 等方面存规 利能 融资 束 战略目标 在 差异 代

，彬等 2023）。企业的 周期生命 通常被划 长 、 ，成 期 衰分为 成熟期和 退期 已经 一有 部分文献 业所以企

处生 周命 期为研究视角， 政 补 业创新 的 系探索 府 贴与企 之间 关 。 ，总体 言 政 补而 研究人员普遍认为 府

对 ， 一 （企业 响 命周期的 所差异 但是 的情贴 创新的影 会随企业生 不同而有 差异 况并不 致 余典范和王佳

希，2022；刘鹏振等，2023）。 ，因此 从企 期视角业生命周 ，出发 对分 政府 贴 畜析 补 牧业企 研业 发投

强度入 的 ，影响 有 于更加 面利 全 地掌握畜牧业 ， 也研 投 的规 论企业 发 入 律 所得结 可为 对政府 于处 不同

生 畜牧命周期的 业 类企业 策分 施 提供参考， 力、使资 新 需求的畜从而 源向有创 活 创新 牧业 ，集聚企业

真正 政把 府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 。上

企业 管高 是企 新业创 动的活 决策者和管理者，对 投 有 重要企业研发 入 着 影响。 一 长种作为 效激励

方式，赋予 权高管股 激励 仅能够给予不 东股 身高管 份， 高管还能够使 享有企业剩余收 权的索取益 和分

权配 ，因而是 择解决委 代 过程 可能 的 德 逆向选托 理 中 出现 道 风险和 一 。的 重要举问题 项 措 现有文献分

，对 权 、 。 ， 大管 施 激励 发 向 负向和 多种关系 但 多数析表明 高 实 股 与企业研 投入存在正 非线性等 是 绝

， 权 （ 卜 ，管股 促 的研发投 华研究发现 高 激励能够 进企业 入 邱强和 2021； ，郝清民 张 悦和 欣 2023）。

， 权 ？那 高管 励 政 影响畜 企 研发投 的 样 作 在处么 股 激 在 府补贴 牧业 业 入 过程中能够发挥怎 的 用 于不同

， ？对 一 对命 这种作用 差异 以上问 科学 进 步 补生 周期的企业 是否存在 题的 回答有助于 提升 政府 贴影响

。畜牧业企 入的作用 理 认识业研发投 机 的

本 了有文 文 定现 献为 奠 坚实的研究 ，基础 但 ， 来，是 笔者看 以在 在 下方面 然现有研究仍 有 一进 步

推进的空间。 一第 ，多数文献仅仅 对注政府补 发关 贴 企业研 投入 ，较少的影 虑政 和非响 考 府研发补贴

研发补贴影 研发投入响企业 的异质性。这就使得对 府 贴政 补 与 业研 入企 发投 关 究不全间 系的研 面。第

二，少有 究在考 政 发 贴 基础研 虑 府研发补贴与非研 补 的 上， 一进 步探 对究 于政府补贴 处 不同生命周期

企业的 研发投入 。 ，响的影 异质性 此外 权 对高管 政 不同生命 研发投入 响股 激励在 府补贴 周期企业 影 中

也 少 。 三，的作 很 得 注用 到关 第 ， 对由 特点的 政 研发补 不 投 的于行业 差异 府 贴 同行业的企业研发 入 影

响并 一 。 对 对 、 术文 投入和科 研究 象以制 高新不 致 已有 献 企业研发 技创新的 造业 技 行业企业为主（张

，辉等 2022； 鹏刘 振 ，等 2023）， 畜牧以 业 对 。企 象的文献 无业为研究 寥寥 几

计 ，畜牧 是关 民 的 业 畜牧业 系国 生 重要产 业 业 产的肉企 生 、蛋、奶等是老百姓“菜 子篮 ” 要的重

种品 ， ，种植 品与 业的农产 相比 较的市场价 空间在农产 属于畜产品 值和盈利 品中 高者。 研发畜牧业 投

、 料 术、 术、 术加 过提升畜 能 饲 营养 疫 防控 畜产 工 等 高畜入的增 可以通 禽品种性 技 病 技 品加 技 方式提

， 本 、 力牧 产 率 从而 进 保 国 食物 升业生 效 促 畜禽养殖的节 增效 障 家 安全和提 畜产品竞争 。 ，然而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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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 较体科技水平整 低、 力较新能创 弱，畜牧业 业进 新 需求企 行研发创 的资金 对在农 相 更业企业中 大。

，同时 经 增速在 济 缓放 ，和 降 的 短期内减税 费 背景下 中 财 收入国 政 将 现呈 长 势低水平增 的趋 。 需这便

对 ，政 补贴 性要 府 进行结构 优化 从而 。到精准补做 贴

基于 上分析以 ，本文利用 2007－2021年中国畜牧业 公司上市 的有关 据数 ，从 生命周期企业 视角出

发，研究政府 贴补 类及不 细分以 同 型的补贴对畜牧业 业研发企 投入的 响影 。本文所 研得 究结论能够为

完政府 善 对针 牧畜 业 、发 快实现企业的研 补贴政策 加 畜牧业 、平科技自立高水 自强 推动 设农业强国建

等 。依提供参考 据

本 能文可 的 ： 一， 对边际 第 鉴于政 补 企业 发投 影 结贡献如下 府 贴 研 入的 响 果不尽一 ，本致 文将政

， 对 ； 二， ，补 细分为 府 补 使 究更 基 周期的视府 贴 政 研发补贴和非研发 贴 研 有针 性 第 于企业生命 角 探

究 府政 的 对研发补 非研贴和 发补贴 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畜牧业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异质性； 三，鉴第

于企业 管高 在 研企业 发投入决策 ，中的重 用要作 本 一 权将进 步 究文 探 高管股 激励在 研 补政府 发 贴影响

企业 投 中的研发 入强度过程 调节效应； ， 权 、从所有 性质第四 行业类型和地区的角度， 讨探 政府研发

对贴补 畜牧业 ， 。企业研发 响 为相关 证 究提 补充投入的影 实 研 供

二、概念界定、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政府补贴的概念界定

本 ， ，说 政 指企业 府 偿获得 货 性 产 不包 为文所 的 府补贴 从政 无 的 币性资产或非货币 资 但 括政府作

本。 类投入的资 分为与资产 和与企业所有者 政府补贴 相关 收益相关两 ：与资 政 指企业产相关的 府补贴

、 长取 购建或以 他 式形 期资 政 补得的 用于 其 方 成 产的 府 贴； 了益相关 府 贴指除 资与收 的政 补 与 产相关

。其 政 补贴补贴之外的 他 府 畜牧业 、 、 划业 补贴包括 财政贴息 税 还和企 获得的政府 财政拨款 收返 无偿

。币性拨非货 资产等

本 所 牧文 说的畜 业 ，企业 发补贴 指 府 支持 鼓励的政府研 政 以 和 畜牧业 ，业 新为目 偿企 研发创 的 无

予畜牧给 业 。 类 ，企 币 式 支持 贴业的货币或者非货 形 的 就具体补 种 而言 畜牧业企业获 研发补得的政府

对 、 术 、 料 术 、 、贴包 府 畜 育 畜 研 营养技 研 加工工艺研 动括政 禽新品种培 禽生产技 发 饲 与 发 畜产品 发

、 、 、 才 。疫苗 发 新 研 专 人 项目 等 面的资 支 指 以 发物 研 兽药 制 利申请 申报 方 金 持 政府非研发补贴 不 激

企 新业研发创 为目的的 ，畜牧补贴 业企 非研发补贴业获得的 包括固定资产投资、 、收返 险税 还 社会保

、补贴 、 、 。禽生产补 污资源化 用 贴 进 口补畜 贴 畜禽粪 利 补 出 贴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对府 发补贴 发补 畜政 研 和非研 贴 牧业 业 发投入企 研 强度的影响。创 活 的正 政新 动 外部性是 府研

