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关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问题研究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闫耀民

[摘要 ] 本文在分析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 ,研究了目前中关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 ,提出了中关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保障体系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 中关村 　技术创新 　中小企业

1. 引言
中关村科技园区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 ,是全国科技、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也

是中国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自 1988 年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以来 ,中关村的企业取得辉煌的成
就 ,培育了四通、联想、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几十家 IT 领域的领袖企业。经过 17 年的发展 ,中关村的企业
创新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创新的数量、创新的水平和影响力也在全国首屈一指。

在知识经济的新形势下 ,中关村中小企业面临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压力 ,同时面临创新不足的困境。
创新不足 ,一方面技术创新的水平和竞争力仍然不高 ,另一方面 ,体制、管理、融资和营销方面存在的诸多问
题限制了技术创新的发展 ,更限制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限制了企业“做大做强”的步伐。因此 ,中关村
中小企业必须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能力 ,在技术、制度、管理、营销等几方面进行创造性改善 ,将新的思路、理
念、方法、模式引入到企业的技术创新中 ,才能承载新形势下中关村、北京乃至全国对其的期望。

2. 中关村企业发展现状
自成立以来 ,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迅猛。1988 年 ,园区的高新技术企业仅有 500 余家 ,销售收入 14 亿

元 ,上缴国家税金 5100 万元。而 1997 - 2003 年来 ,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已达 1. 1 万余家 ,实现技工贸总收入
从 1997 年的 406. 03 亿元到 2003 年的 2886. 41 亿元 ,平均增长速度超过 30 % ;上缴国家税金 120 亿元 ,年末
从业人数达到约 49 万人 ,实现净利润约 161 亿元 ;增加值从 1997 年的 130. 6 亿元到 2003 年的 608 亿元 ,除
2002 年略有下降以外 ,一直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具体情况见表 1 和图 1。

表 1 　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经济发展概况 ①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企业数 (个) 3046 4258 4421 6181 8019 9567 11529

年末从业人员 (万人) 15. 9 17. 1 24. 6 29. 3 36. 1 40. 4 48. 89

技工贸收入 (亿元) 406. 03 687. 43 1037. 11 1434. 7 2014. 2 2394. 8 2886. 41

工业总产值 (亿元) 272. 23 369. 96 643. 43 913 1287. 1 1477. 2 1607. 75

增加值 (亿元) 130. 6 157 226. 1 326 455. 7 352 608

净利润 (亿元) 17. 85 25. 56 59. 16 101. 5 113 96. 6 161. 52

上缴税费 (亿元) 11. 53 21. 35 40. 31 55. 6 89. 4 98. 8 120. 08

出口创汇额 (亿美元) 3. 12 6. 53 9. 63 18. 17 30. 5 28. 8 32. 9

技术创新主体 ,全面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发展循环经济才有可能。大中型企业的技术中心都要针对本企
业生产制造过程中的“不循环”问题 ,尤其是节能降耗作为技术改造的重点 ,加大研发的投入 ,通过产品与工
艺创新 ,生产出适应市场需求绿色产品。同时要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联合协作 ,协同攻关解决发展
循环经济的技术难题。要采取有效政策促使企业主动增加对发展循环经济科技的投入。

(四)尊重市场经济规律 ,开发利用技术上能实现资源“循环”还能实现资本也“循环”的消费者接受双重
循环技术。循环经济既然属于经济范畴 ,就有经济属性 ,就要考虑市场与经济效益 ,如果技术只能使物质上
能实现循环 ,而经济与财务上是不经济或负效益 ,就是循环不经济 ,就不是循环经济。因此要开发利用 ,能做
到既“循环”又“经济”并能得到社会广泛接受的主动循环经济模式的技术。

(五)积极支持建立循环经济信息系统和技术资源服务体系。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循环经济的技术、管
理和政策等方面的信息 ,开展信息咨询、技术推广、宣传培训等。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节能技术服务中心、
清洁生产中心的作用 ,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提供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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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于《2004 北京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数据》



