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在当前动态竞争的环境下，技术创新在企业的生存和

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技术是企业发展的

核心竞争力，创新是企业竞争战略的关键推动力 ［1～3］。 技术

创新甚至可以影响产业结构和经济的发展 ［4］，随着资源优

势和低成本优势的消失，技术创新能力成为一个国家或地

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加强技术创

新，改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才能变仿制为创造，变

贴牌为名牌，才能创造新的竞争优势，不断提升企业的综

合实力和竞争优势，完成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

变，并将“中国创造”推向世界。
为了透视我国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面临的问题、

挑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思路，本文以浙江典型地区125家

民营企业的调研数据为基础， 首先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得到浙江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及其各要素的发展现状，然后

通过反向逐步回归的方法，就各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力

度进行分析。

１ 文献述评与问题提出

自熊彼特 ［5］在20世纪初提出“创新”概念及其创新理

论后，技术创新经历了开发性研究、系统研究和综合研究３
个阶段。我国的技术创新也大致经历了３个阶段：模仿阶段

（1950－1957年）；创造性模仿（1958-1978年）；二次创新阶

段（1978至今）［6］。 对于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学者们的观

点不尽相同，有些强调企业内部因素的作用，如创新的过

程、创新管理、企业内部文化和技术能力等 ［7～9］，有些钟情

于企业的网络能力，如扩展企业的组织边界，包括不同企

业间的联盟、与外界技术合作等 ［10～12］。
１.1 内部因素

在内部环境方面，能力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认为

企业的能力、 研究团队的能力对于技术创新有很大的贡

献 ［13，14］。能力通常被认为是进行各种活动的一系列的方法［15］，
作为影响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可以将其分为技术能力和

高层管理能力及支持两部分。
技术能力是一个企业拥有、应用、开发与本企业相关

技术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新产品的开发，使得企业

成为市场的主导者和技术的领导者。 另外，技术能力不仅

对于新技术的产生至关重要， 并且对于企业现有技术的吸

收、改进、更好的利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实践中，人们已经

认识到，无论在技术创新的哪个阶段，只有拥有基本的技术

创新能力，企业才能够进行正常的技术创新活动［16］。
德鲁克 ［17］在《新现实》中指出：“管理学及其实践中的

一个重要进步是它们都包含着企业家精神和创新”。 罗宾

斯教授［18］也在《管理学》一书中指出：“创新是组织的现实，
对付创新是每个管理工作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企业技术

创新中各项管理目标、 管理职能也都是通过常规管理来

实现的。 企业最高层的支持更是创新得以实现的重要因

素 ［19～21］，从创新的构思到实际的研发再到投放市场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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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其中的每一环节都离不开管理，尤其是管理层的支

