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 以苏州丝绸纺织行业为例
申 栋 吕 静 雅 王 佳

【摘 要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的 高 低 直 接 影 响 着 企 业 的 生 存 与 发 展 。 就 目 前 来 看 ，苏 州 丝 绸 纺 织 行 业 中 小 企 业 的 创 新 能 力 不 高 。所 以 ，本文在分析国内 

中 小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建 立 了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评 价 模 型 3 并 以 丝 绸 纺 织 行 业 为 研 究 对 象 ，运 用 熵 值 法 计 算 出 该 评 价 模 型 各 指 标 权 重 ， 同时 

着 重 对 权 重 较 高 的 影 响 因 亲 进 行 分 析 ，如 企 业 对 创 新 激 励 的 软 环 境 、 企 业 对 创 新 人 员 的 投 入 、 政 府 的 创 新 服 务 及 创 新 保 护 政 策 等 ，指 出 提 高 苏 州 市  

丝 绸 纺 织 行 业 中 小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的 关 鍵 所 在 。

【关 键 词 】丝 绸 纺 织 行 业 ；创 新 能 力 ；影响因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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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引言

2012年底，苏州传统支柱产业规 

模总量持续攀升，占苏州市工业总产 

值的比重高达9 5 % , 在苏州工业经济 

发展中占据重要主导地位。其中，中 

小企业呈快速发展趋势，规模以上的 

中小微企业以产值1.3万亿占全部规 

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44.1%。相较于2 

年 前 ，苏州市传统支柱产业的各项经 

济指标均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中小 

企业作为传统支柱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 ，其创新能力的提升却存在着诸多 

问题。

丝绸纺织业作为苏州六大支柱产 

业之一，随着企业生存环境和商业模 

式的变化，纺织产业在不断发展中积 

累的问题正在逐渐凸显，主要原因之 

一是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不高，自主创 

新能力不足。学术界关于企业创新能 

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众多，研究角度各 

有不同，总结其影响因素主要来源于 

6个 方 面 ，即创新模式、组织机构、 

资金来源、技术来源、人才和政府力 

度 。但研究多没有深入到具体行业， 

研究角度大多相似。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以苏州 

市丝绸纺织行业作为代表，研究其创 

新能力，建立创新能力评价模型，并 

采用书面问卷形式，对 180家中小纺 

织企业创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实证研 

究 ，找出其关键影响因素，为全面发 

展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提供理论及实 

践支持，同时也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 

政策®^斗学依据。

2 、 文献回顾和指标体系设计

2 . 1 已有文献研究创新能力

⑴ 歧 创 新 模 式

企业创新模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 程 ，由封闭式创新到开放式创新转

变。刘 玮 （2 0 1 3 )等学者认为，开 贼 创 跡 境 下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的 演 化 轨 ^也 是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由一JF始的仿制阶段到创造性模仿再到后来的自主创新最 

后是协同创新。由于开放式创新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 

张 座 铭 （2 0 1 4 )等学者对开M 创新是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行探 

讨 ，通过模型检验发现两者呈现出倒“U ” 型的关系，因此给出企业保持适度开 

放性的命题。

( 2 )  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

吕 薇 （2〇1〇) 在文章中提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创新能力影响因素是市场需 

求、技术改造、内部资金投入以及人才和政策。仓噺型和高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 

影响因素主要是资金、仓嗷f技术、人才和知识产权和研发设计。科技型中小企业 

主要是资金和人才的短缺、市场需求和各类政策。对行业进行具体划分，找出影 

响行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实施评价。

( 3 )  企业创新能力的绩效

对于如何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的绩效，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王宝 

等 学 者 （2 0 1 3 )认为，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技术能力的核心，从研发投入、 

科技产出和创新环境三个方面研究企业的技术创新。陈 小 洪 （2007 ) 研究了技术 

创新的现状、机制和政策，发现代表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粧巨大的差异，挪 创  

新机制的主体分为四个方面，即企业经营者、企业外部环境、企业内部环境以及

企 业 錄 驗 和 创 新 娜 。

2 .2 指标体系设计

表 1 中 小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评 价 体 系

~^® 指标 — 指标 指t o

创 新 投 入 （A 1 )

