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制造业企业科技跟踪的内涵

科技跟踪是指以科技信息统计为基础， 以数据分析技

术为手段，在对内部科技资源和能力进行审计的基础上，对

给组织竞争地位带来重大影响的外部科技领域的形态、运

行轨迹及趋势进行系统、动态的监视、度量、分析和预警[1、2]。
制造业企业通过科技跟踪，通过对企业所处科技领域

的状态、内部各成分之间的关系和变化规律、速度进行测

定和分析，可以把握技术创新的机会，制定正确的科技发

展战略。 实证分析表明，制造业企业科技跟踪系统主要由

科技跟踪主体、科技跟踪客体和科技跟踪方法 3 个要素构

成。
同时， 制造业企业的科技跟踪可以分成 3 个阶段：不

确定性最大的立项阶段、信息不断变化的实施阶段和项目

后续阶段。 科技跟踪分别对应于项目的立项、实施以及后

续阶段，即事前跟踪、事中跟踪和事后跟踪。项目各阶段跟

踪的目的、内容及特点，如表 1 所示。
从科技跟踪研究层次的角度出发，制造业企业科技跟

踪可以分为宏观层面的科技跟踪、中观层面的科技跟踪和

微观层面的科技跟踪 3 种类型，具体见表 2。

2 制造业企业科技跟踪相关问题辨析

2.1 科技跟踪、技术预见与技术评价三者比较

当前，很多学者对科技跟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把握不

准，容易将科技跟踪、技术预见（技术预测）和技术评价相

混淆。 实际上，三者各有侧重，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具体见

表 3。
2.2 科技跟踪、宏观情报和市场情报的关系

竞争情报作为科技情报的上位概念， 包括 3 部分：宏

观情报、市场情报和科技跟踪(见图 1)。 科技跟踪是对科技

环境分析之后，利用人们的技术专长，加工为技术数据，之

后再经过技术专家的分析，形成科技竞争情报。 而市场情

报则是关于竞争对手、客户和市场的商业数据，如对营销、
销售和财务数据的搜集和分析过程。 宏观情报就是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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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制造业企业科技跟踪的阶段

阶段 跟踪目的 跟 踪 内 容 跟踪特点

事前
跟踪

为决策者提
供尽可能多
的 有 用 信
息， 以降低
立项决策的
风险

专项技术研发和应用信息、相对专
项技术有竞争优势的技术信息、专
项技术及其应用领域的技术 专 利
信息、 与本项目相关的项目信息、
技术可行性 信息、用户需求信息、
竞争对手和竞争产品信息

关 注 于 对 现
状 信 息 的 把
握 ， 强 调 跟
踪 的 全 面 性
和准确性

事中
跟踪

使决策者能
及时掌握信
息 的 变 化 ，
迅速和正确
地做出项目
相关决策

最新技术成果及其研发机构信息、
专项技术领域重点研发机构信息、
配套技术领域重点机构信息、专项
技术及其应用领域的最新技 术 专
利信息、最新竞争产品和对手信息

关 注 于 信 息
的 动 态 变
化 ， 强 调 跟
踪 的 动 态 性
和及时性

事后
跟踪

为下一轮项
目的创新方
向提供决策
依据

最新技术研发信息、最新技术应用
信息、相关行业信息、最新的行业
信息、最新竞争产品信息、用户反
馈信息

关 注 趋 势 分
析 ， 强 调 跟
踪 的 有 效 性
和科学性

资料来源：在侯婷（2003）的基础上分析整理而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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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宏观环境进行监测和分析。 作为竞

