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

企业自主创新的首要因素当然是企业内在的动力，没有内在的动力就不可能

有真正的技术创新能力。然而，不能将企业自主创新动力不足的原因都归罪于企

业，外部环境也是影响企业内在创新动力的重要因素。我国企业自主创新在外部

环境上还存在很多不利因素。

1．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法律体系尚未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逐步制定和实施了若干有关技术创新的法律法规，但

还很不完善。首先是缺少一部有关国家创新体系和企业自主创新的基本法，目前

的科技进步法已经不能适应国家心慌心体系和自主创新活动对法律的需求；其次

是一些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能够充分体现鼓励技术创新的原则或者不能适应自主

创新的需求，例如不同企业使用不同的法律，缺少统一的公司法，再如政府

采购法中没有体现政府采购对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第三是在一些重要方面还存

在法律确失，例如反垄断法、商业秘密法等没有制定。

2．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体系很不完善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大量的有关技术创

新的政策措施（根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央政府出台的与技术创新相关的政策就超

过 2500 项），但这些政策的制定部门不同，制定的时期不同，针对的问题不同，

政策问题的演变程度不同，使得国家的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有重复，有空白，也

有相互矛盾，政策信号不一致，政策设计不科学，号召性的多，可操作性较差，



政策成本预算和控制不力，等等，导致我国技术创新的政策性缺乏系统性，尚未

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

3．国家科技经费投入结构不合理

90 年代以来国家财政科技经费投入总量高速增长，陆续实施了自然科学基

金、863 计划、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工程中心建设计划、大科学工程建设计划、

973 计划、211 工程、知识创新工程、985 工程等重大科技计划与工程，中国科

学院和重点高等学校获得的国家科技投资都达到几百亿元，但政府对企业自主创

新的经费支持很少，2003年全国 20000多家大中型工业企业总共只获得51亿元。

来自政府的科技拨款仅占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经费的 3%，政府科技经费拨款中

用于支持企业科技活动的经费仅占 7%，而同期美国企业获得的政府科技经费占

政府全部科技支出的比重超过 20%。我国企业的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总体上无法

与美国企业相比，在当前乃至未来的 20 年内，都特别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WTO

规则中规定的政府补贴比重是不超过 50%，不管是与 WTO 规则相比，还是与美国

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都应当大幅度增强。

4．政府科技经费的支持重点应当调整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高等学校和

政府科研院所的成果不能得到有效应用，一些人似乎认为高等学校和科研院

所的保险柜里存放着用不完的成果，当时的主要政策导向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商品化和产业化。这种政策导向并不是不对，而只能是阶段性的，不能作为长期



的政策导向。如果这样的政策饿导向长期坚持，就会伤害产生成果的自主创新能

力。

在鼓励形成高水平成果的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也存在主体问题，我国从计划

经济体制下以政府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国家自主创新体系转向以企业为主体的国

家自主创新能力体系阶段，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就成为比获得一些关键

技术更重要的战略任务。我国实施的一些涉及产业技术发展的国家计划中，项目

实施主体主要还是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企业虽然被鼓励参加，但往往只是陪衬，

一些计划项目即使获得了预想的关键技术，但并没有能力使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

通过国家计划项目的实施获得自主创新能力。

在政府科技投入中，布局在中下游的计划很多，例如科技攻关计划、火炬计

划、星火计划、高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国家工程中心、科技转移计划等等，在

科技活动高层次上的布局主要是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实验室、大科学工程、973

计划、985 工程、知识创新工程等，但这些计划基本上都是在科学研究，特别是

基础研究层次，在产业自主创新层次很少。在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中，政

策的重点主要还是放在技术创新的中下游，例如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等，而对产业

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活动，政府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政策工具也比较少。这些政

策组合起来形成了鼓励基础研究和鼓励产业化的强大政策导向，却弱化了处于这

两者之间的产业自主创新的政策导向。这是当前我国创新政策体系中政策导向中

的严重问题。

5．目前的市场环境不利于企业自主创新



目前影响企业自主创新动力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改革开

放以来，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引进外资，促进民营企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等，

我国逐步相成了目前的企业法律制度

和税收制度。企业所有制的不同、企业所在地理位置的不同而适用不同的法

律制度和税收制度，虽然在一定阶段发挥了促进经济的作用，但目前负面作用越

来越大。两税合一、增值税转型、税收优惠起点统一、某些行业和技术领域因为

存在严重的垄断而导致竞争不足等创新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了企业自主创新

内在动力最大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马上解决的时候了，否则无论政府财政拿出

多少钱给企业，也无法真正解决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问题。

6．社会创新服务体系无法支撑企业自主创新

虽然在政府不同部门的支持下，我国已经建立上千家生产力促进中心、上百

家创新服务中心和技术推广站，还有大量的孵化器、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中心、

科技评估机构，还有大量的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

务所、人才培训机构、情报信息服务机构等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机构对企

业技术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提供的专业化服务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7．社会上尚未形成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

自主创新不仅需要人才和资金的投入，也需要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自主创

新是很艰难的事情，要冒很大的风险，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还有可能会失败。

在急功近利的浮躁的社会心态下，自主创新是没有生存空间的。现实中比较普遍

地存在鼓励追求眼前利益，热衷于搞政绩工程，搞立竿见影的短平快项目的现象。



影视歌明星、体育明星受到追捧，通过歪门邪道而一夜暴富的人成为一些人心目

中的英雄。在科技界，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受到尊重，各种科技人才类的精神

奖励大多数都是面向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而工程师的社会地位过低，对企业

工程技术人员的精神激励严重不足。科技界的官本位现象、追求论文数量的现象

等，也都影响到自主创新的文化氛围。一些决心开展自主创新的企业不但没有得

到充分的鼓励，反而受到怀疑、冷嘲热讽，一些自主品牌甚至受到内外夹击。这

样的社会文化氛围是不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

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发展的转型，有必要下大力气为我国企业的

自主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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