持。
1.2 外部因素

在外部环境方面，许多学者认为，企业要想更快地发

展就必须学会利用外部的技术资源，技术创新不仅需要内

部的研发力量，也需要通过从外部获得技术帮助，知识、资

源的共享对创新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22］。 同时，外部获取的

信息可以增加企业的开放性并刺激内部的创新意识 ［23］。而

技术联盟可以打破企业的边界，促进企业间知识、技术资

源的共享。 随着环境的变化，技术创新模式也可以不停地

变动，技术创新模式可分为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和合作创

新［24，25］。 技术联盟的方式有很多，包括与大专院校、科研院

所合作；与其它企业合资、合作，以 及 专 利 许 可 等 很 多方

式。企业技术创新可以选择不同的主体模式，包括自主型、
合作型和合同型。 许多研究显示，善于创新的企业会利用

各种外部技术资源完成企业内部的研发及技术改变，同时

经验研究还发现，企业参与技术联盟的数量对企业新产品

开发有显著影响 ［26］。
另一方面，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是指影响企业技

术创新的外部环境因素的总和， 企业外部的技术环境、政

府环境也应给予考虑。 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科技政策

都会影响技术创新的水平，尤其是浙江省产业集群特色明

显，这种影响更显著。因此，增加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这一

影响因素。
本文力图通过实证分析， 在兼顾内外因素的条件下，

从技术研发能力、最高管理层的能力及对技术创新的支持

（以下简称最高管理层支持）、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企业

的技术联盟４个要素入手， 对影响我国民营企业创新的因

素展开分析。

图１ 影响技术创新的要素

２ 调查与样本

本次调研采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共走访了浙江

省200多家企业，调研地区主要包括杭州及其周边地区、宁

波、乐清和永康。由于本文研究以民营企业为主，将样本中

的非民营企业样本除去， 最终分析时将样本数调整为125
个。乐清是我国的电器之都，永康是我国的五金之城，这两

个城市分别为电器和五金行业的技术发源地， 在技术能

力、技术创新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 宁波及其开发区近几

年发展很快，尤其是宁波开发区的高科技园区，它在高技

术方面有很强的代表性。杭州作为浙江的省会亦是技术创

新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调查城市之一，杭州及其周边地区的

发展亦对整个浙江有一定的代表性。 所以说，本次调研所

选择的地区在技术发展、技术创新方面有很强的综合代表

性，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浙江省技术发展、技术创新的水平

以及影响技术创新的各主要因素的发展现状。
此次问卷调查采用亲自到企业进行访谈的形式，问卷

主要涉及企业的基本概况、管理团队及研发团队的整体情

况、技术管理及技术创新的水平、技术联盟的水平等方面。
在问卷的构成比重中，被调查人职务分布为：基层管理者

占13.6%，中层管理者占30.4%，高层管理者占56%；行业分

布为：机械类企业18.4%，电器业企业16%，汽摩配件企业

10.4%，电子信息技术16.8%，五金企业15.2%，纺织类企业

11.2%， 其它类企业占12%； 雇员500人以上的大企业占

12%，雇员50～500人的中型企业占52.8%，雇员50人以下的

小企业占35.2%。

３ 数据分析

３.1 技术研发能力

本文首先对企业最基本的研发能力进行调查，这其中

主要包括两方面，一个是企业R&D投入的资金份额，另一

个则是企业研发团队的整体素质水平，本次调查主要针对

在整个研发团队中本科学历以上人员在技术人员中所占

比重。
调查中发现，企业R&D投入资金比较欠缺，其中近一

半企业的研发资金还不到销售收入的1%， 这说明相当多

的企业并没有对技术创新给予足够的重视。要着重指出的

是永康，它是我国的五金之城，但由于技术含量并不是太

高，几乎90%以上的企业技术以模仿为主，并没有投入大

量的资金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另外，在所调查的全

部企业中只有28.8%的企业的研发资金可以达到销售收入

的5%以上，而且多集中于高新技术产业，详细数据见表1。
表1 企业R&D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

序号 R&D 经费占销售收入比重 样本数 比重

1 1%以下 59 47.2%

2 1%～3% 18 14.4%

3 3%～5% 12 9.6%

4 5%～7% 12 9.6%

5 7%以上 24 19.2%

研发团队的整体实力与研发投入也是相辅相成的，调

查结果也与研发资金投入情况相一致，有近一半的企业基

本没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企业所拥有的技术以模仿或

企业外购为主，对技术创新亦不够重视。 调查数据向两端

倾斜，一端是基本没有本科以上高学历人员的企业，一端

是技术人员基本全部是本科以上学历的企业，这两项的比

例占到了75.2%（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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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企业R&D人员基本情况

序号 技术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的比重 样本数 比重

1 20%以下 60 48.0%

2 20%～40% 12 9.6%

3 40%～60% 14 11.2%

4 60%～80% 5 4.0%

5 80%以上 34 27.2%

3.2 管理能力剖析

在问卷中，对企业的最高管理层及技术管理层的技术

经历均作了调查，调查发现企业技术研究开发部门的领导

有92.8%曾经从事过技术研究工作， 而企业的最高领导人

有56.8%曾从事过技术研究的工作（见表3）。企业朝哪方面

发展与企业高层人员思维意识高度相关，对于曾经有过技

术背景的管理层，他们会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各个方面的

支持， 即企业的技术创新离不开高层管理人员的支持，企

业的技术能力和高层管理人员高度相关。
表3 高层管理人员的技术背景

项目 从事过 比重 未从事过 比重

企 业 最 高 领 导 人 从 事 过

技术研究工作
116 92.8% 9 7.2%

企 业 技 术 研 发 部 门 领 导

从事过技术研究工作
71 56.8% 54 43.2%

另外，调查发现企业中有越来越多的技术人员会逐渐

上升到管理层（见表4），也说明企业在逐渐提高对技术的

重视，且通过对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工资比例的调查可以

发现，企业技术人员的工资也在提高，在许多企业中，技术

人员的工资已经高出了管理人员。管理层对技术的支持会

使更多的创新构思成为现实。
表4 企业管理人员的技术背景

序号 企业管理人员由技术人员晋升的比重 样本数 比重

1 5%以下 43 34.4%

2 5%～10% 17 13.6%

3 10%～30% 26 20.8%

6 70%以上 15 12.0%

4 30%～50% 14 11.2%

5 50%～70% 10 8.0%

3.3 企业地理位置

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科技政策等，
这些因素都会成为企业选择地点的因素。 首先，我们对企

