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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成立在华国际合资企业是我国引进外商投资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探究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研发环

境与其产品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在华 IJVs所处的研发环境中，政府支持、市场环境、知识环境以及市场对创

新的需求都对产品创新绩效具有直接影响，基础设施与社会环境这一因素对在华 IJVs产品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还发

现，在华国际合资企业采取技术创新成果的竞争性保护措施和法律保护措施均会对在华 IJVs研发环境和产品创新之间的关系

产生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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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推动，新市场的出现以及市场快速反应的必要性，都促使各组织大

量增加对国际合资企业（IJVs）的使用，作为在跨国环境下的一种追求他们战略意图的手段［1］。近年来中国

经济经历了显著的增长，这种经济扩张的催化剂就是中国企业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其中大部分的外商投资方

式是成立国际合资企业［2］，其不仅能够使跨国公司熟悉目标市场情况，了解政策法规和消费者习惯，降低环

境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而且可以利用当地劳动力的价格优势和未开发资源获取竞争优势，还能分担项目风

险，实现技术互补［3］。基于东道国视角，通过建立国际合资企业吸引外商投资，可以在避免投资与政治风险、

保护经济安全和本国产业的前提下，获取经济发展中所需的人才、资本等要素，弥补科学技术差距，实现跨组

织学习，帮助企业获得稀缺知识的同时，有效减少交易成本［4］。尽管国际合资企业很受欢迎且具有战略重要

性，但众所周知其失败率很高［5］，其中与研发环境相关的问题对于 IJVs的成功至关重要。

创新被认为是影响绩效结果的核心因素之一，也是企业成功的先决条件［6］。Kwan和 Chiu［7］从知识的视

角对 120个经济体展开调查，实证表明制度环境的支持对创新产出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对于国际合资企业

而言，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对其产品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同样有着重大影响。目前很少有学者在 IJVs背景下对

此进行测试。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利用外资的形式和外部环境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产业

政策的创新及创新环境的培育，使得中国的创新效率日益提高。但由于公司竞争力的提升，国内企业和在华

国际合资企业的竞争变得日益激烈，对项目、人才等要素的争夺也更加剧烈，使得在华跨国公司和国际合资

企业的经营压力增加，对中国的营商环境、产业政策及市场秩序的变化趋势也日渐敏感。

在上述背景的基础上，本文的目的是探索在华 IJVs在我国研发环境中的产品创新绩效，确定当前研发

环境中影响在华国际合资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外部环境因素是国际化过程中影响企

业选择国际参与模式和创新绩效的一项重要因素，本文研究的是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的整体外部研发环境，这

其中包括东道国身处的社会环境、政府管制、产业政策、市场状况等，研究环境中的各项要素对在华国际合资

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同时引入在华 IJVs对产品创新成果采取的不同保护方式作为调节变量，探讨研

发环境、技术创新成果保护对产品创新的作用机制，为在华 IJVs的产品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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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的研发环境
根据新增长理论，经济的增长不仅仅是依靠外部因素，而是一个经济体系内部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一理论

突出了研发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Romer［8］指出技术进步位于经济增长的核心。取得良好的创新绩效

成为企业提高竞争能力和整体绩效的关键，而企业所处的研发环境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高低具有一定的影响。

资源依赖理论研究了外部因素对组织制定目标和战略的影响机制［9］，国际联盟和合资企业是在诸多制度环境

的压力下形成的，并且持续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些压力的形成既源自于多国企业签署的多边合作协议，也

是因为地方政策和法律机构对于合作协议的制定和规范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这种现象在新兴经济体中则

更是如此，外资设立的子公司需要同时肩负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和完成跨国公司业务目标的双重压力。一定程

度而言，公司是依靠外部资源才取得的成功，因此，Child和 Yan［10］研究认为尽管股份结构决定着各个母公司在

国际合资企业的地位和控制权，但公司外部的无形资源对 IJVs的作用也十分重要。Li和 Parboteeah［11］对于 IJVs
的研究表明，企业在经营中采取某些战略的倾向会受到母公司所属国家文化特征的影响。

创新环境包括了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组合，环境要素的不同会使企业产生技术溢出差异。企

业所处的研发环境可以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内部环境主要包括企业规模、设备、资金、人力资源等要

素组成的内部硬环境，以及管理制度、股权制度、经营机制等内部软环境。企业内部环境质量的好坏对企业

创新的效果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除了内部治理机制以外，企业的一些外部治理机制，如产品市场的竞争，

也对企业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12］。企业外部环境的构成要素包括企业所处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资源环

境、文化环境和社会服务环境等。已有研究表明，企业所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高新技术公司的创新

绩效越好，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越强［13］。李蕾蕾和盛丹［14］通过实证设计发

现企业所处地区的政策环境也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所影响，如环境政策能够加强行业的淘汰机制，提升市场进

入门槛，同时促使生产率低下的企业退出，从而促使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此外，孙旭等［15］发现区域竞争环境

以及人文社会环境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也起到了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公共行政环境和区域竞争环境则对

