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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导的两难困境

衡孝庆 ,李功华
(石油大学 (华东)政法系 ,山东 东营 257061)

摘　要 : 作为技术社会中的角色之一 ,技术领导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有其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一方面 ,为了企

业的生存与持续发展 ,技术领导必须致力于推动技术创新 ,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另一方面 ,为了防

止落入技术创新陷阱 ,踏入技术创新追赶的误区 ,技术领导又必须对技术创新活动小心谨慎。正确认识和分析技

术领导在技术社会和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是技术领导摆脱两难困境、实现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前提和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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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 ,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技术创

新的热潮。随着熊彼特创新理论[ 1 ]的复苏 ,技术创新成为经

济学、管理学、科技哲学、科技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热

点。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源泉和不竭的动力

已经成为学者和企业家们的共识。在技术创新过程中 ,技术

领导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既是技术创新活动的决策者、

领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 ,又是技术创新结果的受益者和责

任承担者 ,技术领导在技术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在技

术创新过程中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困境。正确认识和分析技

术领导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是技术领导摆脱两

难困境、实现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前提和关键。

一 　技术领导的角色定位

1. 技术创新的决策者

技术创新战略的选择 ,作为技术创新的前期准备工作 ,

是技术领导责无旁贷的任务 ,这里面包含有技术创新的方

向、方法、人员、设备、资金、时间、地点、可行性等等内容。

“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技术创新战略选择的成功与

否 ,直接关系到技术创新的最后结果。

作为技术创新决策者 ,技术领导还必须具有良好的大局

观念 ,因为技术创新的最后结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完成

了预定的技术课题 ,攻克了技术难关 ,完善了工艺设计 ,完成

了产品的创新 ,并不等于这项技术创新就获得了成功。技术

创新成功与否 ,还要看它最终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因此 ,作为技术领导 ,还必须考虑到经济环境、政策环境

以及市场变化等等因素。这就要求技术领导必须及时掌握

方方面面的信息 ,善于对了解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 ,只有这

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2. 技术创新的组织者

技术创新的组织与管理是提升技术创新绩效、优化技术

创新过程、扩大技术创新成果的关键。作为技术创新的组织

者 ,技术领导的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技术创新的成本高低

和技术创新过程的滞畅。技术创新的组织涉及技术人员的

位置与任务的安排、技术创新的进度计划、资金和设备的调

配等等环节。

善于组织和协调人际关系是每一个管理者必备的基本

素质之一 ,技术领导也不例外。技术创新活动的特点就是参

与者都是技术人员 ,这就要求技术领导必须熟悉每一位技术

人员的基本素质、性格特点、知识结构、技术特长与不足之

处 ,真正做到“知人善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调动

所有的人力资源 ,降低人力资本。当然 ,也不能忽视对资金

和设备的合理利用与安排。

3. 技术创新的参与者

技术领导者本身也是技术社会的一员 ,直接参与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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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活动的过程之中。成为技术领导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

