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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进步与创新始终是加快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创新驱动战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

略。在此需求背景之下，学者研究技术创新与管理问题的学术文章越来越多。通过回顾 2005－2011 年发表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认定的 26 种重要期刊的 1328 篇有关技术创新与管理方向的学术论文，分析其研究发展现状以及不

同学者及研究团队对我国技术创新与管理问题研究的贡献，进而对文章所涉及到的理论视角、研究层面及其研究主

题进行归纳。

关键词 技术创新与管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文献综述 项目资助

中图分类号 F062．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2012)01－0088－07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Project Funding in China during 2005－2010

ZHOU Yuan1 YU Feifei2

(1．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vision of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

2． Business School of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

Abstrac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support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

opment． The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has become the core strategy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ext，scholars wrote

more and more academic papers on the issu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This paper reviews 1，328 academic paper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from 2005 to 2011 published in 26 important journals identifi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We analyze the situation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nd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n China＇s technology innova-

tion and management by different scholars and research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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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回顾“十一五”发展的成功经验，展望并规划“十

二五”发展路径，科技进步与创新始终都是加快与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创新一直是驱动国家及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因此，技术创新与管理

方面的研究一直都受到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

重视。本文的主要目标有两个: 第一，通过对近 6 年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认定的 30 种重要期刊发表的研究技

术创新与管理问题的文献进行梳理，从而回答以下几

个问题: 哪些学者、研究团队对此做出了贡献? 最具影

响力的学者是谁? 该领域中哪些研究主题引起了学者

的广泛关注? 第二，通过近 5 年( 2005－2010 年)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对该领域项目资助的情况进行统计与分

析，以把握我国技术创新与管理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

1 研究文献与重要影响的学者及团队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所认定的 30 种重要

期刊( 其中 A 类期刊 22 种，B 类期刊 8 种) ，因公共管

理学报、农业经济问题、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农

村经济和会计研究这 4 个期刊与技术创新与管理领域

完全不相关，不考虑之外，对剩下的 26 种期刊以技术

创新为主题的近 6 年来的学术论文总共达到 1328 篇。
其中，2005－2011 年发表技术创新主题的论文前十名

的期刊有《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科学学研究》、
《科研管理》、《中国软科学》、《研究与发展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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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业经济》、《管理工程学报》、《管理世界》、《管理

学报》和《系统工程》。具体篇数见图 1。

图 1 2005－2011 年发表技术创新主题的论文前十名的期刊

截止到 2011 年 7 月 27 日，在检索出的 1328 篇

中，2005－2010 年逐年发文量如图 2 所示。

图 2 2005－2010 年发表技术创新主题的论文每年发文量

借助于 Endnote 文 献 管 理 软 件，我 们 对 检 索 出 来 的

1328 篇该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对第一与第二作

者署名的学者进行排序，发现 2005－2011 年在上述 26
种杂志发表学术论文超过 6 篇的学者及研究团队有

12 个。发表相关论文最多的是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党兴华教授所带领的研究团队，他们侧重运

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去研究技术创新网络的构成、
关系和链接的内在机制。排在第二的是浙江大学陈劲

教授所带领的研究团队，该团队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开

放式创新的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谢洪明教授带领的研

究团队和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李垣教授、杨建君教

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则从组织的视角切入，探讨组织学

习、战略柔性、领导风格、内部控制等对技术创新的影

响。
近些年来，很多学者及研究团队侧重从产业层面

和区域层面探讨技术创新模式以及产业升级问题，如

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张宗益等人、北京工业大学经

济与管理学院黄鲁成等人、山东工商学院毛荐其、王发

明等人以及东南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仲伟俊、马家喜等

人。
服务创新也 是 近 些 年

来研究的热点，清华大学技

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吴贵

生所带领的研究团队抓住

该热点进行研究。此外，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周寄中

所带领的研究团队以及电

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邓光军、曾勇等人对技术

创新体系、新技术投资方面

开展了较多的研究工作。

2 研究主题及文献回顾

根据检索出来的 1328 篇该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

词的频次统计与摘要内容分析，发现十大研究主题，即

新产品开发、新技术投资、网络关系及环境对技术创新

的影响、技术创新网络、技术创新能力、突破性创新与

组织学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技术转移以及区域或产

业的技术创新体系。下面主要对技术创新管理领域内

企业层面的文献 7 个研究主题的研究方法、理论视角

以及研究内容进行归纳与整理。
2． 1 研究主题 1:新产品开发 新产品开发作为企

业创新过程的结果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孟凡臣

( 2007) 从新产品开发过程管理的角度，以企业文化的

基本理论分析企业文化对于新产品开发的作用机制，

探讨建立创新型企业文化的途径
［1］。

不同组织参与新产品开发的程度也会对技术创新

能力及绩效产生影响。例如，李随成、孟书魁 ( 2009 )

