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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现状调查：特征、倾向与对策

张赤东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摘要：了解和把握创新型企业技术创新的特征与倾向是创新政策制订的重要前提。运用客体法，对国家级创

新型企业完成的突出技术创新项目进行全样本调查。从企业技术创新动机、创新类型、创新新颖度、创新经费

支出、创新影响与效果等方面分析创新型企业技术创新的特征和倾向。调查结果表明，创新型企业作为一批

产业创新领头企业已经呈现一些新的技术创新特征和倾向，如以市场需求驱动为主、创新类型以产品创新为

主、以开发出新产品为第一目标、多数企业的创新新颖度达到国际市场新等，以及不同创新类型项目费用额度

分布特点。同时还发现一些行业的企业对创新政策较不敏感，而其他一些却对创新政策较敏感等现象。基于

此，提出了对创新政策制订与调整的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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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居民收入不断升高，我国

已进入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攻坚阶段，社会经济发展

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这种变化迫使企业改变发展

方式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方向

和方式，进而促使创新政策发展。创新政策支持，特

别是对基于本地市场需求的创新以及企业持续的技

术学习与能力发展的支持，是克服市场失灵和系统

失灵［１］，发挥政府作用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

持续发展、避免陷入“比较优势”发展陷阱的关键举

措［２］。创新政策的制订与调整需要及时了解和把握

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特征和变化趋势。

ＯＥＣＤ及其成员国十分重视并积极开展企业技
术创新调查。从１９９２年第一版《奥斯陆手册》至

２００５年推出第三版《奥斯陆手册》，ＯＥＣＤ开展了一
系列的创新调查，如欧盟的ＣＩＳ、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的可比性创新调查［３］，研究企业创新行为和支撑创

新政策制订。美国商务部开展企业Ｒ＆Ｄ与创新调
查①，以此分析经济增长结构，在研究创新基础上为

国家政策制订提供依据［４］。此外，一些学术组织或

机构的企业技术创新调查对创新政策制订也产生了

重要影响，如英国 ＳＰＲＵ对４８００项创新的调查分
析［５］、ＰＤＭＡ关于新产品创新实践的研究［６］、美国小

企业管理协会的８０００种商品化创新调查、Ｓｃｈｅｒ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对４４０家大公司的创新调查等［７］。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十分重视企业技术创新

活动，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企业技术创新调查。

３０年来影响较大的企业技术创新调查主要有中
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②１９８９年对宜昌市１００
万产值以上１０５家（有效样本，下同）企业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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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调查［８］（简称宜昌调查）、１９９４年对钢铁、集成
电路、通信设备等若干产业的技术创新调查［９］

（产业调查）和１９９６年对六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
技术创新调查［１０］（六省市调查），清华大学１９９１
－１９９３年对广东省、江苏省、山西省等１０５１家企
业技术创新调查［１１］（清华调查），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和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对福建、甘肃大
中型企业及福州、兰州的小型企业的创新调查［１２］

（两地调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统计局

及武汉理工大学２００６年对我国医药制造业、通用
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六大产业的技术创新调

查［１３］（六产业调查），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７年开展的
全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调查［１４］（全国调查）以及

区域层面的１９９６年湖北省百家大型工业企业技
术创新调查［１５］和２００８年西安、咸阳和宝鸡三地
６２家企业技术创新调查［１６］等。这些调查借鉴

ＯＥＣＤ创新调查的理论与方法，以企业为分析单
元，调查内容主要涉及技术创新费用支出、创新产

出、创新目标、创新源与合作、创新障碍与影响因

素、创新政策与环境等，调研成果深化了对企业技

术创新的认识，推动了创新政策的发展，为我国实

施自主创新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

实际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技术创新

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倾向［１７］，这是创新政策制订的

根本出发点。当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正由模仿、

跟踪到向赶超发展，创新活动呈现日益活跃态势。

这对创新政策的制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政策决

策需要更多的创新调查提供依据，但我国企业创

新调查尚未形成系统化和常规化。另一方面，一

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由该产业领头的创新型企业

的竞争力所决定［１８］。经验表明，创新型企业的技

术创新活动代表了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其所形

成的技术进步是推动国家创新发展、实现跨越的

根本动力［１９］。因此，对创新型企业进行系统、全

面的创新调查，分析企业技术创新的特征、倾向及

发展对策，不仅对国家创新政策的制订至关重要，

更是对政策理论研究的一个丰富。

２　调查研究设计

国家级创新型企业①是众多开展创新活动企

业之中的佼佼者，依凭创新在市场确立竞争优势，

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它们已跨越了单纯技术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阶段，具有较强的自主创

