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言

早期技术创新的研究主要是从定性方面展开

的袁随着技术创新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良好表

现袁 学者们逐渐开始利用获得的企业和行业数据袁
运用相关分析尧回归分析等多种方法进行技术创新

的相关实证研究遥 实证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促使一

些学者尝试着将技术创新置于严格的经济学模型

中袁探索在不同限制性条件下袁理论上可能对技术

创新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遥 他们认为产品质量尧企
业规模尧企业生产组织模式尧市场竞争尧消费者偏好

等因素都将对企业的创新方式产生影响遥 比如袁
Reinganum渊1983冤建立了不确定工艺创新博弈分析

模型袁 认为企业规模有助于创新专利的获得 [1]遥
Petsas 等渊2005冤建立了生产差异化产品的双寡头垄

断模型袁研究在古诺-纳什产量竞争下袁企业规模对

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研发选择的影响遥 研究表明袁
在既定的产品研发体制下袁随着企业将更多的努力

投入到产品创新上袁企业从产品创新转移到工艺创

新的动机增强曰 如果企业处在工艺研发体制下袁企
业将无限期地进行工艺研发[2]遥 Boone渊2000冤研究了

两阶段确定性博弈分析模型中市场竞争压力对技

术创新的影响袁指出竞争压力与工艺创新投资正向

相关[3]遥 Haworth 等渊1998冤在只有一个垄断者有创新

机会的垂直产品差异化模型中的研究结果表明袁在
竞争不激烈的时候渊古诺竞争冤袁高质量渊生产高质

量产品冤的公司倾向于选择工艺创新曰在竞争激烈

的时候渊伯德川竞争冤低质量渊生产低质量产品冤的
公司倾向于选择工艺创新遥 Filippini 和 Martini渊
2004冤 在 Haworth 模型中加入了垄断竞争者可以同

时决定采取创新活动的限制条件袁结果是袁低质量

和高质量的公司或者选择同种类型的创新渊产品创

新或工艺创新冤袁或者高质量公司选择产品创新袁低
质量公司选择工艺创新[4]遥Lin 和 Saggi渊2002冤创建了

产品差异化双寡头垄断模型袁指出袁在伯川德竞争

和古诺竞争同时存在条件下袁企业之间进行半合作

渊只有产品创新合作冤 会促进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

的共同发展袁而企业之间进行全面合作渊产品创新

合作和工艺创新合作冤则相反[5]遥 Rosenkranz渊2003冤
认为袁 在完全信息下双寡头垄断两阶段博弈模型

中袁当生产技术稳定尧产品性能标准化尧价格成为重

要影响企业成功因素时袁消费者偏好多样性将引导

企业创新的重点转向工艺创新[6]遥
工艺创新自创新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进入

经济研究领域以来袁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大都散见于

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中袁 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

系袁相关研究领域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于将

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进行协同研究遥 这主要源于工

艺技术属于企业核心生产技术的外围技术袁工艺创

新与产品创新具有高度的关联性袁企业创新方式的

选择决定了企业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参与到

市场竞争中袁同时也决定了企业利润的大小遥 本文

分别从技术尧供给尧需求尧组织及宏观经济 5 个方面

研究了对工艺创新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袁对基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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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因素建立的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的国内外学者研