业在成立时是否考虑到了地理位置这一影响因素进行了

调查， 发现只有12%的企业认为地理位置对企业没有影

响， 而68%的企业认为地理位置对企业的发展是重要的，
甚至是极为重要的，详细数据见表5。

接下来，对企业选择成立地点时主要考虑的因素进行

调查，结果发现，有43.2%的企业主要考虑的是产业集群，
有40%的企业比较重视政府政策的支持。 这其中有一种有

趣的现象，考虑产业集群因素的企业主要分布在乐清和永

康，选择政府政策支持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宁波，这种现象

与该地区本身的特点完全吻合。乐清和永康是两个典型的

产业集群地，而宁波开发区成立不久，开发区招商引资的

优惠政策吸引了不少知名企业。 由此可以得出：企业的特

色是与当地的环境、文化直接相关的。 详细的调查结果见

表6。
表6 地点选择主要考虑的因素

序号 地点选择主要考虑的因素 样本数 比重

1 人才聚集 5 4.0%

2 产业集群 54 43.2%

3 政府政策支持 50 40.0%

4 其它 16 12.8%

3.4 企业技术联盟方式及现状

我们在问卷中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模式进行了调查，许多

企业并不是单一地采取某一种创新模式，而是将２种甚至３种

创新模式相结合。 首先，对企业采用自主型创新模式开发的

技术占技术总量的比例进行了解，调查结果见表7。
表7 企业自行开发技术所占比重

序号 企业自行开发的技术占技术总量的比重 样本数 比重

1 20%以下 32 25.6%

2 20%～40% 6 4.8%

3 40%～60% 17 13.6%

4 60%～80% 17 13.6%

5 80%以上 53 42.4%

从表中可以发现，大部分的企业更加注重自行开发的

技术，他们更多选择自主创新模式，也反映了许多企业在

技术开发上比较保守，尤其是核心技术，不愿与别人进行

合作。接着我们对企业技术联盟的方式进行调查（见表8），
可以看到在技术合作中，企业更倾向于和高校、科研机构

进行合作，占到24.8%，远远高于与其它公司合作的比例。
但同时也可以看到， 居然有58.4%的企业在技术上从未有

过任何合作，从长远来讲，这对整个行业的发展甚至是整

个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企业应该改变已有的旧思想，增

强合作意识。

4 模型分析

技术创新按照对企业技术平台连续性的影响，可分为

序号 地点选择对技术战略的重要性 样本数 比重

1 无关 15 12.0%

2 一般 25 20.0%

3 重要 21 16.8%

4 较重要 41 32.8%

5 很重要 23 18.4%

表5 地点选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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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值 显著性

B 值 标准误差 β 值

1

（常数项） 4.079 ０.607 6.719 ０.000

研发能力 ０.145 ０.039 ０.317 3.708 ０.000

最高管理层支持 ０.216 ０.084 ０.240 2.587 ０.011

技术联盟 -3.270E-03 ０.095 -０.003 -０.034 ０.973

地理位置 9.015E-02 ０.089 ０.085 1.014 ０.313

2

（常数项） 4.078 ０.604 6.752 ０.000

研发能力 ０.145 ０.039 ０.317 3.757 ０.000

最高管理层支持 ０.215 ０.079 ０.239 2.739 ０.007

地理位置 9.039E-02 ０.088 ０.085 1.024 ０.308

3

（常数项） 4.181 ０.596 7.018 ０.000

研发能力 ０.145 ０.039 ０.317 3.763 ０.000

最高管理层支持 ０.236 ０.076 ０.262 3.105 ０.002

表11 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检验a

序号 企业与外界技术合作的方式 样本数 比重

1 与学校、科研机构的技术合作 31 24.8%

2 与其它公司的技术合作 10 8.0%

3 与其它公司的商务合作 4 3.2%

6 无任何技术合作 73 58.4%

4 与国际科研机构、公司的合作 5 4.0%

5 其它 2 1.6%

表8 企业技术联盟的方式

渐进型创新与激进型创新两种类型 ［27］，前者以既有知识

技术平台为基础进行创新，通过企业技术平台的改良逐

步提升企业的效率；后者则以改变企业现有技术平台的

手段，提升企业的效率。 本文对技术创新水平的衡量主

要以企业的激进型创新为主，采用以下３个指标：①与竞

争对手相比， 本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更好的市场及利润；
②与竞争对手相比，本企业的技术创新取得了更大的成

