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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营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是指从设想提出到产品销售的整个过程。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由于各种不 

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企业或因对外部因素估计不足，或因对创新过程无法控制，造成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风险性 在 

综合分析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技术创新风险评价的指标体系及指 

标评分办法，并给出了风险评价的具体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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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风险评估 

民营科技企业是指由科技人员创办，实 

行“自筹经费、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的经营原则，从事以高新技术产品研制、 

生产、销售为主要业务的科技先导企业。它 

与一般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不同，具有民 

营性、科技性两个特点。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毫不 

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 

展。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 

人员和技术人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建设者。”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不仅表现在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 

部分，还在于它能增强市场经济的活力，发 

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有助于打破市场 

垄断，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民营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足始于研究 

开发，终于市场实现，并以满足市场需求，取 

得盈利为目的的。在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过 

程中伴随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如遇到没有估 

计到的技术难题 ，创新的资金不能如期到 

位，产品市场需求状况发生变化，政府新出 

台有关限制性政策等，它们都可能使企业的 

创新活动受阻或天折。由此，产生了技术创 

新的风险。 

民营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风险是指在 

技术创新过程中由于对外部环境因素估计 

不足或无法适应，或对技术创新过程难以有 

效控制而造成技术创新活动失败的可能性。 

这里的“失败”包括： 由于技术或资金等原 

因导致技术创新活动终止或撤消；②技术创 

新活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⑧关于新产品 

的企业经营活动失败。据美国有关机构的调 

查发现，从设想的提出到商品化生产每 40 

个仅有一个成功，而且在成功投放市场的新 

产品中经营状况不佳的仍占很高的比例。我 

国开发的高新技术项目总量并不比发达国 

家少，但是，高新技术项目最终能成为商品 

走向市场的却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产业化率 

就更低(据调查显示，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 

成果的最终转化率为 6o％～80％，而我国高 

新技术成果商品化率仅为 25％左右，产业化 

率为7％左右)。究其原因，对技术创新项 目 

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缺乏合理的风险评估是 

重要因素之一。 

民营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风险评估就 

是对技术创新项目在商业化和产业化投资 

之前进行的风险估算，包括对市场、技术、生 

产、管理等各种因素和各个环节可能引发的 

风险进行估算。如果能在投资前或运营中较 

准确地预计风险所在并加以有效控制，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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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量减少盲目投资或经营不善带来的损 

失。 

2 技术创新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设 

计 

综合分析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过程 

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将技术创新风险划分 

为六大类：环境风险、技术风险、生产风险、 

市场风险、财务风险和管理风险。 

环境风险：指由于社会政治 (政策、法 

律)、行业发展状况、经济环境的变动导致市 

场需求发生波动所引发的风险。 

技术风险：指由于技术创新项目本身所 

含的技术不成熟、不完善，技术领先水平不 

够，及可替代的新技术的出现所引发的风 

险。 

市场风险：指由于对产品市场竞争度、 

新产品扩散速度、新产品市场接受能力、新 

产品市场规模等因素估计失误引发的风险。 

生产风险：指创新产品所要求的生产工 

艺、仪器、设备、原材料等物质条件出现难以 

预见的障碍而引发的生产过程风险。 

财务风险：指对技术创新资金供应和创 

新产品市场盈利状况估计不准所带来的风 

险。 

管理风险：指领导层对创新项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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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经营层和员工素质不适应带来的风 

险。 

而每一个大类又细分为若干二级指标。 

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风险评价指标及指 

标权重的设置如附表所示。 

3 指标评价标准 

3．1 环境风险 

3．1．1 产业政策 

(1)政府鼓励：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 

业产品和技术(见2000年修订稿)0～1分；属 

于区域性鼓励发展的2～3分；供过于求限制 

发展的4～5分。 

(2)支柱产业：属于国家重点支柱产业 

的0～1分；属于区域性重点支柱产业的2～3 

分；无竞争力的弱小产业 4～5分。 

3．1．2 行业前景 

(1)行业生命周期：快速成长期的0～1 

分；成长期的1～2分；导人期的2～3分；稳定 

期的3~4分；衰退期的4—5分。 

(2)产业发展速度：预计今后 5年产业 

发展速度在 50％以上的为 0～1分 ；40％一 

50％的为 1～2分；30％-40％以上的为2—3 

分；20％～30％为3-4分；10％～20％以上的为 

4～5分；不发展或低于GDP增长速度的为5 

分。 

(3)行业产品容量：行业容量在 1o0亿 

元以上的0分；50亿元以上的1分；30亿元 

以上的2分；10亿元以上的3分；1亿元以 

上的4分；1亿元以下的5分。 

(4)和国外的差距：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的0分；基本达到国际水平为 1分；落后国 

