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结 语

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 , 进行科学有效的风险管理对

于提高企业创新的成功率,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

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企业风险管理的过程总结为

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和风险监控 , 目的是帮助企

业把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损失降至最低 , 从而使技术创新

项目获取最大的收益。创新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活

动 , 但企业不可能为了回避风险就不进行创新 , 因为企业

最大的风险就是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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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提出了高科技创业企业在创业的演进过程中的两个最为核心的元素 , 即高科技创业企业的“二元

论”, 分析了高科技创业企业的高科技水平和创业管理水平之间的作用机理 , 最后建立了创业企业的最优

控制模型 , 并得出了相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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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20 世纪以来 , 特别是近 10 年来 , 世界性新兴技术革

命正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迅猛发展。技术的裂变式发

展 , 把整个世界推向一个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充满机遇

与挑战的知识经济时代。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知识经济

正逐步取代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形态。

高科技企业作为知识经济的主要企业群体, 正日益受到各

界的关注 , 高科技企业创业问题也成为管理学界的研究热

点。

1 高科技创业企业的“二元论”

高科技创业企业的“二元论”是指高科技创业企业在

创业的演进过程中的两个最为核心的元素 : 高科技创业企

业的高科技水平、高科技企业的创业管理水平。两者是高

科技创业企业前进的两根“拐杖”, 是企业发展的硬基础和

软基础。

高科技创业企业系统的动态进程 , 实质上就是高技

术的研究开 发→产 业 化→规 模 化→再 研 究 开 发→⋯⋯ 。

所以说技术是高科技创业企业的硬基础 , 是企业创业的

重中之重 , 它贯穿整个创业的过程。高技术的技术价值不

仅要有技术的先进性 , 还要有技术的成熟性和市场性。先

进性高而成熟性差 , 不论市场经济性好或差的高技术 , 都

难以形成高技术产业 , 从而创造经济利润。只有先进性、

成熟性和市场经济性都高的高技术 , 才具有真正的高技

术产业发展的价值。纵观我国近几年的科研成果 , 由于成

熟性和市场性差 , 很多难以作为高科技产业的“种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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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技术的先进性与成熟性和市场性脱离 , 缺乏技

