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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已经成为新世纪企业最具战略重要性的资源。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提高
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但目前低下的产学研合作绩效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
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研究问题聚焦于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的三个问题：知识转化规律，知识创造机制
，各阶段的影响因素。
    本书用知识空间(K空间)分析框架，从知识的编码性、抽象性和扩散性三个维度对三个探索性案例所
揭示的知识转化规律进行分析，并根据知识在K空间位置的不同对知识形态进行了划分。
以知识转化规律为依据提出了以知识获取、知识消化、知识共享和知识增殖四个过程为核心的产学
研GDSP知识创造机制和包含界定需求、知识获取、知识消化、知识共享、知识增殖、知识溢出及知
识退化七个阶段的产学研合作知识创造周期，并以热力学视角对该理论进行了剖析。
利用耗散理论论证了K空间中的系统知识(企业抽象显性知识)是能够为企业带来最大潜在价值的知识
形态，但此区域的知识也同样面临着溢出的风险。
    本书通过对参与产学研合作的企业的大样本调研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产学研合作创新过程知识
创造四个阶段中所体现的能力(知识获取能力、知识消化能力、知识共享能力和知识增殖能力)分别正
向影响产学研知识创造绩效；其中，影响知识获取过程的关键影响因素为企业特性、组织问合作情境
、组织间沟通情境和学研方知识输出能力；影响知识消化过程的关键影响因素为学研方知识输出能力
和组织问沟通情境；影响知识共享过程的关键影响因素为合作情境和企业特性；影响知识增殖过程的
关键影响因素为企业特性和组织距离(负向)。
    本书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    创新点一：提出了GDSP知识创造理论，丰富和完善了
经典SECI知识创造理论    1)拓展了SECI理论的前提条件，研究外部知识引入情境下的跨组织知识创造
过程。
    2)运用熵理论修正了SECI理论对知识价值最大化区域的认识，即“组织显性抽象知识”而非“组织
隐性知识”才能够为企业带来最大的潜在收益，但企业在实现知识价值最大化(即知识形态向显性抽象
形态转化)的过程中将要承担知识溢出的风险。
    3)提出了SECI理论所未能给出的知识形态转化和知识创造过程的动力学基础。
    4)利用K空间框架可以对SECI理论进行更圆满的解释。
    创新点二：通过热力学分析揭示了知识的形态转化与知识价值变化的关系，提出了GDSP知识创造周
期    通过运用熵理论，将知识的形态与知识价值联系起来，给出了知识形态转化和知识创造过程的动
力学基础，更圆满地揭示了知识转化过程及其运动过程。
    创新点三：提出了规避知识溢出风险实现知识最大价值的三条途径    1)制定技术标准或专利池战略   
2)知识在新产品平台的创新应用    3)知识嵌入于企业的理念、文化、业务流程、经营管理和技术开发
规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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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3 尴尬二：国家的重视VS企业创新能力不足　　当前，我国高层领导高度关注自主创新问题。
胡锦涛主席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一共使用了59个“创新”。
在21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党中央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上升为国家发展模式，把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
并再次强调，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的中心环节。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
”，并提出“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十六字方针。
并提出了“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 ％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
献率达到609／6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
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的宏伟目标。
　　1.1.3.1 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取得长足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和科技
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取得明显进展，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
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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