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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鸯对授术甾新豹基本瓒论进行分幸厅研究蕊基襁上，针辩漂誉

袈熬委骈满辩褥筑掰转铺蔼溱的科技黧金嬗鹃技术锚新现状，分析了

这类企业技术锱灏的簿磁性因素。懑过整内辨技术联掰滔秘管疆秘铹

叛模式选撵毂戏功案铡分析，结合辩鼓型鑫业的安黪，探讨这类龛韭

邋过瞧织绝毒奄调整，选择逶嶷的技术斛凝模式，建立垒蛾技术到鞭体

系秘棚应蛉运俸戡制躲阉题，试型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毒萼技型企业数

技术创额-上馋提供一些斑点期霓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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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ctors of obstruction are analysed in this text in the light of

the analyses of the basic theor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the enterprise that

belonged to the Research Institute subordinate to former nation

ministries．

According to the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ivity

from abroad and home，the successful analyses of innovation pattern for

choice and combination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enterpris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author approaches this type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a(1justment of the organism，choice of suitable pattern for innovation，

cstablishment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and the corresponding

opera ring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views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the enterpri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der the

oondiCion of market economy。

KEYWORDS：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the enterpri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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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pattern

innovation mechanism



引 言

二战结窳戳来，隧麓葶萼学按零妁迅遮发震，以辩学麓基磁鹣毅兴

产搬蓬勃兴越，倥备灞翁产照结构、经济结构秘社会绻构发生了深刻

翦变纯。。l二髓纪90每我戳寒，一场瑟蔽与经济交织程～起黪激烈爨

争存全球展歼，涎界备圈都在调整自己的社会缀济技术发展敞略，都

怒佥逝技术嵇薪敏在援麓霞要熬藏雅趣往。疆为一个惫鼗豹鼓拳秘

新，不仅能为企业出身带浓可观的利润，陋且会涉及到楣关的企业，

鼠两澎成众多企照鞴夏竞争胬副新滚灞，维动藏个社会垒产力承平辩

巧i鞭挝离。戮览，垒嫂技术刨毅不仅是夤镬逡企业爨赛发疑懿活力源浆，

l女i且也跫加遮懿个域彳弋社会经济技术发殷的疆鬻动力。

}}：泽建越恚涤粼缝籀趣：“要掇建立按零戴灏蕊艇髂势建立毂会

．莨义稍，场经济体销鹳一个熬要强标，特蹦是要把建立、毽金金她鹳技

拳剖巍体系作麓建立蘧霞惫监测痰熬重葵惑密器翁姆凌寄大中受受

、}}：的荚键环节。”

豢翦，#{予我爨深德辩技褡蠲竣辇筑震要帮酸瓣敬爱致转按镄

抟，～大批在计划筑济体制下承担围家纵觑科研课题，豳国家拨给擎

、}|i终赞艘琢番稚娄所属的成稻餮科研随掰扶9挚年7搿开始黯绥分弱

分擞地转铡为企g￡；繇究戏内科秘密_2荤位渔辩技型金弛熬转变。这

瑟转制质的企业尽蛰情况宵很大戆簿，俺娃j子瞧质稽廊，还楚诮4一些

萸性，蕊峪豢褒{毂躲转型过渡期连餐方蕊戆透境。馋密逡臻了这类金

、≯的投零剖赫阀趱作为研究对象，对魏悸建立余业静剖麟体系，选择

童-j蒙摸式番{建‘菠斟繇活动懿运行祝耀，终鸯溪斑矫蔽功金渡船察镶，

腿行J’分析和探讨，以簸能对该类企qt的技术创新工作擒供一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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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技术创新与企业发展

1．1技术创新理论的产生及特征

1．1．1技术创新理论的产生

技术创新的论述最初出现在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 Ler)于1912年提出的“创新理论”(IllllOVatiOil TheorY)

。1吖I。这个理论科学地描述r一个动态的进化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型，

分析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实质，较完善的阐述了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IuJ题。这一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西方经济发展

产牛了重大影响。

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的五个重要方面，即不仅包括产品、工艺的创

新，也包括fli场、供应和组织的创新。这一重要思想既指明了构成技

术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反映出创新是个不同要素投入和组合的过

程，若仪有一个要素(如技术)是无法实现创新的；各种要素都具备

似1i能宵效的集成起来实现新的组合，创新同样也是无法实现的。这

就说叫，一是要采取各种办法努力获得创新所需的各种要素，二是要

r人力气搞好创新的组合，不具备创新所需的生产要素当然无法进行

组合，化要素都具备也不能保证新组合就能自然而然的实现。因此，

食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只能依靠企业自身雄厚的技

术创新实力，而技术创新实力的提高不仅要依靠创新所需生产要素的

增加，Im且还要求对这些要素进行有效的优化配置，以实现新的组合。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基本内涵是旨在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

供J避函数，是在生产体系内引入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经济

发展依靠内部自身创造性来实现。”因此，创新是一个内在因素。这

从根本上阐明了科技活动如何与生产活动及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核心

nd题，创新理论所揭示的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规律也得到了许多国家经

济发展实践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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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技术创新的含义

技术创新通常是指新的技术(包括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在生

产等领域里的成功应用，包括对现有技术要素进行重新组合而形成生

产能力的活动。

技术创新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技术创新主要是指产

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而，“义的技术创新是指一个导致发明实现的全过

程。

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严格、统一的技术创新概念。但归纳起

来，1i要有以卜．六种论点：

①认为技术创新足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创新演进与开发；

②认为技术创新足科技成果首次商业化应用：

⑧认为技术创新包括发明构思、产品设计、试制生产和商业应用

等所有环节：

④认为技术创新泛指从新思路的形成，到向市场推出适销产品的

整个过程：

⑤强调以新的技术尽可能高的经济效益，并获得最大的企业利

润；

⑥认为技术创新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或是对企业、产业的

乍产函数作出某种改变。

1．1．3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

技术创新具有以F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①创造性。技术创新是企业的一种创造性行为，是企业创新精神

的实践。它要求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必须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富有创

造性的决策能力、勇于承担风险的胆识和创造性的组织能力等。只有

这样，氽业才能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是技

术创新最基本的特征。

②累积性。每一轮新的创新都是要以先前的创新成果为基础，新

一轮创新并不是全盘否定原有产品和生产要素的组合，而是在已有知

i；{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对旧有产品和工艺的一种扬弃和技术突破。技术

创新累积性的另一层含义是：技术创新并不一定会带来技术上的重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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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在食业创新实践中，大量成功的创新往往是渐进的，是点滴累

积而得的，而不一定足技术上的飞跃。

③效益性。任何层次和规模的技术创新活动，都需要一定数量的

资源投入，这是实现预期创新目标的物质保证。伴随着这种投入，每

一次成功的技术创新又总会相应获得一定的新增财富或比较利益，这

也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动力所在。从更高的角度讲，技术

创新的效益性，不仅表现为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还有一定的社会效

益及宏观的经济效益，这一点，诸多理论研究及实践均已证实：企业

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本保证。

④di场导向性。企业技术创新不同于科技部门的基础性研究，其

出发点是市场，从市场获取需求信息、技术信息与资源的支撑，通过

筛选、分析、确定为技术创新的课题和目标。企业技术创新的归宿也

是市场，通过技术创新活动，企业最终把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提供出来，获得市场对创新的回报，接受市场对创新的检验。

⑤风险性。创新所能得到的增量收入多少又是与创新活动所面临

的风险大小相对应的。不是所有的技术创新活动都必然会给企业带来

增量收益。技术创新活动也是一项风险性很大的剑造性技术经济活

动，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因素是可控的，但也有一些因素是不可控的，

是事先难以预测和把握的。即使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也有将近90％

的技术创新项目在进入市场实现商业化之前即宣告失败。概括起来，

技术创新的风险性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技术风险性；二是

『b场风险性；三是社会风险性。所以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始终必须有严

密的组织、控制和决策，以将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⑥扩散性。尽管创新活动存在着高失败率的风险，但一旦取得成

功，就会对企业发展甚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发挥一定的推动作用。

促使成功的创新活动产生最大经济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成功

技术创新成果的扩散。技术创新及其扩散的过程，才是真正的促进发

展，增加财富的过程，技术创新的宏观经济效益才能得到实现。

1．1．4技术创新的类型

氽业技术创新的基本类型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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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创新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产品创新与T艺创新

产品创新的对象是产品，创新的目的是获得与已有产品不同的新

产品：I酊丁艺创新则是创造出不同的加工方法和工艺条件。

②按照创新技术的变化性质和技术创新程度及重要性的不同可

分为渐进型创新与突破型创新

渐进型创新，是指对现有产品和工艺的非质变性的改革与改进。

突破型创新，也可称为根本性创新，是指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并在商

业化方面取得成功，获得相应效益的创新活动。

③按照创新所节约生产要素的不同可分为资本节约型和劳动节

约型技术创新

食业生产过程所需的两大基本要素是资本和人力，创新是为了节

约生产要素。资本节约型技术创新，其效益主要是缩小了生产要素过

程中物化劳动的投入比例，会使生产向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转移。而

劳动节约型创新，则是创新的效益主要是减少了活劳动的价值构成比

例，会促使生产方式向资本密集型转移。

④按照技术创新活动的规模和影响不同可分为企业与产业技术

创新

企业创新，是以某个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活动，规模和影响较小。

产业创新则是指某一类技术创新活动的产业化。产业技术创新或是表

现为创新技术的规模化和群体化，并因此而兴起一种新兴的产业：或

足表现为某类创新技术的商业化及扩散过程而使传统技术得到突破

掣的改进，使整个产业实现整体的高效化。

1．f．5技术饲新的形式和过程

由于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和创新主体的不同，技术创新有以下几

种形式：

①首次创新与二次创新

首次创新是指其创新成果可以主导这～技术的形成和发展轨迹

并E导技术范式。这一技术创新活动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创新活动的率

先性和创新活动新技术成果的独占性，这些特点又意味着取褥首次创

新成功的企业在实现新技术商品化过程中，能较其他企业优先享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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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垄断收益。

：次创新是相对于首次创新而者的，是在首次创新结果基础上进

行的，足在首次创新结果的商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其运作过程可以简

要的归结为：技术创新’技术引进◆引进技术的消化与吸收◆对引

进技术的再度创新。与首次创新相比，其创新周期短，而且创新成本

较低，相应的创新风险也较低。

②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

对企业而击，主要依靠自身的技术力量，依靠企业自身的努力来

攻克某些核心技术的难关，取得有价值的，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并

将其有效的加以运用，完成技术成果的商业化过程，这就是企业的的

自卜创新。

在合作创新中，创新主体的范围有所扩大，可以是不同企业之间

的合作，也可以是企业与科研机构或大专院校之问的合作。合作各方

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利益，这就是合作创新。

技术创新的过程是在经济活动中引入新产品或新工艺，从而实现

，{：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过程。

技术创新的过程可总结为五大环节：

a) 创新思想形成阶段；

b)将新思想转化为新的产品或新工艺的一切阶段；

c)新产品市场营销活动阶段，也是技术创新成果的商品化阶

段；

d)创新成果扩散阶段；

e)取得收益阶段。

图1．1．5为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专家对技术创新过程

表述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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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化技术(工艺)的开发

图1．1．5 技术创新过程结构图

1．2技术创新对企业发晨的促进作用

1．2．1技术戗新与企业发晨的囊傍分析

案例一：战后日本企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

德国经济学家，德里希·李斯特在100年前就曾有过一句名言：

“一个国家可能很穷，但它若是有创造财富的生产力，它的日子就会

越过越富：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的本身不知道重要多少倍。”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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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断言，在战后日本企业的发展及经济崛起的历程中，被得以最充

分的证实。战争虽然耗尽了Fi本原有的财富，但富有进取精神的日本

人还在，日本庞大、高效的科技开发队伍还在。日本企业基于起源于

欧美的基本技术，刨造出了全球市场中杰出的创新产品。他们不是简

单的拷贝西方的技术或简单地使它适应j二低成本的大批量生产，而是

走引进_◆消化—卜吸收叶创新的道路，持之以恒地发展技术创
新，迅速接近技术前沿，并在新的技术障碍突破关头，展示出巨大的

洞察力和想象力，勇敢的摒弃原有的东西，做出关键的技术决策，使

之成功地跨越了技术追赶陷阱，在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到来时超越了

l"1己的竞争对手。日本企业采取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做法，加

之科技投入政策和技术创新策略的配合、开发方向的选择和管理学习

过程的技巧，将“财富的生产力”发挥的淋漓尽致，从而推动了日本

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一过程就是技术创新与企业发展这一相关关系的

最好实证之一。

案例二：王安电脑公司的兴衰成败

王安博士是一位著名的美籍华裔计算机科学家，他所创办的王安

电脑公司，经过创业初期的艰辛后，在60年代开始推出了一系列新

产品：世界第一台可写方程式的计算机、自动打字机、“洛基”电脑、

300型电脑等等，这些新产品很快打开了市场，确立了公司在世界电

脑业中的地位，公司因此在1 967年被评为当时美国成长率最高，最

具潜力的少数精英公司之一。

初期产品创新的成功使公司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资本，在大规模

投资的同时，公司又加大了技术创新的力度，继续推出各种新产品，

从而使公司的发展大大加速，步入鼎盛时期。到1985年，公司分支

机构已遍及全球103个国家和地区，员工逾3万人，总营业额23．5

亿美元，在全美1000家大公司排行榜上名列第16位，并且由于其源

源不断的新产品开发而获得了“电脑界的快枪手”的美称。

但功成名就之后的王安公司却开始走下坡路了，新产品开发越来

越少，技术创新在企业发展中丧失了应有的中心地位。在文字处理机

和大掣电脑成功后，它没有看到个人电脑的崛起之势，甚至当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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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后期，IBM公司都转而开发个人电脑之时，王安公司仍然拒绝转

向，仍抱着原有产品不放，并且固执地坚持生产了与IBM公司不相兼

容的产d6，导致客户怨声载道，纷纷“跳槽”，危机终于爆发。1989

年，王安公司的股票由40美元降至6美元，1990年又跌至3．75美

元，1992年公司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

从此案例可知，是技术创新促进了王安公司的快速发展，又是由

十没有技术创薪而导致了王安公司的衰亡，可见技术创新在企业发展

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借助于柯布一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的展开，可以对技术的贡献进

行测算：

Q=A。I。8．K
9

A。叶t期的技术水平
I， -劳动投入量，n为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

K_资金投入量，13为资金投入的产出弹性。
假定在技术进步过程中，要素产出弹性a、凸不变，o+B=l，

而A：是可变的。

(1)技术水平A。
Q

At=一一一一一

L8K
8

假定L、K不变，Q f—A。f

(2)技术进步率(a)：技术进步率是技术水平的增长率。
△A

a5一～一
A

对Q=A。￡。。．K。

两边全微分，再除以Q
aO aQ aQ

一一一．dA ～．dK 一一～～．dL
dQ aA aK aL

——一⋯⋯+⋯——⋯⋯一‘——⋯⋯q Q Q Q

(盟．』．)．一dA+(里．一竺)!蔓+(登上)．d—LaA Q A aK Q K aL Q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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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 A ^

一～．一一=K。．1，。．～一：二1
aA Q 0

aQ
————

aK

aO
————

af，

Ⅱ

dQ dA Dk dL

一一一一一+13．一一一+Ⅱ．～Q A K L

aQ aA aK a L

7宅离散条件]i：⋯一=一～+13．⋯一一+q．⋯一
Q A k L

aA AQ △L △k
u=⋯=一一一一a．～一口．一⋯一

A Q L K

A
⋯一GQ
Q

△K—GE
K

△L—GL

A A—a—G^
A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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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o—aGL—B GK

=G。一(aG。一B G。)

(3)技术进步贡献EA

△A／A

E。一⋯一一×1 00％

△O／O

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K／K
E。=B．一⋯一一．100％

△Q／Q

△K／K
EL=a．⋯⋯×100％

△O

Q

E^+EK+EL=l

式中：E．、E。、E。分别为劳动力增长率、资金投入和技术进步的

贡献在企业全部产出增长中的所占份额。这个公式定量描述了一个经

济系统中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证明了技术创新与企业产出增

长的关系。

1．2．2企业技术创新的意义

企业与技术的关系可用“不解之缘”来形容，任何一个企业，不

管其具体的产业及产品特点如何，都是一个多种技术有机组合而成的

组合体。技术是企业生存的支撑，技术创新则是企业在竞争中发展，

赢得和保持某种竞争优势的根本动力所在。

世界上工业化国家，包括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大多数企业已经

走出了资源推动型增长方式，发达国家企业则已经经历了投资推动增

长方式而进入了创新推动型增长阶段，而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大多数

企业则仍处在投资推动阶段。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也

{j要依赖投资推动，但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人口众多和经济落后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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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问题的存在，又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就要求企业增长

