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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明确技术创新、创新力及技术创新力内涵的基础上 ,分别分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创新

力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重点归纳出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创新力发展的“4I”模式 ,最后针对我国多数企业的实际情况

和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 ,探讨了提升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力的几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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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

发达的不竭动力。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向全球化方向

迅速发展 ,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作出了增强自主

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在这

种大背景下 ,企业也应着重提高自身创新力 ,尤其是

技术创新力。技术创新是整个自主创新价值链的一

个重要环节 ,因而技术创新力不仅是企业培育自主

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也是企业在全球化市场

竞争下的立命存身之本 ,发展动力之源。

1 　技术创新力

1. 1 　技术创新的概念

技术创新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是指企业应用新

知识、新技术和新工艺 ,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

理模式 ,提高产品质量 ,开发生产新的产品 ,提供新

的服务 ,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化的一系列活动[1 ] 。

不同于科学上的发明和发现 ,技术创新强调的不是

技术的先进性 ,而是技术与市场的有效结合 ,即新技

术的首次商业性应用。也就是说 ,无论一项技术发

明如何先进 ,如果没有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即没有市

场需求 ,也不是一项成功的技术创新。

从创新的内容看 ,可以将技术创新分为产品创

新和工艺创新两种类型[2 ] 。产品创新是指从市场引

入新的有独特性能的产品 ,即新产品的商业化 ,它是

面向用户的创新。工艺创新是指对新的或重大改进

的生产方法的采用。它可以用以生产现行生产方法

无法生产的新的或改进的产品 ,也可用于增加现有

产品的生产效率。

1. 2 　创新力的概念

对“创新力”这个名词已经有学者提出过 ,但都

未对其概念进行完整的描述 ,也未赋予其完整的内

涵和特征 ,更多的使人理解为等同于已经熟知的创

新概念。为了更好地阐述技术创新力 ,我们首先对

“创新力”这一概念做重新的认识和界定。创新力是

财富创造的根本的原动力 ,是人类获得新方法、新观

念和新思想 ,并将其应用于实践 ,获得经济性的能

力。创新力与创新在概念上的差异是 ,创新是已经

实现了财富的创造 ,而创新力则是创造财富的能力 ,

也就是创新的潜在能力。有创新力不一定必然地导

致创新的实现 ,但它是创新实现的必要前提。简言

之 ,创新是一系列活动 ,而创新力则是一种能力 ,创

新力可对创新活动进行促进、组织和协调。

1. 3 　技术创新力

技术创新力是创新力的一种 ,它是基于技术创

新的创新力。具体来讲 ,技术创新力是企业实施技

术创新战略、组织技术创新活动的能力 ,是一个组合

概念[3 ] 。首先 ,技术创新力是一种存量 ,是渐进性技

术积累的结果。渐进性是指创新力的提高在通常情

况下不会出现跳跃 ,除非是企业引进了研究能力一

流的专家或工程师。其次 ,企业技术创新力的提高

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即企业不断吸收外界的新

知识和新技术以提高自身素质的过程。一般地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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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力的构成要素包括 :资源投入能力、研究开发

能力、制造能力、营销能力、创新管理能力和创新产

出能力。同时 ,以上要素也可构成企业技术创新力

评价的指标体系 ,从这些方面对一个企业的技术创

新能力加以评价。

2 　技术创新力的形成与发展

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企业技术创新力的

形成与发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规律或轨迹 :一

种是在发达国家的轨迹 ,它是一种始于技术创新的

轨迹 ;另一种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轨迹 ,它是一种基于

技术追赶的轨迹 ,他们走的是一条选择、获取、消化

吸收、改进并最终创造新技术的路径。

2. 1 　发达国家企业技术创新力的发展轨迹

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遵循的是一种始于创新的

轨迹 ,其技术创新大多来自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实

践发展。威廉 ·埃伯纳西和詹姆斯 ·阿特拜克于

1975 年、1978 年提出发达国家的产业和企业是沿着

流动、转换和特性三段式技术轨迹发展的 ,简称 A -

U 模式 ,见图 1[ 4 ] 。此模型不失为理解发达国家技

术变化的有用框架。

图 1 　发达国家技术创新模式

该模型假设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过程中 ,产品

和工艺的主要创新率遵循与时间相关的一般模式 ,

并且产品和工艺创新存在重要关系。

依照该模式 ,在流动阶段 ,产品创新率最高 ,技

术企业家们组成新的小型企业或者在已有企业中建

立新的分支部门 ,在产品创新能力的基础上进行激

烈竞争 ,而工艺创新率明显偏低 ,因为新产品虽然粗

糙 ,但存在市场需求。在转换阶段 ,重大产品创新率

下降 ,重大工艺创新上升。此时 ,产品多样化开始让

位于标准设计 ,即一种主导产品设计和大批量生产

方式成为主流。在特性阶段 ,产品和工艺的根本创

新率下降 ,此时期的产业极为重视成本、产量和生产

能力 ,产品和工艺创新以小的渐进方式进行。[5 ]