争情报，三部分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紧密联系的。宏

观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技术和市场情况，而技术替代对

商业竞争格局的影响有目共睹，客户需求也在牵引着技术

的突破和创新。

宏观情报

宏观数据

宏观环境

科技跟踪

科技数据

市场情报

市场数据

市场环境

竞 争 情 报

政策 抽取 技术
专家 专家

技术 抽取 商业
专家 专家

政策 分析 技术
专长 专长

技术 分析 商业
专长 专长

竞争信息数据源：内部数据源、外部
数据源、人际数据源、非人际数据源

科技环境

图 1 科技跟踪、宏观情报和市场情报的关系

3 制造业企业科技跟踪的概念模型

3.1 制造业企业科技跟踪的结构模型

科技跟踪是由多学科共同支撑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如

何对科技跟踪的结构进行梳理， 从而指导制造业企业科技

跟踪的实践，成为科技跟踪模型开发的首要步骤。 本文在对

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传统的三维分析方法，
提出由逻辑概念(Logic)、研究对象(Object) 和分析方法(Tech-
nique)3 个维度构成的科技跟踪结构体系，简称 LOT 三维结

构模型（见图 2）。 此模型是一个包含逻辑维、对象维和方法

维的复杂、有序和开放的动态系统。 方法维是通过构建制造

业企业科技跟踪平台，运用相应的技术开发工具，在科技跟

踪对象时间和空间分布研究的基础上， 形成科技跟踪的时

空序列。 需要说明的是，常用的跟踪基准有计划基准、时间

基准、空间基准和经验理论基准。 本文采用空间基准和时间

基准进行分析， 即将一定时空间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对象

作为评判尺度来建立评价标准， 找出跟踪对象与先进水平

之间的差距，以判定监测对象所处的位置和层次。

3.2 制造业企业科技跟踪的过程模型

对价值链的研究表明，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源自竞争

表 2 制造业企业科技跟踪的类型

宏观层面的
科技跟踪

中观层面的
科技跟踪

微观层面的
科技跟踪

跟踪
目标

为 国 家 制 造 业 重 大
科 技 政 策 的 制 定 提
供决策信息支持

地 区 制 造 业 产 业 的
技术分析与预警

制 造 业 企 业 技 术 竞
争分析

跟踪
对象

技 术 发 展 的 环 境 与
需 求、 国 内 和 国 外
科技战略与计划

产 业 重 点 领 域 和 不
同 地 区 的 技 术 活
动、形态和趋势

技 术 需 求 和 供 给 、
技 术 研 发 项 目 、企
业利益相关者

跟踪
内容

1. 对可能出现的重
大 机 遇 和 挑 战 提 供
早期预警信号
2. 捕捉重大技术突
破 和 技 术 发 明 实 现
的紧迫性信号
3. 根据可能的机会
和 威 胁 做 出 技 术 政
策的重大调整
4. 根据新技术竞争
情 况 对 经 济 竞 争 力
重 新 定 位， 修 改 经
济 发 展 战 略 和 研 发
战略

1.对 产 业 、地 区 、机
构 在 科 技 领 域 的 创
新 实 力、发 展 水 平、
优 势 与 不 足， 以 及
发 展 趋 势 进 行 量 化
分析
2. 建立技术分析评
价 体 系， 提 供 支 撑
科 技 决 策 与 管 理 的
产 业 或 地 区 的 技 术
分 析 报 告， 实 现 研
发 实 力，研 发 趋 势，
科 技 依 赖， 预 警 防
范等多种评估

1.内部跟踪：审视企
业 的 研 发、 技 术 组
合、价 值 链 等 环 节，
对 科 技 能 力 持 续 跟
踪和监督
2.外部跟踪：对企业
外 部 相 关 技 术 和 重
要 技 术 进 行 扫 描 、
评 估， 减 少 不 确 定
性 带 来 的 风 险 ，同
时 对 竞 争 对 手 的 技
术进行跟踪

信息
来源

文 献 数 据 库、 科 技
报 告 库、科 研 规 划、
项目计划

出 版 物、图 书 期 刊、
专 利 数 据 库、 网 络
信 息 资 源、 专 家 知
识

非 人 际 信 息， 以 及
与 企 业 有 联 系 的 人
际信息网络

跟踪
重点

社 会 、经 济 、政 治 、
技 术 等 影 响 技 术 创
新 和 知 识 创 造 的 各
种宏观因素

核 心 技 术、 技 术 转
移、技 术 生 命 周 期、
技 术 壁 垒、 技 术 标
准等

竞 争 对 手、 合 作 伙
伴、供 应 商、销 售 商
等技术动态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汇总、分析整理而来。