也要尽快走。卜．依靠技术创新实现增长的道路，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增

长的根本推动力。就目前我国企业的实践来看，虽然依赖大量的资本，

劳动力投入仍然是企业增长的重要源泉，但这种投入的边际效率已经

很低，资金浪费，劳动力过剩已成为我国企业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所

在。因此，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对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重

新组合”，改变生产函数，来解决使原有资金、劳动力发挥出更高的

fp产效率以促进我国企业实现增长的迫切问题。

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其著名的有关“竞争战略”及“竞争优势”

的分析中，将企业的竞争优势归为两大类，一是低成本优势，二是差

异化优势。这两类竞争优势的获得和保持都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支持。

技术创新决定着企业的竞争能力，因为技术创新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作

用而形成的企业竞争力中的一个最为关键的因素。当代著名的管理学

夫师彼得·杜拉克(Peter·Drucker)曾指出，现代企业主要有两大功

能，一是营销；二是创新。其中创新主要是指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

Fi本学者则将企业竞争力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联系起来，他们经过

研究指出，一个企业的研发费用如果仅占企业销售收入的1％，那么

这个企业注定要失败：如果占3％则仅仅可以维持企业发展；如果占

5％则可以参与竞争，如果达到8％以上，那才可能有竞争力。在现实

的企业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与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技术

转移或扩散行为相关，决定着企业的产品市场拓展能力、成本水平和

技术水平，从而构成企业竞争力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技术创新能力

的强弱是反映企业技术竞争水平乃至整体竞争实力高低的一个重要

的组成要素。在成熟的市场竞争背后所蕴含的，是更为成熟的创新

竞争，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背景下，一个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落

后，就意味着市场竞争力的丧失，意味着在竞争中被淘汰的必然。因

此，技术创新对于获得和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提高整体竞争实力，

从而加速企业的发展和拓宽发展空间都有着十分积极和重要的意义。



p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1章技术创新与企业发展制

1．3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性因素

1．3．1国家创新体系结构的现状及调整

国家创新体系应由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

成。其中企业应该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大专院校和专业研究机构为企

业培养和输送高素质人才，为企业创新提供知识。

长期以来，我国的创新体系现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专

业分工的不同，科研机构是属国家所有、财政拨给事业经费的独立研

究机构，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游离于企业之外，脱离市场和生产实际。

}{1科研单位研发，再由生产型企业应用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企业难

以承担起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科研机构由国家拨付事业经费供养，

下达研究课题，科研完成后，成果鉴定，再归档，或评个什么奖，整

个科研工作就结束了，至于此成果能否产业化，能否成为商品，为企

业创效益，则没人去关心。而对于企业来说，急需的技术创新工作又

无人力、财力来做，掌握的技术信息也非常有限，制约了企业技术创

新活动的开展。这种科研机构和企业在组织上、空间上和产权上的分

离正是造成我国技术创新活动的最大障碍，它是造成我国科技与经济

脱节和企业缺乏活力的根源。

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国家作出自1999年7月

起，将原十个部委所属科研院所进行分批转制，或进入企业集团，或

转制为科技型企业等等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只有对企业和研究

机构的关系进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将应用型研究机构的大部分建到

企业中去，建立企业技术中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经济、科研

与市场脱节的问题：否则，国家投入科研经费越多，新一轮的重复建

设越严重，独立的科研院所会越独立，科技与经济会更加脱节，企业

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难度会更大，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

展，科技投入的动力和力度就会越来越小。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

这～举措是对国家创新体系结构的重大战略性调整，必将促进我国以

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和我国经济与科技的更好结合。



}，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1章技术创新与企业发展制

1．3．2观念陈旧体制不颤

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科研院所转制而来的企业普遍

存在观念陈旧、管理僵化、市场意识差、机制不活的问题。大多数企

业还足投资主体单一的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权责不明。“反正企业

是国家的，总会有人管”的心态，等、靠、要的思想，也使企业很难

把搞活的目光投向市场，使大部分企业对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

创新仍是比较麻木的。单一国有产权的企业性质，有许多弊端，企业

内部也没有形成鼓励员工参与创新的政策和内部环境。企业领导人不

关心企业的产品经营、市场开发和技术创新，而是为了产业化、办实

体而极力争取国家对企业项目的投入，盲目引进生产线，在可行性论

证还不充分的情况下筹集贷款，上项目、铺摊子、显“政绩”，结果

是企业摊子大了，规模大了，但企业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创造性组

合这些资源的能力并未加强，反而形成了企业今天的沉重负担。

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企业改革也在

逐步深入。从早期的放权让利、两步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到现代

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制度体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政府和企业之间

在经营方式和调控方式，在权责分配，在利益分配及社会责任毙|分等

方面的关系正在逐步理顺。企业制度的改变可以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活

动带来了体制上的动力，企业作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竞争主体，

必然会产生远远高于制度改革以前的、更为强烈的创新需求。

由科研院所转制而来的科技型企业如果能够通过产权制度的改

革和企业制度的创新，理顺企业体制，一定会从根本上激发企业技术

创新的热情和动力，促使企业关注研究开发、重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

高，重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增强市场意识，加速技术创新成果的产

业化过程。

以现代企业制度形式的代表一一股份制公司为例，对于企业追求

技术创新的体制推进作用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①作为将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进行彻底分离的最有效的企业制

度形式，股份制公司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之间的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和收益权的明确界定，使企业具备了兼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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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利益和当前利益的自动平衡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企业追求长期利

益，注重企业战略目标的制定和实现，这是实现技术创新主体由政府

向企业转变的关键所在。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能够注重企业战

略目标，表现出企业对长期收益的追求，而技术创新正是企业追求长

期利益的一项核心的长期投资行为。企业投入怎样的创新资源，选择

怎样的创新战略和创新模式，将受制于企业的战略目标。

②股份制公司具有的积聚资金和追逐利润的本能，可以为企业的

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一定的经济实力保证和动力，使企业有可能不断增

加技术创新投入，从而使企业更具备技术创新的行为能力。

③股份制公司还有利于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和崛起，有利于企业主

动创新的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从而增强企业的创新愿望和创新意识。

事实上，股份制企业，中外合资企业较国有企业而言，具有更强的创

新主动性，更注重研究开发投入。

因此，现代企业制度在科技型企业的建立，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的提高，是体制上的保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3．3缺乏人才和市场意识不强

人才是技术创新活动的核心，创新机会的发现与把握需要高素质

的领导人才，研究开发活动需要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开发成果的转化

需要高素质的员工，成功的市场开拓需要高素质的营销人才，创新活

动的组织、管理与协调也需要高素质的领导人才与管理人才。人才这

一主要创新资源的缺乏，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阻碍程度是很严重

的。人才的缺乏，特别是高水平人才的缺乏，是导致创新失败的重要

原因。技术创新活动的成功，首先需要企业要有高素质的人才投入，

缺乏人才，企业的创新活动将难以进行，更难以取得成功。

科技型企业由于曾经是科研院所，应该是在技术人才方面具有优

势，但廿j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才的断层是不可避免的，人才“青黄

不接”的现象普遍存在。还有人才结构的不合理问题，科研专业技术

人才多，但缺乏经营人才和管理人才，而这些人才正是作为企业经营

运转不可缺乏的人才。局限于原有科研工作模式影响的惯性，市场观

念淡薄，缺乏竞争意识和市场信息．对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敏感，对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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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成果产业化、商品化重视不足，追求的是成果评奖、著书立说、成

名成家，等等，困而影响了技术创新的成效。

1．3．4缺乏创新资金

创新资金的缺乏是一项共同的首要的障碍性因素。从企业角度来

看，造成企业创新资金缺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推行“拨改贷”

政策以来，科技型企业在逐步产业化过程中的相当一部分贷款投资所

形成的债务负担使企业基本处于负债经营状态，甚至是严重亏损状

态。流动资金匮乏，不良资产严重，再加上企业制度创新滞后，市场

培育不够，致使企业产品销路不畅，库存积压增多，经济效益低下，

不少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要走出困境尚需时日。企业长期以来缺乏积

累，加之当前研发经费投入不足，产业化规模小，工艺技术创新不够，

产品质量不稳定等等，使企业难于健康发展。

1．3．5饼新f理麓力不强

创新管理能力不强，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组织协调的不利，

创新时机难于把握，说明企业信息利用能力的不强，也说明企业创新

管理能力的缺乏；其次是科技人员与其他员工的配合不力，各自为阵，

缺乏沟通和交流；此外，在创新的奖励制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服碍，

对创新下作的激励不力，等等。加上没有相应的营销能力，再新、再

好的技术成果都无法适应市场，产品不被消费者所接受或是没有形成

合适的销售网络，即使最终被接受和认可，也是在经过了相当长的市

场介绍期之后，这样就会将企业的创新周期延长，从而使刨新成本升

高。创新回收期长也会成为创新的障碍性因寨。当然创新成本高和创

新回收期长，也是企业创新管理能力缺乏所致。

1．3．6企业规模儡小

科研院所转制后，有的进入大型企业集团，成为技术中心：而有

相当一部分是转为了科技型企业，这些企业的规模一般不很大，这对

企业构建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是较为不利的。

企业规模的大小，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通常，在规模经

济显著的情况下，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因为规模

扩大可以使企业的成本水平大大降低而收益水平提高，这样就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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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创新积累了一定的动力和实力。但在规模经济不显著的情况

F，企业规模和企、啦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较为复杂。单个食业

规模的扩大，往往只是意味着其市场垄断地位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程度

的降低，企qk可以取得较好的垄断地位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虽

有技术创新的实力，但因为竞争的推动力不足而缺乏相应的技术创新

的动力。与此相反，一些小企业却因为竞争压力的加大，为了在竞争

I{I乍存与发展，而选择新产品开发和新技术运用的创新之路，来获得

一定的竞争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和创新竞

争意愿反而会高于大企业。因此，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或阻碍，

取决于市场竞争结构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控。企业规模可以影响企业

技术创新活动的经济实力，也会影响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对

人食业而言，由于创新垄断利润的刺激，它会更具有创新的动力和能

力。大企业研究开发能力强，资金雄厚，人才济济，又易于取得贷款。

夫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更强，其管理水平、生产技术、生产装备、信

息控制、市场销售许多方面都优于小企业．如一些著名的大企业在研

发经费j：的高额投入就可证明其技术创新实力的强大。但大企业同样

困规模问题而存在着一定的技术创新障碍，如：①灵活性差，在当前

市场需求变化迅速的市场环境中，大企业很难迅速地作出反应和调

整，“船大调头难”。②规模经济的惯性阻力。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

尽管有助于组织体系和管理工作的有序化，但也容易导致严重的“官

僚主义”，面对变化反应迟钝，从而贻误创新时机，失去市场机会。

③食业家精神的削弱。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创颏精神的代名词，大企业

所具有的市场领先地位，与市场领先地位相对应的经济实力，有时正

足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精神减弱的重要原因。在企业发展到相当规模

时，迅速“发展”恰恰就不再是企业家所关注的主要目标，取而代之

的是保持现状或是适度的增长。此外，企业规模大，则企业的决策过

程就复杂，企业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压力感就越大，这在一定程

度卜也会影响企业家的创新魄力和创新精神。

相比之下，中小企业则灵活性强，对市场反应迅速，内部信息传

递和决策过程快，等等，这些是它的优势。但由于企业规模小，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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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它们的技术创新带来一定阻力：①创新人才缺乏，这是一个重要的

障碍因素。创新人才缺乏，使许多中小仓业不具备开发新产品的能力。

②资金的缺乏，即研发费用的不足和生产经费的不足，没有进行技术

创新的经济实力。③信息的缺乏，正因为人才缺乏，资金不足，中小

企业很难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及时准确地从外部获得市场信息和技

术信息。④营销能力的缺乏，这也是许多中小企业的共性，它们往往

很难有足够的实力用于市场的开拓和扩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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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

2．1技术创新模式的类型

2．1．1企业应啊囊的向量

企业在选择技术创新的模式时，首先要明确其任务和内容，否则

难以明确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向、重点和方式，即应明确以下六个问题：

①本企业所在产业属于哪种技术类型?一般来说，每个产业都有

最基本的技术类型。如大多数消费品行业技术含量不高，属低水平稳

定型技术：机械、精密仪器、运输工具等产业技术含量较高，属中等

水平的动态型技术；通讯设备、电脑等产业技术含薰最高，属高水平

的领先型技术。对于技术含量越高的产业，对技术创新的依赖程度也

越高，技术创新活动越需要进行统筹安排。
。

②预测本企业所在产业在未来会不会出现革命性的技术进步?

如果有，最可能出现在哪些方面?对这一闯愿的回答，将决定企业技

术创新的基本方向。

③近期本企业所在产业会有哪些技术变革?本企业顾客需求对

技术变革产生什么要求?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决定企业技术创

新的重点。

④竞争对手的技术创新模式是什么?他们目前在研究开发哪些

新技术和新产品?这些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前景如何?对这些技术创

新情报的分析，有助于本企业形成技术创新的思路和实现途径。

⑤奉企业有足够的力量去研究开发这些新技术、新产品吗?有足

够的财力支持购买相关的专利吗?这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前景如

何?研发投资能否在未来新产品销售额增长或市场占有率的扩大中

得到弥补?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详尽研究，将决定企业技术创新的方

式。

⑥本企业完成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后，是否要立即投入

使用或投入市场?这主要涉及企业技术创新节奏的合理安排问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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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涉及到创新收益的最大化问题。

2．T．2企业技术创新的模式

(1)按照本企业在产业技术创新中的地位来分，有以下两种类型：

①率先创新一一某企业率先于其它企业而首次将某项科学发明

成果市场化，并获得相应经济利益的创新活动。

以率先创新为主导创新方式的企业通常是行业中的创新领先者。

这类企业力图在引入创新产品方面领先于其他竞争者，以获取市场领

导者地位。他们有很强的、独立的企业内部研究开发能力，注意专利

技术的保护，能够把握市场机会，注重培训员工和向顾客宣传产品等，

扮演的足行业领先者的角色。

②模仿创新一一企业学习率先创新企业的成果和经营行为，弗在

此基础f：加以不同程度的改进与创造而向市场提供相应的产品，并获

取收益的创新活动。

采用这一模式的企业，与率先创新型企业的区别在于创新的性质

和时间。他们是从早期创新者的经验中学习，期望从创新者打开的市

场巾获利，实际上这类企业并非不搞研究开发，他们同样具有强烈的

研发意识，他们不是甘居落后，只是不愿在技术创新中成为领先者而

冒大的风险。这类模式可以节省很多研发费用，又容易进入市场，适

合我国的大部分企业采用。

(2)按照企业技术创新的源泉划分，企业技术创新的模式又可分为：

①独立研发式。技术、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多采用此模式，这种

独立研发往往经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个阶段，直到市

场开发销售均在本企业内完成。

②技术引进式。采用这种模式可以缩短产品投入市场周期，提高

投资收益率。

③引进与创新结合式。在引进的同时，做好技术革新、技术改造，

并进行“二次技术创新”。完成“技术引进◆技术改造／技术革新◆消
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力求在二次创新中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创新成果。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应普遍采用这种模式。

(3)按照参与创新活动的主体不同，企业技术创新的模式也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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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F{}创新一一完全依靠企业自身实力进行研发创新活动，独享

创新的成果和收益，这也是对企业自身技术实力的一种锻炼与提高。

②合作创新一一通过不同企业间的合作，或与科研机构，高等院

校合作进行合作创新活动。在合作中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提高创新

能力，共享创新成果，这种模式已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用。

2．2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考虑因素

企业应选择何种创新模式，不能一概而论，而应根据企业的宗旨

和发展目标、总体经营战略、企业规模与技术地位、产业竞争态势和

国家政策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选择适合自己的创新之路。

2．2．1企业宗旨与发晨目标

现代企业都应有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宗旨，它规定了组织的目的，

回答“我们要从事的是什么事业?”这样的问题。根据宗旨，企业可

以确立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范围，从而也决定了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基

