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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榜挂帅”何以助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基于产学研合作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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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我国Ａ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手工方式收集各地级市开始实施“揭榜挂帅”制度的时
间，并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测度体系，探究“揭榜挂帅”制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

“揭榜挂帅”制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该结论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之后依然成立；

从作用机制来看，“揭榜挂帅”制度能够有效推动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进而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

结果表明，在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强和对外开放水平较高的样本中，“揭榜挂帅”制度对企业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支撑作用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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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２０２３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赴黑龙江实地考察时初
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突破性概念，并强调要“整合

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１］。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以新

促质”，即以创新驱动新经济变革、以新经济引领高质量

发展［２］。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历史性战略

机遇不容忽视，形成并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传统生产

力向新质生产力转型，成为抢占发展制高点、培育竞争

新优势、蓄积发展新动能的“先手棋”。就微观企业而

言，在百舸争流的时代大潮中，如何抓住新质生产力发

展机遇，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对于企业真正掌握竞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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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主动权至关重要。

早在２０１６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可以探索搞
揭榜挂帅，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

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２０２０年，“十四五”规
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提出，要改革重大科技
项目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制度。“揭榜挂

帅”制也被称为科技悬赏制［３］，其聚焦于解决重要领域

的核心技术难题，以结果为导向，面向不特定创新主体，

通过高额悬赏征集可以解决问题的科技创新成果，是一

种事后资助型科研组织模式。其中，“榜”是指制约企业

和行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需求；“揭榜”是指有能力的

单位、团队或个人等针对技术需求提出解决方案，并以

实际成果进行兑现；“挂帅”则体现了不论资质、不设门

槛、选贤任能、唯求实效的人才政策。

“揭榜挂帅”以解决问题成效为衡量标准，可以通过

市场竞争充分激发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创新主体的

创新活力、增强创新资源配置效率［４，５］，是实现“卡脖子”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方式［６］，这与新质生产力以科

技创新为核心驱动的特征较为契合。那么，在我国经济

增速换挡的关键时期，“揭榜挂帅”制度能否通过科技创

新驱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如果能，其背后的机制是

怎样的？厘清上述问题，将有助于从“制度创新”视角进

一步明晰促使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有效路径。鉴于

此，本文以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我国 Ａ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
为研究对象，考察“揭榜挂帅”制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

影响效果及作用机理，以及“揭榜挂帅”制度通过影响产

学研合作作用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机制路径。

本文边际贡献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虽然大量研

究从理论层面剖析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涵、实现路径

以及价值意蕴［７，８］，但却鲜有文献聚焦促进企业新质生

产力水平提升的制度因素，并展开相关实证研究。本文

通过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测度体系，深入验证“揭榜挂

帅”制度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为理解“制度创

新”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二，已有研究多运用理论或案例分析的方法探讨“揭

榜挂帅”制度的运行机制、实施困境以及创新管理等问

题［３，６，９］，尚未对“揭榜挂帅”制度在微观企业行为方面的

影响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利用手工方式收集各地级

市开始实施“揭榜挂帅”制度的时间，理论诠释并实证分

析“揭榜挂帅”制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有助于加

深学界对“揭榜挂帅”制度微观经济效应的探讨。第三，

本文提出“揭榜挂帅”制度通过影响产学研合作作用于

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路径机制，并从高新技术企业、知识

产权保护水平、对外开放程度３个方面，刻画出“揭榜挂
帅”制度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边界条件，对提高

“揭榜挂帅”制度实施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１　制度介绍与文献回顾
１１　制度介绍

“揭榜挂帅”制度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两阶段：第一

阶段为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属于地方先行探索阶段。２０１６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初

次提出“揭榜挂帅”的概念，在此之后，贵州、广东、浙江、

山西等省份先后试点，推动“揭榜挂帅”制度落地实施。

在这一阶段，由于缺乏规范性文件做指导，“揭榜挂帅”

制度的目标趋于分散化，各试点地区实施情况存在较大

差异。第二阶段为２０２０年至今，属于中央政府主导阶
段。２０２０年，“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改革重大科技
项目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制度。同年，“揭榜

