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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系统集成网络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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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系统集成网络创新模式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技术创新的新模式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应在考虑企业实

际情况的基础上 ,建立“创造性学习组织”,利用国家创新体系提供的创新资源 ,克服障碍 ,努力实现技术创新模式的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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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技术创新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按照罗斯

韦尔对创新模式的划代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现在

技术创新方式经历了五代 ,它们分别是 : 60 年代以

前的“技术推动”的创新模式 ;60 至 70 年代早期 ,出

现“需求拉动”模式 ;70 至 80 年代 ,综合这两种模式

出现了第三代技术创新“交互 (耦合) 作用”模式 ;80

至 90 年代初 ,集成 (一体化) 创新模式被提出 ;近年

来 ,系统集成和网络模式问世。

第五代创新过程模型是一种综合网络系统 ,完

善的电子工具提高了整个创新系统产品开发的速度

和有效性 (包括内部职能、供应商、客户、合作等) 。

罗斯韦尔认为第五代创新系统是第四代创新系统的

发展 ,在第五代创新系统中采用的技术是自身的技

术转变。

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系统
集成网络创新模式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第五代创新模式是通过

建立企业内部的创造性学习组织 ,利用现代化的计

算机网络等电子手段 ,将服从于企业总体发展战略

的企业技术战略、向企业提供上游产品的供应方、购

买企业产品的客户、企业的 R &D 合作伙伴、以及全

球市场的需求连接起来 ,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开发

出最有效率的产品 ,提高企业的灵活性和灵敏度 ,实

现降低产品开发成本的目标。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

的第五代创新模式的内涵可用图 1 来表示。

在这一创新模式中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需要

注重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第五代创新模式

自身存在的 ,即第五代创新模式要保证企业建立和

巩固创造性学习组织 ,同时 ,为了保障创新效率 ,在

创新模式的各组成部分间要采用电子化的网络来进

行沟通。由于创新是技术诀窍的逐步积累过程 ,企

业建立的创造性学习组织必须满足内部学习和外部

学习的要求。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需要注重的另一方面的问

题是 ,企业既要考虑所处的市场环境 ,也应同时考虑

所在国的创新环境的不同 ,因而越来越多地受到国

家创新体系的影响。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 ,本文加

以重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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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第五代
创新模式与国家创新体系

　　第四代和第五代创新模式的主要不同之处在

于 ,第五代创新模式使用了先进的电子工具来辅助

设计与开发活动 ,包括模型模拟、基于计算机的启发

式学习以及使用 CAD 和 CAM ———CAI 系统的企业

间和企业内开发合作。第五代创新模式所获得的开

发速度快和成功率高的优点大部分得益于其高效的

信息处理网络 ,其中电子通讯实现和提高了第四代

创新模式的非正式的信息交流 ,因此第五代创新体

系本质上是具有依赖型的创新过程。

第五代创新模式的这一特性也反映了技术创新

活动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国家

技术创新体系研究与此有着密切联系。跨国公司不

同于单纯的国内企业 ,其所在的跨国环境决定了跨

国公司要受多重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这其中既包

括跨国公司所在的投资母国的国家创新体系 ,也包

括投资项目所在的东道国国家创新体系 ,除此之外

其他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作为潜在的投资环境也会

对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影响。如图 2 所

示 :

投资母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对跨国公司的影响主

要反映在其产生的创新推力上 ,所谓创新推力是指

受到母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 ,跨国公司技术创新

活动越来越频繁 ,母国的技术创新资源已经满足不

了跨国公司的需要 ,因此跨国公司必须向国外发展

寻求更多的技术、资金、人力资源、信息等要素 ,从而

产生了更多的跨国投资行为。创新推力的产生使跨

国公司和母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

互动关系 ,跨国公司也形成了技术创新与对外直接

投资之间的互相推动和互相促进的行为模式。创新

推力并不是将跨国公司推出投资母国的国家创新体

系 ,而是将跨国公司寻求技术创新资源的努力扩大

到超越国界的范围。

东道国国家创新体系对跨国公司产生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创新拉力方面。创新拉力是指东道国国家

