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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工艺创新的涵义和企业的实际运作 出发 ，提 出了工艺创新 的两种驱动模型 ，讨论 了模 型的适 用范 围和产 

出效益。同时，以东风汽车公司合资前后有关工艺创新问题为实例，对工艺创新的两种驱动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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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型介绍 

从工艺创新的涵义出发，结合实际运作 

情况，可将工艺创新的驱动因素概括为技术 

和市场两个方面。技术方面的因素具体是 

指：企业现有的技术水平、技术装备、技术能 

力 ，企业的技术定位 ，技术的先进性 、有效 

性 ，技术的发展趋势以及替代技术等。市场 

方面的因素包括组织内部市场因素和组织 

外部市场因素两部分，内部市场因素是指来 

源于组织 内部 ，为满足组织 生产 、质量 、成 

本、管理等方面的需求而形成的拉动工艺创 

新的因素，具体如与产品创新配套形成的工 

艺创新 ，为提高产品质量而进行的工艺创 

新，为降低成本而进行的工艺创新 ；外部市 

强 、国际间技术市场信息溢出度不高(如在 

改革开发初期通常只由一方(日本)提供技 

术)时，为了保持自己技术进步的步伐，只有 

在创新提供者推出技术创新后立即以较高 

价位采用其技术创新，而且适合 自己的创新 

技术选择的范围也很小。 

通过 2(】多年的发展 ，国内许多行业在 

自己学习能力提高(即所谓的拥有一定知识 

技术产权)、有较高的信息溢出度(可以选择 

多国、多厂商的技术创新)后 ，其采用成本也 

将 自然下降。这也是 目前许多国内行业积极 

加强自我学习能力，改整体技术创新采用战 

略为采用单项技术或技术合作形式或渐进 

的技术跟进策略，或采用“监听站”等技术策 

略收集技术创新信息以谋求更高的信息溢 

出度，以及与多国、多厂商进行技术合作和 

实施创新采用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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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因素包括顾客需求的变化、市场供求关系 

