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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信部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由此引发

对该政策效果的讨论。为评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对相应领域的促进效应，以湖北为典型对象展开事件研究设

计，基于 2016—2019 年季度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对湖北省先进制造业的

推动效果。结果表明，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的确能显著推动所处领域的当地产业发展。进一步检验发现，通过

创新投入扩张的中介机制，该政策对集成电路制造业产出的促进效应最大，其次是金属冶炼设备和金属切削加工业。

基于创新载体功能定位，发现创新中心建设能有效激励创新活动，服务于区域内先进制造业核心产业集群发展。 

【关键词】：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先进制造业 创新投入 产业集群 双重差分法 

【中图分类号】:F2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348(2022)17-0062-10 

0 引言 

为落实《中国制造 2025》国家行动纲领，贯彻新发展理念，2016年 8月 30日，工信部发布《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实施

指南(2016—2020年)》,明确通过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解决现有制造业创新体系的短板问题，加快中国制造业创新体系的完

善和发展。同年，工信部跟进发布《关于完善制造业创新体系，推进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相关行业共性技术

创新以制造业创新中心为创新载体，依托国家级核心节点，打造制造业创新链，辐射各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构建多层次制造业

创新网络。以期解决目前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共性技术供给不足、创新成果产业化不畅的核心矛盾，最终形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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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创新机制共享、创新驱动外溢、产业布局合理、企业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2016—2020年，工信部陆续针对 16个先进制造业细分领域，根据各省产业发展实际和创新资源分布，统筹规划，集中投入，

建立 16 家一对一的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分布在 8 个省域[1]。通过一段时间运行，这些制造业创新中心的载体功能发挥究竟

如何?对所在区域相应领域制造业产业群有什么影响?迄今鲜有研究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以湖北省为例，以中国内地 31 个省域为样本组，构建 2016—2019 年季度面板数据，将相关先进制造业产品产量作为

结果变量观察值，利用双重差分(DID)估计，推断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在湖北设立后对当地先进制造业的促进效应，对国家

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为进一步推动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和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1 文献综述 

围绕先进制造业创新中心的研究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首先，先进制造业发展对经济具有促进作用。这解释了设立制造业创

新中心为何成为工业化国家共同的政策工具。其次，先进制造业创新如何推动经济体整体发展。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新兴产业

部门的技术创新集中涌现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Wolf,Terrell,2016)。制造业是各工业强国的立国之本，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

下，先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2],其技术扩散还有助于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可持续发展[3,4],促进产业间融

合创新，助推区域经济增长[5]。随着各主要工业经济体的先进制造业部门崛起，以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制造业服务业融合为

主要方向的创新活动大量集聚在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内[6,7,8],形成高效的企业内和行业内创新环境[9]。此外，先进制造业技术转

移和应用也是发展中国家传统制造业部门得以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量[10]。这种经济驱动力不仅能提升出口部门的产品技术复

杂度，塑造出口竞争力[11],还能实现化石能源消费的减量化，抑制碳排放[12],从而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因此，通过创新政策工具

培育先进制造业部门创新能力，从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政策制定者的必然选择
[13]
。 

基于对创新政策循因分析和效果评价的研究表明，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对创新体系产出尤为重要[14]。虽然各类创新扶持政策

带动大量社会资源投入到先进制造业创新活动中[15,16,17,18],直接激励企业科技创新活动[19,20],但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产出规模效应

并不显著[21,22],甚至存在投入增长成果产出反而下降的问题。在制造业部门，大量共性技术(如工业母机等)研发实力的积累并不

是单一企业能提供的，创新载体和创新链的短板会影响技术产出绩效。这为创新中心的设立提供了有力论据。 

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和 FDI 对中国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均具有激励作用[23]。但产业的技术扩散和创新推动

效果，特别是在关键共性技术研发领域存在明显的所有权边界藩篱[24]。随着先进制造业规模壮大，研发强度不断提高[25],国家制

造业创新中心作为超越单一企业的创新载体，可以在政府主导下实现生产系统和组织战略的重新设计
[26,27,28]

,从而发挥底层基础

设施作用[29,30],促进关键共性技术合作在异质性产业网络中有效展开[31],带来专利产出增益[32],提高产业内共性技术创新扩散水平
[33]。 

目前，尚无以湖北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为例展开政策效应推断的类似研究。通过搜索中国知网发现，与此相近的研究仅

