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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健全的研发管理体系是企业自主创新的“软实力”，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重要途径。基于 121 家

江苏省企业的专家评价数据，系统分析建有国家级、省级、市级及以下层级研发机构企业的研发管理体系建设特征。

研究表明：建有不同层级研发机构企业的研发体系建设具有较大差异，但研发管理体系建设得完善与否并不取决于企

业的层级；建有不同层级研发机构企业均需在研发战略、研发过程，以及管理策划、知识和信息管理、研发策划、研

发评审、绩效评价等方面加强和提升。基于此，分别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加快研发管理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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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ound R&D management system is the “soft power”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for enterprises, 
and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trengthen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enterprise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expert evaluation data from 121 Jiangsu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D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national,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lower level R&D institution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D systems among enterprises with R&D institu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but the completeness 
of R&D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does not depend on the level of the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with 
R&D institu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need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i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rocesses, management planning,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R&D planning, R&D review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also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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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

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企业主动开展技术创

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1]。由此可以看

出，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同样重要，决定了企业

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构建科学规范的企业

研发管理体系，对研发过程和创新要素进行有效

管理，是保障企业创新活动取得积极成效的重要

手段 [2]。2012 年以来，江苏省持续提升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加快高层次和高质量企业研发机构建

设。在推进高质量企业研发机构建设的过程中，

“体系对抗是终极对抗”体现得越发明显，企业

不仅要提升“硬实力”，不断增加研发投入、打

造优秀的研发团队，而且要建立健全研发管理体

系，加快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深度融合，持续

增强自主创新的“软实力”。2013 年，江苏省科

技厅组织省内高校院所和企业相关专家，研究编

制了企业研发管理体系标准，于 2015 年在全国

首次发布了省级地方标准《企业研发管理体系 要
求》（DB32/T 2771-2015）[3]，对企业建立研发

管理体系给予了系统指导。截至 2022 年年底，

贯彻《企业研发管理体系要求》标准（以下简称

“企业研发管理体系贯标”）并验收合格的企业达

到 180 多家。

1 文献综述

1.1 企业研发管理的理论研究

宋兆龙 [4]针对中小型民营科技企业的特点，

研究了民营科技企业的科研发展战略、研发管理

模式、新项目立项管理、项目研制过程管等，提

出成长中的民营科技企业更要注重研发管理的系

统性和动态化；陆俊良 [5]提出提高中小企业研发

管理水平的关键在于重视现有产品的研究和持续

改进，规范研发流程，组建高效的研发团队，实

施精品战略并以快制胜；李丹 [6]在分析企业研发

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研发管理的变革策略，

从变革范围上依次包括局部变革、部门级变革、

企业级变革、跨企业变革等；贝京 [7]分析部分企

业研发管理的现状，提出企业研发管理体系实施

的重点是研发战略、风险管理、研发过程、研发

绩效等方面；范旭等 [8]研究发现研发管理制度对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投入总量、研发人

员投入强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

作用，提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重视企业

研发管理制度的作用；王科唯等 [9]选取华为作为

典型案例，分析和归纳了在阻碍技术发展的情境

下，技术研发平台管理体系的形成机制；高冉晖

等 [10]研究了企业建立健全研发管理体系的动力机

制，总结出环境促动型、内在需求型、政策敏感

型三大动力类型。

1.2 企业研发管理模式的构建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已构建的企业研发管理模式

类型较多，且具有不同特点，适用于不同类型企

业。张健等 [11]分析了企业集团的研发管理模式，

总结归纳出单一中心式、多中心式和轴心式等 3
种模式；王岩 [12]研究提出战略研发管理模式，强

调要将创新活动管理从一个部门提升至整个企

业，在战略规划、技术研发、市场发展、生产组

织、流程管理等各个方面都要将创新作为最高指

导原则；刘清海 [13]分析了封闭式创新和开放式创

新两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和基本原则，提出了基于

开放式创新的企业研发管理模式，强调企业需要

建立外部技术获取机制；张赤东 [14]研究了民营大

企业研发体系模式，总结出科层集中式、中央主

导式和网络开放式 3 种模式，并分析了各种模式

的基本特征；邱平 [15]根据科技型企业研发过程管

理的需求和特点，设计了“研发项目矩阵式管理

任务分解图”，提出通过任务导向定位型矩阵式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R&D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enterprise R&D management system, enterprise R&D institutions, expert evaluati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novation capacity, high quality R&D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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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来优化管理方案；陈强等 [16]对集成产品