奉方向和方式。

企业发展目标是在企业宗旨的指导下形成的、在一定时期内要完

成的相关任务。主要包括社会责任目标、利益171标和市场目标等。这

些目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比如长虹电器

公司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最大、世界前列的家电制造商，因此其所选择

的技术创新也主要以扩大生产能力为主，通过形成“大而全”的自我

配套系统而降低生产成本，这使得该公司能以较低的价格抢占市场。

企业技术创新171标的确定，首先要根据企业经营战略的要求及对

技术发展的预测，再加上对自身实力的考察，确定出将哪些领域作为

余_k的核-15技术进行重点研究，哪些领域只进行监视性研究，作为必

要的技术储备。根据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研究，确定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和开发研究的比例关系，长、中、短研究的比例关系，原有领域的

研究及新领域研究的比例以及产品研究与工艺研究的比例关系等，明

确r这些关系后，企业的研究开发战略也就随之形成了。

总的来说，企业创新目标的选择，离不开对企业经营战略的考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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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处理好总日标与各个子目标的关系，短期目

标与中K期目标的关系，使有限的科研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2．2．2企业总体经蕾战略

氽业总体经营战略是企业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对企业生存的

全局性、长期性的谋划。

按照迈克尔·波特的研究，企业总体经营战略有三种基本类型：

①成本领先战略。即企业在经营中以低产品成本取得竞争优势和

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及丰厚的企业利润。为达到这一目标，企业要扩大

乍产规模，形成最佳组合的生产线，尽力减少费用支出和开发销售费

用等。采用此战略的企业应具备持续的资本投入和良好的融资能力，

丁艺加工技能，对职工严格的监督，所设计的产品易于制造，以及低

成本的分销系统。要求企业有结构分明的组织和责任，，以满足严格

定量目标为基础的激励，严格的成本控制和经常、详细的控制报表等

等。

②差异化战略。企业能够提供标新立异的产品或服务，形成一些

存全行业范围内独树一帜的东西，如设计型式或品牌形象、技术特点、

客户服务、经销网络、等等。为此企业需具备强大的生产和营销能力，

产品研究开发和设计制造能力，对创造性的鉴别能力，质量技术上领

先的声誉，在产业中传统悠久、技术独特并能得到销售渠道的高度合

作。要求企业在研究开发、产品制造和市场销售部门之间密切协作，

重视主观评价和激励而不是定量指标，轻松愉快的气氛，以吸引高技

能丁人、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和创造性人才。企业采取该战略，其产品

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产品本身具有新颖性，能够促进职工素质的提高。

应该注意的是此战略有时会与竞争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相矛盾，二者

／fi可兼顾，并要特别注意控制成本。

⑨集中一点战略。对于中小企业，由于没有能力在大的市场上争

夺一定的占有率，只能在局部细分的市场上经营，就形成在小范围内

集中企业优势实行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这种主攻某一个特定

的顾客群、某种产品系列、某一细分市场、地区市场的战略叫集中一

点战略。此战略可针对具体目标，由上述各项组合应用，但应注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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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小，一旦发生需求变化，或者出现新的竞争对手。将使集中

优势处于被动。

企业在上述三种基本战略中只能选择～种，而不能犹豫不决。总

体经营战略是技术创新战略的前提，只有明确了总体经营战略的类

犁，才能决定技术创新的模式。另外，三种基本战略也许需要有不同

的领导风格，并可以体现为不同的企业文化和企业氛围，从而吸引不

同类型的创新人才。

2．2．3企业实力规模与技术地位

企业实力是指企业拥有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其资源配置能力的大

小。一般而言，企业实力越强，技术创新能力越强，有利于选择独立

研发型技术创新模式。反之，企业实力越弱，技术创新能力也较差，

则应选择模仿型或引进与创新结合型技术创新模式。

但是，在不同的产业里，企业实力对于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

是不尽一致的。在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实力与企业规模一般成正比，

其对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是明显的。在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实力

并，．fi一定与企业规模相关，而与人员素质及对高新技术发展趋势的把

握能力相关，故其对企业技术创新模选择的影噙比较复杂。在高新技

术产业中，企业面临着相同的机会，都可以选择自主创新的模式，而

选择模仿型或技术引进型创新模式的风险反而比较大。

①大企业与技术创新 ．

由于对垄断利润的期望，能给创新提供激励，创新费用之高只有

大企业才能负担，大企业因而最适应于创新。大企业可以采取一系列

手段(如专利、版权和商标)，阻止竞争者仿造某种创新。垄断者在

研究和开发方面的信誉可以吸引人才。垄断者有资金优势。

相对小企业而言，大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具有许多优势：

·研究开发能力强，且能形成研发上的规模经济；

·资金有保证，承担风险能力强，企业本身资金实力雄厚且易于获得

贷款融资：

·人才较多，有创新活动所需各种技能的人才；

·有管理优势，有相当的管理经验并已形成一套严密的组织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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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力量强，有良好的销售网络，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声誉；

·信息渠道多，易于获得信息服务，且有国家政策的倾斜优势：

·生产设备较好，技术先进，可以进行大量的发明和创新活动。

大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最大的弱点是灵活性差，不能迅速适应市

场的变化而大胆地进行变革，即所谓“船大难掉头”。另外，有的优

势随着情况的变化，也会成为劣势。例如，严密的组织机构和管理程

序固然有利于创新有条不紊的进行，但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官僚主

义，延误创新的时机，降低创新的速度。标准化、规模经济都是现代

化生产的标志。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标准化和规模经济又会导致惯

性的加强，形成对创新的阻力。

②中小企业与技术创新

中小企业在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技术创新方面承担着重要任务，

它起着培育新产业基础的作用。据调查，中小企业在调动员工从事开

发的效率方面，比大企业高2．5倍，小企业人均创新数是大企业的2

倍，投入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是大企业的2倍，而且在市场竞争能力

方面，中小企业也普遍较高。

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有以下优势：

·机动灵活性强。中小企业由于经营规模小，与用户保持密切的接触，

便于捕捉和开发市场上急需的实用技术和产品，对市场和技术变化能

做f』{迅速而有效的反应，即可以根据需求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经营方

向，抓住技术开发的有利时机，善于在大企业竞争的夹缝中求生存，

开发大企业暂时不能顾及的技术领域。

·经营者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意识。一般来说，中小企业经营者的企

业家精神还较为旺盛，尤其是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其经营者既是富于

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又是在某一领域具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企业

一般是根据经营者的技术专长而设立的。在需求结构、技术结构不断

变化的形势下，他们善于思考，勇于创新，把技术看作企业生存的生

命线，会大胆地向新技术领域挑战。

·企业内部交流易于进行。企业内部频繁、畅通的信息沟通及融洽的

思想感情交流，是决定企业充满活力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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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组织结构简单，便于经营者与一般从业人

员之间，技术人员与非技术人员之间保持密切而频繁的接触和交流，

从而迅速地解决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但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也有劣势，如技术人才短缺，资金不

足，以及利用外部信息的能力较低。缺乏技术创新的资源，无力保证

充足的研发经费投入和进行广泛的、快速的外部信息搜集，因此常常

不能有效的抓住机会和开展创新活动。

2．2．4产业竞争杰势

技术创新要由市场需求来拉动，或由市场竞争来推动，这些都与

产业竞争态势有关。迈克尔·波特提出的战略环境分析图和产业竞争

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

■田 回 圈
回 ／—、 剀

竞 ／／企业发＼＼ 行 圈圈 莩 L霪善营夕 弱 业 莪环

境

＼ 对现实环＼ ／

＼境监测困 对未来环

境预测

图2．2．4一l战略环境分析图

波特认为，一个产业的竞争状态是由五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如

图2—3)，这五种基本竞争作用力是产业现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潜在

进入者的威胁，替代品的威胁，供应方的谈判能力和需求方的谈判能

力。

产业内现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由竞争者数量、竞争战略利

益、产业增长空间和退出壁垒因素决定的。一般来说，竞争者数量越

多，战略利益越有诱惑，产业增长空间越小和退出壁垒越高，企业之

间的竞争态势就越激烈，企业技术创新的压力也就越大，为此企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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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倾向于采用自主裂技术创新战略，以超越竞争对手。

图2．2．4-2决定产业竞争态势的五种作用力

潜在进入者威胁主要是由进入壁垒、预期报复、进入扼制价格等

因素决定。其中规模经济、专有技术等具体影响进入壁垒的难易程度，

对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影响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着企业到底以

_T艺创新为主，还是以产品创新为主，或者是两者兼两有之。

替代品威胁往往是替代品具有更好的性能价格比或者更能满足

顾客的需要。替代品设置了产业中公司谋取利润的定价上限，从而限

制r一个产业的潜在收益。为此企业必须尽快获得有关产品专利，迎

头赶上，才能在竞争中站稳脚跟。

供方的谈判(侃价)能力和买方的谈判(侃价)能力主要是由产

品供求关系决定的。对企业而言，要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就必须

使自己的产品及其服务取得足够的竞争优势，这对企业技术创新至少

有两个要求：一是努力提高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差异化程度，以形成市

场垄断：二是获得产品或服务方面的专有技术或知识产权，以形成技

术垄断。为此，企业应更多地采用主导型或自主型的技术创新模式。

2．2．5国家政策

国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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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小可缺少的推动力。在欧美、Ej本等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都十分

注意制定科技与产业政策，来鼓励和管理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并取

得_i少成功的经验。如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十分重视，支持创

办硅谷等开发区，大力建设基础设施以保证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每年花巨资扶持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日本则制定了“技术立国”战

略，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了宏观规划。我国政府近年来也制定了国

家鼓励企业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法律与政策，并在产业政策方面作出了

相应的规定。

政府的政策主要是为现代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社会

环境和起到引导和鼓励作用。企业则可以在政策指导下选择相应的技

术创新模式。如美国政府一向注重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故美国企

业在自主创新和主导型创新方面始终走在世界前列。因此，大多数发

明、专利都由美国企业创造也就不足为怪。日本政府过去～直重视在

技术引进基础上的“二次创新”，所以日本企业在制造技术的工艺创

新方面一直傲视全球，但在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方面却无法超越美

国。

总之，现代企业的技术创新问题已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中心内

容，而技术创新活动效率的提高，又要求企业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技

术创新模式。需要说明的是，一个企业并不是只能选择一种类型的技

术创新模式，而是可以根据其不同产品的市场竞争态势和企业的经营

战略来选择，并可以在市场经营不同阶段进行调整，只有这样，企业

的技术创新活动才能真正保证使企业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2．3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案饲分析

2．3．1中国万薰与日本索尼(案例三)

中国万燕电子公司，作为VCD这一产品的率先创新企业，首次将

数码技术和影像压缩技术合成，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VCD机。但在中

国的VCD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茶的今天，人们更多听到的是“爱多”、

“步步高”的声音，而“万燕”这一创始者却悄无声息。万燕在中国

乃至世界的VCD产业发展中，充当了一个可悲的“种树人”角色。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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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为率先创新而付出的高额开发费用无法如愿收回，企业的经营因此

f^f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尽管万燕培育VCD市场所用的时间并不漫长，

但大批国内外同行的涌入则迅速的瓜分1r这个由万燕创造出来的市

场，万燕也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悲壮地成为了市场培育者的角色，而

把已长成的果实留给r后来者。因此，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能力和条

件选择这一创新模式的。万燕选择了率先创新模式，但它的实力和规

模义不足以承担由此而来的巨大市场风险。其高额的研发投入还来不

及收回，培育起来的市场却被后来的跟随者瓜分了。因此“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的现实也就在所难免。

而日本索尼公司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索尼公司的技术创新史。从

1950年向市场推出第一代磁带录音机开始。索尼公司就一壹在执着

地奉行着盛田昭夫的技术领先思想。1952年在美国人发明了晶体管

之后，他们以2．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这一专利，并随即开发出世界上

第一台袖珍式晶体管收音机，随后，他们又最早推出了录象机系统。

1961年，最早推出全晶体管录音机，1967年推出最早的摄象机⋯⋯

儿f-年的发展历程中，他们创造出了许多的“世界第一台”：袖珍收

音机、电子摄象机、台式电子计算器等等。时至今日，索尼公司每年

推出上市的新产品已近千种，而在这些品种业务繁多的产品中，很多

产品并刁i是全新产品，有一些仅是产品功能的变化或是不同功能的组

合。实际上，索尼的这种产品创新组合恰恰反映出企业在技术创新方

面不同模式的选择及运用一一有的是首次创新的“世界第一”，有的

是在已有技术成果基础上的再开发和二次创新。索尼的技术创新过

程，充分表明了在企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创新策略选择。

可以说索尼公司是根据市场的需要又结合了自身的实际。针对不同的

情况，在不同的产品上选择了不同的创新模式，形成了自己公司的创

新组合，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创新策略选择。

2．3．2不膏创新的t软公司(案例四)

微软公司是致力于Pc软件开发的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最有价

值的公司。象其它现代科技产品(电话、电视、汽车等)一样，电脑

Pc机也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工作与思维方式。然而，如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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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电脑就会毫无用处，成为一堆废物。微软公司创办之初，产品

仅一种，人员仅3名，年收入仅16000美元。在1 975年，这样的公

司在美国是微不足道和毫不起眼的。可是20年后，微软公司却一跃

成为风靡全球的巨型高科技公司，已拥有产品200多种，雇员1 7800

多名，年收入达60亿美元，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达25亿美元，比另

外_卜大软件公司的利润总和还多。如今，微软控制了Pc软件中最重

要的部分一一操作系统80％’85％的市场，生产着所有应用软件产品的

25％还多。微软公司如此强大的力量，是靠不断地从一个软件市场的

销售渠道前进到另一个软件市场的销售渠道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比

尔·盖茨在1975年创建微软公司时，就以非凡的洞察力意识到，计

算机工业中真正的摇钱树是在软件之中。当时，计算机行业中的许多

公司，包括IBM、DEC以及苹果公司都把精力集中到硬件上，而微软

公司则只制作软件。盖茨认为，微处理器的能力每两年就翻一番，在

一定意义上来说，你可以把计算机能力想象成几乎是免费的。那么为

什么要掺和到制造几乎是免费东西的生意中去昵?什么是稀缺的资

源?是什么限制了对无限的计算能力的利用?是软件!微软公司从小

到大成功发展的秘诀就在于不断吸引杰出的人才，不断开发不同凡响

的软件产品，连续不断的创新是微软公司持续发展的活力。

微软公司在仔细研究了市场情况后，根据自己的实力状况，采取

r集中一点战略，选择自主创新模式，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动，既

独享着创新的成果和收益，也提高了企业自身的技术实力和经济实

力，使公司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公司的价值也日益增长。

2．3．3康柏公司优势互补的戗撕蓬摔(案例五)

l 985年以前一直采用跟随战略的康柏公司，在IBM眼中，还是

十分微不足道的“小不点”不足挂齿。由于IBM公司坚持圊守286阵

地的战略失误，使康柏公司抓住了有利战机，首先推出386个人电脑，

一举成为全球个人电脑制造业的第一。1998年新年伊始，世界电脑

行业则爆出特大新闻，美国康柏公司宣布着手兼并另一家美国著名的

汁算机厂商一一数字设备公司(DEC)，两者合并成立的新康柏公司将

成为全球第二大计算机公司。如果以I 997年的产销量计算，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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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Pc、笔记本电脑、计算机工作站、Pc服务器、入门级及中档企

Ⅵk服务器和系统集成技术服务等7个领域中，除中档企业级服务器，

新康柏公司名列第六位，其余均进入全球前三名的行列，而在桌面

f，c，Pc服务器和入门级服务器等三个领域中，新康柏公司均属全球

第一。

在许多人还津津乐道这一事件的新闻价值时，不少专业人士已经

清楚的看到这一购并的真正含义。显然，这是康柏公司和DEC公司谋

划己久的战略行动，其核心是实现这两大公司在产品、技术方面的优

势互补效应，以提高新公司在未来全球计算机市场的竞争能力。以前

康柏公司的主要技术优势集中在个人电脑的制造方面，而DEC公司则

以服务器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服务为优势，DEC拥有两万余名技术服

务T程师，有一个完善的全球客户支持网络。在电脑网络化趋势日益

明显的今天，Pc技术如能配以强大的技术服务则无异于如虎添翼，

必将极大的增强康柏公司的技术优势和产品市场优势。

康柏公司的这一大手笔是现代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寻求战略发展

机遇的典型案例，对正在处于发展的转折期，尚不谙熟经营战略的中

国企业而言，是一个十分及时的启示。每个企业不一定完全依靠自己

去完成各种创新活动，特别是自身实力不强或只专长于某方面产品的

食业，选择合作创新的模式可以说是一条较好的创新之路，若能在合

作中优势互补，则更会带来双赢的效果。

2．4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策略选择

2．4．1对企业研发能力的要求

纵观国内外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说没有哪个企业，无论其研发

实力多么雄厚，都只完全依靠率先创新方式而完全不模仿别人的产

品。这就说明，任何一种率先创新的成果都是可以被学习的，只是因

企业的技术基础和研究开发能力的不同而在具体的模式上有不同的

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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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选择那一种创新模式，都会对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能力有相