究成果和动向进行了探索袁并对工艺创新动力模式

研究工作的方向进行了展望遥
二尧工艺创新模式研究现状

渊一冤工艺创新相关因素分析

部分国外学者从严格的经济学理论模型中考

察了对工艺创新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袁但是更多的

文献和研究成果是在实证和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完

成的遥 这些研究成果从更多的侧面反映了工艺创新

的发展轨迹和现状遥
1.技术因素

Abernathy 和 Utterback渊1975冤提出了 A-U 技术

创新动态模型袁在这个模型中他们引入了技术生命

周期变量袁分析了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随技术生命

周期变化的规律遥 他们认为袁企业的产品创新活动

和工艺创新活动是相互关联的袁在产品寿命周期的

不同阶段袁对两种创新类型的侧重是不同的袁这两

种类型的创新活动相对重要性在不同寿命周期阶

段交替变化遥 根据产品寿命周期的变化袁技术创新

模式有重大产品创新与渐进工艺过程创新尧重大工

艺创新与渐进产品创新尧重大产品创新与局部工艺

过程创新相结合的 3 种技术创新模式遥 随后他们在

1978 年将技术生命周期进行了细分袁分别研究了企

业处于不同技术生命周期中技术创新率的变化强

度院在技术发展初期即不稳定阶段袁产品创新率高

于工艺创新率袁 主要应采取重大的产品创新和渐

进的工艺创新遥 在过渡阶段袁产品创新率降低袁工
艺创新率上升并超过产品创新率袁 创新活动要转

换到工艺过程的创新袁 以满足新产品对新工艺的

要求袁并通过工艺创新手段来扩大生产能力尧降低

成本遥 在稳定阶段袁产品创新率和工艺创新率都降

低袁两者之间比率趋于平衡袁创新活动的分布仍是

工艺过程创新和渐进性的产品创新相结合遥 产品

处于衰退期时袁由于受到市场需求尧技术进步等外

界因素变化的冲击袁 企业要考虑下一轮重大产品

的创新和局部的工艺过程创新遥 Abernathy渊1983冤
等将技术因素与市场因素结合袁 提出了技术创新

的 ACK 跳跃矩阵模型袁 研究在两种不同因素作用

下技术创新强度的变化规律袁 工艺创新研究是以

技术为楔入点袁 对工艺创新的研究就是对生产技

术的变革和重大改进[7-8]遥
随着对制造流程认识的不断深入和现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袁人们发现工艺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

影响袁工艺创新不应局限于加工方法的突破袁而是

应包含多种技术手段在内的制造技术袁是企业生产

方式的革命[9]遥 企业工艺创新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技

术问题的解决过程袁技术问题的解决通常是通过搜

寻和选择的反方向循环来进行[10]遥
2.供给因素

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还涉及到工艺创新与制造

企业相关生产因素之间的因果变动关系遥 Hayes 和
Wheelwright渊1979冤建立了产品要工艺矩阵模型袁将
不同类型的生产企业置于生产工艺阶段和产品生

命周期二维矩阵模型中袁研究处于不同产品和工艺

结构阶段企业的生产工艺的选择问题渊图 1冤遥

学者们认为袁 位于矩阵对角线右边的企业袁应
减少产品改变袁采取更稳定的产品策略曰位于矩阵

对角线上边的企业袁应减少资本密集工艺袁使其工

艺过程更灵活曰位于矩阵对角线下边的企业袁应注

重机械化尧低成本效率和刚性的工艺过程遥
大企业在规模经济和示范效应尧技术力量和技

术储备尧投资能力尧信息能力及风险承担能力尧调动

多种手段垄断技术尧防止模仿等方面具备强大的优

势袁因而在形成了新产业的主导技术和组织规模之

后袁 进入成熟阶段并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时袁成
为控制产业中工艺创新的主要力量遥小企业则在企

业内部机制运转方面具备大企业不能比拟的灵活

性袁但是由于资金和技术人才的短缺袁因而小企业

的技术创新模式应避免投资大尧 时间长的项目袁重
在强调技术开发中的高效率尧高收益遥 美国中小企

业厅的叶中小企业白皮书曳指出袁从平均技术开发所

需时间看袁 大企业为 3.05 年袁 中小企业只有 2.22
年遥 Gilbert渊1982冤在宽松的条件下利用博弈分析研

究了公司规模与工艺创新之间的关系袁 得出结论院
在小公司渊进入者冤拥有新产品专利之前袁大公司

渊在位者冤垄断利润高于行业的利润袁因而倾向于工

图 1 产品要工艺矩阵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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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创新[11]遥 Scherer渊1991冤从美国制造业数据中提炼

