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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并提出了企业技术创新风险预警系统及指标体系 ,采用 A HP 方法和模糊分析法并结合实例

论证了该指标体系在企业技术创新风险预警中的可行性 ;指出应综合运用风险转移、风险回避等相关措施

以规避并有效控制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各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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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决策风险、技术

风险、管理风险等一系列风险 ,为了及时发现警情、

防范风险 ,所以企业应构建技术创新风险预警系统 ,

以便有效识别和控制企业技术创新风险 ,提高技术

创新效率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1 　研究综述

111 　国内外风险预警管理的研究

国外较早对风险预警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雷

特 ,他在 1919 年出版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一书中提

出了风险预警的概念。其后 Caplan 于 1970 年提出

预警研究在心理学方面的临床表现 ; Smart 和

Vertinsky 对危机决策和集体思考的实施过程进行

了研究 ;Zachary Sheaffer、Bill Richardson 和 Zeha2
va Rosenblat t 以巴林银行倒闭为背景 ,研究了管理

预警信号。目前风险预警主要运用于经济预警 ,已

出现的一些较为成熟的预警模型有 : A RCH 模型 ,

即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1 ] ; KL R 信号分析模型 ,

该模型已经成为经济预警中的标准模型 ; MCS 模

型[2 ] ,主要用于评估国家的外债风险。近几年学者

们还把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和 BP 模型运用于风险研

究中。此外 , Tyebjee 和 Bumo 采用问卷调查和因

素分析法对美国风险项目进行评价 ,并得出相应的

评价模型[2 ] 。

国内关于预警管理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20 世纪 90 年代 ,经济预警在微观经济领域

得到了广泛应用。佘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危机

管理方面 ,其创立了企业逆境管理理论体系和企业

预警管理理论体系。他提出的企业逆境的预警管理

模式、企业管理波动的预警管理模式、企业管理失误

的预警管理模式、企业危机的预警管理模式等 ,对学

术界和企业界都是一个重大贡献 ,奠定了中国企业

危机预警管理的理论基础。谢科范的研究更多地侧

重于对企业的全面风险 (而不仅仅是危机阶段)以及

更微观方面的风险的预警和防范 ,如技术创新、市

场、新产品开发等[2 ] 。

112 　技术创新风险预警系统的研究状况

技术创新项目的风险管理一般包括风险识别、

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 ,主要的风险管理分析框架有

CRM 模型、Charet te 模型、Boehm 模型等[ 3 ] 。对技

术创新的风险估计研究主要是利用故障树法、层次

分析法等对风险进行辨识、评估和排序。对技术创

新风险控制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决策模型、数据模型

和动态模型探讨风险控制的最佳策略。如 :Ben 和

Raz 提出了具有成本效益的风险控制措施选择模

型 ,并用贪婪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 ,还讨论了由风险

控制策略所带来的二次风险问题 ; Steven 从项目需

求角度分析了技术创新的需求风险 ,提出了选择风

险措施的启发式算法 ; Edouard 采用决策树方法研

究了“接受”、“改进”和“延迟”三种风险控制策略的

选择问题[3 ] 。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风险预警系统方面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宏观经济风险预警系统、金融风险预警系

统、企业日常经营风险预警系统和各种灾害预警系

21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统等方面。Ilmari O1 Nikand 和 Eero Eloranta [4 ] 在

