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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浙江软件企业为样本 ,通过探讨创新投入和创新文化对自主创新动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中

介作用 ,建立了自主创新由动力到能力的传导机制模型。实证研究表明 :创新收益预期和创新风险预期推

动着企业创新文化的确立和创新的投入 ;创新文化和创新投入有利于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传导

机制在自主创新动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创新投入在创新文化和自主创新能力之间存在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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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界定

111 　自主创新动力

根据期望理论 :激励力 = 目标效价 ×期望概率 ,

即激励力的大小取决于目标价值和期望概率。按照

这种理论 ,姚树荣、张耀奇提出了创新的动力函数可

表述为 M = f ( Re ×Pe) ,其中 M 为创新动力 , Re 为

创新成功的预期收益 , Pe 为创新成功的期望概

率[1 ] 。该式表明 ,自主创新动力大小受到创新者的

主观认识影响。首先 ,创新者所认识到的创新成功

给自己带来的收益越大 ,创新的动力也就越强 ,反之

亦然 ,当创新者认为创新的结果对自己毫无益处时 ,

不管创新对组织、对他人、对社会有多大的益处 ,都

不可能有创新的动力 ;其次 ,创新者所认识到的创新

成功可能性越大 ,创新动力也就越强 ,反之亦然。

因此 ,创新动力应该是创新者对财富创造的现

有途径与未来途径的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和期望概

率的主观价值判断。虽然很多学者把自主创新动力

分为内外部动力 ,但是外部动力是通过内部动力对

创新行为产生影响的 ,即外部动力最后都会转化成

内部动力 ,内因是企业创新行为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所以 ,本文把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分为两类 :企业创新

收益预期和企业创新成功预期[2 - 3 ] 。

112 　自主创新能力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 ,从广义

上来说 ,它应该是企业的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技术

创新、组织创新等同一个系统内部不同要素创新能

力的总和。所以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评价有不同

的体系 ,不同学者会从不同侧重点去进行构建。目

前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体系评价一般是以《中国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分析报告》为基础的。软件企业的自

主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和一般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评

价是有区别的。软件行业是一个高新的行业 ,软件

产业具有开发投入大、生产成本难于估算、产品易被

复制、人是最根本的因素、技术骨干流动风险大等特

点 ,所以软件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有特殊

的指标。

《2007 中国软件自主创新报告》围绕软件企业、

软件产品、区域性软件园以及跨国软件企业中国研

究机构 4 个方面 ,首次提出了软件自主创新能力评

价指标体系 ,构建了软件企业创新能力的结构方程

综合评价模型和方法 ,进而分别从企业和政府的角

度提出了对策和政策措施 ,是一份面向软件行业创

新能力评价的应用基础性研究报告。该报告的第一

个方面是软件产品的自主创新评价指导体系 ,第二

个方面是软件园自主创新评价指导体系 ,第三个是

跨国企业驻华自主创新评价指导体系。本文用基型

产品创新能力和专利水平来衡量软件产品的自主创

新能力。

113 　由动力到能力的传导机制

传导机制包括两部分内容 :培育和传导路径。

自主创新由动力到能力的培育和传导路径是形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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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新能力的必要过程 ,学者们对自主创新能力的

培育和传导路径众说纷纭 ,但可以肯定的是 ,自主创

新能力培育和传导路径是一个体系 ,是由许多的活

动组成的。本文采用 C1Brooke Dobin 提出了的一

个创新蓝图 ,他认为 ,作为管理者 ,要使企业走向自

主创新 ,必须要有两种行为 :创新意图和创新基础。

前者包括创新倾向和雇员传递 ,后者包括雇员的知

识技能和技术财政支持[4 ] 。根据 C1Brooke Dobin

对模型的解释 ,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分为创新意图、创

新意愿传递、雇员培训和技术资金投入。安子鹏对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内部产生要素的分类为创新愿

