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 科技 ＞＞ ２ ０ １ ７ 年 ３ 期 （ 总 第 ２８ ８ 期 ）学术探讨

西藏科技型 中小企业创新成果转化 的

现状及影响 因素分析

仓 拉

（ 西藏 自 治 区 党校行政学 院 ，
西藏 拉萨８ ５ ０ ０００ ）

摘 要
：
文章通过对我 区 １ ８ 个科技型 中 小 企 业进行抽 样调 查 ， 应 用 ＳＰＳＳ 、

ＥＸＥＬ 统计 软件对 西藏科技

型 中 小 企 业创新 成果 转化 的 现状及影 响 因 素进行较为 客观 、 系 统的 呈现和分析 ， 为 相 关 政府部 门 对我 区

科技 型 中 小 企业 在 未来如何推动 技术创新 、
加速 产 业 升级 ， 尤 其是利 用 科技 平 台提 高 高 原特 色 产 品 的 影

响 力 等方 面提供一定 的 数据参考 和政策建议 。

关键词 ：
西藏 科技 中 小 企业 成 果转化

１ 问卷设计２ ． １ 成立时 间

本文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选取 了１ ８ 个企业 ，从企从企业成立时 间 看 ， 除 了皮革厂外 ，其他 １ ７ 个企

业所属 行业领域到企业规模 ，基 本做到 了 样本 代表总业均是成立于 ２ ００ ０ 年后 ， 尤其是 ２００５ 年一 ２０ １０ 年段

体 ，也基本达到 了 信息 饱和 。
从调 查结果看 ，具有较高成立的 居 多 ， 总体看 ，

１ ８ 个企业 中 多数为新生代 的科

的
一致性和稳定性 ，从而也说明该 问卷具有较 高 的可技 型中小企业 。 （见图 １ ）

。

信度 。成挪间

̄

科技成果转化的评价指标有很多 ， 本次调查根据＝

西藏 自 治区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 ，采用简单明 了性
：

ｌ ： ｊ ：
！
： ｌ ｉｃ± ： ：５ ： ：

原则 和可 行麵廳行 了樹■舰 ，从贿设计 、论＝

证到试测 和修改 ， 正式形成 了
“

西藏科技型 中小企业创，
企业名称

新成果转化调查问卷 ＇本问卷 的主要 内 容包？
 

基本信息
”

、

“

企 业研发能 力
”

、

“

企业产 品 创新水平现４０１

状
”

、和
“

其它信息
”

等类别 、 二十Ａ个测试题 目 。金规胃

西藏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成果转化的状况调查主＾
业的注 册资金是依据企业所属行业领域的规模

要指标包括 ： 企业職賺的職及投人量 、企业継ｎ
—般有刻＾

５
隱准 。

、 、

但是从外界 、尤其
＾
企

产 品业务量状况 、 企业繼产 品 的盈利率 、企业 创新
１合作方 的评判 而 目 ？ 企业的 注册 资金是其综 力

产 品 的麵领域及市场 占 有率 、鑛产 品 的营 销 团 ｐａ

状况 、企业在产 品创新方 面获取相关支持 和服务 的情
企业规模的

＿７
种

“

标签
”

。 由于本次
，
查对象为 中小

况 、 企业创新产品 的主要模式等 。企业 ’ 因 此除二个企业外 ’其余企业 的注Ｍ金－？般是

２样本描述
在 １ ００ 万？ ３ ０ ０ 万左右 。

该研究的 主要研究方式为定性调查之问 卷法 ， 调

查对象为 西藏 自 治 区科細 中小企业 ， 由 于西藏科技 ＾
么现有☆ 金规模是企业誠 彳了技术 革新 、 增加科技

型 中小企业酸量 、规觀糊性 ，本次企业鑛《鴻 ，紐产 ｎ
°
ｐ更 新獄 ，提高产 ＆ 质？ 和经济效益 的

转化调查共发放 问卷 ２ Ｇ 份 ， 回 收有效问卷 ｉ ｓ 份 ， 有效
内 生 力 量和

’

