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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成创新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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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摘要：当今，集成创新已成为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维持企业经济效益的原动力。通过对国内外有关集成创新研

究的文献进行整理分析，从集成创新的企业层面，对企业集成创新的内涵、模式以及评价体系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总

结现有研究的成果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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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integrated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that maintains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mode, and evaluation system which 
is on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by th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ums 
up existing research harvests and de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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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竞争领域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在

高科技时代背景下，竞争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企业必须加快解决问题、学习和响应竞争的速度。

资源、实力的相对有限性日益成为制约创新成功的

瓶颈，因此许多企业关注对质量管理、创造力和创

新进行集成 [1]。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为应对动态环境

给企业技术创新带来的挑战，国外学者开始关注集

成创新并进行研究。近几年，企业集成创新迅速发

展成为研究热点和主流，相应地出现了大量的研究

成果。

本文从企业集成创新的内涵、模式以及相关评

价体系 3 个方面进行论述，最后对其研究现状进行

总结。

2 企业集成创新内涵的研究

Marco Iansiti最早提出集成创新的概念，他将

通过组织过程应用好的资源、工具和解决问题的方

法称为技术集成 [2]。此后便有了集成创新的发展。

早期集成创新的概念主要用于技术与产品层面，是

指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时各种资源选择、整合的过

程。技术集成创新的过程促进了各种资源要素经过

优选并以适宜的结构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要素优势

互补的有机整体 [3]，从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这种

新产品开发和创新的方式越来越被公认为是系统地

组织内外部优势资源（技术、知识、信息等）而产

生具有功能倍增性技术发明和创新产品的过程 [4]。

这类集成创新观点更集中在新产品和新思想的产出

阶段，强调集成过程而非被集成的原始技术资源，

是将各种创新要素进行创造性的融合 [5]。这一创新

作者简介：邹俊（1988- ），女，河海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战略管理。

收稿日期：2011 年 10 月 31 日。

理论研究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 44 卷第 3 期  2012 年 5 月

─52─

过程体现了创新的速度，是企业通过迅速汇集内外

部创新资源，以适宜的形式形成一个创新系统，从

而快速实现产品的开发和商业化 [6]。

另有研究从组织层面论述了集成创新的概念。

从企业层面来看，集成创新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