信号契合信息理论的基础上 ,分析了项目预警信号

的特征、表象 ,提出了利用 Ansoff 的弱信号理论识

别和处理项目管理中的危险信息的思想 ,并构建了

基于“诱因 - 问题 - 反应”三维关系的项目风险预警

系统 ;有的学者引入了多指标和扩充观测指标集的

方法 ,将整个预警流程划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预警

三个层次 ,提高了预警系统洞察市场变化的能力 ,以

适应不同波动状态下的监测与预警需求[5 ] ;陈建华

等提出以过程动态控制和多目标综合调控系统过程

为基础的项目动态调控预警模型 ;刘艳玲[ 6 ] 认为项

目风险预警系统是一个通过循环而不断获得提升的

体系 ,是度量项目运作过程中某种状态偏离预警线

的强弱程度、发出预警信号及提前采取防范措施的

系统 ,该体系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后评价、

风险对策及风险预警 5 个子系统。也有学者运用案

例推理系统构建风险预警系统 ,该方法的主要步骤

包括待求问题的案例表达、案例库检索、修正相似案

例的解及问题案例的学习等。还有学者建立了风险

预警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通过计算机模仿人脑对风

险系统的认识和判断 ,寻求风险管理的满意解 ,例如

采用基于案例的模糊类比推理方法来构建商业银行

风险预警系统。

特色预警系统主要包括基于概率分析法和信号

分析法的预警系统。概率分析法是根据历史上各个

安全状态下的指标表现来制定一套预警指标体系 ,

运用概率分析方法对指标现状进行综合评价 ,以判

断风险管理对象的安全水平和发展趋势 ;信号分析

法[7 ]则是通过分析影响风险事件的主要因素来考察

其相互作用及变化 ,研究风险发生机理、监控指标的

发展趋势并形成风险信号 ,进而为制定风险对策提

供依据[5 ] 。由于这两种方法自身存在局限性 ,因此

学者们在逐步完善既有方法的基础上 ,提出了不同

的项目风险预警运算方法 ,如灰色系统 ( grey sys2
tem , GS) [ 8 ] 、模糊分析法 (f uzzy analysis , FA) [ 9 ] ,并

将其与计划评审技术 (p rogram evaluation and re2
view technique ,PER T) 、主观概率法等概率分析方

法综合用于项目风险预警。在算法的具体应用方

面 ,如 :肖利民[10 ] 应用多目标决策模糊评价法进行

国际工程承包项目风险的预警预控 ; Terry L yons

等运用案例推理方法 ,在成功范例基础上进行问题

推理求解 ,从而实现项目风险预警 ;盛淑凯[ 11 ] 等利

用不可修复可靠性串联模型构造预控限 ,对多投资

项目进行项目风险预警控制 ;徐菊芬[12 ] 应用人工神

经网络技术对中小软件企业项目风险进行预警预

控。以上方法和应用均取得较好的实践效果[13 ] 。

通过上述对国内外学者们所做的风险预警研究

进行分析和梳理 ,我们发现目前研究尚存在如下问

题值得继续探讨 :

第一 ,从研究现状来看 ,风险预警研究主要集中

于经济预警研究 ,特别是宏观经济预警研究 ,但技术

创新风险预警系统的管理研究尚不多见。

第二 ,大部分学者将研究重心放在对研发项目

风险的识别、评估 ,构建研发项目风险管理模型以及

一般的风险对策控制上 ,而诸如如何建立风险预警

管理系统、如何确立一套实用的预警指标体系等有

关研发项目风险预警管理方面的研究比较欠缺 ,因

此风险管理的“主动、规范”作用难以真正发挥[13 ] 。

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者从商业、医学、环境学和

金融等不同领域论述了风险预警管理的重要性 ,并

提出了一些方法和模型 ,这为我们进行风险预警研

究提供了的理论基础。但是 ,目前国内外关于企业

技术创新风险预警的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 ,缺乏对

技术创新风险预警的系统研究 ,因此 ,厘清技术创新

风险预警管理系统的构建思路 ,明晰技术创新风险

预警管理机理 ,是目前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本文

将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 ,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2 　风险预警系统结构及预警指标分析

211 　风险预警系统结构

企业技术创新一般涉及的都是全新的技术领

域 ,根据企业技术创新的创新性、风险可控性等特

点 ,结合我国企业的现状 ,企业技术创新风险预警系

统应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分析诊断、风险评价、风险

警示、风险防范 5 个基本环节 ,如图 1 所示。

图 1 　企业技术创新风险预警系统结构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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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图 1 所示的企业技术创新风险预警系统结构

模型说明如下 :

