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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新技术企业是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经济主体,其发展离不开科技金融的有效支持。 基于此,采用 2010—2022 年

省级面板数据,探究科技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相关影响。 研究发现:科技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

需求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技术进步、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为其有效传导渠道。 同时,该作用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具体表现在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程度较高地区、技术市场较活跃地区及知识产权政策支持地区四个

方面。 此外,还发现科技人才供给和企业家精神的正向调节作用,以及政府罚没行为的负向调节作用。 鉴于此,应强化科技

金融投入力度,推动技术创新、提高创业水平和助力企业成长,发挥各类政策和制度的激励作用,以此实现金融助力高质量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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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4 年 9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强调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先进制造

业集群,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 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科技创新主力之一,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对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推动科研成果落地的重要平台,承担着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任[1] 。
新质生产力强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通过创新进行不断优化组合,最终形成具有颠覆性、突破性

的先进生产力[2-3] 。 不难看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具有高技能和创新能力的新质劳动力,而高新

技术企业作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生产主体,对高技能和创新型人才具有庞大的需求,容纳了全社会超过半

数的 R&D 人员。 例如,2013—2022 年高新技术企业 R&D 人员占全社会 R&D 人员比重平均值为 58%①。 由

此可见,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吸纳高技能创新型人才就业的重要平台。 同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吸纳大学

生就业的重要平台,提供大量的创新型和技术型岗位,缓解了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2013—2022 年高新

技术企业吸纳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员数从 89 万人增长到 240 万人②。 综上所述,有必要进一步释放以高新技

术企业为代表的创新型主体的劳动力需求,创造更多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创新型和技术型岗位,充分发挥

我国人才红利的优势,以此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向创新主导转型和实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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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以往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具有积极的影响。 根据金融发展和深化理论,金融发展能

够通过降低利率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以此扩大城镇就业[4-5] 。 然而,传统金融难以缓

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6] ,而普惠金融通过消除金融排斥,可有效支持中小企业发展[7] ,进而对中小企业劳动

力需求产生显著影响[8] 。 近些年,随着数字经济的到来,数字金融得到了有效的发展[9] ,其线上金融服务降

低了地理距离带来的交易成本,将传统金融机构忽略的“长尾群体”纳入服务范围内,进一步提升了金融资

源配置效率[10] 。 此外,数字金融借助大数据平台记录评估客户的资信状况也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更好地

实现风险控制[11] 。 以上这些优势能够提高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的意愿,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劳

动力需求[12] 。 根据已有研究可以总结出,金融发展主要通过缓解资金约束来推动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而提

高企业相关生产活动的劳动力需求。 然而,与一般企业不同,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业务涉及科技研发和技

术成果转化等一系列科技活动,这些活动具有高风险、长周期和资金需求量大等特性,而传统金融服务难以

满足这些特性,以金融制度创新为代表的科技金融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13] ,从而缓解企业科技活动的融资

困境。
学界将科技金融定义为专门服务于科技产业、成果转化或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金融系统,包括一系

列金融工具、制度、政策及服务等[14] 。 目前科技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经济效应,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
一类研究聚焦于科技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 此类研究使用综合指标衡量科技金融发展的水平,主要认为科

技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增强研发活动效率来推动科技创新,从而进一步培育工业新质生

产力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15-16] 。 此外,科技金融发展也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创新创业活力,并进

一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17-18] 。 第二类研究则是基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探究科技金融政策的

经济效应。 科技金融政策对企业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9] ,该影响在供应链和区域层面存在溢出效

应[20-21] ,而社会信用水平和专利质押政策则能够扩大该影响[22] 。 进一步,政策所带来的科技创新推动了劳

动力生产率的发展,引发了技术部门的集聚,并淘汰掉生产效率低下的部门。 同时,科技金融政策有助于推

动绿色创新,而绿色创新则能够提高区域碳排放绩效[23-24] 。 最终,科技金融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能够有效推

动整个产业体系的转型和升级[25-26] ,进而推动科技人才的集聚水平[27] 。
综上,不难判断科技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带着这样的思考,本文

继续展开相关讨论。 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①以科技金融发展为切入点,将研究对象聚焦于高新技术企业

劳动力需求,探究科技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相关影响,进一步丰富金融与劳动力需求的

相关研究;②从技术进步、需求的集约边际及广延边际三个方面进行中介机制识别,明晰科技金融发展影响

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重要传导渠道;③引入科技人才供给、企业家精神及政府罚没行为三个调节变

量,挖掘科技金融发展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重要调节因素。 本文在科技金融列为金融强国五大

篇章之首的背景下,旨在完善金融与劳动力需求的理论体系,并为金融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新的政策

视角。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科技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直接影响

探究科技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直接影响可以从金融的功能入手[28] 。 首先,从风险管

理功能看,科技金融的投资目标通常是科技活动项目,相比一般的生产活动,这些科技活动项目具有高风险

高回报的特性,因此科技金融需要对投资失败具有较高的容忍性。 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科技研发、成果转

化等一系列科技活动,这意味着科技金融的投资偏好与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需求具有较强的匹配性。 因

此,在科技金融的市场中,高新技术企业更有可能与金融机构促成合作,并从中获得资金支持。 其次,从信

息传递功能看,金融机构与企业接洽后,需要进一步了解所投资的科技项目。 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专业的行

研团队对项目的市场价值和风险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的过程有助于加深机构对项目的了解,从而缓解机构

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科技金融机构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放款意愿。 最后,从企业治理功能看,
企业获得资金支持后,公司内部治理问题(如高管腐败等)可能会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 科技金融具有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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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其参与企业治理和决策动机较强,在监管的过程中可以抑制公司内部治理问题的负面影响,使资金更

