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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技术创新是一类典型的项目活动 ,具有探索性、创造性、竞争性和战略性等特征 ,因此它是一高成本、
高风险的活动。本文在对技术创新风险识别的基础上 ,结合技术创新风险产生的内在规律 ,提出了防范和控
制风险的一些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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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创新活动是一类典型的项目活动
企业的经营活动过程体现为一系列的活动 ,管理文献中常把企业活动分为两类 :项目和运作。项目有几

种定义 ,其中美国项目管理协会 ( PMI)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中给项目下的定义是 :项目是为创造某一独特
的产品、服务或完成某一特定任务所做的一次性努力。简单地说 ,项目是一次性的活动 ,而运作则是指具有
重复性、日常性的活动。项目的最根本特征是它的一次性或独特性 ,即项目所要完成的活动或工作是以前没
有做过的 ,或以前做过但由于条件或环境的变化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做。

从技术上看 ,每一次技术创新活动总是与以前有不同之处 ,要不然就称不上技术创新。企业在实践中实

表 3 　误差修正模型的整体检验结果

Determinant Residual Covariance 1. 66E - 06

Log Likelihood 64. 87719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a - 5. 985552

Schwarz Criteria - 5. 299377

　　其中 ,R 3 2 表示调整之后的拟合优度。P
表示显著性水平。通常我们更关注模型的整
体效果。模型的整体检验结果如表 3 :

模型整体检验结果表明 ,模型整体的对数
似然函数值足够大 ,同时 AIC 和 SC 值相当
小 ,说明模型整体解释力较强。以上情况表明

本文设定的误差修正模型能够很好地表述变量的动态结构。
使用 Wald 检验对误差修正模型各方程系数的显著性进行联合检验即可实现格兰杰 ( Granger) 因果关系

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4。
表 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短期 F - 统计值 P - 值 X2 - 统计值 P - 值

lnX不是 lnTFP 的 Granger 原因
lnTFP 不是 lnX的 Granger 原因

11. 26620

5. 782042

0. 002176

0. 019225

22. 53239

11. 56408

0. 000013

0. 003082

长期 F - 统计值 P - 值 X2 - 统计值 P - 值

lnX不是 lnTFP 的 Granger 原因
lnTFP 不是 lnX的 Granger 原因

32. 78273

0. 011302

0. 000133

0. 917251

32. 78273

0. 011302

0. 000000

0. 915337

　　注 :统计结果来自 Eviews3. 1。

由表 4 可知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 ,FDI 都是全要素生产率的 Granger 原因。从短期看 ,全要素生产率构
成了 FDI 的 Granger 原因 ,但从长期看 ,全要素生产率不是 FDI 的 Granger 原因。

三、结论
我们的分析表明 ,FDI 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不仅在短期而且在长期 ,FDI

都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原因。因而 ,FDI 在我国技术进步中所起的作用是明显而巨大的。
实际上 ,跨国公司在华适度的技术转让与技术溢出在很大的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的技术进步。跨国公司

在占领我国市场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批先进适用的技术 ,填补了我国许多产品技术空白。跨国公司提供先进
的生产线和技术与中国设立合资企业 ,使国内企业通过学习、模仿和逆向工程从而掌握其先进生产技术。跨
国公司在华雇佣中方员工 ,使得中国技术人员有可能通过“干中学”掌握先进技术 ,而这些人员流动到国内其
他企业或自主创业时 ,提高了企业整体的技术水平。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我国 ,他们的产品面临越
来越激烈的竞争 ,他们不得不向其子公司转移更多更先进的技术 ,从而为我国获取技术溢出提供了条件 ;外
资的进入也使我国的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 ,我国企业不得不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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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也是以项目的名义、按照其特性来组织和管理其技术创新活动的。但是 ,技术创新项目与其他项目是不
相同的 ,人们常常把它从其他项目分离出来 ,看作一类典型的项目活动。

1.企业技术创新是一项探索性、创造性的活动。技术创新活动在技术上意味着对原有技术的突破 ,每一
次突破必然伴随着改进与提高的复杂性创造性活动 ,这是技术创新的最基本的特征。正是基于这一特征 ,熊
彼特将创新活动形容为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另外 ,从创新成果而言 ,不管创新程度如何 ,但可以说所有的
技术创新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独创性 ;或是创造出全新的功能价值 ,或是对原有功能或价值的增加或革新。

2.企业技术创新是一项技术在经济上实现的活动。从经济的角度看 ,对于产品创新来说具体化为新产
品的首次商品化 ,要经过创新概念产生、调研、设计、制造、营销等几个不同的阶段 ,形成项目的生命周期 ,在
项目生命周期的任何一个阶段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技术创新效率低下 ,甚至失败。技术创新管理过程中需要
对这些不同的阶段、涉及的不同部门进行整合和协调 ,以提高技术创新的效率。

