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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技术创新主体

问题的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

杜　伟

　　摘要 : 学术界对技术创新的主体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国内学者的不同观点拓宽了技术创新主体研究

的视野 ,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技术创新的主体具有多元性和多层次性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第一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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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技术创新主体的理论分析

学术界对技术创新的主体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纵观相关

文献可以发现 ,国内学者关于技术创新主体的研究大致有以

下三个方面的观点 :

第一种观点认为 ,企业家是技术创新主体。傅家骥等认

为 ,技术创新的关键人物是企业家 ,只有企业家才是创新活

动的倡导者和实施者 ,企业家的主体作用贯穿于从技术创新

观念的产生到创新实施整个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傅家骥等

进一步具体分析了企业家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首先 ,企业

家促进创新观念的产生 ;其次 ,企业家重视技术创新的日常

管理 ;最后 ,企业家正确决策并克服许多障碍 ,促使技术创新

的顺利实施①。纪玉山等认为企业家是技术创新的核心 ,其

理由一是企业家善于提高“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 ,二是企业

家善于规避技术创新风险 ,三是企业家善于把技术创新成果

市场化 ,四是企业家具备技术创新各环节的组织管理与协调

能力 ,五是企业家善于筹措技术创新所需的巨额资金 ②。

第二种观点认为 ,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运德玉等认

为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一是因为技术创新的过程只能

由企业来完成 ,二是技术创新的结果只能通过社会生产过程

来实现 ,而企业是社会生产的主体 ,理所当然应成为技术创

新的主体。运德玉等还分析了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 ,既是

技术创新投入的主体 ,又是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③。连燕华

等人提出 ,企业不仅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 ,而且是技术创

新的主体 ,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含义包含了技术创新的决策

主体、投资主体、研究开发主体和受益主体④。罗伟等人认

为 ,技术创新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 ,虽然许多社

会组织都以不同形式参与了创新活动 ,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扮

演了不同的角色 ,甚至是重要的角色 ,但只有企业才是技术

创新的主体 ,因为企业的作用主要是对要素进行组合 ,而其

他角色则主要是提供不同的要素⑤。赵克、朱新轩通过考察

技术与企业发展史 ,提出在不同发展时期 ,技术创新的主体

不同。他们指出 ,家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扮演着技术创

新主体的角色 ;第一次产业革命 ,工匠发明家成为技术创新

主体 ,之后以合作形式的私营科技开发机构成为技术创新主

体 ;20 世纪初到 40 年代中期 ,现代企业成为创新主体 ,这种

主体地位至今没有改变。技术创新主体转移到企业中来具

有重要意义 :一是推动了企业制度创新 ,二是实现了科学、技

术、经济的有机结合 ,三是为基础科学发展提供了资金支

持⑥。刘满强认为 ,技术创新的主体只能是企业 ⑦。李正风、

曾国屏认为 ,企业不但要成为技术创新投资的主体 ,而且要

成为研究开发投入和执行的主体 ,就整个创新系统而言 ,企

业要成为承担风险和分配利益的主体⑧。

第三种观点认为 ,技术创新主体是包括相互关联的企

业、大学和研究机构、政府、市场和金融机构等在内的多元组

合主体。常修泽等认为 ,从现实看 ,创新活动是企业家、内企

业家和劳动者的协作行为 ,因而作为创新主体是企业家、内

企业家和劳动者多元组合的复数⑨。张钢认为 ,技术创新活

动的主体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由多种要素组成

的系统 ,包括相互关联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政府、市场

和金融机构。这些不同的组成要素在主体的创新行为中所

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随着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创新规模和

