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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来源的

实地调查与分析 

何亚玲

（兰州文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基于甘肃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实地调查结果，构建甘肃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三级评价体系，研究其技术
创新风险来源。结果表明：甘肃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模式以模仿创新为主，合作创新和自主创新比例较低，整体处于较低的

发展阶段；其技术创新风险来源由大到小依次为财务风险、市场风险、外部环境风险、技术风险、管理风险、生产风险；技术创

新人才缺失、资金支持不足、创新制度不完善、创新信息匮乏、创新水平不高、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的比例较小等是甘肃省中

小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应通力合作，不断降低和化解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共

同推进甘肃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关键词］甘肃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来源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２３－０６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ｓｋ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ｍａｌｌ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ＨＥＹａｌ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ａｎ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ｒｔｓ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ａｔｈｒｅｅｌｅｖｅｌ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
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ｉ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ｓａｎｄ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ｒｉｓｋ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ｒｅｍａｉｎａｔａ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ｙｔａｋｅ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ｓｔｈｅｉｒｍａｉ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ｏｗ．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
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ｒｒａｎｇｅｄ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ｆｒｏｍｇｒｅａｔｔｏｓｍａｌｌａｒ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ｉｓｋ，ｍａｒｋｅｔｒｉｓｋ，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ｒｉｓｋ，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ｉｓｋ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ｏ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Ｇａｎｓｕｓ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ｌｏｓ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ａｌｅｎｔｓ，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ｎｅｓｓ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３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２７
基金项目：甘肃省科技计划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甘肃省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体系创新及管理研究”

（１６０６ＲＪＺＡ０６１）；甘肃省科技计划软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来源及其评价问题研究”
（１３０５ＺＣＲＡ１４８）；甘肃省教育厅基金资助项目“‘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甘肃省旅游业基础设施建设融
资模式的研究”（２０１５Ａ－１６６）

作者简介：何亚玲（１９７５－），女，甘肃天水人，兰州文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金融与区域发展、企业技术创新
管理。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６期（总第１１９期）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ｗｏｒｋ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ｊｏｉｎｔ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ｓｏｕｒｃｅｓ

　　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已然成为推动就业、增加收入、提高社会成员流动价

值、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１］中小企业在创

新方面拥有其独特优势，在“双创”发展中，中小企业

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甘肃省是一个典型经济欠

发达的省份，企业中大部分为中小企业，不断提升中

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促进中小企业的繁荣发展，

这对于提高甘肃省居民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具有重

要作用。甘肃省人民政府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将培育科
技型中小企业列为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重

大进展的重点任务之一。［２］但是技术创新在中小企

业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可能给企业带来较

高的收益，另一方面又存在很大风险。现有研究表

明：新技术开发项目最终能够获得市场成功的只有

２１６％，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成功率也不到
１０％。［３］对于甘肃这个欠发达省份来说，企业自身研
发产品（大多为模仿创新）只占２３％，在初创阶段，大
多数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缺乏，技术创新机制不

健全，风险预警监控能力较弱，风险战略管理及风险

防范意识较差，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严重影响着中小

企业的创新发展。［４］因此，在合理确定甘肃省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全面分析甘肃省中

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的来源，帮助中小企业增强创

新风险的管理能力，发挥自身创新潜力，对促进甘肃

省中小企业实现自主、有效、长远的创新发展具有一

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来源评价指标体
系构建

　　由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各种困难，
技术创新风险来源的分析和评价也成为一件非常困

难的事情；因此，建立一个能够比较准确、全面地反

映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来源的指标体系是风险评

价的前提。对于技术创新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设

计，国内外相关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设计的指

标体系主要有：Ｒｕｂ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０３因素体系、Ｂｅｎａｒｃｏｈ９２
因素体系、Ｃｏｏｐｅｒ７７因素体系、谢科范５８因素体系、
李晓峰４８因素体系及尹作亮４２因素体系等。［５］

甘肃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来源指标的设

计主要从以下三个思路入手：第一，依据技术创新

过程理论，充分借鉴前人成果。甘肃省属于典型经

济欠发达省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方面的研究

比较滞后，所以更需要大量参考借鉴其他学者的研

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第二，结合研究需要，选用合

理的调研方式。技术创新风险指标中绝大部分属

于定性指标，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因此在指标确定

过程中，本研究主要采用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采

用与技术创新有关的各方面专家评价打分获取数

据。第三，采用细化风险因素，避免指标交叉。甘

肃省中小企业规模小，技术创新标准化不高，创新

过程中各阶段的分工界限比较模糊。为全面反映

项目风险情况，应尽可能地将所有考虑到的风险因

素都囊括进来，这可能会导致在问卷设计和实际访

谈过程中存在风险因素内涵信息交叉的问题。因

此，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应尽可能地将风险因素

细化，采用最具体的指标，剔除重叠信息。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构建了三级评价指标体