多地投入科技研发项目的活动,提升企业资金使用效率。 此外,科技金融的投资方也可能涉及公共部门,公
共部门也会对科技金融项目进行监督,在多方主体监督的压力下科技金融资金的利用效率会进一步提

高[29] 。 通过以上环节,科技金融的资金供给与高新技术企业的项目需求完成匹配,从而实现科技金融的资

金配置功能。 企业项目获得资金支持后,则会增加项目相关的科技活动人力投入③,最终增加高新技术企业

的劳动力需求。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1:
科技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H1)。
(二)科技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间接影响

1. 技术进步机制

科技金融的投入对象是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等一系列科技活动,并非普通的生产环节,这意味着科技

金融发展可能推动技术进步,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科技金融的自身属性决定其主要服务于 R&D 和技术升级

等活动,并引导资金进入科技产业,从而推动技术进步;另一方面,科技金融对技术前沿的了解程度要高于

传统金融,能够凭借其专业的行研能力对企业创新效能做出相对准确的评估,定向筛选出具有技术进步能

力的企业,故推动技术进步的能力也更为明显。 然而,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需求的方向并不是确定的,原因在

于技术进步会造成“创造效应”“补偿效应”及“替代效应”。 三种效应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方向不同,创造

效应能够增加市场中的岗位并提高劳动力需求;补偿效应通过提高生产率减少了生产成本和消费成本,成
本的减少则提高经济的整体内需,从而间接刺激了劳动力需求;替代效应主要通过消灭工作岗位减少劳动

力需求。 如果创造效应与补偿效应之和大于替代效应,则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劳动力需求增加,反之技术进

步则会减少劳动力需求[30] 。 不难看出,科技金融发展通过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方向关键在于三种

效应的大小,而三种效应的大小来源于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 我国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资本偏向型和技

能偏向型[31-32] 。 21 世纪初,我国的技术进步为资本偏向型,该类型技术进步短期内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但
在长期具备较强的补偿效应和创造效应,补偿效应主要来源于我国长期以来较高的资本回报率水平和规模

经济效应,创造效应则主要来源于资本和劳动的互补性,这两种效应推动经济部门扩张,在长期中能够提高

劳动力的需求[33] 。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技术进步开始向技能偏向型转变,原因在于

我国经济具有明显的“资本-劳动”互补性[34] 。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也有

可能通过替代效应减少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然而,智能化技术的发展长期内能够有效削弱替代效应[35] ,
考虑到近年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等高速发展,这种替代效应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 因此,长期内技术

偏向型技术进步也能够提高劳动力需求,目前一些研究也给出了相应的证据[36-37] 。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可

知,长期中技术进步的替代效应被削弱,补偿效应和创造效应将占据主导,故科技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技术进

步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2:
科技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H2)。
2. 集约边际机制

科技金融发展引发的劳动力需求变动可以拆解为两个部分:集约边际( intensive
 

margin)和广延边际

( entensive
 

margin) 。 其中集约边际是指市场中企业数量不变时,单位企业劳动力需求增加引致总需求增

加的部分。 科技研发活动具有高风险性,且单个科技公司的研发活动往往集中于小众领域,不同小众领

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不相同,这意味着整个科技行业需要金融机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科技金融

通过多层次金融市场衔接政府和企业等多方主体,能够提供各类金融工具、政策及服务,形成多样性的融

资渠道,以满足不同类型科技企业的研发需求。 进一步,当融资成功后,资金和服务的注入能够增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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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项目落地的成功率[38] ,推动企业扩大研发和生产,结合科技金融企业治理功能的优势,企业的营业

收入和利润水平也会相应提高,从而实现企业的整体成长[39] 。 从理论上看,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是影响

其劳动力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其影响方向也不是确定的。 一方面,提高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之后,企
业将受到激励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和范围并抢占市场份额,业务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则要求企业进一步扩

大雇佣规模,以适应企业发展。 同时,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的提高也会增加企业的现金流,从而提高企业

的资金充裕度,进而释放企业的劳动力需求[40] 。 另一方面,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甩包

袱”的措施,如减少雇佣数量、增加单位劳动力的工作时间或压缩劳动力成本等,这些措施虽会增加营业

收入和利润,但也减少了劳动力需求。 此外,在提高营业收入和利润之后,企业也有可能通过引进新技术

来降低对劳动力的依赖[41] 。 然而,相比一般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存在一系列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企业

在扩大营业收入和利润规模后轻易不会减少劳动力需求。 首先,高新技术企业享受诸多补贴和税收优

惠,劳动力雇佣成本较低,劳动雇佣倾向更高。 其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要求企业必须建立成熟

的科技人员进修、技能培训及优秀人才引进制度,这会增加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而减少企业的

解雇倾向。 最后,大部分的高新技术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技术进步期,生存和竞争压力较大,需要通过大量

雇佣技术型人才来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42] 。 综上所述,科技金融发展可以提高企业的

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而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单位企业的雇佣规模,最终增加高新技术企

业的劳动力需求。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3:
科技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劳动力的集约边际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H3)。
3. 广延边际机制

广延边际是指单位企业的劳动需求不变时,由企业数量增加引致总需求增加的部分。 科技金融发展能

够缓解科创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科技企业创业门槛,帮助具有科技创业能力和意愿的团队组建初创企业

进入市场,增加市场中科技企业的存量,进而增加未来高新技术企业的后备军。 基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

