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前 言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和企业来说 , 什么是增长的

驱动力? 什么使其拥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毫无疑

问 , 优势必须来自于创新 , 必须比竞争对手以更快的速度

将新产品、新流程、新服务商品化。人类社会正大踏步迈入

知识经济时代 , 创新成为决定企业竞争力的根本因素 , 越

来越多的企业将发展的重点从依靠产量的粗放式扩张向

依托技术创新的内涵式扩张转变。

当前, 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并呈加快发展的态势 , 企

业竞争规则正大幅改变, 以知识为主体的竞争型态逐渐成

为企业竞争的主流 [1], 市场竞争日益转化为知识和服务的

竞争。企业的创新作为知识创造和通过知识创造与开发解

决既定问题的过程[2], 能够为企业带来高额回报 , 是企业获

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需要更快、

更高质量地推进创新, 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基于创新形

成竞争力的需要 , 但同时企业也面临更大的创新风险 , 单

个企业进行创新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因为 , 随着社会的

飞速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 , 组织扁平化和机构精简成为

企业组织变革的方向 , 但是 , 企业如果要生存和发展 , 就必

须具备适应竞争所需的知识和技术资本 , 这就要求企业在

规模精简的同时 , 还需具备各种高新技术和知识 , 规模精

简与知识缺口之间构成了一对矛盾。企业间的合作创新适

应了发展的需要 , 依托现代通讯技术 , 组织间的合作创新

成为企业新的选择, 创新逐渐演化为网络活动[3]。基于虚拟

企业理论构建企业间的虚拟创新平台是合作创新的主要

形式之一。

1 概念界定

1.1 虚拟企业

“虚拟企业 ”一 词 是 由 美 国 里海 ( Lehigh) 大 学 艾 科 卡

( Iacocca) 研究所的3位学者Kenneth Preiss, Steven L. Gold-

man, Roger N. Nagel于1991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名为

《虚拟企业: 21世纪企业构建和新生》的理论专著中首次提

出 的 。John A. Byrne( 1993) 对 虚 拟 公 司 ( Virtual Corpora-

tion) 进行了较详细的描述 , 他认为虚拟公司是一种依靠信

息技术、基于特定目标的多个企业临时组成的公司联盟 ,

各合作伙伴都贡献出自己最擅长的能力 , 并共同分享成本

和技能 , 以把握快速变化的市场机遇 [4]。Byrne的定义成为

虚拟组织( 企业) 研究中的经典文献 , 也标志着虚拟企业理

论的诞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 关于虚拟组织的理论

研究成为管理科学中的一个研究前沿和热点。我国学者也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如解树江( 2001) 认为 , 虚拟企业

是一些独立的厂商、顾客甚至竞争对手 , 以商业机遇中的

项目、产品或服务为中心 , 充分利用各自的核心能力 , 广泛

利用以Internet为核心的信息技术 , 以合作协议、外包、战略

联盟、特许经营或许可 , 甚至成立合资企业的方式所构建

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动态的、网络型的经济组织[5]。

概括地讲 , 虚拟企业由具有开发某种新产品所需的不

同知识和技术的不同组织( 企业 ) 组成一个临时的企业联

盟 , 围绕该特定产品参与者的共同利益 , 共同应对市场挑

战 , 联合参与市场竞争 , 随着市场和产品的变化而变化。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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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企业的优势在于能充分发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对外部

