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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从企业自主创新的决策实施能力及实现能力这两个角度对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行聚类

分析 ,将各省、区与直辖市分为六大梯队 ,总结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区域差异与特征 ,并对我国如

何进一步提升各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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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进入高科技和信息时代 ,自主创新能

力的高低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现代

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也是衡量一个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与国际竞争是否有后劲的决定性因素[ 1 ] 。而我国

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国家 ,各省、区与直辖市大

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相差较大。习惯上的东

部、中部和西部划分的研究方法尽管可以用来说明

一些问题 ,但已经越来越难以刻画我国大中型工业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区域差异与特征了。因此 ,本

文采用聚类分析方法来对我国各省、区与直辖市大

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行归类 ,并解释各类

之间差异与特征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如何进

一步提升各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出

相应的政策建议。

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分层聚类分析法 ( Hierarchical Clus2
ter Analyze)研究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的区域差异性。在聚类过程中 ,样本间距离选用

欧氏距离来度量 ,聚类方法选用系统聚类法中的离

差平方和法。数据标准化处理采用针对指标 ( by

variables)的 Z —scores 方法。利用离差平方和法分

类的效果比较好 ,该方法是 Ward 根据方差分析的

原理得到的 ,如果分类比较合理 ,则同类样品之间的

离差平方和较小 ,类与类之间的离差平方和较大[2 ] 。

2 　指标的选择与资料来源

由于自主创新是一个从研究开发 ,经过设计制

造 ,再到市场实现的价值创造过程。因此 ,企业的自

主创新一般要经历决策 —实施 —实现三个阶段。创

新决策体现的是创新资源投入的规模和水平 ,创新

的实施主要表现在 R &D 和产业化两个方面 ,创新

的实现反映在创新产品的产出及效益上。基于此 ,

本文选取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 ( R &D) 、发明专利和

新产品产值来对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进行区域划分。

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 ( R &D) 能反映我国大中

型工业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大小 ,直接参与 R &D

项目的人员数与已经立项的 R &D 项目经费反映了

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资源投入的规模、水平

与实施状况 ,所以本文选取人均 R &D 项目经费作

为企业创新决策和实施阶段能力的计量。

企业 R &D 活动中还有许多项目会圄于各种原

因而在产业化应用和市场运作环节受挫 ,以各种专

利形式体现阶段性成果 ,但这是企业科研人员创造

力的体现 ,是企业自主创新得以实现的基础。如果

我们在衡量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时忽视了

这些 ,必然不能公允地评价一个企业的长远自主创

新能力。因此 ,我们又选取了发明专利数作为企业

实施阶段能力的一个补充计量。

新产品成果统计数据反映了一个时期企业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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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活动的数量和质量 ,能综合反

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小。新产品产值反映了上述

三个阶段得到顺利实现的企业自主创新的实现能

力。因此 ,我们选取新产品产值作为衡量企业自主

创新实现能力的计量[3 - 6 ] 。

本文依据的统计数据主要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统计局 (www1 stat s1 gov1cn) 2006 年 10 月 27

日公布的“2005 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统计资

料”专题数据 ,并进行了必要的加工和整理 ,我国台

湾省、香港、澳门与西藏等由于资料缺失 ,所以在聚

类分析分析时作为缺省项处理。具体如表 1。
表 1 　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 R &D 的投入产出

地区
人均 R &D 项目

经费 (万元)

新产品产值

(万元)

发明专利

(项)

北京 171043 81 878 614

天津 291149 75 1 552 2 099

河北 171967 67 429 313

山西 121241 47 296 85

内蒙古 81002 025 198 89

辽宁 171590 6 951 373

吉林 221833 84 869 107

黑龙江 121725 69 344 143

上海 351973 01 3 124 1 501

江苏 201928 3 2 848 1 408

浙江 191916 51 2 278 1 206

安徽 161842 51 438 179

福建 191774 29 1 025 269

江西 141770 84 245 171

山东 211696 84 2 503 1 250

河南 101892 39 609 287

湖北 121205 66 638 286

湖南 81386 718 480 303

广东 191991 35 3 537 6 375

广西 141164 01 272 113

海南 71806 452 78 5

重庆 161002 37 592 204

四川 111348 11 575 254

贵州 151796 46 104 93

云南 161441 09 63 117

陕西 81361 593 292 252

甘肃 51223 171 85 108

青海 41366 279 15 16

宁夏 91783 235 35 25

新疆 91137 255 33 47

3 　基于聚类分析的我国大中型工业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区域划分

　　本文应用 SPSS1310 for Windows 软件中的系

统聚类分析对 30 个样本进行聚类。

311 　以人均项目经费与发明专利作为变量进行的

聚类

以人均项目经费与发明专利作为变量进行的聚

类能量度企业自主创新的决策、实施能力的区域差

异。以专利形式体现阶段性成果的 R &D 活动是企

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形成自主品牌为目的的创新活

动的基础。具体分类如表 2。

312 　以人均项目经费与新产品产值作为变量进行

的聚类

以人均项目经费与新产品产值作为变量进行的

聚类反映了研究开发、产业化应用和市场运作三个

关键环节得到顺利进行的企业自主创新的实现能

力。具体分类如表 3。

4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的区域差异与特征分析

　　由上述的聚类分析结论可以看出我国大中型工

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具有以下区域差异与特征 :

