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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新——我们别无选择 1605年是科技时代的黎明时刻，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向人们预言 ：
“凡不应用新良方者，必将遇到新的邪恶，因为时间是最伟大的创新者。
” 大约400年后，在一个可以预期的更伟大时代的黎明时刻，先哲的声音 如 洪钟大吕回响在我们耳边
，哪一个民族再敢错失又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 ？
 这是又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肯定会产生巨人的 时代，这是一个欢欣鼓舞与
捶胸顿足、生存与死亡、天堂与地狱同时并存的 时代，岩浆正在聚集，新的造山运动正在开始。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关键词也许只有两个字——创新。
 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引擎 究竟是什么引领人类走出洞穴从此告别其他动物？
究竟是什么让人类从 树上下来，坐在开着空调、播放着音乐的咖啡屋里？
当我在IBM手提电脑前 打下这一行字时，不得不感叹，在这黑色的、可触可摸的怪物背后究竟隐藏 着
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历史是怎样一步步走到这儿的？
马克思说：“自然界 没有创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床、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
它 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 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
。
它们是人类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 知识力量。
” 在公认的“劳动”和“手”创造历史的哲学解释背后，也许还存在着一 种更为深刻的精神驱动力
。
原始人类敲打第一块石片和我们今天在电脑键盘 上敲击字母所用的同一种工具——手，也许并没有发
生多大的革命，但历史 却已沧海桑田。
 从石片到电脑键盘，人类走过了无数历史细节，除了“勤勉”和“组织 ”， 连结所有细节的是一种
强大的“累加”力量。
换句话说，人类历史中存在着 一种渐进然而却又非常稳定的潮流——知识和物化的知识随时间而“累
加” 。
 牛顿一生的经验被提炼为几条原理，累加到一个普通中学生的大脑中，经验 变成了“维他命”，一
口就吞了。
 这就带出了一个本体性的问题：决定“累加”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人与猴子的最大差别是：人的经验可以累加从而引起质变， 而不是简单的重复。
那么，在累加过程中不断发展的经验和知识系统究竟加 进了什么？
什么是发展？
上个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熊彼特认为，经济 的发展： 是从内部产生的这样一种变化，那就是
，它这样来代替这种体系的 均衡点，从而新的均衡点不能从旧的均衡点以许多无限小的步骤去达到。
 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从而获得一条 铁路。
 也就是说，只有一种异质的加入，经验和经验之间的累加才具有了递进 性。
人类正是依靠这种递进性才获得了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大前提。
这种“异 质”的另一个名称就是——创新。
 的确，在人类的起源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土地、阳光和汗 水，然而，真正让我们摆脱饥
寒交迫的却远不是这些有形的物质资源，而 是深藏在我们灵魂中的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
物质与精神，究 竟是什么在实际地推进历史？
1997年美国发射的“探路者”登上火星，其 精确程度达到以毫秒计算，误差率不超过万分之一，传回
的照片其清晰度 也比21年前发射的“海盗”号要提高10倍，而其成本只有“海盗”号的 五分之一。
于是我们直观地看到了知识、科学、创新在历史演进中的主 体作用。
换句话说，巨大的效益主要来自于不断累进的知识和建立在这一 基础上的伟大智能。
所以马克思才会斩钉截铁地说：“随着工业的发展，现 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
的劳动量⋯⋯相反的却取决 于一般的科技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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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就看到，“经济发展”实际上是熊彼特所说的“一个体系内 部所发生的一种经济变化，即
一种生产方法的新组合，而这种新组合是 由创新引起的一个动态的质变过程”。
而所谓的创新，熊彼特理解为五种 情况：a．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
—或一种 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
b．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 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决
不仅是建立在科学领 域里的新发现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 的方式
之中。
c．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由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 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
是否存在过。
d．掠取或控制原 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 还是第一次
制造出来的。
e．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 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
