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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区域企业创新与区域后发优势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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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制约因素 ,解决区域经济差距

过大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 ,也是理论界广泛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地理环

境、人文历史、经济发展等因素的作用 ,中国区域经济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 ,我们可以用

“先发区域 ”与“后发区域 ”区分两类不同的区域。从经济发展态势看 ,后发区域与先发区域

相比有较大差距 ,但正因其落后性而拥有某些特殊益处。后发区域通过引进资本和技术、学习

先发区域和国外的先进制度、不断调整自身经济结构等获得后发利益 ,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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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后发区域企业的内部机制缺陷
1. 企业产权制度不完善

我国后发区域企业产权结构比较单一 ,国有企

业比重较大 ,非公有制企业发展不够充分。
表 1　中国各区域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比重 (2006)

项目

地区

固定资产投资占区内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 % )

国 　有 私 　营 港澳台 外 　商

东 部 22. 92 20. 93 6. 26 8. 48

中 　部 33. 04 15. 83 2. 99 2. 43

西 　部 40. 01 12. 16 1. 66 2. 06

东 　北 30. 25 17. 55 3. 02 4. 93

表中分析数据显示 ,我国的后发区域 (中、西、

东北部 )固定资产投资中 ,国有经济仍占绝对优势

比重 ,私营经济投资与先发区域 (东部 )有较大差

距 ,而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严重不足 ,有些省份这一

投资甚至为零。从各区域企业注册类型投资分布

的状况 ,我们可以考察出后发区域企业产权结构的

单一性。而且 ,后发区域的国有企业主要以大中型

为主 ,小型国有企业比较零散。大中型国有企业存

在着产权边界模糊、产权不明晰的问题 ,导致产权

成本和产权收益不对称 ,产权效率低下。

2. 企业组织结构僵化

我国后发区域企业以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主 ,而

这些企业的组织结构保留着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 ,

体现出“大而全 ”、“小而全 ”的生产型结构特征 ,企

业间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水平较低 ;而且 ,这种组

织结构表现出刚性特征 ,权威体制下形成的组织模

式难以在短期内改变 ,导致组织僵化、交易成本上

升 ,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虽然改革

开放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 ,后发区

域企业改革也在不断进行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企业的生产型组织结构特征 ,与现代市场经济要求

的现代企业制度有很大差距。

3. 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

后发区域企业大多是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建立

起来的 ,长期以来形成了家长式的管理体制 ,缺乏

现代化企业管理知识和经验 ,企业管理制度不健

全 ,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激励机

制、约束机制、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 ,制约了企业的

活力和效率 ,降低了企业的盈利水平 ,不利于企业

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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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各区域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要经济

效益指标 (2006)

地 　区 资产负债率 ( % ) 流动资本周转 (次 /年 )

全 　国 56. 24 2. 28

东 　部 54. 78 2. 50

中 　部 63. 95 2. 15

西 　部 59. 19 1. 93

东 　北 55. 32 2. 41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后发区域国有企业虽然

比重高、投入大 ,但经济效益水平不高 ,资产负债率

大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流动资本周转速度也大多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更大大低于先发区域水平。

4.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

后发区域由于总体经济水平比较低 ,所以技术

创新的投入明显不足 ,而且由于市场化进程缓慢 ,依

靠市场化金融手段融资的渠道也不畅通 ,企业技术

创新投入水平与先发区域有比较大的差距。我们从

各区域 R&D经费投入水平可以比较出其中的差距。
表 3　中国区域 R&D经费支出情况 (单位 :亿元 )

地 　区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东 　北

R&D支出 2050. 4 361. 2 357. 5 233. 7

二、企业创新与区域后发优势的实现
1. 后发区域企业的技术创新
(1)技术学习机制

技术学习就是企业利用企业内外各种知识、信

息 ,经过技术引进、技术模仿创新、技术自主创新阶段

的技术创新能力形成的过程。企业技术学习是一个

动态化的过程 ,在不同阶段技术学习的来源和内容都

有所不同 ,我们用一个图示来表达这个动态过程。

图 1　后发区域企业技术学习的动态过程

图 1中横轴表示后发区域企业技术学习所经

历的阶段 ,纵轴表示技术水平。

Ⅰ. 技术引进。A点为后发区域企业的技术起

点 ,构成企业的技术基础。 t0 时点后发区域企业开

始从外部进行技术引进 , B点为 t0 期引进技术的技

术水平 ,则 g1 为技术引进时企业同先发区域的技

术差距 ; D点为引进技术时该产业国际最高技术水

平 ,则 g2 为技术引进时企业同国际最高技术水平

间的技术差距。这一时期企业首先需要注意的是

技术选择问题 ,选择什么样的技术最适合 ? 本文将

在下面再进行讨论 ;其次在引进技术后 ,通过“干

中学 ”、“用中学 ”,利用技术溢出效应 ,不断进行消

化、吸收 ,将别人的技术变为自己的技术 ,为技术学

习向下一阶段演进奠定基础。这就要求企业必须

拥有能够掌握、运用引进技术的专业人员和技术工

人 ,保证引进技术的正常使用。如果引进的技术缺

乏具体运用的人才 ,则引进不仅是无效的 ,而且是

负效率的。

Ⅱ. 技术模仿创新。图 1中 t1 —t2 期 ,后发区

域企业通过前一时期的“干中学 ”、“用中学 ”,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和技能 ,开始进入模仿创新阶段。这

