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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创新资源投入视角，对浙江省非研发制造型企业的创新实践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新产

品开发往往是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开展的；非研发制造型企业根据需求，尤其是产业链中核心客户的需

求，有选择性地引进新技术；创新组织管理主要应用在工作方式和知识管理两方面，生产方式最少；

非研发制造型企业的协作创新意愿普遍不强，协同创新的提升空间较大；非研发制造型企业的创新知

识主要来自对客户、供应商、竞争者以及展销会等的关注。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非研发制造

型企业创新资源投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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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新古典主流创新理论认为，由研发引发的创

新是国家经济增长、企业保持持续竞争力的最重

要的动力源泉。大量的实证研究文献也支持这一

说法。然而很早就有实证研究显示，有相当数量

的企业没有在自主研发上进行过正式投资[1−3]。

2015 年欧洲创新联盟的调查也表明，2009—2012

年欧洲有 50%左右的企业创新活动是基于非研

发的[4]。我们看到浙江民营企业的创新效益大致

也是这样。一方面，浙江民营企业大多数没有正

式的研发机构，也不具备研发能力，尤其是中小

型制造类企业的研发能力普遍较为薄弱。2017 年

有研发活动的企业数量为 3 289 家，有正式研发

机构的企业数量为 3 174 家。2017 年，浙江企业

内部研发费用为 932.29 亿元，仅占全省当年 GDP

的 1.48%①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浙江企业对企

业内部和外部创新资源的有效使用，很多的非研

发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并不弱。从创新类型看，

2018 年有 26 921 家工业企业开展了创新活动，

实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的企

业分别占 47.4%、40.4%和 32.1%，比 2017 年分

别提高 2.6、2.1 和 0.2 个百分点；实现营销创新

的企业占 32.2%，与 2017 年持平
①
。这无疑对新

古典创新理论提出了挑战，即非研发企业的大部

分创新并不是来自内部制度化的研发活动。 

    目前，非研发类制造型企业的创新在学术

界、企业界尤其是公共政策的讨论中仍然被视为

某种“黑箱”[5]。创新和科技政策制定者往往会

忽略除研发以外的创新方式所具有的竞争潜力。

现有针对非研发企业创新方面的实证研究大多

采用总量数据或行业数据[6−10]，缺乏从企业的微

观数据层面出发对非研发企业创新进行研究。本

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以浙江省非研发制造型企

业的创新资源投入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

企业访谈两种方式获得企业的微观数据，以探讨

“什么样的创新资源投入对非研发制造型企业

增强市场竞争力有贡献？” 

二、浙江非研发制造型企业创新资源的实践 

    (一) 非研发创新资源投入指标 

    依据《奥斯陆手册》(OLSO Manual，2018)

的定义，非研发制造型企业所进行的创新活动是

指所有除研发以外的科学、技术、资本与商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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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活动，包括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组织创新、

营销创新等 4 个方面[11]。在充分考虑不同企业内

外部创新资源的前提下，参考《奥斯陆手册》的

创新投入指标，结合上述 4 个创新维度，本研究

选定了 6 个方面的指标：新产品开发、与产品有

关的服务创新、创新技术工艺的使用、创新组织

过程的使用、协同创新、创新知识源。每个方面

的指标又从多个方面来考察。 

    1. 新产品开发 

    自主开发新产品是制造型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之一。因为调研的企业是非研发企业，因而这

