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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R&D信息沟通与联结管理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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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造成中国企业创新资源缺乏、创新效率低下的障碍因素，结合 目前创新环境 ，构建企业 R&D信息沟通与联结管 

理模型以增强企业创 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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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创新是现代企业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伴随着新世纪的到 

来，人类已步人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企业 

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将越来越体现为创新能力的竞 

争。国外企业已充分认识到“不竞争即死亡”这一 

点，因此国外许多著名大企业在企业内部设有负责 

技术创新管理的副总裁或者由总裁直接负责企业的 

创新工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尤 

为重要。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特征也 

迅速变化：如全面出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 

场”的历史性转变，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出现，市场机制开始真 

正发挥作用；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中国 

加人 WTO的步伐日趋临近，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将 

高度粘和，竞争主体迅速增多，国内企业的产品将接 

受巨大挑战。在这种经济环境中，我国企业必须走 

技术创新之路，依靠科技进步来完善和发展 自身。 

然而，由于中国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形成，整个创新系 

统尚未完全建立，这使中国目前多数企业 R&D资源 

缺乏，再加上企业 R&D管理不当，创新效率低下，产 

品缺乏市场竞争力。面对这些情况，本文将对如何 

改善企业的 R&D管理体制，使其充分利用 R&D资源 

以提高 R&D效率进行探讨。 

二、中国企业 R&D管理障碍因素分析 

(一)企业 R&D资源分析 

许多国外学者认为，R&D强度与企业利润率之 

间有密切联系(如 Kin和Lgn，1990)。进行 R&D的企 

业其投资明显有助于提高生产率，R&D投入费用多 

少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率。Bean发现，在 1971— 

1990年间 15家药品公司的 R&D投入与其市场份额 

的增长关系显著。 

然而，中国企业由于受到企业规模、经营状况、 

盈利能力等诸多因素影响，其 R&D投人相当缺乏， 

主要表现为 R&D人员投入不足及 R&D经费严重短 

缺。在人员投入方面：R&D人员分布不合理。1993 

年我国共有全时 R&D人员 64．3万人，其中科学家与 

工程师 41．9万人，占65．1％。美国 1989年有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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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程师 54．1万人。因此我国 R&D人员总量和 

R&D人员中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数都不算少。但美 

国、日本和英国的 R&D人员有一半以上分布在企业 

中，如美、英高达 70％。而我国的情况则不同，只有 

1／4的 R&D人员分布在企业中，这说明我国人员分 

布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企业中 R&D人员比例过 

低(表 1)。 

表 1 工业企业 R&D人员投入规模比较 

企业 R＆D人 员 国别 年份 

(千人 ) 

中 国 199o 153．8 

美 国 1987 589．8 

日本 1987 462．7 

英 国 1987 190．1 

印度 1986 55．6 

韩 国 1986 43．1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技术指标 1992)P36 

表2 R&D与GDP比值的国际比较 

国别 年份 R&D／GDP(％ 

美 国 199l6 2_89 

日本 1995 3．o0 

德 国 1995 2_8O 

法 国 1994 2．40 

英 国 1995 2．1O 

中国 1995 O．5O 

资料来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1998年6期 

表 3 世界各国近年 R&D经费统计表 (单位：亿美元) 

中国 年份 美国 
日本 德 国 法 国 英 国 韩 国 (

亿元 ： 

1 I2 1 545．O 655．8 355．6 25O．3 206．1 67．6 170．4 

● 

1993 1 60r7 5 662 3 473．5 322．5 241 3 76．6 196．4 

199I4 1 730 2 1 123 1 530 3 326 8 256．O 98 O 2： 5 

1995 1 820 O 1 190．5 540 0 l11．O 286 O 

资料来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1998年 6期 P18 

在经费投入方面：R&D投入规模小、强度低及分 

布不合理。第一，投入规模小，整体上看全国 R&D经 

费投入不足，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偏低， 

还不到0．7％，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表 2，表 3)； 

第二．企业 R&D投入强度偏低，美国、日本等国家企业 

的R&D投入强度为2％一3％，而我国只有百分之一 

点几，投入强度太低，不利于企业的竞争，第三，R&D 

投入分布不合理，我国企业的 R&D投入不足，1995年 

企业 R&D经费约占全国的3o％(表 4)，而当今发达国 

家大多数企业 R&D经费多于政府支出。 

表 4 1992年各国 R&D经费来源比重(％) 

R&D机构 高等学校 企业 其他 

中国 50．1 12．1 27．4 10．4 

美国 12．4 15．6 69．1 2．9 

日本 8．O 12．2 75．5 4．4 

韩国 3．9 8．5 73．9 13．6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技术指标 1992) 