的状态、市场前景的预测等。 

技术因素和市场因素与组织工艺创新 

的能力 、动力 、压 力和工 艺创新 的方 向密 切 

相关。可以将技术和市场形象地比喻为汽车 

的两个 车轮 。如图 I所示 ，“技 术车轮”推动 

着工艺创新，“市场车轮”拉动着工艺创新， 

于是便构成了工艺创新的双轮驱动模型。模 

型中“技术车轮”的推动力主要表现为：组织 

现有的技术水平，组织的技术定位 ，技术的 

先进性、有效性 ，技术的发展趋势以及替代 

技术、新材料 、新设备的发明和 IT技术的发 

展与运用等，这些因素是支撑“技术车轮”的 

“轮辐”。“市场车轮”的拉动力主要表现为： 

新产品的设计 、加工、试制 ，产品质量的提 

高，产品成本的降低，现场加工的技术攻关， 

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 ，顾客需求的变化趋势 

等，同样，这些因素是构成“市场车轮”的“轮 

辐”。 

时是出于技术储备和研究前沿性的考虑，而 

不直接带来或不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甚至连 

研究能否产出成果都无法预测。因此，对于 

一 些小型企业或其它以赢利为直接目的的 

企业 ，出于“效益优先”的考虑 ，在工艺创新 

的驱动 因素方面就会 出现不 同 于双轮驱 动 

模 型的另一种形式 ，这就是后 面要介绍 的以 

市场为核心，效益优先的工艺创新单轮驱动 

模型 。 

3 模型的实证分析 

东风汽 车公司与 日产 自动株 式会社 合 

资以前，是一家全资的国有大型企业 ，其工 

艺创新所采取的模式就是典型的双轮驱动 

模型。公司进行的工艺创新项 目主要来源于 

两个方面 ，一是技术的推动，一是市场的拉 

动 。如附表所 示 ，来源于技术方 面的工 艺创 

新项 目包括：公司技术战略平台级研究前沿 

和最新技术项 目，国家科技部 “九五”、“十 

图I 工艺创新的双轮驱动模型 

2 模型的适用范围与产出效益分析 

工艺创新的双轮驱动模型比较适用于 

社会性工艺研究 机构 、国有大型企业 的工 艺 

研究机构和其它一些大型企业的工艺研究 

机构 ，因为该模型对于从事工艺创新 活动 的 

组织要求比较高 ，一般来说要求组织必须具 

备较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先进的工艺技术装 

备、高素质的工艺创新队伍 、发达的技术情 

报搜集能力和大量的资金投入等。 

在双轮驱动模型下进行的工艺创新活 

动，不仅仅以产出经济效益为出发点 ，往往 

带有社会或国家的性质，产出的效益和作用 

也不局限于本组织内部，会产出超出组织以 

外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对于一些国家级的 

研究机构 ，他们从事工艺创新活动所产出的 

研究成果，就为全国企业服务和共享。还有， 

在双轮驱动模 型下进行 的工艺 创新活动 ，有 

五 ”攻 关 项 目， 国家 

“863”项 目 ，东 风 汽 车 

公 司工 艺 研 究 所 自立 

技术攻关项 目等；来源 

于市场方面 的工艺创 

新项 目有 ：公司新 产品 

开发 、试 制配套 项 目， 

公 司 内部 现 场 加 工 工 

艺 攻关 项 目和 公 司 以 

外其它企业或组织委 

托的工艺开发项 目等。 

由于工艺创新的驱动力来源于市场和 

技术两个方面 ，因此合资前东风公司工艺创 

新活动所产出的效益也就包括市场效益和 

技术科研成果两个方面。如2003年度，市场 

经济效益方面 ，东风汽车公司工艺研究所共 

完成鉴定工艺创新项 目92项，预计可创造 

经济效益 3 150万元；解决现场生产中出现 

的较 大技术质量 问题 368项 ，为公 司挽 回经 

济损失 439万元；科研成果方面 ，获中国汽 

车工业 科技进 步 奖 5项 ， 

申报专利 77项，完成国家 企业战略 

附表 合资前后东风汽车公司工艺 

创新项目来源对比分析 

合 资 前 合 资 后 

1．公司技术战略平台 

级研究前沿和最新技 

术项 目； 

2．国家 科 技 部 “九 

五”、“十五”科技攻关 

课题 和国家“863”项 

目； 

3．公 司新产品设计、 

加工、试制项 目； 

4．工艺研究所自提项 

目和公司内部现场加 

工工艺攻关项 目： 

5．其它企业和组织委 

托开发项目等。 

1．公司技术降成本的项 

目(如材料减薄和国产 

化项目)； 

2．与公司新产品开发和 

试制并行的有关材料、 

加工设备和加工工艺方 

法的创新项 目； 

3．跟踪国家新法规动态 

的超前研究； 

4．消费者反映存在质量 

缺陷或问题的工艺攻关 

项 目； 

5．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内 

部生产需求项目等。 

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4 以市场 为核心 的工艺创新单轮驱 

动模型 

4．1 模型介绍 

在以市场为核心，强调效益优先的工艺 

创新单轮驱动模型中，推动工艺创新活动的 

驱动因素基本上都与市场有关 ，纯粹的技术 

性 超前研 究和基础性研究被淡 化 ，技术对 于 

工艺创新的推动作用被反映到市场驱动因 

素之中，或者说技术对于工艺创新的推动也 

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准则。如图2所示， 

模型中企业的工艺创新活动全方位地融人 

到企业内部市场和企业外部市场之中，工艺 

创新的图示也因此由图 1中的三角形变为 

圆形。企业在充分考虑到内、外部市场的基 

础上，其工艺创新活动的推动力主要来源 

于：企业战略 ，竞争对手战略，需求与市场的 

变化趋势，新产品的设计 、加工和试制以及 

新材料 、新加工设备和新加工方法的发明 

等；工艺创新 的拉动力主要来源于：产品质 

量问题的技术攻关，通过工艺技术手段来降 

低产品成本 ，现场加工技术攻关以及材料的 

改制、替代与国产化等。无论是工艺创新的 

“十五”攻关课题 1项，公 竞争对手战略 ／ 

开正式发表专业文章 65 

篇等。可见，东风汽车公司 

在合资以前具有相当高的 

工艺创新水平 和技术储 

备，同时也为国家和企业 

需求与市场的变化趋势 

新产品的设计、加工与试制 ③ 

企 业整体 目标 

、
、  产品质量问题的技术攻关 

新材料、新设备与新加工方法的发明’、内部市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_ - 一 一 

技术手段降低产品成本 

现场加工技术攻关 

材料的改制、替代和国产化 

外部市场 

图2 以市场为核心的工艺创新单轮驱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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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力还是拉动力，都是在企业整体目标的 

