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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克莱茵(Kline)和罗森伯格(Rosenberg)所提出的创新链式模型，从技术积累、R&D投入 、生产消化新技 

术、销售新产品能力等4个方面选取了10项指标，作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用指数法和综合指标评价法 

进行评估，经实证研究，其结果表明，本指标体系的评价结果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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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创新评估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 

所谓技术创新能力是指企业将科学技 

术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一种综合能力：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由多个因素有机结合 

而成的，它涉及到企业投入、产出过程中的 

许多环节，因此，评价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 

指标应涉及各环节，力争全面、真实、客观地 

反映企业技术创新的综合能力。为了使企业 

技术创新评估指标体系具有实际操作价值， 

且能从全局上客观反映实际情况，本指标体 

系设计主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1 系统性原则 

任何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都是由若干 

个相互依存的要素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 

系统。在评估指标体系中，各要素都是整个 

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且它们之间是互相关联 

的，每一个指标的变化都会引起整个实体的 

综合创新能力指数的变化。 

1．2 可比性原则 

一 套指标体系是对各个不同的企业创 

新能力的综合评估，因此选择指标时要充分 

考虑各地区企业创新指标的可比性。对评估 

指标的含义、统计口径和范围，尽可能地标 

准化，确保指标的可比性。 

1。3 可操作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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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的设计要注意其科学合理性、 

定义的明确性．提供数据资料的可能性等多 

个方面，保证没计指标能够有效地测度或统 

汁： 

1．4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 

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整体， 

考虑到评价指标本身存在着非线性与模糊 

性的特点，在评估体系中，尽可能地采用已 

有的统汁数据作定量分析，在遇到难以量化 

的指标时，则需要适当地加以定性分析。 

1．5 实用性原则 

指标体系中尽可能地选用一些已有的 

统计指标，确保统计数据是准确的、易得的： 

统计体系中的指标要做到少而精，既能突出 

重点，又能反映实际情况= 

2 企业技术创新指标体系设计 

有人认为创新是按照线性模型发生的， 

即经历研究、发明、开发试验、新技术的扩散 

等线性过程，在研究过程中表现为从基础科 

学知识到技术知识再到实用工程(它以应用 

科学的形式出现)：这种假想的线性理所当 

然地把 R＆D当作整个创新活动的主要指 

标，很明显地有其局限性，不能全面反映创新 

的整体水平，因此，本文试图避免这种局限 

性，从克莱茵(Kline)和罗森伯格(Rosenberg) 

所提出的创新的链式模型出发，设计出更为 

合理的指标体系。 

链式模型根据机会和企业知识基础以 

及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来认识创新 它 

大致包含4个功能：产品战略和市场机会的 

辨认；分析和工程设计；生产工程；市场营销。 

这种模型认为研究不是作为发明思想的来 

源，而是在创新的阶段上解决问题的一种方 

式，它是创新的附属物而不是创新的前提。当 

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出现问题时，企业将凭借 

自己的技术知识的积累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 

法，一旦获得成功 ，企业的知识积累随之有所 

增长。因此，市场、设计和开发的智力积累、生 

产等环节在技术创新体系中都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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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创新的链式模型 

综上，本指标体系将从技术积累、R＆D、 

生产、销售4个方面的能力进行综合考虑， 

以确保客观、全面地反映企业技术创新的综 

合能力。笔者从这个角度出发，将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表示为企各项能力指标及其权重的 

函数： 

c ， 



 

P_技术创新能力；c =第 项权重； =技 

术创新第 种能力 

2．1 对被评价单位第i项能力评估，采用相 

对指数法： 

设参照单位第 项能力为ai，其ai值均 

为1；被评价单位第 项能力为a ； 与 相 

对指数为 。则 

q：ai =1： 

X 81x、 1 

2．2 对被评价单位综合能力评估。采用综合 

评估法 ： 

设参照单位综合指标为S，S值为 1；被 

评价单位综合指标值为S ；S与S 的综合指 

标比值为田。则 

S=Y~ciai(i=1，2，3，4，5，6，7，8，9，10) 