、j程度的要求。进行独立研发式的率先创新，企业的技术能力要求自

不必言，还要有相当的资金实力作后盾。而引进与创新结合式的模仿

创新，首先要求企业要具有对模仿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在消化吸收

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同样也需要企业具备一定程度的研发能力。

对一个企业而言，形成一定的研发能力的基本要求有以下几点：

(1)要求有高素质的开发人才队伍。

在研发投入的使用上，首先要投入的就是对人才的投入。企业的

各项技术创新活动，是要靠具有相当知识水平与技能的技术人员充当

创新骨干的，研发人员的素质水平高低，决定着企业研发结果的水平

和质量高低。加大对人才的投入，吸纳高水平的科技人才，以壮大自

己的技术开发队伍，也是当前企业人才竞争的一大焦点所在。

(2)对研发人员的竞争意识与创新意识的开发。

要将企业拥有的研发能力加以充分的发挥。仅靠广泛的聚纳科技

人爿+还不够，还要创造一定的条件，激发研发人员的创新主动性。如

从组织机构设置上，分配制度的制定等方面，要充分信任和尊重人才，

哥以必要的授权，做出成绩的给予精神及物质两方面的激励，为他们

创造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再培训机会等，这些都是激发科研人员创

新意识和竞争意识的有效措施。

(3)对研发所需的设备和装备的投入。

对研发人员的投入是十分重要的，对研发所需设施和装备的投入

同样是非常必要的。设旆及装备是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所必需的物质基

础，其完备程度及先进程度也是企业研发能力高低的熏要方面。

在选择企业创新模式时，要考虑企业的研发能力，是因为研发能

力不足足影响技术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对

创新模式选择的自由度。当前我国企业研究与开发的基本状况，一是

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企业已开始明显重视研发机构的建设：二是尽

管建有研发部门，但企业所投入的经费很小，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三是研发能力有限，真正具有独立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能力的企

业很少，使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更多的仅限于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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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真正能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并不多。

2．4．2对企业所处行业地位的考虑

以率先创新作为主导创新方式的企业通常是属于行业中的创新

领先者。这类企业之所以有如此的策略选择，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

率先创新的利益驱使：①率先创新向市场首次推出某一新产品可以在

一段时间内享有～定的超额垄断利润；②以这种超额利润为依托，可

以确立起该企业的领先创新者的市场形象；③领先者形象在某些方面

可以为企业赢得一定的优于其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如：用户的信赖、

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的信贷及政策支持等)。

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能力或愿意选择这一模式，因为率先创

新的企业要承受更为巨大的市场风险：如高额的研发经费投入；新产

品入市时，因其生产规模有限影响了开发投资的回收：还有培育市场

的重任，等等。与率先创新的收益和风险性相比，不难看出模仿创新

的利益所在：①可以利用由率先创新者已创造并培育出来的市场需

求，从而分享创新的超常利润；②在某些方面可以减少开发成本，如

产品的市场测试成本等；③可以学习、借鉴领先者的成熟技术，并在

此基础上运用自身的优势和能力加以改进和创造，从而后发制人，开

辟出更广阔的市场前景。模仿创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率先

创薪而言的。对模仿创新可依据其模仿技术程度的不同而加以细分：

最皋础的一种形式是简单的学习，也就是单纯的模仿；另外一种是创

造性的学习，并在学习的基础上实现第二次飞跃，采用这一模式的企

业往往会后发制人，成为市场竞争的胜利者。如果将率先开发某一产

品的企业形容为巨人，则创造性模仿的企业则犹如站在了巨人肩膀之

f：，它往往会比巨人走得更高更远，往往会抢占到市场的制高点，这

其中有些企业在积聚了一定的实力之后又会步入率先创新者之列。从

产业演进的角度讲，一项好的率先创新产品被多家企业模仿，在数量

积累到一定程度并形成一套较为稳定、成熟、完善的技术程式时，一

个新的产业也就随之而产生了，如前所述VCD产业的兴起。而对已

有的产业而言，一项率先创新技术在已有产业内被加以模仿，则往往

会带来整个产业技术水平的改造和提升。因为能被别人模仿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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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足技术先进的创新，模仿的结果，必然会增加和提升已有产业的新

技术含量。

2．4．3科技矍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

技术创新在科技型企业中具有颇多的优势，应该充分的利用和发

挥。第一，地位优势，多数科研院所都有几十年的历史，在行业内的

技术地位早已确立，与政府和业务相关企业也已建立了较密切的关

系。第二，人才与科研设备的优势，这是普通企业所无法比拟的。

要把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激发出来，使他们把全部精力投入到

技术创新中去，多出成果，出好成果。第三，信息优势，科技型企业

在从事科研或为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可行性论证时，

都会掌握一些普通企业接触不到的信息，同时科技型企业技术人员的

外语优势可以及时了解国内外同行业的科技信息，并充分利用这些信

息来为技术创新服务。第四，还可以在历年所完成的科技成果中进行

筛选，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开展研发工作，有利于节省人力、物力和时

问，较快取得效益。

利用上述优势，科技型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应该是针对不同的创

新内容，一般应是选择引进与创新结合式的自主创新模式；对于研发

能力较强的企业，而且研发所需资金投入也不是非常大的创新项目，

可以选择独立研发式的自主创新模式。对于一些较为复杂和涉及领域

较多，需要较多企业外部配合的创新项目，则是采取合作创新的模式

为宜，可以进行产、学、研的多方面合作，发挥各自所长。形成优势

互补。共担创新风险，共享创新收益，获得双赢或多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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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及运作机制

3．1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应遵循的原则

3．1．1技术创新与麓度创新相结合

技术进步的核心足创新，企业唯有不断的创新，才能获得持续发

展的动力。但是，作为经济发展中具有独特意义的技术创新，不能不

以制度创新作为社会约束条件，而新的企业体制和制度的确立也不能

，1i以技术创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质态的深刻变化作为依托。

如果没有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的技术创新只能依赖于领导者个人的创

新意识、经营思路、觉悟和水平，而这些因素是难以持久的。要使企

、[k具有持续创新的动力，必须从体制上、机制上给以保证。对于正在

经历体制转型的国有企业来说，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度安排

的制约。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致使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

另一方面是现有制度安排柬缚了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

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突出薄弱环节，在于创新机制。只有把技术创新

与企业改革、改制和改组结合起来，依靠体制的转变来推动增长方式

的转变，依靠制度创新和组织结构调整来带动企业技术创新向纵深发

展。好的机制能够吸引优秀的人才和必要的资金，并在创新活动和创

新成果之间建立可预见的通道，使技术创新充满生杌和活力。

3．1．2技术创新与市蝎开发相结合

企业经营活动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经营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获得利润最大化的重要手段。技术创新最根

本的动力是来自于企业竞争的效益和利润。技术创新就是要让企业的

产品不断适应变化的市场需求，在较高的技术起点上保持企业的竞争

优势和实现创新所带来的超额利润。技术创新的目的，是通过创新技

术来创新产品，通过创新产品来创新市场。因此，企业的技术创新必

须紧密围绕市场需求来展开，即围绕满足和创造市场需求进行技术创

新。把创新活动的重点放到创新市场，采用和创造新技术，开发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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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建立新标准，引导新消费上来，而不是过多的考虑去抢占和分享

现有的市场。企业只有根据人们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

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国内外竞争态势进行的技术创新才是有价

值、有q：命力的，才能有效的达到利润最大化乃至长期利润最大化的

经营目标。企业的经营活动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技术创新通过改

善企业的供给能力，可以更好的适应和满足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需

求。从另一方面来说，企业技术创新不只是一个技术的发现、开发和

传播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还包括一个市场开拓、创造新的消费需求、

收回创新投入和实现创新利益的过程。技术创新必须面向市场，注重

市场信息，搞好市场调查和市场分析预测，按照市场需求确定项目和

课题，依据市场变化，跟踪开发和改造。特别是要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扩展企业的市场生存和发展空间，最终实现技术开发和市场开发同步

进行。只有市场开发的成功，才能实现技术开发的成功，市场开发的

成功，是检验技术创新成功的最终标准。

3．1．3存■技术改鼍与囊■技术弓I遗相站合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企业的折旧率普遍偏低，在转制而来

的科技型企业中，这个闯题就更为突出。只有通过加快折旧，加大技

术改造投入，提高现有实物存量资产的技术含量，与此同时，又通过

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将存量改造和增量提升溶为一体，从而形成创

新的物质基础。技术创新与技术改造都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内容，技术

创新过程的实旅依赖于技术改造的支持。技术创新要完成从研究开发

到获得经济效益的全过程，必然会与企业对生产装备的投资、融资活

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技术装备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首次商品化的成功。

技术创新要获得更大利润，就必须加快改造步伐，提高市场覆盖率，

从而真日：占领市场。存量技术改造要以创新为源头和推动力，才能使

增量技术引进的投入最有效地带动企业和行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企业除了在自己的技术开发、技术攻关、科研转化基础上搞技术改造

和创新，也要注意多引进先进成熟的技术，重在消化吸收和扩散，在

此基础上再进行技术创新，以加快企业技术创新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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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自主创新与社会化创新支持体系相结合

在谈到企业技术创新时，人们非常关注其自主创新体系和能力问

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企业来说，要具有很高的自主创新能力，

现阶段绝大部分企业都做不到。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必

须突破单纯依赖自主创新的模式，要加强合作创新，充分利用国家社

会化创新支持体系的作用和产、学、研结合的优势，以便加快技术创

新的步伐，达到技术创新的预期目标，使企业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

展。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企业普遍不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时，政府

往往积极推动建立社会化创新支持体系，如生产力促进中心，帮助企

业完成创新活动，并逐步形成自主创新能力。

3．1。5技术倒新与工艺保证相持合

一般来说，技术创新的成果总是要通过一定的工艺过程，才能转

化为某种产品或服务。工艺是加工处理方法，也是操作技能和经验。

同样的技术创新成果，不同的加工工艺，会产生相去甚远的产品。在

我国技术创新落后和工艺水平落后同时存在，加工工艺和操作经验不

能保证技术创新成果顺利转化为产品和服务，不能保证技术创新成果

中蕴藏的巨大经济效益得以发挥。因此，要在鼓励技术人员开拓创新

的同时，鼓励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员工开展提高工艺水平的活动，以保

证取得良好的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效果。

3．1．6技术人员的激囊与员工素蠢的摄膏榴结合

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是技术人员，包括本企业内的技术人员

平¨社会各方面的技术人才。应当通过各种激励方式，充分发挥技术人

员的聪明才智，创造更多的为企业所需要的研发成果。要让企业技术

创新成果最终转化为经济效益，还需要企业广大员工的参与和配合。

风此，全面提高员工队伍的素质，对企业技术创新是至关重要的，但

这一点并未引起企业经营者应有的重视。

3．1．7生产技术进步与f理技术进步掴结台

通常所讲的技术进步，主要是指生产(直接制造产品或提供服务

的活动)技术进步，这并不全面。在今天，管理技术进步对于提高企

、fp科学管理水平，切实做到向管理要效益，有重大的作用。企业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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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经营管理者都要深刻领会在信息化背景F科学管理的内涵，善于运

片j管理技术进步的新成果，不断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

3．'．8技术倒新的先进性与持续性相结合

技术创新的先进性要求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名副其实，而不是模

仿或重复：技术创新的持续性要求创新活动的频率具有较高的节奏，

创新成果的推广能够促进企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创新的先进性和持续

性的统一，是企业经营管理者追求的佳境。现在看来，一些企业可以

拿出一、二项有一定先进性的创新成果，但普遍持续性不够，这至少

说明：一是企业领导者对技术创新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还存在差

距；二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后劲不足。在国外，著名企业成功的经验中，

几乎都有创新的先进性和持续性相结合的做法。

3．2技术创新对组织机构的要求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的英雄主义时代已经结束。在当代的

科研领域中，每个科学家都好象一个科研机器上的部件，变成了以科

研来谋生的职业劳动者。当代的科技工作也需要协作意识或团队精

神。组织化的创新劳动一旦成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存在后，对创新活动

的管理就成为提高创新劳动效率的重要手段。调动研发人员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构成有活力的创新团队，是创新管理者必须研究的重要课

题。

成功的技术创新可以给企业带来活力、效益和发展的契机，技术

创新与企业发展的关系众所周知。一个企业要保持旺盛的技术创新活

力，就必须完成从偶然的，一次性创新向必然的、持续性创新的过渡；

完成从单一的产品创新向系列的产品创新过渡：完成从能人式创新向

集体创新的过渡。要实现这三个“过渡”，关键是要使企业的创新活

动从偶然转向必然，从无序变为有序，从非组织状态导向有组织状态。

一句话，就是要使企业的创新活动从随机状态转变为可控状态，这就

要求让持续创新成为一个企业各个层次、各个部门都必须遵循的制

度，让持续创新得到组织保证、资源保证和时间保证。这就要求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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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及其运作机制，并能在

企业战略演进、组织机构调整、市场环境变化时，适时修正，灵活应

用。

3．2．1技术创新与企业现有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的矛盾

创新是企业顺应时势，摆脱凼境，寻求发展的必备能力和首要条

件。那么，创新理所当然应当受到企业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推进，然而

事实远非如此。随着企业的扩大，企业的创新精神也逐步减退，就算

大公司的创新还没有完全停止，创新的速率也是每况愈下。比如，曾

经辉煌一时的美国王安公司、苹果电脑、中国的巨人集团、沈阳飞龙

公司等等，如今都衰败了，究其原因，在于创新精神与追求理性、井

然有序、明确清晰的做法格格不如。创新，必然要求分散经营和自主

性，容易带来机构和权责的重叠，界限不清、协调不力、内部竞争，

形成某种无序状态；创新需要激情，避开纯理性；需要分权，否定集

中：需要激励和容忍，抛弃限制和惩罚：需要竞争，避免按章行事。

这一切均使创新与企业现有的程序化作业为主体的组织机构和行为

方式产爿：内在冲突。这种冲突具体反映在：

(1)专业化分工与制造性的矛盾

程序化作业以严密的分工和专业化作为提高作业效率的基础，这

是亚当·斯密早已论证并被长期实践证实了的真理。另一方面，分工

和专业化势必使管理组织结构层次化、复杂化、迫使组织中各级管理

部门眼光各不相同，工作各异，造成相互隔绝，沟通困难。创新需要

具备宽广的知识面和综合的技能，过度专业化指挥，阻碍而不是促进

创造力的发挥。创新还要求简单的人事关系和组织结构，以及组织中

信息沟通方便灵活。许多出色公司的组织结构故意设计得有些漏洞，

使那些到处去物色东西的革新者有空子可钻，搞到所需的资源，把事

情办成，而存在严密的专业化协作关系组织最然难以做到这一点。

(2)规范化与灵活性的矛盾

程序化作业要求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要求按章行事，

服从指挥等等。创新则离不开灵活性，如果完全遵章守纪，就难以抓

住稍纵即逝的创新机会。程序化作业容易把组织内外的各种变化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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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以避免影响现有工作的稳定性，力求以不变应万变，或仅对程