表 3 科技跟踪、技术预见与技术评价三者比较

科技跟踪 技术预见 技术评价

研究
假设

科 技 环 境 可 以 作 为
战 略 信 息 源； 科 技
系 统 结 构 具 有 稳 定
性 特 征； 科 技 信 息
具有可获得性

技 术 发 展 具 有 一 定
的 规 律 性； 技 术 发
展 的 影 响 因 素 可 预
测； 技 术 发 展 连 续
性和相似性假设

技 术 研 发 和 应 用 的
风险；
技 术 功 能 与 技 术 效
果 之 间 存 在 明 显 的
因果关系

研究
目的

明 确 所 关 注 科 技 领
域 的 发 展 态 势 ，为
提 高 科 技 管 理 水 平
和 决 策 工 作 质 量 提
供技术信息支持

确 定 具 有 战 略 性 的
研 究 领 域， 选 择 对
经 济 和 社 会 利 益 具
有 最 大 化 贡 献 的 技
术群

全 面 估 价 技 术 活 动
所 产 生 的 多 方 面 、
深 层 次 效 应， 为 技
术 选 择 和 决 策 提 供
依据

研究
内容

跟 踪 科 技 活 动 中 各
要 素 当 前 的 状 态 和
关 系， 对 科 技 机 会
和 威 胁 进 行 连 续 扫
描

测 定 技 术 对 象 的 属
性， 研 究 对 经 济 和
社 会 产 生 重 大 影 响
的 技 术 在 未 来 一 段
时间可能的趋势

技 术 的 内 部 和 外 部
效 果、 显 性 和 隐 性
效 果、价 值 和 风 险、
条件、可行性

技术
工具

知 识 发 现、 数 据 可
视 化、技 术 路 径 图、
网络分析

Dephi 法、同 行 评 议
法、头 脑 风 暴 法、趋
势分析、情景分析

交 叉 影 响 矩 阵 、层
次 分 析、同 行 评 议、
概率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汇总、分析整理而来。

研究
重点

对 科 技 现 状 的 客 观
描 述、跟 踪 和 分 析，
侧重于过程

面 向 长 远 未 来 的 各
种 力 量 和 因 素 ，侧
重于结果

对 评 价 对 象 活 动 的
效 率 及 效 果 的 评
定，重结果

时间
跨度

实 时 性 描 述 和 监
测， 对 跟 踪 对 象 的
敏捷反应

无 需 实 时 性， 面 向
未 来 较 长 时 期 ，时
间范围一般为 5~30
年

评 价 周 期 根 据 具 体
情况而定，通常在 1
年以上

F1 地理区域：国家、区域、省、市
F2 产 业 /技 术 领 域/具 体 学 科：具
体产业、技术领域以及某一学科
F3 部 门：公 司、学 术 团 体、大 学、
科研院所、个人
F4 跨 单 位：跨 地 区 产 业、跨 产 业
技术、跨学科技术

F1 跟踪平台：输入、分析、输出
F2 跟踪工具：数 据 挖 掘、信 息
萃取、可视化等
F3 跟踪基准：时 间 基 准、空 间
基准
F4 跟踪周期：科技跟踪的时间
范围

逻辑维度

对象维度 方法维度

O

B

A

C

F1 基本概念： 跟踪内涵、 跟踪模
型、跟踪模式、跟踪指标、跟 踪 过
程、跟踪的影响因素等
F2 基本内容： 表现评估、 技术分
析、合作分析
F3 理论基石：信息学、科学学、情
报学等

图 2 科技跟踪 LOT 三维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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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价值链之间的差异。制造业企业科技跟踪作为一项科技

