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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技术管理研究综述
①

李仕明② , 肖　磊 , 萧延高
(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 成都 610054)

摘要 : 20世纪 90年代后期以来 ,新兴技术管理正在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新兴领域 ,我国也正

在蓬勃展开这方面的研究. 文章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扫描. 从理论渊源入手 ,通过对新兴技

术的概念及其不确定性和创造性毁灭特征、新兴技术管理的概念和特征的讨论 ,认为新兴技术

管理是与技术管理、技术创新管理同源异质的新兴学科领域 ;分别从新兴技术演化及评估、新

兴市场识别及拓展、新兴技术战略研究、新兴技术管理的组织创新、新兴技术的融投资管理、新

兴技术的知识管理等方面 ,介绍了目前新兴技术管理研究的领域、内容、观点和成果 ;从新兴技

术聚群创新、新兴技术边缘竞争、新兴技术管理研究方法等方面 ,展望了新兴技术管理的研究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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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通过 20世纪 80年代持续的技术创新 ,美国

巩固和强化了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优势 ,实现

了美国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 ,率先建立了知识经

济的战略平台 ,使美国经济在 90年代实现了长期

的增长. 这一现实 ,引起了理论界的极大关注.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 ,激烈、快速的技术变革 ,在改变

产业发展形态的同时 ,也在改变产业的竞争规则

和企业的经营模式 ,为理论界提出了新的、需要尽

快回答的研究课题. 1994年 ,宾西法尼亚大学沃

顿商学院“Hunstman研究中心 ”制订并实施新兴

技术管理研究计划. 该计划受到来自贝尔公司、

IBM、杜邦等众多跨国公司的支持 ,数十位来自沃

顿商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密歇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的知

名学者以及麦肯锡咨询公司的资深专家 ,历经 6

年的研究 ,于 2000年出版了集成这些研究成果的

《沃顿论新兴技术管理 》一书. 现实的需要 ,孕育

了新兴技术管理研究并使之日渐成为国际研究的

新兴领域.

在我国 ,由于体制、机制与历史惯性的综合作

用 ,企业的创新能力“先天不足 ”、研究机构 (包括

高校与研究院所 )的研究“自娱自乐 ”,经济、科

技、教育发展之间长期相互“绝缘 ”,致使资源高

耗费和低效率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 ,社会、资

源、环境等问题日益严重. 为此 ,党和国家以树立

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为战略构想 ,以实施新

型工业化、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为战略推动 ,致

力于实现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和经济结构调整 ,从而为开展技术管理、技术创新

管理、新兴技术管理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清华

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吉林大学、华中科

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一批重点大学以及中科

院的教授、专家投入这些研究领域并形成了各自

的特色.

2002年 5月 ,由联合国组织 ,国家科技部主

办的“新兴技术与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商业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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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论坛 ”在北京召开 ,推动了新兴技术管理研究

在国内的展开.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

学部的支持下 , 2003年、2004年和 2005年分别在

西南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召开了 3届中

国青年创新论坛 ,新兴技术管理成为论坛的议题

之一 ; 2005年 3月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管理学部主办、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承办了以

“新兴技术管理 ”为主题的 2005年第 1期全国

“管理科学论坛 ”,国内外知名学者聚集成都 ,集

中交流新兴技术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 新兴技术

管理作为新的研究领域已经受到了国内学界的普

遍关注.

新兴技术管理研究在国内外发展显示 :新兴

技术管理是一门力图回答、解释当今社会技术变

革所带来的管理挑战 ,指导产业、特别是企业发展

的学科 ,是一门致用的学科 ,更是一门正在兴起的

新兴学科. 本文的目的在于展示这一新兴领域的

国内外研究状况.

1　新兴技术管理的理论渊源

新兴技术管理与技术管理、技术创新管理具

有密切的学术理论渊源. 本节考察技术管理、技术

创新管理的概念与特征 ;引出新兴技术的概念 ,探

讨新兴技术的特征 ;最后给出新兴技术管理的概

念 ,逻辑展示新兴技术管理的理论渊源.

1. 1　技术管理的概念和特征

技术管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50年

代. 技术管理研究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及

其组织、管理过程. 美国技术管理学者纳雷安安教

授 [ 1 ]将技术管理定义为从创造价值出发 ,通过组

织与管理 ,进行技术选择 ,以保证和实现投资者价

值创造的活动和过程 ,并将技术管理的发展划分

为 R&D管理、创新管理、技术战略管理和基于价

值的管理等阶段. 清华大学吴贵生教授 [ 2 ]则将技

术管理划分为 R&D管理学派、创新管理学派、技

术规划学派和战略性 MOT 4个学派.

