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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只有积极创

新，才能不断进步，国家如此，企业也不例外。 尤其是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以后，企业创新的重要性更是凸显，自主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不仅没被金融风暴撼

动，其竞争力反而更强；而创新能力差的企业却是危机重重，有些甚至趋于倒闭。

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虽然我们常常提创新，但为何一些企业就是创新不起来

呢？ 以往我们很重视技术管理、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多方面，重在关

注如何做好这些创新活动，有什么方式、方法可以借鉴，但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一

个问题，那就是领导这些创新活动的企业家们，他们到底是如何看待与认识创新

的？ 他们自身的创造性如何？ 他们的创造性与企业关系如何？

创造性是个体的心理现象，而心理学学科是以心理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从这

一角度来研究企业家创造性可以更好地揭示企业家创造性的本质。 心理学必须

要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才有强大的生命力，社会经济发展中对企业家创造性的

关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从心理学学科研究企业家创造性已经变得非

常急迫而必要。 本书采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企业家创造性进行了一系列深

入系统的研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本书是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枟高新企业企业家创造性与企业创新潜力的研

究枠（项目号：７０６７１０８４）的最终研究成果。 从整个项目立项开始，我就一直关注

着课题的研究进展，迫切希望研究者们能够取得切实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现通

观全书，它让我深刻地理解了这项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也更全面地了解到了



课题组团队成员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艰辛付出。 同时，本书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让我印象深刻，它们进一步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与可读性。

１．本书研究对象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取样规模大。 我们知道，以企业

家为研究对象，这首先就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而本研究不仅以此为研究对象，

且选取了相当数量的国内有代表性的省市企业家进行研究，进一步提高了研究

的科学性与严谨性。

２．本书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本书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采用问卷

调查、实验研究、个案分析等多种实证方法，对企业家创造性的各要素进行了深

入系统的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同时，相关章节加

入了国内外知名创新型企业家的典型案例或经典访谈录，使本书内容十分丰富，

对于提升读者对企业家创造性的认识和完善自身相关能力都很有价值。 可以说

这是一本用创造性来研究创造性的书，值得推荐。

３．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本书的研究成果皆以表格、图形、对话形式呈

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创新是保证一个组织成功及发展的

唯一源泉和可靠基础。 企业家作为企业和社会发展的精英，其创造性的提升和

开发对于企业创新潜力的开发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乃至于对中国经济的发

展和国家的富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我国企业家创造

性的提高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也期望更多的学者致力于企业家创造性的研究，从

而全面提升我国政府管理的创新、企业的创新，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发展、大跨越！

中国工程院院士　

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 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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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 不仅如此，由于面临的国际环境与市场环境瞬息万变，企业应对众多

变化的唯一制胜法宝就是创新，它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密不可分。 而企业家作

为企业的领导层与决策层，是企业创新活动的核心，是企业能否真正做到持续有

效创新的关键，因此企业家的创造性问题得到了学术界、企业界以及社会的广泛

关注。

尽管学者们都强调创造性是企业家最重要的素质，创新精神也是企业家最

重要的精神。 但是，从心理学研究的成果看，对于创造性的研究大都以在校学生

为研究对象，而就以企业背景来研究创造性的成果而言，国外较多以员工为对

象，而国内无论是涉及员工还是企业家的研究都不多见。 这也许与企业家研究

存在着调研困难、研究者对这一群体相对比较陌生等因素有关，因而导致了企业

家创造性研究成果的匮乏。 但不可否认的是，企业家创造性对于企业、对于社

会、对于国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即便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也应该将之作为

一个重点攻关领域加以突破。

近十年来，以张庆林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在创造性研究领域取得了众多开

创性成果，枟创造性研究手册枠、枟大学生创造心理枠等著作的出版在国内产生了

突出影响。 ２００７年，张庆林教授带领团队成功地申报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高新企业企业家创造性与企业创新潜力的研究”（７０６７１０８４）。 该项目对



企业家创造性及其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设计研究，本书呈现

的就是这一基金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 本项目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弄清楚了企