准》,工信部会对市场上的科技企业进行评估,筛选出符合资质的企业成为高新技术企业④。 由于高新技术

企业的认定标准较高,只有少部分企业能够跨越认定门槛,这意味着一个区域需要有大量的科技初创企业

作为支撑,才能筛选出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 因此,科技金融发展通过推动科技企业创业,增加了市场中科

创企业的存量,这些企业中的佼佼者就是未来潜在的高新技术企业。 此外,科技金融发展除了自身能够提

供金融资本推动企业进入市场以外,还具有引导其他领域资本进入科技行业的作用,不同领域的企业在空

间上集聚会产生两种效应。 第一,供应链效应。 不同领域的企业根据业务关联形成上下游的供应链关系,
供应链关系的形成有助于企业间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提高供应链内部企业的经营稳定性和盈利水

平[43] 。 随着区域内纳入供应链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区域内企业整体的经营稳定性和盈利水平也会得到相

应提升。 第二,知识外溢效应。 创新活动的实质在于行业内部新技术的相互模仿,知识本身具有外溢性,这
种外溢性提高了行业内创新的活跃度,而随着创新活跃度的增加,创新活动会在区域内或供应链内产生扩

散效应。 这种扩散效应有助于推动技术的学习与交流,形成行业内创新的良性竞争循环,从而提高区域内

企业整体的创新水平和经营水平[44-45] 。 区域内企业整体创新水平和经营水平的提高会使得更多优质科技

企业脱颖而出,跨越认定标准门槛成为高新技术企业。 总体来看,科技金融发展通过资金注入降低科技企

业的创业门槛,增加市场中初创科技企业的数量,培养更多后备军企业并优化创新环境。 企业数量增加通

过供应链效应和知识外溢效应提高了企业整体的创新和经营能力,从而提升符合认定门槛的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以此创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4:
科技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劳动力的广延边际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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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条件,参见 2016 年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修订后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1. 基准模型

为检验科技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直接影响,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如式(1)所示。
Employit

 =
 

α+β1Techfinit+γX it+δi+τt+εit
                           (1)

其中:i 和 t 分别为省份和年份;Employit 为 i 省第 t 年的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α 为截距项;Techfinit 为 i 省第 t
年的科技金融发展水平;β1 为 Techfinit 的系数;X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γ 为 Xit 的系数;δi 和 τt 分别为省份固定效

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
2. 中介效应模型

为检验科技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间接影响,本文使用温忠麟等[46] 的三步法,计量模

型设定如式(2)和式(3)所示。
Machit

 =
 

α+Φ1Techfinit+γX it+δi+τt+εit
                           (2)

Employit
 =

 

α+θ1Machit+θ2Techfinit+γX it+δi+τt+εit
                   (3)

其中:Machit 为中介机制变量;Φ 为模型(2)中 Techfinit 的系数;θ1 和 θ2 为模型(3)中 Machit 和 Techfinit 的系

数。 中介机制包含技术进步、劳动力需求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

劳动力需求反映的是在特定工资水平下,雇主愿意且能够雇佣的劳动力数量。 年末从业人数是报告期

末最后一日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数,因此该指标可以很大程度反映某一

个地区内部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的雇佣总量[47] 。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各个地区的经济体量不同,高新技术

企业相关变量会受到宏观经济体量的影响,采用从业人员总数衡量劳动力需求可能会造成一定偏差,故指

标的构建应当排除经济体量的干扰。 对此,本文采用高新技术企业年末从业人数 / 总人口来衡量高新技术

企业劳动力需求。
2. 核心解释变量:科技金融发展

科技金融包含两个部分:①市场主体经营的金融机构,如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和其他服务于科技创新的

金融机构等;②来自公共部门的金融和财政支持,如 R&D 专项贷款、人才补贴、税收优惠和区域试点性政策

等[48] 。 鉴于此,本文通过构建科技金融指标体系来衡量科技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分为市场科技金融和

公共科技金融两个维度,并使用变异系数法和层次分析法进行赋权[49] ,指标体系构建见表 1。

表 1　 科技金融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权重 方向

市场科技金融发展
(权重 0. 552)

人均技术升级经费 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升级 / 总人口 0. 252 正向

人均高新技术企业投资 高新技术企业投资 / 总人口 0. 219 正向

风险投资强度 风险投资额 / GDP 0. 221 正向

公共科技金融发展
(权重 0. 448)

人均财政科技支出 财政科技支出 / 总人口 0. 259 正向

财政科技支出强度 财政科技支出 / GDP 0. 345 正向

人均 R&D 经费政府资金 政府 R&D 支出 / 总人口 0. 396 正向

人均 R&D 企业资金 非政府 R&D 经费 / 总人口 0. 308 正向

3. 中介机制变量

本文的中介机制变量为技术进步、劳动力需求的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 其中:①考虑到专利是地区内经济主

体技术进步的直接成果,故使用每万人专利申请量对技术进步进行衡量,记为 Patent[50] ;②集约边际需要体现单位

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单位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主要受到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状况的影响,故分别使用每万

人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和每万人企业净利润进行衡量,记为 Intensive1 和 Intensive2;③广延边际需要体现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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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mploy 403 0. 018 0. 021 0. 001 0. 135
Techfin 403 0. 115 0. 112 0. 011 0. 649
Loan_per 403 9. 018 7. 161 1. 006 44. 789
Fiscal_per 403 1. 423 0. 887 0. 363 7. 124

Wage_onduty 403 7. 193 3. 106 2. 909 21. 736
ln_GDPper 403 10. 851 0. 481 9. 482 12. 156
Export_per 403 0. 020 0. 032 0. 000 0. 176

Gov 403 0. 277 0. 204 0. 106 1. 379

需求主体(企业)数量的变化,故使用每万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对广延边际进行衡量,记为 Extensive。
4. 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文献,选择以下控制变量:①金融资源(Loan_per),使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比总人口来衡

