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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发展】

国有企业对区域创新引领作用的逻辑机理及

优化路径*

王 玲 杰 任 广 乾 景 曼

摘 要：区域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增强区域创新能力是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以

及提升国家创新实力的重要基石。国有企业作为区域创新活动中的主体，依托自身整合集聚创新要素能力强、创

新溢出效应显著和资源优势突出等在提升区域创新水平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但在引领区域创新过程中，宏观层

面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观层面区域协同发展受阻和微观层面内部制度设计有待优化依旧掣肘着国有企业创新引

领作用的发挥。国有企业在扬优势、补弱项的同时强支撑、促引领，就要以开放促创新，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引领突

破卡脖子技术，提升核心竞争力；依托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升级，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促进区域创新协同发

展；推动制度创新，优化制度设计，充分释放国有企业创新活力，持续强化国有企业引领区域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为

创新驱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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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兴起的背景下，创新已经成

为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深入贯

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我国形成国际竞争优

势、增强长期发展动力具有战略意义。区域创新作

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载体（柳卸林等，2021），增

强区域创新能力是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

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石（刘琼

等，2021）。近年来，我国区域创新发展取得显著成

绩，不仅整体创新水平得到普遍提升，而且京津冀、

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创新集聚区创新成果显著，长江

经济带和黄河流域沿线地区的创新表现也十分突

出。但与此同时，挑战依然严峻，例如区域协调发

展受阻、创新要素流动不足、创新资源分配不均等

问题制约着区域创新的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

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顶梁柱”和“压舱

石”，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

要力量（曾嶒等，2023）。国有企业还是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排头兵，依托其在基础创新领域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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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投入和对经济产生的创新溢出正外部性（赖烽辉

等，2023），引领不同所有制企业、各区域间协同创

新发展，不仅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更是对产

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起到重要保障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 40 多年的高速增

长，国有企业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形成了一批在全

球具有影响力的优质企业，在我国经济遭受重大

负面冲击时发挥经济稳定器作用，尤其是在由跟

跑变为并跑、领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国有

企业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中坚力量，能

够通过自身整合集聚创新要素、创新溢出效应显

著和资源优势对其他创新主体产生影响，进而引

领整个区域创新发展。国家在部署国企改革深化

提升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要优化国有经济布局，

健全国有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的政策体系，

加快实现在科技创新领域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因

此，如何最大化释放国有企业的创新引领作用、消

除区域创新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障碍、提升区域创

新水平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

目前，学界已从不同角度对国有企业与区域创

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程强等（2015）从

区域外部性传导视角出发，发现国有企业主要靠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预算软约束进行外部性更大

的创新活动，进而正向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

赵庆（2017）从企业产权性质视角出发，对比分析了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创新效率，发现国有企业是技术