挂帅”制度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府工作报

告中被多次提及，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揭榜挂帅”制度的

高度重视。随后，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发布“揭榜

挂帅”管理办法和工作方案，探索实施科研项目揭榜攻

关。至此，“揭榜挂帅”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开，其目标

也回归至以市场需求为核心的问题导向，成为解决制约

企业和行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需求的重要手段。

在当前实践中，“揭榜挂帅”主要以政企联合的形式

展开，政府会定期面向所在区域企业公开征集技术需求，

然后组织专家进行论证遴选，选取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需求

发布榜单。其中，政府作为发榜方，主要发挥中介作用为

关键核心技术供需双方“牵线做媒”，区域内企业为技术

需求方，国内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机构、团体或

个人均可为揭榜方。“揭榜挂帅”项目的资金主要来自技

术需求方，其次是政府的部分补助资金。“揭榜挂帅”制

度的实施流程一般包括发布项目榜单（需求征集、需求遴

选、需求发布）、揭榜申请与论证（申请揭榜、论证揭榜、张

榜发布）、项目监管与验收（中期评估、项目验收、奖金兑

现）３个阶段［９］。与传统科研项目组织模式相比，“揭榜挂

帅”制度体现了需求侧、颠覆式和开放式创新的多维导向，

同时，其不设门槛，面向国内外广招贤才，主张以市场机制

最大限度激发科研主体的创新活力和揭榜热情，以此集中

优势资源帮助区域内企业实现重大科技创新需求攻关，且

十分重视科技创新攻关成果在整个区域的推广，对区域内

企业的科技创新及其相关活动有重要影响。

１２　文献回顾
当前，学者们已针对“揭榜挂帅”制度的运行机制、

实施困境、优化策略及经济后果展开初步探讨。在运行

机制方面，现有研究将“揭榜挂帅”制度的实施流程大致

划分为需求征集与发榜、揭榜申请与论证、项目监管与

验收３个阶段［３，１０］。在实施困境与优化策略方面，已有

研究表明，现行“揭榜挂帅”实践存在战略目标不统一、

项目筛选机制不完善、主体行为异化等问题，可通过聚

焦产业共性难题、改革榜单来源与揭榜评审机制、建立

供求对接平台等路径进行优化［６，９］。在经济后果方面，

卓乘风和陈劲的研究表明，“揭榜挂帅”可通过提升全要

素生产率和自主创新能力赋能我国科技自立自强［４］。

此外，现有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多以理论分析为主，

其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要义、形成条件、功能定位、实践

路径等进行了深入探讨［７，８，１１］，并突出强调了数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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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１２］、颠覆式创新［１３］等因素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以及新质生产力在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１４］、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２］等方面发挥的积极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亦

有少部分学者利用多维度指标体系构建的方式对新质生

产力展开测度，探究数智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

提升效应［１５］，以及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助推效果［１６］。

总的来说，当前学界对“揭榜挂帅”制度和新质生产

力已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探讨，而从实证层面探析二

者驱动因素与经济后果的研究仍然有限，尽管现有的少

部分实证研究也开始关注“揭榜挂帅”制度对实现我国

科技自立自强的宏观经济效应，以及数智化转型等企业

特质对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影响。但目前

尚鲜见文献基于“制度创新”视角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

驱动因素进行研究，同时，对于“揭榜挂帅”制度在微观

企业方面的经济后果，现有文献亦未给予足够的关注。

鉴于此，本文拟探究“揭榜挂帅”制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

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２　理论分析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绿色生产力、数字生产力，因

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加快构建以问题和需

求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体系，强化绿色低碳、高端数智等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１７］。“揭榜挂帅”制度作为一种新型

