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权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案例分析  
——以电子通讯业“巨大中华”为例 

文/ 袁立 陈志勇  

 产权激励是技术创新的基本激励制度之一，而要实现技术创新的产权激励，则需要对影响技
术创新的产权因素进行深入的剖析。  

 一、 企业的产权特征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技术创新是一种企业行为，企业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企业的产权特征

必然会对技术创新产生一定的影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合资企业的不同创新能力证明了这一
点。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剩余所有权与最终控制权应该统一。在国企的多极代理关系中，
由于所有者虚位，企业的产权性质不清晰。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支持，决定
了国企缺乏持续创新的产权基础，而且由于国家的约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影
响。  

 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无疑是清晰的，实现了剩余索取权和最终控制权的统
一，让真正承担风险的所有者成为企业家。而企业家对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不容低估，企业家不仅
承担着发现潜在利润作出技术创新决策的责任，而且还能有效组织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
率。正因为民营企业造就了真正的企业家，所以从长远来说，民营企业最具备技术创新能力。随着
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企业治理结构不断完善，民营企业将最终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中心。  

 合资企业由不同的利益主体构建而成，因此合资企业的产权特征比较复杂。追求合资各方的
利益是合资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而合资企业目标的实现是合资各方差异目标妥协的结果。
由于合资企业中各个机构只有通过妥协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合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只能通过这种复
杂的妥协得以实现，因此，很难达到帕累托最优。合资企业追求短期利益的特征，也决定了其技术
创新能力是很薄弱的。  
   以上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对比分析。私营企业由于其产权性质的
明晰性，技术创新的潜力是最大的；而合资企业则由于其产权性质的复杂性，技术创新能力是最低
的。技术创新主体的产权性质，是影响技术创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二、 案例分析  

 “巨大中华”—— 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以下简称大唐、巨龙、中
兴、 华为)曾是中国通信制造产业的代名词，是当时通信设备制造领域发展最快、实力最强的4家
企业。  
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四家电信制造企业原本处于同一规模，都是靠程控交换机起家，起点、市
场环境、竞争对手都差不多。在如此众多相同因素下，为什么短短几年，四家企业会出现如此巨大
的差距？  

 从成立的时间上看，中兴和华为要远远早于巨龙和大唐，但实际上，论政策资源和技术实
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位于北京的巨龙和大唐都优于位于深圳的中兴和华为。几年之后，由于技
术的革新，移动和数据通信替代交换机成为通信业的主流产品，在这次行业转型过程中，国内厂商
之间也出现了差距，而且主要因为产权体制的问题，差距越来越大。曾经在交换机技术上领先于
“中华”的“巨大”逐步衰落，而 “中华”反而后来居上，开始在全球通信之林中塑造着中国通
信业的领先形象。  

 在这四家公司中，华为是民营企业，其余三家都是国有企业。但不同的是，中兴虽然有国有
企业的背景，但是国家并没有实际的资金投入，而且中兴是上市公司，并且采取了国有民营的运作
机制。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巨龙的落后是产权体制问题，巨龙在产权体制上有先天性的不足。在巨龙运作
过程中，虽然也按照《公司法》规定成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但多重利益主体并存，股
东、生产企业混为一体。由于04机的巨大成功，各方为眼前利益所诱，股东表面上代表了资本方，
但实际运作中，股东却分别代表了资本方、技术方、债权方和供货方，大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说
话，利益之争不断。这种实际运营体制的股东会、董事会并不讨论和决定巨龙作为一个独立于各方
利益的企业实体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反而成了各方权益角逐的战场。股东代表及其派出董事一方面
要在股东会和董事会行使表决权，另一方面在决策时又各自考虑从巨龙经营活动中如何取得短期收
益，如何给技术支持定位，如何保护债权人和供货商的利益。股东各方崇尚不受约束的权利，追求

 



不择手段的控制，不顾商业规律和准则获得资源，追逐利益。所有权与经营权掺杂不清，使巨龙在
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决策自相矛盾，整个企业没有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必要的核心竞争力还没有形
成，整个企业缺乏创新能力和快速应变能力。  

 在上述状态下，决策的随意性很难避免，董事会在经营决策上不能发挥作用，公司频繁更换
总裁，也造成经营策略上的频繁变动。造成的失误给巨龙带来无法挽回的影响:公司接入网的研发
方面要领先其它企业至少一年以上时间，本应在这个领域大有作为，但是却放弃了获得新经济增长
点的大好机会。  
（作者单位：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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