有高新技术产业省际出口竞争力分析[34]、中部六省国家高技术产业中心创新效率 DEA 分析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如何增强湖北省城

市间经济联系[35]等成果。这种研究现状与湖北省力图打造制造业强省的实践努力并不匹配，为本文深入研究留下了学术覆盖的

空隙。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关于制造业创新发展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针对先进制造业创新活动影响机制和政策扶持效果的理论

与实证成果繁多。但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作为新生事物，目前定量研究成果寥寥。在技术经济学领域，前沿研究方向聚焦国家制

造业创新中心产出方向，如共性技术，对创新中心政策干预的探讨不足；在区域经济学领域，主要成果集中在先进制造业助推经

济增长相关方向，对支撑先进制造业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研究尚未覆盖。回顾已有研究，先进制造业产出如何受国家制造业创

新中心建设影响?现有成果尚未给出答案。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政策出台，对于国内先进制造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鉴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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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进展较快，急需相关研究跟进。因此，本文尝试以湖北省为典型，采用反事实方法评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对湖北省先

进制造业产出的影响。 

2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2.1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背景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是承担从技术开发、转移扩散到首次商业化的新兴制造业创新平台。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加速演

进，让全球知识创造与技术创新趋势明显加快。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科技强国意识到科技创新已成为制造业取得持续竞争力的

主要推动力，相继推出 Manufactureing USA、德国工业 4.0等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建设战略，积极谋求新形势下的全球创新领

导地位。为实现以上目标，众多科技强国以不同类型制造业创新中心作为新技术创新载体平台，不断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展开竞争

优势争夺。英国自 2010 年开始部署弹射中心(Cataplut Centres),美国自 2012 年起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并已完成 14

家不同领域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36]。先进制造业部门的崛起，是新工业革命浪潮到来的标志性特征。为迎接国际制造业强国的

创新竞争，解决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发展问题，中国政府决心构建制造业强国创新链，以谋求新技术革命和制造业产业变革的创新

主导权，打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为此，工信部积极部署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希望通过这一创新载体建设，打造制造业

关键共性技术新型研发平台，构建新型制造业创新体系。 

工信部立足先进制造业所处战略必争领域、竞争优势领域、数字化与智能化融合领域和民生保障领域，以唯一性原则设立目

标领域独家创新中心，汇集创新资源，力图重点突破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和使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y)需求瓶颈[37]。从产

业领域分布上看，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围绕制造强国战略的重点发展领域，分别布局领域内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核心节点，形成

该领域制造业创新突破的有力支撑，进而辅以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形成多层次创新扩散的空间网络。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与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构成创新功能互洽、创新资源共享、创新成果互利的三

位一体式创新结构，实现产、学、研、用、融转化的协同创新。制造业创新中心针对特定省份的不同类目先进制造业领域，实行

差异性设点，避免重复建设。工信部已完成 16 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的整体布局，并带动各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积极跟随，

创新链条初步形成。 

根据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区域发展态势，北京、上海、武汉 3 个城市拥有多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除直辖市外，广东、江

苏、湖北 3个省份拥有多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北京作为首都，上海作为经济和科技水平领先国内的直辖市，行政区划面积较小而

城市化、工业化优势突出[38]。两地拥有国内首屈一指的智力资源密集区，保持强大的科研实力和产业竞争力，制造业技术存量基

础雄厚，技术溢出差距较小，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的区域覆盖面积小，本地扩散广度有限，更多体现在全国范围的辐射力度

上。因此，从创新辐射力度和范围看，当地先进制造业受创新载体的影响效果反而不具备典型性。 

相比之下，武汉是“中国制造 2025”试点城市，设立有两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对湖北省产业空间辐射性更强。不同于广东

和江苏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分别落户不同城市，湖北省依托武汉两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能有效利用中国第二大智力资源密集区资

源，更好地提升信息光电子产业、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产业优势和竞争力，从而通过创新发展保持区域制造业集群竞争力。此外，

湖北作为内陆省份，一直承接东部沿海制造业内迁，推动本地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以湖北省为案例评估制造业创新中心设

立的相应产业政策助推效果，可为后期在中西部省份进一步推广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成果提供参考范例。 

表 1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概况 

启动时间 所在地区 名称 

2016 北京 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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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陕西西安 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 