。 ， 术影响企业 的理论根源 性理 创新 溢发补贴 研发投入 外部 论认为 企业 活动的技 出效应，以及部分企

业的“ 车便搭 ” ，行为 会 重 低企严 降 业的 。 ， 、 长研 极 此 活动高 高 险和 周 的发积 性 外 创新 投入 风 期 特

也 一 少 。 一 ，资 短 而进 投 创新领域 策工具 政府点 容易使企业因 金 缺 步减 研发 入 作为 项在 的重要政 研发

对补贴 过资 信 两个渠道主要可以通 源获取和 号传递 企业的 （发投入产 直 和间 的影研 生 接 接 响 伟伟吴 和

一张天 ，2021）。



政府补贴如何影响畜牧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 84 -

，源获取 看 府研发 贴从资 方面 政 补 是 ，的 金无偿拨付给企业 资 些资这 金 以 业不仅可 直接作为企 的

研发 调动投入资金 企业 ，创 积极 为畜新的 性 而且能够 牧业企业的创新 动活 ，承担部 而增强企分风险 从

心（ ，科 创新 信 施 和 晓业 技 的 建军 栗 云 2021）。

号传递 径从信 的路 看，一方面，政 研府 发补贴有助于缓解 对企 与 资者 息业 投 之间的信 不 称程度（徐

利飞 ，等 2023）， 对 。从 部投资者增 业的 于企而促进外 加 企 研发投入 由 业的 创研发 新活动通常涉及商

， 术企业为避 技 信息业秘密 免 和 的泄露 愿 多 发项目往往不 过 公开研 关的有 ，息 并且 可信 有 能为获取更

大 而 藏 研发的利益 隐 其 的 大险潜在风 或夸 研发的 术 势（技 优 Buccella et al.，2023）。而 ，且 外部投资

者仅有 力，也 甄 术有限的 和人 确地 优 企业和研时间 很难完全准 筛选 别出 质的技 发项目。 便这 使得企业

和 部投 者外 资 之间 对易 现 称容 出 信息不 问题。 在 放研发 贴政府 发 补 前， 对 术 、技 平需要 企业的现有 水

力发创 行 和考察研 新能 等进 全面的评估 。如果 得企业获 了 ，政府研发 相当补贴 于其自身的 力研发能 和

术 新技 创 水平 了到得 官方的 ，肯定 可以为其贴上“ 可 签认 标 ”（ 翎 ，龚 和朱红 希 2021）。 外此 ， 府政

对 ，得研发 的 业进行 态 研 补 资金还会 获 补贴 企 动 监督和引导 以确保 发 贴 实现既定的目标。这在一 程定

度上能够 。部投资者可 临的缓解外 能面 道德风险

一方面另 ， 补 通过缓解政府研发 贴能够 企业的 资约束融 而 进 业促 企 的 发投研 入（ 春刘 青等，2024）。

， 了得政府 补 的企业 当 信 担首先 获 研发 贴 相 于得到 政府的隐形 用 保（Lim et al.，2018）。这可以提高

。 ，业 可得性 其 府研发补贴 业能 递企 银行信贷的 次 获得政 的企 够向外界传 自身 术 势优 信具有技 的积极

，号 从而 得风险投 的 率提高其获 资 概 （ 玥郭 ，2018）。本 关注 牧文 的畜 业 一企 般企业 同业具有 的共 性

，质 ，所以 述上 分析 对逻辑 畜牧业 。 ，业 样 用 此企 同 适 外 受 较长、 较小、周 政策趋严生产 期 规模 环保

，的限制 畜牧等多方面 业 业企 的研发投入与 类科技 企业相比 ，可 更强的资能面临 金约束 得获 政府研发

补 或许 能贴 更 促进其研 投发 入。

， 对 。府研发 相 政府非 发 发 入 度的 有 表与政 补贴 比 研 补贴 畜牧业企业研 投 强 影响可能 所差异 具体

： 一， 本 ， ，现在以 在降低研发 面 与 贴直 发 同下方面 第 成 方 政府研发补 接用于研 活动不 非研发补贴主

以要 固定资 投产 资、税收 惠优 、畜 产 贴 粪污资 利禽生 补 和畜禽 源化 用补贴 ，为主 也虽然 能够缓解企业

力，资 压的 金 但是它不以激发 ，企 的业创新为目 畜牧业企业更 、能将非研发 用于 级可 补贴 生产设备升

市 能 生效益的 域场营销等 快速产 非研发领 。 ， 本 较因此 政 非 发补 产生 发 降 弱府 研 贴 的研 成 低效应 （姚

，林香 2022）。 二， ， 也在 号传递 面 得 府 研发 向 被第 信 方 虽然畜牧业企业获 政 非 补贴 能够 外界传递其

， 、 ， 少 术政府信 但是这种信 多集 口等 域 研发补贴任的信号 任更 中在生产 出 非研发领 缺 政府 释放的技

。 ，创新水平 证 信号 此 非 补 通 外部投 而 升畜牧 企 效认 的 因 研发 贴 过吸引 资从 提 业 业研发投入强度的 应

大。不 政府 产如 研发补贴 生的效应

，上所述综 ，二 对由 发补贴与非 补贴 同 者 业 入强度的于政府研 研发 的侧重点不 畜牧业企 研发投 影

也 。 ，对会存在差 政 研发 贴因 目 明 证信号 畜 业企业 发响效果 异 府 补 研发 标 确和认 更强 牧 研 投入强度的

大。 ，响 据正向影 更 此 本文提 说出研究假 H1。

H1： 贴政府研发补 对与非研 牧发补贴 畜 业企业研 入强 在差发投 度的影响存 异， 发 正政府研 补贴的

向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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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政府研 同 命 畜发补贴 不 生 周期 牧业企业 发 入强度研 投 的影响。 ，生 周期理 认企业 命 论 为 企业

一 ， （在 成 发展 样 期与生物体 样 形 和 过程中同 具有生命周 Adizes，1988）。处于不 期的企业同生命周

、 、 较大 ， 对在 经营 资约 决 面均存在 研发补贴 牧生产 公司治理 融 束与战略 策等方 差异 政府 畜 业企业研

也发投 度 影 因此存 别入强 的 响 可能 在区 。 对 划考已有 献 标参 文 企业生命周期的 分 准（张 等辉 ，2022），

本文将畜牧业 划 长 、企 期 分为成 和衰退期业的生命周 期 成熟期 3 。个阶段

长 一 ， ，成 期 于快 期 主营产品 形成 企业 入 利阶 而且的企业 般处 速发展时 企业的 开始逐渐 进 盈 段 盈

长 较 ， 力 （ ，增 度 实 不断 谢 洪和汪 霞利 速 快 竞争 增强 佩 春 2017）。 长 ，景 阔 实成 期的企业发展前 广 为

， 对 、 术 大（现 和 场 企业 生 施和新产品 等的 顾雷雷扩张目标 迅速占领市 产基础设 新技 投资需求巨 和彭

，杨 2022）。 然虽 长 业成 期企 力 ， 大的盈利 强 但是其 部 现金 仍无 足 模 需能 不断增 内 的 流 法满 规 的投资

， 较大。 ， 长 较 ， 长 较求 企 资 缺口 而 成 投 者 谨慎 期业的 金 且 期企业投资风险 高 资 的 态度使成 企业面临

。 ， 长 热 、 术， 较少、的融资约 期的企业虽 于投 技 但 员 验强 束 此外 成 然 衷 资新产品 新 是研发人 创新经

、 、 对 力 。不足 资 织结构不 完 等因 会使 研 创 持 度有金短缺 组 够 善 素 企业 发 新的支 限 长府 成 期企政 向 业

发放的研发补贴 ， 力，是 中 炭 不 解 压 还能通 递效应增强 的无疑 雪 送 仅可以缓 企业的资金 过信号传 企业

力（ ，融 等资能 刘鹏振 2023）。 ，对 长因 畜此 成 期的 牧业 ， 对业而言 政 贴 其研发 入 度企 府研发补 投 强

较 。的 响 为影 明显

对 长 ， 了 。对 ，相 成 成熟期 的 征已经 生 熟 的 业可于 期企业 企业 特 发 明显转变 于创新 成 期 企 能存在

。 一， 一 ， 较 。 ， 长种 期企业为 行业地位 仍 有 强 而且两 态度 第 成熟 进 步巩固 然具 的创新意愿 与成 期企

， ， 一 大、 ， 长、业 熟期的企 的资金 即 些 发项 资金 量 险 回报周相比 成 业有充裕 使 研 目 投入 风 高 只要 期

未来 ， 也 （ ，益 企业 会 向收 高 倾 于投资 刘诗源等 2020）。 二， ，成 期 业经 定第 熟 企 营状况稳 自满的情

惰 （ ，会使其产 刘鹏振等绪 生创新 性 2023）。 ， ，在 方面 的生 式 熟 所融资 成熟期企业 产经营模 日趋成

， 。 ，占有 额逐步提 销 收入 定 这 能 从 动中获 的 金流 内 式的市场份 升 售 稳 使其 够 经营活 得正 现 源 融资约

。 ， 来 ，也 （ ，同 成 期企 渐 场声誉 更 外部融资 黄 等束得以缓解 时 熟 业凭借逐 积累起 的市 容易获得 宏斌

2016）。 ， 较 本 力 较小 ， 对因 期企 的 的融资约 发补贴可 其 发此 由于成熟 业具有 强 资 实 和 束 政府研 能 研

较小。投 强度入 影响

、 、 、 较 。衰 期 通常面 业 度僵化 部 恶 融 约束 这退 的企业 临企 制 内 治理混乱 财务状况 化 资 强等问题

、 、 。一 ，现销售额 业绩下滑 市 额下 紧张 面 低迷会使企业出 锐减 经营 场份 降和现金流 等问题 方 业绩的

本 少和治 可能使衰 期 业出 降低 考 而 投入理的混乱 退 企 于 成 的 虑 减 研发 （李 等云鹤 ，2011）； 一方面另 ，

较 也 。差 财 通 信 传递 引 融资并将 业研发创新的 务状况 使企业很难 过 号 的途径吸 更多的外部 其用于企 这

， 对味着 贴 衰意 政府研发补 退期畜牧业 。对发投入强 可能存在 面 想通 创新企业研 度的影响 两 性 过 走出

衰 期退 的畜牧业 ， 力，企业 政 研发补 恰 压 而 励企 发而言 府 贴 好有助于缓解资金 从 激 业增加研 投入进而

。 ， 也现转型升 府研发补贴 产生实 级 但是 政 可能 “挤出效应”， 本，部分 业 成 在获即 衰退期企 为降低

少 本 。 ，对得 补贴后减 的 发投 因此 期 畜政府研发 原 研 入 衰退 的 牧业 ， 对业而言 研 补贴 其 发企 政府 发 研

较 杂。能 复投入强度的影响可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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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以 以 命周期的基 上分析可 发现 不同生 畜牧业 力、业在资金实 约束 等方企 融资 和创新意愿 面具

