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2006- 07- 14
作者简介 : 白俊红( 1982- ) , 男, 汉族 , 山西太原人 , 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 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可持续发展 ; 陈玉和( 1956- ) , 男 ,

汉族 , 江苏南通人 , 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 主要研究方向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管理。

1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提出的背景

人类在依靠科技进步取得发展的过程中也给社会带

来了灾难———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温室效

应、臭氧层破坏、酸雨、自然资源衰竭、生物多样性减少 [1]

等等 , 而当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受破坏、人类都无

法生存的时候 , 我们再来谈技术创新又有何意义呢? 所以

无论是从企业自身的发展还是从企业的社会责任、伦理道

德方面来讲 , 在从事技术创新过程中 , 企业都不能不考虑

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 最终实现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

新。

“十一五”规划已把自主创新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 特

别强调“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和人才强国战略 , 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

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在强调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 ,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技

术创新在给我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给社会的和谐发展带

来危机, 技术创新的经济利益取向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

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取向是不一致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

办呢? 答案是依照可持续发展原则 , 在可持续发展原则引

导下实施技术创新———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

2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实现机制

为了实现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 , 我们设计了以

下 5 个功能模块( 如图 1 所示 ) : 战略支持模块、创新来源

模块、选择协调模块、设计 \ 开发 \ 生产模块和驭险模块 ,

这 5 个模块的合理运作将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技术创

新的成功实现。

图 1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实现机制模型

2.1 战略支持模块

战略支持模块主要是站在战略的高度 , 长远、系统地

进行规划。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一个过程 , 现代理论对技术

创新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 R&D( 研究与开发 ) 这一块 , 它

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需要诸多方面因素的支持。而且面向

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 , 其涉及到的利益主体更多 , 需要

更多人的参与 , 那么就更需要对其统筹规划。企业的技术

创新具有路径依赖性 , 企业过去创新资源 ( 包括人、财、

物) 、创新能力 , 学习能力的积累将对将来的技术创新行为

产生深远的影响。当面对环境的压力 , 环保公众的压力 , 此

时企业需要改变过去的技术路径 , 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思

想贯穿其中。由于路径的改变 , 企业需要重新配置资源 , 而

且企业过去积累的学习经验、创新能力也会因此而变得无

用甚至成为继续发展的障碍。从核心能力的角度来看 , 企

业过去在某一方面拥有核心能力 , 但由于要改变传统的发

展模式而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其中, 这样势必会削弱当前的

核心能力。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 实施面向可持续发展的

技术创新 , 企业决策者必须做出抉择 , 是否要进行变革? 当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实现机制初探

白俊红, 陈玉和

( 山东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 山东 青岛 266510)

摘 要: 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要靠技术创新 , 但传统的技术创新是以商业利益为直接目的的。在整合可持

续发展和传统技术创新的基础上 , 对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的实现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 构建了面向可

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实现模型 , 这个模型由战略支持模块、创新来源模块、选择协调模块、设计\开发\生产

模块和驭险模块5个功能模块构成 , 这5个模块的合理运作将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的成功实

现。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技术创新; 核心竞争力; 创新来源

中图分类号: 091.3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7348( 2007) 08- 0017- 02

