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前言

根据经济学家熊彼特[1]( Schumpeter) 的定义 , 创新就是

“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 , 把一种从来没有过

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按

照管理学对于创新的解释 , 创新则是从新思想产生 , 到研

究、开发、试制、制造直至最后到市场的过程。尽管随着时

代的发展 , 新的经济现象不断涌现 , 但是创新的内涵并没

有改变。那就是通过引进新的组合( 知识创新) , 并将其转

化为市场价值的行为。企业技术创新模式按照

技术创新内涵的不同可以分为自主创新模式、

模仿创新模式和引进创新模式。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 , 地

方经济发展已经直接面临着 来 自世 界 范 围 内

的竞争主体的挑战。结合地方特点 , 提高地方

竞争力成为每个区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

个国家或者地区竞争力的高 低 决 定 其 生 产 效

率的高低[2]。因此 , 构建高效的区域创新系统被

认为是提高研发投人效率 , 依靠科技进步促进

区域生产率提升的最有效方式之一。以企业技

术创新为核心的技术创新系 统 是 区 域 创 新 系

统的核心系统之一 ,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强弱

则直接决定了区域创新能力的高低。各区域由

于具有不同的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

文化背景 , 企业所选择的技术创新模式也有着

各自的特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则是决定该区

域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

本文以对 重 庆 市 企 业 调 查问 卷 分 析 为 基

础 , 对重庆市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进行分

析。该问卷是世界银行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课题组在

2006年12月针对重庆市企业技术创新的有关问题所设计

的 , 问卷回收359份 , 其中有效问卷为335份。

1 重庆市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情况

重庆 市 是 我 国 企 业 技 术 创新 较 为 活 跃 的 地 区 之 一。

2004年 , 重庆市自主创新综合能力在全国大陆31个省市自

治区中排名第10位 , 其中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则排名第8位 ,

知识获取能力、创新环境水平、区域创新绩效以及知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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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4 年重庆市与部分省市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指标比较[3]

地区 综合值 知识创造 知识获取 企业创新 创新环境 创新绩效

上海 57.16 1 45.42 2 52.74 1 68.65 1 51.91 2 61.45 1

北京 54.82 2 83.08 1 34.67 6 44.5 7 56.3 1 59.79 3

广东 49.32 3 25.57 7 46.92 3 55.07 4 50.44 3 60.33 2

江苏 48.52 4 26.39 6 51.97 2 62.98 2 49.12 4 43.7 6

浙江 41.19 5 23.52 10 37.23 4 45.55 6 45.82 5 46.18 5

山东 39.93 6 24.04 9 35.15 5 56.34 3 42.17 6 32.1 9

天津 39.61 7 32.5 3 28.57 9 42.39 9 33.25 8 57.7 4

辽宁 36.72 8 30.36 4 32.93 7 48.6 5 39.37 7 26.16 15

福建 29.8 9 15.95 26 30.08 8 29.27 20 30.47 10 39.86 7

重庆 29.73 10 20.42 16 21.68 12 42.88 8 29.32 14 26.81 14

四川 27.93 11 20.83 15 13.1 24 42.35 10 32.48 9 20.67 25

湖北 27.74 14 22.64 11 25.36 10 31.86 16 29.82 12 25.63 17

陕西 27.38 15 27.68 5 14.6 19 30.74 19 29.14 15 30.32 40

河北 24.58 19 19.84 19 14.45 20 30.91 18 27.95 17 23.61 19

河南 24.1 20 17.3 23 12.59 25 31.48 17 26.47 19 25.66 16

权重 1 0.15 0.15 0.25 0.25 0.2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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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能力等指标分列12、14、14和16位( 见表1) 。

