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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科研机构事业型管理范式的困境，根据技术开发类研究机构转制改革与发展现状，分析了转制科研机 

构管理的新特点，提出了技术创新管理范式及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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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技术开发类转制科研机构是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由原中央部门所属和地方所 

属科研机构经过体制改革，由事业体制转为 

企业体制所形成的特殊高新技术企业群体 

[1l
。 转制科研机构作为企业的活力问题是当 

今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要想解决企业的活 

力问题，除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以外，企业 

必须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从制度创新与技术 

创新的合理分析中，本文借助科恩的“范式” 

理论来探讨转制科研机构的创新发展问题。 

科研机构转制成为企业，要形成适应市 

场竞争的机制和发展的能力，要做到这一 

点，必须有一个范式的转变，即要使管理范 

式从事业型向技术创新型转变，建立基于创 

新管理的新范式。 

1 技术创新管理范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支持技术创新的 

制度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范式 

也在一个特定的经济条件下逐步形成[31。 

技术创新管理范式如图 1所示： 

票二卜+科研开发一设计并 定标准 
满足需求一 技术转移一 成果鉴定 

图1 技术创新管理范式示意 

技术创新管理范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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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研机构的目标是满足人们 日益提 

高的需求，而不是仅仅完成国家的任务。 

(2)竞争力将成为科研机构永恒的命题， 

因而只有技术创新，发挥优势，才能提高 自 

身的竞争力。 

(3)知识和信息将成为科研机构重要的 

生产要素。 

(4)人力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 

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内在动能。 

2 技术创新管理范式的核心 

从技术创新管理范式看，技术创新就是 

从一个新思想的产生到研究、发展、试制、生 

产制造再到首次商业化的过程[41。因此，技术 

创新的管理学解释强调了“过程”与“结果”。 

在这一复杂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短缺 ，均 

不能形成最终的市场价值(如图2所示)。 

新思想一 研究开发一 试制一 制造一 市场 

t t t t t 

图2 技术创新的管理学解释 

技术创新的管理是一个系统的管理。以 

创造 、培育知识资本和研究开发、生产和销 

售集成化管理为主要职能，管理转向注重知 

识管理，更强调对于知识和人力资源的管 

理，管理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增大。由于技术 

创新涉及许多部门、环节 ，从而使部门间的 

协调成为决定创新效率的关键。那种原有的 

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分工管理将成为技术创 

新的一大障碍。 

2．1 科技经营的过程管理 

基于把转制科研机构称作是一个知识 

积累性组织的认识，秉承科研机构的特性和 

优势 ，技术知识的创新、应用、内部化与保 

护，就成为转制科研机构管理的中心任务。 

突出强调信息拥有、研究与开发、人力资源 

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活动的高度协调统 

一

， 以求技术知识在企业内部快速生成、传 

递和共享。转制科研机构以知识的创新为己 

任．以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主要目 

标。因此，科技经营的整个活动可以概括为 

新技术知识的生成、应用、内部化和保护 4 

个主要阶段，从而构成一个闭环的不断循环 

的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过程。 

(1)新技术知识生成。这一阶段管理工 

作的主要内容：一是跟踪与企业发展战略相 

关的高科技成果及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二是全面的信息收集加工整理和分析并加 

以充分利用，产品的市场调研和分析；三是 

加强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对技术知识获取 

途径进行筛选、评估与选择，结成企业技术 

联盟，建立创新网络与体系；四是技术研究 

与开发的管理等。 

(2)新技术知识应用。对新技术知识的 

应用管理有二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技术知识 

在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与个人之间的转移和 

传播；二是企业内部与外部及个人之间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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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和扩散。管理的主要任务是针对市场需求 