系，一级指标为评价目标，二级指标为６个层面指
标，三级指标为４２因素细化指标，具体测评指标体
系如表１所示。以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来源为
评价目标，从技术、生产、管理、财务、市场、外部环

境等６个方面对其进行测评。［６－７］其中，技术风险
包括技术的可替代性、技术的复杂程度与难度、技

术成熟程度等７个因素，生产风险包括企业生产规
模、引进设备和技术工艺的困难程度、新产品对现

有设备与工艺的调整等７个因素，管理风险包括对
技术与市场及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企业技术创新

人才的缺乏和流失、企业技术创新各部门的协作关

系等８个因素，财务风险包括企业的资金实力、企
业资金的分配和运用能力、创新项目的资金需求量

等６个因素，市场风险包括潜在的市场容量、消费
者对竞争对手产品的依赖程度、新产品对现有产品

的替代与影响等７个因素，外部环境风险包括知识
产权的保护力度、竞争对手的实力、宏观经济形势

的变动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等７个因素，详细内
容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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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测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评价目标）

二级指标

（层面指标）

三级指标

（因素指标）

技术创新

风险评价

技术风险

技术的可替代性

技术的复杂程度与难度

技术成熟程度

技术先进程度

新产品对原材料或零部件技术性能

要求

技术生命周期性的不确定性

技术效果的不确定性

生产风险

企业生产规模

引进设备和技术工艺的困难程度

新产品对现有设备与工艺的调整

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困难

中间试验的难度和复杂性

新产品的质量和性能

新产品的生命周期

管理风险

对技术、市场及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

企业技术创新人才的缺乏和流失

企业技术创新各部门的协作关系

企业营销能力

项目组织管理能力

项目可行性论证与计划

项目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水平

项目负责人的能力和水平

财务风险

企业的资金实力

企业资金的分配和运用能力

创新项目的资金需求量

信贷资金来源困难

创新项目资金供应的及时性

创新项目融资成本

市场风险

潜在的市场容量

消费者对竞争对手产品的依赖程度

消费者的需求变化

新产品对现有产品的替代与影响

新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

新产品的价格

现有的市场销售渠道难以适用新

产品

外部环境

风险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竞争对手的实力

竞争对手的数量

竞争对手的非正当竞争

新产品所属行业前景

进口产品的冲击程度

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和国家发展

战略的变化

　　二　实地调研基本情况

本研究主要以实地调研与访谈为主，对甘肃省

部分地市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进行调查，根据

调查数据对甘肃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具体状

况进行实证分析。

（一）问卷设计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充分征求相关专家意见，

从调查对象个人背景、企业背景、技术创新进展、技

术创新模式、技术创新面临的主要风险情况及风险

管理实际状况等方面进行问卷设计。

（二）调查方法与样本选取

１．调查方法
调查组成员先后于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日至９月２

日、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０日至８月２０日期间，选择甘肃
省各地区具有典型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１９７家，深
入企业访谈。共发放调查问卷 ２００份，回收问卷
１６０份，其中有效问卷１１８份，有效率为７３．７５％。
同时，与部分中小企业建立长期关系，动态了解企

业技术创新相关情况，及时补充和修正调查问卷。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访谈专家范围和访谈内

容，充分征求技术创新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和建

议，并增加技术创新风险新的因素和来源等内容。

２．样本选取
调查小组选择甘肃省会兰州市，甘肃中部地区

的定西市、临夏州，河西地区的酒泉市、张掖市，河

东地区的天水市、庆阳市、平凉市、陇南市等地（州）

市的中小企业进行调查和访谈。调查对象主要为

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且具有明显技术创新特征的中

小企业。为进一步提高样本测算的准确性，对１１８
份有效样本进行详细分析，从中选取１０７家具有代
表性的中小企业样本，主要集中在生物制品、石油

化工、新能源、产品加工行业，样本企业基本能反映

其所在行业的基本情况。其中，生物制品行业 ３９
家，石油化工行业２３家，新能源行业２１家，马铃薯
加工行业 １１家，药材加工行业 ９家，其他行业 ４
家，行业占比分别为 ３６．５％，２１．５％，１９．６％，
８４％，１０．３％，３．７％。职工人数最多的企业为
９５０人，最少的为１２人，平均人数为２２８人。