2018 辽宁沈阳 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 

2018 上海 国家集成电路创新中心 

2018 上海 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 

2018 广东广州 国家印刷及柔性显示创新中心 

2018 湖北武汉 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 

2018 湖北武汉 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业创新中心 

2018 北京 国家轻化材料成形技术及设备创新中心 

2019 北京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 

2019 河南洛阳 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 

2019 江苏苏州 国家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 

2019 湖南株洲 国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创新中心 

2020 内蒙古包头 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 

2020 广东深圳 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 

2020 江苏无锡 国家集成电路特色工艺及封装测试创新中心 

 

数据来源：赛迪网 

2.2制造业创新中心运行机制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目的是瞄准行业领域高精尖技术的有效应用，强调创新载体依托企业化运营和市场化导向提升科

技创新效率，汇聚多方面创新资源投入，聚焦核心领域，谋求关键性突破。以湖北两个制造业创新中心为例，其主要优势特色有

以下方面： 

首先，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通过共同出资新设企业，担当先进制造业创新活动的新型载体。湖北通过企业新设的方式打造两

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以及半导体存储器、氢能、北斗导航等 6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初步形成围绕光电子信息领域两个层级

的多维创新链。以企业或大学为发起者，组建光电子发展联盟、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联盟等产学研协同创新主体，实行公司化

管理、企业化运营。依托产业技术联盟，制造业创新中心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环节，将传统产学研模式拓展为产、学、研、用、融

整合创新机制，实现市场资源有效集聚，加快技术研发、转移扩散和产业化多个环节创新成果的商用化进程，实现创新投入产出

效率提升。 

其次，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聚焦核心产业，推动创新能力建设，实现关键技术突破。湖北明确提出加快培育壮大以“光芯屏

端网”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发挥光电子与激光产业的领先优势，通过制造业中心聚力实现协同攻关和应用推广，解决核心

基础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技术基础项目的瓶颈约束，实现先进制造业创新能力的突破和先进技术的有效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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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围绕芯片产业集群发展要求，光电子创新中心搭建 III-V族芯片工艺平台、硅基光电子芯片开发平台、芯片封装测试验证平

台等针对性创新能力平台，并联合光通信与网络国家重点实验室搭建应用技术开发平台。在先进制造业行业领域，通过制造业创

新中心实现共性技术在行业内有效输出、尖端研发技术专项定制，在创新效率提升中发挥放大器作用，有效促进行业内技术扩

散。 

最后，盘活科教资源存量，实现创新要素集聚。依托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明确企业与高校作为创新主体的承载地位，

有效发挥武汉高校与科研院所密布的智力资源密集区优势，以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为主干，国家实验室及大量科研院

所为支点，构成创新平台的科研力量，以上游产业投资和下游客户参与技术研发的资金为纽带，盘活人、财、物，实现全省战略

性新兴产业共性技术合作开发。依托创新平台载体实现技术突破，比企业个体更容易实现技术外溢[39]。两家创新中心均通过组建

行业技术联盟，建立平台融资，保障行业联盟的技术扩散，有效激励先进制造业的创新活动涌现，创新产出增量效果明显。 

2.3研究假设 

与未设立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省域相比，湖北在该新兴创新载体的设立上具有显著优势。首先，“一城两中心”和“一省

两中心”模式，形成地区科技创新的技术密度优势和技术扩散优势；其次，支撑“双中心”的科教基础优良，高校与科研机构人

才众多，前期科技成果形成的研发高度更接近行业前沿；最后，湖北相应的先进制造业产业发达，无论是光谷的光电子信息产

业，还是依托华中科技大学的数字设计与制造产业，都具备全国领先优势。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设立，为当地先进制造业提供

了新的研发引擎，能更好地服务于湖北光电子、数字加工与设计产业。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设立，能有效提升湖北省对应先进制造业领域的产出水平。 

制造业创新中心促进先进制造业产出增长，往往是通过刺激创新活动实现的。制造业创新中心的企业属性，解决了传统创新

主体激励不足的问题，其行业联盟和上下游多股东联合投入模式，有效解决了共性技术研发力量投入不足、技术成果下游应用不

广泛的问题。制造业创新中心载体运行发挥的直接作用，是通过提升所处领域内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实现本领域创新成果集中涌

现，其间接效果则来自技术贡献。先进制造业领域内部的技术贡献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键技术突破带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平