科研组织模式，体现了需求侧创新的价值导向［１８］。在榜

单定制环节，主要分为以下三种形式：若由政府定制榜

单，政府通常会在广泛的企业调研基础上，瞄准制约经

济社会与区域行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需求，进行论证

张榜；若由政府与企业联合定制榜单，政府将会直接面

向区域内龙头、骨干等企业广泛征集“卡脖子”技术需

求，进行论证遴选；若由企业单独定制榜单，那么企业便

会直接围绕自身技术需求面向全球张榜求帅。基于以

上形式，“揭榜挂帅”制度能够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需求

征集与决策中的主体地位［９］，实现市场供需的有效对

接，将核心绿色、智能技术攻关成果精准推广至区域内

企业，从而加快区域内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更加突出了原创

性、颠覆性创新的特质［１３］。科技项目“揭榜挂帅”制度

作为我国深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为我

国发展颠覆性创新提供了制度机制支持。首先，在榜单

定制环节，“揭榜挂帅”制度十分重视榜单项目的技术领

域及其前瞻性，精准聚焦于共性科技前沿领域［１９］，主张

从源头和底层帮助企业实现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

其次，在项目验收环节，“揭榜挂帅”制度以解决问题成

效为衡量标准进行奖金兑付，在激发主体创新活力和创

造力的同时［５］，不会对揭榜方的研发过程实施较多的限

制与干预，能够给予创新主体最大限度的行动自主

权［２０］，是一种高度灵活的科研组织模式，非常利于开展

颠覆性创新这种不确定性高、非共识性强的科研项目，

最终将颠覆性创新成果惠及区域内企业，以颠覆式创新

驱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并非一

朝一夕之功，企业需要保持战略定力，通过新型举国体

制加速实现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显然，“揭榜挂帅”可以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

体现了开放式创新的价值导向。在揭榜申请与论证环

节，“揭榜挂帅”制度摈弃以往科技创新制度“论资排

辈”“以‘帽’取人”的硬规矩，不论资质、不设门槛、选贤

任能、唯求实效，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企业、科研院所、高

校、新型研发机构等多元主体的创新积极性与揭榜热

情［６］。在此基础上，通过鼓励不同创新主体开展联合揭

榜，“揭榜挂帅”制度能够进一步加强创新主体间的交流

与互动［１８］，有助于集中优势资源进行联合攻关，极大地

提升了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成果产出水平［２１］。在

“揭榜挂帅”制度的实施下，企业可以举众人之力实现关

键核心技术突破，以此摆脱对传统发展模式和生产方式

的依赖，推动生产力不断实现质的跃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揭榜挂帅”制度能够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产生积极影响。

当今大科学时代，协同创新在科研项目攻关中发挥

巨大的作用［２２］。“揭榜挂帅”制度通过设定高额悬赏

金、进行荣誉表彰、创建职称申报“绿色通道”等的激励

机制，可以吸引国内外科研院所、高校、新型研发机构等

创新主体前来揭榜，将广泛的创新主体置于同一机制之

下［１８］，有助于加强区域内企业与不同创新主体间的交流

与互动，为区域内企业与世界一流高校、科研机构建立

联系并开展产学研合作提供了契机；同时，“揭榜挂帅”

实施过程中，为提升项目的揭榜攻关成功率，政府通常

会采取多种举措来推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以组建创

新联合体的方式进行联合揭榜，如建立产学研合作平

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也为区域内的企业开展产

学研合作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基于产学研合作的形式，企业可以汇聚来自学界和

业界的优势资源，实现资源互补、知识重组和信息共

享［２３］，从而加快颠覆性技术创新步伐。颠覆性技术创新

能够不断催生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的组织模式，

以此推动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１３］。此外，在产学研合作

的基础上，企业可与目标高校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校企合

作与定向委培关系，并与科研院所合作为学生和员工提

供实践机会，从而进一步完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加强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高层次人才培养［２４］，畅通教育、

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加快形成并发展新质生产力。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揭榜挂帅”制度通过促进企业开展产学研合
作，进而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３　研究设计
３１　数据来源

本文以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我国 Ａ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
象。本文剔除了业绩较差的ＳＴ和ＳＴ企业、金融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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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异常及数据存在缺失的样本，对所有连续变量进

行了１％和９９％分位数上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样本数据
共１３１２６条，数据来源于ＣＳＭＡＲ数据库、ＣＮＲＤＳ数据库、
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级市政府和科技局网站。

３２　新质生产力指标
３２１　新质生产力指标测算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及其优

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２５］。就劳动者而言，与新质生

产力发展相匹配的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２６］。

就劳动资料而言，新型劳动资料不仅包括硬件设备、基

础设施等物理型劳动资料，还包括以人工智能等前沿数

字技术为依托的知识型劳动资料，以及致力于实现关键

性、颠覆性技术突破的创新型劳动资料。就劳动对象而

言，新型劳动对象在包含传统物态化对象的基础上，还

包含了数据、信息、知识、服务等非物质形态的对象［８］，

它们以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即智能化、绿色化、高端

化，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作为结构承

载［１１，２６］。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立足于新型劳动者、新型

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３个层面，构建企业新质生产
力发展水平指标测算体系（如表１所示），并通过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方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形成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水平（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综合指标。

