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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是创新发展的最活跃因素，也是自主研发、吸纳劳动力就业和税收的重要载体。

信息在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通过分析中小微企业发展现状及对信息的需求，探

讨中小微企业在获取信息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中小微企业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和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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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y oriented medium and small micro enterprises are the most active factors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Zhongguancun. They are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absorbing the labor force resources. Inform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medium and small micro enterprises. The paper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information needs of the medium and small micro enterprises in Zhongguancun; 

discusses the problems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the information; and then gives the effective way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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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是区域发展的最活跃因

素，也是科技创新、吸纳劳动力就业和税收来源

的重要载体。自 2009 年设立以来，中关村作为首

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在科技创新、示范引导、

政策先行先试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和新突

破，为“科技北京”建设和实现首都科技创新驱

动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中关村中小微企业发展现状

在全球经济低迷、国内经济调整和转型压力

加大的形势下，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

型中小微企业却呈现逆势上扬的发展势头。据中

关村园区管委会公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2011

年中关村示范区内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共计 14544

万家，占总数的 96.8%，其中小型微型科技企业

分别为 6186 家和 7005 家，分别占示范区企业总

数的 40.8% 和 48.9%[1]。目前，中关村中小微企

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并表现出以下特点：

1.1  创新发展能力强

截 至 2012 年 底， 中 关 村 中 小 微 企 业 中 上

市 企 业 达 104 家， 占 中 关 村 上 市 企 业 总 数 的

59.4%，其中小微企业上市 49 家，占上市企业

总数的 28%；目前，中关村示范区 123 家首批

“十百千工程”重点培育企业中，中小微企业

为 52 家，占总数的 42.3%；中关村 525 家“瞪

羚计划”重点培育企业中，中小微企业 437 家，

占总数的 83.2% [2]。中小微企业已经成为中关村

发展、创新、创业的主力军。

1.2  科技创新产出比重高

2012 年，中关村示范区拥有科技活动人员

40.2 万人，较前一年增加 4.3 万人，科技活动人

员规模为历史最高值。中关村示范区企业科技活

动经费总额为 918.2 亿元 [3]，同比增长 17.6%。

中小微企业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和科技

活动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 27.7% 和 3.7%，均高于

中关村示范区整体水平。中小微企业专利申请数

和授权数分别占中关村园区的 56.6% 和 63.2%；

技术收入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分别占中关村园区的

42% 和 52.9%[3]。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产出比重明

显提高，呈现出稳定提升的态势，已成为中关村

科技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

1.3  对示范区经济增长贡献大

中小微企业是中关村创新创业中最为活跃的

因素，为中关村提供了近一半的就业岗位，贡献

了中关村 40% 的总收入、利润、税收和 30% 的出

口份额，创造了中关村 60% 以上的技术和专利。

2010 年中关村中小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35.5 亿

元，同比增长 28.9%，增幅高于示范区整体水平

13.2 个百分点，对示范区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

80.7%[4]。2012 年，中关村示范区纳入统计范围的

小微企业 1.3 万家，占示范区企业的 85.6%；仅中

关村小微企业实现了约 4000 亿元的总收入，占示

范区总收入 15.6%[3]。

2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所需的信息资源

中小微企业是中关村科技创新和自主研发

的主体，信息资源在其成长、科研和市场销售

等环节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些信息（情

报）资源是中小微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

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中小微企业群体在中关村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大环境下，

面对国内外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只有及时、准

确地掌握竞争信息资源，才能提前调整企业经

营战略，在竞争中把握主动权。通过对 2009-

2012 年中关村创新资金立项的近 500 家中小微

企业进行调研及半年、年报监理分析，认识到

中小微企业急需认识、掌握的信息资源，主要

包括技术信息、市场信息、人才信息、项目信

息和竞争对手信息等方面。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信息需求及对策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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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技术信息

