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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分析回溯创新的内涵及特征的基础上 ,指出回溯创新不仅是跨国企业创新国际化的重要环

节 ,也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创新模式化演进历程的必然趋势。中国由于生态环境形势严峻 ,因此产业迫切需

要生态化改造。回溯创新和生态改善是市场、环境和技术选择的必然结果。本文认为 ,应大力发展生态领

域的回溯创新 ,促进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态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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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 ,创新和全球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两

大突出特点。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市场的一体

化 ,企业间竞争由传统的国内竞争转向国际竞争[1 ] 。

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是国际化进程的排头兵和

中坚力量 ,其多年积累的技术创新国际化实践和经

验成为跨国公司进一步实现国际扩张及增长的基

础。技术创新国际化的相关研究 ,基本上也是随着

跨国公司技术创新国际化的发展而逐步深入的。

在过去的 10 余年里 ,发达经济体受益于全球化

的大趋势 ,经济持续繁荣。跨国企业纷纷涌入新兴

市场国家 ,追求高增长高回报。2008 年的金融危机

使得美国、欧洲的经济总量大幅下滑 ,企业大量倒

闭 ,欧美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企业迫切需要突破

传统商业模式 ,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在 2009 年

10 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 ,达特茅斯大学教授 Vi2
jay Govindarajan、Chris Trimble 和通用电气首席执

行官 J eff rey R1 Immelt 首次提出“回溯创新”( re2
verse innovation) [2 ] 模式 ,意指创新在发展中国家
(或新兴市场)首先出现或被应用 ,然后蔓延到发达

国家的创新国际化新模式。

1 　从传统创新到回溯创新———跨国企
业的创新全球化
　　纵观技术创新的国际化历程 ,从 20 世纪 50 年

代起 ,跨国企业的创新全球化实践先后经历了市场

及资源全球化、全球本地化、本地创新及反向创新这

四个阶段 (如表 1 所示) 。

表 1 　跨国企业创新全球化发展模式

模式
市场及资源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全球本地化

(glocalization)

本地创新

(local innovation)

回溯创新

( reverse innovation)

时间 1950 - 1980 1990 - 2005 2005 - 2005 -

创新

战略

面向母国消费者的需求研发新

产品或服务 ,在世界各地出售。

适应性创新 ;面向母国消费者的需

求 ,调整产品和工艺 ,以适应发展中

国家顾客的偏好 ,如减少功能等。

以当地市场为导向的创新 ;依

照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需求研发

新产品和服务。

全球性反向创新 ;依照发展中

国家的需求研发新产品 ,并扩

展到发达国家市场。

组织
研发本土集中化 ;在各地设立

生产、销售或服务单元。
设立辅助性的海外 R &D 机构。

成立聚焦于当地市场的团队 ,

独立开发经营新产品和工艺 ;

母国提供资源支持。

全球互连的一体化创新网络组

织 ;母国之外也创新核心产品

和关键技术 ;各地机构构成网

络协同关系。

目标
扩大市场 ,降低成本 ,提高资源

效率。

提升当地市场的竞争力 ;技术转

移为主 ;改进而不是开发。

为当地开发新产品 ;实质是产品

设计和商业模式的市场回归。

为全球市场设计新产品 ,给母

公司带来新思想。

案例

施乐公司研发适合美国消费者

的大而昂贵的复印机 ,并通过

子公司富士施乐在亚洲销售。

麦当劳改变了印度的菜单 ,包括

羊肉汉堡 ,同时仍然保持其核心

全球产品平台。

微软 ( MSF T) 在美国、印度和

中国建立研发中心。

诺基亚把为加纳开发的手机新

功能 , 也 推 广 到 美 国 的 市

场。[4 ]

　　注 :根据参考文献[ 3 ]并通过个人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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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资源、技术等发展规模的制

