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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新技术企业是创建创新型国家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从高新技术企业的界定着

手 ,经过深入地研究分析 ,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组织战略上以创新变革为动

力 ;组织结构上以市场适应为导向 ;组织文化上以开拓进取为指引 ;组织资源上以知识资本和

人力资本为核心。最后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特征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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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新技术企业的界定
高新技术企业 ,简称高新企业 ,目前国际上还

没有统一的定义。从欧美国家的实践看 ,所谓的高

新技术企业 ,就是指那些生产和应用科技含量相对

较高的产品和劳务的企业。美国商务部以研发强

度达到 3. 5%以上 ,科技人员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达

到 25%以上作为界定高新技术企业的两大主要指

标 [ 1 ]。我国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界定有一系列标

准 ,要求在经营领域、经营方式、人员构成、管理制

度等多方面达到相关条件 :高新技术企业必须是电

子信息、生物技术等 8个领域之内的企业 ;产品 (服

务 )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规定的

范围 ;企业用于研发的投入必须占到企业销售收入

的 3% ～6% ;高新技术产品 (服务 )收入占企业当

年总收入的 60%以上 ;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

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30%以上 ,其中

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10%以上等 [ 2 ]。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 ,以往研究对高新技术企业

概念的界定 ,众说不一。方阳春、姚先国 ( 2007)在

对高新企业薪酬制度的研究中 ,将高新企业定义为

“高新企业 ,是指具有高技术密集度 ,以技术创新

和知识资本获取竞争优势 ,从事先进技术的研究开

发 ,提供高新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 ,拥有一定实

力的研发队伍 ,技术性收入在企业总收入中占较大

比例的企业。”[ 3 ]也有学者根据生产要素理论中关

于劳动、资本、技术、管理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阐

述 ,给出了高新企业的经济学定义 :高新技术企业

是必须从事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内的高新技术及其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技术服务 ,包括从事高新技术

产业化和应用高新技术成果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等

相关方面技术的产品研发和生产 ,并且收入的来源

主要来自于这方面的主营业务。[ 4 ]结合以往研究

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我们认为 ,高新技术企业主要

是指以科技为核心 ,以知识为基础 ,以科技人员为

主体的从事高新技术产品 (服务 )研究、开发和生

产的知识密集、人才密集型企业。

二、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分析

为了进一步加深对高新企业的认识 ,国内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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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越来越重视对高新企业特征的研究。通过文献

梳理和总结 (李茜 , 2001;王萍 , 2003;何静 , 2006;操

光灿、杨善林 , 2005;方阳春、姚先国 , 2007;王仰东、

杨跃承和赵志强 , 2007) ,高新企业的基本特征可

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 : 1、市场导向 :高新企业的

产品开发及技术改造始终紧密围绕着市场和消费

需求 ; 2、机制为本 :高新企业通过完善各种激励机

制创建先进的企业文化。3、人才核心 :高新企业特

别重视知识和人才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 ; 4、成本制

胜 :高新企业在创新活动中通过成本控制赢得竞争

优势。总体而言 ,由于缺乏统一的定义 ,大多研究

在分析高新企业特征时 ,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国

外对高新企业的研究较早 ,也更为成熟。外国学者

N. Anderson等于 2004年对企业创新领域的众多

研究进行了一次全面而系统的综述 (见下表 ) ,对

创新型企业特征作出了全方位地梳理与介绍 ,最终

结论指出 ,企业的战略、结构、规模、资源和文化是

影响创新绩效的主要组织因素。因此 ,本文立足于

提升高新企业的创新绩效 ,拟从企业战略、结构规

模、资源环境和组织文化四个角度对高新企业特征

展开研究 ,深入剖析高新企业的独特与不同。

表 1　创新研究成果综述 :组织层面的影响因素 [ 5 ]

分析层面 特征 维度 主要研究

组织层面

结构

专业化 Damanpour (1991)

集中化 Zaltman et al. (1973) ; Damanpour (1991)

形式化
Damanpour (1991) ;

W est, Sm ith, Feng, and Lawthom (1998)

复杂混合式 Damanpour (1991) ; Kimberly (1981)

层级制 Kanter (1983)

矩阵式 Staw (1990)

战略
“前瞻 ”性 M iles and Snow (1978) ; Meyer (1982)

系统性 N icholson, Rees, and B rooks2Rooney (1990)

规模
雇员数量 Rogers (1983)

市场份额 Rogers (1983)

资源
年营业额 Mohr (1969)

流动资源 Kanter (1983, 1990) ; Damanpour (1991)

文化

支持尝试
Damanpour (1991) ; Nystrom (1990) ;

King et al. (1992) ;W est and Anderson (1992)

容忍失败 Madjar et al. (2002)

冒险精神 King et al. (1992) ; W est and Anderson (1992)