出相当的证据袁来证实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注重工艺

创新遥 Vivero渊2001冤比较了西班牙生产企业工艺创

新与产品差异和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袁 得出结论院
产品差异与工艺创新动机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袁
当企业产品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时袁企业规模对工

艺创新起着重要的作用[12]遥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袁
企业中的工艺创新所占比重会逐步增大袁相对产品

创新而言袁 工艺创新与企业规模相关性更大 [13]遥
Cohen 等渊1996冤发现袁企业花在工艺 R&D 的精力

和资金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长遥他们认为这是

由于生产过程渊相对于产品创新而言冤较少通过市

场转移袁并且在刺激企业发展上作用并不明显造成

的[14]遥
企业选择不同的生产流程会产生不同的竞争优

势袁当技术创新与企业生产规模不相匹配时袁将直接

影响企业的绩效遥在大规模定制类型的企业中袁先开

发新产品袁后确定制造工艺袁一个工艺过程只对应一

种产品遥 产品退出市场袁 相应的工艺方法必然被淘

汰遥 因此袁 工艺过程对产品变化具有较强的适应能

力袁个性化的新产品从灵活尧敏捷而又长期稳定的过

程中生产出来[15-16]遥规模定制企业真正的技术创新体

现在加工和装配的过程中袁 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创新

是这类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类型[17-18]遥
工艺创新活动的强度还受到企业获取创新资

源成本的约束遥 当企业创新引入时的价格越高袁企
业越趋向于通过工艺创新渊而非产品创新冤获取创

新收益袁企业进行工艺创新的动力也越强[19]遥 任峰

渊2003冤以我国国有企业为样本袁以企业财力作为一

个新的变量引入到企业不同产品生命周期技术创

新策略选择影响的研究中袁通过对问卷调查数据的

相关分析得出结论院在产品成熟期进行创新的企业

相对于在成长期的企业而言袁其产品创新的力度明

显降低曰在产品衰退期进行创新的企业相对于在成

熟期的企业而言袁其工艺创新的力度明显降低遥 在

一个完整的产品生命周期中袁我国国有企业产品创

新的程度始终大于工艺创新袁企业的成长期是创新

的重点阶段遥 在企业的成熟期袁财力限制因素是企

业创新活动低下的原因[20]遥
Martiniz Ros渊2000冤采用 1990要1993 年间西班

牙生产制造企业数据用随机效果概率模型袁分析了

外在变量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和产品创新与工艺创

新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遥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袁产
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袁决策者的能力

和经验对决定创新类型选择有重要影响[21]遥

3.需求因素

当产品需求富有弹性时袁因成本降低会给企业

带来巨大的利润袁将促使公司从事工艺创新曰反之袁
因需求增加而带来巨大利润袁将促使公司从事产品

创新[21-23]遥 在离散消费者类型的垂直差异化垄断市

场中袁创新成本尧不同的消费者类型分类对产品创

新和工艺创新具有互补性的影响遥 当消费者需求多

样性不重要时袁在市场完全覆盖范围内更有可能进

行单独的工艺创新袁这个结论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经

验[24]遥当产品同质时袁企业更倾向于同时进行产品创

新和工艺创新[25]遥企业的创新活动与竞争状况有关院
产品竞争不激烈时袁 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明显较