序稍加调整而应付变化。创新则要求从变化中发现机会，以变制变，

以变促发展，主动迎接挑战。只有变化才能带来创新的机会，而缺乏

灵活性，只是刻板的按章行事的组织，不可能符合企业不断创新的要

求。

(3)动力结构的冲突

程序化作业要求组织成员严格遵守法纪，不越雷池半步，所有的

人事和奖励政策都是按此要求设计的。创新则要求管理组织的动力结

构能鼓励非常规的创造性行为，鼓励组织成员敢于打破陈规陋习，不

畏权威，开拓进取。尤为重要的是，创新必须容忍失败。创新机会不

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下冒出来，只能靠人去发掘。富于创薪

精神的组织之所以能拥有一批创新的闯将，就是因为组织的动力结构

在支持和鼓励创新行为，当他们成功时为其庆贺，失败时给予安慰。

没有鼓励创新的组织动力结构，创新行为只能是偶然的，不可能是持

久的。

(4)对待竞争的两种态度

程序化作业的组织力求避免组织内部竞争可能带来的某种程度

f：的混乱，强调分工协作，按章行事。创新则离不开竞争，需要在组

织内部建立竞争机制，以推动创新工作的广泛开展。管理组织内部的

竞争，存推动创新工作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世界上许多优

秀的企业，如美国的微软、IBM公司，日本的索尼，中国的海尔，他

们之所以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与其在企业内大力推动各种将

来可能成为新产品的新设想之间的竞争，正式地鼓励人们用不同思路

和方法去解决同一问题不无关系。组织内部的竞争尽管有时要付出高

昂的代价，如相互火并、重复开发、机构重叠等，但其在激发组织成

员的责任感和开拓进取精神，促进创新事业的发展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足其他方式难以替代的。

3．2．2创新型企业组织结构的特点

要使企业的管理组织激发和保持创新精神和活力，促使组织成员

彳i断创新，不断开拓新事业、开发新产品，必然要求对管理组织结构



中南大学颁士学位论文 第3章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及运作机制

和组织行为进行相应的创新和调整，以利于充分发挥组织成员的创造

力。工业化进程所形成的管理组织是管理层级式组织，其手要特征是

以严格的纵向和横向分工为基础，强调工作的程序和规范，严格要求

组织成员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分工协作等等。这一切似乎与发挥创

造力所需要的环境条件格格不入。首先，创新需要自主性，严加管柬

的工作环境会扼杀创造力；其次，创新是知识的重组和综合，要求宽

广的知识面和多种技能，专业化分工不仅无助于提高创新的效率，反

而可能制约创造力的发挥：再次，当今的创新应是高速度的创新，需

要以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投放新产品，层级制要求组织活动按程序

进行，决策权限按等级划分，降低了决策和工作的效率，这就必然延

缓创新的速度。因此，需要保持创新活力的组织，其结构和行为都应

与一般企业管理组织。即直线职能制组织为代表的层级制组织有所不

同。创新型组织与一般管理组织比较，应该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

(I)创新工作必须和现有的程序化工作分离，即应单独组织技术开

发、新产品开发等创新活动，尽量使他们在组织结构上，在权责上与

现有的程序化工作发生较少的联系。因为企业现有的运营方式很容易

对创造性的工作构成障碍，一旦涉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冲突对，

管理组织的“正常”反应一般是，先生产后科研，将资源向现有事业

倾斜，全力应付日常危机。这种反应必然容易使创新事业受到损坏，

诱使企业走向老化和衰退。就是说，在同一企业中，创造性活动最好

在结构、业务上都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分离。

(2)从事创新事业的组织必须具有充分的决策自主权。从事程序化

T作的组织，如批量生产的制造企业，协调一致至关重要，它要求整

个乍产过程的各组成要素都应统一行动，因此，各组成要素不能有较

多的决策自主权，以避免出现各行其事的状况。创新工作不同于程序

化工作，它无章可循，每时每刻都可能碰到非程序化决策，因此需要

掌握大量的信息。如果创新组织没有决策权，则很容易使创新人才无

法发挥其创造力，也不利于企业抓住创新的机会。而自主决策往往是

创造力发挥的前提，对个体创造者来说，这不是闯题，但对组织起来

的创造者而言，这经常是一个需要认真关注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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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不能给企业带来眼前的利益，因此，对创造性工作的评价

基准不能是直接收益的多和少。相应，报酬和奖励不能依据常规的分

配方法。对从事程序化工作的人员来说，工作绩效比较容易判断，可

以通过工作效率，运作效益来比较和考核，如运用劳动生产率、固定

资产利润率、投资回报率等指标考核。但是，对从事创新工作的组织

成员来说，其工作绩效往往要到相当长的时问以后才能确切的判断，

就不能简单的只从眼前利益给予结论。不仅如此，对具有创造性的人

员，还应给予充分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不能限制和约束他们的思维、

行为，这就要求改造现有管理组织的动力结构。

(4)创造性工作的管理职权一般应赋予较高层次，甚至直接由组织

的最高层次直接负责，可以不纳入一般管理组织的现有等级体系之

中，这不仅是因为创新关系到组织的未来，意义重大：还因为创新事

业与现有事业比较，其规模、经费、收入等无法比拟，低层级组织一

般不具有可以关照创造性活动的远见，无法予以应有的关注。

3．3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纛立

3．3．1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缀织攮式

科技型企业由于自身的历史原因和特点，面临的研发任务较多，

同时为了企业自身规模实力的扩大，也需要开展许多积极的技术创新

活动，可以通过设立科技事业部这样的机构，对技术创新工作进行全

面的统筹管理。这种独立的机构或部门权利集中，见解独到，有助于

辅助企业最高管理者决策。同时，由于对技术创新，产品开发活动进

行了归类管理，易于使新产品开发工作保持稳定性，避免日常工作的

冲击，使技术创新工作规范化，避免过于受髓机事件豹干预。这样的

组织模式，将会有力的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健康发展。

当然，研发机构若作为企业的职能部门，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协

调作用并不大，甚至还可能加剧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摩擦。事业部型的

研发机构可以避免出现职能部门之间韵摩擦问题，对技术创新工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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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面管理，具有一定的对创新所需各种资源的自主调配权，更有利

于技术创新工作的顺利开展，但同时也会增加企业的投资和非生产性

的组织规模。为了保证技术创新活动的高效、规范和快速，设立这样

的组织模式还是利大于弊的。

3．3．2设立辩技事生部的企囊技术翻蒹体系

企业的技术创新涉及企业技术经济的全过程，实施技术创新是一

项系统工程，它包括从市场调研、科研开发、生产、销售各个环节，

受到诸如决策、资金、管理体系、经营机制等方面的制约，其核心内

容是建立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技术创新工作的目标就是要在企

业形成一种适应市场竞争要求、与企业改革和制度创新相协调、以市

场为导向、以产品为龙头、以效益为中心、以管理为基础，将技术创

新、技术改造、技术引进、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提高、人才培

养、队伍建设、核心竞争力的培育等企业管理的各项工作紧密结合的

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企业技术进步机制。

设立科技事业部的企业创新体系构成如图3．3．2。

如图所示，科技事业部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和组织

管理者，它在企业技术创新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通过对各个课

题组或各个技术创新项目提供各种资源的配置，对创新工作过程实施

全面的管理，促使各课题和项目按要求完成研发任务，产生各项技术

创新成果。在与科技事业部相关的外部关系上，它要与国家社会化创

新支持体系保持密切联系，开展一系列的对夕}交流与合作工作。如产、

学、研结合，借助“外脑”和“外力”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

高：或开展优势互补的对外合作创新。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进程，等

等。企业本身所取得的各项技术创新成果，可以应用于企业自身的运

行和发展当中，即对企业决策层提供辅助决策，对企业经营层按市场

竞争的需要进行研发设计和开展产品、技术的改进研究，对生产运行

部门提供降低成本、工艺改进、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的解决方案；同

时，有的成果也可以通过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等方式向企业外部扩散，

进行社会化推广应用，为企业在技术市场上赢得效益。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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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2企业创新体系的构成

建立这样的技术创新体系，可以通过“里三层、外三层”的策略

和方法来实施技术创新工作。

“里三层”，即企业内部三个前后衔接，相互依存的技术开发层

次：

(1)超前开发层。瞄准本行业的国际国内前沿，研究对本企业

长期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技术问题，这些技术的选择与研究应具有较普

遍的应用前景，一般来说是超前3—5年的新技术、新产品，属于基

础理论和应用基础理论领域。

(2)新产品设计的商品化开发层。这一层次的任务是瞄准具有

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又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的产品所必须解决的重大技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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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问题，将上一层次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符合_[艺性的商品化试制，进

行批量爿i产前的技术物质准备。

(3)新产品规模化生产所需的生产技术开发层。瞄准将成果迅

速实现产业化、商品化的工艺技术、规模化生产所需的生产技术装备

研制、T程设计、技术改造等技术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开发，推动企

业整体技术进步和在引进吸收基础上的二次创新。

“外三层”，即企业与外部科技开发合作的三个层次：

(1)国际合作层。由于当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出现了国际间既联合又竞争的新格局。为了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

距，要充分利用国外先进技术、信息、装备设施等有用的资源，提高

企业的技术素质和技术创新水平，就必须开展国际问的合作。稍具规

模的转制科技企业都有一定的国际合作研究经验，应该尽量发挥这一

优势，积极争取对外合作创新的项目。

(2)国内合作层。主要是采取产、学、研结合的方式，发挥各

方所长，形成优势互补，针对性强，有利于攻克技术难关和以企业为

卡体的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企业可以通过人才培养、信息交流、技

术咨询、委托设计、联合开发、设备仪器荚用、成果转让等方式和掺

股控股、合同化链接、共建合作实体等途径，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

享的机制和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开

发，与市场紧密结合，技术创新的市场目标明确，产品技术含量增长

迅速，商品化速度快，同时企业科技人员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3)横向联合层。开展本企业内部各成员单位间或同行业问、

相关行业问的技术合作，使骨干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外延扩大，以此达

到共同发展的目的。实际上，现代企业面对的市场竞争环境日益复杂

化，企业问既有竞争，又要联合，所谓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已经

成为了一种新的企业经营战略，一个产业的兴起和一个行业的发展进

步不是一个企业的力量就能推动的。

3．3．3科技事业豁与传统的辩研警墟衷麓舔n的区捌

首先是追求的目标小|一。传统的科研管理职能部门是以组织完成

科研坝目任务为目标的，由企业或上级部f J下达课题，通过组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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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研究攻关，成果完成上报后就算完成任务。关心的是成果的获奖情

况，不关心成果的转化和经济效益问题。科技事业部则以满足市场要

求，获取商业利益和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提高管理水平为目标，

关注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率。

其次是组织实施方式不同。一是组织范围不同，原来是以内部组

织为主，不注重与企业外部的合作。科技事业部则注重内外结合，寻

求成功的对外部合作途径，把产、学、研联合起来或进行国际合作交

流作为两个重要的内容来做。原来是纯技术管理职能部门，现在是一

个综合性组织。二是组织规模不同。原来是单层次的，只进行科研开

发或设计，而科技事业部分别服务于企业的投资层(决策中心)、经

营层(利润中心)和生产层(成本中心)，它既是企业决策的辅助机

构，担负着企业高层次产品和市场开发的任务，又是经营层进行研发

设计、产品系列改进、技术改造的部门，同时还是服务于生产，进行

工艺攻关，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的主要部门。

第三是考核者和考核内容不同。原来以专家评价为主，着重考核

项目的完成情况和水平，最关心的是“该项目成果是接近、达到还是

超过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科技事业部则更注重用户(市场)的评价

和认可，着重考核成果的市场实现程度和赢利性。

总之，科技事业都比传统的科研管理部门拥有更丰富、更深厚的

内容。它不再是单纯的技术管理部门，它将根据市场的变化，研究企

业的生产制造、市场营销、规划发展等重要环境的运作。它可以高瞻

远瞩，全面分析行业乃至全球的技术和市场信息，提出中长期生产计

划，对新的投资领域、兼并联合等管理决策提供咨询意见，以利用好

企业的内外部资源，达到对存量资产的调整重组和优化。

3．3．4科技摹生部的五项职能

(1)新产品、新工艺、新装备研发中心。重点从事较为长远的，并

具有市场前景的新产品开发和将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的中间试

验，并以产品为龙头，带动相关技术、工艺、装备和材料的研究开发。

尤其要重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工作，以及已有科技成果的

综合集成和二次开发工作，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主导产品和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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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若是规模大的企业，则更要从事较长远的研发工作，并重视大

型装备的研制。

(2)产品和技术决策咨询中心。对一个企业来说，不但要知道应该

卜什么产品，还要知道不应该上什么产品，或在什么时候停止生产什

么产品。科技事业部要对本行业及相关行业的全球技术信息有较强的

获取能力，科技情报调研能力，还要具有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结合

食业实际情况提出有关建议。供企业经营决策时参考，并参与本企业

发展战略和技术进步规划的制定，以及参与重大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

项目的论证工作。

(3)产学研联合和对外合作交流中心。科技事业部不仅要根据市场

需要来确定开发什么产品，采取何种工艺，需要什么技术，还要根据

具体情况确定如何用最少的投入和最短的周期来获取技术(自主开

发、联合开发或购买)。科技事业部还负责与国内外同行和相关方面

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并与有关高等院校、专业研究院所及国内外同行

建立长期稳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关系，有条件时可与其组成合作创新

组织或战略联盟，共同开发创新。

(4)人才的吸引、凝聚和培训中心。科技事业部较企业的其它部门

有着较好的研究试验和检验检测工作条件，是吸引企业外部科技人才

以各种形式来企业工作的基地。同时，对企业的科技人员也会起到较

强的凝聚作用，也是一个企业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科技人才的基地。整

个企业内部的人才资源均应享有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资格，课题组

(项目组)竞争上岗在整个企业进行，在科技事业部的内部动态流动，

每年有一定比例的技术人员流进或流出，从而提高整个企业科技人员

的综合素质。

(5)技术服务和辐射中心。科技事业部应对企业内其它形式的技术

开发工作提供系统的指导、咨询、评价和服务。对技术创新成果进行

技术经济评估，促进成果在企业内外的推广应用。科技事业部还应对

氽业的销售部门应给予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在新产品的试销、市场开

发战略等方面的支持。另外，生产运行部门的生产线和生产装备改造、

生产技术规范的制定等也应成为其职责范围，为企业的生产经营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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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3．4科技事业部的运作机制

企业技术创新除厂要有健全的组织体系外，还应该形成保证技术

创新活动顺利开展的良好运行机制。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3．4．1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决策机一和f曩体翻

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过程的核心就是一个决

策的过程。可以说，技术创新活动中的每一步都需要进行不同程度、

不同层次的决策，而决策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关系到技术创新活动的成

败。因此，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企业应组建由企业主要领导人担任主席的技术创新委员会，加强

对技术创新工作的领导，负责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指导、检查和监

督，其成员可由研究、生产、销售和财务等部门的人员组成，还可以

聘请企业及高等院校、专业研究院所的有关专家、学者也作为委员会

成员，为决策提供参考咨询意见。从领导体制上保证科研与市场和生

产的有机结合。技术创新委员会负责对科技事业部的研究开发方向，

重大技术问题、重点课题及项目进展情况的评估，经费预算等重大问

题的决策、讨论制定技术创新的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对科技事业

部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价，以及决定对其的奖惩和任免等。

在管理体制上要把科技事业部建成具有一定独立性和自主权的

研发机构，赋予一定的工作职责和管理权限。由企业的主要领导人负

责牵头协调技本创新各个环节之间的衔接，逐步理顺科技事业部与企

业其它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建立正常的运作程序，制定必要的规章

制度，保证各部门之间及时沟通。对重大技术创新项目的实施要建立

定期的联席会议制度，及时协调和提供决策支持，保证技术创新工作

的高效和快速、规范。

3．4．2曩立合理的选麓立项机翩

较大的技术创新项目立项，应有课题建议、可行性分析研究、专

家评议、技术委员会审定四个阶段。为了保证立项的科学性和企业的

创新收益，这四个程序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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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项前应该组织市场销售、生产和研究部门的有关人员进行交

流与合作，共同根据市场需求、经济效益和开发周期等因素来确定立

项的优先顺序和开发计划。立项的过程应该是：首先，由有技术创新

需求的部门向科技事业部提出自己的研发计划或委托课题提案及可

行性的分析报告。然后由科技事业部与这些部门商谈确定课题方案，

对于高水平的超前研究与开发项目，则要在对市场的潜在需求、技术

发展趋势，以及对竞争对手情况和自身优势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征求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后确定，再连同自己提出的研发计划一起提交

技术委员会审定，再由企业作为正式的研发课题或项目进行立项和下

达。

在项目进展过程中，要定期请各方面人员来进行讨论。对于较大

的技术创新项目，在项目进展过程中还要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评

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保证项目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选题立项上，要根据企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需要，考虑形成中、

