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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现状刍议

杨凌
(安徽财经大学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安徽蚌埠233041)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强力扶持和社奇各界的协同支持下，安徽省民营科技企业如雨后眷

笋般地迅猛发展起来。特剐是邓小平南进讲话后，在指手思想上进一步放开、搞活，呈现出“政府走

力鼓励。社会奎力支持，民营勇于创新”的良好态势，使安徽瘩民营科技企业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本

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安徽省各地区的民营科技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从而给

出各地区民营科技企业经济实力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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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the coua时’s refonnandop“angup．everylevdoftheCPC．Thegovea-mentand丑uparts ofthe society

百vegreathelptotheprivatetechnicalenterprises The enterpriseshaveⅡvezTfavon出le∞Ildition，andhave

d目,eloped rapidly．Especially，afterthe speaehofDeng xiaoping’B scuthentour,undertheguidenceofthe

thought．it is mom opening up．more actlve．It is with the advantage ofthe govement’B encoragement,whole

society’s¨ppon and皿rate technical erterprises’ brave encorsgement that Anhui private technical

enterprises have m且de 8 radical devdopment The article u8eB the method ofanalysis of the mainpoint to

∞小ze of every district Anhui’日prirate techmcal enterprises’ economic e监cleney 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development．So We c且fl get the summarizied evaluation of every dismct's埘rate teehmeal

enterprises’economic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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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徽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基本现状与

特点

(一)安徽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基本现状

根据(2004年度安徽省民营科技企业统计

结果》提供的数据，2004年安徽民营科技企业

发展迅速，截至年底，全省民营科技企业统计数

为5 013家，职工总人数为258 393人．技工贸

总收入7l 698 612千元。

安徽省工商联等七部门联合开展的安徽省

规模以上民营企业调查结果表明，2004年前百

强民营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500．498 9亿元，比

上年增长52．26*／0；纳税总额为19．413亿元，比

上年增长50．7％；资产总额为292．155 1亿元，比

上年增长19．97％；出口创汇前50强民营企业出

口额为5．65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2．96％。

(二)安徽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特点【1】

1．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步伐加快已成为民营

经济增长的支持点。第一，2004年在80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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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科技企业中，大部分地区的民营科技企业数

都出现了增长趋势，其中增长幅度最大是滁州，

增长率达到了51．67％，企业数达到了91家，在我

省民营企业数排名第二，仅次于安庆(数量为165

家)。但是各地的发展也不均衡，毫州的数量最

少，新增数量为零；另外马鞍山，淮北，池州的数

量也为零。说明这些地方的发展都很缓慢，政府

和各级领导应该给予足够重视和扶持。第二，安

徽省民营科技企业近4年的全年总产值增幅都突

破了30％，但增幅并不平稳，以2002年较高，为

38．18％。2003和2004年都相对低一些，分别为

32．46％和34．53％。而近4年的全年总收人都持续

快速增长，2004年的增幅甚至达到了54．57％。

2．各级开发区、工业园和科技园为民营科技

企业的发展“插上了翅膀”，我省先后设立了lO

个省级以上的民营科技园区。安徽科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和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为

省内两家成功上市的民营科技企业。2005年度

安徽省前200强民营企业排序已公布。安徽省贸

易(集团)有限公司、安徽文王酿酒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华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等民企分别进入

了前十强。

3．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水平和研发能力初

露端倪。由安徽省工商联牵头，省直七个部门参

加，共同开展每年一度的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经营

情况调查与百名排序数字表明，安徽省民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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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较高增长水平，

显现出较强的经济活力。

全省民营科技企业呈现出知识水平、经营管

理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准同步提高的良好态势。在

全省民营经济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不断增

多，其中有研究生、大本、大专学历的占到50％

以上，不少海归派从事于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民

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在不断增强，非常积极地

投身于以扶贫为宗旨的光彩事业和其他社会公

益事业。到2005年6月底，全省参与光彩事业的

民营企业家达7 231人，落实光彩事业项目176

个，到位投资资金65．2亿元。

4．民营科技企业的税收贡献率大幅攀升。安

徽民营科技企业近4年的上缴税金总额也呈现

较快增长，对国家贡献较大，但增幅也不平稳，

2003年的增幅最高，为48．58％；同时，2003年

的研发费用也为近4年最高，为2 724 462万

元。2004年上缴税金总额和研发费用增幅与上

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分别为33．31％和2 01l

67l万元，但仍保持发展势头。

二、安徽民营科技企业经济效益分析m
下面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2004年安

徽各地区民营科技企业总的收益分布状况加

以分析。

安徽民营科技企业总的收益情况见表l。主

要指标有：x1——工业总产值、X2——技术性收

表1 2004安徽省各地区民营科技企业的窘J收殛利润(按地域分布jM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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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x3——产品销售收入、x4——商品销售收

入、x5——其他收入、x6——净利润、x7——出
口创汇。

表2各个评价指标的特征值、贡献率和

累积贡献率(从大到小)

