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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对国有企业与产业升级关系的判断
———基于《中国经济学人》调查问卷的分析

陈明明，李　钢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摘　要：自１９７８年以来，在国有企业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的同时，中国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和合理化。在经济学人看来，两

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２０１８年８月《中国经济学人》杂志就此问题，从国企在产业升级中的地位与不足、国企改革、对外投

资等维度对经济学人展开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经济学人认为：首先，国企与民企在产业升级中的地位不分伯仲，且

兼具促进和阻碍双重作用；其次，国企在推进产业升级过程中，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官员型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缺失、晋

升锦标赛与既得利益者阻碍导致的产能过剩等问题；再次，竞争改革比产权改革更有利于国企推动产业升级，且国企完全私

有化不是最有效激发国企创新能力的方式；最后，并购外企是国企促进产业升级最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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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产业是由众多的企业个体构成，

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企业来推动。国有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国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在中国国企改革和发展已经取得了斐然成绩的同时，中国产业结构 持 续 优 化 升

级，那么国企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对于该问题，经济学人是如何看待的呢？鉴于此，

２０１８年８月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学人》杂志，分别对经济学人数据库中的近１万名经济学家

和“中国经济学人”微信公众号１０万多读者进行了邮件问卷调查和定向调查，共收回１１７份问卷，有效样

本为１１５份。从参与者身份来看，４４．１％为高校老师，２９．８％为企业、咨询公司、金融机构，１７．１％为高校

学生，９％为社科院、党校、政府及其下属研究机构。

一、国有企业在产业升级中的地位及成就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社会财富创造的重要载体。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大企业的发展，决定

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国企大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命脉和民生的关键领域或重

要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中国经济

学人》就国企在产业升级中的地位和取得的成就等问题对经济学人展开了问卷调查。
（一）国企与民企在产业升级中的地位不分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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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都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产业升级的力量之源。哪类所有制企业在推动产业升级过程
中的地位最高呢？

如图１所示，大部分经济学人（９１．４％）认为，国企和民企是中国产业升级的主导性力量，其中认为国
企在推动中国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人占总参与调查人数的４５．２％，而认为民企占主
导地位的经济学人占４６．２％。这说明国企或民企在产业升级中的地位并非一枝独秀，而是“双花齐放，
争相斗艳”。仅４．３％、２．６％和１．７％的经济学人认为联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在产业结构优
化与升级中占主导地位，这说明大部分经济学人认为脱离民企和国企的产业升级是空谈。从区域与职业
结构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和企业中，认为国企在推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中占主导地位的经
济学人占比高于认为民企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人占比；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和高校中，认
为民企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人占比高于认为国企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人占比。

（二）国企对产业升级兼具促进与阻碍双重作用
虽然国企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学术界对国

企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到底发挥怎么样的作用看法不一。部分观点认为，国企因较低生产与创新效
率、政府干预以及对非国企创新资源的挤出，阻碍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１－２］。部分观点认为，由于国企
具有战略控制、组织整合等优势，在产业共性技术方面代表国家先进水平，在以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的“龙头”作用［３］。国企在产业升级中发挥什么作用呢？

如图２所示，大部分经济学人（７６．５％）认为，国企对中国产业升级同时存在促进和阻碍双重作用，其
中认为以阻碍作用为主的占比３９．１％，认为以促进作用为主的占比３７．４％。另外，１７．４％的经济学人认
为国企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大致相当，３．５％的认为国企的存在仅对产业升级有阻碍作用，
１．７％的认为国企对产业升级没有任何影响，仅０．９％的认为国企对产业升级仅有促进作用。从区域与
职业结构看，在东中部地区与企业中的调查结果与全国调查结果相同；而在西部地区与高校中，认为以促
进作用为主的经济学人占比最高。

图１　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产业升级中的地位 图２　国企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

（三）国企促进产业升级最大成就是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突破
国企虽然存在诸多令人诟病的问题，但是在技术创新与突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淘汰落后过剩产能

等方面仍然取得众多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国企在推
动产业升级过程中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