长、短课题相结合的合理布局，以分清轻熏缓急，合理利用企业的资

源。要将技术开发与投入生产应用紧密衔接，科技事业部或企业内其

它技术开发组织在选题安排上要通盘考虑，技术开发和技术攻关、技

术改造、基本建设等，这些企业的技术工作都要纳入企业的发展规划

中，以便在技术创新与创新成果的转化上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让企

业真正从技术创新中获益和促进企业技术进步。
3．4．3 t立矗效的项目蕾理枧艇

针对当今的产品所需技术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泛的特点，科技事业

部应把不同的专业技术人员组合起来开发同一产品或技术，并加强横

向的交流与合作，在项目的开发阶段就要考虑工艺、装备和生产的条

件。可以采取合理的课题组织形式，跨部门组织课题组，如焉取矩阵

结构，并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矩阵结构(横向项目组)的优点就是

能加强横向的交流与合作。许多企业这样做，是为了实现研究开发的

高效化和快速化。具体做法是，抽调各相关部门和专业系统的优秀人

才，形成优势互补的合理知识结构、技能结构和经验结构的最佳组合，

按照研发计划安排进行技术攻关，开发同一产品和技术。一般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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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的不同阶段，项目组成员甚至项目经理都要根据需要予以调整。

前期，项目组主要以研究、设计人员为主，随着项目的进展。工程和

生产方面人员应逐渐增加。由于这种组织方式汇聚了各方面的优秀人

才，实际上起到了多功能小组的作用。实践证明，这种优势集中、灵

活机动的研究组织，研究开发水平高，成功率高，而且节省人员编制

和费用。由于项目组人员来自部门，各方信息汇集在课题组，使信息

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这种横向项目组的组建，也促进了各系统、各部

门在技术创新上的协调和配合。

图3 4．3矩阵结构组织模式示意图

3．4．4建立项目全过穗f理的曩化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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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定期对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期

中评估，并根据评估的结果采取不同的调控措施，随时进行校正，以

实现对技术创新活动全过程的管理。例如可以每季度(或定期)进行

网络节点考核，兑现一定比例的项目奖金及处罚。一是自我校正，对

于存在问题不大的项目，由项目组自己采取措旌；二是针对性校正，

对于存在问题较为重要，非项目组自身能够解决的，由有关部门与项

目组共同采取针对性措施；三是强制性校正，对于问题严重的，就采

取停止项目或换人等强制措施。但要非常注意将对人的评价和对项目

的评价分开，可能有的项目本身没有进行的必要，但项目组人员的工

作很好，那么在决定停止项目的同时，对人要表扬。另外的情况也可

能是项目很好，但课题组成员的工作不理想，那么就要对项目继续支

持，但对人员要进行调整。通过加强对项目全过程的管理，可以及时

改进项目工作中的不足，避免资源浪费和工作结果偏离预期目标，使

技术创新工作沿着预定的正确轨道早出成果、快出成果。

3．4．5 ill立有效的蠢■机一

科技事业部的任务主要是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从事

中、长期重大课题的研究和对关键的新技术、新产品进行开发。其承

担的研发项目具有不同程度的难度并富有开创性、超前性和风险性。

其1=作的成效关系到企业未来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企业能否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拥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科技事业部的工作

需要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人员，他们要能发扬艰苦创业的实干精神和

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企业就必须要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将科技事

业部建成高效、进取、团结协作、不断创出新成果的企业科研园地。

当前企业内部的激励措施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工资与岗位挂

钩，建立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并根据业绩给予记功、嘉

奖、提职、提级等奖励。二是项目承包制，根据项目的完成情况及经

费情况，给予奖励。三是根据成果获得效益的情况，给予提成，如从

销售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奖励有贡献的技术人员等。这些都是实践证

明行之有效的激励措施。但对于第三种的方法尚需进一步完善，因为

食业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创新项目具有超前性和风险性，即便是“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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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项日，能否赚钱，也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有关，而不仅取决

于成果本身。

对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的问题，本文还将在下文里作进一步的阐

述。

3．4．6 t立加蔼对外交流的合作机翻

科技事业部与企业内、外部其他机构之间要形成信息、人才、技

术、成果相互交流的良性机制，建立固定的信息情报渠道，积极开展

专利情报的收集、引进和专利申报工作，为研发工作提供良好的服务。

只有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才能避免传统科研“闭门造车”的弊端，

才能及时获取必要的科技情报信息和市场信息，跟踪国际国内的先进

水平，加强技术创新工作的针对性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同时也使技

术创新工作能够借助“外力”，缩短创新周期，降低创新成本，少走

弯路，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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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

现代企业就如同正在爬坡的汽车一样，“不创新，就死亡”。企业

家是汽车驾驶员，是技术创新的核心。科技进步与市场需求是企业技

术创新的推动力。各种激励机制是技术创新的加油系统。政府为企业

营造创新的环境。而道路上的各种阻碍则象是创新的风险。

技术创新的激励是技术创新活动启动、开展、强化的力量源泉，

创新速度的快慢、创新规模的大小主要由激励机制提供的动力大小所

决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条件下，应该建立起由产权激励、市场

激励、政府激励与企业激励共同构成的激励系统和激励机制，以促使

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其中，产权激励通过确定创新者与创新成果的

所有权关系来推动技术创新；市场激励通过市场力量来推动技术创

新；政府激励通过政策或行政手段来支持技术创新；企业激励是企业

技术创新的一种内在激励；它们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技术创新激励机

制与激励系统。

4．1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激鞠的现状分析

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有四大要素：产权激励、市场激励、政府激

励和企业激励。这四大要素相互作用，由它们所组成的激励系统从根

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

按照这四大要素来分析我国的科技型企业，总的来说，在传统体

制下，科技与经济的脱节严重，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较低，设备仪器

陈旧老化，缺乏有竞争力的产品和规模化生产的能力。就当前现状来

讲，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4．1．1产权激励机制不完善

产权激励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① 国有性质使企业产权关系不明确导致企业缺乏技术创新

压力与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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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数转制而来的科技型企业主要的产权形式是国有产权，

变化的只是经营权。国有产权是一种抽象的形式，从隶属关系而论，

下一级单位总是上一级单位的代理人，而上二一级单位总是下一级单位

的委托人，代表国家行使产权的是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具体做出

行为的国家行政管理官员，由于他们只是代理人，加之所管理部门的

资产损益与他们的利益无关或关系很小，这使他们对管理部门的绩效

和对部门成员的监督并不关心。而国家选拔代理人，主要是衡量政治

条件，这就使这些代理人的行为偏离了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企业目标而

注重的是如何与上级搞好关系。一般而言，上一级单位，作为委托人，

很难对作为代理人的．F一级单位和经营者实行有效监督，这使下属部

门在经济业绩上普遍存在欺上瞒下的行为。

国有性质的企业职工，名义上是企业的主人，但实际上是“人人

都是主人，人人又都不是主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全民，全民所

有制导致了所有者的空位，实际上是“全民所有，谁也没有”。代理

人和职工不关心企业资产的增值和企业的发展，公有财产成为无人关

心的财产。既然企业产权与任何人都没有明确的关系，谁又会去关心

企业资产的增值和能使企业价值增加的技术创新昵?

产权是一种经济性的激励机制，当然是最容易实现，而且是有效

的激励手段，但它并非是唯一的激励手段。我国的传统体制不但不强

调产权激励、经济激励、而且还对物质激励给予批判，自然就要强调

其他激励，而这主要是政治激励，如强调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

的一致性，用政治荣誉代替经济利益。由于这种激励有悖于人的经济

理性，使这种激励除对少数人有作用外，对大多数人几乎没有作用。

②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削弱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动机。

技术创新在空间上表现为一个系统，在时间上则是一个过程。它

是科学技术从发明构思一一研究开发一一批量生产(设计、产品化)

一一商业化生产的系统在时空条件下的连续发展过程。在这全过程

中，知识产权制度(尤其是专利制度)的激励和驱动作用是非常重要

的。它能贯穿于技术创新过程的每一步，自始至终起到推动创新，为

创新保驾护航的作用。技术创新的主要内容是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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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项创新的技术能受到法律保护，成为专利技术，这将会增强企

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信心和决心。因为对投资者和开发创新者来

说，辛辛苦苦开发出来的新产品、新工艺，成熟后进入市场，决不会

愿意看到一家开发、大家受益的局面，他们需要获得知识产权。

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重视知识产权的问题，并制定了<专

利法》等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但由于我国技术创新和专

利制度等工作起步较晚，企业的专利意识和专利战略意识淡薄，所以

科技成果未能很好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加之目前规范技术

市场的法律法规还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有法规的执法力度也还很

不够，从而导致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挫伤了创新者的积极性，削弱

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动机。

4．1．2市场激励不完瞢

技术创新的市场激励机制不完善包括两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

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和“等、靠、要”陈旧观念的影响，

企业未能完全摆脱对政府的依赖。经营自主权不能完全落实，经营责

任感不强：另一方面是，企业的国有产权实际上处于凝固状态，难以

通过市场进行流动，使市场对企业的调节和监督功能大大弱化。这两

方面的原因都使企业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面对市场的竞争主体，使企

业缺乏进行技术创新的压力与动机，市场没有真正起到激励技术创新

的作用。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许多产品。特别是上游产品

长期供不应求，形成卖方市场，生产这些短缺产品的企业总觉得当时

产品产量的压力远远大于技术进步的压力。应当说，供给能力不足的

企业或产业应该依靠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大供给量。同时，

应当鼓励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长线产品生产企业转向生产一些短线

产品。然而，恰恰是短线产品企业受国家计划控制力度大，产品价格

偏低，刚性很强，技术创新周期性耗资大。因此，这些企业感受不到

市场的压力，其技术创新又不易在短期内收效，从而导致这类企业不

关心技术创新。另一方面，随着部门保护和地方保护倾向的加剧，一

些长线产品也在“保护”中生存和发展，很少感到市场的压力，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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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业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找材料、寻优惠、要政策上，从而造成低效

益水平上的重复建设或重复生产，而且生产的规模效益也不商。这就

产生了一种怪现象，“人人都在搞，谁都搞不好”。可以说，地方保护

主义和非市场交换(权力交换，关系交换)必然造成这类企业缺乏技

术创新的压力。

4．1．3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不足

企业自身创新能力不足主要有两点原因：

①由于原来的科研院所主要使用国家下拨的事业经费从事国家

安排的科研工作，自身几乎没有资本积累。在产业化过程中又盲目上

项目、铺摊子、造成负债包袱过重，加之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资金实

力不足，风险承担能力差，产业基础薄弱，经营管理人才缺乏，这必

然导致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妨碍了创新活动的进行。

②长期以来，我国科研机构、技术开发机构与生产企业之间的脱

节现象比较严重，创新者游离于生产部门之外，使创新成为外生的东

西，一方面，科研机构和技术开发单位不了解生产企业与市场需求，

只根据自身的兴趣，上级的计划来完成科研任务。这种科研成果往往

因脱离市场或不能大规模生产而束之高阁。另一方面，企业的技术需

求反映给上级单位，再由上级单位反映给科研部门，这种信息传递必

然造成信息失真，效率不高。这种传统的创新体制，既阻碍了人才、

技术与资金的有机结合，又阻碍了科研、开发、应用等一系列技术创

新环节的有机结合，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妨碍了其技术创新活动的实现。

4．1．4政府对技术饲萧的支持不力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虽然意识到了科技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

用，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的战略思想，采取了包括

增加科技投入，制定科技与产业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科技事业

发展，但从总体上看，当前政府对科技发展、技术创新的支持还是很

不够的：

①政府对科技发展的投入极为有限，财政支出中对科学研究与技

改投资所占比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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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科技政策指导思想发生失误，fi+面注重高精尖技术的研究开

发，面对实际生产过程中急需的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及推广应用支持

不足，从而实际上阻碍了技术创新的进程(因为技术创新的关键是新

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

4．2技术创新的产权激励

产权激励是技术创新最基本的激励手段。运用产权激励企业的技

术创新，需要从企业的利、能、权、责角度，对企业的产权进行特定

安fl}，因而建立了包含利益、能力、权力、责任四个模块的产权激励

模式。

4．2．1利益激励

以经济手段来激发人们产生动力，这是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一种

激励。它通过对人内心中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来刺激人们产生行为

动机。利益激励的方法主要是实施与创新活动相联系的工资、福利、

奖金等制度。例如：将个人利益与创新收益相挂钩，将个人利益与个

人的创新能力及个人对创新的贡献相挂钩。

4．2．2能力激励

以提高能力和促进能力的发挥为激励手段。能力是现代社会人们

赖以生存的资本之一，能力的提高意味着生存本领的增强。能力的有

效发挥，既可以给人带来物质利益，也可以使人在与别人的竞争中获

得信心、满足和尊重。能力激励的方法主要是提供能够培养和提高能

力，以及发挥能力的压力和机会，如培训、按能力付酬、公平竞争等。

4．2．3权力激励

指赋予或承认人们在职责范围内支配和指挥的权力。权力一般能

使人赢得某种地位和尊重，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权力也常与能

力连在一起，能保障或促使人们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权力

还常与物质利益连在一起，在权力范围内，掌握权力的人对物质的支

配占有优势。经济学家的选择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追求不仅仅是财富

的最大化，而是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这种效用函数中所包含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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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仅仅是收入，还有声望、地位、健康、快乐、友爱、良好的人际关

系等，他在面对各种可能的选择时，将选择他认为较好的一个，而不

是较差的一个。因此，权力是人们的追求对象之一。权力激励的方法

主要是制订各种与权力相关联的制度，如保障企业自主经营的制度、

自由投资制度、专利权制度等。

4．2．4责任激励

以责任分担为激励手段。责任是个人对他人，对企业整体、对社

会应尽的义务，包括对工作的承担和失败后损失的承担。企业技术创

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复杂的工作需要众多的主体共同承担。合理的责

任分担，既可以使人们在心理上有公平感，更可以促使他们更好地履

行职责，减少创新失败的风险。因此，赞任激励是技术创新中应具有

的激励手段之一。责任激励的方法是制订合理的责任制度、考核制度

和进行责任感教育等。

4．3技术创新的市场激励

4．3．1市场的t露作用

市场形成了对技术创新进行自发组织的机制，这说明了为什么市

场经济国家在技术创新能力上要强于其它国家。西方工业国家，主要

以产权和市场机制作为激励技术创新的手段。

市场与产权一样，是一个实旌费用低、效率高的激励制度。人们

一般认为，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体系发挥着提供信息、经济激励和决定

收入分配三大功能。市场最大的功能，在于能自发地培育创新，既市

场过程是一个对技术创新进行自发组织的过程。这一思想，可以追溯

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认为，市场机制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

发挥着如下功能：生产有市场价值的物品，从而满足他人需要这一活

动本身，间接地使生产者自己获得价值。

①进入市场本身便是创新

市场是一种制度，由市场交换规则及对违反规则的惩罚所构成。

市场参与者，在市场交换规则的约束内，可自由寻找生产方式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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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但这种自由是有限度的，若想进入市场，或者模仿他人创新制

造市场上仍短缺的产t钴，或者更重要的是，自己开发具有很大潜在交

换价值的产品，这两者都离不开了解消费者需求、学习和创新。正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本身是一个创新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过

程”。

②市场可部分消除创新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技术创新的内在属性，因而也是制约创新的一大因

素。在计划经济国家中，政府常常选择一个企业或科研单位进行专项

开发研究。这种做法的优点似乎在于减少重复性创新，但却会造成创

新单位无竞争压力。而且，若此单位创新不成功，便会使创新时间大

大推迟。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允许多个企业为某一个新产品进

行竞争性的研究开发，这与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是

一样的。这样傲，表面上看，会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因为数家企业

同时进行创新，但实际结果是效率更高。因为数家企业同时进行一项

技术创新，一方面有助于尽快找到创新的捷径；另一方匿又会形成一

个竞争性环境。这种目的在于争夺创新优先权的竞争将大大提高创新

的效率。

③市场能自动地使企业、个人甘冒创新风险

创新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创新不一定都能成功，一旦失败，

便会带来巨大的损失。许多企业常常因为创新有风险而宁愿因循守

旧，不敢创新。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也有巨大的吸引力，若创

新成功，会因此获得巨大收益。正是这种对收益的期望，使许多企业

和个人积极地进行创新，正象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④市场能正确引导创新

消费者需求的变化，通常是从市场价格反映出来．而创新往往在

这样的方向上进行：节省那些价值变得相对昂贵的生产要素，即市场

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创新。也就是说，市场把创新成功与否的裁决权交

给消费者，这既达到使创新服务于消费的目的，又达到由市场引导创

新的11的。

⑤市场通过竞争给企业以创新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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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鞭策着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创新能力低下，会被市

