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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新是关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技术独立，就没有经济独立、政治独立。
产业的细胞是企业，因此建设创新型企业，追求技术上的独立，不仅是市场竞争的需要、企业发展的
需要，也是国家进步的需要。
　　自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重大战略目标面世以来，关于创新的文章与报道不断。
创新到底为何物？
创新的活动可大可小，最重要的不在于说，而在于做；最务实的不在于跟风炒作，而在于落实行动；
最有效率的不在于概念探讨，而在于掌握方法与工具。
　　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创新型国家，其政府均高度重视创新思维的培养，超前部署创新方法的研
究和推广，设立专项资金鼓励科学仪器设备等科学工具的自主研发。
相比较而言，我国对创新方法重视不够，投入严重不足，对科学思维培育不够，科技活动以跟踪模仿
为主，自主创新成果少，科学仪器设备等科学工具严重依赖进口，这与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战略要求极其不相适应。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提出：中国曾有非常先进的技术发明（四大发明），为什么牛顿式的工业革命
没有在中国诞生？
这是中国学术界讨论了半个多世纪没有结果的“李约瑟问题”。
自2004年以来，笔者一直致力于创造发明、技术创新、创新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与探索，特别是接触到
源于苏联，发展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最新创新理论——TRIz（也称为萃智）理论后，认识到科学思
维、科学方法和科学工具的创新与突破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并于2007年初编著出版了《创
新制胜》，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创新知识、创新能力、创新方法、创新体系、创新环境和创新战略等
知识。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TRIz理论是本书的重要核心内容，书中引入了“萃智”这一中国化的名词。
　　随着世界各国（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对创新方法，特别是TRIz的研究和应用的不断深入
，TRIz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全世界工程界、技术界、教育界及管理层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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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技术创新方法基础》以创造创新学理论为基础，以培养科学素质和创新能力为目标，提出了创
新的概念和个体创造力的结构模型，全面介绍了创新思维、创新才能与结构优化、创新技法和TRIz（
萃智）理论、创新工具与综合运用等基础知识，对发达国家研究、发展TRlZ理论与应用重点进行了论
述，并将TRIz创新方法与设计、生产制造中的AD、ADT、QFD、六西格玛、SFx等理论相融合，形成
独特的技术创新方法的基础。
《技术创新方法基础》能拓展思路，提高智能，激发创新意识，提高创新实践能力。
　　《技术创新方法基础》可作为高等院校理、工、管等学科各专业大学生、研究生学习研究创新理
论和方法的教科书，也是广大研究人员、设计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教师、机关技术干部、企业领导
和管理人员等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有益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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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创新的研究与发展　　创新的研究即创新学。
创新学是对事物本质的新认识，是现存规律的新应用，是有目的地根据已知去发现未知的活动，就是
发现新的规律、新的物质，建立新的理论，发明新的技术与方法，设计并制造出新的产品的总称，是
运用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人才学、科学学、管理学、逻辑学、科学史学等多门学科知识，揭示人
类社会创新活动的规律，探索创造文明的思维与方法，研究创造能力培养的科学。
它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分支，是一门边缘性、综合性的学科。
　　创新学的研究埘象是研究创新的概念、创新能力的培养、创新的思维、创新的原理、创新的方法
、创新的工具及其规律，包括什么是创新；创新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创新能力如何培养与提高
；影响个体创造力的因素有哪些；创新过程有哪些规律可循；创新有哪些科学的方法等。
　　（一）创新研究的作用　　创新研究对于一切社会实践领域都是必要的。
　　首先，它有助于促进科学技术领域的发现和发明。
据英国科学家詹姆?马丁推测，近百年的创造发明比过去两千年来创造发明的总和还要多，而自20世纪
初以来，大约每隔30年知识就增加一倍。
随着创造学的产生、发展和应用，近40年来，大约每隔10年知识就翻一番，这就是所谓的“知识爆炸
”。
　　其次，它有助于教育改革和创新人才的培养。
创新学研究创新能力、创新才能的优化结构和创新性教育，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观和现行应试教育体
制，克服传统教育方式中存在的重知轻能和对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压抑，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宽厚知识
、创新能力与创新素质协调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再次，它有助于生产劳动。
人类生产劳动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生产组织和操作过程的
不断合理。
创新与创新学提供的创造力开发、创新方法等，能促进技术革新挖潜、提高产品质量、改善功能、提
高生产经营管理水平、节约能源、降低消耗与成本等，从而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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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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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教科书，也是广大研究人员、设计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教师、机关技术干部、企业领导和管
理人员等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有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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