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技术创新扩散过程

技术创新扩散是研究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

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过程中必经的阶段和环节 , 是实现生

产技术进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当某项技术

创新在少数企业中被采纳并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时 , 会吸

引众多企业“模仿”, 使创新产品或创新技术在本行业和相

关行业中普遍扩散,甚至被不相关行业借鉴、改进和再创

新,从而有力地促进经济走向繁荣。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经

济 学 家约 瑟 夫·熊 彼 特 ( J.A.Schumpeter) 将 这 种 大 面 积 或

大规模的“模仿”称为技术创新扩散。

针对技术创新 , 学者们建立了诸多模型来研究技术创

新的扩散 , 如较早时期的曼斯菲尔德创立的传染病模型 ,

哈 格 斯 川 德 (T. Hagerstrand)的 空 间 扩 散 理 论 , 以 及 Frank

Bass 于 1969 年提出的预测消费品扩散的 Bass 模型等。目

前 , 这种定量的扩散研究模型讨论得较多 , 而定性的扩散

研究模型相对较少。其中 , 定性地探讨扩散过程的模型主

要有互动扩散模型和链联接扩散模型, 这两种模型都忽视

了企业所处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 将企业内外相

互影响的事件独立起来 , 因而无法解释某些技术创新案例

的扩散过程。事件扩散模型正是基于生态系统观发展起来

的, 可以很好地弥补互动模型和链联接模型的不足。

2 已有扩散模型的介绍及简评

互动扩散模型和链联接扩散模型是当前人们分析技

术创新扩散过程时用得较多的模型, 下面对这两种模型作

一简单介绍。

2.1 互动扩散模型

互动扩散模型是最早用于分析技术创新扩散的模型

之一, 它由两部分组成: 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最早人们习

惯用“技术推动”这个词来描述技术创新扩散 , 该模型采用

了一种线性的时序处理方法 , 并主要应用于研究和发现创

新的动力。技术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总是不断地向前发

展, 也推动着技术创新的不断扩散。在一些高精尖的技术

领域里 , 如武器和医学领域 , 由技术推动的创新扩散比较

明显。然而 , 随着研究的发展 , 当研究者认识到市场需求和

客户需求的作用时 , 一种新的称之为“需求拉动”( 也称之

为市场拉动) 模型开始兴起。该模型认为创新(包括扩散)的

动力是顾客的需要。这两种早期的线性模型都不是完整

的 , 后来的一些实验研究表明创新过程应当被描述成 3 个

因素互动的结果 , 即科学、技术和市场。

人们在对更多的企业进行研究和分析后 , 发现技术推

动和需求拉动往往同时存在 , 因此在综合这两种模型的基

础上提出了互动扩散模型。该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及扩散是

由技术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 同时 , 市场需求和技术发

展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

需求拉动模型( 见图 1 上) 始于外部市场需求。企业能

否满足市场的需求取决于企业对技术问题的解决能力 , 而

企业内部所拥有的科技知识和从外部获取的科技知识有

助于解决这些技术问题 , 形成解决方案。当解决方案实施

后, 市场需求也就得到满足。

技术推动模型( 见图 1 下 ) 始于企业内部所拥有的科

技知识和从外部获取的科技知识, 这些知识会对已有的技

术问题带来解决方案。当技术问题被解决后, 企业会寻找

这种技术解决方案所适合的外部市场。单一的技术推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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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存在诸多不利因素 , 如忽视了用户的需求 , 不了解用户

的知识水平和习惯 , 就会阻碍技术扩散。

图 1 互动模型: 需求拉动模型( 上) 和技术推动模型( 下)

