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卷第 4期 

2001年 8月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JOURNA1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Vo】4 No 4 

Aug，200i 

论企业规模与 R D投入相关性 

刘国新，李 勃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 

摘要：在各国学者对企业规模与 R＆D投入相关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特的具有综合 

反映特征的指标：相对 R＆．D支出弹性．刺用该指标深八分析了美国、中国及武汉企业规模与 

R＆D投八强度的关联．比较了它们之问大中型企业R＆1)行为异同．得到了具有强解释力的结 

论 论文还对不同产业的 R I)投入行为差异作 了较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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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企业 规模 与 R＆D投入 强度具 有 紧密相关 

性．从 70年代开始，许多国外的经济学家对此进 

行 了 深 入 的 研 究 和 探 讨l】．他 们 针 对 美 国 和 

OEcD等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实际进行的研究，得 

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台 

中国的实际，建立了“相对 R D支出弹性”等全 

新指标．深入分析不同规模结构下企业和产业 

Rg,D投^行为．并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得 

到了一些有用结论，其中主要的结论是．大中型企 

业是R＆ 【]投入的主导力量：一般说来，平均规模 

组越尢 ，R＆ D相对 弹性 越大 ．R＆D投入 强度 越 

大．但是当企业规模过于庞大时，由于替代效应的 

作用，大企业的 R＆D投入强度有可能小于规模 

相对较小的竞争对手． 

1 企 业 规 模 与 R&I) 

R D支出弹性 

结果表明 ，前 l00个最大的 R＆1)项 目占全部被 

研究国家 R＆D总支出的 3／4以上．前 40个最大 

项 目占全部 R&D的 1／2以上．前 8个项 目占全部 

投 资的 30 以上 ，荷兰最大 的前 j个 R＆D项 目 

占全部 R＆ D支出的 2／3． 

60年代蹦来．这种集中的状况有明显减少． 

这主要归固于一些小型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迅速 

增长．尽管如此，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小企 

业完 成的 R＆D投入 比例一般都 小于 5 ．在美 

国、5000员工 以上企业的 R＆D支 出占全产 业支 

出的 89 (1 970年)，l978年为 90 ．在英国和法 

国这个比例为7j 左右． 

1．1 相对 R＆D支出弹性指标 

为了描述在一定的规模结构分布下，不同规 

模的企业 (即大 中小 型企业)Rg．D投资强度 的差 

异性．设计了一个“相对 Rg．D支出弹性”指标．这 
一

指标可以有二种表现形式： 

支出：相对 聪=暴 墨鲁 

本世纪 60年代 ，对企业规模与 Rg．I)支出的 

相关性 研究 进入实证 阶段 ，OECD在 l 967年对 

l0多个国家产业的 Rg,-．D集中度进行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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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前 n个企业 R&D支出相对比重 
产业前 个企业就业人数相对比重 

，。 ： 前 位企业销售的相 

对 R&D支出弹性 

些煎 个企业R&D支出相对比重 
产业前 个企业销售收人相对比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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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1)也可变形为 

