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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不断发展，创新网络及其结构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内容。在

创新网络中分布着大量的非核心企业和少数核心企业，非核心企业受控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核心企业，为核心

企业提供代工或配套加工服务。在创新网络中虽然核心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如果没有非核心企业对

核心企业的配合，即创新网络中缺乏创新支撑的非核心企业，没有异质化的资源禀赋和独特的连续优势，核

心企业则难以顺利发展。因此，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整合外部创新资源，确保创新网络成功的关键。
因此，本文基于新常态大背景，对创新网络中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进行

研究，对使非核心企业发展成为核心企业、促进非核心企业转型、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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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基础

( 一) 创新网络的概念

创新理 论 是 其 创 始 人 熊 彼 特 最 早 在 1912 年 的

《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1］。最早提出创新网

络概念的学者是 ImaiK＆BabaY ( 1989 ) ，定义创新网

络是应付系统性创新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创新网络

中连 接 企 业 间 的 机 制 是 创 新 合 作 关 系［2］。而 后，

Galindo 等 ( 2013) 认为三个因素 GDP、创新和创业

对企业家精神具有积极影响作用［3］。Kalanit Efrat 等

( 2014) 认为文化创新在某一时间段内，间接或直接

影响创 新，并 且 大 多 数 文 化 对 创 新 的 影 响 周 期 持

久［4］。Antonelli ( 2013) 认为经济全球化带动产品和

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劳动力丰富的国家进入国际市场

对发达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不同劳动力的引入，导

致不同技能的引入，从而使技术发生变革［5］。Mahr-
oum ( 2013) 研究了“采用创新”的概念，认为采用

创新式创新体系的效率和有效性需通过访问、锚定、
扩散、创建和开发创新几个环节进行［6］。Erkko Autio
等 ( 2014) 分析了企业家创新和 环 境 的 研 究 框 架，

在此模型下，比较分析了创新网络、企业家精神和企

业家创新的属性［7］。

我国关于创新网络的研究最早始于产学研创新，

产学研创新理论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朱桂龙、
彭有福 ( 2003) 界定了创新网络的概念，认为创新

网络是由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自主协商组成的

从事研究开发、生产营销、咨询服务等活动的联合机

构［8］。万幼清、邓明然 ( 2007 ) 认为通过创新可以

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学习能力，扩展各方的知识基

础，有助于企业的持续创新，最终促进各方核心能力

的形成和发展［9］。李伟、董玉鹏 ( 2014 ) 提出创新

的合作机制是在国家、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和

企业之间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基础上的效益产生的，

具有 风 险 共 担、利 益 共 享 的 特 征［10］。仲 伟 俊 等

( 2009) 认为衡量创新网络水平的指标不能用科技成

果转化率，创新网络合作水平应由基于成果的合作向

注重能力的合作转变，加快提升创新网络技术创新水

平的关键是要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力［11］。
洪银兴 ( 2014 ) 认为创新的环节主要在科学发现或

创新的知识孵化为新技术的环节，在研发新技术过程

中，企业家和科学家交互作用，体现知识创新和技术

创新，大学作为创新中心同企业共建创新平台，政府

在其中起着引导和集成作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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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随着创新网络理论的发展，无论是技术创

新理论研究，还是制度创新理论研究，都越来越重视

创新，创新网络是产学研合作的高级形式［13］，创新

网络是以企业为核心形成的与其它各利益相关主体

( 政府、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其

它企业等) 在交互式的作用当中建立的相对稳定的、
能够激 发 或 促 进 创 新 的、正 式 或 非 正 式 的 关 系 总

和［14］，是将各个创新主体要素进行系统优化合作创

新的过程［15］，创新网络发展可以促进系统内人、财、
物、信息等各种要素的相互补偿、优化配置和高效整

合［16］。
( 二) 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1. 创新网络中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分类。企业作

为经济发展的主体，科技进步、宏观经济结构的转型

离不开企业的创新活动。由于在创新网络中，分别包

含企业、大学与科研院所、政府、中介机构等主体;

非核心企业在创新网络中又具有规模相对较小、创新

能力弱、组织架构单一等特点。因此，本研究认为核

心企业与非核心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主要包含以下 3
个方面，即创新基础能力、创新投入能力、创新产出