技术信息在中小微企业项目研发、技术创新

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小微企业只有及时、

准确地获取技术信息，把握技术的国内外前沿进

展，才能确保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位置，为下一

步技术研发、产品推广、市场定位提供可靠的决

策支撑 [4]。中小微企业希望获取的技术信息主要

包括同行业领域的最新技术、国内外技术发展现

状和趋势、关键性技术解决方案和技术成果转化

信息等。

目前，中关村中小微企业所需的技术信息，

部分来源于企业内部技术员工的构想和自主创新，

另一部分则来源于企业间技术人员的学习交流和

项目合作。受合作范围小、技术领域广和专利限

制等因素影响，中小微企业获取技术信息的渠道

和途径变得非常狭窄。

2.2 项目信息

中小微企业在创新发展中，面临着行业领域

内部的激烈竞争。有些企业为了生存发展，必须同

其他企业在技术先进性、项目招投标等方面竞争，

迫切需要及时准确的项目信息[5],如政府采购信息，

招投标信息、创新资金项目申报信息、项目管理信

息等。中小微企业只有通过项目，才能锻炼自己的

人才队伍，维持自身正常运作，获得技术、资质和

市场资源储备，积累项目执行和运作经验，进而为

企业创新、发展和壮大打下坚实基础。

中关村上万家中小微企业群体，企业间存在

一定的业务联系与沟通，通过合作，共同申报、

完成项目，研发产品，开拓市场。同时企业间还

存在项目合作，一个企业可以承担另一个企业的

项目或技术支持，解决企业的实际需求。如何获

取相关项目信息，已成为中小微企业信息资源开

发的重点，也是当前中关村解决中小微企业发展

及需求的重要课题。

2.3  市场信息

中关村中小微企业面临着产品销售渠道狭

窄、市场推广难度大等问题，及时准确地获得市

场信息资源也成为中小微企业关注的焦点。只有

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动态后，及时做出决策，调

整资金投入、生产规模和产品价格等，中小微企

业才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把握市场的主动

权，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2.4  人才信息

人才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中小

微企业科技创新研发的根本。中关村中小微企业

管理者希望得到高层次、高水平、创新能力强的

技术型人才和执行能力强、效率高的管理型人才。

如何引进吸纳高层次人才和获取人才信息已成为

中小微企业群体信息资源需求和开发的重要内容。

2.5 调研分析

通过对 2009-2012 年中关村近 500 家立项企

业监理调查，发现中关村中小微企业对各项信息

的需求和重视程度存在一定差别：

图 1： 中关村中小微企业所需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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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 的受调查企业对技术信息非常需求，

