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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尽管创新活动为人类创造了工具手段和发展前景 , 但也向人类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对创

新活动的“行为界”进行了设定与界分 , 以实现自由发挥和必要限制之间的动态平衡。为保证创新活动在既

定界域内进行 , 必须引入控制机制来发挥效用 , 其运作模式则是外在控制与内在控制、纵向控制与横向控

制等控制环节共同且交叉发挥效用的互动循环的网状控制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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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 , 知识作为创新的标识已是远非地

产、厂房、设备及资本所能企及的财富 , 充分显现了其不再

局限于经济或效用层次 , 而已扩展到更高更广层次的价

值。然而 , 这还是不能改变创新的“双刃剑”本质 , 毕竟创新

在为人类认识和改造纷繁复杂的自然和社会提供先进的

工具手段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的同时, 也向人类的常态性生

存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极其严峻的冲击和挑战。因此 , 当

我们在充分享受创新给人类带来的福音时 , 必须清醒地认

识到创新也可能成为一旦失控就再也无法控制的“祸因”。

到底创新将把人类推向何方? 这是人类需要关注和思索的

重大问题 , 因而对创新的双重认识及其控制也应是创新研

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Elinor Ostrom和Roy Cardner为克服由理性选择的非现

实性所导致的局限 , 曾以多水 准 分 析 ( multilevel analysis)

语境中的多制度的共同逻辑为基础 , 制定了媒介性概念

“行为界”[2], 通过行为状况模型和行为者模型来分析以相

互重叠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中的复杂制度影响、区别及联

系 , 从而基于制度分析角度主张以境界规则、管辖范围规

则、地位规则、权威规则、信息规则、集团选择规则、成本和

利益规则等实际应用的规则来制约参与者的行为及相互

关系[3]。以此为借鉴, 本文欲将其应用于创新活动的行为控

制 并 在 参 照Ross, Harris, Raviv, Zenger及Mirrless等 基 于 对

策论 ( game theory) 的报酬机制设计理论的基础 上 [4], 对 创

新活动进行行为边界及控制机制的探究。

1 “行为界”: 创新负效应的限囿

毋庸置疑 , 创新的确有助于科技进步、经济增长、政治

发展、社会演替和文化拓新 , 但是 , 尽管其以科学发展观为

导引 , 注重循环经济与和谐社会的架构 , 仍不可避免地具

有天然的功利性和破坏性 , 因而导致了许多冲突及问题 ,

这些问题和冲突遍及自然、社会的一切领域 , 引发了难以

应对的不和谐现象。

创新活动在带给人类社会可观的财富和便捷的同时 ,

所造成的诸多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非常明显地呈现在创

新结果之中 , 这对自然界而言 , 即是创新造成了环境污染、

资源匮乏、物种灭绝、气候变 暖 、灾 难频 繁 等 各 种 生 态 危

机 , 并且这种后果通常是不可逆的 , 一旦造成 , 一般就再难

以挽回和拯救。对于人类社会而言 , 创新所造成的不良后

果则是武器研制的升级、农药化肥的滥用、电子产品的依

赖、化学材料的普及、转基因产品的生产、高科技犯罪的增

多 , 等等 , 这种愈演愈烈的状况导致社会更多地充斥着暴

力、恐怖与堕落 , 使社会的安全、稳定、平和、健康等固有秩

序受到强烈的侵犯和啮噬。另外 , 创新对于人类意识形态

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 如利用生物技术进行性别筛选、优生

学检测、人工授精或代孕 , 利用信息技术传播虚假信息、进

行网络盗窃、侵犯个人隐私等 , 都前所未有地冲击着人们

在生命、人权等方面已约定俗成的伦理道德观念。

“我觉得我们在培养年轻的学术接班人时偏重于他们

各自的学术领域, 却忽视了那些让他们成为成功的负责任

的学者所必需的其它知识”[5]。因此 , 创新活动带来的负面

影响也体现在创新过程中。由于创新制度尤其是创新评价

制度不够完善 , 广泛存在创新 评 价 主 观 性 、时 效 性 、形式

化、单一化的状况 , 因而在评价中重人情拉关系、重数量轻

质量、重形式走过场的现象普遍存在 , 严重影响了创新评

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 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其评价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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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项目和成果的实际效用和贡献 , 从而诱致了急功近利、

