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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然而，目

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效果还不够显著，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子，时间紧、任务重。企业是技术创新的

主体。本文通过探寻“研发绩效和创新成果”与“企业战略和机制”之间的内在关联，构建两者之间的

映射体系，并通过问卷数据获得中美企业“创新战略和机制”对“研发绩效和创新成果”的传导差异，

在此基础上发现中国企业的弱点，进而结合“互联网”、“双创”、“中国制造2025”等，对中国企业

创新战略和机制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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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y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explicitly 
stated in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CP,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been 
set in the core positio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However, with no significant effect, it will take 
time and work on the path of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ince enterprise is the main bod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d the inner relation of R & D performance and inno-
vation achievement with the 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strategy of enterprises, built the corres-
ponding system, recognized the conduction difference of “R & D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achievement” and “the 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strategy” of enterprises through questionnaire 
and found the weaknes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Finally, the article gave the proposal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on the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mechanism by applying the national plan and strategy 
of “Internet”, “double innovation” and “made in China 2025”,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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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方式转型、调结构保增长、供给侧改革等的“多重叠加”现象共

同作用，经济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

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知识经济时代，日新月异的技术、瞬息万

变的需求和日益激烈的竞争，为企业带来更多机会，同时向企业提出了挑战。在直面国内外激烈竞争

态势下，如何突破困局？我国企业不缺先进的理念，缺少的是实施理念的战略，缺乏的是有效实施的

体制机制。 

2. 影响企业研发活动产出的因素 

学术界对于影响企业研发活动产出的因素研究比较多，包括企业结构、市场结构、(行业/企业间)研
发联盟、企业研发战略、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等多个方面。 

Galbraith (1952) [1]研究发现垄断性大企业凭借人才和资本，在研发活动中更具优势。郭研，刘一博

(2011) [2]发现“高科技企业的规模对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显著的负作用；且企业性质会对企业研发绩效产

生影响，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研发的动力强”。 
Schumpeter (1943) [3]认为“市场结构影响研发活动，垄断市场更有助于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活动”。

Atuahene-Gima 和 Ko (2001) [4]发现“市场导向和企业家导向两者互补共同对创新绩效起推动作用”。

Kyriakopoulos 和 Moorman (2004) [5]认为“企业项目市场开发和企业家主导会提高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绩

效”。张永胜，刘新梅，王海珍(2009) [6]认为企业的研发和市场两方面职能的整合与企业产品研发绩效

之间呈倒 U 关系。 
张子健，刘伟(2010) [7]指出当企业处于研发卡特尔模式情况时，如果溢出效应大那么企业研发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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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相应的增加；当企业处于研发竞争联盟模式和研发竞争模式情况时，企业的研发绩效会不确定。韩亚

峰，樊秀峰，周文博(2015) [8]发现行业内企业间的技术外溢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企业的研发绩效，但是

同行业的企业集团或关联企业的技术外溢能提升企业的研发绩效。 
Adegoke (2007) [9]实证发现激进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模式对企业研发绩效均有正向影响。

LluisSantamaria (2010) [10]实证发现无论是在高科技还是在低科技公司，开放式创新战略对于提高企业内

部的研发绩效均有正向作用；基于市场的创新战略对获取工艺创新有正向影响，合作策略对产品创新有

正向影响，合资企业等展示的开放式创新战略则有助于获取专利。李宜静，李新春，王宣喻(2010) [11]
研究发现“组织战略导向是技术创新前因变量，且对绩效有直接影响；技术创新有利于提高组织绩效”。

Claudio Cruz-Cazares (2011) [12]实证发现研发战略对创新产出有正向影响，其中自制–外购式研发战略影

响更为显著，持续性也较长，而外购式研发战略对创新产出的影响较小，且仅短期内对创新产出有影响。

李中，周勤(2012) [13]发现研发投入与研发效率有显著的正相关，研发效率是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中介

变量，同时企业绩效反过来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影响。 
朱春玲(2011) [14]通过研究发现我国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创新精神与企业创新成果之间存在强相关关

