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面对 日益激烈 的国际市场竞争，技术 

创新 已成为企业长期发展战略 的核心 问 

题。而随着竞争的加剧，企业的盈利越来 

越不确定，稳定的回报越来越小，因此企业 

R&D开支管理 日益重要，有 时甚至成为影 

响企业生存 的至 关重要的决定性 因素。目 

前创新越来越多地来源于相互影响的企业 

网络，因而创新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 

是如何最大 限度地利用、整合外部知识和 

技术。 

技术创新内外部来源的组织是一个复 

杂的问题。过去，人们把技术创新的内部 

与外部来源作为一种替代：要么内部自主 

创新，要么外部引进购买(科斯，1937，阿罗， 

1962)。这显然与实际不符，大量企业实践 

表 明：企业 内部研发和外部知识存在很大 

的互补性，因为企业内部研发能力的增强 

有助于更好地吸收外部知识 。 

本文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对企业 

技术创新的战略决策进行分析和考察，以 

更好地为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决策提供相应 

策略。 

I 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决策的两阶段 

分析 

企业技术创新过程包含许多复杂的系 

列决策，为便于分析，我们将企业技术创新 

决策分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企业决定 

是否进行创新；第二阶段为企业如何组织 

技术创新，即企业决定采用哪种创新战略 

以及如何获得必要的技术以完成其创新 目 

标 。 

1．1 第一阶段——企业决定是否进行创新 

影 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有很多，主 

要有企业规模、产业特征以及技术特征，如 

技术独占性和技术机遇等。 

(1)创新与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对技 

术创新的影响，可以追溯到熊彼德的研究： 

是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技术创新?还是 

技术创新更多地存在于企业?结论是不确 

定的，但似乎可以确定的是：在技术创新与 

企业规模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但不 

是线性关系。无论如何，技术创新与企业 

规模的关系还依赖于产业特征。例如，在 

高集中度和高进入壁垒产业中的大企业技 

术创新 的概 率较大，而在低集 中度的高新 

技术产业 中的小企业技术创 新的概率较 

高。 

(2)创新与产业特征。产业特征对技 

术创新的影响，也可以追溯到熊彼德的研 

究 。他研 究了市场力量对技术创 新的影 

响，认为企业以前获得的市场力量可以为 

企业技术创新创造资金手段以及降低风险 

水平，企业预期获得的未来市场力量会激 

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另外，企业以前的 

竞争压力也可能成为企业技术创新和获得 

未来市场力量的激励动力，但它们之间的 

关系是模糊、不清晰的。实证分析表明，在 

竞争激烈程度中等的行业，似乎更有利于 

企业的技术创新(Seherer,1967)，但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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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强烈地依赖于技术特征，如独占条件 。 

实证分析也表明，技术创新的高成本及高 

风险不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 。 

(3)创新与独占性。企业技术创新的 

激励还受到技术创新成果的独占性影响。 

创新成果是独占的还是能够在行业 内外扩 

散，极大地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另外，法律保护如专利法及品牌保护程度， 

企业专有技术保密程度，技术复杂性 以及 

技术领先竞争者时间等等，都是影响企业 

技术创新积极性的重要因素。独占性对企 

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低独 

占性可能导致阻碍创新 。由于不能完全 占 

有技术创新的全部利益，企业将会减少研 

发投资，以致于低于有效的投入水平。另 
一 方面，低独 占性会导致创新在企业之间 

的高扩散性 。为了充分利用扩散技术的利 

益，企业必须开发足够的“吸收能力”，而这 

意味着企业必须在 内部研发上加大投入 。 

此外，消费者对技术创新成果的接受 

程度 ，企业先前技术创新的成败，企业对技 

术创新需求的捕捉 ，都对企业是否进行技 

术创新有着极大的影响。 

1,2 第二阶段——企业如何组织技术创新 

绝大多数企业技术创新研究文献都是 

在企业自主创新与引进创新中做排他性的 

选择，基本上不考虑企业 内部与外部研发 

的结合，实证分析大多数也只是间接地论证 

这种结合的重要性(VeIl窜ek l997)见表 l。 

表1 企业技术创新的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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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总结了企业技术创新 过程中不同的 

潜在信息来源，通过分析这些来源，我们可 

以区别企业用来获取技术知识并使之 内在 

化的不同技术创新战略(见表2：企业技术 

表2 企业技术创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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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战略)。即企业可 以通过3种不同创新 