浮躁浮夸等不良风气, 而薪酬分配和职称评价仅依赖于创

新评价结果更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此种风气 , 使创新者在

创新过程中普遍倾向于短期功利行为。因此 , 创新者在职

称、身份、项目等目标未达到前一般是创新心切 , 以图创造

出丰富的创新成果 , 从而造成创新活动遍地开花与创新成

果的粗制滥造 , 而一旦愿望实现, 则又往往不思进取、敷洐

应付 , 即便进行创新也多是为了沽名钓誉 , 谋取私利 , 难以

形成真正创新性的学术方向和科研成果。

创新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各种不和谐现象的发生 , 这是

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 为此我们在充分发挥创新的创造力

之时 , 有必要将创新活动遏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 而对创

新活动进行 “行为界”设定与界分则是必然的路径选择。

“行为界”是通过对创新幅度和范围的界定 , 确定创新可以

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以发挥效用 , 其一方面赋予创新者以动

机 , 激励创新者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进行创新 , 另一方面又

明确创新禁止事项 , 提醒避免创新无度及遭受惩罚 , 从而

在鼓励与限制之间形成动态的界限。由于创新会导致冲突

和矛盾 , 是对社会和谐状态的侵犯 , 因此可从防止创新对

和谐侵犯的角度来进行创新“行为界”的量化分析 , 以期通

过创新与和谐的动态平衡模型为界定创新“行为界”提供

较为清晰的思路。

首先 , 确定创新与和谐的可能性曲线 , 即设定在既定

社会资源约束下 , 创新与和谐“产品”可能达致最大数量的

所有组合的集合 , 见图1。图中 , 横坐标表示创新P( Power) ,

纵坐标表示和谐R( Right) 。可能性曲线AC上的所有点( 包

括A, B, C, D) 表示创新与和谐的各种最大程度的组合。在

AC上 , 从创新转换为和谐 , 或从和谐转换为创新的可能性

可 用 边 际 转 换 率 ( Marginal rate of trsansformation, 简 称

MRT) 表示 , 其公式为:

MRT=- dR/dP=(!T/!P) /( !T/!R) ( 1)

图 1 创新与和谐的最优界点

该式反映因创新的扩张 , 由于资源约束而必然会消减

和谐的作用效应 , 转换曲线凹向原点的特征表明二者的边

际转换率是递增的。

其次 , 确定创新与和谐的无差异曲线 , 它是能产生相

同效用U(Utility)或偏好的所有创新与和谐组合的集合。在

图1中 , 无差异曲线EG上的各点( 包括D, E, F, G) 表示效用

相等的各种创新与和谐组合。在EG中, 创新与和谐可以相

互 替 代 , 这 可 用 边 际 替 代 率 (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

简称MRS) 表示。用创新P来替代和谐R的边际替代率为:

MRS=- dR/dP=MUP/MUR ( 2)

MUP, MUR分别表示创新与和谐的边际效用 , 该式反映

因创新效用的增强 , 就会放弃和谐效用 , 转换曲线凸向原

点的特征表明二者的边际替代率是递减的。

再次 , 对创新与和谐的最优界点进行界定 , 这取决于

可能性曲线和无差异曲线的切点 , 见图1。关于创新P与和

谐R的最优值由下式确定:

Max∶U( P, R) ( 3)

st.T( P, R) =0

据此 , 写出其拉格朗日函数为:

L=U( P, R) +![ T( R, P) - 0]

对拉氏函数求对R和P的偏导数:

!L/!P=MUP+!!T/!P=0, !L/!R=MUR+!!T/!R=0

即: MUP=- !!T/!P, MUR=- !!T/!R ( 4)

两式相比 , 得:

MUP/MUR=( !T/!P) /( !T/!R)

即: MRSP, R=MRTP, R. ( 5)

