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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科技进步速度前所未有，战
略新兴产业更迭迅猛。上海均具备建设全球
创新中心的优势和机遇，也面临本土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不足的短板———电子信息行业

看华为，互联网领域有“二马”，电子电器销
售巨头线上有京东，线下找苏宁……每个行
业里的创新强者最终勇夺产业“风向标”，影
响力巨大带动整个产业集群几何级增长。

细细数来，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领头羊”
里，很是难觅“上海味道”。如何破除本地企
业创新发展误区，补上企业创新活力不足的
短板，刻不容缓。

!!!上海本土企业创新活力不足的短板在哪里

! ! ! !跨国公司堪称创新“永动机”，
其全球经营网络和空间转移，往往
昭示了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兴衰
更迭。目前，上海已成为跨国公司
全球研发网络的关键节点和重要
枢纽。截至 !"#$年底，在沪外资研
发中心已达 $%% 家，其中世界 &""

强企业研发机构 '!"多家，分别占
了全国的 '() 和 #($。其中，有 *"

多家跨国公司在沪设立全球性和
区域性研发中心。

同在一城，上海本地企业与
跨国企业相比，创新活力知多少？

华东师范大学科技创新与发展
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杜德斌教授，拿出
一份最新的内外资企业“上海 +,

榜”：本土企业创新不再“囊中羞涩”，
企业研发机构数量、研发人员、研发
投入、技术改造支出等均超过在沪跨
国企业；创新成果累累：有效发明专

利数、创新成果的发表论文数、注册
商标等创新成果指标，较跨国企业更
胜一筹。不过，最能体现创新活力的
创新成效却不如人意：创新产品产
值和新产品销售额，仅为外企研发
产值和产品销售额的一半。
“国内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已经

高于外企，创新创造的市场价值却
明显落后。”杜德斌指出，外资企业

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创新活力，明显
优于上海企业。究其原因，跨国企业
研发创新是以市场为引导的先进技
术开拓。为保证创新活力源源不断，
还寻求更先进的创新管理理念，以
及企业创新模式，保证来自市场需
求的创新思路，巨额投入的创新过
程，回到市场时能赚钱。最终，在企业
内部形成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创新闭
环”：科技创新创造利润，利润再反哺
下一步创新，创新活力生生不息。

! ! ! !创新活动不少，成效不足，到
底为什么？内外资企业“上海 +,

榜”中，一个有趣的数字“道破玄
机”：上海规模以上企业发表的科
研论文中，-".来自本地企业研发
机构，外资企业只占 !".，科研实
力强劲的跨国公司在沪研发中心
更是凤毛麟角。科学论文，是大专
院校、科研院所教授研究员们的分
内事。企业搞科技创新，也要多多
发论文吗？
在整个科技创新过程中，企业

是主体成为共识。近年来，国家诸多
重大科技项目落地，越来越看重企
业，希望企业左手握有科研“绝活”，
右手牵着市场风向，“手拉手”成果
转化更便当。一时间，企业做课题，
企业搞科研，蔚然成风。在此过程
中，一些原本只能从市场获取资源
的企业，开始动起了“政府脑筋”，
敏锐嗅觉不瞄准市场，而是盯紧政
府“钱袋子”。杜德斌指出，有以逐
利为本性的企业竟将此看成“新商
机”———政府科研项目和资金“不
拿白不拿”，坐在工厂里绞尽脑汁
“搞创新”，申请项目。最终，企业论
文一厚摞、专利申请一大堆，项目验
收通过后，文章束之高阁，专利在市
场上无人问津。

“数千万的科研项目给了企
业，不是为了产生几个创新产品或

专利了事，而是希望以企业为主导
带动整个产业创新升级。对于企业
来说，创新能力的高低，既不看成
果论文，也不是专利数量越多越
好，而是创新带来的市场和产业效
益如何。许多赚钱的跨国企业，专
利数量不是最多的，因为专利有成
本，比例合适才能保证企业利润最
大化。”

而且，并不是政府将科技项目
的人财物分给企业，企业就摇身一
变成主体了。企业应该充分具有市
场主导意识，寻遍市场的各个角落
里找资源，为我创新所用；而不是，
整天盘算着搞定政府，等待“天落
雨”。杜德斌多次深入在沪跨国企
业发现，外企内部每个部门都紧紧
盯着市场，即使是离开终端销售很

远的研发部门也不例外。
以 /0 全球五大研发中心之

一，位于上海的中国研发中心为例，
研发部门被视为一类特殊的生产工
厂“知识生产工厂”，其产品就是各
类知识，是否为其他业务部门所接
受，是否能够推向市场，则是检验
知识产品的唯一标准。公司内部的
研发链从市场需求调研（市场部）、
技术研发（研发部）、生产（工厂）到
最后销售，都以市场为中心。

! ! ! !创新过程中，企业是主体；企业
创新过程中，企业家是主体。“在创新
制度还不够完善时，具有企业家精神
的领军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裨补
阙漏，对企业和产业的创新发展至
关重要。”张晖明告诉记者，阿里巴
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华为的任
正非等极具企业家精神的行业领
袖，虽然创造的经济价值可能比不
上一个大型国企，但其个人主观对创
新孜孜以求，带动了整个企业乃至产
业的飞跃式发展，创新影响力巨大。

