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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竞争的加剧 ,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现 ,本文分析了我国电信企业创新能力低下的现状和根源 ,
指出基于民营化改革破除行政性垄断为电信企业的技术创新排除了障碍 ,并提出通过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格
局、完善科技人员的激励机制及基于引进的创新等提升电信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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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技术创新通过影响企业的相对成本地位和歧异性进而影响一个企业的竞争优势 ,而且 ,该技术在产业内

的扩散会影响该产业结构进而对整个产业的竞争力产生重大的影响 (波特 ,2001) 。因而技术创新对一个产业
尤其是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电信产业而言是极为重要的。随着竞争的加剧 ,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现 ,技术
创新竞争已成为电信企业竞争的最根本的形式。而我国电信产业长期的垄断经营造成了电信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的低下 ,且面临入世后与跨国电信巨头的竞争压力 ,如何最大限度提升电信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已成为电
信产业改革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

二、电信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现状分析
长期以来 ,邮电部既是国家电信政策的制订与监督者 ,又是具体业务的经营者。具体表现为 :在投资建设

上 ,主要依靠国家的政策性投入 ,通过行政法规力量排斥了外资与民营资本的介入 ;经营机制上 ,不是按商业
化原则进行企业的经营管理 ,而是套用行政部门对企业进行直接管理 ,决定企业的人事、分配等诸环节 ;价格
形成上 ,对垄断性环节与竞争性环节不加以区分 ,由政府按成本加成定价法统一定价 ;企业目标上 ,不是以利
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 ,而更多地考虑行政性目标 ;等等。这就决定了这种垄断是一种以政企合一为特征的行
政性垄断 ,有别于基于技术原因或特定的经济原因而形成的自然垄断。因此我国的电信产业实质上是具有自
然垄断特性的行政性垄断。

随着电信产业的快速发展 ,这种具有超经济的强制性和排斥竞争的封闭性等特点的行政性垄断的弊端日
益凸现 ,导致了电信企业创新能力低下 ,主要表现在 : (1)行政性垄断造成产权主体与投资主体的过于集中 ,几
乎都由国家来承担 ,而民间资本又被行政性法规挡于电信产业之外。由于国家投资能力的有限性与电信产业
特征需求巨大性的突出矛盾 ,使得电信企业不得不缩减科研经费 ,导致创新的后继力量不足。(2)电信企业通
过制定垄断高价可以获得超额垄断利润 ,导致电信企业缺乏进行技术创新并采用新技术的动力。(3) 电信企
业内部任人唯亲 ,大搞裙带关系 ,安排子女及亲属就业 ,而将企业真正需要的科技创新人才排斥在企业外等
等 ,科技人员的缺乏导致企业创新能力低下。(4) 电信企业的产权归全民所有 ,但全民所有是一个模糊的概
念 ,将科技人员的人力资本产权排斥在外 ,难以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三、基于民营化改革破除技术创新障碍
电信产业的行政性垄断已经成为提升电信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严重障碍 ,它的存在导致了电信企业创新

动力的不足和创新能力的低下 ,因而我们必须通过民营化改革破除行政性垄断 ,从而为电信企业培育技术创
新能力扫清障碍 ,这也是提升电信企业创新能力的先决条件。

通过民营化改革 ,引入外资与民间资本 ,从而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和现代企业制
度的建立 ,使得以往管理国有电信企业的旧体制不再适用于对各种经营主体的管理 ,因而必须进行管制体制
改革 ,将政企合一的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成为政企分离的政府管制体制 ,使政府从以往直接干涉电信企业经营
活动过渡到通过完善的法规间接控制企业市场行为上来 ,即通过倒逼的方法 ,迫使政府进行管制体制改革 (王
俊豪 ,2002) ,实现电信产业内以政企分离为特征的新型政府管制体制的建立 ,达到破除行政性垄断的结果 ,从
而使得电信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障碍得以扫除 (见图 1) 。

图 1 　构建电信产业技术创新环境路径

四、提升电信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基本思路
在通过民营化改革破除电信产业行政性垄断的基础上 ,

进一步提升电信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还需基于以下几方面的
努力 :

1、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技术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产业的市场结构。就市场结构与创新的关系 ,熊彼特
认为垄断是企业家愿意投资于创新活动的前提 ,没有垄断利
润就不会有创新动力 ;卡曼和施瓦茨认为 ,一个介于垄断和完
全竞争之间的市场结构 ,将会促进最高层次的发明活动 (王俊

