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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兴技术演化是在技术自身、市场需求、配套环境、企业能力等众多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本

文对企业能力、市场需求和配套环境与新兴技术之间的共生演化机理进行了探讨 ,提出了一个新兴技术

“三要素多层次共生演化”模型 ,旨在通过研究本模型为揭示新兴技术演化过程的特征提供一个多视角的

整体性分析框架 ,为进一步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深入研究新兴技术演化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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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兴技术出现速度的加快以及对产业影响

范围的扩大 ,如何有效管理新兴技术以获得持续竞

争优势是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 ,也是创新管理领域

的一个重要研究前沿 ,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1 - 3 ] 。

但新兴技术以其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让现有的管

理理论面临极大的挑战 ,让管理者面临两难的选择。

要降低管理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 ,一个根本性的问

题是要认识新兴技术演化的机理 ,了解影响新兴技

术发展演化的重要因素及其影响路径。因为新兴技

术从产生到实现“创造性毁灭”的演化过程 ,不仅仅

是技术沿着特定技术轨道的演进 ,更重要的是新兴

技术与其他相关要素共生演化的过程。正是这些要

素的交互作用 ,以新兴技术为核心的新的技术 - 经

济系统才能成功改变或替代原有的技术 - 经济系

统 ,表现为创造一个新的行业或改变已有的行业 ;也

正是新兴技术演化的多层次性和多因素协同的特

征 ,使得新兴技术的演化过程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 ,

使得管理新兴技术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 ,系

统、深入研究新兴技术的共生演化机理 ,是有效管理

新兴技术的一个重要课题 ,不仅对促进新兴技术管

理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企业有效管理

新兴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目前研究新兴技术演化的文献非常缺乏 ,部分

文献从技术层面基于 S 曲线对新兴技术沿着不连续

技术轨道的演化过程进行了研究 ,探讨技术 S 曲线

出现跳跃的原因及产生的后果。如 Tushman 和

Anderson 认为技术的不连续性是新兴技术出现的

原因 ,并对基于原来技术的能力产生破坏[4 ] ;宋艳基

于技术扩散的 S 曲线对新兴技术的演化进行了分

析[5 ] ;高建等提出了新兴技术演化的跃迁模型[6 ] 。

也有部分研究从政策方面对新兴技术演化的过程进

行了探讨 ,如 Ron Adner 和 Levint hal 应用“间断均

衡”理论 ,借用生物演化的思想对新兴技术的演化进

行研究 ,强调应用领域的改变是实现“创造性毁灭”

的主要原因[7 ] 。已有研究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

了较好的基础 ,但也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 ,主要表现

在 :第一 ,目前基于 S 曲线对新兴技术演化的研究 ,

只是关注技术本身的演化特点和路径 ,不能解释有

些新兴技术因补充性资产缺乏或相关配套环境不完

善而沦为“早熟技术”的现象。第二 ,缺乏系统揭示

新兴技术与企业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

的研究。仅有的相关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需求 - 技

术或产业环境 - 技术等两要素的共生演化模型上 ,

从企业、市场和配套环境 3 个方面探讨新兴技术共

生演化问题的研究缺乏 ,从而使得研究结论缺乏对

现实的指导性。第三 ,对新兴技术与企业能力之间

的共生演化关系的研究完全空白 ,不能为新兴技术

演化提供企业层面的理论解释 ,因此对企业的指导

意义不大。第四 ,缺乏对不同层次共生演化关系之

间交互作用的影响 ,因此不能很好解释新兴技术在

产业层面和宏观经济层面产生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试图对影响新兴技术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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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的关键要素进行识别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探

讨 ,将新兴技术演化的企业能力基础、市场需求、配

套环境纳入一个整体性的研究框架 ,为进一步研究

提供一个更具系统性的研究思路。

1 　新兴技术演化的关键要素识别及其
作用机理
111 　新兴技术的性能、功能

就象基因有缺陷的物种很难在生存竞争中留存

下来一样 ,没有优越性能和发展潜力的技术也很难

被市场选择留存下来。因此要判断一项技术是否能

够成为创立新行业或改变老行业的新兴技术 ,首先

要考虑的就是它是否符合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 ,是

否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性能、功能优越性。换句话

说 ,现实的和潜在的性能、功能优越性和发展潜力是

新兴技术演化的基础和前提 ,以下对其他影响新兴

技术演化的关键要素的讨论 ,都是在此基础和前提

之下的。

112 　市场需求

自从市场拉动 (market2p ull)创新的概念被提出

后[8 ] ,需求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就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一方面 ,满足市场需求是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 ,需求

