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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企业自主创新的现状、存在的

问题及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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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外无数企业的发展史表明,企业的自主创新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经之路,其自

主创新能力决定着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虽然山东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如开展技术

创新的企业少,科技经费投入较低, 创新产出能力不强, 因此要着重做好以下几项工作:增加政府对企业的研发经

费投入,引导企业发挥自主创新的主体作用;落实已出台的税收优惠措施;加强知识产权的管理与保护, 打击侵权

行为;建立检测、认证等机构;重视人才培养, 提高企业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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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国家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2005 年底

发布了5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分析报告6
¹

, 提出

了一个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共分

为四个指标:一是潜在技术创新资源指标,包括企业

工程技术人员数、企业工业增加值和企业产品的销

售收入;二是技术创新活动评价指标,主要由企业在

技术创新活动各个环节的经费投入来衡量;三是技

术创新产出能力指标, 包括申请专利数量占全国专

利申请量比重、拥有发明专利数量占全国拥有发明

专利量比重、新产品的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

比重等;四是技术创新环境指标, 包括财政资金、金

融机构贷款在企业科技经费筹集额中的比重等。下

面以此作为衡量分析的标准, 对山东企业的自主创

新能力进行全面分析与考察。

一、山东省企业自主创新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和科

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山东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走自主创新之路, 取得了一系列技术创新成果, 自

主创新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

1.科技投入总量不断加大, 企业的研发经费的

投入和投入强度均居全国第三位。

市场竞争的残酷性已使山东省企业意识到:创

新特别是自己主导的自主创新是企业发展中赢得竞

争力的最关键要素, 因此, 企业不断加大科技投入。

据最新发布的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显示, 2004

年,山东有 2205 家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有科技活

动,共投入 243. 60亿元科技经费, 共有 170441人参

与科技活动
º
。科技人员投入和科技经费的平均投

入远远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

研究和发展(R&D)经费支出水平是最能代表企

业自主创新实力和能力的指标之一。2004年,山东

省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为 118. 58亿

元,仅次于广东的 163. 11亿元和江苏省的 153. 05

亿元,列全国第三位,也是全国超百亿元的三个省份

之一。企业R&D投入强度是指研究与试验发展经

费支出在销售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它是衡量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2004 年, 山东省企业

R&D投入强度为 0. 54%,列全国第三位。

山东省共建设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309个,

其中国家级 44个, 15个企业技术中心被科技部等

五委批准为首批/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0,建设

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99 个, 其中国家级 4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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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2004年山东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创新投入情况表

地区
有科技活动的

企业(家)
投入科技活动

的人员(人)
投入科技活动

的经费(万元)

有创新活动的

企业平均投入

科技活动的人

员(人)

有创新活动的

企业平均投入

的创新费用(万
元)

科技投入占销

售收入的比重

(% )

山东 2205 170441 2436014 77 1104. 77 1. 0

全国 32924 1838010 24022281 56 729. 63 1. 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04[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2. 大中型企业成为山东省企业自主创新的主要

力量。

在山东省自主创新的企业中, 大中型企业成为

创新的主要力量。2004年共有 918家大中型工业企

业参与科技创新活动, 占山东省有科技创新活动的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41. 63%。2004年山东大中型企

业研发经费投入为 112. 15亿元,占山东省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总支出额的 94. 58%。大中型企

业 R&D投入强度为0. 76% ,高于山东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平均投入强度0. 22个百分点, 见表2。海尔、海

信、潍柴、浪潮、济钢、济二机床等集团公司都是山东

大中型企业自主创新的佼佼者。

 表 2 2004 年山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投入情况表

有科技活动的

企业(家)
投入科技活动

的人员(人)
投入科技活动

的经费(万元)

科技投入占销

售收入的比重

(% )

R&D 经费投入
(万元)

