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技 进 步 与 对 策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Vol.27 No.15 
Aug. 2010 

第 27 卷 第 15 期 

2010 年 8 月 

基于卓越绩效模式的企业持续创新机制研究 

单汨源，李 盈 

(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 要：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持续创新对企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卓越绩效模式”的

理论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企业持续创新机制框架模型，该模型包括创新动力、创新过程、学习能力、创新管

理、创新环境五大部分。创新动力是来源，创新过程是核心，学习能力是基础，创新管理是手段，创新环

境是平台，通过五大部分的耦合和相互作用确保和促进企业的持续创新，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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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型期的我国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在动态的竞

争环境中，大多数企业因为无法持续地创新而难以生存，

企业需要通过持续创新来实现持续发展。因此，如何确保

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欧盟于 1999 年资助立项“21 世纪的持续性技术创新政策研

究”项目(POSTI)，提出了持续创新的两个不同定义：“持续创新

是创新过程或产出具有持续性目标的创新；持续创新是创新过

程或产出具有改进环境质量目标的创新”。前者基于经济管理科

学领域，后者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1］。学者们对企业持续创新

的概念、影响因素及机制构成进行了较多的研究［2~6］,但是已有

的研究很少从卓越绩效模式角度出发构建企业持续创新机制。

结合我国创新实践，可以发现我国大部分企业均无法持续不断

地实施创新，创新的持续性易受企业家更替的影响［7］。因此，

通过构建企业持续创新机制来强化企业的创新能力，降低企业

家更替带来的影响，通过创新的持续发生实现企业的持续经营，

进而促进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所研究的持续创新机制是指在动态环境下，在企

业持续不断地推出和实施创新项目的过程中，诸多要素对

创新过程产生不同的作用来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要素的耦合和相互作用形成了企业的持续创新机制。 

1 卓越绩效模式 

卓越绩效模式源自美国波多里奇质量奖的评奖标准，

是组织绩效管理的一套整合方法，其核心是强化顾客满意

意识和创新活动，通过不断为利益相关方提供改进的价值，

促进组织的学习和发展来追求卓越的经营质量，实现组织

的持续发展。 

卓越绩效模式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前瞻性的领导、顾

客驱动的卓越、组织和个人的学习、重视员工和合作伙伴、

敏捷性、注重未来、促进创新的管理、基于事实的管理、

社会责任、注重结果和创造价值、系统的视野(见图 1)。 

 
图 1 卓越绩效模式的核心价值观 

企业领导者时刻关注市场需求，确定企业的创新方向，

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营造创新的文化氛围。通过组织和

个人的学习来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通过重视员工和合作

伙伴来实现知识的获取和共享。通过敏捷的反应、注重未

来的理念、促进创新的管理和基于事实的管理，来改进绩

效、关注社会责任、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以系统的视野

来管理企业，企业的行动须与战略保持一致。企业领导者

从追求持续发展的愿景出发，考虑影响企业发展的长期因

素，制定创新战略，引导创新，改进关键过程，通过资源

配置和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来实现顾客满意和绩效改进，实

现企业的持续经营，追求企业的卓越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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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卓越绩效模式与企业持续创新的相关性

分析 

企业创新活动的动态性、系统性与卓越绩效模式的持

续改进、全面管理相一致。卓越绩效模式和企业持续创新

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 5 个方面。 

(1)追求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追求经

济效益的持续增长，同时重视企业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影

响。卓越绩效模式通过强化组织创新来追求卓越的经营绩

效，在通过创新追求卓越的过程中实现持续改进。卓越绩

效模式在演进过程中，结合我国企业经营管理的实践，加

入了可持续发展等内容。企业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通过

鼓励创新来追求持续的经济效益，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2)关注学习和知识。组织和个人的学习是卓越绩效模式