也就是说 , 欲使创新与和谐的界定最优化 , 二者的边

际转换率和边际替代率须相等 , 相交于可能性曲线和无差

异曲线的切点D[6]。

最后 , 确定创新与和谐的边界。在这里 , 创新与和谐的

最优结合点是某种社会资源约束下可能性曲线和无差异

曲线的切点 , 而在其它情势下 , 创新与和谐之间又会有另

外的可能性曲线和无差异曲线及相应的最优结合点 ( 如

H, I点) , 这些结合点的连线就是创新与和谐的边界 , 见图

2。因此创新的“行为界”就是所有满足MUP/MUR=( !T/!P) /

( !T/!R) 条件的创新与和谐组合的集合 , 它预制了进行创

新的最佳界限 , 也定位了创新的基本界域 , 创新必须在既

定界域内进行 , 而不能无端超越与扩张 , 否则就会导致不

和谐现象。

2 创新活动 “行为界”的控制模式

“社会 的 进步 和 发 展 , 取 决 于 整 个 社 会 如 何 在 社 会 稳 定

和 个人 自 由 之间 取 得 平衡 , 为 达 到 社 会 的 和 谐 与 稳 定 , 社 会

必须有控制机制”[7]。而为了使创新满足MUP/MUR=( !T/!P) /( !
T/!R) 条件在既定“行为界”界域内进行 , 以免因边界错位导致

秩序混乱及不和谐现象 , 也必须引入控制机制。实际上 , “行

为界”的概念就是为分析多样重叠的复杂控制制度的实际影

响及最优选择而生成的 [8]。创新控制机制作为在创新的自由

发挥和必要限制之间进行平衡的机制 , 其目的不是要停止和

扼 杀 创新 , 而 是 要对 创 新 加以 正 确 的 引 导 , 扩 张 创 新 作 用 和

效果的正效应 , 遏制其负效应。

作为 对 创 新 活 动 进 行 约 制 的 系 统 组 织 或 部 分 之 间 相 互

作用的过程和方式 , 创新“行为界”的控制机制主要取决于其

特定的双层因素力场和双向因素力场的相互作用 , 因而依据

德国心理学 家Levin的 行为 控 制 理论 [9], 可 知 创新 “行 为 界”控

制 机 制的 行 为 动向 就 是 双 层 因 素 和 双 向 因 素 约 束 的 二 元 函

数 , 这可用公式表示为 :

B=f( P, E)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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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B表示创新“行为界”的控制机制 , P是控制机制的双

层控制要素。在创新活动中 , 其在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两个

层面上存在潜在不良效应 , 为此必须分别针对这两个层面 ,

通过外在和内在双层控制因素来实现控制机制效用。为防止

因创新无度而造成对生态、社会及思想的诸多不可逆的严重

影 响 , 外部 控 制 主要 专 注 于对 创 新 实 施 效 果 的 控 制 , 而 内 部

控 制 则针 对 创 新失 范 过 程 中 的 急 功 近 利 和 浮 躁 浮 夸 而 着 重

于 对创 新 进 行程 序 控 制 , 由 此 , 控 制 机 制 的 双 层 控 制 要 素 采

用如下计量公式 :

P=( r, s+) ! ( 7)

E是控制机制的双向控制要素。在创新活动中 , 针对每个

层面的潜在负面影响 , 还需通过各种横向和纵向的控制因素

来进行具体控制。纵向控制因素主要是连续性的诊断控制、

调整控制及回馈控制。诊断控制为事前控制 , 专注于对创新

活 动 负面 影 响 进行 预 测 与预 防 ; 调 整 控 制 为 事 中 控 制 , 着 力

于依据信息回馈定期调整监控力度和方式 ; 评价控制则是事

后控制 , 侧重于对创新成果进行矫正和惩戒。横向控制因素

包括法律控制、道德控制、行政控制等。法律控制注重责任控

制 , 使 创 新者 兼 具 社会 与 个 人 责 任 ; 道 德 控 制 则 强 调 价 值 控

制 , 它 对 创新 活 动 取向 进 行 伦理 甄 别 ; 行 政 方 式 倡 导 体 制 控

制 , 在体制革新中实现创新评价的多元化、长期化。为此 , 控

制机理的双层控制要素可公式化为 :

E=E( e, f) +" ( 8)

上述各式中的#, !, "均代表其它扰动因素。于是 , 创新活

动的控制形态就可由外在控制与内在控制、纵向控制与横向

控制架构而成 , 其行为决定公式为如下函数模型 :

y=f( r, s, e, f) +# ( 9)

这可转换为 :

y=$%1x1%2x2%3x3%4x4+& ( 10)

为了便于比较它们的影响力度 , 可将所有的自变量和因

变量进行标准化 , 即得标准化变量zj=(xj- xj)sj和zy=( y- y) /sy, 再

进行回归便可以得到调整后的标准化回归方程 :

y=%1x1%2x2%3x3%4x4 ( 11)

因为所有标准化变量都以0作为平均值 , 在此标准化

回归方程中已经不存在常数项 , 且因为z变量是无量纲变

量 , 所以它们的回归系数%j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 它表示

当其它变量不变时 , xj变化一个标准差单位 , y的标准差的

平均变化[10]。

由于外在控制与内在控制、纵向控制与横向控制在控

制运作中的不可或缺 , 因此它们都是创新活动边界控制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 并将发挥各自应有的控制效用。STS