， 对 ，显 府研发补 投入强度 影 可能 尽相 体 影 需要通 证有明 差异 政 贴 其研发 的 响 不 同 具 的 响方向 过实 研

一 。 ，究进 步 出得 据此 本 说文提出研究假 H2。

H2： 对府 发补 命政 研 贴 不同生 周期畜牧业 。企业研发 的影响存在投入强度 差异

3.高管 权股 激励在政 发补贴府研 影响畜牧业 投入企业研发 强度 效中的调节 应。 托代 论委 理理 认为，

权 权 ，所 与 离的现 业在 有 经营 分 代企 中 作为委 人托 的 东股 和 的 管作为代理人 高 一间存 致之 在目标不 和

对信息不 称的问题，因 内部此在企业 可能会出现 择道德 选风险和逆向 问题（Ross，1973）。 东股 追求

长企 值业 期价 的 大 ，最 化 可能更关而管理层 注企 的业 。短 业绩 人 益 益冲突期 和个 利 这种利 可能使 高得

管 东 。在 策 益决 时偏离股 的最佳利 由于 发活研 动 长 和的 期性 不确定性， 管高 可能会 短期效益因为关注

心或 败而 现出 规 度担 失 在决策时表 谨慎甚至 避的态 （Bushee，1998）。 权 一高管股 解决委托激励是 种

理 题的代 问 行可 机制。 过通 东管 利益与将 理层的 股 的利 绑定益 一在 起，可以 企激励管理层追求 业的长

。价值期 创造

对府在政 研发补贴 牧业畜 ， 权企业 强度的影响 管股研发投入 中 高 激励 以下可以从 三个方面 挥发 调

用节作 ： ， 权 。 了 一 权首先 股 提升高管 风 承担 愿 在 通 持 公司的 所激励可以 的 险 意 高管 过 股拥有 部分 有

， 长 。 长、 ，后 他们 更 展 价 创造 研 周期 风险 高会 加关注公司的 期发 和 值 即使某些 发活动具有 高的特点

了 ， 。 ， 权管除 将政 研发 发投 意 业的资金 的研发项 其 股府的 补贴用于研 入外 还愿 使用企 配套相应 目 次

一 。 权 东 一 ， 力 大激 可以 利 致 励使高 个 利益与 的 有 去励 增强 益 性 股 激 管的 人 股 利益更加 致 高管更 动 最

， ， 力 力。 ，化政 贴 增加企业 强度 提升企 创新 争 最府研发补 的效益 从而 研发投入 业的 能 和市场竞 后 高

权 。 权 对未来 心激 信号传递 股 激励能 向 部投 者传 业 展 的积极管股 励具有 效应 高管 够 外 资 递企 发 充满信

， 。有 于吸引 多 支 企 的研信号 助 更 的外部资金和资源 持 业 发活动

外另 ， 析根据前文分 ，不同生 畜牧业企业 营业命周期的 在经 绩、 较大等方 异发展前景 面存在 差 ，

， 权 对 也管股 激励 投入强度 影 可能 因畜 企 所 周期的 而 所因此 高 企业研发 的 响 会 牧业 业 处生命 不同 有

差异。 此据 ，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3。

H3： 管高 权股 激 在政 贴励 府研发补 对畜牧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响的影 中起正向 作用调节 ，对处于

命周不同生 期的企业的 用存在差调节作 异。

三、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由于中国从 2007年开 实始 施的 计新 准则 上 公 务报表会 要求 市 司在财 中 增要 加研发支 科出 目，并且

要求企业要详 披 报表细 露 附注中的政府补助 ，为信息 了使本文所用的 一 ，本保持 致性 文数据 以 2007

为起年 点， 了建立 2007－2021 ，国畜 公 板数据年中 牧业上市 司的面 以探究 研发补贴政府 对 牧畜 业企

业 发投研 入 度强 影的 响及其机制。

本 ，本 对 本 了 ：按 有 研究惯 和 进 如 筛选照已 的 例 文的研究特点 文 样 行 下 一，第 据剔除数 严重缺失

公司的 本样 ； 二，第 为减轻 ，对端值的影响 连续 下极 所有 变量进行上 1%的缩尾 。最处理 终，本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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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72家畜牧 司业上市公 的共 564个 平 面板 据非 衡 数 。 类根 银 国据申 万 行业分 标准 2021修订版
①
，本

文将 72家公司 照按 主营业务
②
的差异 为 禽 殖分 畜 养 、 料饲 生产、 品肉制 加工、乳制品加工、动物保健

5 类个 型。其中，畜禽养殖 业企 16家， 料饲 生产企业 16家，肉 企制品加工 业 12家， 制品乳 加工企业

15家， 物动 保健企业 13家。本 来所需 据 自 市文 数 各上 司公 2007－2021年的 度报告年 和原国 安泰 经济

融金 （CSMAR） 。数据库

本 及 牧文分析所涉 畜 业企业 表的名称如 1 。所示

表 1 畜牧业上市公司样本企业

行业 业名称企

畜禽养殖

（16 ）家

东瑞股份、福成股份、华英农业、 牧巨星农 、立华股份、 牛罗 山、 股份民和 、牧原股份、 集团神农 、

、 、 、 、 、 丰、圣农 展 山生 温氏 湘 股 股份 新 生 份发 天 物 股份 佳 份 晓鸣 五 益 股

料饲 生产

（16 ）家

、大 、 大 、 丰 、 、 、 力、 、 、团 股 金新 农 天邦股份傲农生物 北农 海 集 禾 份 农 京基智 驱动 唐人神 天康

、 、 、 、 料、 、天马科技 通 份 新 正邦 科生物 威股 希望 粤海饲 科技 正虹 技

品加工肉制

（12 ）家

、 、 、 、 、 、 、龙大 、 、得利斯 广 控 华统 份 煌 金 火 食品 美 海 林春雪食品 弘 股 股 上煌 字 腿 绝味 食 上 梅

双 、 、汇发 仙展 坛股份 益客食品

制 加乳 品 工

（15 ）家

、 、 、 、 、 、三 、 、 、贝 乳 均瑶健康 可蓝多 元股 润乳因美 光明 业 皇氏集团 麦趣尔 妙 份 天 业 西部牧业

、 、 、一 、 、新乳 品 业 鸣食品 庄园牧场业 熊猫乳 燕塘乳 伊利股份

物动 健保

（13 ）家

利生海 物、 盛 物回 生 、 物金河生 、科前生物、绿 生化康 、 莱普 柯、瑞普生物、申联生物、 物 份生 股 、

、 、 、蓝生 永 股份蔚 物 溢多利 顺生物 中牧

（二）变量说明

1. ：释变量 研被解 发投入强度。参照 泽陈 艺等（2022） ，的做法 本文选取企业 投研发 入金额占营

业收 比入的百分 来 。衡量企 研 投入 度业 发 强

2. 心 ：解释 量核 变 府研发政 补贴和 。非研 补发 贴 虽然 市 附上 公司年报财务报表 注中的“营业外收

入” 目科 下有“ 贴明细政府补 ” ，项目 但是 没有区分政 发补 补贴并 府研 贴和非研发 。学术 是界主要 依

本 对 类府补贴明 息 政府补 进 分据政 细的文 信 贴 行 的（ 玥郭 ，2018）。笔者 了收集 2007－2021年中国

上市公 两 条政府 贴畜牧业 司近 万 补 项目明细信息， 。项 名 及补包括 目 称 贴金额 本 采取 目文 人工识别项

名称的方式，对 补贴明细政府 信息 类，行分进 在 研发 目 后确定属于 补贴的项 及金额 ，再通过加总得到

每家畜牧业企 各年业 度获得 府 发 额的政 研 补贴总 。 类按照 似的方法，可以得到畜牧业 府企业获得的政

。研 补贴非 发 总额

，而具体 言 如果 补贴政府 ，项目 息中出现以 种情 则该 多的明细信 下几 况的关键词 补贴项目 为研发

：补贴项目 一，第 出现“ 技创新科 ”“ 术技 造改 ”“ 发研 ”“研制”“研究” ；键等关 词 二，第 出现

关企业有 创新及其成果的 键关 词，例如“发明专利”“ 权识知 产 ”“新 种品 培育”“新产品研发”“新

工艺 究研 ”等； 三第 ，出现“ 才人 ”“ 才计划人 ”“ 计划人万 ”“ 才英 ”“专家”“院 作站士工 ”“产

学研”“ 术 作技 合 ” 才计划 术 ；等 技 关键词有关人 和 合作的 ，第四 出现 关畜牧业 技 新的 有名有 科 创 专

①
资料来源：《申万行业分类标准 2021版说明》，https://wxweb.swsresearch.com/swsreport/2021_08/328340.pdf。

②
以营业收入占总收入比例最大的业务部门为标准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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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例如“ 种育 ”“ 育良种繁 ”“遗传改良”“杂交”“ 料制剂饲 ”“ 酵 料发 饲 ”等与畜禽养殖和饲

料 ，产 关 关键生 有 的 词 或者“ 工工加 艺”“牛奶加工”“酸奶加工”“工艺改进”“深加工”“低乳

糖” 术与肉 品加 的等 制品和乳制 工技 有关 关键词，以及“病毒”“疫苗”“ 药新兽 ”“疾病”“霉素”

