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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是指由技术的新构想，经过

研究开发，到获得实际应用的商业化过程

的活动。这表明，技术创新不是像许多人

认为的等同于发明创造，而是包括发明创

造在内的一系列活动；创新的成功与否取

决于市场表现，而不仅看技术是否先进、

可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

成就为世人所瞩目，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

一大批优秀企业，它们的发展也与创新息

息相关。我国企业的商业成功与国外同行

相比，在商业环境、经营战略、组织结构

和能力发展等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其中

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

下，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我国企业

不得不“与狼共舞”。是在与具有强大优

势的跨国公司竞争中一败涂地，还是找到

生存、发展、超越之路，是摆在中国企业

面前的历史性的重大课题。

中国企业没有像不少人曾经担忧的那

样：“狼来了”，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企业

之“羊”要被吃掉，反而在“高压”之下崛

起。以下从企业自主创新的视角来透视中国

企业发展之路，先从理论观点谈起。

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六个理论观点

第一个观点：创新壁垒。中国企业

创新是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中

国公司要“走出去”与跨国公司竞争的态

势下进行的。因此，我们面临着跨国公司

建立的一系列壁垒，如：技术壁垒（由技

术的复杂性、积累性和技术垄断导致）、

资本壁垒、创新网络壁垒、无形资源壁垒

（包括品牌、商誉）以及管理壁垒。所以

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基本使命是突破壁

垒，提升能力。而突破壁垒的四条路径

为：绕开壁垒、降低壁垒、化解壁垒、强

攻壁垒。	

第二个观点：创新实践论。创新能力

是自主创新的关键，是在有能力之后再创

新，还是在创新中提升能力？从中国的企

业实践来看，几乎都是在能力缺乏的条件

下进行自主创新的。所以在创新中提升能

力是我国企业的基本道路。政府应该为企

业提供实践机会，企业应该勇于实践。　

第三个观点：广义轨道论。技术轨道

理论是创新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技术轨道是指技术演进的轨迹，它有几个

重要特性：

首先，多样性，如汽车动力的多种模

式，新能源汽车的多种模式；

其次，路径依赖性，企业一旦走进轨

道，要走出来是很难的；

再次，破坏性，新轨道出来会对原有

轨道产生毁灭性的破坏作用；

最后，机会性，新轨道的出现提供了

新的赶超机会。	

我认为不仅存在技术轨道，还存在其

他轨道，如市场轨道、商业模式轨道、技

术供给体制轨道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

观察、发现、挖掘、创造多种轨道，以实

现超越。在这一方面，苹果公司具有典型

意义。苹果手机的超越，不是因为技术突

破，而是因为乔布斯能够基于对新需求、

新消费偏好的感知而开发出新产品，随后

对行业领先者形成挑战。	

第四个观点：能力阶段论。能力是不是

线性成长的？不是。我把能力成长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进得去”，在这一阶

段企业要能够突破壁垒进入产业；第二阶段

叫“立得住”，在这一阶段企业要在竞争中

存活下来；第三个阶段叫“站得稳”，在这

一阶段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具备竞争力。三

个阶段是三个台阶，从低一级台阶向高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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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是个跃升过程。

	中国企业的成长过程大致是：大部分企业在第一阶段

就停滞了甚至死掉了；能够存活下来，进入第二个阶段的企

业已经很少；能够实现跨越，进入第三个阶段的企业则更

少。也就是说，企业要跨越每一个阶段都是非常艰难的。中

国企业自主创新能不能取得成功，关键是阶段的跨越。	

第五个观点：开放创新论。我国企业是在开放的条件

下进行创新的，开放导致了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开

放提供了机会，我们可以在国际上获得创新资源；二、开

放导致跨国公司直接和我国企业竞争，为我国企业造成巨

大的生存和竞争压力。如何利用机会、规避危害则是我们

要面对的问题。	

第六个观点：自主创新意志论。一、自主意识，合资

企业为什么不创新？因为在合资企业中，中方缺乏自主意

识；二、自强意识；三、民族意识；四、长远意识，缺乏

长远意识会对我国企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害。企业行为短

期化是对企业自主创新的致命打击。

				