系。陈志军，王晓静，徐鹏(2013) [15]证明了创新文化、激励和沟通机制均对集团的研发绩效有显著正向

影响。 
本文基于前人研究，结合中美企业研发创新的整体环境，通过探寻“研发绩效和创新成果”与“企

业战略和机制”之间的内在关联，构建两者之间的映射体系，并通过问卷数据获得中美企业“创新战略

和机制”对“研发绩效和创新成果”的传导差异，在此基础上发现中国企业的弱点，进而结合“互联网”、

“双创”、“中国制造 2025”等，对中国企业创新战略和机制提出改进建议。 

3. 中美企业研发创新的整体环境 

1) 中美两国研发总投入都在逐年增加，中国研发总投入总量上低于美国，但增长率高于美国。美国

全国的研发投入总量位居全球第一。R & D 支出占 GDP 的比重最高达到 2.9%，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仅

在 2010 年比重下降，之后就平稳上升，虽然增长率降低了，但仍在加速增长。与之相比，2013 年全球

R&D 经费约 13,958 亿美元，我国 R & D 经费总量为 11,846.6 亿元 1，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 1912 亿美

元，已超越日本(约 1709 亿美元)跃升为全球第二大 R & D 经费国家。但我国 R & D 经费仍不到美国的一

半(约 42%)。我国 R & D 经费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10~2013 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14.8% (按可比价

计算)，是全球 R & D 经费增长大国中增长最快的国家。 
2) 研发结构不同，中国基础研究明显低于美国。研发支出的结构上(见图 1)，中国研发的重点始终

放在试验发展阶段，占比最低的年份 2004 年也保持在 73.67%，而这一比例仍在逐年升高，当前稳定在

84%左右；应用研究占比从 2004 年的 20.37%逐年下降，当前接近 10%；基础研究的比例最低，始终在

5%的水平上徘徊，表明中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而美国在逐年减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占比，

转而增加试验发展的投入。2012 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者的占比分别为 16.54%、19.17%、

64.29%，发展相对均衡。 
3) 从资金来源来说，中美两国研发资金的主要来源主要是来自企业和政府两个渠道，其中 2012 年，

美国企业与联邦政府资金投入分别占 62.98%和 29.83%，中国企业与政府资金投入占比分别为 74.04%和

21.57%，与中国相比，美国的资金来源更多样，增加了学校&社区、其他非盈利组织两个有效渠道，相

加能占到 6%以上，而这两个渠道的资金投入与研究活动的关系更紧密，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活动予以

更多支持。 

 

 

1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2014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EB/OL]. (2015-11-23) [2016-03-10]. 
http://www.most.gov.cn/tztg/201511/W02015112437422390104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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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mparison of R&D Expenditure Structu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图 1. 中美两国研发费用支出结构比较 
 

4) 两国企业研发投入均在增长，美国体量大，中国进步快。IRMA (Industrial Research Monitoring and 
Analysis)每年会在全球企业中选择年度研发投入超过 3 亿欧元的企业形成样本池进行分析。2010~2013
年数据显示，年研发投入超过 3 亿欧元的企业数量逐年增加，其中中国企业数量在其中的占比较美国而

言增长更为明显，由 2010 年的 19 家增长到 2013 年的 199 家，增幅 947%，美国由 2010 年的 480 家增长

为 804 家，增幅 67.5%。每年研发投入超过 3 亿欧元的企业样本池中，美国企业研发投入总额占样本企

业总研发投入金额比重 35%，远高于中国，中国企业研发投入总额占样本企业总研发投入金额比重较小，

但近几年增长较快，2013 年占比已经达到 7%。 

4. 根据中美对比研究，中国企业的弱点是什么？ 

1) 企业原始创新不足，容易受制于人 
①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在世界排名靠后 
IRMA (Industrial Research Monitoring and Analysis)每年会在全球企业中选择年度研发投入超过 3 亿

欧元的企业形成样本池进行分析。近四年数据(表 1)显示，年研发投入超过 3亿欧元的企业数量逐年增加，

其中中国企业数量在其中的占比较美国而言增长更为明显，由 2010 年的 19 家增长到 2013 年的 199 家，

增幅 947%，美国由 2010 年的 480 家增长为 804 家，增幅 67.5%。 
每年研发投入超过 3 亿欧元的企业样本池中，美国企业研发投入总额占样本企业总研发投入金额比

重 35%，远高于中国，中国企业研发投入总额占样本企业总研发投入金额比重较小，但近几年增长较快，

2013 年占比已经达到 7%。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R&D investment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companies in the world rankings 
表 1. 中美企业研发投入在世界排名情况比较 

Year 
total scoreboard company 

2010 
1400 

2011 
1500 

2012 
2000 

2013 
2500 

Factor China USA China USA China USA China USA 
No.of companies 19 480 56 503 93 658 199 804 