位。
总的来说，就 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
 这样我们就看到，曾经令许多经济学家担心的事，即随着人口的不断增 长，土地和稀缺能源、金属
矿物资源所带来的利润的不断减少，经济增长将 被遏制⋯⋯这些悲观的预见，已经被深藏在人类头脑
中的更伟大的资源—— 创新所推翻。
微软公司除了漂亮的办公大楼和咖啡，并没有耗用多少自然资 源，然而，它却“仿佛从地下唤起了巨
大的生产潜力”，人们做梦都不曾想 到“如此巨大的生产能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在惠泽世界的同
时，微软也 拿到了丰厚的利润。
所以舒尔茨说：“空间、能源和耕地，并不能决定人类 的前途，人类的前途将由人类才智的进步来决
定”。
因为“经济增长并不是 由于资本、劳力等生产要素的增加所引起的植物性增长，而是创新所引起的 
增长”。
(熊彼特） 从某种意义而言，一切征服都是精神性的，美国知识产权的出口额早在 1999年就已达到370
亿美元，超过飞机或通讯设备的出口，麦当劳和肯德基 征战全世界的绝不是有形的鸡肉、面包和微笑
，而是物质背后的标准、流程 和品牌。
 新经济时代的生存模式——创新型组织 如果说“学习型组织”是20世纪后半叶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
的到来而 创建的新的组织形式的话，那么，在21世纪一个更为壮阔的新经济时 代，创新型组织的建立
将会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创新型组织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人类文明的加速期已经到来。
大约50万年前， 人类找到了火并且开始了直立行走；大约25000年前，人类开始使用语言并 学会栽培
植物和蓄养动物；大约10000年前，人类进入农耕时代，艰难地度 过了蒙昧时期和野蛮时期；大约250
年前，人类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 ， 文明时代的序幕拉开，人类进入了机器和电子时代；大约50
年前，第二次工 业和技术革命开始，人类进入了原子时代；大约20年前，第三次科学技术革 命开始，
人类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随着网络和电子商务时代的来临，人类生产和交换方式将又一次发生革 命性变化，与此相适应，经
济形式也将发生新的质变，知识经济正在向更高 形式的经济——“智慧经济”转换。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场大变革的前夜，人类自身所创造的网络空间正在 彻底重塑人类社会的空间，
电子商务正在打破一切经济领域的“封建割据” ， 人类的生存空间正在被重新定义。
在信息世界里，全世界有将近10亿个入口 可以让人们随时踏上高速公路，进行精神上的“十字军东征
”。
知识洪峰时 代的到来和由网络技术导致的信息交易成本的降低将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真 正的创新主
体，仅仅是一个“成交方式的闪念”，仅仅只有20多年时间，就 使“戴尔”们成就了恺撒般伟大的帝
业。
在一个“赤脚不怕穿鞋的”的时代 ， 一个普通的电脑黑客竟然拥有着可能征服整个世界的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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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信息化正 在从骨子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在宏观上，新的困惑也正在出现，金融巨头索罗斯在瑞士“世界经济论 坛”上无奈地说：“冷战后
形成的世界体系如政治上的联合国、金融上的世 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上的WTO已经无
法适应日益爆炸而走向 全球互动信息化的今日世界之需要”，旧秩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于是，一种新的文明构造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以“智慧”为中心的经 济生态正在崛起。
如果说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中心的资源配置经济的话，那 么，智慧经济在本质上，就是以智慧为中心
，对一切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的 经济。
知识和智慧的最大区别在于：知识是死劳动，是过去时态和完成时态 的劳动；智慧则是活劳动，是现
在进行时态的劳动；知识可以传递、复制和 模仿；智慧在本质上需要的是创新。
 在工业和复制的时代，知识是一切价值的中心，“知识就是力量”(培 根） 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一
切以知识为核心的资源整合能达到效益的最大化。
 在新经济时代，智慧是一切价值的中心，“智慧才是真正的力量”(布 朗 基）将成为一种新的价值标
准。
一切资源(包括知识资源）将以智慧为核心 重新整合，所有的技术、资金、人力、专业知识都将以“
点子”、“战略策 划” 等为核心进行新的配置。
 在智慧经济时代，企业将从寻找稀缺资源进化到寻找“稀缺智力”，从 挖掘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向
挖掘“智力资源”过渡。
 因此，一切迹象表明，整个社会将可能从以知识为中心的组织形式向以 智慧为中心的组织形式过渡
。
适应这一历史性转换，全社会在“学习型组织 ” 的基础上将会逐渐形成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创
新型组织。
 2．企业是创新型组织的主体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核心是“企业家精神”。
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不管他 有 什么样的功利目的和伟大的道德抱负，在熊彼特眼里只有一个衡量标
准—— 用 创新来寻求垄断利润。
垄断一旦形成，经济生活的简单平衡就被打破，新一 轮资本运动便开始。
 尤其重要的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因而可以产生垄断利润和超额 利润。
而利润和垄断利润的出现，打破了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使静态 的经济变成为动态的经济，使简
