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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企业创新障碍因素量化分析及对策1 

 

编者按：相对于粤苏浙三省，山东企业创新活力和动力不足的问题

较为突出。本文对山东企业创新的障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找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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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对于推动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和激发创

新活力具有现实意义。 

企业创新是区域创新的核心，改善创新环境，降低创新风险，让更

多的企业敢于创新，愿意创新，积极开展创新，是区域决策者关心和亟

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对企业创新障碍因素开展量化分析，以期为提

出解决方案提供参考。 

 

一、山东企业创新活力相对不足，激发创新动力是面临的

迫切问题 

2018年，山东省规模以上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有 24238家，比 2017

年减少 3712家，占全部企业的比重为 37.7%，比江苏和浙江低 10个百

分点以上，比广东低 6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3个百分点。开展

技术创新活动（指开展产品或工艺创新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为 22.2%，

比三省低 11.9～17.2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6.1个百分点，差距

更为明显。 

 

二、企业创新障碍因素量化分析 

1、山东企业技术创新障碍因素量化分析 

（1）人才是首要障碍因素 

2018年，山东 6万多家规模以上企业中，选择“缺乏人才或人才流

失”是技术创新主要障碍因素的企业所占比重为 26.3%，居 12项因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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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自 2014年以来上升了 4.5个百分点，说明这一痛点难点问题有加剧

的趋势。一方面，在山东的文化氛围中，多数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才的

优先选项是进入政府机关或高校、科研单位就职，愿意去企业工作的比

例偏低。另一方面山东对人才吸引力下降，2017年首次成为人口净流出

省份,至 2019年三年人口净流出达 80万。而据对 2万名山东 2019届高

校毕业生的调查,选择留在山东的不足两成,选择江浙地区的近四成,选

择“北上广”传统优势地区的近三成。企业吸引创新人才的难度越来越

高。 

 

（2）创新动机、技术信息和成本费用也是重要障碍因素 

山东选择“暂时没有创新的必要”的企业比例达 19.4%，比 2014年

升高了 3.2个百点，说明企业创新动机有所减弱。选择“缺乏技术信息”、

“创新成本费用过高”的比重均为 16.7%，技术信息内部来自于企业的

研发机构或集团间沟通交流，外部来自于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服务机

构、合作伙伴等，是重要的创新支持因素，在当前国外加大技术信息封

锁和围堵的现实情况下，加大高校院所等机构对企业创新的支持是必要

的。创新成本费用过高则反映出创新资金投入对很多企业造成了较大的

财务压力。此外缺乏内部资金和银行贷款也是重要障碍因素，都反映了

企业的资金压力较大，其他障碍因素选择比例从高到低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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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4-2018年山东企业选择各项因素是技术创新主要障碍的比重 

（注：标注的数据为 2018 年数值） 

 

2、鲁粤苏浙企业技术创新障碍因素对比 

（1）山东企业资金问题更为突出 

根据我们研究，除“暂时没有创新的必要”因素外，未开展创新活

动的企业绝大多数障碍因素的选择比例明显低于已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

而山东技术创新活跃度明显低于粤苏浙三省，即未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

所占比例更高，受此影响全部企业障碍因素的选择比例理论上应低于其

他三省，但现实是仍有数项因素的选择比例偏高，说明这些问题应引起

更高重视。其中涉及资金的因素较为突出，“缺乏银行贷款”和“缺乏风

险投资”的选择比例均居四省首位，“缺乏内部资金”居第二位，说明山

东企业创新受到资金制约的影响明显大于其他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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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8年四省规模以上企业技术创新障碍因素选择比例 