开放式创新广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换言之，制度支持和创新导向能够对产品和流

程创新以及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而政府和相关机构则在鼓励创新和促进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减

少了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造成的阻碍［16］。
本文主要关注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的外部研发环境，认为研发环境会影响在华 IJVs的产品创新绩效。基

于上述研究文献，本文将从政府支持、市场环境、知识环境、基础设施与社会环境、创新需求 5个方面来讨论

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的研发环境，并且提出以下假设：

政府支持对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是正向的（H1）；

基础设施与社会环境对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是正向的（H2）；

在华国际合资企业所处的知识环境对其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是负向的（H3）；

在华国际合资企业所处的市场状况对其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是负向的（H4）；

创新需求缺乏对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是负向的（H5）。

（二）在华国际合资企业创新成果保护方式的调节作用
尽管很多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如合资企业和战略联盟）的主要目的是进行技术转让［17］，但在合作中

若企业的角色是新技术或知识的提供者，则知识产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创新成果保护在公司竞争中发挥

着巨大的作用，同时也是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我国制度环境目前尚且存在法律不完善和执法效

率低下的问题［18］。Atuahene和 Li［19］指出这些制度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会引发一些企业的不公或者非法

竞争行为，导致竞争失衡。拥有知识和技术的公司可能会面临专利和版权被侵犯，原始发明遭到广泛模仿复

制，以及合作伙伴违反合同和其他协议等风险［20］。在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影响下，功能失调性的竞争可

能会对研发新产品的公司的获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21］，并削弱制度支持的有效性［22］。
在企业创新活动中，对潜在风险进行识别和预估，并采取专利战略进行风险规避，可以有效减少创新风

险。企业通过调查专利信息，进行市场预测，对产品或技术创新成果进行专利申请，并采取其他灵活策略，能

够巩固其市场地位［23］。对公司内部而言，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还能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起到激励作用。研

究表明，在企业研发支出一定时，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能使企业专利产出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4］。然

而专利作为企业采取正式的成果保护行为的重要途径之一，其与研发溢出效应的关系受到不同国家政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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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影响。与此同时，虽然行业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但其影响程度的大小也由于创新成果

层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25］。此外，企业有时也会依赖于非正式的保密机制来进行成果保护，以获得较高的

创新回报。Lei等［26］研究发现企业采取监督管理和通过合同条款设置知识和技术的保密等级以及接触权限

的方式都可以达到保护知识产权的效果。一些外国公司更喜欢通过建立全资企业来保护他们的知识产

权［27］，而有些公司则会基于能力互补要素与其他企业建立合作，以此确保本公司的专业技术不会轻易发生

转移［28］。据 Cohen等［29］的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所处国家的专利政策是影响企业选择创新成果保护方式的重

要因素。无论企业是采取专利方式还是通过其他保密机制，创新成果的保护对鼓励企业创新、帮助企业获得

创新收益、激发研究人员创新积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文献研究，本文将从两个途径来探讨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的创新成果保护方式，其一为采取正式

的创新成果保护措施，包括申请专利权、注册商标权、申请和注册版权等法律保护手段；其二为通过技术保

密、将产品设计复杂化等竞争性保护措施进行保密。本文提出的假设 6如下：

研发环境与在华国际合资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关系受到技术创新成果保护措施的调节作用（H6）。

（三）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
创新理论衍生出了对创新绩效的研究。创新绩效的研究侧重于探究企业实施创新活动的成效以及整个

创新研发活动能为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其研究的基本思路是把公司实施的活动视为一个涉及投入与产出

的黑匣子，并使用相应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来衡量一个企业研发创新的成效。产品创新指的是公司“把市

场机遇或者某些有关企业产品或生产技术的假设转变成可以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的过程”［30］。产品创新的

实现需要经历一系列的过程，同时面临着来自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因而企业在产品创新活动中

需要兼顾对企业现有知识技术的更新和对市场顾客需求的调研。

目前，创新领域已经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的学者进行研究，但是对于产品创新绩效的研究却尚未成熟。我

国学者孙冰和刘希宋［31］指出，衡量公司产品创新程度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产品创新管理、开发新产品的研

发投入以及产品创新的成效这几个维度。此后，学者们不断对产品创新绩效体系加以完善。例如，在最初的

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体系的框架基础上，陈劲和陈钰芬［32］额外考虑了产品创新过程的成效，并且补充了

产品创新绩效的评价指标。Alegre和 Chiva［33］结合过往文献总结了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并认为企

业的产品创新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创新实验、与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的沟通、风险承受、与有关人员

的沟通交流以及企业研究开发的投入，然后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分别针对上述 5个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探究

其对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程度。

此外，在企业研发环境和产品创新绩效的关系探究中，企业规模、企业所处细分行业、R&D投入、企业年

龄、企业产品周期对产品创新绩效同样具有影响，本文将这些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通过上述文献分析，以及对在华国际合资企业所处的外部研发环境、产品创新绩效以及与产品创新成果

保护方式相关内容的整理，本文建立了如图 1所示的研究理论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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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理论框架图