互动模型综合了技术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 , 以推动技

术创新扩散的成功实现。当一项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时 , 它

能够实现当前和潜在市场需求的统一。市场需求推动了技

术的发展 , 而技术的发展又带来了市场 , 市场和技术是相

互依赖、共同发展的。

2.2 链联接扩散模型

与互动扩散模型相比, 链联接扩散模型因增加了知识

这一元素而显得更为重要, 它将企业所拥有的独特知识结

构 , 即现有知识存量与其所进行的创新活动联系在一起 ,

同时 , 又将创新各环节之间的多重反馈关系表达出来 , 是

对创新过程较详尽、合理的解释。此外 , 链联接模型在模拟

和分析各种创新扩散过程的实例时 , 也比互动模型灵活得

多。线性模型 , 如前面提及的互动扩散模型 , 它所认为的创

新过程是理想化的顺序发展。Richard Baskerville 借鉴克莱

因(Kline, 1985) 的链联接创新模型 , 将其应用到扩散研究

中去[1]。从克莱因(Kline, 1985) 的链联接模型(如图 2)中可

以看到 5 条由不同元素串联而成的并发路径 , 而不再是线

性模型里的一条。图中的箭头和元素构成了这些路径 , 这

些元素包括 : ①潜在市场的发现 , 是对新产品或改 良 后 产

品的市场评估 ; ②分解设计 , 它 是 一 项 初 步 的 设 计 工作 ,

为下一步的详细设计确定选择范围 ; ③试验开发 , 它包括

详细设计、原型的制造和测试等一系列较具体的工作 ; ④

生产 ; ⑤市场销售 ; ⑥研究和知识。

图中的创新链(路径)主要包括中心链 、反 馈 链 、知 识

链、发明链和产品链[2]。第一条路径是创新过程的中心链 ,

它代表了创新的整个过程 , 从发现潜在市场到进入市场销

售。第二条路径是由一系列反馈和主反馈所组成的反馈回

路。主反馈表示从对市场需求的察觉 , 直接返回下一轮设

计, 以便对产品和服务的性能做进一步的改善。第三条路

径是知识链, 表示创新活动过程中与知识相关的一些相互

联系。在创新阶段若发现问题, 先到现有的知识库中去寻

找解决思路 , 如在分解设计阶段时 , 就会形成 “分解设

计———知识———分解设计”这样的回路; 如果现有的知识

图 2 克莱因的链联接创新模型

库不能解决问题 , 则进入到研究中去 , 再返回分解设计当

中 , 即“分解设计———知识———研究———分解设计”。同理 ,

在生产和开发阶段同样会形成这样的回路。由这些回路组

成的知识链 , 说明创新是以知识的积累为基础 , 同时开发

工作也需要经常研究( 也就是新的知识) 。知识不只是创新

的初始点 , 而是创新主链各节点上都需要的东西。第四、第

五条链表示研究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 第四条发明链表

示科学发明导致创新 , 半导体、激光等的应用便是著名的

例子; 第五条产品链表示创新也会推动科学研究。

从克莱因的链联接创新模型看 , 创新的扩散过程只不

过是创新过程的一个环节, 企业所拥有的知识有助于创新

活动的循环发展。当创新技术的扩散不能顺利进行时 , 企

业就会寻求自我知识加以解决; 如果企业现有的知识存量

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 企业就会转向研究和开发 ( R&D) ,以

寻找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新”知识 , 最终维护这个循环不

断地发展。知识不仅是创新产生的基础 , 也是创新扩散的

基础 , 开展研究活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 而是

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新知识 , 因此它并不是创新产生的直

接基础 , 而只是对影响创新活动的知识进行积累。此外, 分

解设计在整个创新活动中也起着关键性作用。

3 事件扩散模型

互动模型和链联接模型在分析技术创新扩散过程时

都有一个缺点 , 即都忽视了企业所处的生态环境 , 事件扩

散模型可以很好地弥补它们的不足。

事件扩散模型是人们基于对 “斗争理论”、“适者生存

理论”等生物理论的研究发展而来的。因为技术创新扩散

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3], 它与外界环境存在着物质、

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 因此外界环境的特征必然影响技术创

新的扩散。将创新扩散的采纳者、组织或个人 , 设想为处于

生态竞争环境中的事物 , 这样的假设更接近于真实的社

会 , 也更易于理解。更确切地说 , 市场和政府行为是影响技

术创新扩散最主要的外界因素, 创新的主体———企业处于

这种外部环境包围之中 , 企业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必然产生一些重大事件 , 这些重大事件又反过来影响创新