山东大中型企业 918 144155 2269489 0. 76 1121522

山东规模以上企业 2205 170441 2436014 0. 54 1185772

大中型企业占规模

以上企业的比重(% )
41. 63 84. 58 93. 16 94. 5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04[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3. 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有所增强。

评价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成效一般用专利数来

度量,这也是国际通用标准。2004年山东省工业企

业专利申请数为 4884 件,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数为

1202件, 拥有发明专利数为 2145 项, 分列全国第 4

位。其中大中型企业这三项指标分别为 4064件、

933件、1543项。全省工业企业累计开发新技术、新

产品 3. 6万项, 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或填补国内空白

的5400项。
¼
海信集团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数字电视芯片/信芯0,达到国际当代先进水平,结束

了国产彩电芯片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烟台麦得津

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世界首例血管内皮抑制

素抗癌新药。这两项成果被列为 2005年国内十大

科技新闻。烟台万华集团在引进国外年产 1 万吨

MDI(异氰酸酯)制造技术的基础上, 由企业研发中

心经过多年攻关,掌握了年产 16万吨的制造技术和

装备,使我国成为继德、英、美、日之后的第 5个真正

拥有该项技术的国家。丛林集团与西安、上海等科

研单位和企业合作, 投资 2. 25亿元共同研制了世界

首台万吨油压双动铝挤压机, 获得 2004年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此外,浪潮、济钢、莱钢、兖矿集团等企

业也都获得了自己的核心技术。这一个个事例都是

山东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所结出的丰硕成果。

4.市场导向的自主创新机制开始形成。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企业的技术创新

只有以客户需求为根本、为导向, 才会赢得市场竞

争,才会使企业不再成为胜利曙光之前就已牺牲的

/烈士0。正如思科公司 CEO 约翰#钱伯斯所说: /最

好的技术不一定成功, 市场最终还是要打败技

术。0
½
因为创新最终成功与否是要经受市场的考

验,最终也要在市场上体现创新的价值和收益。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创新不注重成果的转化率,

不注重市场的接纳度和用户的满意度, 但考察近几

年山东企业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 发现他们都坚持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应用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集

中优势资源,构建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组织创新活

动,在创新产品达到一定市场规模后,再向上下游延

伸,形成技术创新与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始终坚持把市场

作为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是否适应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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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市场需求作为检验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惟一标

准,严格遵循/市场的需要就是技术进步的课题0、

/用户的难点就是产品开发的重点0、/开发成果交给

市场来检验0的原则, 建立起自主创新的内在机制,

使潍柴动力品牌在不断创新中保持技术和质量优

势。WD615、226B等产品, 从配套各类工程机械到

配套大客车、城市公交车,从欧 Ñ 排放到欧 Ò 排放,

中速柴油机从 R6160到 8170, 无一不是配合市场推

广战略完成的新产品开发。也正是因为坚持了市场

导向的技术创新,以及由此形成的技术创新与企业

发展的良性循环,才使得潍柴从 1998年内外欠债 3

亿多元、13600名职工半年没发工资的困境中振兴,

在2004年成为国内同行业首家销售收入过百亿的

企业。2006年 4月,我国第一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蓝擎动力0投入生产, 潍柴成为我国同行业

首家成功自主开发欧 Ó 排放大功率发动机的企业。

山东福田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实现销售

收入 61亿元, 走在全国同行业前列, 其成功经验就

是以自主创新筑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福田重工提

出,消费者的需求就是创新的课题, 为此, 福田建立

了一套迅捷的市场信息反应机制。首先是技术人员

亲自深入田间地头,进行现场服务、现场调查, 掌握

第一手资料,为产品的自主创新搜集有价值的信息。

其次是利用市场营销服务网络收集市场信息。他们

让市场营销人员在做好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的工作

同时, 把获取市场信息作为一项重要职责。在获取

市场信息的基础上,福田及时决策, 立项研发, 以市

场作为评判检验的创新标准。

二、山东省企业自主创新存在的问题

虽然山东省工业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逐年增

强,在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中也位列前 4, 但与广

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省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有些方面还不及全国平均水平, 企业的创新能力还

远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远远不足以

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常胜不衰。

1.开展技术创新的企业少, 平均科技投入水平

较低。

2004年山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 23915个, 仅

有2205个企业有科技活动,占总数的 9. 22%, 比全

国平均水平低 2. 69个百分点。2004年山东有 R&D

活动的企业有 1110个, 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4.