开发（IPD）、设计思维、敏捷开发等 3 种管理模

式进行比较研究，分别从思维层面、管理层面、

执行层面提出我国企业构建产品研发管理体系的

框架；郭玉强等 [17]参考了系统工程产品开发一般

方法论，基于波特价值链模型、N2 图架构优化

模型等理论方法，构建了研发类企业管理体系建

设的一般步骤和方法。

1.3 企业研发管理体系的行业应用研究

除了运用于不同类型企业，有学者还研究了

企业研发管理体系在不同行业的应用。陈刚等 [18]

将集成产品开发应于生物技术行业的研发管理，

建议中国生物技术企业树立市场导向的研发管理

理念，建立适度结构化的研发流程管理等；屈晓

娟等 [19]研究了风电制造企业研发管理模式，将

产品开发过程中的设计、工艺、质量、制造、运

维、持续改进等价值环节高效整合在一起，建立

面向整个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研发管理；王超安 [20]

分析了我国农机企业研发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建议农机企业创新研发模式，构筑产学研用闭环

研发体系；李鹏等 [21]对军工企业引入集成产品

开发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构建产品战略及

规划体系、跨部门的产品开发团队、相对结构化

的开发流程、异步开发模式及共用基础模块；郭

刚 [22]在分析勘察设计企业科技创新管理常见问

题的基础上，提出从制定技术发展规划、建立研

发组织、完善研发管理流程、设计研发激励机

制 4 个方面建立高效的科技研发管理体系；何智

韧 [23]对医疗器械企业研发项目的流程管理进行了

研究，建议通过立项、风险评估、市场分析、成

熟度分析以及项目审批，确保新产品满足市场需

求；张书文等 [24]对壳牌、华为、洛克汽车等 3 家

公司的研发体系进行案例剖析，提出中国油气企

业应以提高研发成功率为目标，积极实施和推进

开放式研发管理模式。

综上所述，近 20 年来，国内学者关于企业

研发管理及其体系建设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

探索，但是这些研究对于企业研发管理体系的定

义、内涵和侧重点等均不尽相同，且以理论研

究、定性研究、少量样本或单个案例研究为主，

没能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反映企业研发管理体系建

设情况。本文基于 121 家①企业的专家评价数据

开展定量研究。这些企业均根据江苏省地方标准

《企业研发管理体系 要求》（DB32/T 2771-2015）
开展企业研发管理体系贯标并建立研发管理体

系，专家开展企业研发管理体系贯标验收评价的

指标也是根据这个省级地方标准设计，因此可以

在相对统一的标准下，较为全面地、定量化地反

映企业研发管理体系建设的特点和不足，也可为

提出进一步推动企业研发管理体系建设的对策建

议提供可靠依据。

2 企业研发管理体系建设特征分析

2.1 企业研发管理体系的建设要点和评价指标

根据标准《企业研发管理体系 要求》（DB32/
T 2771-2015），以及企业研发管理体系贯标验收

专家评价表，本文对其进行了适当调整：一是为

突出重点内容，将二级指标研发战略提升为一级

指标；二是为使指标更易于理解，将总要求指标

更名为组织和诊断，并由一级指标调整为管理职

责相关的二级指标；三是为更好地开展数据统计

和分析，将部分内容相近、分值较低的指标进行

了合并，如将意识、沟通 2 个指标合并为一个指

标，将设施和设备、研发环境、外部资源 3 个指

标合并为一个指标等。调整后的企业研发管理体

系建设要点和评价指标包括 5 个一级指标 26 个二

级指标（表 1）。在实际的江苏省企业研发管理体

系贯标验收工作中，专家评价得分 70 分及以上

为合格，且在一级指标之间、二级指标之间的分

值差异均较大。为确保评价的一致性，本文以某

一指标的得分率作为判断企业在这一指标上表现

情况的依据。得分率<70%的表现为“较差”，得

分率≥70%且＜80%的表现为“一般”，得分率

≥80%且＜85%的表现为“中等”，得分率≥85%

① 截至 2022 年年底，完成研发管理体系贯标的企业达到 180 多家。其中，能够获取数据的企业有 12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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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企业研发管理体系的建设要点和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内容