创新发生的部门、行业的不同而不同 ,从而使多元组合创新

主体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⑩。丛培波等认为 ,技术创新的

主体是由相互关联的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政府、市场和金

融机构组成�λϖ 。郭晓川认为 ,技术创新的多要素组合特征决

定了它是一个跨越多组织的活动过程 ,大学、科研院所与企

业是技术创新的直接主体 ,政府、市场和金融机构是技术创

新的间接主体 �λω。王春法认为技术创新具有多角色特征 ,“每

一个成功的技术创新都必然包括四个方面的角色 :其一是作

为生产者的企业 ;其二是作为知识和技术的提供者的公共研

究组织 ;其三是通常也是企业的消费者 ;其四是作为管理者

的各级政府”�λξ。

笔者认为 ,上述研究成果拓宽了对技术创新主体进行研

究的视野 ,对于进一步分析技术创新行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

用。同时 ,笔者认为 ,技术创新的主体具有多元性和多层次

性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第一主体。

首先 ,基于对技术创新全过程的考察 ,技术创新活动往

往需要多重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作才能完成。技术创新活

动是一系列创新要素围绕创新目标的协同和整合过程 ,按照

技术创新全过程的观点 ,技术创新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从

新思想的产生到科研机构的开发、中试 ,再由生产部门生产、

营销部门营销的线性过程 ,而是企业内的研发部门、生产部

门和营销部门 ,以及企业与企业外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政

府及其他企业互相作用的结果。技术创新系统实际上是由

多元主体构成的网络系统 ,各参与主体都在其中发挥着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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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企业以技术创新和知识应用为主 ,同时进行知识传

播 ;高等院校以知识传播和高素质人才培养为主 ,同时进行

知识创新和知识转移 ;国立科研机构以知识创新为主 ,同时

进行知识传播和知识转移 ;地方科研机构主要从事以技术创

新和技术转移相关的工作 ;政府的职能 ,过去是直接组织创

新活动 ,现在正开始转向以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

提供政策指导和服务、促进各组成部分间和国际间的交流与

合作为主 ;其他市场中介机构和起支撑作用的基础设施主要

为技术创新提供社会环境和支撑条件。

其次 ,虽然参与技术创新全过程的主体很多 ,但其作用

和地位具有明显差异 ,只有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第一主体。

技术创新作为一种技术经济活动 ,包括了确认机会、构思设

计、试验试制、发展完善、应用扩散等环节 ,要顺利完成技术

创新各环节 ,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众多要素 ,其中最重要的是

技术、人才、资金三大基本要素的支持。同时 ,技术创新又是

高投入与高风险并存的活动 ,这些都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

提出了较高要求 ,客观上要求直接承担技术创新任务的主体

应具有几个基本特征 : (1)具有技术创新的要求 ,即希望通过

对技术发明的商业应用获得高额利润 ; (2) 具有一定的资金

实力 ,或是一定的融资能力 ,以保证技术创新的高投入 ; (3)

能够承受风险 ,具有一定的风险承载力 ; (4) 具有对技术创新

活动自主的决策权 ,具有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所要求的能力。

按照上述要求 ,只有既有技术能力又有经济实力、并以盈利

性为目标的社会经济组织 ,才能真正有效地从事技术创新活

动 ,而这种社会经济组织只能是企业。从总体上看 ,科研院

所是从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活动、创造新的科学原理和新

技术的社会组织 ,其职能主要是技术的而不是经济的 ,由于

缺乏资金实力或融资能力以及风险承受能力 ,它更多的是知

识创新的主体 ;部分科研院所作为技术发明的供给者 ,在由

事业型向企业型转化的条件下 ,把自己的活动向生产经营领

域延伸 ,完成了技术成果的商品化过程 ,这时 ,它已经不再是

原来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开发机构 ,而成为具有企业性质的组

织。政府的经济职能是对整个社会技术经济活动进行宏观

管理与调控 ,为了全社会的技术进步 ,政府应当是技术创新

的启动者 ,但由于启动者不能直接追求利润最大化 ,因而缺

乏直接的技术创新动力和承受风险能力 ,除对基础研究、目

标技术研究、国防技术研究等进行支持和直接组织外 ,更多

的是对技术创新提供政策支持和营造创新环境 ,因此 ,政府

的角色定位更多的应是制度创新的主体。与科研院所和政

府一样 ,技术创新过程的其他参与主体 ,对技术创新主要起

辅助和支持作用 ,只有企业才能完全承担技术创新的任务。

因此 ,笔者认为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第一主体 ,企业不但可以

成为技术创新投资的主体 ,而且可以成为技术创新活动的执

行主体、承担风险和分配收益的主体。

再次 ,虽然不少学者较为强调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

要作用 ,但这并不能否定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第一主体的地

位。熊彼特在其创新理论中认为 ,创新的决策者是企业家 ,

企业家的职能是组织生产要素实现创新 ,企业家必须满足三

个要求 :要有眼光 ,能看到潜在的创新机会 ;要有魄力 ,敢于

冒风险进行创新 ;要有组织能力 ,能够动员社会资金来实现

创新。在熊彼特看来 ,经济静态均衡和“经济循环”的打破、

经济的发展 ,都是具有远见卓识和冒险精神、超人勇气与魄

力的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的结果 ;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的“灵

