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源日益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

主要来源，知识创新 ［1］日益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主要

途径和企业运转的核心。组织的知识创新不只是单纯的知

识创新 ， 而是包括组织生产活动中涉及到的管理上的创

新、制度上的创新、组织文化的创新、经营活动的创新、生

产技术的创新以及知识的发现与创造等 ［2］。 知识创新存在

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S．J．Kilin和N．Rosen．berg认为，不确定

性是创新的基本维度。 现今知识经济的时代 ，研究企业知

识创新风险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意义。 未确知数学［3］是刘

开第、吴和琴等在王光远教授提出未确知信息基础上建立

的量化方法。未确知数学处理方法的最大特点是保留所有

已知信息，直接参与定量计算，因而积累误差可减到最小。
本文将未确知测度概念以及置信度概念，引入到企业知识

创新风险评价中，建立未确知测度综合评价模型，对企业

知识创新风险进行客观评价。

1 企业知识创新风险因素分析

企业知识创新风险主要包括战略、人员、技术、组织、
财务5个方面。

（1）战略风险。 知识创新战略风险首先来源于战略制

定风险，战略风险即战略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战略的指

导方针和指导思想是否符合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情况以及

行业的发展规律。 创新战略的定位方式有市场导向、竞争

导向、成本导向。 战略方向、战略时间、战略成本是企业创

新战略风险关键影响因素。知识创新首先应该制定结合企

业特点的知识创新战略，而知识创新战略的制定要以基于

企业知识能力与知识体系的全面透视为基础，且要与竞争

对手进行知识创新能力的横向比较分析，以此来确定具体

的创新战略。
（2） 技术风险。 技术是企业发展所依赖的关键性资源

之一，是企业保持未来竞争力的源泉。 企业对技术的重视

程度、技术的领先度、技术的适应度、技术设施的投入和技

术人员的待遇都将影响知识创新的效果。企业技术保密性

和共享性也是需要考虑的，企业技术可能被泄露和复制而

给企业知识创新带来风险。
（3）人员风险。 企业中员工所具有的能力、知识、创造

力、经验及团队感是影响创新效果的重要因素。 创新人员

组建知识团队，知识团队构建得不成功将可能引发团队成

员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最终会给组织的知识创新带来

很大的威胁。 因此员工的创新能力、工作热情、道德素质、
团队精神都是考察重点。

（4）组织风险。企业创新活动可能会因为组织、协调或

控制不力而面临巨大风险。由于知识创新的难以量化和评

估，因而知识创新的评估与激励机制是否科学将会影响创

新动力；薪酬设计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知识创新

氛围。
（5）财务风险。企业的知识创新是一个高投入的过程，

可能会给财务带来极大的资金筹措压力和风险。而知识创

新的成本和收益很难计量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有可

能得不到财务方面的全力支持而面临风险。

2 未确知测度模型

研究对象具有m种可以测量的属性I1，I2，…Im，令I=｛I1，
I2，…Im，｝，称I为属性空间；样本xi i=（1，2，…，n），关于属性

Ij（j=1，2，…，m）的观测值xij的分类标准已 知，设 分 类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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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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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j）m×k （1）

其中，aij表示对象xi关于属性 （也称为指标）Ij的观测

值，属于第j类的标准值；ck（k=1，2，…，k）为评价等级。

2.1 构建未确知测度矩阵 ［4］

对每一个单因素指标（属性）Ij（i=1，2，…，m），给定的

观测值xij （i固定）， 求出具有观测值xij的对象xi属于ck （k=
1，2，…，k）等级（类）的测度μijk；它是可测空间（F，E）上的未

确知测度函数，满足非负有界性、 “可加性”和 “归一性”3
条公理，即

0≤μA（xij）≤1 （2）
μ

l=1
胰Al（xij）=

l=1
ΣμAl

（xij） （3）

μF（xij）=1 i＝1，2，…，n，j＝1，2，…，m （4）

求观测值xij属于各类ck的等级测度， 构造测度函数 μij（x

ij），对每一个等级k（k＝1，2，…，k）求出μijk的值，得到单指标

（即单属性）下未确知测度识别矩阵：

μ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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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ijk）m×n （5）