二、研究设计

（一）量表设计

本文的量表在设计上将经典量表与新设计量表相结合。通过文献回顾，本研究在 Nelson和 Sampat［3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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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开发的量表基础上，从政府支持、市场环境、知识环境、基础设施与社会环境以及创新需求 5个维度设计了

在华 IJVs的研发环境量表，并采用 Likert量表，让被调查对象根据实际情况对企业环境的影响力度进行评

分。有关在华 IJVs产品创新绩效的度量，研究参考了 Baker和 Sinkula［35］以及 Romijn和 Albaladejo［36］的研究

成果，本文使用 3个指标进行衡量：即 IJVs推向市场的产品的新颖程度、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创新产品的研发

周期。根据以往的研究，产品创新的新颖程度可以分为 3个等级，即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大陆或仅仅针对企

业而言，推向市场的创新产品是新颖的，并依次用 3、2、1赋值；自主创新能力体现为产品创新的开发主体，即

企业推向市场的创新产品是由谁开发的，包括由其他企业或者研究机构开发、本企业与其他企业或者研究机

构合作共同开发、本企业集团（境外）开发、本企业集团（境内）开发、本企业开发 5个类别，根据答案的区别分

别赋值 1～5分；产品研发周期分为 1年以下、1～3年、4～10年、10年以上 4个层级，分别用 4、3、2、1进行表

示。对于创新技术成果保护方式的测量，参考了 Harabi［37］的相关研究，新设量表将其分为创新技术成果的法

律保护途径和竞争性保护途径两个维度。此外，我们对研究中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的规模、年龄、企业所在

行业、产品周期、企业内部的研究和开发情况以及产品寿命周期也进行了问题设置，并将这些特征变量进行

编码，所得数据录入到本研究的数据库中。

（二）数据收集和样本分布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时间是 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4月，要求调研对象在自愿自主的前提下根据企业自身

的实际情况如实完成。调查问卷主要通过现场发放的方式进行填写和收集，部分企业则通过电子邮件进行

发放和收集。为了确保问卷所收集数据的有效性，我们对数据进行了筛选处理，排除了其中调查内容大面积

空白或者填写内容不符合常识的调查问卷，并且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了其中 10%的问卷，利用网络平

台搜索相应问卷中的企业名称，通过查看企业年报、官方网站以及新闻报道等方式查询企业的成立时间、所

在行业、员工数量以及资产规模等基本信息，对比问卷中的填写答案，确定问卷信息的真实性，抽样对比结果

显示问卷数据与企业的真实信息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根据目标样本数据初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受访企业成立最集中的时间段是 1990—2000年
之间，其次为 2000—2008年，1990年以后成立的企业占到受访企业总数的 75%。在企业规模方面，通过对员

工规模的统计，样本企业规模总体较大，员工数量在 2000人以上的企业占比超过一半，员工规模小于 300人
的企业仅占到 3%。从样本企业所属的细分行业看，样本中的 290家企业所属行业相对分散，涉及行业数共

计 26个，其中计算机、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这三类行业

的占比超过 10%。

（三）数据的信度与效度

为验证问卷测量内容所得结果的一致性，本文采用 Cronbach’s α系数进行量表的信度检测，表 1中可靠

性的分析结果显示，问卷结果具有较高的整体信度。另外本研究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讨论问卷结果与

考察问题内容的吻合程度，利用 KMO和 Bartlett球形检验进行效度分析。表 1是所有潜变量探索性因子分析

拟合效果指标，可以看到：在华 IJVs研发环境和技术创新成果保护这两个潜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过程，其

Kaiser‑Meyer‑Olkin（KMO）统计量分别为 0.807和 0.774，超过 0.6的最低标准，推翻了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

阵为单位阵的零假设，Bartlett球形检验值分别为 1872.226和 582.39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000），说明数

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对所有量表数据进行 Varimax最大方差垂直转换，使得到的因子所能解释的方差水平达到最大，

这样可以更清晰地辨别因子结构。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研发环境潜变量，保留了因子负荷超过 0.500的条目，

初始的 20个条目全部保留，提取的 5个因子解释方差变异的累计数达到 61%，具体结果见表 2，根据提取的

因子中各个变量的特点，这 5个因子分别被命名为“政府支持”“市场环境”“知识环境”“基础设施与社会环

境”和“创新需求”。

同样在对技术创新成果保护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过程

中，去除了因子负荷低于 0.600的条目，初始的 7个条目全部保

留，最终根据变量萃取结果，共保留了两个因子，根据变量特

点，这两个因子分别被命名为技术创新成果的“竞争性保护方

式”和“法律保护方式”。因子提取结果见表 3，提取的两个因

表 1 所有潜变量探索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效果

潜变量

在华 IJVs研发环境

技术创新成果保护

KMO
0.807
0.774

Bartlett球形检验值

1872.226
582.391

总体信度

0.795
0.792

Sig.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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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解释方差变异累计数达到 62%。