少曰当产品竞争不太激烈时袁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

活跃遥 产品创新频率明显加快袁当企业产品竞争过

于激烈时袁工艺创新就摆在企业发展的最优先的位

置遥 工艺创新对市场绩效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产品创

新水平袁这是 Kotabe渊1990冤运用回归分析得到的结

论袁企业产品创新水平相对较高时袁将会在工艺创

新方面给予更多的投人袁 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绩

效遥 企业产品创新是必要的袁但市场绩效并不完全

取决于产品创新袁还要注重工艺创新[26]遥西班牙生产

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经验表明袁不同的产品需求

类型的企业创新活动是不同的袁产品需求缺乏弹性

的企业偏好工艺创新袁而产品需求富有弹性的企业

则偏好产品创新袁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在一定程度

上是互补的遥
4.产业组织因素

Pavitt渊1984冤的研究指出袁纺织尧制衣尧皮革尧印
刷与出版尧木制品尧采掘业尧电力尧蒸汽热水等野供方

支配冶 部门的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工艺创新袁运输

设备尧部分耐用电子消费品尧金属制造尧食品尧部分

化学工业尧水泥尧玻璃尧冶金尧部分电气机械等野规模

密集冶部门工艺创新与产品创新并重[27]遥 侯铁珊等

渊2004冤 对中国制冷家电和纺织品服装行业的技术

创新实践模式分析袁建立了野需求拉动的产业链创

新动态过程 A-U 模型冶渊简称 D-A-U 模型冤袁 分析

绿色壁垒引致的需求拉动出口产业链技术创新效

应[28]遥 Filson渊2002冤研究个人电脑行业企业研发费用

和企业规模尧利润的关系遥 运用曲线拟合分析袁发现

该行业 20 世纪 70 年代以产品创新为主袁80 年代中

期产品创新比率下降袁 而 90 年代中期产品创新比

率再次上升遥 大企业倾向于选择工艺创新袁小企业

则倾向于选择产品创新[29]遥 在微电子行业等规模集

约化的产业中袁由于市场的激烈竞争袁主导设计是

不断变化的袁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呈现同方向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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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30]遥材料企业往往在重大产品创新后袁围绕核心

技术不断实施渐近产品创新袁依靠工艺创新不断提

高材料的性能和降低成本袁企业研究开发的投资重

点也由产品创新为主袁转向改善工艺流程和扩大企

业的生产规模袁以期不断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31]遥
5.宏观经济因素

Vernon渊1966冤从国家经济产业增长的角度研究

了产业规模和生产成本与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选

择问题遥 他认为袁在产业增长的早期袁当市场上有许

多同类的竞争性产品时袁工艺创新能力就显得不是

非常重要曰当产品逐渐标准化之后袁工艺创新与规

模经济和成本竞争成为企业生产策略的重点遥 随着

竞争条件的变化袁技术从高收入水平的国家转移到

市场规模大 尧 生产成本低的国家 遥 弗里曼 渊
Freeman冤 和纳尔逊渊Nelson冤 比较分析了美国和日

本资助技术创新的国家制度系统袁指出现代国家的

创新系统既包括各种制度因素以及技术行为因素袁
也包括大学袁政府机构等遥 通过分析技术创新与国

家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之间的关系袁将创新作为国

家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动力系统袁强调国家专有因素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遥
刘洪涛等渊1999冤认为袁在计划经济中袁政府作

为创新尧投资的主体所固有的数量增长冲动导致新

产品的产生袁 主要依赖于新建企业或生产线来实

现袁而不依赖于企业自觉的生产者要要要用户交互作

用曰由于创新最终实现者要要要企业的动力尧能力乃

至权力均不足袁企业比较自愿的创新虽然可能是过

程创新袁但为数也不会多[32]遥陈劲渊2000冤提出国家技

术发展系统框架袁研究在国家创新系统框架内如何

从技术引进走向自主技术创新的国家支撑体系[33]遥
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后进行二次创

新袁在二次创新中袁被引进的技术需要根据当地的条

件进行改良与变革袁所以工艺创新的频率高遥 这样可

以解决原来的产品在新生产地生产的问题遥 在赶超

型国家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袁技术重点放在工程管理

和有限的开发上袁而不是放在研究上遥 通过消化吸

收引进技术袁本国的企业可以由模仿性分解研究来

开发相关产品袁而不需要外国技术的直接转让遥 沿

着获得尧消化吸收和改进的轨迹袁赶超型国家中的

企业走的是发达国家研究尧开发和工程管理的反向

道路[34]遥
许庆瑞等渊1998冤结合后发国家的产业创新规

律创建了 3-I 模型袁即院模仿尧提高袁创新渊imitation袁
improvement袁innovation冤模型袁强调国家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依赖于技术创新袁特别是绿色技术的开发和