“激发本土国有企业创新活力，
应启用更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老
总。”金东寒院士指出，只有企业带
头人具有极强的创新改革意识，才
能制定针对创新效益的奖惩制度，
让创新效益成为“指挥棒”，让勇于
创新者得利。例如，中船重工集团正
在对旗下的几十家科研院所进行产
业化改革，将创新研发产品的销售
收入、销售利润直接与各种考核挂

钩，大大激发了集团的创新活力。
不过，有不少国企老总“吐槽”，

目前的国企体制不利于创新。“身为
现任国企老总，前任让公司的年利
润达到 '"亿元；我搞创新，由于投
入研发成本，年利润降到 &亿元；等
到任期期满后，研发投入起成效，!"
亿创新利润被后任取得，这不证明
我不行吗？”因此，国有企业改革中，
盼能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国企老总

“网开一面”：如果任内把科技成果
转化为产业，就证明他是企业家，应
该适当留任或延迟退休。
同时，从企业制度上要给予创

新以充分的包容。例如在 /0中国公
司，“试错”被纳入企业项目管理环
节，允许每年有 !".左右的项目失败
率。他们认为，创新研发项目出错是
“必须”的，若失败率太低，说明创新
过于保守，前沿性不够；若失败率太
高，则是过于冒进。即使创新失败，
也可以避免公司后续的投入浪费。

深入企业!走访专家"参加创新

研讨会"系列深入走访中"记者发现

上海本地企业说创新!搞创新"离创

新的本意有点远#

企业创新的本意是什么$ 马克%

道奇森和大卫%甘恩合著的 &创新简

读'中提到"世界最伟大创新者"英国

人约舒亚%威治伍德的第一次创新冲

动(当时大量中国进口陶瓷精美但昂

贵"英国平民渴望却买不起"他通过

创新制造出更有吸引力!价廉物美的

陶瓷制品"满足英国平民对陶瓷的巨

大渴求)以市场需求为引导的技术创

新"最终取得空前成功"并持之以恒)

反观上海" 激发本地企业创新

活力"需要让企业更多回归市场"不

盯政府只盯市场" 政府有时得多多

*隐身+,企业为了创新而创新"缺乏

为生存发展而创新的动力" 可能是

活得还挺滋润"不创新"也无大碍)

有时"单靠苦口婆心地劝说和鼓励"

难以转化成真行动) 不如回归创新

本真" 让企业的问题回到市场中解

决)在一场场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真

正创新的企业才能活下去活得好"

不够创新的企业慢慢难以为继"创

新被证明是最佳的生存和发展之

道"创新才能逐步成为企业的自觉)

张晖明教授呼吁" 政府转变思

想"多补需求"少补供给) 以正在大

力推广的新能源车为例" 当技术创

新进入到应用阶段后" 政府应该尝

试加大政府新能源用车的采购力

度"解决市场使用配套问题"补贴并

刺激个人新能源用车需求" 遵循以

市场需求驱动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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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研发投入不少 创新成效不如人意

" 盯着政府项目经费 忽略市场销售终端

# 让勇于创新者得利 鼓励企业家成主体

!记!者!手!记!

! ! ! !企业到底为何要创新？不同
企业的回答或许不同。

走进位于张江的陶氏化学
（上海）研发中心，偌大公司的任
何展板上都看不见创新二字，亚
太首席技术官姚维广博士明确
作答，“创新，不仅是陶氏的发展
需要，更是我们 ''*年历史的生
命 1234 ”；/0中国认为“创新能
力及其差异化是利润的唯一源
泉，也是投入的唯一理由”，并以
此作为一切研发活动和创新管理
的宗旨。引领新兴行业发展的民
营企业家们，回答同样响亮，为了
生存、为了赚钱；而对于一些本土
国有企业，答案则可能模棱两可。
复旦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副院

长、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
晖明教授剖析阿里巴巴的三个
发展阶段指出，马云的创新依次
走过三种类型：先是“山寨”模仿
5678 在中国设立 9!9 购物平台
“淘宝”，再集成创新发展“支付
宝”，后来原创性创新开创余额
宝等，并将深挖阿里大数据，创
造出各种大数据应用。“无论哪
一种类型的创新，都是为了在白
热化的互联网行业竞争中活下
去，而不是为了创新去创新。”
相反，有些老牌大企业，墙上

创新标语，口中常言创新，实际运
营却“条条框框”颇多。“与外企和
民企相比，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
国企，都是最有能力、有条件创
新，特别是自主创新。”在市科技
党委日前举行的“科学家月度座
谈会”上，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 研究所所长金东寒院士建
议，加大对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
考核。国家给了国有企业诸多创
新资源和政策，发挥企业创新主
体作用中，国有企业有责任“挑大
梁”。创新本身不是目的，创新是
为了开拓市场，创造利润，创新的
实际效益和市场产出，应成为考
核国企创新成效的重要指标。
“例如，在技术创新立项评

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企业优惠
政策设计等环节，逐步改变用研
发投入、专利、论文等传统指标衡
量企业创新能力的做法，更多地
将新产品产值、新产品销售收入、
市场利润等指标作为评价企业创
新能力的重要参考依据，让企业
无法为了创新而创新，主动为了
市场去创新。”杜德斌也建议，上
海应加快建设健全以市场为主导
的企业创新驱动和评价机制。

$

考核国企运营成效
创新应是重要指标

本报记者 马亚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