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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与对策 

--基于上海市科技型中小企业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1 

刘云，杨湘浩，樊威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科技型中小企业是促进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培育新兴产业的重要源泉，是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有生力量，技术创新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支柱。我们采用问卷调查

和统计分析等实证方法对上海市 128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运用

相对重要性指标技术，对制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内部和外部障碍因素进行度量和识

别。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金不足是制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最重要的内部障碍因素，

新技术产品的市场风险是制约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最主要的外部障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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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型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发展新的

重要增长点。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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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的核心支柱。高水平的技术创新活动能否成功实施将直接关系到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生死存亡[1]。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决策机制灵活，能够适应市场多

样化的需求等特点，它们在技术创新方面具有其他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是我们

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重要载体。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的加快，科技型中小企业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在技术创新方面仍面临着巨

大压力，并暴露出很多影响技术创新的障碍性因素。因此，研究我国科技型中小

型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制定切实可行的创新政策，对于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通过文献调研发现，国外学者对技术创新的障碍因素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献

并不多，Roy Rothwell、C．Christenso 等对产业的技术创新成功与失败的影响

因素作了一般性的分析， A.M.B1ayse and K.Manley 详细探讨了建筑业技术创

新的障碍因素[1-3]。国内学者在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影响因素方面也做了部分探

索，潘金山说明了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存在的主要障碍[4]；刘强、束其全等

探讨了公共研发机构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可以发挥的作用[5]；毕克新、王晓等分

析了技术标准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6]；实证分析了中小企业创新体系中的

若干问题[7]。戴磊,陈慧等分析了吉林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优势和困难，并提

出促进技术创新的对策[8]。不过，这些研究大多采用理论分析或专注于技术创新

的某些障碍因素，缺乏系统地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因素进行实证分

析。我们认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因素的分析应该建立在具体的微观

数据基础上。为此，我们设计出详尽的调查问卷，覆盖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

创新的方方面面，并对上海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了大样本问卷调查。本文在此

次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基础上，深入研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内部和外部

障碍，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2 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面临的主要困难 

 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在 1995 年一共有 4 万家左右，2003 年增长到 12 万家

左右，2010 年达到 16 万家左右。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科技型”是其本质

属性,“中小”则是其规模特征。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着很重要

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科技型中小企业建设所需资金少，建成周期短，能

够有效而快捷地将投入转化为产出，它们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方面对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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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决策机制灵活，调整方

便，能够适应市场多样性的需求等特点，特别是在创新机制和创新效率方面具有

其它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它们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和基本力量，对我国的经

济发展作用巨大。第三，科技型中小企业更关注新兴产业，是培育新兴产业的重

要源泉，是经济发展中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集群，在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培育

新产业、提高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之，科技型中小企业

是促进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培育新兴产业的重要源泉，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有生力量，肩负着促进工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

[9]。 

当前，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外部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强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和紧迫感；国际产业转移

从大规模的制造业开始转向研发、服务业；国内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加

速了人力资源的竞争从低端走向中高端；新一轮世界范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

发展，要求我国尽快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这些变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经过多年来的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

总体实力不断壮大，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自身发展

仍面临着一系列困难，主要表现在：技术创新资金短缺、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

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人才建设面临挑战；企业管理效率不高，市场经营能力弱；

公共技术服务水平低，部分扶持政策尚未落实到位等。 

3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相对重要性指标 RII(Relative Important Index)的技术对科技型

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障碍因素进行识别和分析。首

先，计算出每个障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程度，然后将各种障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指标汇总，以此来衡量每种障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相对重要性指标 RII 的计算

方法如式(1)[10]所示。 

RII
MN
wS

=       （1） 

式中 RII 表示某项障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w表示被调研人员对每个障碍因

素的评分；M 表示最高分； N 表示样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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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问卷设计 

本研究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并结合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实

际情况，设计出符合国情的调查问卷。问卷将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障

碍因素分为内部障碍因素和外部障碍因素，并详尽列举各种障碍因素供企业评

分，同时留给企业填写其他创新障碍因素。对于障碍因素的重要性评分采用了通

用的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从 1至 5代表程度从最低到最高。 

3.3 数据采集 

本研究选取上海市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调研，从 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11