台创新活动大大增加，从而向行业下游客户输出大量技术产品；另一类是共性技术创新的平台扩散效应，可以提升相应制造业部

门在共性技术与使能技术方面的整体水平，从而推动相关制造业部门的技术普及，引发广泛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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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产学研用融创新链运作模式 

以湖北数字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为例，数字孪生技术突破让行业联盟内的航天企业开始引进虚拟制造类技术产品，实现第

一类技术贡献；大量行业用户开始利用虚拟制造技术提升加工精度并缩短产品设计周期，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在精密机械加工

等领域实现 AI极限粗度打磨技术的普及，从而引发模具加工行业集群的技术变革，实现社会创新投入的乘数效应。共性技术平

台的关键技术突破与先进技术共享，解决相关行业创新投入产出的效率问题，打通社会科研投入通道，推动全社会创新活动的开

展。这种创新活动的丰富是创新效率提升和创新成果溢出造成的。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设立，通过推动湖北全社会创新活动增加，促进当地先进制造业产出水平提升。 

3 研究设计 

3.1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主要采集自 EPS 和中经网数据库。首先汇总 2016—2019 年中国内地 31 个省份的季度宏观经济发展指标，并对湖

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相应的先进制造业产业数据进行采集和清理。因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成立时间较短，出于时间跨度考虑，面

板数据集采用季度数据，以增加观察的时间节点。同时，出于数据平稳性考虑，参考刘秉镰[40]的做法，剔除每年中波动较大的第

一季度数据，保留 3个季度，共形成 12期数据。 

本文选取湖北省作为实验样本，是由于工信部设置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时，对照不同先进制造业领域，根据全国统筹布局，

严格实施一对一匹配，因而各省份先进制造业产业类型数据具有绝对差异性，一个省份设立的创新中心针对领域绝不会与其它

省份重叠。为匹配湖北制造业创新中心所属领域，最终筛选 31个省份先进制造业中的 8类先进制造业产业数据观察值，具体产

业细类划分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先进制造业税收优惠政策目录选定。以上所有数据观察值中，省际数据以 2016年价格为不变价格

进行平减，由于先进制造业产品产出基本为数量单位而不是金额，因而无需平减。上述数据最终采取对数化处理，对于最小值小

于 1 的观察值，先整体加 1 再取对数，以避免出现负数。在样本分组上，以湖北省作为实验组，以暂无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

23个省份作为对照组，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组间差异对比分析。 

3.2模型设定 

湖北省申请设立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于 2018年开始正式运行。同年，国家在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共设立 7家制造业创

新中心，分别服务于不同先进制造业领域。本文基于此现实背景，将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视为一种准自然实验，构建反事实估计

框架展开分析。将湖北省作为实验组，将其它未设立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省份作为对照组，假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的政

策溢出效应仅限样本省份自身。另外，根据双重差分平行趋势假设条件，即在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这个政策冲击发生之前，

两组样本对应领域先进制造业产出水平具有相同变动趋势。在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这一政策干预实施后，若观察到先进制

造业对照组与实验组之间的变化差异，即为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ATE),也即政策影响。因此，本文构建以

下面板数据双重差分模型： 

 

其中，i 代表不同省份；t 代表时间，其范围是 2016 年第二季度到 2019 年第四季度(剔除每年第一季度);被解释变量 Y 代

表先进制造业产品产量，包括金属切割机床、金属冶炼设备和集成电路制造业。INIit 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的政策虚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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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设立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省份取 1,未设立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省份取 0;Timeit为时间虚拟变量，在政策时间点 2018年

第二季度以前(政策实施前)取值为 0,2018年第二季度及之后(政策实施后)取值为 1。构造交乘项 INIi×Timet表征国家制造业创

新中心对实验组的政策干预。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对被解释变量 Y 的边际效应用 α3表示，在公式中表示为交互项系数。该系数表示在 2018 年第二

季度前后，分离实验组与对照组样本效应和时间效应后的组间差异，即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的政策效应。α3 是本文关注重

点，当其显著为正，则表明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对湖北先进制造业具有显著促进效应。Xit 为其它控制变量，包括平均受教

育年限、零售商品总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研投入、工业企业总利润、政府财政支出、GDP、货物运输量、人口、进出口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可支配收入。α0是常数项，α4是控制变量系数，εit是随机误差项。 

3.3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湖北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覆盖的信息光电子与数字设计制造领域产出数据为被解释变量。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先进制造业税收优惠分类列表，涉及金属切削与冶炼设备、半导体集成电路和通讯设备 3种具体产业类别。由于各省先进制造业