　　 (一 )高新企业具有以创新为动力的发展战略

战略 ( strategy)一词最早是军事方面的概念。

美国管理学家巴纳德 (C. I. Bernard)在 1938年他

的代表作《经理的职能 》中 ,最早把战略概念引入

到企业管理研究领域。简单来说 ,企业战略就是决

定企业将从事什么事业以及是否要从事这一事业。

高新企业战略即是着眼于高新企业的长远发展 ,根

据内部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 ,为求得生存和

发展而进行的总体性谋划。

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 ,高新企业将创新作为主

要的竞争手段 ,以达到开拓市场和占有市场的经营

目的。研究开发是高新企业区别于传统企业最为

核心的经营行为 ,创新不但是市场机制下高新企业

经营的内在要求 ,也是高新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

当然 ,创新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技术创新的最终

目的是用于生产 ,而生产要以市场为向导 ,否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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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来的产品无人问津 ,即使效率再高 ,也只能是

产品积压 ,最终导致企业倒闭。创新的特殊性 ,使

得高新企业表现出高智力性、高成长性、高风险性、

成功率低、高增值性等特征 (李茜 , 2001; 何静 ,

2006;王仰东 ,杨跃承 ,赵志强 , 2007等 )。高新企

业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创新战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 :一方面 ,针对市场需求不断研究开发相应的产

品 ,获取竞争优势 ,达到赢得市场的目的 ;另一方

面 ,通过自主创新开发新产品 ,激发潜在的市场需

求 ,达到引领市场的目的。高新企业正是通过这种

被称之为“推 —拉市场 ”的创新战略在日益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谋求长期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二 )高新企业具有以开拓进取为指引的企业

精神

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在整个企业文化

中起着支配的地位。企业精神是指企业基于自身

特定的性质、任务、宗旨、时代要求和发展方向 ,并

经过精心培养而形成的企业成员群体的精神

风貌。[ 6 ]

技术创新需要不断开拓 ,不断尝试 ,这是由创

新的本质所决定的。为了技术进步 ,高新企业 ,通

过持续不断地激发组织创新活力 ,鼓励员工开拓创

新。久而久之 ,这种精神被植入企业文化之中 ,使

得高新企业员工表现出一种开拓进取 ,追求进步的

精神风貌。高新企业总是主动、持续地进行技术创

新 ,它们不断加大技术开发的投入 ,增强自身的创

新能力 ,扩大创新队伍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强烈的

创新意识基础上的。为了谋求长期生存和发展 ,高

新企业结合长远发展目标 ,时刻关注能为企业开创

未来利润的技术创新活动。高新企业将专业人员

创新与全员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企业决策者、

管理者、工程技术人员、销售人员和广大工人都参

与创新 ,从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工作深入、持久、全

面而广泛地展开。形成企业渴望进步、追求卓越的

企业精神。

(三 )高新企业拥有以市场适应为导向的组织

结构

企业组织结构是企业全体员工为实现企业目

标而进行的分工协作 ,在职务范围、责任、权力方面

所形成的结构体系。

高新企业通过设置灵活的组织结构 ,建立无边

界的沟通环境 ,来提高企业组织内部的执行效率 ,

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获取市场竞争的胜利。

高新企业规模结构具有明显的市场适应性 ,主要表

现为高整合和高离散两种态势。一方面由于高新

技术领域竞争激烈 ,重大项目的突破需要充足的资

金 ,高度集中的生产要素作为保障 ,因此许多高新

企业呈现出高度整合的规模结构。形成诸如 IBM

公司 ,微软公司等举足轻重的大企业来推动所在领

域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与发展 ;另一方面 ,由于高

技术产业的特殊性 ,中小型高新企业在采取高新技

术、处理新信息、生产新产品方面 ,投资少、转向灵、

见效快、适应性强 ,因此高新企业又存在强烈的离

散化趋势。美国硅谷从事电子制造业的高技术企

业中 , 70%的公司只有 1～10名职工 , 85%的公司

只有不足 50名职工 ;英国剑桥 30%的高技术公司

雇员不足 5人 , 75%的公司雇员不足 30人 [ 7 ]。由

此可知 ,无论规模大小 ,高新企业组织结构的设置

特点关键在于对市场变化快速准确地适应。

(四 )高新企业具备以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为

核心的组织资源

组织资源是组织拥有的 ,或者可以直接控制和

运用的各种要素 ,这些要素既是组织运行和发展所

必需的 ,又是通过管理活动的配置整合 ,能够起到

增值作用 ,为组织及其成员带来利益的。

高新企业是知识技术、高级人才密集地。知识

技术是高新企业生产发展的核心要素 ,人才是技术

创新的源泉 ,也是知识技术的重要载体。因而 ,知

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关系高新企业发展命脉的首

要组织资源。美国硅谷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祥地 ,

它拥有博士学位科技人员 6000多名 ,各学科工程

师达 15000多名。同样地 ,称之为中国“硅谷 ”的

中关村附近有 50多所高等院校 , 43个全国性研究

所 , 138个科研单位 ,聚集了全国最雄厚的科技开

发力量。实际调查结果表明 ,在中关村高新企业

中 ,专职科技人员比例为 45. 1% ,其中有中高级职

称科技人员的比例为 71%。可以看出 ,高新企业

能够将良好的组织资源成功地转化为优秀的企业

素质 ,表现为 :首先 ,高新企业技术素质出众。在高

新企业中 ,技术要素处于核心地位 ,技术的研究与

开发是企业的主要经营手段。高新企业的员工大

多以科技人员为主 ,企业的主导部门是研究开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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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企业的资金大多用于研究与开发。其次 ,高新