如图３所示，３１．３％的经济学人认为，国企在推动中国产业升级过程中取得的最显著成就是，建立了
一批实力较强的科研机构，主导了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中的重大创新突破。另外，２２．６％的经济学人认
为国企在推动产业升级过程中最大的成就是，能够快速整合行业资源和淘汰落后产能；１５．７％的认为是
国企利用自身拥有的创新资源优势培育和发展了一大批战略性新兴产业；１１．３％的认为是国企通 过 模
仿、示范、合作、人员流动等途径，为社会创新提供了技术溢出效应；１０．４％的认为是国企利用新兴技术改
造传统产业，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８．７％的认为是国企创新成果的应用降低了中国工业化进程成本。

（四）低成本获取资源是国企促进产业升级的最大优势
在推动产业升级过程中，国企之所以能够取得非凡成就是有自身原因的。国企在推动产业升级中最

大的优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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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４所示，一半以上的经济学人（５１．３％）认为，国企在促进产业升级过程中最主要的优势 是 能 够
以较低的政治和经济成本获取技 术 进 步 所 需 要 的 各 种 创 新 资 源。剩 余 的 经 济 学 人 对 此 则 持 不 同 观
点：２２．６％的认为是国企借助行政手段搭建行业协同创 新 平 台 和 联 盟，突 破 了 产 业 发 展 的 短 板 和 提 升
了集成创新的能力；２１．７％的认为是国企总量 大，并 且 拥 有 雄 厚 的 资 本、技 术 和 人 才；仅 有４．４％的 认
为在推动产业升级中，国企的品牌知 名 度 和 市 场 认 可 度 高 所 引 致 的 创 新 产 品 市 场 不 确 定 性 较 低 是 其
最大的优势。

图３　国企在促进产业升级中取得的成就 图４　国企在推动产业升级中的优势

二、国有企业促进产业升级的不足

国企在推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过程中，凭借自身优势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由于自身固
有的缺陷制约了产业升级进程。为了全面准确了解国企在推动中国产业升级中的作用，也需要认识国企
制约产业升级的瓶颈和问题。基于此，本次调查与国企促进产业升级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影响管理者企
业家精神发挥的因素、在人力资本建设中存在的障碍、产能过剩等方面对经济学人进行调查。

（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成为国企促进产业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国企对推进中国产业优化升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国企自身存在短板导致了激励作用不

足［４］、资源利用率低下、对非公有制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等问题，进而使得国企推动中国产业升级的作用
大大被减弱。国企在推动产业升级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图５　国企在推动产业升级中遇到的问题

在本次调查问卷中，关于该问题设置了７个选
项，并规定每个参与调查的经济学人限选３项。如
图５所示，大部分经济学人认为国企在促进产业升
级过程中面 临 的 主 要 问 题 是：首 先 是 自 主 创 新 动
力不足，在 培 育 和 发 展 高 精 尖 技 术 产 业 中 的 主 导
作用 不 明 显（８１．２％）；其 次 是 软 预 算 约 束 挤 占 了
公共资源，降低了非国企的创新效率（５３．０％）；再
次是存 在 大 量 的 过 剩 落 后 产 能，且 难 以 被 淘 汰
（５０．４％）。另外，排 位 在 后 面 的 企 业 面 临 的 问 题
是：国企大批人才更偏好于管理岗位，造成人才资
源的浪费和人才利用率低下（４７．９％）；相对效率，
国企工资更注重于公平，缺乏对一流人才的吸引力（３４．２％）；有限的就业吸纳限制了产业升级所需的市
场规模（３．４％）；国企不存在任何问题（０．９％）。

（二）非职业经理人是抑制国企管理者企业家精神发挥的主要因素之一
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市场经济中的创新活动，而创新活动的引擎是企业家精神，由此可以说企业

家精神是产业升级的源动力。鉴于国企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基础性地位，是中国产业升级不可或缺的
力量，因此国企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对产业升级的推动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由于公有制的国企兼有
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会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压制。影响国企
管理者企业家精神发挥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关于该问题问卷设置了７个选项，并规定每位参与者限选３项。如图６所示，大部分经济学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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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诸多影响国企管理者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因素。其中，排名前三位的因素是：官员型的管理者本
身不具备职业经理人的企业家精神（５９．１％）；处于垄断地位，管理者的危机意识较弱（５０．４％）；政府干预
管理者的决策（４９．６％）。排在后面的因素是：频繁的人事更迭，管理者的短视行为严重（４６．１％）；创新的
风险和不确定性大，担忧创新失败所带来的问责（３１．３％）；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管理者的创新激励不足
（２９．６％）；经营目标多元化，决策需兼顾社会责任（２０．９％）。从区域来看，与全国和东部地区不同，中部
与西部地区大部分经济学人都认为，排在首位的影响国企管理者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因素是国企处于垄断
地位导致的管理者危机意识不强，分别占各自地区参与调查的经济学人总数的６２．５％和６４．０％。

