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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王欢芳，王娇蕊，宾 厚

（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入手，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知识产权能力、产业集群、金融支持、政府补助、产业

政策与技术创新六大方面，现有文献主要围绕这六个方面进行相关研究。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假设检验、

实证分析、构建模型等研究方法与评估体系，而比较研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学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数量较多，但大多数只是宏观地探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及某些影响

因素。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包含不同行业，各个产业的特性存在差异，对于具体某一个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发展还需要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同时，技术、政策以及融资环境等某一因素对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影响研究慢慢增多，但是对不同因素带来的交叉影响研究还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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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novation Ability i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WANG Huanfang，WANG Jiaorui ，BIN Hou

（College of Busines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novative abilities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novation abilities mainly include six aspec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pability,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financial support, government subsidy, industrial polic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ocuses on these six aspects.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adopts research method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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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systems such as hypothesis testing, empirical analysis, and construction models. Comparative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abilities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a lot of research o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but most of them only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som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 macro perspective. Since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clude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industry are differ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specific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requires more ext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ertain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y, policy and financing environment o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s slowly increasing, but the research on the cross-effects brought about by different factors needs to be further 
studied.
Keywords：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novation ability; influencing factors; research method; comparative 
study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建立在重大前沿科技突破

基础上，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体现

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潮流，

尚处于成长初期，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对经济社

会具有全局带动和重大引领作用的产业。由此看

来，创新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显得尤为重要。

“十三五”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处在开放式环境

中的新兴产业在创新的过程中也必定会受到不同

方面的影响。

笔者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主题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创新能力”的中文文献进行了检索，对其高

频关键词进行分析。在 482 篇检索文献中，关键

词出现频率前 6位的分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企

业管理”“新兴产业”“产业创新”“新兴技术

产业”“创新能力”。从时间分布来看，2010 年

之前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文献还较少，从

2011 年开始，相关研究越来越多，如龚惠群等人 [1]

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规律，总结了发达

国家与地区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的经验，

为我国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了相关建议。

因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概念是基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国情提出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

在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更多的是使用“新兴

产业”这一概念，因此笔者对百度学术数据库中

的相关英文文献进行查阅时，分别以文章主题

中 含 有“Emerging industry”“Firm innovation”
等关键词为检索项进行了检索；发现其主题为

“Emerging industry”的文献共有 151 000 篇，其中，

以“Emerging industry”为主题的英文文献数量在

2017 年达到了 37 900 篇，为目前年度最高文献数

量。可见随着时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学者们对

新兴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视程度日益

提高。

一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

要想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因

素，首先需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才能更

好地理解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王忠宏等人 [2]

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导

向性和动态性等特征。刘洪昌等人 [3] 提出，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特征包括战略性、关联性、成长性、

创新性和风险性。董树功 [4] 认为，中国战略性新

兴产业具有附加值高、成长性快、回报率高、战

略地位高四大特性。韩跃 [5] 认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以其战略性、新兴性、成长性和创新性而广受

关注。张冀新等人 [6] 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先

导性和创新依赖性特征，构建相关体系对其进行

研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的相关文献进行初

步了解与归纳后，笔者进一步查阅并分析了关于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文献。

二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影响因素

（一）知识产权能力

知识产权能力是指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保

护和运用的综合能力。近年来，知识产权能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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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尤其是在企业

创新与发展研究等方面，这一因素的重要性日益

增长。实际上，知识产权能力已经成为构成企业

能力及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相较于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能力建设更具有基础性意义。研究知识

产权能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首

先需要透彻了解其发展过程机制。孙颖等人 [7] 对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创造机制、

知识产权交易机制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进行了

系统分析，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能力研

究中存在的不足、相应的解决方法以及未来的研

究趋势。同时，要认识到国家实施的统一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并非完全符合实际 [8]，因此，内在机

制外化后的框架构建也需要改进提升。在框架构

建方面，李良成等人 [9] 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三维分析框架，并进行了描述

性统计分析；魏国平等人 [10] 基于自主创新能力、

知识产权能力和竞争优势三者的内在机理，构建

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分

析框架，并从政府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对

其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吴超鹏等人 [11] 研究了

各省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企业的影响机制。同时，

许多学者将目光投注于不同地域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创新知识产权能力研究。如周松兰等人 [12] 分析

了广东自主创新的现状，并通过测算与韩国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的差距，来设计最优技术