个指标指的是在没有任何正式研发投入的前提

下，企业是否成功开发了新产品。为进一步探究

新产品开发的过程，本研究引入了驱动力来源、

高新技术含量两个测度指标。 

2. 与产品有关的服务创新 

与产品有关的服务创新是指非研发制造型

企业将原有产品重新组合、增加产品的客户服

务、逐步开展多样化营销等。这些与产品有关的

服务创新对于非研发企业提升竞争优势来说，是

非常重要的路径。 

    3. 创新技术工艺的使用 

    为了考察非研发企业在何种程度上利用先

进制造技术，调查问卷的题项中包含企业在过去

5 年内是否引入新的制造技术或工艺，并在运用

新技术工艺的企业中进一步考察新技术工艺的

应用领域。 

    4. 创新组织过程的使用 

    组织创新是企业核心的创新资源，是难以模

仿的竞争优势。对于非研发企业来说，这一创新

资源更为重要。该指标是从 10 大组织管理理念

和 5 大管理工具的使用具体展开的
②
，涉及工作

方式、生产方式、知识管理、薪酬支付方法、人

力资源管理等领域。 

    5. 协同创新 

    企业间的合作和联盟是企业获得外部创新

资源的重要途径。非研发企业通过与其他企业或

机构对创新资源进行整合，从而实现协同创新。

这一指标从协同创新的数量和协同者情况 2 个方

面来讨论。 

    6. 创新知识源 

知识是企业的战略性资源，也是企业持续创

新的重要支撑要素。创新知识的来源反映了企业

吸收能力的信息[12−13]。因而，研究非研发制造型

企业通过“干中学，用中学，互动中学，搜索中

学”[14]获取的知识是否与特定的知识来源(如企

业内部其他员工、顾客、供应商)有关是非常有

意义的，应该将基于经验的和实践的知识纳入创

新资源。 

 (二) 数据来源 

    对浙江省样本企业的数据收集采用了问卷

调查和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问卷调查的方法

采用了分层抽样的方法，共向制造型企业发放调

查问卷 500 余份，收回有效问卷 317 份。实地走

访 4 家企业。 

    在合并同类型产业集群的前提下，样本企业

包含了浙江省的 132 个集群产业群
③
，选取近 5

年内没有研发投入的制造型企业，尤其是高新技

术产业链中的非研发制造型企业。企业规模
④
的

选择偏重于中小型企业。 

    (三) 非研发制造型企业创新资源投入的调

查分析 

    1. 新产品开发 

    大量的文献认为新产品开发能力与正式研

发呈现高关联的关系，因而普遍认为非研发企业

的这一能力较弱甚至缺乏，无法独立成功开发新

产品。然而，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样本中超过

37.8%的非研发企业在近 2 年的时间里独立开发

了新产品。但据表 1 可知，62.2%的样本企业近 2

年内没有开发新产品，这一比例远高于研发企

业。这表明非研发企业新产品开发的倾向性有待

进一步提升。 

 
表 1  非研发样本企业的新产品开发 

选项 比例/% 

近 2 年内独立开发新产品的企业占比 37.8* 

依据客户的要求 58.4* 

在原有产品中融入客户需求 22.3* 

开发产品后供客户选择 13.6* 

其他 5.7** 

新产品中含有高新技术因素的占比 8.6*** 

注：***表示 P＜0.000；**表示 P＜0.005；*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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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已开发了新产品的企业中，进一步考察新

产品开发驱动力时发现，有 58.4%的企业是依据

客户的要求来开发新产品的。这些企业大多不是

产品最终的生产者，往往处于供应链中零部件供

应商的位置。据此可知，产品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的创新知识和信息从顾客转移到非研发企业，从