约 ,使得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深。现在 ,新兴市

场如金砖四国是世界上新的大块市场。2008 年 ,金

砖四国的实际增长率仍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中

国的实际增长率最高 ,达到 910 % ,巴西的实际增长

率最低 ,但也达到了 512 % ; 以美元计价的名义

GDP ,中国的增长率为 2919 % ,俄罗斯为 3616 % ,印

度为 1315 % ,巴西为 3112 %。然而 ,这些新兴市场

的顾客是迥异于发达市场的。一个悖论是 ,新兴市

场是微型消费者的超大型市场[1 ] 。而全球本地化的

目标只是把握这些市场中金字塔尖上最富有的

10 %。但是 ,真正的潜力存在于未被锁定的其余

90 %。因此 ,回溯创新是必然趋势[ 3 ] 。

跨国企业的创新国际化 ,从立足母国市场研发

并扩展到新兴市场以获取市场和资源为导向的单向

传统范式 ,发展到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

争、产品多样性以及不同国家消费者偏好的需求差

异性而进行本地创新以促进技术学习的国际化 ,直

到转变为全球互连的一体化网络创新范式 ,以达成

新技术、新思想创造的全球化。

以 GE 为例 ,其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市场所获的

利润 ,从 1980 年的 48 亿美元 (占总利润的 19 %) 上

升到 2008 年的 97 亿美元 (超过总利润的 50 %) 。

GE 的增长率高达 15 %～20 % ,这得益于发展中国

家实施的本地化战略[2 ] 。图 1 显示了 GE 的超声波

仪产品的全球化历程。

图 1 　通用电气公司( GE)超声波仪的全球化历程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2 ]。

2 　回溯创新的含义和特点

如前文所述 ,回溯创新指的是在发展中国家 (如

中国和印度)首次运用 ,然后拓展到全球市场的任何

创新活动。

近年来 ,跨国企业的回溯创新实践发展迅猛。

如 :微软基于原本为印度和南非市场开发的低成本

云计算平台 ,实现了全球的非智能手机用户访问

Twit ter、脸谱等网站 ;塔塔汽车公司正计划出售一

种塔塔 NANO 在西方市场的升级版本 ;宝洁为墨西

哥市场研发的以蜂蜜为原料的感冒药在欧洲和美国

市场也受到了欢迎 ;雀巢将最初为印度农村开发的

低成本、低脂肪的干面作为同类健康型替代产品在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市场出售。[5 - 6 ]

回溯创新的缘由是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

收入差距 ,如美国的人均收入为 44000 美元 ,而印度

仅为 1000 美元。因此 ,面向发达国家的大众市场设

计产品 ,再做简单调整后销往中国或印度等新兴市

场的传统做法不可取。新兴市场中顾客对商品性价

比的要求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市场。他们要求新

的、高科技的、超低成本的以及足够好的产品。在日

益扩大的经济衰退以及市场饱和所带来的增长减缓

及新兴市场快速增长的大环境下 ,虽然目前回溯创

新尚未形成气候 ,但可以预见 ,未来企业的国际化竞

争将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回溯创新的能力 ,是否在世

界各地具备灵活、强大、协同的创新网络。

C1 K1 Prahalad[7 ]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具备五

种需求 : ①价格适宜的新产品。新兴市场国家负担

不起发达国家的高价位商品 ,企业应寻找廉价材料

或改变产品设计 ,如以 15 %的价格提供 50 %功能的

新产品。②跨越性技术。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 20

世纪新兴的设施和新技术 ,如移动电话、太阳能设施

等。③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服务业非常

薄弱 ,往往需要寻找合作伙伴 ,获取外界的帮助 ,如

视频游戏的玩家测试等。④鲁棒系统。新兴市场需

要能适应恶劣工作条件的新产品。⑤新应用。发展

中国家的产品尚不丰富 ,对产品的升级换代或新功

能需求旺盛。

因此 ,发展中国家需要采取跳跃性的技术创新

模式 ,而不能沿着发达国家的轨迹前进 ,回溯创新从

源头打破了传统的产品研发方式。多年来 ,跨国企

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面向富裕市场的产品需求 ,功能

领先是首要考虑因素。而对于世界最大市场而言 ,

价格是最关键因素 ,此外是适用性和稳定性。因此 ,

创造新兴市场的产品 ,重新包装或改进后在富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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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销售的回溯创新 ,将会是企业应对经济衰退的必