研 发 资 金 投 人 （B 11) 研发努费投人强度(C l l l )

研发人员投人(B 12)
研发人员比重(C 121)

高级职称人员比重(022)
研发枝太投入fB13) 夕卜雛太购实比重fC 131)

创新组织与管理 
(A2)

创新激励软环境(B21)
研发人员薪酬水平(C 211)

研发人员职# 双通道(C 2121
研发人员人均培训费用(C 213)

合 作 研 究 （组织机构） 
(B22)

研 发 _ ( 。221)

产 学 研 雜 (C 222)

仓丨J新政策(A3)

财税政策©31) 资金支持政策(C 311)

仓噺服务及保护政策(B32)
枝太伽新服务平台fC321)

专 利 保 护 制 (C 322)
申请资助稈序(C 323)

仓斷产出(A4)
麵 成 獅 41) 人均专利的授予数量(C 411)

新枝太势济效益fB42) 新技术节约成本率(C 421)
产品创新效率ffl43) 产 品 備 的 成 功 率 fC431)

本研究为确保各测量变量较具合理性和有效性，在指标体系的建立过程中采

取以下措施： （1 ) 阅读大量权威杂志上的文献，在各学者原有的研究基础上， 

借鉴或提取评价企业创新能力的指标； （2 ) 指标体系初步形成之后，咨询了相 

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并根据修改意见进行调整； （3 ) 严格按照指标体系的各级 

指标所需信息设计问卷，并选取15家企业进行了试调查，根据反馈情况和建议， 

进一步修改指标体系与问卷。本指标体系的建立主要参考了陈劲、石书德的研 

究 ，结合丝绸纺织行业的特点，将指标体系设置为三个指标级，从创新投入、创 

新组织与管理、仓丨J新政策以及创新产出4个方面切入，进一步细分为16个三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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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如表1。

根据三级指标，制定三级指标计算说明。

C111研 錢 费 投 入 强 度 =研发经费/ 主营业务f t A  

C121研发人员比重=研发人员数/ 企业总人数 

C122高级职称人员比重=高级技术职称的研发人数/ 研发人员数 

C131夕 卜 部 献 购 买 比 重 引 进 经 费 4^龄 5费 总 额  

C211研发人员薪酬水平=研发人员平均薪酬/ 非研发人员平均薪酬 

C2 1 2 研 发 人 员 职 业 ■ 道 ：是否为研默员建立了管理与专业技术的臟 

麵 道

这些调查数据是科学地进行实证分析 

的基础。

4 、苏州丝绸纺织行此中小企 

此的创新能力评价

4 . 1 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摘权法是一■种根据各评价指标 

值提供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 

的客观赋权法。根据熵的特性，通过

C2 1 3 研发人员人均培训费用=企业当年培训研发人员费用/ 企业当年培训总计算熵值可以来判断一个事件的随机

费用 性及无序程度，也可以用来判断某个

C221研 发 _  :企 业 M 建 立 了 专 门 擬 研 发 _

C2 2 2 产学研合作：企业与学术机构设立联合实验室或推行了长期性的合作

项目

C311资金支持政策：企业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数量，企业是否参 

加过重点展会

C321技术创新服务平台：是否建立了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C322专利保护机制:企业是否能够获得知识产权中介棚的服务，知识产权 

管 理 制 度 题 完 善

C3 23 申请资助程序:政府办理是否公平、便利、合理等 

C411人均专利的授予数量=企业获得专利数量/ 研发人员数量 

C4 2 1 新技术节约成本率：通过技术的工艺创新和工装设备改进，致使单位 

产品成本降低的麵与原单位产品成本的比值。

C431产品创新的成功率=企业产品创新成纖/ 产品创新总数

3 、问卷设计及问卷谰查

表2 调查企业样本基本情况表

生质 比 例 （％)
围有: 8 4.44

13 7.23
156 86.66
3 1.67

企#规方i 謙 比 例 （〇/〇)
0—5 0 / 7 3.88

50—100人 34 18.88
100—300人 123 68.33
300人 也 h 16 8.91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思路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严格按照指标体系的 