指标

分

值
指标 分值

研发战略 11 研发战略 11 制定、发布和执行研发战略，采用战略分析工具，确定研发竞争策略

管理职责 14

组织和诊断 4
建立研发管理体系建设的负责机构，组织宣贯，实施诊断，完成研发外包

过程的识别、评价和控制

领导作用与承诺 1 最高管理者重视且直接参与，并为研发管理体系建设配置适宜的资源

管理方针 1 制定并执行研发管理方针

管理策划 5 制定并执行研发目标，识别、评价和控制研发风险，变更的应对和控制

职责和权限 3 确定研发管理机构、研发实施机构和管理者代表，并规定相应职责和权限

研发支持 17

意识和沟通 2 确保相关人员具备研发管理的意识，实施研发管理体系建设的有效沟通

人力资源 2
制定相关人员岗位说明书，规定相应的职责、权限、工作内容等要求，明

确薪酬、绩效考核、培训等制度

财务资源 2 制定研发经费的使用规划或计划，对研发经费使用进行控制

设施和设备 /研发环境

/外部资源
3

对研发设施和设备进行高效管理，确定并利用研发的外部资源，为研发人

员和研发活动提供适宜的工作环境

知识和信息管理 2 确定研发知识资产清单，规定研发信息管理方法，建立研发知识平台

知识产权 3
编制知识产权控制文件，设置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相应岗位，建立知识产

权档案，获取、运用、管理知识产权

形成文件的信息 3 完成研发管理体系文件的建设，开展文件的记录、保存、处置等工作

研发过程 32

控制文件 3 编制控制文件，并与研发过程相匹配

研发策划 6
对研发进行策划和控制，包括研发项目的需求分析、目标确定、经费预

算、知识产权管理、风险管理、职责分工

研发输入 4 提出研发项目输入清单和相关资料，对研发项目输入内容进行有效评审

研发输出 5 提出研发项目输出清单和相关资料、成果，且研发输出得到授权人批准

研发评审 4
组织完成研发项目评审，形成评审意见，实施并完成相应整改，对研发风

险控制、知识产权保护进行评审

研发验证 4 制定验证计划，组织完成研发验证，对验证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研发确认 4 制定确认计划，组织完成研发确认，对确认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研发更改的控制 2 对研发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更改的内容进行有效控制

评价与改进 26

需求方满意 2 组织开展需求方满意测量并分析利用，采取相应的措施实施整改

过程的监视和测量 4 组织开展具体的过程监视和测量工作，采取相应的措施实施整改

绩效评价 14
编制绩效评价控制文件，实施组织、项目和人员层面的绩效评价，采取相

应的措施实施整改

数据分析和内部审核 4
确定研发管理体系运行中的数据分析方法，组织开展数据分析；培养内部

审核员，组织开展内部审核

管理评审和改进 2 组织开展研发管理体系管理评审活动，持续运行和改进研发管理体系

合计 100

表 2 企业研发管理体系建设指标得分率评价等次

指标得分率 ＜70% ≥70%且＜80% ≥80%且＜85% ≥85%且＜90% ≥90%

评价等次 较差 一般 中等 良好 优秀

且＜90%的表现为“良好”，得分率≥90%的表现

为“优秀”（表 2）。
2.2 企业的层级分析

研究涉及的 121 家企业中，建有国家级研发

机构的企业有 20 家，建有省级研发机构的企业

有 83 家，建有市级及以下层级研发机构的企业有

18 家（表 3）。企业研发机构主要包括重点实验

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类

型，且以不同层级的科技、发展改革、工业和信

息化等政府部门认定为准。高质量研发机构是驱

动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是企业承载人才

团队、研发项目、研发设备等各类创新资源的主

要“平台”，是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

品开发、成果转化、工艺升级、人才培养等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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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活动的主要“基地”，企业研发机构的层级较

