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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当今技术快速更迭的时代，企

业如果不求新求变，在变化中求生存，
就会错失发展的机遇而陷入被动。 企

业为了生存， 必须尽快适应全球一体

化经济的需要， 提升自身创新质量以

提升绩效，进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作为以知识生产力为主导的高科

技行业， 电子信息产业正处于转型发

展期。 2016 年，电子信息行业形势一

片大好，其行业增加值增长 10%，高于

工业产业平均水平 66%以上。 但在这

大好的形势下， 却也存在着由于企业

核心产业薄弱导致的粗放型增长和由

于自主创新水平不高所导致的竞争力

不足问题。专利作为知识成果，能够很

好地反映企业自主创新水平， 其竞争

非常激烈。 根据欧洲的数据，2017 年

我国提出的专利申请量较 2016 年 增

长 16.6%， 达到了 8 000 件以上。 其

中， 华为以 2 398 件的专利申请量居

于全球首位。 所以选取电子行业的数

据进行专利结构变动对于企业研发投

入效果的影响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有关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

研究。 Edward B.Roberts（1995）研究认

为， 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能够使其

销 售 额 增 长 ，Bart Los，Bart Verspagen
等（2000）认为企业的研发活动能够提

高企业的生产力。 英国贸工部（2005）
“2005 年 度 全球 企 业 研 发 排 行 榜 ”的

研究表明企业绩效与其研发投入相关

性较高。
在 国 内 相 关 研 究 的 侧 重 与 之 不

同， 更侧重于科技投入与宏观经济增

长的关系研究。 近年来针对企业的相

关 实 证 研 究 才 得 到 重 视 。 张 圣 利

（2013）认为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

之 间 的 相 关 性 取 决 于 行 业 ； 刘 振

（2014）认为企业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企

业会影响企业研发支出与其绩效的相

关性；杜勇、鄢波、陈建英（2014）的研

究认为二者相关且方向为正； 舒谦、
陈 治 亚 （2014）则 认 为 研 发 支 出 与 企

业 绩 效 的 相 关 性 与 公 司 治 理 结 构 相

关；杨楠（2015）的研究结论 也 印证 了

这种正相关性的存在。 但是，有部分研

究认为这种相关性并不在当期。陈一博

（2013）的研究显示研发支出对企业未

来绩效影响较大， 针对不同的行业这

种影响也存在差别； 鲍新中、 孙晔等

（2014）研究表明，研发支出 能 够在 之

后的一定期限内， 对企业绩效有显著

的正向促进作用。
（二）有关专利结构的研究。 本文

提到了专利结构的概念， 这种结构不

是特指某一专利的内部机构， 而是指

企业所申请或拥有的不同类型的专利

的数量结构。目前的研究中，与本文提

到专利结构概念类似的较少。 有关专

利结构的研究更侧重区域专利结构的

变动趋势研究、 专利结构对于区域创

新能力的体现效果以及宏观经济增长

的研究上。刘凤朝等（2005）研究了不同

经济区专利结构的不同分布； 吕淑仪

（2009）和朱爱辉等（2012）的研究都着

重于一个地区， 对区域内的专利结构

情况进行了分析。 这些研究着重于知

识产权变动与发展方面的研究， 仅仅

将专利结构作为其中一个分析的入手

点。 另有一些学者将专利的质量与价

值等与经济相关的因素与专利种类相

挂钩。 如刘凤朝等（2006）就认为专利

结构能反映该地区的创新能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最直观

的结果就是促进生产力发展。 创新与

宏 观 经 济 的 增 长 之 间 的 关 系 备 受 关

注，而作为创新的度量，专利结构就成

为了最直观的指标。 高文杰（2014）的

研究认为， 我国发明专利与外观设计

专 利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促 进 作 用 更 为 明

显。目前针对专利结构的研究，目光更

多地投向了其外部的、 宏观层面的影

响，而企业作为微观层面的主体，则被

研究者忽略了。
三、研究假设与设计

（一）研 究 假 设。 根 据 Edward B.
Roberts（1995）的 观 点，研 发 投 入与 企

业绩效是正相关的。理论上来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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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创新活动可能为客户提供更加

有效用的产品， 也使得企业能够占有

更大的市场份额， 并因此提高其市场

地位。 企业对研发进行投入可以有效

提升产品的技术内涵， 也能够对生产

流程进行优化进而提升生产效率。 不

论是企业的生产效率还是产品自身得

到了提升， 都能够进一步降低企业的

成本，并且提升其核心竞争力，而这些

终将反映在企业绩效的提高上。
研发投资能够提高企业绩效，研发

需要充足的资金为支撑，但是目前我国

存在着总体研发投入不足以及融资渠

道狭窄等问题，这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产

业的技术进步。 同时，我国作为新兴市

场经济国家，代理问题的存在和技术创

新商业化程度的低下造成创新活动的

交易成本较高。 因此，需要谨慎看待我

国企业研发投入的有效性，电子信息行

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创新的风险更

高，行业的高风险意味着系统性的风险

高， 相应的创新投资的风险溢价更大。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H1：电子信息行业上市公司的研