　　三　企业技术创新风险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调查结果

１．技术创新的基本情况
调查结果表明，近５年来，采取了技术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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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７４家，占总数的６９％；有自身研发产品的中
小企业占样本企业的１９％，其中被列入国家重点扶
持项目的有１８家；表示未来发展要依靠技术创新
的企业占８９％；关注技术创新的企业占８０％；近期
有技术创新计划的企业占６８％。
２．技术创新风险来源
（１）不同技术创新模式风险来源
由于中小企业的发展背景不同，技术创新的模

式相应也不同，一般有模仿创新、合作创新、自主创

新三种模式，而不同的创新模式带来的风险也不相

同。模仿创新和合作创新可以较低的成本和风险

获取一定的收益，但容易受制于人，不利于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的长远发展；相比较而言，自主创新能

使企业独享创新成果和利润，但面临的风险很大。

甘肃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调查结果如表２
所示。结果显示：甘肃省中小企业模仿创新、合作

创新、自主创新的比例分别为４３．９３％，２８９７％，
１８．６９％。

表２　甘肃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

项目 模仿创新 合作创新 自主创新 其他

样本数 ４７ ３１ ２０ ９

占样本比例／％ ４３．９３ ２８．９７ １８．６９ ８．４１

（２）具体层面的风险来源
根据调研目标，具体分析甘肃省中小企业技术

创新６个层面的风险来源。研究选择１０７家中小
企业中数据相对完整、可靠度较高的１００家企业，
通过与企业各部门主管、技术经理和技术人员的详

细面谈及发放问卷调查，搜集相关数据，其后，对数

据进行整理与统计，统计结果见图１。

图１　甘肃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６个层面的风险来源

统计结果显示：甘肃省中小企业所面临的主要

风险来源由大到小依次为财务风险（７７．７８％）、市
场风险（７２．２２％）、外部环境风险（６６．６７％）、技术

风险（６０．００％）、管理风险（５０．００％）、生产风险
（２５．５６％）。

（３）具体风险因素
甘肃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具体风险因素如表３

所示。

表３　甘肃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主要风险因素

层　面　　 指　　标 样本数

管理风险

企业技术创新人才的缺乏和流失 ９２

对技术、市场及相关信息了解程度 ８０

项目的组织管理能力 ７８

财务风险
信贷资金来源困难 ８９

创新项目的资金需求量 ８１

外部环境风险 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家政策变化 ８４

技术风险
技术先进程度 ８６

技术成熟程度 ８０

市场风险
潜在的市场容量 ８０

消费者的需求变化 ７６

由表３分析可知，就６个风险层面的具体风险
因素而言，在技术创新风险所有层面４２测试因素
中，排在前１０位的为：管理风险中的“企业技术创
新人才的缺乏和流失”“对技术、市场及相关信息的

了解程度”“项目的组织管理能力”，财务风险中的

“信贷资金来源困难”“创新项目的资金需求量”，

外部环境风险中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家政策变

化”，技术风险中的“技术先进程度”“技术成熟程

度”，市场风险中的“潜在的市场容量”“消费者的

需求变化”。

（二）结果分析

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发展势头较好，但技术
创新程度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

甘肃省中小企业大都已意识到技术创新的重

要性，但企业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程度较低，主要

以模仿创新为主。１）模仿创新是当前甘肃省中小
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模式。７９１％的企业表示模
仿创新风险相对比较低，３１．３％的企业认为模仿创
新投入比较少、效率比较高，可见，由于模仿创新具

有低风险、低投入、见效快等特征而成为当前甘肃

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首选模式。２）合作创新是
当前甘肃省中小企业创新的特色模式。与大中型

企业、科技开发单位合作创新，不但可以缩短技术

开发周期及新产品的市场导入期，［８］从技术上有效

降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而且还能实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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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解决中小企业在人力、信息、资金等方面存在

的困难。［９］３）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由于企业规
模小，缺乏创新培训平台，人才管理体制不健全，自