“制剂”“蛋白” 术 。与动 药 研 的关键等 物医 技 发有关 词 在收 整理集 畜 业牧 发 贴企业各年度政府研 补

金额的 之 ，后 本文 （政 强度 政府 金额用 府研发补贴 研发补贴 占企业 收入营业 的百分比） 为政作 府研发

。 ， （贴 变量 同时 研发补贴 度 府非 发补 额补 的代理 用政府非 强 政 研 贴金 企 收入的 比占 业营业 百分 ）作

。为政府 研非 发补贴的代理变量

3. 节调 量变 ：高管 权股 激励。 鉴借 王彦超等（2022）的研究，本文选 股数量取高管持 占企 行业发

总股数的 比百分 权 。作 激 理变量为高管股 励的代

4. 制变量控 。 鉴借 泽陈 艺等（2022） ，本研 文的 究 了 。 ，本控 企业 方 的 体而言制 特征 面 变量 具 文

：用 制变量 别所 控 分 为 公司规模， 总 产 示用公司 资 表 ；公 限司成立年 ， 查年份与用问卷中调 公司成立

年份的差值表示；财务杠杆， ；债与 比用总负 总资产的 值表示 力盈利能 ，用 总资产的 值净利润与 比 表

；示 力营 能运 ， ；用 收 与 的比值营业 入 总资产 表示 董 团队规事 模， ；用董事人数表示 比独董 例，用独

立董 董 值表示事人数与 事人数的比 ； 权股 集中度， 一大 东第 股 持股股数 司总 比表用 占公 股数的百分 示；

二 一职合 ， 长 一公 理与董事 是否由同 人 任指 司总经 两个职位 个 担 ，是 赋值则 为 1， 则否 值赋 为 0。此外，

本 了 。文在模 还 制 企业 定 应型中 控 固 效应和年份固定效

表 2 义 计为 要变 描主 量的定 和 述性统 结果。结果显示，2007－2021年，中国 牧业上市公畜 司 本样

企业 投入的平均研发 强度为 2.013%。2007－2021年，中 证券交易 证券交易 上 公国上海 所和深圳 所 市

司 研发 金的 投入 额占 入营业收 的百 的分比 值为均 6.473%①
。这 明说 ，中国畜牧业 研 投 强度企业的 发 入

较低， 较大企 平存在 差与上市 业的平均水 距。 本样 畜牧业企业研发 强度投入 的标准差为 2.606，表明不

同畜牧业 间的研发企业之 投入强度 较大。差异 ，此外 本畜样 牧业企业获得的 府 发政 研 补贴 其占 营业收

入的 分比百 的 值均 为 0.159%，标准差为 0.319。 ，着这意味 牧畜 业企业获得的 较府政 研发补贴 少，而

对且政府 不同畜牧业企业的补贴金额 较大。差距 畜牧业 获得企业 的 补非研发 贴占其营业收入的百分比

的均值为 0.957%， 于 发补 占其 营 收 比的均高 研 贴 企业 业 入百分 值（0.159%）。 说这 明，中 对国政 畜府

牧业 ， 。要 中 非研 研 重有待提企业的补贴主 集 在 发补贴上 发补贴的比 升

表 2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类变量 型 变量名称 义 计变 及 算量定 公式 单位 值均 标准差

释被解 变量 发投入强研 度 （企业 发投入金研 额/营 ）收入业 ×100% % 2.013 2.606

心解释核 变量
政 研府 发补贴 （政府研发 贴补 金额/营 ）业 入收 ×100% % 0.159 0.319

政府非研发补贴 （ 府政 研非 发补贴金额/营 ）收业 入 ×100% % 0.957 1.299

调节变量 高管 权股 激励 （ 股数量高管持 / ）企业 数总股 ×100% % 6.851 13.709

控制变量
规模公司 总资产 元亿 88.392 169.234

立年限公司成 问卷中调查年份与公司成 年份 差值立 的 年 17.500 5.945

①
资料来源：作者从CSMAR数据库下载相关资料并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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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制 量控 变

杆财务杠 总负债/ 资总 产 0.407 0.178

力盈利能 利净 润/总资产 0.046 0.076

力营运能 业 入营 收 / 资产总 1.028 0.725

规董事团队 模 董事人数 人 8.298 1.445

独董比例 事人数独立董 /董事人数 0.375 0.059

权股 集中度 （ 一大 东 股股数第 股 持 / 数公司总股 ）×100% % 35.602 14.322

二 一职合 长二 一经理与董总 事 职合 为1，否则为 0 0.303 0.460

注： 计 义使 述性 有意为 描 统 ， 中此表 的公司规模、公司成 限立年 和董事团 规队 模为原值信息， 文 回 分析在后 的 归 中

对 。取则进行 自然 数处理

（三）企业生命周期

对 。一 判现有研究 的衡量方法 有两 得分生命周期 主要 种 种是综合 别法。 法该方 一 销售收入般通过

长 、 、 本 、收益率 资 出 公司 龄增 率 存留 支 率 年 四 标 到 分个指 得 综合得 ， 划然后 综 得分 分 业根据 合 企 所

属生命周期（ ，等代彬 2023）。 一种 现金另 是 流法。 、 、法 经营现金 金流 筹该方 根据企业的 流 投资现

来划资现 的特 企业金流 征和规律 分 所属 周生命 期（Dickinson，2011；张辉等，2022）。 判与综合得分

， 长 力 来需要人为 分 比 现 流法 能 反 成 速度 利 的现金 净别法 打 相 金 依据 够 映企业 和盈 能 流 额 确定企业所

处 生 周的 命 期，客观性更强。 此因 ，本文参照Dickinson（2011） 法的做 ，使用现金流方法先将畜牧业

企业的生命周期划分为 、 长初创期 增 期、 熟成 期、 期震荡 和衰退期 5 ，具体个阶段 的划分 准标 如表 3

所 。示

表 3 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的现金流组合类型

指标
长成 期 成 期熟 衰退期

初创期 长增 期 成 期熟 震荡期 震荡期 震荡期 衰退期 衰 期退

营现经 金流 − + + − + + − −

现投资 金流 − − − − + + + +

金流筹资现 + + − − + − + −

注：①经营现金流指经营过程 生的 现金 额中产 现金流入与 流出之差 ， 金流指投 生的现金 入 现金投资现 资活动产 流 与

，出之 筹 现 筹资活 生 现金流 与流 差额 资 金流指 动产 的 入 现金流出之差额。②“+” 大示 金 于表 现 流 0，“−”表示现金流

小于0。

由表 3 ， ， 大、 ， ，创期企业 和扩张阶段 缺口 其投 为可知 初 处于发展 资金 筹资活动多 资现金流 负

。 ， ， 未 ，现金流为 创期企业 进 市场 久 还 稳 的 其经营 流 常是筹资 正 同时 初 刚 入 不 形成 定 盈利 故 现金 通

。 长 长， 力 ， ，负 而 企 进 市场 盈 强 故经营 为正的 增 期企业比初创期 业 入 的时间更 利能 不断增 现金流变

， 一 。但总体 于投 因此 流 现金流与 业保持 致还处 资建设阶段 投资现金 和筹资 初创期企

成 期在 熟 ，企业市场 逐 提份额 步 升， 收入销售 较比 稳定，能够继续从 营 金经 活动中获得正的现 流。

力， 较 、 ，此 的企 市 会保持 高 平以实行差 战略 率 故时 业为保持 场竞争 依然 的投资水 异化 提高生产效 投

。 ， 较 ， ，流 负 不过 成 的资金 为 裕 重点 筹资 偿 债 使筹资资现金 依然为 熟期企业 充 会 从 转向 还 务 从而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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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负金 为

， 判 。在震 期 因 乏 关理 以 期企业的荡 企业的现金流符号 缺 相 论通常难 准确 断 震荡 3 可能种现金流

，也 ， 对 。为正 可 负 具 于市 业 以及企业 策能为 体符号取决 场竞争 企 的影响 自身的决

在 ， 少， ， 。衰退 企 的销 额逐 经 业 故经营 流 负 此时期 业 售 渐减 营 绩下滑 现金 为 ， 了业企 为 偿还债

一 ， 。 ，出 资 所以 流 企业筹资 符号不确定 决于务 般需要 售 产 投资现金 为正 衰退期 现金流的 它取 外部投

对 。企业 价资者 价值的评

本 业生命周从样 企 期的 布分 ， 长处于初创 和 期的 业数 别看 期 增 企 量分 为 50个和 266 ，个 占 564

本个样 总 比 分别为量的 例 8.9%和 47.2%， 本这 上 公是因为样 企业均为 市 司， 本基 度过初创期。借鉴刘

（诗源等 2020） ，本 长 长 。的研究 文 和增 期合并 期 处 衰退 数将初创期 为成 于震荡期和 期的企业 量分别

为 48个和 11 ， 本个 的比例分 为占样 总量 别 8.5%和 2.0%。 本较少， 二鉴于 荡期 退 企震 和衰 期 业样 且

者特征相似， ，本 。 ，本因 文将震 期 退 最 文畜此 荡 和衰退期合并为衰 期 终 牧业 划的 分企业 生命周期被

长 、 三 。为成 期 衰退期 个阶成熟期和 段

（四）模型选择

本 ：设定 模型文 的基准回归 如下

ittiitititit ControlsnrdsrdsRD   21 （1）

（1）式中：i ，代表公司 t代表年份， 量被解释变 itRD ，表示研 投 强度发 入 itrds 示政 发表 府研

，贴补 itnrds ，府非研 贴表示政 发补 itControls ，示控制 量表 变 组 i 表示企业 ，应固定效 t 示表 年

，份固定效应 it 扰 ，示表 随机 动项  ，常数项为 1 、 2 和 计 。数为待估 系

由于上述 可能 内生模型 存在潜在的 性问题， 了 一尽 免这 问题为 可能避 ，本文在（1） 基准回归式的

型 基础模 的 上，使用 变 法 决工具 量 进行解 。从政 发 贴与畜府研 补 牧业 的 辑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逻 系关 看，