管理活动，同样可以创造价值。 科技跟踪活动是一项能够

为组织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活动，它的价值主要来源于对

科技跟踪流程各个环节实际操作的把握。 抓住了这个流

程，也就抓住了科技跟踪工作的基本方面、主要环节和价

值来源。 因此，可以把制造业企业科技跟踪流程描绘成一

条科技跟踪价值链（见图 3）。 即将跟踪计划、数据获取、数

据分析、数据可视化和科技跟踪报告等方面有机地整合起

来，做好计划、组织和控制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使它们形成

相互关联的整体，真正按照“链”的 特 征实 施 科 技 跟 踪 实

践。使各个环节既相互关联，又具有自组织和自适应能力，
成为一条提升组织竞争优势的价值链。

3.3 制造业企业科技跟踪的分析模型

对制造业企业科技跟踪的分析主要是运用多维分析

工具， 对科技跟踪数据仓库中的各个维进行不同层面、不

同角度的操作和分析。科技跟踪的多维分析包括：上卷、下

钻、切片、切块、转轴[4]。 这里以切片和切块操作为例，进行

科技跟踪分析。切片是指选定多维数组的一个二维子集的

工作；切块是指在多维数组的某一维上选定某一区间维成

员的工作；显然，当这一区间只取一个维成员时，即得到一

个切片。
在具体的操作中，选择时间维、技术维和区域维构建

科技跟踪的多维分析模型（见图 4）。 在“时间—技术—区

域”三维数组中，可以选定“技术”和“区域”两个维度。在时

间维度上取某一维成员，进行切片分析（图 4 左侧部分）。
通过文献之间的联系，构造数据间的关联规则，运用数据

挖掘和知识发现等技术，便可得到 1986—1990 年间，某项

技术在不同地区的研发机构、研发重点、实力对比等技术

发展情况。同理，可以进行科技跟踪的切块分析（图 4 中间

部分）。

4 制造业企业科技跟踪的模式

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科技跟踪理论得到不断完

善，但通过对国内外大量文献的回顾发现，当前研究仍主

要集中在科技跟踪工具和方法的开发上，较少涉及科技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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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模式的研究， 特别是针对企业需求的应用研究更是很

少。而制造业企业科技跟踪模式的设计是指导企业科技跟

踪实践的重要依据。 从制造业企业科技跟踪的实践来看，
科技跟踪信息资源所固有的分散性和无序性， 与科技跟踪

用户信息需求的集中性和有序性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

盾。这种矛盾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主要的原因

在于企业科技跟踪主体对科技跟踪模式选择的失误 [5]。 因

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科技跟踪模式都将是有待

于进行系统而深入研究的课题。
国外学者在科技跟踪模式领域奠定了一定的研究基

础，从不同角度侧重研究了科技跟踪模式，并按不同的划

分标准将其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见表 4）。 但总体来说，大

多数研究都是建 立 在 Aguilar(1967)科 技 跟 踪 模 式 基 础上

的。 如 Choo(2001)将科技跟踪的模式分为 4 种类型，前两

种模式与 Aguilar 的观点是相同的， 检索模式大体上也是

Aguilar 非正式检索与正式检索两种模式的综合。 同时，各

学者之间的研究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 Ellis(1993)的浏览

型与 Aguilar 的非正式检索相近，都是一种半导向(semi-di-
rected)、半结构化(semi-structure)的行为方式；区分型、摘取

型与 Xu(2003)的过滤模式相似，都体现了一种对信息源及

信息相关性的 判 断 和 筛 选；监 视行 为 则 与 Fahey(1977)的
常规型类似，都是一种定期性查寻，以获取最新信息的行

为。

表 4 国外科技跟踪模式研究

研究者 研究内容 科技跟踪的模式

Aguilar
(1967)[6]

以信息需求的明确性、 科技
跟踪的范围、 科技跟踪的信
息源以及科技跟踪行为结构
化特征作为研究的重点

非 定 向 观 察 (Undirected
Viewing)、 条 件 观 察 (Condi-
tioned Viewing)、非 正 式 检 索
(Informal Search)、 正 式 检 索
(Formal Search)

Fahey
(1977)[7]