量;②财政资源(Fiscal_per),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比总人口来衡量;③工资水平(Wage_onduty),使用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来衡量;④经济发展( ln_GDPper),使用人均 GDP 对数来衡量;⑤对外贸易(Export_per),
使用进出口贸易总额比总人口来衡量,进出口贸易总额以美元计价,故需要进行汇率换算,本文使用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年末最后一天开盘的中间价汇率进行换

算;⑥政府干预(Gov),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比

GDP 来衡量。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 2010—2022 年的省

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⑤。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

计年鉴》 《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以及 Wind 数据库和中国人民银行官网等。 各变量描

述性统计见表 2。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3 汇报了基准检验结果。 表 3 的(1)列是不控制任何控制变量的结果,可以看出科技金融发展对高

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 3 的(2)列 ~ (7)列采用逐步回归法加入控制变量,(7)列中控

制了全部控制变量,可以看出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综上所述,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科技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增

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假设 H1 得证。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Techfin 0. 128∗∗∗

(4. 365)
0. 076∗∗∗

(4. 500)
0. 068∗∗∗

(4. 622)
0. 065∗∗∗

(5. 092)
0. 078∗∗∗

(6. 524)
0. 078∗∗∗

(6. 993)
0. 077∗∗∗

(6. 595)

Loan_per 0. 002∗∗∗

(5. 245)
0. 002∗∗∗

(8. 259)
0. 002∗∗∗

(6. 084)
0. 002∗∗∗

(4. 484)
0. 002∗∗∗

(5. 859)
0. 002∗∗∗

(5. 660)

Fiscal_per -0. 450∗∗∗

( -3. 993)
-0. 591∗∗∗

( -9. 849)
-0. 478∗∗∗

( -6. 683)
-0. 546∗∗∗

( -6. 413)
-0. 570∗∗∗

( -5. 297)

Wage_onduty 0. 002
(1. 659)

0. 002∗

(2. 019)
0. 003∗

(1. 988)
0. 003∗

(2. 024)

ln_GDPper -0. 011∗∗∗

( -3. 429)
-0. 011∗∗∗

( -3. 397)
-0. 009∗∗

( -2. 443)

Export_per
-0. 092

( -1. 362)
-0. 096

( -1. 457)

Gov 0. 006
(0. 623)

Constant 0. 003
(0. 950)

-0. 009∗∗

( -2. 343)
-0. 005

( -1. 069)
-0. 012

( -1. 491)
0. 103∗∗∗

(3. 421)
0. 099∗∗∗

(3. 345)
0. 085∗∗

(2. 141)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03 403 403 403 403 403 403
R2 0. 498 0. 763 0. 788 0. 803 0. 826 0. 829 0. 830

　 注:()内数值为经省级层面聚类调整后的 t 值;∗∗∗表示 P<0. 01,∗∗表示 P<0. 05,∗表示 P<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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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本文数据选取这一样本区间原因在于:中介机制和异质性变量在 2010 年之前存在较严重的缺失,且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数据最新

为 2022 年。



(二)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聚类方式

在基准回归中,文中所汇报的回归结果均聚类至省级层面。 为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聚类方式更

改为“省份-年份”的双向和交互聚类,检验结果见表 4 的(1)列。 可以看出,在更换聚类方式后,科技金融发展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基准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异方差问题,说明本文所获得的结论是较为稳健的。
2. 剔除样本

考虑到直辖市在我国特殊的地位,本文通过剔除直辖市样本的方法来检验稳健性。 此外,考虑到新冠

肺炎疫情的冲击可能对结果造成影响,同时也剔除了 2020—2022 年的样本进行回归。 检验结果见表 4 的

(2)列和(3)列,从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剔除直辖市还是新冠肺炎疫情期的样本,科技金融发展的系数仍显

著为正。 因此,特殊样本不会对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产生显著影响,说明本文的结论是较为稳健的。
3. 更换变量测度

为缓解测量误差,本文更换核心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关于被解释变量 Employ,本文使用

高新技术企业就业人数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之比进行替代,检验结果见表 4 的(4)列,结果显示科技

金融发展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关于核心解释变量 Techfin,本文使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重新赋权衡量

科技金融发展水平,检验结果见表 4 的(5)列和(6)列。 根据结果不难看出,更换赋权方法重新测度后,科技

金融发展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综上所述,本文的核心变量不存在严重的测度误差问题,结论依然较为

稳健。
4. 缩尾处理

为排除离群值对回归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本文对基准模型的全部变量使用 99%和 95%分位缩尾,并
进行回归。 检验结果见表 4 的(7)列和(8)列,结果显示两种缩尾法对应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基准模型

不存在严重的离群值问题,说明本文所获得的结论是较为稳健的。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更换聚类方式 剔除样本 更换变量测度 缩尾处理

(1)交互聚类
标准误

(2)直辖市
样本

(3)新冠肺炎
疫情期样本

(4)更换被解
释变量

(5)更换解
释变量

(6)更换解
释变量

(7)99%缩尾 (8)95%缩尾

Techfin 0. 077∗∗∗

[6. 285]
0. 065∗∗∗

(4. 664)
0. 086∗∗∗

(6. 956)
0. 348∗∗∗

(7. 163)
0. 085∗∗∗

(9. 586)
0. 008∗∗∗

(6. 479)
0. 072∗∗∗

(5. 954)
0. 071∗∗∗

(4. 53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 085∗∗

[2. 452]
0. 085∗∗

(2. 476)
0. 101∗

(1. 796)
0. 244

(0. 870)
0. 073∗∗

(2. 097)
0. 079∗

(1. 845)
0. 079∗

(1. 918)
0. 116∗∗

(2. 500)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03 351 310 403 403 403 403 403
R2 0. 830 0. 758 0. 764 0. 473 0. 837 0. 811 0. 808 0. 669