＾

１ 通过调查发 现 ，
１ ８ 个 被调查企业的

样本量达到社会学和统计学－般要求 的有效数量 。 本
肺资金规模普遍都不大 ，并且呈现 出 较大的差异性 ’

次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如下 ：
７ ８多 ’ ｍｇ小 的 ４ ０７Ｊ ’

１ ５ 个企业Ｍ

有资金规模较之注册资金有不 同程度 的 上浮 ， １ 个 的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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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资 金规模与注册 资金持平 ，
２ 个企业的 现有 资金 ２

．
５ 职工年龄结构

规模少于注册资金 ， 总 体而言 ， 西藏新生代科技型 中小总体上看 ，所调查企业的员工年龄集 中在 ２ ０ 岁 ？

企业的资金规模较小 ，这可能会成为制 约 企业技术创４ ９ 岁 的青壮年劳动年龄段 ，其 中 ２０ 岁 到 ２ ９ 岁 占到 了

新的一大 因素 。 （见 图 ２ ）３ ５ ％ ，
３０ 岁 到 ３ ９ 岁 占 到 了３ ４％ ， ４０ 到 ４ ９ 岁 占 到 了

ＳＳＴＪ２ ６ ％
；
１ ９ 岁及 以下 和 ５ ０ 岁 及 以 上 的 的 员工 仅 占 到 了

＝ ４ ％和ｉ ％ 。
（见 图

５ ）

从 图六 中可看 出 ，企业员工年龄段分 布在 ５０ 岁 及

ｉＥ以 上 的企业只有 ４ 个 ，且 人数少 ， 分布在 １ ９ 岁 及 以 下

加

。

的仅有 ２ 个 ，人数更是少之又 少 。 横柱 条最长 的 为 ２０

―— 布
？

２９ 岁年龄段的 ， 其次分别 为 ３ ０
？

３ ９ 岁 的 和 ４ ０
？

４ ９

图 ２ 注册资金及现有资 金规模岁 的 ；依据不 同 的企业员 工基数 ， 所有企业 的员工在这

２ ．３ 所 属行业领域者ＰＩ＃＃ 。 ｉＡＭ ｉ兑 ？＾？ 调Ｉ Ｓ ｉｋ业 ■

从所属行业 领域来看 ， 涵盖 于 电 子信息 、 特色 资 龄结构基本合理 。 （见图 ６ ）

源 、 生物 医药 、 能源 、制造业 、 食品 类 、农产 品
、
材料类

等 ，其 中 电 子信息类的 ２ 个 、 特色资 源类 的 ３ 个 、生物^

医药类的 ７ 个 、能源类的 １ 个 ， 制造 １ 个 、食品类 ２ 个 、ＳＳ
＇

农产品类 １ 个 、 材料类 １ 个 。

一般 而言 ， １８ 个企业大 丨

多 产品单一 ，这可能会导致与 当地小企业关联度低 ， 和

地方区域经济的融合性不高 。 （见图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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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 ｒ
，
ｉ２

．
６ 职工学历结构 （ 文 化程 度 ）

０袼 费

从文化程度看 ， １ ８ 个企 业职工学历涵 盖广 ， 即博

士学位 、硕士学位 、 学士学位 、 大专 学历及无学历均有
＠ ３

涵盖 ，但其 中 以学士学位 和 无学历者居 多 。 由 于企业
２

． ４ＳＳ＾ ＩＲＩ ＡＳ的职员基数有较大的 差异性 ， 因 此其学历结 构情 况也
１８ 个企业巾除 ｆ 诺廳企錢职 ［人数最多 ，达Ｍ—定＿异 ， 如 巾 间拱獅诺＿企业 ，也是职员

１ １０ ６ 人 ，其余 １ ７ 个企业 的职工人数均未超过 １ ０ ０ 人 ，

人数最多 的一个企业 ，职 工人数为 １ １ 〇６ ， 其 学历 人数
属 于典型的傾企业 。 （见 ＨＵ ）祕健是高高 凸起 。 （见 图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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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图 ７ 文 化 程 度