表１　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指标测算体系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度量方式 方向

新型劳动者　

知识型劳动者 高学历人员占比 研究生及以上人数／员工总数 ＋

技能型劳动者 技术人员占比 技术人员数／员工总数 ＋

创新型劳动者 研发人员占比 研发人员数／员工总数 ＋

新型劳动资料

物理型劳动资料 硬件设备与基础设施 固定资产净额／资产总计 ＋

知识型劳动资料

人工智能采纳度
借鉴已有研究［２７］，用ＬＮ（上市公司当年申请的人工智能专利总
数＋１）衡量

＋

数据资产
借鉴已有研究［２８］，用ＬＮ（市场价值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金
融资产）衡量

＋

创新型劳动资料

研发经费投入 研发投入／营业收入 ＋

突破式创新产出
借鉴已有研究［２９］，选取５年窗口期，以ＩＰＣ专利分类号前四位为
基础识别突破式创新产出

＋

新型劳动对象

传统

产业

智能化 数字化转型 文本分析法 ＋

绿色化 绿色低碳转型 参照已有研究［３０］，采用文本分析法衡量 ＋

高端化 技术密集型转型

参照已有研究［３１］，选取固定资产比例和研发支出薪酬比例作为

分类指标，区分技术密集型行业，若企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取

１，否则取０
＋

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企业 若企业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取１，否则取０ ＋

未来产业 机器人渗透度 借鉴现有方法［３２］，构造企业层面机器人渗透度指标 ＋

①图１的绘制方法是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ｏｖｉｎｃｅ升序排列均分成７份，然后计算每一组别对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ｅａｎ的均值。图形的横轴为组别
序号，纵轴为每一组别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ｅａｎ的均值。

３２２　指标有效性验证
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是本文的

被解释变量，因此其数据质量的可靠性对研究结果的有

效性至关重要。鉴于此，本文参考宋德勇等的做法［３３］，

通过考察两个变量间是否存在共同变化趋势，检验本文

所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具体地，参

考韩文龙等的研究［１６］，从实体性要素和渗透性要素两个

维度对各省级行政区的新质生产力指数进行测度，同

时，计算本文所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的年度省级层

面均值，然后将省级新质生产力指数（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与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的年度省级层面均值（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ｅａｎ）进行比较，绘制两者的散点图。如图１
所示，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ｏｖｉｎｃｅ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ｅａｎ呈现明
显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本文所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具备

较高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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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省级新质生产力指数的有效性分析!

３３　变量定义
３３１　被解释变量

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在参考
周文和许凌云、黄群慧和盛方富等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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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要素特质等论述的基础上［８，２６］，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

发展水平综合指标。详见上文所述。

３３２　解释变量
“揭榜挂帅”制度（Ｌｉｓｔ）。本文采用手工方式收集

全国各地级市正式实施“揭榜挂帅”制度的时间，构建

“揭榜挂帅”制度（Ｌｉｓｔ）指标。首先，在各地级市政府和
科技局官网的首页检索框，对“揭榜挂帅”“赛马制”“科

技悬赏”等关键词进行全文（标题 ＋正文）精确检索；其
次，将全部检索结果按时间升序排列，从第一个检索结

果开始人工阅读筛选，分别记录各地级市科技项目首次

入围省级“揭榜挂帅”制项目榜单、正式印发《科技项目

揭榜挂帅工作实施方案／管理办法》、发布“关于组织征
集市级‘揭榜挂帅’项目需求通知”的年度，选取三者中

的最早年度作为地级市首次实施“揭榜挂帅”制度的时

间；最后，设定“揭榜挂帅”制度（Ｌｉｓｔ）指标，当地区 ｉ在
第ｔ年实施“揭榜挂帅”制度，则地区 ｉ在 ｔ年及以后各
年的Ｌｉｓｔ值均取１，否则取０。
３３３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ｓ）。参照已有文献做法［３４］，本文