路线。Estrada 等人 [13] 以响应佛兰德社区创新调查

第五次浪潮的 627 家制造公司为样本进行 Tobit 分
析，发现竞争对手合作的创新绩效影响取决于细

粒度的组织内设计特征；特别是在存在内部知识

共享机制和形式知识保护机制时，竞争对手协作

会对产品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但也有

许多学者认为，并不是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大产

品创新绩效就越好。姜南 [14] 采用统计和回归分析

法，对中国各省域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战略性新

兴产业专利竞争优势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

为中国省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某些战略性新

兴产业专利竞争优势影响不明显，甚至有负向影

响。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能力的内涵、

内容、评价模型与方法等的基础性研究表明，知

识产权能力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具有一

定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因不同的机制、框架、组

织设计和保护强度而不同。因此，在培育战略性

新兴产业过程中兼顾平衡以寻求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

（二）产业集群

近年来，国家发布的发展规划不断强调要加

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化发展，由此可见，

产业集群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许多学者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概念界定入手

来研究产业集群化发展。如喻登科等人 [15] 提出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全要素网络概念，研究其结构

和内在关系，并从动力与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阐释；孙国民等人 [16] 界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概念，提出其形成发展的五要素及形成条件，

同时构建“四环”层级相互联结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发展的动力动态演化模型。

在国外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数结论显示

产业集聚会对企业产生积极作用。Fan 等人 [17] 探

讨了东亚欠发达国家的产业集聚问题及其与经济

发展和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空间集聚与生产

力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且成为许多制造

业的特征，在自由化迅速发展的部门和地区显得

尤为突出。Ting[18] 提出的一个研究框架，将公司

的网络能力和网络位置视为卓越创新绩效的关键，

并采用演绎定量研究与统计工具相结合的方法，

对社交网络进行分析，其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

网络能力和中央网络位置与创新绩效呈正相关的

假设。Gnyawali 等人 [19] 研究了产业集群和网络对

企业创新的互补效应并构建了概念模型。

在国内，一些学者也对如何运用产业集聚来

增加企业创新能力、拉动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

涂文明 [20] 从国家战略层、区域集聚层和技术 - 产

业层三个层面，探讨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

的发展路径。还有一些学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的协同演进进行了研究，如梁威等人 [21] 以江西

省为例，对 2011—2013 年间其协调发展状况进行

了系统评价；朱斌等人 [22] 分析了海峡两岸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协同演进的六大“演化代”，阐

述了两岸产业集群持续创新能力演进机理。在进

一步的研究中，模型构建是大多数学者选择的方

向。王宏起等人 [23] 设计以线上服务申请、线下资

源整合与创新服务对接三方面为核心的共享平台

O2O，构建标准化与集成化模式，以此来提高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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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服务效率。对于产业集群对创新效率的作用，

张冀新等人 [24] 以 70 个创新型产业集群为基础，

测度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效率的行业差异；

张娜等人 [25] 建立以集群内企业和科研院所为博弈

主体的双方演化博弈模型，发现合理的利益分配

是各方保持协同治理的核心，且奖励惩罚和信息

共享机制会产生相应的激励作用，而政府的监管

则会促进双方协同治理进一步优化。由此可见，

国内对于产业集聚方面的研究明显偏向于如何提

升其积极作用。在产业集聚快速发展的今天，模

型构建与实证分析所提出的具体对策是推动产业

集聚、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

（三）金融支持

金融支持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生存

的必备要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更是如此。

同时，金融支持也会影响到企业的创新能力。对

于金融支持产业发展问题，现有研究成果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探讨其发展机理及影响因素，

二是关注产业发展效率的测度与测度值的比较。

在国外的研究中，Lee 等人 [26] 从资源角度出发，

以 2 676 家韩国中小企业为样本，探讨中小企业

研发投资、区域定位和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金

融支持或者融资约束，都是政府或企业对被投资

企业的财政影响。Guariglia 等人 [27] 以 2000—2007
年期间 120 000 多家主要非上市中国公司为调查对

象，分析了融资约束对其创新活动的影响，并探

讨了内部融资可用性对中国企业创新活动的制约；

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私营企业的影响最大，其

次是外国企业，而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影响

最小。

在国内研究中，部分学者探讨了战略性新兴产

业金融支持的发展机理及影响因素。赵天一 [28] 对

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金融支持路径及体系进行了

研究。马军伟 [29] 基于功能观视角，研究了金融支

持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李富有等人 [30] 构建了相

关理论模型，并对其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金融支持又分为直接金融支持与间接金融支持，