新能力，是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的骨干力量，能够代

表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因此，本文

以国家级创新型企业为调查研究对象。调查范围

涵盖前三批４６９家国家级创新型企业（试点），回
收有效调查问卷４０７份，有效回收率为８７％。

调查企业样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经济类

型上，涵盖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

股份有限公司等多种形式，其中非国有企业②占

４８％。在行业分布上覆盖面广且相对集中。４０７
家调查企业涵盖４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③，包括
几乎所有的制造业行业，以及电信与信息传输服

务业、计算机服务业、软件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

务等行业。同时相对集中在技术与资本密集的７
个行业上，它们是医药制造（４７家，占 １１５％）、
通信设备制造（４２家，占１０３％）、专用设备制造
（４２家，占 １０３％）、通用设备制造（３１家，占
７６％）、化工（３１家，占 ７６％）、交通设备制造
（３０家，占 ７４％）和电气机械制造（２８家，占
６９％）。在经济规模上，调查企业以大中型企业

①

②

③

创新型企业是那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知名品牌，依靠技术创新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的企业。国家级创新型企业由

科技部、国资委和全国总工会联合组织评价命名。创新型企业评价指标体系由４个定量指标和１组定性指标构成。４个定量指标包
括Ｒ＆Ｄ经费强度、发明专利密度、新产品销售份额和劳动生产率。一组定性指标为“创新组织与管理”，由创新战略谋划、研发体系
建设、知识产权管理和创新文化建设等四个方面组成。相关具体评价组织工作及实施办法参见科技部相关网站，ｗｗｗ．ｍｏｓｔ．ｃｎ。
非国有企业是指除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之外的企业。

调查中行业划分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的大类为准。为行文简单，几个常用行业简称如下：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简称为交通设备制造；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简称为化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简称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

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简称为电气机械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合称为冶金

与矿物制品。下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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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平均规模（按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１００亿
元，其中中小企业占２９％。

借鉴ＯＥＣＤ创新调查方法和宜昌调查、产业
调查、六省市调查、２００７全国调查等经验，本调查
采用客体法，以企业近三年内完成的突出技术创

新项目为调查内容，分析企业技术创新的特征和

倾向。所谓突出技术创新项目，是指能体现企业

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对企业核心知识产权具

有突破贡献意义的，成功应用且创造了巨大经济

效益的科技项目。利用客体法的优势［２０］，通过对

突出技术创新项目的调查，可更全面、可靠地获得

创新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创新投入产出数据，利于

识别创新类型、分析新颖性、分析创新绩效、扩散

及影响因素等，进而窥测企业的核心技术竞争力，

了解企业技术创新前沿和对创新政策的需求。

在具体调查内容设计上，问卷重点考察企业

技术创新的动机、创新类型、新颖程度、创新经费

投入、创新影响与经济效果等，而对企业技术创新

动具有基础性约束作用的行业、规模等基本情况

已由另表获得。

调查中，采取狭义的技术创新概念，即是指产

品或工艺的创新，或二者兼具的创新。故将企业

技术创新类型分为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产品与工

艺同时创新和其他创新四类。其中，其他创新主

要是指尚未明确导向产品或工艺的技术标准的改

进与制订等。

关于创新动机，企业创新活动除市场需求拉

动和技术供给驱动外，政府政策导向和支撑也是

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因此，调查中将创新动机

分为四类：市场需求、技术推动、政策导向与支撑

和其他原因。

关于新颖度分类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划分

为企业新和市场新两类（如 ＯＥＣＤ，２０１０［２１］）；二
是划分为企业新、国内市场新和国际市场新三类

（如ＯＥＣＤ，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全国创新调查）；三是划
分为企业新、本地新、国内新和国际新四类（如