术创新范畴，更强调技术、战略、组织结构和文

化等的一体化集成 [7]。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为达

到高效创新的目的，将技术、战略、知识、组织等

创新要素优化、整合，以最合理的结构形式结合在

一起，形成具有功能倍增性和适应进化性的有机整

体 [8]。在此过程中，集成不是简单的连入、堆积、

混合、叠加、汇聚、捆绑和包装，而是将各种创新

要素进行创造性的融合 [9]。

更有学者将集成创新的概念突破组织的边界，

将企业集成创新资源的来源拓展到除企业外的创新

行为主体，包括企业、大学、研究所以及它们之间

的联合体 [10-11]。甚至将企业集成创新资源扩大至全

球市场上，通过集成更广范围的先进资源，同时不

断整合企业自身发展的资源，从而使企业达到持续

创新的目的 [12]。

通过对现有研究中企业集成创新概念的阐述，

认为企业集成创新是指企业将各种创新要素，包括

技术、战略、知识、组织等进行创造性的融合，以

最合理的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使整体功能发生质

的跃变，形成独特竞争优势的自主创新过程。

2 企业集成创新模式的研究

企业集成创新模式是针对企业如何进行集成创

新的方法研究，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整理，可以将这

部分研究内容分为两部分，企业集成创新的要素结

构和运行机理。

2.1 要素结构的研究

根据Rothwell（1994）对技术创新演化模式的

划分，从设计、制造到销售，整个流程中各创新资

源都需要高度集成化、敏捷化、并行化、网络化，

从而导致集成创新模式的出现 [13]。

从产品开发的角度，很多学者构建了以技术

集成为基础的企业集成创新层面模型，分为：技

术集成、战略集成、知识集成和组织集成 4 个层

面 [8，14-15]。陈劲（2002）则以战略集成、知识集成、

组织集成三要素，构建了用来阐明企业内部的集成

创新过程的分析框架 [16]。Hardaker（1998）首次把

“管理”作为集成要素引入集成创新体系中，将企业

集成创新分为 3 个层面：技术层面、管理层面和文

化层面 [17]，并认为必须实现文化的集成整合。欧光

军（2004）从实现产品创新管理的TCQ（时间、成

本和质量）优化的角度，提出企业集成创新包括技

术集成、知识集成和组织集成，并建立了面向产品

创新的知识集成过程模型 [18]。许多学者认为，创新

需要资源集成，资源已成为影响企业集成创新绩效

的重要因素之一 [19-20]。因此，王淑贤（2008）提出

了由资源集成层面、技术集成层面、知识集成层面

和组织集成层面组成的，各层面间在很大程度上是

复杂的非线性协同关联的企业集成创新系统 [21]。

Tang（1998）从创新动力学和创新组织的角

度，对信息与创新以及组织与创新的关系进行了论

述，提出了在组织中的创新集成模型，包括了信息

和沟通、行为与集成、知识和技巧、项目的提出和

实施、指导和支持与外部环境等要素 [22]。 Autio和

Hameri（1995）从个体、组织、部门（或产业）以及

国家（或全球）的 4 个层面对技术系统进行研究，

并提出了技术系统的集成模型 [23]。国内学者大多将

企业集成创新体统，以组织边界为分界点划分成企

业内部集成创新和企业外部集成创新两个层次。企

业外部集成的要素包括企业间 [24]、企业与大学和科

研机构、企业与供应商和顾客 [11]，更有学者将企业

外部集成拓展到了区域国家甚至全球层次 [25]。而企

业内部集成的要素划分与产品角度的划分相类似，

但更注重知识集成而不是技术集成。

通过上面的阐述可以发现，尽管各个学者在

划分企业集成创新要素的层次上存在不同，从而形

成了不同的结构，但存在明显的共性。如果把企业

外部集成要素连同企业内部的集成要素作为一个整

体，再加上对划分普遍采用的方式进行归纳总结，

就可以将企业集成创新划分为战略集成、组织集

成、知识集成、技术集成 4 个层次。

2.2 运行机理的研究

通过上一节对企业集成创新要素层次的划分，

以及现有框架结构的设计，本节将阐述企业进行战

略集成、组织集成、知识集成和技术集成的运行机

理。

2.2.1 战略集成运行机理的研究

如何实现战略集成，是企业集成创新成功的

重要保证。国外已有学者对创新战略集成的要素进

行了研究 [26-27]，但对战略集成机制的论述不多。王

海峰等人（2010）认为，集成思想应渗透到战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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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主要过程中，形成战略目标、战略选择、战略

实施和战略控制 4 个方面的集成 [28]。与其相似的观

点，陈劲（2002）认为在战略集成运行的过程中[28]，

主要需解决如下问题：（1）企业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的集成；（2）技术创新战略与企业经营战略的集成；