扩散的中心，并具有显著的区域创新溢出效应，从

而带动区域创新。林瑶鹏等（2022）从企业家精神

角度出发，发现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能够发挥知

识溢出和资源有效配置的双重效应，进而对区域创

新产生积极影响。以上研究虽然得出了国有企业

引领区域创新的不同机制与路径，但总体来说，学

者们一致认为国有企业对区域创新起正向引领作

用，既可通过直接作用机制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影

响，也可通过影响区域内非公有制企业的创新活动

间接作用于区域创新。基于此，本文从剖析国有企

业引领区域创新的逻辑机理出发，梳理区域创新在

国有企业引领下的实践探索中面临的问题挑战，并

提出优化路径和对策，以期为今后更好地贯彻落实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区域创新

中的引领作用提供思路和借鉴。

二、国有企业引领区域创新的逻辑机理

国有企业有其自身的特殊优势，从逻辑机理上

讲，国有企业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引领区域的创新

活动。

1.整合集聚创新要素

区域创新活动是一个涉及创新主体多、过程周

期长的系统性工程，对产业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和

产业配套等多环节的协同要求较高，如果创新要素

分散且又相互割裂，则不能形成集聚效应，从而制

约区域创新发展。国有企业引领区域创新的逻辑

机理之一就在于通过整合集聚创新要素提升区域

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一方面，国有企业通过实施

“瘦身健体”改革，推进企业间进行战略性重组、专

业化整合以及破产清退等行动，整合集聚市场资源

以降低同质化竞争，从而提升产能利用率和资源配

置效率。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科技创新的

中坚力量，尤其是数字技术的重要支撑，能够依托

“数字红利”打破创新各环节的界限，通过“数字桥

梁”，在加强各类创新主体间信息流动的同时，促进

创新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创新要素的流动是提升区

域创新水平的关键。此外还会对邻近区域呈现一

定的空间溢出效应（姚晨等，2023），通过辐射带动

其他区域的创新发展，最终为整个区域创新带来更

多的优质资源，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

2.创新溢出效应显著

区域创新的发展更多依赖于区域特定的因素，

尤其是产业集群和外部技术溢出（魏守华等，

2010）。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建设的排头

兵，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力量，引领区

域创新的逻辑机理之一就在于创新溢出效应显

著。一方面，国有企业位于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

能够通过建立、延伸、完善产业链，以及提供技术人

员和服务等方式，引导创新资源在创新主体间的高

效流动（高德步，2018），并通过创新链带动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同时，国有企业拥有整合创

新的优势。不同于民营企业的单体创新，国有企业

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非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资

本，实现了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互补，

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创新，带动民

营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凭借自身在产

国有企业对区域创新引领作用的逻辑机理及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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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资源、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建立产学研协

同创新机制，以创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基础打

造创新创业平台，推动创新链在科研机构、企业和

地区间的有效流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从而

引领区域创新。

3.资源优势突出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相较于民营企

业在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方面具有引领创

新的绝对优势，国有企业引领区域创新的逻辑机理

之一就在于能够为区域创新提供丰富的创新资

源。一方面，国有企业资本雄厚、资金充足、人才储

备较多，且掌握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在当

前中美贸易摩擦、科技制裁以及技术封闭的国际竞

争背景下，国有企业凭借自己的资源优势以及创新

主体地位，有胆量、有能力、有实力开展研发创新活

动，从而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巩固自身国际地

位。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由于承担着建设重大工程

项目、推动国家技术创新等职责，往往与政府的关

系较为密切，政府会出台相应的政策给予财政补

贴，同时还会为企业提供隐形担保，使企业能更容

易地获得银行贷款，这种预算软约束极大程度地缓

解了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金问题。同时，国有

企业凭借工作稳定性、福利等优势吸引大量专业人

才的加入，人才集聚带来的“马太效应”提升了该区

域对人才的吸引力，从而增加区域内的人力资本积

累，最终提升区域创新能力（陈琦等，2023）。

三、国有企业引领区域创新的问题挑战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和改革深化，国有企业已