扩散遥 在绿色技术创新中袁要特别重视适合我国国

情的适用性污染预防技术的采用[35-36]遥
综上所述袁本文分别整理了研究工艺创新影响

因素的相关文献袁归纳了五类因素袁涉及到微观因

素三个院技术尧供给和需求曰宏观因素两个院产业组

织和国家经济因素遥 由此可见袁工艺创新是一个与

国家的经济尧产业的发展尧个人生活都息息相关的

事物袁它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袁对我们的影

响是广泛而深入的遥 这一过程是伴随着制造业的发

展而得以进行的遥 但是也注意到袁制造业大发展的

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环境污染等问题袁所以制造业

内部的自我完善过程就显得尤为总要遥 工艺创新便

肩负着这个使命遥
渊二冤工艺创新动力模式

在工艺创新的严格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袁
中外学者们还试图对工艺创新的动力模式进行探

索遥 他们将工艺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不同程度的结

合袁提出了工艺创新的多种动力模式袁比如袁单纯地

以技术因素为推动力建立起来的技术推进模式曰以
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等需求因素为导向的利润

动机模式袁以及将技术因素和需求因素结合起来建

立的技术要要要市场互动模式等遥
1.技术推进模式

熊彼特认为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都会引起

技术创新活动袁并形成高潮袁技术创新的动因在于

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遥 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

派坚持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袁强调技术创新和技

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遥 以卡曼为代表的

新熊彼特学派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了技术创新

扩散模型袁开创了技术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动力研究

的先河遥 Abernathy 和 Utterback 于 1975 年提出了技

术创新的动态模型要要要A-U 模型袁研究创新类型和

创新强度在不同技术生命周期变化的规律遥 在 A-U
模型中袁他们研究在技术作为唯一动力的一维状态

下袁 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强度的动态变化水平遥
Utterback渊1994冤将 A-U 模型做了改进袁引入装配产

品和非装配产品分类袁分别研究技术跨周期变化对

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遥 Roy Rothwell渊1983冤提出的

技术创新过程交互作用模型袁Kelin 和 Rosenberg 提

出了技术创新过程的链式模型袁郭斌渊1999冤通过对

我国某企业进行案例分析后得出袁产品创新与工艺

创新之间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曰工艺技术的演进轨

道不仅由技术因素所决定袁还受到新工艺技术的采

纳成本等经济因素制约曰并且产品平台与工艺平台

的交互作用存在不同的关联模式[37]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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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动机模式

