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而言之 , 竞争是面临同一市场空间的企业为了争夺

更大的市场份额而展开的策略性行为的组合。经济全球化

使市场范围大规模快速延展, 企业间的竞争也呈现出一些

不同以往的特征, 也就是说 , 企业面临着新型竞争环境。技

术创新无论在何种竞争环境下 , 都是企业增强自身竞争能

力的主要内容 , 特别是当企业处于后发状态时 , 是否具有

技术创新能力甚至被视为企业能否实现赶超的标志。为培

育技术创新能力而实施的各种策略集合可以看作是企业

的技术创新策略, 它不仅因竞争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 , 也

因企业性质以及现有技术创新状态和能力的不同而有所

差异。

1 基于技术创新竞争视角的当代新型竞争

环境的特征

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等共同构

成产业创新的内容 , 技术创新为产品创新提供前提 , 对组

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提出需求 , 因此 , 技术创新也被视为产

业创新的灵魂。以技术创新为视角的新型竞争环境具有鲜

明的特征。

1.1 技术创新的知识基础趋于融合

技术创新的直接来源是基础科学研究 , 基础科学研究

催生的直接产品是知识。在信息技术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和

扩散的漫长的人类历史时期 , 知识是分学科存在的 , 相互

之间存在明显的边界。但近20余年来 , 信息科学、生物科学

等基础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向其它知识领域的渗透, 使得融

合学科和边缘学科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知识来源。对传统

的企业技术创新理念和模式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1.2 技术创新竞争的范围趋向全球化

技术创新从内容上可以分为根本性创新和渐进性创

新两大类, 根本性创新一般会产生一个全新的竞争领域 ,

创新者也会因此享有创新利润。市场的全球化要求技术创

新的范围与之相适应 , 获取创新利润的驱动也使参与技术

创新竞争的企业可能遍布全球。而对渐进性创新 , 因为竞

争的焦点往往是更低的成本、差异化产品以及战略定位策

略等 , 这实际为更多的企业参与全球化的技术创新竞争提

供了可能性。特别是后发企业所具有的成本优势在渐进性

创新中最可能发挥。

1.3 技术创新速度加快 , 商业化周期缩短 , 竞争更趋激烈

知识和技术的快速更新与扩散 , 使得技术这种智力密

集型产品的生命周期与其它商品一样日益缩短, 技术创新

的速度加快 , 而作为技术创新主要拉动力的市场需求的迅

速更替与变化 , 要求技术创新的商业化周期随之缩短 , 也

就是说 , 技术创新的试错机会在减少 , 一项无法快速有效

商业化的技术创新就是无价值的。由需求所导致的创新通

常被称为市场拉动型创新 , 多存在于渐进性创新中 , 使得

渐进性创新领域的竞争更趋激烈。

1.4 技术集成发展趋势使得对现有技术结合与改造的重

要性凸现

可以说市场上的每种产品都是一系列不同技术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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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技术集成有两种形式, 联合应用技术来开发新产品

以及联合应用技术来推进产品的商业化。技术开发工作不

仅包括创新, 也包括通过对现有技术的结合和改造而进行

的技术开发工作。近年来, 技术集成的潜力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 , 特别是在产品的商业化阶段 , 企业不仅需要产

品的相关知识 , 还要用到一些过程技术如制造、营销、售后

服务支持 , 技术集成几乎是商业化的必备条件。有研究表

明 , 日本企业比美国企业更擅长的就是技术集成 , 因此它

们重视扩大技术的应用范围。( V.K.Naraanan, 2002) [1]。

2 后发企业技术创新策略的分析模型

后发企业是相对领先企业而言的一个概念 , 从技术角

度看 , 后发企业大多处在对技术的消化吸收阶段 , 不掌握

和具备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 ; 从产品角度看 , 后发企业的

产品大多无缘国际主流市场 ; 从竞争能力角度看 , 后发企

业因为在竞争规则、行业标准制定等方面不具有话语权,

因此不得不遵守领先企业所制定的竞争规则和标准 ; 从后

发企业的特征看 , 它并不必然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 但一般

而言 , 因为发展中国家总体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竞争力水平

都相对低于发达国家, 所以在一般研究中习惯将后发企业

看作是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一类企业。本案例的研究对象

也具有这个特点。

后发企业受其竞争力水平等限制 , 其可能的技术创新

基本上是渐进性的和结构性的。所谓渐进性创新, 前文已

经提到 , 是指对现有产品或组织的技术、行为的微小改进

或变化。而结构性创新 , 是指运用新的方法重新配置现有

的技术或组织资源 , 例如相对于安装在天花板上的大型室

内风扇的制造者来说, 轻便风扇就是一项结构型创新。( R.