选取上市年限（Ａｇｅ）、企业规模（Ｓｉｚｅ）、企业所有制
（Ｓｏｅ）、资产负债率（Ｄｅｂｔ）、获现能力（Ｃａｓｈ）、盈利能力
（Ｐｒｏｆｉｔ）、独董占比（Ｄｉｒ）、股权集中度（Ｓｈａｒｅ）、两职合一
（Ｄｕａｌｉｔｙ）、机构投资者持股（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为控制变量。表
２为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Ｎ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３１２６ ０１８１ ００７４ ００５９ ０１７１ ０４０６
Ｌｉｓｔ １３１２６ ０３１８ ０４６６ ０ ０ １
Ｓｉｚｅ １３１２６ ７７６６ １１３４ ５３３３ ７６８２ １０８３１
Ａｇｅ １３１２６ ２１６８ ０７５２ ０６９３ ２１９７ ３３３２
Ｓｏｅ １３１２６ ０２６０ ０４３９ ０ ０ １
Ｄｅｂｔ １３１２６ ０４１５ ０１９０ ００６８ ０４０８ ０９０４
Ｃａｓｈ １３１２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５ －０１２５ ００５１ ０２４６
Ｐｒｏｆｉｔ １３１２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７２ －０２７５ ００４１ ０２３２
Ｄｉｒ １３１２６ ０３７７ ００５２ ０３３３ ０３６４ ０５７１
Ｄｕａｌｉｔｙ １３１２６ ０３２２ ０４６７ ０ ０ １
Ｓｈａｒｅ １３１２６ ０５７７ ０１４３ ０２４５ ０５８３ ０８８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１３１２６ ０５７３ ０５３７ ０００２ ０４７６ ３１８５

３４　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对主假设（Ｈ１）进行检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ｔ＝α０＋α１Ｌｉｓｔｉ，ｔ＋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δＹ＋δＩ

＋δＰ＋εｉ，ｔ （１）
式（１）中，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ｔ表示企业 ｉ在 ｔ年的新质生

产力水平；Ｌｉｓｔｉ，ｔ表示企业总部所在地级市“揭榜挂帅”
制度实施情况的虚拟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表示控制变量；εｉ，ｔ
表示随机扰动项。本文引入时间（δＹ）、行业（δＩ）和省份
（δＰ）固定效应，采用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４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４１　基准回归结果

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Ｌｉｓｔ的系数均在１％水平显著为
正。这说明，在“揭榜挂帅”制度的影响下，各类创新主

体攻坚克难的积极性得以充分激发，他们助力企业在关

键核心技术方面不断实现新的突破，通过创新驱动了企

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该结论证实了创新制度变迁是新

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制度渊源之一。

表３　基准回归
（１）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Ｌｉｓ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３７０９） （２９２５）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年度、行业、省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３１２５　 １３１２５　

ＡｄｊＲ２ ０６３４ ０７２３

　　注：（１）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２）括号内是经城市
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调整的ｔ值。表５、表６和表７同

４２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４２１　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法

为有效缓解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各地

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Ｎｕｍｂｅｒ）作为工具变量。
首先，从相关性来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主要以高新技

术开发区的模式分布，其多依附于科创资源丰富、科技

力量雄厚的大城市，因此，当某一地区拥有高新技术企

业的数目较多时，则意味着当地的创新环境较优、创新

氛围浓厚，它们会更加重视利用“揭榜挂帅”等新型创新

制度开展关键性颠覆性技术攻关。其次，从外生性来

看，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除受相关政策和制度的

影响外，则更多地取决于自身的资源基础与创新能力，

与其所在地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没有直接关系。

表４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列（２）显示，在
通过不可识别检验、排除弱工具变量的情况下，将工具

变量回归的拟合值代入基准模型后，Ｌｉｓｔ的参数估计值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减轻内生解释变量问题后，“揭
榜挂帅”制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

表４　工具变量法
（１） （２）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Ｌｉ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ｕｍｂｅｒ
０００２

（１４３３０）

Ｌｉｓｔ
００５６

（３９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０４０１１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５４９８７［１６３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行业、省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３１２６ １３１２６

ＡｄｊＲ２ ０７８７ ０７０３

　　注：（１）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２）第一阶段回归中，
括号内是ｔ值；第二阶段回归中，括号内是ｚ值表３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列（１）和列（２）显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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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一是更换“揭榜挂帅”

制度衡量方法。参考卓乘风和陈劲的研究［４］，利用文本

分析方法识别各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与“揭榜挂帅”

制度相关的关键词。若地区ｉ在第ｔ年首次出现相关关
键词，则地区ｉ在ｔ年及以后各年的 Ｌｉｓｔ＿１值均取１，否
则取０。二是更换企业新质生产力衡量方法。考虑到主
成分分析法在处理高维数据方面同样存在显著优势，本

