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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是政府增强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 ,该措施的顺利实

施必然要求政府建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以对不同企业的自主创新实力和潜力进行评价。本文

基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和营销能力的关系 ,构建了基于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目的

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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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的高度 ,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

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

环节[ 1 ] 。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 ,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的状况关系到一个地区、国家的竞争力。政府采

购是以政府为主体 ,运用财政资金为满足社会公共

需要而进行的采购活动。政府采购在支持自主创新

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制定

政策优先优惠采购自主创新的产品 ,拉动企业的自

主创新 ;同时 ,也可以规定某些政府采购产品的技术

含量中自主创新成分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 ,以推动

企业的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面临的一

个重要问题就是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行评价 ,以

便政府采购投向有自主创新实力和潜质的企业。本

文将从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这一目的着手 ,对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建设进行探讨。

1 　企业自主创新的概念界定及其实施
的一般性条件

　　对于自主创新的概念理解现在一般存在着两个

层次 :一是从狭义上理解 ,认为“自主创新”是指可以

产生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 ,这种观点将自主创新视

为实现创新的一种战略 ;二是从广义上理解 ,“自主

创新”是指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的创新 ,包括三个方

面的内容 ,即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

创新。无论是从广义还是狭义的角度来看 ,自主创

新与创新的内涵都没有本质的区别 ,任何创新都是

自主的。提出自主创新的概念是基于当时我国技术

力量薄弱、对外依赖度过高的现实 ,因而有必要强调

创新的自主性。

与自主创新相似的一个概念是技术创新。技术

创新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 ,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目

标 ,从新产品、新工艺设想的产生到市场应用的完整

过程 ,它包括新设想的产生、研究、开发、商业化生产

到扩散的一系列活动[2 ] 。企业自主创新与企业技术

创新略有不同。技术创新强调新技术、新设想的市

场实现程度 ,是否获得商业利益是检验技术创新成

功与否的最终标准 ;而自主创新这个概念则强调创

新的独立性和持续性。自主创新侧重于从长期的、

可持续性的创新出发 ,统筹谋划企业的长期、中期、

短期的技术创新活动。

由于自主创新强调核心技术的掌握、技术与市

场的结合、企业制度、文化的支撑以及创新的高投

入、高风险等方面 ,因此实施自主创新的企业必须在

技术、制度、管理、经济实力、外部合作等方面具有一

定的条件[3 ] 。

1)技术方面。企业具有完善的研究开发机构 ,

拥有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科技人才 ,形成完备的技

术体系 ,知识和技术的积累能力和研究开发能力比

较强 ,在主业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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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技术和产品。

2)制度方面。企业实行了产权制度改革 ,建立

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制定和实施了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和科技人员激励制度 ,形成了良好的技术创

新运行机制。

3)管理方面。企业的核心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

竞争力 ,企业围绕主业制定和实施了科学的发展战

略和技术创新战略 ,建立了学习型组织 ,形成了创新

型的企业文化。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信息化管

理水平较高 ,研究开发与生产、销售等职能部门之间

的界面管理良好。

4)经济实力方面。企业在同行业中具有较高的

竞争地位 ,产品品牌的知名度高 ,经济效益较好 ,具

有较强的资金实力 ,并且不断加大研究开发经费的

投入 ,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较高。

5)外部合作方面。企业有与国内高校、科研机构

合作的经验 ,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 ,对境

外同行企业产品的技术发展和市场状况比较了解。

6)行业特征方面。一般来说 ,自主创新企业的

主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 ,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力

量比较强 ,创新技术的市场空间大。但这并不表明

其他产业没有自主创新的空间或者没有必要进行自

主创新 ,实际上 ,在一些技术和市场比较成熟的产

业 ,通过技术的集成创新和市场细分 ,自主创新的空

间和效益仍然很大。

2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概念模型

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评价问题。评价问题涉及评

价的目的、对象和指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的

目的是区分出具备一定自主创新能力和潜力的企

业 ,以便政府给予采购扶持。自主创新强调创新的

持续性 ,同样 ,自主创新能力可以理解为一系列企业

能力的组合 ,这些企业能力能够支撑企业技术创新

的持续实现 ,包括组织能力、管理能力、研发能力、生

产能力、营销能力等。仅从衡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的角度来看 ,基于不同学者的观点、不同的评价目