（3）技术方向与市场需求相一致；（4）与世界领先水

平产品的战略性技术的集成 [16]。陈琦（2010），李文

博、郑文哲（2004），张华胜、薛澜（2002）和陆晓

春等（2006）还认为在战略集成过程中，技术组合

要突出战略的重点，相关研发费用的分配应反映各

项目在战略上的优先权顺序 [8, 15, 25, 29]。

另有学者从企业技术创新的角度出发，给出了

创新战略集成的不同观点。张炜（2004）在对技术创

新战略组合和模式选择研究中，认为战略集成是企

业为提高创新过程中的开发效率和可持续竞争力的

战略组合 [30]。史宪睿、刘则渊和于冬（2007）则认为

战略集成关键是要进行正确的战略选择 [6]。李元和杨

薇钰（2008）认为战略集成的关键是通过战略决策识

别对企业成长和发展最有价值的创新，并识别相关

创新能力的形成是否能使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31]。

2.2.2 组织集成运行机理的研究

众学者对组织集成的观点比较一致，新产品的

思想、试验和对新产品的信念既是企业内部各个部

门共同建立起来的，也是企业与企业的伙伴、客户

共同建立起来的，这种全新的集成机制确保了不连

续和跨越创新的实现 [32]。因此，将其分成企业内部

组织集成和企业外部组织集成两个部分。

对于企业的内部组织集成运行过程，大多学者

认为集知识的创造、传播与应用为一体的集成组织

是企业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构建柔性组织结构、

流程和创新型文化以快速响应环境的变化，更利于

集成创新 [33]。企业内部组织集成要最大限度地减少

或消除不同部门职能间的摩擦损耗。具体方法有：

（1）用跨职能集成方式进行界面管理。所要解决的

关键问题是分析产生界面的原因和应对能力，决定

在组织中界面管理所发生的层次，确定信息交流的

类型 [34]；（2）充分沟通。企业内部要提升研发部门

与营销部门交流程度、研发部门与制造部门交流程

度、制造部门与营销部门交流程度 [16]。（3）协商合

作，着力构建和应用网络型组织 [8, 15-16, 29]。

认为企业应进行外部组织集成的学者指出，

集成创新不仅是将创新看成是交叉职能联结过程，

还是一个企业内外交流路径所织成的复杂网络，创

新就在新型网络组织中实现 [35]。一些学者从组织的

角度设计了新一代创新模式，如虚拟公司 [36]、数字

公司 [37]。这类集成过程包括：（1）企业间的集成。

根据技术的互补性以及市场相关性等因素，建设以

信息技术为依托的企业网络，实现不同企业之间资

源与能力的互补，进而增强企业网络整体的竞争优

势。（2）企业与市场集成。加强企业与供应商和顾

客的联系，将用户的需求表达加以分析以决定其正

确性，建立企业与供应商的长期合同，加强与供应

商的交流使其参与企业研究开发 [16]。（3）企业与科

研机构等集成 [11, 15]。

2.2.3 知识集成运行机理的研究

知识集成是企业集成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但

国内外对知识集成运行机理的专门研究较少。不同

学者在对知识的分类上存在差异 [8, 11, 25]，对知识集成

的内涵认识还尚未统一。有学者从集成层面来定义

知识集成，认为企业应在组织内部对每一位员工的

专门知识进行集成 [38]。张喜征（2004）认为，知识

集成是不仅应将组织内部还应将组织外部的分属不

同全体或个体的一般或特质的知识创造性地结合在

一起 [39]。还有学者从知识层面定义了知识集成，认

为知识集成是对现有知识的重新组合以及对潜在待

开发知识的运用 [40]。尽管以上两种观点对知识集成

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总的来说可以将知识集成分

为知识内容集成和知识主体集成 [15]。知识主体集成

可以运用 ITOI模型加以描述：在个体知识变为群体

知识的螺旋上升过程中，企业逐渐形成自身的知识

库 [41]。Nonaka（1991）还对组织内部知识内容集成

过程给出了详细的描述，认为组织中知识的转化、

传播和新知识的产生是通过“内化-综合化-外化-

社会化”4 个过程的循环反复实现的 [42]。另有学者

按照知识的不同来源将知识集成过程划分为内部知

识集成和外部知识集成，其中Nishiguchi（1994）就

讨论了外部知识集成的实现途径 [43]。闫昱（2009）认

为，知识集成过程还应考虑知识集成的环境 [44]。

2.2.4 技术集成运行机理的研究

Marco Iansiti最早提出的集成概念的内涵就是

“技术集成”，是集中于单个产品开发的过程，侧重

于创新技术 [2]。在技术集成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傅

家冀、江辉、陈劲等人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江辉和

陈劲等（2000）认为，技术集成是企业根据现有技

术、产品市场特性，引进已有成熟技术或学习新技

术，迅速地集成开发，充分获得产品市场占有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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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和方法 [45]。

对技术集成实现过程的研究，Marco Iansiti
（1999）给出了产品开发的三阶段模型，认为技术

集成是产品研发、制造和产品应用间的一个交叉领

域 [46]。Mark（2002）认为，技术与市场的集成是技

术集成有效实现的重要机制 [47]。将符合需求的产

品与丰富的技术资源供给之间创造性地匹配 [22]，

是技术集成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19]。慕玲和路风

（2003）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48]。Marco Iansiti（1995）
还指出，有效技术集成过程中必须对各种可选的新

技术进行评估 [49]。Robert等人（1998）也同样认为，

应将技术评估集成到研发过程中 [50]。部分学者还认

为与供应商、客户、制造部门的集成也是有效实现

技术集成的重要机制。Gary等人（2002）就指出，

应将供应商集成到新产品开发过程中 [51]。Daniel
（2000）等则认为研发与客户的有效集成是产品开发

过程中技术集成的重要因素 [52]。周晓宏（2006）还

认为有效的技术集成应在研发项目的最初阶段就开

始 [53]。傅家冀等人（2003）和卢显文等人（2006）认

为集成小组成员、团队之间的沟通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集成创新的有效性 [54-55]。

