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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e transforma-
tion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de and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e of economic structure. 
By discussing the basic situation, R & D investment situation, operating results and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a’s state-owned high-tech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and re-
g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cluding 
lower overall strength, industry imbalance, regional gap and technological limitations. Based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China’s state-owned high-tech enterprises should change the awareness of govern-
ment manage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rocess, further improve the 
operation of the SASAC Mechanism, focu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overseas high-end talents, con-
stantly optimize the enterprise talent structure, establish industry-leading enterprises, create a 
number of world-class brands, and gradually build a regional mutual aid system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y, finally, achieving the great mission of leading na-
tional economy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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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有企业创新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迫切需要。本文从行业和地区两个角

度出发，论述目前中国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基本情况、研发投入情况、经营成果情况以及全要素生

产率变化情况，发现其存在综合实力较弱、行业分布失衡、区域差距较大、技术进步缓慢等问题，本文

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应该尽快转变政府管理意识，进一步完善国资委的运营机制，同时注重海外高端人才的引进，不断优化

企业人才结构，着重培养行业龙头企业，打造出一批世界一流品牌，逐步构建区域互助体系，促进各地

高新技术产业均衡发展，从而真正完成国有企业引领国民经济的伟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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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为了在新常态下更好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中央颁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

见》，意见指出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市场活力、抗风险能力、技术控制力，到 2020 年要培养出一批国

有骨干企业，这些企业不仅具备自主创新能力，而且还具备国际竞争力[1]。同时提出，不断推进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实现国民经济的软着陆，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不仅拥有庞大的企业规模和畅通的融资渠道，同时还具备长期积累的技术优势以及大量的

人才储备，因此国有企业有能力且理应承担起这一重大使命和责任。因此在“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引

导下，我们可以转换角度重新审视国企改革，将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联系在一起，探索出一条改革

新路径，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完整产业链优势，将国有资本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上，使国有企业的改革

能够有一个质的突破[2]。 

2. 国有企业发展高新技术的意义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科技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在很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仍然

存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自主创新能力差、成果转化渠道不顺畅等问题。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陷入资源

紧缺和人口红利丧失等困境，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本扩张的出口加工模式已经无法保持原有的经济增速，

相反还有可能会给经济埋下长久隐患。因此只有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核心动力，着力发展技术和知识密集

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利用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制度来推动全行业的产业升级，才能实现国家经济的成功

转型和平稳发展。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成分，既有一定的基础优势又有大量的财富积累，理应在创新驱

动发展时期，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以高新技术为杠杆，带动全社会实现产业升级。同时，据

有关国有企业改革调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大多属于传统产业，而振兴国有企业的唯一途径就是依靠高

新技术，只有通过技术改造推动生产力发展，才能使国有企业实现利润，保持长久的发展潜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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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国有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还是一个一举两全的战略选择。一方面，国有企业率先发展好高新

技术产业，在其公有制经济的强大影响力下，将为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起到引导和支持作用。再

结合非公有制经济的灵活机制和创新意识，促使公有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创造出更多的先进技术，有利

于带动全行业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在推进国有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过程中，必将有助于国有企

业生产设备升级、降低生产成本、实现产业转型、增强国际竞争力，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创新途径。 
因此，无论是对于我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转型，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

转变，还是对于国有企业自身焕发新活力，国有资本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都是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

之路。 

3. 国有企业高新技术发展中的问题分析 

中国国有企业的高新技术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在电子通信行业的各项成果

更加凸显。但是，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3.1. 综合实力较弱 

整体而言，我国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综合实力比较弱。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不管是政

府部门还是企业本身都热衷于利用行政手段来保护国有企业的发展，过度的政策依赖，使得大多数国有

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弱化，甚至逐渐丧失[4]。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则是在市场竞争的洗礼和磨练

中谋得生存和发展，具有很强的自我发展、自主创新能。另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大部分处于传统行业，