场淘汰。美国王安电脑公司的破产，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相比之下，

我国传统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也许在市场竞争方面没有活力，但也不会

轻易破产，企业被国家保护起来，所以毫无创新压力。

⑥市场能自发地培育企业家

熊彼特所指的企业家，应该是创新的组织者。在市场机制下，经

过优胜劣汰的选择，一些有才能的企业家会脱颖而出。而计划经济却

做不到这些，只会滋长官僚主义思想，而不能培育出企业家。

鉴于上述六点认识，可以认为市场竞争是市场进行创新的自组织

行为的前提，市场过程是一个对技术创新进行自组织的过程。

另外，熊彼特提出垄断有助于创新的含义，也许可以这样理解：

一是指已经获得垄断地位的企业为保持其垄断地位，防止竞争对手的

模仿与创新削弱其优势，就会更愿意创新，而且也有创新的优势和实

力：二是指竞争性的企业都企望通过创新而获得超额垄断利润，但这

一垄断地位，会随着其他企业的模仿和进入市场而逐渐消失，形成新

一轮为争夺垄断地位而进行的竞争。这就是动态竞争一一从竞争走向

垄断，义从垄断走向竞争。通过这样理解，可以肯定两点：一是如果

企业不能够从创新中获得垄断的超额利润，对一个理性的企业而言，

创新会毫无意义。二是任何垄断都是相对的，都面临着竞争的威胁，

因为所有的产品都有被替代的可能性，竞争是绝对的。市场结构会因

创新而变更，但市场对创新的自组织功能不会因此而减弱。另外，还

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创新成果的非独占性对市场自组织行为的

影响。虽然有专利制度给创新者一定补偿，但终究是不充分的。企业

应该建立一流的销售和服务，这在抵制他人模仿对创新者的侵扰上比

专利更为有效。这正好说明，市场自身能给创新者提供某种自然保护，

为创新提供持续动力。而市场经济国家技术进步快的秘诀也就在于

此。

4．3．2不断创新，掌曩竟争主动权的英特尔公司(案例六)

当今世界，竞争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的主旋律。对现

代企业而言，无论它现有的经营规模如何庞大，无论其现有的技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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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多好，技术水平多高，也无论其以技术为支撑的竞争优势有多明显，

都不能保证其现有竞争地位的一劳永逸，都会有被其他企业超越的可

能。因此，企业要在竞争中生存发展，就必须以竞争的压力为动力，

依靠创新来，谋求生存和发展。如果因安子现状而忽视创新，哪怕只

是放慢创新的步伐，都极有可能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惟有顺应市场需

求的推动，并勇于面对竞争，在巨大的竞争压力驱使下坚持不懈地创

新，企业才能赢得持久的竞争优势，才能谋求长久不衰的发展。英特

尔公司的创新历程向我们充分展示了这一市场规律的现实存在。

英特尔公司成立于1968年，在其成立后的10年中，英特尔研制

出，一代又一代的新型存储器。每一代产品的推出，都伴随着较重大

的技术突破，这些在创业阶段取得的创新成果，为英特尔以后的发展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随之而来的是许多竞争对手的涌入，来自国内

外有实力的知名大企业的介入，对英特尔构成了极大的竞争压力和市

场威胁。面对竞争，英特尔公司成功地将压力变为动力，80年代后，

他们冷静地分析了电脑业的发展趋势，英明地预测到徽处理器的广阔

市场空间，断然决定退出存储器市场，而集中力量，进军微处理器市

场。尽管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市场需求的巨大吸引力导致徽处理器

『fj_场仍是强手云集，苹果电脑、摩托罗拉等具有相当实力的竞争对手

在产品创新方面也是各出奇招。在这一市场背景下，英特尔公司再次

卓越地表现了它面对竞争主动创新的优秀传统，相继提出了开发兼容

性微处理器和取代16位元286电脑的32位元386电脑芯片等策略。

这些重大的技术创新活动，完全突破了大型电脑公司的专用系统、垄

断经营的产业局限，而将个人电脑产业带入到了彼此兼容、自由竞争

的新电脑产业时代。紧接着，1989年，他们推出了486电脑芯片，

1993年推出著名的586petitim处理器，英特尔公司用一代比一代更

好、更快的产品创新和相应的生产工艺创新，为个人电脑的发展开辟

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问。英特尔的创新之路，揭示了创新之于现代企业

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市场竞争给予企业的不仅是生存压力，更是

一种通过创新谋求更大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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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技术创新的政府激励

4．4．1市场激励的缺陷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市场激励应该是技术剖新的主要激励方式，

市场激励技术创新方面具有自我组织、自我加强的作用，但市场并不

是万能的，它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功能性缺陷，具体表现在：

①市场如同一根大棒，用竞争等强硬手段胁迫人们创新；市场又

如一根胡萝h、用高效益引诱人们去冒风险创新。这虽然有助于创新

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竞争性的资源浪费。

②市场激励使技术创新主体更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很少顾及社

会利益，从而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③由于市场信息效率的问题和不同技术创新预期利润率的差别，

市场需求的诱导作用是有条件的，也是有限的，并不能完全实现创新

成果的供求一致。

④市场并不能自己创造有利于创新的外部环境，如一些有关创新

的法律、税收政策等问题。

市场在激励技术创新上的局限性要求政府在创新中发挥作用，更

为重要的是，任何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创新，不但推动着本企业或产业

的发展，也会给其它产业的发展以强有力的推动，对一些有重大经济

意义的创新尤其如此。比如电子信息产业的革命，几乎对所有产业都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从长远来看，任何创新的社会效益都大于

创新的私人收益，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旌，努力创造一个鼓励技

术创新的环境。

4．4．2政府文尉的政簟播麓

由于技术创新是一项具有很高的外部经济性的活动，而且市场又

很难使创新活动处于社会需求的最优水平，所以，技术创新需要国家

政策的支持，同时更需要建立健全国家的创新政策体系。

①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和普及人们的知识水平，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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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技术创新的前提。没有知识，就不能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从而也就

没有创新的能力。所以，教育是提高一国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手段。

②科技发展战略。当今世界各国莫不注重自己的技术实力，政府

组织人力、物力对某些领域进行强化性的技术创新活动，可起到以点

带面、提高本国技术水平的作用。

③科技政策。教育决定一国的科技水平，而科技水平则直接决定

r～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故各国莫不通过制定科技政策以推动技术创

新。

④资金。资金短缺是技术创新的一大障碍，尤其是在创新的前期。

为此，各国政府都有各种研发活动的税收优惠和针对新产品的税收优

惠措施，鼓励开设各种风险投资银行，制定政策培育和完善资本市场，

改善投融资体制，等等。

表4．1国家各项政镱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的重要性程度

(最高为5分)

技术开发优惠贷款 3．47

奖励创新有功人员 2．9

提取技术开发基金 2．8
动力型政策

新产品减免税 2．7

直接资助 2．2

自主定价 1．9

科技政策引导 2．6
} 引导型政策

产业政策引导 2．5

保护型政策 关税保护 1．3

诸如此类的政策措施很多，如政府资助、政府购买、政府导向、

合作创新等等，还有针对发明创造的各种奖励制度。总之，政府在创

新中，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是当今经济界的热门话题。

有研究表明，在所有的政策措施中，动力型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

的激励作用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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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技术创新的企业激励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吝体，也是技术创新实现的基本单位。政府行

为、市场制度以及产权关系的明确化，只是从外部激励企业创新的重

要手段，与此同时，企业内部对创新的激励也是十分重要的。

4．5．1产权激励的闷接化

私有产权在创新激励上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制度，那么，私营企

业应该是当今最流行的生产单位，而且是技术创新的主要部门。但事

实并非如此。进入20世纪以来，比如在美国，虽然纯私有产权的企

业，数最上占全部企业的85％，但在产值上却正好相反，以股份公司

为}==体的大企业在产值上约占全部企业的85％。此外，现实还告诉我

们，迄今为止，大多数重大的技术创新仍出自于大企业。股份公司为

什么能如此发展壮大，且在技术创新中扮演如此重大的作用呢?原因

是，私有产权企业虽然有强大的创新动力，但因规模小，责任无限，

资金少和企业寿命受所有者个人的限制，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有限

的，这如同说心有余而力不足。而股份有限公司虽然在产权激励上有

弱化的现象，但其创新能力却大大提高了。这表现在：一股份制能大

规模地聚集创新所需的资本；二股份制的规模提高了企业的创新风险

承受能力：三有限责任避免了因创新风险出现的创新投资不足。此外，

为使经理层按照股东的利益不断创新，西方企业建立起相应的约束措

施：一股东选出的董事和股东大会对经理层进行内部监督；二通过股

票买卖对企业经营形成外部约束；三给经理们一定的股份，以增加

经理的资产关切度，也即从产权出发给予激励。

股份制企业较之纯私有企业，与其说是产权激励的强化，不如说

是产权激励的间接化。这种源于产权关系而产生的激励力量使产权成

为最基本的激励手段。从产权出发对人们的创新激励，既可以是直接

的，也可以是问接的。因此，一种有效的、有利于创新的企业制度，

就在于既能发挥产权关系所产生的巨大激励力量，又能使企业具有强

大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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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研发工作的企业内部化

虽然大公司一般都有许多一流的发明家，但创新体制正逐渐从独

立的发明制度走向使研发工作企业内部化，从而引出一些新的激励问

题，原因如下：

①独立的发明者不一定具备将发明产业化的才能，发明家不一定

是企业家；

②独立的发明家很难筹措到发明所需的资金：

③独立的发明家可能缺少应有的开发实验条件和技术信息交流；

④从发明到市场化，要经过许多阶段，时间也很长，发明家本身

很难具备如此大的力量。

由于上述原因，研发工作企业内部化是有一定必然性的。在大公

一j内，创新的激励是关系到企业兴亡的关键。因为在大企业的研发部

门中，创新发明者按照决策者的计划部署，利用企业的开发试验及扩

试条件，拿着企业支付的报酬，为企业进行创新发明活动。发明者成

为一种雇佣者，或者出卖劳动者，他们不再对创新成果享有所有权。

此外，当今的创新活动，大多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许多人在系统管

理下的劳动成果。因此，如何用产权或非产权的手段激励人们创新的

积极性，确实关系到企业的兴衰。这里，奖励、荣誉、提升、加薪、

给予股份等都是被广泛采用过的手段。

案例七：充分发挥创新主体激励作用的“三九集团”

三九集团在立业之初就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建立起了法人负责

制，实现了真正的政企分开和自主经营，这是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

体的制度保证，制度创新使“三九”成为市场经济中真正有活力的企

qp。

作为真正的创新投资主体，企业的领导者可以自主地根据市场需

求来进行创新项目的选择和投资并承担风险。如在建厂之初，在确定

企业的主导产品上，总经理赵新先根据药品市场“回归自然”的变化

趋势，以及我国有丰富的中药材资源等环境优势，果断的选择了“三

九胃泰”作为首选产品，进行研究开发并成功地投放到市场。而后，

为_『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取得良好的产品创新收益，他们又对生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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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进行r创新、设计、开发了具有较高现代化水平的产品生产流水线，

为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值效益的迅速增加提供了良好的设备基

础。

三九集团同时又是研究开发的主体，它之所以能不断向市场推出

有竞争力的产品，并走出一条“高科技、高效益、高质量、低成本”

的成功之路，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它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拥有自

己的研发机构，如三九医药的研究院，广东省基因工程药物开发中心，

国家级博士后流动工作站，等等，健全的机构设置和高水平的人才配

备，使三九集团建立起了一个企业自主的技术创新的体系。依靠这一

强有力的创新体系，三九集团在引进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开发出了许多

新产品，并自主开发出了各种国家级新药、中成药和生物工程药品，

其研究开发水平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作为研发主体，企业不仅在“生

产一代、开发～代、研究一代”的持续创新过程中不断发展，而且也

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医药界科技成果实现商品化、市场化的主要基

地。

此外，三九集团还是真正的创新利益分配主体，拥有自主分配权。

持续创新为企业发展带来了滚滚财源，截至1995年12月31日，三

九集团的总资产已达54．28亿元，净资产25．27亿元，无形资产34．17

亿元，三九集团的核心企业一一南方制药厂，也成为当之无愧的“中

医药之王”，这一称号还是1991年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授予的。

企业的发展与壮大，不仅需要资金的投入，更需要全体员工的全力

的投入。因此，作为创造这些财富的主体一一企业员工也应参与对其

所创造收入的分配。他们推出了I：18的分配制度，让员工在智力、

技能水平上的差异以及在贡献上的差异，从分配收入上得到反映。这

一分配制度的实行，不仅消除了公私兼顾的隐性开支，节约了大量经

费，而且为形成若干的“四能动态调节机制”奠定了基础。所谓四能

动态是指“干部能上能下，机构能立能拆、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高

能低”。这一机制构成了三九集团的动力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对三

九集团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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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企业内部的各项激嗣措麓 。

(1)制定明确的组织目标，营造团结进取的创新氛围

科技事业部是企业为适应竞争的需要而成立的相对独立的研发

机构，它肩负着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提高企业技术素质，提供企业发

展的技术支撑，研发下一代产品和技术，增强企业技术储备等等的重

任，因此它必须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并通过各种宣传和组织措施，让

科技人员了解、认同并分享这种目标，使其个人的目标与部门的目标

和战略相容。同时也要注意企业创新文化的建设，着重培养科技人员

的创新开拓精神、敬业精神、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要强

调珍惜人才、重视技术的观念，使科技事业部成为充满魅力的、使人

进去就不想出来的创新基地，创造良好、务实的工作环境，激励科技

人员奋发进取。

(2)制定周全的培训制度并保证实施经费

为了不断提高科技人员的开发创造能力，应该为他们创造不断学

爿和交流的机会。通过学习与交流，一方面提高科技人员的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能，另一方面是可以加快知识更新，开阔思路和视野，增长

见识，触发科研开发的灵感。可采用培训、进修、客座研究和访问、

考察、参加学术会议、定期专业学习、外派留学．等等许多方法，达

到培训科技人员的目的，不断提高他们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

(3)制定必要的奖励和约束制度

企业对科技人员的奖励可分为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两方面。在市

场经济体制下，物质奖励总是占主导地位的，物质财富的多少也成为

衡量成功的尺度。精神奖励建立在物质需要已经基本满足的基础上，

也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把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可以发挥出最

大的激励效应。对企业来说，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特点，不同情况制

定奖励制度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可以采用大会宣传、新闻报道、图片

展览、记功、发嘉奖令和成果证书、提职提级、改善住房条件和其它

福利待遇、特别休假、免费旅游疗养、提供学习进修培训机会、发给

奖金和股票、成果效益提成，等等方式，来满足科技人员的精神需要

和物质愿望，促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热情高涨地投身到技术创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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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中轰，多出成暴、侠＆戒架、氆惠水半粒蠢实耀价德鹣戏栗。

在约采铡度方蟊，主要是应建立拨寒裂掰黥基标责任制移课憨

￡琰强)岗位蠢镊测，建立以驳照遂稳、蝗务能力、刨额工作寅续为

}豹科学的评{砉体系瓤考核指标，并坚持瓣剑获活动进行公正、公乎、

公开麴考核。慰醭发经费豹各项开支实孬财务篮餐铡度，热强监督检

捷。还埘以建立人员流动割度，怼长期寒憩取褥铡裁成果的人员傺出

媳应的工终巍位调整。让那些自认为蚕适仑做科研嚣发正传的人流出

塞，月时吸收蠢开发创裁缝力的人才来加强研发创薪工作，使科技智

力资源褥到合理的分配秘使用。

4。5．4建蛾寮是拽术创麓主体触撼心

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企业容是实现生产夔素重新缀合的

人”，企业管理者如采不愿进行创新，企业将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生存。企业家菌先是企业经截者，主要执行技术创新豹决娥职能，