政府的 发研 补贴可以 过资源获 传递两个渠 升畜通 取和信号 道提 牧业 研发企业的 投入强度。不过，存在

一 ：这样 种可能 入强度高 畜研发投 的 牧业企业 也可能 加 极会更 积 地 政府研 贴申请 发补 。 ，时 政府同 在

发放研发补贴时 一 门会 置 规则 条通常 设 些 制度和 槛 件。 ，这意味着 畜牧业企 入强度越高业研发投 ，其

得获 的 贴政府研发补 可能也越多。 ，此因 上述 准回归基 模 在型可能存 由 本 择互为 果 样 选 误导因 和 偏 致

。内 性的 生 问题

了 ，尽可能 内 性问题为 缓解 生 本 选文 取畜牧业 一省 同 度企业所在 份 年 所 得有企业获 的政府 补研发

贴的 。 来 ，均 府研发补贴 具变 看值作为政 的工 量 从相关性 在 一同 年度， 于位 一同 省份的畜牧业企业面

临的外部环境大体 同相 ， 一某 畜牧个 业 业企 得 研发补获 的政府 贴 同受 一 份同省 一年 所度 有企业获得的

研 补 平均政府 发 贴 值 ； 来 ，从的影响 外生性 看 同一省份同一年度 牧所有畜 业企业获得 政府的 研发补贴

的 对 一均值 畜难以 某 个 牧业 。业的研发 产生影响企 投入强度 ，以所 该工具 量变 满足 关 和 条相 性 外生性

。件 ，本同 使理 文 用畜牧业 一业企 所在省份同 年度 有 业 得的所 企 获 政府非 发研 补贴的 作为政府均值 非

。贴的工具变研发补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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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 步为 检验高管 权股 激励 发在政府研 补贴 响影 畜牧业 投入强度企业研发 ，的 节作中 调 用 本文在

，工 变 基础上使用 具 量法的 如建立 下调节效应模型：

ittiititititititit ControlsnrdsESrdsESrdsRD   21331 （2）

（2）式中的 itit ESrds  权 ， （研 补 与高 的 在表示政府 发 贴 管股 激励 交互项 其他 1）式中出现的

所表示的变量 义含 （与 1）式相同。

（五）样本畜牧业企业的基本特征

本样 畜牧业 本业的 表企 基 特征如 4所示。 企业规模从 来看， 资产在企业总 20亿 及 下元 以 、20亿～

60 元亿 、60亿元及 本以 的上 样 本样 中的 分 为在总 占比 别 32.62%、36.17%、31.21%。 大企业 立成 年限

部分集中在 10～20 ，年 本这 分 业在 的部 企 全部样 中 占比为 61.35%。 权 来 ， 本业所有 性从企 质 看 样 畜

牧业企业多 营企为民 业，占比达到 68.62%。 来从净利润 看，12.77% 企 亏损状态的 业处于 ，净利润为 0～

1亿元的企业占比为 30.85%，1亿～5 元的亿 企业占比为 36.35%，5 以上的亿元及 占比为 20.04%。从

来 ， 本 大 长 ，企业生 周 于 期 成熟 别命 期 看 样 企业 多数处 成 和 期 占比分 为 56.03%和 33.51%，衰退期企

业只占 10.46%。这与中 布 本所有上市公 命周 基 相国 司生 期的分 特征 符（ 等倪志良 ，2022）。从行业类

型 布 来 ，分 特征 看 畜禽 殖企业养 的 比占 为 19.68%， 料饲 生 企业产 的 比占 为 28.01%，肉 工企业制品加

的 比占 为 14.01%，乳制品 工加 企业的占比为 22.87%， 保 企动物 健 业的占比为 15.43%， 来看总体 各行

布较 均匀业分 为 。高管 股票持有公司 的企业占 为比 74.29%，说明大多数畜牧业企业会通过 权股 方式激

励高管。91.49% 本的样 企业 了得 政府研 补获 发 贴， 对表明 府 畜政 牧业 较企 的 新 为重业 研发创 视。 合综

来 ， 本样 畜牧看 业 布 较 。企 性 好业的分 特征和代表 均

表 4 样本畜牧业企业基本特征

标指 本样 特征 本样 量 （比例 %） 指标 本 征样 特 本样 量 （比例 %）

模企业规

（ ）总资产

20亿 以下元及 184 32.62
企业生命

期周

长成 期 316 56.03

20亿～60亿元 204 36.17 成熟期 189 33.51

60 元亿 及以上 176 31.21 衰退期 59 10.46

业成立企

年限

10年 以下及 58 10.28

类业 型行

养畜禽 殖 111 19.68

10～20年 346 61.35 料饲 生产 158 28.01

20年及以上 160 28.37 制 加工肉 品 79 14.01

权企 所业 有

性质

国有企业 177 31.38 制 加乳 品 工 129 22.87

民营企业 387 68.62 保动物 健 87 15.43

净利润

0 元及以下亿 72 12.77 高管是否

持股

未持有公 票司股 145 25.71

0～1亿元 174 30.85 股票持有公司 419 74.29

1亿～5亿元 205 36.35 否是 获得

发补贴研

未获 贴得研发补 48 8.51

5亿元及 上以 113 20.03 得研 补贴获 发 516 91.49

（六）组间差异分析

，本行 归 前 文在进 回 分析之 对可 响 牧能影 畜 业企 研 变 进 组间业 发投入强度的主要 量 行 差异检验，

结果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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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组间差异显著性检验 单位：%

变量 均值
组间差异 t

检验值

均值
差异组间 t

检验值

投入研发

强度

政获得 府

补贴研发

未获得政府

补贴研发

政府 发 贴研 补

较高组

政府 补研发 贴

较低组

2.13 0.74 1.389*** 3.15 0.88 2.264***

持有股高管 票 未管 有股票高 持 府政 非研发补贴

较高组

府政 研 补贴非 发

较低组

2.25 1.34 0.909*** 2.61 1.41 1.203***

：注 ①*** 示表 1%的显著性 。平水 ② 本 ，当两组 不相等时 组 值差的样 方差 间均 异的 t 要检验需 增 。本选加异方差 项

进行文在 t检验之前， 方差齐次 检 发现通过 性 验 中各表 组之间 存 差均 在异方 。因此，本文的 t检 是在加 异验 入 方差选项

的基础上 。进 的行

，先 根首 据畜牧业企业是否获得政府研发补贴 本 ，有样 企业分 组 可将所 为两 以发现，获得政府研

发 的补贴 畜牧业企业研发 的投入强度 均值为 2.13%，未 得获 府政 研发补贴的 牧畜 业企业 投入强研发 度

均 为的 值 0.74%。二者的 异差 在 1%的显著性水平 义意 上 著显 ， 了本步印初 证 文的 究研 假说H1。

，其次 照按 本 ， 较政府研 非研发补贴 位数 样 分 政 补贴 高发补贴和 的中 分别将所有 为两组 即 府研发

较 、 较 较 ， 。 ，组 府非研发 贴 组和 组 进 析 间 投入强 异 果表明 府和 低组 政 补 高 低 而分 组 的研发 度差 结 政

较 较 。 ， 计研 补 高组 发 高于 低组 差异在统 上研发补贴和政府非 发 贴 企业的研 投入强度均 而且 这种 是显

。 来 ，著的 看 高 票 业企业研 度从调节变量 管持有股 的畜牧 发投入强 的均值为 2.25%， 未显 高于 管著 高

（持 票 畜 业的研 入 度均值有股 的 牧业企 发投 强 1.34%）。

，本 对一 了 ，照 期 差 文 些 进 检验 具体按 企业所处的生命周 的 异 主要变量 行 组间差异 结果如表 6所

示。 来从营业 看收入 ，成 业收 为熟期企业营 入的均值 120.70亿元， 长期企业营 均值为成 业收入的 103.63

，亿 衰 期企 营业 的 值元 退 业 收入 均 为 41.13 。 ， 长 、而且 成 衰 期 成熟 与亿元 期与 退 期 衰退期企业营业

。 本一 ，入 值 组间 著 分析的处 命周期的企 具有 说收 均 的 差异是显 的 这与前文 于不同生 业所 的特征基 致

本 对 本 较 ， 本 一 。 来 ，明 组 与理论预 致 从研发 入 度 看 熟期 的 发文 样 的分 为合理 期基 保持 投 强 成 企业 研

， 长 ， 。度最高 为 退期和 期 异 不 著 不 期 业投入强 其次 衰 成 的企业 但是组间差 并 显 同生命周 的畜牧业企

也 。 权 来 ， 长在获得 发补贴方面 表现 从高 看 业的高管的政府研 没有 出显著差异 管股 激励 成 期企 持股比

，最高 为例 8.43%， 一这 值 成熟 企业数 在 期 为 5.72%， 衰 期在 退 企业为 2.01%。 ，而且 高 股 例管持 比

。在不 生 显 差同 命周期企业间存在 著 异

表 6 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相关变量的组间差异检验

变量
均值 组间差异 t检验值

长期成 成熟期 衰退期 长成 vs成熟 长成 vs衰退 成熟 vs衰退

（ ）元营业收入 亿 103.63 120.70 41.13 −17.077 62.492** 79.569***

（研 度发投入强 %） 1.89 2.23 1.99 −0.341 −0.101 0.241

（发补贴政府研 %） 0.16 0.15 0.20 0.013 −0.038 −0.052

（政 补贴府非研发 %） 0.93 0.88 1.36 0.044 −0.437** −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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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续）

权 （高管 激股 励 %） 8.43 5.72 2.01 2.706** 6.415*** 3.709**

：注 ①**和*** 别分 表示 5%和 1%的 著显 性 。水平 ② 本 ，当两组 方 不相等 组的样 差 时 间均值差异的 t 需检验 要增加

。本异方 在差选项 文 进行 t 前检验之 ，通过方 检验发现表 组之 方差差齐次性 中各 间均存在异 。因此，本文的 t检验是在

加入异方差选项 基础上的 进 的行 。③ 长成 vs成熟、 长成 vs衰退、成熟 vs衰退 长分 成 期企 成 期企业别表示 业和 熟 、 长成

期企业和衰退 、成 期 业和期企业 熟 企 衰退 业 值差异的期企 相关变量均 t 。检验结果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政府研发补贴和非研发补贴对畜牧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对政府研发补 非研贴和 发补贴 畜牧业企 入 响的回归业研发投 强度影 结果如表 7所示。（1）列和（2）