技术能力的发展及其在产品和服务中的应用

是技术管理的核心功能 ,技术管理强调技术选择

中的战略与组织原则. 公司一方面通过技术选择

来影响环境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技术选择来适应

环境的变化. 中国科学院周寄中教授 [ 3 ]认为 ,在

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多种模式中 ,“技术竞争

力 -核心竞争力 ”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一种可持

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1. 2　技术创新管理的概念和特征

自“创新理论之父 ”熊彼特在 20世纪 30年

代开创技术创新理论以来 ,经过众多学者的补充

和丰富 ,技术创新理论日渐完善. 美国伯格曼

等 [ 4 ]定义技术创新是指由技术的新构思、经过研

究开发或技术组合到获得实际应用 ,并产生经济、

社会效益的商业化全过程的活动. 技术创新管理

专家、清华大学傅家骥教授 [ 5 ]定义“技术创新是

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 ,以获取商业利

益为目标 ,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 ,建立起效能

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 ,从而

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 (工艺 )方法、开辟新的

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

企业的新的组织 ,它是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

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 ”. 我国技术创新管

理专家、浙江大学的许庆瑞教授以及中国工程院

院士、西安交通大学的汪应洛教授等也给出了各

自的定义.

技术创新管理理论是从技术管理理论演变而

来的 [ 2 ]
. 技术创新管理是对从技术起源 (技术发

明 ,主要指 R&D)到技术实现 (包括设计、制造、销

售、服务的商业化、产业化过程 )的技术创新过程中

的资源配置及其组织、管理 ,是对技术创新的管理.

1. 3　新兴技术的概念和特征

1. 3. 1　新兴技术的概念

“技术管理 ”和“技术创新管理 ”中新兴技术

是“源泉 ”. 比较共识的新兴技术定义是 :建立在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其他学科发展基础上 ,具有

潜在产业前景 ,其发展、需求和管理具有高度不确

定性 ,正在涌现并可能导致产业、企业、竞争以及

管理思维、业务流程、组织结构、经营模式产生巨

大变革的技术 [ 6～8 ]
. 新兴技术不仅重视技术本身

在时间和内容上的“新 ”, 更重视新兴技术的

“兴 ”———兴起、涌现、发展、变革. 新兴技术将

“新 ”与“兴 ”组合在一起 ,正是这种“新 ”和“兴 ”

的组合 ,凝结出其独特的新质 :“新兴 ”代表着一

种希望、趋势和未来 [ 8, 9 ]
;“新兴 ”显示了高度不确

定性、创造性毁灭与“赢者通吃 ”.

1. 3. 2　新兴技术的特征

新兴技术的本质是变革 ,变革带来新质并由

此孕育管理新兴技术面临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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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确定性特征

当前正面临着一个超变化时代 ,不确定性是

这种变化的“自然产物 ”. 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具

有动态性、多维性和未知性特征 [ 9 ]
:第一 ,新兴技

术的不确定性不但是包含技术不确定性 ,而且包

含由此而带来的市场、组织和管理等的不确定性 ;

第二 ,新兴技术所具有的不确定性 ,有着无法预

测、创造性毁灭的特征 ,不是没有被认识的不确定

性 ,而是一种不能被认识、不能被预测的不确定

性 ,被称之为“剩余不确定性 ”[ 10 ]
.

2)创造性毁灭特征

早在 20世纪 30年代 , Schumpeter[ 11 ]就指出 ,

创新的本质就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Mary

Trip sas
[ 12 ]认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是原有公司和

新进入企业之间的竞争过程. 新兴技术 ,完全不同

于一般的技术 ,具有“创造性毁灭 ”的特质 ———它

们可以创立一个新行业或者改变一个老行业 ,改

变企业价值链结构 ,改变辅助价值链 ,并且重新定

义其业务范围 [ 1 ]
,改变竞争规则 ,改变原来的基

础结构、程序、组织结构、能力和思维模式等.