资源和力量进行有效整合 , 及时地响应客户的个性化需

求 , 降低成本,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虚拟企业理论最初应用

于生产、经营等领域 , 在创新领域组建虚拟企业也逐渐受

到学者和企业的关注。

1.2 创新平台

平台作为一个工程概念 , 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亨

利·福特著的 《Modern Man》一书。以美国西北大学教授

Meyer为代表的学者先后提出了产品平台和技术平台的概

念。认为平台是“由一组亚系统和界面组成的, 可以有效地

开发和生产出相关产品的共有结构”, 或者是“一个产品系

列 共 享 资 产 的 集 合 , 包 括 零 部 件 、工 艺 、知 识 、人 员 与 联

系”。所以 , 平台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系列“软”、“硬”要素

的 集 合 体 。 美 国 竞 争 力 委 员 会 1999年 提 出 了 创 新 平 台

( Platform for Innovation) 概念 , 认为创新平台是指创新基础

设施及创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人才和前沿研究成果

的可获得性; 促进理念向创造财富的产品和服务转化的法

规、会计和资本条件 ; 使创新者能收回其投资的市场准入

和知识产权保护。吴国林( 2005) 指出 , 技术创新平台实质

上是创新活动的支撑系统 , 由创新基础设施及必要的因素

组成。创新平台与创新系统的区别在于创新平台特别关注

公用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 , 是企业、专家和政府等必要创

新要素交流、沟通和扩展的地方[6]。

2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及其功能

2.1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的概念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是指依托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 以

合作研发为目的组建的各创新参与主体综合利用各种创

新资源、接口和联系所构成的包括硬件和软件的一组共有

结构和制度安排。所有的创新主体可以共享这种结构和制

度安排 , 实现虚拟合作创新过程中的要素交流、整合及创

新成果的保护和转化 , 促进合作创新绩效的提升。通俗地

讲 ,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是支撑虚拟企业进行创新资源共享

的系统化、集成化体系 , 是支撑虚拟企业创新活动的基础

条件的集合 , 包括虚拟企业创新运行的物质基础设施、信

息保障系统、人才系统 , 及以实现信息和知识共享、协调机

制为核心的制度系统。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具有开放性、能动性、共有性、网络

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征。开放性意味着创新平台拥有开放

的边界, 与外界环境之间存在输入、输出关系 , 开放程度是

决定创新平台能否与环境进行交流的关键。能动性意味着

创新平台可以能动地适应环境, 并通过反馈来调控自身的

结构与活动 , 保持创新平台自身的相对稳定、平衡及与环

境相互一致的自我调节。共有性意味着创新平台本身是由

各类规则和制度共同构成的, 各类资源是被不同的创新主

体所共享的。网络性有3个方面的含义 : 首先 , 各创新主体

之间会基于产业、创新目标等结成一定的固有的网络关

系 ; 其次 , 各创新主体与创新资源之间会基于应用的频繁

性结成各种相对稳定的关系 ; 最后 , 创新主体尤其是企业

与外界企业和机构之间会结成一定的网络关系。相对稳定

性意味着创新平台的结构和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在一

定时期内是稳定的, 这也是保证创新顺利进行所必需的。

从管理角度理解 , 创新平台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途

径 , 是对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进行的战略重组和系统优化以

及信息化管理 ; 从资源属性角度理解 , 创新平台是实现科

技资源使用价值的过程 , 是对资源进行的开发与利用 , 以

提高其综合利用价值 ; 从科技条件服务能力建设角度理

解 , 平台建设通过实施有效的政策法规、标准规范和管理

制度、机制 , 为各类科研人员提供公平竞争的科研环境和

以网络环境为载体的便利的科技条件; 从创新运行角度理

解 ,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体现了虚拟企业思想的精髓 , 具有

高度的动态性 , 根据要求 , 参与创新项目的企业既能够动

态进出 , 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创新平台运行的稳定性。

也就是说 , 不同企业参与虚拟创新要能够实现 “即插即

用”, 企业与创新平台的界面接口光滑 , 能够实现无缝对

接。

2.2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的功能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的功能是创新平台与外部环境相

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的秩序和能力, 体现了创新平台与

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的变换关

系, 同时包括了改变被作用对象的秩序。具体而言 , 虚拟企

业创新平台的基本功能体现为:

2.2.1 引导与催化功能

其一 , 参与虚拟创新平台的企业不仅仅是一些弱势企

业, 一些拥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也会参与虚拟企业创新

平台 , 在这种共同创新过程中 , 通过政策和制度促进创新

基础较好的企业向弱势企业进行创新转移和技术扩散 , 引

导弱势企业的创新 , 促使其在新的、优化的技术轨道上实

施创新[7]。其二虚拟企业创新平台通过运用创新资源、政策

和制度 , 能够有效地激励中小企业 , 特别是那些创新基础

和能力较弱的企业的创新热情, 对其参与技术创新起到强

有力的“催化”作用。其三 , 不同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知识

的转移和扩散有利于实现企业之间的知识交流与融合 , 不

仅引导企业沿着较优的技术创新轨道进行创新 , 而且还能

促进知识创新 , 发现新的创新路径。

2.2.2 协调功能

其一 , 可以协调解决创新过程中的“市场失效”和“系

统失效”。由于创新过程内在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的不

确定性 , 以及市场机制在激励创新中的不完善 , 因此存在

着市场协调创新时的“失效”现象。创新平台是一种相对于

企业而言更具宏观意义的调控平台 , 能有效协调各主体之

间的关系 , 降低“市场失效”发生的概率 ; 低效率的创新制

度被称为创新活动中的“系统失效”, 创新平台强调一种共

有结构和制度安排 , 实现对低效率创新制度的革新和拔

高, 推广高效率的创新制度, 这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系统

失效”问题。也就是说 ,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的构建既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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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效率 , 又能实现各参与主体的协同创新 , 减少创新

资源的浪费。其二 , 可以协调创新过程中的各种具体工作 ,

如资源调配、创新人员交流、知识与信息共享的构架等具

体运营问题 , 提高各类创新资源的利用率 , 并实现创新主

体与创新资源之间的优化联结 , 提高创新效率。

2.2.3 降低风险功能

在知识经济时代 , 由于竞争环境的变化和企业资源的

相对短缺 , 使单个企业的创新风险更高 , 这也正是出现虚

拟企业创新平台的重要动因。技术创新的全过程都存在较

高的风险 , 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高投入性 , 使得研究开

发工作很难通过外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成果转化过程中

的专业障碍和信息障碍容易造成风险投资者信心不足 ; 新

产品进入规模扩张阶段后 , 由于资金短缺 , 往往使企业进

入“死亡峡谷”。虚拟企业创新平台作为企业间的共有制度

结构 , 能够通过提供信息和适当的资源来降低承担特定项

目的创新风险。同时, 合作创新的知识产权风险也是一个

不容忽视的问题 ,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通过共同的规范和制

度能够形成尊重知识产权的氛围和较高的惩罚成本, 降低

知识产权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 保护创新主体的创新热情。

综合来讲 ,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构建的基本目标是为企

业创新提供基础条件, 方便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特别是

对中小企业而言 , 其创新能力和条件有限 , 无法开展全面

的技术创新 ,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为这类企业的创新提供了

机会。同时 , 通过虚拟企业创新平台 , 不同企业可以借助于

创新平台所提供的创新资源和创新基础条件 , 并能在虚拟

创新过程中与其它企业密切合作 , 实现资源互补 , 优化创

新资源配置,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协同作战能力。

从宏观上讲 ,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促进了国家创新与企

业创新的结合 , 通过共同攻克技术难题、实现技术转移等

满足了产业和企业实现自 主 发 展 和 自 主创 新 的 需 要 , 同

时 ,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的构建也极大地提高了单个企业技

术创新的效率, 增强了企业竞争力。

3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的结构分析

3.1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的基本结构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的结构是平台内部各组成要素之

间在空间或时间上的有机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方式或顺序。

本文认为,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的结构是通过接口和联系 ,

将不同的创新主体和创新资源进行集成所形成的动态网

络结构 , 如图1所示。这一结构主要由创新主体和创新资源

两大模块构成 , 二者共同与外部环境进行互动。

3.2 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及其联系

创新主体是参与虚拟企业创新活动的各类要素 , 主要

包括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政府部门。对虚拟企业创

新平台而言 , 企业是最重要的创新活动行为主体 , 是技术

创新、知识应用、创新投入的主力。虚拟企业创新平台构建

的目的和运行的核心都是为企业创新提供便利。科研机构

为创新活动提供知识和技术的支持; 大专院校为创新人才

的培养、知识的创新和传播发挥基础作用 ; 政府为创新活

动提供有效的管理和服务。这四大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 最终形成良好的、有利于创新的合作机制。创新平台必