以组织学习理论为依据，提出了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

发对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概念模型
［2］。研究

表明，供应商能力、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质

量、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情景，以及制造企业组织学

习对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均具有显著影响。再

如，姚山季、王永贵 ( 2011) 以 B－B 市场中的制造企业

为研究对象，在对顾客参与组成维度进行明确划分的

基础上，构建了顾客参与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机制

模型，研究表明信息提供、共同开发对信息共享和技术

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显著
［3］。

2． 2 研究主题 2:新技术投资 新技术机会不断涌

现，突破性技术变革的频率不断加快，选择什么样的新

技术投资、何时去投资以及不同的投资策略都显得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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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技术创新与管理领域重要的学者及研究团队

研究主题 重要学者 所属单位 发表文章的篇数 研究内容提要

技术创新网络 党兴华、蒋军锋
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
25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探讨技术创新网络的结

构、知识的扩散、创新主体的中心性，以及技术创新网

络视角下核心企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耦合关系和

权力依赖关系

开放式创新 陈劲、陈钰芬
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

等
23

结合技术创新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等，实证分析了科

技驱动型产业和经验驱动型产业企业技术创新开放

度对创新绩效影响

组织内部的

软性因素对

技术创新的

影响

谢洪明
原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
13

组织学习、社会资本以及知识整合对组织创新及绩效

的影响

李垣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12
组织柔性、内部控制、合作学习以及企业文化与技术

创新之间的关系

杨建君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8
股权结构、变革型领导风格以及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

投入或绩效的影响

产业、区
域的创新

黄鲁成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
12

北京制造业各个行业的竞争力与技术创新效率之间

的关系

毛荐其、王发明 山东工商学院 6
研究技术链与产业链之间的协同演化关系及其对产

业升级

仲伟俊、马家喜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9 产学研的合作技术创新模式

服务创新 吴贵生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

中心
7 制造企业服务增强的机制以及技术能力的提高

知识产权管理 周寄中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8
关注于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体系之间的联

动关系

新技术投资 邓光军、曾勇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
7 融资能力、财务策略对新技术投资方面的影响

表 2 2005－2011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认定的重要期刊的技术创新管理领域( 企业层面) 文献的主题分析

研究主题 篇数 研究方法或理论视角 研究内容

新产品开发 9 开发的过程管理角度、组织学习理论
新产品开发方式选择; 不同组织参与新产品开发对技术创新能

力及绩效的影响; 新产品开发的影响因素研究

新技术投资 10 实物期权法、资源基础理论、动态能力理论、
技术、产品市场、投资成本、政策法规等各种不确定性对新技术

投资的影响; 组织资源与融资能力对新技术投资的影响

网络 关 系 及 环

境对 技 术 创 新

的影响

12
实证研究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或纵向案例研

究法)

网络关系的强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网络环境对技术创新过程

中知识流动的影响; 网络环境对技术创新组织与能力的影响

技术创新网络 23 复杂网络( 仿真) 法、社会网络分析法

技术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演变; 技术创新网络的知识转化

与知识流的耦合过程; 技术创新网络中各个结点企业之间的关

系以及技术创新网络组织的学习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 11 组织学习理论、开放式创新理论

技术创新能力的构成; 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机制; 技术创新能

力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 技术创新能力对技术创新联盟与合

作的影响

突破性创新 6 比较分析法、实证研究法
与传统创新的区别; 适合突破性创新的组织模式; 互补性资产

与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系

组织 学 习 对 技

术创新的影响
11

领导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和创新理论实证研

究法

组织学习的二元因果模型; 组织学习、组织创新方式与企业核

心能力及其绩效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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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主导企业适应技术变革的关键在于技术投