M.Henderson and K.B.Clark, 1990) [2]。

技术创新虽然是企业的自主行为 , 但决定技术创新成

功与否的因素却不完全来自于企业 , 而是取决于企业内、

外部多种因素的协调作用, 因此 , 这些内、外部因素也就成

为企业技术创新策略的着力点。

2.1 企业内部的创新力

创新力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必要前提 , 创新力的构

成是多元化的 , 首先是吸收或者接受能力 , 作为技术创新

源泉的知识创新乃至根本性的技术创新, 大多不会发生在

企业内部 , 而是来自于企业外部的技术源。企业需要的是

敏锐地捕捉技术市场的信息 , 准确地把握技术的发展方

向 , 并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能力要素和市场需求 , 形成企

业的创新力。对后发企业而言 , 这种创新更可能是渐进型

和结构型的 , 当然也不排除模式型创新的可能性。所谓模

式型创新 , 是使产品要素、组织行为和技术都发生显著改

变的创新 , 例如通讯服务中用数字设备代替拨号设备( R.

M.Henderson and K.B.Clark, 1990) [2]。

2.2 企业外部的技术源

现代技术创新所表现出来的融合化、全球化、快速化、

集成化趋势使得单个企业独自进行技术创新的可能性越

来越小。瑞典技术创新研究的知名学者哈里森认为, 从寻

求技术诀窍到寻求合作者是当前技术创新的一个根本特

征 , 因为即使是最大和技术最强的公司也会发现自己并不

能在一些重要的技术市场领域中把握自己的技术命运 [3]。

企业外部的技术源主要有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识

创新和技术研发活动 , 上游供给企业的技术研发和商业化

应用活动 , 同行业内其它企业的技术研发活动等。

2.3 市场需求的拉动力

虽然技术创新一般可以划分为市场拉动型和技术推

动型, 但可以说没有一项技术创新是绝对的市场拉动型或

技术推动型 , 基本都是两种类型的混合体 , 只是动力大小

有别而已。然而 , 一项技术创新的商业化应用又必须由市

场需求来拉动。为此 ,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艾瑞克提出了一

个客户驱动创新的理论 , 强调客户需求及客户信息反馈对

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 [4]。市场需求拉动力的大小对技

术创新成功与否具有很大的作用。

2.4 企业内部生产的配合力

从技术创新到成功商业化之间存在两个重要环节, 即

生产和销售。将实验室的技术创新成果顺利转化为产品的

过程 , 需要生产部门的紧密配合 , 而且这种配合需要始于

产品的设计之初。有研究表明 , 在日本的汽车企业 , 样机生

产通常是由置于开发过程的中心部位来完成的 , 这样一

来 , 样机生产既能检验设计又能暴露出在商品化之前需要

解决的问题。生产的配合力体现在设计和生产的一体化

上 , 设计不再是独立于生产的一个环节 , 两者之间是相互

依存的关系 [5]。

2.5 企业内外部组织的支持力

技术创新对组织的依赖是与生俱来的 , 因为技术创新

的主体是人 , 技术创新的主要投入除了人的智力外 , 还需

要大量的资金 , 而人与资金都是以组织为载体而存在的。

因此, 企业内外部组织的支持力是决定技术创新成功与否

的又一关键因素, 这也是往往把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相提

并论的一个原因。组织创新相对于技术创新而言的重要意

义在于为技术创新提供人才、资金、信息交流、学习与知识

共享的便利。

上述企业技术创新的决定因素 , 基本适用于所有类型

的企业 , 只是由于企业的特征不同 , 每种因素的作用力大

小不同 , 相互影响的机制也有所不同。本文在罗斯韦尔和

罗伯逊的创新过程模型 ( R.Rothwell and Robertson, 1973) [6]

