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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 伴随着知识经济发展和经济科

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 国家的创新能力对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将起

到关键性的作用 ， 创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
１９１２ 年熊彼特开创了 “创新经济学” ， 指出 “创新是一阵创造性

破坏的狂飙” ，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 随着科技创新速度的加快 ，

以全球化 、 信息化 、 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新型工业进程的加速 ， 特别

是近年来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 ， “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
研究已成为当代国内外管理学界所关注的焦点 。

在实践中 ， 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 资源消耗型增长模

式所形成的隐患日渐突显 。 三大瓶颈严重地制约着中国向现代化迈进

的步伐 ， 即过度依赖重度消耗自然资源 （尤其是矿物质能源） 和人口

资源所形成的 “资源瓶颈” ； 缺乏自主知识产权 ， 严重依赖外来技术

和外资的 “拉美化” 增长所导致的 “自主知识产权瓶颈” ； 当代科技

革命所要求的现代管理范式转变与大量企业和部门的基础管理水准仍

低于原始的泰勒制科学管理要求的双重 “管理升级瓶颈” 。 显然 ， 没

有创新的推动 ， 中国国家 、 区域 、 产业和企业各层面上的竞争力就无

法提升 ， 就不能形成真正的持续竞争力 。

为此 ， 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实现三大战略性转变 ：一是竞

争力基础的转变 ， 即从自然资源的密集消耗向知识资源的创造性应用

转变 ； 二是资源整合途径的转变 ， 即从封闭环境下的区域性资源消耗

向开放环境下的全球资源共享转变 ； 三是创新模式的转变 ， 从引进 、
模仿性创新向原始性创新 、 突破性创新 、 完善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构

建等自主创新模式转变 。

当前 ， 着力自主创新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

心环节 ，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都明确强调 ： 必须

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 ， 作为提升竞争力的首

要选择 ， 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 显然 ， “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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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于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主导模式的转变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

义和理论前沿性 。
“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 研究是为数不多的兼容战略管理 、 技

术管理 、 营销管理 、 信息管理 、 组织行为理论 、 项目管理 、 人力资源

管理 、 财务管理 、 系统分析以及产业经济学等经济科学的集成式管理

科学学科领域 。 随着创新经济理论 、 新制度经济学 、 技术变革经济

学 、 技术创新管理学 、 组织学习与学习型组织理论 、 知识管理学等理

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 ， 围绕创新管理和持续竞争力的相关理论与现实

问题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管理学 、 经济学 、 社会学 、 教育学乃至工学的

重要学术研究领域 。 而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 ， 中国经济社会所进行的

大规模制度变迁和产业升级 、 增长模式转变 ， 为开展相应的重大现实

问题导向的理论前沿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土壤 ， 孕育着实现具有世

界性学术前沿意义的重大理论创新的历史机遇 。

浙江大学 “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基地是中国创新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基地 ， 秉承浙江大学 “求是 、 创

新” 校训 ， 以其最早在国内开展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管理和企业

管理变革方面的实证研究和拥有一流的国际协作网络而著称 。
早在 １９７９ 年 ， 浙江大学成立的科学管理系 ， 率先在中国开展了

科研管理 、 技术管理 、 创新与创造管理领域的研究 ， 并于该年招收了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首批管理类硕士研究生 。 １９８６ 年 ， 浙江大学拥有

了中国第一批建立的管理类博士点 ——— “科技与教育管理” 博士点 ，
是当时唯一一个以科技管理为特色的博士点 。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 ， 在许庆瑞教授的带领下 ， 浙江大学

管理科学研究所在国内率先明确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研究路

线 。 许庆瑞教授所著的 枟技术创新管理枠 是当时国内技术创新研究领

域的第一部专著 ， 对技术创新管理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引起党和国

家领导人对技术创新工作的重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浙江大学管理学

院最早在国内主办技术创新国际会议 （ISM OT摧９５） ， 得到了世界主

要发达国家著名学者的首肯 ； 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个技术创新研

究重大项目的主要参与单位 ， 对中国技术创新理论体系的完善起了重

要的作用 ； 率先在国际权威杂志 IE EE唱TEM 上介绍中国技术创新的

特征 。

全面创新管理 ——— 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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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以来 ， 浙江大学在引进和学习借鉴国际创新管

理理论与方法基础上 ， 基于全球化 、 信息化 、 可持续发展浪潮的大背

景 ， 结合中国创新管理的实际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 ， 在国

内率先开展了 “二次创新的理论与模式研究” （１９９３） 、 “绿色技术创

新” （１９９３） 、 “信息技术与管理变革” （１９９５） 、 “企业核心能力与创新

战略”（１９９８） 、 “我国企业全球化制造与二次创新战略” （１９９９） 、 “企
业技术能力理论与实证” （２００１） 、 “我国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过程及评

估体系研究” （２００２） 、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范式” （２００３） 等方面

的开创性研究 。 创造性地相继实现了三个理论突破 ， 即二次创新理

论 、 组合创新管理范式 、 全面创新管理 （ TIM） 范式等具有原创性的

理论研究成果 ， 并秉承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结合的研究传统 ， 开发了

企业技术创新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 企业技术创新审计模型等应用创新

管理工具 ， 在国内外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

文 ， 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 对推动中国该学科领域的学科建

设和发展 ， 促进中国企业创新管理水平的提高 ， 以及推进高科技产业

化 ， 做出了重要贡献 ， 产生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影响 。

多年来 ， 浙江大学团队在创新管理领域的研究始终坚持理论密切

联系实际的传统 。 在创新管理理论方面既密切跟踪国际最新研究动

态 ， 把握学科前沿 ； 又积极地结合中国企业的管理创新实践 ， 努力发

展符合本土实际的创新管理理论 ， 将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中国的企业

实践并融入国家最高决策 。 例如 ， 参与了国家有关部委和省有关部门

的技术引进政策和技术发展战略的决策咨询 ， 推动了国家和地方技术

创新政策的科学设计 ； 特别是对国家和省技术中心建设与完善献计献

策 ； 为海尔 、 南化 、 熊猫等著名企业建立技术中心提供了咨询 ， 有力

地推动了技术创新研究在我国的蓬勃开展和创新研究成果的推广应

用 ， 对 “国家技术创新工程” 的推出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
此外 ， 还通过与浙江省和杭州市等地方各级政府密切合作 ， 积极

