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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变革

    Schumprter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听
提出的技术变革是线性的，并被描述为山科

学和技术所形成的推动型技术进步，并展不

了发明、创新到扩散的关系，他把创新描述

为间断的过程，随着企业家通过寻利将其开

发变成创新 只是在其后期的著作中

Schumpeler才认识到强调合作研究开发的重

要性。因此，从成功创新到递增的研究思想

被纳入其理论，与此同时，大企业对ili场需

求的影响被重点加以考虑

1. 1 需求拉动模式和技术推动模式

    需求的作用在技术变节的线性模式中

被视为关键的动力，被称为需求拉动模式，

该模式是由，chmokcr提出来的一在其对铁

路、扫油和建筑业的经验分析中，他发现发

明直接随产出而变化，他一直致力于创新的

预期利润、投资能力、潜在发明者的数量和

刺激他们的激助因素与销售量相关性问题

的研究，他发现这些因素与企收产出之间存

在正相关关系，因此经济增民是创新的结

果

    需求拉动模式刺激了一系列研究

Mowery和Rosenberg于1979年在其著名的
揭示需求刘成功创新If要性研究的评论中

对此进行了批评 他们认为.没有证据先明

创新是由需求变化刺激的，创新是由技术所

刺激的J

    基于需求的创新理论可从不同方面评

论‘第一层A是以技术突破形式出现的创新

形式的注释。这里偶然创新源自实际上无限

的潜在需求，特定时间创新的出现是很难见

到的。此外这一过程需要被认识，并且产生

创新对此作出反应，创新与市场条件密切相

关，最终体现创新得以产生的必要的科学技

术过 senberg1979年评论显
示，潜在的市场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

条件

    伴随着进化理论的扩散，对线性技术变

革模式的扰评出现了 例如线性模式忽略了

企业内部的诸多因素，企业被视为 ‘黑箱”

(Rcsenberg, 1994),级然旱期的熊彼特模型
描述源自从企业到市场的科学纂础的联系，

而需求拉动模型则相反 由于对，trumpeter
主义者发展的反馈机制和Rcsenberg的学习

型生产过程的了解，技术变革模型变得更为

复杂，研究开发实验室现在被视为学习型生

产过程投入的提供者。技术变革主要发生的

地点和投人不仅来自科学基础，而t1.来自生

产过程所产生的问题〔按照Rosenberg(1994)
最近的历史分析，下是从技术衍生出科学，

正如射电大文学和计算机科学

    为r解决创新活动的复杂性.有必要对

一些典型事实进行深入的分析。科学投入对

创新过程已日益变得重要，研究开发活动更

复杂。因此，在企业内部规划这些活动时持

久长期观点是必要的。此外，存在 些与创

新产出相关的研究开发活动，对各产业部门

而言，市场和需求变化井不与其显著相关，

另一类已出现的事实是体现在人员和组织

中的边f边学所产生的创新的重要性。关于

创新过程的实质，将其视为本质上不确定，

而不是已知固定概率的假设，尽管这并不意

味着技术变革是随机发生的，其方向由技术

创新企业所拥有的技术状态所决定

    然而，我们不可能提出一个基于技术推

动和需求拉动之外的一般技术变革理论。从

对创新主要特点的总结可能已能了解技术

的一定组成部分，是如何阻碍将其应用于有

关产业部门和企业的可能性。需求拉动和技

术推动两者都使得在一定部门或一定时期

描述技术动态过程成为可能

    通过与技术变革的线性模型相对照，也

许可以更好地了解技术变革概念的进化实

质。作为描述宏观经济层的技术变革化实质

的核心概念— 技术范式，是Kuhn在其哲

学著作中提出的，U-, 将技术范式定义为

“基于从自然科学派生出的高度选择性的技

术经济问题的解决模式，与特定的规则结合

用以获得新知晚，用以阻止技术对竞争者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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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的扩散”_

1.2 技术范式与技术轨道

    技术范式建立在如「隐含着强烈的相

互依赖的三个基本概念的基础之上:

    第 一技术是什么了技术是如何变化以

体现在特定活动基础之上的特定知识形态?

更系统地说，技术是下是一系列标准的设计

精确的蓝图?