指导下，出于对企业内部市场或外部市场的 

现实需求的满足。 

4．2 模型的适用范 围与效益分析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以市场为核心的 

工艺创新单轮驱动模型，一般适用于小型企 

业和“效益优先型”企业。小企业受 自身技术 

水平、规模和能力的限制，一般来说 ，无法达 

到或保持技术领先者的地位，也缺乏进行基 

础性、前瞻性工艺创新研究所必需的大量投 

资 ，于是，便将工艺创新活动的选择紧贴市 

场，尽量选取一些企业急需解决且容易解决 

的项 目，当遇到企业自身没有能力解决的项 

目时，就采取“外委”或“二次创新”来加以解 

决。对于一些规模较大且有能力进行基础 

性、前沿性工艺创新研究的企业 ，如果市场 

化程度较高，往往迫于竞争和盈利的压力， 

会将工艺创新活动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应用 

型研究，会采取“拿来主义”，大力推广“二次 

创新”，并且为了进一步突出“效益优先”的 

原则，会在“拿来”与“二次创新”的过程中， 

紧紧以市场为核心 ，以效益为准则，决定工 

艺创新活动的具体内容。 ‘ 

以市场为核心 ，单轮驱动的工艺创新活 

动，由于从一开始便充分考虑了市场的因 

素，因此 ，工艺创新的成果向市场的转化率 

非常高，转化速度很快，产生的经济效益自 

然就很大，因此，处于初建期和成长期的企 

业可以依靠这种模型的驱动获得飞跃式发 

展。但是，企业如果长期采用该种模型，单纯 

强调“效益优先”的原则，可能会影响到企业 

的整体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使企业疲于追 

随最新技术潮流 ，而无法 达到或巩 固技术领 

导者的地位 ，因此 ，企业进入 到成 熟期 ，并具 

备一定的势力后，就应该加大对前沿性、超 

前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这种 

形势，也给予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即国家 

应加大对基础性研究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以 

保证整个国家的加工工艺水平和制造水平 

的提升，保证整个国家创新研究的先进性和 

前沿性。 

4．3 模型的实证分析 

2004年 6月 9日，东风汽车公司与日产 

自动株式会社以各 占50％的股份合资组建 

了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合资后成立的新公司 

所有制关系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由原来的完 

全国有转变为合资。随着股权关系的变化 ， 

企业 的经营理念 也发生 了根本 的转变 ，企业 

的市场化运作更加充分和完善。主要表现为 

“强化市场意识”，推行“效益优先 ，定量考 

核”，强调企业的一切活动和经营决策以“市 

场为核心，效益为准则”，突出企业以赢利为 

根本 目的的生存发展之道。 

在这些经营理念的影响下，东风汽车有 

限公司的工艺创新驱动模式也发生了显著 

的变化，由原来的以市场和技术并重的双轮 

驱动模型，转变为以市场为核心的单轮驱动 

模型，强化和突出了工艺创新过程中市场的 

核心地位。从前面附表中可知，合资后东风 

汽车有限公司工艺创新项 目的来源基本上 

都与市场密切相关，如材料的减薄和国产化 

等技术降成本项 目，与公司新产品开发和试 

制并行的材料、加工设备和加工工艺方法的 

工艺创新项目；消费者反映存在质量问题的 

工艺攻关项 目；公司内部市场生产现场需求 

等项 目。 

由于强调市场驱动因素的核心地位，因 

此 ，对于工艺创新研究 的评 价机制也 发生了 

较大改变，合资后的新公司对工艺创新项目 

的评价强化经济效益的量化指标 ，而弱化了 

评奖、专利申报和发表论文等间接指标。这 

样的结果，自然是工艺创新成果的市场转化 

率得到明显提高 ，对整个企业经济效益的贡 

献率 明显增大。 

5 结论 

对于工艺创新驱动模式的选择 ，企业可 

以根据本文提出的两种驱动模型的特点、适 

用范围以及企业 自身的实际情况选取恰当 

的模式。同时，企业所选取的模式也不是一 

成不变的，根据 竞争环境的变化，企业应该 

灵活地变换工艺创新的驱动模式。此外，本 

文提出的工艺创新的两种驱动模型，只是对 

于工艺创新驱动源的探索，还有待在实践中 

不断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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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Kinds of Actuation M odel of the Process 

Innovation and Its Emperical Research 

Abstract：Based on the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the process innovation， the paper established two kinds of its 

driving model，and discussed their using area and output benefits．Then use the Dongfeng Motor Co．，Ltd．as 

the example，analyzed its process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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