然选择。

对于跨国企业而言 ,组织结构调整和思想转变

是回溯创新的关键因素。企业必须克服阻力将部分

控制权转移到总部之外 ,必须重塑组织模式并妥善

处理好国内与国外团队的关系。以 GE 为例 ,其进

行回溯创新 ,必须建立本地团队 ,以当地市场为基础

来运作 ,并使其负有盈亏责任 ;本地团队向组织高层

直接汇报 ,拥有产品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等的决

策权 ,有权利用公司的全球资源来协助改进销售到

富裕市场的产品。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 ,战略调整和技术

能力是回溯创新的关键因素。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创

新国际化的传统模式以技术监测、技术学习为主要

目的 ,随着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经营能力和研发

能力的提高 ,其模式应调整为针对发达国家的市场

进行产品改进 ,采取拓展国际市场的创新战略 ,如图

2 所示。

图 2 　发展中国家企业创新国际化演进历程

　　例如 ,成立于 1994 年的宁波贝发集团公司 (以

下简称为贝发) ,目前拥有六大系列的 600 多个产品

品种。近 10 年来 ,平均年销售增长 50 % ,年生产笔

的数量达到 20 亿支 ,其中的 97 %出口 ,年出口额达

到 112 亿美元。目前 ,贝发已成为国内制笔行业中

规模最大、实力最强、出口创汇最多的企业。贝发的

崛起与其国际化进程是密不可分的 ———通过外贸发

家 ,在国际制笔市场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产权经验、国

际贸易资源和丰厚的原始资本 ,经历了加工贸易、开

发市场、自主创新、进入发达国家主流市场等四个国

际化历程 ,产品现远销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销

售量位列亚非拉地区第一、欧美地区第三。贝发在

俄罗斯、美国、迪拜、巴拿马、西班牙等国设有 5 个海

外 销 售 分 公 司 , 和 WAL2MA R T、STA PL ES、

WOOL WOR T H、NA TIONAL 、UCHIDA、MONA2
MI 等世界 500 强企业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3 　我国生态领域的回溯创新

当今环境问题尤其全球气候变化使人们逐渐达
成共识 :人类社会应在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多个

领域进行生态化转型 ,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8 ] 。技
术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复杂转型通过传统的技术变革

是不可能完成的 ,且借助增量式或渐进式创新也难

以实现。因此 ,人们呼吁技术、经济、社会、政治领域

全方位的生态创新 ,甚至将生态创新作为继蒸汽机、

电气、信息等之后的第六次技术革命[ 9 ] 。
回溯创新对生态领域的创新发展有着格外重要

的意义。第一 ,从观念意识的角度看 ,回溯创新的产

品开发蕴含着减功能化、减物质化、回归简朴的理

念 ,这与生态创新不谋而合。第二 ,生态创新是国际

社会的一致需求 ,必须让大众市场普及生态产品和

服务 ,包括清洁技术、可再生能源、绿色农业及生态

消费等 ,这需要回溯创新的支持。Parrish 和 Fox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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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美国可再生能源企业的创新策略应面向当地