的变化会对技术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例

如 ,消费者对电脑便携性要求的不断提高 ,就是笔记

本电脑技术改进的一个重要方向 ;而从另一方面来

看 ,技术性能的改进和功能的变化 ,也会引导消费者

的需求发生变化 ,例如录像机最初的目标消费者是

电影制造商 ,但随着其体积、性价比的变化 ,最终走

入“寻常百姓家”。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之间的这种

相互影响 ,使得技术和市场的共生演化成为很多学

者关注的问题。如 Clark、Von Hipple、Christensen

分析了需求环境对技术演化的影响[9 - 11 ] ; Geels 提

出 ,技术和消费者偏好之间存在共生演化[12 ] ; Ron

Adner 和 Levint hal 分析了需求异质性对技术创新

类型和演化趋势的影响[ 13 ] ; Sarach Kaplan 通过模

型分析提出生产者和用户是相互影响的 ,而系统内

主体的共生演化引起技术的变革[14 ] 。

需求的不确定性是新兴技术高度不确定性的重

要内涵之一 ,判断新兴技术是否成功实现商业化的

最终标准是其能否建立强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对新

兴技术来说 ,市场需求是决定其能否实现“创造性破

坏”的最为关键的要素之一。市场需求与新兴技术

的共生演化过程 ,本质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展开的

技术供给与技术需求的双向试错过程。由于新兴技

术还没有稳定的“频数依赖”效应[15 ] ,因此其未来的

发展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要保证新兴技术不被市

场选择淘汰 ,关键就是要打破消费者对原有技术的

“锁定”,让新兴技术尽快被早期采用者采纳 ,从而建

立新兴技术得以进一步扩散的基础。因为随着消费

者对新兴技术采纳的增加 ,企业会把更多的资源和

能力投入到新兴技术的性能改进中 ,而技术性能的

不断完善 ,反之又会促进更多消费者采纳新兴技术。

在此过程中 ,新兴技术 - 新兴市场的反馈学习系统

逐渐建立 ,以新兴技术为主导的新兴产业逐渐形成。

与技术轨道已经稳定的成熟技术相比 ,新兴技

术的科学基础还未稳定、技术轨道还在流动中 ,所面

临的是尚不存在的市场 ,因此新兴技术与市场需求

的共生演化和成熟技术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共生演化

模式、机理都是不同的。第一 ,成熟技术的技术轨道

已经稳定 ,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技术 - 需求改进的

反馈系统已经建立 ,因此不论是从技术环境还是消

费环境来看 ,成熟技术所处的都是连续性环境 ,它的

共生演化过程表现出的是缓慢的增量性变化。而新

兴技术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共生演化过程就完全不同

了 ,由于技术和市场应用两方面环境的不连续性 ,因

此其共生演化过程表现出跳跃式特征。第二 ,上述

两类共生演化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不同。在成熟技术

的演化过程中 ,消费者在技术 - 市场的演化中发挥

更大的主动性 ,企业技术变化方向更多关注的是如

何满足消费者不断提高的需求 ;而在新兴技术的演

化过程中 ,市场需求尚不存在 ,消费者甚至连新兴技

术具有哪些功能、能满足什么样的需求都不清楚 ,因

此新兴技术企业是促进技术 - 市场演化的主体。企

业通过对不同技术轨道的不断摸索 ,寻找新兴技术

可能的市场用途 ,并不断向消费者发出信号 ,通过对

消费者的引导和消费者对技术的反馈 ,在不断地试

错学习中确定新兴技术的市场爆发口。第三 ,两类

共生演化过程中的信息传递渠道不同。如前所述 ,

在成熟技术与市场需求的共生演化过程中 ,企业与

消费者之间的技术 - 需求改进的反馈系统已经建

立 ,消费者可以通过销售商、售后服务等业已建立的

渠道向企业传递新的需求信息 ,反之 ,企业可以通过

这些渠道向消费者公布技术的新进展。而新兴技术

的市场尚未明确 ,目标消费者也难以确定 ,更谈不上

技术 - 市场的学习反馈系统 ,因此要在企业与消费

者之间传递信息 ,更多地是通过探索性调研、基于文

献的市场趋势分析以及领先用户等方法实现的。

113 　配套环境

大量新兴技术发展的案例表明 :新兴技术的演

化是一个需要资源持续增加的过程 ,这些资源不仅

仅是由新兴技术企业提供 ,其相关的补充性资产或

配套设施还需要由大量的企业和公共部门提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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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资源的提供者及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新兴技术的