望、人力资源和资金源[5 ] 。根据上述两位学者的归

纳 ,本文把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和传导路径分为两大

类 ,即创新文化和创新投入。前者包括领导者创新

精神和自主创新激励 ;后者包括资金投入和人才培

训。

2 　理论框架

软件企业自主创新从动力出发 ,如何达成持续

的技术创新 ,进而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存在一个

传导机制的问题。在文献综述基础上 ,本文认为 :企

业自主创新的动力主要源自创新的收益预期和创新

的成功预期 ;自主创新能力可以用基型产品创新能

力和专利水平来衡量 ;由动力到能力的传导机制是

指通过创新投入和创新文化将创新动力培育或转化

为创新能力。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见图 1。

图 1 　自主创新动力到能力传导机制假设模型

模型中的相应假设如下 :

①H1a :自主创新收益预期与创新文化存在正

相关关系 ;

②H1b :自主创新收益预期与创新投入存在正

相关关系 ;

③H1c :自主创新成功预期与创新文化存在正

相关关系 ;

④H1d :自主创新成功预期与创新投入存在正

相关关系 ;

⑤H2a :自主创新收益预期与自主创新能力存

在正相关关系 ;

⑥H2b :自主创新成功预期与自主创新能力存

在正相关关系 ;

⑦H3a :创新文化和自主创新能力存在正相关

关系 ;

⑧H3b :创新投入和自主创新能力存在正相关

关系 ;

⑨H4 :创新投入和创新文化存在正相关关系。

3 　样本及分析方法

在经过初步测试 ,得到一个修正后的测量量表

后 ,进行大规模和大范围的问卷调研以获取更为丰

富和可靠的数据。

311 　样本来源

本研究发放对象都是浙江省软件企业 ,其中以

杭州地区的软件企业为主。问卷发放的方式有以下

几种 :到软件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现场发放 ,当场

回收 ;通过邮寄 ,委托他人发放 ,由委托人解释相关

事宜 ;通过软件行业协会发放。本研究的问卷总共

向高层管理者、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等发放 160

份 ,回收 121 份 ,其中有效问卷 103 份。

312 　被访者特征

问卷被访者的个体特征会直接影响到问卷的质

量 ,我们一般要求被访者是中层以上主管或者是技

术骨干。具体特征分类如下 : ①学历。分为三档 ,即

大专及以下、本科、研究生 (含) 以上。②所在部门。

分为五类 ,即开发部、测试部、技术支持部、销售部及

其他。③本企业工作年限。分为四类 ,即一年以内
(含) 、一年到三年 (含) 、三年到五年 (含) 、五年以上。

④职务。共三类 ,分别为高层管理者、部门负责人和

业务骨干。

313 　分析方法

本文实证研究主要是对问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 ,使用的分析软件以 SPSS1610 为主 ,