三、研究结果

（一）变量相关性与多重共线性讨论

本研究中的自变量 X1、X2、X3、X4、X5分别代

表政府支持、市场环境、知识环境、基础设施与

社会环境、创新需求；因变量 Y1、Y2、Y3分别代表

开发产品的新颖程度、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产品

的研发周期；两个调节变量技术创新成果的竞

争性保护方式、技术创新成果的法律保护方式

分别用 T1、T2来表示；控制变量共有 5个，分别是

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员工数量）、所在细分行

业、产品寿命周期以及企业内部的研究和开发

投入，分别用 K1～K5代替。

本文对相关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表 4
显示了各个变量之间的 Pearson相关系数。根

据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研发环境与产品创

新相关指标的相关系数在 0.2以下，解释变量与

控制变量以及调节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也在

0.3以下，说明各变量间的相关程度较低，根据

Rockwell给出的判断标准，说明数据的多重共

线性问题并不明显，不会影响后续的回归模型

统计结果。

（二）设立及建立模型

本研究将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的产品创新绩

效设为被解释变量，把在华 IJVs研发环境设为

解释变量，运用 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通过

Stata 14对变量进行层次回归，探究变量在不同

数据结构的条件下，对于回归模型的解释程度。

在层次回归中，如果加入不同层次变量后，模型

解释了更多的变异，则其对数据的拟合程度就

越好。本文使用层次回归模型进行拟合的步骤

如下：首先，将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的产品创新绩

效作为因变量，将其外部研发环境作为自变量

进行 Tobit回归分析；其次，将解释变量与调节

变量即技术创新成果保护方式指标相乘，以此

构造乘积项；最后，构建层次回归模型，把自变

量、控制变量、调节变量以及乘积项依照次序分

别加入到回归模型当中，进行主效应和交互效

应的检验，若结果显示所构造的乘积项的回归

明显，且方向和预测的结果一致，那么就可以认

定调节作用存在。

（三）模型统计结果与发现

1. 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研发环境对产品创新的影响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为截面数据。因变量开发产品的新颖程度取值为 1～3，即产品仅针对企业而言是

表 2 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研发环境因子分析结果

维度与测量条目

X1：政府支持

gs1：金融、信贷服务

gs2：当地行业协会

gs3：政府的技术创新政策

gs4：政府的审批程序和办事效率

gs5：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gs6：税收、法治环境

X2：市场环境

mr1：技术创新活动的经济风险太大

mr2：行业存在过度竞争

mr3：行业利润率太低

mr4：创新产品需求存在不确定性

X3：知识环境

ti1：缺乏技术积累

ti2：缺乏相关技术信息

ti3：缺乏市场信息

X4：基础设施与社会环境

is1：交通运输、电信、物流等基础设施

is2：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竞争市场

is3：文化和社会环境

is4：本地的大学、研究机构

X5：创新需求

md1：存在现成的（包括国外）技术

md2：市场缺乏对技术创新的需求

md3：行业规则或标准的不确定或限制

各因子解释方差

累计解释方差

Cronbach’s α系数

因子结构

Factor1

0.508
0.533
0.484
0.774
0.704
0.830

14%
14%

Factor 2

0.520
0.815
0.820
0.644

12%
26%

Factor 3

0.790
0.859
0.767

12%
38%

Factor 4

0.676
0.599
0.746
0.569

12%
50%

Factor 5

0.784
0.807
0.725
11%
61%
0.795

注：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表中数字为采用 Varimax 旋转后因子载荷标准，没有
标注的因子载荷数字小于 0.500。

表 3 在华国际合资企业技术创新成果保护因子分析结果

维度与测量条目

T1：竞争性保护

tp1：技术保密

tp2：产品设计复杂化

tp3：产品推出时间上领先竞争对手

tp4：提升企业销售能力和服务质量

T2：法律保护

tp5：申请专利权

tp6：注册商标权

tp7：申请和注册版权

各因子解释方差

累计解释方差

Cronbach’s α系数

因子结构

Factor 1

0.615
0.606
0.829
0.806

32%
32%

Factor 2

0.836
0.748
0.814
30%
62%
0.792

注：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表中数字为采用 Varimax 旋转后因子载荷标准，没有
标注的因子载荷数字小于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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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则赋值为 1，产品只在中国大陆是新的则赋值为 2，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新的则赋值为 3。Tobit模型又称

为截取回归模型，或者受限值因变量模型，其区别于普通的连续变量选择模型和离散选择模型的特点就是适

用于因变量是受限变量的情况。而由于不同企业采取战略不同，存在部分企业采取跟随者战略或创新绩效

为 0的情况，这就使得数据存在截断问题。因而考虑到所收集数据的特点，我们采用 Tobit模型以探究影响

在华国际合资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因素。

对于在华国际合资企业与产品创新绩效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 5。模型 1和模型 2研究的因变量为企业

产品创新的新颖程度。模型 3和模型 4研究的因变量为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模型 5和模型 6研究的因变量

为企业产品研发的周期。模型 2、模型 4和模型 6各自在模型 1、模型 3和模型 5的基础上加入了在华国际合

资企业研发环境的变量，来检验在控制了与产品创新有关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在华 IJVs外部研发环境对企业