1)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的决策、实施

能力的区域差异大。我们由上述的人均项目经费与

发明专利作为变量进行的聚类可以看出 ,广东省大

中型工业企业 2005 年以 19199 万元的人均项目经

费取得了 6 375 项发明专利 ,遥遥领先于我国其他

省区 ,其自主创新经费的投入强度不到第四类与第

五类省区的 2 倍 ,但以发明专利为代表的科研人员

创造力却达到了它们的 20 多倍 ,与第六类省区相对

比则差异更大。第二类与第三类省区的科研人员创

造力也达到了第四类与第五类省区的 7 倍多。

2)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实现能力的区

域差异也较大。我们由上述的人均项目经费与新产

品产值作为变量进行的聚类可以看出 ,第一、二类与

第五、六类省区的企业自主创新实现能力差异也较

大 ,前者是后者的 7 倍强。

3)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差异的区

域分布和其经济发展状况总体一致。由上述的分析

结论可以看出 ,广东、天津、上海、江苏、山东、浙江作

为我国传统经济发达地区 ,其自主创新能力也领先

于其他省区。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省区自主创

新能力也弱。

4)个别省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的决策、

实施能力与实现能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

由上述的聚类分析结论可以看出 ,广东省虽然以

19199 万元人均项目经费投入和 6 375 项发明专

84

技术经济 　　　　　　　　　　　　　　　　　　　　　　　　　　　　　　　　　　　　　　第 26 卷 　第 12 期



表 2 　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的决策实施能力的区域分类

类别 省、区与直辖市 人均项目经费的均值 发明专利的均值

第一类 广东 19199 6 375100

第二类 天津、上海 32156 1 800100

第三类 江苏、山东、浙江 20185 1 288100

第四类 江西、广西 、安徽、云南、重庆 、贵州 、河北、辽宁、北京、福建、吉林 17120 232109

第五类 河南、四川、山西、黑龙江、湖北 11188 211100

第六类 湖南、陕西、内蒙古、海南、宁夏、新疆、甘肃、青海 7163 105163

表 3 　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的市场实现能力的区域分类

类别 省、区与直辖市 人均项目经费的均值 新产品产值的均值

第一类 上海 35197 3 124

第二类 江苏、山东、浙江、广东 20163 2 791150

第三类 天津 29115 1 552100

第四类 辽宁、北京、福建、吉林 19131 930175

第五类 河南、四川、湖北、山西、黑龙江、江西、广西、贵州、云南、河北、安徽、重庆 14128 383175

第六类 湖南、陕西、内蒙古、海南、宁夏、新疆、甘肃、青海 7163 152100

利位居企业自主创新决策、实施能力的全国首位 ,但

是在第二次聚类中却以 19199 万元人均项目经费投

入、3 537 万元新产品产值使其和江苏、山东、浙江

归于一类。广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的决

策、实施能力与实现能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

性 ,企业创新的实现能力没有表现出与其决策、实施

能力相匹配的高水平。

5)部分省市从自主创新能力的中下游集团中暂

露头角。由上述的聚类分析结论可以看出 ,辽宁、北

京、福建、吉林四省市在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实

现能力方面把与自身在自主创新决策、实施能力方

面相仿的江西、广西 、安徽、云南、重庆 、贵州 、河北

省区远远甩在身后 ,呈现出较强的提升趋势。

5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的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

　　实际上 ,企业自主创新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

的。首先 ,企业自主创新经费投入的区域差异是我

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区域差异形成的

一个重要原因。一般来说 ,没有投入便没有产出 ,经

济欠发达省区企业与政府的财力有限 ,投入不足 ,自

然难以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

其次 ,企业自主创新人力资源的区域差异也是

另一个重要原因。多年来 ,人才“孔雀东南飞”现象

无不揭示出广东、天津、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等经

济发达的省市在自主创新方面所占有的“人和”之

利。

再次 ,我们不由地想到产业结构国际调整对我

国一些省份所带来“地利”优势。譬如 ,改革开放以

来 ,广东省一直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 ,就

享受了国际产业转入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这

也是广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强的一个

不可忽略的因素[7 - 8 ] 。

最后 ,企业自主创新制度安排的区域差异也对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区域差异有较

强的解释力。譬如 ,上海市位居以人均项目经费与

新产品产值作为变量进行聚类的第一类 ,表现出良

好的研发成果的产业化水平。而这实际上在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上海市“十五”期间培育自主创新体制与

机制的各项努力。上海市自 2001 年开始设立了中

小企业创新资金计划 ,与国家中小创新基金共同支

持本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2005 年启动了上

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计划。此外 ,截至“十五”

末 ,上海共建立孵化器 31 家 ,为在孵企业提供了一

定的服务条件和环境[9 ] 。

总之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区

域差异形成的原因很多 ,宏观调控层面、经济体制层

面、企业的微观层面等等 ,都有待我们继续深入研

究[10 ] 。

6 　我国如何进一步提升各省区大中型
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当前 ,我国经济发展阶段逐步进入了一个从传

统生产要素驱动向创新要素驱动的新阶段 ,建设创

新型国家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重大

战略。而企业是创新的主体 ,建设创新型国家 ,实施

自主创新的国家发展战略应体现在企业行为上。

国内企业自主创新可归纳为九种途径 :引进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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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吸收再创新 ;通过系统集成方式创新 ;原始创新 ;

通过技贸结合、国际招标 ;通过国际兼并拥有知识产

权 ;委托国外机构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与

国外合作进行研究开发 ,共享成果 ;由国内设计国外

制造 ,或者进口关键的零部件在国内制造 ;产学研结

合 ,企业跟大学、研究所结合[ 11 ] 。

从上述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区

域聚类分析的结论来看 ,各省、市、自治区应该根据

自身的具体情况 ,积极采取措施。除了切实加大自

主创新的投入、积极培育自主创新体制与机制、加强

区域与产业集群内部合作外 ,还应该通过多种途径 ,

推进自主创新。譬如 ,深化集团煤炭直接液化技术

就是委托国外机构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

技贸结合、国际招标的“三峡模式”;以及东部省份运

用较多的国际兼并模式等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应

该总结汲取这些成功的经验 ,进一步提升自身的自

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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