提供决策咨询和创新管理培训 ， 如主持开展了 “浙江省中长期科技发

展规划研究” ， 与浙江省经贸委合作开展了省级技术中心评估认定等 ，
对区域创新体系的建立完善和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很

大贡献 ， 受到了有关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 。

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进一步拓展了浙江大学创新团队的视野 ， 提

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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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研究水平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 老一辈教授到世界 “技术创新管

理” 领域的顶尖大学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 斯坦福大学等） 的访问学

习开创并奠定了浙江大学团队在创新管理研究领域中的基石 。 后续派

出的中青年学者 ， 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 威斯康星大学 、 加拿大多伦

多大学 、 英国剑桥大学 、 苏塞克斯大学 、 曼彻斯特大学 、 德国基森大

学 、 新加坡国立大学 、 南洋理工大学等高校 ， 师从著名教授并进行合

作研究 （例如 ， 完成了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资助的项目 “提高企

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研究” 、 建立了 “浙江大学 剑桥大学全球化制造

与创新管理联合研究中心” 等） ， 所建立的密切联系和良好合作关系 ，
则进一步促进了浙江大学在这一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基本同步 。

自正式成立 “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基地后 ， 浙江大学团队更致力于建设一个重要的开放式研究平台 。
先后邀请了数十位国内外著名的创新管理学家来学校讲学 ， 交流科研

成果 ， 如英国剑桥大学的 Gregory 教授 （全球化制造与创新） 、 美国

哈佛大学的 Ch ristensen 教授 （裂变式创新） 、 丹麦 Alborg 大学的

Lundvall 教授 （国家创新系统） 等 。 积极倡导并举办多种创新管理

领域的高层次 、 高水平国际会议 。 成功举办了 ４ 届技术创新与技术管

理国际研讨会 （ ISM OT 系列会议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 ， 该会

议已成为我国技术创新与技术管理领域中最具规模和水平 ， 并在国际

上较有影响的重要国际性学术盛会之一 。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成功举办了首

届 “全球化制造与中国高层研讨会” （GMC摧０５） ， 与会的国家 、 省市

领导和国内外专家学者探讨全球化制造的发展战略与创新之道 ， 对中

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化制造将产生积极的帮助和影响 ， 具有深远

的意义 。 倡议并发起的 “中国青年创新论坛” 已经成功举办 ３ 届 ， 现

在已经成为国内创新研究领域高层次并极具吸引力的系列会议之一 。

目前 ， 本创新基地的主要研究领域有 ： 创新与区域发展 、 信息技

术与管理变革 、 全球化制造与创新 、 组织变革与产业发展 、 绿色创新

与可持续发展 、 创新教育与创业精神等 。

本创新基地将以国际化 、 开放式 、 网络化的建设理念和全新的管

理模式和运作机制 ， 力争在 ３ ～ ５ 年内把本基地建设成为创新管理与

持续竞争力研究领域中国际一流的学术研究基地 ， 政府和企业的具有

权威性的思想智囊库和决策咨询中心 ， 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培训

全面创新管理 ——— 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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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 ， 信息资料汇集和权威分析发布中心 。 在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

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上实现重大突破 ， 在国际学术界独树一帜 。
本丛书是创新基地成员辛勤努力 、 踏实工作的创新性成果的结

晶 ， 它们大都为高水平科研项目的成果 ， 以实证研究为主 ， 务实而不

失创新 。 作者们都力图体现浙江大学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的 “求是 、
创新” 精神 ， 展示自己的真知灼见 ， 与各界同仁分享探索真理的

快乐 。

巨变的中国 ， 以其新时代的鲜明特征呼唤着我们去无畏地探索真

理 ， 用科学精神去解开现实中的奥秘 ， 用自己绵薄的智慧去揭示 、 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细节之妙 ， 用创新的勇气去开拓新的攀登之