3) “赢者通吃 ”特征

在许多行业 ,往往是“先动优势 ”与“后发优

势 ”并存 ,优势的获取 ,与企业的资源和策略相关

联. 但是 ,在知识经济时代 ,在新兴技术领域和新

兴行业 ,比如网络行业、超竞争行业和空心行业

等 ,由于新兴技术的“创造性毁灭 ”和激烈竞争 ,

呈现 出“赢 者 通 吃 ”( W inner2take2all ) 的 特

质 [ 13 ] ———一种不同于一般行业先动优势的“先动

效应 ”,后动意味着承受更多的“后发劣势 ”[ 14 ]
.

因此 ,管理新兴技术正在成为成功的关键 [ 6 ]
.

1. 3. 3　新兴技术的管理挑战

Day和 Schoemaker[ 6 ]指出 ,传统的战略规划、

金融分析、组织设计、市场营销等方法 ,都是建立

在持续性假设的基础之上的 ,强调均衡性、合理性

和最优化. 面对新兴技术 ,传统的方法直接受到新

兴技术发展的不均衡性、极度模糊性等的挑战而

失效. 因此 ,管理新兴技术需要在传统管理理论的

基础上 ,注入和补充一系列新的思想和方法.

以信息技术为例 ,它不仅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的宏观状态 ,而且影响甚至决定产业竞争规则和

企业盈利模式 ,比如 ,技术整合、流程重组成为绩

效竞争的关键 [ 15 ] ,体系结构战略对于竞争取胜至

关重要 [ 16 ] . 又如 ,传统的管理理念排斥、厌恶不确

定性 ,管理新兴技术则应当接受、探究和分析不确

定性 ,从不确定性中学习并建立新的赢利模

式 [ 17 ]
;为适应新兴技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复杂

性和创造性毁灭 ,需要采用包括情景规划、实物期

权在内的新的战略、决策和投资工具 ,保持其柔性

或灵活性 ,建立新型而灵活的经营、竞合模式和组

织结构 ,在模糊性中识别机会等 [ 18 ]
; Am ram

[ 19 ]认

为管理不确定性需要两种能力 :定义 (捕捉 )有价

值的机会的能力和快速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

1. 4　新兴技术管理的概念与特征

新兴技术管理 ,在理论渊源方面来自技术管

理、技术创新管理. 但是 ,正如生物物种形成机理

所揭示 ,两个同质的生物物种 ,由于不同的选择环

境 ,将会演变成为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 [ 6 ]
,“南橘

北枳 ”. 由于不同的发展环境 ,使新兴技术管理异

于技术管理、技术创新管理 ,成为新的研究领域.

新兴技术管理研究新兴技术带来的一系列的管理

问题 [ 7, 8 ]
.

新兴技术的发展 ,导致或者需要管理思维、业

务流程、经营模式等的变革. 新兴技术管理是研究

在新兴技术及其变革背景下的新兴技术与新兴市

场 (包括或者涉及新兴技术、新兴技术产品、新兴

技术企业、新兴市场、新兴技术产业等 )的相互演

化、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企业战略、市场开拓、技

术发展融资、组织结构变革、人力资本激励、知识

管理等管理挑战与变革. 新兴技术管理的本质与

内核不仅仅是“技术管理 ”,而是广泛涉及到由于

新兴技术所带来的管理思维、管理模式、发展战

略、组织结构等的挑战与变革. 新兴技术管理建立

基于资源 (能力 )和市场双重远见 ,寻求技术与市

场的结合 ,既关注如何将正在形成的新兴技术转

变为现有或新兴市场中的价值创造 ,关注将潜在

的技术转变成可实现的商业价值 ,又关注现有或

新兴市场需求的技术实现 [ 8 ]
.

2　新兴技术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和

框架

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 ,新兴技术管理研究 ,除

了展开对新兴技术概念和特征、新兴技术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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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以及新兴技术管理的基本概念、内涵的研究

外 ,目前 ,国内外关于新兴技术管理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下列领域.

2. 1　新兴技术的产生、演化及评估

新兴技术可能产生于突破性创新 ,出现全新

的技术路径 [ 20 ] ;也可能产生于渐进性创新 ,来自

技术融合 ,即两个不相干的技术在同一个领域里

合并成新的系统 [ 21 ]
;还可能是来自于应用领域的

改变 [ 6 ]
. 突破性创新探讨全新的技术轨道或流

程 [ 22 ]
,渐进性创新则关注技术轨道的演变、相关

技术的分离、嫁接和组合、融合 ;新兴技术研究还

涉及到分裂性技术和不连续创新特征 [ 23 ] . 分裂性

技术关注企业、技术因素 [ 24 ]
;不连续创新关注顾

客、市场因素 [ 25 ]
.