产业发展领域存在差异，本文通过 EPS 和中经网数据库筛选出 31 个省份共有或绝大部分省份金属切割机床(MMT)、金属冶制设

备(MSE)、集成电路(IC)制造业产品产量数据，观察以上变量的平均处理效应(ATE),实施政策效果评价。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目标省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设立，以INI×time 表示。参照双重差分法的基础设定，该政策变量采

用政策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乘项构建。由于湖北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获批均在 2017 年 11 月，根据政策效应评估

惯例，将政策效应起始时间设为 2018年。因面板数据的时间频度为季度，且去除每年一季度数据，以保持数据平稳，因而政策

效应观察期始于 2018年第二季度。 

(3)控制变量。 

除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外，现实中还会有其它多种因素影响当地先进制造业产出水平。首先，创新研发是先进制造业实

现产出增长的首要动力，本文采用科研投入(ISR)表征地区创新研发力度。其次，先进制造业企业整体利润水平构成对产出规模

的直接激励，本文用行业企业利润(P)作为代理变量。最后，中国经济外向型水平较高，地区进出口贸易额大小对先进制造业出

口部门构成直接影响。相关产业国际竞争力水平和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提高，都会助推相应先进制造业出口部门增加海外业务，从

而推动行业整体产出增长。因此，本文用进出口额(MXV)作为地区进出口水平的代理变量。 

此外，以地区人口规模、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地方财政一般性预算支出水平、交通设施投资规模、货物运输

总量等宏观变量集作为机制分析中的地区控制变量。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变量说明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LNISR 科研投入 372 22.123 1.712 15.890 24.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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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P 企业利润 369 26.052 1.518 18.315 28.692 

LNMXV 进出口额 372 25.047 1.724 20.461 28.313 

宏观变量       

LNGDP 国内生产总值 372 26.970 0.968 23.874 28.737 

LNPOP 人口 372 17.353 0.835 15.012 18.562 

LNFI 固定资产投资 372 27.669 1.286 24.529 30.337 

LNFE 财政支出 372 25.565 0.568 24.169 26.793 

LNTI 交通投资 372 23.362 0.828 21.032 25.276 

LNFV 货物运输量 372 19.279 1.110 15.082 20.908 

结果变量       

LNMMT 金属切割机床(台) 323 7.118 2.227 0 11.022 

LNMSE 金属冶炼设备(吨) 200 8.171 2.011 0 10.791 

LNIC 集成电路(万块) 243 9.735 3.170 -0.204 14.211 

 

4 实证分析 

4.1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首先，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基准回归，对湖北省先进制造业产业数据进行整体评估，分析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对湖北

先进制造业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3中模型 1、3、5分别对不同先进制造业进行基准回归估计，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模型 2、4、6加入控制变量进行进一步

分析。从回归结果看，模型 1～6中交互项 INC×time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控制其它可能的影响因素后，预设的核心变量能有效

促进各领域产出规模增长，H1成立，即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推动了湖北先进制造业产出水平提升，其效果比未设立创新中心

的省份显著。对比 3个不同先进制造业行业可知，集成电路产业的组间差异系数最大，达到 4.209～4.229,金属冶炼设备产业次

之，也达到 3.346～3.832,说明在这两个细分行业中，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具有更好的产出效果。各模型交互项系数都显著为正

但存在差异，表明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政策对湖北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要素具有差异，不同产业受到不同因素影响从而表现出

差异性。合理配置资源，保证资源利用最大化，能更大程度促进湖北先进制造业发展。 

在控制变量中，科研投入对金属切割机床产业的作用显著，在 10%的显著水平下促进金属切割机床产业创新发展，但对于金

属冶炼设备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科研投入对不同先进制造业投入具有偏差，针对不同产业的投资程度

不同，相较于其它先进制造业，金属冶炼设备产业科研投入较少，因而表现为不显著。同时，不同先进制造业产业科研产出效率

具有差异性。科研投入在 1%显著水平下促进金属切割机床产业创新发展，但对金属冶炼设备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影响不显著。可

能是由于金属切割机床产业发展资金以企业利润为主，而金属冶炼设备和集成电路产业却不是。目前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迅