身抵抗风险和承受风险能力较差，［１０］这导致中小

企业创新意识和创新动力不足。

２．企业缺乏技术创新人才，现有的技术创新
人才流失严重

首先，高级尖端技术人才严重不足。在１０７家
样本企业中，有约８１％（８７家）的企业表示高级技
术性人才严重紧缺，而现有技术人才的创新水平均

处于国内和国际比较低的层次（分别约为 １％和
１２％），同时很多中小企业的创始人对现有研发人
员的技术开发能力和素养持不乐观态度。其次，缺

乏技术创新科研团队。甘肃省中小企业整体缺乏

全面、完整的技术创新科研团队，缺乏交叉学科必

要技术人才，在面临关键技术问题时，因技术限制

而最终使得企业不得不放弃技术开发，或只有通过

技术转让获得成果来推进本企业的技术创新。再

次，熟练的技术工人不足。甘肃省中小企业的员工

大多来自于农村的劳动力和城镇中文化程度较低、

缺乏专业技能的剩余劳动力。有约７９％的中小企
业表示对相关技术工人进行了专业培训，并且有约

５６％的企业表示培训后的熟练技术工人流失较快。
最后，发达地区在待遇、个人发展机会等方面优势

明显，导致甘肃省中小企业现有技术创新人才流失

严重。因此，管理风险中的“企业技术创新人才的

缺乏和流失”排在所有指标的第一位，并且选择这

一指标的９２家企业中，有７４．５９％的企业认为自己
缺乏技术创新人才。

３．技术创新资金严重不足，且所需资金支持
力度小

由于中小企业自身发展和资金积累的局限性，

同时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成本高，这使得企业在技

术创新过程中无法及时满足项目的巨大资金需求。

初创阶段，甘肃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方式以

企业自筹和民间借贷为主，能从银行获得的贷款主

要是短期和中期贷款，这使得甘肃省中小企业技术

创新所需长期资金严重短缺。同时地方财政支持

技术创新资金金额较小，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初创时

期技术创新所需资金的支持力度。［４］

４．政府对中小企业重视不够，技术创新制度
不完善

政府全方位的支持成为国外中小企业能够在

技术创新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一个重要原

因。［１１］对甘肃省中小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近９０％
的中小企业认为，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发展重视不

够，政策更倾向于国有大型企业。就中小企业技术

创新制度建设而言，我国相关法律和制度建设明显

滞后，《中小企业促进法》中有关技术创新的部分形

式多于内容，可操作性不强，原则性过强。因此，不

完善的制度规定和政府的差别对待，是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

５．技术创新信息匮乏且有效供给渠道不足
信息是技术创新的源泉，甘肃省所处地域决定

了其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获得信息的困难较大。近

年来，甘肃省地方政府大力推进中小企业信息服务

平台的建立，但平台建设比较粗糙，尤其涉及中小

企业技术创新的信息并不多；民间的信息供给渠道

又存在需要对信息的真假进行甄别的问题，这无疑

加大了技术创新的信息成本。同时，由于资金、观

念等方面的原因，中小企业自身信息化建设滞后。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调研结果中，“对技术、市场

及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和“项目管理能力”两项

因素排在该层面的前列，表明在技术创新过程中，

企业不能及时掌握与创新项目研发相关的国内外

有关信息，成为中小企业创新失败的重要原因

之一。

６．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不高，创新成果转化为
产品的比例较小

甘肃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大多处于模仿创新

和合作创新阶段，自主创新仅占 １８．６９％，有近
７０％的中小企业表示不愿自主创新。近年来，虽然
甘肃省中小企业在“产、学、研”方面发展迅速，但成

果转化过程中由于企业现有设备与工艺不配套或

落后，并缺乏中间试验条件，使得最终产品生产存

在困难。因此，“技术先进程度”排在该层面风险指

标中的第一位，在所有指标中位于第三；“技术成熟

程度”指标样本数有８０家，在所有指标样本数中也
位居前十位。生产层面的风险指标中没有指标进

入所有指标的前十位。

７．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是实现中小企业持续创
新能力的关键

市场需求能有效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７］同

时，市场需求又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动力。

一个规模较大的市场需求，不仅能够降低其所预期

的产品研发成本、市场成本，而且能有效地降低技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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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１２］重视市场需求

的变化是提高中小企业持续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

途径。中小企业只有通过挖掘潜在客户，及时准确

地获取消费者需求变化的信息，针对消费者越来越

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才

能实现中小企业持续创新能力的协调发展。［１３－１４］

因此，在调查中有７５家样本企业选择“潜在的市场
容量”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这两项指标，位于所

有指标的前端，并有５０％以上的样本企业关注“新
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这一指标。

甘肃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发展势头较好，大多

企业已认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技术创新模式以

模仿创新为主，合作创新和自主创新比例较低，整

体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从大的层面来说，甘肃省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来源由大到小依次是财务

风险、市场风险、外部环境风险、技术风险、管理风

险、生产风险。从具体风险因素来说，技术创新人

才缺失、资金支持不足、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家政策

变化等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影响较大；同时，技术创

新信息匮乏、创新水平不高、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

的比例较小也是甘肃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水

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因此，企业应不断强化信息化

建设，创造优质人才培养环境，提高自身控制风险

的能力，从而增强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的能力；政

府应建立健全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持续发展的

法律和政策，建立中小企业人才培训基地，不断完

善公共服务体系及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

金融机构应设立多渠道的融资方法，建立专门服务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银行，加大专项资金的

支持。总之，应通过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通力

合作，不断降低和化解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共

同推进甘肃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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