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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商业环境下企业研发决策的分析 

作者：巫厚玮 李若诗 

 

由于创新或研究与发展（R&D）在本质上便是有风险的，企业愿意将其资源用于培育创新的承

诺表明了企业的长期展望。他们在研发上付出的努力对于了解中国未来的创新能力和长期增长的影

响具有参考意义。我们发现，在总计1,474份调查问卷中，只有5.4%的受访者表示相较于2022年，

明确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减少在研发上的投资；另有26.5%的受访者则表示不仅计划增加未来的研发投

入，而且涨幅将超过10%（详见图1）。 

 

图1. 未来研发开支前景 

 

注释：数据总结于受访者对调查问卷中Q19的回复，即“未来3年(2023-2025年)，贵公司在

中国的研发开支预计”。 

 

研发支出决策通常有很高的持续性。我们发现，绝大部分企业选择在2022年和未来3年维持相同

的投资决策（详见图2）。剩余企业的多数则在同一方向上调整其投资决策（即增加或减少不同的比

例）。意外的是，我们发现一些计划将未来研发投入增加10%以上的企业却在近期的研发投资上有

所保留（2.6%的企业报告在2021年和2022年均无研发开支，另有2.6%的企业报告2022年的研发投

入比2021年减少10%以上）。类似地，许多计划减少未来研发投入的企业反而在2022年（比之2021

年）增加了投资（15.2%），还有不少此类企业则在2021年和2022年的研发投入上基本持平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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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大多具备不同形式的内部研发机制（84.1%），并称与商业伙伴或学术机构存在合作，形成一

股研发的合力。也有一小部分企业采取了从外部采购的方式。企业从事的创新活动横跨多个维度，从相

对容易的活动（如为员工提供技术培训）到较难的活动（如为现有产品增加新功能和降低生产成本），

再到最具挑战性的活动（如推出新产品或新服务）。 

 

图2. 未来研发支出与2022年研发支出坚持相同决策的比例 

 

注释：数据总结于对比受访者对调查问卷中Q18（“2022年贵公司在中国的研发开支，与2021年

相比大约:”）和Q19（“未来3年(2023-2025年)，贵公司在中国的研发开支预计:”）的回复。 

 

处于未来研发计划的两个维度的企业都承诺将其营业收入10%以上的高份额用于研发——占希望增

加未来3年研发开支的企业的30.3%，在希望减少未来研发开支的企业中的占比为34.2%——这表明了

研发管理的难度，尤其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我们对在新的商业环境下，那些愿意增加研发资源分

配的企业与那些计划缩减的企业的各自特征尤为感兴趣。我们的受访者大多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校友，

因此他们大多代表了不同行业的领先公司, 在公司资质与管理能力上的异质性应该较小, 然而我们却在未

来研发支出上观察到了较大的分歧。接下来我们将探索企业所属的商业和行业特征、企业面临的资源限

制以及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共同影响了研发开支的决策。 

 

1. 商业与行业特征 

无论未来的研发开支计划如何，中国民营企业均占绝大多数。但我们发现，计划在未来几年保持研

发开支不变的企业包含更多的外资所有权。按企业的规模划分，大部分为小型（50至299名员工）和中

小型（300至999名员工）企业。特大型企业（10,000至49,999名员工）趋向于保持未来研发开支不变

或缩减规模，原因很可能是其运营费用比较小型的企业更高。计划将未来研发开支增加10%或以上的企

业大多只生产高端产品，或者同时生产中、高端产品，无一企业是只生产低端产品的。计划减少未来研

发开支的企业同样表示不生产纯粹的低端产品；然而，这些企业中有不低的比例（6.3%，而总样本的

平均值为3%）并不确定他们生产的产品所处的市场定位。 

 

我们分析发现，“专业技术服务与商务服务”和“医药制品和医疗器械”是在未来研发计划上决策较为

参差的两个行业；无论未来研发开支的计划如何，均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属于这两个行业。除此之外，计

划增加研发开支的主要行业有“医疗、卫生和保健”以及“机器和设备”。属于“金融服务”和 “消费品”行业的

企业倾向于保持其未来的研发开支不变，而“电信和信息服务”和“机器和设备”的企业则表示计划下调未

来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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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整体样本中观察到，企业运营的主要地点排前三是上海（18.3%）、广东省（13.1%）和江