配套环境 (主要包括支持新兴技术发展的辅助设施、

补充性及技术以及相关制度) 。已有的文献研究证

明 ,配套环境对技术的发展演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如

J ames F1 Moore 认为新技术的演化无法在真空中进

行 ,它必须吸收各种各样的资源 ,需要资金、合作伙

伴、供应商和顾客创建合作的网络 ,只有如此才能成

功地演化[ 16 ] 。Clayton Christensen 以计算机软驱

为案例 ,指出一项新技术只有在适时的环境中才可

能成长为新兴技术[17 ] 。Ron Adner 分析指出 ,新技

术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丰富的外部环境[18 ] 。蔡敦浩、

蓝紫堂以台湾的 E2Learning 产业为例 ,借用生态系

统对新物种发展作用的思想 ,分析了新兴技术如何

向新兴产业动态演化[19 ] 。也有部分文献通过实证

研究论证了技术与其配套环境之间的共生演化关

系 : Kalpana 以印度的制药行业为例 ,分析了政策与

技术之间的共生演化[20 ] ;Constant 基于“实践网络”

分析了技术演化过程中创新主体之间复杂的因果关

系 ,试图对技术共生演化的动力进行解释[21 ] ; Ken2
ney 和 Pat ton 以硅谷高技术集群为对象分析了技术

与制度的共生演化[22 ] 。

新兴技术从最初的“技术物种”出现到对产业结

构和经济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其演化过程也是新兴

技术配套环境不断形成和完善的过程。随着配套环

境的不断完善 ,新兴技术与其配套环境之间形成了

新的技术体系结构[23 ] ,与原有的技术体系结构竞

争 ,并最终取代旧的技术体系结构。通过对 MP3、

数码相机等新兴技术发展的案例分析[ 24 - 25 ] ,我们发

现 :对技术轨道已经稳定的成熟技术来说 ,技术的改

进或创新 ,总是囿于已有的技术体系结构 ,单项技术

对配套环境的影响力很小。由于体系结构的相对稳

定性 ,成熟技术的改进总是沿着特定方向的连续性

改进 ,因此当面临“不连续性”时 ,拥有成熟技术的企

业就很难克服这种结构稳定所带来的刚性。正如

Christensen 所说 ,持续的技术改进就像重新安排泰

坦尼克号上的座位 ,无法改变船的下沉[ 26 ] 。而对新

兴技术来说 ,其配套环境还未出现、或者还极不完

善 ,因此技术的发展与其潜在的配套环境提供者之

间也会展开双向的试错过程 ,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反

馈 ,新兴技术和其配套环境得到了协同发展 ,在此过

程中 ,以新兴技术为核心的新的技术体系结构逐渐

形成 ,并与旧技术的体系结构展开竞争。

114 　企业能力

在生物学的共生演化系统中 ,初期的共生关系

带有极大的随机性。新物种的发展进化完全是被动

受“自然选择机制”的作用[ 27 ] 。而新兴技术的演化

过程中包含着各种主动的判断和选择行为 ,比如企

业可以通过为将来投资而获得更多的选择的权利 ,

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28 ] ;企业不仅可以调整行为适

应环境 ,也可以通过战略行动改变其所处的竞争环

境[29 ] 。很多战略管理的文献研究表明 :企业的能力

是其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30 ] ,而环境的快速变化也

会导致企业核心能力的不断退化[31 ] ,因此很多学者

提出动态能力 (dynamic capability)是企业通过战略

行动应对环境快速变化的关键[32 ] ,但是 Iansiti 和

Clark 认为动态能力不应该是一个新概念 ,因为企

业能力本身就是动态的 ,是企业能力与市场、技术环

境共生演化的结果[33 ] 。由于新兴技术的知识基础

不断扩展、技术轨道的流动性和市场需求的高度不

确定性的存在 ,因此相对于传统产业的企业 ,新兴技

术企业面临的是更为复杂多变的环境 ,对企业能力

的“动态性”要求更高。但如前所述 ,由于新兴技术

的体系结构还未形成 ,企业面临的结构刚性相对于

传统产业的企业要小 ,因此企业能力对改变新兴技

术的市场和技术环境具有很大的作用空间。所以

说 ,相对于传统产业企业来讲 ,研究新兴技术企业能

力与新兴技术的共生演化是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分析逻辑如图 1 所示。

图 1 　企业能力与新兴技术共生演化的分析逻辑图

对企业能力与新兴技术共生演化关系的探讨可

以从以下问题切入 :

1)企业能力如何影响新兴技术演化。

现有研究对企业能力如何影响新兴技术的发展

给出了不同的结论 :一种观点认为企业能力的积累

性特征为大企业发展新兴技术带来优势[29 ] ;另一种

观点认为能力的累积性特征会产生刚性 ,不利于大

企业新兴技术发展[34 ] 。本文认为 ,要回答这个问

题 ,必须从能力的知识基础出发 ,对企业能力进行分

类 ,并引入企业惯例作为中介因素 ,判断什么样的能

力有利于新兴技术的发展演化 ,什么样的能力会阻

碍新兴技术的演化 ,并进一步研究企业能力是通过

什么路径对新兴技术的发展加以影响的。例如 ,根

据 Winter 和 Helfat 的观点 ,企业能力可以分为动

态能力和运作能力 (operational capability) [35 - 36 ] 。

根据企业能力的层级观点 ,运作能力由低层次、操作

层次的组织知识和技能组成 ,而动态能力是“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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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整合、建立和重构内外竞争力来