企业管理素质较好。高技术企业的经营者不但拥

有出色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经验 ,还兼有深厚的技术

背景 ,能够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迅速把握技术发展

趋势 ,做出适于企业发展的经营决策。最后 ,高新

企业员工素质较高。高技术企业拥有大量多方面、

多层次的复合型人才 ,以应对不断变更的市场竞争

环境。高新企业的员工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

以及较强的创新精神、风险意识和学习能力。

四、高新企业管理对策的探讨
(一 )适度推行弹性管理 ,营造积极创新的文

化氛围

企业的创新程度取决于员工的创新意识、动力

和能力 ,高新企业尤为强调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作

用。要在创新实践中培育企业的创新文化 ,就必须

在企业中营造有助于自主创新的文化氛围。由于

创新的风险性特征 ,高新企业出现经营困境甚至生

存危机的可能性较大 ,因而企业的管理制度不能顽

固僵化 ,要能够及时分辨原因及性质 ,采取有效措

施进行化解。弹性管理的理念是管理原则性和灵

活性的统一 ,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 ,使管理对象在

一定条件的约束下 ,具有一定的自我调整、自我选

择、自我管理的余地和适应环境变化的余地 ,以实

现动态管理的目的。实施弹性管理的关键在于 :首

先 ,树立人本观念 ,把人的作用摆在突出位置 ;其

次 ,要正确任用人才 ,相应的职位对应相应的能力 ,

适才适岗。弹性管理的目的并不是为企业的经营

留下退路 ,而是为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提供更大空

间。创新是非常规性的经营活动 ,存在许多不确定

性的因素 ,因而其目标、规划需要有更多的灵活性 ,

以利于做出适时、有效的调整 ,并发挥创新成员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 )全面塑造学习型组织 ,优化高新企业的

组织结构

任何企业都面临着两个基本需求 :应对当前业

务活动的执行需求和应对未来挑战的适应需求。

大多数企业的执行能力都比他们的适应能力强得

多。在提升适应未来的能力方面 ,学习型组织具有

独特的优势 : 1. 以地方为主的扁平化网络组织结

构。2. 组织的开放性 ,信息与资源在企业组织内部

共享。3. 企业组织中充满亲密合作的伙伴关系。

4. 以任务为中心的自组织项目团队具有很强的环

境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学习型组织的架构有利

于高新企业优化组织结构 ,形成高效灵活的组织运

行体系。结合彼得 ·圣吉在《第五项修炼 》里关于

学习型团队的构建方法 ,可以按照如下思路优化高

新企业的组织结构 :第一 ,激励员工不断地学习与

创新 ,使其成为具有自我超越意识的个体 ;第二 ,消

除企业部门间的壁垒 ,建立共同拥有、部门共享的

新思维模式 ;第三 ,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为使

命 ,在企业建立共同的愿景 ;第四 ,构建富有合作精

神的项目团队 ,制成企业的发展与革新。第五 ,培

养员工的系统思维 ,用全面整体的观点看待企业的

各项业务。

(三 )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着力打造人力

资源优势

在高新企业里 ,知识的开发、更新和应用都需

要人来完成 ,人才在高新企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他们掌握了某些高深的知识 ,

还在于他们具有不断创新和创造新的知识的能力。

所以 ,营造良好的创新人才发展环境 ,制定全面的

创新人才发展战略就显得极为重要。首先 ,大力引

进高素质的研发人才 ,坚持多路并进培育人才 ,形

成多层次、复合式的技术创新人才队伍 ;其次 ,注重

企业经营管理者 ,尤其是企业家队伍建设。积极引

进培养一批国际营销、科技创新和复合型中高级经

营管理者人才 ,通过这些经营管理者的努力 ,建立

企业与国内外科研院所 ,风险投资基金 ,以及独立

的科技发明家、科学家与工程师等长期的、广泛的

企业创新协作网络 ,带领企业各级管理人员和研发

人员以及全体员工不断进行创新 ,以创新管理促创

新能力 ,推动企业长期发展 ;最后要高度关注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 ,注重熟练工人、技术工人的培训和

培育 ,努力打造企业优秀产业工人团队 ,为企业创

新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应用提供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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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character istics of h igh2tech en terpr ises

and the ir managem en t coun term ea sures

L I Zhi1 , TANG Bo1 , ZHANG Q ing2lin2

(1. College of Trade and Public A dm inistra tion, Chongqing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2. College of Psychology , Southwest U niversity ,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H igh2tech enterp rise p 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 rocess of creating an innovation2oriented country. This paper

p roceeds with the definition of the high2tech enterp rise, and endeavore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gh2tech enterp rise

that innovation is the driving force in the aspect of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market fitness is oriented i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2

ture, forging2ahead is the guide to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he intellectual p lus the human cap ital is the core of the organiza2

tional resources. Finally, the paper gives the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th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 high2tech enterp rise; innovation;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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