产业前 n个企业 R＆D支出 ／ 
产业总 R＆D支出 ／ 

产业前 个企业就业数 一 
产业就业人数 

产业前 个企业每员工 R&D支出 

产业人均 R＆D支出 

因此该指标反映了产业内前 个企业每职工 R＆D 

支出与产业人均R＆D支出的比较，该比值越大， 

说明产业 内规模处于前 n位的较大企业比规模小 

的企业有更大的R&D投资强度；反之则有更小的 

R D投资强度． 

而指标 (2)反映了产业前 n位企业相对销售 

收人的 R&D 投资强度 与产业平均强度的 比较． 

这 2个指标分别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前 位企 

业与规模较小的 ，门一 个企业(该产业的企业数 

为 )之问的 R&D标准强度的差异．指标的特点 

在于具有综合性．综台考虑了企业的三大要素： 

R&D投入 劳动力投人、产出(用销售收入衡量)． 

指标的取值有下面三种情况 ： 

辟 (orE~)> l，表明所考察的前 个企业比 

后 ，门一一个企业平均来看有更大的 R&D投资强 

度，且高于产业(或社会)的平均R&D投入强度． 

此外 还反映了销售与R＆D的相关性， ％> 

1％ ，表明销售收人比重每增加l ，导致其 R&D 

投人比重增加 ％> 1％ 则其相对 R&D弹性 

是较大的． 

(or )<1，表 明前 位企业比后 m一 个 

企业的平均 R＆D投资强度小．小企业在 R＆D中 

占主导地位．同样 <1．表明前 位企业销售收 

人 比重增加1 ，导致其 R＆D投人比重仅增加 

E <1蹦．其相对 飚 j)弹性较小． 

鹾 (or )=1，相对 R8 D弹性处于中性，全 

部产业中，大中小型企业 R8 D投入强度相当． 

1．2 美国大企业的 RS，D投资强度 

以美国70年代最大的300个R＆D项 目为例． 

用以上指标评价大中小型企业在 R&D投资强度 

的差异性．资料显示 ．这g00个最 大的 R&D投 

资项 目大致 与最大 的470个企业的 RbD 支 出相 

等．大约占全部企业 R＆D支出的90 ．因而实际 

反映了RS I)在不同企业间的集中度． 

表l 美国最大 R邑l】项目的 Rg．D、 

净销售、总员工的百分比(1 970) 

项目规模 1累计R＆D I 净销售 I员工总数 

前 4 

前 8 

前 20 

前 4O 

前 100 

前 200 

前 300 

l8 

32 

55 

66 

9 

87 

91 

8 

11 

19 

27 

39 

50 

62 

资料米振：[美]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72． 

PP．46-47) 

表l是美国最大的300个 R＆D投资项 目，按 

前4．前8，⋯⋯前3f)(I排列的 R D比重 ．净销售和 

雇佣人数比重．显然这些大项目所在的最大的470 

家企业 ，其 R&D投入、销售和员工数 占了全部拥 

有量的6O 以上．其中，R&D投人占9l ．因此美 

国70年代的R&D投入是以大企业为主的． 

表2 美国丈企业的相对 R＆D支出弹性 

项 目规摸 l 群 

20 2； f } 前 8射 0 43 f I 前4。 2． 69 l 
l 前 100 2 0o5 2 n?9 I 

J 前200 1 740 1．740 J 

I 塑竺!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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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相对 Rt-D支出强度不如规模紧随其后的 

大型企业．这一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 ，有待针对不 

同国家近期的数据进一步研究． 

1．3 中国大中型企业的 R＆J)投入强度 

中国不同类型企业的 R8D投人与美国相 比 

具有类似的一面和差异的另 r一方面．以《中国科技 

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女的有关数据资料，测 

算了中国大中型企业的相对 RS+D交出弹性(见 

表3) 

表3 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相对 R＆D支出、销售收^ 

和职工数的百分比殛相对 R＆D支出弹性(1996年) 

企业规模l ≯ I 
特大以上 16．0 J 8．1 

特一m上 39．0 1 18．0 

特二蹦上 J 64 3 30．9 

中型以上 l 89 6 52 8 

17 6 l1 975 0．909 

34．d l 2 16711．134 
52．2 『2

． 081l1 231 

79 5 1．697ll 127 

来源：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l997》《中国统计年鉴· 

1 997》计算整理 

从表3可以得 到如下结论 ： 

①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 的 R＆D支出平均强 

度大于小型企 业； ， 基本 上大于l，表 明按销 

售收人和按职工总数平均．大中型企业的R＆ r) 

投人强度大于产业的平均强度． 

② 随考察企业数 的增多(即平均规模减 

小)，基本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但特大以上的 

小于特一以上和特二 以上，并且特大以上的 小 

于其他三种情况，这与美国的企业类似(参 见表 

2)．这说 明特 大型企业的 R＆r)投八强度 平均 来 

看还不如其他几种规模类 型．这再次证明了企业 

规模与R＆．1)投入强度之间关联的非单词性． 

特大型企业的这种 R＆D投入强度不足的现 

象 ，主要是 由于 R＆ D动 力机制不 足 ．替 代效 应 

CI’he Replacement Effect)(David Besanko，1 996j 

起了支配作用．这主要出现在垄断型市场结构的 

情况．而在特一型和特二型规模结构 F，主要是同 

类规模的寡头之间竞争的市场结构。此时效率效 

应 (The efficiency effectj起 了主导作用’ ． 

@中国大中型企业的 E 远小 于美国大型企 

业．这一点通过比较表2与表3的对应数据即可得 

到 ，它反映了中国大型企业 与小型企业之间 R＆ D 

投入强度的差距 比美国的企业之间的投八强度差 

距小很多．美国等发达国家更能体现大型企业足 

R＆D投资的主要力量． 

④ 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 日 差距q~sJ,．即反 

映了不同类型企业 D 投人 占销售收人 比重差 

别不很大．这似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型企业技 

术创新的动力不足，对市场竞争的反应不太敏锐． 

1．4 武汉大中型工业企业相对 R＆【)支出弹性 

用相对 R＆D支出弹性对武汉市254家大 中 

型企业进行 了研究 ，发现了与全 国情况大致相 同 

的 变化规律 ，得到的结论也基本一致．计算 

结果 见表4 

表4 武汉大中型企业R＆D支出、技术开发人员、新产品锖售收^比重和相对 RS『]弹性(1 995~-) 