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32 ] ,属于协调企业操作

层次知识和技能的高层次机制[37 ] 。根据能力的知

识基础 ,运作能力往往依赖于企业现有的知识基础 ,

而动态能力更多地是依赖于及时的、反映环境变化

的新知识[38 ] 。按照这种分类方式 ,我们认为运作能

力层次的积累性特征会产生阻碍新兴技术发展的刚

性 ;而动态能力层次的积累性特征会增加企业在面

临新问题时的搜寻范围 ,从而会增加企业战略的灵

活性 ,有利于新兴技术的发展。

2)新兴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企业能力的演化。

已有的研究认为企业有效管理新兴技术的途径

之一就是“发展新能力”,尤其发展与新兴技术相关

的核心能力。但由于新兴技术本身发展的动态性 ,

因此其对“新能力”的需要也是动态的 ,从而增加了

管理新兴技术的难度。组织理论和战略理论的一个

重要观点是 :外部的环境会对企业的战略产生影响 ,

而战略目标的变化必然导致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方式

的变化。由于企业的能力是以资源为基础的 ,因此

可以推论 :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企业能力的发展。

在科学技术变革越来越快的知识经济社会 ,技术环

境是企业外部环境的重要构成方面 ,而技术的发展

方向、发展状况是影响企业战略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

会对企业能力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的导向型作用。

对新兴技术企业来说 ,技术的发展对企业能力的影

响作用更是显著。因为不同于传统产业 ,新兴技术

的体系结构正在形成中 ,对新兴技术企业能力的要

求也是模糊、动态变化的。企业要想从新兴技术的

发展获得先动优势 ,就必须密切关注技术及其配套

环境的发展动向 ,并随时对企业内部和外部资源进

行整合 ,从而获得管理新兴技术的动态能力。我们

认为企业要适时发展应对新兴技术挑战所需要的新

能力 ,关键是必须对新兴技术的演化路径 (包括技术

演化和市场演化) 有清晰深入的理解 ,只有这样 ,企

业才可能知道 :在新兴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 ,什么样

的能力对保持企业的生存和赢利是最重要的 ;不同

阶段管理新兴技术的关键能力所需要的主要知识是

什么。只有打开新兴技术发展如何影响企业能力演

化的“黑箱”,企业才有可能在管理新兴技术的竞赛

中避免“参与过晚”或“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尴尬境

地。

115 　其他要素

新兴技术的共生演化系统是一个随着技术本身

性能和功能演化而动态改变的复杂调适系统 (com2
plexity adaptive system) [19 ] ,系统中除上述提及的

关键要素以外 ,其他一些要素也会对新兴技术的演

化过程产生影响 ,如文化、伦理、宏观经济环境等。

已经有文献探讨了科学和技术的共生演化[39 ] 、技术

和文化的共生演化等问题[40 ] ,这些都对新兴技术的