径 。 我们将努力基于而不囿于长期的研究积淀和优势 ， 围绕 “创新管

理与持续竞争力” 的主题 ， 面向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 寻求

“学科推动” 与 “重大现实问题导向” 之间的最佳结合 ， 抓住管理理

论正在发生深刻的范式转变的契机 ， 以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的研究

为突破口 ， 实现创新管理理论研究上的 “追赶” 和 “跨越” 。

吴晓波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７ 日于求是园

总 　 　 序



前 言 　 全 面 创 新 ——— 走 向 创 新 型

企 业 必 由 之 路
　 　 ２００６ 年召开的国家科技大会将 “自主创新” 定为基本国策 ， 中

央要求把推动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 。 胡锦涛总书记

多次强调 ， 加快提高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 把科技创新能力视为国

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因素 、 国家竞争能力的核心和国家安全的重要

保证 。
依靠自主创新带动科技进步 ， 进而引领国家经济 、 社会全面和可

持续发展 ， 创新型企业任重而道远 。 只有社会的每一个经济细胞 ———

企业都成为创新型企业 ， 整个区域才能成为创新型市 、 创新型省 ， 才

能够建设好创新型国家 。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全面创

新管理 （ TIM） 的理论构建与形成机理” （课题编号为 ７０３７２０１８） 的

研究报告 。 该课题的研究方向正是在自主创新的大趋势下 ， 探讨并分

析企业如何通过全面创新管理构建自主创新能力 ， 为企业走上自主创

新之路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

这一研究成果不只是这三个年头的研究成果 ， 而是我们研究中心

近 ３０ 年来在技术创新领域中研究积累的体现 。 我们在创新研究领域

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 ， 即 ：

二次创新是指引进技术经过消化吸收而进行再次创新 。 组合创新

与集成创新近似而不雷同 ， 组合创新不局限于技术之集成 ， 而包括技

术创新与非技术创新的组合与集成 。 前者 （技术创新的组合） 包括产

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的组合 、 重大创新与渐进创新的组合 ； 而后者 （技
术创新与非技术创新的组合） 则包括技术创新与组织 、 文化创新的组

合 ， 独立创新与合作创新的组合等 。 组合创新不只是一个项目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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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更是项目组合上的战略思想和准则 。 在实践中引导企业走出了孤

立进行技术创新的死胡同 ， 迈向了将技术创新同组织创新 、 文化创

新 、 制度创新相结合之路 。
全面创新又将组合创新推进了一大步 ， 从更系统 、 更广泛的领域

中整合了技术创新与文化 、 制度 、 管理等创新 （非技术创新） 。 不仅

是将企业各方面创新构成了一个系统的全方位创新 ， 而且同全员创新

和全时空领域创新相整合 ， 形成了以全员创新为基础 ， 在全球领域内

整合一切创新资源持续不断的 ， 包括全要素 、 全员 、 全时空 （即 “三
全”） 的立体式创新范式 。 它在依靠全员创新活力的基础上 ， 通过全

方位的持续创新 ， 产生了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整体创新力 （holistic
innovation fo rce） ， 推动企业的核心能力呈跨越式发展 ， 以快于一般

企业所需时间的 １／３ ～ １／２ 迈向创新型企业 。
全面创新是创新型企业的主要特征 ， 通过构建全面创新体系 ， 跨

入创新型企业是国外成功企业走向卓越的途径 ， 也是我国企业以跨越

方式走向创新型企业的必由之路 。
这一研究不囿于创新课题范围 ， 而且建立在运用和综合其他课题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例如 ， 我们在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

项目 枟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基本规律与模式研究枠 （九五年重大项

目） 研究过程中 ， 就发现和揭示了企业经营管理规律之一的 “全面创

新的规律” ， 具体可表述为 ： “战略导向 ， 以技术创新为中心的全面创

新规律” 。 因而 ， 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是本课题组三年努力的结果 ， 而

且包含了我们研究团队的研究积累 ， 是近三十年在创新领域研究成果

的集中体现 。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来讨论 ： 第一部分为 “背景和理论” ， 包括

TIM 的实践与理论基础 ； 第二部分为 “ TIM 的内涵与系统框架” ， 包

括四章 ： TIM 系统框架和全要素创新 、 全员创新 、 全时空创新 ； 第

三部分为 “ TIM 形成机理与机制” ， 包括协同 、 学习和领导机制 ； 第

四部分为 “ TIM 能力审计和效益” ， 包括审计 、 创新效益分析 ； 第五

部分为 “案例” ， 包括国内外成功实践企业案例七个 。 下图揭示了各

章之间的关联 ， 勾画了本书的轮廓结构 。

全面创新管理 ——— 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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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章节安排

前言 　 全面创新 ——— 走向创新型企业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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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研究中得到了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大力支持和协作 ， 得益于

国外同行 （美） 加州大学李明芳教授和美国惠普公司技术与战略顾问

米盖尔 · 孟凯 （Michael Menke） 博士和我们的合作研究 ， 并得到

IEEE 之工程管理杂志主编法里斯 （G ． Farris） 博士等在课题研究进

程中对研究中间成果提供的不少宝贵改进意见 。 本研究的成果 ， 也得

到了我们的战略伙伴 ， 包括海尔集团的总裁杨绵绵女士 、 副总裁喻子

达博士 ， 宝钢集团研究院院长崔健博士 ， 普天集团研究院毛武兴博士

等企业界的精英积极参与和合作研究 。 也得到我们团队的同志们 ， 特

别是陈劲教授 、 赵晓庆副教授 、 郑刚博士 、 刘景江博士等 ， 以及博 、
硕士生 ： 谢章澍 、 梁欣如 、 朱建忠 、 朱凌 、 金鑫 、 水常青 、 蒋健 、 徐

静 、 王海威 、 王双英 （访问学者） 等的帮助支持 ， 在此谨表深切谢

意 。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 ， 缺点 、 错误在所难免 ， 殷切希望同志们不吝

指正 ， 谨致衷心谢意 。

许庆瑞

课题负责人 ， 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 （RCID） 主任

于 ２００６ 年中秋节完稿

全面创新管理 ——— 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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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背景和 理论篇



第 一 章 　 全 面 创 新 管 理 理 论 的

实 践 和 理 论 背 景

　 　 在 “变化” 是 “唯一不变” 的今天 ， 创新正日益成为企业生存与

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动力 ， 并受到众多学者和企业家的关注 。 随着相关

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 ， 创新管理的内容与方式日益复杂 ， 并逐渐形

成以全面创新为特征的管理模式 。

第一节 　 研究的实践背景

自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以来 ， 创新与变革日益成为理论界和企

业界广泛关注的 、 最活跃和最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之一 。 随着信息技

术的迅猛发展 、 市场竞争的全球本地化以及顾客需求的个性化定制 ，
企业所处的商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 一方面 ， 企业要经受环境