3.企业技术创新是一项竞争性的活动。短期内 ,企业竞争的核心是产品的性能/ 价格比和产品投放市场
的速度。这两方面对实施技术创新项目本身的成本的要求共同构成了技术创新项目管理所面临的三个约束
条件 ,即性能、时间和成本。当然 ,所有项目都受这三个条件约束 ,但是技术创新更受这些约束条件制约 ,特
别是性能和时间 ,直接关系到企业竞争的成败。

4. 企业技术创新是一项战略性的活动。企业要形成和保持持久的竞争优势 ,必须通过不间断的技术创
新以形成企业核心能力。因此 ,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日益成为一项战略性的活动。这样 ,技术创新活动实际上
成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不再是游离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之外的“临时性”活动。

二、技术创新的风险识别
技术创新是一探索性、创造性很强的典型项目活动 ,同时也是一项高成本、高风险的活动。一项技术创

新常常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需要各类专业人才的协作才能完成 ,若技术创新不能成功 ,就会造成投入的大
量人力、物力的浪费 ,甚至会导致企业的破产。对一些大的技术创新项目更是如此。随着我国市场经济逐步
完善 ,竞争日趋激烈 ,技术创新风险已经成为障碍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 ,技术创新活动中常
常遇到以下风险。

1.基于影响因素的技术创新风险 : (1) 技术风险。a. 技术前景不确定。新技术在诞生之初都是不完善
的 ,对于在现有技术知识条件下能否很快使其完善起来 ,开发者和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家都不敢确定。b. 产
品生产不确定。产品开发出来后 ,如果由于配套材料和生产工艺的限制而不能成功地生产出产品并推向市
场 ,创新活动还是会归于失败。c. 技术进步不确定。由于高新技术进步迅速 ,使创新产品极易被更新的技术
产品替代 ;如果更新的技术比预期提前出现 ,原有技术将蒙受提前被替代甚至被淘汰的风险。(2) 市场风险。
a. 市场接受能力不确定。高新技术产品在推出后 ,顾客往往持怀疑态度甚至做出错误的判断 ,从而对市场能
否接受及能接受多少难以作出准确估计。b. 市场接受时间不确定。高新技术产品的推出时间与诱导出有效
需求时间存在时滞。如这一时滞过长 ,则将导致企业开发新产品的资金难以收回。(3) 财务风险。a. 资金供
应不确定。当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 ,对资金的需求迅速增加 ;同时 ,由于高技术产品生命周期短 ,
市场变化快 ,获得资金支持的渠道少 ,从而在某一关键阶段不能及时获得资金而失去时机 ,被潜在的竞争对
手超过或经营失败的风险。b. 利率不确定。由于通货膨胀、财政金融政策等引起利率水平的变化 ,从而导致
风险投资公司的机会成本上升。(4)其他风险。企业外部的社会环境、政策、政治及自然灾害等给技术创新
活动也会带来风险。

2.基于创新过程的技术创新风险 : (1)战略决策风险。制定技术创新决策 ,意味着必须对客观环境做出创
造性反应。由于信息不对称 ,而决策过程中需要搜集大量信息 ,这样 ,决策者在制定决策时 ,或者在解决技术创
新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时 ,对收益或风险做出错误的判断 ,最终导致创新失败。(2)研究开发风
险。技术创新的过程就是探索的过程 ,如果人们已经知道如何生产质优价廉的新产品 ,那么就不需要再从事技
术创新了。因此 ,将资源注入技术创新探索过程需要有“重耕耘 ,轻收成”的心理准备。因此 ,技术创新过程是
投入创新资源以换取不稳定回报的过程。(3)组织管理风险。a. 研究开发人员流失。如果激励机制不合理或
分配机制不科学等所导致科研人员离开企业或科研人员被企业解雇 ,那就会使科研攻关小组的技术创新能力
大打折扣 ,这样就会增加技术创新风险。b.内部组织不适应。高新技术具有收益大、见效快的特点 ,成长速度
超乎寻常 ,往往产生企业规模高速膨胀与组织结构相对落后的矛盾 ,最终导致企业经营失败。(4)营销管理风
险。a.营销策划失误。采用的营销策略不合理 ,没有策划实施良好的营销方案。b. 市场前景估计失误。在立
项时不仅要考虑技术可行性 ,还要充分估计创新的市场前景 ,否则 ,创新项目极易夭折。一旦营销阶段出现失
败 ,其损失惨重 ,这不仅因为营销工作本身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更主要的在这之前已经消耗掉大量人、财、物。

三、技术创新风险产生的内在规律性
技术创新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 ,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过程。在这一具有创造性的过

