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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Compared with other provinces , technique innovation in Anhui large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lag behind.
The main reasons are the shor tage of manpower , funds , and creative sense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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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 ,对于推
动企业的发展与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没有技术创新 ,总是步人后尘 ,经济就只能永远受
制于人 ,更不可能缩短差距。安徽工业企业如何通过
技术创新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使自己在激烈的国际
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
大问题。本文就安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现状与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旨在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
一 、安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情况分析

　　(一)技术创新的源头分析
表 1　2001年安徽与兄弟省市大中型工业

企业 R&D活动人员与经费投放表
省市

名称

人员投入在

全国的占比

经费投入在

全国的占比

经费用于试验

发展的比例

上海 3.426913 8.817122 94.69072
江苏 10.32951 9.237751 99.65151
浙江 3.142984 3.430678 97.04518
安徽 2.786228 1.87793 96.4631
福建 2.228456 2.712562 98.86321
江西 2.156749 1.204599 93.36011
山东 8.517061 10.7097 95.23105
河南 5.22226 3.208314 89.80594
湖北 4.353569 3.736507 93.10503

湖东 3.437194 2.071198 92.9369
广东 11.4096 20.25688 97.82565

　　企业所应用的新知识 、新工艺 、新技术 ,主要来自
于 R&D活动的研究成果。分析安徽工业企业的 R&D
活动的投入情况 ,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技术创
新的状况。分析企业的 R&D活动投入情况一般从人
员投入与经费投入两方面入手。人员投入以企业
R&D活动人员的全时当量来进行衡量 ,经费投入以企
业 R&D活动经费的支出来衡量 。安徽与兄弟省市工
业企业 R&D活动的人员投入与经费投入如表 1。

　　从表 1可以看到:
　　第一 , 2001年安徽大中型工业企业 R&D活动的
人员投入仅为全国全时当量的 2.786%,在所对比的省
市中 ,除略高于福建 、江西外 ,均低于其他省市 。如采
用SAS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WARD 法 ,下同),根据 R

2
、

伪 F 、伪 T2 、半偏 R2 等统计量的值可将全国内地 30个
省市(不含西藏 ,下同)分成 6组 ,安徽与福建 、江西 、山
西在一组 ,它们与最高组江苏 、山东 、广东差距较大。
　　第二 ,就 R&D活动的经费总投入来看 , 2001年安
徽大中型工业企业 R&D活动的经费总投入在全国的
占比为 1.87793%,除高于江西略低于湖南外 ,远低于
其他省市。采用聚类法来分析 ,结果表明 ,全国30个省

市可分成 5组 ,安徽与浙江 、福建 、河南 、湖北 、湖南在一
组 ,与上海 、江苏 、山东组及广东有较大差距。
　　第三 ,从 R&D活动的经费使用来看 ,2001年安徽
大中型工业企业 R&D活动经费用于试验发展的总投
入在全国占比为 96.4631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811
个百分点 ,在比较的 11个省市中居于第五位。聚类分
析表明 ,全国 30个省市可分成 5组 ,安徽与上海 、浙江 、
山东 、广东等省市在一组。可见 ,安徽大中型工业企业
R&D活动经费使用尚属合理。
　　(二)技术创新的基础分析
　　科技活动是 R&D活动向技术创新转化的桥梁 ,企
业的技术创新与科技活动息息相关 。所以 ,分析企业
的科技活动情况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技术创
新状况。分析企业科技活动情况可从人员投入 、经费
筹集 、经费使用 、活动产出四个方面入手。2001年的具
体情况是:
　　第一 ,安徽大中型工业企业中 ,从事科技活动的人
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为 5.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9%,但在比较的 11 个省市中排名第七 ,比江苏 、上
海 、江西 、湖南 、广东低 ,与湖北基本持平。安徽大中型
工业企业有科技活动机构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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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在全国名列第二 ,在比较的 11个省市中排名第
一。可见 ,安徽大中型工业企业在科技活动人员投入 、
开发机构设置等方面并不薄弱。
　　第二 ,各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经费的筹集 ,主
要以企业自筹资金为主 。一些经济发达的省市 ,如上
海 、浙江 、山东 、广东等并没有在政府资金上占有优势 ,
它们从事科技活动主要靠企业自身积累 ,或靠贷款 ,或
靠外资。可见 ,各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从事科技活动
主要与企业自身的意识有关。安徽的科技经费主要来
源于企业内部和金融机构贷款 ,比例分别为 85.14%和
11.357%,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1.03与 2.22个百分点 ,
而来源于国外的很少 ,仅为 0.028%,比全国平均水平
0.67%低很多。如采用聚类法来分析 ,结果为 ,全国 30