的基础上, 构建了后发企业的技术创新策略分析模型图1:

图1 后发企业的技术创新策略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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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津某汽车胶管企业的案例分析 : 以技术

创新特征为视角

汽车作为近1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 其整体

的竞争力水平还很低下, 但汽车产业的集群化发展趋势已

经有所显现。天津作为我国汽车生产的一个重要区域 , 整

车生产外携丰田 , 内联一汽 , 在我国的轿车生产领域占据

了一席之地。汽车生产的巨大关联效应为天津的零部件生

产创造了机遇, 案例企业的产品胶管就是供给汽车生产的

一类主要零部件。

案例企业天津某胶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9年 , 初

期投资60万元 , 拥有职工30人。公司发展至今 , 已经拥有总

资产1.8亿元 , 固定资产1.1亿元 , 占地面积100 000m2, 建筑

面积47 000m2, 员工人数也较成立之初增长了十几倍 , 该

企业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集科研、开发、生产于一体的汽

车用胶管生产企业之一。产品主要分为冷却水管及总成 ,

燃油胶管及总成 , R134A空调胶管及总成、AEM空气管等4

大系列2 000多种规格。目前产品为国内外30多家主机厂

配套 , 国内市场占有率45%以上。公司2001年获得自营进

出口资格 , 直接为美国福特公司、哈德森公司、德国大众公

司、澳大利亚通用霍顿公司等著名汽车厂商供货。

按照汽车零部件产品的科技含量划分 , 胶管类产品属

于科技类或一般类产品 , 总体而言 , 科技含量并不是很高。

但就工艺过程及成品类型来看, 对总成产品的技术要求相

对要高许多。因此 , 从生产散件到生产总成品的过渡 , 是该

企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升的根本性标志。从企业20余

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技术创新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3.1 以设备和技术引进构筑技术创新的基础

案例企业技术发展的第一步是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和生产设备开始的 , 这与其后发企业的身份特征密切相