魂”,是技术创新的倡导者与实行者。在熊彼特之后 ,也有不

少学者强调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甚至有的学者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主体是企业家的观

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一方面 ,熊彼特是用创

新来界定企业家的 :“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

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λψ ,熊彼特的这个定义

是职能性而非实体性的 ,他对创新主体的确认实际上是一种

“后验确认”�λζ 。事实上 ,进行创新必须具备生产要素和一定

的组织形式 ,要实现创新 ,必定是企业家在其所控制的企业

中完成的 ,其前提是企业的存在。另一方面 ,强调企业家在

技术创新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强调企

业家阶层的个人素质、价值观念和意志品质等主观因素对创

新活动的有力推动 ,并没有否认技术创新是在一定的客观技

术经济条件下 ,企业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企业组织行为。或许这样的表述更为准确 :技术创新的第一

主体是企业 ,企业家在创新活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二、对技术创新主体问题的实证考察

关于企业是技术创新第一主体的观点可以从世界技术

和企业发展史中得以验证。众所周知 ,生产力是以生产工具

为标志的 ,发明并使用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是人类社会技术

进步的重要表现 ,而无论是新石器取代旧石器 ,还是手工产

品的发展和更新 ,实质上都是技术创新的必然结果。正如前

述赵克等学者的观点 ,技术创新作为生产力的直接表现同人

类文明一样久远 ,随着社会分工导致的手工业和商业的不断

发展 ,家庭和工匠发明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扮演过技术

创新主体的角色。但家庭和工匠发明家不一定具备将发明

产业化的才能 ,不一定能筹措到发明所需要的资金 ,并且可

能缺乏对市场的深入了解 ,而且家庭和工匠发明家的研究由

于自身能力所限而与基础科学普遍存在一定脱节 ,随着大工

业的兴起和技术进步 ,这种脱节愈来愈成为阻碍技术发展的

巨大障碍 ,使家庭和工匠发明家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不

断削弱。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后 ,各种合作形式的私营科技开

发机构大量产生 ,一些厂商在产业革命的激励下也开始认识

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并在所属企业内部建立实验室或研究

所。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企业制度在产权形式和组织形

式上发生了巨大变革 ,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的企业制度化、

内部化提供了机会 ,也为技术创新主体向企业转移提供了巨

大动力。从 20 世纪初到 40 年代中期 ,现代企业制度逐渐成

为工业化国家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企业制度形式 ,同

时 ,企业所属工业实验室迅速得以发展 ,企业逐渐成为技术

创新中最重要的活动主体。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投资明显增加 ,并建立

了相关研究开发 (R&D,以下简称研发) 机构 ,但是直到目前

为止 ,企业的技术创新第一主体地位并未改变。�λ{这一情况仅

仅从近几年部分国家技术创新经费来源和执行情况就可以

得到说明 (见表 1 和表 2) 。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创新系统转型的渐进过程 ,事实上

也是不断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主体地位的过程。特

别是在 1995年以后 ,国家逐渐明确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

主体地位 ,提出要促使企业成为决策主体、开发主体、投资主

体、利益分配主体和承担风险的主体 ,这实际上已在政策上

强调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明确了企业作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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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第一主体的地位。但是 ,在分析我国技术创新存在的问

题时 ,国内学术界大多将我国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作为一项重要原因 ,事实上 ,不仅仅是政府要求企业成为技

术创新的主体 ,而且在实践中我国企业已开始成为技术创新

的主体 ,其第一主体的地位逐渐凸现。

表 1 　　　部分国家研发经费来源情况 ( %)

企业所占比例 政府所占比例 其他
美国 (2000) 68.2 27.3 4.5
日本 (1999) 72.2 19.5 8.3
英国 (1999) 49.4 27.9 22.7
法国 (1999) 54.1 36.9 9.0
德国 (2000) 65.7 32.0 2.3
加拿大 (2001) 42.0 32.1 25.9
瑞典 (1999) 67.8 24.5 7.7
丹麦 (1999) 58.0 32.6 9.4

　　说明 :由于在计算中四舍五入 ,各国数据加总后不一定等于
100% 。

资料来源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2) ,438 页 ,北京 ,中国统计
出版社 ,2002。