图６　抑制国企管理者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因素

（三）论资排辈的晋升机制降低了国企员工的创造性
一个企业中，企业家精神分为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和员工的企业家精神。因此，由企业家精神驱动

的员工生产性创新活动也就成为了影响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因素。目前，国企在企业人力资本
建设、员工主动性和创新性调动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抑制国企员工创造性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

如图７所示，一半的经济学人（５０．０％）认为，论资排辈的晋升机制使创新人才把主要精力由创造性
工作转移至人际关系，成为了国企在人力资本建设方面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其他经济学人对此持不同
观点：２２．４％的认为在人力资本建设方面，国企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退出机制缺乏，使得难以通过“优
胜劣汰”的机制来提升创新效率；１１．２％的认为是收入低、激励机制不完善，导致了创新人 才 频 繁 跳 槽；
８．６％认为是终生雇佣制，降低了劳动者提高自身技能的积极性；７．８％认为是政治晋升机制造成的短视
行为，降低了国企管理者对员工人力资本的投资意愿。

（四）上游行业垄断带来的高额利润导致了国企创新动力不足
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领域，国企往往处于垄断地位。由于这些领域往往是

一个产业的上游环节，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国企对上游行业的垄断不仅直接影响着整
个行业的发展，而且对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国企在行业上游的垄断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
的最主要影响是什么？

如图８所示，４０．５％的经济学人认为，国企对上游行业的垄断对产业升级产生的最主要影响是，上游
国企因缺乏竞争对手并且持续获得垄断利润，导致了其自身的创新动力不足；３３．６％的认为是上游获得
巨额垄断利润提高了下游企业的生产成本，挤出下游企业创新资源的投入；２２．４％的认为是上游垄断阻
碍了下游企业对关键创新资源（人才、资本等）的获取；仅３．５％的认为是上游国企的垄断利润支撑了战
略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

（五）政治晋升锦标赛是导致国企产能过剩的最主要因素
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不仅仅是高新技术产业成长的过程，而且也是落后产能逐渐被淘汰的过程，

是一个由两者共同推动的产业结构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的历程。根据２０１７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
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量化分析》研究报告，国企的产能利用率水平比非国企低２０％～
４０％，国企的加权产能利用率只有非国企的７０％左右，可见目前国企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造成国企

３１１陈明明，等：经济学人对国有企业与产业升级关系的判断———基于《中国经济学人》调查问卷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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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抑制国企员工创造性的因素 图８　国企垄断上游行业产生的后果

产能过剩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如图９所示，３３．３％的 经 济 学 人 认 为，政 治 晋 升 锦 标 赛 是 导 致 国 企 产 能 扩 张 和 过 剩 的 主 要 原 因；
３１．６％的认为是能够享受更多的政策优惠以及资源支持，如信贷、土地资源的支持是最主要原因；２０．２％
的认为是委托代理关系使经营管理者偏好规模最大化所导致；７．９％的认为是经济危机背景下政府宏观
经济刺激计划所导致；７．０％的认为是履行增加就业和税收、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与政治职能所导致的。
从区域与职业结构来看，在东、西部地区与企业中，认为导致国企产能过剩的最主要原因是政治晋升锦标
赛的经济学人占比最多；而中部地区和高校中，认为能够享受更多的政策优惠和资源支持是导致国企产
能过剩的最主要原因的经济学人占比最多。

图９　导致国企产能过剩的原因

（六）既得利益者抵制是阻碍产能过剩国企被淘汰的主要因素之一
落后产能的过剩是制约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因此国企过剩落后产能的淘汰是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

图１０　国企难以淘汰落后产能的原因

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国企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 成 就，但 是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依 然 遇 到 了
一系列的困难和障碍。阻碍国企淘汰落后产能的
主要因素有哪些呢？