须充分激发各创新主体的积极性, 促进各创新主体之间的

协调与联合。需要强调的是, 企业作为虚拟企业创新平台

的主角 , 其参与创新的动态性非常强 , 这既是虚拟企业创

新平台的特点 , 也是虚拟企业创新平台运行的必然要求。

创新资源是虚拟企业各创新主体通过创新平台进行

创新活动的基础要素, 主要包括人才、资金、知识、信息4个

方面。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资源; 资金是创新活动正常进行

的重要保证, 多渠道的创新资金投入体系是创新系统的关

键环节 ; 信息、知识的流通和充分共享是实现协同创新的

基本条件 , 在虚拟企业创新平台运行过程中 , 如何保证信

息共享和知识产权的平衡是必须注意的问题。

接口与联系是虚拟企业创新平台的各创新主体之间、

各创新要素之间及各主体与要素之间形成的相互关系。各

行为主体之间通过创新平台会形成有效的创新互动机制 ,

各创新资源通过创新平台会进行有效整合 , 从而能为创新

主体更好地利用; 而各创新主体充分利用整合后的创新资

源 , 通过创新平台最终能实现创新目标。接口与联系是创

新主体和创新资源之间互动的桥梁, 是虚拟企业创新平台

所构建的规范和制度的集中体现。

3.3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中创新主体的协同结构

不同创新主体在虚拟企业创新平台运行过程中发挥

着不同的作用, 协同合作是创新主体之间永恒的主题。从

网络的角度理解虚拟企业创新平台 , 可以发现 , 构建虚拟

企业创新平台的动因在于形成企业间的协同效应 , 若成员

企业之间缺乏合作交流 , 创新平台也就是一个形式而已 ,

只有参与创新网络的成员实现了基于创新的紧密合作 , 通

过积极合作互动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 虚拟企业创新

平台的功能才能得以发挥。虚拟企业创新平台是一种企业

间技术创新的工具、方法与途径 , 其主要支撑来自于不同

的企业创新 , 同时也离不开产业创新、区域创新和国家创

新系统的各类创新资源的支持。其组织协作框架构成如图

2所示。

马仁钊 , 翟运开 : 面向知识经济的虚拟企业创新平台及其结构分析

图1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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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的创新主体协同结构

在图2的创新主体协同结构中 , 创新资源是不同创新

主体间的重要联系纽带。虚拟企业创新平台需要集成来自

各个方面的创新资源。不同的创新主体可以贡献所拥有的

创新资源 , 如人才、资金、知识、信息等 , 但这还远远不够 ,

还需要集成产业创新平台、区域创新平台和国家创新系统

中的基础设施资源 , 如大型的科技设施与基地、社会科技

资源、科技文献资源、网络信息资源等 , 这些基础性创新资

源是形成虚拟企业研究与开发创新平台的重要基础。要强

调的是 , 虚拟企业创新平台构建的重点主要是无形的制度

结构 , 通过这些制度结构调用各类创新资源 , 服务于企业

创新过程。

4 结论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企业资源的相对不足 , 推动了

基于虚拟企业的创新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虚拟企业创新平

台是支撑虚拟企业创新的基础, 服务于虚拟企业的创新 ,

对企业、产业、区域乃至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都具有重要

意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

宏观经济条件的改善等已经能够支撑我国企业进行虚拟

创新, 而且 , 这也将成为我国企业的一个重要选择。当前 ,

国内对虚拟企业创新平台的概念、功能、结构、运行等缺乏

系统的研究。本文系统分析了虚拟企业创新平台的内涵、

功能及其结构, 为认识虚拟企业创新平台的实质奠定了基

础。虚拟企业创新平台本身具有其特殊性 , 且不同的创新

主体参与虚拟企业创新平台 , 都会影响其结构和运行的复

杂性。关于虚拟企业创新平台网络结构的具体构成、运行

及其稳定性与动态性的平衡、风险及其防范等内容 , 笔者

将另文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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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 tual Enterpr ise Innovation Platform (VEIP) and Structure
Analysis Or iented by Knowledge Economy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era, innovation is the source of cooperate competence. Virtual enterprise in-

novation platform (VEIP) has already go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from enterprises gradually, becoming one of the important ap-

proaches to improve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realize integrativ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virtual enterprise and inno-

vation platform,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efinition and meanings of VEIP, holds that VEIP has the functions of leading and cat-

alyzing, cooperating and decreasing risks, and then formulates the basic network structure of VEIP and the synergic framework

of the innovation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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