2. 2 　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创新力的发展路径

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创新力的发展路径与发达

国家不同 ,可以从宏观上概括为由技术移植走向技

术开发 (技术自立)之路。本文将发展中国家技术创

新力的发展模式总结为“4I”模式 ,即 Int roduce (引

进) - Imbibe (吸收 ) —Imp rove (改进 ) —Innovate

(革新)四个阶段。并分别对这四个阶段加以阐述。

21211 　技术引进 ( Introduce)

当企业家意识到某个产业具有极大的市场发展

空间 ,而同时又认识到自身技术能力的差距时 ,便会

做出技术学习的决定 ,他们需要在众多可能的技术

知识源泉中做出合理选择 ,并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之 ,

即将技术知识化为己有 ,这个过程就是技术引进。

技术的选择和获取是任何企业提高技术能力不

可或缺的前期行为。采取技术引进的企业大都处于

一种刚刚起步的阶段 ,可以说这时的企业是在实施

一种拿来主义战略 ,企业内部所付出的努力基本上

很小 ,企业引进技术起到的最直接的一个作用就是

让企业可以骑在马上跑 ,这就是创新的动力。

21212 　消化吸收 ( Imbibe)

消化吸收是企业技术创新力形成过程中不可或

缺的一环 ,企业在引进先进的技术后 ,如果不能很好

地消化吸收 ,不仅无法获得新的技术突破 ,而且引进

的技术和设备只能是大量闲置和浪费。

消化吸收通常是指将新的外部知识 (尤其是隐

含性知识)内化于企业自身的知识体系 ,并进一步将

这些知识商业化为有特色的差别化产品。一般而

言 ,消化吸收能力的实现需要适度的研发投入和以

前的知识储备 ,企业内部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较

高。[5 ]特别地 ,消化吸收引进的知识还能使企业更具

超前的活跃性。因为拥有一定技术能力的企业对新

兴的技术机会十分敏感 ,他们会主动寻找能够探索

和发展能力的新机会 ,这种能力也促使企业更准确

地预测技术进步的性质并挖掘商业潜力。

21213 　技术改进 ( Improve)

由于企业已经对一般性生产技术进行了相对成

功的消化吸收 ,加上企业技术研发人员能力的不断

提高 ,企业逐步有能力对既有技术进行改进 ,从模仿

角度讲 ,这一过程属于创造性模仿 ,包括设计版本、

创新性调整和技术上的跨产业移植。设计版本主要

是指仿照市场领先的式样 ,设计具有自己商标和独

具个性的产品特性与式样。如韩国现代公司的 Ac2
cent 车型 ,以三菱的设计为基础 ,但又有自己的独特

性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非常畅销。技术上的跨

产业移植展示的是把一种产业中进行的技术创新应

用于另一种产业活动。技术改进致力于原有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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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整合、移植与更加国产化 ,其产品往往表现为

具有新功能、低成本的仿制品。当然 ,技术改进需要

大量投资与研发来获得知识。一般来讲 ,技术改进

是企业由技术引进走向自主创新的必经阶段。

21214 　技术革新( Innovate)

技术革新即是企业对技术的再创造过程[6 ] 。技

术革新阶段是企业技术创新力发展的最高境界 ,它

表现为企业技术上的超越与完全自主。这时企业的

技术能力已经逐步高度化 ,能够敏感地把握正在发

育或未发育市场的产品创新点 ,了解、研制更为先进

的技术 ,从而在全球技术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这

一阶段及其行为是企业技术能力积累的结果 ,受战

略选择的约束 ,植根于企业直觉判断和技术要素的

获得、飞跃与整合。

技术革新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提升技术创新力的

理想境界 ,更是我国技术上自力更生的最终目标。

当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没有一个国家在所有

技术领域全面领先 ,欧洲、美国、日本也都会进口技

术。[7 ]然而 ,做到技术革新的行业的多寡决定着一个

国家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为此 ,技术革新永远都是

企业、国家不懈追求的目标。

为了更好地说明“4I”模式下企业技术创新力

的发展轨迹 ,下面将从技术努力程度、技术学习方

式、产品特征、企业知识变化及竞争力五个方面对以

上四阶段的特点简要做一总结 ,如表 1 所示。

表 1 　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创新力发展的“4 I”模式

指标

阶段

技术努力

程度

技术学习

方式

产品

特征

企业知识

变化
竞争力

技术引进

( Int roduce)
些许努力 无或轻微学习 无差别化 轻微增进 弱

消化吸收

( Imbibe)