个省市可分成7类 ,安徽科技经费的筹集结构与江苏 、
浙江 、山东 、河南 、湖北属一类 ,而与上海 、广东相比结构
尚欠合理。
　　第三 ,从科技活动经费的内部支出看 ,安徽用于支
付劳务费为 15.4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6.92个百分
点 ,购置固定资产的为 49.9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7.16个百分点 ,用于新产品开发的仅为35.01%,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8.15个百分点。从位次看 ,安徽省这三项支
出分别居于 11个比较省市的第十一位 、第一位和第九
位。可见 ,安徽科技活动经费的内部支出结构尚欠合理。
　　第四 ,企业科技活动的产出 ,直接引导着企业的技
术创新;企业科技活动的产出越多 ,成果越多 ,企业技
术创新的成绩就越显著 ,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效益就越
大。因此 ,企业科技活动的产出是其技术创新的基础。
正由于此 ,考察企业技术创新的状况 ,也可以从企业的
科技活动产出来入手。数据分析表明 ,广东 、山东 、江
苏 、上海 ,特别是广东 ,在科技活动项目数 、新产品开发
数 、专利申请数 、发明专利申请数 、发明专利拥有数等
五个方面的科技活动产出 ,在比较的 11个省市中均占
有非常的优势。而安徽在这五个方面都明显偏低。采
用主成分分析法来分析 ,结果为 ,第一主成分贡献率为
91.885%,这样按照第一主成分来反映企业科技活动的
产出情况 ,则广东得分为 7.477 ,山东为 5.619 ,江苏为
3.888 ,上海为 1.985 ,这四个省市在全国分别位居第
一 、二 、三 、四名 ,而安徽省的得分为-0.383 ,在比较的
11个省市中仅比江西(-1.297)和湖南(-0.392)高 ,
名列倒数第三名。
　　第五 ,安徽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
产值的比重为 11.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4个百分
点 ,在比较的 11个省市中处于第八位;新产品销售收入
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为 1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

个百分点 ,在比较的11个省市中处于第七位;新产品销
售利润占产品销售利润的比重为 13.5%,比全国平均
水平高 3.1个百分点 ,在比较的 11个省市中处于第四
位 ,但分别比上海 、江苏 、浙江等省市低 8.7个百分点 、5
个百分点与 3.3个百分点。可见 ,安徽大中型工业企业
技术创新的产品少 ,新产品的产值不够高。
　　(三)技术创新的其他途径分析
　　工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可通过技术开发 、技术改
造 、技术资料与关键设备的引进 、先进技术的消化与吸
收等来完成 。所以 ,对企业这些情况的分析 ,能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其技术创新的状况(见表 2)。

表 2　2001安徽与兄弟省市大中型工业企
业其他技术活动经费在全国的占比

省市
名称

技术改
造经费

技术引
进经费

技术资料
与关键设备
引进经费

消化吸
收经费

购买国内
技术经费

上海 5.99 16.05 14.59 14.39 2.25
江苏 10.62 13.70 14.69 7.19 13.03
浙江 6.90 4.72 5.25 8.45 2.49
安徽 3.50 2.40 2.45 2.04 2.23
福建 2.23 3.14 3.65 2.36 4.41
江西 1.69 0.77 0.89 0.32 2.17
山东 8.79 13.90 13.13 32.87 36.48
河南 3.52 2.50 2.74 3.73 0.80
广东 4.94 8.17 7.28 9.18 2.28