１９９６年六省市创新调查）。考虑到我国市场容量
及地方市场差异，调查中为细致区分企业的创新

状态而采取四类划分法设置调查问卷。

关于企业技术创新项目费用，依据《奥斯陆

手册（第三版）》，参考宜昌调查、六省市调查等经

验，将其分为研发费、购买技术与设备费、设计费、

工程化、中试生产费用、人员培训费以及前期市场

调研和后期试销费用。由于我国企业财务统计报

表中缺乏与技术创新费用有关的科目，关于创新

费用数据的填报必然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调查

中按费用额度区间进行统计。项目创新费用额度

区间根据典型企业技术创新项目案例、企业规模

与其 Ｒ＆Ｄ强度关系分析设置［２２］，共分为小于

１０００万元、１０００－２０００万元、２０００－３０００万元、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万元、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万元、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万元、１－５亿元、５－１０亿元和１０亿元以上９个
区间。

关于创新影响，从开发全新的产品、替代淘汰

的产品、增加或保持市场份额、开拓全新市场、降

低生产成本、减少环境污染、提高产品质量和其他

八个方面考察企业技术创新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

果和社会影响。

在调查方式上，将调查问卷融入创新型企业

评价之中，作为专家评价的一个重要参考。这使

企业高度重视调查信息的填报，提高了数据的全

面性和权威性。调查分批开展，时间跨度历时近

二年（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５月），共获得４０７
家企业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突出技术创新项目全周期
信息。

３　调查结果与分析

３１　创新动机
在４０７家企业中，７５％的企业由市场需求驱

动，１３％由技术供给推动，７％由政策导向和支撑
推动，还有 ５％由三种原因综合推动（见图 １）。
可见，面向市场需求已经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主导

驱动因素，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已基本形成。

对市场需求进行细化分析发现，填补国内空

白、替代国外进口是最重要的需求驱动因素，其

次是市场扩张中的新需求驱动，再次是提高产

品质量，其后是政策鼓励的节能减排市场需求，

最后是降低产品成本的竞争因素。这表明，创

新型企业的技术创新多是为打破国外产品的市

场垄断，这是我国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的突出阶

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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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企业技术创新动机

Ｆｉｇ１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ｏＥｓ

　　值得关注的是，有５％的市场创新需求是因节
能减排政策形成的。若将此归入政策导向与支撑，

则１２％的企业创新是政策导向与支撑推动的，几
近技术推动因素，成为一个重要的创新动因。

在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动机上，将调查企业

按主营业务收入大小划分为四类：小型企业、中型

企业、大型企业和超１００亿元大型企业（前三类
按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分类，下同）。结果发现，

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创新动机差异较小，市场需

求驱动因素都居第一位，占比均在７０％以上，其
次是技术推动，占比在１５％左右，再次是政策导
向与支撑，占比在８％左右（见表１）。

表１ 不同规模企业的技术创新动机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ｏ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ｚｅ

市场需求 技术推动 政策导向与支撑 其他

超百亿大型企业
数量（家） ８３ １６ ８ ４

占比（％） ７５ １４ ７ ４

大型企业
数量（家） １４４ １９ １２ ８

占比（％） ７９ １０ ７ ４

中型企业
数量（家） ６５ １６ ７ ３

占比（％） ７１ １８ ８ ３

小型企业
数量（家） １９ ３ ２ １

占比（％） ７６ １２ ８ ４

　　在不同行业企业的创新动机上，以企业数超
过２５家的７个主要行业进行比较（见表２）。结
果发现，市场需求因素仍是最重要的，但行业间差

异较大。市场需求驱动创新程度最高的行业是交

通设备制造，达到９０％；相对最低的行业是化工
制造，仅为６４５％，二者相差２５５％。技术推动
创新程度最高的行业是化工制造，达到１９４％；
相对最低的行业是通用设备制造，为６１％，二者
相差三倍多。政策导向与支撑驱动创新程度最高

的行业是化工制造，达到１２９％，超过１０％的还
有通用设备制造和专用设备制造，这三个行业对

政策较敏感；相对最低的行业为电气机械制造，基

本不受政策影响，对政策较不敏感的行业还有交

通设备制造和医药制造业，分别为 ３３％和
２１％。
３２　创新类型

在４０７家创新型企业中，技术创新类型以产
品创新为主，单纯进行产品创新的项目占所有技

术创新项目的比例达到６１４％，产品与工艺同时
创新的项目占４２％（见图２）。可见，完成了产
品创新项目的企业共计占比达到６５６％，是企业
技术创新活动的主要内容。其次是工艺创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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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３２７％，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
其他创新类型仅为１７％，表明少数企业已将技