在本次调查问卷中，关于该问题设置了７个选
项，且规定每个参与者限选３项。如图１０所示，大
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阻碍效率低下、产能过剩的国企
退出市场的前三个主要因素是：既得利益者的阻碍
（６９．８％）；下 岗 职 工 安 置 困 难，影 响 社 会 稳 定
（５６．９％）；国企发展形成路径依赖，转型升级意识薄
弱（４５．７％）。排在后四位的阻碍因素是：资产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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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强，沉没成本较大，陷入“自我锁定”困局（４３．１％）；债务负担沉重，退出资金匮乏（２６．７％）；对国有资产
流失的顾虑（２４．１％）；地方政府的挽留（２３．３％）。

三、国有企业改革与产业升级

国企自身固有的缺陷不仅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而且也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利
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自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企便走上了改革之路；伴随着市场
经济的不断发展，国企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基于此，本次调查就国企
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关系的问题对经济学人展开了调查。

（一）竞争改革是提高国企创新效率的最有效改革模式
国企通过改革，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和促进落后产能的淘汰，对推动中国产业结构

优化与升级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企改革的模式主要分为产权改革（所有权改制）和竞争改革（取消行业
行政垄断壁垒，允许非国企进入并参与竞争）两种。前者是一种从内部产权激励角度提出的改革模式；后者
是一种从外部竞争激励角度提出的改革模式。哪种改革模式更有利于国企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呢？

如图１１所示，大部分经济学人（７０．２％）认为，相对于产权改革而言，竞争改革更有利于提高国企创
新效率的提高。仅有２９．８％的经济学人认为，产权改革比竞争改革更有利于提高国企的创新效率。这
说明，在经济学人看来，国企创新能力提高和落后产能的化解与产权的归属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是与市场
竞争程度有关。国企面对的市场竞争程度越激烈，竞争对手越多，那么国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越明显。这也反映出了竞争中性原则不仅对国企配置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事关中国产业结构优
化。分区域来看，相比较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在中部地区，认为国企竞争改革比产权改革更有利于推动产
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学人比重更高，东部和西部占比分别为６６．２％和６８．０％，中部地区占比为９３．３％。

（二）非国有控股的产权改革模式最能有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国企产权改革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创新效率，对推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具有积极的作用。

目前，对于国企所有权改制模式主要分为三种：仍以国有资本控股的改制模式，以非国有资本控股的改制
模式，国企私有化的改制模式。哪类改制模式最有利于国企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呢？

如图１２所示，６１．１％的经济学人认为，最有利于激发国企创新活力的产权改革模式，是以非国有控
股的改制模式；而２７．４％的认为是仍以国有控股的产权改革模式；仅有１１．５％的认为完全国企私有化的
产权改革模式最能激发国企创新活力。这说明大部分经济学人比较认可非国有控股的改制模式能够有
效促进产业升级。从区域来看，相比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认为完全私营的国企产权改革更能促
进中国产业升级的经济学人占比更高一些；相比于东部和西部，在西部地区，认为国有股份仍占主导地位
的产权改革更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经济学人占比更高一些。

图１１　何种国企改革模式最能有效促进产业升级 图１２　何种产权改革模式最能有效促进产业升级

（三）民营产权保护问题是影响国企混改受阻的最主要因素
作为国企产权改革最新举措，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等措施，激发国企的创新活力和加速

落后产能的淘汰。目前，虽然国企混改取得了一系列的显著成就，但是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延缓了混改进程，
例如授权机制约束、本位思想、经验不足等问题。造成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受阻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５１１陈明明，等：经济学人对国有企业与产业升级关系的判断———基于《中国经济学人》调查问卷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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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１３所示，５３．９％的经济学人认为，影响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受阻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产权保
护不到位，得不到话语权，民企参与热情不高；２４．４％的认为是担忧国有资产流失，国 企 混 改 动 力 不 足；
１１．３％的认为是国企与民企之间的技术和文化上的管理冲突；１０．４％的认为是国企 经 营 目 标 的 定 位 问
题。这说明，大部分经济学人比较担忧国企混改过程中的民企产权问题。

（四）国企分类改革有助于推动中国产业升级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将国企分为公益
类和商业类企业，对商业类国企原则上都要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对公益类国企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
地位，其目的之一是为了提升国企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升级。这种分类改革是否有利于中国产业结
构的升级呢？

如图１４所示，大部分经济学人（６０．４％）认为，国企分类改革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而３９．６％
的经济学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其中，认为国企分类改革不利于产业升级的占比为１０．３％，不确定两者关
系的占比为２９．３％。这说明，大部分经济学人对此次深化国企改革举措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的预期影响
效果比较乐观。