能力 ( 如图 1 所示) 。

图 1 创新网络中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分类

2. 创新网络中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成长趋势。发

展中国家企业创新能力成长的基本轨迹是从仿制能力

到创造性模仿能力，再到自主创新能力［17］。成功的

企业即核心企业，创新能力成长取决于关键因素与决

定性因素，其中，决定性因素是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的可获得量，该因素也决定着企业的创新模式选

择，关键因素是创新能力与创新模式的匹配关系［18］。
但是，在创新网络中，与核心企业相对应的是非核心

企业，非核心企业生产要素素质和技术创新能力相比

核心企业水平较低，因此，非核心企业的技术创新能

力提升则需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通常非核心企业采取

合作创新方式增强核心竞争力; 当非核心企业生产要

素素质得到一定提升时，企业创新能力和外部创新环

境均发生改变，导致非核心企业此时需要转变技术创

新方式，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19］。而后

非核心企业创新能力会发展到创新阶段，此时，非核

心企业创新能力是在自身研发的基础上，与创新网络

中的核心企业有机配合实现的共同技术创新能力。创

新网络中的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包括两方面: 自

身的研发能力和配合其他企业的能力。根据比较优势

原理，创新网络中的企业都有自己的研发领域，非核

心企业亦不例外，非核心企业可以通过获得其他企业

帮助提高技术创新能力［20］。因此，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成长主要经历 4 个阶段，即仿制、创造性模仿、自

主创新和协同创新，在技术创新能力成长过程中，创

新能力构成要素持续积累、支撑着创新能力阶梯平台

的螺旋演进上升［21］。

图 2 创新网络中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螺旋式成长趋势

3. 创新网络中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演化。
在创新网络演化过程中，非核心企业创新行为主要经

历 3 个阶段，即适应式创新、逆向式创新与集群式创

新。在第一阶段适应式创新阶段核心企业占据创新网

络的主导地位，非核心企业处于从属地位，此时非核

心企业主要适应、跟随核心企业的技术方向，努力嵌

入创新网络中，扩大生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进入创新网络后，非核心企业逐步发展为第二阶段逆

向式创新，在此阶段非核心企业仍然处于网络从属地

位，技术能力得到一定提高，不仅能够适应核心企业

引导的技术水平要求，还具备自主创新能力，逐渐融

合到创新网络中，产生范围经济效益; 最后，非核心

企业发展到第三阶段集群式创新，在此时期，非核心

企业已经开始支配整个创新网络，在网络中具有主导

地位，拥有强大的技术能力，支配创新网络中其他企

业发展方向，此时的非核心企业已经替代了网络中原

有的核心企业，自身发展成为核心企业，创新网络中

原来的核心企业被取代后，继续融合在网络中作为非

核心企业继续发展或脱离网络遭到淘汰，此时产生网

络经济效益，具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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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创新网络中非核心企业技术能力成长趋势与特征

发展阶段 特征 非核心企业 核心企业

第一阶段

适应式创新

技术水平 弱 强

知识吸收 强 强

自主研发 弱 强

知识专有性 弱 强

发展方式 嵌入网络 支配网络

经济效应 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

第二阶段

逆向式创新

技术水平 较弱 强

知识吸收 较强 较强

自主研发 较弱 较强

知识专有性 较弱 较强

发展方式 融合网络 支配网络

经济效应 范围经济 范围经济

第三阶段

集群式创新

技术水平 强 弱

知识吸收 强 强

自主研发 强 弱

知识专有性 强 弱

发展方式 支配网络 融合 /脱离网络

经济效应 网络经济 不确定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二、创新网络中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机

理

作为创新网络中的非核心企业若想实现追赶战略

需要以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为基础，而其技术创新能力

的生成和提升需要基于技术链和产业链的发展; 自主

研发活动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非核心企

业需要在技术引进的同时构架有效的自主研发保障体

系，通过 开 展 自 主 研 发 活 动 迅 速 提 升 技 术 创 新 能

力［22］。洪勇、苏敬勤 ( 2009 ) 研究表明，政策支持

和产业对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起到正向影响

作用，市场压力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起到呈负向影响

作用; 外部技术转移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起到负向影

响作用，并且，作用效果显著; 外部创新环境对非核

心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影响作用不明显［23］。刘炜、马

文聪、樊霞 ( 2012) 认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和

创新产品竞争力提升可以通过产学研合作，充分发挥

企业所在创新网络中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作用，加快

科技成果转化［24］。李慧巍 ( 2013 ) 通过问卷调查，

分别研究了创新网络中企业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与网

络整体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从创新产品升级和流程升

级方面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学习能力与网络竞争力

之间的关系，认为技术创新能力起到中介作用［25］。

图 3 创新网络中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因素

同时，创新网络中的非核心企业创新能力通过其

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对技术创新能力产生影响; 各要

素均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组织与管理要

素、设备要素和信息要素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非显著

影响，主要是通过人员要素实现的［26］。非核心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在开放式创新模式和创新绩效之间起中