图 ！ 企 业职 工 人数２
．
７ 企业 所在地区

拉萨市作为 西藏 自 治 区首府 ， 属于 区 内 经济社会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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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发达的地 区 ，其 中 、 小企业的密度也最高 。 由 于时其文化程度 以大专及 以下学历 和学士及 本科 学历 居

间有 限 ， 我们 所选取的样本均集 中 在 了拉萨地区 ， 因此多 ，硕士及研究生学历 的总 人数寥寥无几 。 研发 团 队

企业所在地区均为拉萨 。
（见表 １ ）是企业技术革新 、

产品创新 的核心 和 中坚力量 ， 西藏中

表 １被 调 查企业所 在地区小企业 的研发 队伍力量较单薄 、人力 资本含量低 。 （见

拉萨林芝山 南那 曲昌都阿ｉ

￣￣

图 １ 〇 ）

所在地区１ ８００００ ０


１

２
．
８ 企 业近年 年平均 盈利 率 及盈利上升 率｜
企业平均盈利率的高低与企业产品 适销对路的状１

＂

况 和经舰携侧关 ，帛企個難力紐 ，艘纟：

： ：

层次创新产 品 的一个 重 要指标 。 通过 问卷 调 查 ， 被选
ｒ＂ ：

＂

Ｉ ＩＳ
人样本 的 １ ８ 个企业 的平均年盈利 率基本 呈上升态势 ，

丨 ■ 丨 丨

兼， ：４ ＾！

其中平均盈率最高的达 ３ １ ％ ，最低的 为 ２ ％ ， 各个企业


０


５


１ ０


Ｉ Ｓ


２０
＿

｜

间差异较大 。 （见图 ８ ）
—

１ ８ 个企业 中 除－个 企业 外 ， 盈 利率 都呈上升 态ｕ 从，二 的 水

势 ，上升程度 基本都在 ２冰 内 ； 西玛 医 药科技 公司 作
Ｉ

业

为典型 ， 上升率高达 ６ ７
． 以 ， 现代农业略高 于其他 １ ６ｆ ｆ

１

＾？ｎ ，〇 〇 ，ｎ
／ ＾ ， ， ｎ ｍ ｎ 、占 ６ ％ ，可 以说其职称结构偏 向 于高端 型 。

从各个企
各 止 、

°３ 身雜 胃一 九 、 ＇

业来看 ，其职称分布基本也是呈现出 高级人员 多于 中 、

轉年 平 均 曩＿一 ？＾ ？ ？一
ｌ

＾初级及其他人员 。
（ 见图 １ １

，
１ ２ ） 这和上图 的文化程度

Ｉ７＾＝＾呈现出
一定 的矛 盾性 ，从 中 可 以说明 ，作为科技 型企业

的研发人 员 ， 多 为有较高职称级别的技术工人 ， 而不是

ｙ
＂
／ｙ／

／ ４ｖｖ
ｖｖ

？
■

：
／／ ＃

冑学历 的专业技 术人 员 。 我们不免承认 ， 在科技型 的

图 ８ 平均 年 盈 利率中小企业里需要蓝领型 的技 术人员 ，但在现代工业社
．－

ｎ会 ， 高 学历 、高职称 的研发团 队才能真正撑起企业创新


■涵的职责 ，使企业在 市 场经济 的竞 争 中 能够脱颖而 出 。

１因 此 ， 在 未来应 注亟创 建企业研 发团 队 ， 提 高西 藏科技

１型 中小企业 的人 力 资木 ．研发 团 队 的结 构 由 技 术 翌 向

高学历 、 高级别 的专业技 术哦转 变 。

图 ９ 盈利 上升率

｜

■软人 ａ

３ 问卷调 查结果描述

３
．

１ 企业研发 团 队状况

图 ｎ 研发 团 队职称结构

争 ，科学技术 的竞 争又最能在研究与开发 上得 以体现 ，

二
－

１

其最终产物便是创新产 品 。 创新产品开发 日益成 为＆」

业成功经营 的核心 。 持续推 出 创新产品 将使企业立于
＊

］ｌ｜Ｈ＇

＇

Ｔ

＇

Ｉ

不败之地 ， 而卓有 成效關新产品 开发取决于优 秀的＾１

＇

：ＰＳＩａ
新产 品研发 团 队 ， 可见研发 团 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 ｗ