社区 ,做到小规模化普及应用。第三 ,发展中国家由

于环境技术及基础设施薄弱 ,其经济发展的环境制

约问题也明显比发达国家更严重 ,因此迫切需要合

适的经济增长模式和针对生态领域的创新活动。第

四 ,回溯创新及生态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要求 ,也是

企业发展的方向 ,是市场、环境和技术选择的必然结

果 ,也是衡量企业创新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新坐标。

生态领域回溯创新 DPSR 模型见图 3。

我国是正处于经济腾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人

口众多 ,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考验 ,处于从“中国

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时期。2006 年 ,我

国确定了自主创新战略 ,大力支持企业技术能力的

提高。目前部分企业已经具有国际化的经验 ,少数

领先企业 (如电动自行车业的企业)正在逐渐掌握国

际上的行业话语权 ,已具有先进的技术能力和工艺

水平。而我国庞大的顾客群也为生态化创新带来成

本效益和市场效益。新产品或新服务在维持低价的

同时还具备良好适用的功能 ,这也符合发达国家大

众市场的需求 ,从而得以推广和应用。

因此 ,大力发展生态领域的回溯创新 ,牢牢把握

“第六轮工业革命”中所带来的机遇 ,对于新形势下

我国本土企业获得国际市场份额及地位具有重要意

义。

图 3 　生态领域回溯创新 DPSR模型

　　如我国洗衣机业的发展历经了以下阶段 : ①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 ,引进国外投资 ,合资生产 ,

以简单模仿为主 ,进行技术积累 ; ②20 世纪 90 年

代 ,跨国企业纷纷进驻 ,市场竞争压力剧增 ,或贴牌

生产 ,或引进先进技术 ,行业技术水平和技术能力快

速提升 ,通过反求工程进行技术改进 ,监测国外技术

发展动态 ; ③21 世纪以来 ,领先企业推进全球化发

展 ,国产名牌不仅垄断国内大部分市场 ,还大量出口

到欧美发达国家。如海尔集团于 1999 年 4 月在美

国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附近的汉姆顿独资建

立了冰箱生产基地 ,其国际化战略是“三步走”———

“走出去 ,走进去 ,走上去”。“走出去”,就是进入国

际市场 ;“走进去”,就是进入海外主流渠道和销售主

流产品。目前 ,已成为主流平台的海尔已发展到“深

化走进去”和“走上去”的阶段 ,而这其中海尔的生态

环保意识功不可没。无论是在日本畅销的冰洗“家

电套餐”,还是荣获德国红点设计大奖的欧式三门冰

箱和不用洗衣粉的洗衣机 ,这些都体现了海尔全球

绿色战略。海尔注重产品的环境因素 ,通过家电产

品的资源化循环利用及对新产品开展生命周期的分

析研究 ,努力做到产品功能与环保性能的和谐发展 ,

从而满足了国内外顾客及公共机构对产品的多功能

生态化需求 ,在国际市场上成功创立出属于中国人

的世界名牌。

由此可见 ,生态领域的回溯创新对我国企业国

际化发展、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态化转型和综合国家

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生态领域的回溯创

新 ,是决定我国能否在“下一轮工业革命”中崛起的

关键 ,产业界及政府、研究人员应予以重视并切实把

握好这一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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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将承担更大的历史使命。加强分行能力建设 ,

对提高中国商业银行新设分行的成功率和老分行的

竞争力 ,进而提升其核心能力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笔者希望本研究能为此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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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Abilities of China’s Commercial Bank Bra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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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Management ,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3 , China ;

2. Risk Management Headquarter of 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Shanghai 200001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 he abilities of China’s commercial bank branches and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 heir success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s . The result shows t hat :t he ability and t he performance are bot h important influential factors for t he success of a commercial bank

branch ,and t he ability is more important t han t he performance ;five influential factors as headquarter , senior management , business st rategy ,

management cult ure and human resource ar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 he success of a commercial bank branch ; middle and senior managers focus

on different influential factors ; t here are clear causal relationships among abilities of branches. Finally ,it suggest s commercial banks should fo2
cus on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 he abilities of branch and start f rom fundamental abilities to achieve t he success of commercial bank branch as

well as t he development of core competence of bank.

Key words : commercial bank ;ability of branch ;key factor influencing success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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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rse Innov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ong Ying1 ,2 ,Chen J in1

(1.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7 ,China ;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 he analysis on t 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verse innovation ,it is pointed out t hat reverse innovation is t he import

component and t ren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not only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but also for enterp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 ries. In China ,t he

indust ries hold urgent demand on eco2upgradatoin for severe eco2environment situation ,where reverse innovation is believed as t he necessary

choice for market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The suggestion proposed in t his paper is to develop reverse innovation in China ,which helps to

promote t 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co2environment situation of enterprises in China.

Key words : reverse innovation ;eco2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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