图 1 　1997 - 2003 年间中关村科技园区技工贸总收入和增加值变化

　　中关村 ,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作为业界盛传的“中
国的硅谷”,以高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和民
营企业为主。图 2 给出了 1997 - 2003 年
间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数目的变化情况。
目前 ,中关村“一区七园”内有各类高新技
术企业超过 14000 家。在这一万四千多
家科技企业中 ,95 %以上的企业是中小企
业 ,90 %以上的企业属于民营企业。具有
转移成本低、组织结构灵活和创新机制高
效等优势的这些中关村中小企业 ,在促进
北京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改善经济布局、
提升科技水平、保障充分就业、填补大企
业的空缺及提供协作配套等方面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 ,现已成为中关村创新体系中的主体。

3. 中关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

图 2 　1997 - 2003 年间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数目变化情况

中关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的主
要问题是创新不足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

第一、以低水平创新为主 ,产品技术
含量相对较低 ,市场竞争力不强。中关村
企业的技术创新由于受资金、人才、规模、
装备等因素的影响 ,使得企业创新的可能
性降低 ,创新的空间受限 ,导致企业的技
术创新多数是一种低水平、低档次的创
新。中关村企业原创型的技术创新极少 ,
如医药产业仅有少数主要企业在药物创
新发现中具有较强的优势 ,而大部分企业
都在重复研制同一产品。在申请的专利
中 ,多数是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 ,其比例占到了全部专利申请的 70 %以上 ,而发明专利的比例仅为 30 %左
右。中关村企业技术创新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含量一般都比较低 ,产品附加值比较低 ,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
原因在于中关村企业核心技术未得到突破 ,跨国公司凭借其拥有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从中牟取高额利润 ,而
中关村企业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和经销费。如计算机类产品总收入占海淀园电子信息产业总收入的比例
近年来均超过 65 % ,但是计算机类产品增加值占海淀园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的比例却仅为 35 %左右。中关
村企业的产品附加值有很大的国际差距。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美国高
技术产业的增加值率世界最高 ,1999 年为 43. 0 % ,英国为 36. 6 % ,日本为 36. 1 %。分行业看 ,通信设备、计
算机与相关产品制造业与国外的差距最突出 ,中关村园区通信设备、计算机与相关产品制造业增加值率不到
15 % ,而美国、日本则达到 50 %左右 ,英国超过 40 % ,法国、加拿大和韩国也都高于 30 %。

第二、企业规模小 ,装备和技术普遍落后。中关村企业平均规模偏小 ,自我积累少。企业的创建和发展 ,
一般依靠的是自有的技术资源和智力资源 ,固定资产和产值规模都较小 ,虽然产品利润率一般较高 ,但利润
总额并不大。这导致企业自身积累少 ,通过技术创新而形成的自我发展能力较弱。由于企业规模小 ,自我积
累少 ,导致中关村企业的整体资金实力明显不足 ,制约创新力的提升。一般而言 ,技术设备的水平越先进 ,产
生高水平创新成果的可能性就越大。技术设备大多价格比较昂贵 ,需要企业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作基础。中
关村企业多数资金规模有限 ,难以承担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成本费用 ,并且设备更新速度慢 ,装备水平不高 ,
阻碍了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我国民营科技企业技术装备达到 90 年代国际水平的只占 19 % ,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的也只有 30 % ,两者之和还没有达到全部民营科技企业的半数。以芯片生产线为例 ,中关村最先进
的生产工艺也值达到 12 英寸 0. 10 微米的水准 ,国际最先进水平 65 纳米的生产工艺有一定差距。

第三、企业技术创新外部协作网络尚不健全。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受诸多要素综合影响的复杂行为 ,不
仅需要内部资源的投入 ,外部协作网络的支持也至关重要。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协作网络包括产学研合作
机制、创新服务体系、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目前产学研合作机制尚不完善 ,产学研之间存在脱节 ,阻碍了技
术创新 ,加大了企业创新的难度。满足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所需要的创新服务体系应该包括技术服务、风险投
资服务、信息咨询、法律与知识产权服务、公共服务、评估服务、诊断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但是中关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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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技术创新集群浅析
东北大学 　韩 　颖 　杨 　雪