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文的假设H1～H5研究的是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的研发环境对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从模型 2的结

表 4 变量的 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

指标

Y1
Y2
Y3
X1
X2
X3
X4
X5
K1
K2
K3
K4
K5
T1
T2

Y1
1.000
0.004
0.143**
0.138**
-0.048
-0.059
0.055
-0.064
-0.066
0.146**
0.218**
-0.013
0.135**
0.148**
0.128**

Y2

1.000
0.013
0.083
0.109
-0.049
0.061
0.012
0.130**
0.054
-0.059
-0.018
0.385**
0.059
0.204**

Y3

1.000
0.009
-0.112*
-0.002
0.043
0.047
0.139**
0.127**
0.095
0.153**
0.160**
0.014

-0.178**

X1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30
0.102*
0.109*
0.060
0.026
0.150**
0.195**

X2

1.000
0.000
0.000
0.000
0.092
-0.032
0.012
-0.101*
0.125**
-0.026
0.021

X3

1.000
0.000
0.000
0.131**
0.030
0.071
-0.011
0.078
-0.029
-0.116*

X4

1.000
0.000
0.000
0.118*
0.036
0.092
0.143*
0.106*
0.075

X5

1.000
0.064
-0.030
-0.024
-0.029
0.089
0.080
-0.001

K1

1.000
0.153***
0.000
0.008
0.105*
0.083
0.059

K2

1.000
0.151**
0.055
0.191**
0.044
0.134**

K3

1.000
0.150**
0.169**
0.052
0.024

K4

1.000
-0.010
0.040
-0.051

K5

1.000
0.106*
0.250**

T1

1.000
0.000

T2

1.000
注：*表示 p < 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括号里为 t统计值。

表 5 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研发环境对产品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和参数

K1：企业年龄

K2：企业规模

K3：细分行业

K4：产品周期

K5：R&D
X1：政府支持

X2：市场环境

X3：知识环境

X4：基础设施与社会环境

X5：创新需求

常数项

N
pseudo R2

因变量 1：产品新颖度

模型 1
-0.004*

（-1.681）
0.142*

（1.710）
0.019***
（3.130）
-0.035

（-0.741）
0.124

（1.630）

1.238***
（4.170）
278
0.034

模型 2
-0.003

（-1.130）
0.133

（1.603）
0.017***
（2.860）
-0.061

（-1.250）
0.136*

（1.710）
0.088*

（1.971）
-0.045

（-1.000）
-0.053

（-1.161）
0.025

（0.560）
-0.163*

（-1.842）
1.242***
（3.951）
265
0.048

因变量 2：自主创新能力

模型 3
0.004

（1.540）
-0.005

（-0.050）
-0.017**
（-2.454）
0.012

（0.220）
0.65***
（7.212）

3.087***
（8.813）
278
0.072

模型 4
0.005*

（1.972）
0.004

（0.040）
-0.018**
（-2.520）
-0.005

（-0.093）
0.664***
（7.250）
0.118**
（2.260）
0.054

（1.033）
-0.101*

（-1.930）
0.032

（0.621）
-0.048

（-0.930）
3.072***
（8.560）
265
0.092

因变量 3：产品研发周期

模型 5
0.004**
（2.140）
0.112

（1.610）
0.002

（0.380）
0.095**
（2.380）
0.138**
（2.150）

0.890***
（3.573）
277
0.041

模型 6
0.005**
（2.490）
0.109

（1.520）
0.002

（0.440）
0.089**
（2.120）
0.171**
（2.521）
-0.004

（-0.110）
-0.093**
（-2.420）
-0.022

（-0.570）
-0.003

（-0.090）
0.025

（0.663）
0.794***
（3.000）
264
0.056

注：*表示 p < 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括号里为 t统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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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以看出，企业所处外部环境中，政府的政策（β=0.088*，p<0.1）和市场对创新的需求程度（β=-0.163*，p<0.1）
对在华国际合资企业产品创新的新颖程度具有一定的影响。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有利于促进企业产品创新，

而当市场由于行业规则不明确或规则限制较多、存在现成的先进技术以及对产品创新的需求较小时，则会对企

业的产品创新行为起到抑制作用。模型 4的结果显示了在华 IJVs研发环境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

显示，在华国际合资企业得到的政府支持（β=0.118**，p<0.05）和企业所处的知识环境（β=-0.101*，p<0.1）会影

响其产品创新的独立性。这可能是由于当企业自身缺乏技术知识积累，缺少相关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的获取

来源时，在华国际合资企业则会更加倾向于依赖母公司的支持或与其他企业、研究机构进行合作，以此来弥补

自身劣势。模型 6的结果显示了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研发环境对产品研发周期的影响。结果发现，仅有企业所

处的市场环境（β=-0.093**，p<0.05）对在华 IJVs的研发周期有显著作用。行业的不确定性和行业过度竞争都

会增加企业进行产品创新的风险，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另外，基础设施与社会环境并没有对在华国际合资企

业的产品创新绩效起到明显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对于在华国际合资企业而言，企业的创新行为更多的是基