大程度地反映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层级。

2.3 企业评价得分分析

121 家企业根据《企业研发管理体系 要求》

（DB 32/T 2771-2015）完成研发管理体系贯标

后，专家对企业的体系建设情况进行定量评价，

平均得分为 86.1 分。建有国家级研发机构的企

业，平均得分为 88.3 分。其中，得分≥90 的企

业最多，占比达到 45.0%，其次是得分≥85 且

＜ 90 的企业，占比为 35.0%。建有省级研发机

构的企业，平均得分为 86.3 分。其中，得分≥85
且＜ 90 的企业相对集中，占比高达 56.6%，其次

是得分≥80 且＜ 85 的企业，占比为 22.9%。建

有市级及以下层级研发机构的企业，平均得分为

82.8 分。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得分≥80 且＜ 85
的企业，占比为 38.9%，其次是得分≥85 且＜ 90
的企业，占比为 33.3%，得分≥70 且＜ 80 的企

业占比也较高，达到了 22.2%。企业的层级分析

和得分情况见表 3。从得分可以看出，整体上，

建有国家级研发机构的企业，其研发管理体系建

设情况要优于建有省级研发机构的企业，而建有

省级研发机构的企业又要优于建有市级及以下层

级研发机构的企业。

2.4 企业研发管理体系建设特征分析

2.4.1 总体特征分析

针对研发战略、管理职责、研发支持、研发

过程、评价与改进 5 个一级指标，对 121 家企业

建设研发管理体系的得分率情况进行总体分析，

发现建有国家级研发机构的企业得分率分别是

85.5%、94.3%、91.2%、84.7%、89.2%，建有省

级研发机构的企业得分率分别是 78.2%、92.9%、

88.2%、84.4%、86.9%，建有市级及以下层级

研发机构的企业得分率分别是 70.9%、90.0%、

85.9%、83.1%、81.5%（表 4 和图 1）。由此可以

看出：建有国家级研发机构的企业，5 个一级指

标得分率均接近或超过 85.0%，说明其在研发管

理体系建设的多个方面均表现较好，具备较高的

研发管理能力和水平；建有省级研发机构的企

业，总体水平比建有国家级研发机构的企业要

低，4 个一级指标得分率接近或超过 85.0%，而

研发战略这一指标的得分率较低，为 78.2%；建

有市级及以下层级研发机构的企业，总体水平又

比建有省级研发机构的企业要低，仅有 2 个一级

指标的得分率超过 85.0%，研发战略这一指标的

得分率仅为 70.9%。还可以看出，建有国家级、

省级、市级及以下 3 个不同层级研发机构的企

业，其研发战略、研发过程 2 个一级指标的得分

表 3 企业的层级分析和得分情况

企业层级 数量 /家 平均得分
得分≥70 且＜80 的

企业占比 /%
得分≥80 且＜85 的

企业占比 /%
得分≥85 且＜90
的企业占比 /%

得分≥90
的企业占比 /%

建有国家级

研发机构
20 88.3 5.0 15.0 35.0 45.0

建有省级

研发机构
83 86.3 4.8 22.9 56.6 15.7

建有市级及以下

层级研发机构
18 82.8 22.2 38.9 33.3 5.6

合计 121 86.1 7.4 24.0 49.6 19.0

表 4 建有不同层级研发机构企业一级指标得分率

 单位：%

一级指标
建有国家级

研发机构企业

建有省级

研发机构企业

建有市级及以下

层级研发机构企业

研发战略 85.5 78.2 70.9
管理职责 94.3 92.9 90.0
研发支持 91.2 88.2 85.9
研发过程 84.7 84.4 83.1

评价与改进 89.2 86.9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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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均相对偏低，说明整体上，大部分企业对于制

