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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持续技术创新 :本质、动因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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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立足于熊彼特的企业持续技术创新思想 ,结合当代企业技术创新实践 ,提出企业持续技术创新这个

新概念 ,认为企业持续技术创新是技术创新型企业的独特的组织行为 ,是由技术家族创新和战略技术创新两个阶

段组成的多次循环往复的过程。最后分析了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动因和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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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持续技术创新概念

企业持续技术创新概念渊源于熊彼特的企业持续技术

创新思想。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技术创新具有间断性特征 ,与

此对比 ,他又明确地指出 ,现代大企业能够 ,也必然持续技术

创新。他说 :“如果竞争性的经济被巨大的联合组织的增长

所打破 , ⋯⋯而新组合的实现必然会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成

同一经济实体的内部事情。这样造成的差别 ,已经大到足以

成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中两个时代的分水岭。”[1 ] 企业持

续技术创新概念还产生于当代企业的技术创新实践。就国

内外企业来说 ,虽然普遍存在着“创新之后是失败”[2 ]的现象 ,

然而 ,中外少数优秀企业 ,如摩托罗拉、惠普、海尔等 ,持续十

几年、几十年技术创新 ,能够由今天的强大迈向明天的强大。

基于熊彼特的企业持续技术创新思想 ,结合中外企业技

术创新实践 ,本文给出如下企业持续技术创新定义。企业持

续技术创新 ,即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持续化 ,是指企业不断

地、持久地进行一项又一项的技术创新 ,并适时进入新的正

确的技术轨道的活动和过程。企业持续技术创新概念具有

两方面的不可或缺的含义 ,其一 ,企业持续技术创新是指企业

持续不断地推出、实施新的技术创新 ;其二 ,企业持续技术创

新是指企业适时地从原有的技术轨道进入新的正确的技术轨

道 ,这里的“正确的技术轨道”是指行业的产品主导设计[3 ] 。

具体地说 ,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内涵有以下几点 :

第一 ,时间持续性。企业持续技术创新首要一点就是从

时间上看 ,技术创新活动是不断的 ,持久的 ,企业始终有一条

技术创新流并通过积极地塑造它来参与短期和长期竞争。

第二 ,技术渐进跃迁性。企业持续技术创新根本一点就

是从技术上看 ,有渐进性技术创新时期 ,又有适时的革命性

技术创新时期。

第三 ,系统性和经济性。企业各个技术创新之间既有竞

争又有合作 ,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整体上看 ,由于创新资

源的共享和技术创新学习效应 ,整体技术创新系统的效益、

功能分别大于单独技术创新的效益、功能之和。

第四 ,企业核心能力的提升性。企业持续技术创新不仅

仅是不断产生新工艺、新产品 ,它还是不断调整企业的战略、

结构、文化和信息网络 ,应用组织学习手段 ,积累和提升企业

核心能力的过程。

二 　企业持续技术创新本质

从本质上说 ,企业持续技术创新是技术创新型企业在技

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等外部环境因素刺激之下的组织行为 ,是

由技术家族创新和战略技术创新两个阶段组成的、多次循环

往复的过程。

1.技术创新型企业 　持续技术创新是技术创新型企业

的特有的组织行为 ,技术创新型企业是持续技术创新的主

体。现实中 ,如前所述 ,持续技术创新 ,不是所有企业的普遍

行为 ,而是某些具有独到特质的企业的组织行为。这些企业

之所以能够做到持续技术创新 ,不仅在于企业的目标结构与

技术创新高度耦合 ,还在于其有一套健全的组织系统、合理

的营运机制、独特的创新文化、完善的管理体制等 ,这些因素

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技术创新体系 ,推动着企业持续不断地技

术创新。技术创新型企业就是指这种具有健全的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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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持续地技术创新 ,并取得显著的技术创新效果的现代