R&D investment，€ 7.6 160 13.9 178.4 16.1 189.4 20.3 193.6 
Change from previous year,% 29.5 13.2 28.1 9 12.2 8.2 9.8 5 

GAGR 3yr,% 41.2 1.8 32.9 4.8 22.9 8 17 7 
World R&D share 1.7 35.1 2.7 34.9 3 35.2 7 36 
R&D intensity,% 1.2 4.7 1.4 4.5 1.4 4.9 1.5 5 

数据来源：EU Industrial R & D Investment Score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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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急功近利，希望赶快出成 S 果转变经济效益，对于长远性基础研究不重视 
中国企业整体上自主创新意识不够强烈，对长远性基础研究不重视。在外因上，我国大部分企业的

生产经营理念仍然停留在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企业的经营理念聚焦在廉价劳动力上，以低技术、

低成本、高度消耗资源为代价来换取利润；在内因上，企业出于对技术创新的高投入，高风险等因素的

考虑，缺乏创新的勇气与信念，依然选择走技术引进的老路，导致我国企业长期对外国技术依存度过高。

而美国企业的实验室会支持很多对未来的探索性创新工作，如谷歌的“70-20-10”原则，大约 70%的项

目涉及搜索引擎以及广告搜索核心业务，大约 20%的项目是与初步成功的新型产品相关，另外 10%是关

于全新产品的项目。 
③研发战略短视，管理不善 
我国企业和科研单位对于各类奖项极为重视，研究者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在“报告”、“汇报”中，

往往形成一种“重奖项、轻专利”或“重成果、轻专利”的心态。而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承认的是专利

权而不是某一国自己所设置的奖项，中国的形式化科研管理容易造成中国企业科研工作与国际评判标准

的脱轨。 
在中国一些产业集中度较高、综合实力较强的企业，虽然集中了不少国内技术领军人才，但有国际

影响力的优秀技术领军人才并不多。美国领先企业都集中一批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形成强大的研发

队伍。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有 85%集中在企业，特别是行业领先企业。中国科学院现有 700 多名院士，

在企业几乎没有；中国工程院也有 700 多名院士，90%以上集中在社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在企业的

屈指可数。企业高水平技术带头人的短缺已经超过科技经费而成为制约创新能力提高的最主要的瓶颈。 
2) 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不畅，研发成果转化率不高 
科研成果在转化过程中，需要有较大的投入。国际上，从科技、中试到产业的大致投资比例为1:10:100，

而我国目前的大致比例为 1:0.5:100，在从科研成果到产业的转化过程中，我国在中试阶段的投入力度不

足。 
目前我国专利申请量世界第一，但是集中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这两个领域，而最能体现技术创新

能力的发明专利量授权数量却低于美国。 
目前，调研中发现中国一些企业为了专利而申请专利，将每年度申请专利数作为部门年度考核指标，

如某部门一年要申请几项专利，这样研发人员就会为完成任务而编写一些没有商用价值的专利，而并未

将申请到的专利加以运用。由于缺乏专业性的专利开发机构和科技中介机构，个人专利在专利技术的转

让方面困难重重，从而造成了我国目前大多数专利成果转化率低，无法实现产业化的现状。 
很多美国企业都拥有独立的实验室，进行开放式多元化的创新活动，并提供给员工相应的环境，提

高了研发成果转化率。如谷歌允许工程师拿出 20%的时间来研究自己喜欢的项目，Google Now、Google 
News、Google Map 等都是“20%时间”的产物。同时企业与大学及科研院所展开长期合作，聘请科研工

作者走出实验室到企业兼职，也促进了个人研究成果的产业化。 
3) 原始创新不足，开放创新也不足 
调研发现，我国有的企业不重视信息建设，造成企业在研发过程中不忠实国内外最新技术动态，研

发项目低水平重复，无法形成技术含量高的原创性科技成果。与此同时，我国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多为

链路环状模式(窦文章等[16]，2011) (如图 2)，而美国企业大部分为链网状的(如图 3)，即罗森堡和克莱因

等人共同提出的技术创新链环—回路模式，此模式中共有五条路径：① C 表示创新的中心链；② F 与 f
表示反馈回路；③ K (knowledge) R (research)回路，其中 1、2、3、4 表示在设计阶段，若现有知识能够