仅有 4.43% 的企业不太关注技术信息。61.9% 的企

业对项目信息非常关注，25.96% 的企业表示对项

目信息需要，表明中关村中小微企业对项目特别

重视，成为企业成长发展的根本。65% 和 22.5%

的企业对市场信息表示非常需要和需要，表明市

场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与

决策。78.65% 的中小微企业认为人才信息表示非

常需要或需要。中关村是国家首个自主创新示范

区，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帮扶力度较大，有超过

80% 的企业表示非常需要或需要园区政策和服务

信息（87.5% 和 97.11%）等。

3  中关村中小微企业在信息方面存
在的问题

一些中小微企业为了生存发展，易忽视信息

资源开发的重要性，认为生产是根本，没有必要、

也没有财力和物力去开发利用信息。中关村中小

微企业在具有高创新性、高成长性和发展潜力大

等特点的同时，也存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的

问题。

3.1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意识淡薄

中关村中小微企业员工大多具有高学历、

高素养，但受资金、人力资源短缺等因素限制，

企业管理者和员工将大部分时间、精力应用到项

目管理、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等方面，对企业和

产品信息资源的重视与利用不足。甚至有些中小

微企业完全忽视信息资源的重要性，认为企业生

产发展才是关键，信息并不能给企业带来多大效

益。通过调研，不重视和不太重视信息资源开发

利用的企业占 54.4%，重视的信息资源的企业仅

为 45.2%。

3.2 信息资源储备量少

目前，中小微企业的重视的信息资源主要集

中在企业员工登记、项目技术信息保存与保密和

相关财务等方面，信息资源的种类和数量较少，

缺乏与市场、科研院所和技术交易等实用、具有

市场竞争力的信息资源，也缺乏可以给企业员工

培训成长和企业高速发展的信息资源。在产品市

场信息、企业竞争与分析信息、科技查新信息、

客户需求与分析等方面，则更为匮乏。在调查企

业中，非常短缺的为 55.38%，短缺的为 38.47%，

不短缺的仅为 6.15%。

3.3 信息获取渠道单一

大部分中小微企业能够获取信息资源的渠

道较少，且途径比较单一。部分企业只是通过

电视、网络搜索工具（如百度、谷歌）等来获

取一些简单的信息，信息的实际利用价值较小，

无法给企业带来重要的情报和效益。另一部分

企业则是通过朋友、员工的人际关系来获取相

关的信息，但这些途径所需时间较长，易受多

种环境因素限制。调研发现，有专业渠道的企

业仅为 6.15%，渠道较少的为 28.47%，无渠道

的达 65.38%。

3.4 信息准确性和及时性不足

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关村中小微企业不仅在

信息获取渠道方面处于劣势，在信息准确性和及

时性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受人员素质、财力、

物力和专业技术水平等因素影响，中小微企业获

取的信息在传递表达中会出现变化失真，与信息

本源存在较大差距，准确性降低，有些信息内容

可能与实际完全相反。另外，受渠道、人员影响，

中小微企业获取信息经过中转交换，传输时间较

长，造成信息严重滞后，信息的及时性不能得到

有效保证，降低了信息的利用价值。调研显示，

仅有 3.46% 的小微企业获取信息时间短于半年，

42.31% 的企业在半年至一年，超过一年的企业占

到 54.23%。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信息需求及对策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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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信息分析能力不足

受人力、资金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影响，中关

村中小微企业对信息的分析尚处于起步阶段，分

析能力有待提升。大部分中小微企业仅从自身需

求角度，来分析获取的信息资源，信息分析仅处

于“一维”层面，未将分析视角扩展到“多维”

层面，忽略市场、企业竞争对手、客户需求及市

场价格等信息的重要性。受资金的限制，中小微

企业不愿在信息分析方面投入资金，更不愿寻求

专业信息分析机构作为支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企业的信息分析能力。根据调研，有专业信

息分析员的企业仅占总数的 5.38%，无固定信息

分析员企业占 20.59%，无信息分析员的企业占

74.03%。

4  中关村中小微企业获取信息的对
策措施

4.1  增强中小微企业的信息意识

通过科技政策宣讲（传）、企业培训、政府——

企业对接等形式，积极开展面向中关村中小微企

业的信息服务工作。通过企业案例的讲解，真正

让中小微企业认识到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对企业发

展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进而增强中小微企业群

体的信息意识，重视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4.2  积极拓展有效的信息获取渠道

盘活中关村管委会、中关村各产业联盟、行

业协会、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在京科技信息资源，

增强政府机构和行业联盟组织面向中小微企业的

服务意识 [6]。通过专业服务网站、短信发布平台、

官方微博微信、中小企业沙龙等形式，努力为中

小微企业营造信息氛围，进而为中小微企业拓展

信息获取和利用渠道。

积极鼓励和引导中小微企业加入各行业协

会、产业联盟，增加中小微企业群体间的交流机会，

通过联盟、协会等组织获取国内外最新的信息，

减少信息在流通环节中出现的误差，进而提高信

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4.3  加大对信息资源的投入力度

鼓励中关村中小微企业自身重视并加大在信

息资源方面的投入力度，可指定有关工作人员专

门关注国内外最新技术进展、行业信息及政府部

门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信息，还可指定固定的联

络员与相关产业联盟和行业协会进行沟通 [7]，及

时准确地掌握有关信息。

北京市和中关村管委会可设立中关村中小微

企业信息服务专项资金，加大在信息资源开发利

用方面的人力、物力、技术和资金投入力度，通

过企业信息服务工程，让中小微企业在第一时间

了解政府各项支持服务信息，真正跨越企业与政

府之间的信息沟通鸿沟。

4.4 充分发挥科技信息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

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中小微企业对信息需求更

为迫切。中关村中小微企业应充分利用北京科技

资源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优势，有效开发利用

信息资源。科技信息中介服务机构应充分发挥自

身桥梁纽带作用，积极面向中小微企业开展信息

咨询服务工作。充分发挥科技信息机构的中介服

务作用，加快中关村中小微企业的科技成果进入

市场的速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真正为社

会和企业自身服务，提升企业自身效益。 

4.5 建立中小微企业共享信息资源库

在保证企业技术专利、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

的基础上，建立中关村中小微企业信息数据库，实

现中关村中小微企业数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8]。

通过该信息资源库建设，为企业间合作交流搭建

有效平台，使企业能够及时了解行业发展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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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情况，减少中小微企业在寻找项目合作伙伴、

购买技术、产品销售等带来的问题，有效降低企

业的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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