的 ,这种组合的具体构成存在很大的差异。由此可

知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体系需要依据评价目的

来构建。从自主创新的政府评价角度来看 ,由于经

政府评价合格的企业将获得政府采购的强大支持 ,

因此容易导致被评价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这就要

求政府在制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时必须把

握评价的可行性和效度之间的平衡。

由于创新型企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以及机会

主义行为 ,因此很难对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企

业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等进行评价、对比。相比较

而言 ,由于《企业会计准则》对研发成本、制造成本、

营销费用的归集有较为一致的要求 ,因此评价企业

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和营销能力具有较大的可行

性。同时 ,由于企业研发能力、设计生产能力和营销

能力的形成植根于企业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等其

他能力 ,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直接相关 ,因此 ,从基

于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的视角 ,可以将自主创新

能力视为企业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和营销能力的组

合。企业凭借研发能力 ,将创新投入转化为企业的

核心技术 ;凭借生产、制造能力 ,将核心技术转化为

产品 ;凭借营销能力 ,将产品转化为企业的收入。以

上关系可以用图 1 表示。

图 1 　基于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目的的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概念模型

3 　基于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目的的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311 　构建原则

尽管前文对企业实施自主创新的一般性条件进

行了简单的概括 ,并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构成进

行了分析 ,但针对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这一目的 ,

需要一个量化的、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以实现对不

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由于政府采购支

持自主创新是一种典型的政府行为 ,因而对评价的

公平性、准确性有非常高的要求。为了确保测评的

结果能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企业自主创新的能

力、潜力和实力的真实情况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

指标体系构建必须坚持以下 3 个原则 :

1)真实性原则。真实性也就是评价的效度问

题。评价体系本质上是用有限的、精炼的一系列指

标来综合反映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因而评价体系

所揭示的自主创新能力与企业本身实际所具备的自

主创新能力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真实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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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评价体系大致上能够真实反映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

2)可比性原则。可比性原则要求评价体系中的

各项指标能够满足量化的要求 ,即指标值至少应是

顺序数据。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要求政府对企业

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行量化评估 ,同时指标体系能够

从各个方面反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高低。自主创

新能力的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 ,它要求企业各能力

的互相匹配。尽管企业某些方面的能力对自主创新

能力的形成有巨大的作用 ,但是由于其指标难以量

化 ,或者即使能够量化 ,其指标值也很难在企业之间

进行比较 ,因此这些指标不应该纳入政府采购支持

自主创新的能力评价体系之中。以企业家精神指标

为例 :显然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构建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生产类

似产品的企业可能依赖不同的技术路径 ,企业生命

周期也可能处于不同的阶段 ,而企业家精神的作用

大小不仅依赖于企业家本身的特质 ,还依赖于企业

的技术路径、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等 ,在这种情况下

比较不同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则会使评价陷入僵局 ,

容易使政府评价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可比性原则与

真实性原则之间存在矛盾 ,对效度的过高追求势必

会导致可比性的丧失。

3) 可操作性原则。指标的设计除了应满足真

实性和可比性的要求 ,同时还需要考虑指标的量化

及数据取得的难易程度和可靠性。比如 ,“员工对企

业文化的满意程度”、“员工对激励机制的满意程度”

等指标能够度量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 ,但在政府采

购支持自主创新的前提下 ,由于企业和员工之间存

在共同利益 ,度量这类满意度指标的可操作性将会

很差。

312 　评价指标

根据以上指标设置的 3 个原则 ,从企业研发能

力、生产能力和营销能力三个方面出发 ,可以构建出

一套基于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目的的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31211 　研发能力评价指标