基础 。
￣

ｈ

３ ． １ ． １ 研发 团队学历状况 。 麵科技型 中小企业创新

成果转化调查问卷主要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 ３ ．０ 统计分析图 １ ２ 各企业研发 团队 职称结构

软件进行处理 （部分是用 ＥＸＥＬ 进行分析 的 ） ， 统计数３ ． １
．
２ 企业对研发 团 队 的支持力 度 。 通过 问卷分析

据表 明 ， １ ８ 个企业 中 只 有 ７ 个企业 目 前有研发 团 队 ，显示 ，被调查的 １ ８ 个企业均有专项 资金支持研发 团队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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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部 门 ； 根据企业的规模和实力不等 ， 支持研发部门 的３
．
２ 创 新产 品所属领域

专项资金 占盈利率的 百分 比也不等 ，最高 的两个分别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发现 １ ８ 个企业的创新产

为 ７ ０ ％ 和 ６ ５ ％ ， 而最低的仅有 ３ ％ ， 总体而言 ， 多数企品所属领域基本上与其行业所属 领域对等 ，也有个别

业都未超过 ２ ０ ％ ；专项资金在研发部 门 的投人率呈上企业的创新产品是原所属 行业领域的 延伸产品 ， 如 行

升态势 ，上升程度从 １ ％ 到 ２ ０％均不等 ，但是有一个 明业领域属 于食品 ，创新产品为 高原食 品 。
（见图 １ ５ ）

显的特征为专项资金 占盈利 资金最高 的两个企业的 上
？？？ ？

＾卿域

升程度很低 ，仅有 ３％ ，专项资 金 占 盈利 资金最少份 额 ． ． ． ． ． …

—

．

Ｚ
Ｔ￥^

的企业社升 程度－个 为 最高 ， 上 升 了１ ２％ ，

－个 力

最低 ，仅 ２ ％ ， 而专项资金占 盈利资金份额趋于 中 间 的

企业其上 升程度最高 ， 表现出 上升空 间较 大 。 （见 ＠

１ ３ ）

图 １ ５ 创新产 品所属领 域
■
，项 利 资金的 占釘串》＿ ｖ ａ责金 在研ｘ ？门的 ？人＿ 卜 《？ （＃ 、

： ：二二 ３ ． ３ 创新产 品业 务 量在其 业 务领域所 占 比重及 创 新

ｇＹ

—

ｉ二产品 的盈利率

＾ｌｉｆａｆｉＭｉｒｆｆＳＩｌＭｉ通过对样本 的 统计分析 ， 企业 创新产品 在其业 务

领域所 占 比重及创新产品盈利率参差不齐 ， 高低不
一

，

图 １ ３

＾

对研发 团队 的 支持 力 度创新产 口

口

口在其业务领域所 占 比重最高 的 为秋林工贸有

通过分析 ， 可知专项 资 金 占盈 利 资金 的份额与其
限公 司 ， 占 到 了８ ０％ ，其余 企业 有 ７ ０％ 的 ， 也有 ６０％

上升程度 没有太大的 相关 ， 占有率 高 的 由 于 已 投人很
多 的 ’