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前提既要考虑到各种技术

创新模式的特点和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 更要考虑到企业

对于技术的客观需求。根据世界银行和重庆市科委在2006

年12月对重庆市企业实施的问卷调查分析结果 , 可以明确

地得到重庆市企业对于技术创新的需求、技术创新模式的

选择和技术创新障碍等方面的信息。

1.1 重庆市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

根据问卷调查显示, 重庆市大多数企业认为推出新产

品、引入新技术对保持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

或极端重要的意义。其中, 认为推出新产品非常重要和极

端重要的企业占77%, 认为引入新技术非常重要和极端重

要的占68%( 见表2) 。这说明技术创新已经成为重庆市企

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 企业未来兴衰的关键在于技术

创新已经成为企业界公认的共识。

表2 重庆市企业技术创新的需求

不使用 不重要
比较

重要

很重

要

非常

重要

极端

重要

推出新产品 0 1% 7% 15% 51% 26%

引入新技术 0 0 12% 20% 47% 21%

注: 该问题的选项还包括扩大企业规模和市场占有率、保持产品的低

价位、降低生产成本、保证产品的高质量等选项。

1.2 重庆市企业认可的技术创新模式

在被 问 及 公 司 过 去3年 开 展创 新 活 动 的 途 径 有 哪 些

时 , 认为采购技术更先进的设备、购买专利或许可、项目外

包给研发机构或大学等途径很重要、非常重要和极端重要

的企业分别占被调查企业的79%、71%和78%。认为聘用培

训人员 , 建立内部研发队伍和动员公司所有部门开展研发

很重要、非常重要和极端重要的企业只占被调查企业的

56%和13%( 见表3) 。这些数据说明 , 当前重庆市企业的技

术创新模式是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相吻合

的 , 大多数企业是从实际出发 , 通过技术引进来提升自身

的技术水平。同时 , 由于自主开发能够拥有产品的全部知

识产权 , 技术投人产出回报率高 , 也成为重庆市企业技术

创新的主要选择模式之一。但在自主创新途径的选择中 ,

重庆市的企业较多的是通过将研发项目外包给研发机构

或大学来承担, 而动员公司所有部门开展研发这种模式则

不被重庆市企业所认可。

在合作创新方面, 重庆市的企业认为与供应商合作很

重要、非常重要以及极端重要的占60%, 认为与客户合作

很重要、非常重要以及极端重要的占84%。这说明市场需

求是引致重庆市企业技术创新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与竞争

对手合作创新也是被重庆市企业所认可的 , 认为其很重

要、非常重要和极端重要的占61%( 见表4) 。由于兼并其它

公司对企业的资金和技术水平都具有很高的要求 , 因此 ,

这并不被重庆市企业所普遍采用。

表4 重庆市企业合作创新途径的选择

不是

途径

不重

要

比较

重要

很重

要

非常

重要

极端

重要

与供应商合作 5% 6% 29% 25% 20% 15%

与客户合作 1% 0 15% 26% 30% 28%

与竞争对手合作 7% 10% 22% 23% 20% 18%

兼并其它公司 29% 31% 19% 11% 7% 3%

1.3 重庆市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

在被问及公司创新所面临的障碍或困难时 , 绝大部分

企业认为创新的经济风险太大、创新成本太高、创新缺乏

资金很重要、非 常重 要 和 极 端 重 要 的 分 别占53%、88%、

82%。缺乏合格的人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 认为其很重要、

非常重要和极端重要的占49%。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的认识有点模糊 , 虽然有54%的企业认为其很重要、非常

重要和极端重要 , 但也有26%的企业认为其不适用或不重

要( 见表5) 。

表5 重庆市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

不适

用

不重

要

比较

重要

很重

要

非常

重要

极端

重要

创新的经济风险太大 1% 1% 35% 30% 21% 12%

创新的成本太高 0 2% 20% 37% 25% 16%

缺乏创新资金 2% 1% 15% 41% 36% 5%

缺乏合格的人才 5% 7% 39% 33% 8% 8%

知识产权保护不够 14% 12% 20% 28% 15% 11%

注: 该问题的选项还包括公司内部机制僵化、政府的规定和标准太死

板等。

2 重庆市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

根据问卷调查信息所揭示的重庆市企业技术创新模

式 , 以及重庆市当前经济技术水平的发展现状 , 可以初步

认定重庆市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模式应该采取技术引进

与自主创新并重的技术创新模式。其中 , 在近期阶段应该

以技术引进创新模式为主 , 同时 , 加大企业自主创新和合

作创新力度; 在远期应该逐步形成以自主创新为主体的创

新模式 , 打造本地企业具有领导权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1 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并重

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应与区域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