的严酷挑战 。 传统组织的纵向边界 、 横向边界 、 外部边界和地理边界

正在迅速渗透和模糊 ， 相应地 ， 核心企业与其上 、 下游企业也正在大

规模地向着商业生态系统 （business ecosyst em） 共生演进 。 正因为

如此 ， 在商业生态系统中 ， 竞争格局已不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 ，
而是联盟体与联盟体之间的竞争 ， 是基于时间的竞争 。 只有快速 、 灵

活 、 勇于创新 、 基于联盟的网络组织才能在混沌边缘 （edg e of cha唱
os） 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和高额创新租金 。 另一方面 ， 复杂 、 快速动荡

变化的超竞争环境持续不断地挑战既有的创新管理实践 。 特别是 ， 面

对企业内部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日益非线性复

杂化 ， 传统的创新管理模式已不再适用 。 因此 ， 在当今知识经济环境

下 ， 迫切需要超越牛顿经典力学的线性思维方式 ， 突破单一组织理论

的研究框架 ， 借助跨学科理论和方法 ， 从新的理论视角对网络环境下

企业创新管理的机理与模式进行研究 。



一 、 当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取得了长足进步 ， 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

视的问题 。 除了长期以来对技术创新重视不足 、 大多数企业技术创新

投入偏低 ， 导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薄弱 ， 水平和层次较低等固有问

题之外 ， 当前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的一个新的突出问题是 ， 很大一部分

企业孤立地抓技术创新 ， 而忽视了其他非技术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协同

和制约作用 ， 导致技术创新项目绩效不佳 。 国外资料也表明 ， 只注意

抓研发中心建设而忽视其他非技术因素的企业中仅有 ２５ ％ 取得较好

的绩效 （ T ucker ２００２） 。 正是认识到这一点 ， 最近 OECD 关于技术

创新政策的奥斯陆手册修订中也将增加非技术因素的指标 。
大量实践表明 ： 很多技术创新项目没有实现预期效益 ， 主要不在

于技术因素 ， 而源于企业的战略 、 文化 、 组织结构 、 制度 （包括产

权 、 激励制度等） 、 人力资源管理等非技术因素 ， 包括 ： 其一 ， 重视

技术创新 ， 而思想创新和文化创新滞后 。 浙江大学创新与发展研究中

心对我国 １００ 余家大中型企业的调查发现 ， 大多数的企业文化类型是

效果型 （占 ６１畅２ ％ ） 和秩序型 （１３畅１ ％ ） ， 仅 ６畅５ ％ 的企业是创新型 。
其二 ， 缺乏能够有效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 。 如联想集团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发展势头趋缓 ， 主要原因是其产权和激励制度

不到位 。 后来通过股权改革和一系列增强激励的制度措施 ， 并调整了

发展思路 ， 大大激发了联想员工的创新积极性 ， 提高了技术创新能

力 ， 企业重新取得快速发展 。 其三 ， 层次重叠 、 僵化的组织结构影响

了研发速度和响应市场时间 ， 制约了创新的速度和绩效 。 此外 ， 缺乏

明确的技术创新战略 ， 或是技术战略与经营战略没有结合好 ； 企业缺

乏激发全体员工的创新积极性和创造力 ； 部门界面管理不善等也都影

响了技术创新绩效 。
造成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中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就是缺乏先进

的 、 系统的技术创新管理理念指导 ， 对新形势下竞争环境和市场需求

变化对技术创新的更高要求缺乏足够认识 ， 缺乏系统观和全面创新

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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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新世纪竞争环境的日益复杂化对企业提出全面创新要求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 经济全球化 、 网络化趋势更加明显 ，
以 IT 技术 、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浪潮使得企业的

生存与发展环境 、 经营目标与方式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 在网络环

境下 ， 信息交互能力大大提高 （图 １唱１） ， 使得信息可以突破时空限

制 ， 为企业实施全面创新管理提供良好的物质技术保障 。 具体表现

为 ： 一方面 ， 信息可以更为便捷地在组织内部不同地区分布 、 各职能

部门 、 不同岗位和全体员工进行创新信息的传递 ， 从而为研发 、 生

产 、 制造以及管理等不同岗位的员工进行全面创新提供必要的信息和

相关的知识 ； 另一方面 ， 信息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与组织外部供应

商 、 顾客 、 合作伙伴 、 竞争对手信息充分共享 ， 为快速持续整合企业

内外部资源乃至全球化资源进行创新提供技术保证 。 据统计 ， 通过技

术交易 ， 许可和专利交易的横向技术数量不断增加 。 全球交易中技术

性商品的比重已从 １９７０ 年的 ９畅５ ％ 上升到 １９９５ 年的 ２１畅５ ％ 。 同时 ，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电子上网 、 网络经济的蓬勃发展 ， 企业的边界越来

越模糊 。 外包 、 竞合 、 战略联盟 、 虚拟团队等组织形式的出现使得企

业的边界跨越了地区 、 行业甚至国家的限制 ， 促进了研发 、 制造 、 营

销等的全球化 。 许多跨国企业 （如微软 、 诺基亚等） 在全球各地设立

了研发中心或基地 ， 以整合全球科技资源进行创新 。 诺基亚公司在全

球 １４ 个国家设有 ５５ 家研发机构 ， 研发人员超过 １９ ０００ 名 。

图 １唱１ 　 互动能力指数变化图 （每传送 １００ 千比特指数 ： １９８０ 年为 １）
来源 ： 帕特里克 ， 巴特勒等 畅 互动经济革命 畅 程嘉树等译 畅 麦肯锡高层管理论丛 （ Ⅲ ） ， 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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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 ， 进入 ２１ 世纪 ， 竞争环境的日益复杂对企业提出了