( 科学、技术和社会) 作为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

新兴学科 , 一直致力于探悉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 , 因

此可汲取其方法技术以促使外部控制环节在创新结果控

制上的效用发挥。与此同时 , 也不能忽视内部控制作为边

界控制环节的关键作用 , 应注意对创新活动的授权、批准、

评价、应用等环节的约束和监督。另一方面 , 考虑到“创新

者不能为他们所生产的知识的后果承担一定责任及声称

自己生产的知识具有职业声誉”[11], 我们也应将诊断控制、

调整控制及回馈控制作为控制环节贯穿于创新活动流程 ,

以对创新者进行全程控制 , 并且基于“科学家活动受到有

力的社会控制 , 行使控制的是科学同仁 , 其合法依据在于

科学的内在的价值体系”[12], 也应在创新各个阶段充分融入

法律、道德及行政等手段的规范控制功能。因而, 对于创新

活动 , 其边界控制运作模式就是促使外在控制与内在控

制、纵向控制与横向控制各种控制环节共同且交叉发挥效

用而构成的一种网状控制模态 , 见图2。

图 2 创新活动的边界控制模型

图2中 , 实施边界控制的管理者为了防范创新者创新

活动的潜在负面影响 , 通过外在控制与内在控制、横向控

制和纵向控制交互式的网状联接, 共同对创新者的创新活

动进行控制。在控制中 , 会针对创新过程与结果的不同影

响而分别采取内外有别的分区域、分阶段的不同策略 , 分

别对创新结果的威胁危害和创新过程的短视功利进行限

制 , 同时 , 借助控制信息的发送与回馈 , 顺次发挥对创新活

动的诊断、调整和矫正的纵向控制功能和分类进行法律、

道德、行政等控制方式的横向运作 , 并使它们相互之间实

现控制功能的融合与互补来防范创新活动的既在与潜在

负效应 , 从而形成互动循环的网状控制系统 , 以充分遏制

和杜绝因创新活动而带来的不和谐现象。

3 结 论

尽管创新活动为人类认识和改造纷繁复杂的自然和

社会提供了先进的工具手段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其天然

的功利性和破坏性也引致了创新结果上的生态危机、社会

威胁及创新过程中的急功利近与浮躁浮夸。因而 , 本文对

创新活动进行了边界设定与界分 , 以实现创新活动在自由

发挥和必要限制之间的动态平衡。为保证创新能在既定界

域内进行, 以免因边界错位导致秩序混乱及不和谐现象 ,

本文同时主张引入控制机制来对创新活动进行引导和规

制 , 以扩张创新作用的正效应 , 遏制其负效应。由于外在控

制与内在控制、纵向控制与横向控制等因素在创新活动控

制机制架构中是不可或缺的。因此 , 其控制机制的运作 , 就

是基于这些控制环节共同且交叉发挥效用的互动循环的

网状控制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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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随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召开 , 以及《国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 》首次提出了建设

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 , 国内不少省市区陆续提出建

设创新型城市( 或地区) 的发展目标。如何认识创新型国家

与创新型城市( 或地区) 的内在关系 , 更好地理解创新型国

家建设的内涵 , 已经成为当前政策研究领域非常具有现实

针对性的课题。英国著名智库罗伯特·哈金斯协会( Robert

Huggins Associates) 编 制 的 《世 界 知 识 竞 争 力 指 数 ( The

World Knowledge Competitiveness Index, WKCI)》报告 , 为我

们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比较视角和参照。本文

重点介绍我们对“世界知识竞争力指数( WKCI)”的跟踪研

究成果 , 并提出对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启示和借鉴。

1 世界知识竞争力指数 ( WKCI)

WKCI是1996年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 ( OECD) 首次提

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知识经济) 概念后 , 对其内涵与

表征深入研究的产物。其主要特色是聚焦于“城市”或以城

市为中心的“区域”层次 , 即“知识经济领先地区”。

1.1 WKCI的创立及评价范围

英国罗伯特·哈金斯协会从2003年起已发表了4期《世

界知识竞争力指数 ( WKCI)》年度研究报 告 。首 度 公 布 的

《世界知识竞争力指数2002》在全球范围遴选了90个“世界

知识经济领先地区”( 主要是中心城市 , 或以城市为中心的

地区) 进行排序[1]。《世界知识竞争力指数2003》开始所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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