表 2 　　部分国家研发经费执行情况 ( %)

企业
所占比例

研究机构
所占比例

高等学校
所占比例 其他

美国 (2000) 75.3 7.5 13.6 3.6
日本 (1999) 70.7 9.9 14.8 4.6
英国 (1999) 67.8 10.7 20.0 1.4
法国 (2000) 64.0 17.8 16.7 1.5
德国 (2000) 70.5 13.4 16.1 -
加拿大 (2001) 55.8 10.6 32.7 0.9
瑞典 (1999) 75.1 3.4 21.4 0.1
丹麦 (1999) 63.4 15.2 20.3 1.2

　　说明 :由于在计算中四舍五入 ,各国数据加总后不一定等于
100% 。

资料来源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2) ,438 页 ,北京 ,中国统计
出版社 ,2002。

首先 ,从 R&D经费来源上看 ,在“九五”期间 ,我国科技

经费来源总额中 ,企业资金占了较大比例 (见表 3) ;另就我国

大中型工业企业 R&D经费的构成来看 (见表 4) ,虽然政府资

金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 ,但企业资金依然占据了绝对比例。

并且 ,在这些统计数据中 ,与企业资金并列的银行贷款也包

含了相当比例的企业贷款。这表明 ,企业投入事实上已成为

我国 R&D经费的主要来源渠道 ,我国企业已开始成为技术

创新投入的第一主体。

表 3 　　　我国历年科技经费来源情况 (亿元)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科技经费筹集额 1 043.2 1 181.9 1 289.8 1 460.6 2 346.7 2 589.4 2 938.0
其中 :政府资金 272.0 310.0 353.8 473.0 593.4 656.4 776.2
　　企业资金 434.2 527.1 655.1 745.9 1 296.4 1 458.4 1 676.7
　　银行贷款 149.8 155.2 171.0 123.0 196.2 190.8 201.9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3) ,749 页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
社 ,2003。

表 4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来源的纵向比较
( %)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政府资金比例 6.3 7.1 6.3 7.9 7.5 4.68 3.92 4.43
企业资金比例 71.5 69.1 69.7 72.3 76.7 80.7 84.1 84.1
银行贷款比例 17.0 19.7 17.7 16.1 12.6 10.5 8.14 8.24

　　说明 :由于在计算中四舍五入 ,数据加总后不一定等于 100% 。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3) ,751 页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

社 ,2003。

其次 ,从 R&D全时人员当量 �λ| 来看 ,我国绝大部分省区

的 R&D全时人员当量中 ,大中型工业企业所占比例均已超

过独立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 (见表 5) 。由于统计资料的不

全 ,这一比例中并未包含非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统计数据 ,如

果再加上未统计在内的非大中型工业企业的 R&D全时人

员 ,我国企业的 R&D全时人员当量将远远大于现有数据。

这说明 ,在我国 R&D活动中 ,企业占据了较大比例 ,企业已

是技术创新活动执行的第一主体。

表 5 　　我国各地区研发全时人员当量情况 (2001)
(单位 :人年)

R&D
全时人员
当量总计

独立研究机构
R&D全时人员

当量

大中型工业企
业 R&D全时
人员当量

高等学校
R&D全时
人员当量

全国 954 682 204 806 379 336 171 126
东部地区 528 002 101 139 214 892 93 018
中部地区 222 810 47 221 98 853 48 473
西部地区 170 025 56 446 65 590 29 634

　　资料来源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2) ,23 页 ,北京 ,中国统计出
版社 ,2002。

再次 ,从三种专利申请情况来看 ,最近 10 年以来 ,我国

企业在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专利申请的受理量和

批准量方面 ,均以较高的速度在不断增长 ,并且在分部门统

计中逐渐占据了绝对比例。虽然由于统计资料不全等原因 ,

笔者未能收集到我国专利使用的分部门统计情况 ,但可以肯

定地说 ,企业在专利使用方面比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机关团

体更具有优势 (见表 6、表 7) 。

表 6 　我国历年三种专利申请受理量分部门统计 (项)

1990 1995 1999 2000 2001 2002

1. 发明 10 137 21 636 36 694 51 747 63 204 80 232
　其中 :大专院校 509 574 988 1 942 2 636 4 282
　　　科研单位 805 865 1 413 2 228 2 659 3 429
　　　工矿企业 816 1 086 3 490 8 316 8 371 14 657
　　　机关团体 352 468 118 123 149 300