首先 ,风险识别系统收集初始信息 ,判别风险来

源或潜在的风险 ,输出风险识别清单。对风险进行

识别后 ,采用蒙特卡洛分析法或德尔菲法分析各风

险对项目的影响 ,对风险进行分类 ,并选出对项目有

重大影响的那些风险 ,以便进一步分析。其次 ,总体

风险评价系统对诊断数据进行风险评估 ,判断风险

损失程度及风险发展趋势 ,并将所有结果输送到风

险警示系统。风险预报、预警的目的是为了控制风

险 ,在评估风险之后 ,就要进行风险管理 ,因此需要

建立一套合理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并且为风险评

估预警指标选定合理的区间。风险警示系统根据既

定评估结果发出总体风险及分项风险的警报 ,指明

项目目前的运行状态属于哪类警级 ,并将警报清单

输出到风险防范系统。风险防范系统根据警报决定

是维持现状还是采取预控 ,若采取预控则要评估实

施效果 ,并将结果通过动态管理系统输出至系统外。

预警信号与风险级别如表 1 所示。
表 1 　预警信号与风险级别表

预警信号 绿 绿 橙 黄 红

风险级别 低 较低 一般 较高 高

212 　风险预警指标分析

在技术创新风险预警过程中 ,风险预警指标体

系是进行风险预警管理的基础 ,风险警源识别和警

度评价结果的正确与否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技术

创新项目的成功与否。为保证风险辨识的科学性、

合理性 ,同时能够充分、客观地反映技术创新风险水

平状况 ,本文在参考大量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通

过专家访谈和实地调研 ,提出了关于企业技术创新

潜在风险因素的初步假设。本文从决策风险、技术

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环境风险等 6

个方面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因素进行辨识。

决策风险是指在决策活动中由于主、客体等多

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 ,导致决策活动不能达到预期

目的的可能性及其后果。降低决策风险、减少决策

失误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X1 :决策者选择了不适合的项目。X2 :技术创

新项目与企业长期目标不符。

技术风险是指在技术项目研制过程中技术方面

的因素以及伴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带来的风险 ,由此

导致的风险往往导致项目中断。

X3 :技术寿命周期的不确定性。X4 :技术开发

难度。

管理风险是指在创新技术项目的经营和管理过

程中由管理不善、项目有关各方协调性较差以及其

他不确定性而引起的直接影响到项目成功的风险。

X5 :成员团结与协调状况。X6 : 激励机制。

X7 :人力资源结构的匹配程度。

财务风险是指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由资金不能及

时供应而导致的项目中断。

X8 :资金成本的高低。X9 :融资渠道与融资方

式。X10 :资本市场汇率、利率变化。X11 :企业资

金是否充足。X12 :资金的时间价值。X13 :投入资

金的现金流量分析。X14 :预期的通胀率。

市场风险是指市场潜在的不确定性导致的项目

风险。

X15 :市场需求的变化。X16 :消费者的需求和

认可。

环境风险是指由于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动而给项

目带来的风险。

X17 :政策的多变。X18 :宏观经济的波动。

3 　企业技术创新系统风险预警指标评价

　　评价企业技术创新风险不是简单的对指标进行

评价就可以实现的 ,而是需要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对

其做出全方位的评估。由于评价标准相对不确定 ,

影响创新风险的一些因素又具有模糊特征 ,因此本

研究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企业技术创新风险进

行评判。本文以山西某钢铁冶金企业为例 ,采用

A H P 方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法 ,构建企业技术创新系

统风险预警评价模型 ,具体步骤如下 :

1)确立方案评价的目标、所依据的准则以及评

价指标体系。

技术创新风险预警和防范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

效率和保证企业技术创新顺利完成的重要环节。技

术创新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和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增强

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上述指标体系能及时反

映企业技术创新风险警情 ,使企业及时采取措施 ,防

止风险的进一步发生 ,减少企业损失。

首先 ,构造如下评价准则 :总目标 ( A ) 即最高层

目标是防御技术创新风险 ,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

第二层目标分别为决策风险 ( B1 ) 、技术风险 ( B2 ) 、

管理风险 ( B3 ) 、财务风险 ( B4 ) 、市场风险 ( B5 ) 、环境

风险 ( B6 ) 。

其次 ,对上述指标进行细分 ,考察其在各自预警

系统中的作用。其中 :U11表示决策者选择了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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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 ; U12 表示技术创新项目与企业长期目标不