Kenneth Arrow渊1962冤从企业经营目的要要利

润最大化的角度研究了工艺创新动力模式问题遥 他

认为袁如果一个新进入者通过技术创新可以获得垄

断地位袁那么他会比已经获得垄断地位的企业有更

大的动力进行技术创新遥 因为袁对于已经是垄断者

的企业来说袁从创新中获得的收益增量比新进入者

小得多遥 创新是一种激烈的竞争行为袁如果创新成

果被采用袁企业平均生产可变成本下降带来的利润

将远远高于使用老技术的生产者利润遥 在新进入者

和已有的垄断者之间将发生替代效应袁新进入者将

替代已有的垄断者曰如果已有的垄断者也采用的工

艺创新技术袁 那么已有的垄断者只是替代了他自

己袁相比较而言袁在新进入者和已有垄断者之间利

润的重新分配使新进入者具有更大的创新动力遥
Jean Tirole渊1988冤证明了阿罗的替代效应袁即撇开

任何策略考虑袁垄断者来自创新的所得要少于竞争

性企业遥 她指出袁由于竞争最终消除产业的利润袁已
进入的企业就会有更大的动力阻止新进入者[38]遥 在

这种情况下袁新进入者如果能够成为新工艺技术的

唯一获得者袁他就可以采取价格竞争的方式进入该

行业遥 因为与社会的最优化相比袁任何高于成本水

平的垄断定价都会导致生产不足袁所以通过垄断者

的成本下降一个较小的单位量袁垄断利润将扩大一

个较大的范围遥
3.技术-市场互动模式

技术-市场互动模式综合了技术推进模式和需

求拉动模式的动力因素袁强调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技

术和市场需求二者的配合与协调遥 这种模式克服了

技术引导和需求激发模式的弊端袁较全面地反映了

技术创新的发展过程袁是一种市场尧企业互动发展

的模式袁适用于绝大多数的企业遥 褚东宁和刘介明

渊2005冤从工艺创新的含义和企业的实际运作出发袁
提出了工艺创新的两种驱动模型袁讨论了模型的实

用范围和产出效益袁实现了对工艺创新驱动源的探

索[39]遥
刘国新等从产业组织角度研究了已进入市场

的企业和新进入市场的企业在创新的动力上的区

别袁 指出在不同情况下企业创新动力分别受到三个

效应的支配袁即沉没成本效应尧替代效应尧效率效应

的支配袁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袁这三个效应交替或同时

产生作用袁 但作用的强度具有差异性曰R&D 溢出的

存在是客观的袁它对企业创新动力有重要影响遥当溢

出较低渊或为 0冤时袁竞争性的企业比合作性的企业

在 R&D 上投资更多;反之袁当溢出较高时渊或完全溢

出时冤袁合作性的企业则会在 R&D 上投入更多遥
三尧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研究不足

纵观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的相关研究成果袁不难

发现袁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袁
研究范围过于狭窄袁研究手段和方法略显单一遥 这

些缺憾都使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的研究需要进一步

系统性地完善和补充遥
渊一冤方法论上有待更深入的探讨

1.拓宽研究范围

新熊彼特学派的学者们在工艺创新方面的研

究成果侧重于对技术作为新生生产要素内部作用

机制的探究遥 他们以技术推进模式为代表的工艺创

新动力模式研究过分强调技术在工艺创新发展中

的能动作用袁强调创造者的野新奇性冶是推动工艺创

新发展的唯一动力源袁忽视了市场的需求尧生产供

给和外部经济社会环境对工艺创新发展的约束制

约作用遥 由新古典学派的学者们首推的利润动机模

式则将技术看作一个外生变量袁是被动地适应和满

足市场需求偏好的结果遥 利润作为生产者的生产动

机是推动工艺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遥 工艺创新的发

展只是生产者在追求利润过程中的一个手段或平

台遥
工艺创新的技术推进模式和利润动机模式体

现了当今工艺创新研究领域的两个重要的学术流

派各自的研究倾向遥 在研究方法上袁技术推进模式

利用 A-U 模型研究了技术对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

强度的影响袁以及在不同产品生命周期中袁两种创

新强度的变化趋势遥 利润动机模式从替代效应和垄

断利润再分配的角度研究了垄断者和新进入者之

间进行工艺创新的动力问题遥 技术-市场互动模式

从产业组织等角度研究了模型的产出效益和使用

范围遥 研究方法的单一及抛开其他相关因素的影

响袁片面研究在某种因素作用下工艺创新的动力模

式袁 使该领域的研究失去了相关因素间的横向联

系袁从而破坏了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的系统性研究遥
2.丰富研究方法和手段

新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的推出袁是学者对适合新

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的环境长期观察尧归纳尧总结经

验的结果袁是对工艺创新动力发展的某个侧面的真

实反映遥 这些成果沿着工艺创新影响因素的分类轨

迹袁 将工艺创新某一种或几种影响因素作为动力

源袁在收集大量真实数据的基础上袁通过对工艺创

新的运行环境进行深入的观察和考证袁对数据所反

映出来的工艺创新发展趋势进行归纳袁在不断剔除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渊社 会 科 学 版 冤 2011 年 6 月

