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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技术创新是知识经济中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知识管理是这个时代提高企业知识活动的效率和效益的有 

效管理方式。在分析知识管理涵义以及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概念、模式和类型的基础上，探讨知识管理在企业技术创 

新过程中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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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21世纪揭开了以知识资源的占有 、产 

生、分配、使用为核心要素的知识经济时代的 

序幕。在这个时代，知识成为提高生产率和实 

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器，全球化动态、激烈的竞 

争环境使得以新的商业化可开发产品、服务 

和经营模式为创新重点的技术创新成为知识 

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活动和焦点。企业是生 

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微观载体，必然将其 

经营管理的重点转移到与知识密切相关的活 

动上来，并在许多方面建立以技术创新为核 

心能力的竞争优势。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对技 

术创新过程进行有效管理，提高创新过程的 

效率和效益，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在知识经济中，企业技术创新本质上是 

一 种从进化到革命的连续知识创新。技术是 

人们在认识和改造周围环境的过程中所获 

得的处理、使用和制造有用物品的技能和知 

识，以知识本质的形式减少生产对原料 、劳 

动力、时间、土地和资本的占用，是其它各种 

资源的最终替代物，是企业的终极资源。因 

此，对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管理，必须采取 

能够对知识进行高效管理的现代管理方 

式——知识管理 。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分析 

知识管理的涵义、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概念 

以及两者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从创新模式、 

创新速度和创新类型3方面论述知识管理 

对企业技术刨新过程的能动效应，并对产生 

这种效应的机理作进～步的分析。 

1 知识管理与企业技术创新过程 

尽管大量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 

后期以来，“知识管理”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 

家的企业中得到广泛重视和应用，但理论界 

迄今对知识管理还没有形成统一概念。例 

如，克里斯·马歇尔等认为知识管理远非仅 

限于资料的利用、信息的储存和控制，它还 

要求努力认识深藏于组织成员个体大脑里 

的个人财富的内涵，并通过杠杆作用将其转 

化成能够为公司决策者获取和运用的组织 

财富。还有人认为知识管理是一种系统的管 

理，它使用或重复使用信息、经验和专门技 

能来实现特定的商务利益、目标或目的。根 

据知识管理产生的时代特点及其服务对象， 

本文认为，知识管理是把知识(包括信息)作 

为最重要的资源，协助企业组织或个人，通 

过相关技术对信息的获取和传播、知识的学 

习和运用 、创新和传播 、交换和更新以及企 

业内部知识共享的结构、知识商品的提供进 

行管理，它是对各种知识的连续管理的过 

程，以满足现有和未来的需要，以企业中与 

知识相关的活动为经营和管理核心。 

从研究知识管理的文献看，学者们研究 

知识管理的角度各有侧重。例如，经济管理和 

企业管理类学者更注重从组织创新、组织知 

识链角度研究知识管理 ，从而构筑企业知识 

管理体系架构；图书情报类学者更注重信息 

管理与知识管理比较，也注重知识管理在企 

业竞争中所发挥的作用；计算机应用领域对 

知识管理的研究则主要放在利用计算机技术 

对知识的发现与挖掘上。虽然各类研究侧重 

点不同，但目前对知识管理的研究集中于组 

织、技术等对构建知识管理的影响、知识管理 

构建体系以及知识管理宏观层面上具有的功 

能等方面，而关于知识管理对企业微观层面 

活动产生的影响、作用以及相关机理等深入 

的分析和研究还十分有限。研究表明．在企业 

中实施知识管理成功的关键 ，是知识管理必 

须与企业的具体业务相结合，即在企业中，知 

识管理应以企业具体业务活动为实施平台。 

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企 

业技术创新过程是包括 R&D活动 、设计 、生 

产、市场投放以及与此相关的管理活动等的 

一 个完整过程。在知识经济中，这个过程中的 

各个阶段是互动并双向循环的组织化学习过 

程，是信息流动与企业内外部资源知识的融 

合过程，本质是“知识一技术一工程化一产业 

化一商业化”的过程。由此可见，它涵盖了新 

技术创造、技术资源整合以及相关的管理活 

动等内容，核心客体是企业技术创新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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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知识资源。由于技术知识资源具有专 