的扩散。

从事件扩散模型出发 , 研究人员发现了创新扩散过程

30· ·



的一些重要特征。创新是因为受到了组织内部或

外部重大事件的刺激。在创新的过程中, 最初的理

念增生为几个理念 , 当创新开始产生和扩散时 , 对

创新的学习同时发生 , 旧的和新的得到共存 ; 一段

时间后 , 它们都融合在一起 , 但不可预测的挫折和

变化是难以避免的 , 所以组织的重组就会经常发

生。重组有很多种形式 , 包括合资、组织职责的转

变、团队的产生和控制系统中人员的重新调整等。

管理顶层也会在整个创新过程中参与进来 , 管理

的内容也会从创新本身发生转移 , 进入到所有的

决策中。

技术创新扩散既是一种 非结 构 化 的 过 程 , 又

是一种不断受环境影响而不断变化的过程。它是

一种多元化、盘旋上升步入新阶段的现象。技术创

新作为一种新旧理念的混合体 , 一旦进入到企业

的内部 , 往往会带来企业内部结构的变化。这种结构的变

化 , 即企业的分割或合并只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这种复杂而

凌乱的技术创新扩散过程。适应了这种变化的企业最终会

受益, 从而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图 3 事件扩散模型

上面这个向量事件图( 图 1) 是对创新扩散的模拟 , 它

有助于对事件扩散模型的理解。图中所展示的是经过一段

时间后 , 组织是怎样从原来的发展方向转移到新的发展方

向。组织受到某一重大变化事件( 如新的法律产生或新技

术取得重大突破) 的刺激 , 从原来旧的、既定的发展方向中

开始发生转变 , 此后又不断地受到一些重大变化事件的影

响 , 新增了一些小的发展方向 , 其中有两个子方向在发展

过程中遇到了挫折 , 并中止了继续发展 , 其中一个产生挫

折的子方向 , 与旧的发展方向和一个发展很顺利的子方向

进行了重组 , 重组后的子方向得到了健康发展。最后 , 该组

织明确了 3 个发展方向 , 形成了目前的组织结构。

4 3种模型的比较

事件扩散模型的最大特点在于增加了创新扩散的关

注视角 , 考虑到了创新活动与社会上别的活动之间的交互

作用 , 这有助于对创新扩散环境的认识 : 社会组织机构的

变化方向和发展进程 , 可以沿着几种可能有冲突的路线发

展 , 其结果取决于对外部环境的认识和适应。事件模型阐

明了创新扩散的优先条件是: 创新的扩散依赖于社会和机

构的持续发展。事件模型致力于一系列生态化问题的研

究, 这些问题涉及创新组织之间的竞争与发展。

互动模型最重要的特征是将参与者的动机和目的很

清晰地显现出来。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都被看作是根本因

素, 这就是为什么研究员通常加入创新的发明或分解设计

中的原因。从事件扩散模型的角度来看技术推动模型 , 创

新技术本身就是一次重大事件 , 所不同的是 , 事件扩散模

型强调的是整个扩散过程所受到的企业内、外环境中的所

有事件 , 这些相互独立的事件复杂地组合在一起 , 连续不

断地对整个扩散过程产生影响 , 而技术推动模型更强调技

术本身, 从而忽视了企业对内、外部环境的关注。

链联接扩散模型的特征在于致力于对创新行为自身

的研究, 强调企业内部环境的建设。企业的创新过程是由

一系列的创新环节所组成: 创新的任何一个环节( 活动) 都

是由前一个环节( 活动) 引起 , 并且每个环节都将产生另一

个环节。从事件扩散模型的角度来看链联接扩散模型 , 企

业在强调内部环境建设时 , 往往会忽视外部环境 , 知识是

链联接扩散模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 知识的积累不仅来源

于企业对自有知识的继承和发展, 而且来源于从外部环境

的吸收。有时 , 对外部环境重大事件的适应比企业自身的

R&D 更为重要。表 1 对 3 种模型的主要特点、研究焦点和

作用作了简单总结。

5 案例分析

中国联通于 2002 年 1 月 8 日正式开通 CDMA 移动通

信网———联通新时空 , 从此 , CDMA 手机作为一种新的通

讯终端呈现在国人面前。尽管 CDMA 技术存在诸多优势 ,

但联通初期的 CDMA 业务发展并不顺利 , 到 2002 年 6 月

10 日 , 联 通 的 CDMA 用 户 仅 达 到 100 万 人 。 为 了 加 快

CDMA 业务的发展 , 联通公司作了一些调整 : 首先是上海

联通推出“零机价享受 CDMA”, 随后又抛出“买 CDMA 手

机送千元话费”的优惠促销计划。到 2002 年 11 月 , 上海最

大的 CDMA 手机经销商上海永乐宣布 , 将把诺基亚首款

CDMA 手机 2280 的上市价格定在 388 元 ; 而重庆联通在

董景荣, 周洪力 : 分析技术创新扩散过程的事件扩散新模型

互动扩散模型 链联接扩散模型 事件扩散模型

主要特点

1. 由 简 单 的 线

性 模 型 发 展 而

来

2. 技 术 创 新 扩

散 被 理 解 为 技

术推动 , 需求拉

动 或 二 者 的 统

一过程

1.与 互 动 模 型 相 比 , 增 加

