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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营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和政策选择》内容分为五个部分，首先分析了目前我国民营科技
企业的发展现状和特点，然后从增强我国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角度出发，讨论了民营科
技企业的战略地位，接着通过对多个企业技术创新的分析，总结了目前我国民营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
战略及其特点，最后进一步通过对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政策的比较，结合实际问卷调查分析，提出了加
速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另外，《民营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和政策选择》中最后还给出了从2004年7月到2005年6月进行我
国民营科技企业自主创新调研形成的6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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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6.3 华为的成功对我们的启示华为，一个创建只有十几年的民营企业，迅速崛起成为一家具有很
强国际竞争力的通信设备及解决方案供应商，正在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中国企业完全有能力参与国际
竞争，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
应该说，华为的成功经验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是多方面的。
　　1．企业国际竞争力只能靠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形成　　华为的发展历史和成功经验告诉我们
，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只能靠企业自身长期不懈地坚持自主创新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形成，按照任正
非的说法：“海外市场拒绝机会主义。
”过去，我国一些“明星企业”往往是依靠自己所处的行业垄断地位、或者是依靠我国经济转型期形
成的非市场机会、或者是依靠地方政府的特别扶持快速发展起来，这些企业没有经受激烈的市场竞争
的洗礼和锻炼，实际上不仅没有国际竞争力，而且在国内市场上也无法形成竞争优势。
因此，要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让企业围着市场、而不是市长转。
　　2．我国企业要增强国际竞争力，必须加大研究和开发投入　　华为之所以能形成比较强的核心
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重要原因之一是能参照国际上高新技术企业以销售收入10％以上的
经费投入研发的做法，长期坚持按不低于产品销售收入10％的比例和100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投入研究
和开发，仅北京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华为投入的研发经费就超过26亿元。
在3G研发上，华为投入了3500人和高达40亿元的经费。
而我国的绝大多数大中型工业企业，目前的研发投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只有1％。
这样的研发投人无法让企业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因此，要加快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必须鼓励企业加大研究和开发的投入，而各级政府应首先在
科技投入上起带头和示范作用。
　　3．国家应加大支持重大战略技术研发及转化和产业化的力度　　为研发和产业化3G，华为历时
多年，投入了3500人和高达40亿元的经费，才获得了显著的回报。
可见，重大战略技术研发及转化和产业化需要的投入是巨大的，目前我国具备华为这样的投入能力的
企业还极少。
但是，我国要提升战略高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必须要在象3G这样的重大战略技术上有所突破，
实现技术跨越。
因此，国家应尽快研究支持重大战略技术研发及转化和产业化的有效方式，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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