杨荣海等人 [31] 认为直接金融支持与间接金融支持

短期内对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企业治理带来的冲击

会产生不显著的推动作用，同时这种冲击呈现慢

慢递增的趋势。相对于直接金融支持来说，间接

金融支持对新兴产业企业成长带来的冲击要更大，

而直接金融支持带来的冲击则呈稳健增长态势。

李萌等人 [32] 研究表明，间接融资支持和直接融资

支持均将陆续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助推因

素，其关键在于政府的合理引导。

一些学者关注的是产业发展效率的测度及测

度值的比较。如熊正德等人 [33] 以上市公司为研究

对象，运用 DEA 方法，测度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

支持效率，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金融支持效率影

响因素模型。马军伟等人 [34] 对江苏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金融支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评估。

还有一些学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

进行了研究 [35-37]。黄建康等人 [38] 从政策性金融、

银行信贷、资本市场以及风险投资等 4 个维度，

提出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的金融支持

政策建议。无论是金融支持还是其对立面融资约

束，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四）政府补助

政府是国家进行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机关，政

府补助则是政府注入产业发展的血液。研究初期，

大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补助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

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Guellec 等人 [39] 研究发现，

政府资助能有效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和风险，提

高企业创新的积极性。Bronzini 等人 [40] 评估了 21
世纪初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实施的研发补贴计划对

受益企业创新的影响。中国学者对政府补助的研

究相对较晚。刘继兵等人 [41] 研究发现，政府补助

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并且可以

显著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和效率。陆国庆等人 [42] 以

证券市场为研究对象，发现政府的创新补贴对企

业绩效影响显著。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政

府补贴对企业绩效的全方位影响进行了研究 [43]。

王茴等人 [44] 探讨了政府补贴对传统产业与战略性

新兴产业竞争格局的影响，以及不同市场补贴形

式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差异。武咸云等人 [45] 认为，

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是在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价

值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叶祥松等人 [46] 认为，采

取有针对性的政府补助有助于破解中国科技创新

困境。张永安等人 [47] 以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

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包含政府补助、内部资

源和企业创新绩效在内的创新系统。

研究后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究政府补

助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创新造成的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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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om[48] 研究发现，政府补助行为会带动更多的

私人投入。张莉芳 [49] 研究发现，政府补贴虽然可

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但

也会负向调节国际化战略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

作用。具体而言，政府直接补贴会弱化这种促进

作用，而间接补贴则反之。桂黄宝等人 [50]研究发现，

现阶段政府补贴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创新

绩效具有负向激励作用，并且政府补贴对非国有

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

因此，政府补贴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

影响因素之一，在正向和负向两方面都发挥着作

用。只有把握好政府补贴的力度，才能更好地发

挥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促进作用，并有

效减少其阻碍作用。

（五）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由国家制定的，宏观上引导着国

家产业的发展。产业政策，或者说制度环境，都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产业政策都是国家非常重

视的问题。英国为应对经济衰退，启动了“绿色

振兴计划”；韩国为发展国家经济与扶持企业创

新，制定了《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等。

Ketels[51] 认为美国制定了许多具有行业影响的产业

政策。Feldstein[52] 基于华盛顿政府和世界各地政府

正在制定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这些计划得到

了高校、政府和企业的经济学家的广泛支持），

探讨了政府制定财政刺激计划的原因，以及设计

潜在有用的财政刺激措施的原则。Kenderdine[53] 探

讨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升级与创新政策纲

领、区域创新与产业集群规划之间的关系，并在

制度经济背景下，分析了中国产业发展、技术创

新与升级的政策轨迹。

在国内，学者们也积极研究了产业政策对战略

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李苗苗等人 [54] 研究

发现，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R&D 经费投入对

TICs 具有简单的正向影响；政府应制定适当的产

业政策，以对企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洪勇等

人 [55] 研究发现，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政

策存在政策功能结构性失衡、政策内容执行性不

足、政策主体协调性不够等问题，并提出了优化

建议。靳光辉等人 [56] 分别从省际和公司两个层面，

实证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南晓莉等人 [57] 则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为研