解决出现的问题，则路径为 1→K→2；若现有知识不能够解决出现的问题，需要进行再研究，则路径为

1→K→3→4 ； ④ 箭 头 D 表 示 科 学 发 展 引 起 创 新 ;⑤ 箭 头 I 表 示 创 新 推 动 科 学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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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Innovative chain mod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图 2. 中国企业创新的链路环状模式 

 

 
Figure 3.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 chain-loop mode 
图 3. 技术创新链环–回路模式 

5. 为克服弱点，中国企业创新战略应该是什么？ 

总的战略是：在全球化视野下搞自主创新 
调研数据显示，中美企业都更为倚重“自主创新”，本研究认为，全球化视野下，自主创新是中国

企业创新战略的总战略。具体的： 
1) 进一步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战略，逐步从引进创新为主走向“集成创新为主” 
调研数据(图 4)显示，中美两国企业在“创新获取”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美国企业在创新获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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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倾向于“独立开发、合作开发以及购买/外包”；而中国企业在创新获取方式上倾向于“独立开发、技

术许可、市场获取”。这里的“市场获取”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互联网+”引爆的“双创”浪潮催生

了一波一波的互联公司，本研究访谈中国“互联网+”企业广泛谈到其技术创新获取方式包括“从竞争对

手和市场获取”(对企业创新获取重要性指向约为 0.333)，但美国公司提到“市场获取”时更多的是从市

场获取“创新想法”而非“技术获取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美企业所处的创新阶段不同，美

国企业创新是以“集成创新为主，引进再创新次之、原始创新有一定比重”，而中国企业创新则以“引

进创新为主，集成创新次之，原始创新较少”。 
 

 
Figure 4. Comparis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way of acquiring new products and new technologies by Chinese and Amer-
ican companies 
图 4. 中美两国企业新产品和新技术获取方式重要性指向比较 
 

案例研究(表 2)进一步发现，选取的中国企业都有一定的“集成创新”倾向，例如百度作为典型的互

联网企业，通过内部创新及并购，集成“搜索、导航、社区服务、游戏、数据服务、移动、旅游、软件

等”迅速占领专业市场，为其带来了丰厚的创新回报。 
 
Table 2. Innovative chain mod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表 2. 基于案例研究的中美两国企业业务方向比较 

百度 谷歌 

1、搜索服务 2、导航服务  
3、社区服务、4、游戏娱乐 
5、移动服务 6、站长开发者服务 7、软件工具  8、其他 
人工智能、大数据、语音、图像识别、互联网+等领域 

1、网络 2、移动 3、企业服务 
4、媒体 5、LBS 6、专业搜索 
7、家用与办公 8、社交 
自动驾驶汽车、Google 眼睛、wifi 热气球等 

小米 苹果 

手机、平板、电视、盒子、路由器 

Mac 电脑系列、iPod 媒体播放器、iPhone 智能手机和 iPad 平

板电脑；在线服务包括 iCloud、iTunes Store 和 App Store；消

费软件包括OS X和 iOS操作系统、iTunes多媒体浏览器、Safari
网络浏览器，还有 iLife 和 iWork 创意和生产力套件。 

 

综上所述，为了克服中国企业的创新弱点，企业首先应当进一步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战略，逐步从

“引进创新为主”向“集成创新为主”。 
2) “引进来、走出去”，开放创新，吸引和利用全球创新力量 
根据调研数据(图 5)，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引进来”还不完善，总体成效值得肯定。中美企

业就外资对本国创新影响的认知指向有较大差异。中国企业而言，普遍认为“本国企业通过模仿外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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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高了创新能力”(0.950)、“外资企业研发和管理人员向本国企业流动提高了他们的创新能力”(0.800)、
“外资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迫使本国企业提高创新能力”(0.767)、“外资企业信息知识的外向流动有助

于本国企业提高创新能力”(0.667)、“外资企业通过在技术上援助和培训本国上下游企业提高了他们的

创新能力”(0.600)；美国企业而言，强调“本国企业通过收购外资得到技术创新”(0.983)、“外资企业

带来的竞争压力迫使本国企业提高创新能力”(0.867)。可以看出，外资是中国企业创新的重要一员(表 3)，
然而当前中国并没有囊括外资、外籍人员的创新体系，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创新及外籍人员的创新如何纳

入中国企业创新体系值得深入探讨。 
 

 
Figure 5. Comparison of Perception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mpacts on domestic innovations by Chinese and American 
companies 
图 5. 中美企业就外资对本国创新影响的认知指向比较 
 
