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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区 326 家中小企业的数据分析，发现: 贫困地区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意

愿强烈，但受信息、资本、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制约创新能力不足; 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主要是

生产导向，市场营销、现代企业管理等环节创新重视不足; 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在创新发展中过分倚重于

政府的支持，创新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在此基础上，提出应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培育贫困地区中小

企业创新发展中的市场理念和注重贫困地区产业融合发展等三点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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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Qinba continuous destitute areas 326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urvey research，we found the willing-
nes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poor areas is strong，but its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bility is poor which restricted by
modern production factors such as information，capital and technology. It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mainly production oriented，

but they don't have insufficient attention on the marketing，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other aspects. The poverty-stricken area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novation development rely heavily on the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and their area's innovative
public service system is not perfect. On this basis，we put forward three proposals: further strengthening policy support，cultivating the
poverty-stricken area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market concept and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poor areas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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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综述
金融危机以来，国家着力推进中小企业发展，

对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研究也就成为学术界研究

的一个热点。对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研究可归纳

为四个方面:

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绩效。熊彼特认为创新

可以使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容易获得 “垄断租”，创

新是中小企业获得良好绩效的重要保证。国内学

者对中小企业通过创新发展获得的绩效进行了大

量的定性研究，如魏峰、江永红［1］对安徽省 18 个

行业的中小企业数据的实证发现，中小企业的地

区和行业技术创新效率均值超过大型企业。陈艳、
范炳全［2］对温州市 300 家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发

现，开放式创新对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正向

影响，要鼓励中小企业的开放式创新。陈寿雨［3］

对浙江 203 家中小纺织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产品

创新、工艺创新、营销创新和组织创新等对企业

的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有显著影响，各类创新与

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证

实了创新是影响中小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
创新与中小企业发展的关系。在中小企业创

新能力上，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创新是引导中小企

业发展的核心力量，特别是在科技型中小企业中，

这种影响更加显著。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创新是

把中小企业从创业带到成功的关键因素，而对加

拿大 67 家生物技术中小企业的实证发现，企业的

创新行为能显著促进中小企业成长。陈晓红、彭

子晟、韩文强［4］等人以沪深 126 家中小上市公司为

例，认为技术创新的成长战略定位有助于形成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林肇宏、王静、付景涛等［5］基

于重庆市 348 家中小企业的数据分析，发现企业技

术和创新水平对中小企业的成长具有积极影响。
陈丹、张慧丽［6］以深交所中小企业板 37 家上市公

司为例，发现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扩张

能力成显著正相关。创新推动中小企业发展，中

小企业是创新创业的重要载体，两者相辅相成。
政府政策与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关系。中小

企业的创新发展面临着外部性、不确定性、高风

险性，这使得其需要政府的支持。在实证研究中，

黄昱方，陈如意［7］以苏南地区 600 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为例发现，创新创业政策制度是影响企业资源

获取的首要因素。石巧君［8］基于湖南 87 家中小企

业数据分析，发现对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导向与企

业绩效正相关。张艳清［9］研究认为政府规制、政

府政策以及其他政府行为定位是解决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障碍问题的关键途径。这些学者的研究都

把政府政策支持作为引导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关

键，这在 中 国 的 特 殊 国 情 下，具 有 重 要 的 现 实

意义。
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影响因素。创新创业是

新时期中小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不同学者也对

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顾

颖、房路生［10］对陕西 300 多家中小企业的调查研

究发现，技术创新不足是影响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的关键因素。孔凡萍、李海波、李苗苗［11］等以山

东 4 家典型企业的案例研究发现产学研合作是企业

成功进行创新创业的重要途径。谭颖、陈晓红［12］

基于全国 12 个城市近千个中小企业的调查发现，

主观创业环境与客观创业环境正相关，其共同影

响中小企业创新创业。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分

析了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影响因素，刻画了中小

企业创新创业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对政策引

导、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积淀。
上述研究，无论是通过调查数据实证，还是

具体案例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研

究为主，或者直接研究科技型中小企业，对贫困

地区的中小企业研究较少。而实践中，贫困地区

所处的特殊经济社会环境，使得这些研究结论难

以完全与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相对应。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结论基础上，以秦巴山