介作用，开放式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促

进作用，并直接和间接通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正向影

响创新绩效［27］。通过以上文献梳理，本研究认为创

新网络中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因素主要集中

于以下 5 个方面，即技术水平、知识吸收、研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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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知识专有性和网络环境等因素 ( 如图 3 － 2 所

示) 。
三、模型构建

通过以上有关创新网络中非核心企业与核心企业

相关理论研究、文献梳理，本研究将通过对创新网络

中影响非核心企业技术能力成长的五因素即技术水

平、知识吸收、研发模式、知识专有性与网络环境进

行系统研究，分析五大影响因素中不同变量对非核心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正向与负向影响，从而促进非核

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同时，非核心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成长的趋势遵循从仿制、创造性模仿、自主创

新到协同创新的过程，经历三个成长阶段即适应式创

新、逆向式创新与集群式创新，其中，在第一阶段适

应式创新中，非核心企业处于创新网络的下游，受核

心企业控制，主要依靠知识吸收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处于仿制阶段; 在第二阶段

逆向式创新中，非核心企业逐步发展到创新网络的中

游，核心企业控制力变小，开始进行创新活动，自主

研发能力有所提高，此时技术创新能力处于创造性模

仿阶段; 到第三阶段集群式创新时，非核心企业已经

发展到创新网络的上游，已摆脱核心企业的控制，技

术创新、知识吸收与自主研发能力达到同行业极高水

平，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在此阶段

创新网络中非核心企业已经逐步发展成为核心企业。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创造性构建了创新网络中

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成长模型，具体如图 4 所

示。

图 4 创新网络中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成长模型

四、实证分析

( 一) 指标体系构建

由于创新网络中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类型、
选择指标的原则与要求、评价目的、影响因素等存在

差异，会形成不同的指标分类体系。考虑到目前还没

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评价指标体系，因此，本研究根

据上文关于创新网络中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

因素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参考其他学者对技术创新能

力评价指标筛选的方法［28］，同时根据 《沈阳经济发

展状况大调研 ( 高新技术产业) 调查问卷》中可获

得的数据，在借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

基础上，本文设计并提出 “5 要素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共选取 5 个一级指标即 X1 技术水平、X2 知识吸

收、X3研发模式、X4 知识专有性与 X5 网络环境; 17
个二级指标即 q1研发经费增长率、q2高技术产品增长

率、q3优势产品技术水平、q4 研发人员所占比例、q5

拥有领军型技术人员、q6引进国内外专家人数、q7 是

否设立研发机构、q8开发水平、q9来源水平、q10 有效

专利总数、q11 专利水平、q12 行业以上标准总数、q13

标准水平、q14财政支持、q15优惠政策、q16 经营环境、
q17创新环境 ( 具体如表 2 所示) 。

表 2 创新网络中非核心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X1技术水平

q1 研发经费增长率

q2 高技术产品增长率

q3 优势产品技术水平

X2知识吸收

q4 研发人员所占比例

q5 拥有领军型技术人员

q6 引进国内外专家人数

q7 是否设立研发机构

X3研发模式
q8 开发水平

q9 技术来源

X4知识专有性

q10 有效专利数

q11 专利水平

q12 行业以上标准数

q13 标准水平

X5网络环境

q14 财政支持

q15 优惠政策

q16 经营环境

q17 创新环境

( 二) 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水平分析

因子分析是一种体现 “降维”思想的多元统计

分析方法。大多数研究鲜有只取一个解释变量来解释

某一问题，因为，一个变量所提供的信息量是有限

的，因此，多数研究采用选取多变量解释的方法，变

量越多，信息量越大，使研究更加充分，但是与此同

时，变异性也越大。根据因子得分函数模型，可以计

算出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综合值及排序，其

中，综合因子 F 1 的非核心企业有 22 家，占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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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因子 0 ＜ F ＜ 1 的非核心企业有 612 家，占