个阶段首先是从技术模仿开始的 ,通过“逆向分

析 ”等手段破译引进的技术 ,逐渐加入本企业的元

素 ,不断经过试错、改进、提高的反复 ,从单纯的模

仿转向模仿创新。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 ,企业

能否在引进技术后经过消化、吸收 ,从而完成技术

学习“引进 —模仿创新 ”阶段的递进 ,再进而向自

主创新转化 ,关键在于这个时期的技术学习绩效。

这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或者由于技术学

习的低效率而陷于低水平重复引进、永远落后于先

发区域的技术水平 ;或者由于高效率的技术学习而

不断完成各阶段的演进任务、最终超越先发区域的

技术水平。第一种结果会使后发区域企业的技术

沿着 A - B - C的轨迹发展 ,其技术水平永远低于

先发区域技术发展轨迹 B - D - E - F;第二种结果

会使后发区域企业的技术突破先发区域技术发展

轨迹 B - D - E - F,而表现为 A - B - E - F的发展

轨迹 ,实现对先发区域的技术超越。这个阶段后发

区域企业技术学习绩效的取得 ,需要很多其他要素

的配合 ,包括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人力资本状况、

文化氛围等 ,企业外部的市场环境、产业环境、生态

环境、公共基础设施条件、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等。

Ⅲ. 技术自主创新。如果在 t1 —t2 期能够通过

模仿创新达到第二种结果 (A - B - E - F技术发展

轨迹 ) ,那么进入 t2 期后 ,后发区域企业就完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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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行自主创新的研发活动 ,从而拥有属于本企业

的核心技术 ,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 ,实现对先发区域的技术超越和市场超越。当

然 ,后发区域企业能够进入到这个阶段 ,还需要其

他一些要素的配合。
(2)技术选择机制

后发区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 ,依

赖于技术学习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由于其技术水

平的落后性 ,决定了技术学习的一般起点是从技术

引进开始的 ,引进时的技术选择成为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成长的初始条件。企业技术选择不是单纯的