为列 OLS 计结果估 ， 以发可 现， 加 控 前后在 入 制变量 ，政 发 贴府研 补 均对畜牧业 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著显 的正向影响，而 府政 对畜牧非研发补贴 业企 入强度的影业研发投 响则 。不显著 型潜考虑到模 在的

，本 一 一性 分别选取 年份所有 业 政府 发补 值 非 贴均值 府内生 问题 文 同 省份同 企 的 研 贴均 和 研发补 为政

，发补贴 非 量 使研 和 研发补贴的工具变 并 用 2SLS ，方法 结进行回归 果如表 7（3） （列和 4）列所示。

了 ， 。两 不可识别检 弱工 说明 的 有效的者均通过 验和 具变量检验 工具变量 选取是 从（3） （列和 4）列

， ，结果可以 现 加入 制变 后的 发 在 控 量前 府 贴政 研发补 依然 著 升能显 提 畜牧业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而

政府非 发补研 贴 然变量依 。不显著

表 7 政府研发补贴和非研发补贴对畜牧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变量

畜牧业企 入强度业研发投

OLS IV+2SLS

（1） （2） （3） （4）

系数 误标准 系数 标准误 数系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府研发补政 贴 1.459*** 0.421 1.311*** 0.387 1.788*** 0.426 1.660*** 0.429

研发补贴政府非 −0.001 0.065 0.043 0.074 0.004 0.061 −0.005 0.064

司 模公 规 0.358 0.277 0.353** 0.163

公 成立司 年限 −2.883* 1.477 −2.878*** 0.815

财 杠务 杆 −1.845 1.300 −1.668** 0.663

力能盈利 −3.132* 1.621 −3.061*** 1.047

力营运能 0.476 0.328 0.474** 0.188

事 队规模董 团 0.014 0.750 0.002 0.471

董独 比例 3.060 3.083 2.901 1.787

权股 集中度 −0.006 0.010 −0.006 0.007

二 一职合 −0.377 0.390 −0.402* 0.223

企 固 效应业 定 已控制 控已 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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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续）

值观测 数 564 564 557 557

R2 0.129 0.222 0.125 0.217

Kleibergen-Paap rk LM 计统

量的p值
0.000 0.000

Cragg-DonaldWald F值 108.799 107.301

注：①*、**和*** 别表示分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 类在聚 企 层面业 的 。健 准稳 标 误

③Kleibergen-Paap rk LM的p 为不可 检 的结果值 识别 验 。④Cragg-DonaldWald的F值 结为弱工具变量检验 果，结 表明果

选工具变量 取有效。 下文的回 是基于由于 归结果均 IV+2SLS方法 的得出 ， 赘故 归结 报 量检验在后面的回 果中不再 工具变

。结果

本证结果与 的 究假上述实 文 研 说H1 一 。 ，是 致 府 发 有更为 的 发目标 以的 政 研 补贴具 明确 研 可 通

，号 递 式 显 牧过资源获取和信 传 方 著提升畜 业 。投入强度 非研发补贴企业研发 由于政府 的 本发成研 降

， 对研发 的 递效应均 发补贴弱 而 变量 牧低效应和 水平认证 信号传 比政府研 因 该 畜 业 研 投企业 发 入强度

没有表 显 的提升 用现出 著 作 。

（二）稳健性检验

1. 本剔除部分样 。首先， 于由 中国 市公 支 府补贴信上 司的研发 出科目和政 息从 2007 才 布始公年 开 ，

畜牧业 在企业 最初两年填报的有关 能数据可 会因为对指标理解 存在误差不准确而 ，故本文 除删 了 2007

年和 2008年的 本样 ，并 计。 ，重 进 次新 行估 其 如果 上企业 市时间较短， 短则 时间内企业的 投研发 入

可 存在能 不稳定性，故本文在删除 2007 和年 2008 本年样 的基础上 一步进 剔除了 少上市 于年限 3年的

本样 ， 计进行并重新 估 。 计相关估 结果如表 8（1） （列和 2） ，列所示 ，现可以发 政府研 补发 贴变量

然显依 著且 计 ，估 数系 为正 计明前文说 的估 结果是稳健的。

表 8 稳健性检验：约束分析数据集与替换变量

变量

畜牧业 投 强企业研发 入 度（IV+2SLS）

（1） （2） （3）

删除2007年和2008 本年样 （在 1）列回归 础上剔除的基

少于上市年限 3 本年的样

替 量换变

政府研发补贴 1.682*** 1.712*** 2.352***

（0.429） （0.434） （0.660）

政府非研发 贴补 0.013 0.021 0.054

（0.065） （0.068） （0.084）

量控制变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企业 定 应固 效 已 制控 已控制 已 制控

定效应年份固 制已控 控制已 已 制控

观测值数 544 530 557

R2 0.206 0.209 0.205

：注 ①***表示 1%的显 性著 平水 。②括 为号内数字 类聚 在 面企业层 的稳健标准误。③ 制变量同表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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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替换变量。本文使用企业研发投入金额占 的总资产 百分比替代 来原 的 ，被解释变 使量 用政府研

发补 额贴金 企占 业 产的总资 百分比替代 来原 的 心核 释解 变量（政府研发补贴），使用政府非研发补贴

额金 占企业 产的总资 百分比替代 来的政府原 非研 贴发补 变量， 仍为工具变量 一 一年 企同 省份同 度所有

业获得的政府 发补贴金研 额占 业企 总 产资 百分比的 值均 非研发和政府 补贴金额占企业 资总 产百分比的

均值。 归回 结果 表如 8（3）列所示， 发可以 现， 对补贴 畜牧政府研发 业企业 发投入强度研 响仍的影 然

显著 数且系 为正。 ， 计前这说明 文的估 。结果具有 健性良好的稳

（三）政府研发补贴对不同生命周期畜牧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表 9是 对府 发补 不同 周 下政 研 贴 生命 期 畜牧业企业研 入 度发投 强 影响 回的 归结果。 ，结果表明 政

对 长府 发 贴 成研 补 期畜牧业企业 强度研发投入 ， ，对有显 影响 但是著的正向 成 和衰熟期 退期畜牧业企

业 强研发投入 度的 。响不显著影 政府 对发补贴非研 处于不 生命 期的同 周 畜牧业 业 入强度企 研发投 的影

计响 统 上在 均不 。显著

表 9 政府研发补贴和非研发补贴对不同生命周期畜牧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变量

畜牧业 研 投 强度企业 发 入 （IV+2SLS）

（1） （2） （3）

长成 期 期成熟 衰退期

研发补贴政府 1.948*** 2.238 0.701

（0.644） （1.507） （0.982）

政府 发非研 补贴 0.047 −0.043 0.078

（0.101） （0.158） （0.55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效企业固定 应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份固定效年 应 已 制控 已 制控 已控制

观 值测 数 303 177 41

R2 0.277 0.383 0.672

：注 ①*** 示表 1%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 字数 为 类聚 在企业层面的稳 标 误健 准 。③控 表制变量同 7。

本 ， ， 长上述结果 能是 成 期的文认为 出现 的原因可 畜牧业 ， 大企 发展 量业处于快速 阶段 需要 资金

一 力， 本于研发创 提高竞争 府 发补 恰好 通 降 成 和信 递 个途径用 新以进 步 政 研 贴 可以 过 低研发 号传 两 促

大 。进 度 熟 的畜企业加 研发投入强 成 期 牧业 较 力，一 ，具 市场地位 方面 此时企业 有 为稳定的 和盈利能

的 可能企业 惰产生创新 性， 一 ，另 方 企面 成熟期 业的 划发投入决 基于市场 求 战略 而研 策更多是 需 和 规

， 。作 而 单 政府的 补出的 非 纯依赖 研发 贴

， 对因此 政 研府 发补贴 成熟期畜牧业 未 。业 发投 产 响 衰退期企 研 入强度并 生显著的影 的畜牧业企

力 、 力 ， ， 也业研发投 意愿 会受 盈 降等因素 时 政府研 补入的 和能 可能均 业绩下滑 利能 下 的限制 此 发 贴

。 ，本 本无法 著提 研 投 此外 文 处 衰退期 畜显 升其 发 入强度 样 中 于 的 牧业 本 较少 也是 府企业样 量 可能 政

一 。发补 显研 贴变量不 著的 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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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管股权激励在政府研发补贴对畜牧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为检验高管 权股 是否会在政 发补激励 府研 贴影响畜牧业 ，企 入 程中起到业研发投 强度过 调节作用