区连片特困地区的中小企业的实地调查数据，研

究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现状、特征与需

求，对比分析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中小企业创新

发展的异同之处，找寻其内在的差异性，为促进

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快速发展与提高政府引导支持

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提供理论支撑。

2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秦巴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 以下简称片

区) 跨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六

省市的 80 个县市区，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

战主战场中涉及省份最多的片区。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片区内的中小企业面临着资源、交通、环

境、人才、资金、信息等多种要素的制约，产业

链条不完整更是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贫

困地区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既存在着先天不足，

又后天乏力，其面临的问题远比其他地区复杂与

艰巨。
本文基于课题组 2014 年 9—12 月份对秦巴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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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域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研究贫困地区中小

企业创新发展的现状与需求。本次调查采取问卷

调查的方法，调查内容包括企业技术创新相关信

息、企业技术需求情况、产学研合作情况、政策

环境情况以及科技创新和创业服务情况 5 个方面。
在各地政府的配合下，问卷采取随机抽样调

查方式，区域覆盖了片区内河南、湖北、重 庆、
四川、陕西、甘肃六省市的 80 个县 ( 市、区) 的
326 家中小企业，涉及农业、食品加工业、建材、
化工、制药、机械、轻工、冶金等 12 个行业。通

过数据核对与二次调查，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326
份。按照《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调

查企业 2013 年平均销售额为 6114 万元，绝大多数

受访企业为中小企业。从企业性质来看，以私有

企业为主，国有企业为辅。本次调查的样本企业

中，私有企业 287 家，占样本总数的 90. 3% ; 国

有企业 20 家，占 6. 3% ; 集体经营的共有 8 家，

占 2. 5% ; 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的企业有 3 家，占
0. 9%。样本面广，内部差异性大，可以较为全面

反映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3 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发展能
力的实证分析
3. 1 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特质分析

中小企业的创新特质包括创新能力和创新意

愿两个方面。
从创新能力来看，受访的 326 家企业中，有

203 家有专职研究人员，占总数的 62. 2%，这些中

小企业平均每家有研究人员 13. 45 人。但从频率分

布来看，80%以上的企业研究人员小于 19 人，研

发人数超过 50 人的企业仅 7 家，占调查企业的
3%。从研 发 人 员 占 总 员 工 数 比 例 看， 平 均 为
10. 36%。但从频率分布来看，小于 10% 的企业占

到总数的 70%。而超过 20% 的企业仅占到 10%，

而一项对浙江的同类调查，该数据为 40. 4%。除

了部分较大的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外，大多数

中小企业的研发人才不足。高素质的人才也较少，

在 237 家有硕士学历及以上人才的企业中，高学历

人才占企业员工总数的比值不到 3%，有 89 家企

业没有硕士学历及以上的高学历人才。从创新成

果来看，受访企业中，近三年有申请或引进的专

利的企业为 144 家，占受访企业的 44. 1%。平均

为 6. 86 个，中值为 4 个，但超过 12 个专利以上的

企业仅占总企业的 10%。此外，片区内中小企业

的创新投入不足，2013 年企业研发投入 Ｒ＆D 占当

前销售收入之比平均为 2. 1%，但从频率分布来

看，小于 1%的企业占到 82% 以上，小于 2% 的占
90%以上。扣除受访企业中有部分企业正在投资研

发阶段，这个比例将更小。这说明贫困地区中小

企业的创新人才资源相对匮乏，创新成果也较少，

创新投入更低，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不足成为影

响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创新意愿来看，贫困地区的中小企业与其

他地区的中小企业一样，都展现出强烈的创新意

愿。调查数据显示，85. 9%的受访企业在过去三年

内更新或升级过企业的技术。85. 4%的企业未来三

年有引进或改进技术的想法，仅有 3. 1% 的企业完

全不考虑改进技术。而相对于资源贫乏的贫困地

区，中小企业更希望通过创新来提高企业竞争力。
3. 2 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需求特征分析