于制度约束和市场导向。因此，可以看出，本文假设H1、H3、H4、H5得到验证，但假设H2没有得到明显的验证。

总的而言，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确实会受到其所处研发环境的影响，政策因素对产品创新的程度

和产品创新的途径起到正向作用，而市场因素则会影响企业的产品研发周期，但社会文化环境对产品创新的影

响暂不明显，但总体而言，企业所处研发环境确实对产品创新起到一定作用。

2. 在华国际合资企业技术创新成果保护的调节作用

对于在华国际合资企业技术创新成果保护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见表 6。在假设 H6中，本研究选取了

在华国际合资企业技术创新成果保护（竞争性保护方式与法律保护方式）来探究其对在华 IJVs研发环境与

产品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将 5个自变量（政府支持、市场环境、知识环境、基础设施与社会环境、创新需求）

与调节变量（技术创新成果的竞争性保护、技术创新成果的法律保护）分别相乘，构成交互项，并以此将调节

变量和交互项加入模型中，探究其调节作用。

模型 7～模型 9探究了在华国际合资企业技术创新成果保护对研发环境与产品新颖程度的调节作用。

模型 7和模型 8分别是选择技术创新成果的竞争性保护和法律保护时，对在华 IJVs研发环境与创新产品的

新颖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见表 6。由结果可知，企业采取技术创新成果的竞争性保护措施时，政府支

持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β=-0.098*，p<0.1）以及创新需求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β=0.096**，p<0.05）显著，具

有调节作用。在模型 8中，企业采取技术创新成果的法律保护措施对于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研发环境与产品

新颖程度间的关系却没有明显的调节作用存在。这可能与我国目前技术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

律和专利申报流程的不完善有关。总体而言，技术创新成果的竞争性保护对在华 IJVs的研发环境与产品新

颖程度具有调节作用。

模型 10～模型 12探究了在华国际合资企业技术创新成果保护对研发环境与自主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

模型 10和模型 11分别是选择技术创新成果的竞争性保护和法律保护时，对在华 IJVs研发环境与公司的自

主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见表 6。由结果可知，企业采取技术创新成果的法律保护措施时，政府支

持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β=0.175**，p<0.05）以及知识环境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β=0.085*，p<0.1）均显著，且

均呈现为正向影响。市场环境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则基本呈现为负向影响（β=-0.076*，p<0.1）。而在模型

10中，企业采取技术创新成果的竞争性保护措施对于在华 IJVs的研发环境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间的关系

却并未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在华 IJVs采取竞争性措施来保护公司创新性的技术成果并不

能提升其产品创新的能力，对创新产品的研发途径的影响不大。总体而言，技术创新成果的法律保护对在华

国际合资企业研发环境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具有调节作用。

模型 13～模型 15探究了在华国际合资企业技术创新成果保护对研发环境与产品研发周期的调节作用。

模型 13和模型 14分别是选择技术创新成果的竞争性保护和法律保护时，对在华 IJVs研发环境与创新产品

的研发周期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见表 6。由结果可知，企业采取技术创新成果的竞争性保护措施时，市场

环境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β=0.083**，p<0.05）以及创新需求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β=0.082**，p<0.05）均显

著，且均呈现出正向影响。在模型 14中，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β=-0.082**，p<0.05）显

著，且呈现为负向影响。对于产品研发周期而言，企业采取技术创新成果的竞争性保护方式和法律保护方式

对于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研发环境与创新产品的研发周期间的关系均具有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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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技术创新成果保护对在华 IJVs研发环境与产品创新的调节作用