全面创新的要求 。 面对日益个性化的顾客需求与基于时间的市场竞争

（ time唱based co mpetition） ， 产品生命周期和研发周期的缩短 、 新技术

的涌现 、 竞争对手的威胁 、 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 ， 仅有良好的生产效

率 、 足够高的质量 、 灵活性已不足以保持持续的市场竞争优势 ， 要在

激烈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企业必须比竞争对手以更快的速度响

应顾客全方位需求 ， 需要企业改变原有的创新管理模式 ， 实现技术与

非技术要素的协同创新 ， 并充分动员从生产 、 制造 、 研发 、 营销 、 服

务等各部门员工随时随地进行创新 ， 以提高新产品创造效率 ， 不断扩

大自己优势和在行业中所占的份额 ， 获取超额的利润 。 惠普公司一份

研究资料表明 ： 如果一项新产品从创意到商品化的过程是 ５ 年 ， 其间

若研究开发延误半年 ， 则利润就会减少 ５０ ％ 。 与竞争对手相比 ， 那

些基于时间进行持续创新管理的公司对客户响应至少快 ６０ ％ ， 增长

快 ３ ～ ４ 倍 ， 并且得到了至少高于 ２ 倍的利润 （Stalk ， H out １９９０） 。

三 、 企业全方位的创新实践需要新的先进理论的支持和指导

加强创新 ，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 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紧迫

任务 。 解决我国当前创新面临的挑战 ， 必须强化企业创新活动的系统

性 、 全面性 ， 以技术创新为核心 ， 以市场 、 组织 、 文化 、 制度等其他

要素的协同配合为基础 ， 开展全面创新 ， 加强对全面创新的管理 。
国内外一些创新领先企业 ， 如海尔 、 惠普 、 ３M 等主动适应环境的

变化 ， 已不同程度地开始或进行全面创新的实践 。 海尔集团近年来为

提高核心竞争力 ， 以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加为目标 ， 在系统 、 全面的框

架下实施了以战略为主导 ， 以技术创新为核心 ， 以市场 、 组织 、 文化

制度等的创新为支撑 ， 以 “市场链” 业务流程创新为保障的全面创新

实践 ， 取得显著成效 。 技术创新绩效由于得到非技术因素的协同匹配

而得以充分发挥 ， 新产品开发速度大大提高 ， 周期显著缩短 ， 现平均

每个工作日开发 １畅３ 个新产品 ， 申报 ２畅５ 项专利 ； 同时企业经营绩效也

大幅提升 ， ２００２ 年营业额达 ７２０ 亿元 ， 比 １９９９ 年 （４０６ 亿元） 提高

７７ ％ 。 宝钢近几年通过实施企业系统创新工程 （ESI） ， 推动了各项事

业的全面创新 ， 也取得显著成效 。 这些先进企业在实践中自发探索出

的新经验也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总结提炼和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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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全面创新需要有一套科学有效的创新管理理论来指导 。 而传

统的创新管理理论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 ， 缺乏对当今环境剧烈变化

和创新过程日益复杂化的认识 ， 无法在新形势下为企业提供一个科学

有效的创新管理范式来指导实践 。 为此 ， 本研究在总结国内外创新理

论与实践的基础上 ， 根据市场环境的特点 ， 初步建立并分析以价值

增加与创造为目标 ， 以战略为主导 ， 全要素 、 全员 、 全时空 “三全”
协同创新的立体创新模型 ——— 全面创新管理 （ total innovation manage唱
ment ， TIM） ， 以求在新时代条件下丰富和发展创新管理理论 ， 并为我

国企业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进行科学有效的全面创新提供理论指导 。

海尔的全方位创新 ——— 构建为未来而竞争的资本

自主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共识 ， 然而 ， 对于海尔来说 ， 自主

创新更多地表现为体系创新 ， 即全方位创新 、 全过程创新 。 也就是

说 ， 创新是一个体系 ， 只有整个企业肌体的不断创新 ， 只有建立起企

业自主创新的体系 ， 形成全面创新的机制 ， 确保拥有时刻创新的动

力 ， 企业才能拥有健康发展的资本 ， 才能拥有走出去竞争的资本 ， 也

才能拥有未来不败的资本 。
改革开放 ２０ 多年间 ， 面临着日益清晰的新的生存环境 、 新的生

存需求 ， 特别是面临越来越直接的经济全球化竞争 ， 海尔的创新冲动

被不断激发出来 。 ２０ 多年来 ， 海尔从基础创新开始 ， 走过了一条十

分艰难但从不退缩的创新历程 。 创新几乎成为海尔成长历程中的全

部 。 从发展观念的不断冲撞 、 管理模式的不断颠覆 、 人才机制的不断

构建 、 自主技术的不断追求 、 企业文化的不断充实 、 核心价值的不断

挖掘以至于自主品牌的不懈追求 ， 海尔以时刻创新的面孔和持续不衰

的动力 ， 实现着企业肌体每个细胞的变革 。 我们认为 ， 这是 ２０ 多年

间海尔能够持续发展的最大财富源泉 。 所以 ， 树立全方位创新的理

念 ——— 致力于打造企业整体发展能力 ； 树立全过程创新的理念 ——— 致

力于形成不断创新的机制 ， 是企业能够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 这是增

强和保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体系性基础 。
总之 ， 全方位的系统创新 、 面向市场的自主创新 、 扁平化的企业

