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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企业及其成长》

前言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变幻莫
测，文化间的>中突与交融日渐凸显，生态、环境危机更加严峻，所有这些构成了新世纪最鲜明的时
代特征。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随之超越了地域、时间、领域的局限
，国际的、国内的、当前的、未来的、经济的、科技的、环境的等各类相关因素之间的冲突与吸纳、
融合与排斥、重叠与挤压，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软科学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
供了良方。　　软科学一词最早源于英国出版的《科学的科学》一书。日本则是最早使用“软科学”
名称的国家。尽管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软科学有着不同的称谓，但其基本指向都是通过综合性的知
识体系、思维工具和分析方法，研究人类面临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为各种类型及各个层次的决策提
供科学依据。它注重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境等各个社会环节的内在联系中发现客观规律，
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案。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软科学研究和决策咨询。
软科学的广泛应用，在相当程度上改善和提升了发达国家的战略决策水平、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其
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新科技革命的机遇
与挑战，党中央大力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推进
决策民主化、科学化。1986年，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的万里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会讲话，第一次把软科学研究提到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服务的高度
。1988年、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发出“大力发展软科学”、“加强软科学研究”的号召。
此后，我国软科学研究工作体系逐步完善，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软科学事业有了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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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企业及其成长》

内容概要

《创新型企业及其成长》对创新型企业的内在机理、成长的异质性特征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
构建了创新型企业的“发现-创造模型”；提出了创新动力源、信息知识源、职能源三位一体的企业创
新源框架；分析了创新源过程管理模型、创新源价值创造的商业模式以及创新模块整合的途径。同时
，对创新型企业组织柔性化的动因、特征、模式及管理进行了分析，对创新型企业的成长特征、惯例
及突破、成长模式、生命周期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创新型企业及其成长》适合从事创新管理和企业管理的研究人员、企业家、咨询顾问、政府相关管
理人员以及对创新管理感兴趣的读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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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企业及其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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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与整合第四章 柔性化：创新型企业的组织特征第一节 组织理论第二节 创新型企业组织柔性化动
因及其特征第三节 创新型企业组织的柔性结构模式第四节 创新型企业组织的柔性管理第五章 创新型
企业成长的基本理论第一节 企业成长理论第二节 创新型企业成长内涵与特征第三节 创新型企业成长
的维度第四节 创新型企业的惯例及突破第五节 创新型企业成长的模式第六节 创新型企业类型与成长
模式的匹配第六章 创新型企业成长的演化与周期第一节 演化视角的创新型企业成长第二节 创新型企
业成长的生命周期第三节 创新模块在创新型企业生命周期的组合演替?第四节 生命周期律对创新型企
业演化的影响第五节 创新型组织的周期与演化第七章 案例研究第一节 案例1：大连路明科技集团第二
节 案例2：大连光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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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企业及其成长》

章节摘录

　　它并不存在于一些设想的蓝图中或是某个主要工程师脑海中，而是存在于管理和协调任务的组织
系统和习惯中。协同是保障组织知识流动共享的主要支持条件。　　4.不对称性　　产权是保证获得
创新租金的重要条件，创新收益的多少依赖于技术的排他性（通常由客观或主观事物内在的专利或版
权的可获得性而定）。创新活动的价值能否实现，能否吸引资本的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些
有关创新的排他性的制度安排。但在很多法律体系中，创新成果，如技术诀窍的所有权经常是模糊的
，收益和付出并不对等。由于新产品和新工艺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程度与知识产权制度有关，如果专
利或版权是有效的，则该制度就能较好地发挥作用；反之，其作用就较弱。阿罗把缺乏有效法律保护
手段的现象称为“信息的根本悖论”。为了给买家提供全部的信息，拥有信息的卖家或许不得不把交
易的物品揭示明白，但如果他这样做了，潜在的买家或许通过这些提供的信息就拥有了所想得到的东
西，那么该交易的基础就不再存在，或者说会被侵蚀。所以说，创新的大部分成果在市场上的交易必
须在未知的情况下进行，至少也要在信誉建立起来的基础之上进行，否则交易就会不完全，会对创新
主体利益造成损害。创新和排他性是紧密相连的，表现出了企业创新与市场环境的不对称性。　　5.
复杂性与多样性　　大量研究表明（Freeman，1987），不同产业部门技术变革的来源和方向存在显著
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新企业的规模差异。一般化学、运输车辆、材料处
理、飞机和电子产品行业的企业规模比较大，而机械、仪器和软件行业的企业规模较小。第二，产品
类型。一般大批材料和消费产品属于价格敏感性产品；而处方药和机械产品为效果敏感性产品。第三
，创新目标。处方药和机械领域一般进行产品创新；钢铁领域主要进行工艺创新；汽车行业两种创新
都经常发生。第四，创新来源。农业和传统制造业如纺织工业，创新来源于设备供应商和其他生产要
素供应商；机械、设备和软件领域，消费者是主要的创新来源；化学、电子、运输、机械、仪器和软
件行业的主要创新来源是企业内部的技术活动；基础研究是医药产业的创新来源；第五，内部创新部
门。化学和电子产业的创新部门是研发实验室，汽车和成批材料的创新部门是工程部门，机械制造行
业的创新部门是设计部，服务产业的创新部门是软件系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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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企业及其成长》

编辑推荐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变幻莫
测，文化问的冲突与交融日渐凸显，生态、环境危机更加严峻，所有这些构成了新世纪最鲜明的时代
特征。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随之超越了地域、时间、领域的局限，
国际的、国内的、当前的、未来的、经济的、科技的、环境的等各类相关因素之间的冲突与吸纳、融
合与排斥、重叠与挤压，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软科学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
了良方。　　——徐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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