经成为引领区域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为区域创新

发展带来机遇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同时，国有

企业依然面临内外部多层次的现实挑战和严峻问

题，制约着引领作用的发挥。深入探讨并厘清国有

企业引领区域创新发展存在的问题障碍，有助于更

好地发挥国有企业顶梁柱和排头兵的作用，更好地

引领带动区域创新效能的整体提升，不断增强区域

创新实力和竞争力。

1.宏观层面：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在过去的三年，全球

遭受了疫情反复、俄乌冲突、能源危机等多重冲击，

使得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尽管我国不断优化

防疫政策，有效地将国家从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中

剥离出来，经济复苏趋于好转，但整体来看，外部冲

击仍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全球经济仍处于动态波

动期。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深刻影响着国

有企业的战略决策，进而对引领区域创新产生障

碍。一方面，经济不确定性恶化了区域营商环境，

扭曲了市场中的信号传递机制，降低了企业家对未

来投资的预期收益，从而弱化企业家利用现有资源

开展研发创新活动的意愿与热情（冉茂盛等，

2021），制约着区域创新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不确

定性加大了企业外部融资难度，使企业面临高额借

贷成本和融资难等问题，企业往往为了稳定现金持

有而尽可能地减少在高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不利

于创新水平的提升，从而弱化了创新溢出效应。

“卡脖子”问题有待突破。当前，世界正处于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

国实施技术封闭与科技制裁，对我们产业链供应链

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造成了严重冲击。自提出建设

创新型国家以来，虽然国有企业的创新意识及创新

投入明显提升（金晓燕等，2022），但与发达国家相

比，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尤其是在自主

创新方面的短板，一些关键零部件的技术对外依赖

程度较高，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这些严重制

约着国有企业的发展，进而对引领区域创新产生障

碍。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作为创新链产业链上的领

军企业，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链上其他

企业发展的关键力量，“卡脖子”技术降低了国有企

业的创新辐射效应，弱化了下游企业的创新能力，

不利于链上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发展，从而制约区域

创新水平的提升。

2.中观层面：区域协同发展受阻

区域创新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均衡不仅

制约着地区发展潜力的释放和发展合力的提升，还

增加了区域协同发展难度，进而对引领区域创新产

生障碍。一方面，我国虽已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

和珠三角等创新集聚区，但产生了高端创新和产业

要素向核心城市过度集中的现象（张晓兰等，

2023），造成了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集聚力

不足，区域创新水平低下。另一方面，区域内外不

均衡问题突出。在外部不均衡问题上，从我国东西

发展来看，东、中、西与西北四大板块的创新发展水

平依次下降，而从我国南北发展方向来看，北方地

64



国有企业对区域创新引领作用的逻辑机理及优化路径

区创新进程缓慢，而南方地区创新进程迅速，差距

逐渐由“东西差异”变为“南北差异”。在内部不均

衡问题上，区块内的省份创新水平不一，例如在中

部地区，湖北、湖南等省份的发展势头较好，而江西

与山西等省份的发展次之，导致地区基尼系数逐年

上升。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方式制约了创新要素在

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流动，最后会出现强者愈强而弱

者愈弱的局面，不利于区域协同发展。

产业链创新链融合有待深化。创新链作为原

始驱动力，嵌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双链融合”不

仅能够增强产业链对创新链的支撑带动作用，同时

还能够提升创新链对产业链的创新引领作用，但目

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二者的融合发展。一方

面，基础创新研发投入薄弱导致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不强（高洪玮，2022），创新链引领产业链的发展动

力不足，同时受制于“卡脖子”技术，我国在关键核

心技术上对发达国家依赖程度较高，创新链产业链

面临着断链风险，安全性与稳定性有待提升。另一

方面，创新链和产业链具有各自的区域特征，二者

在衔接时要考虑特征差异，现有的融合方式大多是

区域内融合，而区域间的相互融合还有待加强，融

合发展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此外，科技成果转化

作为创新链的末端，是通过创新链上的科技资源带

动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环，而目前我国的专利

申请数与专利发明数虽在逐年攀升，但专利科技成

果转化率却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不利于产业链与创

新链的融合发展。

3.微观层面：内部制度设计有待优化

内部治理结构有待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积极借鉴德国的二元制治理模式以及引入英国的