速，但关键设备都需要进口，对国外依赖性较强，科研投入短期内对集成电路产业的影响有限，因而表现为不显著。进出口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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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冶炼设备产业的影响显著，在 1%显著水平下促进金属冶炼设备制造业创新发展，但对于金属切割机床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影

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当前国内对于绿色经济发展的要求，导致金属冶炼设备制造企业不得不依赖从国外进口先进设备。零售

商品总额对集成电路产业的作用显著，在 10%的显著水平下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但对于金属切割机床和金属冶炼设备产

业的影响不显著。零售商品总额能直观反映地区经济景气程度，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不仅需要资金投入，同时对于劳动力需求旺

盛，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以上控制变量较好地控制了其它因素对湖北先进制造业的固有影响，有效

缓解了核心结论的内生性问题。 

表 3以湖北部分先进制造业产量为被解释变量的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LNMMT(金属切割机床制造业) LNMSE(金属冶炼设备制造业) LNIC(集成电路制造业) 

INI×Time(政策交乘项) 0.873* 0.902* 3.346*** 3.832*** 4.209*** 4.229*** 

 (0.498) (0.464) (0.821) (0.671) (0.633) (0.641) 

LNISR(科研投入)  0.980*  -0.22  -1.332 

  (0.508)  (1.877)  (1.575) 

LNP(企业利润)  0.347***  0.466  0.179*** 

  (0.117)  (0.31)  (3.21) 

LNMXV(进出口额)  0.223  1.954***  0.158* 

  (0.147)  (0.639)  (0.086)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onstant 6.666*** 6.918 9.782*** -181.923** 10.033*** -314.526 

 (0.437) (41.999) (1.231) (72.92) (0.616) (640.482) 

R2 0.102 0.202 0.237 0.384 0.318 0.351 

Observations 227 224 126 126 163 163 

 

注：*、**、***分别代表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报告 t值，下同 

4.2稳健性检验 

4.2.1平行趋势检验 

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的前提是要满足平行趋势，即满足在政策作用前，对照组与实验组先进制造业发展具有相同趋势的假

设。为检验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成立，本文参考罗知和齐博成(2021)的研究，采用事件研究法估计政策效应的动态结果，建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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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其中，i、t分别表示省份样本和季度时间值，AMIPit表示先进制造业产出水平；INIni×Timent表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

这一事件，设为虚拟变量。INIni×Timent 取值如下：当 t 取值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前第 n 季度(n=1,2,3,4)时，

INIni×Timent=1,否则 INIni×Timent=0;在模型中，将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当季作为基准季度。本文分别对切割机床制造业、

金属冶炼设备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 3类结果变量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2～4所示。 

 

图 2切割机床制造业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图 3金属冶炼设备制造业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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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集成电路制造业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由图 2～4可知，在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政策实施之前，实验组与控制组先进制造业发展不存在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

设。此外，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政策影响还表现出行业间差异性，对切割机床和集成电路产业均存在短期冲击，但对于金属冶炼

设备加工产业，政策冲击滞后 3个季度后产生影响。 

4.2.2更换估计方法 

考虑到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地区间先进制造业发展宏观基础存在较大差异，为避免上文标准 DID 方法的估计结果受

到未被观察到因素的影响，造成主动选择偏差，本文通过变换估计方式，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进一步进行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在倾向得分匹配中，对各省 GDP、人口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政府一般性财政支出、交通设施投

资和物流运输量等宏观指标进行邻近匹配，去除与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差异过大的未匹配观察值，从而消除因地区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差异带来的不可观察变量差异。结果显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政策对金属切割机床、金属冶炼设备、集成电路制造业

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且分别在 1%、1%、5%的水平下显著，其中对集成电路制造业的影响最大，说明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能

够显著促进湖北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更进一步分析，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虽然能够显著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但对不同领域

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后，实施 DID估计，核心结果符号和显著性依然与原标准 DID估计结果一致，证明原结

论稳健。 

4.3中介效应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目标省份设立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可以促进对应创新领域制造业产出增加。在该因果推断结论的基础

上，本文进一步探讨这种促进效应的作用机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能促进相关领域先进制造业产出增加，其重要中介机制是通

过创新活动开展和创新效率提升实现的。 

进一步考察创新活动的作用机制，本文采用全社会科研投入作为创新活动的代理变量，假设制造业创新中心的设立，能有效

提升科研投入水平，从而促进先进制造业相关领域产出增长。 

如果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政策通过研发中介效应正向促进相关产业发展，说明与未设立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省份相比，