定和执行研发战略、建立科学合理的研发流程的

意识和能力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2.4.2 管理职责的特征分析

根据表 5 和图 2，建有国家级、省级、市级

及以下 3 个不同层级研发机构的企业，在管理职

责上呈现出相同的特征，组织和诊断、领导作用

与承诺、管理方针、管理策划、职责和权限 5 个

二级指标的得分率均在 85.0%以上，表现优良且

较为均衡。但是其管理策划这一指标得分率均稍

低于其他 4 个指标，说明企业制定并执行研发目

标，识别、评价和控制研发风险，以及根据内外

部因素变化对研发管理体系的变更进行有效控制

等的能力，还有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的空间。

表 5 建有不同层级研发机构企业管理职责相关二级指标得分率

单位：%

管理职责

相关二级指标

建有国家级

研发机构企业

建有省级

研发机构企业

建有市级及以下

层级研发机构企业

组织和诊断 97.0 91.8 91.0

领导作用与承诺 95.0 98.0 100.0

管理方针 95.0 99.0 100.0

管理策划 88.0 88.4 86.2

职责和权限 100.0 97.3 89.7

图 1 建有不同层级研发机构企业一级指标得分率

图 2 建有不同层级研发机构企业管理职责相关二级指标得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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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研发支持的特征分析

根据表 6 和图 3，针对研发支持相关二级指

标，建有国家级研发机构的企业，在意识和沟

通、设施和设备 /研发环境 /外部资源、知识产

权、形成文件的信息 4 个指标上表现优秀，得分

率均超过 90.0%；在财务资源指标上表现良好，

得分率为 89.0%；在人力资源、知识和信息管理

2 个指标上表现中等，得分率为 81.5%和 82.5%。

建有省级研发机构的企业，在意识和沟通、人力

资源、设施和设备 /研发环境 /外部资源、形成

文件的信息 4 个指标上表现优秀，得分率均超

过 90.0%；在知识产权指标上表现良好，得分率

为 86.0%；在财务资源指标上表现中等，得分率

为 81.5%；在知识和信息管理指标上表现较差，

得分率仅为 68.5%。建有市级及以下层级研发机

构的企业，在意识和沟通、形成文件的信息 2 个

指标上表现优秀，得分率均超过 95.0%；在人力

资源、财务资源、设施和设备 /研发环境 /外部资

源 3 个指标上表现良好，得分率均超过 85.0%；

在知识产权指标上表现中等，得分率为 83.3%；

在知识和信息管理指标上表现较差，得分率为

59.5%。

建有 3 个不同层级研发机构的企业，在以下

2 个指标上的表现趋同。一个指标是意识和沟通，

均表现优秀，得分率达到或超过 95.0%，说明开

展研发管理体系贯标的企业，对于研发管理体系

建设非常重视；另一个指标是知识和信息管理，

得分率均不高，建有省级和市级及以下层级研发

机构企业的得分率甚至低于 70.0%，说明大部分

企业对知识和信息管理不够重视，专家评价报告

也显示，只有较少企业建立了研发知识平台。同

时，值得关注的是人力资源指标，建有国家级研

发机构的企业，其得分率要低于建有省级和市级

及以下层级研发机构的企业。分析其中的原因可

表 6 建有不同层级研发机构企业研发支持相关二级指标得分率

 单位：%

研发支持

相关二级指标

建有国家级

研发机构企业

建有省级

研发机构企业

建有市级及以下

层级研发机构企业

意识和沟通 95.0 96.0 97.0

人力资源 81.5 91.5 86.0

财务资源 89.0 81.5 86.0

设施和设备 /研发环境 /外部资源 98.3 94.3 88.0

知识和信息管理 82.5 68.5 59.5

知识产权 94.3 86.0 83.3

形成文件的信息 91.7 96.0 95.3

图 3 建有不同层级研发机构企业研发支持相关二级指标得分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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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建有国家级研发机构的企业，研发人员的