的核心价值观，顾客驱动的卓越体现了企业必须通过产品创

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来不断满足顾客的现实

需求和潜在的需求。通过学习提高企业满足顾客现有需求的

能力、市场需求分析预测能力，增加组织和个人的知识存量，

累积的知识作为创新的基础来支持创新，创新过程同样会增

加知识的积累量，往复循环，改进组织绩效，实现持续创新。 

(3)强调敏捷性。敏捷性是卓越绩效模式的核心价值观。

企业的生存环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敏捷的反应体现了

企业对动态环境的快速适应和主动应对。激烈动态的竞争

环境使企业必须通过创新缩短从产品概念形成到商业化的

时间，实现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缩短产品生命周期，在

适应环境的基础上主动响应环境变化，培育环境管理能力，

实现企业的持续生存。 

(4)重视创新管理。企业通过创新实现有竞争力的产品

和服务的产出，来满足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创新管理

不仅是创新市场价值的实现，还包括将创新融入企业的日

常工作中。领导者将卓越绩效模式的价值观融入创新的管

理过程中，制定创新战略，构建有利于创新的内部环境，

培养员工的知识运用能力，引导组织的创新，确保创新的

持续性，而不仅仅只是某次创新。 

(5)突出过程管理的重要性。ISO9000:2000《质量管理

体系基础和术语》中将过程定义为：“一组将输入转化为输

出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活动”。卓越绩效评价准则中的

过程管理，是实施持续改进和创新以提升组织的整体绩效，

进而实现组织愿景的途径。过程主要是将输入转化为输出。

无论是制造业、服务业，还是其它类型的组织，在追求卓

越的过程中均是先识别为组织增值的关键过程，再思考如

何对这些过程进行创新。通过改进创新投入到创新产出的

过程，来实现组织的绩效改进。 

3 基于卓越绩效模式的企业持续创新机制

框架模型 

3.1 构成要素 

本文以卓越绩效模式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从卓越绩

效模式和企业持续创新的相关性出发，构建了基于卓越绩效

模式的企业持续创新机制框架模型。该模型主要包括创新动

力、创新过程、学习能力、创新管理、创新环境 5 个部分。

创新动力是来源，创新过程是核心，学习能力是基础，创新

管理是手段，创新环境是平台，它们的耦合与相互作用构成

了企业持续创新机制，以此来保障人力、财务、技术、信息

资源的整合和循环流动，强化企业的创新能力，构建企业的

持续创新流，不断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企业

带来卓越的绩效，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见图 2)。 

 
图 2 基于卓越绩效模式的企业持续创新机制框架模型 

3.2 构成机理 

在持续创新机制框架模型中，创新过程居于中心位置。

创新动力直接驱动企业创新过程；创新过程与学习能力和

创新管理密切相关。企业通过学习为创新提供所需的知识，

创新过程创造的知识又促进了创新的进行，同时学习能力

能提升创新能力和环境管理能力；通过创新管理准确把握

市场变化，制定创新战略，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服务，确保

创新市场价值的实现，新产生的需求成为创新动力，又会

驱动企业推出和实施新的创新项目。知识、需求和创新不

断循环，持续作用，形成企业的持续创新流。 

3.2.1 创新动力 

创新动力是创新的来源，持续创新需要持续创新动力

来驱动。研究表明，创新需要追求卓越的驱动力。顾客驱

动的卓越是卓越绩效模式的核心价值观，促使企业推出和

实施创新。创新依赖于市场需求和期望的变化，通过创新

生产新的产品，满足顾客需求，新产生的顾客需求又会驱

动企业创新，循环往复推动企业持续不断创新，实现企业

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创新动力包括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从外部来讲，技

术的迅速更新需要企业通过创新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顾

客需求的变化使企业通过创新来满足当前和未来的需求，

应对市场的变化，政府激励政策也会对企业创新产生一定

的驱动作用。从内部来讲，企业高层领导的持续创新意识、

企业持续创新精神、持续创新文化、企业及员工利益均驱

动企业不断地进行创新，通过满足顾客需求、创造利益相

关者价值为企业赢得长期盈利和信誉，实现企业的持续发

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企业家作用

日益突出，创新的内部动力成为持续创新的主导驱动力，

外部动力通过内部动力起作用。 

3.2.2 创新过程 

创新是一个从投入到产出的过程，创新过程是企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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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持续创新的核心。追求卓越的企业通过对过程的改进和