苏省（12.5%）。根据不同的研发开支前景，其分布略有不同。最值得关注的是那些计划减少未来研发

开支的企业。研究发现上述企业的21.4%表示上海是他们运营的主要地点，15.8%的企业表示为广东省，

而13.7%的企业表示主要运营地为北京（详见图3）。 

 

图3. 业务主要所在地 

 
注释：数据总结于受访者对调查问卷中Q4（“贵公司的中国业务主要在哪里? (可多选)”）的回复。 

 

2. 资源限制 

计划减少未来研发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国境内业务来创造收入，并且大多数企业面临着收

入涨幅较小的问题。计划增加研发支出的企业不仅有更多元化的业务运营，还报告了更高的收入增长

比例（不仅是来自中国境内业务，还是来自海外业务）。 

 

在计划减少未来研发开支的企业中，有46.8%的企业完全依赖在华业务，而计划增加未来研发开

支的企业中仅有40.7%是完全依赖在华业务的。计划增加未来研发支出的企业中有46.5%表示在华业务

的营业收入有所增加，而希望减少未来研发的企业中73.4%表示在华业务的收入有所下降。计划增加

未来研发的企业更依赖创新来产生收入。平均而言，这些企业中有80%报告说他们的过往收入不同程

度地受益于创新活动。 

 

总样本中过半的企业（51.8%）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在计划增加未来研发支出的企业中，未获

得政府支持的比例较小（44.8%），而在计划减少未来研发的企业中则有较高的比例（64.6%）。在中

国，政府在研发方面的很多支持都与高新技术企业（HNTE）的认定有关。这种认定通常是对那些在

各自技术领域有建树的公司的奖励。那些显现出发展潜力的企业则会被归入培育库，同样享有一定的

好处。35.3%计划增加未来研发的企业要么被认定为国家或省级的高新技术企业（HNTE），要么属于

国家或省级的培育库。另一方面，在过去三年中，在缩减研发规模的企业中仅有26.6%获得了此类殊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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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来预期 

与短期（2023年）信心相比，企业倾向于拥有更高的长期信心水平（2023-2027）。大多数人把

大流行病相关政策的演变作为形成其信念的最重要因素。计划将未来研发增加10%或以上的企业对未

来的信心水平最高，而那些希望减少开支的企业的信心水平则要低得多（详见图4）。 

 

图4. 对未来的信心水平 

 
注释：数据总结于受访者对调查问卷中Q25（“您对贵公司明年（2023年）在中国成功经营抱有

多大信心？请移动游标或者点击标尺上相应的位置。”）和Q27（“您对贵公司未来五年（2023-

2027年）在中国成功经营抱有多大信心？请移动游标或者点击标尺上相应的位置。”）的回复。 

 

由于风险感知（或不确定性）是制定研发计划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发现，那些对未来持更为保

守态度的企业在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均面临着商业环境的恶化（详见图5）。我们推测，过往经历和当

前的营收状况共同形成了我们观察到的企业之间差异的信心水平。 

 

图5. 对过去5年企业经营情况的看法 

 
注释：数据总结于受访者对调查问卷中Q29（回顾过去5年（2018-2022年），您如何描述贵公司中国

运营所面对的中国国内商业环境？）和Q30（回顾过去5年（2018-2022年），您如何描述贵公司中国

运营所面对的国际商业环境?）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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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下管理研发是一个具有挑战性且重要的问题。我们发现一些企业选择通过

增加研发开支来面对不确定性，而另一些企业则选择减少损失以及缩减未来的研发。由于研发支出具

有需要长期规划（高持续性）和高风险（受外部冲击影响）的双重性质，我们发现这两类因素对于理

解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至关重要。 

 

首先，未来的研发计划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前的研发支出模式。大多数企业在2022年和未

来3年均坚持着相同的投资决策，只有一小部分企业通过改变投资决策以弥补过去的决策。其次，我们

发现拥有健康的利润率和核心技术能力的企业处于更好的情况以供开拓研发。这两个因素是比企业规

模、产品定位和行业等企业特征更重要的要素。最后，企业业务主要所在地和对未来前景的信心在多

变的商业环境下乃重要的决定因素。我们观察到，相比于计划减少未来研发的企业，经历过业务运营

中断的企业比例更高。这些企业对2023年和对未来5年的信心水平也是最低的，而计划扩大研发支出

的企业则是最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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