关。案例企业的前身是一家乡镇企业, 在1983年, 北京成立

我国第一家汽车合资企业北京吉普后不久 , 案例企业就以

低成本优势成为北京吉普的配套生产企业 , 为了满足合资

企业对产品质量的严格要求 , 案例企业在资金十分匮乏的

条件下 , 筹资60万美元引入国外先进的生产设备 , 这套生

产设备在当时国内的同类企业中是最先进的 , 在引进生产

设备的同时 , 同步进行技术培训。

3.2 以技术改进积累技术创新的能力

小幅度不间断的技术改进是支撑案例企业不断扩大

客户网络, 取胜于竞争对手的一个法宝。从技术的通用性

上讲 , 汽车胶管属于通用型产品 , 但对不同车型而言 , 还是

会有不同的技术要求和产品特点 , 而且冷却水管、燃油胶

管等不同种类的产品之间的技术特征也有所差异 , 因此 ,

要满足不同客户不同车型对产品的不同要求 , 小规模的技

术改进可以说与生产过程随时相伴。对这类的技术改进活

动往往使用技术革新而不是技术创新来描述 , 其参与主体

也不仅限于企业的技术研发人员 , 还可能是生产线上的工

人。这种与客户需求相适应的渐进性技术改进成为企业迅

速赢得客户的砝码。

3.3 以总成品生产为契机完成技术创新的阶段性飞跃

利用逆杠杆效应生产总成品是案例企业技术成长中

的关键一步。一般而言, 跨国公司在寻求本地的供应商时 ,

利用低廉的人工成本或其它资源优势 , 以创造出一定的资

源杠杆效应是其主要策略。案例企业也是凭借其成本优

势, 或者说是产品的高性价比成为多个跨国企业的配套生

产商。但案例企业在发展中并没有单纯依赖这种优势, 而

是把与跨国公司的合作视为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契

机 , 在跨国公司寻求资源杠杆的同时 , 利用与这些公司的

合作 , 巩固并扩大自己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地位 , 逐步获得

了更多的设计权利 , 从最初的单纯为配套厂商生产简单的

胶管到目前形成冷却水管及总成 , 燃油胶管及总成 , 空调

胶管及总成等多样化的产品系列。总成品对生产工艺和产

品质量的要求更高了 , 因此 , 从生产散件到生产总成品是

案例企业技术创新的一次阶段性飞跃。

3.4 以挑剔的客户需求拉动企业内部的创新力

最初, 案例企业为了成为北京吉普的供应商付出了非

常大的努力, 虽然这也有客观因素使然迫不得已的方面 ,

但真正纳入北京吉普的供应商网络后 , 跨国企业质量管

理、技术管理、生产管理的知识溢出 , 以及对供应商严格的

评估要求 , 都对案例企业产生了创新的激励作用 , 使得瞄

准高端客户逐渐成为案例企业的一条经营策略。

3.5 构建多元化的技术创新合作网络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虽然胶管在汽车零配件中属于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

低的产品, 但案例企业在经营策略中却一直把技术创新作

为深度嵌入国际供应链的重要保证。公司从2002年开始和

德国 Phoenix公司进行长期的技术合作 , 引进德国的先进

技术 , 进行广泛的信息沟通。同时还与国内院校 , 如天津大

学、华南工学院、青岛化工学院以及北京化工学院等紧密

合作。另外 , 在企业内也建立了相应的研发队伍, 目前拥有

研发人员数十人 , 并拥有自己的密炼车间、研发及试验中

心。公司还与福特公司等企业在产品开发方面建立了合作

关系 , 在这些企业开发新产品时配套开发新型胶管 , 在某

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做到了与客户同步研发。

3.6 以独特的企业文化保障技术创新的人才基础

人才是技术创新的核心要素 , 在企业的技术创新中 ,

人才不仅包括从事研发的高级技术人才 , 还包括生产现场

的技术工人 , 技术工人是连接研发与生产 , 将技术创新转

换为合格产品的重要纽带。案例企业地处天津市的非中心

区 , 前身又是一家乡镇企业 , 缺乏吸引人才的有利客观条

件 , 为此 , 企业从创立独特的企业文化着手 , 以情留人 , 以

人尽其才吸引人。在人才的选拔上 , 企业追求实用、耐用的

原则 , 更看重专业而非学校背景 , 以脚踏实地作为选拔人

才的首要标准 , 一旦明确将为其所用后 , 则从工作、生活乃

至进修、深造等多个方面为企业的技术研发人员 , 包括技

术工人提供机会和便利舒适的条件。同时 , 遵循不求所有 ,

但求所用的原则 , 与高校、科研院所等的相关研发、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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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建立各种合作关系 , 构建人才上的合作网络。

