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对技术跨越突破点给出统一的

定义，综合各专家学者对其的研究成果，可以认为技术跨越

突破点是企业通过知识创新突破原有技术范式或技术轨道

以及各种约束、障碍，实现技术跨越的机会。 技术跨越突破点

的形成，不仅需要在物质保障基础上选择准确的技术跨越突

破时机，更重要的是要在企业内部进行足够的知识储备。

1 技术跨越突破点的形成过程

根据技术跨越实现路径的不同，可分为3种方式 ［1］：一

是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如日本丰

田汽车技术的发展；二是不经过技术引进环节，而是完全

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如我国北大方正激光照排技

术的研制； 三是通过企业间的合作创新来实现技术跨越，
如日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研发。由于合作创新方式

的技术跨越突破点形成机理与前两类方式存在相似之处，
故本文以前两类的技术跨越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企业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可形成有效的

知识技术积累，从而促进知识存量的增加。 在技术预见引

导技术跨越准确定位的前提下和对现有技术进行扫描的

基础上［2］，企业在确定的技术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知识创

新就可能产生新的技术范式或技术轨道，而形成技术跨越

突破点（见图1）。

图1 技术跨越突破点形成过程

2 技术跨越突破点形成的内在基础

技术创新的基础是知识创新。技术跨越作为高级形式

的技术创新，在表层次表现为技术水平的间断提升，深层

次则表现为知识存量的持续、快速的增长与累积。 知识存

量在技术创新和技术跨越过程中起着核心的支撑作用，是

技术跨越突破点形成的内在关键基础。 因此，可用知识存

量的变化来表征技术跨越突破点的形成过程（见图2）。

图2 知识存量与技术跨越突破点形成

在t1时刻之前，产业技术对应处于流动阶段，众多竞争

者投入于新技术产品开发， 产生了大量新的技术知识，经

筛选后只有一部分转化为企业有用的知识，因此知识存量

的增幅不会很大；随着技术发展方向的逐渐明朗，即越来

越向t1时刻靠近，多数技术逐渐被市场淘汰，具有较高价值

的技术知识被大量保存下来，企业知识存量反而开始迅速

增加。 在t1时刻， 即产业技术从流动阶段进入过渡阶段时

刻， 企业在前期技术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出现重大知识创

新，知识存量增长速度在此时达到最大，在曲线上表现为

拐点，知识存量超过了技术跨越所需的最小知识阀值。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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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就是在此刻改变了原有的技术范式或者技术轨道甚至

产生新的范式或轨道，形成了技术跨越突破点，推出了主

导设计， 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从而造成技术水平的间

断。 在t1~t2之间，产业技术对应处于过渡阶段，企业知识存

量因流程和工艺持续改进仍然保持增长的状态，但增幅明

显下降。 在t2以及t2之后，即产业技术从过渡阶段进入明确

阶段后，企业完成了产品工艺创新，技术已经成熟；此轮知

识存量停止增长，但即将随着下一轮的知识创新开始新的

循环增长。
从技术跨越的演变与知识存量变化过程来看，企业要

形成技术跨越突破点就必须通过知识积累来增加知识存

量，从而诱导突破点的形成。

3 基于技术引进的突破点形成

技术引进本身并无法保证技术引进国和企业实现技

术赶超或者技术跨越，但它是知识存量增长的主要途径之

一。引进并利用先进技术的过程往往表现为对原有技术轨

道的改进或者更替，但在此过程中，企业并不是全盘接受

新知识或者把新知识完全覆盖原有技术知识，而是对新技

术的基础知识、原理、方法等进行学习、筛选，并与原有知

识融合后形成新的企业知识存量。企业在技术引进过程中

可通过“反求工程”对产品制造原理、生产工艺以及配套的

管理方法等进行系统研究。即经过消化吸收掌握该技术的

相关知识以及支撑技术的管理知识，再根据自身技术应用

能力发展需求对这些知识、经验进行分类并有选择性地储

存，并结合企业原有知识技术再次对知识进行整合与体系

化，从而增加企业知识存量，扩展企业知识技术基础平台，
为知识创新和技术跨越突破点形成奠定基础。

在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完成知识技术积累和扩大

了知识存量的基础上，企业通过技术预见来确定技术跨越

方向和领域后，即可开始正式投入于R&D活动。 组织研发

部门或者联合外部研发机构等进行知识创新，对原有技术

范式或轨道进行审察，寻求旧范式或轨道中存在的改进契

机；并对新技术范式或者原范式下的新技术轨道进行创新

性构思，发掘未来可能的新技术范式或轨道；在新技术发

展的流动阶段积极参与产品创新和知识积累，综合优化其

它产品技术并持续进行知识创新，直至在技术转换阶段推

出市场主导设计、成功创立新的技术范式或者实现了技术

轨道的跃迁 ［3］，从而形成技术跨越突破点。 最终使企业掌

握技术优先权甚至拥有制订技术产品标准的权利。

4 基于自主创新的突破点形成

落后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来缩小与先进

企业的技术差距和知识存量差距，但当企业无法再借助其

来促进知识存量增长时或者只想通过自主学习来进行技

术跨越时，自主创新就成为企业知识积累和形成技术跨越

突破点另一重要途径；技术领先的企业想要创新技术范式

或者改变技术轨道，更是只能依靠自主创新来增加知识存

量，形成技术跨越突破点 ［4］。
自主创新没有现成的知识学习路径可以借鉴。企业主

要是将知识学习的重点放在与未来核心业务相关的科技

前沿、能够解决技术难题的新科学知识领域以及发展未来

新兴产业所需要的科学前沿等方面，并密切注意学科交叉

点的发展趋势， 侧重依靠企业内部R﹠D活动和全员创新

来开展探索性学习，力求攻克未来关键技术、通用技术或

者核心技术的技术难题。 必须强调的是，对于引进技术的

企业而言，企业还应逐渐摆脱技术引进阶段学习范式的陷

阱，及时从“干中学”和“用中学”过渡到“研发中学”。 企业

正是通过独立的探索性学习或者合作性的知识创新来增

加知识存量，在融合并应用原有知识存量的基础上产生新

构思、寻找新的技术增长点，为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技术

范式或者技术轨道的创新奠定基础。 同时，进行自主创新

的企业同样需要借助技术预见来把握产业技术发展趋势

和市场发展趋势，瞄准主导技术可能发展方向，使探索性

的自主学习更具针对性；再通过对可行的构思或者新增长

点逐步开展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就有可能率先推出市场

主导设计，改变原有技术范式或者技术轨道，形成技术跨

越突破点，为企业把握住技术跨越突破机会以及获得自主

知识产权创造机会。

5 结论

从技术发展历程来看，技术更替遵循“技术断裂———
主导设计竞争———新技术产生”的技术演化规律；世界各

国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成功案例，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

了技术跨越突破点形成的内在机理。 因此，我国企业特别

是相对落后的企业应该综合应用技术引进、自主创新以及

合作创新进行知识积累， 并促进知识存量的持续增加；积

极展开知识创新活动，争取在主导设计竞争之际实现技术

范式或技术轨道的根本性改变；在企业内部形成技术跨越

突破点，并结合市场环境进行技术跨越，实现企业的跨越

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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