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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凭借多年的学术积累和教学经验，史密斯教授为我们送上了一本有关创新题材的佳作。
    《创新》一书案例丰富，细节翔实，非常贴切地表达了作者想要阐述的要点，而且一个个创新初期
的曲折故事，或者创新背后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让读者窥见了创新过程中很多鲜为人知的奇闻
轶事。
     本书的作者大卫·史密斯教授是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商学院的资深教授兼学术主任。
凭借多年的学术积累和教学经验，史密斯教授为我们送上了一本有关创新题材的佳作，本书案例丰富
，细节翔实，非常贴切地表达了作者想要阐述的要点，而且一个个创新初期的曲折故事，或者创新背
后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让读者窥见了创新过程中很多鲜为人知的奇闻轶事，也令译者在翻译过
程中一边细读轻击键盘，一边汲取了不少信息，深感受益匪浅，使原本可能不失枯燥的文字工作转而
变得意趣盎然且具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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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吸收能力理论和上述其他理论不同，这是因为它结合了创新的外部和 内部两个方面，外部方面是
指技术的发展进步，内部方面是指创新型组织 内部学习和知识转化的过程，吸收能力中对学习的强调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崭新的分析框架，使这个理论完全不同于S-曲线和间断均衡理论。
这一点 在科恩和莱文斯尔（Cohen and Levinthal，1990：p.128）的独创性论文中 有所反映，在文中，
他们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把它定义为“企业 辨别外部新信息价值、吸收消化信息并将之运用
在商业化过程中的能力”。
在图4.3中，我们可以看到认识信息、吸收信息和应用信息是如何相互 作用的。
在图4.3中，以技术进步为代表的外部环境在上端，企业的内部环 境处在下端。
认识外部趋势和技术机会的过程用箭头表示，与左侧的方块 对应，这个方块代表企业吸收能力中的吸
收消化部分。
因此，外部环境和 这个方块的连接说明企业外部的理念和机遇是如何输入到企业中来的，这 种连接
能力是有超强吸收能力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如果连接有效，企业 就会 科恩和莱文斯尔（1990）认识
到“外部影响”对创新是至关重要的，但 感知这种影响只是吸收能力的一个特征。
有效的创新还要求具备在组织中 消化信息的能力。
如图4.3所示，它需要借助于吸收外部思想并将之放在组 织中消化的能力。
“知识扩散”四个字表述的就是把这些信息在组织的各 个层面传播。
吸收能力的理论中是没有“塔式结构”这一说法的，相应地，吸收理论非常重视企业的内部沟通机制
，让它们能有效地将知识在组织 的各个部门间转移。
科恩和莱文斯尔提出，在这种情境下，知识共享是沟 通的基础。
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创新若要见效，还必须把那些已经消化吸收的 知识在组织中加以应用。
这一点体现在图4.3中间的那个方块，是什么决定 了企业捕捉、吸收和应用新观念的能力？
埃特利（Ettlie，2000）指出外向型 （图4.3中的上端）和内向型（图4.3中的下端）吸收能力之间持续存
在着张力，有效的吸收能力要求企业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这样才能最终走向创新。
吸收能力理论特别强调了企业学习的能力。
科恩和莱文斯尔（1990）找 出了对企业开发和保持学习能力、继而消化和运用新知识能力起关键作用 
的三个要素：与相关知识的接触面 以往相关知识的积累 丰富多样的经验 与相关知识的接触面指的是
企业和它的员工需要动用适当的关系网络 来确保他们的信息能跟上行业的发展。
以往积累的相关知识也很重要，这 与消化吸收过程有关。
科恩和莱文斯尔（1990）认为认识新知识的价值并把 它们转化到组织中去的这种能力形成是组织中原
有知识发挥作用的结果，反过来，这也强调了这个理论模型中知识的重要性。
消化吸收要求对知识 进行评价，而评价就需要借助于以往的知识。
因为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科恩和莱文斯尔还强调了经验的丰富性。
组织阅历越丰富，越能从更 广的范围内辨别外部观点和刺激。
本章最后的麦克拉伦（McLaren）MP4赛车案例是吸收能力理论的一个有 力例证（还可参见第五章）
。
大家对碳纤维的了解已有一段时日了（Henry，1988），设计者最初把少量的材料用在像机翼这样的非
承重结构中，是约翰。
巴纳德（John Barnard）等F1赛车的制造者想到用碳纤维材料来制造整个 汽车底盘。
很显然，这是因为他和外部（航空业和美国）的联系，才使麦克 拉伦团队有机会接触到所需的专业知
识。
布鲁斯和莫杰（Bruee and Moger，1999）发现，组织过分注重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采用专业化的规
模生产方式，在无形中削弱了组织的吸收能 力。
这是因为，规模生产中的专业分工使劳动不断重复，使组织中的劳动 者经验逐渐趋于单一，能够培养
他们吸收能力的范围受到了限制，而在科 恩和莱文斯尔看来，这种能力的形成应该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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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能力比其他一些创新理论复杂，它突出了外部知识的重要性，并 把它视作创新中的关键要素。
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企业有大量的机会接 触外部信息但却缺乏创新，其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能吸收并
利用知识。
它也 可以说明为什么关系网络和对外联系在创新过程中非常重要。
但是，吸收 能力理论最大的优势恐怕在于它是个集大成的理论，把很多思想整合到了 一起，为大多
数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所接受。
这些观点包括技术发展、学习 过程和关系网络，吸收能力把这些观点贯穿在一起，为我们研究创新提
供 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理论对创新者的支持创新理论像其他理论一样，在分析创新时有三个 贡献：描述 分析 预示 描述的功
能包括确定主要事件，描述这些事件的发生过程以及这些事 件如何联系起来，最终根据相关的证据对
创新的整个过程做出准确的描述。
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大多数创新常常是一个线形的过程，一个活动紧 跟着另一个活动发生，所以对
创新过程的一些描述时常会变成精彩的故事，描写创新的书籍比比皆是，尤其是那些传记类的书籍会
详细叙述创新是 如何发生的，但可惜的是，它们缺乏足够的解释。
分析是指揭示和解释为什么创新会发生。
要解释为什么一个创新会沿 着这样的轨迹发生，或者为什么另外一种创新会特别成功，我们需要找到
创新的模式和创新之间的共通之处以及其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所以创新的 成败不只被看作是一连串的
事件。
同时，它还帮助我们比较创新之间的不 同。
我们需要一些分析工具来完成这些活动，创新的理论能够提供这些分 析工具。
最后，理论的预示性使我们明白，为什么有些创新成功了，有些创新 失败了，它们为后人提供借鉴，
并促使人们积极地采取措施，增加成功的 可能性。
理论的预示性有以下几个优点：预测创新活动的路径和事件 预想可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预定计划，
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提高创新活动的成功概率 所以，尽管创新理论显得比较抽象，似乎与创新活动所
涉及的具体问 题关系不大，但事实上它们可以提供非常强的实用性，尤其是当我们意识 到创新活动
常常带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素时。
P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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