发投入与其绩效存在相关性。
知识型产业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影响到企业的竞争力， 实施专利战略、
构建专利池对企业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理性的生产者，不

论是出于对自身研发成功的保护还是

出于竞争策略，企业会尽可能地将其研

发成果转化成有法律保护的知识产品。
Griliches（1990）认为 专 利 能 够 直 观 且

较好地反映研发效果。相比研发投入来

说，专利产出的不确定性水平已经低了

很多，并且在专利有效期内企业能够受

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但企业并不一定能

够得 到 专利 为 其 带 来 的 价 值 。 Pakes
（1985） 认为专利的经济价值会同时被

制度、技术以及市场等多因素影响。
现有的研究表明企业在将新产品

成功推入到市场的过程可能会显著影

响企业的绩效， 包括资产收益率和首

次 公 开 发 行 上 市 的 股 票 当 天 市 值 。

Ernst（2001）等人的研究结果就得到了

这样的结论。

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法》，将专

利细分。 发明专利主

要是为产品本身以及

其生产工艺和制造方

法等进行改进而提出

的 全 新 的 技 术 方 法 ；
实用新型侧重于对已

有 成 果 提 出 改 进 ；外

观设计则侧重于外观

方面的提升。 很显然，
在 技 术 的 含 量 上 ，三

类专利有着差异。 这

种技术含量差异同时也意味着能带来

经济效益的区别。所以专利结构很可能

会影响到企业研发投入的转化效果，其

变动很可能会提示转化的效果。 由此，
本文提出假设 2：

H2：电子信息行业上市公司的专

利结构变动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之

间的相关性有正向促进作用。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

样本来自电子信息行业中在沪深两市

主板上市的公司，截取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数据。剔

除了研究期间有 ST 年份以及有行业

变更或营业收入中与通信行业无关的

营业收入占比超过通信行业相关营业

收入的公司，最终选取了 89 家上市公

司。 本文基础数据分别来自巨潮资讯

网、国泰安数据库、国家知识产权局中

国 专 利 信 息 中 心 。 数 据 分 析 采 用

SPSS 20.0 软件。

2.变量及模型设计。
（1）变量设计（见表 1）。
（2）模型设计。
首先，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根

据前文的假设， 建立企业研发投入与

企业绩效之间的回归方程。

Ri=α+βlnRDi+εi （1）
其中，i=1，2，3，…，n，i 代表第 i 个

通信行业企业，共有 n 个相关企业。
其次，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

际情况中，企业绩效的影响因子较多，
为了提高模型准确度， 本文对部分变

量进行控制， 引入的控制变量有企业

规模（SIZE）、企业性质（GOV）、财务杠

杆（DAR）。
Rit=α+β1lnRDit+β2SIZEit+β3GOVit+

β4DARit+εit （2）
其中，i=1，2，3，…，n，t=1，2，3，4，5。

Rit 代表第 i 个企业第 t 年的企业经营

业绩；lnRDit 代表第 i 个企业当年或滞

后年份中研发投入的自然对数；SIZEit

代 表 第 i 个 企 业 第 t 年 的 企 业 规 模 ；

GOVit 代表第 i 个企业第 t 年的企业性

质；DARit 代表第 i 个企业第 t 年的资

产负债率。
最后，调节效应的检验。引入调节

变量专利摩尔指数（M），通过 SPSS 软

件对其调节作用进行检验。

Rit =α +β1lnRDit +β2Mit +β3SIZEit +
β4GOVit+β5DARit+εit （3）

其中，i=1，2，3，…，n，t=1，2，3，4，5。
Rit 代表第 i 个企业第 t 年的企业经营

业绩；lnRDit 代表第 i 个企业当年或滞

后年份中研发投入的自然对数；Mit 代

表第 i 个企业第 t 年 相对 t-1 年 的变

化的情况， 也就是第 t 年的专利摩尔

指数；SIZEit 代表第 i 个企业第 t 年的

企业 规 模；GOVit 代 表 第 i 个 企 业 第 t
年的企业性质；DARit 代表第 i 个企业

第 t 年的资产负债率。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见表 1）。 由下

页表 2 可以看出，2012—2016 年五年

间， 电子信息行业内企业研发投入的

均值与中值在逐年上升， 其中均值增

论 坛COMMERCIAL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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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分别达到了 4.06%、18.49%、22.88%
和 16.86%。 除了 2015 年至 2016 年增