资、技术能力与互补性资产三个因素之间的平衡
［4］。

以往对新技术采用、运用和投资影响的相关研究，大都

是从金融投资的角度出发，运用实物期权的理论，从宏

观层面，探讨了技术的不确定性、产品市场的不确定、
投资成本不确定性、政策法规的不确定等各种不确定

性对采用新技术行为及时机的影响。
新技术投资决策的研究大多采用实物期权的方

法
［5－8］。各种不确定性是影响新技术投资时机和策略

的重要因素。例如，创新投资成本、技术水平和市场偏

好会影响企业之间的竞争决策和合作决策
［9］。控股股

东控制权与现金流会影响到新技术投资的时机
［10］。

财务危机、融资约束以及财务策略也会影响到新技术

的采用
［11］。

近两年来，学者们开始深入到企业内部，关注技术

学习与吸收能力对采用新技术行为、新技术采用时机

的影响。如张红波、王国顺( 2009) 认为组织资源对企

业的创新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分析了松弛资源与技术

创新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
［12］。李强、曾勇( 2009 ) 重点

分析投资资金受限条件下企业的创新投资行为，考察

决定企业融资能力的基本变量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11］。

2． 3 研究主题 3:网络关系及环境对技术创新的影

响 网络关系的强弱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

素。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大多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或是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或是纵向案例研究。例如，简

兆权、刘荣 ( 2010) 构建网络关系、信任、知识共享与技

术创新绩效相互关系的模型，并以珠三角地区的 116
家高科技企业为对象，研究结果显示与外部企业建立

的网络关系对知识共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共享

程度越高，技术创新绩效越高
［13］。又如，蔡宁、潘松挺

( 2008) 构建了网络关系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

对海正药业进行纵向案例研究，研究发现弱关系因为

低成本和低信息冗余度两个特点能够提供丰富的异质

性信息，有利于探索式创新; 强关系通过企业间的信任

传递复杂知识，有利于利用式创新
［14］。

此外，网络环境还会对技术创新过程中知识流动

产生影响。例如，党兴华等人( 2005) 在对不同类型知

识缺口的弥补特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网络环境

下企业技术创新中知识缺口弥补的动态权变策略选

择
［15］。又如，蒋军锋、王修来 ( 2008 ) 构建了网络的知

识空间，将技术创新过程理解为一个从空间到空间的

变换，分别从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研究技术创新过程

中知识基础的演变
［16］。再如，党兴华、李莉 ( 2005 ) 从

知识位势角度出发，在网络环境及企业技术创新合作

的背景下，构造知识创造 O－KP－PK 模型，论述了企业

技术创新合作中的知识创造过程
［17］。

网络环境对技术创新组织及能力也会产生影响。
网络环境下未来的技术创新组织发展趋势将进一步趋

于无边界化、虚拟化和网络化。王飞绒、陈劲 ( 2006 )

曾就技术创新组织的变化以思科公司为例进行了分

析
［18］。张首魁、苏源泉 ( 2007 ) 以 Kline 和 Rosenberg

提出的链式模型为基础，构建了网络环境下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测度模型
［19］。

网络环境下合作技术创新已经愈来愈普遍。苏越

良 ( 2005)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提出网络环境下合作

技术创新风险复杂系统的概念，并以这一概念为基础，

探讨网络环境下合作技术创新风险系统的构成及其本

质特征，进而分析网络环境下合作技术创新风险生成

和传导效应机制
［20］。党兴华、刘兰剑( 2006 ) 借鉴流体

力学与热力学的研究成果、对企业合作技术创新过程

中的界面问题产生的成因及其对信息流动状态的影响

进行模拟分析
［21］。

2． 4 研究主题 4:技术创新网络 技术创新网络是

当代技术创新过程组织的主要形式，也是合作创新的

主要组织形式。技术创新网络结构随着外部创新企业

的加入，网络内部企业间关系的增加和内部企业间关

系的重新生成而发生演变。
对技术创新网络的研究大多运用复杂网络的研究

方法去探讨网络中节点企业的度对网络中新连接形成

的影响
［22］。此外，社会网络分析也是学者们探讨该问

题常用的方法之一
［23－27］。

技术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
［28－29］

及其演变
［30－31］、技

术创新网络的知识转化
［32－33］

与知识流的耦合过程
［34］、

技术创新网络中各个结点企业之间的关系
［35－36］; 以及

技术创新网络组织的学习能力
［37］

都是近年来研究的

热点。
2． 5 研究主题 5: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是

一国制造业发展的根本。技术创新能力受到企业 R＆D
活动以及其他一些创新活动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政