月，共发放调查问卷 300 份，回收问卷 152 份，其中有效问卷 128 份，回收率和

有效率分别为 50.67％和 84.21％。本调查问卷通过设计企业基本情况、技术创

新面临的内部和外部障碍因素等内容。深入考察影响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

新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障碍因素等。  

4 实证分析 

4.1 调研企业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的企业基本情况主要包括企业所有制、企业所属行业、企业员工总

数、企业研发人员数、企业总资产以及企业年销售收入等方面。由表 1可以看出，

有效问卷中的 128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按所有制划分，民营企业和私有企业所占

比例最大，分别为 47.25％和 20.88%，而国有企业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为 6.59%。

科技型中小企业中民营、私有居多，国有企业相对比例较小，这种情况基本我国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所有制现状；按企业所属行业划分，被调研企业中占比例较大

的是电子与信息业，有 41 家，达到 31.87%，这基本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行业分

布现状。按研发人数占职工总数比例，70%以上的占 9.89%，30%~70%的占 39.56%，

10%~30%的占 50.55%。按企业总资产划分，2000~5000 万的占 60.44%，500 万~2000

万的占 16.48%，500 万以下的占 23.08%。按年销售收入划分，2000~5000 万的占

53.85%,500~2000 万的占 10.99%，500 万以下的占 35.16%。这基本符合我国发达

地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 

表 1 调研企业样本情况 

分类标准 企业个数 百分比 分类标准 企业个数 百分比 

按所有制划分   按就业人数（人）    

国有企业 8  6.59% 300~500 20  15.38% 

民营企业 60  47.25% 50~300 58  45.05% 



 

5 
 

股份合作企业 11  8.79% <50 51  39.56%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14  10.99% 总计 128  100.00% 

合伙企业 7  
5.49% 

按研发人员占职工总数比

率    

私有企业 27  20.88% >70% 13  9.89% 

总计 128  100.00% 30%~70% 51  39.56% 

按所属行业划分   10%~30% 65  50.55% 

电子与信息 41  31.87% 总计 128  100.00% 

生物医药 14  10.99% 按 2008 年总资产（百万）    

新材料 15  12.09% 20~50 77  60.44% 

光机电一体化 27  20.88% 5~20 21  16.48% 

资源与环境 8  6.59% <5 30  23.08% 

新能源与高效节能 11  8.79% 总计 128  100.00% 

高新技术服务业 11  8.79% 按 2008 年销售收入（百万）    

总计 128  100.00% 20~50 69  53.85% 

    5~20 14  10.99% 

    <5 45  35.16% 

    总计 128  100.00% 

 

4.2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内部障碍因素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内部障碍因素分为 12 项，

并按重要程度根据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让被调研对象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

况对此做出评价，有效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如表 2所示。128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的样本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制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前五个内部障碍因素

分别为：资金不足（RII=0.721），缺乏研究创新人才（RII=0.435）,创新成果产

业化成本太高（RII=0.434），融资困难（RII=0.396）和缺乏市场开发人才

（RII=0.396）。资金不足和缺乏研究创新人才仍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最

主要的内部障碍因素。 

表 2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内部障碍因素 

内部障碍因素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RII 排序 

A 资金不足  3.60 1.738 -0.654 -1.390 0.721 1 
B 融资困难 1.98 1.406 -0.800 -1.308 0.396 4 
C 没有专门研发机构 1.10 0.559 0.589 -0.353 0.220   
D 缺乏研究创新人才 2.18 1.553 0.827 -0.974 0.435 2 
E 缺乏风险投资 1.54 1.057 0.194 0.283 0.308   
F 对市场前景把握不准 1.34 0.909 -0.279 0.702 0.268   
G 设备和工艺水平落后 1.36 0.888 0.242 -0.492 0.273   
H 创新成果产业化成本太高 2.17 1.395 0.707 -0.951 0.434 3 



 

6 
 

 