比约 45% ，综合因子 F ＜ 0 的非核心企业有 734 家，

占比约 54% ( 如表 4 所示) ，表明目前沈阳高技术产

业中非 核 心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综 合 水 平 较 低，约

98% 的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均须大幅度提高。
并且，通过对不同技术创新能力水平下的各因子

得分均值分析可知，在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处于

不同阶段时，各影响因子对其影响程度有所差异，通

过表 3 显示可知，随着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研发模

式、知识专有性、知识吸收、技术水平、经营环境因

子得分呈现下降趋势; 财政政策、创新环境因子呈现

上升趋势。表明，当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到

较高水平时，对其影响程度较大的因子是财政政策与

创新环境; 当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到较低水

平时，对其影响程度较大的因子是技术水平和经营环

境。
表 3 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综合因子得分

企业数量 ( 个) 综合因子 F 占比

22 F 1 1. 6%

612 0 "F ＜ 1 44. 7%

734 F ＜ 0 53. 7%

表 4 不同技术创新能力水平下的各因子得分均值情况

因子 1
研发模式

因子 2
知识专有性

因子 3
知识吸收

因子 4
财政政策

因子 5
技术水平

因子 6
经营环境

因子 7
创新环境

综合因子 F

－ 0. 0419 － 0. 1227 － 0. 5325 0. 1963 0. 0227 0. 1479 4. 2656 F 1

0. 0329 0. 0217 0. 1306 0. 1055 0. 3880 0. 3969 0. 2224 0 "F ＜ 1

0. 0327 0. 0473 0. 2134 0. 0895 0. 5098 0. 4942 － 0. 6119 F ＜ 0

( 三) 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沈阳经济发展状

况大调研 ( 高新技术产业) 调查问卷》，收集到的部

分数据为有序分类数据，由简单的线性回归得到的结

果不充分，而用逻辑回归分析会损失有序与分类数据

的相关信息。因此，本文采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对

研究样本的五大影响因素及其各个指标反复迭代以找

到最佳方程式［29］。因此，采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非

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同水平下，各影响因素指标

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分别对非核心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综合因子 F 1、0 F ＜ 1、F ＜ 0 中影响因

素指标进行最优尺度回归分析。
表 5 非核心企业不同技术创新能力水平影响因素系数

影响因素
系数

F 1 0  F ＜ 1 F ＜ 0

技术水平 0. 1698 0. 0248 0. 0159

知识吸收 0. 1406 0. 0532 0. 0144

研发模式 0. 2115 0. 0372 0. 0085

知识专有性 － 0. 0300 0. 0350 － 0. 1095

网络环境 0. 2398 0. 1124 0. 0763

通过对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分析可

知，当技术创新能力水平较高时，技术水平、知识吸

收、研发模式网络环境均对其正向影响，其中网络环

境影响程度最大，知识专有性对其负向影响; 在技术

创新能力处于中间水平时，所有因素均对其正向影

响，但是影响系数普遍小于技术创新能力较高水平

时，可知，此阶段的非核心企业中促进技术创新能力

提高的各种因素均不完善或不具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的条件; 在技术创新能力处于最低水平时，各影响因

素系数相比其他两个阶段，数值非常小，表明，此阶

段的非核心企业几乎无进行技术创新能力的条件或设

施。总之，随着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各

因素对其影响程度随之增强 ( 如表 5 所示) 。
( 四) 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成长趋势分析

通过对 1368 家创新网络中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水平的分析可知，目前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整体处于中低水平。但是 1368 家非核心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处于哪个阶段仍需进一步

探讨。因此，本研究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进一步对

创新网络中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分析。假设

处于技术创新能力综合值相对较高的前 684 家非核心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处于高水平 ( Y = 1) ，剩余 684 家

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相对处于低水平 ( Y = 0) ，

利用 1368 家非核心企业样本数据的 7 个关键因子中

包含的 17 个影响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指

标，拟合 Logistic 回归模型。
1. 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成长趋势分析

数据显示，1368 家非核心企业中，615 家非核心

企业未来技术创新能力将成长，占总样本的 45% ，

753 家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将不会成长，占总样

本的 55%。表明沈阳高技术产业中的近半数非核心

企业未来技术创新能力将会提高，处于第 2 阶段即逆

向式创新阶段，发展趋势良好，615 家非核心企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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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能力将发展到第 3 阶段即集群式创新，有发展

