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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议】 

深化创新管理   强化创新主体 

——上海创新型企业技术创新服务问卷调查分析报告二 

 

创新管理是企业成为并发挥技术创新主体作用的关键因素，也是政府引导和推进

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做好企业技术创新服务，既需要聚焦硬技术服务，

也需要关注软科学服务特别是管理咨询服务。为此，课题组开展的本次上海创新型企

业技术创新服务问卷调查，以问题为导向，同时进行了企业创新战略制定、研发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和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分析。共发放问卷 22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44 份。样本覆盖面较广，代表性较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经过加工和整理，形成

调查结果分析报告之二，供参考。 

一、被调查企业基本情况 

1、区域分布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 144 家创新型企业基本覆盖了上海市各区县。其中浦东

新区最多，有 22 家企业；嘉定、徐汇和闵行紧随其后，各有约 20 家企业；松江、奉

贤、普陀、青浦的企业均超过了 10 家；另外，宝山、闸北、杨浦、黄埔和虹口等区

县也都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如图 1所示。 

2、领域分布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企业多数分布在上海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在全部被调

查企业中，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企业最多，有 32 家，占比 22.2%；电子信息技术

企业也较多，有 26 家，占 18.1%；从事新材料、生物与新医药技术、高技术服务的企

业占比居中，分别占 13.2%、11.8%和 11.8%，而从事新能源及节能技术、资源与环境

技术的企业比较少，占比只有 9%和 2.1%。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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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被调查企业区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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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被调查企业领域分布情况 

 

3、核心技术情况 

企业的核心技术一般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来获取，课题组对

上海创新型企业近三年核心技术获取的方式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 93.7%的

被调查企业其核心技术是自主研发的，而通过其他方式获取核心技术的企业占比很

小。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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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被调查企业核心技术情况 

4、企业新产品开发方式 

新产品一般可分为全新产品、换代新产品、改进新产品和仿制新产品等不同的类

别。调查结果显示，改进型新产品开发类企业占比最高，达 42.4%；全新产品和换代

新产品开发类企业占比紧随其后，占比分别为 29.9%和 24.3%；而仿制新产品开发类

企业最少，占比只有 3.4%，且只有两个行业的企业有仿制新产品。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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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被调查企业新产品开发方式 

从全新产品开发类企业领域分布情况看，各领域企业占比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生

物与新医药技术企业(52.9%)、资源与环境技术企业（33.3%）、新能源及节能企业

（30.8%）、新材料技术企业（26.3%）、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25%）、高技术服

务业企业（23.5%）。如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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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全新产品开发类企业领域分布情况 

二、企业创新战略制定情况 

1、主要问题 

企业竞争，战略制胜。创新战略制定对创新型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调查结果

显示，有 54.9%的被调查企业认为“战略制定缺乏多方面利益相关者参与”是创新战

略方面最大的问题，有部分被调查企业认为“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不协调”（45.1%）、

“战略制定与市场需求不匹配”（44.4%）、“战略制定方法不科学”（35.4%）以及“战

略制定偏离国家产业导向”（10.4%）也是创新型企业在创新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如

图 6所示。 

 

图 6 上海创新型企业在创新战略制定方面存在的问题 

2、结构差异 

新产品开发方式不同，企业创新战略面临的问题也不同。全新产品和换代新产品

开发类企业认为“战略制定缺乏多方面利益相关者参与”是目前上海创新型企业在战

略制定上存在的最主要问题，而改进新产品开发类企业则认为“战略制定与市场需求

不匹配”是最主要的问题。如图 7所示。其可能原因是，全新产品和换代新产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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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根本性创新，开发风险较大，在战略制定上需要更加审慎，因而需要多方面利益

相关者参与；而改进新产品一般为渐进式创新，该类型企业主要着眼点更侧重于短期

的市场回报，因而更关注长期战略制定与短期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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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企业新产品开发方式与创新战略制定的关联性 

 

三、企业研发管理情况 

1、主要问题 

研发管理是创新管理的核心内容。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半数以上的被调查企业

认为，“缺乏专业化的研发管理人才”（61.1%）和“对研发管理缺乏投入”（50.7%）

是上海创新型企业在研发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另外，“研发成果转化较难”

（38.2%）、“享受政策和服务的门槛较高”（27.8%）、“不了解相关政策和服务”（26.4%）

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不力”（26.4%）也是上海创新型企业在研发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如图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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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上海创新型企业在研发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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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构差异 

不同新产品开发方式、不同区域的企业对研发管理存在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而

不同领域的企业对该问题的看法存在差异。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68.8%）和电子

信息技术产业企业（65.4%）都认为“缺乏专业化的研发管理人才”是上海市创新型

企业在研发管理方面存在的最主要问题，而新材料技术产业企业（63.2%）则认为对

研发管理缺乏投入是最主要的问题。如图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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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企业研发管理存在问题的领域差异 

四、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情况 

1、主要问题 

知识产权管理是创新型企业创新管理的发展要求。调查结果显示，“运用知识产

权资源的能力和水平较低”是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此选项占比

63.9%；另外，被调查企业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46.5%）、“知识产权管理

制度不健全”（38.2%）、“不熟悉知识产权国际规则”（36.8%）、“不熟悉相关政策和法

规”（25.7%）以及“无法找到合适的中介机构”（11.8%）也是上海创新型企业在知识

产权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如图 10 所示。 

63.90%

46.50%

38.20%

36.80%

25.70%

11.80%

0.70%
其他

无法找到合适的中介机构

不熟悉相关政策和法规

不熟悉知识产权国际规则

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不健全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

运用知识产权资源的能力和
水平较低

 

图 10 上海创新型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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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构差异 

从不同区域情况来看，各区县企业均认为“运用知识产权资源的能力和水平较低”

是上海创新型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其中徐汇区和浦东新区的

企业最为重视，选择该选项的企业比例均超过了三分之二，分别为 81.8%和 84.2%。

另外，闵行区企业认为“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不健全”（52.6%）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薄弱”（31.6%）相比是更大的问题，与其它区域企业看法略有不同。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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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存在问题的区域差异 

五、企业创新文化建设情况 

1、主要问题 

创新文化是企业创新管理的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创新激励制度不完善”是上

海创新型企业在创新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的最主要问题，被调查企业选择此项的占比为

71.5%，超过了三分之二；其次是“对创新文化建设的投入不足”，占比 57.6%，此选

项得到超过半数以上被调查企业的认同；另外，“创新资源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

（29.9%）、“不能宽容失败”（28.5%）、“忽视团队精神的培养”（24.3%）以及“公司

高层领导对创新不重视”（23.6%）等也是创新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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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上海创新型企业创新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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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构差异 

从不同区域的情况看，闵行区、浦东新区和徐汇区的企业认为“创新激励制度不

完善”是上海创新型企业在创新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其中闵行区企业选

择此项的比例高达 94.7%，表明该区企业对创新激励制度更为关注；嘉定区企业则认

为“对创新文化建设的投入不足”是最主要的问题，可见，各区县企业创新文化特点

存在一定差异。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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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企业创新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区域差异 

创新管理相对滞后是制约企业创新能力增强的一个短板。面向创新型企业乃至中

小微科技企业创新管理需求，重视企业创新软环境建设，加强创新管理软科学研究和

成果应用推广，推进技术创新智力服务，应是深入落实上海技术创新服务手册，加快

建设上海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任务之一。 

                                

 

（上海科技政策研究所  杨耀武 魏喜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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