术自身的先进性、成熟性和市场性的关联经济性。所以 ,

高科技的技术水平是包含了三方面的价值 , 即先进性、成

熟性和市场性 , 这三方面紧密联系构成一体 , 缺一必将影

响整体。技术的先进性使创业者能获得高额的回报 , 技术

的成熟性使创业者能获得产业的成长能力 , 技术的市场

性使创业者能获得市场规模经济收益。三者共同构成了

创业的必要充分条件 , 关联着高技术产业发展创业系统

的技术经济过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 从事高技术产业发

展的创业和投资时 , 要理性地考察该项高技术的先进性、

成熟性和市场性 , 规避由于高技术产业缺乏关联经济性

带来的风险。

高科技企业的创业管理是集中于高技术、导向于市场

的管理。管理的市场性决定了创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性。市

场需求强度决定了创业管理的集中性, 市场需求的密度决

定了创业管理的方向性。显然 , 创业管理的集中性和方向

性 , 直接关联着高科技企业的技术水平。同时 , 它们二者之

间也是紧密关联的。创业管理仅有集中性 , 而没有方向性 ,

那是盲目的管理、静止的管理、形而上学的管理 , 只会被市

场淘汰。反之 , 只有方向性而没有集中性 , 企业的经营价值

就不会高 , 会很快被竞争对手模仿甚至超越。因此 , 高科技

企业的创业管理水平与技术水平是息息相关的 , 是创业企

业发展壮人的指南针。高技术是高科技企业赖以生存的前

提 , 高科技创业管理是在创业过程中形成的 , 它是以高技

术为基础而构成的实体性与过程性相统一的成长协调系

统。创业管理的目标应该紧紧围绕高科技企业核心技术的

提高而进行 , 要充分挖掘当期和潜在的技术 , 对其进行集

成创新 , 高效优质地把高科技企业的知识财富转变为物质

财富 , 从而创造一种持续的竞争优势 , 形成企业核心竞争

力。

2 高科技创业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分析

企业成长标准的经济学表述是 , 企业是否能够获得长

期利润。如何获得长期利润这是高科技创业者始终思索的

问题。高科技创业企业的“二元论”阐述了高科技水平和创

业管理水平的重要地位。

高科技创业企业进行新产品或者新商业模式的研发

未来可能为企业带来的现金流量, 并且由于专利权保护 ,

该创业企业将获得寡占利润。但是这种利润的长期性存在

疑问。在技术机会或市场需求驱动下 , 高科技企业只有在

优化管理水平的前提下 , 不断改善软服务环境 , 实现技术

水准的不断升级 , 才能再次获得可行的寡占利润。

当前高技术发展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 一种方式是

开发全新的原理或专业技术 ; 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技术集

成 , 即以不同的方式配置现有的技术。这两种创新方法均

是在高科技管理理念的基础上优化的结果 , 都会产生与

原来不同的新的产品或过程 , 都会让高科技企业站在不

同的利益制高点。

高科技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中 , 要在创业管理的宏观

指导下 , 作出无数的技术优化升级选择。一般来说, 这些选

择可分为 3 个领域:

( 1) 技术适用性 , 即形成技术能力。企业的技术适用性

决策是其未来决胜的关键: 这些决策会影响到企业开发新

业务、领导新市场和识别新战略方向的能力。从历史上看,

希望具有强大技术能力的企业主要通过大量投入于内部

研究和开发; 此外 , 也可以通过合作协议来实现这一目标。

( 2) 在产品中的应用 , 即在新产品开发中应用技术的

能力。技术在产品中的应用或引入新产品是市场上常见的

企业技术选择, 其技术应用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 第

一 , 渐进性创新 , 或通过增加特征或改进现有特征来引入

新产品。因为每个产品都包含一组不同的技术 , 改进产品

的特征会带来收益。第二 , 突破性或根本性创新 , 或引入根

本性变革的新产品。企业通过合并现有技术的结构性创新

或通过技术替代来追求全新的产品设计 , 这使得现有的某

些产品过时。

( 3) 在价值链中的应用 , 即在运作中开发技术的能力。

不论是渐进性创新还是根本性创新, 技术在价值链中的运

用不仅包括活动中的特定技术, 还包括将现有活动进行有

利的合并, 因此 , 技术选择决策不仅强调特定技术的选择 ,

而且还包括重大技术集成可能性的选择。

高技术优化升级选择之所以能提高竞争优势 , 主要表

现在 3 个方面:

( 1) 通过创造获取全新的业务。企业常常进行基础研

究和应用研究 , 以新产品的形式体现其技术能力 , 进而赢

得市场。

( 2) 通过改变现有竞争领域的竞争规则。企业也利用

技术来改变现有竞争领域的竞争规则。此时 , 潜在顾客仍

然是市场中的原有顾客 , 但通过技术在产品或价值链构造

的应用 , 企业能够提高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市场地位。

( 3) 通过支持提高现有业务。企业在现有的业务中伴

随着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产品创新的重点放在提高产品

性能或提高消费者的接受程度, 而过程创新的重点放在改

进制造过程或使用不同的或新的原材料。这两种方式的目

标都是提高企业在竞争领域的竞争地位。

3 高科技企业创业决策的最优控制模型

3.1 模型假设

根据高科技创业企业的“二元论”, 我们可以假设高科

技创业企业的技术水平为 L(t), 它是关于时间 t 的函数 , 且

!L
!t

>0; 高科技创业企业的 管 理水 平 为 M(t), 它 也 是 关 于

时间 t 的函数 , 且
!M
!t

>0。高科技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

水平相互促进 , 管理水平的提高为技术水平的提高奠定了

环境基础 , 技术水平的进步, 驱使管理水平的提高 , 两者协

调发展 , 共同创造高科技创业企业的效益。同时, 由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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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是高科技、创业企业 , 所以技术水平属于其最核心力 ,

