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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个国家国际竞争能力的强弱不仅取决于它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能力 ,而主要取决于它的技术创新
能力 ,即企业的 R&D 能力。本文提出了 R&D 能力企业内化概念 ,并通过对 R&D 能力企业内化含义的界定和
解释 ,论述了 R&D 能力企业内化对企业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及其实现的途径。
[关健词 ]R&D ;R&D 能力企业内化 ;经济发展

一 　R&D 能力企业内化的含义
现代经济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大。而研究开发 (R&D) 恰恰是技术

创新的主要内容之一。R&D 是利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际经验获得的现有知识 ,为生产新的材料、产
品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 ,以及对已生产和建立的上述各项进行实质性的改进而进行的系统性工
作。从事 R&D 活动 , 必须有一定的资源投入 ,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其中 , 人力主要指从事研究开
发的科技人员 , 物力指原辅材料、仪器设备等研究开发设备与设施 , 财力指相应的研究开发经费。

我们认为 , 一国的 R&D 能力可由创新资源投入与配置的结果表示 ,它强调了 R&D 的效果。目前 ,R&D
能力主要分布在科研部门、高等院校和企业部门。其实 , 在 19 世纪以前 , 企业部门毫无 R&D 能力可言 , 甚
至科研、高等院校与企业的来往都很少。也就是说 , 现在的研究开发能力分布格局是一百多年来 R&D 能力
企业内化的结果。我们将研究开发 (R&D)能力企业内化定义为 : 通过各种方式和方法 , 把研究开发能力由科
研部门或高等院校向企业部门转移或定向为企业部门所利用的过程或趋势。其中 ,“转移”指前者的研究开发
能力被企业部门吸收 , 而成为企业竞争能力的一部分 ;“定向”指企业部门通过合同或合作等方式利用前者的
研究开发能力 , 从而达到自身的创新目标。

二 　加速 R&D 能力企业内化的必要性
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 ,做强做大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强化企业的 R&D 能力是关键。

使企业生存并发展下去是企业经营者的主要目标。为此 ,企业内部必须在储备创新潜力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进
行创新。企业 R&D 重点就是产生这种企业赖以生存的潜力。因此不仅经济强国美国重视加强企业的 R&D
能力 ,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如日本也十分重视企业的 R&D 能力 ,其 65 %的 R&D 经费用于企业 ,56 %以上的 R&D
人员集中在企业 ,且 R&D 经费和人员向企业的流动呈上升趋势。自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开始
重视提高企业的 R&D 能力 ,从 R&D 经费和人员投入的绝对数来看都有较大程度的增加 ,但从部门分布的相
对比例来看 ,却出现了不良发展态势。我国目前无论是从 R&D 人员的部门分布 (表 1) 还是从 R&D 经费投入
方面 ,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就严重影响了 R&D 能力企业内化。

表 1 　部分国家或地区 R&D 人员部门分配比例 ( %)
项目

国别
年份 合计总人数 (万人) 研究机构所占比例 企业所占比例 大学所占比例

中国 1990 61. 71 45. 3 24. 9 20. 7

美国 1989 80. 14 11. 5 73. 6 14. 9

日本 1987 77. 85 9. 7 59. 4 30. 9

英国 1978 26. 14 27. 3 72. 7 —

韩国 1986 8. 74 17. 3 46. 8 34. 1

印度 1986 24. 07 76. 9 23. 1 —

台湾 1990 7. 52 21. 3 63. 6 15. 3

资料来源 :OECD《主要科技指标》1992 年

首先是企业使用的 R&D 经费所占比例下滑。我国 R&D 经费的使用构成 ,大中型企业从 1998 年的 30.
3 %降到 1994 年的 20. 3 % ,而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却从 44. 9 %增至 55. 5 %。以代表性的科技投入指标 R&D
投入占 GNP的比例为例 ,发达国家一般为 2 % - 3 %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达到 1 %左右 ,而我国多年来在 0.
5 %左右徘徊。其次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经费分配不合理。我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大大高
于日本 ,几乎与美国持平 ;而用于发展研究的经费比例则大大低于日本 ,比美国也要低 20 多个百分点。再次
是一些企业中的科技人才流失现象严重。这使得本来 R&D 人才匮乏的企业更是雪上加霜。从事 R&D 的科
学家和工程师占人口的比例 (1990 年) :日本为千分之 9. 1 ,美国为千分之 7. 56 ,印度为千分之 4. 6 ,而中国只有
万分之 6. 3。

三 　R&D 能力企业内化途径
研究开发能力企业内化的历史由来已久。库姆斯等指出 , 研究开发在公司中的制度化乃是公司竞争和

改变技术的方式中最核心的变化。这主要是就 20 世纪处于“实在的增长阶段”的能力内化历史而言的。科学
史家一般认为工业实验室最早产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的德国染料工业 , 如 1876 年成立的拜耳实验室。到 19
世纪末期的西门子公司、克虏伯钢铁公司、美国的通用电器公司、杜邦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等都建立起设备精
良的工业实验室。这主要是就研究开发能力的“转移”而言的。按照我们的定义 , R&D 能力企业内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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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例如 , 1825 年李比希在德国吉森大学建立化学实验室 , 随后实验室开始与企业合
作。1836 年布恩在费城创办实验室 , 并成为一个工业研究中心 , 它的影响很快渗透到企业。19 世纪 60 年
代 , 英国科学家帕西首次完成合成染料的发明后 , 自己就投身到合成染料企业。德国科学家蔡斯在改进光
学仪器后也立即创办光学仪器公司。从以上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 , R&D 能力企业内化的途径或方式并不
是惟一的。