单再生产的静态均衡变成动态均衡，从而使 经济生活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
可见，创新是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产 生的关键。
 如果说，熊彼特的理论只是对资本主义上升阶段某一特定过程分析的 话，那么，进入21世纪，创新就
已经成了企业家生死存亡的关键。
美国《财 富》杂志2001年最新统计：企业家成功的经验：“第一是创新，第二是创新 ， 第三还是创
新。
” 既然创新已经成为一个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那么，在企业内部建立起 以创新为核心价值的组织
形式——创新型组织就将是最直接最经济的管理模 式。
马克思说：“一切创造力都需要表现这种力量的场所，需要从它所引起 的反应中吸取进行新的创造的
力量。
”。
 一个系统(社会或者企业等）能否产生持续的创新能力，能否激发起系 统内每一个成员发自内心的创
新需要，能否将所有资源以是否有利于创新产 出进行最合理的配置，能否形成一个有机的创新整体，
关键取决于能否出现 一种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从而达到一种外部制度与人的内在创新要求的 适
配性。
 在这方面，中国著名企业海尔集团正进行的尝试是有意义的，正如张瑞 敏所强调的： 管理的国际化
不是管理模式的国际化，而是人的国际化。
把人变成企业 有价值的资产，使人能够成为创新的资源。
员工的创新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 产。
管理的本质不在于控制员工的行为，而在于给员工提供创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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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我认为企业的每一个人应该在开放的系统中创新．这与不同历史阶段的国 际化管理是有区别的
。
我们今天的管理国际化应该是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使 每个人有一个创新的空间，换句话说每个人都要
成为一个SBU(策略事业单 位，即自主创新的主体）。
 当然，海尔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创新型组织”，因为创新 型组织也将像学习型组织一
样，应该有一整套严密的制度体系，从企业理念 到核心价值，从企业文化到员工精神，从绩效考评到
惩奖制度，从员工创新 培训到视觉传达设计等一切元素，将完全以创新为主体重新设计。
其最终目 的，是创造出一个新的组织形态，从而在企业内部，接着在行业之间，最后 在全社会最有
效地动员一切创新资源，实现创新效益的最大化，并以此促进 社会的进步，因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
步的灵魂”。
 20世纪40年代末，IBM预言全世界只需5台电脑，可现在我们一个办 公室就有6台；20年前，比尔·盖
茨曾出口狂言“640兆内存就足够满足任 何要求”，今天，对一个好胜心强的中学生来说，640兆的内
存已经太委屈 了。
 这个世界已经面目全非了。
 杰克·韦尔奇在即将结束GE公司CEO生涯的最后一次演讲中，几乎是 充满恐惧地说： 这将成为一个
全新的游戏：你闻所未闻的变化正在以你闻所未闻的速度 进行着。
 这也正如CA软件公司总裁王嘉廉所预言的： 我相信我们正处在一个新世界的开端。
 有理由相信，从现在开始，10～20年时间里，将可能进入人类历史上最 最激动人心的时代，也许我们
将会面临一个完全陌生的文明。
所有的准备也 许都是多余的——除了思维方式。
 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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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经济时代中如何脱颖而出？
又怎样成为时代的领头羊？
    答案只有一个：创新，创新，还是创新！
    本书正是这样一本教你如何创新的思维训练书。
    第一篇，作者简单介绍了创新的概念，以及创新需要具备哪些能力，篇幅不是很长，急于创新且又
不喜欢概念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过此篇，进入后面的内容。
    第二篇，内容由权威思维、偏见思维、惯性思维三部分组成，一看标题，就知道这三大思维是束缚
我们更高发展的绊马索，这部分内容里，作者条分屡立、抽丝拨茧，一一分析了它们的弊端所在，当
然，最重要的是，告诉读者怎样去突破束缚，从而飞得更高更远。
    敲碎了原有思维的壁垒，就要学习如何掌握新的思维方法了，第三篇正是对这一内容的绝佳演绎。
    第四篇，则是教读者怎样巩固和加强已经学到的思维方法，深入浅出，灵光和真知灼见随处可见。
    创新已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相信本书能对寻求突破的个人或企业甚至国家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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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健，同济大学广告系主任，中国创新思维研究领域的权威，他经常活跃于全国各个知名学府的各种
高级培训讲坛，近千家企事业单位邀其讲授创新思维方法。
这些学府和单位有：
    知名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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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技学术环境　第二章  创新主体特征　　一、智力　　二、认知    　1.问题解决和推理　    2.判断和
决策　　三、人格　　  1.天真好奇　　  2.自信独立　　  3.专心致志　　四、动机、情绪及知识　　 
1.动机　　  2.情绪　　  3.知识第二篇　创新，去敲碎束缚思维的壁垒　第三章  偏见思维　　一、偏见
的类型　　  1.经验偏见　　  2.利益偏见　　  3.位置偏见　　  4.文化偏见　　二、偏见的心理机制　
　  1.心理期待　　  2.心理归纳　　  3.心理图式：　　三、正确对待偏见　　  1.偏见的不可超越性　
　  2.正确对待偏见　第四章  惯性思维　　一、惯性思维的表现形式　　  1.强势惯性　　  2.前提惯性
　　  3.语境惯性　　  4.群体惯性　　二、惯性思维的误区　　  1.线性思维　　  2.模式化思维　　  3.
