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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述了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分析了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的内涵、类型、特点和主要

障碍; 指出乡镇企业技术创新首先要从内部机制上进行创新; 研究了乡镇企业内部机制包含的主

要内容及其相互关联; 提出了政府推进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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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是智力与技术创新经济, 研究乡镇企业技术创新, 就是研究仍处工业

化初期社会条件下的农村工业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

1　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 乡镇企业走向世界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

111　乡镇企业走向世界面对的新情况

1997 年, 我国乡镇企业有 2 015 万个, 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20 740 亿元, 占全国国内生产总

值的 2717% , 占全国农村社会增加值的 6013%。职工人数13 050万人, 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比

重为 28%。乡镇企业是我国亿万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 也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所取得的

一项伟大成就。

对外开放是乡镇企业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1997 年, 全国乡镇企业生产出口产品的

企业 1111 万个, 其中有 1 000 多家企业取得自营出口权。乡镇企业出口产品交货值 6 947 亿

元, 其中出口交货值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414 万人。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是:

1) 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 各国贸易壁垒逐渐减少, 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衔接, 各国企

业家都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用户。这使得乡镇企业走向世界获得了空前的机遇, 但又面

临着更加严峻激烈的竞争, 扩大生存空间的机会多了, 但实现扩大生存空间的难度更大了。

2)当今世界,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知识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知识将作

为与资本、资源相比更重要的经济增长主导因素, 并且将导致经济的高质量高效益增长。这对

多数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乡镇企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如何处理好这个挑战, 将

决定乡镇企业能否走向世界。

3)国内经济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 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人们对生活

质量提高的期望日益增强。这反映在用户购买商品方面有 3 个方面与过去不同: 一是购买商品

时比过去更加挑剔选择; 二是购物选择的标准主要不再是价低、质高、耐用, 而是新款、美观、既

实用又能满足心理方面的需求, 更新换代快; 三是要求更高、更周全的售后服务。这对主要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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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经济、卖方市场的机遇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在产品和服务水平上都是新的巨大挑战。

4) 乡镇企业依靠比较灵活的市场机制获得发展, 并且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起到了一定的

示范作用, 但国有企业全面进行体改并正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后, 乡镇企业在经营上的相对

优势逐步弱化, 市场竞争能力下降。

5) 人类的实践和科学的高度发展促使人们认识到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我国已决定

把实施可持续发展定为基本国策。乡镇企业多数属于资源经济, 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有的企

业已被迫关闭, 许多企业将被迫进行改造。如何适应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这是乡镇企业面

临的严重问题之一。

112　乡镇企业走向世界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

企业获得利润的途径有两条: 一是来自绝对剩余价值, 亦即延长工作时间, 提高劳动强度;

二是来自相对剩余价值, 即提高劳动生产率, 这就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

知识经济是一种创新经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技术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

的动力。一个企业竞争力的大小, 取决于技术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强弱和技术创新成果的多

少。一个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企业, 将失去生存的条件。据科学家的研究, 技术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 在 20 世纪初为 5%～ 20% , 70～ 90 年代为 70%～ 80% ,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将

提高到 90%。这表明, 从科学技术到产品化、商品化周期缩短、技术更新加快的知识经济时代,

企业不创新, 就将消亡。

企业创新包括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等, 这些方

面的创新相互结合, 互为条件, 相互促进, 形成一种持续的创新机制, 持续协调发展, 才能赢得

竞争优势。在这些方面的创新中, 技术创新处于中心地位。

2　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的内涵、主要特点和主要障碍

211　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的内涵

乡镇企业技术创新是指在它原有的产品与服务水平的基础上, 进行与新产品或新设备、新

的服务有关的设计、制造、工艺过程及将其产业化、商品化有关技术的、设计的、制造工艺的及

管理的活动。它主要包括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成果扩散等方面。

1)产品创新: 新科学成果的工程化、产品化、商品化或在技术上有变化的科学思想商品化。

2) 服务创新: 为扩大产品销售而采取的更符合用户利益的、新的服务制度、新的服务方法

及企业为此而承诺的自我约束机制。

3) 过程创新: 一个产品的生产技术的变革, 包括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方法以及新的

管理制度和新的组织制度。

4)某些产品的独创性、独有性的开发利用, 如中药、中医、手工艺品等。

5) 新产品或新服务的扩散: 通过市场方式或非市场方式, 对新产品或新服务进行推广、扩

散、传播、销售, 即产品和新服务转移的过程。

212　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类型

1)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与工艺创新。产品创新是指乡镇企业在产品的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进