设备比较落后，冗员现象严重，所有制问题复杂，再加上数量多、规模大、市场份额重，导致国有企业

的产业升级不仅需要合理的方案、大量的资金，同时还需要处理好相关社会问题，因此相比非国有企业

而言，国有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负重更多、难度更大，这也是影响其综合实力的原因之一。 

3.2. 行业分布失衡 

目前，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行业分布失衡问题比较明显。电子通信行业发展迅猛，自主创新能力飞

速提升，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从 3G 的落后，到 4G 的追赶，再到 5G 的领先，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

完整的通信设备制造业产业体系，并仍将不断快速的发展下去。另外，航空航天行业由于关系到国家安

全、国计民生、国民经济，因此无论是巨额资金的投入，还是庞大人才队伍的建设，都体现出中国赶超

西方发达国家的决心，2016 年神舟十一号的成功发射与顺利返回更是代表着中国航天事业正在稳步前进；

医药制造和医疗仪器行业则发展缓慢。一方面，由于对药品制造的研发投入力度不够导致创新能力不足。

目前中国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仅有 30 余种，而在国内批准上市并得到国际认可的只有 7 种。

另一方面，由于医疗仪器行业基础薄弱，产品价值低，市场中仿制品泛滥，引发恶性竞争，阻碍了中国

医疗仪器行业的健康发展；另外，国有企业在计算机行业也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民营企业

走在了发展计算机行业的前端，例如联想、方正等，因此与国有企业拉开较大差距，另一方面是由于中

国整体计算机行业的发展还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在一些核心技术、关键领域还受制于人[5]。 

3.3. 地区差距较大 

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存在较大的区域差距。东部地区一方面是由于其本身处于经济发达地区，

人才储备比较充足，融资渠道比较顺畅，技术引进比较容易，所以促使整个大环境充满创新活力。另一

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数量较多，所以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国有企业相比其他地

区更多一些，从而在各项指标的总量上也就遥遥领先；中部、西部地区基础比较薄弱，起步较晚，近几

年从资本投入量、各项经费支出规模等方面可以看出有很好的发展势头和大潜力；相比之下，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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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有经济成分所占比重比较大，长期的政策性粗放发展使其淤积很多体制、机制、结构等问题，严

重制约其新常态创新驱动发展步伐，特别是供给测结构性改革进程中，推进该地区国有企业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更具紧迫性。 

3.4. 技术进步缓慢 

技术进步缓慢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目前中国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存在技术升级缓慢的问题，

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政策扶持缺乏一定的针对性，与非国有企业一样，这些政策主要集中在生产经营、科

技研发的前端，例如提供税收优惠、增加研发资金投入、实施政府采购等，而缺少对企业的整个生产、

研发过程进行监管，以及后续成果的评估和检验。非国有企业在市场的作用下，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政策

快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国有企业在缺少监督而单纯依靠市场力量的状况下，这些政策不仅不会起到

扶持国有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作用，甚至还会降低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诱发一些寻租的现象。另

一方面是由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人才结构不合理，从业人员大多属于低端型、单一型、传统型的基层

劳动力，相比之下高端型、复合型、现代型的研发人员数量较少，特别是掌握世界前沿技术的科学家更

是少之又少。再加上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大多属于行政官员，因此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创新意识和冒险精

神，这就导致他们在管理企业的过程中更倾向于固守成规，而放弃了技术进步、转型升级的长远发展道

路。 

4. 推动国有企业发展高新技术的对策建议 

4.1. 转变政府管理意识，完善国资运营体制 

由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特殊“国有”性质，要推动其创新发展，就必须明确政府的职能，处理好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薄弱，并且存在着巨大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需

要政府的扶持和引领[6]。而另一方面。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本质还是“企业”，其发展核心是以商业运

作为基础，关注经营损益。因此，如何摆正和处理好国企和政府间的关系，一直是国企改革和政府职能

转换的重要课题。其关键是如何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机制，营造更好的环境，使国企摆脱政府的