分析方法有信度和效度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

和路径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描述性统计主要是对样本

的基本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包括调查者人口特征分

布、企业规模、所属行业、员工人数、员工知识构成、

企业成立时间、企业研发投入等资料。通过描述性

统计 ,可以直观地了解样本的基本资料。

2)信度和效度检验。本研究的问卷设计是在原

有的一些问卷基础上经过改编而生成的 ,所以需要

先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的分析 ,以保证根据次量

7

　　　　　　　　　　　　　　　　　　　　　　　　　　　　　　盛 　亚等 :企业自主创新由动力到能力的传导机制



表测量出的变量值可以反映实际情况。

3)相关分析。本研究的理论假设中 ,各变量之

间关系是否显著相关 ,并且每个维度的各个层面之

间是否相关 ,这些需要做相关性分析。

4)回归分析。回归分析可以通过构建回归方程

来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水平 ,在进行回归方

程标准化回归系数确定的时候 ,我们选取“强制回

归”,进入方程式的标准在于预测变量的标准化回归

系数必须通过 F 值或 F 概率值规定之标准 ,通常的

标准是 F 概率值小于等于 0105 ;最后 ,已被纳入结

构方程式的预测变量必须再经过反向剔除法的检

验 ,以决定该变量是否被保留 ,若进入回归方程式的

变量不符合提出标准 ,则会被淘汰。

5)路径检验。首先 ,根据相关理论与文献数据 ,

构建一个可以检验的初始模式 ,并绘出一个没有路

径系数的路径图 ,图中之因果关系以箭号表示 ,箭头

所指者为“果”(因变量) ,箭头起始处为“因”(自变

量) ;其次 ,用强迫进入法估计路径系数并检验其是

否显著 ,进而估计残差系数。残差系数的计算公式

为 :残差系数 = 1 - R2 , R2 为决定系数。

4 　自主创新由动力到能力的传导机制
路径
　　本文用复回归分析法 ,以求得整体概念性研究

框架的路径系数 ,来探讨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在自主

创新动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之间 ,以及自主创新能力

培育在整个模型中的中介效果。将进行下面 3 个复

回归分析 ,来确定路径系数 : ①目标变量为自主创新

能力 ,预测变量为企业创新收益预期、创新文化、创

新投入。②目标变量为创新文化 ,预测变量为企业

创新收益预期、企业创新成功预期。③目标变量为

创新投入 ,预测变量为企业创新收益预期、企业创新

成功预期和创新文化。求得的路径系数如图 2 所

示。

根据图 2 提供的路径系数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

关于企业自主创新由动力到能力传导机制的四个基

本结论。

1)创新收益预期和创新风险预期推动着企业创

新文化的确立和创新的投入。

熊彼特认为 ,“创新者”进行“创新”活动的目的

就是为了谋取利润。企业家所以愿意投资于某个新

的技术领域 ,正是因为他们看到其他人所没有看到

或者虽然看到而不敢投资的盈利机会。没有盈利机

会 ,也就不可能有“创新”。新的技术发明和应用 ,不

管它来自企业内部还是外部 ,获取高额利润都是企

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基本推动力。因此 ,如果一项新

图 2 　自主创新动力到能力传导机制路径分析

技术不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 ,那么 ,企业家就不

会采取创新行为。虽然 ,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常常

为了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实力而不断地进行自

主创新。但是 ,每次技术创新都是在首先权衡了利

润之后进行的。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 ,制造商甚至可以包括供应

商 ,他们之所以敢冒引进新思想和克服旧障碍必有

的风险进行自主创新 ,就是因为期望能获得当时的

垄断地位 ,在市场上占有相对优势。因此 ,企业进行

自主创新除了受利润的驱使 ,还受到市场份额 (或称

市场占有率)的促动。与利润驱动相比 ,市场份额驱

动具有以下的优点 :第一 ,市场份额的界定比单一利

润的界定要丰富和广阔得多 ,现有市场份额的竞争

保护 ,新市场的开辟或潜在市场需求的诱导 ,市场范

围的渗透与扩张 ,甚至企业市场信誉的改善和市场

影响力的增强等 ,都可能成为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

激发因素 ,其已突破利润增长对创新动力形成的单

一性准则限制 ,拓宽了创新动力形成的内在激发来

源。第二 ,市场份额驱动更符合技术创新开拓与进

取的本质要求。从根本上说 ,利润的驱动令企业仅

以适应市场作为赢得利润的中间媒介 ,而市场份额

的驱动则使得企业始终不满足于现有市场分配状

态 ,不仅对市场变化中的价格及非价格信号反应更

为敏感 ,而且在诱导潜在需求、抢先开辟新市场以获

得抢先占位优势上 ,创新者表现出强烈的主动姿态。

第三 ,市场份额驱动能够引导企业不顾一时的短期

利润得失 ,从只有赢得市场才能赢得发展的高度出

发 ,形成追求重大连续创新的愿望和策划。

企业对创新成功预期的评价主要从创新实力和

创新环境的不确定性两方面考虑。企业创新实力作

为自主创新活动的保障力 ,是创新动力机制顺利运

行的重要一环。企业创新实力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

企业能否成功地完成自主创新活动。如果企业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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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独立完成自主创新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

源 ,或者所拥有的相关资源的质量不高 ,那么即使受

到的利益驱动力再大 ,企业家也不会有自主创新的

意愿。如果企业没有创新的实力的话 ,对创新的投

入也会降低 ,因为创新的不成功会导致投入都成为

沉默成本。

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创新活动也会有影响。因为

创新是一项不小的投入 ,环境越是不确定 ,风险越随

之增加。企业家对风险的规避会导致其创新意图的

减弱 ,创新投入也会相应降低。

2)创新文化和创新投入有利于促进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的提升。

一个企业创新意愿的强烈与否会影响自主创新

能力的提升效果。事实上 ,一个企业要持续保持创

新能力很难 ,会不断受到一些意识和文化的阻碍。

这时 ,就需要企业有坚定的创新倾向。创新倾向 ,就

是企业要有努力维持和发展创新的坚定信念和前进

方向 ,包括怀抱一些特立独行的、打破规则的心态。

有时候企业的一些创新战略是正确的 ,即使没有足

够的资源、数据来支持和证明 ,企业也有足够的魄力

去执行。正如 Hamel 所言 ,组织需要有创新性的变

革思维 ,而支持这种创新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企业家 ,

即创新存在于战略性的企业家[ 6 ] 。Bassidy、Charan

认为制定一套合理的激励制度是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的保证 ,如果企业只有创新的价值观和创新精神 ,而

