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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市场的刺激作用，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一定的发展。但中小型科技企业规模一般较小，独立研发资

金的投入支持有限，科技转化成果的市场需要长期的培育，一般具有成活率低、投资风险大、生命周期

短等显著特征。辽宁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要创造多要素组合的技术创新模式，实现辽宁地区科技型中小企

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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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stimulating effect of the market,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have achieved certain development. However, small and medium-size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are 
generally relatively small in scale, with limited investment support from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unds. The market for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chievements needs long- 
term cultivation, and generally has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low survival rate, high in-
vestment risk, and short life cycle. Liaoning Province’s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need to create a multi factor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dels to ach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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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the Liaon-
i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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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科技型中小企业一直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科技型中小企业有其自身的特点、

独特的价值体系和价值创造特征。科技型中小企业只有把握关键因素，树立价值思维，实现“差异价值”

和“持续创新”，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创造更多的企业价值。 

2. 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新作为，必须紧紧

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线，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经济发展从量的扩

张转向质的提升，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技术、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催生处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生产和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

改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 2021 年，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突破了

20 万家。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占比达到 65%，超过 80%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出自于科技型

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成为我国科技强国战略的主力军[1]。然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

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资金难题；人才短缺；技术创新困境；市场拓展受限；组织管理体系不健全。这

不仅制约看企业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学者越来越关注科技型中小企业，对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3. 辽宁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辽宁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问题有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如下图 1。以下分别从内部

原因和外部原因进行分析。 

3.1. 专业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较为紧缺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以科技人员为主体，由科技人员领办和创办的知识密集型经济实体。人力资源，

尤其是高层次、极富创新精神的人才对于这类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辽宁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

较为复杂，一方面受到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因为对技术创新科技型人才

的培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造成了技术创新人才的流失，当地的高素质技术创新人才到经济发展形势乐

观的南方工作，这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大多数都在高校或研究所，企业人

才资源短缺。中小企业在人才储备和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无法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人才。虽然这两年来，对

科技人才创业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但扶持力度明显不够，从而对高水平人才的吸引力也显得明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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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缺少对自主创新的战略思考 

企业研发机构的实力薄弱，有些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意识不强，“零专利”的企业长期存在。在如

何提升核心竞争力方面，公司缺乏战略思维，不能以自己的技术优势为基础，对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专

利的申请、研发经费的投入以及研发机构的构建，自主创新的目标定位不科学，缺少长期战略规划。同

时，企业内部自主创新体制机制不够灵活，缺少内生动力。辽宁地区由于受各种因素制约，往往缺乏市

场要素，市场理念和竞争意识软弱，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自主长信体系和运行机制尚不完善，导致投入

机制的欠缺并造成自主创新的低效率、低效益。 

3.3. 政府缺少针对性的直接扶持政策 

政府作为政策资源的提供者，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我国的科技创

新创业政策实施得不够充分，对于科技创新型企业仍缺乏直接的、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同时，中小企

业也缺乏一个相对健全的创新系统。一些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对申报单位在专利拥有、投入的比重、科技

产出等方面的要求比较高，较难成功立项。其次，还存在着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不够高的问题。非常

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不够高，辽宁省的人力、财力、物力和知识等技术创新资源在企

业、政府、高校与科研机构、科技中介咨询服务机构等各种不同的行为主体之间没有进行合理有效的分

配、组合和实施[2]。 

3.4. 资金瓶颈日益凸显 

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高技术，高风险、高利润的特点，亟需专项资金来支撑。融资需求强烈，资金

用途明显。科技型企业在科技创新与拓展市场中面临重重风险，难以吸引投资，资金问题已经成为抑制

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发展的关键因素。风险投资的发展也星现不平衡的分布，尤其政府在二级区域的投

资较少。 
 

 
Figure 1. Reasons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s in Liaoning Province 
图 1. 辽宁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原因 

4. 辽宁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对策 

4.1. 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和发展制度 

技术创新人才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如果没有他们，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获得长久的发展，所

以，企业一定要对技术创新人才给予足够的关注，强化对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并加大宣传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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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力度，提高辽宁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前来应聘。同时，改善企

业工作环境，提高员工待遇，建立科技创新创业平台，为人才提供更好的职业发展空间。企业要解决人

才短缺的问题，应该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企业的人才只有得到了激励，他们才会有更高

的工作热情，这就要求企业通过对那些为公司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的人进行提高工资待遇，发放红利、

奖金的方式来对公司的员工进行激励。同时，企业还要为优秀的综合型高层次人才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工

资和福利，加大对企业综合型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工作力度等[3]。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合作，

与他们建立紧密的联系，加强对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制定优惠政策，加大对人才引进的资金、税

收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降低人才的招聘成本。 
另外，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内部员工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让员工更加适应公司的需求，为企业

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好的支持。同时，辽宁省科技型中小企业也必须加强对企业人才的培养，并对其人才

培养方式进行创新，与辽宁省的部分高校、研究院所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一种“产学研”

全方位、多层次、长效、稳定的合作机制，辽宁省的高等院校、研究院所要通过对企业急需的创新型技

术人才的培育，来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做出贡献，从而增强辽宁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增强

其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发展[4]。 

4.2. 加强对自主创新的战略思考 

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科技创新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然而，辽宁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技术

创新方面缺少对自主创新的战略思考，使得其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表现受到限制。要明确企业技术创新的

战略目标和定位，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市场需求，制定符合企业实际的技术创新战略。建立科技

创新的绩效评估体系，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评估和反馈，及时调整和改进技术创新策略。与此同时，

企业还应该加大对技术创新信息的获取力度，与市场使用者进行合作，从而对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有更

多的了解，可以知道企业在哪些方面和层面上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必须要构

建出一种合理的、行之有效的市场消费者参与机制，保证消费者的需求与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之间能够

形成一种协同效应，让中小型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走进市场，并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其次，企业可以与原材料、技术等企业进行协作，进行创新知识的交换，达到资源共享，加快新产品研

发速度、降低研发费用的目的。最后，可以与本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展开联合创新，构建一个企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让每个企业都可以在技术创新中稳步、快速地发展[5]。 

4.3. 政府积极推行中小型技术企业的扶持政策 

辽宁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缺乏专业性和政府缺少针对性的直接扶持政策，使得其在技

术创新方面的表现受到限制。针对这一问题。建立科技创新支持政策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应建立科

技创新扶持政策体系，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税收、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加大

技术创新投入。完善科技创新投资机制，推出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加强对科技型中小

企业的资金支持。加强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建立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加强技术创新方面的专业咨询和服

务，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方面的全方位支持，鼓励企业和科技服务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提供技术咨询、

技术转移等服务。建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成果的开发、推广和应用，提升科技

创新成果的市场竞争力。支持企业建立技术转移中心，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技术转移、技术评估、技

术合作等服务。 

4.4. 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资金扶持力度 

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往往会面临资金瓶颈问题，从而影响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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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的角度，加大扶持力度，建立科技创新基金。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这些基

金可以提供贷款、补贴、股权等多种形式的支持，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增加政府补贴。政府可以增加

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补贴力度，帮助企业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同时加强财政支持，鼓励银

行贷款。协调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低利率的贷款和风险担保服务。建立风

险投资基金。政府可以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向中小企业提供股权投资，降低企业资金成本和风险。从企

业自身角度进行改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创新商业模式，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利润空间，提高企

业自身的创新能力，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基于‘结构–过程–治理’多重视角的辽宁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

业团队创新机理与动态”(L18BJL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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