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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分析安徽省击祈技术企业发展情况的基抽上
,

通过与 江 苏
、

浙江和四 川 省的 比较分析
,

可 以 考户安徽省

高断技术企业发展存在诸 多降碍
,

最后 结合安徽省省情提 出安徽省高晰技术企业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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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与传统企业相比
,

具有高投人
、

高

风险
、

高收益
、

高创新的特点
。

据统计
,

美国高新技

术企业完全失败的占
,

经受挫折后可获

得一定成功 的企业 占
,

获得完全成功
、

取得显著效益的只 占
。 〔 〕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必

须根据企业实力
,

培育市场竞争力
,

谋求 自身发展
。

安徽省作为中部地 区 的重要省份
,

高新技术企业发

展对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
。

“ 十五
”
时期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发

展现状
“ 十五 ”时期安徽省离新技术企业发展情况

“

十五 ”
时期

,

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蓬勃发展
,

已

成为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为
“

十一五 ”

安徽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
十五 ”

期间
,

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营业

总收人年均增长均在 以上
,

到 年末分别

达到 亿元 和 亿元
。

年
,

实现

增加值 亿元
,

占全省 比重 实现利

税 亿元
,

高新技术产业出 口额 亿美元
,

占全省出口 总额的 全省共有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个
,

其 中国家级 个 , 科技企业孵化器

个
,

其中国家级 个
,

在孵企业 家 高新技术

产业基地 个
,

其中国家级 个
。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 家
,

其中营业总收人亿

元以上的企业 家
,

亿元以上 的企业 家 国

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家
,

上市高新技术企业

家
。

年全省 家亿元 以上经济规模高新

技术企业在营业总收人
、

产品销售收人和企业 出 口

额方面
,

分别 占到全 省高新技术产业 同类指标 的
、 、 ,

在企业从业人员和技术

性收人方面
,

分别占全省高新技术产业 同类指标的
、

纬
,

固定资产占到
。

这些指标

反映了亿元以上经济规模企业 已在安徽省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
。

目前
,

全省拥有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 家
,

正在实施的火炬计划项 目 项
,

创新基

金项 目 项
,

高新技术产品 项
。

年
,

又有

家高新技术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
,

目前已达 家
。

“

十五 ”
时期安工省离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井本

特征

总体来看
, “

十五
”

时期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发

展呈现如下基本特征 ①产业总体规模快速扩大
,

平

稳持续上升 ②机电一体化和新材料两大产业领域

的主导地位初步显现 ③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布局呈

现以省会城市合肥 为发展极 的特征 , ④骨干企业在

高新技术产业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 ⑤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初步形成产业空间集聚
,

区域竞争优势将

逐渐显现 ⑥由科研院所创办
、

改制形成的企业成为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的生力军 ⑦创新服务体系和投

融资环境不断改善 , ⑧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政策体

系初步建立
。 〔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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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时期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发

展的障碍因素分析
“

十五 ”
期间

,

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虽取得一定

发展
,

但与兄弟省份相 比
,

差距明显
,

不仅大大落后

于江苏
、

浙江等东部发达地区
,

在某些方面甚至落后

于西部地区某些省份
。

与东部省份相 比
,

政府财力整距较大 导致对

经费投入偏低
,

影 晌安徽省 , 断技术企 业 整

体创新能力

年 苏
、

浙
、

皖 三 省 的 财 政 收 人 依 次 为

亿元
、

亿元和 亿元
,

安徽省只有

江苏的
,

浙江的
,

实力悬殊太大
,

财

政收人的巨大差距导致安徽省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

直接支持力度较小
。

以 研究投人 的情况看
,

年苏
、

浙
、

皖三省的 经费支出依次为

亿元
、

亿元和 亿元
,

占财政收人的比例依次

为
、

和
。

虽然安徽省比浙江

经费投人 比例要大得多
,

但是安徽省的绝对投人

与江苏相差近 倍
,

与浙江相差 倍 如表
。

与东部省份相比 安 省投资水平偏低 离新

技术企业发展所获得的资金不足
,

严 , 影晌安 省

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投资的数额越大
,

企业家可影响和操纵的资本

就越多
,

投资承受风险的能力越强
。 “

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与风险投资对接是当代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和

