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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主创新需要政府与企业联动形成合力,政府与企业联动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方式。基于实践的考察,归纳

总结了政企联动的可能方式,比较了不同政企联动方式的功能及优缺点,探讨了政企联动方式的评价与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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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企联动是指在面向自主创新活动过程中,充
分发挥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推进自主创新所起的作

用,相互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自主创新。
政企联动强调政府与企业从不同角度推进企业发

展、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政府发挥其在宏观经济

管理等方面的特殊作用,企业发挥其在微观经营活

动中的角色,从而实现政企优势互补[1]。因此,我们

有必要系统探讨政府与企业联动有哪些可供选择的

方式,不同联动方式的特点及优缺点是什么,为推动

自主创新,如何选择政企联动的方式等问题。

  一、面向自主创新政企联动的可能
方式

  1.以政府科技计划项目为纽带的联动方式

政府对重点支持的领域,以立项方式对自主创

新项目给予资金支持。近年来,国内各级政府都充

分意识到政府与企业之间合作创新的重要性,因此

不断加大了促进政府—企业间的联系,并通过一些

重要的旨在推动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创新合作计划项

目推动企业创新发展。从我国的科技计划实践来

看,比较典型的有:国家或地方政府制定的科技攻关

计划、火炬计划、重点新产品计划、科技成果重点推

广计划、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项目的资金来

源方式有政府计划拨款、企业立项申请资助,以及政

府参与企业投资等。

2.以共性技术开发为联系的联动方式

共性技术是企业形成专有技术的基础,是企业

技术储备的关键,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源泉。
共性技术研究介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与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第3期 杨志兵 等:面向自主创新的政企联动方式及其选择  

企业的创新往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适用技

术研发为主。一般来说,共性技术对推动一个行业

整体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单个企业开

发难度大,需要发挥企业群体的集合力量[2]。因此,
通过政企联手,政府引导若干个同行企业,找准共同

的方向,推动共性技术联合开发,最终成果由参与企

业分享,或扩散服务于社会。
3.以政府采购为联结的联动方式

自主创新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市场需

求。企业自主创新产品新颖,技术含量高,一般的消

费者往往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政府采购能为处

于市场化初期的技术创新产品提供一个稳定的市

场,能够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对企业的自主创新起

到极大的需求拉动作用。这种作用与政府直接提供

研发资助和优惠政策明显不同。政府采购则是一种

能够增强企业适应市场、推出新产品,直接将科学研

究转化为生产力的最为有效的方法[3]。
4.以资本为纽带的联动方式

政府出资建立创业投资基金的目的是为了通过

投资行为,利用市场机制,使能够适应市场需要的中

小企业获得必要的资金资源和管理咨询资源,解决

其在创新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两大困难,最终实现政

府鼓励技术创新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4]。
5.以政策法律等环境为良好界面的联动方式

自主创新政策是一个综合的政策体系,是一个

国家或地区为促进创新活动、规范创新行为而采取

的各种直接的和间接的政策与措施的总和[5]。从实

践来看,应用最多的创新政策工具有:
(1)金融政策。即普遍建立企业政策性银行或

信用保险机构,通过给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或政府直

接贷款来推动企业的发展。
(2)财政政策。即普遍给予企业财政援助,提高

企业的竞争能力。财政补贴政策是政府直接对技术

创新项目进行补贴,补助对象是企业重大创新项目。

(3)税收政策。主要优惠形式有:加速折旧;减
免所得税、减免关税等。

(4)法律制度。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改善

有关创新的环境,规范各种组织和个人在创新活动

中的行为。与创新活动关系密切的有专利法、环境

保护法、技术合同法等对全社会都起作用的法律法

规,也有反垄断法、公平竞争法、小企业法等针对某

类组织的法律法规[6]。
6.以企业孵化器为联系纽带的联动方式

企业孵化器通过为新创办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

供一定的基础设施和一系列服务支持,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帮助创业者把发明和成果尽快形成商品进

入市场,帮助和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与发展[7]。
孵化器的主要目的就是成功孵化出创新型企业;而
且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孵化器都受到政府的支