独立董事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有企业积

极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引入非国有股东和非

国有资本对国有企业的内部股权结构进行优化，但

仍存在股权结构不合理、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制约

着国有企业的发展，内部治理结构有待进一步优

化。一方面，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虽然

引入非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资本，但股权结构仍以国

有股为主，非国有股较为分散，缺乏有实力的机构

投资者，企业在制定决策时往往会出现超级股东控

制的局面，小股东难以对超级股东形成约束，不利

于大股东制定科学决策。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由于

所有者虚位引发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内部人在

拥有控制权的同时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监督与制衡，

在制定决策时往往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其

他所有者的利益。不仅如此，董事会与监事会也未

能实施有效监督，董事会引入的独立董事与内部董

事关系密切，勤勉履职效率不高，监事会更是无法

与董事会抗衡，对董事、经理的监督有限，从而滋生

了经理人员的自利行为。优化国有企业内部治理

结构有利于加强不同所有制股东间的相互制衡，保

证企业的决策科学合理，同时抑制经理人员的自利

行为，引导企业积极开展创新活动，并引领企业外

的创新主体协同创新。

激励约束机制有待完善。受经济转轨和制度

惯性的影响，国有企业高管的激励约束机制还不够

健全（金晓燕等，2021），高管薪酬指数自 2017年起

连续 3年持续下降。企业发展的关键在于人，高管

作为国有企业的决策执行主体，其创新意愿影响着

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由于创新活动复杂且存在一

定的失败率，高管往往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放弃

创新，这种非理性的创新决策不仅损害股东利益，

更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进而弱化国有企业的创

新外部作用，这种欠完善的高管激励约束机制未能

充分激发高管创新热情，进而对引领区域创新产生

障碍。一方面，目前部分国有企业对高管激励方式

较为单一，缺乏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使高管的部

分决策并不是从企业长远发展出发，而仅仅是为了

当下的“升官”和“业绩”，不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

提升。另一方面，不同企业间的高管业绩考核制度

未能做出明显区分，高管业绩考核制度有待优化。

由于不同类别的国有企业承担的任务和目标不尽

相同，这种未加区分的考核方式容易使高管决策目

标化，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此外，企业内部创

新容错机制不够健全，高管仍存在创新失败后不敢

担当的顾虑。

四、国有企业引领区域创新的优化路径

国有企业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

主体，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引领作用有助于提

升区域创新水平，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从而提升我

国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然而，目前国有企业在引领

区域创新中还存在着不同层面的障碍，制约着国有

企业创新引领作用的发挥，急需从国际国内现实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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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出发，打破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多元障碍，深

入探究其中的优化路径，为区域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

内部和外部条件以及引领效应，为全面落实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

1.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国企自身实力

以开放促创新，积极应对经济不确定性。推动

经济复苏，积极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是当下面临

的严峻挑战之一。在国家层面，一方面，坚持开展

“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一

带一路”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加强我国与沿线合

作伙伴间的联系，从而建设紧密、互利互惠的区域

贸易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另一方面，优化外商投资环境。进一步放宽外

资准入门槛，减少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吸引更多的

跨国企业加入，增强经济增长拉动力。同时，自贸

试验区应立足当地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方向，探索差

异化发展路径，在全国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先行

先试经验，增强辐射带动作用。在企业层面，一方

面，国有企业应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与

社会经济运行最紧密的群体之一，应不断提升企业

家的管理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加快创新要素的跨

区域流动，以充分应对经济不确定性造成的负面冲

击。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应在与银行建立良好银企

关系的同时，打破对银行借贷的过度依赖，通过寻

找更多的金融机构、财务投资者等方式来拓宽企业

融资渠道，高度重视合理控制企业的杠杆率，避免

过度负债，确保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有效资金

供给。

聚焦主业，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急需

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关键时期，推动国有企业聚焦

主业、做强实业与做精专业是落实高质量发展以及

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与稳定性的内在要

求。一方面，国有企业应根据国家经济战略和未来

产业发展方向来明确自身发展定位，尽快确定主业

方向，推动资源向主业集中，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同时，国有企业应按照“主业归核、资产归集、