　　表 2表明 ,安徽省其他技术活动比较落后 。如采
用聚类法来分析 ,结果为 ,全国 30个省市可分成 7类 ,
安徽其他技术活动与福建 、河南 、湖南等省属一类 ,与
山东 、上海 、江苏 、广东 、浙江等省市相比有相当差距。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第一主成分的
贡献率为 80.421%,如简单按照第一主成分来反映企
业其他科技活动的情况 ,则山东得分为 7.313 ,江苏为
4.524 ,上海为 3.896 ,广东为1.620 ,浙江为1.263 ,这五
个省市在全国分别位居前五名 ,而安徽省的得分为-
0.332 ,在比较的 11个省市中仅比江西(-1.111)高 ,名
列第十。
　　从各种其他技术活动经费支出来看 ,安徽比较注
重原有技术的改造而忽视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 ,技术
的消化吸收创新经费投入偏低。
二 、安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 ,我们基本上能得到安徽大中型工
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所在。具体表现在以下 5个方
面。
　　(一)科技人力不足 ,素质偏低
　　数据表明 , 2001 年安徽大中型工业企业 R&D活
动的人员全时当量为 10570人年 ,仅占全国的2.786%,
而江苏和广东分别为 39 182人年与 43 279人年 ,分别
占全国的 10.330%和 11.410%;安徽大中型工业企业
从事科技活动的人数为 46 964人 ,占全省从业人数的
5.2%,而江苏 、广东两省分别为 148 527人与 95 356
人 ,占其从业人数的比例为6.5%与 5.5%;安徽大中型
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与科技机构人员中科学家与工程师
占比分别为 54.58%与 52.33%,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2.26个与 11.53个百分点 ,位居全国倒数第八与倒
数第二位。在比较的 11个省市中居倒数第三位与倒
数第一位。
　　安徽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人力不足与素质差的原
因 ,大概主要有三个:第一 ,安徽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
劳务费为 8 777.36元 ,而江苏 、广东两省大中型工业企
业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的人均劳务费分别为 16 657.11
元与 40 621.99元 ,分别是安徽的 1.9与 4.6倍。第
二 ,科技活动人员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太少。2001年
安徽大中型工业企业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的人均科技
活动经费为 56 918.28元 ,而江苏 、广东两省分别比安
徽高 17 353.4 元与 93 134.68 元 ,达 74 271.68 元与
150 052.96元。第三 ,安徽大中型工业企业效益相对较
差。2001年其总资产贡献率为 8.5%,低于全国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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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0.6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为 4.27%,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2.04 个百分点 ,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44 695
元/人年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 469元/人年。但同期
江苏 、广东两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这些指标一般都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科技活动人员的劳动报酬偏
低 ,一般难于吸引人才;科技活动的经费少 ,不仅使科
技活动开展难 ,同时也会令科技人员难于安于现状;企
业效益低下 ,会让科技人员看不到前途 ,失去继续开展
工作的信心。吸引不了新的科技人才 ,留不住老的科
技人才 ,势必会造成科技活动成效不显著 ,进而影响到
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
　　(二)科技资金短缺 ,政府支持少
　　从人均科技活动经费来看 , 2001年安徽省大中型
工业企业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的人均科技活动经费为
56 918.28元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578.48元 ,在全国
位居第十四位 ,在比较的11个省市中处于第八位 ,与江
苏 、上海 、浙江 、广东等省市的水平差距很远 。
　　从所筹集经费总额看 , 2001年安徽大中型工业企
业 R&D活动经费总投入仅占全国的1.87793%,在全
国位居第十七位 ,在比较的 11个省市中处于倒数第二
位。2001年安徽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总支出
占全国的比例为 2.733395%,在全国位居第十二位 ,在
比较的 11个省市中处于第八位 ,但与江苏 、上海 、浙江 、
广东等省市有很大差距。
　　从经费的来源看 ,安徽科技经费主要靠企业自筹
和信贷 ,而来源于政府的很少 ,分别仅为 2.467%。虽
然从根本上说 ,企业是科技开发与投资的主体 ,政府仅
提供政策支持和诱导性资助。但在当前的情况下 ,只
有政府与企业的共同努力 ,企业技术创新的经费才有
充分的保障 。
　　就科技机构资金来源稳定性看 ,安徽大中型工业
企业科技机构中具有稳定经费来源的仅占 85.06%,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2个百分点 ,在比较的 11个省市中
位居倒数第四。
　　因此 ,就安徽而言 ,要卓有成效地推进企业的科技
活动 ,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应注意以下三点:一
是加大对科技活动的财政支持力度 ,提高企业科技活
动资金中政府资金的占比;二是搞好投资软硬环境的
建设 ,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提高企业科技活动资金中
国外资金的占比。三是坚持改革的大方向 ,增强企业
的活力 ,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将企业科技活动资
金中企业资金这块蛋糕做大。
　　(三)企业缺乏创新意识 ,短期行为严重
　　统计表明 ,2001年安徽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机构
中具有经常性开发任务的机构仅占 89.21%,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近 1.7个百分点 ,位居全国第十八位 ,处于全
国的中下游水平 ,在比较的 11个省市中居于倒数第四
位 ,且与上海 、江苏 、浙江 、山东 、广东等省市有明显差
距。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安徽企业的创新动力普遍
尚显不足 ,不少企业领导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尤
其是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满足现状 、小富即
安 ,短期行为严重 ,缺乏长远的技术创新发展规划。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约有三点:第一 ,国有企业
与集体企业占很大比重 ,多数企业的决策者 ,因害怕工
作失误丢掉乌纱帽 ,而沿袭传统的“不求无功 ,但求无
过”的做法 ,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缺乏热情。第二 ,企业