科技跟踪行为复杂性作为划
分标准，包括跟踪资源、信息
网络和渠道等

无 规 则 型 (Irregular)、定 期 型
(Regular)、连续型(Continuous)

Jain
(1984)[8]

通过科技跟踪强度的两个维
度： 科技跟踪范围和频率划
分科技跟踪模式

原 始 型 (Primitive)、 特 殊 型
(AdHoc)、 反 应 型 (Reactive)、
超前型（Proactive）

Ellis
(1993)[9]

从情报学角度研究科学信息
查寻活动在行为模式方面的
特点

浏 览 型 (Browsing)、 区 分 型
(Differentiating)、 摘取型(Ex-
tracting)、 监视型(Monitoring)

Choo
(2001)[10]

依据科技环境的可分析性和
组织， 对科技环境的介入程
度进行划分

非 定 向 观 察 (Undirected
Viewing)、 条 件 观 察 (Condi-
tioned Viewing)、 检 索
(Search)、生成(Enact)

Saxby
(2002)[11]

组 织 文 化 角 度 进 行 考 察 ，将
组织文化模型及企业战略与
科技跟踪模式之间建立起了
联系

非 正 式 型 (Informal)、探 索 型
(Exploratory)、 结 构 化 型
(Structured)和分析型(Analyt-
ical)

Xu
(2003)[12]

科技环境中不同领域信号的
战略重要性和信号强度设计
科技跟踪模式

灵 敏 型 (Sensor)、过 滤 型 (Fil-
ter)、探 测 型 (Probe)、抛 弃 型
(Discard)

资料来源：该表是在王琳（2004）的基础上扩充、修改和整理而来[13]。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从科技外部环境特征、科

技跟踪组织结构特征和科技跟踪行为结构化特征 3 个方

面，将制造业企业科技跟踪行为划分为 4 种模式：发散型、
触发型、主题型和预警型。 具体内容如表 5 所示。

4.1 发散型

发散型模式，是指制造业企业通过对科技环境不定期

和随机的接触， 而产生的一种非定向的科技跟踪行为，其

目的是探测早期的科技环境变化信号。采用此种模式的制

造业企业的外部科技环境相对平稳，组织没有特定的科技

跟踪需求，也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介入科技环境，因此科

技跟踪处在一种未定义和模糊的状态 [8]。 发散型模式的特

点主要包括：
（1）作为一种低层次的科技跟踪模式，没有正式的科

技跟踪机构，科技跟踪活动通常由组织内部的人员随机完

成。
（2）没有明确的科技跟踪目标，科技跟踪的范围相当

广泛，但科技跟踪的强度非常低。
（3）科技跟踪信息主要通过诸如日常交谈等随意的、

非常规和非正式的方式获取， 偶然性和机会性非常突出，
信息质量较低。

（4）这种模式无需投入大量资源，对科技环境变化的

反应不够灵敏，不具备持续一致性特征。 多被科技环境相

对平稳，并以维持现状为目标的组织所采用。
4.2 触发型

触发型模式是指制造业企业在科技活动过程中，在外

表 5 科技跟踪的 4 种模式

模式

特征
发散型 触发型 主题型 预警型

环境
地位

复杂度
低 高

环境地位＝环境复杂度＋环境易变度＋环境重要度

易变度

重要度

信息
品质

信息质量
低 高

信息品质＝信息质量×信息丰裕度×信息清晰度

丰裕度

清晰度

组织
特征

组织战略 维持现状 稳定发展 追随战略 领先战略

组织文化
非战略思

考文化
情报素质 战略素质

战略思考
文化

管理水平 生产管理 经营管理
战略规划

管理
战略风险

管理

科技
跟踪
系统
结构

跟踪目的
探测变化

信号
特定事件
应急措施

问题的解
决方案

面向战略
的计划

跟踪动因
随意的信

息获取
危机诱发

问题或决
策导向

计划过程
导向

跟踪范围
无选择的

子环境
特定环境 作业环境

大环境系
统

跟踪频率 随机跟踪
突击性跟

踪
定期更新

跟踪
连续跟踪

跟踪强度 弱 很强 较强 强

跟踪机构
临时性组

织
综合性职

能部门
独立职能

部门
正式跟踪

网络

介入环境 随机介入 被动介入 主动介入
积极主动

介入

决策支持 当前决策 当前决策
近期或中

期决策
中期或长

期决策

科技
跟踪
模型

环境特征
组织特征
行为特征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汇总、分析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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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科技环境突发剧烈变动时，受到危机驱使而针对某一特