组织结构和发展模式 、 全球化的品牌战略 ， 是海尔 ２０ 余年发展的实

践经验 ， 也是海尔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 。 创新的道路尽管异常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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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相信 ， 只要锲而不舍 ， 最终的目标就一定能够达到 。
（来源 ：张瑞敏 畅 全方位创新构建为未来而竞争的资本 ． http ：／／ tech ．sina ．com ．

cn／it／２００６唱０８唱２９／１２３０１１０９１３２ ．shtml ．中国电子报 畅 ２００６唱０８唱２９）

第二节 　 创新理论的研究进展 ： 从技术创新

到全面创新的发展

　 　 １９１２ 年 ， 美国学者约瑟夫 · 熊彼特首次提出 “创新” 的概念 ，

将创新定义为 “企业家对生产要素之新组合” ， 认为 “创新” 是经济

发展的根本动因 。 熊彼特的创新概念 ， 包括产品 、 工艺 、 市场 、 生产

要素和组织形式等多种创新形式 。 熊彼特开创了创新理论研究的先

河 ， 此后许多学者将创新研究的焦点从宏观层次的经济增长转向企业

的微观层次创新活动的管理 ， 以揭示企业创新这一 “黑箱” 。 综观创

新管理主要研究 ， 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

一 、 第一阶段 ： 个体创新 （２０ 世纪 ４０ ～ ５０ 年代）

微观层次中企业创新活动的系统研究 ， 起始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

受熊彼特创新动力论的影响 ， ４０ ～ ５０ 年代的研究根植于 “企业家动

力论” 的理论基础之上 ， 研究企业中具体的创新过程 、 成功因素和动

力 （Roth well ， Free man ， H orsley et al畅 １９７４） 。 由于这一阶段还处

在研究的起步阶段 ， 创新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清楚界定 ， 所以研

究的侧重点在于研究创新系统活动中的各构件 ， 因此第一阶段创新研

究的显著特征是单一 、 线性 、 内源式创新管理的研究 。 熊彼特关于创

新主体的界定 ， 前期倾向于把创新主体理解为分立的个人 ， 后期倾向

于强调垄断公司的创新主体地位 。 但尽管有这种变化 ， 熊彼特从总体

上是把创新空间定位于企业的 ， 这种思想在以后较长的时间内具有广

泛的影响 ， 研究者多视此为不言自明的假定 。

二 、 第二阶段 ： 组织推动创新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

随着研究活动的深入 ， 研究越来越触及到创新管理中的一些更具

体的领域 。 在第一代单一创新管理研究的理论成果基础上 ， 第二代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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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管理研究着重研究创新的组织内源问题 ， 研究组织如何通过对研发

活动的有效管理推动创新的发展 ， 实现创新的目标 。 因此第二阶段的

创新研究 ， 实质上在于如何管理 R &D 部门和活动 ， 以及组织自身在创

新中的重要地位等 。 这一阶段的理论贡献者主要有 Edwards畅 Roberts 以

及 J畅 Abernathy 与 M畅 Utterback 等 。 值得 一 提 的是 J畅 A bernathy 和

M畅 Utterback 关于 “U唱A” 创新模式的研究 ， 其根据产品生命周期将产

品创新 、 工艺创新和产业组织的演化模式分为 ３ 个阶段 ： 不稳定阶段 、
过渡阶段 、 稳定阶段 。

三 、 第三阶段 ： 组织外部创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第三阶段创新的研究 ， 突破了第二阶段组织创新内源的视野 ， 突

出用户在组织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 ， 将用户作为一个重要的组织外部

创新源 ， 这一思想的主要推动者是 Eric von H ippel （１９８８） ， 并提出

了用户创新的思想 ， 在今天更加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关注 ， 如 Ste唱
phen M畅 Shapiro （２００１） 也提出应该倾听用户并聘雇用户参与到企业

的研发 、 营销等过程中 ， 与其达成伙伴关系共同创新 。 他还发展了

v on H ippel 的 “领先用户” 法 ， 进一步提出从 “背离用户” 和 “潜在

用户” 中寻找创新源泉 。

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研究 ， 其本质在于研究创新的推动力 ， 第

二阶段强调的是内部推动 ， 而第三阶段强调的是内外结合的双向推

动 。 受环境的影响 ， 这两个阶段对创新推动力和创新源的研究 ， 都是

机械线性的观点 ， 是一种基于牛顿经典力学的机械哲学观 。

四 、 第四阶段 ： 组合创新 、 集成创新和系统创新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

上面三阶段的创新理论研究 ， 研究对象都局限于单个创新过程 、
活动或者要素 ， 也就是熊彼特所列举出的五种创新形式中的某一种 ，

而没有研究创新中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互动机理和关系 。 到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 ， 随着环境的变化 ， 组织对创新绩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传统单一的创新理论和模式的局限日益凸显出来 。 基于系统理论之

上 ， 一些学者将研究的视角从单个的创新系统构件转到创新系统要素

之间的关系上 。 例如 ， 罗斯维尔 （Ro thwell） ， 罗森伯格 （ Rosen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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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g） 等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创新过程的动态化 、 集成化和综合化 。

如罗森伯格的创新链环模式 ， 尽管主要是就技术创新而言的 ， 但已经

显示出创新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 。 一些学者提出组合创新理论

（许庆瑞 ， 郭斌等 ２０００） 。 组合创新的研究和实践 ， 大体经过了四个

逐渐深入的阶段 ， 即产品的组合创新 、 技术创新的组合 、 不同创新的

组合 、 基于核心能力的组合创新 ， 目前 ， 组合创新管理是国内外居于

主导的创新管理模式 。 组合创新至少包含了五方面的组合关系 ， 即产

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的协调 、 重大创新与渐进创新的协调 、 创新的显性

效益和隐形效益的协调 、 技术创新与组织文化创新的协调 、 企业内部

独立创新与外部组织合作创新的协调等 （王伟强 ， 许庆瑞 １９９３ ； 许

庆瑞 ， 郭斌等 ２０００） 。 Edwards Roberts （１９９９） 在研究中证实了技

术创新与组织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 。 Dougher ty 和 H ardy （１９９６） 通