较多努力

有一些 R &D

企业内部学习

干中学、用中学
轻度差别化 大量增进

短期竞

争力

技术改进

( Improve)
较深度 R &D

企业内部学习

企业外部学习
中度差别化

大量增进与

质的变化

中期竞

争力

技术革新

( Innovate)
深度 R &D

企业内、外

部学习

高度差别化

世界级领先

非连续性大

幅质变
长期竞争力

　　纵观以上四个发展阶段 ,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

新力发展不同 ,发展中国家提升技术创新力采取的

是技术引进 - 吸收 - 改进 —再创造的模式。另外 ,

值得注意的是 ,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力的提升是个

非线性过程 ,多遵循螺旋上升的规律 ,即低层次技术

创新能力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升级为高一级的能力。

反而 ,企业有可能在某一发展阶段永久停滞并使创

新能力退化。可以说 ,直接沿着“4I”模式顺利走下

来的企业并不多见 ,在技术创新力阶梯升级的过程

中会出现断裂的现象。

3 　提升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力的途径

3. 1 　由技术引进走向自主创新

技术可以引进 ,但企业技术创新力的提升却只

能靠企业自身 ,即必须坚定地走出一条由技术引进

到自主创新的技术发展之路。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

了 ,中国企业没有必要在自主创新力上下大力气 ,殊

不知很多跨国公司只不过是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来

满足其自身发展需要。科学研究的全球化并不意味

着核心技术可以自然地流到中国 ,没有自己的核心

技术就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在我国许多企业的具体

实践上 ,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是失败的 , 对我国

企业来讲 ,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大环境

下 ,企业要求得生存和发展 ,最根本的就是要不断提

升自己的技术创新力 ,而要实现这点 ,就必须脚踏实

地自己干 ,实现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

3. 2 　注重技术创新与市场的结合

提升技术创新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实现技术创

新与市场的结合[ 8 ] 。国内一种舆论认为 ,应用不是

核心技术 ,只要掌握了所谓核心技术 ,才是真正意义

上的技术创新。这种思想使得有些公司只顾向封闭

的研发实验室投入巨资 ,却没有致力于了解客户需

求 ,并根据客户需求来推动技术创新。这种闭门造

车的做法也许会产生一些科研成果 ,却不会激起顾

客或投资者的兴趣 ,即使是研发投入最多的公司 ,也

仍然面临着技术创新匮乏和市值增长停滞的困境。

核心技术是用出来的 ,有竞争力的本国产品是

用户培育出来的[9 ] 。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要始终把

消费者的需求作为技术创新研究的课题 ,技术人员

必须明白 ,设计的价值就是来为市场服务 ,市场的难

题就是设计的课题 ,关起门来搞创新 ,创新就失去了

方向 ,技术创新力的提升更是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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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并不意味着他们不

需要技术的供应源。企业主体的真正含义是技术投

入和应用的主体 ,所有创新成果都在企业变成产品。

但是不能理解为所有创新都出自企业 ,科研机构的

成果仍是企业创新链条上的重要技术源泉。我国基

础科学研究的人才、设备、技术主要集中于大学和中

科院系统。他们拥有多学科、高水平的基础科学研

究队伍 ,有较深厚的科学积累 ,有较完善的科研设

施 ,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主力军[10 ] 。由此 ,企业技术

创新力的提升是可以借助外力的 ,即需要企业建立

一套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目前在我国大多数企业中 ,适应市场经济需求

的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尚

未形成 ,无法有效整合相关技术、产业和资源优势 ,

形成合力开展联合攻关 ,共同打造技术创新平台。

因此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 ,与大学、科研机构乃至国外的创新机构建立更

为密切的战略性联系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力的提升是

十分必要的。

3. 4 　积极发挥政府在提升企业技术创新力中的作用

以上主要从企业自身角度提出了提升技术创新

力的几点建议 ,除此之外 ,政府支持对于企业技术创

新力的提升也是不容忽视的。有人认为创新以企业

为主体 ,政府就不用对企业进行投入了。但值得注

意的是 ,西方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本国企业技术

创新的支持。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力的支持引导作

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

①多出台引导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相关政

策 ,营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②帮助企业加强与

国内外政府间和企业间的科技合作与交流。③政府

在企业加大自身投入的基础上 ,在资金投入上予以

配套支持 ,包括对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的攻关予以经

费支持 ,减少资助项目 ,增加资助强度等。④多为企

业和院校搭建院企、校企合作平台 ,实现优势互补 ,

推进产学研合作。⑤充分发挥政府的国际合作功

能 ,充分利用科技对外开放渠道和外资合作的资源 ,

加大科技对外开放力度 ,设立专项科技转化资金 ,降

低科技对外依存度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⑥加大人

才培养力度。拟新设企业创新人才培养基金 ,培养

企业的创新人才 ,真正实现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4 　结语

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获得竞争优势和取得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尤其是对市场竞争的主体 ———

企业而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知识全球化的不

断深入 ,企业技术创新力的提升对增强企业核心竞

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相信发展中国家技术创

新力发展的“4I”模式会对我国企业有一定的借鉴作

用。我国企业应走出提升技术创新力的诸多误区 ,

根据所在行业状况和企业自身特点选择合理的技术

创新模式 ,探索出一条技术自主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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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Improving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L I J ing , ZH EN Hong
(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135 ,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 he defini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innovation capaci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 t his article analyses t 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courses of enterprise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in bot 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 ries1 Then , it has set

up a“4I”model according to t 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innovation capacity in developing count ries1 Finally , based on t he actual conditions

and current problems of most enterprises in China , some suggestions are discussed here in order to improve domestic enterprises’innovation ca2
pacity1

Key words :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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