数量相对较多、层次相对较高，对人力资源管理

的要求特别是精细化管理的要求更高，但是大部

分企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能力没有同步提升，与

企业的发展需要不相适应，导致专家评分偏低。

2.4.4 研发过程的特征分析

根据表 7 和图 4，针对研发过程相关二级

指标，建有国家级研发机构的企业，在控制文

件、研发验证 2 个指标上表现优秀，得分率超过

90.0%；在研发输入、研发输出、研发确认、研

发更改的控制 4 个指标上表现良好，得分率均达

到或超过 85.0%；在研发策划指标上表现中等，

得分率为 80.8%；在研发评审指标上表现一般，

得分率仅为 70.8%。建有省级研发机构的企业，

在控制文件、研发确认 2 个指标上表现优秀，得

分率超过 90.0%；在研发输出、研发验证、研发

更改的控制 3 个指标上表现良好，得分率均超过

85.0%；在研发输入指标上表现中等，得分率为

81.3%；在研发策划、研发评审 2 个指标上表现

一般，得分率均低于 80.0%。建有市级及以下层

级研发机构的企业，在 8 个指标上表现的均衡性

较差；在控制文件、研发输入、研发验证 3 个指

标上表现优秀，得分率均超过 90.0%；在研发确

认指标上表现良好，得分率为 89.5%；在研发策

划指标上表现中等，得分率为 81.0%；在研发输

出、研发更改的控制 2 个指标上表现一般，得分

率低于 80.0%；在研发评审指标上表现较差，得

分率仅为 64.0%。同时，建有 3 个不同层级研发

机构的企业，在研发策划、研发评审 2 个指标上

的表现均不佳，说明大部分企业的研发流程具有

一定程度的不科学性和不合理性，许多企业不够

重视事前的策划和事后的评审，或者研发策划和

表 7 建有不同层级研发机构企业研发过程相关二级指标得分率

单位：%

研发过程

相关二级指标

建有国家级

研发机构企业

建有省级

研发机构企业

建有市级及以下

层级研发机构企业

控制文件 93.3 95.3 94.3

研发策划 80.8 78.7 81.0

研发输入 85.0 81.3 93.0

研发输出 87.0 87.0 76.6

研发评审 70.8 75.5 64.0

研发验证 91.3 88.0 90.3

研发确认 87.5 90.5 89.5

研发更改的控制 87.5 85.5 79.0

图 4 建有不同层级研发机构企业研发过程相关二级指标得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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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的能力还有待提升。