符 ;U21表示技术寿命周期的不确定性 ; U22表示技术

开发难度 ;U31表示成员团结与协调状况 ; U32表示激

励机制 ;U33表示人力资源结构的匹配程度 ; U41表示

资金成本的高低 ;U42表示融资渠道与融资方式 ; U43

表示资本市场汇率、利率变化 ; U44 表示企业资金是

否充足 ;U45表示资金的时间价值 ; U46表示投入资金

的现金流量分析 ;U47表示预期的通胀率 ; U51表示市

场需求的变化 ;U52表示消费者的需求和认可 ; U61表

示政策的多变 ;U62表示宏观经济的波动。

2)建立方案评价的层次结构模型。

层次结构模型如图 2 所示。

图 2 　企业技术创新系统风险预警指标层次结构图

.　　3)构造判断矩阵。

以最高层 ( A) 为比较准则 ,对中间层 ( B) 中的因

素进行两两比较并构造出判断矩阵 A2B 。同理 ,再

以中间层 ( B) 为比较准则 ,对第三层 (U) 中的各因素

进行两两比较并构造出判断矩阵。各矩阵的元素是

根据目前企业技术创新的实际情况并聘请有关专家

和实际工作者按 1～9 标度法进行打分确定的。各

判断矩阵见表 2 至表 8。

表 2 　判断矩阵 A2B

A2B B1 B2 B3 B4 B5 B6

B1 1 2 3 2 4 5

B2 1/ 2 1 2 5 3 6

B3 1/ 3 1/ 2 1 1/ 2 5 3

B4 1/ 2 1/ 5 2 1 2 4

B5 1/ 4 1/ 3 1/ 5 1/ 2 1 2

B6 1/ 5 1/ 6 1/ 3 1/ 4 1/ 2 1

表 3 　判断矩阵 B12U

B1 2U U11 U 12

U11 1 2

U12 1/ 2 1

表 4 　判断矩阵 B22U

B2 2U U21 U 22

U21 1 3

U22 1/ 3 1

表 5 　判断矩阵 B32U

B3 2U U31 U32 U33

U31 1 3 5

U32 1/ 3 1 3

U33 1/ 5 1/ 3 1

表 6 　判断矩阵 B42U

B4 2U U 41 U42 U 43 U44 U45 U46 U47

U 41 1 2 4 2 5 3 3

U 42 1/ 2 1 2 3 2 3 4

U 43 1/ 4 1/ 2 1 3 3 5 2

U 44 1/ 2 1/ 3 1/ 3 1 4 2 3

U 45 1/ 5 1/ 2 1/ 3 1/ 4 1 3 5

U 46 1/ 3 1/ 3 1/ 5 1/ 2 1/ 3 1 4

U 47 1/ 3 1/ 4 1/ 2 1/ 3 1/ 5 1/ 4 1

表 7 　判断矩阵 B52U

B5 2U U51 U52

U51 1 2

U52 1/ 2 1

表 8 　判断矩阵 B62U

B6 2U U61 U62

U61 1 3

U62 1/ 3 1

　　4)进行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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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对上述计算得到的相应层次单排序相

