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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玮

钟玮，1980年10月出生。2005年获清华大学教育学硕士。硕士期间完成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课题《举办2008年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分课题。2005年8月进入清

华校友总会工作，负责2006～2009年清华校友问卷调查，参与教育部科技委国家教育

战略研究重点课题《工程人才培养的实证与理论研究》，任《21世纪中国工业企业发

展研究》课题组副组长。

清华毕业生中不少人是中国工业企业界的精英，他们

对21世纪中国工业、企业的发展具有前瞻性观点。本研究

依托于清华校友总会丰富的校友资源，调研了从事不同行

业的清华校友，展现他们对21世纪中国工业、企业发展的

精彩看法。本研究对于关注中国工业、企业发展的人士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1．研究样本简介

本次研究分别在2006年、2008年两年对21世纪中国工

业企业发展进行大规模调查。2006年共回收问卷1820份，

有效问卷1368份，问卷有效率为75.16%。其中，男性校友

占80.1%，女性校友占19.9%。2008年回收问卷3200份，有

效问卷2393份，问卷有效率为74.78%。其中，男性校友占

78.8%，女性校友占21.2%。

2．研究方法
文献调研法

调查者通过查阅大量经济、科技领域的文献，获得

研究的启发。通过查阅《中国经济年鉴》、《中国城市年

鉴》获得该年度经济领域相关指标数据等。

问卷调查法

通过进行2006年、2008年清华校友年度问卷调查，获

得清华校友对21世纪中国工业、企业发展走向的看法。

统计分析法

对2006年、2008年校友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对相关结

果进行排序，对相关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访谈法

对不同行业的杰出清华校友进行访谈，获得其对本领

域、本行业发展动向的前瞻性观点。

3．21世纪中国发展最快的行业

根据2006年校友的问卷调查，清华校友认为21世纪在

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为：第一是信息产业；第二是环

保产业；第三是航空航天行业；第四是能源开采业；第五

是银行金融业；第六是医药行业；第七是汽车产业；第八

是军工业。如图1所示，按照选项百分率的高低排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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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1世纪中国工业企业发展研究》是美国已逝清华校友马祖圣先生捐资立项完成的课题。课题由清华校友总会

校友资源研究室主持，课题采用资料收集、实证研究、专家调查等方法开展，包括核电、环保、汽车、航空航天、能源

等行业。本刊刊登部分研究报告，既是缅怀马祖圣先生，又希望能给读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 钟玮 

21世纪中国工业企业发展展望
——基于对清华校友调查的研究报告

表2：2008年清华校友问卷调
查样本本科入学年分布

年级分布	 人数百分比(%)

1949年以前	 2.2

1950～1966年	 43.5

1967～1976年	 15.5

1977～1987年	 17.2

1988年以后	 21.6 图1:21世纪中国发展最快的行业(2006年清华校友问卷调查，136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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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006年清华校友问卷调
查样本年级分布

年级分布	 人数百分比(%)

1949年以前	 7.1

1950～1966年	 52.5

1970～1976年	 3.6

1977～1987年	 21.3

1988年以后	 15.5



57

4．21世纪中国最有发展前景的行业

根据2008年校友的问卷调查，清华校友认为

21世纪中国最有发展前景的行业排名为：第一是

信息产业；第二是能源开采行业；第三是生物工

程；第四是环境工程；第五是航空航天业；第六

是银行金融行业；第七是文化与教育行业；第八

是农林业。如图2所示。

5．影响21世纪中国工业企业发展的研究开发因素

2006年的调查表明，影响21世纪中国工业企

业发展的研究和技术开发因素中，排名第一位的

是基础理论研究；第二位的是环境生态研究；第

三位的是专业应用研究；第四位的是工程科学研

究。如表3所示。

6．影响中国在21世纪发展成功的关键

2006年的调查表明，影响中国在21世纪发展

成功的关键排名中，并列第一的是人才政策和社会

诚信制度；第三是社会和谐；第四是环境保护；第

五是经济发达程度；第六是人民生活水平；第七是

工业发展。如表4所示。此调查表明，人才政策以

及对社会诚信制度是21世纪中国发展成功的关键。

社会和谐、环境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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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影响21世纪中国工业企业发展的研究因素(2006年清
华校友问卷调查，1368人)

排序	 研究领域	 百分率（%）

1	 基础理论研究	 22.7

2	 环境生态研究	 22.5

3	 专业应用研究	 18.3

4	 工程科学研究	 18.1

图2:21世纪中国最有发展前景的行业(2008年清华校友问卷调查，239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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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业发展再次排序靠后，人才政策、社会的诚信、

和谐排序居前列。

7．影响21世纪中国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2008年的调查表明，影响21世纪中国工业发展的

关键因素排名中，第一位是技术创新；第二位是国家

政策；第三位是人力资源；第四位是投融资环境；第

五位是国内外竞争；第六位是区域经济发展；第七位

是相关产业链。如表5所示。

8．影响21世纪中国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2008年的调查表明，影响21世纪中国企业发展的

关键因素排名中，第一位是国家政策；第二位是技术

创新；第三位是企业管理制度；第四位是人力资源；

第五位是投融资环境；第六位是行业发展；第七位是

区域经济发展。如表6所示。总而言之，国家政策和技

术创新对工业、企业发展的影响是最重要的。

表4：影响中国在21世纪发展成功的关键(2006年清华校友问
卷调查，1368人)

排序	 成功的关键	 百分率（%）

1	 人才政策	 22.3

1	 社会诚信制度	 22.3

3	 社会和谐	 20.4

4	 环境保护	 16.8

5	 经济发达	 9.3

6	 人民生活水平	 5.5

7	 工业发展	 3.5

表5：影响21世纪中国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2008年清华校友
问卷调查，2393人)