以上状况迫使国内许多企业虽有创新之心，却 

无开发之力。面对 日趋 白热化的国际国内市场竞 

争，不能以高新产品争夺市场份额，而不得不采用价 

格战等恶性手段来打击竞争对手，这样的恶性循环 

最终必然导致整个行业利润率过低，甚至造成整个 

行业萎缩。诸如我国曾先后发生彩电、空调、DVD等 

行业的降价风波，造成许多企业巨大的资金压力，最 

终效果也只是短暂的。因而价格手段不是长久之 

计，企业竞争的制胜法宝应该而且只能是其 自身的 

创新能力。 

(二)企业 R&D效率低下 

企业的创新效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 R&D 

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合作程度。创新 

过程中，市场、R&D和制造职能部门之间的跨职能交 

流和整合问题——界面管理(interface management)， 

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Sounder的调查表 

明，当 R&D／生产界面上存在严重的管理问题时， 

68％的 R&D项目在商业上完全失败，2l％部分失败。 

1994年的研究表明，当 R&D／生产界面上存在严重管 

理问题时，4o％的 R&D项 目在技术上不能成功。成 

功的新产品开发将要求企业把技术能力与用户的需 

要或服务要求结合(Sounder，Charabarit，1978)。 

根据郭斌 的调查表明，中国的大企业中约有 

42．86％采取由市场部门同时收集市场信息和技术 

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收集整理后传递给技术部门 

这种方式，小企业中这一比例为 34．62％。可见，对 

于中国企业而言，市场部门在 R&D部门与市场之间 

起着重要的信息传递作用。但由于市场部门缺乏知 

识或对技术知识不太了解，常常造成传递过程中用 

户信息的过滤和失真，R&D部门得不到关于其技术 

方面的完全、准确信息，从而影响其研究开发活动； 

http://www.cqvip.com


陈 梅，等 企业 R&D信息沟通与联结管理模型构建 41 

另一方面，R&D人员常常满足于追求技术的高、新、 

尖，在研制阶段忽视营销部门向其传递的市场需求， 

导致新产品偏离用户需求，造成企业 R&D资源的极 

大浪费。因此，R&D／营销界面不和谐、信息传递障 

碍是导致项 目失败的主要因素。 

对于企业而言，R&D成果及信息应及时有效地 

传递到生产部门，这样能大大缩短科技成果商品化 

的周期，使企业在 R&D方面的投资及时得到回报。 

造成我国企业 R&D与生产部门不和谐的障碍因素 

可归纳为：R&D与生产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渠道残 

缺。作为技术知识供给方的 R&D部门缺乏生产工 

艺水平、制造能力等信息，开发过程中忽略对产品制 

造可行性的考虑；作为技术知识接受方的生产部门 

不能及时获取新产品开发的各种信息，从而造成其 

对 R&D部门的不信任。 

三、构建企业 R&D信息沟通与联结管理模型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企业 R&D存在的问题已严 

重影响了企业创新能力，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同 

时，整个国家的创新体系很不完善，导致企业创新之 

路荆棘密布。在此种状况下，企业要在竞争中求生 

存，还得勤练内功，从微观层面上完善企业 R&D机制， 

狠挖 R&D潜力，为其争取更广阔的创新空间。根据我 

国企业 R&D管理中资源有限、效率低下等现实状况， 

结合 目前先进的一体化创新理念，笔者提出一个我国 

企业 R&D信息沟通与联结管理模型(图 1)。该模型 

表述了企业 R&D机构与企业内部职能部门之间的 

信息交流与外部的信息沟通状况。模型由三个层面 

构成： 

图1 企业 R&D信息沟通与联结管理模型 

(一)R&D—— 市场信息沟通渠道 

1．R&D一营销一市场渠道 

在这条沟通渠道上，营销部门扮演了十分重要 

的角色。它一方面负责将市场的需求信息传递给 

R&D，以引导产品的开发方向；另一方面负责将 R&D 

部门的新产品推向市场。为了确保 R&D与市场之 

间的信息传递流畅，必须加速 R&D／营销部门之间的 

界面管理。其具体措施如下：(1)双方重要人员共同 

参与产品开发规划设计，共同介人项 目早期开发工 

作。(2)在研究开发过程 中，双方人员采取互访形 

式，及时传递市场需求信息和技术信息。(3)建立新 

产品开发委员会，明确两部门的权利及责任，协调开 

发项 目的管理工作。通过以上方法，消除 R&D一营 

销一市场的信息沟通障碍，促使 R&D具有更明确的 

目的性及市场性，提高新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2．R&D一制造部门一市场信息渠道 