行政束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培植其自我发展、创新发展的能力[7]。我国近年来开始组建国资投资

运营公司，2014 年国资委公布首批国企改革试点名单，选择了中粮集团、国投公司作为开展国有资本投

资公司试点，此后陆续扩大试点范围，截至目前这些国资投资运营公司已经有效推进了盘活国有资本、

“去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的工作[8]。但是未来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在下一步的资本投资运营中

应更多的关注资本投向选择、资本有效增值等问题，推进国有企业深入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新技术产业，

使其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上有更长远的发展。 
国有资本的运营不能缺少政府的监督，保证其合理使用、严惩腐败行为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因

此应该形成一个既有利于激发企业活力，又能实现互相监督的体系。如图 1 所示，首先，①和②表示运

营管理，国资委下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避免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当中，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决定资本投向，而各地国有企业正是其投资对象，一旦某个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不理想，很可能它

就会失去未来的投资。其次，③、④、⑤表示监督，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负责内部监督，国资委负责资

本投向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对国资委的各项政策进行监督。最后，⑥和⑦表示汇报途径，职工代

表大会定期将企业基本情况直接反映至国资委，而在每年两会期间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果不再包含在预决

算中，而是由国资委独立向人民代表大会汇报各项数据。在这种权力制衡和反馈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相

信国有资本的效用会发挥至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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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ate owned capital operation system 
图 1. 国有资本运营体系 

4.2. 培养行业龙头企业，打造世界一流品牌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就是技术创新，而企业的经营规模往往与创新活力存在正相关，也就是说

企业的经营规模越大，技术创新就越有活力[9]。龙头企业由于其规模较大、经济效益较好，能够承受一

定的经营、研发风险，因此可以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上有所突破，同时通过技术外溢、知识渗

透，分享企业的研发成果和创新资源，不仅可以促进本行业其他企业的创新发展，甚至还可以传导到其

他行业带动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技术进步，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号召力和带动力。目前中国高新技术

产业的整体水平偏低，正是由于缺少能够代表国内领先技术的行业龙头企业，缺少能够代表国际领先技

术的世界一流品牌[10]。  
中国国有高新技术企业本身规模比较大，再加上充足的资金资源、扎实的技术基础、相对完善的上

下游产业链，因此有潜力发展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龙头企业[11]。另外，很多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经过多年

的发展，已经逐步在赶超世界领先技术，并且具有了一定规模的海外市场和丰富的海外经验，因此有实

力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品牌。 
在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过程中，应该形成一个龙头企业的培养机制。如图 2 所

示，首先由各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自主上报，将自身的发展优势和发展潜力如实上报给国资委，再由国资

委对其进行经济效益、研发实力、市场影响力等方面的综合评比，此时要注意评比的公平公正，这就需

要企业和社会的内外部共同监督。其次，国资委从所有企业中评选出 2~3 家代表企业着重培养，上报给

人民代表大会准予审批，给予税收优惠、政府采购优先、海外投资补助等政策扶持，鼓励其通过设立子

公司来增强企业创新活力，通过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合作以及进行海外投资、兼并、收购来获得先进技术

和更广阔的市场。最后，对于所选出的企业要每年进行审核，酌情增减下一年度的扶持力度，每 5 年重

新评比，从而培养出更多的高新技术龙头企业，世界一流国企品牌。 

4.3. 构建区域互助体系，带动各地均衡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往往具有区域集聚的特点，这种产业集群正是其获取竞争优势的有效模式[12]。
在一个区域内，由于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资本、人力、技术等都可以更加顺畅的流通，不仅为企业节约

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运输成本，而且知识外溢的作用可带动区域内所有企业的创新活力[13]。但由于区域

的范围毕竟有限，知识技术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都易受到限制。如果高新技术企业仅仅将目光集中在本区