一般来讲 ，其所 占 比重都在 ２ ０％ 内 ； 创新产 品盈

多 ，再上升 的空 间不大 ，而 占有率最低的或是有较强 的
利率最高 的 达 ６ 〇％ ， 其次为 ５０％ ， 多数企业 的创新产

上升空间 ， 或是 因为本身 的投人资金力 度不够 ， 难以帛
品 的盈利 率在 １ 〇％？ ２ ０ ％ 内 。 可见 ， 创新产 品 中 由 于

上升的能力 。 我们从企业资金规模 、平均每年盈利率 、

新技术的引 进 ， 可 以 使企业 降低 成本 ， 带来较 高 的 收

盈利上升率与支持研发 团 队 的专项资金投人上升率做益 。
（ 见 图 １ ６ ）



个相关分析 ，通过 比较分析可知 ，企业现有资金规模是

企业支持研发力 度 的 充分而不必要 条件 ，研发 支持力ｇ

度 高 的企业不一定是资 金规模大 的企业 ， 而研发支持ｉ参 矣：

力度低的企业一定是资金规模最小的企业 。 科技经费

投人是企业科技成果转化乃至 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 因图 ｉＴ 创新产 品 业 务 量 比重及盈 利 率

素 ， 因此 ，企业要想获得更大的 市场竞争 力 ，将创新成
３ ．

４ 企业 的创 新产品在所属领域的市场 占 有率
果转化为产品乃至产业 ，势必要培养壮大研发 团 队 ，这从下图可知 ，有 ４ 个企业的 创新 产品 市场 占 有率
就要加大企业产 品研发经费总额 ； 除此 ，也要从理念上 在 ２ ０ ％？ ２ ５ ％之间 ，有 １ ０ 个企业 的 创新 产 品市场 占

认清研发团 队对企业创新 的重要作用 ，进行观念革新 有率在 ５ ％
？

１ ０％ ， 有 ３ 个企业 的创新产品 市场 占有

也是尤为必要 。 另 外 ， 当下科技型 中小企业主要靠 自 率在 １ ％
？

３ ％
。 总体而言 ，科技 型 中小企业 的创新产

有资金进行成果转化 ， 这势必会影 响其研发 资 金的投品市场份额低 。

入力 度 ， 因此创造 良好外部环境也是其重要影 响因 素 ，
２

ｆ



如构 建银行信贷支持体 系 、社会 资本市场与 政府政策

资金 的支持体系等 。 （ 见图 ｉ ４ ）ｉ ： ＝二二二二」＃二＃
ｍ


■

；＾＋

＾ ｉ ＾图 １ ７ 自訊遍＿市场 占有率

３ ． ５ 创新产品的 营销 团 队情 况
广’

？：／
…

ｓｓｓ＝，通过统计分析表明 ，在被调查 的企业 中有创新产

图 Ｕ 多指标相 关 分析 １品 营销 团 队的 只有 ８ 个 ， 这 ８ 个营销 团 队 的学历结构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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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士及本科学历人数居多 ， 其次为 大专及 以下学历３ ．
７ 政府对企 业创 新的支持情况

人数 ，而硕士及研究生学历人数为数最少 。 这个结果企业创新能力 的培育 和发展 ，需政府提供相关的

充分说明我区 中小企业创新产 品的 营销 团 队还较为薄政策 扶持和平 台支柱 ， 西藏作为
一个转型 中 的经济体 ，

弱 ，人力 资本也不够丰厚 。
由 于区位 因 素 ， 我 区拥有 高又处于后发地位 、

发展和 赶超压力 巨大的新兴 经济区

新技术的人才 比较匮乏 的 ， 未 来如 何制 定 相 应的 人才域 ， 同时又处于生态及其脆弱 的地区 ，需要在跨越式发

引进计划 和科技人才激励机制 ， 同 时通过
“

企业 ＋ 高展过程 中极 力保护生态 ， 因此 ，政府着力 支持企业技术

效
”

的订单模式培养本土高新技术人才是我 们 需要 亟创新显得非常有必要 。 在 问及
“

政府对企业创新 的支

待解决的问题之
一

。持情况
”

时 ，
１ ７ 个企 业表示

“

好
”

，有一个企业表示
“

非

？ ？？？Ｉ常好
”