业家创新意识、创新人格、创新决策能力等企业家创造性三因素的内在关系结

构，及其与企业家创新行为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从而在国内填补了企业家创造性

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的空白。 同时，企业家创新意识、创新人格、创新决策能力、

创新行为等量表的研制为推动学术界更好地研究企业家创造性提供了一定的参

考。 企业家创造性与创新行为和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对于帮助我国企业管理部

门更好地寻找促进企业创新的方式方法，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企业家创造性的培

训和教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主要是由重庆大学李志教授、博士，西南大学张华讲师、博士，西南大学

博士生导师张庆林教授共同主持完成，并统稿定稿。 李志教授的部分研究生黄

雪（中国移动公司重庆分公司）、唐波（重庆福利彩票中心）、李慧（重庆通信服务

公司）、赵小迪（中国北森研究院）、张慧（云南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曹姬娜（云南

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程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参与了有关章节的撰写工作。

各章作者如下：第一章，陈培峰、唐波；第二章，李志、赵小迪；第三章，李志、曹姬

娜；第四章，李志、程珺、李慧；第五章，李志、张慧、张庆林；第六章，张庆林、李志；

第七章，张华、黄雪；第八章，张华、唐波。 此外，关香丽、汪琳琳等为本书的完成

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与数据处理分析等工作。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引用了许多相关研究成果，

谨向文献资料的著作权人和作者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同时要特别感谢那些接受

过我们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各类人员，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才使我们的研究更加

贴近现实、更加充实、更加科学。 感谢重庆大学吴绍琪教授对本课题的指导和本

著作出版给予的鼎力支持！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获得了重庆大学出版社的大

力支持与帮助，对他们的辛勤工作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特别感谢中国工程院孙才新院士在本项目研究中给予的极大关心并为本书

作序！ 孙院士重病期间仍然惦记着本书的出版工作，让我们课题组全体成员非

常感动！ 遗憾的是孙院士未能亲自看到本书的最终出版！ 谨以此书缅怀尊敬的

２



孙院士！

尽管我们本着良好的愿望，在实际研究中也做了大量的努力，但书中难免有

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专家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著　者