产业归位”的思路，对企业现有的经营业务进行整

合优化，以降低无序经营和同质化竞争。具体来

说，对发展过程中能力弱、规模小和业务相似的企

业进行战略重组；对不具备竞争力、长期负债的企

业进行破产清算；对依据产业发展方向保留下来的

主业，通过与央企混改、产业链拓展等方式提升市

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内部主业

动态管理制度。国资委应按照依法监管、分类监管

的要求，通过划分企业经营业务范围以及投资负面

清单来规避管理层的投资行为，并对主业经营范围

进行全方位监管，企业定期将主业经营情况上报省

市国资委进行评估审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主业

目录进行动态优化调整。同时定期开展风险大排

查，防控企业偏离主业的风险。此外，国有企业还

可将企业主业发展情况和企业负债率分别纳入管

理层的正负绩效考核中，以规避管理层的盲目扩张

行为，从绩效考评上引导企业进一步聚焦主责

主业。

2.建立健全区域协同发展新机制

依托数字技术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当前，作为

数字产业的承载主体，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充

分发挥数字要素生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

结合、加快区域产业融合的必要条件（任广乾等，

202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搭建数字桥梁，打

破了地区间的地理边界，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和创新

要素的跨地区流动，从而构建区域协调互补发展的

新格局。一方面，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区

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均衡程度。近年来，我国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中西部地区仍与东部地区存在明显差距。国家

应重点扶持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利用中

西部地区的低土地成本优势以及资源禀赋建立超

大数据中心，不仅可以降低东部地区的数据处理成

本，还能够通过合作带动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建设

的发展，以缩小差距。同时利用产业政策引导当地

特色产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利用西部区位优势

带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大力发挥中心城

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等创新集聚区，建设城市网络群能够

增强中心城市数字技术的辐射范围，从而带动邻近

地区的发展。此外，东部地区要依托自身技术、地

理位置和政策等优势，积极促进该地区企业与高

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加强合作，以攻破技术难题，成

为我国数字技术应用转化的领头羊，并依托政策引

导东部地区通过技术培训、信息共享等方式帮扶中

西部地区发展。

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产业链创

新链的融合是提高产业链安全和稳定性的重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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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产业链和创新链如同DNA的双螺旋结构（张晓