共生演化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为了降低研究

的复杂性 ,我们可以对新兴技术的共生演化要素进

行一些技术处理 ,比如在新兴技术与市场的共生演

化中 ,可以加入文化因素作为研究背景变量 ,而在研

究新兴技术与配套环境的共生演化中 ,可以将宏观

经济作为环境变量。通过这些技术处理 ,合理地减

少新兴技术共生演化系统中的要素 ,从而有效降低

研究的复杂性。

基于以上考虑 ,我们选择市场需求、配套环境和

企业能力作为影响新兴技术演化的 3 个关键要素 ,

提出新兴技术共生演化的“三要素”模型。

2 　新兴技术共生演化跨越的层次

根据技术变革所影响范围的不同 , Freeman 和

Perez 提出了 4 种创新类型 :渐近创新 (incremental

innovation) 、突破性创新 ( radical innovation) 、技术

系统 (technology system)的变革和技术 - 经济范式
(techno2economic paradigm) 变革[41 ] 。根据他们的

观点 ,渐进创新发生在任何产业内部 ,是一种连续性

改进价格和性能的创新。突破性创新是不连续事

件 ,在不同部门和时间段内不均匀分布。突破性创

新是新市场增长的潜在源泉 ,也是与经济繁荣相关

的新投资的增长领域。突破性创新往往还伴随着产

品、工艺和组织的创新 ,例如 ,相对软磁盘技术 ,优盘

技术就是一种突破性创新。技术系统的变革是影响

更为深远的技术变化 ,不仅影响经济中的若干部门 ,

也可能产生全新的部门 ,例如 ,数字音乐播放器及其

配套软件技术的创新 ,不仅开创了数字音乐产业这

个新行业 ,对传统音乐产业的运作模式也产生了巨

大的冲击。这种变革是渐近创新和突破性创新的组

合 ,会影响一类企业或几类企业的组织和管理创新。

更高层次的变革是技术 - 经济范式的变革 ,会影响

整个经济形态。这个层次的变革包括特殊产品和工

艺技术的技术通道 ( technology t rajectory) 的变革 ,

影响经济系统中各个部门的投入成本结构和生产、

流通条件。例如 ,互联网带来的变革就属于此层次

的变革。

按照这种分类方式 ,以上 4 种变革所涉及的参

与者数量依次增加 ,变革的影响范围也依次扩大。

例如 ,渐进创新往往是由同一个部门的一家或几家

企业完成 ,影响范围只局限在特定的产品或工艺 ;而

技术系统的变革 ,一般涉及不同部门的多家企业 ,而

影响范围不仅是产品、工艺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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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多个部门的生产流程、商业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基于以上认识 ,我们认为新兴技术所带来的变革属

于技术系统层次和技术 - 经济范式层次的变革。根

据新兴技术演化过程中的不同“里程碑”事件[ 1 ] ,可

以将其演化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第一阶段 ,在现有成熟的技术体系结构内 ,新兴