各级指标所需信息对问卷内容进行设计，将调查问卷分成企业基本情况、仓撕投

入、仓噺组织与管理、仓噺政策、产品创新与技术创新五个部分。问卷发放采用 

电话调查、网上调查和面对面调查的方式，通过销售门店和企业相结合的调查方 

法 ，将生产和销售结合来看企业创新能力水平。发放问卷共计252份 ，回收问卷 

共计190份 ，其中剔除无效样本10份 ，有效问卷回收180份 ，有效率为7 1 .4 % ,基 

本代表苏州中小型丝绸纺织行业的实际情况。样本企业的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指标的离散程度。某个指标的熵值越 

小 ，说明其离散程度越大，信息量越 

多 ，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其熵权 

越大；相 反 ，则熵权越小，对评价结 

果 ®M 不大。

根据熵权法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 

计 算 ，得出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模 

型中各三级指标熵值及滴权（如表3所 

示 ）。

表3 苏州丝绸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评价

体系的熵值及熵权表

指 标 熵 值 坤 熵 权 （W ; )

c m 0 .0677 0 .0639

C 121 0 .0233 0 .0670
C 122 0 .0149 0 .0675

C 131 0 .1831 0 .0560

C 211 0 .0152 0 .0675
C 212 0 .0429 0 .0656

C 213 0 .0170 0 .0674

C 221 0 .0862 0 .0626

C 222 0 .1366 0 .0592

C 311 0 .1252 0 .0600

C 321 0 .2226 0 .0533

C 322 0 .0909 0 .0623

C 323 0 .1236 0 .0601

C 411 0 .1158 0 .0606
C 421 0 .1299 0 .0596

C 431 0 .0169 0 .0674

从 计 算 结 果 可 以 看 出 ，指标熵

权 按 从 大 到 小 的 顺 序 排 列 ，位于前 

四 位 的 分 别 是 ：高级职称人员比重 

( C 1 2 2 ) 、人员薪酬水平(C211)、研 

发人员人均培训费用(C2 1 3 )以及产品 

创新成功率(C4 3 1 ) ,前两项和后两项的 

熵权分别为0.0675、0 .0 6 7 4 ,各项指标 

熵值分别为0.0149、0.0152、0.0170、 

0.0169。滴 权 值 越 小 ，以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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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所反映的信息效用值也相对较大， 

其对综合评价结果的影响也越大。

根据表3得到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评 

价 指 娜 系 权 重 表 （如表4际 ）

如 表 4 所 7 5 ,  —■级指标中按权 

重 大 小 进 行 排 列 ，依 次 为 ：创 新 组  

织与管理A 2 ( 0 .3 2 2 3 )、创 新 投 入 A 1 

( 0 .2544 )、创新政策A 3 ( 0 .2 3 5 6 )、 

创 新 产 出 A 4 ( 0 .1 8 7 6  ) 。在 一 级 指  

标 下 ，各 二 级 指 标 对 应 的 权 重 位 居  

前 列 的 分 别 是 ：创 新 服 务 及 保 护 政  

策B 32 ( 0 .7455  ) 、创新激励软环境 

B 21 ( 0 .6 221  ) 、研 发 人 员 投 入 B 12 

( 0 .5286 ) 。指 标 权 重 越 大 ，说明该 

指标在对目标企业创新能力评价中表 

现得 越 为 重 要 。由此可以看出，在提 

高苏州市丝绸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创新 

能 力 的 过 程 中 ，从 企 业 内 部 而 言 ，应 

该重点关注如何引进更多的研发人员 

特 别 是 高 级 研 发 人 员 ，同时为研发人 

员 创 造 更 好 的 创 新 软 环 境 （即研发人 

员职业双通道、再 培 训 、薪 酬 等 ）； 

从 政 府 政 策 而 言 ，应该重点关注仓!]新 

服 务 及 保 护 政 策 （即专利保护机制、 

专利申请流程以及创新服务平台建设 

等 ）。

表4 苏州市丝绸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评

价体系权重表

— 级 指 标 1  指 标

创 新 投 入  

A1

(0 .2 5 4 4  )

研 发 资 金 投 入 B 11 ( 0 .2 5 1 2 )