2.4.5 评价与改进的特征分析

根据表 8 和图 5，针对评价与改进相关二级

指标，建有国家级和省级研发机构的企业，在需

求方满意、过程的监视和测量、绩效评价、数据

分析和内部审核、管理评审和改进 5 个指标上均

表现较好，除建有省级研发机构的企业绩效评价

指标得分率为 82.9%外，其他指标得分率均超过

85.0%。建有市级及以下层级研发机构的企业，

其 5 个指标表现的差异化较大，数据分析和内部

审核、管理评审和改进 2 个指标表现优秀，得分

率超过 90.0%，而需求方满意、过程的监视和测

量、绩效评价 3 个指标表现一般，得分率均低于

80.0%。同时，建有 3 个不同层级研发机构的企

业，在绩效评价指标上的表现均相对较弱，说明

大部分企业对于研发项目完成后的绩效评价不够

重视或能力还有待提升。

2.5 研究结论

（1）对于企业的研发管理体系建设，总体

上看，建有国家级研发机构的企业要优于建有省

级研发机构的企业，建有省级研发机构的企业又

要优于建有市级及以下层级研发机构的企业。但

是，部分建有国家级研发机构的企业的专家评分

较低，也有部分建有市级及以下层级研发机构的

企业的专家评分较高，说明企业研发管理体系建

设的完善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企业的层级。层

级较低的企业，同样可以建设较为完善和有效的

研发管理体系。

（2）对于建有国家级研发机构的企业，5 个

一级指标表现较为均衡，研发战略、管理职责、

研发支持、评价与改进 4 个一级指标表现优良，

研发过程指标的得分率未达到却也接近 85.0%。

与管理职责相关的二级指标，组织和诊断、领导

作用与承诺、管理方针、管理策划、职责和权限

5 个指标均表现优良；与研发支持相关的二级指

表 8 建有不同层级研发机构企业评价与改进相关二级指标得分率

单位：

评价与改进

相关二级指标

建有国家级

研发机构企业

建有省级

研发机构企业

建有市级及以下

层级研发机构企业

需求方满意 92.5 86.5 75.0

过程的监视和测量 95.8 94.3 79.8

绩效评价 87.1 82.9 78.4

数据分析

和内部审核
88.3 93.0 92.3

管理评审和改进 89.0 87.5 93.0

图 5 建有不同层级研发机构企业评价与改进相关二级指标得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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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意识和沟通、设施和设备 /研发环境 /外部资