企业组织。技术创新型企业是企业组织发展的高级形态 ,它

扬弃了生产型企业和传统生产经营型企业的经营理念 ,把企

业竞争从单纯的生产竞争和营销竞争扩展到技术创新竞争 ,

真正实现了研究与开发的制度化。

技术创新型企业是二元性组织 ,它可以包容多元的、内

在不一致的组织结构、能力和文化 ,一方面可以保持渐进技

术创新活力 ,确保短期效益 ;另一方面可以进行突破式试验 ,

确保未来成功。作为二元性组织 ,它的技术创新体系包括生

产学习系统、搜寻系统、探索系统和文化创新系统四部分 [4 ] 。

生产学习系统 ,持续改良生产制造系统 ,使其效能更强、效率

更高和费用更低。搜寻系统 ,沿着既定的技术轨道 ,进行有

关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 ,不断地向生产学习系统提供新产

品、新工艺 ,创造企业的当前利润。探索系统 ,进行革命性技

术创新 ,为企业及时捕捉下一次技术创新浪潮 ,研究开发和

孵化全新技术及其相关生产经营系统 ,培育企业未来的利润

源泉。文化创新系统 ,不断塑造和更新企业的创新文化。

2.技术家族创新 　技术家族创新是企业基于既定的技

术范式 ,沿着特定的技术轨道进行的渐进技术创新 ,是企业

持续技术创新的常态。技术家族创新的内容具体包括平台

型技术创新和派生型技术创新两种。平台型技术创新是指

企业推出新的技术平台的创新行为。技术平台一般包括基

本的产品设计、标准组件和子系统集成的标准等 ,它是一组

品种共同分享的技术基础 ,一个好的技术平台能派生出一系

列产品品种 [5 ] 。派生型技术创新是企业针对具体的市场需

求 ,以技术平台为基础 ,推出新品种的创新行为。同一技术

平台的不同品种之间存在的差异不大 ,可能是一些 ,如包装、

外形、颜色或某些功能、性能的小变化。

技术家族创新的一个典型个案是日本索尼公司的 Walk2
man开发[6 ] 。1979 年 7 月 ,索尼推出第一个 Walkman 品种 TPS

- L2 ,它深受市场欢迎 ,2 年内就卖出 1 百多万台。在此基础

上 ,索尼乘胜前进 ,1981 年推出 WM2 ,它是 Walkman 家族第一

个真正的技术平台。WM2 非常成功 ,但索尼的管理者和工程

师没有就此停步 ,他们继续创新 ,1982 年推出一个技术平台

WMDD ,1983 年又推出另一个技术平台 WM20。WM2、WMDD、

WM20 是索尼 Walkman 家族的 3 个基本的平台 ,以它们为基

础 ,索尼公司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推出数百个品种。精致的

技术家族创新 ,使索尼在与东芝、飞利浦这些优秀企业竞争中

连续十年保持技术和商业的绝对领先地位。

3. 战略技术创新 　战略技术创新是企业改变企业战略 ,

寻找新的技术范式和主导设计的质变过程 ,是企业持续技术

创新的非常态。首先 ,战略技术创新是一次革命性技术创

新 ,是技术范式的变革 ,是用新的技术范式、技术轨道替代旧

的技术范式、旧的技术轨道。其次 ,战略技术创新又是一次

经营战略的变革。企业生产什么 ,如何生产 ,为谁生产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此相应 ,企业的经营理念、组织形式、管