S：S =1：T／ 

T／=S xl／S=Ec,a, ／Ec,ai 

3 企业技术创新评估体系实证研究 

按照所设计的企业技术创新评估指标 

体系，我们来评价湖北 江苏、广东：：省企业 

在2000年的技术创新水平 

3．1 评估指标的基本数据 

表 2中新产品出LJ创汇额和新产品产 

值是按照各省高新区的经济指标汁算的，要 

说明的是高新区产值和出[]创汇额虽不是全 

省新产品的产值和新产品的出口额．但笔者 

认为高新区的经济指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j 

3．2 采用相对指数法对被评价单位第f项 

能力进行评估 

采用卡H对指数法，评价湖北、江苏两省 

企业和技术创新能力，将广东省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的各项指标值 为参照系 (都视为 

1)，依照 3_2中的公式，被|平价单位各项指标 

值与之比较，即得到一系列相对指数百分 

比，见表3 

根据表3，叮以看出、湖北省企业在技术 

积累、R&I)投入和生产消化 3个方面 ( ～ 

X )均低于广东省和江苏两省：尤其是智力 

密集度(X )指标比广东省低0．45个百分比； 

表1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表2 三省各项基本指标比较表 (单位：％) 

表3 三省指标相对指数表 (单位：％) 

表4 三省指标综合评价指标值表 (单位：％) 

广东 1．37 0．0l 0．67 0．42 1．15 0．45 1．63 1．25 0．95 8 15 1 

江苏 1．15 0．003 0．40 0．37 0．70 0、46 2．17 1．39 0．85 1．16 8．64 1 06 

湖北 1．11 0．002 0．36 0．45 0．37 0．21 0．16 1．04 0．46 0．25 4．40 0 54 

技术引进力度( )指杯比广东、江苏两省分 

别低0．53和

(X )指标比广东、江苏分别低0．9和 1-23个 

百分比。可见，湖北省企业的技术积累明显 

不足，在人力和技术两方面底子较薄弱，技 

术扩散能力欠缺，技术引进活动只停留在 

“简单使用引进技术”的层面上，缺少复制、 

再设计、吸收、消化的能力 

湖北省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如)指标只有 

2．83％(表 2)，而广东省企业劳动生产率为 

8．82％，比湖北 、江苏两肯高出了0．47和0．39 

个百分点，这说明湖北、江苏两省的企业还 

沿袭着粗放经营的生产方 ： 

3．3 采用综合评价法，对评价单位的综合能 

力进行评估 

采用综合评价法，将广东省企业技术创 

新各项指标与权重乘积的总和，即S设为1， 

被评价单位权重总和分别与之比较，根据 

3．2的公式 ，即得到江苏 、湖北两省企业技术 

创新综合能力指标总数的百分比，见表4一 

根据表4，江苏省‘j广东省企业相比，江 

苏省企业综合指标值比广东省高0．06个百 

分点，湖北省企业综合指f，示则比广东省企业 

综合指标低0，46个百分点 结合表3可知， 

江苏省企业综合指标较高的主要原因在于 

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工作做得较好；新产品 

销售收入和产值所占比重较高；新产品出口 

创汇能力较强 广东省的新产品出口创汇能 

力指标( )较低，只有 4．4％，按照《中国统计 

年鉴(2000)》的数据、广东省产品出口总额 

较高(934 2792亿元)，比江苏省同年出口总 

额高出近2．5倍，但是新产品出口创汇能力 

相对较差=湖北省企业技术创新综合指标偏 

低，主要是企业创新观念相对落后、新技术 

应用水平小高、“产学研”结合不够好等因 

素，导致湖北省企业技术创新在技术积累、 

R&D投入、生产消化、销售能力等诸多方面 

水平较低，在很大程度七阻碍并制约 了．湖北 

省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本指标体系的 

评价结果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能客观准确地 

反映企业技术创新的总体水平，通常，两种 

方法同时使用可避免一些评估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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