源、知识产权、形成文件的信息 4 个指标表现优

秀，财务资源指标表现良好，人力资源、知识和

信息管理 2 个指标表现中等；与研发过程相关的

二级指标，控制文件、研发验证 2 个指标表现优

秀，研发输入、研发输出、研发确认、研发更改

的控制 4 个指标表现良好，研发策划指标表现中

等，研发评审指标表现一般；与评价与改进相关

的二级指标，需求方满意、过程的监视和测量、

绩效评价、数据分析和内部审核、管理评审和改

进 5 个指标均表现优良。

（3）对于建有省级研发机构的企业，管理职

责、研发支持、评价与改进 3 个一级指标表现优

良，研发战略、研发过程 2 个指标需要进一步提

升。与管理职责相关的二级指标，组织和诊断、

领导作用与承诺、管理方针、管理策划、职责和

权限 5 个指标均表现优良；与研发支持相关的二

级指标，意识和沟通、人力资源、设施和设备 /
研发环境 /外部资源、形成文件的信息 4 个指标

表现优秀，知识产权指标表现良好，财务资源指

标表现中等，知识和信息管理指标表现较差；与

研发过程相关的二级指标，控制文件、研发确

认 2 个指标表现优秀，研发输出、研发验证、研

发更改的控制 3 个指标表现良好，研发输入指标

表现中等，研发策划、研发评审 2 个指标表现一

般；与评价与改进相关的二级指标，需求方满

意、过程的监视和测量、数据分析和内部审核、

管理评审和改进 4 个指标表现优良，绩效评价指

标表现中等。

（4）对于建有市级及以下层级研发机构的

企业，管理职责、研发支持 2 个一级指标表现

优良，研发战略、研发过程、评价与改进 3 个

一级指标需要进一步提升。与管理职责相关的

二级指标，组织和诊断、领导作用与承诺、管

理方针、管理策划、职责和权限 5 个指标均表

现优良；与研发支持相关的二级指标，意识和

沟通、形成文件的信息 2 个指标表现优秀，人

力资源、财务资源、设施和设备 /研发环境 /外
部资源 3 个指标表现良好，知识产权指标表现

一般，知识和信息管理指标表现较差；与研发

过程相关的二级指标，控制文件、研发输入、

研发验证 3 个指标表现优秀，研发确认指标表

现良好，研发策划指标表现中等，研发输出、

研发更改的控制 2 个指标表现一般，研发评审

指标表现较差；与评价与改进相关的二级指标，

数据分析和内部审核、管理评审和改进 2 个指

标表现优秀，需求方满意、过程的监视和测量、

绩效评价 3 个指标表现一般。

（5）对于建有不同层级研发机构的企业，研

发管理体系建设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在一级指标

层面，研发战略、研发过程 2 个指标需要进一步

提升；在二级指标层面，管理策划、知识和信息

管理、研发策划、研发评审、绩效评价 5 个指标

需要进一步提升。

3 对策建议

3.1 政府层面

（1）政府应高度重视企业研发管理体系建

设，将其作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重要

措施，加大对企业研发管理体系建设的支持力

度；重点支持建有国家级和省级研发机构的企业

完善研发管理体系，广泛鼓励建有市级及以下层

级研发机构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

企业等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建立健全研发

管理体系。

（2）借鉴江苏省的经验，积极推广企业研发

管理体系贯标，适当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对开展

贯标的企业进行奖励和补助，通过支持企业开展

贯标的方式，有力地推动更多的企业建立健全研

发管理体系。

（3）积极开展企业研发管理体系建设的公益

培训，帮助企业培养一大批懂研发、熟管理的人

才队伍，切实引导企业的创新活动由“短、平、

快”向体系化和可持续方向发展。

（4）强化典型示范，遴选一批研发管理体系

建设成效较好的企业作为“样板”，打造一批典

型和示范，积极营造支持技术创新、鼓励研发管

理的良好氛围，加快提升企业对于建立健全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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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的意识和积极性。

（5）引导一批较高水平的专业咨询服务机

构参与进来，帮助企业建立健全研发机构管理体

系、开展研发管理体系贯标；鼓励咨询服务机构

从资源配置、研发过程、人员激励、风险控制等

多个专题进行具体研究和服务，保障研发管理

体系建设和贯标能切实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加强

对咨询服务机构的跟踪评价，引导行业规范化发

展，着力提升咨询服务机构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意

识 [25]。

3.2 企业层面

（1）不论企业的层级较高或较低，均应高度

关注并积极开展研发管理体系建设，将其作为与

技术创新同等重要的举措和路径，通过技术创新

与管理创新的“双轮驱动”，不断提升创新能力

和研发效率。

（2）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研发组织模式，不

同层级、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领域的企业，在建

立健全研发管理体系过程中，可因地制宜采取不

同特点的具体措施和实现路径，积极利用与结合

集成产品开发、精益研发、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

（CMMI）等理论和方法开展研发管理体系建设。

（3）在开展研发管理体系贯标、建立健全

研发管理体系过程中，高度关注研发战略、研发

过程，以及管理策划、知识和信息管理、研发策

划、研发评审、绩效评价等方面的共性问题。特

别是，针对研发战略，应结合产品特性、行业发

展方向和技术发展趋势，充分利用技术路线图、

技术组合分析、技术生命周期等分析工具，组织

制定积极有效的研发战略；针对研发过程，应依

据研发战略、方针和目标，切实管理好研发过

程，编制形成文件的程序，规定研发策划、输

入、输出、评审、验证、确认和更改的有效控

制，确保稳定获取研发绩效。

（4）借助专业咨询服务机构力量，积极开

展企业研发管理体系贯标。有条件的企业，还可

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研发管理体系信息平

台、知识和信息管理平台等，或将研发管理体系

整合进入已有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切实

提升研发管理效能，支撑企业研发管理体系的持

续运行。

（5）开展“多标合一”，统筹进行研发管理

体系、知识产权管理体系、ISO国际质量管理体

系等多个企业研发管理体系贯标，切实增强管

理的系统性、发挥企业研发管理体系贯标的作

用 [26]。

4 结语

对建有不同层级研发机构企业的研发管理体

系建设特征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可

以更有针对性地指导企业开展研发管理体系建

设。研究表明，研发管理体系建设的完善与否，

并不取决于企业的层级，层级较低的企业，同样

可以建立健全研发管理体系。但是，本文研究的

121 家企业，建有市级及以下层级研发机构的企

业数量较少，并且均是研发管理体系贯标合格的

企业，其建立研发管理体系的意愿和水平都是相

对较高的。本文的研究结论没能体现未开展研发

管理体系贯标企业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未来可以针对更广范围的企业，特别是建

有市级及以下层级研发机构的企业，以及未开展

研发管理体系贯标的企业开展研究，更全面、更

深入地分析企业研发管理体系建设的特征，更好

地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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