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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与浙江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调研比较 

廖丹纯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摘 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比较分析了辽宁和浙江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得出结论：由于辽宁中小企

业中工业、国有企业、大于 50 人企业比例相对较大，因而技术水平总体较先进，但同时面临技术升级的挑战。技

术创新能力既受企业内部人力资本如员工教育水平、员工培训等因素的影响，也受企业外部政策因素的影响。与浙

江相比，辽宁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较高，在技术创新方面享受到更多的政策扶持优惠，如产学研联盟的助

力，政府提供的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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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辽宁与浙江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水平与相关制约因素，以便为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参考，本次调研向

两省中小企业发放问卷 350份，回收有效问卷共 278份，其中辽宁 233份、浙江 45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比较分析。 

一、辽宁与浙江中小企业技术水平、技术创新途径的比较 

1、技术水平的比较 

本文选取浙江作为辽宁参照省份的理由是，浙江省中小企业起步早、发展快，在发展中小企业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调

研结果表明，与浙江相比，辽宁更多的中小企业拥有国际、国内先进技术水平。浙江中小企业行业类型分布较均衡，样本企业

中工业、现代服务业、交通仓储物流批发零售贸易分别占 23.3%、32.6%和 14%；而辽宁工业企业所占比重达 33.5%。由于工业企

业有开发更先进技术水平的优势，加上辽宁工业企业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因此不难得出辽宁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相对较强的结

论。此外，辽宁有一部分企业仍处于国内落后技术水平，这一比重高于浙江的平均水平，表明辽宁在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技术

升级方面的任务较重。 

2、技术创新途径的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辽宁中小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加大自主研发投入来实现技术创新，而较少选择委托开发。相比而言，浙江中

小企业更倾向于购买技术专利或是与技术拥有单位建立合资企业，这表明浙江中小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辽宁中小企

业认为“做精、专、特、新”很重要的占 49.4%，同样评价的浙江占 47.4%；浙江中小企业认为“技术升级”困难的占 51.2%，

不困难的占 2.3%，同比辽宁省认为困难的占 48.5%，不困难的占 8.2%。辽宁省中小企业技术升级难度较小，从而更愿意通过自

主研发来创新技术。 

辽宁省大中型企业数量多、技术基础好，落后工业企业亟需通过技术升级发挥应有的作用。省政府注重强化企业技术开发

投入的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大幅度增加技术开发经费的投入。即便如此，单个企业要想凭一己之力实现技术创新，也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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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 2007年起辽宁省政府开始全力推进产学研联盟的建立，实施“企业技术联盟引导工程”，以解决企业技术需求为目的，

建立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稳定的长期利益关系，真正促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军。 

二、辽宁与浙江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比较 

技术创新能力既受企业自主因素影响，如企业人力资本水平，同时还受企业外生政策因素影响，如政府培训、与科研机构

的合作等。 

1、企业自主因素 

调研结果显示，两省中小企业的员工受教育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辽宁中小企业员工受教育程度大专以上百分比大

于 70%、小于 30%的企业占比分别为 68.3%、5.2%，相比之下，浙江这一水平为 37.8%、20%。由此可见，辽宁省中小企业员工的

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浙江省中小企业的员工受教育水平。这可能是由于辽宁中小企业样本中国企、大企业比例较大，而浙江中

小企业大多为小型民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关研究表明，员工受教育水平是企业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力资本

又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如前所述，辽宁中小企业技术水平整体优于浙江省，部分原因源于企业员工的受教育水平

更高。此外，两省中小企业提供的员工培训力度也存在差异。其中，辽宁中小企业对技术研发人员的培训占 36.8%，浙江中小企

业对技术研发人员的培训占 27.9%，可见辽宁中小企业更重视培养企业的研发队伍，增强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 

2、外生政策因素 

调研结果发现，辽宁省中小企业认为他们更受制于研发力量薄弱，因为大部分企业处于机械装备制造行业，对技术改进的

要求非常高，更需要强大的研发力量。针对中小企业对技术研发的实际需要，自 2006年辽宁省在科技大会上发布《关于提高科

技创新能力加速老工业基础振兴的若干规定》以来，辽宁省政府对推进产学研合作的扶持力度更加突出，如“鼓励、支持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攻关，对解决企业生产和研发中的重大技术问题，政府各类计划给予优先支持”。校企共建研究院制