而促进非研发企业的创新产出。针对客户需求进

行产品调整占比为 22.3%，这说明企业对这种渐

进式创新能力有一定的倾向性。 

    当被问及开发的新产品中是否包含微电子

机械系统、微电子技术、合金钢等复合材料、生

物技术等高新技术因素时，只有 8.6%的样本企业

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而且这些高新技术均是从外

部合作商处购置的，这表明这些非研发企业具备

了使用这些高新技术的能力，并能够结合自己的

产品开发出新产品。 

    2. 与产品有关的服务创新 

    2018 年企业创新统计调查显示, 48.4%的企

业认为与产品相关的服务创新对企业发展影响

最大
①
。非研发企业更应该重视服务创新，更希

望扩大创新产品组合。然而，在此次的调研中发

现，仅有 17.6%的非研发样本企业在过去 2 年里

提供过新的或改善过的与产品相关的服务。进一

步考察产品复杂性与服务创新之间的关联性时，

调研数据显示，产品的复杂性越高，企业越是积

极参与与产品相关的服务创新，越能意识到这种

服务创新带给企业的竞争潜力。由于非研发企业

产品的复杂度往往低于研发企业，而低复杂型产

品的相关服务空间有限，因而表现出较低的服务

创新。 

    3. 创新技术工艺的使用 

    先进的创新制造技术的使用是非研发企业

进行创新的重要手段。调研数据表明，64.3%的

样本企业采用过至少一种先进制造技术，42.6%

的企业使用过 3 种及以上的先进制造技术(如表 2

所示)。因为先进技术的引进需要资金的支持，因

而创新技术工艺的使用往往与企业规模相关。然

而，调研数据显示，先进制造技术工艺的使用与

企业规模并不表现为正相关关系。这充分说明非

研发企业广泛地使用先进制造技术以弥补所缺

失的研发。从这些技术实施的时间来看，约 45.6%

的样本企业在过去 5 年内引进过创新制造技术。

这表明非研发企业往往是创新技术的追随者。 
 

表 2  非研发样本企业创新技术工艺的使用 

选项 

所占比例/% 

小型企

业 
中型企

业 
大型企

业 
合计

  创新制造技术工艺的使用 

采用 1~2 种的企业 

占比 
62.7 68.9 60.1+ 64.3

采用 3 种及以上的企

业占比 
40.5 44.0* 47.2 42.6

在过去 5 年内引进过

的企业占比 
31.7* 48.1** 55.8 45.6***

  创新制造技术设备的使用情况  

自动化及设备联动 39.6 48.7+ 66.5+ 45.4

加工技术 36.2* 40.1** 51.3 41.8

物联网范畴 8.6 11.2** 32.5 14.2

节能减排 17.3+ 21.6 26.9** 20.3

其他 — — — 7.8 

注：***表示 P＜0.000；**表示 P＜0.005；*表示 P＜0.01；

+表示 P＜0.1；—表示样本量不足 

 

    按不同领域来划分创新制造技术使用情况

时发现，创新技术使用主要集中在如工业机器

人、集成处理系统等自动化及设备联动(45.4%)

方面，以及虚拟仿真、复合材料加工等加工技术

(41.8%)等。尤其是自动化及设备联动方面，大型

企业的使用率(66.5%)要高于中小型企业(48.7%、

39.6%)。装配制造类的企业往往需要更多比例的

员工，创新制造技术在这一加工技术领域的使用

率略低于自动化制造类企业。 

    进一步考虑创新制造技术工艺采用的目标

时，可以看出，依次为降低成本(37%)、提高质

量(26%)、柔性生产(16%)、促进创新(8%)。这一

调研数据表明，非研发企业并不是更倾向于成本

方面的竞争，而是根据需求尤其是产业链中核心

客户的需求，有选择性地引进新技术。 

    4. 创新组织过程的使用 

    不同的组织管理理念的运用能够增强非研

发企业的竞争力[15−17]。表 3 显示，有 67.4%的企

业至少采用过 1 种创新的组织理念和管理工具。

然而，只有 35.5%的企业在过去 5 年内实施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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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组织过程，并且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加大

实施的力度。剩下大多数样本企业则在更早的时

间就实施了组织创新。 

 
表 3  非研发样本企业创新组织过程的使用 

选项 

所占比例/% 

小型企

业 
中型企

业 
大型企

业  
合计

 创新组织过程的使用 

采用至少 1 种的企业 

占比 
57.8 74.3 61.0 67.4 

在过去 5 年内引入的 

企业占比 
23.1** 38.9** 43.8+ 35.5***

 创新组织过程的应用领域 

工作方式 43.6 48.2* 62.5 45.7 

生产方式 19.7+ 26.7+ 35.3 24.8***

知识管理 38.6*** 51.2 62.5 44.2***

薪酬支付方法 27.3 41.5 33.7+ 36.3**

人力资源管理 32.4+ 41.9 42.3 37.8***

注：***表示 P＜0.000；**表示 P＜0.005；*表示 P＜0.01；

+表示 P＜0.1 

 

    Kirner 等[18]研究表明，非研发企业的制造和

生产偏向于劳动密集型，倾向于流程管理，具备

较好的组织生产能力。然而，进一步探讨创新组

织管理的应用领域发现，创新组织过程主要表现

在工作方式(45.7%)和知识管理(44.2%)两方面，

生产方式最少(24.8%)。这一结果与研究有矛盾，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生产简单产品的非研发企业