湖北共性技术溢出效果更加显著。为此，本文参考江艇(2022)的设定，建立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其中，i 代表省份，t 代表季度，INCit表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这一事件，Yit表示先进制造业产业，Xit表示其它变量。

α1表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对先进制造业的总效应，若α1显著，则表示总效应存在，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β1表示国家

制造业创新中心对中介变量 Mit 的影响；γ1 表示在控制中介变量 Mit 后，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对先进制造业产业的影响。根据

Hayes(2022)的建议，本文不再报告完全和部分中介效应，以减少内生性偏误。 

表 5展示了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对湖北相应先进制造业作用的机制路径。从回归结果看，模型 10～12均通过 p值检验，

证明金属切削机床、金属冶炼设备和集成电路领域均存在中介效应。科研投入对 3个领域产出水平提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H2

的中介机制成立，即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设立，通过推动全社会创新活动增加，促进先进制造业产出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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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内地 31个省份先进制造业面板数据，以湖北省为实验组，其它省份为对照组，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实证

分析。以 2018年第二季度创新中心正式运行作为政策时间点，设计政策冲击的准自然实验，通过观察两组先进制造业产业数据

的组间差异识别政策因果效应，其结论得到证实并且通过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对湖北省先进制造业

相应产业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为湖北先进制造业产业带来新一轮发展机遇；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通过提升创新效率，激励创新活

动的投入扩张，影响湖北先进制造业产业发展。 

表 4 PSM-DID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INI×Time(政策交乘项) 金属切削机床制造业 金属冶炼设备制造业 集成电路制造业 

 1.254*** 1.827*** 6.868** 

 (0.379) (0.000) (2.67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Cons -54.698 -1029.724*** 610.965 

 (564.792) (0.028) (477.092) 

Observations 92 17 46 

R-squared 0.427 1.000 0.606 

 

表 5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变量 金属切削机床制造业 金属冶炼设备制造业 集成电路制造业 

科研投入 0.636*** 1.613*** 1.598*** 

 (0.103) (0.306) (0.42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Cons -15.763
***
 -20.732

***
 -18.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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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5) (7.599) (23.062) 

Observations 255 224 159 

R2 0.698 0.429 0.155 

Sobel-p值 0.022 0.005 0.038 

Goodman-1-p值 0.023 0.057 0.043 

Goodman-2-p值 0.020 0.045 0.034 

中介效应 0.224 0.402 0.571 

中介效应占比 0.406 0.855 0.489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湖北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要立足于盘活区域创新资源，提升区域创新效率。

从先进制造业自身发展看，需围绕湖北先进制造业，完善产业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提高产业科技创新水平。同时，充分利用国

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平台发展相关产业，实现行业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突破，带动先进制造业薄弱产业发展，提升湖北先进制造业

地位。其次，从制造业创新中心发展经验看，湖北要依托在建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整合现有资源并进行合理分配，带动产业

积极创新的同时，扩大自身辐射范围。此外，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在带动地方产业的创新活动中，要响应新时期国家战略指向的

要求，引导区域创新向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根据区域产业优势，调整发展方向。同时，制造业创新中心发展要注

重对产业资本的吸附，通过引入政府投资及民间金融资源共同服务于先进制造业，通过资本运作激发企业间创新活动，促进先进

制造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再次，鼓励先进制造业跨区域协同创新，推动湖北省内具有技术优势的企业走出去，强化全国范围内创

新成果的溢出效应。在部分难以攻坚的关键制造业技术领域，鼓励省内制造企业通过联合经营、战略合作等方式，与国内更具优

势企业进行协同创新，形成区域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这样，不仅能进一步提升湖北先进制造业创新能力与竞争优势，也为整合

全国范围内相关资源，打造面向未来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进而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可能。最后，根据国家先进制造业创新中心的

全国布局统筹战略，在目前多省多地错位互补竞争的基础上，深入展开第二阶段创新链建设。湖北要立足全局站位，着力提升现

有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技术高度和密度，积极参与提升相关产业共性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覆盖度，带动相关领域先进制

造业全局性发展。同时，重提质扩量，积极推进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鼓励达到要求的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申请建设国家制

造业创新中心，将创新链扩展成创新网络，有助于促进先进制造业技术的渗透和扩散，培育新的国家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节点，

实现先进制造业部门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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