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需求特征可从三个方

面来分析:

从片区中小企业所需技术的成熟度来看，42%
的企业首选引进产业化技术，21. 5%的企业选择批

量生产技术，仅有 10. 7% 的企业选择引进实验室

技术。可见，贫困地区中小企业最需要的是直接

可以投产、产业化的技术，而对于中试、实验室

技术，由于他们的技术能力、风险承受力所限，

并不是最佳选择。
从技术研发活动资金来源来看，自有资 金、

银行贷款、政府专项资金是片区中小企业的前三

位选择，其中 45. 8% 的企业首先自有资金进行研

发活动。而一些新型的金融工具，如股市、债券、
风险投资、信用借贷等，片区中小企业并不是很

看重，这与片区不发达的金融市场、不完善的融

资体系、相对闭塞的信息渠道等相关。
从技术创新的目的与用途来看，提高产品质

量与生产规模、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及功能和开发

新产品 新 项 目，是 片 区 中 小 企 业 的 选 择 的 前 三

位。而这些目的的核心是提高产品的生产率，扩

大生产规模，这种紧盯着生产的创新导向，使得

片区中小企业容易忽视市场与销售，有可能产生

严重的滞销问题。此外，片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中对员工素质提升、环保、提高管理水平等重视

不够，而这些恰恰是现代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

环节。
3. 3 贫困地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情况分析

调查中，85. 9% 受访企业在过去三年内更新或

升级 过 企 业 的 技 术，而 这 282 家 企 业 中，只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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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的企业认为全部实现了既定目标，大多数的