对于生产组织的选择远低于生产复杂产品的制

造企业。 

    5. 协同创新 

    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联盟是获得创新资源的

另一种可能。表 4 显示，56%的样本企业表示与

外部组织进行过创新合作，并且企业规模越大，

其协同创新的项目数量越多。30.8%的样本企业

进行过 3~5 个创新合作项目，只有很少一部分企

业参与了 6 个以上的创新合作项目，这意味着非

研发企业的协作创新意愿普遍不强，协同创新的

提升空间较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非研发企业

可能缺乏适合自身实际条件的、能迅速运用的研

发协作模式。此外，企业规模越大，越愿意参与

协同创新。 

 
表 4  非研发样本企业协同创新的情况 

选项 

所占比例/% 

小型企

业 
中型企

业 
大型企

业 
合计

参与过协同创新的企业

占比 
47.6*** 53.7*** 75.6 56.0***

协同创新的数量     

1~2 个的企业占比 23.3*** 28.9** 27.0 25.2**

3~5 个的企业占比 18. 7 24.3 41.2*** 30.8

6 个以上的企业占比 3.1 4. 8 5. 3 4.2 

协同创新的伙伴 新产品 
新的制

造技术

工艺 

创新组

织管理

理念

新的产

品相关

服务

客户 61.6 24.2 22.5+ 54.7+

供应商 49.2+ 66.3 20.7 23.4

同行竞争者 12.6 15. 1* 12.5 14.7+

服务提供商 17.3 11.5*** 53.2+ 36.9

外部研究机构 12.8*** 14. 1** 12.3*** 3.8***

注：***表示 P＜0.000；**表示 P＜0.005；*表示 P＜0.01；

+表示 P＜0.1 

 

    表 4 显示了样本企业在不同创新领域合作伙

伴的情况。这一调研数据表明，非研发企业的创

新来源并不主要是供应商的设备和材料，而是根

据不同的创新领域选择不同的协同者。客户在产

品创新(61.6%)和服务创新领域(54.7%)是最重要

的合作伙伴；而供应商在产品创新(49.2%)和技术

创新领域(66.3%)均表现得较为出色；对于大部分

样本企业来说，咨询服务提供商在组织创新方面

(53.2%)就成为最重要的协作者。 

    6. 创新知识源 

    非研发企业的创新往往被认为更多的是受

与顾客相关、面向实践类的知识所驱动的[19−23]。

表 5 显示了样本企业所使用的创新知识的不同 

来源。 

    调研数据显示了一个比较令人费解的现象：

尽管定义了非研发企业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正式

研发投入，但有不少的企业勾选了“内部研发部

门”这一知识来源。可能的解释是，正式研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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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调研期之前，或者是企业对研发的理解存在

偏差，如以为内部的某些“部分”(如生产工艺改

进)具有研发功能。这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表 5  非研发样本企业创新知识的来源 

选项 

所占比例/% 

新产品 
新的制造

技术工艺 
创新组织

管理理念 
新的产品

相关服务

创新知识的来源     

内部研发部门 20.3*** 12. 8** 17.1+ 5.2** 

非研发员工 8. 7* 9.3 17.2*** 6.5 

客户 76. 1 14.2 12.6+ 47. 1+ 

供应商 24.2 46.7** 12.4 13.6* 

竞争者 32.4 25.0* 13.2 20.7+ 

外部研究机构 7.8 11.5*** 13.2*** 2.8 

展销会 39.8** 51. 4+ 42.1* 26.3***

注：***表示 P＜0.000；**表示 P＜0.005；*表示 P＜0.01；

+表示 P＜0.1 

 

    样本企业在不同的创新领域，其创新知识的

来源也存在差异性。在新产品和服务创新方面，

客户(76.1%，47.1%)被认为是主要的创新知识来

源；展览会被企业认为是技术创新(51.4%)和组织

创新领域(42.1%)最重要的知识来源。这意味着设

备等各类展销会议是非研发企业低成本获取先

进技术工艺信息的重要途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

到，这一来源对其他创新领域同样重要。而外部

研发机构作为创新知识的来源比例整体都比较

低，这说明非研发企业不太倾向于选择特定的专

家库或知识网络，这与前面协同创新的合作伙伴

选择表现相同。大部分非研发企业作为创新的追

随者，对竞争者的新产品(32.4%)、新技术(25%)

的仿效就成为一种知识来源的选择。研究结果表

明，外部的研发对非研发企业来说远远低于他们

对客户、供应商、竞争者以及展销会等的关注，

这些共同构成了获得相关创新知识的来源。 

    三、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通过分析非研发制造型企业不同的创新资

源投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虽然非研发企

业创新的路径存在差异，但他们都通过广泛使用

创新制造技术工艺、创新组织管理过程、获得外

部创新知识资源等方式，来弥补正式研发上的缺

失。但调研分析显示，某一特定创新资源的投入

是非研发企业的必然。(2) 通过研究不同创新资

源投入发现，这些除去正式研发以外的创新资源

在不同程度上都被非研发制造型企业应用。(3) 