究样本，通过抑制效应与挤出效应双重视角，实

证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产业企业研发投资

的影响。在涉及国际竞争方面，谢申祥等人 [58] 研

究认为，当产品的质量存在的差异较大时，应采

取补贴政策。王欢芳等人 [59] 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

业协同发展的央地协调机制及保障措施。

（六）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战略性

新兴产业而言更是如此。Los 等人 [60] 利用美国制

造业微观数据，研究了企业研发溢出效应和生产

力的关系。Koellinger[61] 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技术创

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所有研究

类型的技术创新，包括互联网和非互联网产品或

流程的技术创新，都与企业营业额具有正相关关

系。Lubik 等人 [62] 分析了制造企业的市场拉动和

技术推动方向，并研究了这种方向在公司成长期

间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变化。

在国内，一些学者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

展机制与路径。李娟娟 [63] 探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

成长中的产学研联盟创新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中的产学研联盟创新

治理机制。刘文霞等人 [64] 采用跨案例研究方法，

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技术赶超路径选择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苗文龙等人 [65] 通过构建

模型，认为不同类型的政府财政支出对企业创新

行为具有不同的引导作用。同时，部分学者对战

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提出了提升策略与发展建

议 [66-67]。金成 [68] 认为，政府研发投入和产业创新

聚集对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提升作用。技术创新

能带来经济效益，目前学界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

响研究较多，但有关技术创新路径和技术创新方

法的研究较少，未来可增加此方面的研究。

三 研究方法与评估体系

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的梳理和归纳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学者们运用

的专业方法与评估体系各有不同。

假设检验与实证分析是大部分学者选取的研

究方法。郭娟 [69] 使用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方

差分析等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并根据收集

的调查问卷，对自主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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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许多学者通过

构建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 [70-73]。李华军等人 [70] 运

用战略生态位管理（strategic niche management，
SNM）理论，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系统的

理论架构，并构建了相关模型。鲁亚婷 [71] 构建了

概念数据模型（concept data model，CDM），实

证分析了产业创新投入、资本总额和政府支持力

度之间的关系。李睿等人 [72] 运用 DPSIR 模型来构

建指标体系，包括驱动力（driving forces）、压力

（pressure）、状态（state）、影响（impact）和响

应（response）五个维度，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创新能力进行评价。部分学者运用因子分析等方

法，研究各驱动因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

响，如段一群等人 [74] 运用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和聚

类分析方法，于月琴 [75] 运用了均方差决策法和因

子分析方法。

此外，也有学者专门研究某个省份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陆文星等人 [76] 以安徽省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为例，采用基于马氏距

离的 Topsis 方法对指标评价体系进行评估。段云

龙等人 [77] 采用决策试行与评价实验室（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DEMATEL）
方法和网络层次分析法（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ANP），计算出指标的混合权重，同时以云南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6 年度的数据为例，实证分析

其创新能力。

四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对比研究

在中国内部省份的对比研究中，Alcorta 等人 [78]

根据江苏省的创新调查，发现大多数企业重视创新

活动，但这些活动主要是增量性的，与国际上相比，

激进创新占销售额的比例相对较低；并认为，虽然

中国企业创新活动正在兴起，但仍需要一段时间才

能在创新劳动力的国际分工中发挥重要作用。赵文

武 [79] 选取研发投入、新产品销售额、技术市场成

交额以及专利授权件数等指标，对河南省、北京市、

上海市、广东省、山东省、江苏省以及湖北省的产

业创新能力进行比较。李娜等人 [80] 对京粤浙战略

性新兴产业创新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战略性新

兴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对比研究方面，贺正楚等人 [81]

对中国生产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问题进

行了探讨，李林玥 [82]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型

产业的耦合促进机制进行了研究。

在不同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比研究中，周

松兰等人 [83] 通过中日韩 LED 专利和论文典型实证

分析与比较，寻求创新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的路径优化对策；商华 [84] 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关于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构建了创新生态环

境因子模型；张晓欢等人 [85] 介绍了一些发达国家

和新兴经济体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侧、供给

侧和产业主体支持等方面的经验；李星等人 [86] 基

于 2014 年的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选

取的 11 个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创新能力进

行了比较。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对比研究，为未

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克服发展过程中的创新

惰性，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在吸取经验的同时，

要注意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灵活借鉴。

中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增长

结构以及实现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一

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是推动

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关键。要更好地理解

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找出影响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的因素，需要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入

手，再从宏观、微观环境等方面寻找其影响因素，

同时参考在研究时使用的不同方法与比较研究的

相关文献，以此获得对该方面研究的系统认知。 
此外，从研究现状看来，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但是对其发展的深入研究

较少。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视，使其已成

为热门研究课题。目前，学界虽然对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研究数量较多，但大多数只是宏观地探讨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及某些影响因素。一方面，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包含不同行业，各个产业的

特性存在差异，对于具体某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发展还需要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另一方

面，对于技术、政策以及融资环境等某一因素对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研究慢慢增多，但是对不

同因素带来的交叉影响研究还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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