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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存在问题分析
——基于知识产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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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知识产权视角去看浙江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存在问题，它系自主创新缺乏内在动力、创新方式表面

化、研发经费投入不足、自主创新人才紧缺等形成，于是建议从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保护、应用等多个方面采取

措施，构建区域性自主创新服务平台，强化知识产权战略与自主创新管理，支持形成一批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带

动作用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装备等创新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提高民

营企业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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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for the cap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int of view, for example, it lacks inner drive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he superficial innovative ways,

shortage of research funds and the few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of the talented person. Therefore, We should take various as-

pects to take measures: the creation, management, protection, appli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We construct the regional indepen-

dent innovation service platform; strengthe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management. We need to

support and establish a number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with core technology and key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innova-

tion about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to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nly in this way can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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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营经济占全省GDP 的60%以上，是浙江

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支撑点。目前，浙江有95%的

企业是民营企业，而且经济实力比较强。在全国工

商联调查公布的2012 年中国民营企业500 强中，浙

江占142 席，连续14 年居全国首位，比第二的江苏

省多 34 家。尽管如此，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仍然是

浙江省民营企业的迫切任务。“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是企业为了获得现实的或潜在的市场利润，积极整

合和运用内外部各种创新资源，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的核心技术并建立持续竞争优势所表现出来的综合

能力。”①在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中，知识产权是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结果方面的评价指标，是市场竞争的

重要手段，也是确保创新能力持续性的重要手段。

知识产权的作用是保护创新成果从科技实力转化为

具有法律权利的市场竞争优势，形成企业核心资

源。因此，从知识产权角度来探究企业的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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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研究价值。

2013 年，浙江省专利申请总量为 29.4 万件，

授权量为 20.23 万件，分别比前一年增长 17.9%和

7.32%，均保持全国第二位。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量为42 744 件，授权量为11 139 件，而民营企业占

60%以上；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从 2012 年底的 6.5
件提高到 7.9 件，研发人员数量达 31.9 万人、同比

增长 14.7%。浙江省民营企业已经在自身发展中切

实体会到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在企业生产经营与发

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又为侵犯知识产权、

没有合理保护知识产权付出了惨痛代价。

一、浙江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存在的

问题

知识产权的具体形式专利、商标等能够为企业

抢占并保有市场、获取垄断利润提供合法保障，能

够成为企业突破发展瓶颈、实现转型升级的抓手。

企业也能理解知识产权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然而

因众多原因而导致的创新能力的缺陷使这一领域成

为企业发展的薄弱环节。

（一）自主创新缺乏内在动力

随着利润的快速下降，让经历多年粗放型发展

的民营企业从梦中醒来，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

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被“不敢创新”或“无心创

新”严重影响。其原因在于：一是民营企业目前从

事的产业大都是传统产业，技术密集度不高，在用

的技术方案比较成熟。如果技术创新，则会显得技

术差距大，要求高、难度大；二是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不够，企业创新活动的正外部性无法完全内部

化。多数民营企业的新产品研发是以仿造为主要手

段，由于仿造产生利润，它遏制了新产品研发的热

情。其实，仿造获得的新产品容易导致在短时间内

被再仿造，高额利润享受的时间间隔极短，容易造

成短期行为的习惯，会进一步遏制新产品研发的热

情；三是产品创新回报不足。产品创新投入与回报

往往不成正比，民营企业的市场扩张速度往往快于

创新周期，这导致了企业常常无法潜心于产品创新

工作；四是企业过度追求低成本产品扩张，导致的

直接后果就是技术创新动力不足。有人认为，目前

浙江全省80%的中小企业没有进行新产品开发，产

品更新周期两年以上的占55%。②

（二）创新方式表面化

不少浙江的民营企业家虽都已认识到了创新的

重要性，但真正做到创新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少企业的创新还流于表面化、形式化。例如“口

