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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王玉芬
(包头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30)

摘 要:西部中小企业是西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自主创新是西部中小企业发展的动力, 但目前西部中小企业

的总体水平不高、创新能力低、发展滞后.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 选择适合本企业发展的技术创新战略, 从项目选

择、筹集资金、组织方式等方面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同时加强与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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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创新有多方面含义和内容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但笔者以为, 十

六届五中全会上谈到的 创新 ,不是一般的泛指, 而是专指经济、技术领域的创新活动,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技术创新. 所谓

技术创新,并非单指技术领域内的活动, 而是涵盖了经济活动中能产生新效益的各方面. 十七大报告又指出: 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 国家和

地区的创新能力集中表现为企业的创新能力, 提高占企业总数 99. 8%以上的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对于建设创新型国

家和地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提高企业整体技术水平和

竞争力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1 中小企业也可以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自主创新是相对于技术引进、模仿而言的一种创造活动,是指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的核心技术以及在此基础

上实现新产品的价值的过程.即创新所需的核心技术来源于内部的技术突破,摆脱技术引进、技术模仿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依靠自身力量、通过独立的研究开发活动而获得的,其本质就是牢牢把握创新核心环节的主动权, 掌握核心技术的所有权.

自主创新的成果,一般体现为新的科学发现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品牌等.自主创新是提升科技水平和经济

竞争力的关键.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技术再创新. 原始创新:是指前所未有的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

原理性主导技术等创新成果.原始性创新意味着在研究开发方面,特别是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领域取得独有的发现或

发明. 原始性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 是最能体现智慧的创新, 是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的重要体现. 集成创新:

是指通过对各种现有技术的有效集成,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者新兴产业.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是指在引进国内外

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学习、分析、借鉴, 进行再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的重要途径.发展中国家通过向发达国家直接引进先进技术, 尤其是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式获得国外先进技术,

经过消化吸收实现自主创新,不仅大大缩短了创新时间,而且降低了创新风险.

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从企业规模的角度可以将企业划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 2 种类型.在自主创新方面, 中

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既有劣势也有优势. 劣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1)一般的中小企业不具备技术创新所要求的融资

能力. 国际经验显示, 核心技术的产生需要大投资、实施长期研发战略,持久的技术创新必须有强有力的融资能力. 中小企

业不仅承担技术创新项目的融资困难,而且维持一般的再生产所需要的融资也相对困难,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具有普遍

性. ( 2)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 在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小,不可能把高风险的技术创新的成本分散化,即在单位产品销售中分

收稿日期: 2008- 05- 20

作者简介:王玉芬( 1968- ) ,女, 河北人,包头师范学院教师, 经济学硕士, 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



摊很少份额的研发费用比例.现在世界上 20 个创新型国家研究与开发投入占 GDP的比例平均在 2%以上(我国 2004 年为

1. 35% ) ,大企业的研发费用虽然绝对规模大, 但同时均摊到单位产品中的比例低. 企业, 尤其是大企业的规模分摊分散了

全社会研发的风险.在创新能力较强的社会, 通常企业投入研发的费用相当于其市场销售额的 10%左右 ,而我国目前最高

的如海尔等也只能达到 8% ~ 10%左右, 大多数企业达不到国际通常标准[1] .企业规模小, 是难以分散企业研发高投入风险

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 3)中小企业由于其综合实力弱不可能使技术创新摆脱产品生命周期的限制,而大企业才可能具有较

强的反产品生命周期的能力.一般的中小企业之所以缺乏可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往

往与某产品的生命周期高度重合.因为创办人有了这一产品的技术研发和投产, 企业的生命周期则是伴随着产品的研发、

投产和退出的生命周期运动而运动,中小企业本身很难打破这种产品生命周期的约束.大企业则可以凭借融资能力和分散

研发风险的优势,使创新突破产品生命周期的局限, 以不断的技术创新推动企业的持续发展. 中小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劣

势使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受到限制.中小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劣势则是大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优势,这些优势决定了大企

业是原始创新,开发核心技术的主体. 我国目前自主创新的重任更多地是落在了大型企业的身上, 西部地区尤其如此. 然而

在美国,中小企业是国家自主创新的主体, 在企业创新产品中, 82%来自中小企业[2] . 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 美国中小企业