豪 ,2000) 。可见 ,最利于创新的结构应该就是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所谓有效竞争 ,就是指将规模经济和竞
争活力两者有效地协调起来 ,从而形成有利于长期均衡的竞争格局 (王俊豪 ,2000) 。因而必须在民营化改革
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 ,以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即民营化改革应以有效竞争为目标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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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作为垄断与完全竞争的最佳结合点 ,其适度的垄断为电信企业提供了创新的动力 ,
更重要在于竞争使得电信企业更加关注技术创新能力以赢得竞争优势。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将会促使企业
自觉进行技术和管理的创新 ,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研发领域 ,从而使电信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得以迅速提升。
而且积极通过成立合资企业等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有利于提升我国电信企业的创新起点。先进技术将在
电信产业内迅速扩散 ,进而引发我国电信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最终实现保持电信技术水平与世界同步
甚至超过经济发达国家的目标。

2、完善科技人员的激励机制。电信产业作为高技术产业 ,技术创新能力决定了电信企业竞争力的高低。
而科技人员是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主体 ,能否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已经成为电信企业能否获
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科技人员具有好奇心、关注逻辑性、忍受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对结果的狂热追求等与
众不同之处 (伊万塞维奇、顿宁 ,2003) ,因而必须结合科技人员的特点 ,认真分析他们的需求 ,设置科学合理的
激励机制。除了满足科技人员的诸如工资等基本需求之外 ,笔者认为应主要处理好以下三方面问题 : (1) 合理
分配剩余索取权。通过对于电信企业科技人员的人力资本产权的承认 ,积极探索对科技人员技术折价入股、
股票期权等的分配办法 ,使其享有部分的企业剩余索取权。(2) 实施技术与管理分流的“双轨制”。通过在电
信企业内部为经理人员和科技人员构筑一个平行的晋升路径 ,使得科技人员专注于凭借自己的科研成果和科
研能力在技术职称上得到发展 ,避免科技人员因受提高待遇的唯一途径是担任管理干部从而不安心从事科研
工作所引发的人力资源浪费问题。(3)完善电信科技人员培训机制。电信企业要加强科技人员的培训规划 ,
通过内部培训与外部培训相结合 ,为科技人员提供学习的机会 ,使他们能够充分地接触和掌握最先进的知识 ,
了解电信产业发展的最新现状 ,在培训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3、基于引进的技术创新。由于电信产业具有技术含量高 ,产品更新换代快的特点 ,加上我国电信产业技
术起点低 ,因而单靠自身的力量发展电信产业 ,也许会始终落在人家的后头。而依靠“市场换技术”的思路 ,与
国外电信企业成立合资企业 ,可以使中外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国外电信企业只有将其先进的技术投入到合
资企业 ,通过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 ,才能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从而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 ,最终分享到更多
的利润。而我们则通过合资企业 ,学习和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技术 ,实现与国际电信产业技术差距的缩小。

基于上述考虑 ,我们应该选取研发能力极强的国外电信企业为合作伙伴 ,以确保我们掌握世界电信最新
的技术动态 ,如 AT&T公司具有世界闻名的 Bell 实验室 ,每年的研发经费高达 20 亿美元 ;另一方面 ,要在合同
协议中列示具体条款 ,以确保在技术方面实现真正共享。

但用市场并不能换来真正的核心技术 ,而且电信技术更新迅速 ,持续引进的成本过高 ,因而我们在学习国
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 ,应结合国情进行自主开发 ,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 ,以免陷入“舍本逐末”的环路 (圣吉 ,
2002) ,最终摆脱对国外的依赖。

图 2 　以市场换技术消除
技术压力的“舍本逐末”环路

　　如图 2 所示 ,一旦发达国家有重大技术创新 ,使我国电
信企业感受到技术压力 (问题症状) ,造成电信产品竞争乏力 ,于
是努力寻求技术引进 (症状解) ,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 ,会使
技术压力减小。可从长远来看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反而
会弱化科研能力 ,一旦发达国家电信企业有新的技术突破 ,对我
国电信企业而言又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如果企业一直以来
重视科研投入 ,能够基于引进进行创新 (根本解) ,培育企业创新
能力 ,使产品达到世界先进技术水平 ,将提升电信企业的国际竞
争力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五、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 ,技术创新能力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源泉 ,其重要性对于高技术含量的电信产业而

言尤为突出 ,技术创新竞争已成为电信企业竞争的焦点 ,而我国电信产业的行政性垄断已经成为技术创新能
力提升的桎梏 ,因而必须尽快破除电信产业的垄断现状 ,并在此基础上 ,沿着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完善
科技人员的激励机制及基于引进的创新等思路提升我国电信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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