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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新已经被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公认为是提高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中国，自主创新战略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向小康社会的
必由之路。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管理学院，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更名后（前身是成立于1978年的
管理学部）成立的第一个学院，是一个较年轻的学院。
自1998年起招收MBA研究生，自2004年起招收港澳台和外国留学生。
现有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800余人，其中MBA研究生400余人。
在院长成思危教授的领导下，教学与研究工作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MBA也办得越来越好。
　　管理学院一直把创新和创业的管理作为学院的重点学科加以发展。
一是我们一直坚持立足国家发展的需要，把技术管理、创新管理作为我们院的重点学科来建设。
在技术管理、创新管理、创业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二是
在中国科学院得到了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大力支持背景下，中国科学院的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发
展，但如何通过成果，通过科技人员的创业努力，通过与产业部门的合作，使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可
商用的产品，是科学院面临的重要使命之一。
因此，在科学院的支持下，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决心把技术创新管理、科技创业管理办成学院的特色学
科，为科学院的创新作出贡献。
　　如今管理学院在创新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批老中青结合、教授和一批博士生、博士后共同组成的科
研团队。
他们承担了大量的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国家环境保护部、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外大企业
等单位的委托项目，并承担了许多国际合作项目，如得到了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支持，
进行“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创新体系比较研究，正在从事的与瑞
典LUND大学的合作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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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要想走一条更快速度的自主创新道路，只有更加开放，并充分利用全球资源，
学习、利用和掌握世界上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知识。
为此，本书建立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框架，并通过对通信设备、手机、生物和农用机械四个不
同类型产业的追赶与创新的解剖，说明只有更好地利用全球的资源，依靠本土资源，把握产业创新的
机遇，对新兴产业进行干预，注重学习和消化吸收，才能实现产业追赶创新。
同时，本书通过对联想集团、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长飞光纤光缆
有限公司、长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的自主创新案例进行解剖，寻找利用全球资源以实现创新的
战略技术。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管理类相关专业的学生、研究人员参考用书，也可供企业家、政府
官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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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全球化条件下决定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　　2．1　全球化条件下创新模式的选择　　企业
的生产经营活动其实是一个价值创造过程，而每个环节的价值创造联结在一起，就形成了价值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竞争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产业全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
信息技术、装备制造、汽车、医药、钢铁等技术推动明显的产业，也恰恰是全球化程度高的产业。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企业价值链已经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
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构成了全球价值链演变的主流。
　　目前，在购买者驱动型产业价值链中，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跨国渠道商、采购商和品牌制
造商的生产基地。
生产者驱动型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则比较复杂。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造链复杂，涉及的相关产业多；另一方面是企业的服务供应链体
系在产品的设计、销售和维修等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越来越多的跨国制造商向服务供应链一体化方
向发展，服务成为利润的主要来源。
包括信息产业、装备制造、汽车、医药等在内的生产驱动型产业是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产业，也是创新
程度较高的产业，是全球化条件下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重点领域。
　　自主创新的核心是根据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掌握技术发展方向和研发主导权，最终目
的是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全球价值链中，企业创新的总体目标是要从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移动，企业要提高其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地位，必须要通过创新来实现。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企业价值链已经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
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来说意味着全球资源的利用和全球市场的开拓，因此，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企业
的自主创新必须站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综合考虑国内、国外的各种要素，确定自身的技术创新模式
。
　　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化条件下我国企业自主创新既有积累形成的优势，又有许多不得
不面对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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