本文 权加入高 股 励与 府研 贴 交管 激 政 发补 的 互项， 重新并 。 ，进 归 时行回 同 为缓 交解 互项与 心核 解释

，和 节 量之 共变量 调 变 间的高度 线性 本文对 心核 释变量和解 调节变量均 心进行中 化处理， 心将中 化处

理后 成生 的交互项纳 ，入 型回归模 计相关估 结果如表 10 。所示

，可以 现发 本 ， 权 对全样 高管 励 没 府研发 畜在 中 股 激 并 有在政 补贴 牧业企业 发研 投入强度的影响

起 调中 到 节作用。本 ， 本可 样 中不同 的畜牧文认为 这 能是因为全 生命周期 业 一 ，企 合在业混 起 从而削

了 权高管 调弱 股 激励的 节效应。 ，本 本 长 、于是 文将 照成 期 成 期 衰退 进行 并 新样 企业按 熟 和 期 分组 重

回归， 计结果见估 表 10（2）～（4）列。结 表明果 ，对 长成 企期 业而言， 权 在 府 发补高管股 激励 政 研

对贴 畜牧业企 强度的影业研发投入 响中起到了显著的正向 作用调节 。对 和衰 业处于成熟期 退期的企 而

， 一言 这 调节效应并 。不显著 ，原因可能是 长成 的期 畜牧业企 于业处 务业 扩张期， ，发展前 阔景广 企

大业股票 值增 空间 。在该阶段，企业向 权 一管 放股 励 起高 发 更容易激 高管与企业 “开疆拓土”。而高

从管 长企业的 远利益 ， ，出发 挥政 贴 积极能够充分发 府研发补 的作用 加强研发创新投资以提 企 竞升 业

力争 。 熟期 牧成 的畜 业 力，对 长企 拥有稳 市 份额和 利 控 要 比成业已经 定的 场 盈 能 研发投入的风险 制 求

， 长 。 权 ，决 地考虑研 期收益 虽然 股 激 其工 但期更高 在 策时会更多 发项目的 高管 励可以激发 作积极性

。法直接影 研发投资 策可能无 响企业的 决 ， ， 较退期 业业绩 面 并 股票价 且 下衰 企 下滑 临 购风险 值 低 有

，跌风险 在该阶段， 权高管股 激励 对发 的 用相挥 作 有限。

表 10 高管股权激励在政府研发补贴影响畜牧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中的调节效应

变量

畜牧业 发投入强企业研 度（IV+2SLS）

（1） （2） （3） （4）

本全样 长期成 成熟期 衰退期

政府研发补贴 1.585*** 1.477** 5.256* 1.193

（0.436） （0.719） （2.856） （1.121）

府政 非研发补贴 −0.000 0.092 −0.218 −0.019

（0.065） （0.101） （0.229） （0.467）

权高 励管股 激 0.005 0.014 −0.058* −0.080

（0.007） （0.011） （0.031） （0.079）

政府研发补贴× 权管股 激励高 0.005 0.027** −0.088 0.155

（0.014） （0.012） （0.063） （0.232）

制 量控 变 已 制控 已控制 已 制控 已控制

企业固 应定效 控制已 已 制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固 效年份 定 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557 303 177 41

R2 0.220 0.290 0.341 0.696

注：①*、**和*** 表示分别 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② 为括号内数字 类聚 在 面企业层 的 标准误稳健 。③控制

表变量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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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异质性分析

（一）政府研发补贴对不同所有权性质的畜牧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在中国， 种 有制 业共各 所 企 存 生共 ， 、 较大有 民营企 体 形式 管 模国 企业与 业在 制 理 式等方面存在

， 对政 研 补贴差异 府 发 畜牧业 权业 度的影响 业所有 性质企 研发投入强 可能因企 的 。同而不 有所差异 因

，本 权此 文 所按照企业 有 性质对 本样 企业 ，进 别检验行分组 分 在 有 业和 营企国 企 民 业中，政 研府 发补

对畜牧贴 业 ，研 投入强 的企业 发 度 影响 计估 结果如表 11 。示所

表 11 政府研发补贴对不同所有权性质畜牧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量变

牧畜 业 投企业研发 入强度（IV+2SLS）

（1） （2）

企业国有 民营企业

研发补贴政府 −0.858 2.014***

（1.617） （0.452）

政府 研发非 补贴 0.210 −0.006

（0.239） （0.064）

量控制变 已控制 制已控

定效应企业固 已控制 制已控

年份固 效定 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测观 值数 177 380

R2 0.429 0.151

：注 ①***表示 1%的显著性 平水 。② 号内数 为括 字 类聚 在企业层面的 健 准稳 标 误。③控制变量同表7。

由表 11可以发现，政府研发补贴没有对国有畜牧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产生显著影响。但是，政

对研发补贴府 民营畜牧业企业的 。发 入强 具有 的 向 其原因研 投 度 显著 正 影响 究 ：一 ，方面 ，通 而言常

民 畜营 牧业 牧企业比国有畜 业 ，企 受到 束 发补贴的业 的融资约 更强 政府研 获得 于有助 缓解民营畜牧业

企业在 金研发资 方 资面面临的融 约束， ； 一 ，而激励其 投入 另 方 国 畜牧从 增加研发 面 有 业 本来企业 便

政与 府 门部 ，密联系紧 这 ，使 研 补贴不 产 获 政 研发政府 发 易 生信号传递效应 而 得 府 补贴的 营民 畜牧业

，更易被外 关注企业 部投资者 ，信号传 应可 因而递效 以发挥作用 补政府研发 贴对 畜牧民营 业企业的研

投入强度发 具有 显的明 进促 。作用

（二）政府研发补贴对不同行业畜牧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牧畜 业 力企 创新的 获 政府研 补业科技 动 和 得 发 贴的机会可能会因企业所 行业处 的不同而 一存在 定

差异。

了 一 ，验证这 差 在为 异是否存 本文按照企 营业业主 务 ，对的不同 本样 企业 ，分进行分组 别检验在

主营业务为 、 料 、 、养殖 饲 生 肉 品加 乳制 工 动畜禽 产 制 工 品加 和 物保健的企业， 对研 补贴 企政府 发 业

，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计估 果 表结 如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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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政府研发补贴对不同行业畜牧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变量

牧畜 业 投入强度企业研发 （IV+2SLS）

（1） （2） （3） （4） （5）

畜禽养殖 料饲 生产 肉制 工品加 乳制品加工 物保动 健

发政府研 补贴 0.484 −7.375 −0.894 6.247** 0.945***

（0.422） （6.445） （1.106） （2.851） （0.358）

府政 非研发补贴 −0.008 0.265 1.256 −0.177 0.161

（0.039） （0.257） （1.422） （0.134） （0.213）

变量控制 已控制 已 制控 已 制控 已控制 已 制控

定效应企业固 制已控 控制已 已 制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固 效年份 定 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109 156 77 129 86

R2 0.465 0.093 0.287 0.220 0.837

：注 ①**和***分别表示5%和1%的显著性水平。② 内数括号 字为 类聚 在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 变量同表控制 7。

表由 12 以发可 现， 对政府 补研发 贴 乳 工企业制品加 和 物 健企业动 保 的研发投入强度 著 向具有显 正

响影 ，对其 业他行业企 度的研发投入强 。影响 这并不显著 说明，与其 业他行 相比， 对补贴政府研发 提

升 品 业和乳制 加工企 。动物 研发投入 度 效果 好保健企业 强 的 更 原 于因在 ， 本国 价格和 成受 际原奶 生产

，升的影 国 竞上 响 内乳制品加工企业 争越 ， 力， 大激烈 品 增强综合发 诸多乳制 加工企业为 竞争 纷纷加

了 力 。 ， 。研发投入 度 政府 容易 品 业提高研 度 与其他 业此时 研发补贴更 激发乳制 加工企 发投入强 行 相

，比 动物保健 术 ， 也 ，技 量 研发投 整 水平 更企业 含 更高 其 入的 体 高 ，因此 对 发 新政府研发补贴 研 创 能

力较强的动物保健 。企 激励效应业所产生的 更为明显 对 本样 畜牧业企业 关情有 况的梳理 ，示 动显 物保

健 业企 的 研发投入平均 强度为 6.83， 高于畜禽 殖 业远 养 企 （0.82）、 料饲 产企生 业（1.46）和肉 品制 加

（业工企 0.85）。

此外， 洲 瘟 、 料猪 情 饲在非 疫 “禁抗”、养殖“减抗”、 法 为 重处 告兽药严重违 行 从 罚情形公 的

布发 等诸多因素的 ， 对影 市场需求响下 为应 的变化、保持市场上的 势，争优竞 动物保健 必企业 须加大

术技 研发创新力 。 ，认为度 笔者 一 力 也这 现 压 能实 可 会使 对政府 补研发 贴 动物保健企业研 入 激发投 的

。励效 更应 加明显

（三）政府研发补贴对不同地区畜牧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 一 ，本经 发 水平 发 存在 定差不同地区的 济 展 企业的研 投入氛围均 异 文根 畜牧据 业 办企业 址公地

所在地 ，的不同 本将样 企业 区所属 域划 东 、部地区 中 西部地区分为 部地区和
①
。 ， 本体 言 根 样具 而 据

企 在业所 省份， 、 津 、 、 、 苏 、 、 、 东 、 东 、市 天 市 省 海市 江 浙 省将北京 河北 上 省 江省 福建省 山 省 广

划 东 ， 、 、 、 、 划南 和辽 部 省 河南省 南省 内蒙古 区和海 省 宁省 分为 地区 将江西 湖北省 湖 自治 吉林省 分

， 、 川 、 、 、 肃 、 划中部 西 治区 四 省 夏回族自 区 省 新 维吾 治为 地区 将广 壮族自 云南省 宁 治 甘 疆 尔自 区

①
参考国家统计局对我国经济地带的划分（https://www.stats.gov.cn/hd/lyzx/zxgk/202107/t20210730_18200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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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计 划 ， 东分 地区 需 明 是 国家 局 西 地 但由 自为西部 要说 的 统 将内蒙古自治区 为 部 区 于内蒙古 治区 西