成为核心企业的可能。
表 6 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预测值 P 分布情况

数量 ( 个) 占比 ( % ) 成长阶段

P ＞ 0. 5 615 45 逆向式创新

P ＜ 0. 5 753 55 适应式创新

2. 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成长分布分析

“技术创新能力成长”组的非核心企业中有 205
家企业是高技术企业，占比 33% ，非高技术企业 410
家，占比 67% ; 328 家具有高技术产品，占比 53% ，

287 家无高技术产品，占比 47% ; 规模以上企业有

468 家，占比 76% ，规 模 以 下 企 业 有 147 家，占 比

24%。通过数据显示可知，规模以上生产高技术产品

的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成长的可能性更大。“技

术创新能力未成长”组中规模以上企业有 657 家占比

87% ; 而高技术企业为 45 家，占比 6% ; 有高技术

产品企业 206 家，占比 27%。表明大型生产性企业

即便规模很大，无高技术产品研发能力，只能为核心

企业提供代工或生产服务，很难发展成为核心企业

( 如表 7，表 8 所示) 。

表 7 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基本分布情况

高技术企业 非高技术企业 有高技术产品 无高技术产品 规模以上 规模以下

P ＞ 0. 5 205 410 328 287 468 147

P ＜ 0. 5 45 708 206 547 657 96

表 8 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基本分布情况

高技术企业 非高技术企业 有高技术产品 无高技术产品 规模以上 规模以下

P ＞ 0. 5 33% 67% 53% 47% 76% 24%

P ＜ 0. 5 6% 94% 27% 73% 87% 13%

“技术创新能力成长”组的非核心企业中国有企业有 19 家，占比 3% ; 私营企业有 410 家，占比 73% ;

外商投资企业有 67 家，占比 12%。“技术创新能力未成长”组中国有企业有 13 家，占比 2% ; 私营企业有

580 家，占比 80% ; 外商投资企业有 60 家，占比 8%。表明目前沈阳高技术产业中，有过半国有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将成长，集体企业仍属于生产型企业，而大量的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未来将快速成

长 ( 如表 9、表 10 所示) 。
表 9 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按经济类型分布情况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企业属于其他

P ＞ 0. 5 19 2 410 23 67 44

P ＜ 0. 5 13 7 580 28 60 36

表 10 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按经济类型分布情况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企业属于其他 合计

P ＞ 0. 5 3% 0% 73% 4% 12% 8% 100%

P ＜ 0. 5 2% 1% 80% 4% 8% 5% 100%

“技术创新能力成长”组的非核心企业中先进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技术其他领域 3 大产业占比较

高，而“技术创新能力未成长”组中主要是技术其他领域的企业。表明目前沈阳高技术产业中的非核心企业

仍以先进装备制造业、新材料、技术其他领域为主要产业，其他高技术产业仍处于低级阶段 ( 如表 11、表 12
所示) 。

表 11 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按产业分布情况

先进装备

制造业

节能环

保产业

新能源

产业

汽车

产业

航空

航天

电子

信息

现代

农业

医药

制造业

新材料

产业

高技术

服务业

技术领

域其他

P ＞ 0. 5 148 37 32 36 8 51 27 25 70 27 206

P ＜ 0. 5 84 38 17 34 7 28 33 13 30 10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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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按产业分布情况