，说明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给予 了
一定的 支持 。

Ｉ

■ 是否有营 队 丨

但如何把支持政策转化为 效益 ， 如何 利用平 台机制 支

＾闕ｌ

：

料嚷 持企业關新 产 ｇ ， 正料 报告Ｍ ？随 的 问 题 。

２０ ０ ６ 年 ２ 月 ９ 日 国 务 院颁布 的 《 国 家 中长期科 学和技
＊￣°

＇术发展规划 纲要 （ ２ ００ ６ 年 ？
２ ０２ ０ 年 ） 及其若干配套政

图 １ ８ 是否有 创 新产 品 营 销 团 队策的通 知 》就明 确 提 出 要 建设
“

成果转化 公共 服务平

＊

３ 丨

氐＾＾．

丨在縣
？

觀舰段 ，很 乡应用 ±雜 彳陳鮮 的成果

ｗ＾Ｌ
，
Ｌ

．

＇

ｒ
：

ｔｅ＾＾Ｓ絲隨 《 絲 ，贿辦奸触额細 ，誠＊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 以推动我 区产业结构升级 、促进经

济賴是值娜細 。 （见 图 ２ １ ）

＊？
＇

＇

－＂

ｖ
＊

 ｊｔｆ
－

２ （Ｒ
－

－

３
＊Ｍ？＊ ＊

－

５

０ ５ １ ０Ｉ Ｓ ２０

图 １ ９ 营销 团 队学历结构
…

ＴＩＨＢ

—

ＦＩ１

３ ．６ 关 于政府对 企业 创新 的支持政 策的 了解情况

我 国政府在支持企业方面 ，从 国 家意志层面上 ，提

出 了 自 主创新 战 略 ， 到 ２ ０２ ０ 年建设创新 型 国家 的 目

标 ，并且从国家 到地方政府 出 台 了 相关 支持政策 。 通图 ２ １ 政府对 企业 创 新 的 支持 情况

过问卷分析 ， 被调查的所有企业都表 明非常 了 解政 ｉｔ３ ’
８ 企 业 在产 品 创 新方面 获取 相 关 支 持和 服务 Ｗ

支持企业创新的相关政策 ， 主 要 了解 的是 国 家 及 Ｓ 治＆

区层面關关餅織 ，可 见 ，作为企Ｍ 非常关注与ＭＳ １ ８

＝
业在麵产 ＾方面顏相关支持

之密切相关的相关政策 － 当 出 台颁布新的 政策时細＃服 务状况分析 ’得 卜 结果 ：

效上要做到及时 ，在效果上要做到政策精神 、核心 内 ＃

宣传得精 、准 、深 、透
。

（见表 ２
， 图 ２ ０ ）有

？

１ ５ 个企业获得 了 科研 院所 的 相关支持和 服 务 ， 有

表 ２ 是否 了解政府 支 持企 业 创新 的相 关政 策１ ６ 个企业获得 了 高校方 面 的 相关支持 和服 务 ， 有 １ ７



＾ ＾



个企业获得 了 企业 的支持和 服务 ，有 ８ 个 企业 获得 了

＾＆个人方面 的支持和 服 务 。 企业对此 非常认 同 的 态度 ，



今后应通过不断改进服 务平台 ， 为 企业提供相关支持

和服务 ， 反过来 ， 又促进服务平 台 的建设和发展 。

＾

 ？鐵＜ｒ ｒ？ ？ ＊ 蠢 ＊＿ ？ ＊ ＊■？
＊
？ ？ ？ ＊ ？＊ ？〇 ？ ＊？ ｎ ＞

ｉ ＊ ｉ ｒｔ
？ｅ

ｉ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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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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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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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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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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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 在产品 创 新方面获取相 关支持和 服务 的 情况
图 ２０了解 政策 的 层 面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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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第 ２ ８ ８ 期