过实证研究 ， 证实了企业持续的产品创新能力与组织流程和结构之间

的内在关系 。 在创新理论发展的第四阶段 ， 在组合创新理论的推动

下 ， 到 ２０ 世纪末期 ， 创新理论朝系统观发展更进了一步 ， 出现了集

成创新观和系统创新观的创新理论 。 集成创新观的代表人物是 Marco
Iansiti ， H畅 K畅 Tang 等 。 １９９８ 年美国的 Ian siti 提出了技术集成的概

念 。 一些学者也指出 ， 在技术创新中各种要素的集成是保证技术创新

效果的重要条件 （ T ang １９９８ ； T idd ， Bessant ， Pavitt ２００１ ； 江辉 ，

陈劲 ２０００ ； 曹青洲等 ２００１ 等） 。 集成创新观强调对现有各创新要素

的创造性整合 ， 体现了一定的系统性思想 。 系统创新观的代表人物是

Rober t T ucker 等 。 许多学者探讨了企业创新系统的概念与内涵

（Padm ore et al畅 １９９８ ； 陈劲 ２００３ 等） 。 詹森 （２００２） 认为企业创新

是一个复杂性自适应系统 （C A S） ； 彼得斯 （２００２） 指出 ， 要提高创

新绩效必须由 “框式思考” 向 “线式思考” 转变 ， 也即注重系统各要

素间的关系 。 Tucker （２００２） 提出了创新管理的五项原则 ， 其中包

括创新必须具有综合性 ， 涉及研发和所有其他部门 ； 创新必须有组织

地 、 系统地 、 持续地寻找新机会 ； 创新必须涉及组织所有人的参与

等 。 这些原则也充分体现了系统 、 全面创新的思想 。
在第四阶段发展起来的基于系统理论的创新理论 ， 突破了以前有

关创新线性的思维模式 ， 突出了创新系统内各子系统和构件之间的匹

配和互动对创新绩效的重要作用 ， 但未能就创新作为社会过程本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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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人的主体性与时空效应和具体的创新系统相结合进行基于生态

观的分析 。

五 、 第五阶段 ： 全面创新管理 （２１ 世纪）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 创新理论的发展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 许多学者

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研究创新理论 ， 人人创新 、 时时创新 、 全流程创

新 、 全球化创新以及事事创新的全面创新思想成为创新理论发展的新

的方向 。 近年来 ， 激发每个员工的创新积极性 ， 实现 “人人都是创新

者” 的思想受到了广泛关注 （ Tucker ２００２ ； 彼得斯 ２００２ ； Shapiro
２００１ ； Wheatley ２００１ 等） 。 Shapiro （２００１） 指出 ， 市场竞争的日益

激烈和用户对响应速度的日益要求使得企业必须力求做到 ２４／７ （即
每周 ７ 天 、 每天 ２４ 小时） 创新 。 一些学者认为 ： 企业外包 、 战略联

盟等 组 织 形 式 的 出 现 促 进 了 研 发 、 制 造 、 营 销 等 的 全 球 化

（Chow dhury ２００３ ； 连燕华 ， 马晓光 ２００１ ； 陈劲 ２００３ 等） 。 以 “人”
为本 ， 实现全方位的创新是第五阶段创新理论发展的目标 。 但目前该

阶段的研究仍是零碎的 、 非系统的和非连续的 ， 且游离于企业管理过

程之外 （ T ucker ２００２） ， 迫切需要进一步的条理化 、 系统化 。 企业创

新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如表 １唱１ 所示 。

表 1唱1 　 企业创新管理理论的发展

阶段 主要观点 代表性研究或学者 理论基础
解决的实

际问题

第一阶段

（２０ 世纪

４０ ～ ５０ 年代）

个体 、 单 个创 新

（ indiv idual）
线性 、 内 源的 创

新过程

创新成功因素

（M arquis １９６９）

（R o th w ell １９７４）

（ Freema n １９７４）

牛顿经 典机

械观

新技术 发展

与个体 的创

造性

第二阶段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

组织促进

R & D 管理

内部来源 ；

创新的线 性过程

模型

（R o bert s １９８８）

（ U t t erbac k １９９４）

牛顿经 典机

械观

新技术 应用

与组织 推动

作用

第三阶段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引入外部来源 ；

用户作为创新者

线性过程

（E ric v on Hippel １９９８）
牛顿经 典机

械观

技术创 新的

外部推 动与

用户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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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阶段 主要观点 代表性研究或学者 理论基础
解决的实

际问题

第四阶段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 ）

链式 、 耦 合过 程

模型

并行 （集 成） 创

新过程模型

组合创新

集成创新

系统创新

（R o th w ell １９９２）

（许庆瑞 １９９６）

（郭斌 １９９７）

（陈劲 ２０００）

（吴晓波 １９９０）

（ Lin g Su K im １９９５）

系统观

非线性科学

复杂性理论

技术创 新的

系统性 与非

技术因 素的

协同作用

第五阶段

（２１ 世纪 ）
全面创新

（许庆瑞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

（Sh apiro ２００１）

（R o ger Bean ２００２）

（R o bert ２００２）

（ T u ck er ２００２）

生态系统观

复杂性理论

创新作 为社

会过程 与电

子化网 络环

境下创 新主

体的人 的互

动关系

　 　 来 源 ： T I M畅 A n o vel parad igm of inno va ti on ma na gement in ２１ st ce ntury畅 Jo urn al of
T ech畅 T ran sfe r ， fo r thcomin g ， ２００６