    从进化论角度来看，存在几种技术的定

义。 种是Cinwli和Dosi(1994)所提出的，

“技术主要涉及解决问题的活动.从动态看

也涉及到体现在个体和组织规范中的默会

形态的知识 分析对各种进化定义而言共

同的要素是非常重要的

    “解决问题的话动”已被Nel,un和Win-

ter认为是4,可逆的，相邻性和不确定性是企

业技术进步的特点，也是企41'主体技术竞争

力的特征 关于不确定性特征，Dosr解释道，

“由于没有可从关士产生解决问题的信息得

到一般规则，对某 特定问题的创新解决方

法涉及到发现和创造、”依赖性和相邻性特

点起源干‘、技术问题的解决与利用前人的经

验和正式知识相关，然而，它也涉及到一部

分发明者特定的和下能川文字记录的能

力’‘因此，搜寻过程的结果将由发明者的历

史、现有的正式知识和发明的能力所决定

    发明者利月{的知识基础常常是潜在的

公共性要素和默会要素:第一个要素山可资

利用的正式知识组成，第一个要素是Po18n,

于1967年发明的，Dosr将其看作 “耶些知

识、感觉等不能定义，非文字化的要索.这4_t:

要素自身不能充分表达.人与人之间不同，

但可被合作者和具有共同经济活动的问争

显著共享_”