功；③在过去的３年中，本企业采用新技术的产品数量。
对于技术创新各影响因素衡量指标及现状的分析，以上

部分均已详细论述。 下面将对技术创新及各影响因素之

间的关系进行详细的分析。
首先对技术创新、研发能力、最高管理层支持、地理

位置、技术联盟这５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分

析结果见表9。

技术

创新

研发

能力

最 高 管 理

层支持

地理

位置

技术

联盟

技术创新 1.000

研发能力 ０.402** 1.000

高层管理支持 ０.364** ０.323** 1.000

地理位置 ０.180* ０.094 ０.272** 1.000

技术联盟 ０.168 ０.246** ０.374**. ０.033 1.000

表9 相关系数

注：**表示p< 0.01；*表示p< 0.05。

从表9中可以看到， 研发能力和高层管理支持与技术

创新在0.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地理位置和技术创新在

0.05的水平上相关，而在技术联盟和技术创新之间并没有

显著的相关性。
为了进一步检验研发能力、最高管理层支持、地理位

置、技术联盟这4个自变量对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接下来

通过建立回归方程来测量该关系，回归方程式如下：
技术创新=β0+β1*研发能力+β2

*最高管理层支持+β3
*地

理位置+β4
*技术联盟+ε

本文采用反向逐步回归的方法来对它们之间的关系

进行分析和测量，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0及表11。
表10 反向逐步回归总体参数d

模型 R 值 R2 调整后的 R2 D-W 统计量

1 ０.479a ０.230 ０.204 1.488

2 ０.479b ０.230 ０.210

3 ０.472c ０.223 ０.210

注：a 自变量：（常数项）、地理位置、技术联盟、研发能力、最高管理层

支持；

b 自变量：（常数项）、地理位置、研发能力、最高管理层支持；

c 自变量：（常数项）、研发能力、最高管理层支持；

d 因变量：技术创新。

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β0=4.181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

著，因此，其它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应以非标准回归系数为

准。 β1=0.145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β2=0.236且在0.01的

水平上显著，即“技术创新＝4.181＋0.145*研发能力＋0.236*
最高管理层支持”。 同时可以看到，β1、β2的值均大于零，这

亦说明研发能力和最高管理层支持两变量与因变量是正

向相关的，即可形成如下表述：①一个企业的研发能力越

强，则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越强；②一个企业最高管理层

对企业技术发展的支持力度越大，则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越强。
同时，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地理位置和技术

联盟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以往许多学者的研究

中，技术联盟对技术创新是有显著影响的。 对于本文的数

据统计结果可作如下分析： ①在考虑技术合作的过程中。
不要只注重合作技术的数量， 一定要注重合作技术的质

量，一些企业在技术合作中并不愿意将企业最核心的技术

拿出，使得技术合作的难度增大、质量下降；②技术合作的

规范性。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思想和理念，这使得技术联

盟会出现许多分歧， 这时一定要通过规范的制度促进技术

合作顺利完成，否则可能导致技术合作失败，进而对合作双

方技术的发展均没有任何好处； ③技术联盟对技术创新的

影响可能存在地区差异性。相对于技术合作发展的进程，不

同的地区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

5 结论及建议

为了有效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使得企业在快速变化的

注：a 因变量：技术创新。

杨静，宝贡敏：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21· ·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 年

经济环境中更好地发展， 从影响技术创新的各因素出发，
提出以下建议：

（1）提高研发团队的整体水平，当前企业研发团队的

整体能力及研发团队的管理并未得到足够重视。研发团队

是技术创新的源头，研发团队水平的提高必定会带来技术

创新水平的提高和速度的加快。
（2）高层管理人员要对技术创新给予足够的支持。 企

业家的信念往往能主导一个企业的发展方向，所以企业经

营者应坚定以创新促发展的信念，对新思想、新变化、风险

都抱有积极的态度，主动吸收外部的新信息，不断提高自

身综合素质和风险承受能力。
（3）地理位置虽对技术创新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每个

企业都有其自身固有的特色， 在企业选择发展地点时，也

应注意各地区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尤其是存在产业集群的

行业，正确的地点选择可以加快技术的更新以推动企业的

更快发展。另外，人才聚集对高新技术产业来说，也是必须

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4）增强企业间的技术合作，但要对合作的技术质量

严格把关，以使得良好的技术合作可以加快技术创新的步

伐。 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时各有优劣势，在技术

创新方面具有明显的互补性。通过良好的技术合作可以充

分发挥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各自的优势， 回避各自的劣势，
兼顾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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