．}要承担技术创新的决策风险，丽企业的其他领导人执行计划、组织、

控制诸职能。决策在管理活幼中居酋要地位，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决

定着管理工作的成功与失败。因此，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具有决定性

的作用，是技术创新主体的核心。企业从事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起

着重要作用。在一些大企业中，这种企业家精神已交得越来越弱。因

为大企业发展副一定规模，继续发展的机会少了，困难加大了，对于

大多数领导者来说，维持日常运行，保持适当的增长，已成为主要的

关注所在，追求快速发展已不再是主要的目标。创新本身就是～种创

造住的“破坏”，这种“破坏”对夭企韭的影响比小企业要大得多，

企渡领导入常常会有牵一发而动全局之感，因此决策过程交得十分谨

慎。这种众监家精神的减弱，题影响天企监技术街新的关键所在。

三九集团的成功要素中，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有赵新先这样

～个优秀静企涩家，继不仅其育一定瓣医药专韭稚诞背景，还矮有敏

锐酶市场分析力帮判断力，在发现市场梳会时又有魄力带领大家～起

去糠住这一橇会发展壮大企鼗。在企簸的潮度创新和箍术箭新中，健

撬怒雹《新潘动静穰导者，又跫壤织者、实筏者。实际主，许多中矫知

名懿成功众鼗，蘩海尔、索尼、英特尔等等，都莫不是鲡魏。在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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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去，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商水平和有实用价值的成果。

在约束制度方面，主要是应建立技术创新的目标责任制和课题

(项目)岗位责任制，建立以职业道德、业务能力、创新工作实绩为

卜的科学的评估体系和考核指标，并坚持对创新活动进行公正、公平、

公开的考核。对研发经费的各项开支实行财务监督制度，加强监督检

查。还可以建立人员流动制度，对长期未能取得创新成果的人员作出

相应的工作岗位调整。让那些自认为不适合做科研开发工作的人流出

去，同时吸收有开发创新能力的人才来加强研发创新工作，使科技智

力资源得到合理的分配和使用。

4．5．4企业索是技术创新主体的棱心

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企业家是实现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

人”，企业管理者如果不愿进行创新，企业将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生存。企业家首先是企业经营者，主要执行技术创新的决策职能，

．}要承担技术创新的决策风险，而企业的其他领导人执行计划、组织、

控制诸职能。决策在管理活动中居首要地位，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决

定着管理工作的成功与失败。因此，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具有决定性

的作用，是技术创新主体的核心。企业从事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起

着重要作用。在一些大企业中，这种企业家精神已变得越来越弱。因

为大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继续发展的机会少了，困难加大了，对于

大多数领导者来说，维持日常运行，保持适当的增长，已成为主要的

关注所在，追求快速发展已不再是主要的目标。创新本身就是一种创

造性的“破坏”，这种“破坏”对大企业的影响比小企业要大得多，

企业领导人常常会有牵一发而动全局之感，因此决策过程变得十分谨

慎。这种企业家精神的减弱，是影响大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所在。

三九集团的成功要素中，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有赵新先这样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他不仅具有一定的医药专业知识背景，还具有敏

锐的市场分析力和判断力，在发现市场机会时又有魄力带领大家一起

去抓住这一机会发展壮大企业。在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中，他

既是创新活动的倡导者，又是组织者、实践者。实际上，许多中外知

名的成功企业，如海尔、索尼、英特尔等等，都莫不是如此。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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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求发展的过程中，市场、政府给‘哥r它们外在的动力机制，而

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有～个具有优秀素质和强烈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企

业家的创新精神越强，企业就越会积极地去寻找创新的机会，并主动

地进行创新活动，变市场需求、市场竞争和政策激励等外部动力的推

动下的“要你创新”为“我要创新”。这种创新的主动性不仅体现在

创新时间上的领先，而且还会给企业带来创新成果上的领先，从而为

企业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竞争优势。而这种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企业，

才足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石。

当然，要激励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企业的一些激励措旌也是必不

可少的，如奖励、荣誉、提升、给予股份等等，此外还有实行经营管

理者收入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开展优秀企业家评比、表彰、奖励活

动，实行年薪制、利润分享、配股分红，建立企业家市场等等政府和

社会行为，也可以鼓励和培养企业管理者敢于决策、勇于承担风险的

胆识和魄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其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使企业

家真正地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4．6创新文化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摄本动力

4．6．1企业创新文化的内窖

企业创新文化是企业文化中的一个特殊分支，它是企业为了适应

新的竞争形势而形成的关于创新活动的一系列知识内容、意识形态和

文化氛围。与企业文化的构成相类似，企业创新文化也是由不同的层

次内容构成，包括企业创新文化核心、创新文化的思想基础、创新的

规范与准则文化、创新的系统结构和决策文化。

创新文化核心是企业创新文化的灵魂，是企业经营人员对创新价

值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它是企业创新文化中最本质的内容，只有切实

树盘现代创新意识和观念，企业才能形成与当今国际经济竞争形势相

适应或相对超前的创新机制。

创新文化思想基础是指企业关于创新经营的哲学思想，它在一定

的创新文化核心上生长起来，是企业员工对创新的一些根本阿题的看

法。创新哲学向企业经营者提供有关创新的概念、价值标准和功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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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创新的规范和准则文化是在创新文化思想指导下，推动创新机制

向良性循环发展的具体措施与制度，是创新文化核心与创新文化思想

基础的外化表现。创新的规范和准则制定是否得当，将对企业创新起

到促进或延缓的作用。成功的企业在创新的人、财、物及信息的投入

卜-都有较高的标准，如美国IBM公司将销售额的8．9％投入到研发工

作当中，就是要通过增强技术开发能力来巩固自己在行业中的领先地

位。日本住友化学公司将相当于从业人员总数26％的优秀人才安排在

研发部门工作，通过提高技术开发与创新能力来提高企业未来的发展

能力。3M公司规定新开发产品的销售额必须占总销售额的25％以上，

以此保证创新技术在所有技术中的比例。日前，许多企业把研发费用

的一半用于现有产品的改良，但由于竞争对手也在进行改良式的研

发，因此很难通过改良研究来实现产品的差别化，获得突出的竞争优

势。而开发全新的产品虽有周期长、风险大的缺陷，从长远来看，却

能为企业赢得稳固的竞争优势。因此，确定改良研究和全新产品研究

的比例也是创新规范与准则中应涉及的重要问题。

创新的系统机构和决策文化是实麓创新的实质性保证。创新就是

部门间的协调、正确的决策制定与实施来实现的，创新的规范与准则

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贯彻落实。目前，竞争力很强的一些

公司都十分重视创新决策、项目的组织管理、建立高效的研发方法等

与创薪的系统结构有关的问题，只有解决好了这些问题，企业的创新

活动才能快速和高效的进行，取得好的结果。

4．6．2企韭街瓤文化的榜t

企业创新文化的建立、发展和形成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包括三

个阶段：

(1)创新素质育成

这一阶段是企业创新文化发展的起点，此时企业开始认识到创新

对本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开始引进技术人才，组建研发部门，并拿出

一定的资金作为研究开发投入。但此时，企业员工普遍认为研发工作

仅仅是研发部门的事，只与少数研究人员有关，研究开发的功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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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

(2)创新素质扩散

研发部门培养起来的创薪素质必须向企业其他部门扩散。在这一

阶段，企业全体员工在多种途径的影响下，开始认识到创新对于本企

业、本部门及自己的价值。创新意识普遍提高，现代创新观念开始形

成。每个员工都会以更好地满足最终用户要求的标准来思考自己的职

责，改进工作，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比如，营销人员以更敏锐的

目光去观察和分析市场需求的变化，并把信息传递到研发部门，使企

业能开发出新产品尽快地满足这一需求。通过创新素质的扩散，实质

L是在全企业形成了良性的创新激励机制，它促使每个员工想方设法

地改进工作，提高效率，以本职岗位上的创新式工作为公司创造更高

的效益。

(3)创新战略形成

企业最高决策层从战略角度出发。在规划制定、方案选择与优化、

前景预测等重大问题上为企业作出整体性、长期性的思考和决策。创

新战略的制定和调整，可以为企业的竞争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创新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研究开发的全球化。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一个成功的企

业必须考虑全球化经营，这不仅仅是指其产品在世界各地销售，而且

还指其研究、生产、营销、融资等也是全球性的。当今，技术已成为

一种全球性的资源，一个企业要在研发中取得成功，单靠自己孤军奋

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行广泛的对外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国际间

的研发交流活动，这对维持企业的技术优势也是非常关键的。

二是研究开发应从技术推动转变为客户驱动。以前，研究者的导

向思路是：我们最清楚哪项技术有利予客户，因为我们是这项技术的

开发者。现在应当是客户导向，即客户是每个企业无可争议的上帝，

研究开发主要是客户需求驱动的。因此对客户或市场需求的深入研究

自然构成研究开发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

三是研究开发要考虑生态效应。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工业化程

度在更大范围内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日益加强。这就要求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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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能源、材料等生产要素的生产、传输、配置与使用上注意生态效

应。人类必须在发明更洁净的技术方面快速前进，这也是企业技术创

新的发展方向。

通过上述三个阶段，企业创新文化的框架基本形成，但正如创新

无止境，企业创新文化的建设也将随着企业竞争环境的变化不断丰富

内容，并实现质的飞跃。

4．6．3努力t设适应竟争■耍的企生铹颤文化

(1)摒弃不利于创新的文化

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倾向。如“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

可变”等只重继承，不重创新的守旧观念；“树大招风”、“枪打出头

鸟”等不提倡开拓、进取和冒险的“中庸之道”；“木秀于林，风必摧

之；行高于众，人必谤之”等自己不进取，还反对别人变革的“东方

式的妒忌”。

严重的官本位思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

书只为膏粱肥”等金科玉律，虽然极大地提高了读书人的地位，但却

把这些社会精英引入了一个误区，读书只为升官发财、妻荣子贵，哪

里还有创新的意识和动力。而学有成就，又愤世嫉俗的人，不为“五

斗米折腰”，也只是乐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恩如何贡献

社会。

等级森严的礼教制度。传统文化提倡“长幼有序，尊卑有别”、

“论资排辈”、“非礼勿言”等等，使许多年轻人的创造火花被扼杀在

摇篮中，而他们正是最富创造力的群体。

极强的关系意识。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和心理特征表现为极强的关

系意识。由“家一家族一宗族一社会一国家”编织成了一个巨大的网

络，人人都极力维护这张网络的稳定性。遇事总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关

系问题，不提倡张扬个性，这使许多人缺乏创新意识，而建立在此基

础上的集体主义也难在创新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此外，还有封闭自守的小农意识，义利对立的是非观念，等等，

都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其不敢大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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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先进的创新文化

勇于承担风险，允许失败的创新机制。人们急切地想把梦想变为

现实，这种创业精神不仅使他们能忍受创业的艰苦，而且使他们能坦

然地面对创业的失败和挫折。金钱财富和名望地位当然也是动力源

泉，但对他们来说更是人生成功与否的度量。因此，国家应该建立完

善的风险投资机制，鼓励人们创业，即使失败，也不致于承受过大的

经济损失。社会应该形成成功者受奖、受尊重，失败者也不会遭受精

神歧视，不会受责备，而是得到应有的鼓励和安慰的氛围，让人们都

积极地参与创新和创业活动，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鼓励变革的创新气氛。变革意味着创新，意昧着对旧思想、旧观

念的彻底摒弃。应该以鼓励变革为价值导向，形成浓厚的创新文化氛

围。不要动辄给变革者戴上“忘恩负义”和“目中无人”的帽子，只

有鼓励变革，不断创新，企业才能抓住时代的脉搏，赢得发展的契机。

自由、平等、宽松的工作环境。对于创新主要群体的科技人员，

应该让他们保持一定的个性，让他们感觉到工作环境的自由、平等和

宽松，他们可以畅所欲言，提出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使他们的创造性

和工作效能得到极大的发挥，创新也可能就由此而产生。

另外还有通过股权分配留住创新人才的激励机制和各种各样的

企业内部激励措施，还有团队意识，注重交流与协作等等，都是先进

而充满活力的创新文化内涵。

4．6．4翩新文化蠢设量蠢叠企业技术创撕麓力的撮本t镑

【J)创新文化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根奉动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

面：

①创新文化决定着企业技术创新的价值导向

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规模、水平、重点和方式往往是由其价值导

向决定的，这一价值导向正是创新文化的特征之一。日本索尼公司一

直以“技术领先”为其企业文化的根本导向，故其技术创新活动很活

跃，在电视、数字音响和通讯产品领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②创新文化是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得以形成和高效运转的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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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及其效率决定于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在决

定这种机制的各种因素中，大致可以划分为企业内外两大类别。其中

外部因素大都受社会创新文化的影响，如创新收益、市场需求、市场

竞争等；内部因素大都受企业创新文化的影响，如企业战略、企业制

度等。因此，创新文化是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形成与高效运转的重

要环境。在知名的成功企业中，技术创新被看作是企业的头等大事，

与企业生存发展生死攸关，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主旋律，故其技术创

新活动的动力不言而喻，它受到了企业全体员工的重视和支持，而企

业也正是以此为中心，逐步走上了良性循环运转的轨道。

③创新文化是企业创新活动效率和效益的源泉

创新价值观将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人的价值观统一起来，并指明

r共同努力的方向，这将保证技术创新活动以最大的动力去实现目

标。创新制度体系保证了技术创新活动良好的运行环境，从而可以实

现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创新行为规范则使技术创新活动能保持步调

一致并具有特色。从而保证创新活动的效率。高效率的创新活动也将

带来较好的创新效益，使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提高，这就是创

新文化的重要作用。

(2)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文化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力。无论在规模、水平

和效率方面均存在不小差距。投入不足、产出不高，诱导不够、激励

不完善是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存在的老毛病。怎样才能

从根本上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文

化是一条根本途径：

①在全社会倡导“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的思想，努力形成创

新导向型的价值观念，真正使创新、开拓的企业家精神在我国成为社

会风尚。

②引导企业制定和实施市场竞争战略，提高战略管理水平，从根

本上形成企业技术创新的运行机制。

③大力培养创新人才，重视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这需要教育产业

部门的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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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鼓励私营金韭的发展，戳形成臻育企鼗家耩襻豹±壤。

⑤大办堆进壤{弋金擞联发改革工律，健企渡寞曼：建立技笨剖薪数动力橇铡。

趔耨文纯浆建设楚一顼妖期茨任务，是一令系统工程，次津一赣

～夕之功，需要全砉圭会昶所骞企业的共羼努力。创鼗文化的建设，又

是一个缀郅式翦遂，螺旋式上努熬永天止境的过程，嚣要髓着内孙郝

坯境馈况载变化，不凝的丰赛秘完善。

我国谗多企业在围琢、陶内市场竞争秘技术进步中，深刻地认识

到技术剑叛是企业进步的源泉，是市场经济形势下，对企业技术进步

提出的更高要求。不加快建立技术创新飒制，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就难以生存。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搬动企业技零刨新机制形

成方面是有成效的，市场已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从而也推动

r仓业内部在赘源配置、组织制度和组织结构变革，以及更广泛的运

行机制』：的创新。

但也应该清楚的认识到，目前我国大多数企她的技术创新水平不

商、且发展也不平衡，影响技术创新有效歼展的最大障褥还是在企业

制度本身。因此，要想真正推动我黼企业的技术创裁并使之成为经济

增长的内在变篷，还是要加快企业制度改革的步伐，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为企业技术创新工律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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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在本选题研究过程中，作者试图针对由原科研院所转制而来的科

技型企业的技术创新问题，探讨在向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过渡的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及对企业技术创新活

动进行管理的运行机制，提出如下的观点：

1、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纯科研、为成果而科研、科技与

经济脱节等影响，科技型企业目前技术创新活动中还存在许多的障碍

性因素，如体制、观念、人才(经营管理类) 、资金、产业化规模

等等。不解决好这些闯题，必然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形成阻力。

2、对科技型企业原有的科研管理方式和相关组织结构要进行必

要的变革和调整，才能适应创建新型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要求。

3、科技型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选择，应从企业本身的实际和优

势出发，根据创新项目的不同情况，选择引进与创新结合式的自主创

新或合作创新模式为宜。

4、通过赋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发机构一科技事业部一定的职

责和建立必要的运行机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就是一个可以进行管

理的过程，这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工作的有序、规范、高效和快速。

5、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需要各方面的激励，特别是作为创新主

体的企业激励，是非常重要的。构建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机制有利于

更好的推进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蓬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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