自变量和参数

K1：企业年龄

K2：企业规模

K3：细分行业

K4：产品周期

K5：R&D
X1：政府支持

X2：市场环境

X3：知识环境

X4：基础设施与社会环境

X5：创新需求

T1：竞争性保护

X1×T1

X2×T1

X3×T1

X4×T1

X5×T1

T2：法律保护

X1×T2

X2×T2

X3×T2

X4×T2

X5×T2

Constant
N

pseudo R2

因变量 1：产品新颖度

模型 7
-0.003

（-1.150）
0.133

（1.601）
0.016***
（2.620）
-0.068

（-1.420）
0.114

（1.463）
0.112**
（2.403）
-0.022

（-0.470）
-0.042

（-0.920）
0.023

（0.523）
-0.150*

（-1.650）
0.061

（1.310）
-0.098*

（-1.670）
-0.048

（-1.010）
-0.056

（-1.191）
-0.004

（-0.080）
0.096**
（2.042）

1.364***
（4.332）
264
0.067

模型 8
-0.002

（-0.913）
0.133

（1.590）
0.016***
（2.702）
-0.051

（-1.031）
0.141*

（1.740）
0.075

（1.640）
-0.066

（-1.413）
-0.032

（-0.690）
0.022

（0.460）
-0.174*

（-1.930）

0.028
（0.584）
-0.041

（-0.910）
-0.065

（-1.593）
0.032

（0.721）
-0.008

（-0.170）
0.033

（0.741）
1.205***
（3.781）
264
0.057

模型 9
-0.002

（-1.000）
0.124

（1.483）
0.015**
（2.550）
-0.057

（-1.180）
0.114

（1.410）
0.093*

（1.940）
-0.042

（-0.890）
-0.024

（-0.520）
0.011

（0.230）
-0.171*

（-1.860）
0.070

（1.481）
-0.096*

（-1.640）
-0.048

（-0.980）
-0.056

（-1.160）
0.001

（0.021）
0.094**
（2.020）
0.033

（0.690）
-0.049

（-1.081）
-0.041

（-0.980）
0.039

（0.860）
0.007

（0.140）
0.052

（1.201）
1.358***
（4.214）
264
0.076

因变量 2：自主创新能力

模型 10
0.005*

（1.951）
0.019

（0.191）
-0.018**
（-2.580）
-0.006

（-0.110）
0.669***
（7.263）
0.119**
（2.192）
0.065

（1.200）
-0.091*

（-1.700）
0.027

（0.520）
-0.045

（-0.850）
-0.002

（-0.040）
-0.008

（-0.151）
-0.027

（-0.480）
-0.054

（-0.970）
0.046

（0.910）
0.027

（0.490）

3.024***
（8.231）
264
0.097

模型 11
0.006**
（2.150）
0.027

（0.281）
-0.017**
（-2.501）
-0.007

（-0.120）
0.631***
（6.890）
0.098*

（1.871）
0.024

（0.451）
-0.064

（-1.210）
0.055

（1.041）
-0.049

（-0.963）

0.062
（1.160）
0.175**

（-2.431）
-0.076*

（-1.651）
0.085*

（1.680）
-0.073

（-1.351）
0.041

（0.821）
3.096***
（8.710）
264
0.118

模型 12
0.006**
（2.143）
0.039

（0.410）
-0.017**
（-2.463）
-0.007

（-0.131）
0.638***
（6.873）
0.097*

（1.771）
0.033

（0.613）
-0.054

（-1.011）
0.046

（0.862）
-0.052

（-1.001）
-0.003

（-0.060）
0.005

（0.093）
-0.039

（-0.680）
-0.043

（-0.761）
0.038

（0.771）
0.029

（0.541）
0.057

（1.041）
0.169**

（-2.333）
-0.068

（-1.420）
0.100*

（1.910）
-0.070

（-1.272）
0.037

（0.743）
3.036***
（8.263）
264
0.120

因变量 3：产品研发周期

模型 13
-0.006***
（-2.710）
-0.118

（-1.640）
-0.002

（-0.331）
-0.089**
（-2.150）
-0.177***
（-2.620）
-0.027

（-0.690）
0.069*

（1.731）
0.018

（0.462）
-0.0036

（-0.091）
-0.034

（-0.880）
0.065

（1.571）
0.026

（0.680）
0.083**
（2.041）
0.031

（0.760）
0.017

（0.462）
0.082**
（2.081）

4.232***
（15.761）

263
0.072

模型 14
-0.005**
（-2.341）
-0.100

（-1.410）
-0.003

（-0.601）
-0.091**
（-2.201）
-0.139**
（-2.031）
0.020

（0.500）
0.101**
（2.563）
0.006

（0.153）
0.027

（0.70）
-0.035

（-0.922）

-0.102**
（-2.520）
-0.015

（-0.381）
0.007

（0.200）
-0.019

（-0.503）
-0.082**
（-2.022）
0.003

（0.071）
4.131***
（15.531）

263
0.076

模型 15
-0.005**
（-2.540）
-0.112

（-1.554）
-0.003

（-0.503）
-0.089**
（-2.160）
-0.146**
（-2.121）
-0.012

（-0.310）
0.079*

（1.964）
0.004

（0.100）
0.020

（0.500）
-0.043

（-1.120）
0.054

（1.311）
0.033

（0.873）
0.077*

（1.821）
0.027

（0.653）
0.012

（0.342）
0.080**
（2.032）
-0.088**
（-2.171）
-0.024

（-0.631）
0.006

（0.160）
-0.024

（-0.630）
-0.081**
（-2.010）
0.006

（0.171）
4.155***
（15.220）

263
0.090

注：*表示 p < 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括号里为 t统计值。

在表 6中，模型 9、模型 12和模型 15显示了技术创新成果的法律和竞争性保护措施两个调节变量的共同

调节结果。根据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成果的竞争性保护对在华 IJVs研发环境与产品新颖程度具有调节作

用。技术创新成果的法律保护对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研发环境与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显著影响。企业采取技术

创新成果的竞争性保护措施和法律保护措施对于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研发环境与创新产品的研发周期间的关

系均具有调节作用。由此，本研究中的假设H6得到了验证。

3. 控制变量对在华国际合资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作用

在研发环境和产品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中，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所处细分行业、