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直接投资建设企业孵化

器,并且从政策和财政上大力扶持,甚至直接参与企

业孵化器的管理工作。

  二、不同的政企联动方式的比较

1.自主创新属性和政企联动方式

政企联动是企业自主创新的客观需要,其特点

具体表现为如下几方面:(1)创新具有溢出效应特

性;(2)创新具有不确定性;(3)创新具有公共物品或

准公共物品的性质;(4)创新具有稀缺性;(5)创新具

有收益滞后性。由于自主创新的特有属性需要政府

的支持,以协助解决企业在自主创新过程中所出现

的一些障碍[8]。从实践来看,政府对企业自主创新

支持的方式不是单一的,需要多种方式并举,互补使

用才能解决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单
一的政企联动方式只能解决某方面的特定问题,
表1显示了自主创新属性所对应的政府应发挥的作

用及政企联动方式。
表1 自主创新属性和政企联动方式

自主创新属性 政府作用 联动方式

自主创新溢出效应
使知识产权化
政府给予创新补贴

以政策法律等环境为良好界面的联动

创新具有不确定性
基础设施建设
创新补助
提供服务

①以政府科技计划项目为纽带的联动

②以共性技术开发为联系的联动

③以企业孵化器为联系纽带的联动

自主创新具有公共物品或
准公共物品性质

政府补贴 ①以政府科技计划项目为纽带的联动

②以政策法律等环境为良好界面的联动

自主创新具有收益滞后性
政府补助
政府采购

①以政策法律等环境为良好界面的联动

②以政府采购为联结的联动

自主创新具有稀缺性 政府鼓励 ①以政策法律等环境为良好界面的联动

②以资本为纽带的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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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同政企联动方式的功能与优缺点比较

政企联动的功能可概括为:监督功能,资金支持

功能,激励扶持功能和服务功能。不同政企联动方

式的功能比较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政企联动方式功能比较

联动方式 具体表现 功能表现

①以政府科技计划项目为纽带
的联动

各类科技
计划项目

资金支
持功能

②以共性技术开发为联系的联动
基础设施建设 服务功能

共性技术开发 服务功能

③以政府采购为联结的联动 政府采购 激励扶持功能

④以资本为纽带的联动 创业投资基金 资金支持功能

⑤以政策法律等环境为良好界
面的联动

财政政策 资金支持功能

税收政策 资金支持功能

金融政策 资金支持功能

知识产权保护 监督功能

⑥以企业孵化器为联系纽带的
联动

企业孵化建设 服务功能

  不同政企联动方式的优缺点比较如表3所示。

  三、政企联动方式评价与选择

政企联动方式的选择评价涉及两个方面的问

题:一是要对现有政企联动方式进行综合评价,分
析其功能是否齐备,是否存在功能缺陷。二是针

对现有政企联动方式存在的功能不足,寻找弥补

功能缺陷的各种可行的政企联动方式,并进行择

优评价。

1.政企联动方式综合评价

政企联动方式综合评价是通过分析目前实施的

各种联动方式的功能构成,判断其功能是否能满足

企业自主创新的需要,对推进企业自主创新是否达

到了预定的目标,进而找出功能缺失之处,为添加新

的政企联动方式提供依据,政企联动方式的综合评

价步骤可概括为:

表3 不同政企联动方式的优缺点比较

联动方式 优点 缺点

①以政府科技计划项目为纽带
的联动

为企业提供直接资助,支持研究开发,可以从一定
程度上弥补企业创新资金缺乏的困难

给企业扶持资金量相对较小,支持面相对较窄

②以公共平台、共性技术为联系
的联动

提升企业发展基础,解决企业创新中及所不能及的
一些基本问题

共性技术联合开发组织管理难度大

③以政府采购为联结的联动 为企业自主创新拓展市场空间
政府采购资金有限,能够获得支持的企业范围
也相对较小

④以资本为纽带的联动 解决企业创新发展中资金短缺问题,降低企业风险 获得支持的企业数量少,资金监管难度大

⑤以政策法律等环境为良好界
面的联动

为企业创新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法律法规保护企业
创新

资金支持有限,法律法规保护的有限性

⑥以企业孵化器为联系纽带的
联动

为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解决企业在创业初期
资金缺乏和管理经验不足等问题

无法改善企业内生活力问题

  (1)政企联动方式的梳理。搜寻目前所有执行

的政企联动方式,并对它们进行归类分析,基于政企

联动所要满足的目标功能体系,明确现有政企联动

方式的功能组成。
(2)政企联动方式功能效果评价。政企联动方

式功能效果评价包括:①单一政企联动方式的功能

效果评价,分析每一联动方式的功能发挥,对企业自

主创新的影响大小,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过时,
是否需要完善、改进或淘汰,是否需要选择其它联动