战略来从事技术创新：第一种是企业通过 

内部研发来开发其 自有技术 ，即我们通常 

所说的自主创新；第二种可替代战略是获 

取外部技术 ，即引进创新战略，引进战略可 

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企业获得一种全新的 

凝结在某种资产上的有形技术，如技术员 

工、整个或部分企业、技术设备等，另一类 

是企业通过各种 渠道取得的无形技术资 

产，如通过技术许可合约、从研发机构或咨 

询机构处购买等方法；第三种是一种混合 

战略，即通过企业与其它外部研发机构签 

订合作协议共 同研究和开发新技术。从表 

中还可以推出另一种创新战略，即企业吸 

收利用创新者公开的技术信 息，如企业可 

自由获取的公开信息(如专利)以及创新者 

无意扩散的技术信息等，进行技术创新活动。 

2 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决策的交易费 

用考察 

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决策的选择受到交 

易费用的影响 。一般认为，引进外部研发 

力量可以提高企业利用现有专用知识的优 

势，可以赢得时间并且形成研发规模经济 

从而 降低创新成本。而从交易费用 的角度 

来考察，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引进技术会产 

生相应的交易 费用，如事先调查和谈判的 

费用、签约后履行和监督协议的费用等 。 

特别是当存在技术泄密 以及技术提供方 的 

机会主义行为时将导致创新成本的大幅增 

加 。“套牢”问题将导致技术供应方的低投 

入 ，因为当供应方研发投入的资金完全为 

引进方所独占时，其不可 能有积极性进行 

这种专有资产 的投 资。由于资产的专用 

性，以及技术研发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引 

进技术的交易费用就更加复杂、更加难以 

确定。因此，由于“套牢”问题的存在 ，技术 

研发合约大多发生在一般的、非企业特殊 

专有技术领域，如材料试验、加工等常规研 

究领域 ，而不可能发生在新产 品研究等特 

殊领域 。另外 ，当技术独 占性能像药 品行 

业那样高 ，或者有互补作用的技术资产处 

于竞争性供给状态导致卖方企业讨价还价 

实力很弱、预期交易费用减少，企业将会期 

望 引进技术。 

企业内部 自主创新与其说是节约协议 

交易费用 ，不如说是企业管理机构存在控 

制和激励创新的手段，可以产生较大的效 

益，这种效益超过引进技术 的交易费用。 

通过签订保 留足够技术产权给卖方 的协 

议，代替公司等级治理结构，可 以大幅减少 

管理机构激励和控制创新中存在的不利作 

用，因而一种可替代的治理结构就是在企 

业间建立一个长期合作研发协议的结构。 

合作研 发可 以共 同分担 研发的成本和风 

险，合作者之间技术的协同互补可 以提供 

更多的外来技术的引进渠道，并增加政府 

支持的机会。合作研发与研究协议相比也 

减少了交易费用，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另 
一 方面，信息不对称及研发的不确定性可 

能威胁合作双方的利益，但对企业来说，与 

其回过头去签订研发协议 以减少合作中的 

机会主义，还不如选择信誉 良好、互补性更 

大的合作伙伴。企业保持内部研发活动对 

合作研发的成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 
一 方面可 以增强企业在合 作中的谈判地 

位，减少交易费用；另一方面也使企业能更 

有效地吸收合作成果。这实际上是一种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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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外部实用技术结合企业内部技术研究是 

创新成功 的关键因素，这意味着 内部知识 

开发与外部知识获得有着 强烈的互补性； 

同样 ，企业从事内部技术创新研究可以大 

大加强其利用各种研究机构的成果；另外 

有证据表 明，技术许可费的流动大多是在 

内部有研 发活动的企业之间进行 ，而不是 

由完全没有研发能力的企业向有很强研发 

能力的企业单向流动。 
一 般认为，由于存在研发的规模经济 ， 

大企业不太会去引进 自己能开发的技术 。 

然而，事实上，正是由于大企业有强大的内 

部研发力量，它们才具有更好 的吸收能力， 

能更好地吸收外部技术，减少引进技术中 

存在的交易费用及机会主义行为。 

技术独占性对公司治理结构的选择具 

有重要 的影响。独 占性越高，交易费用越 

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更愿意进行内部 

技术开发并将其出卖 ，以占有更多的创新 

资金，而决定引进技术的企业，更有可能通 

过许可协议或研发协议来引进技术，因为 

在技术独 占性较高的情况下，许可协议或 

研发协议可以减少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行 

为，降低交易费用 。在创新容易独 占的情 

况下，内外部技术的互补性越强，它们的结 

合就越多。同时，技术的高扩散性环境可 

以很快侵蚀掉企业的技术优势 。为减少交 

易费用，企业将会在 内部开发其特有的互 

补性技术资产，而决定引进技术的企业将 

更多地通过收购企业或 引进专有人才等方 

法来获得有形技术 。 

企业如何决定是引进有形技术还是引 

进无形技术?其决定性因素是什么?这实际 

上也是一个交易费用问题 ，无形技术在交 

易时比有形技术更难以估价、更难 以监督， 

交易中的泄密、机会主义行为更可能发生， 

即其边际交易费用更高 。我们可 以肯定， 

假如技术创新的法律保护非常严密、高效， 

企业将会引进无形技术；而当技术创新利 

益可以通过 一些战略手段如保密、提前推 

出市场、产品或工艺复杂等来保护，企业就 

会更多地寻求引进具有互补性的技术资产 

即引进有形技术。 

3 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得 出结论 ： 

(1)大多数企业会将 自主创新与引进 

创新相结合 ，以降低交易费用 ； 

(2)小企业更多将 自主创新或引进创 

新作为相互替代的战略，将它们结合起来 

运用的可能性较小；而大企业将 自主创新与 

引进创新相结合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大企业 

具有内部研发的规模经济优势； 

(3)在企业规模相同时，内部存在技术 

创新的企业结合 自主创新与引进创新的可 

能性较大，因为这样可以极大地减少技术 

引进的交易费用 以及机会主义行为。 

结论表明，企业进行内部 自主创新将增 

强企业吸收外部技术的能力，这种能力实际 

上是降低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交易的边际 

交易费用，减少了交易者机会主义行为的可 

能性。企业是通过单独引进，还是结合内部 

开发来引进技术，则进一步取决于技术创新 

保护机制的效果 在严密的法律保护下，领 

先竞争者一旦取得独占性，将促使企业加强 

内部研发，并结合内部研发来引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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