64%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 54个百分点。山东与浙

江、江苏、广东三省相比, 有科技活动、R&D 活动及

新产品开发的企业数则更少, 不及浙江、江苏的一

半,见表 3。

2.山东省科技经费、研发经费投入与先进省份

相比仍然偏低。

 山东、浙江、江苏、广东四省有科技活动、R&D活动

及新产品开发的企业总数情况表

 表 3 单位:个

省份
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数

有科技活动

的企业数

有R&D 活动

的企业数

有新产品开发

的企业数

浙江 41358 6419 2667 4857

江苏 40848 5454 2877 2696

广东 34584 3049 1644 1522

山东 23915 2205 1110 948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04[M] . 北

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根据国际 OECD通行标准, 企业研发经费投入

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小于 1%的企业难以生存, 小于

2%的企业勉强可以维持,要有竞争力并保持领先水

平,研发费用须达到销售收入的 5%以上。2004年

山东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企业销售

收入的比重为0. 54%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 02个百

分点, 也分别低于江苏和广东 0. 04和 0. 02个百分

点。

从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来看, 日本和韩国在技

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投资比为 1: 10, 而山东

工业企业2004年此项数据为 1: 0. 27。

山东科技经费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不及江苏、

广东,略高于浙江省,见图 1。

图 1  山东、浙江、江苏、广东四省科技经费

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比较图

可见, 山东的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不

高,总量也不及江苏、广东两省, 长此以往,将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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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约山东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使企业缺乏持续

竞争力。

3. 技术创新活动的产出能力有待加强。

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新产品销售

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是衡量企业技术创新产

出能力的重要指标。从表 4中可以看出,山东省工

业企业新产品产出的贡献率较低,低于其他三省和

全国水平, 而且山东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每百家

才拥有发明专利 9项。

4. 自主创新的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较大。

自主创新的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较大主要从企

业研发经费投入的不均衡中表现出来。2004 年山

东研发经费投入在地区间分布不均衡, 企业自主创

新研发投入集中度较高的地区主要在工业基础好、

交通便利、能源、资金等有一定优势和对外开放程度

高的大中型城市和省会城市。普查资料显示, 山东

省研发投入总量的 51. 2%集中在青岛( 41. 4亿元)

和济南( 19. 3亿元) , 其他 15地市占 48. 8%。在山

东,不同行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差异较大。企业研

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 1%的行业有 4 个: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橡胶制品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2004 年山东、浙江、江苏、广东四省规模以上

 表 4 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出贡献表

地区
新产品产值

(亿元)
新产品产值占工业

总产值的比重( % )
新产品销售

收入(亿元)

新产品销售收入

占产品销售收入的

比重( % )

广东 3222. 23 10. 90 3278. 05 1. 30

江苏 2923. 30 10. 96 2763. 81 10. 64

浙江 2414. 84 12. 90 2340. 93 12. 77

山东 2277. 18 10. 11 2328. 70 10. 68

全国 23032. 17 11. 42 22808. 58 11. 4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04[ M] . 北

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三、促进山东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对策

建议

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实践表明:企业

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 各国对企业技术创

新的支持主要有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贷款援助、开

辟直接融资渠道和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等。为更好

地推动企业创新,提高山东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可着重做好以下几

项工作。

1.增加政府对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 引导企业

发挥自主创新的主体作用。

政府资金支持是企业创新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综合各国情况看,政府的资金支持一般

占到创新资金总额的 10% 左右。2004年山东企业

在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中, 政府资金占到 4.