必然趋势
。 ” 一 年

,

总投资的增长情况是
,

安徽增长了 倍
,

江苏增长了 倍
,

浙江增长

了 倍
,

可以看出近年来江苏的投资增长速度最

快
。

从投资总量分析
,

年安徽省投资总额是江

苏的
、

浙江的
,

比之 年
,

分别下

降了 和 个百分点
,

说明 年 以来安徽

的投资水平明显滞后 于江苏和 浙江 差距有所增

大
,

安徽省投资总量与江苏
、

浙江 比较实力悬殊 如

表
。

衰 苏
、

浙
、

皖三省财政收支比和投资总 情况

省份

安徽

江 苏

浙江

时政收 支比 投 总全 亿元

资料来派 《中国统计年鉴 》 一 年

商新技术企业 自身实力不强
,

企业竟争能力有 值和出 口交货值的绝对数不仅大大低于江苏和 浙

待于进一步提升 江
,

也大大低于 四川 从增长速度看
,

上述四项指标

从高新技术产业主要经济指标研究来看
,

安 除出口交货值外
,

都大大低于处 于西部地 区的四川

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
、

新产品产值
、

工业销售产 省 如表
。

衰 年苏
、

浙
、

皖
、

川四省离断技术产业产位
、

梢 及 出口情况

总产值 新产品 产值 工 业摘愁产位 出 口 交货位

省份 本年合计 同期增长 本年合计

亿元 亿元

安徽

江 苏

浙江

四川

资并来派 《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 》 年

同期粉长

一

本年合计

亿元

同期粉长 本年合计

亿元

同期粉 长

一

从从业人员来看
,

年我省高新技术企业

全部从业 人 员 平 均 人 数 为 万 人
,

同期增 长

而江苏
、

浙江和 四川省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

数分别为 ” 万人
、

万人
、

万人
,

同

期增长分别达 到
、

和 虽然

安徽省增速高于浙江和 四川省
,

但从业人员 的绝对

数大大低于上述三省
。

从高新技术企业投资情况来看
,

年 一

月安徽省无论是完成投资额
、

新增固定资产额还

是施工项 目个数
、

新开工项 目个数和投产项 目个数
,

都大大劣于东部的江苏
、

浙江省和西部的四川省 如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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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年苏
、

浙
、

映
、

川四省离断技术企业投资情况

省省份 计划丝资 完成扦 材吐资产 “ 种 个数 “
工乎

, 个数 “ 仰 个‘‘

万元 万元 万元 个 个 个

安安徽

江江 苏

浙浙江

四四 川

资抖来派 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 》 年

从高新技术企业销售收人 和利润情况 看
,

年安徽省销售翰人达 亿元
,

同期增长
,

绝对数大大低于江苏
、

浙江和四川省
,

增长

速度不仅低于江苏省
,

也 比四川省低 个百分

点 利润总额达 亿元
,

比去年增长 亿元
,

利

润总额低于江苏
、

浙江和四川省 如表
。

省份

安徽

江 苏

浙江

四 川

衰 年苏
、

浙
、

映
、

川四省离断技术企业产品梢协收入及利润情况

产品摘协收入 利润 总硕

一
本年合计 亿元 同期增长 本年合计 亿元 去年同期 亿元

一

资料来派 《中国高技术眺计年鉴 》 年

由此可见
,

十五时期
,

无论是安徽省政府政策
、

投资水平等外部环境
,

还是企业产值
、

销售及 出 口
、

从业人员
、

企业投资以及销售收人和利润等高新技

术企业 自身发展情况
,

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与

兄弟省份相 比
,

差距明显
,

甚至过分悬殊
。

因此
,

大

力发展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 已经成为 目前一项紧迫

的任务
。

新时期安徽省商新技术企业发展对

策研究

高新技术企业欲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立于

不败之地
,

就必须发挥其内部优势
,

综合运用各种能

力
,

不断培育企业竞争力
。

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发

展还处在起步阶段
,

企业 自身实力
、

发展条件
、

政府

政策以及资金扶持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

与兄弟省

份相 比
,

差距较大
,

因此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发展高

新技术企业
。

发挥政府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

曹造适合离新技

术产业发展的徐合环境

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
,

实现政府管理体制创新
。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必须走 出政府主导 的误 区
,