文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合成企业新质生产力综合指标进

行回归。三是采用高阶联合固定效应模型。本文借鉴

Ｍｏｓｅｒ和Ｖｏｅｎａ的方法［３５］，在控制年度、行业和省份固定

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年度 ×行业”和“年度 ×省
份”高阶联合固定效应。四是控制地区层面因素影响。

根据以往研究［３６］，本文选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

程度、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地方政府干预程度４个可能
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影响的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将其

纳入模型（１）回归。上述结果如表５列（１）至列（４）所
示，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５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更换揭榜挂帅制度

衡量方法

更换企业新质生产力

衡量方法

采用高阶联合

固定效应模型

控制地区层面

因素影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１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Ｌｉｓｔ＿１
０００３

（２１１２）

Ｌｉｓｔ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２７１２） （２２５９） （３１１５）

地区层面因素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行业、省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行业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年份×省份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Ｎ １３１２５　 １３１２５　 １３０７５　 １０８９９　

ＡｄｊＲ２ ０７２３ ０３８９ ０７１８ ０７２６

５　渠道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５１　渠道机制检验

本文借鉴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和Ｐｈｅｌｐｓ的研究［３７］，识别上市企

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申请专利的数量，以此作为企

业产学研合作程度的代理变量（ＩＵＲ）。具体而言，本文
通过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检索上市企业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的专利申请信息，筛选出上市企业与高校
和科研院所同为申请人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将

其界定为产学研合作成果，用企业当年产学研合作成果

数量加１取对数来衡量产学研合作（ＩＵＲ）。同时，本文
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对渠道机制进行检验：

ＩＵＲｉ，ｔ＝β０＋β１Ｌｉｓｔｉ，ｔ＋μ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θＹ＋θＩ＋θＰ＋τｉ，ｔ
（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ｔ＝ρ０＋ρ１Ｌｉｓｔｉ，ｔ＋ρ２ＩＵＲｉ，ｔ＋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σＹ＋σＩ＋σＰ＋ωｉ，ｔ （３）
式（２）、式（３）中，ＩＵＲｉｔ为中介变量，表示企业 ｉ在 ｔ

年的产学研合作程度，其他变量定义与模型（１）一致。
表６列（２）显示，Ｌｉｓｔ系数在５％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
“揭榜挂帅”制度施行可以促进企业产学研合作。列

（３）所示，在纳入中介变量（ＩＵＲ）后，Ｌｉｓｔ的系数为
０００３，较列（１）的估计系数０００４有所减小，并且依然
通过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ＩＵＲ的估计系数在１％水平
上显著正向。由此说明，“揭榜挂帅”制度的实施可以促

进企业产学研合作，进而提升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

平。另外，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０１，０００３），
为不包含０值的正区间；Ｓｏｂｅｌ检验的ｚ统计值为５２９４，
在１％水平上显著，这进一步证实了本文所提出的“揭榜
挂帅－产学研合作－新质生产力”三位一体理论框架。

表６　渠道机制分析

（１）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２）
ＩＵＲ

（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Ｌｉｓｔ
０００４ １１４４ 　　０００３

（２９２５） （２１７０） 　 （２３４５）

ＩＵＲ
　　０００１

　（１０４４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行业、省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３１２５　 １３１２５　 　　１３１２５

Ｓｏｂｅｌ检验ｚ值 　　５２９４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置信区间 （０．００１，０．００３）

ＡｄｊＲ２ ０７２３ ０２７９ 　　０７４８

５２　异质性分析
５２１　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异质性分析

“揭榜挂帅”制度的实施初衷是通过“企业放榜、能

者揭榜”的机制解决制约企业和行业发展的前沿核心技

术难题。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知识与技术密集的经济实

体，主要致力于持续的技术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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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某些行业或领域内的佼佼者。因此，与非高新技

术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因前沿“卡脖子”技术需求进

行“张榜”的概率更高，且高新技术企业一般都具有较高

的经济增长潜能，拥有较为充足的资金实施“揭榜挂

帅”，进而驱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鉴于此，本文按是

否为高新技术企业分组进行回归，表７列（１）和列（２）显
示，在高新技术企业组中，“揭榜挂帅”制度对企业新质

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５２２　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异质性分析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在保护创新，较高的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能够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与营商环境，在

