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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家精神和管理能力、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储备、知识共享机制、企业文化与创新氛围等诸多要素相互

作用,推动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成长。同时企业可以通过内部积累、外部并购和网络合作实现其顺利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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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含有大量专利技

术、版权和商标等不同组合的各类知识产权密集型

产品已成为企业迅速发展、赢得长期利润的主要方

式。截至2015年底,我国有效注册商标量达到

1034.4万件,连续14年保持世界第一。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登记量为29.2万件,同比增长33.63%。
目前,知识产权产品已成为各国政府打造和提升国

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我国要培育

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和产业,构建创新型国家,巩

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必须研究知识产权密集型

企业成长动力机制和发展途径。

一、决定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成长的

内生能力

  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的成长需要经过知识产权

的创造、运用和管理等过程并将其转化为财务绩效。
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实际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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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知识产权能力和创新能力上,这包含企业知识产

权创造能力、运用能力、保护能力和管理能力[1]。
(一)知识产权创造能力

知识产权创造是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对其创

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过程。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增
加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可以提高知识产权

的创造能力[2]。而技术创新不仅包括企业科学技

术的研发,还要包括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和拓展,技
术创新的内涵与外延的内容超过知识产权创造所

包含的内容,两者相辅相成,可以把知识产权创造

能力看作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延伸[3]。因此,企业

的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是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成长

的内生力,对企业成长具有促进作用。
(二)知识产权运用能力

知识产权运用是指企业将已有知识产权从技

术化转向产品化、市场化的过程。知识产权运用能

力包括企业逐步具有突破核心技术的能力、向产业

链高端跃升的能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走出国门

的能力以及保护自主知识产权和应对各种纠纷的

能力。借助这些能力,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可以迅

速成长,并维护自身的知识产权权益。
(三)知识产权保护能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产权的复制越

来越容易,复制成本日益降低。知识产权密集型企

业应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确保在保护期内安全

地使用技术,避免因同行企业控告侵权而引发不必

要的知识产权纠纷和诉讼,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竞争

优势,激发其研发和创新热情,并保障其经营利润。
(四)知识产权管理能力

知识产权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企
业对知识产权有效地组织、协调、谋划、保护和管

理,可以提高管理效率,保持知识产权战略优势。
知识产权管理能力不仅包含对发明、版权、商标或

外观设计等方面的保护能力,而且还涉及企业对知

识产权的市场开发能力、技术成果利用能力、商业

运行能力和知识产权的保值增值能力。知识产权

管理能力可以直接反映出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

二、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成长要素分析

(一)内部资源与制度要素

1.企业家精神和管理能力。作为经济发展的

开拓者,企业家扮演着敢于决断并承担风险的创新

者角色。发现潜在的成长机遇是企业成长的重要

环节,企业家利用潜在的生产机会,通过对现有知

识和资源进行重组,推出新产品、服务或工艺,进而

引领变革。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管理者利用现有资

源谋求新资源(内部积累或外部获取),不断地将新

资源有效整合入原有体系,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2.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储备。知识产权密集

型企业生产流程与技术设备相对复杂,对员工素质

要求较高,科技人员比例通常较大。企业拥有的高

技术和专业知识型人力资源储备水平将影响其对

新科学技术和商业理念的掌握与运用,进而影响企

业的创新能力。物质资源包括企业成长所需的各

种基础设施、材料以及通过融资获取的可支配资

金。因此企业物质资源决定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

3.知识共享机制。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因其

经营与成长依赖于大量知识要素的投入,因此十分

重视人力资源储备。员工在实践中最初创造的往

往是隐性的、不稳定的知识。因此,企业需要建立

有效的知识共享机制,将员工的隐性知识整合为企

业层面的显性知识,并通过共享机制将这些知识内

化为更多员工的隐性知识。

4.企业文化与创新氛围。企业对自身意义、价
值观、态度以及信念的描述即为企业文化,而企业

氛围是员工对工作环境的感知。个体的感知通常

称为心理氛围,当感知共享达到可以汇总到群体或

组织水平时,就成为群体或组织氛围。既有研究结

果表明,创新只会在努力引入新的(改进的)产品以

及流程的强文化支持下才能发生。管理者要对员

工提出的产品、工作方式、组织方式等方面的新想

法给予资源支持,大力激励员工的创新行为,营造

持续性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和氛围。

5.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战略是企业战略

的组成部分,也是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的关键战

略。知识产权战略涉及企业对知识产权的创造、保
护、利用和管理等方面。企业要结合面临的战略环

境,选择与实施相匹配的知识产权战略,以维持其

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34]。
(二)外部环境要素

1.社会需求。社会需求分为国家战略需求和

市场需求,二者是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发展的动

力。随着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谁能抓

住市场机遇,谁就能抢占国际经济的制高点。为了

配合这种新兴需求,国家通过制定各种科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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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来引导、培育和促进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的发展。同时,随着生活质量水平的不断提高,人
们越来越重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其节能环保意

识也不断增强,这种需求为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提

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庞大的市场需求。

2.创新环境。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的发展源

自于自身的创新活动,其创新环境影响与制约企业

创新活动。创新环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基
础设施环境。基础设施环境是创新活动的前提,也
影响创新活动效率。其二,对外开放程度与市场化

程度。高质量外资的进入在弥补区域资本缺口同

时,也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商业模式和管理经验,
通过技术外溢提升区域整体的科技发展水平;高程

