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研究 

文/魏想明 

中央关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的战略基点，要建立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要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要实现中央的这
一战略决策，必须从自主创新的基本要求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出发，制定相应的对策。 

一、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明显不足。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数据窥视一斑。一是专利
数量：IBM公司2000年有2886件发明专利，2001年增至3411件，2002年为3289件。我国企业2000

年全国企业发明专利为1061件，2002年为1461件，即在2002年我们全国发明专利总额只占到IBM一
家企业当年专利数的44%；二是品牌：2004年我国GDP排名世界第六，出口额排名世界第三，在经济
总量上可谓巨人，但是以进入世界500强为依据计算这些国家世界级企业的个数，除了中国有15强
以外，其他5强分别为法国37家，英国35家，德国34家，日本82家，美国189家，然而以上五个强国
进入全球最具影响力品牌100强的个数分别为8个、4个、9个、7个和58个，非常可惜的是，中国一
个都没有。品牌的缺失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制造”在国际竞技舞台的后继力。 这表明，我国
自主创新之路还任重道远。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 

（1）投入不足。R&D经费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资金投入的主要指标。2002年我国科技研发经费
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3%，远低于美国（2.82%）、日本（3.09%）、韩国
（2.96%，）等。对企业而言，R&D经费投入的多少反映着该企业对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投入情况，
企业R&D 经费投入与其产品销售收入的比值是衡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投入力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我
国大中型企业的研发经费占其销售额仅为0.5%，远低于世界企业8%-10%的平均比重。不仅总量少，
而且结构也不合理，企业只有成为研发投资主体，企业自主创新才能进入成熟的良性循环。例如，
美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在美国全部研发费用中占72%-73%，德国占66%-67%。我国的科技活动长期以来
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企业被边缘化。 

（2）缺乏自主创新人才。以下三个数据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一是我国每万人从事专业研究开
发人员的数量仅为日本和俄罗斯的1/10，韩国的1/4。二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工作者67%集中在事业单
位，16%在三资企业，仅17%在国企和集体企业。三是2003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口仅占总人
口的1.98%，与美国2001年已经达到17%的水平相距甚远。 

（3）缺乏自主创新意识。自主创新对我国企业来讲，意味着改变多年来所习惯的生产方式、
工艺流程、操作方法，还伴随着一定的投入和风险，但受传统文化和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相当规
模数量的企业缺乏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导致员工创新意识不
强。 

（4）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这是由于我国市场化不充分形成的。一是部分行业垄断的存在，
不创新照样可以获得高利润，制约了企业创新的热情；二是企业产权改革滞后，领导行为短期化，
制约了自主创新发展；三是我国企业未进入成年期，束缚了自主能力发挥；四是知识产权保护不
力，影响了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五是融资渠道不畅，自主创新资金来源得不到保证。 

（5）缺乏自主创新的体制。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存在“两张皮”。企业拥有订单或引进了技
术、仅负责制造产品，不管相关的技术消化再创新，也无这方面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据资料显示，
国有企业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费用之比为1：0.08，而韩国、日本则为1：5到1：8。这也是韩国、
日本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取得了成功，而我们仍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提升国企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议 
我国只有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知名品牌，形成自主创新雄厚的技术基础，才有可能

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在自主创新中，要发挥企业作为主体地位的作用。因为企业是最贴近
市场需要的，它也最能掌握市场的潜在需求。因此，企业也最能在研发的目标上做到有针对性，也
最能体现市场的导向作用。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对策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1）营造自主创新的文化氛围。创新是一个从创意产生到创新实现的连续过程。这个过程可
以被看作是知识创新的过程，也可以被看作是连续的决策过程。而无论是连续的知识创新还是决策
过程，其中的行为主体必然受到企业文化的影响，这正是企业文化影响创新的根本原因。只有创新
被组织成员接受并与组织融为一体，创新成为了整个组织的行为之后创新过程才可能成功。 

企业文化对创新的作用，是通过影响企业管理者和员工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发挥作
用的。事实上，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本质上是一种受文化驱动的行为。在企业内部，要提高全体职



 

工，尤其是专业人才对自主创新重要意义的认识，从而才会有自觉行动，才会有可能出现创新。因
此，开拓创新的企业文化，才是推动企业成为自主创新主体的根本之道。美国3M公司是始终鼓励创
新容忍失败的典型案例。3M公司一向鼓励职工在岗位上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和行动，即使真的失败
了，付出代价也不会追究个人责任，仍鼓励并支持其继续努力。反之，要是谁在其任职的三年期间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提不出任何改进工作的意见和行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则在裁
员时将成为首选对象。 