鼓励企业积极“放榜”的同时，进一步激发其他创新主体

的创新意愿与“揭榜”热情，从而加速区域内核心技术的

攻关与推广进程，助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鉴于此，

参考沈国兵和黄铄臖的研究［３８］，本文以城市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审判结案总数度量企业所在地知识产权保护程

度，按年度中位数分组进行回归，表７列（３）和列（４）所
示，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强的地区，“揭榜挂帅”制度

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大。

５２３　基于对外开放程度的异质性分析
对外开放是国家或地区主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

程。就区域对外开放而言，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区域内企

业获取国外前沿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将其应用至先进生

产力的发展中去，还可以吸引国外顶尖技术人才前来“揭

榜挂帅”，助力区域内企业不断实现新的关键性颠覆性技

术突破，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鉴于此，本文以进出

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度量企业所在地级市的对

外开放程度，按年度中位数分组进行回归，表７列（５）和列
（６）所示，在区域对外开放程度较强的情形下，“揭榜挂
帅”制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

表７　异质性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高新技术

企业

非高新技术

企业

知识产权保护

程度高

知识产权保护

程度低

对外开放

程度高

对外开放

程度低

Ｌｉｓ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３３９８） （１０９５） （２８２７） （１４１９） （２４０４） （０９７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行业、省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６０６　 　１０５１２　 ５７２１　 　５７２７　 ７１１２　 ６０１１　

ＡｄｊＲ２ ０６６２ ０７３８ ０６４５ ０７９７ ０７５８ ０６８３

费舍尔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６　结论与启示
６１　研究结论

本文以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我国Ａ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
研究对象，探究“揭榜挂帅”制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

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１）“揭榜挂帅”制度能够对
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该结论证实了创新

制度变迁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制度渊源之一；（２）
从作用机制来看，“揭榜挂帅”制度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开

展产学研合作，进而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３）异质
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较强和对外开放水平较高的样本中，“揭榜挂帅”制度对

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

６２　政策启示
第一，重视“揭榜挂帅”制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推动作用，持续完善“揭榜挂帅”制度运行机制。首

先，在榜单定制环节，政府应明确“揭榜挂帅”制度目标

设计定位，聚焦制约企业和行业发展的“卡脖子”关键共

性技术需求实施揭榜攻关，以充分体现“揭榜挂帅”制度

需求侧和颠覆式创新的价值导向；其次，在揭榜申请环

节，为吸引广泛的创新主体前来揭榜挂帅，集中优势资

源开展技术攻关，政府可通过主流媒体宣传、举办“创新

挑战赛”等形式，增加项目榜单知名度；最后，在揭榜论

证与成果验收环节，政府应彻底破除对揭榜方评选时的

地域门槛限制，重点关注揭榜方所提供技术攻关方案的

先进性、针对性和可行性，并进一步探索物质奖励与精

神奖励相结合的奖励体系。

第二，重视发挥“揭榜挂帅”制度对企业产学研合作

的推动作用，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人是生产力中

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政府应重视利用“揭

榜挂帅”制度推动企业主导下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完善

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在“揭榜挂帅”实施过程中，政府

可引导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通过组建创新

联合体的方式进行联合揭榜，强化创新主体间的交流互

动，待揭榜攻关成功后，政府仍可利用科研经费定向扶

持、资助的形式，鼓励当地企业继续与科研院所、高校保

持长久稳定的合作关系，以产学研合作的方式培养更多

融知识、技能、创新为一体的高水平复合型新质劳动者，

同时，进一步加快科创资源集聚，着力打造开放式创新

系统，加快形成并发展企业新质生产力。

第三，“揭榜挂帅”制度实施过程中，政府需结合实

际情况精准施策。首先，鉴于高新技术企业在利用“揭

榜挂帅”制度推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上具有先天优

势，因此政府有必要加大对非高新技术企业的“揭榜挂

帅”专项补贴、科研经费支持力度，推动其充分参与到

“揭榜挂帅”制度的实践中；其次，考虑到“揭榜挂帅”制

度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强和对外开放水平较高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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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政府应从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强化、知识

产权法庭机构设立等多个方面入手，全面提升各地区的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并根据各地区发展现状，制定有针

对性的支持和引导政策来推动区域对外开放，从而充分

发挥“揭榜挂帅”制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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