4.3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障碍因素 

与上述相同，在调查问卷中，我们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障碍因

素分为 10 项，并按重要程度根据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让被调研对象根据

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对此做出评价，有效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如表 3所示。128 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样本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制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前五

个外部障碍因素分别为：新技术产品的市场风险大（RII=0.640），在资源和市场

方面对中小企业歧视（RII=0.385）,国有大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和市场垄断

（RII=0.374），知识产权保护不力（RII=0.345）和政府支持不力（RII=0.343）。

新技术产品的市场风险以及资源和市场方面对中小企业歧视是制约科技型中小

企业技术创新的最主要的外部障碍因素。 

表 3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外部障碍因素 

 

5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5.1 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对上海 128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深入考察我国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内部和外部障碍因素。研究发现：  

第一，资金不足仍是制约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最主要的内部障碍

因素。究其原因，一是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金融体系不健全。现有金融体系

I 缺乏战略合作伙伴 1.40 0.880 -0.232 0.471 0.279   
J 缺乏市场需要的技术成果 1.15 0.576 0.392 0.149 0.231   
K 缺乏企业管理经验 1.27 0.817 0.332 0.108 0.255   
L 缺乏市场开发人才 1.80 1.335 0.146 0.695 0.360  5 

外部障碍因素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RII 排序 

A 技术中介市场不健全 1.56 1.231 -0.203 0.268 0.312   
B 政府支持不力 1.71 1.319 -0.158 -0.982 0.343 5 
C 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1.73 1.423 0.168 0.114 0.345 4 
D 缺乏产学研合作 1.65 1.205 -0.164 0.131 0.330   
E 新技术产品的市场风险大 3.20 1.688 -0.276 -0.164 0.640 1 
F 缺乏成熟的符合市场需要的技术成果转让 1.59 1.115 -0.170 0.171 0.319   
G 缺乏公共技术服务支持 1.70 1.234 0.146 0.580 0.341   
H 国有大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和市场垄断 1.87 1.376 -0.132 0.201 0.374 3 
I 缺乏或不落实创新政策 1.53 1.129 0.201 -0.280 0.305   
J 在资源和市场方面对中小企业歧视 1.92 1.408 0.112 -0.369 0.38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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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对中小企业开放了短期信贷业务，中长期信贷和权益性资本供给严重不足。二

是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日本等都有较完善

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三是中小企业因资信等级低，缺乏抵押资产，难以得到银

行资金支持。 

第二，缺乏研究创新人才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内部障碍因素。

科技型中小企业人才的缺乏，既包括技术人员，更缺乏企业家，对于科技型中小

企业而言，除科技人才数量不足外，科技人才的流失也成为突出问题。 

第三，创新成果产业化成本太高和缺乏市场开发人才也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的重要内部障碍因素。 

研究还发现： 

第一，新技术产品的市场风险大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最主要的

外部障碍因素。据研究，产品创新中大约有 35% 的项目是由于商业上的失败而

终止。 

第二，在资源和市场方面对中小企业歧视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

外部障碍因素。究其原因，一是法律、法规不健全，在很多方面科技型中小企业

享受不到国有企业或外资的待遇；二是即使中小企业具有先进的技术、很好的发

展前景，但在资信体系不健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等对中小企

业也采取差别对待。 

第三，国有大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和市场的垄断、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和政

府支持不力也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外部障碍因素。 

5.2 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的政策建议 

第一，财税政策支持和融资担保制度。在财税政策方面，加大对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扩大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建立融资担保制度，完善金

融服务体系，采取务实有效的金融信贷措施加以引导和扶持，解决科技型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的资金不足的障碍[11]。 

第二，建设并完善中介服务平台，促进区域创新资源整合。完善的中介服务

平台能够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功

能，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人才培训服务、创业辅导服务和法律

服务等。通过健全的中介服务平台，可以部分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人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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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不足，减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成本，以及降低新产品的市场

风险等障碍[12]。 

第三，立法支持，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提供法律支撑。确立中小企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鼓励中小企业在技术发明、技术创新、技术推广及

产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和发展空间，

解决社会对中小企业的歧视，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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