程中 ,必然会受到许多可变因素以及事先难以估测的不确定性因素如技术、市场、财务、金融、社会、政治和自
然等作用和影响。同时 ,这些因素造成的风险在技术创新过程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分布 ,其发生变化的规
律存在显著的差别。防范和控制技术创新风险之前 ,必须识别其风险发生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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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微利经济的关系
山东经济干部学院 　徐晓鹰

[摘要 ] 当代中国经济走向微利化既是一种趋势 ,也是一个事实。导致微利化的因素很多 ,本文仅探讨了技
术创新对微利经济形成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 ,并分析了其中的利弊。
[关键词 ] 技术创新 ,微利经济

经济运行进入了一个微利化时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微利经济在今天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经济现象。经

1. 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逐步递减。技术创新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学习过程 ,随着技术创新的
推进 ,因学习而获得知识的质和量亦在递进 ,因而 ,从新产品的创新设想开始到调查评估直至产品投放市场
这一全过程 ,不确定性因素被逐步排除 ,或者说可能导致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因素随着过程的进展而逐步减
少。不过 ,随着不确定性因素的减少 ,创新设想的成功率也将逐渐降低。

2.技术创新的风险随创新过程的推进而具有累积性。一个技术创新项目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累积投入
就越大 ,一旦失败 ,其风险损失也随之递增。何况 ,被中止项目可能还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因此 ,被中止项目
造成的损失不仅是前期累积投入的风险损失 ,而且还包括中止项目的机会损失。在技术创新过程中 ,尽管概
念开发、方案分析阶段的淘汰率最高 ,但是由于该阶段投资费用和投资累积量较低 ,因此风险还是比较小的 ;
而在样品开发和商品化阶段的投资比较高 ,累积投资量逐步扩大 ,其失败率虽然不像概念开发、方案分析阶
段那么高 ,但投资累积量较高 ,因此风险是很大的。

四、技术创新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技术创新是探索性、创造性很强的工作 ,潜在着许多失败的风险。在技术创新过程中 ,应该针对创新项

目风险的特性及其内在规律性采取相应的防范和控制措施以降低创新风险。
1.建立严格的决策程序和科学的决策方法。决策集团成员之间要广泛沟通 ,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 ,认真

做好可行性论证。目前 ,编制技术创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是企业进行风险识别、风险分析的主要手段 ,是
现阶段企业创新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 ,企业应重视技术方案的论证 ,就技术方案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首先 ,要
做好技术创新前的市场调研与市场预测工作。分析外部经营环境 ,了解与创新有关的法律法规、行业政策、
产业政策、技术政策以及文化、民族、宗教、大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 ,以保证企业的创新产品不会受到国家法
律法规和政策的制约 ,并能较好地适应社会环境的要求。进行细致的市场研究 ,及时地发现新市场和识别现
有市场的衰退 ,展开技术预测和经济预测 ,及时地向市场推出创新产品。其次 ,企业不仅要对创新技术本身
进行论证 ,而且要对创新所需的相关技术水平 ,相应设施、设备的配套性进行论证 ,避免决策失误。

2. 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与风险承担能力成正比。因此 ,要抵御创新风险 ,最根本
的途径之一是努力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 ,增强自身实力 ,减少研究与开发风险。具体措施有 :提高企业全
体人员的业务素质 ,培训技术优势以提高比较竞争力和竞争后劲 ,改善企业技术活动的设备条件 ,加强企业
的制度建设和技术积累工作。而且 ,应充分吸收外部的知识、信息和技术成果 ,把吸收的技术与企业的核心
技术融合在一起 ,实现企业的技术创新。

3. 采用多元化经营策略。多元化策略实质上是对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的一种分散 ,用经济学上一句通俗
的话来描述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就是多元化策略能分散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的核
心机制所在。多元化策略主要有 :1)项目组合。同时开发多个项目 ,使风险得到分散。2) 分批投资。对于风
险较大的项目 ,可以先投入少量资金进行预研 ,然后再决定是否大量投入。3) 横向联合。包括合作研究、资
金入股、技术入股、合作生产、集团开发等方式。4)产品组合。同时创新开发多种产品 ,由于新产品之间的风
险抵冲作用使得总体风险减少 ;另外 ,新产品与老产品亦可形成一个组合 ,当新产品失败时 ,效益好的老产品
可起到一定的风险弥补作用。

4. 管理和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开发活动 ,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管
理、组织、市场几类要素的有机结合。为减少技术流失的风险 ,企业可以在技术开发和产品开发的同时着手
实施一些组织防范措施 :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增强企业凝聚力 ,减少人才、信息流失的可能性 ;建立和健全
内部管理制度 ,严格保密制度 ,防止技术信息扩散 :运用法律手段如申请专利来保护企业的正当权益和解决
产权纠纷 :总之 ,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 ,应全面地、系统地、有组织地进行 ,应尽量取得内外部人员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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