术标准开发作为技术创新活动的目标。

表２ ７个主要行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动机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ｏＥｓｉｎ７ｍａｊ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行业名称 行业代码
技术创新动机（％）

市场需求 技术推动 政策导向与支撑 其他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４０ ７３．８ １１．９ ９．５ ４．８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３９ ７１．４ ２１．５ ０．０ ７．１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３７ ９０．０ ６．７ ３．３ ０．０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３６ ７２．７ １３．６ １１．４ ２．３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３５ ８１．８ ６．１ １２．１ ０．０

医药制造业 ２７ ８１．６ １０．２ ２．１ ６．１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２６ ６４．５ １９．４ １２．９ ３．２

图２ 创新型企业创新类型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ｔｙｐｅｏｆＩｏＥｓ

　　在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类型上，除中型企业
外，其他三类企业均以产品创新为主，单纯进行产

品创新的企业占比均超过６０％，其中小型企业中
从事单纯产品创新的占比最高，达到６８１％；而
中型企业相对更注重工艺创新，单纯进行工艺创

新的企业略多于单纯进行产品创新的企业，占比

分别为４８２％和４８１％（见表３）。这表现出不
同规模企业之间创新类型倾向不同，中型企业有

兼顾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的倾向。

表３ 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类型

Ｔａｂｌｅ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ｔｙｐｅｏｆＩｏ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ｚｅ

产品创新 工艺创新
产品与工艺

同时创新
其他

超百亿大型企业 ６２．５％ ３１．３％ ４．１％ ２．１％

大型企业 ６１．８％ ３２．１％ ５．０％ １．１％

中型企业 ４８．１％ ４８．２％ ２．３％ １．４％

小型企业 ６８．１％ ２６．３％ ３．６％ ２．０％

在不同行业企业的创新类型上，比较了企业

数排名前９位的行业。结果发现，不同行业的企
业技术创新类型差异十分显著。在以产品创新为

主的行业中，通用设备制造中进行产品创新的企

业占比最高，达９４４％；交通设备制造、通信设备
制造和软件业占比均超过９０％，专用设备制造和
电气机械制造均超过８０％。在以工艺创新为主
的行业中，医药制造中开展工艺创新的企业占比

最高，达到７５０％；冶金与矿物制品次之，占比为
６１７％；化工制造再次之，占比为５８１％。
３３　新颖度

新颖程度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

在４０７家创新型企业中，技术创新项目新颖度达
到国际市场新的企业最多，占所有企业技术创新

项目总数的５３１％；其次是达到国内市场新的，
占４５７％（见图３）。从新颖度上看，多数创新型
企业已具备全球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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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企业技术创新新颖程度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ｎｏｖｅｌｔｙｏｆＩｏＥｓ

　　从规模上看，四类企业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超
１００亿大型企业达到国际市场新的占比为６６１％，创
新目标定位在全球市场，处于全球化竞争阶段；二是

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国内市场新和国际市场新各占

５０％左右，创新目标兼顾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处于
半全球化竞争阶段；三是小型企业国内市场新占比

为６０％，创新目标以国内市场为主，放眼全球市场，
处于国内竞争发展阶段（见表４）。

表４ 不同规模企业的新颖度

Ｔａｂｌｅ４ ＮｏｖｅｌｔｙｏｆＩｏ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ｚｅ

国内市场新 国际市场新 企业新

超百亿大型企业 ３３．０％ ６６．１％ ０．９％

小百亿大型企业 ４９．５％ ４８．４％ ２．１％

中型企业 ４９．５％ ５０．５％ ０．０％

小型企业 ６０．０％ ４０．０％ ０．０％

不同创新类型中，新颖度达到国际市场新的

企业仍是多数。在产品创新方面，达到国际市场

新的占５０４％，达到国内市场新的占４７６％，本
地新的占０４％，企业新的占１６％。在工艺创新
方面，达到国际市场新的占５３４％，达到国内市
场新的占４６６％。在同时进行产品与工艺创新
的企业中，达到国际市场新的占８２３％，达到国
内市场新的占１７７％。