2.2 确定指标权重 ［5］

测度μjk值越集中，“不确定性”就越小，即属性Ij对类别

划分起的作用就越大， 而值vj刚好描述了μjk取值集中或发

散的程度，因此可采用测度的信息熵确定指标权重：

H=-
k

k=1
Σμijk·log μijk （6）

vij=1+
1

logk

k

k=1
Σμijklog μijk （7）

wij=vij /
m

j=1
Σvij （8）

各属性的权重向量为w（i）：w（i）＝（w1
（i），w2

（i），…，wm
（i））T

0≤wj
（i）≤1，

m

k=1
Σwk

（i）=1

其中wj
（i）表示对于第i种样本xi来说，指标Ij的相对重要

性权重。通常情况下，对于不同样本xi，指标Ij具有不同权重

（即权重与样本有关）。

2.3 计算综合测度

由单指标测度识别矩阵μi和指标权重向量w（i）可以计

算在m个指标下样本xi的未确知测度识别向量μi：

μi=（μi1，μi2，…，μik）T （9）

μi＝
m

j=1
Σwj

（i）·（μijk）m×n （i=1，2，…，m，k=1，2，…，k）

其中，向量μi的K个分量给出样本xi属于K个等级的测度。

2.4 置信度准则评价 ［6］

为规避模糊集的“取大”、“取小”以及运算对许多有用

信息的损失，不采用最大隶属度识别准则，而采用置信度

准则识别。 预先确定一个置信度阈值λ（λ>0.5，根据问题背

景和需要， 通常取λ在0.6~0.8之间）， 如果Fi>Fi+1， 即划分

｛F1，F2，…，Fk｝是正序划分，则令

k0＝min
k

k:
k

l=1
Σμil≥λ，1≤k≤≤ ≤K （10）

则判断样本xi属于第k0类Fk0，且置信度为λ。

3 应用实例

（1）为了对某科技企业创新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建立

测度矩阵：

（μjk）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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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指标权重。

v1=1+
1

log5 （0.744log0.744+0.256log0.256）=0.647

同理计算v=（v1，v2，v3，v4，v5，v6，v7，v8，v9，v10）T＝（0.647，0.596，
0.577，0.799，0.595，0.611，0.622，0.587，0.672，0.572）

w1=v1 ／
10

j=1
Σvj=0.103

同理，由计算得到：
w=（w1，w2，w3，w4，w5，w6，w7，w8，w9，w10）T＝

（0.103，0.095，0.092，0.127，0.095，0.097，0.091，0.099，0.093，
0.107）

代入μk＝
10

j=1
Σwj·（μjk）10×5

得风险评价向量：
μ＝（μ1，μ2，μ3，μ4，μ5）T＝（0.338，0.354，0.117，0.102，0.089）
取λ=0.6，计算k0=2时有：0.338+0.354=0.692>0.6=λ，说

明该风险为中等程度风险，即该企业具有较好的知识创新

条件，应继续趋利避害，搞好知识创新研究。

4 结语

本文在企业知识创新风险评价中引入了未确知测度

综合评价模型，它可将定性的问题以及对创新风险的主观

判断用数量的形式表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个人的

主观错误，使评价更加全面、客观、科学化，有很高的实际

应用价值；同时认为评价指标的选取应该具有科学性与系

统性， 并应不断修改完善企业知识创新风险的指标体系，
以便为经营决策者提供更科学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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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技术引进是实现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方式，技术引进

项目选择正确与否是企业技术引进成败的关键。如何对技

术引进项目进行比较评估， 作出合理的项目选择决策，是

企业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目前，对技术引进项目的评价

多从可行性分析的角度出发，缺乏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和

方法。因此，本文从技术引进项目的经济效益、技术本身的

优势、组织对技术项目的接受能力、技术引进项目的社会

效益及市场预测5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了指

标的参考评价标准。
本文利用熵权法对技术引进项目进行评价，克服了模

糊综合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中无法客观确定权重的问

题。 在没有专家给出权重的情况下，利用熵权法给出各指

标的权重， 结合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对项目进行评价 ［1］。
通过对技术引进项目的评价，为企业引进项目的选择和决

策提供依据，从而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为企业创造效益，
并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1 技术引进项目评价指标体系

技术引进项目的评价除了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外，还

需要考虑技术的先进性、经济性和适用性，分析技术引进

项目的市场情况及其生命周期，同时还要分析技术引进项

目的社会效益。下面从经济效益、技术优势、组织对技术接

收能力、市场预测、社会效益5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1.1 经济效益

技术引进项目首先应该考查技术的经济效益，其定量

指标主要采用：项目总投资、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收期。
1.2 技术优势

技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技术的先进性、成熟性、可靠

性，这3点都需要在技术优势中予以衡量，并建立评价标准

（见表1）。
表1 技术优势评价标准

技术先进性 技术成熟性 技术可靠性 测度

国际领先 大规模应用 很强 很好

国际先进 中范围应用 性强 好

国内领先 小范围应用 较强 较好

国内先进 中试阶段 一般 一般

地区领先 试验阶段 差 差

1.3 组织对技术的接受能力

组织对技术的接受能力是组织引进技术需要考虑的

一个重要因素，在技术引进之前，要考虑到组织能否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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