由表2可以看出，特征值大于1的只有两

个，累计贡献率约为77％，但前三个特征值的累

积贡献率已经达到了89％，所以，选取三个主成

分，已能充分反映和代表各个地区经济的综合水

平。这三个主成分分别为：

Y1=0．4536X1+0．1368X2“)4701X3柚13543X4+

0．3320X5+0．4738X6+0．3070X7

Y2=．-O．1197X1+0．8158X2--0．1431X3+04320X4+

O．0059X5—0．0977X6-0．3217X7

Y3=．．．0．0908X1--0,2356X2．．}0．1777X3-00288)【4+

0．6914X5—0．0636X6—0．6494X7

将主成分Y1，Y2，Y3按贡献率综合为如下

加权向量：

y：——二!Ly，+——』L y，+!!y，
Otl+O／g+01，1 dj+or?+orj‘a』+or2+d，3

其中o／。，a2，嘞分别表示第一、第二、第三特

征值。

所以综合主成分为：

Y=Y1十4．2193／(4．2193+1．1532+O．8655、+

Y2*1．1532／(4．2193+1．1532+O．86551+Y3*O．8655／

(4．2193+1．1532+0．8655)：

结果分析：

三个主成分在某种程度上从不同方面说明

了各地区的民营科技企业的综合经济实力状况、

销售收入状况、其他收入及出口创汇情况。加权

综合量Y反映了各地区民营科技企业的总的收

入实力状况。我们将Y1、Y2、Y3和Y的值列入

下表，并按照Y值的大小对17个城市的经费支

出情况进行排名，其结果如下：

由表3的数据结果可知：在第一主成分中．

得分最高的前六名是芜湖、合肥、宣城、巢湖、安

庆、滁州；结合表1的原始数据，这几个地区的工

业总产值、产品销售收入和净利润也都比较高，

说明这些地区的民营科技企业综合经济实力较

强。按综合主成分的排名和第一主成分的排名结

果大致相同，这也说明第一主成分已经较好地反

映了原始数据的信息。

表3各地区民营企业经费支出按主成分的得分夏排序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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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主成分中，得分最高的前六名是合

肥、毫州、滁州、淮南、蚌埠、马鞍山，从原始数据

也可以看出，这六个地区的技术性收入和商品销

售收入都比较高。按综合主成分的排名和第二主

成分的排名结果差异很大，这说明技术性收入和

商品销售收入不能完全反映该地区的总体经济

实力。

在第三主成分中，得分最高的前六名是芜

湖、马鞍山、淮北、铜陵、阜阳、淮南，结合原始数

据，这六个地区的其他收入较高，出口创汇较少。

从主成分分析的结果看，民营科技企业的

收入分布主要集中在产品销售收入方面，而在其

他收人和出口创汇方面的收入较少，说明安徽民

营科技企业应该多发展各个方面的实力，多渠道

增加收入，积极开拓市场，努力增加出口创汇。而

且经济实力强的民营科技企业大都分布在安徽

的中部地区，北部实力较弱，这也说明了安徽民

营科技企业的地区发展不平衡。

三√L点建议

1．围绕“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实施中部

崛起战略中，如何把安徽傲强、做快，民营科技企

业要抢抓机遇，发挥主力军作用。

2．构建“两个平台”。一是为民营科技企业构

建政府平台。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要转变职能、规

范管理、搞好服务，消除所有制歧视，加快改革，

调整和完善融资体系。二是为民营科技企业构建

法律平台，完善间接融资法律制度，健全直接融

资法律制度。

3．练好“三项内功”。一是管理。大多数民营

企业主没有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大

环境中“土生土长”的居多。企业应以“趋利避害”

的态度，对家族式的治理结构进行改造，形成家

族式治理结构与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机结合。

二是创新。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企业实现跨越发

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必须加大企业的技术创新和

机制创新能力。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动不仅局

限于提高已有产品的质量或附加值，更侧重于研

制开发适应市场的新产品，并且应把创新活动由

技术扩展到管理、营销、发展战略乃至全部思路

上，把创新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和根本所

在。安徽民营科技企业的研发经费明显不足，使

得发展后劲缺乏，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只有持续

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民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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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克服弱势，在市场竞争

中取胜的法宝。三是转化。要保持持续不断的发

展，民营科技企业还可以通过建立以全企业为主

体的技术开发机制，或是通过技术入股方式，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努力实现产、学、研一体化，提

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缩短转化周期。

4．强化“四项服务”。一是建立信息服务体系。

推进民营企业信息化建设，解决民营企业信息闭

塞难题，为民营科技企业提供各种发展信息。二是

建立融资信贷服务体系。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安

徽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为解决这个

问题，必须拓宽民营科技企业的投融资渠道，建立

多层次、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在贷款融资方面实

行“国民待遇”，与国有企业享有同等权利。三是建

立社会保障服务体系。设立专门的民营科技企业

担保基金和风险发展基金，为民营科技企业提供

贷款贴息和融资担保；对具备条件的民营科技企

业，应允许其发行股票及上市筹集资金；大力发展

风险投资，建立风险投资体系。四是建立人才培训

体系。“人才短缺”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又一大难题。

必须努力创造一个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环境。建

立、完善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激励机制，充分发

挥人才潜能，促进科技人员刨新创业。

民营科技企业已成为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中一个重要的生力军。运用民营的运行机制，

意味着我国兴办科技产业，除了一条依靠国家计

划投资的主渠道外，又多了一条发挥民间积极性

的重要渠道。像任何新事物一样，安徽省民营科

技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

题，对此不能求全责备。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

来，随着国家政策的更加深入实施，依靠科技领

先和贴近市场，安徽省民营科技企业将在新世纪

开辟出更加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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