创新体系形成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 ,使已经产生投

资行为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将企业自身的技术创

新活动集中在东道国。比如东道国努力改善自身的

基础设施 ,提倡技术人员在国内企业和外国跨国公

司之间流动 ,完善国内的法律法规体系 ,对技术创新

活动进行物质补贴等举措 ,都可以有效地推动国内

企业和国外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活动。事实上许多

发展中国家不仅仅给予外国跨国公司以国民待遇 ,

甚至采取了超国民待遇原则 ,这种努力的结果使越

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研究开发等技术创新活动置于

投资母国之外。

其他国家创新体系对跨国公司的影响可将其归

结为创新吸引力。作为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外的第

三国 ,虽然跨国公司在此没有形成实际的投资行为 ,

但在投资母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推动下 ,跨国公司时

刻关注母国之外的技术创新环境。如果第三国国家

创新体系健全、完善、高效 ,在当前技术创新活动国

际化日益普遍的情况下 ,跨国公司会随时准备将研

究开发、生产制造、产品销售等活动推向这一地区 ,

因此其他国家创新体系产生的是一种潜在的创新吸

引力。

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

司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资源有限 ,更加依赖于企业

外部的技术创新环境。无论是哪类国家创新体系对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影响都会更大一些。作为发

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也更应该关注国家创新体系的改

变。

以上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也适用于其他范围

的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只是宏观区域创新体系

的一个组成部分 ,宏观区域创新体系既可以是由若

干国家组成的经济体内部的创新体系 ,如在欧洲范

围之内实现的“欧洲的区域创新”;也可以是国家创

新体系 ;还可以是国家内省区的创新体系。跨国公

司不仅应该考虑多个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 ,

还应该将眼光放在更广阔的领域 ,探讨如何更有效

地利用全球范围的技术创新资源 ,以求实现技术创

新成本最低、效果最大的理想状态。

四、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采用
第五代创新模式的意义

　　系统集成网络创新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

的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通过

建立企业内部的创造性的学习组织 ,发展中国家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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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司利用现代化的计算机网络等电子手段与企业

外部资源进行沟通 ,要比传统的联系方式更加节约

成本 ,企业可以在电子化平台的基础之上 ,模拟物质

生产过程 ,利用虚拟的创新环境替代实际的技术创

新过程。无论是研究开发阶段、小试、中试、生产制

造、产品营销、售后服务、信息反馈和收集、创新成果

的扩散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电子化方式实行模

拟 ,企业可以在更安全的范围之内进行尝试 ,节省了

传统创新过程当中的成本开支 ,降低了创新风险 ,因

此从这一意义上说 ,系统集成网络创新模式将会更

好地促进创新活动的开展。

第五代创新模式也存在相应的缺陷和不足 ,对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模式的建立不利 :

一方面是其高昂的进入成本 ,这包括购置新设

备的费用以及相应的培训费用。电子化的创新方式

对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企业来说是一项新事物 ,有

人用数字差距或“数字化鸿沟”来形容计算机、网络

等数字载体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挑战。收入水平的

差距使得发达国家可以更轻易地实现从有形生产到

无形生产的转变 ,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只能“望网兴

叹”,企业所处的落后环境限制了企业的视野和发展

空间。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处境要好于国内企

业 ,更多地接触到先进的创新环境 ,更快地了解先进

的创新理念 ,无论怎样 ,进入“数字时代”需要投入的

成本是必需的 ,如何取得资金支持、获得系统集成网

络式创新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恰恰是发展中国家跨国

公司发展的瓶颈。

另一方面的障碍是大幅度提高的学习成本 ,无

论从企业角度还是从整体的创新系统角度来说 ,网

络时代的学习费用将更加昂贵。跨国公司需要与更

多的对象进行交流 ,需要考察更多的技术学习途径 ,

甚至直接的学习成本也在上升 ,例如开展更多的反

求工程、进行更多的横向合作等。但正如罗斯韦尔

所说 ,“无论花费如何 ⋯⋯,看来那些在掌握第五代

创新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企业即将成为明天创新的领

导者”。对力图追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和与之竞争

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来说 ,当前的付出是必要的 ,

只有建立更为高效的创新模式才有可能在将来与发

达国家企业一争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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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Pattern of System Integration Network of th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CHEN Heng
(School of Economic & Management ,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 Harbin 150001 , China)

Abstract : The network innovation pattern of system integration is the new pattern of technical innovations implemented by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s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should establish“creative learning organization”on considering the foundation of enterprise

actual condition , use the innovation resources that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offers , surmount obstacle and pull off the conversion of technical innova2

tion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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