附表 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风险评价指标及权重表 

一 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产业政策 。．ss{ 量霪 ：： ： 
行业生命周期 o．13 

产业发展速度 o．18 环境风险 o
． 06 

行业前景 。． 菖 ： ：： 
行业进入壁垒 o．26 

主板的认同性 o．13 

技术的可替代性 o．25 

f技术领先水平 o．46 

技术的先进性 o．25 J技术成果获奖情况 o．32 

I技术专家权威性 o．22 技术风险 o
． 27 

技术的适用性 o．20 

技术的可靠性 o．20 

技术的生命力 。．-。{蓑 篙 翼篓性 ：： 
，产品创新度 o．43 

-产品市场竞争力 o．33 j产品价格竞争力 o 32 

I替代品市场需求 o．25 

市场风险 o．28 市场占有率及增减趋势 o．17 

目标市场规模 o．22 

产品要求的销售路线 o．09 

产品的生命周期 o．19 

现有生产设备利用程度 o．28 

生产人员情况 o．20 生产风险 o
． 15 

原料供应 o．24 

追加投资的能力 o．28 

资产变现率 o．17 

市场投资收益率 o．20 

财务风险 o．17 净资产收益率 o．24 

利润增长率 o．22 
。投资回收期 o．17 

管理层的魄力 o．50 管理风险 o
．07 

项目管理者经验 o．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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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市场 5年左 