09%。因此要进一步增加省级研究与开发经费, 并

进一步向企业研发倾斜,从而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

提高企业研发的积极性。要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

下有选择地大力支持处于同行业技术前沿的少数大

企业和重点的高新技术企业。如可建立企业重点技

术研究与开发补助金, 政府通过财政预算拨款, 对符

合政策规定的企业研发项目提供较大强度的财政补

贴,一般项目补助 20% ) 40%, 环保、节能等重大项

目补助 50%以上。还可设立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基

金和专利申请补助基金, 还可对引进国外新技术进

行消化吸收再创新及普及的企业进行特别补贴等。

政府要引导企业进一步加大科研开发投入,制

定出台相关的激励扶助政策,确保重点企业科研开

发投入率达到规定要求。要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

构,采取以奖代补的办法,对建立国家级及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工程中心、国家级创业服务中心、博士后

工作站、重点实验室等研发平台和产学研合作机构

的企业给予一定额度的奖励, 鼓励企业构建官、产、

学、研紧密结合的创新体制。

2.落实已出台的税收优惠措施。

支持企业研发活动,政府给予企业税收优惠和

减免,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政策。国家财政部、

税务总局的5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有关财务税收问

题的通知6、省政府5关于进一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的决定6及5山东省高新技术发展条例6等文件

都有相关的规定, 如经省认定的国家高新区之外的

高新技术企业可享受减按 15%的征收企业所得税

的优惠政策, 对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的促进作

用,政府税收等部门应切实落实这些政策。

3.加强知识产权的管理与保护,打击侵权行为。

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是当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

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创新企业的技术不能有效

保护,会使创新企业花费巨大心血和费用的努力付

诸东流,企业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因而会丧失创新的

积极性。而对那些仿冒者和盗用者来说, 他们不需

要创新就可轻易盗用他人的创新成果也能获得竞争

优势,因而也不会有自主创新的积极性。经济学中

的/劣币驱逐良币0的情况是需要政府出面加以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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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机构, 统筹

管理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工作, 进一步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和名牌、品牌的创建工作, 并要依循

5专利法6等法规,严厉打击技术偷窃,及时保护企业

的合法权益,解决企业研发的后顾之忧。

4. 建立检测、认证等机构,提高其服务水平与能

力。

山东省要实现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的发展,

离不开检测、认证等专门服务机构的服务水平的提

高。欧美等国非常重视对创新能力的评价,如检测、

认证等,在标准和检测领域均有重大投资。如上世

纪60 年代,美国政府发现日本汽车质量迅速提高,

大举进入美国市场,原因在于日本的汽车检测系统

远远优于美国, 因此,美国在加利福尼亚投巨资建设

先进的汽车检测中心,很快提高了美国的汽车质量。

2006年7月 19 日,国家级建材机械质检中心在

济南启用,中心拥有国际、国内一流的检测仪器 100

余台, 下设通用机械站、塑窗设备站和汽车配件站,

检测范围基本覆盖了各类机械产品。这仅是一个良

好的开端。政府还要通过增加投入和宣传引导, 建

立一批这样的认证中心和检测机构,这样有利于我

省企业通过 ISO9000系列标准及 FDA、UL、SFI 国际

质量认证,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对产品打入国际

市场也有促进作用。

5.构建覆盖广泛的信息网络, 为企业提供相关

的技术信息共享平台。

政府可利用信息化、网络化等现代技术, 继续重

点建设科技数据网、专利信息网、人才网、技术标准

网、文献资料网, 进一步完善科技网络体系,形成技

术创新活动的物质与信息保障系统, 提高科技资源

的有效利用率。

6.重视人才培养,提高企业整体素质。

在企业自主创新活动中,人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政府应有计划地设立一些公共技术培训中心或与大

专院校和科研院所联合为企业培育各类人才,旨在

造就一批懂管理会经营且具有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领

导人才队伍和一批技术人才,这会为企业的发展打

下坚实而有力的基础。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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