4 案例企业对后发企业技术创新策略模型

的检验结论

基于技术创新视角的当代新型竞争具有融合化、全球

化、快速化、集成化的特点 , 这样的竞争环境对企业技术创

新的首要影响是要求企业明确定位, 在根本性创新与渐进

性创新、结构创新与模式创新之间做出相对明晰的选择 ,

至少是一段时期内的创新定位选择。而对后发企业来讲 ,

渐进性的结构创新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从对案例企业

的分析可以得出 , 后发企业若要成功地进行技术创新 , 可

以试用以下几种策略。

4.1 需求导向型的技术创新对后发企业更具适用性

技术创新也是一种知识产品的创造过程 , 如同物质产

品的生产基本可以分为需求导向型和需求创造型一样 , 技

术创新大致也可以做这样的区分。根本性创新主要是一种

需求创造型的创新 , 也就是说是技术创新完成之后以成果

来开辟新的市场, 创造需求。而渐进性的创新大多为需求

导向型 , 进行需求导向型创新的前提是具有相对稳定的客

户群 , 与客户之间保持良好的信息沟通 , 知晓客户的需求。

这对后发企业的市场策略是一个挑战, 因为技术创新是企

业获得客户赢得市场的砝码 , 而需求又是企业技术创新的

指示器 , 二者之间是一种因果循环关系。案例企业是以低

成本优势切入赢得初期市场后, 以不间断的技术创新逐步

扩大市场空间 , 直至与客户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 与客户

的新产品开发进行同步研发 , 需求导向贯穿始终。而在竞

争激烈的市场上 , 需求导向型的技术创新对后发企业提出

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获取第一份稳定的需求 , 低成本优

势是否是具有普遍性的一个策略。

4.2 选择具有产业基础和氛围的领域是后发企业启动技

术创新的引擎

在企业技术创新力的决定因素中 , 位于企业外部的影

响因素有两大类 , 一是企业外部的技术源 , 二是企业外部

组织的配合力 , 而这两类因素都与是否存在坚实的产业基

础相关。产业基础是长期积淀的人力资本、生产要素、资源

优势的集合 , 是企业外部的技术源的载体 , 企业外部技术

源的供给主体 , 如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优势也与当地的

产业基础紧密相连。外部组织的配合力不仅来自科研机

构, 还包括政府机构的政策扶持、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等 ,

而政策扶持重点和资金支持重点也必然与优势产业相关。

以案例企业来看, 在天津地区生产汽车胶管就是具有产业

基础和氛围的一个领域, 所以 , 在技术创新时 , 天津汽车技

术研究中心、天津大学 , 包括北京的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

都可以成为其技术源的供给方 , 同时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

大批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 而汽车作为天津重点扶持的支

柱产业, 在争取外部组织的配合方面享有一定的产业属性

优势。后发企业的技术创新, 从渐进性创新起步基本是无

可回避的 , 这时更加凸显产业基础和氛围的重要性。

4.3 从寻求技术诀窍到寻求技术合作伙伴是后发企业实

现技术创新飞跃的策略转型

客观地讲, 后发企业的技术创新大多从技术引进和模

仿开始 , 在模仿的过程中通过领悟、掌握所谓的技术诀窍 ,

进而形成自身的技术诀窍 , 进行技术革新。这是迄今为止

绝大多数后发企业技术创新都经历的一个阶段。但从20世

纪80年代开始 , 企业竞争能力的关键在于缩短从开发到实

际投产的时间 , 以求快速响应顾客的需求 , 技术和市场的

快速变化 , 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 , 以及研发所需资源投入

的加大等 , 都使得仅关注于企业内部能力的技术开发和创

新策略遭遇瓶颈 , 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更加取决于取得和

运用外部资源的能力 , 寻求技术合作伙伴 , 从技术合作伙

伴那里获得学习和外溢效应, 是后发企业从模仿性创新向

自主性创新提升的关键一步。案例企业也是从技术引进和

模仿开始的, 先后从德国、美国、西班牙、日本、韩国等多个

国家引进一流水准的全自动流水线17条 , 以及先进的产品

检测开发设备 , 这对其以高质量产品进入跨国企业的供应

链提供了保障。在成功进入跨国企业 , 如日本丰田、本田、

日产 , 美国通用、福特以及克莱斯勒 , 德 国 大 众 、奔 驰 、宝

马 , 韩国现代 , 意大利赛亚以及法国雪铁龙的供应链之后 ,

如何与这些企业建立更深一层的合作关系 , 成为技术合作

伙伴就是企业面临的一个策略转折。当前案例企业正在朝

向这个方向转变 , 也开始有一些与主机生产企业同步研发

等创新行为 , 但总体上还没有达到形成稳定的技术合作伙

伴关系的程度。而一旦后发企业能够以合作伙伴的身份参

与技术创新, 那么它也就完成了自身的一个质变。合作伙

伴是多元的 , 既可以是作为需求方的客户 , 也可以是具有

竞争关系的相同或相似产品的生产企业 , 还可能是供应

商 , 以及外部技术源的拥有者 , 如大学、科研机构等。总之 ,

快速、激烈的新型竞争环境使得单纯依赖自身能力的企业

面临能力约束瓶颈 , 与外部企业、组织和机构建立广泛的

合作关系是摆脱瓶颈约束的有效途径。

4.4 通过内部组织调整和优化实现从研发设计到生产的

无缝转移

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的终极目标是将创新成果转化

为产品并在市场上成功销售, 而从设计室的图纸到市场上

的产品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生产。研发人员只有切实在生

产现场 , 体验那种现场感 , 才能对图纸到产品的转换有深

刻的感性认识 , 也只有这样 , 才能实现设计到生产的无缝

转移。在设计到产品的转移中, 一线生产工人的技能具有

左右结果的作用 , 因此 , 对现场工人的技能培训非常重要。

在设计到生产的无缝转移中 , 生产现场是核心 , 研发设计

人员需要走进现场 , 与一线生产工人进行密切的信息沟

通。这一点在案例企业表现得也很明显 , 企业十几名研发

设计人员, 与生产现场和生产工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 信

息沟通及时频繁 , 现场反馈的每项意见或建议 , 研发人员

都会给予重视。另一方面 , 为了提高生产工人的劳动素质

和技能 , 企业每年都会投入相当数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多

种方式的员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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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制定富有前瞻性的企业技术发展战略对后发企业尤