策环境、对外交流、融资氛围、基础设施、创新文化等诸

多因素的影响。
组织创新会有效地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陈

璐、张卓
［38］

从信息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创新、业务流程

创新和管理制度创新四个维度探讨中小企业通过组织

创新提升创新能力的机制。张震宇、陈劲( 2008 ) ［39］
以

开放式创新理论框架为依托，提出了中小企业开放式

创新的关键在于开放思维、开放学习以及开放创新中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王勇、程源( 2010) ［40］

对信息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与企业成长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技术创

新能力对于企业成长的影响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

影响有显著差异，即技术创新能力对于企业创业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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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影响，对于快速成长期具有反向的显著影响，对

于稳定阶段影响不显著，并对其结果进行了分析。
此外，有些学者也会从技术创新能力切入，探讨技

术创新合作或联盟。胡珑瑛、张自立( 2007 ) ［41］
从技术

创新能力增长的角度探讨了技术创新联盟稳定性的维

持条件。蒋军锋、盛昭瀚( 2009 ) ［42］
在引入创新能力与

运作能力不对称的前提下，考虑创新产品市场替代率

的变化，考察了创新能力、运作能力及市场替代率变动

对企业合作决策的影响。
2． 6 研究主题 6:突破性创新 突破性技术创新是

与传统创新相区别的一个新型的研究领域
［43］。两者

在破坏性、风险性、组织结构、创新流程、创新来源、知

识管理和政策支持多个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突破性

创新的失败率很高，而且它要求公司或国家在培养重

大创新方法时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还需要高层领导

的持续关注。张洪石等 ( 2005 ) ［44］
也认为要保持长期

竞争优势，企业必须在进行渐进性创新的基础上组织

突破性产品创新。他提出了适合突破性创新的组织模

式———二元性组织。当突破性创新发生时，产业中原

有的主导企业由于受在位者惰性的影响，通常不能继

续保持领先地位，被产业的新进入者超越。王生辉、张
京红( 2007) ［45］

提出克服在位者惰性需要企业通过柔

性构造、结构创新、文化创新和学习创新等多种方式进

行组织再造，实现组织的彻底变革。
互补性资产与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众多

学者的关注。例如，薛红志、张玉利 ( 2007 ) ［46］
分析企

业在突破性技术创新出现后绩效下滑的成因，认为当

既有企业在技术变革中经历了技术劣势后，这种劣势

在何种程度上转化为商业劣势取决于既有企业拥有的

互补性资产。李宏贵、熊胜绪 ( 2010 ) ［47］
在复杂多变、

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突破性创新对长期保持组织

绩效至关重要，认为突破性创新能力在互补资产与突

破性创新绩效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2． 7 研究主题 7:组织学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组

织学习均是管理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是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形成的重要源泉。目前对组织学习的研究忽略了

高层 领 导 者 在 其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与 作 用。陈 建 勋

( 2011) ［48］
基于二元研究视角，结合领导理论、组织学

习理论和创新理论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二元式组织学

习的前因后果影响模型。张同健、蒲勇健( 2009 ) ［49］
认

为互惠性的企业文化有效地提高了知识转化与组织学

习的效率，进而增强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经验性

的研究揭示了互惠性企业环境下知识转化与组织学习

的运作机理。
组织学习与组织创新方式及其绩效之间的关系一

直都受到学者们，如周玉泉( 2005 ) ［50］，魏泽龙、王龙伟

( 2008) ［51］
以及谢洪明

［52－54］
的广泛关注。谢洪明所带

领的团队在 2005 年、2006 年和 2008 年先后发表文章，

以我国珠三角地区企业等为调查对象，对市场导向是

否以及如何通过组织学习和组织创新影响组织的绩效

进行实证研究，认为管理创新在市场导向———组织学

习———组织创新———组织绩效 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是提升组织绩效的瓶颈，认为组织学习对组织

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都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与此观点

类似的，史江涛、杨金凤 ( 2007 ) ［55］
通过引入组织学习

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市场导向———组织学习———技

术创新”的理论模型，指出市场导向的不同构面将驱动

不同的组织学习机制，进而导致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资助的情况分析

从项目数量与资助金额来看，2005 －2010 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对管理科学部的资助，无论是面上项目，