Table 3. U.S. companies' R&D institutions in China based on case studies 
表 3. 基于案例研究的美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情况 

企业 国内研发机构情况 

谷歌 谷歌在中国的研究院分别在北京、上海、台北三地分布 

苹果 中国区的苹果开发者数量已经超过 100 万人 

惠普 惠普中国研究院、中国软件研发中心 

通用汽车 通用汽车中国前瞻技术科研中心 

特斯拉 会在三年内在中国设立工厂和研发中心,以实现本土化生产 

辉瑞 辉瑞上海研发中心、辉瑞武汉研发中心 

 

然而为了中国企业创新的长远发展，只有“引进来”远远不够。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创新战略必然是

“引进来、走出去”，强调开放式创新，并吸引和利用全球创新力量。我们的案例研究(表 4)发现，华为、

联想、百度等企业在美国设立研发机构，实现了走出去。特别是联想并购 IBM 的 PC 事业部获得北卡花

环实验室以及大和实验室大大提高了联想的创新实力。 
3) 积极参与国家重大项目 
我们对中国企业样本采集了参与各级政府科技计划的数据(图 6)，总体上中国企业参与各级政府科研

计划的积极性很高，大约 84.09%的企业参与了政府科研计划，但也存在 15.91%的企业没有参与。政府科

研计划规避倾向以手续繁杂(0.927)、知识产权所属不明确(0.917)、技术不达标(0.912)为主。鉴于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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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我们建议，创新型企业要更积极的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当然我们的政府也

要对项目管理进行改进，为企业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创造条件，如简化流程手续，提供知识产权及技术的

相关帮助等。 
 
Table 4. The R&D institutions of Chinese companies based on case study reports 
表 4. 基于案例报告的中国企业研发机构布局情况 

企业 国内 国外 

百度 
1、百度北京研发中心 
2、百度上海研发中心 
3、百度深圳研发中心 

百度硅谷研发中心 

小米 - 印度研发中心(拟设立) 

联想 北京、深圳、上海和成都四大研发机构 大和实验室和北卡花环实验室 

三一重工 以长沙中央研究院为中心，幅射上海、北京、沈阳等地二级研究院 印度、美国、德国和巴西建立了研发中心 

比亚迪 中央研究院、通讯电子研究院以及汽车工程研究院 巴西研发中心 

广药集团 广州医药研究总院、国家级研发机构 3 家 无 

 

 
Figure 6.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governmental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and the index of no 
partication causes 
图 6. 中国企业参与各级政府科研计划情况及“不参与”原因指数 
 

4) 力争在更多的大型企业中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研究对我国当前国家重点实验室做了统计(图 7)发现：从承担机构的性质看，以学校、研究所为主，

占总体的 89.29%，；从行政主管机构的性质看，以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为主，占总体的 62.5%。企业设

立的重点实验室仅占 9.26%，联合承担以及联合管理比重也较小。从中国国家创新战略到“双创”战略

看，完善国家重点实验室系统，扩大企业、联合承担以联合管理的比重未来将成为趋势。 
5) 不同企业采取不同战略，大型企业以组织产业集群为主、中小企业以“双创战略”为主 
微观层面，本研究认为：不同的企业采取不同的战略。 
①大型企业以组织产业集群为主 
在“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升级的关键时期，大型企业以组织产业集群的战略进行创新是“中

国创造”的重要组成。根据案例研究，大型企业在国家特定战略的引导下在其专业领域通过组织“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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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集群”集聚产业创新力量，进行“重点研发”，迅速实现创新成果并得到转化，最后实现重大领域

技术突破和产业创新收益(图 8)。这在高端装备制造业表现尤为显著，如南车四方组建的“高铁”研发集

群，依据《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打造中国品牌的总方针，南车四方牵头联合铁道部研究院、中国工

程院、北车、中车等研究单位和相关企业共同组建“研发团队”经过两年“引进再创新”实现中国“高

铁梦”。 
 

 
数据来源：中国科学院官网，2013 年 4 月 

Figure 7. The proportions of Categories of current Chinese key laboratories 
图 7. 当前我国重点实验室类别比重 
 

 
Figure 8. Innovative strategie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of large companies 
图 8. “大型企业组建产业集群”创新战略 

 

②中小企业以产业链的某一点横向引爆，形成新的创新产业 
国家“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指引，中小企业要立足于产业链的某一点，进行