用性、隐含性 、生成性 、累积性、路径依赖性、 

更新性、组织依赖性、转移成本和收益难以独 

占性等特征，增加了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过程 

效率和效益的难度。因此这个过程能否及时 

得到，能否充分有效利用知识，将创新过程内 

外部知识最大限度地 融合在一起加以综合 

开发、利用和管理，将成为提高该过程效率和 

效益，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成功的关键。 

根据知识管理的涵义和企业技术创新 

过程的新特点，显然，企业知识管理是解决 

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效益和效率问题的有 

效手段(如附图)。知识管理向企业技术创新 

快速提供新知识和完备的知识库，通过发掘 

和引导知识，改变创新系统中不同知识主体 

的交流和沟通方式，使个人知识、零散知识 

和未编码知识转化为技术创新过程中不同 

层面上需要的组织知识、完整知识和编码知 

识，不仅提高了技术创新过程中信息和知识 

的价值 ，改变了创新的速度和模式 ，而且使 

技术创新活动趋于～体化，增强了其可控 

性 ，降低了其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企业技术 

创新和知识管理之间的这种 目的和手段、客 

体和主体的关系，表明后者与前者能够在企 

业中相互结合，并提高前者的竞争力。技术 

知识是构成企业核心能力的基础，是维持企 

业竞争力的最重要源泉，因此对企业技术创 

新过程实施知识管理也是企业具有竞争优 

势的重要途径。同时，管理学界普遍认为，企 

业技术创新过程应当运用知识管理的理论 

和方法进行管理。 

2 知识管理对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 

影响 

2．1 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 5种模式 

根据企业技术创新过程发展的推动力、 

创新过程不同阶段开始的先后顺序以及各 

种创新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论界按照时 

间先后顺序及其复杂性，总结出了企业技术 

创新过程的 5种发展模式： 

(1)线性模式：技术或市场需求是创新 

过程的推动力，推动各个创新阶段依次发生， 

是唯一引起创新过程变化的变量因素。这种 

模式周期长，易产生时滞，并与市场脱节。 

(2)交互模式：以技术和市场需求两者 

分别同时作用于技术创新过程后的有机合 

成作为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推动力。技术和 

市场需求变化能够及时与创新系统相结合， 

密切了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与环境变化的关 

系，提高了创新成果的可实现性。 

(3)一体化模式 ：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 

同时展开，但在创新的不同时期，处于核心 

地位的阶段不同。在这种模式中，每个阶段 

各自创造的新技术和新知识通过通用渠道 ， 

彼此实现交换和共享，提高了不同阶段之间 

的一体化程度。这种模式需要一定的信息、 

知识开发存储技术的支持。 

(4)连环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研究开发 

阶段与创新过程其它阶段构成金字塔型创 

新过程体系，其处于金字塔顶端，与处于塔 

底的其它阶段之间有技术、知识和信息通 

道，而其它阶段之间也实现一定程度的信息 

和知识的反馈渠道。 

(5)集成网络模式：它是一种复杂化模 

式，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技 

术创新过程不同阶段彼此之间通过信息技 

术直接进行信息、知识和技术积累的传递和 

分享。集成网络模式具有更强的环境适应性 

和灵敏性。同时，由于不同阶段与环境的接 

触点不同，因此这种模式表现为紧密压缩的 

立体结构状态。 

2．2 知识管理对企业创新过程模式的影响 

企业技术创新过程模式的 5种发展变 

化，一方面说明人们对技术创新过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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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知识管理功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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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深；另一方面说 

