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 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困经济的t 体
， 民营科技型企业更是以蓬 

勃的势头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前行。住 

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自主创新的人 

背景下，民企的竞争力成为 _r礼会广 

泛关汴的热点，其中，对当前中国民 

的技术创新能力的争论更是创造新 

}}1j、吸引眼球的焦点。 

不久前，有评论对科技型民企的 

技术创新能力提出尖锐批评(比如方 

尔必等人对巾天村 “泛空壳化”的批 

评 )。以笔者看米， 管从宏观层面 

讲，中国民 任技术创新办而取得的 

成就并不差，科技型中小民 的技术 

创新活动不仪何 推动 r『j(域经济、 

产业经济发展， 自身的经营电取得 

了 少成效，但是，从微观层面看，民 

创新能力面临的问题依然很突出： 

第 ·，企业研发经费的投入和实 

施的研发项目，相对于高校、科研院 

所大量的科研经费和研发项口Ini占比 

例有限，尤其在获得政府立项资助的 

研发项目方面，没有能够成为创新支 

持的主体。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民企的 

科研 成果转化率一直远远低十美、 

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二，科技型中小民企的生存寿 

命短，直接导致 _~lkN新活动断层断 

档。资料显示，我四的人部分科技型 

中小 业的 业注册经营年限仅 5 

年以内，10午以 }：的 “长寿”企业仪 

1／10不剑。 欧洲和日本的高新技术 

业平均寿命为12．5岁，世界500强 

的平均舟命为 40岁。 且民 中的 

“长寿” 业义多数存住 长=不人的“小 

老 ”情况，即 、I 规模一直维持原 

何水 或小步走，很难抓住市场扩张 

的机遇迅速1上人。这些情况都导致由 

我国民 承载的创新活动很难保持延 

续性，断层断档问题严重。当然也存 

任公一J易名换牌的情况，但也容易造 

成研发项日的中断，并且不利于公一J 

研发实力的积累币̈晶牌的积累。 

第一，企业创新资源缺乏，整体 

上企业技术创新后劲不足。尤其是资 

金，比如仪在中关村， 业研发的资 

金缺口初步估讣就已达 400多亿元， 

、 均每家缺口280万元；近几年中关 

村仓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占 、I 总收入 

的比例人体维持 4％～5％的水平，行 

的年份甚至低f 3％。闪此， 业的技 

术引进受到限制，技术装备水下难以 

得剑改 ； 且， 业一旦发牛经营 

网难，首先被牺牲掉的就是研发经 

费。民 资金需求缺口大的原因，一 

方而是 、I 平均规模偏小，自我积累 

少：另 ·办而是直接融资政策不畅， 

障碍大，木自 行贷款 ĵ}的问接融资 

更是难以扶得。 

其次是人 ‘，虽然我国的民 科 

研人／r渐 高学 、 际化特点，但 

仍有人部分的高新技术企业表示缺人 

， 特别是缺灾H{型的、能够迅速与 

食业文化相融合的技术人员和高层管 

理人员。 

住技术方向，对产业发腱起核心 

作H{的技术都掌握在国外 业， 白身 

发展均而临 “缺核心技术”的瓶颈。以 

专利为例，我 企业普遍遭受跨国公 

一J专利先行战略的嗣堵和挤压。从目 

前的专利申请总晕看，国外 业在I1， 

国申请专利的比重非常人，约占70％以 

卜。民营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空间被 

进一步挤压。 j此同时，外囤公一J凭借 

其允发优势，通过专利手段为我国t}| 

小企业保护知识产权设置障碍，挤压 

中国企业的创新发展空间。 

第四， 业没有能够真正成为自 

卞创新的卡体。不少 业虽然热灰于 

搞创新，但由于技术秋累不足，模仿创 

新居多，技术对外依赖度高，多数处 J： 

低水平状态，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力有 

限，缺乏真正的白卞创新，更无法形成 

真止具有囤际影响力的品牌。多数 

业t要是给国外企业提供外包服务， 

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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