针对性的“创新、创业”，将产业链的点横向放大突破行业的界限，成为新的创新产业(图 9)。 
例如小米的创新，立足于移动终端的销售端，创造“发烧友”设计产品，并在全球采购高性价比硬

件，最终通过限量发布实现“小米”奇迹，随后小米又从智能终端领域迅速拓展到智能家居等领域，实

现智能终端的横向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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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Sketch of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of SMEs at some point along the industrial chain 
图 9. 中小企业基于产业链某点的“创新创

业”示意图 

6. 中国企业应采用的创新机制是什么？ 

1)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我们的研究发现，美国企业创新投入仅受到“市场收益”影响，因此这里首先提到中国企业创新战

略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指从国家到地方、企业层面，技术创新、新产

品创新立项和投入着眼于市场需求，追求在适应市场需求的方面具有竞争力，对品牌、顾客等外部无形

资产予以重视，技术创新活动是对市场信息做出的反应；着力于实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市场化、产

业化，从而为下一步的创新活动积累更广泛的资金和社会资源，为持续创新活动提供有力保障。要充分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①充分发挥市场在技术创新方向、资金投入、技术方案选择、技术要素价格制定方面的创新资源配

置的基础导向作用。 
②明确企业是沟通技术创新与市场的桥梁，既能把握市场现实需求，又能实现技术工业化和商业化。 
③促使高校/科研院所等研发机构的创新成果向企业转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结合的协同发展的自主知识产权创造体制。 
④重视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遵循，努力建立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保障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和

政策支持，避免国家经费过度倾斜于高精尖人才培养，保障技术创新持续良性进行。 
⑤重视财政、金融、税收、法规、政策、规章等多个层面配套制度的建立，确保技术创新成果实现，

并为成果开拓宽阔的转移和应用渠道，有效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追求给企业和市场购买

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实现技术创新的最终成功。 
2) 政府怎么做好促进创新的作用 
从政府发挥促进创新作用方面的中美比较研究看，无论是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曼哈顿计划，还

是中国的两弹一星、北斗计划和高铁计划，无疑都展示了政府在促进创新方面无与伦比的巨大推动作用。 
本研究表明，政府通过在重大科研领域，充分发挥政府公共资源的配置能力，从人力、物力、财力

及配套制度等集中产学研力量共同投资发展关键技术，并通过成员企业快速将技术传化为面向市场的产

品，显著缩短技术研发与产品生产的时间并加快技术转移，进而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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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Thefunctions of government promotion on enterprises’ innovation 
图 10. 政府推动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 
 

3) 采取 PPP 机制 
基于“政府发挥推动创新作用模式”，本研究提出推动中国企业创新更为一般化的“PPP 机制”。

在创新领域中的 PPP 机制是“政府牵头，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非盈利机构等共同参与的创新模式”

(图 11)。 
 

 
Figure 11. The general PPP models of Chinese enterprise innovation 
图 11. 中国企业创新的 PPP 一般模式 

 
4) 大型企业创新机制——内部创业 
根据中美企业创新经验梳理，本研究发现内部创业是案例企业持续创新重要机制(图 12)。针对如何

解放大型企业创新活力的问题上，美国大型企业如谷歌、苹果等都在鼓励内部创业，提出名为“Downsizing”
策略，如谷歌信息服务到智慧汽车，以模块创新突破行业界限，进而横向扩展形成新的产品。国内企业

华为在内部创业方面有一定尝试，从资源和权利的维度看，华为表示支持内部创新，但并没有明确的内

部创业计划而是因内外网络驱使而形成内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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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Four patterns and the examples of internal innovation 
图 12. 内部创业四种模式与案例 
 

5) 充分发挥“互联网+”机制 
“互联网+”机制(图 13)，即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

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造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

社会新形态。 
 

 
Figure 13.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mechanism of “Internet+” 
图 13. “互联网+”双创机制 

https://doi.org/10.12677/ssem.2020.95045


窦文章 等 
 

 

DOI: 10.12677/ssem.2020.95045 355 服务科学和管理 
 

充分发挥“互联网+”机制，重塑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育新兴业态和创新公共服务模式，打

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实现中国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升级

的新动力。 
充分发挥“互联网”机制，以促进创业创新为重点，推动各类要素资源集聚、开放和共享，大力发

展众创空间、开放式创新等，引导和推动全社会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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