确

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和研究开发体制
,

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

二是要针对安徽

省现有的经济实力与产业发展状况
,

制定培育和扶

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的相关政策
。

认真调研
,

做好

规划
,

明确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

集中力

量优先发展适合省情的重大
、

关键技术
。

三是要营

造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氛围
。

高新技术产

业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
,

需要有容忍失败
、

鼓励创新

的文化氛围
。

为此
,

需要政府积极倡导创新精神
,

使

广大民众祟尚创新
,

积极投身于创新活动
。

制定科学合理的离断技术企业发展战略

发展战略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总体 目标和方

向确定
,

只有具有推动力
、

向心力
、

激励力的发展战

略
,

确立
“

有所为
,

有所不为
”

的经 营范围和经营方

针
,

才能正确地进行资源的配 和吸纳
,

形成正确的

发展方向
。

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总体来说都属于中

小企业
,

在战略选择上要求采取与竞争者完全不同

的战略
。

高新技术企业要专注于本行业
,

精心培育

核心竞争力
,

把其作为企业保持长期发展的战略任

务
。

加强企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已经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
,

必须加强企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
,

其最集中

地体现在企业的自主产品开发能力上
。

核心技术能

力是一个高新技术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地位的关

键
。

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通常以一项或几

项关键技术为核心
,

企业的核心能力往往就体现在

这些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上
,

因此核心技术是构

成高新技术企业核心能力的最核心部分
。

安徽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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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部地 区的重要 省份之一
,

由于受 自身财力资源

的限制
,

对 企 业 自主创新 能力 的培育重 视 不 够
,

经 费投 人 有待于 进 一 步提高
。

在 当前情况

下
,

可以考虑走合作创新的道路
,

形成联盟共享核心

能力
,

即由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组成战略联盟
,

共享一

方或多方的核心能力
,

以此作为联盟的核心要素
,

进

行技术创新的一种合作创新方式
。 〔 ,

提供安徽省离新技术企业发展所必须的持续

触资途径

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很大

的不确定性
,

具有较大的风险
,

特别是在发展初期更

是如此
。

发展和引进风险投资是高新技术企业的重

要选择
,

风险投资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的过程 中发

挥着助推器的作用
,

对高新技术企业 的发展具有输

血功能
。 〔幻 自 年以来

,

安徽省财政提供高新技

术企业发展资金支持达 亿元
,

各金融机构对全省

火炬计划项 目贷款约 亿元 年全省各大

银行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贷款达 “ 亿元 截至

年底
,

安徽省有 家高新技术企业上市
,

首次发行

募集资金 亿元
。

但 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对资

金的需求量大
,

安徽省各金融机构必须加大对高新

技术企业风险投资的力度
,

同时可 以考虑引进 民营

资本
,

广开财路
,

保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所必须的资

金支持
。

促进离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

政府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
,

进行合理规划
、

科

学管理
,

提升高新技术企业集聚水平
。‘ 〕拉长产品链

条
,

实现高新技术产品的上下游配套与衔接
,

使产业

集群成为地区经济发展 的
“

发动机
”

各高新区应根

据 自己的核心产业
,

形成特色明显
、

优势突出
、

竞争

力强的主导产业体系 培育一大批具有一定规模
、

科

技含量高的产业化项 目 重点发展合肥
、

芜湖
、

蚌埠

三个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 区和皖江高新技术产业带
,

使这些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化先行一步
,

产生明显 的

产业集聚效应
,

而后通过其辐射带动
,

加快全省高新

技术产业的发展
。

建立合理的人才培养与管理机制
,

为离新技术

企业储备人力资谏

一是要加大高等教育的力量
,

积极调整高等教

育的人才培养结构
。

二 是要 规 范 人才市场运作 机

制
,

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与合作
,

以满足高新技术发

展所需的多方 面人才
。

三 是要 建立科学 的激励 机

制
,

努力营造吸引人才的环境
,

在人才的管理中要充

分体现
“

以人为本
”
的理念

,

落实
“

事业 留人
、

待遇 留

人
”

的人才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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