　 注:()内数值为经省级层面聚类调整后的 t 值;[
 

]内数值为在省级层面聚类基础上加入“省份-年份” 的双向和交互聚类调整后的 t 值;
∗∗∗表示 P<0. 01,∗∗表示 P<0. 05,∗表示 P<0. 1。

(三)内生性问题处理

考虑到科技金融发展与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缓

解该问题。 参考现有文献,本文使用科技金融发展指数平均值的滞后一期×科技金融发展指数时间维度的一阶

差分(IV1)和科技金融指数滞后一期(IV2)作为工具变量[51] ,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广义矩估计

法(IV-GMM)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见表 5,表 5 的(1)列和(2)列、(3)列和(4)列分别报告了 IV1 和 IV2 的两阶

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回归结果,表 5 的(5)列和(6)列则报告了同时使用 IV1 和 IV2 的广义矩估计(IV-
GMM)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看,不论采用哪一种估计方法,科技金融发展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一阶段回归系数

也同样显著。 此外,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均在统计上显著,拒绝不可识别假设,表明工具变量足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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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模型中的内生变量。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超越临界值 16. 38 和 119. 93,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弱

工具变量问题。 Hansen
 

J 统计量在统计上不显著则表明广义矩估计(IV-GMM)回归的过度识别检验通过。
综上所述,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科技金融发展仍然能够显著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

表 5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IV-2SLS IV-2SLS IV-GMM

(1)二阶段 (2)一阶段 (3)二阶段 (4)一阶段 (5)二阶段 (6)一阶段

被解释变量 Employ Techfin Employ Techfin Employ Techfin

Techfin 0. 094∗∗∗

(6. 056)
0. 106∗∗∗

(5. 069)
0. 094∗∗∗

(6. 838)

IV1
5. 285∗∗∗

[4. 768]
3. 149∗∗∗

[5. 676]

IV2
1. 042∗∗∗

[36. 950]
0. 969∗∗∗

[57. 97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 029
(0. 773)

-0. 393∗

[ -1. 852]
0. 035

(0. 948)
-0. 082∗∗

[ -2. 507]
0. 026

(0. 739)
-0. 088∗∗∗

[ -3. 845]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03 403 403 403 403 403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6. 423∗∗ 11. 458∗∗∗ 11. 972∗∗∗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22. 730

{16. 38}
1365. 322
{16. 38}

2566. 277
{119. 93}

Hansen
 

J
 

统计量 — — 0. 537P= 0. 4637
　 注:()内数值为经省级层面聚类调整后的 t 值;[

 

]内数值为经省级层面聚类调整后的 z 值;{
 

}内数值为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 10%水平上

临界值;∗∗∗表示 P<0. 01,∗∗表示 P<0. 05,∗表示 P<0. 1。 “—”表示在此列方法下无需进行 Hansen
 

J 检验。

(四)中介机制分析

1. 技术进步机制检验

以技术进步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如表 6 的(1)列和(2)列所示。 其中(1)列表明科技金融发展能够推

动技术进步,(2)列表明技术进步能够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 同时,本文也使用 Sobel-Goodman 方

法分别进行 Sobel 检验、Goodman1 检验和 Goodman2 检验,可以看出检验全部在统计上显著。 上述结果表

明,技术进步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科技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
假设 H2 得证。

表 6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技术进步 集约边际 广延边际

(1)Patent (2)Employ (3) Intensive1 (4)Employ (5) Intensive2 (6)Employ (7)Extensive (8)Employ

Techfin 1. 107∗∗∗

(10. 364)
0. 050∗∗∗

(4. 221)
9. 466∗∗∗

(3. 937)
0. 047∗∗∗

(4. 671)
0. 972∗∗∗

(3. 638)
0. 066∗∗∗

(5. 462)
5. 459∗∗∗

(3. 070)
0. 048∗∗∗

(5. 192)

Mach 0. 024∗∗

(2. 731)
0. 003∗∗∗

(7. 909)
0. 012∗∗∗

(2. 968)
0. 005∗∗∗

(6. 38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1. 400∗∗∗

(3. 032)
0. 052

(1. 330)
12. 511

(1. 491)
0. 046

(1. 689)
1. 041

(1. 450)
0. 073∗

(1. 961)
6. 115

(1. 371)
0. 053∗∗

(2. 103)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03 403 403 403 403 403 403 403
R2 0. 761 0. 850 0. 807 0. 919 0. 466 0. 856 0. 849 0. 895

Sobel 检验 8. 555∗∗∗ 8. 023∗∗∗ 6. 247∗∗∗ 8. 207∗∗∗

Goodman1 检验 8. 541∗∗∗ 8. 009∗∗∗ 6. 237∗∗∗ 8. 192∗∗∗

Goodman2 检验 8. 569∗∗∗ 8. 036∗∗∗ 6. 258∗∗∗ 8. 222∗∗∗

　 注:()内数值为经省级层面聚类调整后的 t 值;∗∗∗表示 P<0. 01,∗∗表示 P<0. 05,∗表示 P<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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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劳动力的集约边际机制检验

以劳动力的集约边际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如表 6 的(3)列~ (6)列所示。 其中(3)列和(5)列表明科技

金融发展能够提高劳动力的集约边际,(4)列和(6)列表明劳动力的集约边际提高能够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