[摘要 ] 技术创新是企业成长的原动力之一 ,而技术创新集群是促进企业健康成长的加速器。目前关于企业
技术创新集群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广泛重视 ,但对企业内技术创新集群研究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
文对企业内技术创新集群的优势、劣势及如何培育企业内技术创新集群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旨在引起企业对
其内部技术创新集群的重视。
[关键词 ] 技术创新 　集群 　对策

的中介机构并没有发展起来。由于知识密集型创新服务机构发展的滞后 ,中关村企业在形成一定规模后 ,继
续发展所需要的创新源就缺乏外部协作网络的支持 ,从而影响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步伐。

第四、技术创新体系不健全 ,R &D 投入水平较低。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尤其 R &D 机构是企业创新最重
要的技术来源之一 ,健全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对技术创新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中关村企业由于发展历程
短 ,企业规模小 ,真正建立 R &D 机构的企业占总企业数较低。并且 ,已设立的 R &D 机构也存在规模小、结
构不合理、研发成果产出量少等问题。

4. 中关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保障体系建设的对策
在现代社会中 ,虽然企业是创新的主要参与者 ,但是由于创新所需要的要素日益增多和复杂化 ,还涉及

到政府、研发机构、中介组织、金融机构等 ,而中关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面临的许多问题也不是能够通
过自身的创新性组织活动得以改善的。因此 ,需要进行融资环境、法律法规、服务机构 (社会服务体系) 、体制
制度等软硬环境方面的建设来保障中关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第一、确立“以企业为中心 ,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产学研机制。政府应积极引导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
民营科技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技术协作关系 ,可以将科研经费直接拨付到有一定规模和研发、市场影响力的
中关村企业 ,结合企业和市场对技术和产品的需求 ,委托企业设立科研项目和课题。面向科研院所和大专院
校招标 ,研究成果归双方共享 ,从而实现科研成果在企业和市场中的迅速普及 ,提高其市场转化率。同时要
强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建设、建立一支既懂技术、又懂市场 ,既有经营思想、又懂政策法规的高级营销复合
型技术经纪人队伍 ,通过多种类型的技术中介市场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扩大产学研的转化渠道。

第二 ,加强知识产权体系的建设。按照 WTO 以及国际规则的要求 ,建立统一、高效的知识产权协调、保
护机制 ,整合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执法部门的力量 ,加强对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维护市场经济秩
序 ;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中关村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的保护 ,如技术创新权益的保护、打击盗版现象等 ;提高市
民知识产权法律意识 ,营造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氛围。

第三、建立政策性融资渠道 ,拓展间接融资渠道。在具体操作上 ,建议如下 : (1) 在形式上 ,可以设立相应
的政策性银行 ,也可以委托现有的商业银行开设此类业务 ,但要保证贷款专项使用。同时 ,扩大专项基金的
支持力度 ,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产业结构升级等特定用途 ; (2)在融资方式上 ,要以长期的信贷资金融通为
主 ,也可考虑设立投资性机构。同时 ,拓展相应的银行中间业务 ,包括票据的承兑和贴现、代理融通、支付结
算等业务 ,以使企业迅速筹措到技术创新所需的短期资金。

第四 ,建立和健全对企业融资的信用担保体系和风险投资机制。政府应大胆借鉴国外经验 ,在部分地区
的企业担保基金试点的基础上 ,尽快颁布企业信用担保的相关法律 ,使信用担保机构能依法经营、依法防范
风险和规范经营行为 ,从而持续、有力地促进企业发展。引导风险投资资金向北京地区 ,加强风险投资机构
的退出渠道和退出机制建设 ,使风险投资资金真正发挥对中关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第五、加强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建立中关村科技产业行业组织 ,如行会、商会等 ;加快技术创新和科
技成果产业化的中介服务机构建设 ,如工程技术中心、企业孵化器、技术市场、人才市场等 ;健全技术市场的
监督机构 ,如知识产权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公证和仲裁机构等。

第六、提供政府采购支持。政府有关部门应借鉴美、日、韩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做法 ,一方面加强政府
采购过程中的透明度 ,保证中关村中小企业参与采购竞标的机会 ;另一方面积极落实各级政府的公务采购中
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具体比例 ,加大中关村中小企业技术、产品和服务的采购份额 ,以迅速普及中关
村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 ,促进中关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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