2. 实用新型 27 615 43 741 57 492 68 815 79 722 93 139
　其中 :大专院校 811 771 747 965 1 137 1 658
　　　科研单位 1 521 1 376 1 465 1 616 1 542 1 642
　　　工矿企业 3 830 4 739 11 512 14 912 18 671 23 800
　　　机关团体 1 262 1 841 329 299 452 512

3. 外观设计 3 717 17 668 40 053 50 120 60 647 79 260
　其中 :大专院校 13 18 34 17 37 41
　　　科研单位 64 104 170 278 159 302
　　　工矿企业 1 310 6 031 17 634 22 634 23 260 30 505
　　　机关团体 326 2 040 56 45 31 114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3) ,767 页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
社 ,2003。

表 7 　我国历年三种专利申请授权量分部门统计 (项)

1990 1995 1999 2000 2001 2002

1. 发明 3 838 3 393 7 637 12 683 16 296 21 473
　其中 :大专院校 326 258 425 652 579 697
　　　科研单位 331 304 543 910 800 907
　　　工矿企业 206 205 462 1 016 1 089 1 461
　　　机关团体 45 165 255 246 146 79

2. 实用新型 16 952 30 471 56 368 54 743 54 359 57 484
　其中 :大专院校 698 623 848 868 943 973
　　　科研单位 1 280 1 025 1 860 1 529 1 473 1 276
　　　工矿企业 2 249 2 627 11 519 12 821 13 783 15 753
　　　机关团体 873 2 491 376 301 345 367

3. 外观设计 1 798 11 200 36 151 37 919 43 596 53 442
　其中 :大专院校 7 10 31 28 12 40
　　　科研单位 35 156 170 248 155 140
　　　工矿企业 598 2 554 17 360 17 482 19 015 19 802
　　　机关团体 111 2 624 66 31 38 38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3) ,768 页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
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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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技术创新主体问题进行理
论分析和实证考察的现实意义

　　从上述理论分析可以看出 ,技术创新的主体具有多元性

和多层次性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第一主体 ;从上述实证考察

可以看出 ,不仅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第

一主体 ,而且在技术创新起步较晚的我国 ,企业也已开始成

为技术创新的第一主体。这说明 ,要不断推动技术创新活动

的健康发展 ,必须围绕企业这一主体进行设计。改革开放以

来 ,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虽然发展较快 ,但由于起步较晚 ,基础

薄弱 ,后劲不足 ,企业技术创新还存在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 ,

大量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 ,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创新产出

水平不高。要改变这一现状 ,必须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

励力度 ,充分调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有效地激发企业

的技术创新活力。

技术创新作为一种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行为 ,必然会受

到主体变量和环境变量双重因素影响 ,受到企业内在动力和

外在环境刺激双重作用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内在

动力是创新动机和创新需要 ,而企业利益正是创新需要和创

新动机产生的基础和根源。同时 ,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动机

在外部环境因素的刺激下得到加强 ,这种外部环境刺激主要

来自市场与政府两个层面。为此 ,笔者认为应该从企业内部

和外部各影响因素相耦合的角度 ,对作为技术创新第一主体

的企业进行全面的激励机制的设计与完善。必须坚持需求

拉动与技术推动相结合、员工激励与企业激励相结合、内在

激励和外在激励相结合、增强动力和消除障碍相结合、主动

创新和被动创新相结合的原则 ,从企业、市场、政府不同角度

出发 ,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企业

技术创新的动力激励措施问题 ,构建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下推

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激励系统框架。其中 ,第一个层面是

企业内在的动力激励 ,要通过产权安排、组织设计、管理制度

创新 ,从企业内部构建企业技术创新的内部激励系统 ;第二

个层面是市场层面的外在激励 ,是通过市场体制建设 ,推动

创新成果交易 ,形成规范的竞争市场 ,从企业外部以市场力

量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第三个层面是政府层面的外在激

励 ,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法律政策、专利保护政

策、中小企业政策等的完善与创新 ,用非市场的手段来推动

企业技术创新 ,对企业技术创新进行导向和激励 ,并为其构

筑一个理想的政策、法律环境。通过这一基本架构 ,在企业

内部形成完善的技术创新动力系统 ,在企业外部营造推动技

术创新的激励和支持系统 ,不断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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