创新来创造卓越的结果。单汨源等［8］在“卓越绩效模式”的

基础上，构建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模型：创新投入→创新

过程→创新产出，突出了创新过程(R&D、制造、营销及相

关支持过程)的重要性及内外环境的影响。 

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时，投入人财物等相关资源，进

行研发制造，产出新产品来满足市场需求，创造顾客价值。

产品创新、战略创新、管理创新等均是从创新思想产生到

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受到企业内部组织、人事的

影响，受到企业外部政府政策、法律、经济的影响。因此，

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简化模型能表示企业创新的普遍过

程。创新动力驱动企业创新，创新过程的有效性及其改进

均需要学习和知识作为基础，需要创新管理作为实施手段，

充分利用创新环境里的机遇，同时积极应对环境变化。 

3.2.3 学习能力 

组织和个人的学习是卓越绩效模式的核心价值观。学

习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持续学习能力是企业

持续创新的基础。企业通过学习来深入理解和接受卓越绩

效模式的价值观体系，转变观念，创造知识，提升能力，

为企业的持续创新和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支持。 

企业通过学习主要提升两方面的能力：创新能力和环境

管理能力。在创新能力提升方面，持续创新要求对知识的有

效获取和利用，通过学习从企业内外部获取新的知识，用于

创新投入，在创新过程中同时进行知识创造，创造的知识又

能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创新。在环境管理能力方面，迅速变化

的外界环境使企业必须具有快于环境变化的学习速度［9］。企

业通过学习来构建学习型组织文化，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氛围，

在对环境变化做出适应性反应的同时主动改变企业的竞争优

势，培育环境管理能力。学习分为组织的学习和个人的学习。

通过组织的学习为顾客提供需要的产品和服务，通过个人的学

习改善创新环境。学习和创新不断相互促进，通过持续的学习

形成创新的持续循环，通过创新来实现企业效益的不断增长。 

3.2.4 创新管理 

创新管理是持续创新实现的手段。促进创新的管理是

卓越绩效模式的核心价值观。在复杂动态的环境中，需要

创新管理来实现组织的持续创新［10］。企业持续创新过程中

存在抑制因素，创新管理是促进持续创新的方法［11］。 

创新管理并不只是创新项目的立项到完成过程，更不

仅是投入到产出的创新过程。创新管理包括创新战略制定、

文化重构、资源合理配置、风险管理等方面。企业领导者

要以创新为导向，依据对市场和技术的趋势把握发现创新

机会，制定创新战略目标和战略规划；构建有利于创新的

文化，使创新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以文化驱动创新；构建

柔性组织结构，确保资源的自由配置，充分利用知识资源；

建立风险管理机制，根据所获信息来掌握外界环境变化，

确保创新市场价值的实现。通过创新管理转变管理观念，

使企业经营理念与追求卓越绩效保持一致。 

3.2.5 创新环境 

企业是一个系统，创新的每一个环节都与内外部环境

相关。一方面，环境为企业的持续创新提供了平台支撑，

丁学东等［12］证实了国家科技政策和财政金融等相关支持政

策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环境又是不确定的、

动态的，需要企业具有灵活性和快速学习的能力［13］。敏捷

性是卓越绩效模式的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企业对环境的快

速适应和主动应对。 

企业持续创新受内外环境两方面的影响。在外部，党

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为我国企业的

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制定的财政税收政策、

专利法等为企业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支持。外部环境

又可分为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法

律环境。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即是经济环境的

体现。在内部，企业创新过程会受到组织结构、领导方式、

文化氛围、制度等的影响。企业领导应构建柔性组织，促

进信息流动，使企业能主动响应环境的动态变化；营造有

利于学习和创新的氛围；建立激励制度，物质激励和非物

质激励相结合，激发员工的创新热情；建立组织内的人事

制度、责任制度、分配制度等，确保员工获得创新利益。

企业处于环境中，与环境的影响是相互的，企业在创新过

程中要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如环境保护等方面，履行社会

责任，实现企业的社会效益。同时，动态的环境要求企业

能够对环境变化做出敏捷的反应，在一定的程度上引导了

市场环境的变化。 

企业通过持续创新来改进绩效，追求卓越，实现可持续

发展。创新动力、创新过程、学习能力、创新管理、创新环

境构成了企业持续创新机制的框架模型。另外，在该模型中，

人是各部分的联结点。企业要充分重视员工的作用，建立员

工培训体系和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创新热情。 

4 结语 

在当今动态开放的环境下，通过构建持续创新机制来

使企业持续不断地创新，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本文在“卓

越绩效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持续创新机制框架模

型。创新动力引发企业创新；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通过学习

为创新提供知识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和环境管理能力；同

时通过创新管理确保创新价值的实现；通过知识与创新循

环、需求与创新循环来保证企业创新的持续性，实现企业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企业持续发展。但是需要注

意的是，创新的持续与否还与组织内成员的积极参与有关。

本文提出的框架模型为今后的实证研究作了理论性铺垫，

实证研究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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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Continuous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Excellent Performance Model 

 

Shan Miyuan, Li Yi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e enterprise’s core competitiveness. Continuous innovation is crucial to the 

enterpris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ramework model of enterprise continuous innov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excellent performance, which includes five parts of innovation driving power,  innovation 

process,  learning ability,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nnovation driving power triggers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The innovation process is the core, learning ability is the foundation, innovation management is the means, and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s a platform. Through the five parts’ coupling and interaction, the enterprise could guarantee and promote 

enterprise’ continuous innovation, which aims at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Excellent Performance Mode; Innovation; Continuous Innovation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