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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build an innovative country, we must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in role 

of enterprise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social demand, nor is it the result of entrepreneur and employee’s pursuit 

of profit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spirit, but also the result of social culture system, 

external and internal dynamic system of enterprise’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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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作用，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不仅仅是社会需求作用的结果，也不仅仅

是企业家和员工对利润追求及自主创新精神作用的结果，而是社会文化系统、

企业自主创新外在动力系统和内在动力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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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兴旺不竭的动力，自主创新是民矣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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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纪新阶段，科学技长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强，要提高国家

核心竞争力，保持发展的主动权，就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科学发展，

建设创新型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是中华民族新一轮腾飞的翅膀已成为社会各界

的广泛共识。

建设创新型国家，应充分发挥企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中介组

织等创新体系相关机构的作用，使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在自主创新中发

挥关键性作用。企业要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就必须充分认识自主创新的特征，

进一步创造条件、优化环境，切实增强企业创新的动力和活力。本文在相关学

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自主创新进行了界定，对创新动力要素的相关研

究做了扼要述评，并探讨了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动力，建立了企业自主创新动

力的系统模型。

2  企业自主创新理论探讨

2.1  企业自主创新的界定

创新的概念最早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他认为

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是企业家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发明引入生产体系，实现

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以获得潜在的超额利润为目的。熊彼特的创新

概念包括各种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创新活动，有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也

有管理和组织创新。我们就是从这一广义的角度来使用创新概念，指向经济中

引入的能给社会或消费者带来价值追加的新事物，这种事物以前未曾从商业的

意义上引入经济之中。当然，创新不一定非是一件具体的物品，实物产品）也罢，

过程、程序、模式等亦可。

西方创新理论并不区分某种创新是企业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抑或是合

作创新，无论谁创新，整个社会的总体经济都会增长。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

发展、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今世界，社会进步、经济增

长、竞争优势的获取日益依赖创新。当然，这里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拥

有的创新，而不是使用别人的创新，只有自己拥有了创新的知识产权，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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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竞争优势。因此，自主创新的概念就自然被提出来。所谓自主创新是指创

新主体独立自主产生创新想法、或在借鉴他人的基础上，通过再创造、再开发，

并最终拥有自主产权的创新，强调创新的完成者和创新成果拥有者的指向性孟

群、王滨）。企业自主创新是指企业企业家及其员工）独立自主产生创新想法，

或在借鉴他人的基础上，通过再创造、再开发，企业拥有最终自主产权的创新。

很显然，自主创新强调创新活动的独立自主开展，创新成果的自主知识产

权。同时，自主创新还具有系统性、人本性和开放性的特征。企业自主创新是

一个由文化环境、经济、技术等诸多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生态系统，当然，企

业自主创新仅仅是创新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受到其他系统的影响。企业自主创

新系统是以人企业家和企业员工以及任何利益相关者）为核心的，必须充分发

挥每个员工的积极性，才能实现企业的创新。企业自主创新在强调自主知识产

权和独立自主开发的同时，并不排斥外界力量的推动，也不反对对他人的借鉴，

具有开放性的特征。

2.2  企业自主创新动力研究评述

关于创新动力的经典结论来自于熊彼特的论断。熊彼特认为，创新的动力

来自于企业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和企业家精神。这一思想，构成了创新动力研究

的基础。欧阳新年认为，利益关系是企业创新动力的本质和动力本源。向刚、

汪应洛指出，企业家和员工的物质利益是企业创新动力机制的基本要素。显然，

创新理论学者都注意到了对利益的追求是企业创新的动力，同时也认识到了企

业家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毫无疑问，无论是内源论还是外生论，我国学者对创新动力的分析都各有

其理论依据。企业自主创新的实现，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熊彼特的经典

论断揭示了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向刚、汪应洛也突出了企业家在

促进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内在作用。魏许莲则指出了社会需求拉动对创新

的促进作用，强调外在作用。欧阳新年在强调内在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社会

需求对创新的牵动作用。可见，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应该是内外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单纯的内在因素或者外在因素。因此，按照系统论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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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观点，基于对企业自主创新的观察，笔者认为企业自主创新动力的系统模

型可以更好地解释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来源。

3  企业自主创新动力的系统模型

在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促使企业自主创新的各种动力要素是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的。各种动力要素构成一个相对对立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

作用，构成一个较大的系统。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主要有三大系统：社会

文化系统、外在动力系统和内在动力系统，三大系统之间相互影响，进行着物质、

信息、能量等的交换。

社会文化和企业自主创新外在动力系统及内在动力系统关系密切。人们的

价值观念影响人们的需求水平、需求规模，影响市场的竞争和合作状况。科学

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文化也具有深刻的关联，现代自然科学的出现，就来源于西

方文化内部的巨大转折。社会观念，提升企业家和员工的自主创新精神。同时，

外在动力系统和内在动力系统也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并彼此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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