相适宜。国际经验表明, 在技术创新发展的历程中, 从使用

表3 重庆市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

不是

途径

不重

要

比较

重要

很重

要

非常

重要

极端

重要

采购技术更先进的

设备
2% 1% 18% 29% 37% 13%

购买专利或许可 4% 2% 23% 36% 23% 12%

项目外包给研发机

构或大学
1% 3% 19% 36% 30% 11%

聘 用 培 训 人 员 , 建

立内部研发队伍
2% 5% 38% 37% 10% 9%

动员公司所有部门

开展研发
12% 69% 6% 7%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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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到改进技术再到创造技术的阶段都有明显的经济和

技术型标志 , 在人均GNP介于300~2000美元 , 且R&D经费

占GNP的比重介于1%~2%之间时 , 技术创新模式应以技术

引进为主 , 在人均GNP大于2000美元且R&D经费占GNP的

比重大于2%时 , 则应以自主创新为主( 见表6) 。重庆市到

2005年 以平 均 汇 率 计 算 的 人 均GNP仅 为1 341美 元 , R&D

经费占GNP的比重也不足2%, 这决定了重庆市还并不具

备完全进行自主技术创新的经济与技术基础 , 因此 , 其当

前的技术创新模式应以技术引进为主。

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 , 虽然技术引进创新模式避免了

自主创新所需承担的风险和高额成本, 能使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以低廉的成本获得技术水平的提升 , 但不可否认 , 完

全的技术引进创新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因为 , 当一

地区通过技术引进的创新模式发展到了与前沿技术相当

的水平时 , 若仍然试图通过技术引进来支撑其技术水平的

提升显然是不现实的 , 而且 , 一直忽视自主技术创新将导

致其技术创新资源积累的严重不足。日本的经验充分说明

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坚持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相结合的

重要性。日本在上世纪50- 70年代依靠技术引进和技术模

仿极大地提升了其自身的技术水平, 获得了高速的经济增

长。到上世纪80年代 , 随着其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潜能的

耗尽, 同时由于其长期忽视自主创新导致了自身技术创新

资源积累的不足 , 使得其此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减缓。

因此 , 重庆市在选择技术引进创新模式的同时 , 也必须坚

持对一些前沿技术的自主创新。

2.2 加大联合创新力度

从问卷调查所揭示的信息来看 , 重庆市的企业大多面

临着技术创新过程中过高的风险、成本以及缺乏合格人才

的约束。因此 , 仅依靠单个企业的力量开展技术创新必将

导致创新水平的不足和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如果

实行联合创新, 则可以将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分

担给多个企业 , 还可以实现企业间科研资源的互补 , 这必

然可以极大地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和能力。同时 , 重

庆市本身也已经具备一定的创新资源基础 , 但这些科技资

源大都比较分散 , 很大一部分集中在高校等科研院所。到

2004年全市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为65 152人 , 其中高等院

校科技活动人员为19 416人; 企业科技创新人员为29 332

人。全市共有科学家和工程师48 318人 , 其中高等院校的

科学家与工程师达到15 382人 ; 企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

18 939人。

2.3 构建企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虽然重庆市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现阶

段可以以技术引进为主, 但从长期来看 , 只

有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才能形成自身

的核心竞争力。因此 , 逐渐形成以自主创新

为主的技术创新模式才是重庆市技术创新

发展的最终选择。而要构建起高水平的自主创新模式 , 依

靠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或简单地开展联合创新是远远不

够的 , 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企业技术创新联盟。企业技术创

新联盟是一种能够有效降低科技开发风险、共享科研资源

的创新模式 , 它已经成为医药、电子信息等行业的主要创

新模式 , 也是未来技术创新的主流趋势。重庆市企业经过

持续的发展 , 将会具备一定的科技和资金实力 , 有条件也

有实力形成以自我为核心的企业技术创新联盟 , 进而在市

场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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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技术创新发展阶段转变的标志[4- 5]

工业化阶段 工业化前阶段 工业化第一阶段 工业化第二阶段 工业化后阶段

GNP 一般增长速度 较高增长速度 稳定增长速度 稳定增长

经济标志: 人均 GNP <300 美元 300~2 000 美元 2 000~4 750 美元 >4 750 美元

技术标志: R&D/GNP <1% 1%~2% 2%以上 2%以上

技术创新阶段 使用技术为主 技术引进为主 自主创新为主 自主创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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