排名	 工业发展关键因素	 百分率（%）

1	 技术创新	 32.0

2	 国家政策	 26.5

3	 人力资源	 26.0

4	 投融资环境	 5.6

5	 国内外竞争	 3.5

6	 区域经济发展	 3.3

7	 相关产业链	 3.1

表6：影响21世纪中国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2008年清华校友
问卷调查，2393人)

排名	 企业发展关键因素	 百分率（%）

1	 国家政策	 24.9

2	 技术创新	 21.0

3	 企业管理制度	 20.6

4	 人力资源	 17.6

5	 投融资环境	 6.2

6	 行业发展	 6.0

7	 区域经济发展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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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不同行业的状况与在发达国家的状况之比较（2008年清华校友问
卷调查，2393人)

所在行业	 	 	与发达国家的发展相比较

	 非常领先	 较领先	 一般	 较落后	 非常落后

航空航天	 6.35	 46.03	 41.27	 5.56	 0.79

生物工程	 13.21	 28.30	 58.49	 0	 0

水利工程	 11.83	 51.61	 34.41	 2.15	 0

环境工程	 1.61	 29.03	 59.68	 9.68	 0

机械制造	 4.74	 31.62	 49.01	 13.04	 1.58

能源开采	 6.74	 42.13	 45.51	 5.62	 0

汽车制造	 2.82	 14.08	 54.93	 26.76	 1.41

建筑房地产	 3.95	 31.22	 55.34	 9.49	 0

冶金采矿	 6.67	 4.44	 37.78	 11.55	 0

信息产业	 4.64	 31.27	 51.08	 12.69	 0.31

银行金融	 3.41	 23.86	 53.41	 18.18	 1.14

医药卫生	 4.55	 27.27	 54.55	 13.64	 0

文化教育	 3.32	 26.94	 54.98	 12.18	 2.58

商业贸易	 1.92	 23.08	 67.31	 7.69	 0

物工程、水利工程、能源开采、冶金采矿和航空

航天。对中国不同行业的技术创新情况与发达国

家相比较，领先排在前列的依次是生物工程、冶

金采矿、银行金融、信息产业、能源开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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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不同行业的发展状况与在发达国家的发展状

况之比较

根据2008年的调查，从事以下行业（如表7

所示）的清华校友，对其从事的本行业发展状况

与在发达国家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在“非常

领先”的选项中，排在前列的依次是生物工程、

水利工程、能源开采、冶金采矿和航空航天。在

“较领先”的选项中，排在前列的依次是水利工

程、航空航天、能源开采、信息产业。在“较落

后”的选项中，排在前列的依次是汽车制造、银

行金融、医药卫生、机械制造。

10．不同行业的技术创新情况与在发达国家的

情况之比较

根据2008年的调查，从事以下行业（如表8

所示）的清华校友，对其从事的本行业技术创新

的情况与在发达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在“非常

领先”的选项中，排在前列的依次是生物工程、

冶金采矿、银行金融、信息产业、能源开采。在

“较领先”的选项中，排在前列的依次是航空航

天、水利工程、能源开采、生物工程、信息产

业、冶金采矿。在“较落后”的选项中，排在前

列的依次是银行金融、汽车制造、、机械制造、

信息产业。在此“非常领先”与“较落后”同时

出现银行金融业，这是正常的，在银行从业的校

友既接触到中国金融银行业的先进的部分也看到

其落后的部分。在此“较领先”与“较落后”同

时出现信息产业，也是正常的。中国信息产业的

发展既有非常领先的部分，也有较落后的部分。

本研究基于2006年、2008年对清华校友的问

卷调查，对21世纪中国发展最快的行业、21世纪

中国最有发展前景的行业进行排序。调查表明，

信息产业、能源开采业、生物工程、环保产业和

航空航天业最具有发展前景。同时，对影响21世

纪中国工业企业发展的研究开发因素进行研究，

对影响中国在21世纪发展成功的关键进行探讨。

研究发现，影响21世纪中国工业发展的最关键因

素依次是技术创新、国家政策和人力资源。影响

21世纪中国企业发展最关键的因素依次是国家政

策、技术创新和企业管理制度。可见，影响21世

纪中国工业企业发展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国家政策

和技术创新两个因素。对中国不同行业的发展状

况与发达国家相比较，领先排在前列的依次是生

表8：不同行业的技术创新情况与发达国家情况之比较（2008年清华校
友问卷调查，2393人)

所在行业	 	 	与发达国家的发展相比较

	 非常领先	 较领先	 一般	 较落后	 非常落后

航空航天	 3.13	 42.97	 46.09	 6.25	 1.56

生物工程	 9.43	 33.96	 45.28	 9.43	 1.89

水利工程	 2.17	 39.13	 52.17	 6.52	 0

环境工程	 0	 21.31	 73.77	 4.92	 0

机械制造	 3.70	 27.16	 52.67	 16.05	 0.41

能源开采	 3.95	 35.59	 52.54	 7.34	 0.56

汽车制造	 1.39	 18.06	 54.17	 22.22	 4.17

建筑房地产	 2.41	 21.29	 62.25	 13.25	 0.80

冶金采矿	 6.67	 31.11	 48.49	 13.33	 0

信息产业	 4.11	 31.33	 50	 14.24	 0.32

银行金融	 4.49	 21.35	 48.31	 23.60	 2.25

医药卫生	 0	 18.18	 68.18	 13.64	 0

文化教育	 1.89	 21.51	 61.89	 13.96	 0.75

商业贸易	 1.96	 15.69	 68.63	 13.73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