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看 ,新兴技术它更像

是物种形成的断续均衡的过程 [ 26 ]
. 通常 ,新兴技

术的变革与其说是一项重大的科学突破的结果 ,

不如说是技术的应用领域发生了转变. 换言之 ,新

兴技术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应用领域的改变 ,应

用领域的改变是技术发展中重要的临界点. 科学

发展可能是递增的 ,应用领域的改变却正是“创

造性破坏 ”[ 6 ] .

新兴技术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技术评

估静态分析工具 (如净现值法 )不再适用 ,需要动

态的评估方法. 技术路标是进行技术预测与选择

的方法之一 ,它根据时间的变化来追寻技术或产

品发展的轨迹 ,把技术、市场和组织联系起来考

虑 [ 27 ]
. Mann采用了系统演化的方法对技术进行

了预测 ,通过技术发展的时间、空间和界面来预测

未来的趋势. 期权定价模型、实物期权 ,尤其是定

位期权、搜索期权考虑了新兴技术发展的两个特

性 ,即过去的决策影响将来的技术选择和未来的

机会具有内部不确定性 ,因而可用于技术选择、技

术评估 [ 6 ]
.

在国内 ,浙江大学陈劲教授 [ 28 ]对复杂产品创

新系统 ,尤其是其前端管理的研究进入了新兴技

术的研究范畴 ,他的研究强调复杂和突破性产品

的不确定性挑战并提出识别的方式. 魏江教授 [ 29 ]

认为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不但承担了宏观创新系

统中知识扩散子系统的功能 ,还是知识创新源和

客户企业创新的推动者. 中科院穆荣平教授 [ 30 ]从

构建官产学研等利益主体之间共识的角度 ,运用

德尔菲法、技术需求分析、技术发展趋势和政策分

析等方法 ,预测了未来 20年中国最重要的技术领

域 ,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评估与预测实例.

2. 2　新兴市场的识别及拓展

新兴技术管理需要同时关注技术和市场两个

维度. 技术变化与市场演变高度相关、互相驱动.

新兴技术管理的核心就是使潜在技术商业化 ,实

现技术与市场的有效链接.

识别、拓展和评价新兴市场的挑战在于确定

消费者尚未知晓 ,甚至尚不存在的产品的需求. 由

于技术的高度不确定性、市场需求信号的极度模

糊以及竞争结构的无形变异 ,已有市场的研究方

法不能有效运用于新兴市场评估. 因技术发展与

市场接受速度的相互作用新兴市场的评价变得更

加复杂. 由于技术变化的速度无法预测 ,顾客往往

不知道技术能满足什么需要 ,并且随着环境演化 ,

顾客需要也在快速地、不可预见地改变等 ,使测定

新兴技术的潜在市场变得困难 [ 31 ]
. Day

[ 6 ]用捕捉

采用曲线、通过某些“转折点 ”来预测市场.

Vasilis
[ 32 ]提出通过市场描述来关注高技术市场的

演化 ,寻找市场演化的信号和路径.

Houston[ 33 ]发展了包括技术与市场障碍、战

略与结构障碍、社会文化与市场结合障碍等在内

的分析技术概念性框架. Balachandra
[ 34 ]等将技术

与市场的发展看作两个交互的双螺旋结构 ,强调

技术与市场的相互作用. 传统的商业化路径往往

属市场被动型 (Market driven)模式 ,公司很少主

动尝试去驱动环境的改变 [ 35 ]
. H ills和 Sarin

[ 36 ]在

比较这些市场模式后提出市场驱动 (Market D riv2
ing)的范式 ,认为通过市场驱动模式 ,企业可以最

小化技术不确定性程度 ,而且技术标准的建立克

服了竞争无序.

企业不仅仅需要寻找、发现、发掘需求和市

场 ,更需要创造、培育需求和市场 ,通过对消费者

的引导、教育 ,创造市场和机会. 市场的团簇性特

征 ,体现为不同的消费特性 (组 ) [ 37 ]
,不仅反映了

市场的“聚群 ”性 ,同时也提供了创造市场的

途径.