幅有所回落，其数值是在不断上涨的，
除 2014 年外行业内研发投入的 标 准

差一直是在逐步增加的。 这说明我国

电子信息行业企业对于研发的认识逐

渐提高， 企业的研发投入都在根据具

体情况逐步进行调节， 致力于提高研

发投入的使用效果而非一味增加投入

或压低成本。
由表 3 可以看出，2012 年至 2016

年我国电子信息行业上市公司专利申

请数量总体稳中有升， 其中发明专利

申请数占比也呈逐年上升状态， 说明

企业在研发质量上有了逐渐提高。
（二）实证分析。

1.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检验。 首

先运用 SPSS 软件对一元线性回归模

型进行检验。由表 4 可以看出，模型的

D-W 统计量为 1.83，接近于 2，说明系

数不存在自相关；F 值为 67.61， 模型

有效； 研发投入与主营业务收入间存

在线性相关关系。线性回归系数通过 t
检验。

2.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为了提高

模型准确度，在模型中引入解释变量。
引入的控制 变量 有 企 业规 模（SIZE）、
企业性质（GOV）、财务杠杆（DAR）。

由表 5 可以看出模型系数不存在

自相关，F 值为 94.07。 lnRD 的系数通过

了 t 检验， 说明研发投入与主营业务收

入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但加入控制变量之后，lnRD 的系

数由正变负， 这种变化说明此时研发

投入的增加会使得企业的销售收入反

向变化。 此时企业陷入了研发投入的

“加速化陷阱”。 在

这种情况下，企业

不 论 如 何 加 大 其

研发投入的金额，
研 发 投 入 的 增 长

都 不 会 有 更 大 起

色 ， 甚 至 转 而 降

低。 这是由于研发

投 入 加 大 的 同 时

其 质 量 却 没 有 同

步提高，专利数量

粗放增长，难以提

升业绩。

3.专利结构变

动 的 调 节 效 应 验

证。 为检验专利结构变动对研发投入

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作用， 构建模

型 4、5。
Rit =α +β1lnRDit +λMit +β2SIZEit +

β3GOVit+β4DARit+εit （4）
Rit=α+β1lnRDit+λMit+γlnRDit×Mit+

β2SIZEit+β3GOVit+β4DARit+εit （5）
由表 6 所示的结果能看出 lnRD×

M 项显著，即交互项显著，存在调节效

应。 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与企业绩效之

间的相关性和方向受到专利结构变动

的影响。 由数据可知专利摩尔指数的

调节方向为正，验证了前面的假设 2。
说明在电子信息行业， 企业专利结构

的变动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之间的

相关性有正向促进作用。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电子信息行业内数据

的分析， 探讨了研发投入对以主营业

务收入衡量的企业绩效产生的效果，
并探讨专利结构对于该效果的调节效

应。 运用了回归模型对所选数据进行

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
在 2011—2016 年，我国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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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业 企 业 研 发 投 入 的 均 值 在 逐 年 上

升，而其标准差却在逐年上升，这表明

电子信息行业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投

入增大，认识程度有所提高，不同的企

业根据自身情况调整了研发投入，而

非一味控制成本或追求高研发投入。
在此期间， 我国电子信息行业上市公

司专利申请数量和发明专利申请数占

比也呈逐年上升状态， 说明企业在研

发质量上有了逐渐提高。
实证研究的结果印证了研发投入

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效果。但值得我们注

意的是，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研发投

入的增多反而会降低主营业务收入，使

得企业陷入研发投入的 “加速化陷阱”
之中。 这引发了我们的反思，企业在进

行研发时，不应仅仅注重研发投入的增

加，而更应注重研发的质量，并且要认

识到专利结构对于企业进行研发投入

时预期目标的实现具有的重要意义。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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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并购频繁， 并购价款日益增

长， 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并讨论

有关并购的问题， 其中不可避免的是

商誉。 由于商誉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

性， 商誉问题一直是会计实务界和理

论界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 有关商誉

减值测试的准则最早由美国会计准则

委员会制定，2001 年 6 月规定商誉不

再摊销，而改为按年进行减值测试。在

之后的数年时间里， 美国商誉减值准

则经历了数次变迁。 本文从文件 NO.
2017-04 发布背景出发， 梳理二十一

世纪以来美国商誉减值准则的主要变

更文件，着重介绍文件 NO.2017-04 的

主要内容， 以期为我国商誉减值会计

则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文件 NO.2017-04 发布背景

2001 年 6 月，美国会计准则委员

会（FASB）发布 142 号会计准则《商誉

与 其 他 无 形 资 产》（2007 年 被 整 合 成

350 号《商誉与其他无形资产》），提出

对商誉的后续计量不再摊销， 而只进

———基于 FASB 发布 2017 年第 4 号文件的解读
□路婷 姚正海（教授）（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0）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812（2018）09-0013-03

摘要：2017 年 1 月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布新的合并商誉（以下简称

“商誉”）减值准则（以下简称文件 NO.2017-04），提出将商誉减值定量测试由

两步法改为一步法，并为商誉减值测试涉及递延所得税的相关处理提供指引。
文章介绍了文件 NO.2017-04 的主要内容，以期为我国商誉减值会计准则提供

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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