(现实与潜在需求)，对技术知识的应用进行 

系统分析与评估 ，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决 

策，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过程中 

的协调和合作。为克服应用过程中的各种阻 

力，关键是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机制和适应 

科技经营的制度，对于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 

及时进行处理，对技术知识的应用效果进行 

系统评估。 

(3)新技术知识的内部化。其重点是创 

造良好的学习机制和内部知识共享环境，使 

企业成为学习型组织。一是企业内部员工之 

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使得少数人所掌握的 

知识变成企业内部大多数人所熟悉的知识， 

进而转为各自的技术技能和经验等；二是企 

业员工拥有的知识技能转化为组织资本；三 

是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更多地与技术知识融 

合。3个方面相互联系、互相促进，共同推进 

技术知识系统化。 

(4)新技术知识的保护。随着市场竞争 

的加剧，知识产权的保护已成为企业推动技 

术创新，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和基本保 

障，也是转制科研机构科技经营的关键所 

在。 

2．2 转制科研机构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强调以人为中心，以信息为基 

础，以知识创新为目标，将知识看作是一种 

可开发的资源。由于转制科研机构创新者的 

智力成果存在以下问题：①各自的研究成果 

往往个人拥有；②各自的研究成果没有交流 

和共享的有效途径；③各 自生成的研究报 

告，需要时往往不能找到。因此，如何进行知 

识管理就成为转制科研机构的中心任务，合 

理的知识管理过程如图3所示： 

圈+图+国+国+图+圈=囡 
创新思想家lI项 目ll项 目l I市 场 

技术看门人l J拥护人ll管理人l l看门人 

I 旦 塑 I 

图4 技术创新各阶段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创新思想家。他(她)是一个发明家，具 

有专业特长，擅于解决各类问题 ，具有鲜明 

的个性。但一个创新思想的提出常常不是一 

个人的事，而是一个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 

技术看门人。这一概念是 MIT的艾伦 

(T．Allen)t~首先提出的，其作用是协调研究 

开发部门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开发部 

门提供一个信息渠道，使开发小组成员得以 

了解外部技术发展动向。 

一 获取外部知识一 筛选整理 

一 数字化一 知识库．__数字化 

—一 内部化+__应用 

图3 转制科研院所技术知识管理 

3 人力资本是技术创新的核心资源 

技术创新的研发过程，从一般典型意义 

上讲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1)科学假设和对市场需求的把握(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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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看门人。他的作用与技 

术看门人相似，为研究开发部门 

提供一个市场信息，构架研发与 

市场的信息渠道，并提供市场营 

销信息。 

项目拥护人。任何一个项目 

都必须有一个资深的、有声望的 

人来支持。由于项目开发富有风 

险，所以，他必须有能力为研究开发小组提 

供信誉保证，为项 目组解决各种困难，如来 

自其他部门的压力。他属于真正的企业家。 

项目管理者。他是项目日常事物的管理 

者。 

项目协调人。他来自公司领导层，是项 

目的“保  

励他们努力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 

4 结束语 

转制科研机构作为特殊的高技术企业 

群体，其企业组织的技术知识积累特性，使 

得传统的管理范式和原有的经营理念已不 

适应其发展的客观需要。当技术知识成为企 

业管理的中心任务时，企业技术知识管理与 

科技经营管理具有高度融合性和一致性，在 

技术创新管理范式下全面推动技术创新和 

管理创新，使转制科研机构成为技术创新能 

力强，具有 自主核心技术 、产品和服务技术 

含量高，竞争优势显现，运作规范，能持续稳 

定发展的高科技企业。 

参考文献： 

[1]罗兰，陈群胜．转制科研机构基于科技经营的管 

理模式研究[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l3，(2)：86 

- 88． 

[2]吴光宗，戴桂康．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当代社会 

[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4．275 

- 278． 

[3]柳卸林．企业技术创新管理[M]．北京：科技文献 

出版 社 ，1997．5-9． 

[4]陈劲．赢在服务创新[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46-5 1． 

[5]R·G·RhoadCS，E·Roberts and A·Fusfield：“A Co- 

rrelation of R&D laboratory Performance witll 

Critical Functions Analysis”，R&D Management 

9，No．1，1978，103-10． 

[6]Thomas Allen；Management the Flow of Techno- 

logy，Cambridge，Mass．Th e MIT Press，1985． 

(责任编辑：高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