研 狀 员 投 A B 1 2  ( 0 .5 2 8 6 )

研 发 技 术 投 人 B 13 ( 0 .2 2 0 1 )

创 新 组 织 与 创 新 麵 软 雜 3 2 1  ( 0 .6 2 2 1 )

管 理 A 2 合 作 研 究 （组 织 机 构 ）B 22

(0 .3 2 2 3  ) (0 .3 7 7 9  )

创 新 政 策 财 税 策 B31 (  0 .2 545  )

A3 创 新 服 务 及 保 护 政 勤 3 2

( 0 .2 3 5 6  ) (0 .7 4 5 5  )

创 新 产 W f J 5 f e S B 4 1  ( 0 .3 2 3 0 )

出 A 4 新 献 经 驗 益 B 42 ( 0 .3 1 7 9 )

( 0 .1 8 7 6 ) 产 品 创 新 效 率 B 43 (  0 .3591  )

4 . 2 苏州丝绸纺织行业中小企业

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

根据指标权重及数据标准化处理

的结果，计算苏州丝绸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值，由于本研究旨在找出 

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因素，综合评价应从指标评价值横向比较的角度进 

行 ，以找出权重较大、得分却普遍最低的指标，即主要的影响因素，具体的评价 

表 5:

表5 苏州市丝绸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得分表

— 级 指 标 1 指 标

创 新 投 入 A 1 ( 0 .0 6 5 2 )

研 发 资 金 投 入 B 11 ( 0 .0 1 7 4 )

研 发 人 员 投 人 B 12  ( 0 邏 4 )

研 投 人 B 13 ( 0 .0 3 9 3 )

创 新 组 织 与 管 理 A 2  ( 0 .0 6 9 5  )
创 新 激 励 软 环 _ 2 1  ( 0 .0 1 9 0 )

合 作 研 究 （组 织 机 构 ）B 2 2  (  0 .0 5 0 4  )

仓 ® 1 政 策  A 3  ( 0 .1 2 2 8 )
财 税 政 策 B 31 ( 0 .0 2 8 0 )

创 新 服 务 及 娜 政 勤 32 ( 0 .0 9 4 8  )

仓滕f产 出 A 4 ( 0.〇579 )

科 研 成 果 B 41 ( 0 .0255  )

新 技 7^您 济 效 益 B 4 2  ( 0 .0 283  )

产 品 创 新 效 率 B 43  ( 0 .0 0 4 1 )

由表5可以看出，A4 ( 创新产出）的平均得分最低， A1(创新投入)其次，A2

(创新组织与管理）的得分也较低，分别为0.0579、0.0652和0.0695。此外，通过 

比较上表四项指标的离散系数可以发现，A1 (创新投入)和A2 ( 创新组织与管理） 

的离散程度相对比较大，分别为0.5567和0.611 5 , 说明不同样本企业之间在创新 

投入和创新组织与管理的实际情况相差较大。二级指标得分明确指出目前苏州市 

丝绸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存在产品创新效率低下、研发投入特别是人员和资金投入 

不 足 以 及 创 新 麵 软 环 穌 好 等 主 要 问 题 ，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 1 )  在产品创新效率方面：企业产品创新的成果不显著，5年来的创新项目 

总数少，年均项目数达不到1个 ，并且创新项目的成功率比较低，60%以上的企 

业成功创新的项目不及一半。从走访的180家企业来看，绝大多数企业没有重视 

对 麵 的 投 入 ，大多碰业以来样加工和复制为主，企业脉 创 新 投 入 不 足 ，导 

致 歧 竞 争 力 不 足 。

( 2 )  在研发人员及研发资金投入方面：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研发人员投入比 

例之差最大超过2 0 % ,投入比例最多的企业为员工总数的26%，投入最少的企业 

仅占员工人数的3 % , 绝大多数企业的研发人员投入都在10%左右。而作为企业 

核心力量的高级职称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还不到所有研发人员的一半，仅在20%— 

30%之间。从研发资金投入来看，大型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在3%左右，中小企 

业大多在1.5%左右，与2015年江苏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 .5 5 % )相比仍有很大 