对重要性权重向量进行一致性检验。这是为了避免

在对同一层次上的各因素作两两比较时可能出现的

所用比较尺度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因为当这种不一

致的程度较大时 ,就可能得出错误的计算结果 ,因此

在对每一层次做单排序时均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

一致性检验可通过计算一致性比例 C. R. 来确定。

C1 R1 =
C1 I1
R1 I1 。其中 : C1 I1 =

λmax - n
n - 1

, 为一致

性指标 ; R1 I1 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λmax 为最大

特征根 ; n为比较判断矩阵 A 的阶数 (也是该层次所

含的因素个数) 。R1 I1 的取值规则如表 9 所示。
表 9 　R1 I1 的取值规则

n 1 2 3 4 5 6 7 8 9

R1 I1 0 0 01 58 0190 1112 11 24 1132 1141 11 45

　　若 C1 R1 < 011 ,则认为该层次单排序的结果有

满意的一致性 ,否则需要调整比较判断矩阵 A 的元

素取值。我们采用方根法对构造判断矩阵 A2B 计

算 ,结果如表 10 所示。

表 10 　构造判断矩阵 A2B 的计算结果

A2B B1 B2 B3 B4 B5 B6 W i′ W i

B1 1 2 3 2 4 5 21 493 01329

B2 1/ 2 1 2 5 3 6 21 117 01280

B3 1/ 3 1/ 2 1 1/ 2 5 3 11 038 01137

B4 1/ 2 1/ 5 2 1 2 4 11 082 01143

B5 1/ 4 1/ 3 1/ 5 1/ 2 1 2 01 505 01067

B6 1/ 5 1/ 6 1/ 3 1/ 4 1/ 2 1 01 334 01044

　　从表 10 可以看出 , B1 、B2 、B3 、B4 、B5 、B6 的权

重向量为

W = (01329 ,01280 ,01137 ,01143 ,01067 ,

01044) T

然后 ,对表 10 所示的构造判断矩阵 A2B 进行

一致性检验。

AW =

1 2 3 2 4 5

1/ 2 1 2 5 3 6

1/ 3 1/ 2 1 1/ 2 5 3

1/ 2 1/ 5 2 1 2 4

1/ 4 1/ 3 1/ 5 1/ 2 1 2

1/ 5 1/ 6 1/ 3 1/ 4 1/ 2 1

01329

01280

01137

01143

01067

01044

= [21092 ,11899 ,01925 ,01948 ,01429 ,01271 ]T 。

λmax =
1
n ∑

n

i = 1

( A W ) i

W i
= 61514。

求得一致性指标为 :

C1 I1 =
λmax - n

n - 1
=

61514 - 6
6 - 1

= 011028。

C1 R1 = C1 I1 / R1 I1 = 011028/ 1124 = 010829

< 011 ,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对于 B2X 的各矩阵 ,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计

算 ,可得到其权重向量 ,计算结果如下所示 :

W1 = ( w1 1 , w12 ) = (01667 ,01333) ;

W2 = ( w21 , w22 ) = (01750 ,01250) ;

W3 = ( w31 , w32 , w33 ) = (01637 ,01258 ,01105) ;

W4 = ( w41 , w42 , ⋯, w47 ) = (01301 ,01217 ,

01166 ,01123 ,01087 ,01064 ,01042) ;

W5 = ( w51 , w52 ) = (01667 ,01333) ;

W6 = ( w61 , w62 ) = (01750 ,01250) 。

5)模糊综合评价。

首先 ,建立模糊判断矩阵。本文评语集设为 5

级 ,记为 V = {低 ,较低 ,一般 ,较高 ,高} ,低和较低对

应绿色预警信号 ,一般、较高和高分别对应橙色、黄

色和红色预警信号。利用德尔菲法依次对各层级指

标进行评价 ,得到 U ij ( i = 1 ,2 ,3 ,4 ,5 ,6 ; j 表示相

应层级指标 U i 中包含的评价因子)隶属于第 t ( t =

1 ,2 ,3 ,4 ,5) 个评语 vt 的程度 r ij t , 其中 rij t = m ij t / m

( m 为参与模糊综合评价的专家总数 , m ij t 为参评专

家中认为指标 uij 属于评价等级 v t 的人数) ,由此可

以得到模糊评价矩阵 Ri :

Ri =

ri11 ⋯ ri15

… …

rij1 ⋯ rij5

。

对于 B1 ,采用德尔菲法可以得到决策风险的模

糊评价矩阵 :

R1 =
0105 0110 0130 0135 0120

0110 0115 0135 0130 0110
。

同理 ,我们可以得到技术风险、管理风险、财务

风险、市场风险和环境风险指标的单因素评价矩阵。

R2 =
0115 0110 0130 0125 0120

0120 0115 0125 0130 0110
;

R3 =

0105 0115 0130 0130 0120

0115 0120 0130 0110 0125

0110 0110 0135 0135 0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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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 =

0105 0120 0135 0110 0130

0110 0120 0130 0110 0130

0115 0115 0125 0130 0115

0120 0110 0135 0120 0115

0120 0130 0110 0115 0125

0130 0110 0115 0125 0120

0125 0115 0120 0125 0115

;

R5 =
0115 0120 0130 0105 0130

0120 0115 0135 0120 0110
;

R6 =
0125 0110 0130 0115 0120

0110 0120 0135 0120 0115
。

然后 ,进行一级模糊综合评判。第一级模糊综

合评判是指按结构性指标中的所有分析指标进行评

判 ,根据模糊矩阵 Ri , 结合前文得到的各类分析指

标的权重 ,对每个结构性指标中的分析指标进行综

合评价 ,于是可以得到一级模糊综合评判集 :

Bi = Wi 　°R i = ( bi1 , bi2 , bi3 , bi4 , bi5 ) 。

关于模糊算子“ 　°”,根据实际情况 ,为了区分

各因素的作用 ,本文采取加权平均型 ,即 M (·, σ )