经济问题 ,而包含更多深层次意义 ,后发区域企业

的特殊环境和内部机制 ,决定了其技术选择要考虑

更多因素 ,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 ,要素禀赋原则。林毅夫曾经从国家的角

度考察了技术选择问题 ,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

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技术结构 ,从而逐渐缩

小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

所以并没有能够成功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

距 ,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技术选择与其要素禀赋

结构相悖离。这个理论应用到区域范围也是同样

道理 ,后发区域在选择技术时 ,必须首先要符合本

区域的要素禀赋 ,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项目 ,

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自主研发的创新活动 ,这样才能

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第二 ,技术可行性原则。选择某种技术生产出

某种产品 ,就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 ,因此技术选

择必须考虑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着企业的技术选择。一方面 ,企业生产的产品种

类、质量等必须要满足市场需求 ,这就要求企业选

择相应的技术和工艺设备 ;另一方面 ,市场需求结

构的不断变化 ,要求企业的技术结构也要随之调

整 ,以适应市场的要求。而且 ,企业还要具备一定

的吸收能力 ,拥有掌握相关技术的技术人才、管理

人才 ,能够掌握、消化、运用所选择的技术 ,这是引

进技术、进而模仿创新的基础条件。

第三 ,经济合理性原则。企业的技术选择始终

是要为企业能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进行的 ,

因此经济效益是技术选择最重要的价值目标。技

术选择可以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但任何一项技术

的选择都是有成本的 ,包括培训专门技术人员、引

进技术、消化吸收技术等 ,都是要支付成本的。这

就使技术选择具有风险性 ,一项技术的选择可能是

正效益 ,也可能是负效益。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

技术选择的风险性是不确定的 ,这加大了企业技术

选择的难度。要求企业必须提高捕捉信息的能力 ,

提高风险的预测水平 ,使技术选择符合经济的合

理性。

第四 ,生态原则。企业的技术选择不单纯是一

个经济问题 ,而且也是社会问题 ,在追求企业经济效

益的同时 ,还要考虑社会效益。随着生态环境问题

的日益严重 ,人类社会的技术创新观念也在发生着

革命性的变革 ,传统观念下经济效益准则 ,正逐步被

生态原则所取代。后发区域许多地区都属于生态脆

弱区 ,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给区域经济发展已经造

成了诸多的不利。企业如果不考虑生态环境而发

展 ,会使本来就比较恶劣的环境更是雪上加霜 ,从而

不仅损害区域的发展环境 ,也会对企业的长期发展

不利。因此 ,企业在进行技术选择时 ,必须要遵循生

态原则 ,选择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态技术。

2. 后发区域企业的组织创新

技术创新机制的构建 ,可以保证后发区域企业

成为真正的技术创新主体 ,从而发挥企业在区域经

济中的基础作用。但是仅有健全的技术创新机制 ,

不足以保证企业能够完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

要使命 ,成为区域后发优势实现的微观基础 ,还必

须配合其它方面的改革 ,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的组

织创新。企业组织创新至今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

概念 ,本文认为组织创新同技术创新是相辅相成

的 ,是通过企业组织的构成要素及要素间关系的变

动而保持自身及其与环境间的动态平衡的过程。

后发区域企业组织存在着许多问题 ,必须通过

组织创新重塑企业组织 ,配合技术创新及文化创新 ,

使后发区域企业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
(1)加快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

产权制度是企业制度的逻辑起点 ,产权清晰是

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基础 ,也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下

运行的企业最根本的要求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

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由于特殊的历

史原因 ,我国后发区域工业企业主要以大中型国有

企业为主。虽然经过 20多年的改革 ,后发区域大

部分国有企业也都进行了改制 ,但大部分企业并没

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许多企业只是从表面形式上有

所改变 ,并没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产

权清晰的企业制度 ,改革还需要深入进行。

产权制度改革首先就要明确产权边界 ,实现国

有资产产权人格化 ,明确出资人、经营者的权益和

责任。资产所有者只作为出资人享有资产受益和

重大决策权 ,而不再去干涉企业的经营事务 ;企业

作为经营者则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 ,拥有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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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支配、处置、受益权利 ,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行为主体和法人实

体。这样 ,才能充分调动起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

力 ,从而带动后发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2)推动企业组织结构创新

我国后发区域大多数企业的组织结构仍然保留

着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 ,体现出“大而全 ”、“小而

全”的生产型结构特征 ,而且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和

协作水平比较低 ,难以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

应。企业组织结构的刚性特征又使这种僵化的形式

难以改变 ,导致企业效率的低下。因此 ,必须推动后

发区域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

要求构建符合市场发展需要的企业组织结构。企业

组织结构创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

第一 ,组织结构扁平化。后发区域企业中国有

大中型企业偏多 ,而这些企业的组织结构是一种多

层级的“金字塔 ”式结构。多层级结构由于信息传

递过程中的环节过多而可能失真 ,从而导致决策的

低效率。组织结构扁平化就是通过减少管理层次、

扩大管理幅度 ,使企业组织结构更有弹性、更加灵

活。但这种组织结构对企业的要求比较高 ,要求有

高素质的企业员工和企业管理者 ,有高水平的信息

化管理平台和规范的管理制度。

第二 ,组织结构柔性化。组织结构的柔性是指

企业内部具有的能对环境变化及时做出反映的能

力 ,从而使企业能够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急时调整

生产经营策略。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是不断变

化的 ,而环境变化要求企业要及时做出反映。柔性

化的组织结构可以使企业具备这样的能力 ,企业根

据企业的资源条件、产业特色和竞争水平 ,在企业

发展的不同阶段 ,随着所处环境的动态变化而不断

调整战略。

第三 ,组织结构网络化。企业网络分为内部网

络和外部网络 ,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外部网络。组织

结构的网络化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的一定数量的企

业 ,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企业网络。企业在发展

过程中 ,如果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 ,很难达到规模

经济和范围经济水平 ,而通过这种企业外部网络的

构建则可以解决企业发展的难题 ,将企业价值链延

伸至企业外 ,寻求和其他企业的合作 ,形成了强大

的虚拟功能 ,企业在没有实体组织的情况下也能获

得相同的实际利益。这样既有利于解决企业在某

方面的“短板 ”难题 ,同时也促进了企业间专业化

分工和协作水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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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terpr ise innova tion in post2developm en t reg ion s and rea liza tion

of reg iona l post2developm en t advan tages

GUO L i
( School of B usiness, O verseas Chinese U niversity, Fujian Q uanzhou 362021, China)

Abstract: The econom ic gap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has become the restrictive factor for all2rounde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solution to the big gap becomes the first task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s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oretical circle to study. Because of the role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 humanities and history, econom ic development

and so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shows obvious dual2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we can distinguish p rior2development regions

from post2development regions. Post2development regions have relatively big gap with p rior2development regions in the aspects of

econom ic development situation, however, the backwardness of post2development regions owns some special advantages. Post2de2
velopment regions should import cap ital and technology, learn advanced institution from p rior2development regions and abroad,

constantly adjust self2econom ic structure to gain post2benefit and sufficiently make use of post2advantages.

Key words: p rior2development region; post2development region; regional innovation; enterp rise innovation; econom ic struc2
ture; inner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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