殊事件展开的被动反应的科技跟踪活动。由于受到了突发

事件的逼迫，制造业企业投入大量资源，在最短时间内作

出快速反应，将危机带来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其提供

的决策信息是面向当前特殊事件的应急补救措施。触发型

模式的特点主要包括：
（1）无正式的科技跟踪机构。当科技环境变化来临时，

组织将科技跟踪活动分散到各个职能部门，临时组织人员

进行突击研究。由于难以及时预料和掌握各种复杂的环境

变化，科技跟踪活动像灭火一样仓促。
（2）科技跟踪的目的十分明确。 跟踪范围通常局限于

特定的科技环境 [13]，科技跟踪的频率较高，强度也较大。
（3）由于具备结构化优势，往往消耗大量的资源。组织

无法依靠此种模式对科技环境的变化进行可持续监视活

动。
（4）触发型模式是一种被动的反应模式。 不适应科技

环境的快速变化，相当脆弱和不稳定，适用于科技环境变

化较小，采取稳定发展战略的企业。
与发散型模式相比，触发型模式的优点在于科技跟踪

目标明确，跟踪范围集中，跟踪强度大。但作为一种被动的

科技跟踪行为，组织若持续采 用 此 模 式，往 往 会 陷 入“危

机—跟踪—危机—跟踪”的“科技跟踪滞后陷阱”中。
4.3 主题型

主题型模式是指通过对制造业企业科技跟踪，实现对

某一特定主题的详细了解，评估其对竞争地位产生影响的

一般性质，以决定组织是否采取行动。 这里的主题可以是

竞争对手、顾客和供应商的技术发展情况，也可以是与组

织发展密切相关的技术引进项目和科技研发项目。主题型

模式的特点主要包括：
（1）通常设立独立的科技跟踪部门从事科技跟踪活动，

或挂靠到技术研发中心和项目开发部等机构。
（2）有利于组织进行科技创新。 由于科技跟踪的主题

明确，因此科技跟踪行为通常集中于范围相对较小的科技

领域。尤其是当所要跟踪的主题发生在组织擅长的科技领

域时，通过加深对熟知领域的理解，更有可能在此领域进

行创新。
（3）具有结构化特点。 以相对标准的操作程序定期对

科技环境进行跟踪。 信息源一般为特定类型的信息，诸如

周期性稳定增长的日常文件、报告出版物及信息系统 [5]。
（4）这种模式常被一些强调规划管理的企业选用。 面

对机遇，可采取技术跟随战略，等待领头企业开拓市场。
与触发型模式相比，主题型模式对制造业企业投入的

精力、信息需求的集中程度、科技跟踪的强度等方面的要

求相对较弱。其最大的优点在于通过搭建相对规范化的信

息支撑平台，使科技跟踪行为具有结构化的特点，成为组

织计划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4.4 预警型

预警型模式，是指制造业企业为了寻求外部科技环境

中可能存在的科技机会而积极介入环境，对可能出现的重

大技术机遇和挑战提供早期预警信号，并以跟踪报告的形

式推送给决策层。其内涵是通过对某一领域科技活动的现

状、特点、影响、发展趋势和速度进行持续的监视和分析，
挖掘重点研究领域， 为科技战略的制定提供决策信息支

持，从而把握科技发展机会。预警型模式的特点主要包括：
（1）科技跟踪活动通过正式的跟踪网络完成。 企业以

正式的科技跟踪部门为中心，通过系统结构化的跟踪网络

对整个科技大环境进行长期不间断的监测研究。
（2）科技跟踪目的明确。 企业以积极的姿态主动介入

环境，寻找外部科技机会，在较宽范围的科技领域中搜索

可能对组织产生重大影响的目标，科技跟踪强度较大。
（3）把科技跟踪实践界定为计划导向的、企业的行为，

遵循事先建立好的程序或方法。 科技跟踪活动具有逻辑

性、理性程序和系统分析等特征 [13]。 跟踪行为具有超前性，
目的在于提供预警信息，为决策层提供各种有价值的备选

方案，解决长期决策的问题。
（4）此模式投入较多，风险较大，多被那些勇于自主创

新，在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采用。
与主题型模式相比，此模式投入的资源更多，科技跟

踪的区域和主题更为广泛， 跟踪的方式更具有开放性；跟

踪活动实现了网络化和信息化，科技跟踪已成为组织战略

管理的一部分。组织依靠这类跟踪模式更有可能发现远距

性科技机会,进而导致自主创新的发生 [11]。
随着 4 种模式由低到高的不断演进，科技跟踪的主动

性越来越高，精力投入越来越大，跟踪的范围趋向扩大化，
跟踪的频率趋向快速化，跟踪的方法趋向正规化、结构化，
计划性越来越强。 在最高模式阶段，科技跟踪已被整合到

整个战略管理活动之中 ［14］。

5 案例分析

5.1 案例企业背景

沈阳天通企业集团是由沈阳天通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沈阳天通电气有限公司、沈阳天通环保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等组成，是一家专业电力设备生产型企业。 企业现有固定