技术在特定的小生境 ( niche) 中萌芽[42 ] 。没有主导

设计 ,不同的技术形式互相竞争 ,最早的新兴技术研

发企业致力于开发最好的设计 ,并努力使新兴技术

演化的不同元素之间在不断地试错性反馈学习过程

中逐步协同构建新兴技术体系结构。最初的技术狂

热者和早期采用者是推动新兴技术在小生境中演化

的支撑 ,他们 (尤其是新兴技术提供者) 希望新兴技

术能够被主流的技术体系结构认可甚至替代现有的

体系结构。但这是很不容易的 ,主流消费者的消费

惯例、配套企业的“路径依赖”以及对“连续性”经营

的偏好[43 - 44 ] ,使得主流的技术体系结构相对稳定 ,

难以被新兴技术渗入。

第二阶段 ,新兴技术在小的缝隙市场或团簇性

市场[ 1 ]得到应用 ,随着技术 - 市场的学习反馈 ,企业

从市场中获得进一步改进新技术的资源。随着技术

的扩散 ,新兴技术企业工程师和相关配套资产生产

商之间慢慢形成了知识的“实践网络”[45 ] ,与新兴技

术相关的知识在这个网络内传递、扩散 ,反过来促进

新兴技术的进一步改进。当这个实践网络中的参与

者逐渐就新兴技术的性能发展趋势达成共识 ,新兴

技术就有了自己的技术通道。与此同时 ,用户和新

技术的相互试错过程还在继续 ,企业不断把用户的

使用经验融入技术发展 ,逐步发现技术的新功能 ,为

新兴技术向主流市场渗透奠定基础。

第三个阶段的标志是新兴技术的突破 ,广泛被

扩散 ,新兴技术的体系结构逐渐形成并与已有的技

术结构体系竞争。新兴技术的突破是由两个相互补

充的动力驱动的。一方面 ,新兴技术在小生境内部

的不断发展形成的技术驱动力 ,如性价比的改进、采

纳的回报递增、有效的技术 - 市场的共生演化关系、

新兴技术的配套环境提供者者对新技术扩散的大力

推动等 ;另一方面 ,新兴技术能否从小生境突破进入

主流的经济领域 ,还依赖于新兴技术共生演化系统

的外部环境 ,如“机会窗口”的出现[46 ] 。机会窗口的

出现是因为现有的技术体系结构内 ,一些关键的问

题不能被已有技术解决 ,如技术瓶颈、现有技术的回

报递减等 ,而且企业间的竞争和战略游戏也可能为

新技术创造机会。一个典型的案例是 :中国联通和

中国移动之间的竞争和博弈结果 ,为中国电信推出

小灵通技术创造了机会。而从更高的技术 - 经济范

式的层次来看 ,变革对现有技术体系结构和选择环

境产生压力 ,也可能为新技术创造机会。例如 ,我国

大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就对现有一些高能

耗、高污染的技术体系结构产生了压力 ,同时也为能

源友好型的新技术提供了“机会窗口”。

在第四阶段 ,伴随着新兴的技术体系结构替代

旧的技术体系结构 ,新兴技术产业蓬勃发展 ,实现了

对旧产业的“创造性毁灭”。由于不同产业之间的产

业创新系统效应[47 ] ,因此新兴技术产业的演化进而

会引起技术 - 经济范式发生变化 ,最终实现整个经

济结构的演化。

3 　新兴技术“三要素多层次“共生演化
概念模型
　　根据前面的分析 ,结合技术变革 4 个层次之间

的向下包含关系 ,我们认为 :新兴技术的共生演化过

程 ,其本质是不同层次的技术共生演化的动力学之

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图 2 所示。

图 2 　新兴技术共生演化的系统层次图

微观层次的新兴技术演化 ,主要是指企业能力、

市场需求与新兴技术性能和功能之间的共生演化 ;

中观层次的新兴技术演化 ,是指随着配套环境与新

兴技术的共生演化 ,新兴技术的体系结构逐渐建立

并发展 ,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新兴产业进入快速成长

期 ;宏观层次的新兴技术演化 ,主要是指由于产业之

间波及效应的存在 ,因此随着新兴技术体系结构的

不断完善、新兴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 ,带动 (或推动)

了经济结构发生变迁。我们的观点是 ,新兴技术的

“共生演化”不仅是指各个层次上不同要素之间的相

互作用、协同发展 ,也包括不同层次间演化之间的相

互作用。例如 ,微观层次的新兴技术共生演化会受

到现有产业形态和经济结构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一

定意义上是通过配套环境产生影响的 ;反之 ,微观层

次共生演化过程的推进 ,对配套环境也会产生影响 ,

从而新兴技术对产业层面和经济结构层面开始产生

影响。

23

技术经济 　　　　　　　　　　　　　　　　　　　　　　　　　　　　　　　　　　　　　 　第 29 卷 　第 2 期



4 　小结

本文提出了新兴技术“三要素多层次共生演化”

的概念模型 ,在对技术创新管理领域的技术系统观

和技术社会学的观点进行整合的基础上 ,引入战略

管理领域关于企业能力的理论 ,将企业能力、市场需

求、配套环境纳入一个整体性的研究框架 ,也在研究

的微观 - 中观 - 宏观视角之间架起了桥梁 ,从而为

新兴技术演化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系统性性的研

究思路。

参考文献

[ 1 ] 　乔治·戴 ,保罗 ·休梅克. 沃顿论新兴技术管理 [ M ] . 石

莹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2 ] 　银路 ,王敏 ,萧延高. 管理新兴技术的若干新思维[J ] . 管理

学报 ,2005 (3) :2772280.