型。按照这种合成算子 ,求得评价结果为 bit =

∑
n

j = 1
w ij r ij t ( i = 1 ,2 , ⋯,6 ; t = 1 ,2 , ⋯,5) 。

对于 B1 ,我们可以计算出它的一级模糊评判

集。

B1 = W1 　°R1 = (01067 ,01117 ,01317 ,01333 ,

01167) 。

同理 ,我们可以得到 B2 - B6 结构性指标的一

级模糊评判集。

B2 = W2 　°R2 = (01163 ,01113 ,01288 ,01263 ,

01175) ;

B3 = W3 　°R3 = (01081 ,01158 ,01305 ,01254 ,

01202) ;

B4 = W4 　°R4 = (01133 ,01180 ,01282 ,01166 ,

01240) ;

B5 = W5 　°R5 = (01167 ,01183 ,01317 ,01100 ,

01233) ;

B6 = W6 　°R6 = (01213 ,01125 ,01313 ,01163 ,

01188) 。

最后 ,进行二级模糊综合评判。第二级模糊综

合评判是指在各结构性指标之间进行评判 ,将每个

结构性指标当作一个因素 ,进行 Bi 的单因素评价 ,

则模糊综合评价矩阵为 :

R = ( B1 , B2 , ⋯, B6 ) T = ( bit ) 6×5 。

同理 ,采取加权平均模型 ,可以得到模糊综合评

判集为 :

B = W 　°R = ( b1 , b2 , b3 , b4 , b5 ) 。

最后得到该企业的综合评判集为 :

B = W 　°R = ( 01118 , 01135 , 01302 , 01256 ,

01190) 。

因此 ,该企业的技术创新系统风险预警结果可

以认定为一般 ,信号为橙色 ,企业应及时找出风险存

在的原因 ,采取相应的预警措施 ,防止风险进一步蔓

延。

4 　风险防范与控制措施

技术创新项目的成功对企业是至关重要的 ,利

用上述指标评价体系及时发现警情的同时 ,还应综

合运用各种措施防范和控制风险 ,以确保企业技术

创新项目的顺利完成。

首先 ,在充分收集资料的基础上 ,事先估计风险

产生的可能程度 ,判断导致其出现的条件和因素 ,根

据自身情况及研发技术优势 ,选择某些风险较低的

空白领域进行技术创新。同时 ,在选择项目实施方

案的过程中 ,应选择相对成本较低、时间较短的实施

方案 ,在风险事故发生之前完全、彻底地消除某种风

险可能造成的损失。

其次 ,在创新项目运行过程中 ,项目事故一旦发

生 ,项目管理者一方面可以通过某些技术手段将风

险转移给他人 ,比如通过企业联合开发、合同转移、

业务外包、技术转让、委托开发等方式将风险转移 ,

另一方面可以参加科技保险或项目保险 ,通过向保

险公司的投保而将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身上 ,或在

项目投资过程中吸引风险投资。

第三 ,创新过程是一个创新组织不断学习的过

程 ,要采用具有柔性的、有效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方

式 ,尽可能让潜在用户参与创新过程 ,并建立良好的

内、外部信息资源获取和传递机制 ,保证创新过程顺

利进行[ 14 ] 。

5 　结论与展望

针对技术创新风险预警系统理论研究的缺乏 ,

本文分析并建立了企业技术创新风险预警指标体

系。基于所建立的企业技术创新风险预警指标体

系 ,运用 A H P 评价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山西某

钢铁冶金企业的创新风险进行评价与分析 ,认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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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创新系统风险预警结果可以认定为一般风

险 ,信号为橙色 ,同时 ,建议该企业应采取风险回避、

风险转移等策略 ,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该企

业技术创新风险预警指标评价体系对金融企业投资

项目的风险预警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为提高评价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在今后的

研究中 ,笔者将结合现实的经济运行情况继续对所

建立的企业技术创新风险预警指标系统进行大样本

实证研究 ,以便对所得结论进一步检验和研讨 ,为企

业有效防范技术创新中的风险、提高创新效率提供

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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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Warning Index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Risk in Enterprises

Chai Yonghong , Han Shurong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Taiyuan 030024 ,China)

Abstract : In t his paper ,t he warning system and t he warning index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risk in enterprises are set up1 The A HP and t he

fuzzy analysis met hod are used in an example to demonst rate t he feasibility of t his index system in t he warning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risk1 Finally ,it is pointed out t hat t he related measures on risk t ransfer and risk aversion should be carried on to avoid effectively and cont rol t he

risks existing in t he innovation process1

Key words : risk warning ; warning index ;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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