效益一向不太好 ,抗风险能力弱。面对企业贫穷的境
地 ,企业职工大多为了能“养家糊口” ,规避风险 ,不赞成
企业大刀阔斧地进行技术创新。第三 ,企业对政府的
依赖性强 ,使得其各项工作的开展缺乏自主性 ,技术创
新的原动力不足。
　　从现实看 ,抓住新机遇 ,实现新飞跃 ,是时代赋予
每个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新使命。承担起这
一重任 ,关键是企业要积极推进科技创新 ,再创发展新
优势。这要求企业能审时度势 ,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
　　(四)过于重视技术改造 ,忽视消化 、吸收 、创新
　　2001年统计数据表明 ,安徽大中型工业企业比较
注重原有技术的改造而忽视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 ,技
术的消化吸收创新经费投入偏低。
　　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 、吸收和创新费用偏低 ,就
会造成消化 、吸收能力不强 ,使技术引进的先进性失
效 ,这样往往不得不二次引进同一类产品 ,从而丧失参
与国内 、国际竞争的机遇 ,并造成极大浪费。
　　就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言 ,技术的引进 ,特别是技术
资料与关键设备的引进 ,并进行引进技术的消化 、吸收
和创新就显得更为重要。技术引进是发挥“后发效
应” ,迅速追赶国际 、国内先进水平的重要手段;加强对
引进技术的消化 、吸收和创新 ,可以促使科技得到飞速
发展。正由于这样 ,经济发展快的地区 ,比如 ,江苏 、上
海 、浙江 、山东 、广东等省市 ,都比较舍得在技术引进 、技
术的消化吸收上支付大量经费。即便是在发达国家 ,
技术的消化 、吸收费用也较高 ,比如 ,在日本 ,技术的引
进与消化 、吸收费用之比为1∶5 ～ 1∶7 ,它在技术引进
的基础上 ,经过消化 、吸收和创新等几个环节 ,建立了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 ,从而使科技得到飞速
的发展。
　　因此 ,在企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上 ,安徽要合理调
整研究与开发经费配置或投入结构 ,加大企业自主性
技术创新经费投入力度 ,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和创新 ,并相应增加经费投入。
　　(五)联合创新不够 ,产学研结合欠佳
　　2001年安徽高校与研究机构科技经费中来源于企
业的分别为 24.89%与 2.04%,分别较全国平均水平低
11.34个与 1.97个百分点 ,在全国名列第十七与第二
十二位 ,比发达省市上海 、江苏 、浙江 、广东等有一定差
距。这表明 ,安徽企业与高校 、科研院所间的科技研发
协作较少 ,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科技创新的能力。
　　实际上 ,技术创新要涉及各种领域的技术和知识 ,
企业很难依靠内部力量获取所有的关键技术和能力。
另外 ,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 ,独立完成一项复杂的技术
创新 ,无论从开发周期还是从投入成本看都会面临很
大的市场风险。因此 ,企业要加强与高校 、科研机构的
联姻。大学和科研机构在人才和信息上优势明显 ,企
业如能合理借鉴利用 ,就可加速技术创新的步伐 ,缩短
创新的周期 ,提高技术创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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