实际上 ,新兴市场的简化关系是市场的一端

是拥有某项新兴技术的企业 ,另一端是一群某种

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消费者. 这种需求 ,可以通过具

有某种属性或者品质的产品或服务来加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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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企业的技术能够开发出具有这种特性的产品

或服务 ,如果二者在时间、空间以及价格等方面都

“匹配 ”,双方就可“成交 ”. 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

重要目标就是开发技术来改进特性 (组 ). 当技术

所开发或者支撑的特性 (组 )成为市场最受欢迎

的特性 (组 )时 ,技术创新就取得了成功. 新兴技

术管理的关键是寻找潜在的、能够被新兴技术创

造的特性 (组 ) ,然后确定能够由这些特性 (组 )来

满足的市场需求.

Lynn等 [ 38 ]认为在不连续创新下 ,新兴市场

的确定是不断探索和学习的过程 ,因此企业需要

提升学习吸收能力 [ 39 ] . Macm illan和 Mcgrath以笔

记本电脑为例 ,分析在团簇性市场上技术与市场

的结合 ,并提出控制单一缝隙市场、融合缝隙市场

和创造新的技术范围等 3种市场定位选择策略.

高旭东 [ 14 ]强调后进企业应该创造自己的市场 ,而

不仅限于技术领域的赶超. 鲁若愚等 [ 40 ]研究了新

兴技术面临的快变市场问题 ,提出了在快变市场

环境下新兴技术产品更新策略 ,尤其强调产品更

新的时机.

2. 3　新兴技术的战略研究

从 20世纪 80年代到 20世纪末 ,战略管理理

论急剧变革 ,从结构学派到资源学派 ,再发展为活

动学派 (Activity2based V iew: ABV ) ,战略关注的

重点也从发现“有吸引力的行业 ”到培育“可持续

竞争优势 ”,再到强调“战略的柔性 ”(适应性和可

调整性 ). 新兴技术战略管理 ,需要新的战略

思维.

传统战略思维模式过分强调企业对外部环境

的可预测性 ,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模式. 将重点放在

“制定企业发展目标”上 ,强调企业应选择一个具

有吸引力的市场 ,占据独有的战略位置 ,制定一套

相应的竞争战略. 当企业面临持续变化且不可预

测的市场环境时 ,这种传统的战略思维模式已不

能适应. 研究者开始关注企业的内部资源和动态

能力 [ 41 ]
.

靠近边缘的雪先融化. 新兴技术正在融化众

多行业的结构和边缘. 新兴技术所形成的动态竞

争是一种“边缘竞争 ”. 新兴技术战略应当采用新

的战略 —“边缘竞争战略 ”. 边缘竞争战略的核

心 ,在于利用变革的动态本质 ,捕捉无序平衡的边

缘 ,使企业在无序和有序之间 ,保持微妙的平衡状

态 [ 42 ] . 边缘竞争理论把战略定义为一系列独立竞

争优势的过程 ,将这些独立的竞争优势综合起来 ,

便形成一种“半固定式的战略趋向 ”,使这种战略

能够应对动态的竞争环境 ,更加具有适应性. 因

此 ,边缘竞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 :战略的目标不是

普通定义上的“效率 ”和“最优 ”,而是对“灵活

性 ”的追求 ,即适应当前变革环境的能力 ,随着时

间的推移不断演变的能力 ,面对挫折富有弹性的

能力. 归根到底 ,“灵活性 ”意味着致力于不间断

的革新. 边缘竞争理论中的战略将“企业的发展

目标 ”与“如何实现战略目标 ”紧密的联系到一

起 ,半固定式的战略趋势是边缘竞争战略与传统

战略的最主要的区别.

B randenburge和 Nalebuff
[ 43 ]指出 ,商业竞争

是规则基础型 (Rule2based)和自由行动型 ( Free2
wheeling games)博弈的综合. Markides

[ 44 ]指出了

在战略革新中改变规则的重要性. 新兴技术的战

略是在几乎没有先例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来

制定的 ,传统的、基于“平台 ”的规划方法 ,不再适

用于新兴技术管理. Hamel和 Prahalad提出制定

战略应遵循灵活想象的规则 , Schoemaker
[ 6 ]在实

证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在进行新兴技术的战略规

划时 ,应注意保持战略的灵活性 ,特别是有规则的

想象是制定新兴技术战略规划的基本思路. 情景

规划法 [ 45 ]和期权方法 [ 46 ]等是面对新兴技术变

革 ,比较有效的战略研究手段.