资产 6 000 余万元，设备百余台（套），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达到 20%以上，是一家技术力量雄厚、工艺装备一流和检

测设备先进的企业。天通企业主导产品有低损耗电力变压

器、整流变压器、电炉变压器、干式变压器、箱式变电站；高

低压开关柜；变压器专用油箱；变压器用散热器、弹性散热

器；大型建筑物用电采暖设备、家用电采暖设备。企业在技

术上的实力得益于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科技跟踪体系。集团

通过科技跟踪了解国内外相关领域最新科技发展动态，为

科技创新的开展提供技术支撑和决策依据。
5.2 沈阳天通科技跟踪模式的总体性分析

目前，集团的科技跟踪工作主要由挂靠在技术研发中

心的科技跟踪工作组完成。科技跟踪工作组是由具备产品

制造、研发和运营管理的工程师组成，同时还与集团外部

的相关专家保持密切联系。具体由工程师在自己熟悉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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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 tracking is a weak part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nterprise，that affe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performance buil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nterprise.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view，
aiming at this question，the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nterprise S&T tracking，analyzes the logic to
S&T and its related concepts, explains its structure，process and model，and builds up a relatively scientific system of S&T
tracking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n it carries out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real enterprises to prove this system and the
results prove that the concept of model suitable 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nterprise S&T tracking. it is significa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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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领域，搜集最新的科技动向，翻译成能被企业所接受的

显性知识，最后由科技主管汇总、加工提炼并形成为决策

服务的科技跟踪报告，供决策层参考。
从已有的科技跟踪活动看，集团的科技跟踪行为是项

目导向的，即以具体的科技创新项目为支撑开展科技跟踪

活动。 这些科技创新项目包含变压器技术研究开发，新材

料、新工艺、新设备的开发应用，高等级家用电采暖设备与

型建筑物用电采暖设备等领域的相关技术。具体的科技跟

踪活动包括 3 部分：
一是依托其下属研究所协助进行科技跟踪工作。
二是加强同处于科技前沿的高校和研究院所的合作，

如同德国和国内知名的电力设备、电气设备研究所等技术

密集型单位的合作，获取最新的科技发展信息。
三是将科技跟踪任务外包给一些科技咨询服务机构，

利用外部力量进行跟踪监视。从已开展的创新项目前期科

技评估的效果来看，达到了预期目的。
通过对沈阳天通科技跟踪行为的总体性分析，可以认

为沈阳天通制造企业集团是典型的主题型科技跟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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