[3 ] 　李仕明 ,李平. 新兴技术变革及其战略资源观 [J ] . 管理学

报 ,2005 (3) :3042306.

[ 4 ] 　TUSHMAN M , ANDERSON P. Technological disconti2
nuities and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J ] . Administ 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6 ,31 (3) :4392465.

[5 ] 　宋艳 ,银路. 基于不连续创新的新兴技术形成路径研究

[J ] .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7 (4) :31235.

[ 6 ] 　魏平 ,高建. 跃迁模型 :制定新兴技术战略的一种理论方法

[J ] . 科学学研究 ,2006 (5) :6842687.

[ 7 ] 　ADN ER R ,L EVIN T HAL D. The Emergenc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Z] . Working paper of INSEAD ,2002.

[ 8 ] 　SCHMOO KL ER J . Invention and economic growt h [ M ] .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9 ] 　CLAR K K B. The interaction of design hierarchies and

market concept in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 J ] . Research

Policy ,1985 ,14 :2352251.

[ 10 ] 　VON HIPPL E E. 技术创新源泉[ M ] . 柳卸林 ,译. 北京 :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7.

[ 11 ] 　CHRISTENSEN C M , SUAREZ F F , U T TERBACK J

M. St rateies for survival in fast2changing indust ries [J ] .

Management Science ,1998 ,44 (12) :2072220.

[ 12 ] 　GEEL S F W. Technologies t ransitions as evolutionary

reconfiguration processes :a multi2level perspective and a

case2study[J ] . Research Policy ,2002 ,31 :125721274.

[ 13 ] 　ADN ER R ,L EVIN T HAL D. Demand heterogeneity and

technology evolution , implications for product and

process innovation [ J ] . Management Science , 2001 , 47

(5) :6112628.

[ 14 ] 　KAPL AN S. Thinking about technology : understanding

t he role of cognition and technical change [ R ] . Working

paper ,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2003.

[ 15 ] 　WIT T U. " Lock2in " vs. " critical masses "2indust rial

change under network externalities [ J ]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 rial Organization ,1997 ,15 :7532773.

[ 16 ] 　罗伯特·A ·伯格曼 ,莫德斯托 ·A ·麦迪奎 ,史蒂文 ·

C ·惠尔赖特. 技术于创新的战略管理 [ M ] . 陈劲 ,王毅 ,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 17 ] 　CHRISTENSEN C M , ROSENBLOOM R. Explaining

t he attacker’s advantage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organi2
zational dynamics , and t he value network [ J ] . Research

Policy ,1995 ,24 :2332257.

[ 18 ] 　ADN ER R. When are technologies disruptive :a demand2
based view of t he emergence of competition[J ] . St 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23 (8) :6672668.

[ 19 ] 　蔡敦浩 ,蓝紫堂. 新兴产业发展的复杂调试系统观点———

以台湾 E2Learning 产业为例 [J ] . 管理学报 , 2004 (6) :

7152732.

[ 20 ] 　CHA TURV EDI K. Policy and technology co2evolution in

t he Indian pharmaceutical indust ry [ Z ] . Development

Policy and Practice Working Paper , The Open Universi2
ty ,2005.

[21 ] 　CONSTAN T E W. Why evolution is a t heory about sta2
bility : const raint , causation , and ecology in technologi2
cal change[J ] . Research Policy ,2002 ,31 :124121256.

[ 22 ] 　PA T TON D , KENN EY M. Innov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in Silicon Valley[ Z] . BRIE Working Paper ,2003 ,6.