号式”创新、“跟风式”创新、“闭门造车式”创新

等形式仍然存在民营企业之中，他们没有在国家的

创新驱动战略与创新环境中找到有效切入点，对市

场调查不透彻，靠拍脑袋作决策，随意跟风，被动

地跟着市场跑，缺乏超前意识，达不到创新活动的

真正目的。

（三）研发经费投入不足

在企业自主创新活动中，研究开发活动处于最

基本的核心地位，研究开发经费是衡量一个企业自

主创新资金投入的主要指标。据浙江省工商联调

查，有57.52%的企业没有投入科研经费，中小企业

研究开发新技术的费用占销售收入比重不到 0.2%。

一般的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的 R&D 投入水平平均

不到 0.5%。③“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企业的研发投

入占销售额的比重低于 3%时，企业将失去竞争

力，而低于 1%时，企业通常就难以生存。”④按照

这一标准，浙江省民营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远远低于

维持其生存的必要投入，其不足程度可见一斑。

（四）自主创新人才紧缺

人才是自主创新的主体，拥有一支强创新能力

的人才队伍，才能形成企业知识产权方面的占有

量。民营企业往往认为引进人才费时费力费钱，许

多企业即使引进了也养不起、留不住。究其深层原

因，此系民营企业在科研条件、工作环境、管理模

式、个人发展前景等方面的先天劣势，以及对技术

创新的需求不足与规划缺乏，它们使得民营企业难

以真正吸纳优秀的高层次人才，尤其创新型人才。

民营企业的创新文化通常是依靠“土专家”或“星

期天专家”的摸爬滚打，缺乏科研必备的设施，缺

乏与高校资源的对接。只有真正遇到无法跨越的难

关，才会高薪聘请专家。

（五）知识产权战略规划能力不足

企业从产品研发到包装设计，从市场销售到服

务提供，经常要使用并创造大量的知识产权。民营

企业大多缺乏知识产权战略意识，它们在知识规

划、技巧与经验方面能力不足，也缺乏创新的法律

理念与管理手段，缺乏知识产权管理的意识、方法

与基础。除此之外，民营企业普遍缺乏运用现代

的、国际的法律制度进行创新保护的能力。

（六）民营企业研发处于价值链底端

浙江科技型企业只占浙江省民营企业总数的

叶珺君：浙江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存在问题分析 81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年6月

0.24%。近几年来，浙江省民营企业虽开始注重技

术创新，但较国有企业相比，创新实力仍然偏弱。

目前省内民营经济仍以传统工业为主：低档产品生

产约占民营企业生产总量75%，五年以上老产品占

65%，各类中间产品占 64%。上海市工商联对长三

角区域民营企业技术研发创新的调查表明，由于企

业经济实力偏弱、技术创新能力缺失，产业主流技

术创新极度匮乏，技术创新主要应用于一般产品及

工艺技术上。浙江省工商联经调研发现，被调研企

业中只有18.10%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有

些企业甚至数年没有更新产品，产品更新周期两年

以上的企业数高达65%。

二、增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对策

民营企业的管理机制比较灵活，市场化程度较

高，但是囿于上述问题，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仍

是弱项，为此提出建议如下：

（一）构建区域性自主创新服务平台

2014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坚持市场导向。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区分公共服务

和市场化服务，综合运用财税、金融、产业等政策

支持科技服务机构市场化发展。政府构建区域性自

主创新服务平台利于引导民营企业研究开发、技术

转移、创业孵化，获得知识产权、科技金融等方面

的服务。

（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是自主创新发展的最强有力的保

障，也是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兴奋剂”。如果自

主创新成果能够获得知识产权，进而获得独占性市

场利益，企业就会有足够的动力去努力。此外，知

识产权制度为自主创新提供了资源配置的方式。

“专利制度在有效配置科技资源，提高研究开发起

点和水平，避免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中具有重

要作用。”⑤当前假冒伪劣、恶意侵权、侵犯商标权

利等扰乱正常经营秩序的行为大量存在，严重降低

了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意愿，甚至威胁企业的

生存。国家在进行专利、商标等法律制度建设的同

时，还应当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予以严厉的

打击。

为了确保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法治环境纯净，

必须强调如下内容：

首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知识产权保

护的执法涉及法律法规较多，执法难度较大，司法

和执法部门应当与知识产权法律专家、行业专家保

持沟通与协作，确立执法标准，建立完善知识产权

执法的体制机制。

其次，帮助企业观念的更新，提高知识产权纠

纷的解决技巧，积极应对跨国公司的专利诉讼。

最后，引导并支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建设。服

务机构可以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能

够在企业保存证据、咨询法律事务、检索相关信息

等方面提供重要支持。政府也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

加强对服务机构市场的管理和指导。同时，行业的

自律和市场化运作，也会进一步促进知识产权服务

市场的完善。

（三）完善企业自主创新管理制度体系

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提高民营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需要从完善机制体制着手，营造有利于企业