右为 2分 ；落 

后国际水平 10 

年 左 右 为 3 

分；落后国际 

水平 15年为4 

分；落后国际 

水平 20年 以 

上或 已经被发 

达国家完全淘 

汰的行业 为 5 

分。 

(5)行 业 

进入壁垒 ：有 

极强的进入壁 

垒的行业 (如 

要专门技术的 

药品和特许权 

的金 融业 )为 

4～5分；有一定 

进入壁垒的行 

业 (一般工业 

机械等)为2-3 

分；没有任何 

进入壁垒的完 

全竞争型行业 

为0～1分。 

(6)主 板 

的认 同性 ：主 

板行业平均市 

盈率 在 80倍 

以上的为0分；70～80倍的为 1分；50～70倍 

的为2分

分；20倍以下的为5分 (该市盈率以每股收 

益在0．1元以上计算)。 

3．2 技术风险 

3．2．1 技术的可替代性 

技术完全不能被替代、不易被同行模仿 

为0-1分；非关键技术可以替代为 1～2分； 

部分关键性技术可实现替代为2—3分；关键 

性技术可实现替代为3~4分；可以被另一技 

术完全替代为4～5分。 

3．2．2 技术的先进性 

(1)技术领先水平：很先进、国际领先为 

0～1分；国际先进水平为 1～ 分；较先进、国 

内领先填补空白为2～3分；国内先进水平为 

3~4分；地区先进水平为4～5分。 

(2)技术成果获奖情况：国家重点攻关 

科研成果0-1分；省部级重点攻关科研成果 

1～3分；其它3～5分。 

(3)技术成果鉴定权威性：国际权威机 

构鉴定为0～1分；国内权威机构鉴定为 1—2 

分；国际或国内一般机构鉴定为2—4分；其 

它为4~5分。 

3．2I3 技术的适用性 

技术适用很广泛、可用于生产多系列新 

产品为 0～1分；适用广泛、可用于生产系列 

产品为 1—2分；较广泛 、适用于生产产品系 

列的多数产品为2～3分；适用性一般，适用 

于产品系列的少数产品为3-4分；用于特定 

产品为 4～5分。 

3．2．4 技术的可靠性 

很可靠，已广泛用于生产为0-1分；可 

靠，初步用于工业生产为 1～2分；较可靠，经 

过工业中试为2～3分；可靠性一般，经过小 

试为3-4分；只为实验室成果为4~5分。 

3．2．5 技术的生命力 

(1)技术的周期性：技术保持领先 10年 

以上为0～1分；技术保持领先 8年以上为 

1～2分；技术保持领先5年以上为 2-3分； 

技术保持领先3年以上为3-4分；技术保持 

领先3年以下为4～5分。 

(2)技术的可持续性：关键技术创新对 

原有技术变革要求低为0～1分；关键技术创 

新对原有技术变革有一定要求为 1—3分；关 

键技术创新对原有技术变革要求较高为3-5 

分。 

3．3 市场风险 



3．3．1 产品市场竞争力 

(1)产品创新度：全新产品、能够满足市 

场的需求为0～1分；对现有产品有实质性改 

进为 l～2分；对现有产品有若干改进为2～3 

分；对现有产品的改进不大为 3～4分；与现 

有产品的性能相同为4～5分。 

(2)产品价格竞争力：比同质量的竞争 

产品便宜为 0～1分；比几种相同质量的产品 

便宜为 l～2分；与同一质量产品的价格相等 

为 2-3分；比多数竞争产品的价格贵为 3～4 

分；比所有的竞争产品的价格贵为4～5分。 

(3)替代品市场需求：替代品市场需求 

萎缩 ，且 目前产品销量大幅度增长为 0～1 

分；替代品市场需求稳定，与目前产品销量 

呈此消彼长的格局，且目前产品的销售量正 

持续增长为2～4分；替代品市场需求呈加速 

上升趋势，并且销售量增速高于目前产品的 

销售量为 4～5分。 

(4)市场占有率及其增减趋势：相对垄 

断且市场占有率上升为0一1分；具有一定的 

市场控制能力，且市场占有率呈上升趋势， 

l～3分；绝对垄断为3～4分；其它情况为4～5 

分。 

(5)目标市场规模：产品国内市场年需 

求大于20亿元的为 l～2分；大于 l0亿元的 

为 2～3分；小于 l0亿元的为 4～5分。 

(6)产品要求的销售路线：能够使用现 

在的销售路线为0～1分；主要根据现在的销 

售路线为 l一，2分；也使用新的销售路线，但 

大部分是现在的销售路线为2～3分；主要是 

新的销售路线为 3~4分；全部是新的销售路 

线为 4～5分。 

(7)产品的生命周期：产品的生命周期 

长为0~1分；比平均要求的生命周期长为 

l～2分；普通的产品生命周期为2～3分；产 

品生命周期相对短为3～4分；生命周期短， 

易被淘汰为4～5分。 

3．4 生产风险 

(1)现有设备利用程度 ：完全利用闲置 

设备生产为0-1分；利用现有使用中的设备 

生产为 l一2分；追加若干必要的设备为 2～3 

分；能使用若干现有设备为3-4分；全部采 

用新设备为4～5分。 

(2)生产人员情况：已有的知识和人员 

很充足为0～1分；除特殊情况外 ，自己能满 

足需要为 l～2分；需增加新的知识和部分人 

员为2～3分；大约需要增加一半的新知识和 

人员为 3—4分；全部需要增加新的知识和人 

员为 4～5分。 

(3)原料供应：可以独立地供应原料为 

0-1分；向现在的批发商采购为 l一2分；仅 

仅一部分向新的批发商采购为 2～3分；基本 

依靠新的批发商采购为 3～4分；全部向新的 

批发商采购为4～5分。 

(4)追加投资的能力：企业能完全 自行 

追加投资为0～1分；主要依靠 自有资金为 

1-2分；依靠外部筹资，但大部分靠自主解决 

为 2～3分；主要依赖外部资金为3～4分；全 

部依靠外部资金为4～5分。 

3．5 财务风险 

(1)资产变现能力：变现能力强为0～2 

分；变现能力一般 2～3分；变现能力弱为 4～ 

5分。 

(2)投资收益率：25％以上为0～1分； 

20％～25％为 l一2分 ；15％～25％为 2～3分； 

1O％～15％为 3～4分 ；10％以下为 4～5分。 

(3)净资产收益率：大于 20％为0一1分； 

大于 10％为 l一2分；大于0％为2～3分；大 

于一l0％为 3—4分 ；大于一l0％为 4～5分。 

(4)利润增长率：大于 40％为0～1分；大 

于 30％为 1～2分 ；大于 20％为 2～3分 ；大于 

l0％为 3～4分 ；小于 l0％为 4～5分。 

(5)投资回收期：5年以内为0～1分；8 

年以内为 l～2分；10年以内为 2～3分；15年 

以内为3～4分 ；15-20年为4～4．9分；大于 

20年为5分。 

3．6 管理

(1)管理层的魄力：鼎力支持，领导得力 

为 0-1分；关键技术、资金落实到位为 1～2 

分；大部分问题可以解决为 2—3分；不太支 

持，领导不够得力为3～4分；意见不统一，遇 

到问题相互推脱为4-5分。 

(2)项 目管理者经验：有足够的工程生 

产管理经验为0～1分；除特殊情况外，管理 

者能妥善处理各种问题为 l～2分；对一部分 

问题需要干中学 为 2～3分 ；大部分问题无解 

决经验为3-4分；完全没有经验为4～5分。 

4 技术创新风险的综合评价 

首先根据各指标评分标准对技术创新 

项 目进行打分，然后，从最低层次开始，用各 

级指标值乘以相应的权重得到评价类指数， 

再用评价类指数乘以相应权重得到风险评 

价综合指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评价类指数： = ， 为评价类指 

数， 。为第i个指标的指标值，毗为第i个指 

标的权重。 

综合评价指数：K= ， 为第．，个 

评价类的权重。 

当0≤K≤l时为低风险；当 l< ≤2时 

为较低风险；当2<K≤3时为一般风险；当 

3< ≤4时为较高风险；当4<K≤5时为高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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