的创新数量多于大企业 2. 5 倍,创新产品市场化速度快27% , 大量高新技术项目也多出自中小企业[ 1] . 这说明中小企业在

技术自主创新过程中有很多优势,具体表现如下: ( 1)中小企业具有更为迅速地将某些相对独立的技术创新成果产品化的

功能.尤其是某些社会联系和技术联系并不十分复杂的技术创新,将其迅速的产品化, 往往大企业有其滞后性.无论是从决

策上还是从规模效益上,大企业总是存在一些不经济的方面,而中小企业恰恰有这方面的优势. 这也是为何许多中小企业

的生产周期与某一技术创新形成的产品周期联系密切的重要原因. 在技术进步速度日益提高的现代经济社会,这种由技术

创新带来的新产品创新,进而由新产品带来的新的中小企业生长的速度越来越快, 国际上通常中小企业寿命为 3~ 5 年左

右,我国则只有 2~ 3 年左右. ( 2)中小企业具有更为迅速地将某些技术创新成果社会推广化的功能, 尤其是在市场体制较

为完备,知识(技术)产权保护较为充分, 同时,获得技术专利的经济成本、技术壁垒和交易费用的阻力又是可以承受的条件

下,通过授权制造的途径, 中小企业能够成为技术创新产品生产扩大和推广的重要力量. 这里的关键在于专利市场的完备,

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充分,以及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获得授权的可行性. ( 3)中小企业具有更为系统地将技术创新在产

业组织上专业化的功能,也就是说, 尽管大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 但围绕核心技术创新所实施的产业链及专业化配

套,如果由大企业本身直接来完成, 则可能不经济,而通过全社会的分工体系,主要是中小企业加入产业分工链, 则可能更

有效益,同时也可能更为专业化. 当然,这要求有系统的产业组织结构,同时也必须看到, 这种加入产业分工链,但同时又不

是核心技术创新源泉的产业分工,最终获得的产业链中的附加值也是很有限的, 然而其中的专业化效果是必须承认的. 中

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以上优势决定了中小企业在自主创新, 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是大有可为

的.然而,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迟缓, 错过了最好的历史发展机遇.进入新世纪, 我国中西部地区

面临着二次创业、富民强省的崭新任务和严峻挑战. 目前买方市场的出现, 预示着消费结构正向着多样化、个性化、专门化

方向发展,特别是国家 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实施, 再次为西部中小企业发挥优势、施展才能、占领更大市场空间提供了

机遇.

2 西部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目前,中小企业占西部企业总数的 97. 68% [ 3] , 是西部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近几年来, 随

着西部大开发步伐的加快,西部中小企业在确保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市场竞争、推进技

术创新、促进市场繁荣、方便群众生活、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作用愈加重要.

但是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受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地理位置和传统观念的影响 ,总体水平不高. 西部

地区的中小企业在数量、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严重滞后于东部地区. 目前, 西部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主要表现为:

( 1)中小企业主要分布在服务业、电子电器、食品、轻工等行业.这些行业对实物资产的专用性投资要求不高, 从而不易产生

投资锁定. 并且,这些行业的外部性与物品的公共性程度均不高,产品也具有可分性,很少发生规模不经济, 从而能与小规

模匹配. ( 2)中小企业的产品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且大众化为主. 劳动密集型产品投资门槛低 ,技术水平不高, 因而

对企业规模没有太大要求.企业规模小, 有助于降低内部管理成本. 产品大众化意味着有较大的市场空间, 从而使搜集、谈

判和事后监督的交易成本低,这些适应小规模企业的特点. ( 3)具有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的比重偏低.目前我国全部中小型

企业中, 仅有 3 成左右的中小企业具有一定的成长潜能, 而 7 成左右企业的发展能力是很弱的. 列入西部大开发范围的内

蒙古、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省市自治区所拥有的具有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的比重都不超

过1% [4] ,这一比重是偏低的, 对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十分不利. 那么,要改变目前西部中小企业发展层次低、创新水平

低、成长性差等问题的关键就是西部中小企业加强自主创新,不断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 但目前西部中小企业在自主创新

中创新能力低、发展滞后. 分析其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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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自主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资金短缺 .据调查, 西部许多地区中小企业 8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100%流动资金依

靠国家贷款 .同时,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普遍缺乏外部资金支持. 由于缺乏充足的资金, 导致自主创新难以展开或