企业认为只部分实现了既定目标。这其中企业普遍

认为引进升级技术中需要着重考虑企业的技术转换

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一些企业是因为没有较高技

术的转换应用能力导致新技术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

而大部分企业虽然通过技术升级提高了生产率，但

相应的市场推广、营销能力跟不上，导致产品滞销

或价格下降，使得新技术的盈利效果不佳，特别是

在农产品企业中，这种现象很普遍。
具体来看，片区内中小企业在技术更新中面

临着内部、外部两方面的影响因素。从外部因素

来看，新产品技术的市场需求信息、政府的政策

支持、公共服务平台、产学研合作排在前面。从

内部因素来看，研发经费不足、缺乏创新人才、
企业的设备与工艺水平等被受访企业看作是最重

要的影响因素。这说明贫困地区中小企业的技术

进步主要是受信息、资本、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

的制约，而这些要素稀缺度要远大于其他地区，

贫困地 区 中 小 企 业 的 技 术 进 步 需 要 更 多 的 政 策

支持。
协同创新是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技术进步的

一个重要内容，贫困地区中小企业的协同创新有

着独特 的 特 性。在 有 合 作 研 发 的 受 访 企 业 中，

55. 6%的企业主要与科研院所合作研发，25. 6% 选

择与企业合作研发，16. 8%的企业选择与大学合作

研发。高校的比例较小，这与贫困地区相对落后

的教育水平相关。在产学研合作中，片区内的中

小企业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42. 94% 的企业

把技术转化能力低和企业缺乏转化技术的人才、
设备、资金看作产学研合作中的主要问题，排在

所有问题的首位。对成果的市场前景把握不准占
20. 86%，成果较难商品化生产占 19. 94%。这表

明贫困地区的中小企业技术上的劣势制约了其产

学研合作水平，而市场营销能力的不足也影响到

企业在协同创新中的积极性。
3. 4 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中的政府政策支持

问题

政策行之有效的实施需要政府与企业建立起

有效的联通机制。从片区中小企业的调查情况来

看 ( 见表 1) ，仅有 10% 的受访企业很了解政府的

创新政策，而完全不了解的比例尽高达近 20%，

大多数企业对政府的创新政策了解一知半解，说

明企业对政策的了解掌握情况不是很好。而在企

业对创新政策的了解渠道中，网络 ( 包括政府网

站与社会网站) 成为企业了解政策的主要窗口，

而政府的宣传与媒体宣传的比例不是很高，政府

举办的会议讲座培训也是企业了解政府创新政策

的一个重要渠道。这一结果表明贫困地区的中小

企业政策信息相对闭塞，政府对创新政策的宣传

执行不到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传统媒体 ( 电

视、广播、报纸等) 在政府信息发布中的作用被

弱化。

表 1 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对政府创新政策的了解程度与了解渠道

企业是否了解政府的创新政策 企业对创新政策的了解渠道

很了解
了解

一部分
不太了解 说不清楚 传统媒体 网络

政府宣传
材料

政府的会议
讲座、培训

企业数量 32 234 45 15 96 239 149 214

百分比 ( % ) 10 72 14 5 41 73 46 66

注: 表中企业对政府创新政策的问题属单选题，了解渠道问题属多选题。

虽然片区内中小企业对政府创新政策的把握

程度相对较差，但企业对政府政策的角色定位却

很高。数据显示，45. 7%的企业认为政府在科技创

新中的应该扮演好规划决策的角色，33. 7%的企业

认为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投入引导科技创新，26. 6%
的企业认为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角色应该是监督

管理。具体来看，74. 5%受访企业希望了解现有各

项科技优惠政策，33. % 的企业希望了解现行的科

技计划，30%的企业希望了解税收融资优惠政策。
这说明，贫困地区中小企业认为政府应该是科技

创新的主导，应该用更大的项目支持、土地财税

政策等去扶持引导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而相比

较发达地区，他们更倾向于将政府在创新中的角

色定位于裁判员，希望政府来监管、改善创新服

务环境，贫 困 地 区 的 市 场 理 念 要 相 对 发 达 地 区

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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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新政策需求来看，增加技术转移资金投

入排第一，占 43. 56%，鼓励技术转移的优惠政策

排第二，帮助企业引进人才排第三，组织创新成

果与企业的对接活动排第四。这四类政策需求的

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企业希望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推

动技术、人才直接对接企业，希望将政策支持纳

入到企业创新活动的中间环节。这与上面分析的

贫困地区中小企业更看重政府在创新活动的角色

是相吻合的。同时，一些创新中介类服务、创新

环境培育等政策并没有被受访企业放到特别重要

的位置，这说明贫困地区中小企业更加重视直接

的政策刺激，更希望获得政府的项目、资金、技

术支持。
在问及地方政府在推进企业创新发展中应该加

强那些工作时，直接的资金支持和帮助申请项目排

在前两位，分别有 52. 1%和 42%的企业将其列为政

府最应该做的事情。结合上面的分析，这也进一步

说明，与发达地区企业创新中政府更应该注重软环

境培育不同，对贫困地区中小企业的创新支持，还

应该以直接的项目、资金等优惠措施为主。不过这

也从另外的角度反映出，贫困地区中小企业的创新

发展依然过分倚重政府支持，市场化经营理念滞后，

政府应该把培养贫困地区中小企业的市场经营、竞

争理念作为一个重要工作。
3. 5 贫困地区中小企业的科技服务情况

调查数据来看，87%的受访企业认为片区内公

共服务体系不完善，特别是技术创新服务中介服

务机构发展滞后。而调研数据显示，企业认为技

术创新服务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体系不健全、
面向企业宣传不够、服务能力有限和服务品种少，