了 “知 识 ”这 个 新 要 素 , 而

这一要素在解释各种创新

实例时显得更为有力

2.技术创新扩散被理解为

5 条同时发生的链 : 中心

链 、反 馈 链 、知 识 链 、发 明

链和产品链

1.过去发生的事件 和 现

在 的 事 件 是 紧 密 相 关 、

相互影响的

2.技术创新扩散是 非 结

构化的 , 是由重大事件

推动发生的 , 因此扩散

不能用步骤和阶段性来

描述

研究焦点
从 微 观 的 视 角 研 究 创 新 理 论 与 经 济 的 关

系 , 重点关注企业的内部创新活动

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企

业 与 外 界 的 相 互 影 响 ;

着眼于企业的发展轨迹

作 用 常用于研究相似群体之间的扩散模式
研究企业的外部因素对

企业发展的影响

表 1 事件扩散模型与互动模型、链联接扩散模型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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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New Model of Events Diffusion in the Process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Diffusion

Abstract: Technology innovation diffusion (TID)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ID is a necessary phase

and stage in Technology innovation. Diffusion makes production technology progress, drives our socie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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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更是推出了 199 元的超低价 CDMA 手机。

中国联通为了在 2003 年 7 月份推出面向低端市场的

预付费业务“如意 133”, 于 2003 年 6 月斥资 7 亿元 , 分别

向中兴通讯和海信定购了 50 万部 CDMA 手机 , 7 月份开

始的“绿色飓风”行动迅速扩大了 CDMA 的用户基 础 , 由

于大量 2 000 元以下的新手机在下半年投放市场 , 极大改

善了新业务终端价格偏高的现状 , 使得 CDMA 用户数迅

速增长到了 1 500 万。2003 年 10 月 , 中国联通在推广“联

通无限炫风暴”的活动中 , 又集中采购了 100 万台彩屏手

机 , 有效降低了手机的市场价格 , 再次推进了 CDMA 手机

的扩散速度。在这段时间里 , CDMA 用户得到了高速发展 ,

平均每月能够发展 100 万左右的用户。联通 10 周年网站

上公布的有关 CDMA 用户发展的资料显示 , 2002 年 6月

其用户数为 125 .2 万人 , 12 月为 716.4 万人 , 而到了 2003

年 6 月为 1 126 万人, 2004 年 12 月达到 1 906 万人[3]。

用互动扩散模型分析 CDMA 技术的扩散 , 其主要表

现为技术的推动和市场拉动之间的互动。CDMA 技术作为

一种领先技术 , 对 CDMA 手机的扩散具有推动作用 , 但从

联通 CDMA 技术的早期发展来看 , 技术推动的作用并不

明显 , 而当 CDMA 技术扩散到一定程度时 , 扩散开始加

速 , 表现为市场拉动的结果 , 这主要得益于规模效应带来

的手机生产成本的下降。价格下降、需求增加 , 从而加速

CDMA 技术的扩散。在流通市场中出现的问题 , 如早期扩

散速度太慢 , 靠企业的研发功能也是无法解决的 , 因为这

不是技术自身的问题 , 与企业的知识存量无关 , 因此应用

链联接扩散模型分析类似案例时 , 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相

比之下, 用事件模型分析 CDMA 的扩散过程比较有效。联

通公司通过与市场的信息互动 , 找到 CDMA 业务进入成

本高的缺点 , 通过一系列的刺激事件 , 如扩大产业链来降

低 CDMA 手机的成本 , 使 CDMA 技术迅速扩散开来。在整

个扩散过程中 , 单个刺激事件代表了联通公司与市场的每

一次互动 , 每一次互动都会对 CDMA 技术的扩散产生影

响 , 连续不断地刺激事件 , 形成连续不断的影响效果 , 最终

成功地实现 CDMA 技术的扩散。该扩散案例也说明 , 事件

扩散模型在分析技术创新扩散案例时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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