先进装备

制造业

节能环

保产业

新能源

产业

汽车

产业

航空

航天

电子

信息

现代

农业

医药

制造业

新材料

产业

高技术

服务业

技术领

域其他
合计

P ＞ 0. 5 22% 6% 5% 5% 1% 8% 4% 4% 10% 4% 31% 100%

P ＜ 0. 5 11% 5% 2% 4% 1% 4% 4% 2% 4% 1% 62% 100%

3. 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成长阶段分析

预测值 P ＞ 0. 5 的非核心企业定义为逆向式成长

阶段，在该阶段的企业有 615 家。其中，符合是高技

术企业、有高技术产品、规模以上的企业共 128 家，

这 128 家非核心企业处于逆向式创新阶段的前半段，

其中，国有企业占比 1% ，私营企业占比 65% ，港澳

台商投资占 6% ，外商投资占 13% ，其他占 15% ，私

营企业占比最大。换言之，这 128 家非核心企业未来

将最快进入第 3 阶段即集群式创新，发展成为核心企

业 ( 如表 13、表 14 所示) 。

表 13 逆向式成长阶段按经济类型分布

条件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企业属于其他

优

高技术企业

有高技术产品

规模以上

1 0 83 8 17 19

良 其他 18 2 327 15 50 25

表 14 逆向式成长阶段按经济类型分布

条件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企业属于其他 合计

优

高技术企业

有高技术产品

规模以上

1% 0% 65% 6% 13% 15% 100%

良 其他 4. 1% 0. 5% 74. 8% 3. 4% 11. 4% 5. 7% 100%

另外，在逆向创新阶段的前半段中，企业主要分布在先进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数据表明沈阳先

进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中非核心企业未来技术创新能力将快速发展，进入第 3 阶段即集群式创新 ( 如

表 15、表 16 所示) 。

表 15 逆向式成长阶段按产业分布情况

条件

先进装

备制

造业

节能

环保

产业

新能源

产业

汽车

产业

航空

航天

电子

信息

现代

农业

医药

制造业

新材料

产业

高技

术服

务业

技术

领域

其他

优

高技术企业

有高技术产品

规模以上

58 11 10 8 1 19 1 15 25 7 16

良 其他 90 26 22 28 7 32 26 10 45 20 190

表 16 逆向式成长阶段按产业分布情况

条件

先进装

备制

造业

节能

环保

产业

新能源

产业

汽车

产业

航空

航天

电子

信息

现代

农业

医药

制造业

新材料

产业

高技

术服

务业

技术

领域

其他

合计

优

高技术企业

有高技术产品

规模以上

34% 6% 6% 5% 1% 11% 1% 9% 15% 4% 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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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其他 18. 1% 5. 2% 4. 4% 5. 6% 1. 4% 6. 5% 5. 2% 2. 0% 9. 1% 4. 0% 38. 3% 100%

预测值 P ＜ 0. 5 的非核心企业定义为适应式成长阶段，在该阶段的企业有 753 家。其中，符合是高技术企

业、有高技术产品、规模以上的企业共 8 家，这 8 家非核心企业处于适应式创新阶段的前半段，其中，国有

企业占比 13% ，私营企业占比 75% ，其他占 13% ，私营企业仍然占比最大。换言之，这 8 家非核心企业未来

将最快进入第 2 阶段即逆向创新 ( 如表 17、表 18 所示) 。
表 17 适应式成长阶段按经济类型分布

条件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企业属于其他

优

高技术企业

1 有高技术产品

规模以上

1 0 6 0 0 1

良 其他 12 7 574 28 60 35

表 18 适应式成长阶段按经济类型分布

条件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企业属于其他 合计

优

高技术企业

有高技术产品

规模以上

13% 0% 75% 0% 0% 13% 100%

良 其他 2% 1% 80% 4% 8% 5% 100%

另外，在适应式创新阶段的前半段中，企业主要分布在 3 大产业中，分别为先进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

产业和医药制造业。通过对逆向式创新和适应式创新阶段的非核心企业分析表明，未来沈阳先进装备制造业

和电子信息产业中的非核心企业技术能力将成长，这两大产业中的非核心企业最具发展潜力，即最有可能发

展成为核心企业 ( 如表 19、表 20 所示) 。
表 19 适应成长阶段按产业分布情况

条件

先进装

备制

造业

节能

环保

产业

新能源

产业

汽车

产业

航空

航天

电子

信息

现代

农业

医药

制造业

新材料

产业

高技

术服

务业

技术

领域

其他

优

高技术企业

有高技术产品

规模以上

2 0 0 0 0 2 1 2 1 0 2

良 其他 82 38 17 34 7 26 32 11 29 10 479

表 20 适应成长阶段按产业分布情况

条件

先进装

备制

造业

节能

环保

产业

新能源

产业

汽车

产业

航空

航天

电子

信息

现代

农业

医药

制造业

新材料

产业

高技

术服

务业

技术

领域

其他

合计

优

高技术企业

有高技术产品

规模以上

20% 0% 0% 0% 0% 20% 10% 20% 10% 0% 20% 100%

良 其他 11% 5% 2% 4% 1% 3% 4% 1% 4% 1% 63% 100%

五、研究结论

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了一个非核心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包括技