1 　R&D 能力直接企业内化。企业通过成立自己的 R&D 部门 , 从而实现由科研部门或高等院校的 R&D
能力直接向企业转移。一方面 ,从组织结构上进行“分流重组”,保留少数精干的科研机构和人员成为“国家
队”,大多数的科研机构和人员充实到企业。可以试用以下做法 : (1)政府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 ,将某些科研机
构合并到企业或企业集团中 ; (2)企业在发展中或在组建企业集团时兼并某些政府或高等院校所属科研机构 ;
(3)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与企业或企业集团共同组建新的科技型股份制企业或企业集团 ; (4)科研机构或高等
院校自行创办企业或兼并现有企业 ,形成科技型企业或企业集团 ; (5) 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的 R&D 能力由社
会中介机构经办 ,再转移给企业或企业集团。以上的重组办法 ,实际上是一个结构优化过程和科技资源重新
优化配置的过程 ,是科技与经济最紧密的结合方式 ,能够有效地达到 R&D 能力直接企业内化。另一方面 ,要
增加政府对企业 R&D 的直接经费投入。从数量上要增多 ,从分配比例上要切实偏向企业。通过政府的 R&D
经费直接投入机制 ,引导和加强 R&D 能力的企业内化。

一般认为 , 获得先发优势是 R&D 能力直接企业内化倍受企业、尤其是大企业青睐的主要原因。其特征
主要表现在 : (1)在期望移植先进产品和工艺系统时 , 因为自己具有 R&D 能力 , 能使新产品和新工艺更快投
入生产和销售 ,缩短了市场周期 ; (2)有利于消除企业技术“锁定”现象。R&D 能力直接企业内化能够使企业
在研究开发实践中通过“干中学”获得大量的“难言的知识”, 这种知识运用到生产过程可以使企业能够比别
的生产者先生产出新产品 ; (3) 知识和知识转移的昂贵费用往往为先动者带来“领先优势”, 拥有专利和产生
排他性的先发优势 , 在这些方面 , R&D 能力直接企业内化方式具有明显的优势。

2 　R&D 能力间接企业内化。企业通过与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进行合作创新而利用后者 R&D 能力的一
种方式。它主要是鼓励各种形式的联合 ,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利用研究开发的外部分工 , 弥补企业自身
R&D 能力的不足或能力缺陷。在市场经济中 ,大量中小型企业缺乏 R&D 能力。因此以 R&D 能力间接企业内
化方式获得技术来源 , 然后依靠自己实现新技术的商业化无疑是技术创新的一条捷径。具体的做法有 : (1)

组织与推动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合作进行科技研究和技术开发或鼓励企业委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进行
科学研究活动提高 R&D 能力 ; (2)取消部分科研机构的行政隶属关系 ,改组成隶属社会、面向企业的技术服务
和开发机构 ,迫使他们到企业中找项目 ,从而增强企业的 R&D 能力 ; (3)企业通过合同形式委托科研机构或高
等院校进行研究开发而定向利用后者 R&D 能力。它的一般形式是由企业提供资金和规定 R&D 目标 , 科研机
构或高等院校提供研究开发人员和设施并组织实施研究开发活动 ; (4) 企业实施“走出去”、“请进来”策略 ,派
企业科技人员到研究机构或高等学校实地参加科技活动 ,掌握 R&D 能力 ;邀请研究机构或高等院校专家来企
业进行讲学 ,为企业培训 R&D 人员 ; (5)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科技人员直接参加企业研究开发活动。

一般认为 R&D 能力间接企业内化的优势为 : (1) 有利于企业与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实现资源共享 , 优势
互补。随着技术竞争的不断加剧 , 企业技术创新中面对的技术问题越来越复杂 , 技术的综合性和集群性越
来越强 , 即使是技术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也会面临技术资源短缺的问题。另外 , 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在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而在试制、制造、销售等方面处于劣势 , 企业则与之相反。可见 , 合作
型内化是实现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最佳方式 ; (2) 有助于缩短创新时间 , 加快市场进入速度。首先 , 合
作型方式能使企业缩短收集资料、信息的时间 , 集中双方智慧 , 可以减少创新过程中因判断失误造成时间和
资源浪费 ; (3) 分摊创新费用和分散创新风险。合作型内化方式由于其特有的机制 , 使创新风险由双方分
担 , 这大大增强了企业与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联手的吸引力。

四 　结束语
R&D 能力企业内化是一个过程或趋势。加速 R&D 能力企业内化是十分必要的。不同的 R&D 能力企业

内化方式取决于不同的前提 ,如直接企业内化的条件是 : (1) R&D 能力内化成本比较低 ; (2) 企业与科研机构
或高等院校之间信任程度较低。而间接企业内化条件是 : (1) R&D 能力内化成本比较高 ; (2) 企业与科研机
构或高等院校双方信任程度较高 ; (3) 双方召集会议和谈判成本较低。无论企业采取哪一种内化方式 ,或两
者兼而有之 ,都需要我们非常重视 R&D 能力企业内化。它是企业练内功 ,夯实技术基础 ,增加技术和智力储
备 ,拥有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的过程。因为一个国家国际竞争能力的强弱不仅取决于它的科学发现
和技术发明能力 ,而主要取决于它的技术创新能力 ,即企业的 R&D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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