研发能力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中最直接的组成

部分 ,对研发能力的评价可以从研发投入和产出这

两个角度来考察。研发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显著关

联 ,许多统计分析也表明研发投入与创新的强度、规

模和水平有很强的相关性[4 ,5 ] 。因此 ,研发投入和

产出都可以作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测度指标。同

时 ,相对于企业的其他技术创新活动而言 ,研发投入

有相对的独立性。例如 ,不少企业的研发活动完全

在自己相对独立的技术开发机构中进行 ,中试前的

绝大部分活动基本上独立于现行运转的生产系统之

外 ,这为规范化的统计分析提供了可能 ,且具有较好

的横向和纵向比较性。大多数学者采用企业科研经

费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经常或专职从事研发活

动的技术人员占工程技术人员总数的比例这 2 个比

例数来反映企业技术创新的强度与水平[6 ] 。从产出

的角度看 ,反映企业研发产出能力的重要指标是专

利。专利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 ,其中

发明专利最能反映一家企业的研发实力。因而 ,可

以采用与专利相关的指标来度量企业的研发产出。

同时 ,把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放在一起考虑 ,还可以

形成研发效率类指标。研发效率类指标具备很好的

可比性 ,便于不同企业间的对比。研发效率类指标

主要包括单位研发经费投入所产生的专利数量、单

位研发经费所产生的新产品数量、单位研发人员专

利申请数量等。

31212 　生产能力评价指标

企业研发能力需要通过生产能力的转化表现于

企业的产品中 ,强大的生产能力能够快速、敏捷地将

企业的研发设计转化为现实的、合格的产品。对生

产能力的评价也可以从创新资源的投入和产出这两

个角度来细化 ,并进一步归纳出合适的、可比的指

标。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可以用设备装备水平、先进

设备采用率、质量管理认证状况、工人人均生产率等

指标来度量企业的生产能力。

31213 　营销能力评价指标

创新是一种经济行为。新产品的成功开发、制

造并不是创新的终点 ,而将新产品以合适的手段推

向市场并获得理想的现金流才是创新的最终目的。

营销能力是构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 ,对营销能力的考核也应该列入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评价体系。对企业营销能力的评价也可以从营销

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来考虑。由于企业是由研发、

制造、营销等各个部分组成的有机关联的系统 ,因此

营销产出并不完全取决于营销能力的高低 ,产品的

设计状况、制造工艺等都会影响销售收入的实现 ,本

质上 ,营销能力评价指标也同时考核了企业的研发

设计能力、生产能力 ,这一点可以通过对指标的权重

设置来控制。常见的营销能力评价指标有新产品销

售收入比例、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单位产品的营销费

用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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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的实施关键在于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构建。本文围绕政府采购支

持自主创新这一目的 ,在分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

基础上 ,依照指标体系设置的效度原则、可比性原则

和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构建了基于政府采购支持自

主创新目的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当

然 ,这一指标体系还远未完善 ,在随后的研究中还需

要结合具体产业、地区进行细化 ,给出具体指标 ;同

时还应结合运用层次分析、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对

其进行测算 ,给出权重 ,最后构建出具体的指标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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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Evaluation on Regional Indigenous Innovation : Taking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Zhang Liangqiang
( Institute of Soft Science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 Evaluating t he performance of regional indigenous innovation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improving furt her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t he efficiency of innovating system1 Based on t he chain mode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tage characteristic of innovation process ,t his

paper put s forward a met hod and a conceptual model 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indigenous innovation1 And taking Fujian province as

t he example and using t he data reflecting t he situation of regional indigenous innovation of Fujian province during 199522006 ,it evaluates t he

performance of every sector in innovation process such as knowledge innovation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 ,design and manufacture and market

achievement by means of DEA met hod ,and discusses t 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 he innovation system and t he reasons1 Finally ,it point s out t he

improving directions and measures to enhance t he performance of regional indigenous innovation1

Key words : regional indigenous innovation ; performance evaluation ; DEA ; 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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