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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对企业技术创新认识的几个误区*

孟庆伟 安会茹

摘 要 本文针对目前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分析了企业在对技术创新问题认

识上存在的几个误区:把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能力混同;把技术创新简单地理解为上

项目;把面向市场看成消极地围着市场转。本文还对如何走出误区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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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学者调查, 早在 1984 年就已有 84%以上

的企业表明自己或多或少地开展了技术创新工作。

这意味着我国企业对 技术创新 这一概念并不陌
生。但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开展得并不令人

满意,一些自认为技术创新工作做得不错的企业,

始终没有摆脱困境, 没有改变连年亏损的局面, 甚

至跌入破产的边缘。 技术创新 没有取得应有的
效果。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尽管表面上许

多企业对于技术创新已非常熟悉,但实际上对其内

涵并没有深刻的理解, 在认识上还存在着许多误

区。认识上的误区导致行为上的偏差,自以为是技

术创新的那些行为实质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技

术创新行为。因此,企业要真正走上依靠技术创新

不断发展的轨道,必须走出技术创新认识上的几个

误区。

一、技术能力不等于技术创新能力

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开展技术创

新工作的前提。但在技术创新能力的理解上,许多

企业并不是很准确很清晰的,多半把技术能力和技

术创新能力等同起来。因此一提技术创新能力的

提高,就是抓技术改造、上设备。国家多年来搞技

术引进,实际上也是这一思路。

事实上,技术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是完全不同

的两件事情。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构成要素,而且

这一要素如果不与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市场开拓

能力以及企业内部的经营和管理能力有效地结合

起来,是不可能发挥其创新作用的。我国关于技术

创新问题研究的著名学者许庆瑞教授把企业能力

区分为技术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这是一种很有见

地的看法, 是从整体上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认

识,也更有助于剖析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整体

状况。

在我国的企业中,尽管技术能力和技术创新能

力两者均居实力因而技术创新整体能力较强的企

业也不乏案例,但多数企业却是两者之间存在严重

不协调,根本原因也在于对技术创新的认识存在误

区。应该承认,早在 80 年代,中国企业已经看到了

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纷纷打出了

科技兴企 的旗帜。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我们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抓科

技兴企的, 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科

技兴企过分偏重于企业技术能力单项指标的提高,

甚至把抓技术改造、上先进设备当成唯一选择。实

践证明,单纯就技术本身考虑问题是有局限性的。

我国的许多国有企业, 特别是一些国有大中型企

业,研究和技术装备实力都是相当雄厚的, 80 年代

以后的几次大规模技术改造又使他们的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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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由于没有把技术能力和整

体技术创新能力协调起来,技术优势并没有转变为

经济优势。

当然, 我们也应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 在一些

新型的中小企业中, 技术创新搞得轰轰烈烈, 但由

于技术能力的相对薄弱,是否能把技术创新持久开

展下去也是个问号。

前者主要是由于技术能力的刚性化,很难适应

瞬息万变的市场对创新的需求;后者则亟待解决技

术能力资源内部化的问题,摆脱企业对创新资源的

依附性。不论是何种问题,都必须走出把技术能力

和技术创新能力等同起来的误区。

二、上项目不等于技术创新

上文即已提到, 84%企业自认为开展了技术创

新,但实际并没有取得应有效益。这反映出企业在

技术创新认识上存在的另一个误区。这些企业之

所以自以为开展了技术创新, 实际上是把上项目、

开发一两种产品与技术创新等同起来了。

技术创新当然最终要落实到项目上,许多企业

搞技术创新也把项目作为突破口,一些新兴的科技

型企业也是靠一两个拳头项目起家的。但是,把技

术创新狭窄地理解为上新项目、开发新产品, 则是

不利于企业持续稳定地发展的。按产品生命周期

理论,任何产品的发展, 都要经历开发、投放、增长、

成熟、衰退等几个阶段, 我国研究技术创新问题的

著名学者傅家骥认为: 一种产品的市场,不仅会趋

于饱和而达到成熟化, 而且还会走向衰老和死亡,

即被另一种产品的市场所代替。而这种替代会使

企业的命运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现行技术领域的领

先者未必会成为新技术领域的领先者∀∀。 事实

上,这正是企业必须持续开展技术创新的原因所

在。只把目光盯在项目上,则很容易导致这样的认

识,以为一两个项目开发成功就大功告成了, 开始

固步自封、不思进取, 结果在无情的市场竞争中很

快被淘汰。我国大起大落的企业何其之多,不能不

说和这种认识的偏差有一定关系。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选择和启动技术创新项

目的同时,不能只就项目抓项目, 必须把着眼点放

在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上。所谓技术

创新机制的建立,用通俗的话讲, 就是要形成 构思

一代、试制一代、生产一代、销售一代 的机制。只

有持续不断地进行产品开发,才能建立永远不倒的

市场。青岛海尔集团在这方面应该说是有远见卓

识的。在他们看来,市场唯一不变的法则就是永远

在变, 与其让别人打倒你的产品, 不如自己打倒自

己的产品, 只有不断否定自己, 才能在市场中永远

不被打倒。正是在这一信念支配下,他们才能做到

平均 6- 7 天开发出一个新产品, 4- 5 天出一项专

利成果。

只有建立和完善了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在一个

完善的机制下抓项目, 才能真正把项目抓好; 才能

在把一个项目搞好,把创新产品推向市场的同时抓

好后续产品的研究开发与储备,从而使创新产品逐

渐系列化;才能使创新产品随市场的变化和技术的

进步而跟进和升级,从而使创新产品不断高级化。

三、企业技术创新面向市场不等于依赖市场

企业技术创新必须面向市场,但 面向市场 不
简单地理解为 市场需要会么就生产什么 ,不能把

目光盯在市场热销的产品上,产品开发消极地跟着

市场走。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当一种产品在市场

上热销时, 实际上按已处于产品生中周期的成熟

期,紧接着就是衰退期的到来。当千军万马挤向这

一相对狭窄的领域时,衰退期又会加速。消极适应

市场是没有出路的。

技术创新必须面向市场的真正内涵是,积极主

动的去开发、去创造新的市场, 那些技术创新取得

成功的企业都是走在市场前面的, 想别人所未想、

思别人所未思,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潜在的市场需

求。当然,潜在的市场需求是不确定的, 一种崭新

的产品能否占领市场, 不仅取决于用户的期望值,

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自身开拓市场的能力,

并且必须承担极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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