自主创新的内部良好环境，加强企业自主创新的内

在动力。在企业一般治理层面上，管理制度的完善

包括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理

顺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关系，推行公司管理专业化

与经理人制度等内容。

就企业自主创新管理的制度完善方面，首先，

要大力引进创新人才，建立技术创新人才的激励机

制。其次，应当针对大多数民营企业缺乏有效的技

术创新战略，忽视技术创新的投入和管理等现实问

题，构建各种资源协调支持自主创新的机制。高效

实现技术创新项目的预期目标，要求企业将技术创

新的各要素各环节有序地链接起来，形成整体能力

体系。民营企业要特别加强技术创新管理，尤其是

成长阶段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更应该高度重视技术创

新的投入。最后，应当建立与完善企业内部的知识

产权管理制度，体现服务自主创新的目的。比如，

设立负责知识产权管理事务的专门部门，配备专门

人员负责知识产权日常管理、处理知识产权纠纷等

业务等。

（四）建立自主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从企业管理、人才培养、合规建设“三位一

体”建立企业自主创新评价体系。技术创新、人才

建设、法律保护等几个方面应当相互结合、相互促

进，而不是相互割裂、相互拆台。根据该评价体

系，一方面可以检测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水平，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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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可以鞭策、促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

立该体系，应当包含自主创新的主要方面，并就相

关方面内容设定相应的指标。标志自主创新能力的

指标应包括人才状况、资金投入、企业管理、法律

建设等几个一级指标，各个指标还可以细分二级指

标、三级指标，甚至更多、更细致的构成指标。如

人才状况中，可以细分为技术人员状况、管理人员

状况等，企业管理方面可以细分出专利数量、专利

保护、商标注册情况、注册商标拥有情况等。根据

各个指标，来统筹安排企业自主创新的发展步骤，

并根据各项指标，检测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水准。

成熟的自主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将为企业自我改进、

自我发展提供基础支撑，从而实现企业自主创新的

可持续性。

三、结语

知识产权是自主创新的基础和衡量指标，也是

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知识产权已经被纳入《国家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的发展目标，该目标强调要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因

此，应当鼓励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开展自

主创新，从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保护、应用等

各个方面采取措施，构建区域性自主创新服务平

台，强化知识产权战略与自主创新管理，支持形成

一批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装备等创新成

果。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提高民

营企业的创新能力。

注 释：

① 张胜男.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模型研究[D].杭州:浙江师范大学,2014:28.
② 赵琦,余玉龙.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启示[J].现代商业,2008(14):126-128.
③ 上海市工商联.上海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调研报告[R].上海:2006上海民营经济,2006.
④ 田俊芳.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策略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4(16):28-29.
⑤ 秦颖慧.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24-126.

参考文献：

[1] 严进,殷群.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三大研究热点述评[J].江苏社会科学,2014(6):260-266.
[2] 赵琦,余玉龙.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启示[J].现代商业,2008(14):126-128.
[3] 上海市工商联.上海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调研报告[R].上海:2006上海民营经济,2006.
[4] 田俊芳.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策略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4(16):28-29.
[5] 孙国山,胡平.提升宁波市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对策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4(25):32-33.
[6] 秦颖慧.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24-126.
[7] 浙江省工商联.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再创新优势的若干意见[Z].(2012-05-25).浙政办发[2012]47号.
[8] 杭州市工商联.杭州市2013年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杭州发展工作的意见[Z].(2013-03-04).杭浙商促进办(2013)3号.
[9] 徐墉,李稹.抢抓发展机遇期 提高产业竞争力[N].杭州日报,2014-08-15.
[10] 徐峻,陈青华,苏靖,等. “第一资源”撬动新希望[N].浙江日报,2014-08-13.
[11] 朱凤娟,赵晶.智慧园区面向未来的竞争利器[N].浙江日报,2014-08-14.
[12] 李国荣,徐信艳,慈向阳,林臻.长三角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现状与对策[EB/OL].(2007-06-06)[2015-04-06].中国网.http://www.chi⁃

na.com.cn/economic/txt/2007-06/06/content_8350486.htm.
[13]侯光明,邹锐,李存金.民营企业创新型发展模式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03(5):44-47.

（责任编辑：谢敏）

叶珺君：浙江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存在问题分析 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