明技术创新过程模式 由 

于一些因素的影响正日 

益变得复杂化。知识管 

理对企业技术创新过程 

的管理加速了复杂化模 

式出现的速度．并为其 

提供存在的技术平台， 

使复杂模式成为描述现 

代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 

最有效模式。 

市场信息、消

供的共享方式直接参与技术创新过程中每 

个阶段的创新活动，改变技术创新过程线性 

推进、创新成果与市场脱节的现象。而且，企 

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技术和需求的作用 

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它们作为一个动力集合 

存在，两者缺一不可。 

在知识经济中，破断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在广泛的产业领域里已经被证明 

是经济主要增长波的起源。破断性创新通常 

是由市场新进入者用已有技术的简单改变 

形式来创造产品，让一组新顾客更有成本效 

率地和(或)更便利地实现 目标，因此它需要 

企业及早地和前瞻性地把握新的非传统的 

创新机会，快速推出富有更多和更新知识的 

创新成果。技术创新过程复杂化模式显示了 

这种竞争优势。在复杂化模式中，处于不同 

创新阶段的人员通过共享渠道直接进行信 

息 、知识的沟通和交流 ，避开由于组织职能 

结构划分可能产生的一些信息传递障碍，从 

而使企业技术创新过程能够以敏捷的反应 

速度、开阔的创新视野抓住破断性创新带来 

的市场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复杂化模式 

的确加快了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速度。另 

外，创新过程各个阶段的人员可以根据自己 

已有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针对创新过程 

提供的关于创新工作进展的信息，向创新系 

统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不断修正正在进 

行的创新活动。这样，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 

中，其知识库能够不断整合创新过程中的知 

识流，从而增加创新成果的知识含量。 

3 知识管理改变企业技术创新过程 

的速度 

企业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获取、共享与 

利用知识的学习性系统，其中的知识存量与 

知识结构是其效率和效益的深层决定性因 

素。要提高创新过程的效率和能力，必须在企 

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构建一个能够有效吸收、 

保持、共享和转移的知识活动的微观机理。运 

用诸如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知识 

库(Knowledge Base)、协作(Collaboration)、客 

户关系管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 

ment)、数据挖掘(Data mining)、商务学习(E— 

learning)以及信息技术等 ，企业知识管理具 

备了实现技术创新过程上述微观机理的硬件 



要求。创新人员借助知识管理提供的相关手 

段、决策依据或解决问题的模型，能方便、迅 

速而广泛地获得所需信息，快速准确地作出 

科学论断，从而有效缩减间接性创新时间。 

知识管理的重要作用是整合不同类型 

的知识，实现知识主体问的知识共享，并进 

一 步转化为知识主体的知识资产。企业技术 

创新过程是通过开发新产品的方式实现创 

新结果的市场化，是企业知识含量密集的过 

程。运用知识管理杠杆来提高企业创新人员 

的管理水平，有效实现创新过程中技术开发 

人员的知识共享，是充分发挥创新人员个人 

知识在新技术开发过程中潜能的重要手段。 

知识管理提供有利于信息、知识流动的 

各种技术、组织结构、制度和方法，可以使创 

新人员根据需要 ，采取一定的方式 ，比如通 

过交谈、模仿学习他人的不可编码知识，扩 

大个人知识库；或者把自己的经验社会化， 

扩大创新过程中的知识库。再比如，通过运 

用专家系统(Expertise System)获取关于某一 

难题的解答，从中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 

而转化为 自己的不可编码知识。显然，通过 

不同的途径，创新人员的知识和素质都得到 

了提高，而且创新过程的能力也得到了提 

升。这一点对于技术创新过程具有较快创新 

速度、获得高质量的创新成果至关重要。 

4 知识管理影响企业对创新类型的 

选择 

企业通常采取增量型、技术开发型、市 

场开发型和根本型4种主要的技术创新类 

型。增量型创新着重于对企业原有产品生产 

过程进行改进；技术开发型创新主要致力于 

中长期产品更新换代或者创立全新产品；市 

场开发型创新更注重于产品市场状态的突 

破；根本型创新的重点是产品核心技术和市 

场状态都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实践中，企业 

通常根据自身技术配备、资金状况、创新能 

力等情况，选择技术创新的类型。在企业技 

术创新过程中实施知识管理，将会由于对信 

息、知识的管理改变企业现有资源的效用， 

从而改变企业对创新类型的选择。 

知识管理运用信息技术加速企业的知 

识流动性，以知识运动带动企业资金周转； 

知识管理还可以运用收集到的或处理过的 

知识，对企业现有技术进行分解、整合，形成 

支持创新过程的更有力的工具。同时，运用 

知识管理提供充分、有效的信息和知识，企 

业可以选择与以前相比，创新周期较长、风 

险较大，收益较高的创新类型。比如，在知识 

管理的支持下，企业可能会从着眼于短期利 

益的市场创新转向能够从中获得长久优势 

的根本性创新。当然，转变前提是企业在传 

统管理的技术、资金、企业文化等方面必须 

有良好的基础。 

5 小结 

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知识管理的能动 

效应是多方面的。除了本文分析和论述的几 

个方面的主要影响以外，知识管理对企业技 

术创新过程还有其它一些方面的影响和改 

变，例如，对技术创新过程中知识流的密度 、 

知识流动的路径以及管理手段的改变等等。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随着技术创新在企业中 

重要性的不断增强，今后还有待在实证方面 

进行更多的和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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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o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bstract：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the key motiv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n knowledge economics
． 

Knowledge management(KM)is an efficient method to improve efficiency and benefits of enterprise knowledge 

activities in the epoch．With the analysis of meaning KM and of conceptions，patterns and types of technology in- 

novation，this paper studied the impact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on the process of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 

vation． 

Key words：enterprises；knowledge management；process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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