精通本行业的技术 ,在技术创新活动中还承担着技术专家的

角色和任务。技术专家不一定是技术领导 ,但技术领导必须

是技术专家。这是由技术创新活动的特点所决定的。

技术创新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技术活动。它要求从

事这一工作的核心任务的人 ———技术领导、技术专家 ———必

须非常精通本专业的业务知识 ,非常了解本专业发展的最新

动态 ,技术创新最忌讳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出现。技

术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 ,除了前面提到的战略选择与决策、

组织管理之外 ,还需要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不断地完善理论构

思、调整技术思路 ,有可能还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调

整甚至更改技术创新的方向或及时中断技术创新过程 ,这就

要求技术领导必须全程参与到技术创新过程中去。

4. 技术创新结果的责任承担者

完成预想的工艺完善、技术更新或新产品的开发只是完

成了技术创新活动的第一步 ,技术创新的成败还取决于能否

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从根本上说 ,技术创新是一项经济活

动而不是纯粹的科学活动。新设计的工艺、新开发的产品还

必须能够及时地投入生产 ,及时地推向市场。这就要求技术

领导必须熟悉和了解本企业的各种资源状况 ,包括现有的技

术力量、设备资源、资金支持能力、经营管理水平等等。

工艺获得了完善 ,产品却已被市场淘汰 ;新开发出来的

产品不能打开市场 ,不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这样的技术创

新显然是失败的。承担技术创新的责任就要求一切以消费

者的意志为转移 ,就意味着必须一切从市场出发 ,这就要求

技术领导要对市场需求状况、市场接纳能力、市场竞争状况、

产品的价格水平、产品的市场生命期有充分的了解 ,否则 ,一

切的努力获得的将是负面效应 :付出的越多 ,失败就越大。

二 　技术领导推动技术创新的动力

1. 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要求

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市场竞争 ,只有在市场竞争中获胜

的企业才能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下去 ,据此有人把市场经济又

称为“赢者统吃”的社会。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技术经济的时

代 ,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的主导力量 ,拥有新技术的企业

不一定就能够获得市场、在竞争中胜出 ,但没有技术支持、没

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就一定会失去市场、无法生存。在激

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惟有依靠

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 ,才能长期地生存与发展 ,[ 2 ]正所谓“逆

水行舟 ,不进则退”,不发展、不创新也就必将被淘汰。

维护企业的生存 ,推动企业的发展是作为技术社会一员

的技术领导角色的题中之意。既然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与

发展的前提条件 ,不断地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就成为技术

领导责无旁贷的任务。“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没有企业的

生存与发展 ,技术领导的生存又从何谈起。只有企业不断地

得到发展、壮大 ,技术领导才能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 ,提升自

己的社会地位 ,才算真正发挥了技术领导角色的作用。

2. 维护企业技术地位的要求

技术竞争是市场竞争的关键性因素 ,技术创新能力是企

业竞争力的核心 ,因此 ,技术地位是企业社会地位、经济地位

的标志。21 世纪是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 ,要想维护企业的技

术地位 ,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而且技术创新活动本

身也具有持续性的特点 ,不是进行一次创新活动就结束了 ,

而是要不断地改进、完善。

作为技术领导 ,就是要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大潮

中冷静观察、仔细分析、准确判断、果断决策 ,准确地把握住

本行业技术发展的方向 ,始终站在技术发展的最前列 ,领导

技术发展的潮流 ,开拓创新 ,不断进取 ,才能够使企业得到持

续的发展 ,维护企业在市场竞争、技术竞争中的地位 ,使之立

于不败之地。

3. 维护技术领导地位的要求

技术社会本身也有竞争 ,技术领导不是“终身制”。技术

社会的特点就是其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是技术人员 ,当然其中

还有技术能力高低的划分。但是 ,拥有较高的技术能力 ,或

者是具有技术创造力 ,并不是技术领导的特征 ,而是技术专

家的特长。

要成为技术领导 ,除了要具有相应的技术知识、管理才

能之外 ,还必须勇于进取、敢于开拓、不断创新。只有技术才

能的人只能是一个优秀的技术人员、技术专家或者是一个天

才的创造者、发明家。要想成为一名技术领导或者维护技术

领导的地位 ,只有不断地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充分发

挥一个领导者、带头人的作用。

三 　阻碍技术领导推动技术创新的因素

1. 技术创新陷阱

技术创新陷阱是指这样一种技术创新状态 ,即一方面 ,

具有充足的技术创新资源储备、确定的技术范式、可预期的

市场需求等明显的优点 ;另一方面 ,具有技术性能改进速率

低、R &D 生产率低、创新持续性小等根本性的缺点。技术创

新陷阱一般发生于技术间断时期。有关研究证明 ,在技术创

新陷阱中 ,企业越是利用自己的技术专长 ,越是持续技术创

新 ,在原有的技术轨道上就走得越远 ,被市场淘汰的可能性

就越大 ,[ 3 ]因此 ,技术创新陷阱对企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破

坏性。

对于技术领导而言 ,技术创新陷阱具有很大的隐蔽性 ,

不易察觉。在技术创新过程中 ,技术领导容易被思维惯性或

思维惰性所误导 ,产生认知障碍 ,过于迷恋过去所取得的成

就 ,对旧技术依依不舍 ,从而对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缺乏

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同时 ,由于技术转向本身具有较大的风

险性 ,还要面临成本转换等等因素的影响。于是 ,对技术创

新陷阱的恐惧就成为妨碍技术领导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

的因素之一。

2. 技术创新追赶陷阱

技术创新追赶陷阱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能力型追赶

陷阱 ,指追赶者由于缺乏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 ,技术进步缓

慢 ,随着产业技术前沿的扩展和技术跳跃而不断从产业技术

前沿持续后退的现象 ;另一种是投资型追赶陷阱 ,主要是由

于技术创新决策失误引起的 ,特别是由于错误投资造成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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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被占用 ,使企业在面临重大技术变化的机会时常常无法