64

64窑 窑



2011 年 第 3 期

个别因素的干扰之后袁总结经验分析的结果遥 无论

是技术推进模式和利润动机模式袁 还是技术-市场

互动模式都是学者在对真实的工艺创新运行环境

进行认真尧细致观察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袁是经验

的总结遥
但是袁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研究工作的开展仍然

停留在经验归纳总结的层面上袁缺少严格的逻辑演

绎和推理袁更缺乏严谨的数学推理和表达袁这使工

艺创新动力模式的研究缺少严谨的数理内核遥
渊二冤系统论上有待完善

工艺创新动力的技术推进模式是将工艺创新

的技术因素作为唯一动力源袁利润动机模式则将工

艺创新供应因素的生产者追逐利润最大化动机作

为推动工艺创新发展的动力源遥 后来有学者将影响

工艺创新发展的因素进行了某种结合袁 推出了技

术-市场互动模式袁克服了单一动力源模式的缺陷遥
与单一动力源模式相比袁 技术-市场互动模式能够

更好地描述工艺创新过程袁但是这一研究成果仍然

是将工艺创新影响因素进行简单结合袁在研究深度

上袁是零散的尧不系统的遥 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研究缺

乏系统尧规范性的约束遥 同时袁无论是技术推进模

式尧利润动机模式袁还是技术-市场互动模式袁都是

沿着以工艺创新沿着线性模式发展为假设前提的袁
事实上袁在工艺创新发展是沿着线性模式还是非线

性模式进行这一问题上袁理论界至今并没有定论遥
渊三冤策略选择研究的空白

国内外学者关于工艺创新策略选择的研究成

果主要集中在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协同研究方

面遥 他们通过引入博弈模型袁研究在技术尧市场需

求尧企业规模尧生产成本等因素作用下袁企业选择创

新策略和创新强度等问题遥 与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相

联系的工艺创新策略选择研究是一个空白的研究

领域遥 如果失去了工艺创新策略选择这一与实践联

系相当紧密的研究方向袁那么对工艺创新动力模式

的研究也就失去了实践意义袁毕竟工艺创新是一个

与实践联系紧密的研究领域遥
四尧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研究发展趋势

如果说不断发展的技术创新理论并没有为技

术创新政策的设计与工具选择提供充分的理论依

据袁只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提供了如何促进技术创

新着眼点的话袁那么工艺创新发展研究则处于一个

更低的水平遥 这主要是由于工艺创新研究的发展时

间不长袁学术界尧产业界以及政府部门之间在完善

技术创新动力机制时袁针对是由市场选择还是由政

府选择技术创新发展速度和方向等问题上存在着

极大的争议袁并且技术创新政策赖以制定的理论基

础还相当不完善遥
在工艺创新动力研究方面袁这种情形表现的更

加突出遥 从工艺创新动力理论中袁只能获得在工艺

创新过程中对工艺创新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哪些袁但
并不知道哪个因素更为重要曰 在复杂的经济社会袁
哪种因素可以成为政府政策制定的着眼点等等遥 具

体来说袁该领域的研究发展趋势应在以下几方面得

以体现遥
渊一冤工艺创新相关因素的系统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工艺创新相关因素的研究成果主

要集中在技术尧市场需求尧企业生产尧国家宏观经济

等方面遥 目前工艺创新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较

为分散袁对工艺创新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尧全面分析的

研究较少遥 事实上袁将工艺创新的相关影响因素的研

究与某种相对完整的系统结合袁比如袁工艺生产技术

标准化系统尧工艺创新溢出效应或区域经济增长等袁
探讨在这些系统或效应的约束下袁 工艺创新相关因

素的此消彼长袁进行系统尧全面尧综合的研究才能使

工艺创新的相关因素研究工作更具实践意义遥
渊二冤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研究

虽然有关技术创新的动力模式的研究已经有

了很大的进展袁工艺创新作为技术创新的一个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袁其动力模式的作用机理在某种程

