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协同创新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协同创新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1212011

10位ISBN编号：7301212011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蔡剑

页数：291

字数：26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协同创新论>>

内容概要

协同创新论研究社会组织中个体如何通过组织与合作进行价值创造活动。
本书首先从东西哲学思想的共通之处，揭示了事物的创新原理。
通过研究人的创新思维的构成，分析组织价值创造与互动的过程，发现创新的时间价值最大化规律与
价值梯度规律。
针对网络社会的新的经济社会现象，论证分层网络从物质到精神的演化趋势。
本书提出的协同创新理论对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基本科学原理提出了解释，为中国在转
型发展当中的经济改革，文化创新，社会管理等领域的问题提出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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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时间的长河中，每个人生只是一朵浪花。
人们所称作命运的那些事物，只是河上飘起的云雾。
水雾升腾，在空中飘散，而后又归回江河，流人海洋。
然而，人类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透过一朵浪花，看到整个江河，凝望一片云雾，想到源泉与归宿
。
人与人聚散离合，生生不息，生命历程中知识、情感、意念交汇起伏，随着时间的川流运动不止。
　　我们将“存在”构想为生命与自然的变化过程。
生命过程中所感觉的看似与过去不同的事物，有的轻易逝去而被人忘记，有的却激起了畅想与怀念。
过去所未曾见过的事物，未曾体会过的感觉，未曾理解的道理，今天认为自己见到了，体会到了，理
解了，这些往往被人归为新事物。
可是人们过去没有看到的事物，不一定就不存在；记忆中的事物，不一定真存在。
一件事在一人来看为创新，在另一人心中却是守旧。
同样一个想法在一个人心中作为理想，在另一人心中可能是现实。
创新的判断成了谜题，困惑也因此而来。
　　我们要解释时间川流当中世界万物变化的规律无疑是难事。
学问的终极目标是调和世界的恒常与变易，人们一直在为此贡献生命。
诸子百家的思想，希腊先贤的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乔
布斯的冥想法，都是对世界变化的启示。
我们以尽量通俗的语言阐明哲学创新的伟大理论的本质。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并且喜悦的思想历程，首先从我们所在世界的新事物谈起。
　　我们所在的世界是自然生长与人工创造的合成系统，就像一个缤纷的花园，尽管它可能被精心地
计划，但是它通常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预想不到的方式形成，即使它是有计划地形成的，安排好的对象
之间某些预想不到的相互关系可能会产生出一个可能性的世界，一个可能存在新目的和新问题的世界
。
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中，随着人口爆炸性地增长，人类对自然的要求越多，受到自然规律的约束越多
，然而人类却能够不断改变社会协作形式，与自然共生并对自然施以影响。
　　历史进步不仅仅是产生了新的事物，而且是产生了属于新事物的那些新行为、新思想和新模式。
在人类不倦的努力后面，潜存着一种强烈得多的，而且也是一种比较神秘的推动力，这就是人们希望
去理解的存在和实在。
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世界当中的创新？
如果真如怀特海（Whitehead）所言：“真实世界有其通向新鲜事物的时间通道的特性”，那么创新事
物的演变是否有普遍规律可循？
创新事物的客观，存在为什么与入主观的认定如此巧合？
人们是否有一个普遍的标准来定义创新是什么？
人类未来将如何从事其创新的活动？
　　科学的历史就是理解创新的历史，也就是认识世界的历史。
科学为什么具有最终的“社会”价值？
人们通过科学发现揭示了自然规律。
科学由于能为人指明事物的发展趋势而具有了价值。
在历史上，各个学科所认定的创新事物不同，关注的问题不同，研究的目的也不同，例如，考古学在
于找到过去没有看到的存在物，而史学在于确定过去记载事物是否真的如文字描绘的那样，经济学在
于解释、预测和指导与资源和财富相关的社会实践，设计学在于为未来构造出模型。
这些理论就像瓷器的碎片，关系到创新的各个层面，而真相需要我们去拼接。
一种理论的说服力不取决于它能够解释多少件事实，而在于它能说明差别多大的不同类型的事实，这
正是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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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分析法得到的结果仅仅是整体世界的局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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