另外，坚强团队的建设也非常重要，但是整个中国的文化和大环境，特别在团队建设方面还相
对薄弱。从中国在奥运会上所取得的成绩上能够看到一些迹象。中国在个人项目上非常突出，而在
三个人以上的团队项目上表现往往不尽人意。现代企业要想在残酷竞争中发展壮大，仅仅依靠个人
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只有通过团队共同努力才可实现，因此我们必须要在团队建设上进行创新，
从而解决“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的历史之痛。 

（2）加强无形资产管理。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对无形资产的概念的引进较晚、
认识不足，观念淡薄，导致企业仅重视对有形资产的管理，而忽视了无形资产的管理，而自主创新
的成果绝大多数是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形式出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
企业自主创新的进展。加强无形资产的管理有利于保护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果不受侵害，更有利于调
动企业坚持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当前，加强无形资产的管理，要在企业强化无形资产的观念，建立
无形资产管理机构，完善无形资产管理制度，营造重视无形资产的氛围。 

（3）加强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自主创新要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积极促进消化吸收和
再创新。自主创新不排斥开放创新，也不是鼓励从头做起。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核心技术的
引进将越来越受制于人。对企业竞争力有至关作用的核心技术是引进不来的，外国公司"专利圈
地"，在不断抬高我们引进技术的成本，也不断挤压我们自主开发的空间。我们应该加大深层次的
技术引进，完善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机制，强调再创新工作。在重大引进方案中要包括创
新的计划，不能走引进一代、落后一代，再引进一代、再落后一代的重复引进之路。 
原始创新虽然能使企业拥有核心技术，长期收益，但由于投入多、周期长、风险大，难以适合我国
国情企情。选择自主创新，第一，企业应学会利用全球化的良好机遇，采用在全球范围内引进人
才、先进技术、与国际专业公司合作，全球采购零部件等方式，集成全球资源，开发自主品牌的产
品。第二，企业应注重提高引进、消化、创新能力。要通过引进、消化技术、提高生产力，促进技
术创新，完善创新机制，培养创新人才。第三，企业应认真从OEM（原始设备生产商）做起。OEM是
如今国际通行的一种生产方式，就是为大的品牌做代工。国内有关专家指出，通过做OEM掌握技术
后，提高自己的制造能力，然后向ODM（原始设计制造商）转变，创自己的品牌，正是中国制造迈
向中国创造的最捷径之一。 

（4）积极开展合作创新。自主创新要充分利用外部科技资源，积极开展合作创新。加强开展
国内外合作创新研究，是一条成功的路子。要有所选择的与国内外知名公司、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建立起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合作创新研究。海尔公司的“产、学、研”联合技术创新战略就是
成功的事例，通过实施该战略，使海尔从一个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年全球营业额实现1039
亿元（128亿美元），品牌价值高达702亿元的国际化企业集团，并在日本东京、荷兰阿姆斯特丹、
法国里昂、加拿大蒙特尔、美国洛杉机、澳大利亚悉尼等地建立了科技协作中心、科技信息站和七
个工业园，平均每天有2个专利，1个新产品，新产品贡献率达70%以上，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亦有一
席之地，出口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在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及南亚联盟等世界十大经济区均
有合作伙伴，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建设其在北美的家用电器生产基地，将逐步实现其“产地销，销
地产”的国际化战略。目前海尔累计申请专利6189项（其中发明专利819项）拥有软件著作权589
项。在自主知识产权基础上海尔还主持或参与了近百项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其中海尔热水器防
电墙技术、海尔洗衣机双动力技术还被纳入IEC国际标准提案，这证明海尔的创新能力已达世界级
水平。 

（5）培养、引进创新人才。即培养、引进和发展创新创业优秀人才，完善和优化人才支撑体
系。一要建立有利于人才自由流动、才华充分施展的机制，坚持人本管理的思想，努力营造出一种
尊重员工、尊重人才的氛围和能够发挥人才积极性、创造性的体制，为优秀创新人才提供舞台。二
要有针对性地引进海外顶尖人才和高水平人才团队，并为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保障条件，努力形成
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创新创业的新潮流，吸纳优秀技术专家加盟企业，推动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对接，
促进校园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融合。三要鼓励企业深化用人制度、薪酬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多种形式
的人才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创新人才，建立个人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的激励机制，调动创新人才的
创新热情（作者单位：湖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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