力需求。 同时,Sobel-Goodman 检验结果也在统计上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劳动力的集约边际发挥了部分中介

作用,即科技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劳动力的集约边际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假设 H3 得证。
3. 劳动力的广延边际机制检验

以劳动力的广延边际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如表 6 的(7)列和(8)列所示。 其中(7)列表明科技金融发

展能够提高劳动力的广延边际,(8)列表明劳动力的广延边际提高能够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 同

时,Sobel-Goodman 检验结果也在统计上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劳动力的广延边际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科

技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劳动力的广延边际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假设 H4 得证。
(五)异质性分析

1. 劳动力技能异质性检验

高新技术企业内部存在各类不同的岗位,包括 R&D 岗位、成果应用岗位、试生产岗位、后勤岗位等,不同

岗位对技能的要求差异较大,故企业对这些岗位的需求也存在不同。 参考现有文献,本文将高新技术企业

劳动力分为高技能(R&D 人员)、中技能(技术人员)及低技能(非科技活动人员)⑥,以检验科技金融发展对

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需求影响的异质性[52] 。 检验结果见表 7 的(1)列~ (3)列,根据回归结果可知科技金融

发展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需求显著为正,而对中技能劳动力需求则不显著,该结论意味着科技金融发

展在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过程中,存在着类似于就业极化的效应。 所谓就业极化是指高技能和

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上升,而中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下降。 可能的解释是,科技金融会推动技术进步,而近些

年来数字技术是我国各领域技术进步的热门,根据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数字技术的进步会引发就业

极化效应。 这种效应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通过编程将常规白领和蓝领岗位(对应中技

能岗位)的工作流程自动化,从而减少对应岗位的劳动力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中技能劳动力的系数并不显

著,原因可能是样本期内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的需求总量提升明显,从而对冲了极化效应。 另一方面,目前

的数字技术水平仍无法对抽象推理性、创造性和纯体力性的工作任务进行自动化模拟,在数字技术进步岗

位创造效应和补偿效应的影响下,数字技术进步会增加科技研发人才和纯体力岗位(对应高技能和低技能

岗位)的劳动力需求[53] 。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金融发展增加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需求

的效果更为明显。
2. 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异质性检验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指专门培育和扶持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服务机构,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庞大的中介

网络为企业提供一系列服务,如场地、金融和法律中介、人才引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以减少企业各个发

育环节的成本,提高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孵化成功可能性。 因此,在科技金融发展增加劳动力需求的过程

中,科技企业孵化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对此,本文从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程度的角度入手,考察科技金

融发展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的异质性。 本文设置三个变量来反映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展程度:科技企

业孵化器数、孵化器在孵企业数、在孵高新技术企业数⑦。 本文计算样本期内的变量均值并以此进行排序,
排名前 15 位的地区为高发展组,后 16 位为低发展组,然后进行分组回归。 检验结果见表 7 的(4)列 ~ (9)
列,结果显示无论是科技企业孵化器数、孵化器在孵企业数还是在孵高新技术企业数,高发展组的系数均显

著为正,而低发展组的系数并不显著。 可能的解释是,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背后通常具有庞大的金融中介网

络,能够优化高新技术企业的环境,从而更有效地增加劳动力需求。 一方面,可以通过股权投资和创业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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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R&D 活动是科技活动的子集,而本文所指的技术人员是指从事科技活动但不从事 R&D 活动的人员,如从事科技服务、研发成果应用、技术

获取和成果转化等领域的人员。 而非科技活动人员则包含一部分从事创新活动(如商业化生产、市场营销、创新实现和社会化扩散等活动)
的人员,还包括一些从事非创新活动的一线生产人员、管理人员和后勤人员等。 关于科技活动的定义,可参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研究与试

验发展(R&D)投入统计规范(试行)》。
样本期为 2013—2022 年、2010—2013 年的样本缺失,但不影响本文通过该变量进行维度划分。



等方式为初创企业提供外部融资支持,并在融资过程中通过联合授信和内部担保等手段为企业增信[54-55] ;
另一方面,还能为企业提供额外的金融和法律的咨询服务,缓解初创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此外,
科技企业孵化器也能在人才引进、产学研合作推动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类似的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在科

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中,科技金融发展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效果更为明显。

表 7　 劳动力技能与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劳动力技能

(1)高技能 (2)中技能 (3)低技能

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

科技企业孵化器数 孵化器在孵企业数 在孵高新技术企业数

(4)高 (5)低 (6)高 (7)低 (8)高 (9)低

Techfin 0. 012∗∗∗

(4. 753)
0. 008

(1. 112)
0. 057∗∗∗

(7. 084)
0. 074∗∗∗

(4. 466)
0. 031

(1. 529)
0. 080∗∗∗

(5. 046)
0. 027

(1. 349)
0. 081∗∗∗

(4. 681)
0. 027

(1. 69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 005
(1. 109)

0. 007
(0. 404)

0. 065∗∗

(2. 294)
0. 081

(0. 717)
0. 024

(0. 777)
0. 095

(0. 733)
0. 054∗∗

(2. 180)
0. 123

(1. 220)
0. 033

(1. 082)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03 403 403 195 208 195 208 195 208
R2 0. 507 0. 711 0. 771 0. 867 0. 454 0. 869 0. 451 0. 870 0. 714

　 注:()内数值为经省级层面聚类调整后的 t 值;∗∗∗表示 P<0. 01,∗∗表示 P<0. 05,∗表示 P<0. 1。

3. 技术市场活跃度异质性检验

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生产要素,那么技术市场本质上则是一个要素市场。 如前文所述,科技金融发展能够通

过技术进步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而技术进步会受到其市场环境的影响。 对此,本文基于技术市场活