的联盟形式不仅适用于较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也适用于中小企业。这种技术联盟不再是简单的产学研合作，而是企业根据自

己的技术需求与具有相关优势的院校、科研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辽宁省政府还设立了产学研联盟专项资金，与其他

政府扶持资金一起推动企业技术研发和创新。 

辽宁省政府对中小企业还提供了各种服务，包括融资、技术支持、人才引进和培训等。调研结果表明，在希望政府提供的

所有培训中，辽宁省中小企业对专业技术培训的需求占 19%，浙江省占 26%，全国平均水平为 24%。在政府实际提供的帮助中，

辽宁处于技术水平前列的中小企业接受的技术支持占 70%，相同技术水平的浙江省中小企业接受的技术支持仅占 44%。辽宁中小

企业对技术培训的需求之所以小于浙江省，可能是由于企业自身的技术积累优势，也可能是由于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多的

技术支持服务。 

3、技术创新的制约因素 

调研结果表明，资金瓶颈是辽宁和浙江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最大障碍，二者在资金方面的诉求基本一致。辽宁有 62.8%的中

小企业表示有融资困难，主要受制于银行的信贷政策，因而更渴望政府为金融机构与企业建立信息交流渠道。浙江表示融资有

困难的中小企业达 63.7%，主要受制于政府扶持政策的缺失，更希望获得政府部门成立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的帮助。 

辽宁的中小企业认为他们更受制于研发力量薄弱，因为大部分企业处于机械装备制造行业，对技术改进的要求非常高，对

技术信息的需求较大，因而更需要强大的研发力量。浙江中小企业新产品的创新更多在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等方面，大多停

留在小改进、小创新、实用型的层次上，受研发力量的制约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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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竞争和服务意识不强，辽宁中小企业与采购方(消费者)存在交流障碍，相反浙江中小企业的竞争与服务意识强，

市场能力也普遍较强。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辽宁和浙江中小企业展开细致调查，对两省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有了较为深入的

了解。总体而言，由于辽宁中小企业中工业、国有企业、大于 50人企业比例相对较大，辽宁中小企业技术水平总体较先进，但

同时面临技术升级的挑战。技术创新能力既受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的影响，如员工教育水平、员工培训等，同时还受企业外部政

策因素的影响。相比浙江省，辽宁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更高，在技术创新上享受到更多的政策扶持优惠，如产学研联

盟的助力，政府提供的技术培训。综上所述，针对如何促进两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 

1、企业要尊重市场、尊重人才、培育人才 

企业要着眼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确定创新方向，合理分配人力、物力和资金资源，加大产品创新力度。要营造有利于创新人

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和环境，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应该通过合理的物质激励和提供职业发展空间对于重要科研人员给

予奖励。加大企业技术培训力度，发挥人力资本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正如庄子银所说，要通过政治、经济、

法律和文化制度创新，营造激励创新的报酬结构，促使企业家更多地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企业不仅要注重培养企业经营者

的创新精神，也要为员工实施创新活动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平台。 

2、加快建设协同创新体系，鼓励创建产学研联盟 

要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互动机制，探索建立产学研合作的投入机制、人才培养和流动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促进产学研之

间的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政府要鼓励中小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联合开展技术创新，促进产学研合作，推动中小企业、大学

和科研机构组建技术战略联盟，共同研究与开发，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 

3、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服务 

政府部门要转变行政理念，要以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为指导，采取相关措施促进中小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应建立多层次、多

渠道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融资平台，完善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沟通渠道，直接向中小企业提供风险资金如创业基金、科技

开发基金等。应强化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力量，为市场的技术信息交流建立畅通的网络，为企业的技术需求提供相应的培训，

为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提供交流机制。 

4、促进不同所有制企业合作发展 

不同所有制企业应该实现优势互补，发挥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在同一地区发挥集聚效应，减少技术创新的外部交易成本，

使技术创新成果为更多成员利用。区域国有企业应该带动民营企业发展，减少设置行业技术壁垒，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帮助，

增强本地区、本行业中小企业的技术力量，实现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平、崔喜君、刘建：中国自主创新中研发资本投入产出绩效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7(2). 

[2]何光辉：发达国家扶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政策及启示[J].软科学，2012(6). 



 

 4 

[3]和军、李绍东：国外垄断产业民营化及其借鉴[J].经济问题探索，2013(6). 

[4]林洲钰、林汉川：产业环境、自主创新与中小企业成长的政策工具[J].改革，2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