度的市场化有利于促进区域内各市场主体间的创

新合作和知识产权交易,活跃当地的创新活动。其

三,人力资源环境。人力资源是创新活动的主体,
区域内教育水平越高,人力资源储备越丰富,企业

获取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机会就越大,成本也越小。

3.治理机制。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的培养是

系统问题,系统内的相互联系将引发治理问题。企

业的成长面临政治治理和网络治理两类治理机

制[5]。政治治理指政府在培育企业方面的作用,主
要表现为政策职能和调节职能。前者指政府为指

引导、培育、扶持、规范相关产业发展而出台创新政

策、科技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后者主要是营

造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交易机制。知识产

权密集型企业之间,及其与大学、科研机构、金融机

构等各类型组织合作,构成创新网络。网络内各主

体受市场交易机制的管制外,还经常建立在非市场

化的基础上,如组织主体间共同利益或共同文化背

景而产生的相互信任。这些非市场化的关系安排

往往是组织间自发安排和自制管理[67]。

4.网络环境和机构。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的

成长往往依赖于由各类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一网络

及其内部联系能够创造、引入、修正、传播并使用知

识、信息、技术,进而对企业的成长产生影响。网络

环境涉内涉及的机构主要有:产业机构、金融机构、
科研机构和教育机构等。

三、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成长的动力

机制分析

  内部资源要素和外部环境要素影响知识产权

密集型企业的成长,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知识

产权密集型企业成长的动力机制(图1)。

图1 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成长动力机制

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通过组织相关资源投入

生产,提供产品和服务,持续不断地为社会创造价

值,满足社会需求,以此得到利润回馈,然后将所得

利润再次投入价值创造活动中,如此循环往复,实
现企业自身的不断成长。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发挥其才能,发现社会需求,通过设计与实施知识

产权战略,建立企业特有的资源系统与制度环境,
并通过二者的有效融合,打造企业的核心能力,构
建企业的价值创造体系。进而通过价值创造体系

的有效运转,持续性地为社会创造价值。
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价值创造系统内部的三

个子系统———企业家精神与管理能力、知识产权战

略、企业能力系统的交互作用,以及企业价值创造

系统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企业成长

的动力机制[8]。
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能力系统包含了企业资

源系统和企业制度环境系统两部分。充裕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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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物质资源是企业发展的基本要素,而良好企

业文化、创新氛围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环境是企

业技术创新,进行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管理等活

动的基本保障。
企业的成长依托于区域与产业的成长,知识产

权密集型企业在所处区域的创新环境中,与相关机

构构成价值创造的网络系统,即网络价值创造系

统。在网络价值创造系统中,基础设施建设、对外

开放和市场化程度等可以为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

提供有利的创新环境,而与企业相关的产业、金融、
科研、教育等机构可以为其发展提供便利和支持。
同时,区域政府治理机制影响着网络价值创造系统

的运行效率,良好的政府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

有利于实现当地知识产权相关的网络价值创造系

统的有效运行。所以,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是在社

会需求、企业价值创造系统、所处的网络价值创造

系统以及政府治理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得以成长的。

四、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成长途径

分析

(一)企业内部积累

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拥有的资源状况是企业

能力上升的基础,内部人力资源的知识拥有量将决

定企业在利用物质资源创造价值时所表现出的质

量和水平。因此,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需要借助管

理者的管理能力对现有内部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

加以整合,并将新资源有机地纳入原体系中,从而

进一步创造出更多的新兴资源。在企业成长过程

中,不仅管理者的个人特征和素质会影响新兴的知

识产权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团队

的整体素质也决定了企业发展的方向和成长速度。
(二)企业外部并购

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成长既可以通过内部积

累创造新兴资源的方式实现,也可以通过并购的外

部积累方式实现。外部积累的成长方式可以在短

时间内迅速获取大量的知识产权和企业战略所需

的必要资源,弥补短板,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密集程

度,从而占据有利的市场地位,提升企业知识产权

价值创造能力。并购是将外部交易转变为内部交

易,可以有效降低外部交易成本。当然与此同时也

会带来内部管理成本的上升。因此,如何解决新资

源与企业既有体系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实现有效融

合,是企业并购面临的考验。实践表明,完善的市

场机制、发达开放的市场体系以及优秀的管理能力

是并购成长的重要前提。
(三)企业网络化合作

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网络化合作是指本企业

与其他相关企业或组织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

化合作关系,企业借助这些关系可以迅速获取和利

用网络资源。网络资源与企业内部积累资源的相

互整合,构成企业成长的基本动力。企业的网络化

合作和成长主要立足于知识产权产业集群。通过

知识产权集群内企业间以及相关机构间的互动协

作促进创新,开拓企业成长途径;通过融入集群共

同成长,降低经营与成长风险;通过获取、整合集群

内资源,为企业提供成长资源;通过加入集群,明确

企业核心能力定位,依靠知识产权产业集群的发展

实现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自身成长。

参考文献:
[1]池仁勇,潘李鹏.知识产权能力构成、内外影响因素与

企业成长[J].科学学研究,2016(1):81 87
[2]SchererFM.FirmSize,MarketStructure,Opportuni-
ty,andtheOutputofPatentedInventions[J].TheA-
mericanEconomicReviews,1965(4):1097 1125

[3]BasbergBL.PatentsandtheMeasurementofTechno-
logicalChange:ASurveyoftheLiterature[J].Resear-
chPolicy,1987(2):131 141

[4]丁涛,倪翔南,单曼茜.江苏省经济增长与知识产权发

展的灰色关联分析[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5(2):26 30
[5]姜楠,单晓光,漆苏.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中国经济

的贡献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4(8):1157 1165
[6]刘伟.开放式创新环境下技术密集型企业创新能力演

化机理研究[D].武汉:中国地质大学,2013
[7]李红,申晓飞.我国知识密集型企业专利能力的构建与

评价探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3(5):67 70
[8]于丽艳.我国34省市专利竞争力评价研究[J].科学学

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1):26 31
[9]李文丽,许正良.企业专利能力、核心能力与竞争力层

次结构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1(5):128 131

(责任编辑:刘 鑫)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