新产品通常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开发的。根据客

户的要求来开展的，企业对渐进式创新能力也有

一定的倾向性。非研发制造型企业大多生产的产

品复杂度不高，表现出较低的与产品相关的服务

创新。(4) 非研发企业广泛使用先进制造技术以

弥补所缺失的研发；非研发企业往往是创新技术

的追随者，但并不是更倾向于成本方面的竞争，

似乎是根据需求，尤其是产业链中核心客户的需

求，有选择性地引进新技术。(5) 非研发制造型

企业创新组织管理主要应用在工作方式和知识

管理两方面，生产方式最少，这一结果与研究有

矛盾。(6) 非研发企业的协作创新意愿普遍不强，

协同创新的提升空间较大。而且企业根据不同的

创新领域会选择不同的协作者。(7) 非研发企业

创新知识主要来自对客户、供应商、竞争者以及

展销会等的关注。 

    上述分析结论表明，在弥补其非研发缺失

时，非研发企业虽然对不同创新资源的投入侧重

点不同，但它们都是通过广泛使用先进制造技

术、先进管理理念以及采用高于平均值的非研发

知识资源，来填补企业在研发能力上的不足。同

时，研究也表明这些非正式研发的创新资源均被

企业不同程度地使用，非研发企业制造的产品主

要集中在中低复杂性的产品上，其制造部门的技

术人员占比较高，企业积极主动参与创新合作的

倾向性普遍有待提高。 

    (二)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非研发民营企业创新资源投入的

调查研究，笔者拟为制定创新政策提供以下   

建议。 

    首先，非研发企业常常是自动化装备、系统

集成、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的顾客。因而，

政府应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使中小企业能够以

较合理的成本获取，推动创新资源产出绩效。 

    其次，创新和科技政策制定者应在聚焦研发

的基础上，提供更多的政策工具，以便更有效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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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非研发创新。诸如支持企业间的技术扩散；支

持组织、营销、工程、设计等能力的培养；支持

推动管理创新等非技术流的创新发展。 

    最后，对非研发创新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而

现有研发的统计分类存在明显的“水土不服”。

不应该以“一刀切”的方式激励非研发企业的创

新活动。因而，迫切需要在更广义理解创新的基

础上，细分创新类型，调整分类统计指标系统，

进而为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 
 

注释： 

 

  ① 数据来自浙江政务服务网·数据浙江. http://data.tjj.zj. 

gov.cn/page/dataquery.simpleMacro/newQuery/newQuery.

jsp?getData=nianduData&ddiUrn=urn:ddi:ZJJCKSTAT:a4

63a4d9-806b-4fcc-8fc9-b43a8ee4298c:1&dataClassific=y

andu&sjztId=urn:ddi:ZJJCKSTAT:bad29bd7-848d-41ef-a

aa9-9fcbfe1a5046:1&sjztBgq=N&orgCode=33&proDemo

=zj. 

②  10 大组织理念：灵捷式竞争、顾客份额、顾客满意度、

数一数二、快鱼吃慢鱼、互动、学习型组织、战略联盟、

企业智慧资本、80/20 效率法则。5 大管理工具：SWOT、

PDCA、6W2H、SMART、WBS。 

③  浙江 140 个产业群中，剔除了龙泉剑瓷、横店影视、庆

元香菇、遂昌竹炭、江山蜜蜂、龙游竹笋、义乌小商品、

诸暨山下湖珍珠产业集群。 

④  是按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2017〕213 号)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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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practice of Zhejiang non-R & 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s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investment. Researches show that new products are usually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knowledge acquired from customers. Non-R & 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would usually 

introduce new technology sel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needs, especially those of core customers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innovative is mainly applied in work mode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the least application is in production mod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non-R & 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has a larger promotion space for lack of willingness generally. The innovation 

knowledge of non-R & 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mainly comes from the attention of customers, suppliers, 

competitors and exhibitions. Based on all these researches, this paper gives some strategies for the non-R & 

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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