而一项对浙江中小企业类似的调查，排在首位的

则是市场秩序不良，这种数据结果进一步说明贫

困地区创新中介服务发展要滞后于发达地区，其

更应该考虑到如何加快发育中介服务市场，在支

持一产、二产等实体产业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

服务行业的发展，在产业调整中，注重三次产业

融合发展。
进一步对片区内中小企业创新的公共服务需

求分析发现，近一半的企业把人才培养选作是公

共服务最急迫的任务，希望能通过公共服务体系

为其培养或引进人才，这说明贫困地区创新发展

的智力支援还需要靠政府等外力来推动，光靠市

场机制难以有效推进贫困地区中小企业的人才引

进。此外，产学研合作、融资服务、技术咨询分

列企业急需的公共服务的二、三、四位，而相对

具体的科技创新服务，如检测中试、产品设计、
产权服务等并未被大多数受访企业列为最急需的

公共服务。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面临的首

要问题是创新软环境的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中更应该加强宏观上政策扶持，具体的公共服务

可能在大环境完善后由市场自发刺激发展。

4 结论与启示
通过秦巴山片区 326 个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调查

数据分析，本文针对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的特征与需求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意愿强烈，

但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不足使得其创新能力受限，

直接表现为创新成果较少。在技术创新中，贫困

地区中小企业更倾向于引进产业化技术，研发活

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与银行贷款，金融

市场发展不完善使得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很难找到

新型的融资渠道。
其次，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主要是生

产导向的，技术创新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

率为根本目的，对市场营销、现代企业管理等环

节的创新重视不足，这直接导致贫困地区中小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较低，企业很难在全省、全国市

场上做大做强。大部分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在技术

创新中很难完全实现预期目标，这是因为一方面

贫困地区中小企业的技术转换能力有限，再受制

于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完善，企业难以实现技术创

新的最大效率。另一方面，贫困地区中小企业重

生产、轻销售，使得生产率提升之后，市场销售

能力不匹配，导致企业的综合盈利能力没有有效

提升。
第三，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特别是技

术创新受信息、资本、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制约，

且这些资源的稀缺程度要远超其他地区，这使得

其在创新发展中需要更多的政策倾斜支持。此外，

这种资源的稀缺使得贫困地区中小企业的产学研

合作水平较低，而市场营销能力的不足又影响到

企业在协同创新中的积极性。
第四，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过分倚重

于政府的支持。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对政府创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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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理解把握程度较差，但企业对政府政策的角

色定位较高，认为政府应该是企业科技创新的主

导，应该通过项目规划、土地财税政策等方面对

企业给予更多直接的支持，这说明了贫困地区中

小企业的市场理念要相对于发达地区滞后。从创

新政策需求来看，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希望政府可

以通过政策推动技术、人才直接对接到企业，更

加看重政策对企业创新发展的刺激。发达地区企

业创新中政府更加注重创新软环境培育，而贫困

地区中小企业的创新支持仍然以资金、项目等优

惠措施为主。
第五，贫困地区创新公共服务体系不完 善。

贫困地区创新中介服务发展滞后于其他地区，技

术创新服务体系不完善，直接导致贫困地区中小

企业创新发展所需的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贫困

地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智力支援主要还是靠政

府等外力来推动，市场机制难于解决其人才短缺

的问题。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首要任务

是创新软环境的构建。
综上分析，本文得出如下三点政策启示: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对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

发展的政策支持，特别是强化人力资源要素的支

持。一方面通过搭建平台，鼓励引导智力要素与

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对接。另一方面，加强对本土

人才、企业人才的培训力度，培育企业创新发展

的内生增长力。此外，要以项目为抓手，以现代

资本、技术要素为支撑，激发贫困地区中小企业

创新创业的活力，推进贫困地区中小企业的创新

发展。
二是强化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中的市

场理念、培育其市场思维，增强适应市场、驾驭

市场、服务市场和拓展市场的能力。在加强对贫

困地区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的同时，要通过市场

机制来对其优胜劣汰，政府把培养贫困地区中小

企业的市场经营、竞争理念作为其重要任务。
三是注重贫困地区产业融合发展。贫困地区

中小企业发展过分倚重于当地特色的农林矿产资

源，这使得其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市场抗风险能

力弱。要在政策支持中，鼓励产业融合发展，重

视服务业的发展，完善贫困地区创新创业的软环

境，逐步将政府的角色由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主

要参与者向监管者的身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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