度上必然遵循技术创新的特征形式遥 但是也应该注

意到袁工艺创新的动力模式的发展仍然有其自身的

技术特征和发展模式遥 在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研究过

程中袁分别研究工艺创新在不同的效应影响下有效

的动力模式及动力源就显得更具现实意义遥 在工艺

创新动力模式的研究中袁尤其是在有效需求不足和

科技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袁对其动力模式的研究必将

成为今后工艺创新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遥
渊三冤工艺创新动力系统动态发展机制研究

目前袁国内外学者对技术创新动力模式的研究

相对较多袁涉及到技术创新动力系统的相关研究成

果较少袁涉及到工艺创新动力系统的研究工作就更

为罕见遥 随着世界经济的工业化特征日趋明显袁受
到资源供给和环境污染的制约袁工艺创新成为制造

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遥 将工艺创新动力作为

一个整体袁研究工艺创新动力要素构成曰要素之间

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曰工艺创新动力系统发展过

程中袁动力要素间的动态联系曰这几方面是目前工

艺创新动力研究工作的重点遥 同时袁将工艺创新动

力模式与某种系统结合进行相关研究袁尤其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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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系统结合时袁由工艺创新动力模式引发的国家

产业系统差异所导致的国家制造业发展绩效差异

应该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宏观发展方向遥 另外袁分析

研究工艺创新动力系统在提升企业和行业袁乃至国

家竞争力方面的推动作用曰工艺创新在完成产业升

级尧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和功能

等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微观发展方向遥
渊四冤工艺创新动力模式与策略选择研究

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创新政策工具主要有 6 种院
以税收优惠尧减免或研究开发财政拨款尧补贴等形

式提供财政支持的扶持政策曰创造或者扩大创新产

品市场需求的政府购买政策曰风险投资政策曰中小

企业政策曰专利制度和规制政策等遥 随着国家创新

系统的提出袁世界各国对技术创新组织政策的重视

空前高涨袁各种高技术园区尧研究开发组合以及官尧
产尧学联结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不断推出遥 但是袁工艺

创新的国家支持政策相对来说袁都从属于技术创新

的国家支持政策袁基于动力模式的国家对工艺创新

发展的支持策略成为工艺创新研究领域的空白遥 在

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今天袁对
工艺创新动力模式及其策略选择的研究是我们今

后工作的方向遥
五尧结语

制造业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研究工作的展开是

以工艺创新相关影响因素研究成果为前提的遥 工艺

创新的发展受到技术尧市场需求尧生产供给尧组织及

国家宏观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袁将这些因素进行

单一或者几种结合袁作为动力源进行工艺创新动力

模式的研究是工艺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遥 从研究成

果尧范围尧深度三个角度来看袁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的

研究工作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袁研究方法仍然采

用局部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袁是基于经验的归纳总

结遥 在世界经济高速发展袁各国产业结构发生重大

转变的当今社会袁工艺创新动力模式的研究更应具

备动态性尧系统性和前瞻性的特性袁这不仅是工艺

发展的客观要求袁也是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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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ynamic Model of Manufacturing Process Innovation
YAO Qian袁 BI Kexin

渊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冤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evan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process innov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weakness and prospect of the dynamic model that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relevant factors. The relevant factors of process innovation
include five aspects: technology, supply, dem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macroeconomics. There are three dynamic models of the
process innovation based related factors. The weaknesses during the dynamic model research of the process innovation are
demonstrat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dynamical modes of process innovation, the author delivers a
review and prospec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fields of researches of dynamical modes of process innovation, pointing out that
dynamic, systematic, and foresight should be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s for dynamical modes of process innova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rocess innovation; relevant factor; dynam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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