跃度,考察该维度下科技金融发展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异质性。 本文选取技术市场输出和吸纳技

术成交额总和来测度技术市场活跃度,分组依据与前文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异质性分析相同。 检验结果如表 8
的(1)列和(2)列所示,结果显示技术市场活跃度较高地区的系数更为显著。 可能的解释是,一个活跃的技术市

场可以通过频繁的交易实现技术要素的有效配置,减少高新技术企业市场的垄断,垄断势力的减少则有利于企

业雇佣更多的技术和创新人才[56] 。 此外,活跃的技术市场不仅能促进技术要素流通,还可推动各经济主体达

成广泛的研发合作,为研发人员及学者提供良好的学习交流环境,从而有利于良好创新生态的形成。 整体科技

创新生态优化有助于进一步增加市场中的科技创新节点,不仅能提升科技人才的专业技能,还可帮助创业者发

掘更多机会,从而提升初创企业数量[57] ,进一步扩大对研发、技术及配套人员的需求。 以上结论表明,在技术市

场较为活跃的地区中,科技金融发展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效果更为明显。
4. 知识产权政策支持异质性检验

在科技金融发展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过程中,政府出台的政策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

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涉及科技研发,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对科技研发具有重要影响。 “知识产权试点示范

城市”试点政策于 2012 年实施,目前已经覆盖超过 60 个城市,该政策致力于激励地方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

护、维权援助及管理的力度。 本文根据地区内是否具有试点城市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考察科技金融发展

对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是否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上存在异质性特征。 检验结果如表 8 的(3)
列和(4)列所示,其中在有知识产权政策试点城市的地区中系数显著为正,而在没有政策试点的地区中系数

显著为负。 这表明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强的地区中,科技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具有正面

作用,但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弱的地区,科技金融发展可能对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造成不利影响。
可能的解释是,政策的实施会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而强化保护力度会提升企业潜在的盈利预期,激励已

有的企业提高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并提高新企业进入科技行业的意愿,从而提升科技金融发展对高新技

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反之,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会反向激励企业追求一些短平快的项目,甚至是抄袭

已有技术,这些逆向选择行为抑制了企业的创新,从而减少了科技活动及其相关人员的需求,最终削弱科技

金融发展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 以上结论表明,在知识产权政策支持的地区中,科技金融发

展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效果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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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Moderator
-0. 055

( -0. 916)
0. 011

(0. 584)
0. 005

(0. 382)

Interact 0. 002∗∗∗

(4. 017)
0. 080∗∗

(2. 520)
-0. 163∗∗

( -2. 645)

Techfin 0. 059∗∗∗

(4. 744)
0. 053∗∗∗

(4. 295)
0. 085∗∗∗

(7. 39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Constant 0. 083∗∗

(2. 509)
0. 085∗∗

(2. 209)
0. 090∗∗

(2. 449)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403 403 403
R2 0. 860 0. 862 0. 845

　 注:()中为经省级层面聚类调整后的 t 值;∗∗∗ 表示 P<0. 01,∗∗ 表

示 P<0. 05,∗表示 P<0. 1。

表 8　 技术市场活跃度与知识产权政策支持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技术市场活跃度 知识产权政策支持

(1)高 (2)低 (3)有 (4)无

Techfin 0. 078∗∗∗

(4. 821)
0. 032∗

(1. 816)
0. 084∗∗∗

(6. 511)
-0. 020∗∗

( -2. 82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 149
(1. 184)

0. 032
(1. 509)

0. 119
(1. 508)

0. 085∗∗

(3. 269)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195 208 286 117
R2 0. 862 0. 431 0. 861 0. 405

　 注:()内数值为经省级层面聚类调整后的 t 值;∗∗∗表示 P<0. 01,∗∗表示 P<0. 05,∗表示 P<0. 1。

五、进一步讨论:调节效应分析

科技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可能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调节,对此本文分别从科技

人才供给、企业家精神及政府罚没行为的角度进行调节效应分析,模型设定如式(4)所示。
Employit

 =
 

α+λ1Moderatorit+λ2Interactit+λ3Techfinit+γX it
 +δi+τt+εit

           (4)
其中:Moderator 为调节变量,分别为科技人才供给(Graduateit)、企业家精神(Entrspiritit) 及政府罚没行为

(Punishit);λ1 为调节变量对应的系数;Interact 为调节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λ2、λ3 为变量系数。
调节变量具体说明如下:①科技人才供给,科技人才的培养主要来源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毕业生,研究生作

为我国最高学历等级的群体⑧,从事科研行业的基础相对较强,故使用每万人研究生毕业生数(百人)来衡量

科技人才供给;②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需要反映风险承担能力、冒险精神及市场识别能力,故使用每万

人私营企业数量(千个)来衡量企业家精神[58] ;③政府罚没行为,政府罚没行为可以通过罚没收入体现,而
罚没收入归类于政府非税收入,故使用罚没收入占非税收入比重进行衡量[59-60] 。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 首先,科技人才供给调节效应的结果见表 9 的(1)列,从结果可以看出

科技人才供给和科技金融发展的交互项显著为正。 这表明在科技金融发展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

的过程中,科技人才供给的提升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可能的原因在于,科技金融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推

动作用需要以一定数量的人力资源作为支撑,科技人才供给的扩张降低了雇佣成本,提高了企业对科技人

才的需求,而科技人才需求的提高也会进一步刺激相关配套岗位劳动力的需求。 企业家精神调节效应的结

果见表 9 的(2)列,结果显示企业家精神和科技金融发展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表明在科技金融发展增加高