理方法等方面也要发生巨大的变化。通过组织创新、文化创

新和市场创新 ,创造良好的组织结构、文化氛围和市场渠道 ,

为革命性技术创新提供支持 ,确保革命性技术创新成功。再

次 ,这个过程是企业家领导的过程。由于存在大量的不确定

性因素 ,由于是面向真正无知的未来 ,并且涉及资源的重新

配置、人员的分流和培训 ,所以风险极大、阻力极大 ,需要企

业家的胆识和领导。

战略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中的关键事件 ,用安迪·格罗

夫的话来说 :“在任何公司的历史上 ,都至少有一个必须进行

巨大变革以提高到下一次经营高度的时刻点。错过这一时

刻 ,你就会开始走向衰落。”优秀企业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战

略技术创新。惠普就是一个典型。惠普公司创业于 1939 年 ,

到 50 年代后期 ,惠普公司已发展成为电子仪器的最大供应

商。惠普公司没有满足于已有的创新成果 ,几十年来先后成

功地进入计算机市场、电子计算器市场、打印机市场 ,通过一

次又一次战略技术创新 ,企业始终保持活力 ,不断发展壮大。

三 　企业持续技术创新动因

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动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 ,技

术演化的周期兴衰推动企业持续技术创新。技术是在连续

不断的积累中发展 ,日趋完善和高级化的。每一种特定的技

术都有生有灭 ,都最终被新技术所取代 [7 ] 。这种技术演化的

周期兴衰在客观上必然要求企业持续技术创新。惟有这样 ,

企业才能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而且 ,在当代 ,技术加速替

代是一个突出的技术发展现象。过去 ,一项技术替代另一项

技术往往需要几十年或上百年 ,而现在可能只需要几年或十

几年 ;过去 ,一项技术的潜力几乎得到完全发挥之后才有替

代技术出现 ,而现在一项技术还处于快速成长时期时 ,其替

代技术就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当代技术替代加速现象 ,更

加在客观上要求企业持续技术创新。

第二 ,激烈的技术创新竞争迫使企业持续技术创新。在

企业竞争的诸多形式中 ,技术创新竞争是当代企业竞争的最

根本的形式。关于这一认识 ,熊彼特早有洞察 ,他说技术创新

竞争“所打击的不是现存企业的利润和产量 ,而是打击这些企

业基础 ,危及它们的生命。这种竞争和其他竞争在效率上的差

别 ,犹如炮击和徒手攻门间的差别。”而且 ,这种竞争“不仅在其

存在的时候而且当它不过是一种经常存在着的威胁时也一样在

起作用”[8] 。显然 ,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抓住生存与发展的机

会 ,要赢得技术创新竞争 ,企业只有走持续技术创新之路。

第三 ,持续技术创新经济诱使企业持续技术创新。对于

一家企业来说 ,它一旦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技术创新 ,它就不

仅占用了技术创新资源 ,而且还会产生新的技术创新能力。

如果企业技术创新就此停止 ,它就浪费了这些资源和能力。

而如果企业技术创新持续进行下去 ,它就能充分利用这些资

源和能力 ,产生一系列经济性。这就是持续技术创新经济。

它的存在诱使逐利企业持续技术创新。

第四 ,持续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正如

A. D.钱德勒指出[9 ] ,现代企业的管理层级制一旦形成并有效

地实现了它的协调功能后 ,层级制本身也就变成了持久性、

权力和持续成长的源泉。现代企业的管理权与所有权已经

分离 ,在管理决策中 ,职业经理人员更重视公司的长期稳定

和成长 ,而不贪图眼前的最大利润。显然 ,这样的现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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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价值取向与持续技术创新是高度耦合的。现代企业