行的改进、提高或发明的创新活动。乡镇企业的产品创新可分为全新的产品创新和渐进的 (或

称在原有基础上的改进)产品创新。后一种投入小, 风险小, 较易做到, 所以, 数量较大。

服务创新包括新构思、新设想转变成新的或改进的服务, 也包括改变现有组织结构推出的

新的服务。这是最适合乡镇企业的技术创新类型之一, 因为服务创新投入小, 适应市场需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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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能力强。

工艺创新是采用新的或有较大改进的生产方法, 以达到改进现有产品的质量或提高生产

效率或降低成本或能防止污染为目的创新活动。大多数工艺创新是渐进的, 投入小, 难度相对

也小, 效果往往很好。所以, 这是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途径之一。

2)研究与开发活动。乡镇企业的研究与开发, 由于受资金、人才、信息等条件的限制, 目前

只有少数的乡镇企业能独立地进行。许多乡镇企业重视依靠与研究机构、大学或政府的合作开

展研究与开发活动, 合作的方式可多种多样。

3) 技术移植。技术移植是指在某一组织或领域内为着某一目的而形成的技术、知识或信

息, 被移植到另外的组织、领域或服务于其他目的的过程。乡镇企业一般不具备独立进行技术

开发的条件, 因此, 技术移植受到乡镇企业的高度关注, 是其技术创新的重要方面, 也是大学及

科研机构科研成果产品化、商品化的重要方式。

乡镇企业技术移植的主要方式有:

①研究人员自带科研成果以技术入股等方式进入乡镇企业。

②乡镇企业以优惠待遇聘请技术人员作主管或担任技术主持工作。

③乡镇企业通过技术中介机构获得移植技术。

④乡镇企业委托研究机构或大学进行产品开发研究或新工艺研究。

⑤研究机构或大学通过向乡镇企业转让科研成果, 并进一步使其科研成果产品化, 而乡镇

企业进一步又使这种产品商品化。

⑥与大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合作, 作为协作企业, 或作为联合企业、企业集团等方式实现技

术移植。

⑦与研究机构或大学或大企业合作进行产品开发。

213　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

1)特殊的重要性。技术创新关系到乡镇企业的生存发展, 是事关全局的大事。

2) 乡镇企业因其多数现有产品及服务水平低, 所以技术创新的起点低, 潜力很大, 难度也

很大。

3)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的多样性与广泛性。

①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创新, 即科研新成果、科学思想的首次工程化、首次产品化、首次商品

化。这在乡镇企业是极少数。

②产品与服务渐进性创新, 即在原有基础上的改进。这是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方面。

③产品与服务的相对性创新, 即创新成果只在一定地区或行业领域具有相对先进性。这也

是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方面。

④产品与服务的独有性、独创性。如属于某些地域或民族特有的产品与服务, 这类产品与

服务创新不是表现一般意义上的先进性, 而是表现为如何更好地保持原有的传统特色和特点。

4)乡镇企业技术创新表现出较高的效率。乡镇企业一般规模较小, 管理层次少, 决策程序

较简单, 且一项产品与服务创新活动之成败, 直接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 甚至关系到企业的

生存, 所以实施一项产品或服务创新活动从提出到决策到实施需要的时间往往较大企业少得

多, 效益很高。

5)很多乡镇企业技术创新体现在与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相结合上, 特别是农副产品深加工

及相关项目。这是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特有的优势。

6)乡镇企业的技术创新更有赖于与外界的合作与政府的支持。由于乡镇企业实施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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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和困难, 所以能够更好地处理企业与政府、社会、市场等各方面的关系

是乡镇企业技术创新成功因素之一, 也是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特点之一。

214　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障碍

1)思想观念方面的障碍。乡镇企业作为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农村工业企业, 其职工主要

来自农民,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 116% , 管理人员多为乡村干部,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乃是

一个时代上的跨越。开展技术创新在思想观念上的障碍主要有:

①知识与信息的障碍。由于主观的原因和客观条件, 他们对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及相应的

在人才、资本、物资、市场等方面的作用评价变化不了解, 不认识。所以, 必须组织有效地学习。

这种学习应包括学习过去, 学习现实, 学习未来。

②利益格局调整方面的观念障碍。要从主要是按劳分配、按资本分配、按资源的占有分配

转到同时重视人才、重视科学技术、重视贡献的分配体制。

③管理观念上的障碍。要从传统的、经验的及以物为中心、以人力为主要资本的管理方法

转到以人为中心, 人和事统一发展, 注重人才的现实贡献与潜在才能的管理方法。

④观念创新意味着否定自我、超越自我, 这是很困难的事, 对于主要是农民的乡镇企业主

管人员来说就尤其困难, 这是最大的思想观念障碍。

2)创新能力方面的障碍。

①规模过小。全国乡镇企业平均每个企业 615 人, 其中集体企业每个企业 41 人。

②资金少, 融资难, 承受创新风险的能力差。对一项新技术的采用, 往往疑虑重重, 不敢贸

然从事, 惟恐有失。一旦有失, 往往导致企业生存危机。

③职工文化素质差, 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缺乏。乡镇企业、集体企业5 327万职工中, 工程