２０１２年 １月 ２０日

３



１　高新技术企业与创新

１．１　引言 ／１

１．２　高新技术企业的界定 ／２

１．３　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分析 ／３

１．４　高新企业的创新活动形式与主要内容 ／８

１．５　高新企业管理对策的探讨 ／１３

１．６　知名企业与创新 ／１５

２　高新企业企业家创新意识研究

２．１　引言 ／２３

２．２　文献及相关理论评述 ／２５

２．３　国内外关于创新意识的研究 ／２９

２．４　企业家创新意识问卷编制 ／３９

２．５　高新企业家创新意识的实证研究 ／４７

２．６　讨论 ／６７

２．７　小结 ／７０

２．８　知名高新企业家创新意识的案例分析 ／７１

２．９　高新企业家创新意识培养对策 ／７６

３　高新企业家创新人格研究

３．１　引言 ／８７

３．２　文献综述 ／８８



３．３　企业家创新人格的问卷编制 ／９５

３．４　高新企业家创新人格的实证研究 ／１０６

３．５　讨论 ／１３７

３．６　结论 ／１４０

３．７　知名高新企业家创新人格的案例分析 ／１４１

３．８　高新企业家创新人格的培养建议 ／１４７

４　高新企业家创新决策能力研究

４．１　引言 ／１５７

４．２　文献及相关理论评述 ／１５８

４．３　企业家创新决策能力的问卷编制 ／１７０

４．４　企业家创新决策能力的实证研究 ／１７５

４．５　讨论 ／１９２

４．６　小结 ／１９４

４．７　知名企业家创新决策能力案例分析 ／１９５

４．８　企业家创新决策能力的培养对策 ／１９７

５　高新企业家创新行为研究

５．１　引言 ／２０５

５．２　文献综述 ／２０７

５．３　企业家创新行为的问卷编制 ／２１１

５．４　高新企业家创新人格的实证研究 ／２１５

５．５　讨论 ／２６２

５．６　结论 ／２６３

５．７　知名高新企业家创新行为的案例分析 ／２６４

５．８　高新企业家创新行为的培养建议 ／２６９

２



　　６　高新企业家创造性与绩效关系研究

６．１　引言 ／２７７

６．２　文献综述 ／２７８

６．３　高新企业家创造性、创新行为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 ／２８７

６．４　知名高新企业企业家有关创新与企业成长的访谈录 ／３１１

７　高新企业家创造性的个案研究

７．１　引言 ／３３９

７．２　研究方法 ／３４０

７．３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３４１

７．４　讨论与分析 ／３４９

７．５　企业家如何培养企业的创新能力 ／３５１

８　高新企业家创造性培养的实验研究

８．１　序言 ／３５９

８．２　文献综述 ／３６０

８．３　高新企业家创造性培训方案设计 ／３７５

８．４　高新企业家创造性培训实验 ／３７８

８．５　讨论与小结 ／３８３

附　录

附录 １　企业家创新意识问卷 ／３８９

附录 ２　企业家创新人格问卷 ／３９２

附录 ３　企业家创新决策能力问卷 ／３９４

附录 ４　企业家创新行为问卷 ／３９７

附录 ５　企业绩效问卷 ／３９９

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高新技术企业与创新

１．１　引　言

在 ２００６年国家科技大会上，国务院发布了枟国家中

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枠，确定了“自主创新、重

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把建设创新

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 因而，我国目前急需

培育一批富有创新精神、创新绩效突出的创新型企业，作

为增强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托。 尤其进入“十二五”

时期，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将进入攻

坚阶段
［１］ 。 高新技术企业是创新型国家的坚实基础，在

科技创新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高新技术企业

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经济实体，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的生力军，它在多种创新活动尤其是技术创新中具有无

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针

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专门研究还较少，不过，已成逐年上升

趋势，这说明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受到学术



界的重视。 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深入的研究作为支持。 本章从高新

技术企业的概念梳理出发，通过对高新技术企业特征及其创新活动的研究分析，

提出相应的管理对策，以期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内部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与借鉴。

１．２　高新技术企业的界定

高新技术企业，简称高新企业，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定义。 从欧美国家

的实践看，所谓的高新技术企业，就是指那些在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劳务中，科

技含量相对较高的企业。 美国商务部以研发强度达到 ３．５％以上，科技人员占

总劳动力的比重达到 ２５％以上作为界定高新技术企业的两大主要指标［２］ 。 我

国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界定有一系列标准，要求在经营领域、经营方式、人员构成、

管理制度等多方面达到相关条件：高新技术企业必须是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等 ８

个领域之内的企业；产品（服务）属于枟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枠规定的范

围；企业用于研发的投入必须占到企业销售收入的 ３％ ～６％；高新技术产品（服

务）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 ６０％以上；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

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３０％以上，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１０％以

上，等等［３］ 。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以往研究对高新技术企业概念的界定，众说不一。 方阳

春、姚先国（２００７）在对高新企业薪酬制度的研究中，将高新企业定义为“高新企

业，是指具有高技术密集度，以技术创新和知识资本获取竞争优势，从事先进技

术的研究开发，提供高新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拥有一定实力的研发队伍，技

术性收入在企业总收入中占较大比例的企业。” ［４］
也有学者根据生产要素理论

中关于劳动、资本、技术、管理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阐述，给出了高新企业的经

济学定义：高新技术企业是必须从事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内的高新技术及其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技术服务，包括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应用高新技术成果改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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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传统产业等相关方面技术的产品研发和生产，并且收入的来源主要来自于这

方面的主营业务
［５］ 。 结合以往研究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我们认为，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是指以科技为核心，以知识为基础，以科技人员为主体的从事高新技术产品