为重要

后发企业因其在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上的相对落后

地位, 容易使它们忽视战略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企业

战略是一个多层面的构成体, 从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看 , 技

术发展战略必不可少。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言 ,

“没有战略的企业就像流浪汉一样无家可归 , 战略的作用

就在于赋予企业果断把握机会的能力”[7]。技术发展战略

是应对未来可能存在的机遇与挑战的武器 , 因此 , 必须富

有前瞻性。研究案例企业发现 , 在其技术发展战略中 , 开发

符合欧洲4号环保标准的产品 , 对当时的企业而言具有很

大的超前性 , 因为当时其客户并不具有这方面的需求 , 在

胶管生产企业中 , 除了国外知名的大企业在关注和研发欧

洲4号环保标准产品外 , 案例企业的其他竞争对手几乎都

没有这方面的发展战略 , 而事实验证 , 随着案例企业符合

欧洲4号环保标准的产品研发成功 , 2004年 , 公司在通过了

QS9000 和 VDA 6.1双重质量体系认证的基础上 , 再次通

过TS16949质量体系及ISO14001环境体系认证 , 为其扩大

客户群和提升客户群层次发挥了关键作用。再如 , 案例企

业制定的“跨行不跨业”的技术发展战略 , 即将胶管产品从

汽车用胶管延伸到诸如空调用胶管、大型机械用胶管等 ,

但核心产品是胶管的技术发展战略 , 已经先于经营战略为

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提供了稳定的技术和组织保障。

基于对案例企业的分析, 可以得出新型竞争环境下后

发企业的一组技术创新策略, 如图2所示:

图2 新型竞争环境下后发企业的一种技术创新策略图

由图2可 以 看 出 , 从 模 仿 性 创新 到 自 主 创 新 , 从 依 靠

和产出技术诀窍到依靠 和发 展 技 术 合 作 伙 伴 , 是 后 发企

业 技 术 创 新 阶 段 的 一 次 飞 跃 ,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 如 何 利 用

和 发 挥 逆 杠 杆 效 应 是 对 后 发 企 业 技 术 和 经 营 能 力 的 考

验。模仿性创新和自 主 创 新 , 其 实 更 多的 时 候 并 没 有 划

分 严 格 的 界 限 , 在 某 一 领 域 处 于 模 仿 性 创 新 阶 段 , 在 另

一领域可能处于自主 创 新 阶段 , 但 无 论 在 哪 一 阶 段 , 从

获得外部组织的支持力 考虑 , 选 择 具 有 产 业 基 础 和氛 围

的产业领域对提高技术创 新 能 力 具 有 积 极 意义 , 就 像 需

求导向对两类创新同样具有拉动作用一样。制定富有前

瞻性的企业技术发展战 略对 企 业 的 自 主 创 新 尤 为重 要 ,

因为它可以明确企业自主 创 新 的 技 术 方 向 , 同时 可 以 培

育和提供人才 , 与此 并 行 的 一 项 策 略 是内 部 组 织 优 化 ,

它 可 以 释 放 内 部 配 合 力 , 实 现 从 设 计 到 生 产 的 无 缝 转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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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ategy of Later - developing Enterpr ise in
New Typ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Abstract: The modern new type competi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view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the characters of mergence,

globalization, rapidity and integration.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ategy of the enterprise lies on interactional factors such as the inside innovation, the outside technological resource, the pulling of the

marketable requirement and the organizational support which is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enterprise. In this paper, the analysis of cases

can be concluded into a group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can be selected by the later - developing enterprise. The strateg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searching technological knack, searching technological partnership, optimizing inside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ng forward- looking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Words: Competi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ater- developing enterpris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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