第三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从本章的实践背景可以看出 ： 一方面 ， 进入 ２１ 世纪 ， 越来越多

的企业发现 ， 仅有良好的生产效率 、 足够高的质量 、 灵活性已不足以

满足顾客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 ， 也难以保持持续市场竞争优势 ， 而

只有技术创新才能使其摆脱困境 ， 获得超群的经营业绩 。 另一方面 ，

环境的动荡 、 竞争的激烈和顾客需求的变化都需要企业进行全方位的

竞争 ， 比竞争对手以更快速度响应顾客全方位的需求 ， 这就不仅要求

企业技术创新 ， 而且必须以此为中心进行全面 、 系统 、 持续地创新 。
先进企业正意识到 ： 技术创新的最终绩效越来越取决于企业整体各部

门 、 各要素的创新及要素间的有效协同 。
从本章的理论背景亦发现 ， 当前创新管理理论的发展正朝着全面

化 、 系统化和生态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 而当前主流研究仍然大多集中

于技术创新和技术因素本身 ， 不同程度上忽视了组织 、 文化等非技术

因素及时空因素对技术创新过程和绩效的影响 ， 缺乏对这些非技术因

素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机理的研究 。 更为重要的是 ， 当前研究大多尚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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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对创新的某些方面或维度提出思想与理念 ， 缺乏在 ２１ 世纪新形

势下作基于复杂性理论框架下的系统 、 全面的研究 。 造成目前这些不

足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部分学者的研究思维方式受经典牛顿力学的

影响 ， 以线性 、 机械的观点来研究技术创新管理 ， 而没有根据环境和

创新过程日益复杂性的变化 ， 采用基于生命观和复杂性理论的视角来

研究创新问题 。
在当前的经济建设环境中 ， 加强创新 ，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

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紧迫任务 。 解决我国当前创新面临的挑战 ， 就

必须强化企业创新活动的系统性 、 全面性 ， 以技术创新为中心 ， 以组

织 、 文化 、 制度等其他要素的协同配合为基础 ， 开展全面创新 ， 加强

对全面创新的管理 。 因此 ， 以全面创新管理为代表的新一代创新管理

理论的提出是大势所趋 。
全面创新管理是基于企业面临的新时代环境和市场竞争规则的变

化并总结借鉴国内外最新创新理论成果而首次提出的创新管理新范

式 ， 具有较强的理论原创性和实践指导性 。 全面创新管理不是对原有

创新管理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归纳集成和渐进修补 ， 而是一次革命性突

破 。 它在理论基础 、 战略 、 结构 、 要素 、 时空范围和管理风格等方面

与传统创新管理范式有着质的区别 ， 特别是其根据环境的变化突破了

原有时空域和局限于研发部门和研发人员创新的框架 ， 突出强调了新

形势下全员创新 、 全要素创新和全时空创新的重要性 。
本书按 照 “为什 么要 T IM — T IM 是 什么 — 如 何形 成 、 实 现

T I M” 这样一个逻辑思路 ， 着重基于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 、 创新管理

理论等就 T IM 的理论架构 、 系统建构与形成机理展开深入系统研究 ，
力求突出理论深度 、 理论开创性以及实践应用性 。 本书主要围绕以下

五个问题具体展开研究 ：

（１） 全面创新管理理论产生的理论实践背景与理论基础 ；
（２） 全面创新管理理论的内涵与系统框架 ；
（３） 创新的多要素 （技术与非技术之间） 相互作用 、 协同的机理

和模式 ；
（４） 揭示全面创新管理的基础架构及其形成过程和机制 ；
（５） 作为全面创新管理基础的全员创新如何得到增强和巩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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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TIM 的 理 论 基 础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自身的理论基础 ， 都是从一定的理论前提出发

的 。 全面创新管理理论与过往创新管理理论的重大不同 ， 就是将研究

视角从单独的创新要素和创新系统构件转移到整个创新系统 ， 以及创

新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上来 ， 揭示了创新过程的复杂性 、 生态性 、
协同性和动态性 。 因此 ， 正是基于生态理论 、 人本理论 、 协同理论 、

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 、 开放式创新理论 、 分布式创新理论和模块化理

论等理论基础之上 ， 全面创新理论才突破了以前有关创新的线性思维

模式 ， 将企业创新系统视为一个复杂创新体系 ， 突出了创新系统内各

要素之间的互动性 。

第一节 　 生 态 理 论

一 、 生态系统观的原理

　 　 生态学是一门极为年轻的科学 ， 但人类有关生态的思想却是源远

流长 。 如中国古代哲学就将生态智慧思想生动地体现在 枟周易枠 、 阴

阳五行学说 、 天人合一等思想之中 。 中国古代中医理论更是把人体与

自然环境看成一体 ， 认为身体的病变都是由于人的机体与环境关系失

调所产生的 。
“生态学 （ecolo gy）” 一词源于希腊文 ， 由 “oikos” 和 “ lo gos”

两个词根组成 。 前者意为 “房屋” 或 “栖息地” ； 后者系 “论述” 、

“研究” 之意 。 可以认为 ， 生态学是 “研究栖息地” 的学问 。 在中文

字典中 ， 意为研究生物之间和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

学 。 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奥德姆更是指出 ， 生态学是人和环境的整体性

的科学 。 总体而言 ， 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或有机群体与其周围环境关

系的科学 （孔冬等 ２００３） 。 而系统观是一种整体的分析视角 ， 从总体

上把握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 ， 为不同学科的理论研究所广泛运用 。 一

般而言 ， 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 ， 往往形成不同的系统观点 ， 如可以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