在产品创新的行业分布上，新颖度达到国际

市场新的行业有２７个，其中有８个行业中国际市
场新的企业数占大多数，专用设备制造中国际市

场新的企业最多，占所有达到国际市场新的企业

总数的比例达到１９０％；其次是通信设备制造，
为１８３％；再次是交通设备制造，为１０３％。通
用设备制造国内市场新的企业所占比例最高，达

到１６８％；其次是医药制造，为１４３％；再次是通
信设备制造，为１１８％。

在工艺创新的行业分布上，新颖度达到国际

市场新的行业有２８个，其中有６个行业国际市场
新的企业占大多数，冶金与矿物制品国际市场新

的企业最多，占达到国际市场新的企业总数的

１９７％；其次是化工制造，为１６９％；再次是医药
制造业，为１４１％。医药制造业中达到国内市场
新的企业最多，占比达到３３９％；其次是冶金与
矿物制品，为１６１％；再次是化工制造，为９７％。
可见，冶金与矿物制品、化工制造和医药制造业在

工艺创新活动上较为活跃，表现比较突出。

３４　创新经费支出
４０７家创新型企业中，项目经费支出小于

３０００万元的合计占比达到５０％，其中小于 １０００
万元的项目占比达到１９％，是相对比较集中的区
间；处于５０００万元至１亿元区间的项目比重也很
高，达到１９％；相邻的处于１－５亿元区间的项目
占比也较高，为１３％；高于１０亿元的项目占比达
到３％，明显多于处于５－１０亿元区间的项目（见
图４）。这表明，创新型企业依据自身实力和市场
需求开展适度的技术创新活动，从创新投入的规

模上看，其中部分企业已具有相当强大的技术实

力和经济基础，开始大量投入技术创新活动。

一般而言，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决定于经济规

模，规模越大，投入越高。但从调查上看，不同规

模企业的技术创新项目经费支出呈现出新的特

点：一是大企业并非倾向于投入更多，而是集中在

投资５０００万元至５亿元之间的项目，如４８６％的
超百亿大型企业投资于此类项目，这种偏好体现

出企业创新投入的市场理性和灵活性；二是中小

企业亦投资经费较高的项目，如１５４％的中型企
业和１２０％的小型企业投资与５０００万元至１亿
元的创新项目（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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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经费支出分布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ｆＩｏＥｓ

表５ 不同规模企业的技术创新项目经费支出分布

Ｔａｂｌｅ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ｏｆＩｏ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ｚｅ

技术创新项目费用支出（万元）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超百亿大型企业 ８．３％ １０．１％ ８．３％ ６．４％ ５．５％ ２２．９％ ２５．７％ １．８％ １１．０％

小百亿大型企业 １５．５％ １７．１％ １９．３％ ９．４％ ６．６％ １７．７％ １１．６％ １．７％ １．１％

中型企业 ３３．０％ １５．４％ １５．４％ ７．７％ ７．７％ １５．４％ ４．４％ １．１％ －

小型企业 ３６．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２．０％ － １２．０％ － － －

　　不同创新类型的项目经费支出也呈现不同的
特征。产品创新项目经费支出有两个相对集中区

域：一是 ３０００万元以下的项目占比合计为
４４８％，二是在５０００万元至５亿元之间的项目，
合计占比为３４０％。与此相比，工艺创新项目经
费支出更加集中在３０００万元以下的项目上，合计
占比为６０４％；而同时开展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
的项目经费支出则相对集中在５０００万元至５亿
元之间，合计占比 ５２９％。三者相比，一是工艺
创新相对更加集中在低投入的项目上，表现出工

艺创新投入少的优势；二是产品创新相对集中于

中等投入的项目上；三是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高投入
项目上，兼顾产品和工艺创新的可能性更高，特别