故定义高科技创业企业的收益函数 !=aLM+bL。

创业企业对于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及其它服务的获取

都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考虑到边际成本的递增性 , 可定

义创业企业获取技术水平的边际成本系数为 "1, 获取管理

水平的边际成本系数为 "2, 获得其它服务的成本为 C0, C0

为常数 , 则企业支付的总成本为 C=C0+"1L2+"2M2。

随着创业企业在创业演进过程中 , 其技术水平和管理

水平不断提高。因此定义L% (t)=#1L(t)+$2M(t)。

定义 L (0)=L0 为创业企业在创业初期的技术水平 , L0

不得等于 0; L(t)=Lt 为在时间 t 时 , 创业企业所拥有的技术

水平。

3.2 模型构建

创业企业在其创业管理的逐渐推进中 , 技术水平和管

理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一个动态最优化问题。定义 %>

0, 为折现率 , 则 e-%t 称为折现因子 , 该动态最优控制模型形

式如下:

maxV=
∞

0!(aLM+bL- C0- &1L2- &2M2)·e-%tdt ( 1)

L% (t)=$1L(t)+$2M(t) ( 2)

L(0)=L0, L(t)=Lt ( 3

"
$$
#
$$
% )

3.2.1 最优化的条件

目标泛函 V 关于 L(t)和 M(t)联合凹 , 行列式 D 是负定

或半负定的, 令 g=aLM+bL- C0- &1L2- &2M2, 可得:

D=
gLL gLM

gML gMM

=
- 2&1 a

a - 2&2

显然, D1=- 2&1<0, D2=4&1&2- a2。

因此, 在这里补充定义 4&1&2- a2≥0, 即 a<2 &1&2’ 。

3.2.3 模型求解

( 1) 构造哈密尔顿( Hamilton) 现值函数:

H(t)=e-%t(aLM+bL- C0- &1L2- &2M2)+’($1L+$2M) ( 4)

但是折现因子 e-%t 的出现使得条件微分复杂化 , 但是

如果令 ((t)=’(t)e%t, 构成新的哈密尔顿现值函数:

Hc=He%t=(aLM+bL- C0- &1L2- &2M2)+((t)(#1L+#2M) ( 5)

就通常更容易求解。

( 2) 求内部解:

令
(Hc

(L =0, 可得 aL- 2&2M+(#2=0, 所以 ,

M=
aL+(#2

2&2
( 6)

将式( 6) 代入式( 2) 可得:

L, =#1L+#2M=
#2

2

2&2
(+

2#1+a#2

2&2
L ( 7)

又由(%=%(-
(Hc

(L , M=
aL+(#2

2&2
可得:

(%=(%- #1-
a#2

2&2
)(+(2&1-

a2

2&2
)L- b ( 8)

用矩阵形式表示式(7)、(8)的两个联立一阶微分方程,可以

得到Y, =AY+B 的形式 , 其中 ,

Y, =
(,

L,
)*, A=

%- #1-
a#2

2&2
2&1-

a2

2&2

#2
2

2&2

2#1+a#2

2&2

+
,
,
-

.
/
/
0

, Y=
()1
L

, B=
- b) 1
0

。

求解特征方程 A- ’′I =0, 可得特征方程的特征值 ’1′

与其对应的特征向量 , 以及 ’2′与其对应的特征向量 , 可以

得到Y, =AY 的通解 , 再利用公式 Y=- A- 1B 求得特解。把通

解和特解加起来就得到内部解。

( 3) 应用边界条件把内部解转化为真解得:

’(t)=k1 e
’1 t

+k2 e
’2 t

+B1 ( 9)

L(t)=k3 e
’1 t

+k4 e
’2 t

+B2 ( 10

"
$

2
$

% )

将式( 9) 、式( 10) 代入式( 6) , 得:

M(t)=k5 e
’1 t

+k6 e
’2 t

+B3

4 结 论

高科技企业的创业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共同造就了高

科技企业的发展壮大 , 两者相辅相成 , 互为前提。创业管理

水平的提高可以为创业企业创造更多的获得潜在技术的

机会 , 反过来随着创业企业自身技术水平的增强 , 技术资

源逐步积累 , 将“推进”创业企业提高创业管理水平 , 同时

技术水平的演进 , 将使得企业有能力有机会提高自身的管

理水准。创业企业技术水平所具有的集中性和方向性需要

创业管理来指导与保障。高科技企业的关键是在合适的时

间 t, 运用合适的管理水准 M(t)、管理合适的技术水准 L(t)、

付出合适的成本 C、赢得合适的利润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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