企业规模 。 技术开发 技术开 誓 I 聪 鹾 支出 j 发̂数 
I 。J I 1l 5 I 1．893(。．453)I 4 34(o．965) 

特

{

一

N2

型

s4

毗

")
J ’ I s 。 

· 。 l ’ 。。 。。 J l _ 。 37) 

e i 韶。 J s
． 。 ；3 9 l 4筋 1·Z71)J 1 293(1】56, 

中型以上 『 J I 1 
f前删十J J _。 『 。 J j。 75．0 『1 383t1．186)1 2-1(1 186 

与全国的数据不同的是，采用了新产品销售 

收人比重和技术开发支出比重进行计算． 和 

的结果．括号中数值由技术开发支出比重计算 

得到的一无括号数值由R＆I]支出比重汁算得到
．  

从表4可 以看出，武汉的企业规模 与 R＆I1投 

人强度成正相关关系．平均规模越大的企业群．相 

参见 L G⋯  n-Th intentivc tO irmf：vate cnd R＆D s叫 。v ISMO'I l；9s
． Imernatl。na AcadcmJc f1_Jl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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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RS,．D支出弹性也越大．其他结论与对全国的 

分析相同． 

2 不同产业内R＆ D投入差异性 

为进一步探讨企 业规模与 R＆D投入的相关 

性 ．还可以深入到产业这一层擞 ，结合产业特征来 

考察．由于不同产业的技术复杂性、技术进步难易 

度、技术信息来源的差异性．使大企业与小企业面 

临不同的创新机会和成功概率． 

日本经济学家今井贤一动用研究费密度这一 

指标 (研究开发资金 占销售收入的 比例)，将 日本 

产业分为三类：第一类称之为创新产业，研究费密 

度在L 8 上，包括化学、电气机械、精密机械、 

医药、通信、电子等产业，这类产业随销售规模扩 

大．研究开发费上升速度加快．第二类称之为标准 

产业．研究费密度在1．0 ～1．8 之间 包括汽 

车、橡胶制品，一般机械等产业；第三类称之为停 

滞产业 ，研究费密度在!．0 下，包括钢铁，纺 

织、食品等产业．后两类产业随销售规模增大，研 

究费上升速度下降 ，最后停止增加． 

这里，考虑产业的集中度，以绝对集中度 尺 

为依据将工业行业划分为三类：CR ≥ 25％ 为高 

集中度产业，10％≤CR <25％为中等集中度产 

业，CR < 1O％ 为低集中度产业．通过对中国工 

业行业有关数据的测算．我们发现：国内高集中度 

产业主要有石油天然气采选 、电力生产供应 、化学 

纤维工业、石油加工、交通设备制造业．这些产业 

人均技术开发费较高，超过435．4元，销售利润率 

较高，大于10．18 (均为工业平均值)：国内低集 

中度产业主要有纺织业、食品制造业、饲料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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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intensity and scale of firms in USA ，China and W uhan，compares their similarities attd differences of 

R＆D deportment in large and medium sized firms，and then draws strongly explanatory conclusions． 

Key words： elasticity of R＆I)expenditure；scale of firms；R段D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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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model for bi—Ievel distribution network design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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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tribution channel decis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s in supplv chaln manage
—  

ment(SCM )because it has direct effects on other marketing decisions
． In this paper。from the standpoint 

f “ g atton and crmrdination 0i the supply chain，an optimization model for bi—level distribution netw0rk 

d。 g” I11 which demand allocation is considered is put forward
． Demand for products are allocated t。 

branch plants by their respecnve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demands of customer z。nes， 口r0ductions are 

pj ”“ d t。reduce the total COSt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system
．  Fo speed up the s。1ution 0f the Drob 

m’。 ution method that hybridizes heuristic algorithm with conventional branch
． and_b。und meth0d is 

pre “ 。d‘A 。ording to the problem s characteristics，a heuristic algorithm is used t。find a near 0Dtima1 

l Ⅲ ’then the near optima]solution is used as the upper bound in branch and bound t。find optima1 s。
一  

⋯t on-．At the end oi this paper—a numerical example js given
． 

“ Y WOrd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demand allocation：distribution netw。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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