是在超过 １０亿元的特大项目上，占比达到
５９％，高于产品创新 （３２％）和工艺创新
（３６％）的分布比例。
３５　创新影响与效果

将创新影响由企业按重要性次序进行选择

（限三项）。结果发现，重要性排序列第一位的创

新影响中，１２６家企业选择开发出全新产品，２３家

企业选择增加或保持市场份额，１９家企业选择降
低生产成本，居频次前三位。重要性排序列第二

位的创新影响中，６２家企业选择开拓全新的市
场，４４家企业选择增加或保持市场份额，２５家企
业选择降低生产成本。重要性排序列第三位的创

新影响中，５２家企业选择提高产品质量，３５家企
业选择减少环境污染，２４家企业选择降低生产成
本（见图 ５）。从创新影响重要性的选择频次上
看，开发全新产品最高（１３６次），开拓全新市场次
之（９６次），增加或保持市场份额第三（８５次），提
高产品质量第四（７８次），降低生产成本第五（６８
次）。从创新项目影响的另一个角度上看，实现

开发出新产品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一目标。

在经济效果上，４０７家创新型企业中有 ３４８
家企业已将技术创新成果引入市场，提升产值和

销售收入，实现新增利润，占企业总数的８５５％。
其中，因工艺创新而降低成本的企业有２０７家，占
５０９％；通过创新，减少能源消耗的企业有７６家，
占１８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企业有６７家，其
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程度超过２０％的有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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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技术创新项目产生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ｏｕｔｐｕｔ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在社会效益方面，通过技术创新项目成果应
用而减少污水、污气、污染物排放，实现环境改善

的企业有５５家，其中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据不完
全统计每年达到２０９７６７万吨。

４　总结与启示

本文以国家级创新型企业为例，运用客体法调

查分析这类创新活跃、竞争力强且具有较强行业代

表性的创新型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特征和倾向，为

国家创新政策制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

从调查方法上看，此次调查是运用客体法采

集创新数据的一次成功实践，充分发挥了客体法

在数据可靠、时间跨度等方面上的优势，是对运用

主体法进行全国面上创新调查的有力补充。

从调查结果上看，当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活

动表现出一些明显的主要特征和创新倾向，值得

企业家和政府部门在发展决策中关注。

第一，市场需求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主导驱动

因素，企业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已经基本形成。但

政策导向与支持亦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特别

是对国家战略调整产业中的企业技术创新具有很

强的驱动作用，如在化工制造、通用设备制造和专

业设备制造等政策敏感行业中的企业，因此可适

当加大相关创新政策的实施力度，更有效地发挥

其对产业创新发展的引导与支撑作用。

第二，技术创新类型以产品创新为主，兼顾工

艺创新，但以开发出新产品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

第一目标。这一创新倾向表明，一是我国企业技

术创新处于起步的上升阶段，存在产品定型后的

工艺创新浪潮潜力，因此兼顾产品和工艺创新的

中型企业将是未来推动产业技术创新的中坚力

量，值得创新政策关注；二是企业技术创新更追求

市场适用技术，而非最先进技术，在鼓励企业承担

的科技计划中需对此进行平衡。

第三，多数创新型企业技术创新成果新颖度达

到国际新水平，表明创新型企业具备了一定的国际

竞争力。从企业创新与其战略一致性上看，创新型

企业的创新内容、类型及其新颖度体现了企业竞争

战略的意图。这表明也要求创新型企业发展必须制

定全球化战略。再从创新型企业Ｒ＆Ｄ组织与能力
上看，高度的组织化Ｒ＆Ｄ管理是企业创新成果水平
提高的基本前提［２３］。因此，进一步加强创新型企业

Ｒ＆Ｄ机构建设是企业家和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
第四，企业创新投资规模上更倾向于投资于

３０００万元以下的中小项目。这多属于跟踪模仿型创
新或渐进改良型创新（产品），难以取得有突破性的

创新成果。因此，在支持企业提升Ｒ＆Ｄ能力的创新
政策上，如Ｒ＆Ｄ后补助等政策，应更加关注总投资
处于５０００万元至５亿元之间的技术创新项目。一
方面这类项目更有可能产生具有破坏性的创新成

果，利于发挥公共科技投入的攻坚作用，另一方面目

前有较多企业已开展此类项目，因而有较多的选择。

而３０００万元以下的技术创新项目可主要通过市场
解决，对其中部分项目有选择性地进行支持。

第五，工艺创新的社会效益大。除传统行业

外，积极鼓励通用设备制造、交通设备制造、专业

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等企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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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工艺创新，降低成本，减少原材料消耗和排放，

对保护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

（感谢王元研究员、穆荣平研究员、郭铁成研

究员、徐永昌研究员、马驰研究员、罗亚非教授及

评审专家等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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