长， 划 ，本 本其不同部 为不同经济 文的 内蒙 的跨度 分可被 分 地带 样 企业位于 古自治区 有 3 ， 别为家 分

伊利股份（ 呼和浩特位于 ）、 物 份生 股 （位 呼和于 浩特）、金 生河 物（ 托克托位于 县， 邻 和浩特紧 呼 ），

，本据 特 文 内蒙 的根 呼和浩特市的区位 点 将 古自治区 3 划 。部地区家企业 入中 ，本在 文此基础上 分别

检验在 对同地 补贴不 区政府研发 畜牧业 业 入企 研发投 强度 ，的影响 相关回归结果 表如 13 。示所

表 13 政府研发补贴对不同地区畜牧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变量

畜牧业 业 发 度企 研 投入强 （IV+2SLS）

（1） （2） （3）

东部地区 中部 区地 西部 区地

政府研发补贴 2.087*** 1.234* −1.024

（0.625） （0.704） （1.046）

政府非 发研 贴补 0.007 0.045 0.021

（0.077） （0.298） （0.106）

控制变量 控已 制 已控制 控制已

企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应年份固定效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观测值数 306 143 107

R2 0.185 0.609 0.367

：注 ①*和*** 表示分别 10%和1%的 著显 性水平。② 号内 为括 数字 类在聚 面企业层 的稳 准健标 误。③控制变 同量 表7。

， 东发 贴 够显 地 区畜牧结果显示 政府研 补 能 著提升 部 区和中部地 业企业的 ，对发投入强度研 西部

地区畜牧业 。研发 并 生显著影企业 投入强度 没有产 响 本 ，上述结果 出文认为 的 现可能与不同 畜地区 牧

业 发投入企业研 水平的 异有关差 。对 本 计 ，企样 业的统 结果表明 东部地区和 部地中 区畜牧业企业的研

入强度分发投 别为 2.11和 2.29， 高于西部地远 区的 1.34，而在企业 较入基 区研发投 础 好的地 ，政府研

发补贴可 发挥能更容易 对企业 发 入强 的研 投 度 。激 用励作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 ， 力 、牧 是畜牧 技 新的主 现 业 临 技创 研畜 业企业 业科 创 体 阶段 中国畜牧业企 面 科 新能 不足 发投

较 。低等问题入强度 政府 一 ，是 项重要的 工具补贴 调控 能否 及如 牧影响以 何影响畜 业企业的研发投入

强度， 而进 纠正 术由 创 的正 部性 的技 新 外 引发 场市 失灵 ？题问 本文利用 2007－2021 中 畜牧业年 国 上

，市公司的数据 了析 府 发补 发实证分 政 研 贴和非研 补贴对 企业研发畜牧业 投入强度 。的影响 主要得出

以下四点研究 ：论结

一，第 政府 补 显著提升 业研发投 强研发 贴能够 畜牧业企 入 度， 对政府 研发 畜 业 发非 补贴 牧 企业研

。投入 的 响不明强度 影 显 在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 性生 、采题 用 进问 多种方式 行 ，验后 上述稳健性检 结

成立论依然 。 二，第 对 长 ，对政府 补贴 企业 强 著正向影 和衰研发 成 期畜牧业 研发投入 度有显 响 成熟期

计 。 三，对 长 ， 权退期 牧 企业 发投 度 影 上不显 成 企业而 高畜 业 研 入强 的 响在统 著 第 期 言 管股 激励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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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对府 发 贴 畜 研 的影响中 的正向调节 但 处 衰在政 研 补 牧业企业 发投入强度 起到显著 作用 于成熟期和

。退 企 投入强度 应并不显期畜牧业 业研发 的调节效 著 第四，政府 发补 显 提 畜牧业研 贴能 著 升民营 企业

， 对 ；的 发投入 度 研 投 强度 不 发补贴能 升乳研 强 但 国有畜牧业企业 发 入 的影响并 显著 政府研 够显著提

， 对 、 料制品加 业和 业的 强 禽养殖 饲 制品加工 业 发投工企 动物保健企 研发投入 度 但 畜 生产和肉 企 研 入

计 ； 对东强度 升 用 不显著 研 补贴 部 区 企 的 发投的提 作 在统 上 政府 发 地 和中部地区畜牧业 业 研 入强度有

，对 。显 用 西部地 企业研发投 度的 著著的提升作 区畜牧业 入强 影响并不显

，本 ：基 究 提出如下于上述研 结论 文 政策启示

一， 对 ， 。 对第 优化 畜 业 业的 府补 构 步 发补贴 比 在 畜牧 企牧 企 政 贴结 逐 提高研 所占 例 业 业的政府

， 较 ， 较 。本 ， 对研 补 占比 补 的分析表 补贴 畜牧业 研补贴中 非 发 贴 高 而研发 贴占比 低 文 明 非研发 企业

。 力 心 力，发 影响 如 快提升畜 的科技创 能 核 竞 就应 提投入强度的 并不显著 果要加 牧业企业 新 和 争 逐步

对 。 ， 大 。 对畜 业的研 贴 模和强 此 有 期 激性 仅高 牧业企 发补 规 度 外 非研发补贴 多具 短 刺 特点 这不 会 畜

， 。 ， ，业造成非 还可能抑制 的研 在财 平 景下 政府牧业企 正常激励 企业 发投入 而且 政收支紧 衡的背 应

对 。范和压缩 牧 企业 非研 贴 模适当规 畜 业 的 发补 规

二， ， 必 采处于不 命 期的企 具 取 异 的措 牧第 根据 同生 周 业 有的不同特点 有 要 差 化 施促进畜 业企业

大 力 。 ， 力发投入 度 定相关研发 政策 发补 创 但资金短加 研 政府在制 补贴 时 可以将研 贴适当向 新潜 强 缺

长 ， 力 力，畜牧业企 倾 严格 估相 业 创 发展潜 真 需要且 够的成 期 业 斜 评 关企 的 新能 和 筛选 正 能 有效利用

， 。 长 权补 的 业 从 府 金的使用 成 期畜牧业 实施政府研发 贴 企 而提高政 研发补贴资 效率 鼓励 企业 高管股

计划， 权 计划 长 。对 ，确保 正 业的 期发 熟期畜牧 企 政府 以通激励 股 激励 真 契合企 展战略 成 业 业 可 过调

划 ，研 方 掌握其 规 创新意 配等 式及时 发展 和 愿 套采取 、 奖 等 策税收优惠 表彰 励 政 措施 类企消除此 业可

惰 ， 术 ， 势。对 ，的创新 性 行技 创新和 升级 优 于 牧 政能产生 鼓励其进 产品 以保持竞争 衰退期畜 业企业

一 、 ， 力府 方面 提供贷款 息 保支 等方 助 业 金压可以通过 贴 担 持 式 帮 企 缓解资 ； 一另 可 鼓励和方面 以 支

训 才 力 ， 力 ，持 进 提 企业 的 场意识 激 企业通过技企业加强培 和人 引 度 升 管理人员 创新能 和市 发衰退期

术 。实现创新 转型升级

三， 类 ， 、政府 需 策 补贴资 向民营企 研 基础 弱行 西 地第 研发补贴 要分 施 金可适当 业 发 薄 业和 部 区

。 ， 、牧业企 斜 国有畜 业 业 业 融资 政 的信号的畜 业倾 与 牧 企业相比 民营畜牧 企 的 约束更强 府研发补贴

。 ， ， 本传 明显 因此 政 发补 向民 企 就容易促 社会资递效应更 府研 贴如果适当 营畜牧业 业倾斜 进更多的

， 。 ，投 民 畜牧 企业 这 企 研发投 度 化国有 牧 代 业向 营 业 鼓励 些 业提升 入强 深 畜 业企业改革 建立现 企 制

度，逐 碍 企业创新 制障碍步破除阻 国有畜牧业 的体制机 ， 力 力激发 畜牧 新活国有 业企业的创 和内生动 。

对 ，也 对政 物保健和 工企业提 研 补贴 同时 可 提 畜牧行 研 补府在 动 乳制品加 供 发 的 应尽 能 高 其他 业的 发

力 ， 撬 。 ，贴 度 而 增 研 投入 畜 发投入强 低 应加进 动相关畜牧业企业 加 发 西部地区 牧业企业研 度明显偏

东 对 、 才、 术 ，强 部 和中 地区 技 等方面的 不断提升 部 区地区 部地区 西部 在资金 人 和管理 协作支援 西 地

力 力。畜 业企 发 新 能牧 业研 创 的动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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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oGovernment SubsidiesAffect the R&D Investment Intensity of
Livestock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Life Cycle and

Executive Equity Incentives

YANZhaohui WANGMingli ZHAOChengxiang

Abstract: Enterprises are the main bod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ivestock enterprises ar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weak innovation ability of livestock enterprises and the tightening government financ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the R&D investment intensity of livestock enterprises by using the data of China’s

listed livestock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21.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R&D

investment intensity of livestock enterprises after dealing with endogenous problem and carrying out robustness tests, while

government non-R&D subsidies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D investment intensity of livestock enterprises. Classifying

the sample enterprises into growth stage, maturity stage, and decline stage according to their life cycles, we find that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have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mpact on the R&D investment intensity of livestock enterprises in the growth stage,

but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livestock enterprises in the maturity and decline stages. Executive equity incentives play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on the R&D investment intensity of livestock enterprises in the growth

stage, but have no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D investment intensity of enterprises in the maturity and recession stages.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have a more obvious effect on the R&D investment intensity of

private livestock enterprises, dairy processing, and animal health enterprises, as well as livestock enterprises in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erefore, the proportion of R&D subsidies in government subsidies is supposed be increased, and livestock enterprises in

the growth stage is encouraged implementing executive equity incentive plans. The government should distribute R&D subsidies

differentl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life cycles, nature of ownership, industries, and regionswhere livestock enterprises are lo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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