惰性思维　第五章  权威思维　　一、权威思维的表现形式　　  1.有形权威　　  2.无形权威　　二、
克服权威思维障碍　　  1.正确认识权威思维　　  2.学贵有疑——要有质疑思维　　  3.要有实践精神第
三篇　创新，激活思维中沉睡的因子　第六章  发散思维　　一、发散思维与创新　　二、发散思维
的形式　　  1.结构发散　　  2.因果发散　　  3.属性发散　　  4.关系发散　　  5.功能发散　　三、发
散思维是一种生存态度　　  1.一支铅笔的用途　　  2.穆罕默德的回答　　四、发散思维方法论　　  1.
有趣的魔方法　　  2.魔球扩散法　　　3.多湖辉发散法　　  4.奥斯本简表法  　　5.原型启发法　第七
章  联想思维　　一、联想思维概述　　二、联想思维种类　　  1.相似联想　　  2.接近联想　　  3.对
比联想　　  4.自由联想　　三、联想思维训练　　  1.头脑风暴法　　  2.强制联想法训练　　  3.类比
联想创新法　第八章  形象思维　　一、形象思维的概念　　二、形象思维特征及其媒介　　  1.形象
思维特征　　  2.形象思维媒介　　三、形象思维训练　　  1.洞察力　　  2.形象思维记忆力训练　　 
3.想象力培养　第九章  系统思维　　一、系统思维的概念　　二、系统思维的技法训练　　  1.整体法
　　  2.综合法　　  3.结构分解法　　  4.要素法　第十章  逆向思维　　一、逆向思维一种生存智慧　
　　1.普适性　　  2.新奇性　　  3.叛逆性　　二、逆向思维——一种经营策略　　  1.100人管一人　
　  2.给糖哲学　　三、逆向思维——一种光明思维　　  1.底线思维　　  2.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四、
逆向思维种方法论　　  1.方位逆向法　　  2.属性逆向法　　  3.因果逆向法　  　4.心理逆向法　　  5.
心理逆反法　　  6.雅努斯式思维法（对立互补法）　　  7.缺点逆用法　第十一章  灵感思维　　一、
灵感——一种至关重要的思维　　  1.什么是灵感　　  2.灵感的一般特征　　  3.灵感的类别　　二、灵
感——一种神秘的心理机制    　1.灵感思维的心理学阐释　    2.灵感产生的奠基石  　  3.灵感产生的因
变量    　4.灵感的产生境界　　三、灵感——一种可能培养和激发的技能　　  1.时间漂移　　  2.梦境
控制　　  3.“灵感场”的营造　　  4.瞬间信息捕捉　　  5.果断抓住直觉　　  6.思维跳跃问题第四篇
　创新，登上巅峰的一种新收获　第十二章  超界思维　　一、超越预设前提　  二、超越问题属性  　
三、超越技术的边界　  四、超越规则的边界　第十三章  偏移思维　　一、偏移思维　　  1.天文与心
理偏移　　  2.非主流偏移　　  3.思维的第二落点　　二、换轨思维    　1.换轨思维的低成本性　    2.换
轨思维的工具意义  　  3.换轨思维与慧眼　　三、换轨思维的普遍价值　　　1.换轨是一种境界　　
　2.换轨与光明思维　第十四章  概念思维　　一、观念与概念　　二、概念化思维的训练　　  1.从看
似不同的事物上找出相同的特征　　  2.为看似完全不相关的事物寻找相关性　第十五章  极限思维　
　一、极限思维与物理学的开端　　二、“是非问题”的背后　第十六章  收敛思维　　一、收敛思
维的概念　　二、收敛思维的技法训练　第十七章  多米诺思维　　一、微量渐变效应　　二、狄德
罗效应与演化的不可测性　　三、微量渐变与生命境界　　  1.捉野猪的哲学　　  2.金盏花的奇迹　第
十八章  整体性思维　　一、马蹄铁与整体系统　　  1.视觉发现之谜　　  2.整体与拆零　　二、整体
性思维的方法论意义　　  1.整合思维　　  2.整体的系统思维　　  3.协同思维　第十九章  简单性思维
　　一、简单思维是一种智慧　　二、简单思维是一种方法　　  1.奥卡姆剃刀原则　　  2.费米思维法
　　  3.由繁入简法　　  4.删繁就简法　　三、简单是一种生存法则　　  1.大自然——“上帝喜欢节约
与方便”　　  2.人生——厚道即精明　　  3.美——简练就是丰富　第二十章  性质超越法　　一、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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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通常属性——寻求更高的统一　　二、超越单一属性——寻求多元转换　　  1.材料超越　　  2.色彩
超越　　三、超越一般属性——找寻“兰若”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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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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