图１３　国企混改受阻的原因 图１４　国企分类改革是否有利于促进产业升级

（五）信息不对称严重影响了军民融合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军民融合不仅是军工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产业优化与升级的强力引擎。目前，随着军民融合

不断深度发展，诸多不利因素不断出现，严重制约了军民融合推动中国产业升级的积极作用［５－６］。抑制军
民融合持续推进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关于该问题问卷设置了７个选项，并规定每个参与的经济学人限选３项。如图１５所示，大部分经济
学人认为，存在多种因素抑制了军民融合战略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其中排名前四位的因素分别是：军
工国企与民企之间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供需之间不匹配、失调（６８．４％）；相关制度和法律欠缺（５０．９％）；民
转军的门槛高造成的民企进入难度大（４３．９％）；涉密知识产权保护欠缺（４２．１％）。排在后面的其他阻碍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因素还包括军工国企对市场意识和机制难以接受（２９．８％）；民企灵活性在涉军涉密
后受限（２８．１％）；各界对此尚未达成共识（２１．１％）。

（六）有效的反腐行动促进了国企创新
在改革发展中，一批国企暴露出了管理者权力缺乏制约、腐败案件多发、企业国有资产 被 侵 吞 等 问

题。十八大以来，１７位央企正职领导已被查处［７］。国企领域密集反腐，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重拳惩腐的
具体体现，也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扫清障碍的重要举措［８］。国企腐败势必引发创新资源配置低效和创新激励
不足等问题，进而影响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反腐倡廉行动对国企创新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如图１６所示，对于反腐行动对国企创新产生的最主要影响，３５．４％的认为是反腐行动的执行不当抑
制了国企管理者企业家精神的发挥；２９．２％的认为是反腐有效抑制了侵吞研发创新资源的行为，提高了
创新投入；２５．７％的 认 为 对 管 理 者 监 督 的 加 强 有 效 改 善 了“委 托—代 理”问 题，提 高 了 企 业 创 新 效 率；
９．７％的认为反腐行动的执行不当加速了国企人才的流失。从区域与职业结构来看，在东部地区和高校
中的调查结果与全国调查结果类似，认为反腐对国企创新产生的最重要影响是反腐执行不当抑制了管理
者企业家精神发挥的经济学人占比最高；在中部地区和企业中，认为是国企反腐倡廉行动能够有效抑制
创新资源的侵吞、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的经济学人占比最高；而在西部地区，认为是反腐倡廉行动改善了国
企中“委托—代理”问题，提高了企业创新效率的经济学人占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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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受阻的原因 图１６　反腐倡廉如何影响国企创新效率

四、对外投资、国有企业与产业升级

中国自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以来，对外投资为国企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战略机遇期。国企不仅能够通
过外资进入引进先进技术，而且能够“走出去”到国外设立子公司、并购外海企业。对外投资为国企提高
自身技术水平、化解落后产能提供了广阔空间，并以此助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进程。基于此，本
次调查就对外投资、国企与产业升级之间关系的问题对经济学人展开了调查。

（一）并购外企是国企促进产业升级最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
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溢出效应是新兴国家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渠道之一；而后发国家发展基础

薄弱，为新兴国家转移过剩产能提供了转接地。国企因熟知国际贸易规则而成为中国实施开放式创新的重
要力量。国企不仅具有较强的国际化经营能力，而且在海外广泛设立了分支机构，是借助海外市场和技术
推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重要主体［９］。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分为海外并购、绿地投资、设立海外分支
机构等多种模式。国企采取哪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会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最大的积极作用呢？

如图１７所示，超过一半以上的经济学人（５２．２％）认为，并购发达国家先进企业、获取前沿技术和支
撑国企创新是国企促进本土产业升级最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２０．０％的经济学人则认为，国企最有
效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是对发达国家进行绿地投资，吸收先进技术；１８．２％的认为是在发达国家设立研
发中心，实现技术创新；仅有９．６％的认为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绿地投资，转移过剩产能。

（二）以市场换技术未能使国企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体系
将外资引入国企不仅仅是外国资本的单纯流入，而且也是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引 进