域内部，就会抑制发展潜能，导致竞争力持续下降，不利于长远的发展，如果企业再盲目自信排他性非

常强，甚至会产生一种低效的“锁定效应”，导致优势不断丧失最后失去原有的市场[14]。因此，在区域

之间建立互助体系，不仅可以使高新技术产业相对落后的区域接触和学习到先进的技术，从而促进其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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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raining mechanism of leading state owned hi tech enterprises 
图 2. 龙头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培养机制 

 
定发展，同时还可以使高新技术产业相对发达的区域接触和引进更多的资源，将其融入到区域内部的技

术研发当中。 
目前中国国有高新企业的发展区域差距较大,但各区域均有特点，例如东部地区的轻工业、互联网行

业发展较快，中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西部地区的人工成本比较低，东北地区在大型装备制造业

上有绝对优势。发展过程中不妨换个角度利用好这些差距，构建一个区域互助体系，使生产要素在区域

经济活动中能够自由合理地流动，以中国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为对象，使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高端人

才以及自然资源在企业之间互相渗透，这不仅有利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共享、思维共享，也有利

于各地区之间取长补短，从而使产业发展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构建区域互助体系的核心就是加快资源的共享和交换，架起一座成本低、效率高的企业沟通桥梁。

如图 3 所示，一方面，政府为主体，国资委可以建立一个线上平台，将各区域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详情、技术信息进行汇总，供有需求的企业查询使用，同时定期举办下线交流活动，组织企业互派研发

人员、管理人员进行考察访问。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可以首先由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投资成

立知识、信息中介服务商，提供一个专业知识的共享平台，就像人才市场中的猎头公司一样，为企业提

供高端技术和先进管理模式的相关信息，等到发展比较成熟之后再逐步放开经营权，吸引更多的非国有

资本加入进来。当然，这方面如果想要发展好，还需要国家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为技术、

信息能够在市场上规范流通提供保障。 

4.4. 引进海外高端人才，优化企业人才结构 

目前，我国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从业人员大多属于低端型、单一型、传统型的基层劳动力，相比之

下高端型、复合型、现代型的研发人员数量较少，而掌握世界前沿科技的科学家更是少之又少，再加上

管理人员大部分由行政人员担当，缺少专业知识和创新意识，无法带领企业进行创新发展，这使企业发

展受到了严重阻碍[14]。事实上，中国有大量留学海外的人才资源可以利用，政府可以制定相关优惠政策

来吸引这些人才回国发展，同时要根据企业发展过程当中人才需求的特点，及时调整人员结构，避免出

现企业求贤若渴而人才却找不到工作的问题。 
一个相对完善的人才引进体系，将会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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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Mutual aid system of state owned hi tech enterprises 
图 3. 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互助体系 

 

 
Figure 4. Talent introduction system of state owned hi tech enterprises 
图 4. 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引进体系 

 
一方面，政府要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为他们解决生活保障问题，可以提供例如住房津贴等帮助，除去他

们的后顾之忧，同时给予足够的研发资金和研发自主权，减少行政审批和干预，充分调动他们的研发积

极性，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保护好研发成果不被侵占，积极探索期权、股权等新型

奖励途径，使其能够享受研发成果转化所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企业的人员结构要不断优化。管理层

应该聘用具有行业权威的专家或者是高级管理人才来担任，从而把握好高新技术的市场方向。技术层人

才来自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值得一提的是高校今后的发展也应该根据企业发展需求进行有针对性

的人才培养，例如某企业主要进行装备制造业的生产，那么其附近的高校等人才输送单位就要着重培养

工程科学领域的专业人才。只有企业的人才结构不断优化，才能使高端人才的作用发挥至最大化。 
2008 年，中国开始实施“千人计划”，为海外高端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优越的生活待遇以及

广阔的发展平台，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他们投入到国家的战略项目建设当中。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应当充

分利用好这部分资源，将海外高端人才引进到企业的核心岗位，调整好企业的人才结构，使其能够在新

时期、新机遇中实现高新技术驱动下的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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