术水平、知识吸收、研发模式、企业控制力和政策环

境。根据这些指标是否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我们对沈

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网络中的非核心企业进行了识

16



别，并结合问卷调查，分析了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行

为的一般特点。调查发现，尽管非核心企业在技术创

新能力的各个指标上，均与核心企业存在很大差距，

但是非核心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国外专利申请、国际行

业标准制定等方式，塑造其内生的技术能力，这将为

沈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网络的升级和竞争力的提升

创造条件。具体是: 在优势产品的技术水平上，非核

心企 业 “国 内 领 先”和 “国 内 先 进”合 计 高 达

87% ，远高于核心企业的 70% ，这意味着，在非核

心企业所在行业内，其优势产品竞争力借助于较高的

技术水平，有可能实现技术的升级。在专利和标准两

个重要指标方面，非核心企业的 “国际化”路线比

较明显。
进一步深化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演化机理方

面的探索，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以往研究关

注的重点是核心企业，认为核心企业是产业创新网络

中的主导力量，但是，无论从产品价值链、企业价值

链、产业价值链，还是创新价值链看，非核心企业的

参与不仅是各种价值链完整性、产业上下游协调性的

内在要求，也是核心企业主导的产业创新网络生成、
发展和有持续竞争力的关键。核心企业与非核心企业

在产业创新网络中位置的变化或主导权更迭，一方面

表现为非核心企业成长为核心企业的过程，另一方面

也可以体现为原有核心企业逐渐被某些有潜力的非核

心企业替代的过程，这种企业位置的变化，诱导和推

动着产业转型升级。因此，通过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

论:

( 一) 影响创新网络中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有五大因素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创新网络、核心企业与非核心

企业研究的相关文献梳理，同时根据 《沈阳经济发

展状况大调研 ( 高新技术产业) 调查问卷》中核心

企业与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可获得数据，本文提

出影响创新网络中的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 5 大

因素，即技术水平、知识吸收、研发模式、知识专有

性与网络环境。这 5 个因素对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的影响有正、负两个方面，同时，在非核心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水平不同阶段，各影响因素对其影响程度

也存在差异，通过数据分析显示，随着非核心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影响因素对其影响系数随着增

大。因此，加强非核心企业技术水平、知识吸收、研

发模式、知识专有性与网络环境 5 个方面的建设，才

能够有效提高创新网络中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使非核心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位置从边缘向核心发

展，即从非核心企业发展成为核心企业。
( 二) 创新网络中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整体

处于中低级水平

通过对 《沈阳经济发展状况大调研 ( 高新技术

产业) 调查问卷》中的 1368 家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进行主成分分析可知，技术创新能力处于较高阶

段的非核心企业仅有 22 家，占比 2% ; 技术创新能

力处于中间阶段的非核心企业有 612 家，占比 45% ;

技术创新能力处于低级阶段的非核心企业有 734 家，

占比 54%。创新网络中的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整体处于中低级水平，仅有 2% 的非核心企业技术创

新水平相对较高，换言之，1368 家非核心企业中仅

有 22 家未来具有发展成为核心企业的可能，98% 的

非核心企业若不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仍将长期为核

心企业提供配套或代工服务，受控于创新网络中的核

心企业。
( 三) 创新网络中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成长

趋势良好

通过对 《沈阳经济发展状况大调研 ( 高新技术

产业) 调查问卷》中的 1379 家高新技术企业调查数

据分析可知，高技术企业主要分为核心企业与非核心

企业两大类，其中核心企业仅有 11 家，其余 1368 家

企业均属于非核心企业，因此，对于非核心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研

究表明，在创新网络中存在大量的非核心企业，非核

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远远低于核心企业，非核心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成长分为 3 个阶段: 适应式创新、逆向

式创新、集群式创新。目前，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主要处于适应式与逆向式创新阶段，同时，还将适

应式创新和逆向式创新阶段分别分为优、良两种情

况，在逆向式创新前半段的非核心企业主要为私营企

业，分布在先进装备制造业、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

业中，这些非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成长的下一阶段

即为集群式创新，换言之，即将发展成为核心企业。
在适应式创新阶段前半段的非核心企业也主要为私营

企业，分布在先进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现代

农业、新材料产业中，可见沈阳先进装备制造业的非

核心企业未来技术创新能力将快速成长，具有发展成

为核心企业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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