来，有利于建立起国际化的科学研发、制造和销售服务网络，加快技术、管理及商业模式的创新，因此外资
将成为激发国企创新活力的催化剂。外资进入国企带来利好的同时，也带来了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外企、
民族品牌消失、外资借此垄断国内市场等诸多问题。旨在以市场换技术，将外资引进到国企的战略产生
的最主要结果是什么？

关于该问题问卷设置了５个选项，且每个参与者限选３项。如图１８所示，大部分经济学人认为，旨
在以市场换技术，将外资引进到国企中所产生的后果排名前三位的是：国企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能力不
足，未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体系（６１．９％）；引进了新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产生了技术溢出效

图１７　不同国企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图１８　旨在市场换技术的外资进入国企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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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带动了国企技术水平和治理绩效的提高（５４．９％）；利用国企资源降低进入中国市场的风险，达到了顺
利进军中国市场的目的（４５．１％）。排在后面的其他后果有：外资品牌代替民族知名品牌，民族品牌被“雪
藏”或被消灭（３７．２％）；外企消灭了竞争对手，弱化了市场竞争程度，取得垄断地位（２９．２％）。

（三）外企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对国企技术溢出效应不大
外资除了以参与国企改制的方式促进国企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外，而且还可以通过在华设立研发机

构对国企产生技术外溢效果。２０１６年在华外资企业中拥有研发机构的企业共１　４２９家，占全国总数量的

１３％；设立１　６５６个研发机构，占全国比重的１２％；研发机构人员为１２．８万多人，占比１５％；机构研发经
费高达３７１．４亿元，占比１４％①。根据技术外溢理论，外企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对中国国企科研机构发挥
了示范作用，能够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起到催化作用。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对国企创新活动会产
生怎样的作用呢？

如图１９所示，４３．４％的经济学人认为，目前跨国企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产生的最主要结果是针对中
国市场进行适当技术调 整，不 涉 及 核 心 技 术，创 新 层 次 比 较 低，对 国 企 的 技 术 研 发 示 范 带 动 作 用 很 小；
２６．５％的认为是外企在华研发机构与国企合作较少，且合作交流不通畅，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１６．８％的认
为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再造和产业回归战略，减缓了外企在华研发机构对国企的技术输出；８．０％的认为是外
企在华研发机构吸引了国内大批人才，人才单向流动到外企，加剧了国内人才需求竞争程度，提高了国企研
发的成本；５．３％的认为是研发机构规模小、研发投入少，对国企技术提高作用不大。

图１９　外企在华研发机构对国企创新的影响

五、结　论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在国企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中国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和合理化。为了了解
经济学人对于两者关系的看法，《中国经济学人》为此展开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经济学人有以
下几点共识。

第一，国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产业优化与升级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在经济学人看来：
其一，国企与民企都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其二，国企对产业升级兼具促进和阻碍作用；其三，
建立一批实力较强的科研机构和主导重点行业与关键领域中的重大创新突破，是国企对产业升级最大的
贡献；其四，国企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以较低政治和经济成本获得各种创新资源。

第二，在推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国企因自身缺陷表现出了诸多不足。在经济学人看来：其一，自主
创新能力不足等是国企在推动产业升级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其二，官员型的管理者是导致国企缺失企业
家精神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三，论资排辈的晋升机制抑制了国企员工从事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其四，对上
游行业的垄断产生的高额垄断利润造成了国企创新动力不足；其五，国企存在过剩产能的最主要原因是
政治晋升锦标赛；其六，导致国企落后产能难以化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既得利益者的阻碍。

第三，国企改革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学人看来：其一，相比产权改革，国企通过
竞争改革更能够有效推进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其二，非国有控股的产权改革最能激发国企创新活力，国
企完全私有化并非是促进其创新效率提高的最有效方式；其三，国企分类改革能够有效助力中国产业升
级；其四，非国有资本担心得不到话语权，成为阻碍国企通过混改提升创新效率的最主要原因；其五，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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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２０１７）》整理计算得到。



与民企之间的供需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成为影响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主要原因；其六，有效的反腐倡廉有
利于国企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四，对外投资为国企技术创新、过剩产能的化解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但也带来诸多问题。在经济学
人看来：其一，并购外企被视为助力中国产业升级的最为有效的国企对外投资模式；其二，将外资引入国
企是为了以市场换技术，但结果是因国企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能力不足，未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
体系；其三，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对国企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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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１陈明明，等：经济学人对国有企业与产业升级关系的判断———基于《中国经济学人》调查问卷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