（服务）研究、开发和生产的知识密集、人才密集型企业。

１．３　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分析

１．３．１　高新技术企业的基本特征

为了进一步加深对高新企业的认识，通过文献梳理和实践经验总结后发现，

我国的高新企业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①市场导向：高新企业的产

品开发及技术改造始终紧密围绕着市场和消费需求；②机制为本：高新企业通过

完善各种激励机制创建先进的企业文化；③人才核心：高新企业特别重视知识和

人才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④成本制胜：高新企业在创新活动中通过成本控制赢

得竞争优势。 另外，从国际视角来看，国外学者对高新企业研究的开始时间较

早，也更为成熟，获得了一系列极富借鉴意义的研究成果。 其中外国学者安德森

（Ｎ．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等人 ２００４年对企业创新领域的众多研究进行了一次全面而系统

的综述（表 １．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视野，通过对创新型企业特征全

方位地梳理与分析后，安德森等人发现，企业的战略、结构、规模、资源和文化是

影响创新绩效的最为主要的组织因素。 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高新

企业与一般企业特征的框架，也明确了比较二者特征的重要意义与目标。 因此，

秉着旨在提升高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原则，我们拟从企业战略、结构规模、资源环

境和组织文化 ４个角度对高新企业特征展开研究，深入剖析高新企业的独特与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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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创新研究成果综述：组织层面的影响因素［６］

分析层面 特　征 维　度 主要研究

组织层面

结构

战略

规模

资源

文化

专业化 Ｄａｍａｎｐｏｕｒ （１９９１）
集中化 Ｚａｌｔ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３）； Ｄａｍａｎｐｏｕｒ （１９９１）

形式化
Ｄａｍａｎｐｏｕｒ （１９９１）；
Ｗｅｓｔ，Ｓｍｉｔｈ，Ｆｅｎｇ，ａｎｄ Ｌａｗｔｈｏｍ （１９９８）

复杂混合式 Ｄａｍａｎｐｏｕｒ （１９９１）； Ｋｉｍｂｅｒｌｙ （１９８１）

层级制 Ｋａｎｔｅｒ （１９８３）
矩阵式 Ｓｔａｗ （１９９０）

“前瞻”性 Ｍ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ｎｏｗ （１９７８）； Ｍｅｙｅｒ （１９８２）
系统性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Ｒｅｅｓ，ａｎｄ Ｂｒｏｏｋｓ唱Ｒｏｏｎｅｙ （１９９０）

雇员数量 Ｒｏｇｅｒｓ （１９８３）
市场份额 Ｒｏｇｅｒｓ （１９８３）
年营业额 Ｍｏｈｒ （１９６９）
流动资源 Ｋａｎｔｅｒ（１９８３，１９９０）；Ｄａｍａｎｐｏｕｒ（１９９１）

支持尝试
Ｄａｍａｎｐｏｕｒ （１９９１）； Ｎｙｓｔ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Ｋ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２）

容忍失败 Ｍａｄｊａ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
冒险精神 Ｋ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２）

资料来源：安德森，等．Ｔｈｅ ｒｏｕｔ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唱ｏｆ唱ｔｈｅ唱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０４．

第一，高新企业具有以创新为动力的发展战略。 战略（ｓｔｒａｔｅｇｙ）一词最早是
军事方面的概念。 美国管理学家巴纳德（Ｃ．Ｉ．Ｂｅｒｎａｒｄ）在 １９３８ 年他的代表作

枟经理的职能枠中，最早把战略概念引入企业管理研究领域。 简单来说，企业战

略就是决定企业将从事什么事业以及是否要从事这一事业。 高新企业战略即是

着眼于高新企业的长远发展，根据内部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为求得生存

和发展而进行的总体性谋划。

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高新企业将创新作为主要的竞争手段，以达到开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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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和占有市场的经营目的。 研究开发是高新企业区别于传统企业最为核心的经

营行为，创新不但是市场机制下高新企业经营的内在要求，也是高新企业发展的

动力之源。 当然，创新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是用于生产，

而生产要以市场为向导，否则生产出来的产品无人问津，即使效率再高，也只能

是产品积压，最终导致企业倒闭。 高新企业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创新战略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针对市场需求不断研究开发相应的产品，获取竞争优势，