第24卷 第8期

2007年 8 月

科 技 进 步 与 对 策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Vol.24 No.8

Aug. 2007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7 年

然长远地来讲 , 随着可持续发展日益深入人心 , 实施可持

续发展的技术创新是企业家的最佳决策 , 也是历史发展的

必然选择。

2.2 创新来源模块

麻省理工学院的冯·希普尔教授曾对创新的来源进行

过系统的分析 , 把技术创新的来源分为用户、制造商和供

应商 3 个来源 [2] , 德鲁克也曾总结出创新的 7 个来源 [3] , 但

既然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 , 那么应该有它独特的

来源。首先, 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环保人士将直接成为推

动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的动力来源, 企业自身素质的提

高 ,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 也将推动企业实施可持续发

展的技术创新 ; 再次 , 上述两教授把创新来源都寄于企业

外部的一些机会 , 而这些机会对于企业来说都是不可控

的 , 那么我们考虑是不是企业内部也存在一些企业自身可

以把握和控制的来源呢? 答案是肯定的 , 企业内部确实存

在着一些不易改变也不应该随时变化的因素 , 这些因素构

成了创新的稳定来源 , 包括共同愿景、企业文化、核心竞争

力、执行力、企业家精神等 , 这些来源的发现与把握对于企

业来说可能更具有建设性意义。

2.3 选择协调模块

战略上给予支持 , 来源也被发现 , 那么下一步就是具

体技术创新项目的选择了 , 而且创新过程中 , 企业内部各

个职能界面之间 , 企业与政府、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也

必须得到有效的协调。一般来说, 企业在一定时间内会不

只一个创新项目 , 有效选择这些项目也是至关重要的 , 企

业在选择过程中必须兼顾短期效益与长远效益 , 自身效益

与环境效益等问题。在利益协调问题上 , 企业要主动参与

政府、非政府组织的相关活动 , 积极收集相关的新闻动态 ,

争取第一时间掌握相关的政策信息 , 及时调整策略 , 并自

觉地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 必要时可以请相关人员参与到

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中来。

2.4 设计、开发、生产模块

这一模块涉及到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的具体问题。企

业在设计、开发时需要采用系统的思维方式 , 努力追求整

体的最优。这样来考虑是因为: 一方面 , 可持续发展的技术

创新涉及的利益主体较多 , 不可能使各方利益都达到最

优 , 而只能协调各方利益达到整体最优 ; 另一方面 , 系统设

计、开发的观点确实可以降低能耗、减少原材料。比方说 ,

一些企业上项目总是追求单件、局部的最优 , 到项目完备

测试的时候才发现机器设备根本不能运转或达不到预期

的目标 , 这时再更换部件、更改设计就势必会造成人、财、

物的浪费。具体到生产过程 , 企业可以采取绿色技术 , 清洁

生产等等 , 我们这里就不再多述了。

2.5 驭险模块

国内、外基于传统技术创新过程的风险识别与防范研

究很多 , 但对面向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的研究

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通常考虑 , 由于面向可持续

发展的技术创新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更多 , 投资回报不确

定性也更大 , 它的风险性也势必会更大 , 那么就更需要对

其风险进行识别、防范。首先 , 从技术创新过程来说 , 技术

创新是从新思想的来源到产品的初步商业化的过程 , 每一

个阶段都存在创新风险, 各个阶段界面之间也需要有效的

整合 , 而且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过程中加入了更多的利

益主体, 各主体之间协调未果的风险也较大 ; 再次 , 风险可

能来源于创新者能力的、技术的、市场的、财务的、组织的、

管理的以及政府政策、产业环境、宏观经济等 ; 最后 , 创新

主体在市场、技术、法律、财会等方面相关知识的匮乏也是

造成创新失败的原因之一。按照上述 3 种风险来源分析提

供的思路 , 那么就需要我们首先明确技术创新过程所处的

阶段; 再次 , 就此阶段分析创新风险影响因素是组织的、技

术的、市场的还是其它的; 最后 , 寻找解决不同特征风险所

需的知识、技能 , 最终克服创新风险。

3 结论

可持续发展是人们对其过去发展方式的一种反思 , 也

是人们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美好向往。上世纪以来 , 由于资

源枯竭、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趋严重 , 可持续发

展逐步被提上日程 , 并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认

识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 它为人类带来财富的同时也使人

类的生存、和谐发展面临危机。但毋庸置疑 , 可持续发展问

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靠技术的进步 , 依靠技术创新 , 使

技术创新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实施面向可持续发展

的技术创新。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 , 我们设计了 5 个功

能模块 : 战略支持模块、创新来源模块、选择协调模块、设

计 \ 开发 \ 生产模块和驭险模块。这几个模块的设计基本

上是从企业自身来考虑的, 没有过多地涉及政府等部门的

行为。当然 , 我们不能忽视政府在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

中所处的地位 , 政府在公共设施建设、政策制定、舆论导向

等方面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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