）

３
．
９ 企业 创新产 品研发 模式及研发 合作对象重要 。

企业创新产 品 的研发模式在
一

定程度 上能够透露人才匮 乏是困扰许多 企业 自 主 创新的 头疼 事 ， 但

出企业的生命周期和创新能 力 的水平 ，对于研发模式 ，解决起来 并非 没有药方 。
直接 引 进 技术价格无法承

我们涉及 了三个答 案 ， 分别 为 自 主 研发 、联合研 发 、 购受 ，靠 自 己 的科技人员攻关 ， 时间 和效率上可能难 以攻

买专利 ，通过对 问卷的统计 ， 有 ８ 个 企业是 自 主研 发
、
克 。 对于企业 ， 要解决人才问 题 ， 不能仅仅着 眼于企业

有 ７ 个企业是联合研发 ，有 ３ 个企业是购买专利 ；联合内 部 ， 而是要先走 出 围墙 ， 充分利用 平台机制 ， 多渠道 、

研发的合作对象多为 高 校和科研 院所 ， 与 企业联合研多方法地 利 用人 才 。 有 的 是合 作 ， 有 的 可 能 是委 托

发 的仅有 １ 个
。 通过分析发现 ， 西藏科技型 中 小企业开发 。

的创新产 品研发模式是 比较单
一

的 ， 联合研发模式 中从下 图 中也可窥知 ，有的资 金较足 、 人才较多的 企

主要借助 于科研院所或高校 的技术引 进或聘请兼职人业并没有太多的专利 ，或是对研发 团 队 的 支持力 度不

才 给予技 术支撑 ，而鲜有通过企业间 的联合 ，形成技术够 。 从而说明增强企业的 自 主创新能力 ， 资金 、人才都

创新的共生状态 。 今后 ，应该发挥平 台 的积极作用 ， 以重要 ，但观念更重要 。 如 果企业没 有成 为 创新 主体 的

平台 介 ， 增进 了 解 ， 优势互 补 ， 加 强合作 。 （ 见图 ２ ３ ，愿望 ， 自 身没有舍我其谁 的勇气 ， 企业 自 主创新局面就

２ ４ ）难 以改观 。 事实上 ， 凡是优秀 的企业 ，都是 自 主创新意

．． ａｔａｉ
ｔ

， ！
－？＊＊＊－ ｊ．ｂ ±ｗｓ． ｜

＿识强 、想尽办法提升创新能力 的企业 。
（见 图 ２ ５ ，

２ ６）

：

丨 ＇

图 ２３ 创新产 品的 研发 模式
——



＝
： ！

产 糾 开Ｓ的合补 ｆｔＫ ｆｌｔ ＊！ １

１

Ｉ
Ｉ ！

｜ ｜Ｌ—
Ｉ

图 ２ ５ 企业拥有 专 利 情况

３ ．
作－

：

丨

创 新意识和能 力可 以从专利 数Ｍ得到佐证 。 被 调

查 的 １ ８ 个企业 中 ，有 ７ 个 企业拥有专利 ， 企业专 利数ＬｇＬ
＾

＼
＾＊



最多的达 ２６ 个 ， 其次为 １ ２ 个 ，余下 的均为 １ 到 ２ 个
。

从而也可 以反映出 我 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生产产品技术图 ２ ６ 多 指标相 关分析 ２