具有开发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不能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有些成果则永远不可能成为商品进入市场. 之所以出现此种情

况,原因之一就是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不健全不完善. 虽然现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有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板块, 但中小企业一

般自有创业资本少,经营风险大, 信用程度较差,加上政府支持力度不足, 中小企业很难从资本市场融通资金. 但据融资网

调查数据显示:自 2006 年 6 月以后,已经有 7 家浙江省中小企业在深圳中小板挂牌上市, 在审企业 14家, 过会待发行企业 4

家,已进入辅导程序企业 28 家,拟上市企业 128家. 西部中小企业呢,何时能南下上市 ? 同时自主创新资金是一种风险较大

的投资,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 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尤为突出.从国外企业发展的经验看,风险投资作为资本市场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目前我国风险投资体系还刚刚起步, 其规模和投资能力还需要

尽快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往往碰到资本投入不足的瓶颈制约.

第二, 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人才不足.技术开发与创新人才、组织人才的缺乏是制约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 中

小企业由于自身特点,相对于大企业更难吸引到对技术创新起决定性作用的人才. 从实际情况来看, 中小企业从业人员的

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比较低,技术人员严重缺乏, 这阻碍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管理队伍水平的高低对于企业的

成长来说尤为重要,一些中小企业主就是技术人员, 尽管他们懂技术但他们不一定懂管理,致使企业内部责、权、利不清 ,组

织运行效率低.没有企业文化, 没有激励机制,使员工没有归属感,导致中小企业很难吸引人才又留不住人才 .

第三,技术创新的技术源缺乏. 中小企业自身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薄弱, 自主开发项目少, 对外部技术及外部技术力量

依赖性过大,缺乏稳定的技术源, 而且很多都是依赖于同一个技术源, 很难在技术上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 从而为技术创新

带来一定难度.西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就突出的表现在这一点上. 很多中小企业创新依赖于一个大企业 ,未能形成自己的

专业特色,所以技术创新有限.

第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环境和服务体系不完善.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 其技术创新环境和服务体系的依赖性较大 ,需

要社会的支持.而西部中小企业因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片面追求企业大型化等体制、政策等影响, 始终处于十分

脆弱和困难的境地.这样的外部环境不仅限制了西部中小企业的发展,也阻碍了西部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 而当前西部地

区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资金支持、市场开拓等方面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刚刚起步, 中小企业政策支持体系缺乏地方特

色,远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服务的需要.

第五,西部地区信息化水平偏低, 中小企业缺乏基础支撑. 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 信息产业已逐步发展成为经济增

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信息化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据李国亭教授研究, 我国

各省区发展信息产业极不平衡,存在着严重的地区间数字鸿沟: 东部地区信息化程度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北京、上

海、天津、广东、福建等东部省市信息化指数为 50~ 70, 甘肃、贵州、云南、西藏的信息化指数在 19 以下, 属于全国信息化水

平最低的省份[5] , 信息化水平低, 使得这些地区中小企业缺乏基础性的支撑,缺少促进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

3 西部中小企业实现自主创新的对策
西部中小企业在今后发展中如何克服和解决以上问题, 抓住难得的第二次发展机遇, 实现自主创新呢? 从目前西部企

业发展的状况来看,大企业一直是自主创新的主力军,中小企业是大企业产业分工链上的一环, 处于配套的地位. 也就是说

中小企业在西部主要是发挥的以上所讲的第三个优势, 中小企业的前 2 个优势还未充分发挥. 基于这样的现状, 西部中小

企业要提高自己在自主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 就应该提高创新意识,把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结合起来 ,把自主创新、技术进

步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做好和大企业配套的技术产品外, 发展自己的特色产品,为发挥中小企业的前 2 个

优势打下坚实的基础.西部中小企业在对今后在自主创新中的地位有一个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还要做到:

首先要选择一个适合本企业发展的技术创新战略. 技术创新战略是指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经济活动的谋划.技术创新战

略主要解决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原则、根本目标和主要规划等企业技术创新经济活动中一些带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方向性

的问题. 因受到政治、经济、行业环境和企业所处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 中小企业所选择的技术创新战略是不同的. 西部

地区资源丰富,中小企业可以以资源和行业为依托的联合创新战略.采取这种战略的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应特别注意