    第二，范式是启发式的，可看着“怎么

做.’、’‘如何改善，’等，常山薄 个特定活动的

实践者所共享，即集体分享，即集体分享认

识模式

    为1'理解定义企、}卜竟争力的技术能力，

更好地理解技术的默会要素含义是必要

的。事实1_、“企业的战略资产”已被1属化，

这些资产是不能交易的、不可模仿的、不可

替代的_其本质特征是他们必须随着日J间而

建立，由于不经济、资产质皇效率的存在、资

产存量的相了I联结，随着时间流失而产生的

资产俊蚀和偶然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模

仿是不可能的。也就 企亚内部，

关键的技术竞争力因素也是难以识别的

    Nelson认为‘产业研究开发反映了技术

有公、私两重性.这也是为何存在卜述方而

的原囚” 现在我们可了解技术与信息的区

别.信息在企业间扩散 而技术包含“不能也

刁、可能用蓝图绘就，因此既不能以公共知识

也不能以信息形式扩散的默会和特定的知

识”，这种默会知识卞要体现在个人身上，并

体现r利学对技术影响实质上的主要作

用

    第三，范式一般也定义为基本的人为系

统模型.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善和提高，这

些基本人为模式可以某些技术和经济特征

描述。例如飞机的基本属性不仅有具投人和

生产费用，而且有载荷、起飞重量、速度、即

离等技术特性。有趣的是技术进步似乎显示

了这些产品特I't的模式和不变性。类似的技

术不变ft可在半导体 农业装备 汽车和其

他技术研究中发现_

    技术轨道概念与每一个范式相连的技

术机会相关，并可利用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基

本技术经济特性来测量，Nelson和Winter将
其定义为技术进步的自然轨道。在此意义

土，轨道代表由范式决定的一般的解决问题

的活动。轨道的核心含义如下:第 海 个

特定的知识体(即轨道)形成和限制了不考

虑市场诱因的技术变革的速率和方向。第

一，人们应该观察不同市场条件下技术变革

模式的规律和恒常IS:第三，技术变革部分

由解决技术本身产生的麻烦所做的反复努

力所驱动，Rosenberg称为瓶须，并坚持认为
微小变化的累积影响的重要性

2 生产理论及主要的进化论含义

    集中化的技术变革C由Robinso, Aikin-

son ,Stight，于1969年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假

定技术进步的效果改善某一生产技术而对

其相邻的其他技术只有很少或没有溢出效

果的Ifi形进行了研究，技术变革将意味若生

产函数的一个点的移动而非整个生产函数

的移动。此外，一些学者则认为生产从一种

技术到另 一种技术的学习效应应该被考虑，

技术进步不仅将完善某一生产技术，而且其

溢出将影响其相邻技术

2.1 从技术范式和轨道概念来分析生产理

论

    通过仔细研究Atkinson和Sticia根出的

进化观点,Cerepxgen(1991)观察到从特定和

累积的技术It质所衍生的范式和轨道概念

与从低集中化技术变革所派生出的结果是

类似的 目前创新文献所厂泛认同的是，学

习是集中和累积的 集中意味着新技术的探

索和研制很可能在已经使用的技术相邻的

领域出现;累积怠味着当前的技术创新 〔至

少在单个企业)常建立在过去生产和创新经

济的基础}_，井日朝着特定的解决问题的时

机和方向前进、显然 这与范式知识和轨A

的概念非常贴切

22 产业生命周期

    Do=i和Nelso。评价了不断出现的产业

动力学埋论和不同模式，认为这是有关企业

行为假设的直接结果。并决定了技术和组织

变革的关系

    从产业进化角1看，有很多理论对创新

的作用进行了论述，著名的是Ltterhsch和

Abernath，的创新过程动力学模刑他们的产
业生命周期模型是基于生产过程、产品创新

和产4k发展的阶段而提出的。按此模型，创

新首先被币场需求刺激、以最大化绩效为目

的的产品升发和工艺开发是不 」致的;第二

个阶段由技术机会刺激，产品开发以规模最

大化和生产过程细分为日的;第三个阶段也

是最FU阶段.其特点是创新被生产要素刺

激，产品成本最小化和生产过程系统化被作

为最终目标。按此模t，创新的轨道、类型和

障碍与产业发展阶段相关，而与产业类JU无

关。因此，技术变革对所有产业活动有相同

的效果

    在kA,-和V; 'imer经典的进化模型中，

企业是核心主体，其必要的特征是其资本存

量和口常的经营管理、、技术的相对光进性决

定了企业的利润和企业的增K。此外.通过

被其他企业模仿，这种技术被扩散并取代淘

汰的技术

    Sil-Lerg等于]988年研究了技术扩散

过程，并分析厂两个技术轨道的产业转换阶

段。此外 企业能力和预期的多样化是扩散

机制的中心 一方曲，企业在进行战略投资

时将承担由丁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技术风险;

另一方而 企业特点将在技术扩散过程中形

成.因而所采用的技术将是内生的‘

    N日叨J]和Wnrrr在甲期的著作中也提

出了熊彼特意义的技术概念— 企业家概

念。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有益于创新进入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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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的含义，现有

说法不一 明确高技术和高技术产、II!的确切

含义，在理论L将有助十发展、丰富科学技

术哲学和产业成长理论，在实践上将有助于

不同类型Ix域确定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并制定科学合理的技

术、产业发展规划与政策。木文试图从科技

革命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入手、从历

史的视角运用对比分析，探i于高技术和高技

术产收的本质特征与理论含义

    科学革命是指新的范式 (paradigm)出
现并导致以旧范式指导的科学共同休瓦解

形成以新范式为指份的新科学共同体形成

的过程。在科学革命基础L产生的突破型创

新(breakthrough iinmvatiou)被称为.革命性”
创新或技术革命，其意义在于突破型创新对

产业'l}̀革的日大影响 即:在突破刑创新的

基础上形成新兴产业，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成

为新的主导产业乃至支柱产业，从而实现产

业结构的升级乃至经济、社会的转型 这是

科技对经济影响的最土要表现形式，也是科

技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机制

1 科学、技术革命与新兴产业的关

系探讨

    科学、技术、产业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

的联系。科学发展为技术进步提供了知识的

基础，技术的进步反作用于科学的发展，科

学与技术的进步共同推进产业的发展和产

业结构的升级

    关于科学、技术革命有各种不同的说

法。一般认为，已发生了2次科技革命，正在

经历着第二次科技革命

    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以力学革命为科

学基础，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以

蒸汽机动力技术为主导技术，以18世纪为

主，前后待续了几个世纪。在此基础上，产生

了机器大工业，尤其是纺织、冶炼业成为支

柱产业，产业结构从以农,II!为主转变为以机

器大工业为主，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的转型

    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主要发生于19

世纪后叶至20世纪初。以电磁学节命为科

学基础，导致了上业技术体系的重大变革，

诱发了第二次技术革命，也叫电气革命 第

一次技术革命以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使用

为主要标志，以电气动力技术为主导技术，

诱发了一系列的新兴产业一电力工业、机械

工业、化学工业，产业结构实现了从轻纺工

业为主向钢铁、机械、化工为主的转变，推进

了工业社会的昌盛

    以2。世纪40年代中期电子计算机的

诞生和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的突破为标

志，开始进人第三次科技革命或新科技革命

,L大量富十创新活动的个业，这显然与高创

新的新产业有关，尤其在大型企,Ik中，企业

家更是处于支配地位_Andrelselt观察了基于

企业进人率的情况，发现属丁企业家氛围的

产业进人率相刘较高，而默守成规的企业，

创新要在现有的企业内开发，进人率较低C

而后他提出厂几种企亚预测和产湘进化力

向，即大规模经济中新企业牛存的可能性较

低，而在大企业和.局增长产业以及企业家氛

围中，新企业生存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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