含量 低 ，产品 的附加值低 ，导致其只 能处 于经济链条 中
３

．
ｎ 聘请的技术专 家及级别

的末端
。

（见 图 ２ ５ ）通过调 查发现聘请的专 家数一般 为 １ 到 ５ 个 ， 也

就企业 自 身而言 ， 制约成为 自 主创新主体 的两大 有个别 企业聘请的 专家数较 多 ， 为 １ 〇 个 。 有 １ ４ 企业

软肋－是资金 ，三是
聘请 的专家属于其他省 市的 ， 有 ２ 个企业聘请的 为 国

资金是企個新的 －大麵 ， 特别 是軒实 力 比
家层麵 ， 有 ２ 个企业聘请齡 自 治 区层麵 ，还有一

较弱小 的企业 。 不得不承认 ， 企？金量大 ，投人于创ｔ 企业聘＿专家既有 国家层面的 ， 亦有 自 治 区 级层

新产品资金的能 力也大 。 但是从下 图我们 也可看 出 ，

目 的
二
由 于西藏 自 治 匕本身 人才结 构 欠合理 ’ 缺乏 局

有不少经酿力并不觀 的企业 ，在 自 主鑛上鎌
级腦柳祕技人才 ， 能从 区外聘请技 术专

得 了 不错 的成绩 ， 虽然其绝对量小 ，但把有 ｜

５艮 的资金ｆｔ
家 ，这对企业技术 创新 提尚 广 难度 和成本 ， 在平 合 机制

中 于某－点 ， 寻求点上 突破 ，并非－点优势都没有 。 目
絲 中 应 把这 一 因 素 作 为 重点 考量 的 对象 。 （ 见 图

２ ７２ ８ ）

此 ，资金对于企业 自 主创新很重要 ， 但是 如何 使用更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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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 駑产＊的 膽利
—？ ｍｋ产ａ ｇａ翬 域内

ａｏｔｍ ｕＡ Ｂ

￣ ＇

３
．

１ ４ 企业 产 品及创 新产 品 的 销售 区域
ｆｉ 分 Ａ ＿ 位 １

ｒ
 ？

（
： 、

＂  

二
一

７＾
ｊ

：从调查结果来看 ， 多数企业 的产 品及创新产 品 的

＝１

＾
＝

＾
：

〒
二销售 区域完全重合 ， 只有 两 个企业 的创新产 品销 售 区

域略 窄于企业产 品 ，原 因是这两个企业 的原产 品销 售

面较宽 。 被调 查企业的产 品及新产品销 售 区－般集 中

图 ２ ７ 聘请 的技 术 专家数量在全 国 ， 有 １ 个企业 的产品 及新产品 的销 售 区仅 限定

■
厂
一

、

．

１在西 ３？ ． 另 有一个企业的产 品 销售 区为西藏及德 国 ，新

ｉ 

＇

ｉ
ＢＯＨＵＢｔ 品簡ｋ仅为＿。 西■＿中小企业主要是经

ｓ Ｊｆ

＇

ｆ ｉＨ
 ＂

ｉ ｌｌ ｕｌ冑特色 资縣冑麟 ｆｅ獅产‘細 产＠讲求绿色 、

ｇ

ｊ

－

１ １ １

－
ｉ ｓ ＾ ｓ＾ ｓ

＊

安全的当下 ， 这两类产品应该会有很好的市场 ，今后应
Ｓ Ｍ Ｂ

大 力借助平 台拓展销 路 ， 走 出 西藏 ， 走 向 世界 。
（见图

图 ２８ 聘 请的 技 术专 家 层 面
３ ０ ）

３
．
１ ２ 是 否加入企业联盟及作用

“

企业联盟是指企业个体与个体间在策 略 目标的考虑２ ，

「
Ｉ

．

，
—――

下结成盟友 ， 主地进行互补性资源交换 ，各 白 达成 目标产心己亍
－

ｒ

品阶段性的 目标 ，最后获得长期的市场竞争优势 ，并形成－。

丨ｕｍｉｍＢｉｎｉｗ
丨＿ ｊ

个持续而正式的关系 。

”

在企业各 自为战的时期 ，企业想要

提高 自身的竞争能力 ， 只能通过不断 内部挖掘来实现 ，而内
图 ３ ０严 卩 卩 、新严 卩 卩 销 售 区域

部资源是有限的 ，企业竞争能力 的提高速度 因此被限定在３ ． １ ５ 是否 需 要把创 新产 品转化为 平台
ｄｂｌｉ 自

成果转化平 台是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活 动 的 物质条件 ，

＿竞争与ｎ１
：相 比发ｈｇ大的 变化 ’ 企业可以 通

在科技创新和 区域经济发展 中 具有 至关重要 的作用 。

略联盟转化在某些经营资源方面的 劣势 ，竞争优雜更￥ １ ８ 个被赚企业均表示需要把创新产品转化为平 台 ，

地依赖于对投人要素的合理
＾
用 ？ 而 资源利解的提咼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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