的距离。以上结果表明，中小企业的研发人员投入仍不足，高级职称人员结构不 

合理，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水平还处嫌低的状态。

( 3 )  在创新激励软环境方面：大型企业研发人员工资水平能够达到基层人 

员工资的4倍以上，而中小型企业工资水平只有2 -3倍。绝大多数企业研发人员的 

平均培训费用仅占30%-40%。以上结果表明，很多中小企业的研究人员工资水平 

还 體 遍 偏 低 ，验 对 預 训 的 * 不 够 ，投入强度比较低。

( 4 )  在创新政策方面：表5可见，仓噺服务及保护政策（B3 2 ) 的平均得分 

(0 .0 9 4 8 )相对较高，但结合表4结果可知，政府在创新服务及保护政策方面，

需要不断努力才能保证为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良好环境；同时，政府对 

创新的资金支持（财税政策B31平均分为0.0280相对较低）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 问 纖 齡 析 可 以 看 出 ，目M W 对于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仍处于4 较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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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主要表现在专利资助方面对企业 

的作用不显著，资助的方式存在不合 

理 性 ；对中小企业的项目支持较少， 

资金使用和资源配置存在问题；资助 

申请的过程和手续比较繁琐，企业的 

需 求 得 職 及 时 满 足 。

5 、研究结论与管理建议

本文对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结合了丝绸纺织行业的具体特征，利 

用三级指标来区别影响因素，分别从 

创新投入，创新组织与管理和创新产 

出三个方面来研究，并建立熵值法结 

构模型。以调查的180家丝绸纺织企业 

为 例 ，运用熵值法对影响的指标进行 

详细的计算说明，找出创新能力存在 

的问题。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对企业自身而 

言 ，目前苏州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在创 

新能力提升上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 

个 ：一是研发人员特别是高级职称人 

员比例低；二是相对应大型企业而言 

研发人员薪酬水平较低，企业对研发 

人员培训投入不足；三是产品创新效 

率 不 高 ，科 研 成 果 较 少 。对政府而 

言 ，主要是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的资金支持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基于 

上述问题，从中小企业内部管理方面 

和 政 府 政 策 支 持 两 个 方 面 ，对有效 

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出对策与建 

议。

( 1 ) 中小企业内部管理方面：

第 一 ，企业应大力实施人才战 

略 ，建立起一支具有较高素质和仓!1新 

能力的研发人员队伍。通过外部招聘 

的方式引进优秀的科研人员，特别是 

高级科研人员，建立起健全有效的人 

才 激 励 机 制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 

发 ，综合考量收入水平、奖金和职业 

发展通道等因素，以成为吸引人才和

留住人才的砝码。对于企业内部的优 

秀研发人员，尤其是对于自身发展需 

求强烈的员工和核心技术研发人员’ 

应给予充分的关注，加大研发人员培 

训的力度，提高员工整体素质，从而 

更多地培养出企业的高层次人才，才 

能进一步提高高级职称人员的比例， 

使人才结构日趋合理化，为企业带来 

可持续的发展。

第 二 ，企业管理层应加强创新 

观 念 ，重视产品技术创新。—方ffi , 

通过学习先进的管理理论，不断提高 

组织创新意识和产品创新过程管理水 

平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进一步制定 

或及时调整出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战 

略 ，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奠定组织基 

础 。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小企业的资 

金水平与人员素质有限，尚不完全具 

备自主创新的能力，可以采用合作创 

新的方式，即通过与同类型企业、上 

下游企业或是高校、院所合作，实现 

优势互补，将知识产品市场化，并及 

时 进 行 麵 麟 专 利 申 请 。

( 2 ) 麵 政 策 支 持 方 面 ：

政 府 必 须 加 强 对 中 小 企 业 的 政  

策扶持。一方面，要适当简化资助申 

请手续，及时有效地帮助企业解决问 

题 ；另一方面，政府应进一步完善专 

利保护机制，切实维护好企业的合法 

权 益 ；此外，对中小企业开展创新项 

目应积极鼓励、适当引导，同时，以 

利用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或提供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创新资金 

项目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对中小企业 

创新能力提升的资金支持，从而为中 

小企业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

(苏州科技大学，江 苏 苏 州 21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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