还是青年项目都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就面上项目与青

年项目相比，青年项目资助力度比面上项目提高得更

快。面上项目从 2005 年的 427 项增加到 2010 年 的

525 项，资助金额从 7048 万元增至 14006 万元。其中

2009－2010 年两年之间增幅较大。青年项目从 2005 年

的 94 项增加到 340 项，资助金额从 1537． 3 万元增至

6005 万元，资助率也提高了近 2． 5 个百分点。
表 3 2005－2010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资助总体情况

管理学部 面上项目 青年项目

年份 项数
金额

( 万元)
资助率 项数

金额

( 万元)

资助

率

2005 427 7048 13． 19 94 1537． 3 14． 99

2006 475 8493 11． 2 108 1818 12． 11

2007 362 7248 12． 02 120 1812 11． 34

2008 388 9090． 4 13． 58 192 3209． 3 16． 2

2009 440 11028 13． 21 240 4136 14． 70

2010 525 14006 14． 91 340 6005 17． 45

为了进一步掌握技术创新与管理领域相关主题

的资助情况，我们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网

上的项目 检 索 系 统，查 询 2005 －2010 年 项 目 代 码 为

G0210( 该学科代码表示管理科学部工商管理处的技

术管理与技术经济) 、G0307 ( 该学科代码表示管理科

学部工商管理处创新管理) 与 G0203( 该学科代码表示

管理科学部宏观管理与政策处科技管理与政策) 的中

标课题进行统计。为了防止疏漏了该领域的课题，我

们对专门以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新技术投资、创新

网络、创新体系、自主创新、知识产权与专利、开放式创

新作为项目主题词进行检索。综合两个部分的检索结

果，相关主题的资助情况见表 4:

从技术 创 新 与 管 理 主 题 资 助 的 项 目 数 量 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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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 以及 2010 年，从中观层面，如高技术企业区

域、产业集群、中小企业集群等，去探讨技术创新模式、
政策、绩效以及提升路径的影响资助项目数量较多，平

均达到 7 项。
2006 年国家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 2006－2020) 》，提出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

表 4 2005－2010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技术创新与管理领域项

目资助的情况

年

份

技术创

新与管

理方向

研究主题

产品开发

与创新

创新网络

及能力

自主

创新

国家与

区域创

新体系

知识转

移、流动

的视角

知识产

权与专

利

开放式

创新

2005 28 4 1 1 7 5 3 7

2006 20 2 4 9 6

2007 30 4 3 5 2 7

2008 31 4 3 3 3 3 4

2009 32 3 10 3 4 1

2010 47 3 9 4 8 7

家的战略。受此影响，这一年仅关于自主创新和创新

型国家主题的项目资助就达 9 项之多，包括谢富纪的

《国外典型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经验研究与借鉴》、池仁

勇的《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模式与障碍实证研究》、官
建成的《创新型国家的测度研究与国际比较》、陈劲的

《我国企业自主创新模式的实证研究》以及柳卸林的

《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模式与障碍实证研究》等。
2009 年和 2010 年，探讨技术创新网络及网络能力

的项目成为热点，资助数量陡升。如，2009 年党兴华教

授的《基于知识权力的技术创新网络治理机理及实现

研究》、张永安的《基于 CAS 的焦点企业核心结构产业

集群创新网络演化机理研究》、胡海青的《网络能力、企
业孵化网络与被孵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谢洪明的

《集群、研发网络结构、知识流入 /出与企业创新绩效的

关系》、任胜钢的《企业网路能力、网络结构特征与企业

创新关系研究》等。从资助项目的名称来看，网络关系

特征、网络结构特征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是研究

的主体内容，从知识扩散和传播的视角切入，探讨网络

情境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内在机理是这些学者的一

致看法。

4 小 结

通过对 2005－2011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

资助情况以及技术创新与管理方向项目资助情况的分

析，对 2005－2011 年发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认定的

30 种期刊的 1328 篇有关技术创新与管理方向文献的

回顾，我们发现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受到了众多期刊的

推崇。技术创新网络的研究、网络关系及其环境对技

术创新组织、能力与绩效的影响成为了研究的热点。
另外，从研究的视角来看，知识视角的切入，有利于清

楚地剖析不同组织之间知识的流动对创新网络的构

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的影响。此外，近期来看，组

织学习理论也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理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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