技术人员仅占 614% ; 从文化结构看, 大专及大专以上占 116% , 中专占 314%。

3) 创新的环境方面的障碍: 政府对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积极倡导, 但缺乏具体的支持政策,

信息与咨询服务也无专职机构去做。

3　乡镇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内部机制

机制是企业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活动赖以运转的一切方式、方法、程序和环节的总和。技

术创新机制是企业吸收先进科学技术并使其工程化、产品化、商品化进而占领市场的内部活力

和能力, 是企业全部内部机制的体现和组成部分。

311　乡镇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主要内涵

1)把技术创新作为乡镇企业主管人员关注重点的领导体制。必须转变观念, 把办好企业主

要依靠劳力和资源转变到主要依靠技术创新上来。企业职工特别是主管人员及其领导核心经

常地、自觉地把革新产品和服务作为关系本企业存亡的大事来抓, 要建立这样的思想观念和领

导体制。

2)激励、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的用人机制。

3)体现对企业现实贡献大小和未来潜力的利益分配机制。

4)以市场为导向、为实现技术创新的资源配置机制。

5)实施技术创新的风险机制。包括防范技术创新发生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对

策措施, 包括风险一旦产生对的措施, 等等。

312　乡镇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必须开展全面的创新活动, 注重各个方面创新的相互关联

乡镇企业技术创新是企业创新的中心。围绕技术创新, 各种创新活动相互关联, 相互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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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促进, 共同促使企业持续发展。

1)观念创新: 这是企业创新的先导。相对于乡镇企业原有的生产水平和思想观念, 观念的

创新意味着否定自我、超越自我、重新定位。如果观念不创新, 抱残守缺, 企业的一切创新无从

谈起。所以, 观念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企业的存亡。

2)制度创新: 这是企业发展的基础, 也是企业创新的前提。目前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主要

就是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它是企业产权制度、经营制度、管理制度的综合创新。

3)产品创新: 这是企业创新的载体和落脚点。一切创新都要落到缩短企业产品周期, 不断

地加速推出新产品。

4)市场创新: 这是企业创新的归宿。企业一切创新活动都是为了市场, 为了用户。市场和

用户是企业创新活动的受益者和评判者。

5)管理创新: 这是企业创新的保障。离开了管理创新, 其他的创新都不可能得到实施贯彻。

4　对政府推进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的建议

1) 各级政府必须重视乡镇企业的技术创新, 把推进乡镇企业的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

大事来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乡镇企业, 政府重视并实

施有力领导, 是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 乡镇企业的技术创新将很

难实施。

2)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如在税收上, 对乡镇企业新产品在一定期限内减免税政策等。

3)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如在市场上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护专利等知识产权。

4)帮助建立融资渠道。现在乡镇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资金困难, 没有融资渠道。

5)帮助建立风险基金, 增强乡镇企业对技术创新风险的承受能力。保持社会与经济政策的

连续性, 减少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的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

6)促进乡镇企业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大企业合作, 使其能持续不断地获得技术源泉。

7)为乡镇企业培训、输送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 制定人才向乡镇企业流动的政策。

8)建立对乡镇企业技术创新进行咨询指导的社会机构。现在即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信息

化、网络化技术发展迅猛, 市场行情瞬息万变, 而绝大多数乡镇企业利用信息的能力很差, 信息

观念薄弱, 这必然关系技术创新的成效, 因此, 政府应建立技术、市场信息与咨询工作, 为乡镇

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宏观指导的社会服务机构。有的地方可根据当地某些行业发展的需求建

立行情市场、技术、信息咨询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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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grea t im po rtance of techn ica l innovat ion fo r the Ch inese en terp rises, and their

con ten ts, types, characterist ics and the m ain diff icu lt ies w ere ana lyzed in the paper. T he pa2
per po in ted ou t tha t the innovat ion shou ld be done from the in terna l m echan ism first. T he

m ain con ten ts and their connect ion each o ther in the in terna l m echan ism of en terp rises w ere

stud ied. T he m easu res fo r the governm en t to p rom o te the techn ica l innovat ion fo r the en ter2
p rises in Ch ina w ere p ropo 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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