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过程中,企业家精神起到了

正向调节作用。 可能的原因在于,由于技术迭代速度

快、科技研发具有不确定性及专利侵权现象频发,科技

行业是典型的高风险和高利润行业,无论对于初创企

业、成熟企业还是金融投资者,都需要具有较高的冒险

精神才能在行业中立足并获取利润。 企业家精神能够

激励创业团队成立科技企业并在科技行业中深耕,提
高优秀科技企业涌现的可能性,培育出更多的高新技

术企业,从而科技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可投资的对象,
投资对象的增加则会放大科技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

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政府罚没行为调节效应的结果

见表 9 的(3)列,与前两个调节效应相反,政府罚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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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科技金融发展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政府罚没行为的增加弱化了科技金融发展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

动力需求的作用。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罚没收入是非税收入下的子项,目前我国关于非税收入

的相关制度仍不完善,因而导致非税收入征收流程的规范性较低[61] 。 近些年来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政收入

减少的压力,更多地采取罚没手段确保财政收入⑨,而政府频繁的罚没会挤占企业的利润存留,对企业现金

流产生较大压力,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退出市场的可能性[62] ,最终造成市场整体劳动力需求乏力。

六、结论和政策启示

在国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大背景下,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载体,故
科技金融对其靶向支持日趋明显。 基于此,本文使用 2010—2022 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科技金融发展对高

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科技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 第二,机制分析表明,科技金融发展可以通

过技术进步、劳动力需求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三个机制来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 第三,异质性

分析表明,科技金融发展具有就业极化效应,对高技能和低劳动技能劳动力需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
外,科技金融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在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程度较高、技术市场较为活跃及知识产权政

策支持的地区中更为显著。 第四,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在科技金融发展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需求的过

程中,科技人才供给和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政府罚没行为则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根据上述结论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推动科技金融发展,增加科技金融投入力度。 在国际形势日益

复杂、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提高国内风险资本的投资积极性,尤其是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风险资

本,同时发挥公共科技金融的引导作用,引导市场其他经济主体资金进入到科技研发领域。 第二,提高科技

创新水平,推动技术进步。 发挥科技研发活动的正外部性,释放技术进步的创造效应和补偿效应。 同时,提
供有效的、普惠性的劳动保障,以降低从业者承担的职业风险,规制技术进步对岗位替代效应。 地方政府还

需要培育区域科技型创业和创新氛围,推动科技型企业的创业活动,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更多的后备军,发
挥创新活动的外溢效应,推动科技型企业创新水平和经营绩效的提升,从而提高对科技人才的需求。 第三,
顺应企业劳动力需求结构,推动校企合作培养和培训,提高各类符合企业需求的实务型人才供给,减少重复

性操作技能劳动力的供给。 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展,强化孵化器在金融和人才间的中介作用,降低初

创科技企业的创业成本。 同时,培育活跃、有序发展及产权明晰的技术市场,增加全社会各经济主体参与技

术创新的积极性,进而推动整体经济向技术创新导向转型。 此外,发挥政府政策的调节作用,可根据前几批

“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城市”政策的经验扩大试点规模,将试点地区成熟的经验推广到非试点地区,渐进地形

成制度性支持,同时也要鼓励各地区探索金融财政支持科技产业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新机制。 第

四,根据目前高新技术企业专业需求方向调整专业分布,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 R&D 人才,保障高新技术企业

的人才供给。 提高企业家群体的科技素养和知识,鼓励更多企业家进入科技行业,同时推动企业家精神和

科技知识两类人力资本融合,促使更多的高学历理工类人才组建科研团队在科技领域进行创业。 同时,优
化整体营商环境,抑制各级地方政府为填补财政缺口所导致的乱收费、罚款、摊派的行为,以此更好发挥科

技金融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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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S&T
 

Finance
 

and
 

the
 

Labor
 

Demand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Zhou
 

Jian,
 

Guo
 

Kunyu
(School

 

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High-tech
 

enterprises
 

are
 

important
 

economic
 

subjects
 

of
 

high-quality
 

full
 

employment,
 

and
 

their
 

development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upport
 

of
 

S&T
 

finance.
 

Based
 

on
 

this,
 

through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0
 

to
 

2022,
 

the
 

way
 

in
 

which
 

the
 

development
 

of
 

S&T
 

finance
 

promotes
 

the
 

labor
 

demand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was
 

explored.
 

It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T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driving
 

effect
 

on
 

the
 

labor
 

demand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wit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xtensive
 

margin,
 

and
 

intensive
 

margin
 

as
 

the
 

effective
 

conduction
 

channels.
 

At
 

the
 

same
 

time,
 

this
 

effect
 

present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characteristics,
 

specifically
 

in
 

four
 

terms
 

high-skilled
 

and
 

low-skilled
 

labor,
 

regions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siness
 

incubators,
 

regions
 

with
 

more
 

active
 

technology
 

markets,
 

and
 

regions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support.
 

In
 

addition,
 

the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f
 

S&T
 

talent
 

supply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f
 

government
 

forfeitures
 

are
 

also
 

found.
 

Given
 

this,
 

the
 

development
 

of
 

S&T
 

finance
 

should
 

be
 

promoted
 

to
 

facilit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rove
 

entrepreneurship,
 

help
 

enterprises
 

grow,
 

and
 

play
 

the
 

role
 

of
 

incentives
 

of
 

various
 

policies
 

and
 

systems,
 

to
 

realize
 

the
 

financial
 

contribution
 

to
 

high-quality
 

employment.

Keywords:
              

development
 

of
 

S&T
 

finance;
 

labor
 

demand
 

of
 

high-tech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tensive
 

margin;
 

intensive
 

mar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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