方式予以替代。②对政企联动方式体系总体效果评

价,分析各种联动方式功能组成是否齐备,能够解决

企业自主创新中面临的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对推

动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效果,是否需要调整改进或

增减现有的政企联动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政企联

动方式完善的方向是什么?
(3)政企联动方式的改善。针对现有政企联动

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对政企联动方式改进做出科学

决策。

2.政企联动方式选择评价———择优评价方法

政企联动方式选择评价要针对综合评价结果进

行,基于综合评价反映出的当前政企联动方式功能

不足或功能不完善的弊端,需要增加新的政企联动

方式,来补充当前的政企联动方式体系或替代现有

过时的,不适应企业自主创新需要的政企联动方式。
政企联动方式选择评价可采用如下方法。

设S1,S2,…,Sm 是m 个可供选择的政企联动

方式,F1,F2,…,Fn是n 个影响因素。为了选择政

企联动方式,可以成立由若干个专家组成的评价小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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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确定每个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也就

是求出 每 个 影 响 因 素 的 权 数,在 此 假 设 为 W1,

W2,…,Wn,其中Wi是Fi的权数,W1+W2+…+
Wn=1。

接着,由专家组的专家对各种方式按每一个影

响因素进行评估,然后,求出每个候选方式在每个影

响因素下的评分,如表4所示。
表4 不同政企联动方式在各个影响因素下的评分

影响因素
联动方式

S1 S1 … Sm

F1 W11 W12 … W1m

F2 W21 W22 … W2m

… … … …

Fn Wn1 Wn2 … Wnm

最后,由各种联动方式在每个影响因素的权数乘以

该影响因素的评分之和就是该联动方式总评分数,
得分最高者即为获选政企联动方式。综合评分计算

公式为:
Si=W1i×W1+W2i×W2+…+Wni×Wn

问题的关键是求出每个影响因素的权数。确定权数的方

法很多,常用的方法有直接赋权法、层次分析法(AHP法)等。

为了减少评价中的人为因素的不一致性,可以运用层次分析

法确定影响因素的权数。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是:假设F1,F2,…,Fn是n个影

响因素,每个因素与其余因素之间的重要程度之比,可以形成

一个n×n阶矩阵,称为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R中的元素rij满足rij×rij=1,ij=1,2…,n。
现在问题是:利用判断矩阵R,如何求出反映每个因素相对

重要程度的权重矢量W,其中:

W=(w1,w2,L,wn)T,w1+w2+L+wn=1

我们应用“对数最小二乘法”求解上述问题。通

过式(1),求出一个正规化的量

α=(α1,α2,L,αn)T,作为W 的近似解。

(1)

  在政企联动方式选择中,由于评选小组是由多

位专家组成的,判断矩阵R 中的元素rij可能有多个

值(表示不同专家的意见),因而,式(1)可以扩展为

(2)

  在此,rijk(k=1,2,L,θij)表示因素Fi和Fj之

间有θij个比较,θij=0表示因素Fi和Fj之间没有比

较。
设yijk=Inrij,xi=InαI,xj=Inαj 由于In(αi/

αj)=Inαi-Inαj,式(2)转化为

(3)

  通过式(3),可以得到,对于i=1,2…,n,有

(4)

  通过式(4),可能解出xi,i=1,2,…,n。最后对

xi求幂,αI=expxi,并正规化α,即可求得权重矢

量。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为了求出权重矢量,首先

要确定判断矩阵,也就是要给出判断矩阵中的每一

个元素值。这就要专家给出各个因素之间重要程度

的比值。如果认为Fi与Fj同等重要,那么用rij=1
表示;如果认为Fi比Fj较重要,那么用rij=3/1表

示,反之为1/3;如果认为Fi比Fj重要,那么用rij=
5/1表示,反之为1/5;如果认为Fi比Fj重要的多,
那么用rij=7/1表示,反之为1/7;如果认为Fi比

Fj极为重要,那么用rij=9/1表示,反之为1/9。中

间数2、4、6、8表示相应二者的中间级别,这样可以

表示9个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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