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实践的七个现象

目前大多数中国企业未能拥有一举攻下核心技术，也

就是强攻壁垒的能力，为此，企业要寻找可行的路径。我

国企业在自主创新实践中，探索了自己的道路，表现出以

下现象。

第一，低端切入，企业为了绕开技术壁垒，从低端技

术开始起步。

第二，农村包围城市，其目的是降低市场壁垒。

第三，逆向创新，我国只有极少数企业实现了正向创

新，即从技术研发开始，然后将成果产业化。而中国绝大

多数企业的创新是从末端，即生产环节开始的，逐渐提升

技术能力，最后能够进行研发。这一现象也是由技术壁垒

导致的。

第四，拆解集成创新。要集成，首先得学会拆解。例

如，把汽车拆解出发动机、变速箱、电控、外形等，再逐

个解决，最后集成。

第五，成本创新，即降低成本的创新，这是中国企业

最擅长的。

第六，合作创新，与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外企业合作，

借此获取核心技术，化解壁垒。

第七，核心技术创新。我们最希望的是一举攻下核

心技术，也就是强攻壁垒。但是强攻壁垒的难度也是最

高的。	

中国企业自主创新面临的挑战

我国相对比较庞大的低端市场、现有产业技术主要来

自外部等因素导致的“中国制造”的路径依赖，后发优势

逆转为后发劣势，创新链的断裂等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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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主创新要面对的挑战。

第一，“中国制造”的路径依赖，产生这一现象有多

方面的因素：

首先，沉淀资产的惰性。在生产领域投入大量的固定

资产后，就会尽可能延长资产使用期而规避因创新导致的

资产提前报废损失，从而使沉淀资产产生较大惰性；

其次，已经占领市场的惰性，当已占领市场还有空间

的时候，企业就不舍得放弃；

再次，能力惰性。创新常常会破坏现有能力，而企业

总是会对经过艰苦奋斗成长起来的能力加以保护，进而产

生能力惰性；

最后，战略的惯性和思维的惯性，这需要引起更多

重视。

第二，后发优势逆转为后发劣势。有人形象地说，后

发优势有利于“弯道超车”。发挥后发优势的一个关键，

是抓住轨道变迁提供的机会。我国企业能不能抓住这种机

会？现实情况并不乐观。

在电视机显示器技术中，平板显示技术的出现是一次

变革，我国企业曾经有机会利用此次变革实现超越，但我

们不仅没有实现超越，而且再次落后。为什么？第一，我

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在原有的电视机显示器方面投资

最大，沉淀资产包袱最重；第二，广大的农村市场使老产

品得到一定的支持空间。因此，我国电视机企业并不急于

开发平板显示技术。当国外企业纷纷开发平板显示器技术

时，就有中国电视机企业老总说，中国（由于农村和城市

低收入者消费水平局限）采用平板还早着呢，不用急于开

发平板显示技术。结果是，今天我国电视机产业陷入了十

分被动的局面。我国电视机企业没有抓住已经出现的跨越

机会、发挥后发优势，导致再次落后。这一事例具有代表

性，因为“中国制造”所产生的沉淀资产和相对比较庞大

的低端市场，已经成为了自主创新的包袱。　

第三，创新链的断裂。从供应商、制造商到用户组

成了一条创新链，但是我国供应商—制造商—用户之间

往往产生断裂。我国制造商往往独自攻关，以图突破核

心技术。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考察过很多装

备制造企业，它们经过多个五年计划攻关核心技术，仍

然攻不上去。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下游用户不可采用。所

以有些情况下，制造商仅依靠自身是难以突破的，应该

与用户合作。

我国在采煤机械——液压支架技术上的突破，是因为

作为客户的神华集团不仅敢于使用国产产品，而且培育了

国产液压支架制造企业。所以创新链的断裂是不同产业、

不同创新链之间的整合和协同问题，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

问题。

第四，技术前端开发的缺失。我国现有产业技术主

要来自外部。由于在产业形成早期，我国企业很少能够实

现技术突破，所以在核心技术方面受制于人。现在我们希

望能够在新兴产业方面有所突破，但新兴产业基本仍处于

“中国制造”的状态，我国企业仍然无法掌握核心技术。

同时，从我们对企业进行的大量调查来看，我国企业对开

发超前技术，态度并不积极。

如此一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意义便不存在了。

因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意义，不仅在于要取得新的产

业机会和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来

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战略建议

基于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理论和实践，我们提出以下战

略建议，希望能够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实践产生长远而积

极的影响。

第一，发挥中国式创新的优势。国际创新领域理论普

遍认为，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在后进国家中，本国企业

很难进行自主创新；从实践看，日本、韩国成功实现自主

创新的企业实际上也是在被保护的环境下进行的。中国的

企业家很了不起，中国企业找到了自己的创新之路。中国

企业今后仍然要探索和发挥自己的优势。

第二，实现由技术依赖向技术自主的战略转型。

第三，建立重大技术预警机制，抓住技术变革提供的

超越机会。

第四，警惕后发优势逆转。

第五，加强创新链的整合。

第六，建立长期行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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