在国内 ,高旭东 [ 14 ]结合中国发展新兴技术的

实际情况 ,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新兴技术的理论

与我国发展新兴技术的实践之间存在巨大反差 ,

为此提出了“后来者劣势 ”概念 ,在分析“后来者

劣势 ”产生机制的基础上 ,指出“后来者劣势 ”的

核心不是技术问题 ,而是市场问题. 李仕明等 [ 8 ]

的研究表明 ,新兴技术及其变革 ,改变着传统的战

略资源观 ,企业之间的竞争 ,正在由天赋资源的竞

争、物力资本的竞争转换为综合了信息、知识、智

能的技术竞争 ,转换为基于动态能力和学习的竞

争. 应对新兴技术及其不确定、创造性毁灭特性的

挑战 ,企业的利器是能力动态和资源柔性 ,支撑这

种动态和柔性的则是企业的知识资源和学习

能力.

2. 4　新兴技术管理的组织创新

研究表明 ,多层级金字塔组织显然已成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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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兴技术的障碍 ,常常葬送新兴技术的美好前

程 ;传统的垂直和层级结构的组织设计思想 ,已不

再适应新兴技术的发展. 组织扁平化、组织分离

(即把发展新兴技术的部门从企业母体中分离出

来 )、构建联盟和建立新型组织形式 ,是绝大多数

新兴技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Tushman等 [ 47 ]提出发展新兴技术需要适合

的新型组织形式 ,归纳出 6种适合新兴技术的组

织形式 :左右逢源组织 ,网络组织、虚拟组织、孵化

型组织、前后端组织、领悟 - 回应组织等. 井润

田 [ 48 ]从新兴技术的组织特征入手 ,探讨了新兴技

术与组织战略的匹配性 ,建立了以战略选择理论

为基础的新兴技术认知模型. 其研究表明 ,企业高

层管理团队的认知能力对于新兴技术的战略选择

至关重要 ,面对新兴技术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 ,应

该建立异质性程度更高的高层管理团队 ;张宗益

等 [ 49 ]的研究表明 ,公司治理结构对技术创新有显

著的影响 ,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对企业的技术

创新活动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陈旭等 [ 50 ]对产业

集群内技术创新扩散特征和动态过程展开了分

析 ,结论是由于产业集群是区域内关联企业的聚

集 ,产业集群与技术创新扩散之间存在着相互促

进的自增强关系.

2. 5　新兴技术的融投资管理

Schoemaker、银路等人的研究表明 ,新兴技术

的投资和决策存在着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对待这类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并存的新兴技

术 ,应抓住新兴技术的投资决策可分阶段进行的

特点 ,把其投资看作是创造一系列期权. 只有判断

这些项目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已经降到最低、市

场曙光出现时 ,才能做出大规模投资的决策.

夏晖、曾勇 [ 51 ]等研究在创新采纳成本随时间

下降情况下 ,通过实物期权方法度量采纳企业投

资决策对创新提供方期望净收益的影响. 结论认

为 ,在创新速度较快和较慢的情况下 ,折现率和采

纳成本下降程度对创新提供方的期望净收益的影

响是不同的 ,而采纳企业对未来创新性能提高的

预期和提供方的期望净收益呈现负向变动关系.

这一结论为政府制订相关政策促进新兴技术扩散

提供理论参考 ,也为企业制定技术创新投资策略

提供理论指导.

2. 6　新兴技术的知识管理

知识是新兴技术环境下企业获得和保持竞争

优势的重要源泉. 李永建等研究认为 ,知识管理是

科学管理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发展 ,知识作业效

率与管理效率是知识管理的重要内容 ;顾新等从

组织之间知识流动的角度 ,界定了知识链和知识

链管理 ,阐释了知识优势的内涵、基础和源泉 ;欧

光军、邵祖峰等探索了如何有效地运用知识的方

法提高产品创新能力问题 ;邹薇等的实证研究表

明 ,知识产权保护与 R&D活动之间具有显著关

系 ,发展中国家应该进一步研究知识产权保护的

具体方式 ,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萧延高、

萧磊等研究认为 ,随着新兴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不断增加及其对传统技术领域的加速渗透 ,知

识产权在新兴技术管理中显现出全局性、长期性

的重要战略意义 ;由知识产权创造、应用和保护构

成的知识产权战略 ,正在引领并嵌入新兴技术创

新、转移和扩散整个过程中 ,成为新兴技术领域的

企业谋求竞争优势的现实选择 [ 52 ]
.