缺乏必要的激励制度 ,那么企业的创新只能停留于

观念上[7 ] 。所以 ,没有创新的意愿就不会有创新活

动的发生 ,更别提创新能力的提升。

创新投入的多少也会影响自主创新能力的提

升 ,创新的投入包括资金的投入和人才的培养。在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要素中 ,人力资源是自主创新能

力产生机理的运行中最不可或缺的。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产生机理可以比作一部汽车 ,企业家在这个汽

车中相当于司机 ,其他的专门人才相当于汽车的各

个零部件。一个合格的创新领导者与管理者就像一

个目标明确的司机 ,总是知道如何走通自主创新这

条艰难曲折的路途。而零部件则专心运转 ,使汽车

安全平稳的运行。因此 ,对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产生机理来说 ,企业家与专门的创新人才的作用都

是不可替代的。其次 ,自主创新作为一种包含诸多

运行环节或阶段的社会行动 ,其全过程的顾利展开

和成功实现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或行动才能完成 ,其

每个环节、每个阶段的创新运行质量和速度都取决

于从事该环节工作人才的科技水平、创造能力和管

理能力的高低。企业家群体是自主创新的启动者、

协调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 ,而自主创新各环节所需

的专门人才则是创新能否正常运行和顺利实现的技

术性保证。因此 ,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产生系统不能

同其人力资源要素发生通畅的交换和互动 ,则势必

导致创新所需的企业家和各类技术人才的匾乏和枯

竭 ,从而也必将导致自主创新能力的减弱。

3)传导机制在自主创新动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之

间存在中介作用。

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表明 ,自主创新培育在自

主创新动力 →自主创新培育 →自主创新能力关系链

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即自主创新动力对自主创

新能力的影响可以通过自主创新培育显著产生。这

说明自主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 ,只有通过长期的自

主创新能力培育才能更快更好地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

企业在实施领导和管理的过程中 ,必须重视自

主创新能力的建设与投入 ,企业的创新意愿、创新投

入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影

响 ,要加强这两方面的建设 ,协调好这两者的关系才

能真正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4)创新投入在创新文化和自主创新能力之间存

在中介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 ,越来越多的企业

己经认识到企业文化的重要性 ,一个企业的动力和

凝聚力都来自于企业文化 ,技术只是一个平台 ,没有

一套成功的企业文化 ,企业的竞争力是有限的。企

业的竞争力来自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 ,

也就是最终来自于人 ,只有人被调动起来了 ,才能充

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 ,从而有利于创新 ,使

企业最终充满活力 ,而人的积极性的调动 ,则往往又

要受到人的价值理念的支配。也就是说 ,只有人在

价值理念上愿意去做某件事的时候 ,那么人才有内

在的积极性。如果人在理念上不认同某件事 ,那么

即使是强迫他去干 ,也不一定会干好 ,因为他虽然会

被动地执行命令去干这件事 ,但他并没有内在的积

极性 ,没有发挥自己内在的活力。所以 ,要让企业中

的每一个人能够积极地去从事某项活动 ,那么就要

首先让他在理念上认同这件事。所以倡导有利于创

新的企业文化作为员工所信奉的价值理念 ,必然会

直接促进企业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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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Knowledge Spillover in Two Dimension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Region High2tech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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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ollege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8 ,China)

Abstract :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influencing regional innovation production1 This paper designs a knowledge productive

function which contains R &D and knowledge stock ,and int roduces t he factor of knowledge spillover in indust rial cluster into t his function ,and

analyzes t he influences of int ra2 and inter2regional knowledge spillover on innovation production of regional high2tech indust ry1 The result shows

t hat knowledge spillover in two dimensions influences innovation production of regional high2tech indust ry obviousl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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