作出技术转换 ,只能沿较低的 S 曲线发展 ,从而出现技术变

化与投资行为引起的追赶陷阱。[ 4 ]

造成企业陷入技术创新追赶陷阱的因素主要有 : (1) 制

度环境、技术政策和投资失误 ; (2)组织学习不当和战略意图

保守 ; (3)人为的因素和人力资源不足 ; (4) 技术变化 ,这是导

致市场变化和追赶陷阱的决定性力量。[ 5 ]因此 ,要避免技术

创新追赶陷阱 ,首先就要求技术领导必须有足够的技术能

力 ,包括技术上、管理上和组织上三个方面的技巧 ,只有这样

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技术创新战略 ,进行合理的技术投资。

3. 技术创新管理的难度

与常规管理一样 ,技术创新管理也需要计划、组织、领导

和控制 ,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各项管理目标、管理职能的实现

也都是通过常规管理“循环流转”日复一日的累积由量变到

质变的结果。但是由于技术创新活动不同于企业的常规生

产活动 ,企业中的技术创新管理与常规管理相比也必然有其

特殊性 : (1)涉及因素更为复杂 ; (2) 投入更难估算 ; (3) 预期

回报更不确定 ; (4)管理控制较为灵活。[ 6 ]

根据技术创新管理的特点 ,不难看出适于技术创新管理

的组织必须具有如下特点 : (1) 弹性的组织结构 ; (2) 对职能

联结的要求更强烈 ; (3) 组织管理层次应尽量简化 ; (4) 开放

性 ; (5)自组织性。正是由于技术创新管理具有较高的难度 ,

所以 ,才对技术领导的组织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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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文　启　事

明年 ,即 2004 年将迎来我刊《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创刊 20 华诞纪念。登高望远 ,忆往昔近 20 年的

耘耘 ,几多风雨 ,几多艰辛 ,可谓酸甜苦辣。当我刊办刊经费拮据时 ,我们就如坐针毡 ,同时由于办刊人

员少 ,一人要干多人活 ,总是兢兢业业从不敢有私毫怠慢 ,为了杂志的发展而艰难地支撑着。当我刊多

次被列入哲学类核心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以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 (CSSCI)来源期刊时 ,我们又感到莫大的欣慰与快乐 ,我们的付出终有了回报。当我刊收到读者、作

者来信、来稿赞誉表彰时 ,我们深感为社会做出了件有意义的事 ,从而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作者支持

与认同 ,由此我们也可告慰我们的读者与作者 ,我们不仅对作者负责 ,更为热爱本刊的读者负责。可以

说 ,没有读者、作者的关爱与支持 ,就没有本刊的今天。当然 ,本刊也使一批批青年学人崭露头角 ,成为

学术带头人和国家的栋梁之才 ,同时也为中国的思想启蒙、学术交流、学科建设等诸多方面尽其绵薄之

力。回首办刊近 20 年之往事 ,我们深知读者、作者的厚爱和重托 ,更感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不用说 ,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杂志 20 年的耕耘 ,既有成绩 ,同时也存在许多不足与缺憾 ,成绩只能表示过去 ,不

足与缺憾则应吸取与改正。瞻望未来 ,本刊将面临着众多杂志的激烈竞争 ,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 ,为了

使本刊能更上一层楼 ,风格更鲜明 ,特色更突出 ,以质量求生存 ,提高杂志的转载率与引证率 ,继续创造

杂志品牌 ,这就需要读者、作者一如既往继续关爱与支持 ,以回报社会。

值此 ,本刊 20 华诞到来之际 ,为庆贺她的生日 ,从 2003 年第 3 期至 2004 年第 2 期 ,特设“读者、作

者、编者”栏目。敬请读者、作者能在百忙之中来稿倾诉您对本刊的心声 ,既可发表您与本刊的关系 ,收

获、体会与启发 ,同时更欢迎评价、批评及提出建议和今后的设想 ,哪些栏目办得较好 ,哪些栏目办得不

好 ,又如何改进等等。总之 ,对杂志的方方面面均可品头论足。来稿要求 1000～1500 字以内。

在读者、作者与编者的不懈努力下 ,让我们共同祝福《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杂志办得更美好 ,以其高

水平、高质量跻身于中外学术杂志之林 !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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