在这条信息链上，R&D与制造部门之间存在技 

术的生产与接受关系。R&D的研制成果只有在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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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易制造的前提下才能顺利转化为商品。在企业 

的实际运作中可采取下述方式加强与制造部门之间 

的界面管理，构建有效的沟通渠道：(1)在项目开发 

初期，制造部门参与 R&D项目的制定工作。(2)加 

强双方交流，培养 R&D人员的生产导向。(3)双方 

互助型桥梁人物参与对方工作，以起协调作用。企 

业可开展团队作业，让 R&D、制造、营销部门都协同 

参与新产品、新工艺开发，从而缩短开发周期，提高 

开发效率。如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采用同时型产品开 

发的团队导向方法，第一个建立了由工程设计、市场 

营销和生产制造等各部门人员组成的小组，让所有 

的人同时为设计新型汽车而努力。 

(二)企业与外部技术知识的信息交流 

我国R&D资源分配体系不太合理：作为创新主 

体的企业 R&D资源贫乏，科研院所、大学等其他机 

构 R&D资源相对较丰富。而企业是直接面对市场 

需求的创新主体 于是，在中国当前形式下，企业在 

完善自身 R&D管理活动的基础上，还必须加强与外 

部的技术信息交流与合作，以弥补自身创新能力的 

不足。 

1．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相结合 

对于一些已由国外研究开发的高新技术，为避 

免大量资源与时间浪费，可采取技术引进与自主开 

发相结合的方式。先引进国外已开发的先进技术， 

再在此基础上开发创新。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时间， 

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引进与开发相辅相成，提 

高工作起点，缩短研究发展时间。在这方面，Et本企 

业的做法值得借鉴。如 日本 VCR的基本技术起源 

于欧美，但他们不只是简单拷贝西方技术或简单地 

用于低成本的批量生产，而是在引进基础上加强自 

我开发、创新，并在创新过程中将 R&D、工程、设计、 

营销、制造等资源一体化连接，创造出全球市场上的 

杰出产品。 

2．产学研结合 

与院校、研究所合作，充分利用两者的技术科研 

知识，做到外源知识与内源知识相磨合。这样，可促 

进科技与经济相联合，在充分发挥院校 、研究所技术 

知识的同时又为企业带来好处。 

3．企业问的技术信息交流 

由于我国企业目前的创新能力普遍低下，企业 

间合作以生产合作为主，无力进行创新合作。王大 

洲等人 的调查表 明，企业 间创新 合作 比例仅 为 

2．9％。但对于国内一些技术实力较强的行业则可 

实行该种合作方式，如我国民族工业的龙头——彩 

电行业。与其靠价格战来肃清市场以迎接国外同行 

的竞争，不如行业内各大厂家强强联手开发，以推动 

我国彩电业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其他企业的联合 

开发可以资产重组形成，如大企业兼并小企业，然后 

联合其 R&D能力，或同行业的带头企业联合其他企 

业共同合作，弥补规模不足，增强双方 R&D能力。 

(三)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增添 R&D活力 

在整个模型的信息传递途径中，R&D部门是最 

重要的环节。企业家激励内部 R&D活力迫在眉睫。 

首先，激活 R&D人员的创造才能。在对人员的 

激励措施上，尽量使其报酬与贡献一致，做到公平合 

理，设计出激励相容的人员报酬机制，从而使其安心 

并竭力从事新的研究开发项 目；同时，营造一种学习 

环境，使 R&D人员能不断提高 自身知识水平，在引 

进外源技术信息时尽量消化吸收，做到将外源知识 

转化为内源知识，以壮大企业的创新能力；此外，还 

要注重培养 R&D人员的协同工作能力，使其在工作 

中能与营销、制造部门的人员融洽相处，互通信息， 

以减少造成界面不和谐的因素。 

其次，企业要确保投人，刺激创新活力。尽量加 

大R&D投入，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唯有如此，才 

使企业有能力独立开发一些项 目以避免获取外源技 

术信息而支付交易成本 ；才能使企业在必须与外界 

合作完成项目时有较高的研究开发能力，以消除与 

外界在技术知识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交易 

成本；才能使企业有足够能力消化、吸收、再创新引 

进的技术。 

据此，企业通过建立三层次的R&D信息沟通与 

联结管理模型，在不断提高自身研究开发能力的同 

时，将市场需求与社会高新技术信息有效融合，并顺 

利将成果商业化，从而增大其 R&D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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