R&D投入、企业年龄以及企业的产品周期。其中，企业规模以员工数量进行衡量，企业内部 R&D的投入情况

分为三类，若企业从未进行过 R&D投入则赋值为 1，若有很多 R&D投入则赋值为 3，介于两者之间则赋值为

2。在表 5中，模型 1、模型 3和模型 5分别以产品新颖程度、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的研发周期为因变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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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中仅仅包含控制变量，检验了 5个控制变量对于在华国际合资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根据回归

结果显示，模型 1中，企业的年龄（β=-0.004*，p<0.1）、企业规模（β=0.142*，p<0.1）以及其所在的细分行业（β=
0.019***，p<0.01）对在华 IJVs的产品创新新颖程度有显著影响。企业的规模越大，越能促进企业研发新颖

的产品，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的行业差异也会影响产品的创新程度。在模型 3中，在华 IJVs所处的细分行业（β=
-0.017**，p<0.05）以及企业内部研究和开发投入情况（β=0.650***，p<0.01）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显著影

响。在模型 5中，在华 IJVs的年龄（β=0.004**，p<0.05）、企业产品周期（β=0.095**，p<0.05）以及企业内部研究

和开发投入情况（β=0.138**，p<0.05）对企业产品研发周期具有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目前，随着全球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加快，产业结构变革，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我国对外资有着巨大

的吸引力，同时也在优化外资的结构和利用。国际合资企业作为外资引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利于知识

转移，实现跨国企业与东道国公司的共同发展，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

理和整合，本研究提出在华国际合资企业产品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探究了在华 IJVs研
发环境对于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作用，总结出以下研究结论：

首先，企业所处的研发环境确实会影响在华国际合资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政府支持有利于提高在华

国际合资企业产品创新的新颖程度，同时也有助于公司的自主研发创新，因此政府应当加强对在华 IJVs的
支持，完善法制环境，在适当的范围内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也可针对市场情况颁布相关产品创新的支持政策，

以鼓励在华国际合资企业开展产品创新活动；此外，行业中的过度竞争、行业产品较低的利润率、产品需求的

不确定性等不利的市场环境因素则会对产品创新起到阻碍作用，这说明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市

场决定资源的配置，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监督，规范和维

护市场秩序，保障市场的公平竞争，减少市场中出现的企业过度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对于缺乏知识和

技术积累的在华国际合资企业而言，在开发新产品时则会更倾向于采取外部合作或依靠其他主体进行产品

研发的方式进行创新，所以在华 IJVs应注重技术积累，加强企业间的沟通合作，进行技术知识学习和交流，

挖掘创新信息，还可充分利用在华国际合资企业合资双方的全球性资源，与他国的研发机构或企业进行合

作，引进吸收产品创新相关技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和创新；另外，若存在现成的技术，市场对产品创新的需

求不足，则会对企业产品创新的新颖程度产生抑制作用，所以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应以市场需求为着眼，

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寻求市场盲点和痛点，通过进一步细分市场，发掘用户潜在需求，激发市场对创新的

需求。

其次，在华国际合资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竞争性保护和法律保护对其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有所不

同。在华 IJVs采取技术创新成果的竞争性保护措施能够促进企业提升产品创新的新颖程度，从而提升产品

创新的绩效，但是竞争性保护措施并不能对企业的创新途径产生影响。在华国际合资企业采取法律保护措

施时，法制环境和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增加了政府对企业创新的支持程度，从而促进了企业的产品创新，

推动了企业的自主创新。因此在华 IJVs在进行产品创新的同时要采取相应的技术创新成果保护措施，通过

申请专利权、注册商标权、注册版权等法律手段或者通过技术保密、将产品设计复杂化、在竞争对手之前推出

产品等竞争性手段保护自己的研发成果，维护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另外实证结果表明，在华国际合资企业采

取法律保护措施对研发环境和企业产品创新的新颖程度的影响则并不显著，这说明政府在制度方面需要不

断完善相关法律，保护企业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并且提高执法效率，增加违法成本，打击不正当竞争

行为，减少企业进行创新研发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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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on Domestic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Imitation Innovation

Di Zhenpeng，Li Shimei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ning，530003，China）

Abstract：By combing past literature and collecting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and cities in
China during the ten years from 2008 to 2017，a fixed‑effects model was used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heterogeneous im ‑
pact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s on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innovation
model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ei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onal overall or points region OFDI are significant reverse
technological overflow effect，domestic R&D investment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an OFDI，and it onl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eastern region，and has little impact o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addi‑
tion，the research also found that China’s R&D personnel are relatively weak，the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is unreasonable，and the
number of high‑end researchers is insufficient，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absorption capacity of OFDI.
Keyword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reverse technology overflow；fixed effe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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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Environment and Product Innovation of IJVs：：The Regulating Effect of
the Protec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Yang Zhenning1，Wu Chen1，Geng Huifang2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China；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 in China is one of the main ways to introduce foreign in ‑
vestment. This paper uses empirical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D environment and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
mance of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in China.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the R&D environment elements of China IJVs，
government support，market environment，knowledge environment and market demand for innovation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impact of infrastructure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n enterprise product innov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 legal protection and competitive protec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have a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D environment and product innovation.
Keywords：IJVs in China；R&D environment；product innovation；protec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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