3 企业集成创新的评价研究

对企业集成创新评价的相关研究尚且不足，

我国的部分学者给出了评价企业集成创新绩效和创

新能力的指标。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由江辉和陈劲

（2000）根据前期研究中对企业集成创新层次的划

分，建立了企业集成创新绩效的评价指标 [45]。指标

体系分为：技术集成、知识集成和组织集成 3 个层

面，包括了技术系统匹配度、全能型人才充足度、

研发部门与营销部门交流程度等 20 多项指标。在

后期的研究中，余浩和陈劲（2004）对其的评价体

系作出了补充，认为还应加入有关战略集成层面的

评价指标，包括可预见利润的传递能力、产品多样

化、对该技术的市场阻力、新建产品部门与原有部

门的联系和有效商业模式的创造 [56]。类似的研究还

有很多，都是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对维度进行不同的

划分，或者对相同维度的指标进行了调整，因此建

立的评价体系存在相似性 [57-58]。

史宪睿、金丽和孔伟（2006）认为，企业集成

创新是各种能力要素按照一定关系链接形成的能力

系统，集成创新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企业集成创新实

施的效果 [59]。因此，针对企业集成创新能力，其建

立了企业集成创新能力的评价模型。同样，也分为

战略集成、知识集成和组织集成三方面的能力，包

括了企业的知识管理能力、团队建设能力、界面管

理能力等 10 多项指标。另有很多学者同样是在对

企业集成创新能力进行划分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应

企业集成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60-61]。这些指标

体系在进行指标选取时，有着较大的共性，定性指

标居多，且有部分学者将反映集成创新能力的评价

与反映集成创新绩效的评价相混淆。

4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国外集成创新研究分析了创新系统结构与活动

的方法，利用研发项目样本数据研究了集成创新机

理，事实上是技术创新的系统化，关注的是技术创

新过程中系统要素的优化。国内集成创新研究主要

集中在集成创新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的分析，集

成创新的理论框架包括概念、内涵、模式、机理、

途径的阐述以及企业集成创新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

与评价等。国内这种集成创新的研究与国外的技术

集成是一脉相承的，其核心仍是技术创新的系统

化。通过对现有的各种视角的研究进行分析，可以

发现以下规律与共识。

第一，企业集成创新是指企业将各种创新要

素，包括技术、战略、知识、组织等进行创造性的

融合，以最合理的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使整体功

能发生质的跃变，形成独特竞争优势的自主创新过

程。

第二，企业集成创新涉及技术集成创新层面、

战略集成创新层面、知识集成创新层面和组织集成

创新层面，企业在进行每一个层面的集成时都要遵

循一定的运行逻辑，每个层面都有需要注意和努力

解决的问题和方法，这些解决方法可以为企业顺利

进行集成创新提供帮助。

第三，企业要有效地进行集成创新必须建立合

理的组织形式，而所需的组织已经超越了传统企业

边界，要求着力构建网络型组织来促进集成创新的

有效进行。

尽管现有的研究在对企业集成创新概念上没有

一个统一的界定，但通过将集成创新与企业创新模

式相比较，已经能够将集成创新与其他创新模式相

区别。但除了对企业集成创新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的分析，应该更加重视对集成创新运行过程、实现

途径、创新实现度评价等方面作进一步研究。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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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研究来看，主要还存在以下不足与研究空间。

第一，对企业集成创新结构层次的划分有待进

一步考虑，比如对制度、管理等要素的考虑，现有

研究技术层面和知识层面是否存在交叠的部分，如

何合理地、清楚地界定两者所包含要素和所要反映

的内容。虽然指出了各层次间相互联接，但对各层

次之间的联结关系如何具体表示，通过什么途径可

以将各层次进行有效的联结没有做出回答，这些都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明确。

第二，现有研究虽然给出了各层次集成创新的

运行机理以及实现途径，但对这些集成创新的实现

过程，缺乏模型化的清晰表述，而如知识集成创新

层面，直接运用了现有知识管理模型来表现，缺乏

现实的考证。因此，应该对集成创新的实现过程要

进一步具体化、模型化，而对已经研究所得的实现

模型，应该通过实证的方式证明其可行性。

第三，对企业集成创新的实现途径，构建合理

的组织形式只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不能忽视企业

在集成创新过程中，需要协调各方面集成的管理机

制以及可能会有的风险控制机制的研究。此外，企

业文化的影响也应该考虑在内。

第四，在企业集成创新绩效评价和能力评估

方面的研究比较欠缺，在构建评价体系时维度的划

分、指标的选取都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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