[ 23 ] 　查尔斯·R ·莫里斯 ,查尔斯 ·H ·福格森. 体系结构如

何赢得技术战争 [ M ]/ / 吴雯芳 ,李旭 ,译. 高新技术产业

管理.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24 ] 　扬志刚. 技术的系统观[J ] . 科研管理 ,2003 (3) :1092116.

[25 ] 　芮明杰 ,巫景飞 ,何大军. MP3 技术与美国音乐产业演化

[J ] . 中国工业经济 ,2005 (2) :1102117.

[ 26 ] 　CHRISTENSEN C M. The Innovator’ s Dilemma [ M ] .

Boston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7.

[27 ] 　杰克. J . 弗罗门. 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

基础[ M] . 李振明 ,刘社建 ,齐柳明 ,译北京 :经济科学出

版社 ,2003.

[ 28 ] 　AMRAM M. Uncertainty :t he new rules for st rategy[J ] .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St rategy ,1999 (3) . 25229.

[ 29 ] 　薛红志 ,张玉利. 主导企业在突破性变革时期的技术投资

与技术能力[J ] . 中国软科学 ,2007 (5) :43252.

[ 30 ] 　CONSTANCE H E ,RU T H R S. Product sequending :co2
evoluiton of knowledge , capabilities and product s [ J ] .

St 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21 :9612979.

[ 31 ] 　COA TES T T , MCDERMO T T C M. An exploratory a2
nalysis of new competencies :a resource based view per2
spective [J ] .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 2002 ,

20 :4352450.

[ 32 ] 　TEECE D J , PISANO G , SHU EN A. Dynamic capabili2
ties and st rategic management [J ] . St 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 :5092533

[33 ] 　王核成 ,吴雪敏. 动态能力形成过程分析 [J ] . 商业研究 ,

2005 (14) :37240.

[ 34 ] 　BAR TON D L . Core capabilities and core regidities′a

paradox in managing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J ] . St ra2
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1992 ,13 :1112125.

[ 35 ] 　WIN TER S. Understand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 J ] .

St 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4 :9912995.

(下转第 38 页)

33

　　　　　　　　　　　　　　　　　　王 　敏等 :新兴技术演化的整体性分析框架 :“三要素多层次”共生演化机理研究



and replicator dynamics[J ] .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

1997 (77) : 1214.

[9 ] 　TA YLOR P D ,J ON KER L B.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 rat2
egy and game dynamics [J ] . Mat h Biosci ,1978 ( 40) : 1452
156.

[10 ] 　张良桥. 进化博弈基本动态理论[J ] . 中国经济评论 ,2003

(5) :58266.

[ 11 ] 　单汩源 ,江黎明 ,吴炜炜. 供应商与零售商的动态非对称

演化博弈商业研究[J ] . 2008 (7) :9212.

[12 ] 　王岚. 运营商对新技术采用延迟现象的研究 [J ] . 北京邮

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5) :48251.

[ 13 ] 　姜晨 ,刘汉民 ,谢富纪. 技术变迁路径依赖的演化博弈分

析[J ] .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07 (12) :201222016.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n Technology Transition in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Tian Yu1 ,2 ,Ma Qinhai1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 ration ,Nort 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 ,China ;

2. China United Network Corporation Limited ,Shenyang Branch ,Shenyang 110004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set s up a replicator dynamics game model to explore t he technology t ransition in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 ry1 The result

shows t hat :t here are two possible result s in t 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change ,and t he first one is t hat t he inefficient technology which causes

lock2in is adopted by market ,and t he ot her one is t hat more efficient technology replaces t he inefficient technology ;technology locked2in can be

broken under some circumstances1 The government could make t he technology change for t he better t hrough providing t he R &D subsidy or re2
ducing t he t rade cost for more efficient technologi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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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stic Analysis Frame work on Co2evolu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y :

Study on Co2evolution Mechanism with Multi2element and Multi2level

Wang Min , Yin L u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Elect ron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studies t he co2evolution mechanism between technology ,firm’s capability ,market demand and supporting environment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builds a co2evolution conceptual model wit h multi2level and multi2element1Based on t his model ,it t ries to provide a ho2
listic analysis f ramework to disclose t he characteristics of t he evolution proces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f rom multi2perspective1

Key words : emerging technology ;co2evolution ;capability of firm ;market demand ;support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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