兰等，2023），产业链为创新链提供资源集聚和驱动

优势，创新链凭借创新主体融入产业链并提升产业

链价值，二者相互依存，融合发展。产业链与创新

链的深度融合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引

领区域创新。第一，国家层面设立国有企业科技创

新基金，对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予以资金支持，推动

解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技术难题，最大限度地发

挥国有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同时根据产业链特

点，分类开展“链主”企业的遴选和培育工作，提高

产业链的整体运行效率，降低创新链支撑产业链不

同环节的难度。第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强化政

策引导作用，在考虑区域特征差异的前提下挖掘产

业链和创新链之间的关联性，打破二者在不同环节

的融合障碍，加快区域间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

第三，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通过企业与高校、

科研机构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构建科技成果转化平

台，促进“创新+创业+产业”联通发展，在加快原始

创新进程的同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第四，充分

利用数字技术在双链融合中的作用。数字技术通

过打破各创新主体间的信息障碍，减少了产业链创

新链衔接中的阻隔。国有企业应在数字化转型升

级中率先探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通过数字桥梁

促进双链融合发展。

3.优化国有企业内部制度设计，充分释放国有

企业创新活力

推进国有企业整合重组，不断完善国有企业内

部治理结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企业

通过引入非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资本实施混合所有

制改革，优化内部股权结构，使国有股和非国有股

相互制衡，形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

新格局，但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

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破解。一方面，国有企业应积

极探索多种股权结构。目前部分国有企业混改后

的国有股比例依然较高，参股的股东由于持股比例

较少，无法与国有股东相互制衡，在重大决策前未

能充分行使表决权，不利于企业制定科学决策，因

此优化股权结构成了混改的关键。对于国有股比

例未超过50%的企业，混改的关键是取消对非国有

股份的持股人数、股东持股比例限制，通过引进更

多的非国有股东加入董事会，充分行使对国有股东

的监督权。对于国有股比例超过50%的企业，要尽

可能地通过股权转让等方式将国有股比例降到

50%以下，使国有股由绝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在

保证国有资本控制力的同时实现不同所有制股权

间的相互制衡。另一方面，积极寻找与企业相符的

战略投资者加入本企业。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

不仅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同时衍生出中国式的内

部人控制问题，积极寻找并引进盈利目标明确、敢

于承担责任、同时扮演监督和制衡作用的战略投资

者能够对内部人形成约束，较好地改善这一现象。

具体来说，对于商业一类国有企业，应选择与本企

业匹配度和互补性高的战略投资者，以发挥协同效

应和聚合效应。对于商业二类国有企业，可引入有

资金资本、发展平台等灵活机制的企业，并通过提

升战略投资者在董事会中的比例，从而在董事会层

面相互制衡。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可以

引入多个战略投资者，在功能上选择能够发挥社会

效益的战略投资者。此外，国有企业还应根据证监

会出台的独立董事制度，不断优化独立董事的选聘

制度，不仅提高独立董事任职门槛，同时明确规定

独立董事履职职责，将其履职情况纳入绩效考评

中，做到奖惩分明，还可适当地为独立董事购买董

事高管责任保险，免除履职后顾之忧，以最大限度

地释放独立董事在企业重大决策中的外部客观

作用。

推进薪酬激励机制改革，释放企业创新活力。

高管作为企业创新的决策主体，合理有效的薪酬激

励机制有助于充分释放创新活力。第一，实施差异

化薪酬激励方案。一方面，对于商业类国有企业，

要加大对高管的显性激励，在年薪制的基础上与股

权期权、职位晋升等长期激励结合，严格将高管薪

酬与绩效挂钩，尤其对于那些创新成果显著的高

管，要给予优厚报酬和优先提拔，从而使高管以追

求企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决

策。另一方面，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参考公务员

薪酬模式，主要以级别晋升为主，不需要设置中长

期的薪酬激励。第二，构建多元化的薪酬激励方

式。一方面，在现有显性薪酬激励的基础上，通过

提高在职消费信息的透明度，将在职消费等隐形激

励和年薪等显性激励相结合，增加高管的工作热

情。另一方面，为了规避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利

用股票期权等长期激励与固定薪酬等短期激励形

成互补，建立起高管与企业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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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约束机制，使高管的行为决策更加有利于公司

长远发展，从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此外，还可

以将与创新相关的各项指标纳入高管绩效考评中，

对取得突破式创新的团队进行奖赏，从而激发高管

开展创新活动的动力。第三，建立健全创新容错纠

错机制。由于创新活动复杂且具有极高的风险，培

育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创新环境对激发企业创新

活力至关重要。国有企业要明确界定创新容错边

界和范围，容错并不意味着避责，企业应制定创新

容错的正面和负面清单，在免除高管和研发人员后

顾之忧的同时提高企业创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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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ding Rol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Optimization Paths

Wang Lingjie Ren Guangqian Jing Man
Abstract：Region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and enhancing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 i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as well as
upgrading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 As the main body of regional innovation activities，state-owned enterprises，relying on
their own integra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innovation factors，significant innovation spillover effect and resource advantages to
lead regional innovation，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nhance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level. However，in the process of
leading regional innovation，the complex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t the macro level，the obstacles to regional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at the meso level，and the need to optimize the design of the internal system at the micro level continue to constrain
the role of SOEs in leading innovation. Therefore，SOEs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break through
the necklace technology to enhance their core competitiveness，and at the same time rely on digital technology to promote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realize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innovation chain，as well as optimize the
design of the internal system，so as to fully release the innovation vitality of SOEs，and to provide experience for SOEs to better
lead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in the future，so that they can become an innovative country at an early date.
Key Words：State-Owned Enterprises；Regional Innovation；Leading Role；Logical Mechanism；Optimizing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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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与

突破路径*

杨 文 贞

摘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重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数字经济的快速崛起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当前，中国

城乡融合发展已经进入数字经济赋能新阶段，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不可回避问题。在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城乡融合发

展过程中，误区表现在认知和实践两个方面；存在数字鸿沟、信息孤岛、城乡要素流动受阻、公共服务资源不均衡等制

约因素。应在准确把握乡村振兴和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动向、矫正数字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误区、缩小城乡数字化发

展差距、打破信息孤岛、强化要素双向流动、整合公共服务资源等方面寻找突破路径，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快速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城乡融合发展；突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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