（按山东企业各项障碍因素选择比例从高到低排序） 

（2）四省企业选择缺乏人才的比例均大幅上升，人才竞争将愈加激

烈 

四省企业均是选择“缺乏人才或人才流失”是首位创新障碍因素，

自 2014年以来这一比例均大幅上升，除山东上升了 4.5个百分点外，广

东、江苏和浙江分别上升了 11.8、7.7和 3.4个百分点，开展创新活动

的企业越多，需要的创新人才越多，这也预示了人才的竞争会愈加激烈。

应该指出的是，山东这一比例比三省低 3.2～5.7个百分点，主要应是受

未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偏高的影响导致的，同时部分企业“重

物不重人”的思想仍然存在，决非山东企业缺乏人才的情况更轻，实际

上面临的人才形势是四省中最为严峻的。 

（3）山东企业创新动机更为不足 

2018年，广东、江苏和浙江的企业均是选择缺乏人才、创新成本过

高和缺乏技术信息是位居前三位的障碍因素，只有山东选择“暂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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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必要”是居第二位的障碍因素，一方面是未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

比例偏高的正常反映，同时也确实反映出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广

东和江苏的企业这一比例比山东低 5.4～5.6个百分点，且只有山东自

2014年以来比例逐年上升，是应引起重视的。 

 

三、对策建议 

企业创新需要良好的物质基础和优良的环境，应在方方面面为企业

创造条件，包括降低企业的税收和费用压力，提高创新人才、创新资金

的易获得性和基础设施的便利性，改善营商环境等，需要的是综合性的

提升和助力，为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打造良好软硬环境，吸引创新创业人才 

优质人才的集聚是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核心环节。当前人才竞争日

益白热化，山东北有京津冀城市群、南有长三角城市群、西有中原城市

圈，亟需济南和青岛能够发挥中心引领城市的作用，提高对人才的吸引

力和向心力。2019年以来两市相继发布人口落户或人才新政，但应看到

的是，高科技人才选择一个城市创新创业往往是多个因素综合考虑的结

果，包括城市的发达程度、生态环境、房价和生活成本、工资待遇、交

通的便捷、创新创业平台和相应的财税支持政策、包容文化等，需要区

域软硬环境的综合提升和改善，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任务。企业更要建

立有效的人才吸引和使用机制，能够提供与人才能力和绩效相匹配的薪

酬和福利待遇,且在行业和区域中具备竞争力，以及良好的职业发展和晋

升空间，形成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等，这些都将对留住人才起到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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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奠定良好基础 

据 2020年 4月发布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量化分

析》，山东营商环境排名第 9位，而广东、江苏和浙江分列第 3、5、7位。

《山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已获通过并将于 2021年 1月起施行，旨在

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应以此为契机，着重提升政府服务，利用大

数据等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提高行政效率，降低制度性成本，提

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服务效率和质量，为企业提供公开有序、公平竞

争、更具成本优势和发展潜力的环境。 

3、正视产业结构特点，提高有创新可能的所有企业的创新动力 

首先应充分认识到山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任务的艰

巨性。广东、江苏和浙江在多数新动能相关产业领域已具备优势，创新

人才和企业集聚的马太效应，以及当前经济减速、人才外流的情况，让

山东跟上步伐并扭转局面的难度加大。如何根据已有基础，重点支持和

培育一批能够起突破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企业是重中之重。此外，创新

不仅仅属于新兴产业与科技前沿，要支持每一个企业的创新，而不是局

限于新动能类产业企业，否则山东失去传统产业的区位优势也是很有可

能的。需要普惠性政策和特定产业政策等相结合的政策体系，鼓励所有

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推动高技术产业加速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

成本竞争转向质量技术品牌服务竞争。 

4、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力度 

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微企业，缺乏技术信息都是突出的创新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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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因素。应根据产业发展需要，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技术创

新平台和研发机构，对接企业现实需求，为企业应对国外技术封锁加大

技术支持力度。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普惠型公共研发平台、公益性

创新服务机构，降低企业研发设备、人才和技术信息服务成本。信用问

题仍是中小企业贷款的重要制约因素，广东采用区块链技术建立中小企

业融资平台，实现 1100多万家企业信息全面采集和企业风险评级和画像，

金融机构可依法依规查询企业信息以方便决策，可提供直接融资、间接

融资、供应链融资等多种模式服务，以及受理线上无抵押融资授信，值

得借鉴。 

 

供稿人：李晓力 周勇 

单  位：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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