寻找市场空白,开发具有工艺创新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的特色产品, 逐步使之机扩大规模, 争取主动. 中小企业也可采取与

大企业合作依附于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这种战略就是中小企业为大企业产品进行配套加工、提供零部件和其他服务最

终在中小企业之间形成密切而稳定的分工协作关系,使中小企业专业优势得到发挥.这些配套的中小企业不仅为大企业提

供低成本、高质量、多方面的配套和服务,延伸了产业链条, 提高了产业档次, 同时许多中小企业实现了技术创新, 形成集群

优势,既保持了中小企业的灵活性和积极性又实现了专业化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 为自己争得了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

间.中小企业在采取这种战略时必须注意企业的长期发展问题,那就是中小企业在与大企业协作生产期间, 必须注意技术

积累,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开发新产品,树立信誉, 逐步摆脱大企业的控制而独立地面对市场, 使企业获得长期发展.

102 吉首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29卷



其次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内容包括: ( 1)项目选择. 即要根据市场需求确定项目. 但在某些新技术、新产品出

现之前,市场不可能有现实的需求, 因此要把市场调查和前景预测结合起来. 在产业技术越来越前沿化、融合度越来越高的

今天,这样的决策对企业来讲是非常困难的, 需要企业领导人具有丰富经验和高度智慧.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是加强创新能

力的核心,创新能力实现必须具备的第一条件是在自主创新过程中,担任主要角色的中小企业业主要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

进取精神, 要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能够及早地预见市场、技术的变化动态, 更要有相当的决策能力和胆识, 一旦发现某种

潜在的市场机会就要敢于立即做出行动的决定.有了这种精神和良好的企业家素质,中小企业才有敢为天下先的魄力, 才

能够重视自身研究开发能力的大量投入和培育,才能有能力发现集会并依靠自身的能力实现这一机会. ( 2)资金筹集. 资金

来自于内部的折旧和利润,也来自于外部的资助和融资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企业是通过银行间接融资的 ,随着金融事业的

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会占越来越大的比重. 此外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战略投资也将成为重要的资金来源, 西部

中小企业理应从现在开始就筹划好应对措施,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去直接融资,为中小企业自主研发提供资金保证. ( 3)组织

方式的确立 .是在企业内部自己进行, 还是吸取外部力量到企业中共同工作, 或者前期在科研单位, 后期转移到企业, 都要

根据工作内容,具体筹划确定. 有自身研究开发的高投入和相应的组织保证, 并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 企业才

有敏感而迅速的市场反应能力,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第三,中小企业还要加强与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合作.企业所需技术可以是内生的, 也可以是外来的. 目前西部绝大

多数中小企业的经济技术实力都还不强,内生技术不多 ,要大量借助科研单位和高校的研发力量.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是

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他们希望他们的科研成果能够产生经济效益, 从而推动科研工作的良好循环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中小企业为了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迫切需要大量的新技术、新工艺, 以便使自己的设备和产品更新换代, 必将更多地

依靠科技和人才.这样看来二者合作是极为可行的. 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小企业要充分认识科技成果转化既具有高风险性,

又具有高收益性,高风险和高收益同时并存. 因此在实践中, 中小企业要积极探索建立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创新、利益

与风险共担的责任制度,做到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真正促进产学结合,共同发展.

西部中小企业除了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之外,还可以充分利用政策法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利用好国家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中关于技术创新的投融资政策和技术政策, 这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比如 2003年 1 月我国颁布并实施了

中小企业促进法 ,这部法律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专门做出了鼓励性的规定:中央财政预算应安排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资金;地方人民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为中小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其中特别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创新资金. 通

过无偿拨款资助方式扶持和引导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活动, 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提高西部信息化水平等.

总之西部中小企业要加强自主创新一要靠修练内功, 二要依靠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预见, 随着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外

部环境的不断改善,加上西部中小企业自身的努力, 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会越来越活跃, 它必将对西部地区

的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 为建设、富裕、和谐的新西部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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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Measures in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the Western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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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ster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 In-

dependent innovation is the motivation for their development. But at present, the overall developing level of these enter-

prises is low for the poo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lagging development.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key is to decide

on an appropriate developing strategy, including project selection, capital funding, and mode of organization. To improve

the innovation ability,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cooperate with the local technological and scientif ic institutes and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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