达到赢得市场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自主创新开发新产品，激发潜在的市场需

求，达到引领市场的目的。 高新企业正是通过这种被称之为“推唱拉市场”的创新

战略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长期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高新企业具有以开拓进取为指引的企业精神。 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

的核心，在整个企业文化中起着支配的地位。 企业精神是指企业基于自身特定

的性质、任务、宗旨、时代要求和发展方向，并经过精心培养而形成的企业成员群

体的精神风貌
［７］ 。

技术创新需要不断开拓，不断尝试，这是由创新的本质所决定的。 为了技术

进步，高新企业通过持续不断地激发组织创新活力，鼓励员工开拓创新。 久而久

之，这种精神被植入企业文化之中，使得高新企业员工表现出一种开拓进取、追

求进步的精神风貌。 高新企业总是主动、持续地进行技术创新，它们不断加大技

术开发的投入，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扩大创新队伍，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强烈的

创新意识基础上的。 为了谋求长期生存和发展，高新企业结合长远发展目标，时

刻关注能为企业开创未来利润的技术创新活动。 高新企业将专业人员创新与全

员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企业决策者、管理者、工程技术人员、销售人员和广大

工人都参与创新，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工作深入、持久、全面而广泛地展开，从而形

成渴望进步、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

第三，高新企业拥有以市场适应为导向的组织结构。 企业组织结构是企业

全体员工为实现企业目标而进行的分工协作，在职务范围、责任、权力方面所形

成的结构体系。

高新企业通过设置灵活的组织结构，建立无边界的沟通环境，来提高企业组

织内部的执行效率，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获取市场竞争的胜利。 高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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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结构具有明显的市场适应性，主要表现为高整合和高离散两种态势。 一方

面由于高新技术领域竞争激烈，重大项目的突破需要充足的资金、高度集中的生

产要素作为保障，因此许多高新企业呈现出高度整合的规模结构。 形成诸如

ＩＢＭ公司，微软公司等举足轻重的大企业来推动所在领域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

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高技术产业的特殊性，中小型高新企业在采取高新技术、

处理新信息、生产新产品方面，投资少、转向灵、见效快、适应性强，因此高新企业

又存在强烈的离散化趋势。 美国硅谷从事电子制造业的高技术企业中，７０％的

公司只有 １ ～１０名职工，８５％的公司只有不足 ５０ 名职工；英国剑桥 ３０％的高技

术公司雇员不足 ５人，７５％的公司雇员不足 ３０人［８］ 。 由此可知，无论规模大小，

高新企业组织结构的设置特点关键在于对市场变化快速准确地适应。

第四，高新企业具备以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组织资源。 组织资源

是组织拥有的，或者可以直接控制和运用的各种要素，这些要素既是组织运行和

发展所必需的，又是通过管理活动的配置整合，能够起到增值作用，为组织及其

成员带来利益的。

高新企业是知识技术、高级人才密集地。 知识技术是高新企业生产发展的

核心要素，人才是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知识技术的重要载体。 因而，知识资本

和人力资本是关系高新企业发展命脉的首要组织资源。 美国硅谷是高新技术产

业的发祥地，它拥有博士学位科技人员 ６ ０００ 多名，各学科工程师达 １５ ０００ 多

名。 同样地，称之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附近有 ５０多所高等院校，４３ 个全国性

研究所，１３８个科研单位，聚集了全国最雄厚的科技开发力量。 实际调查结果表

明，在中关村高新企业中，专职科技人员比例为 ４５．１％，其中有中高级职称科技

人员的比例为 ７１％。 可以看出，高新企业能够将良好的组织资源成功地转化为

优秀的企业素质，表现为：首先，高新企业技术素质出众。 在高新企业中，技术要

素处于核心地位，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是企业的主要经营手段。 高新企业的员工

大多以科技人员为主，企业的主导部门是研究开发部门，企业的资金大多用于研

究与开发。 其次，高新企业管理素质较好。 高技术企业的经营者不但拥有出色

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经验，还兼有深厚的技术背景，能够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迅速

把握技术发展趋势，作出适于企业发展的经营决策。 最后，高新企业员工综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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