制度不仅内在地要求企业持续技术创新 ,而且还提供了相应

的组织设施。企业研究开发组织化、制度化是现代企业制度

的内容之一。现代企业组织化了的研究与发展能不断地产

生新产品和新工艺。

四 　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管理

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管理是企业从持续发展角度、从战略

高度动态地、系统地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技术创新流的过

程。其实质是 ,把企业技术创新流视为一个系统 ,通过对它

有效的控制 ,使其沿着正确的技术轨道健康地进化。企业持

续技术创新管理包括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对每一项技术创

新的持续性要素的管理 ;第二层次是从整体上对技术创新流

的管理。第一层次的管理是第二层次管理的基础 ,第二层次

的管理是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管理成功的关键。技术创新本

身具有持续性特征。它是指技术创新对后续技术创新具有

规定、支持的作用 ,具有使后续技术创新活动长久保持下去

的性质和趋势 [10 ] 。企业应自觉地对每项技术创新的持续性

要素进行管理 ,主要包括 : (1) 对技术创新机会的管理。在技

术创新过程中 ,技术创新主体处于技术创新认知的前沿 ,容

易突破心智障碍 ,进一步认识到有关技术、生产、市场营销等

方面的不足或需求 ,能进一步辨识技术进步和市场变化的方

向。企业要有正式的机制把散见于技术创新个体中的关于

技术创新机会的见识集中起来 ,形成新的共识。(2) 对技术

创新学习的管理。技术创新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充分利用旧

知识和旧能力产生新知识、新能力的过程。要通过管理 ,使

这些新知识、新能力更好地为企业的后续技术创新服务。

(3)对新企业家精神的管理。技术创新活动受企业家精神推

动 ,而又在活动中产生和培育新的企业家精神。这种新的企

业家精神通过管理可以成为企业后续技术创新的原动力。

(4)对技术创新资源共享的管理。进行一项技术创新要占有

许多稀缺的资源 ,通过管理 ,使这些稀缺资源尽可能高效地

用于后续技术创新。(5) 对技术创新收益的管理。通过管

理 ,使企业更有创新的经济实力 ,进而推动后续技术创新。

从整体上对技术创新流的管理 ,主要包括 : (1) 对技术家

族创新的管理 ; (2)对战略技术创新的管理 ; (3) 对技术家族

创新与战略技术创新的整合管理。技术家族创新管理是在

企业发展战略引导下 ,受特定技术范式制约 ,不断地更新和

调整技术创新项目进而优化整个技术家族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 ,新项目被评价、选择和赋予优先权 ,现有项目也可能

被加速、终止和降级 ,资源将被分配和重新分配到各个创新

项目上 [11 ] 。技术家族创新管理的目标是 : (1) 技术家族整体

价值最大化。通过合理分配资源 ,使技术家族整体的赢利价

值最大化。(2)技术家族结构平衡。在许多参数方面获得一

个正确的项目平衡 ,如在长期项目与短期项目之间、在平台

创新与品种创新之间、在技术家族所处的不同市场之间的平

衡等。(3)战略联结。确保整个技术家族与企业经营战略保

持一致。技术家族创新管理的焦点是对平台型技术创新的

管理。平台型技术创新在技术家族创新中居于主导地位 ,起

决定作用 ,特别是在技术较成熟的产业 ,情况更是如此 [12 ] 。

平台型技术创新管理主要是处理好平台与品种、平台与平台

的关系。战略技术创新管理是指对战略技术创新过程的管

理。战略技术创新管理的关键问题是人力资源管理 ,主要包

括对参与战略技术创新人员的选拔、激励和控制等。战略技

术创新过程包括战略技术创新构思、战略技术创新试验和战

略技术创新实施三个阶段。战略技术创新构思管理所要解

决的核心问题是确立合适的战略技术创新意图。战略技术

创新试验管理的根本任务是发展新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能力。战略技术创新实施管理的任务是建立新事业的

生产经营系统 ,它应处理好三个问题 ,即战略技术创新实施

的时机选择、快慢选择以及人力资源的再开发问题。

对技术家族创新与战略技术创新的整合管理是企业持

续技术创新管理的主要内容 ,也是企业最高管理层的关键任

务。企业最高管理层通过对技术创新型企业组织的管理可以

实现对技术家族创新与战略技术创新整合管理的目的。根据

托斯曼等人的研究 ,最高管理层实现整合管理的三要素是 :

“制定一幅明确的、打动人心的、一致性的组织前景 ;建立一个

具有多种能力的管理队伍 ;设计健康的管理层工作流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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