3　新兴技术管理研究展望

全球化、超变化、技术快速变革和高度集成已

成为当代世界发展的基本潮流. 新兴技术及其产

业 ,科技产业化、产业科技化成为国家、区域、企业

占据竞争优势的制高点 ,依靠科技进步来支撑、引

领国家、区域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

的共识和共同行动. 国际间的国家、区域、产业、企

业之间的竞争已经由要素竞争演变为创新竞争.

以变革、创新为本质的新兴技术管理的研究 ,发展

空间无限.

目前新兴技术管理虽然得到了广泛的重视 ,

但是由于它涉及的内容多 ,研究时间短 ,所取得的

成果还难以有效指导丰富而复杂的新兴技术管理

实践 ,尚需要科研管理部门、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

长期、不懈的努力. 比如 :需要在新兴技术管理的

基本理论和基本结构框架方面进行突破性的研

究 ,建立新兴技术管理研究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

架 ;需要深入研究新兴技术的形成和创新机理 ,扩

散机制 ,识别、评价方法 ;需要进一步地研究新兴

市场的形成、发育、成长机理 ;研究技术与市场之

间的互动 ;研究新兴技术市场的识别、评价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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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加科学地研究在新兴技术及其资源、需求、

竞争不确定性挑战下的决策、战略、投资和组织柔

性问题 ,研究企业的柔性问题 ,研究这种柔性的表

现、度量和实现 ;研究新兴技术特有的知识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问题 ;研究新兴技术管理中的人力

资本及其激励问题等. 新兴技术管理研究 ,除了在

上述领域持续深入地研究之外 ,还需要在下列方

面的开拓.

1) 新兴技术聚群创新研究. 探讨、研究基于

区域 (真实 )聚群或网络 (虚拟 )聚群的知识聚群

创新、技术聚群创新、产业聚群创新机理 ,研究聚

群的形成、发育、发展、持续机理 ,研究聚群形态及

其聚群中的结构、关系与作用机理 ,研究聚群中的

信息、知识传递与学习机理 ,研究聚群中的价值创

造、利益机制 ,聚群创新的实证研究 ,等等.

2) 新兴技术的特征及其度量研究. 新兴技术

管理的特质来自于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与创造性

毁灭特征. 深入研究、洞悉、度量新兴技术的特征 ,

是进行新兴技术管理研究的前提. 研究包括 :新兴

技术的不确定性的表述、分类及其特征 ,新兴技术

不确定性特征的管理挑战 ,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特

征的评价指标与方法 ,等等.

3) 新兴技术的边缘竞争研究. 新兴技术的不

确定性和创造性毁灭特征 ,改变着产业的结构、形

态 ,改变竞争规则、结构和企业经营模式. 在新兴

技术市场的技术不确定性、市场需求信号模糊以

及竞争结构不确定性 ,决定了新兴技术企业不仅

仅需要寻找、发掘、发现需求和市场 ,更需要创造、

培育需求和市场. 边缘竞争理论为新兴技术企业

的市场机会发掘与创造 ,为企业市场定位 ,为竞争

战略和竞争优势的建立提供了指导.

4) 新兴技术管理的方法研究. 由于新兴技术

的特质 ,传统研究方法不能有效地运用于新兴技

术管理的研究过程 ,迫切需要新的研究方法和研

究体系. 目前 ,需要加强对情景规划、实物期权、博

弈论、系统动力学模型、模糊理论、随机理论、复杂

性理论等在新兴技术管理中的运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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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iew of em erg ing technolog ies managem en t

L I Shi2m ing, X IAO Lei, X IAO Yan2gao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ter stage of 1990 s, emerg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is becom ing a new research field

of international academe and the research on it is vigorously outsp reading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gives a

summarization of this research field. First of all, the thesis p roceeds with theory origin and it takes for that e2
merg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has close academ ic theory origins with technical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i2
c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but is different from their emerging subject domain; then, by discussing the con2
cep t of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its character such as uncertainty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this paper intro2
duces and outsp read the concep t and characteristic of emerg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Thirdly, the research

field, content, view and fruit about emerg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a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from some

aspects, such as emerging technology evolution and evaluation, emerging market identification and deporta2
tion, emerging technology strategic research, the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y manage2
ment, financing manage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y, knowledge manage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y. Final2
ly, some p rospects for emerg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s research field are shown from four aspects: conver2
gence innov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y, uncertainty in emerg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emerging technolo2
gy’s edge competition and researching app roach for emerg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Key words: emerg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challeng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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