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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企业的持续成长模式，在借鉴生物生存机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前变异”与“后

变异”的概念，认为“前变异”是企业获取突破性技术的基本模式，“前变异”具有随机性和无指向性的

特点。并认为在企业中大量存在的非分工合作是产生“前变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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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持续成长问题是一个演化经济学的概念，即把企业的历程作为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任何

一家企业或公司，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有的公司可能具有非常好的成长性，而有的公司则可能像一棵

小老树，总也长不大，甚至早衰或死亡倒闭。其中的原因何在？除去环境因素以外，企业内部的因素是最

重要的原因。影响企业持续成长的内部因素很多，本文通过对比生物学上的“变异”和生物生存的两种模

式，讨论企业的技术创新、多元化文化、学习能力等方面与企业持续成长的关系，并探讨企业持续成长的

模式。 
一、生物学的“前变异”与“后变异” 
生物学意义上的持续成长的过程就是自然淘汰的过程。而自然淘汰的实质是“变异与淘汰”。例如，

细菌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生物，其存在的历史比人类的历史要长不知道多少倍。细菌只要一定营养液就能够

独立生存，并不一定非要寄附于某一宿主。通过近几十年人类与细菌的斗争，可以知道细菌的生命力之顽

强。仅就持续成长而言，细菌似乎比人类还要成功。人类研究出来的种种抗生素并不能消灭细菌，而细菌

反倒具有抗药性。 
美国生物学家卢瑞亚①利用噬菌体去研究细菌的变异问题。噬菌体是一种不能独立繁殖的类病毒体，

必须寄生于细菌才能繁殖（通常是一种噬菌体只攻击一种细菌）。一个噬菌体在侵入一个细菌后，能够利

用细菌的繁殖机制变为 100 个噬菌体，当然这个细菌也就死去。这些新的噬菌体再去攻击其他细菌（同种

的其他细菌）。极少量的噬菌体能在几个小时内把一大群细菌（上亿的细菌群落）消灭掉。由此生物学家

发现细菌有一种特性叫做变异。因为在一群受到噬菌体攻击的细菌中，尽管被攻击的细菌大量死亡，但偶

然会有少量细菌能够生存，并逐渐成长为新的一大群落不怕这种噬菌体的新细菌。显然，能够生存下来的

细菌发生了变异。同时，在细菌的对立面噬菌体那里，噬菌体也会发生基因变异，会生成新的噬菌体去攻

击其他细菌。在某种意义上说，细菌和噬菌体就是靠变异来生存（持续成长）。在真实的细菌世界里，一

群细菌可能碰上各种各样的噬菌体，变异就是细菌和噬菌体生存或持续成长的“法宝”。 
卢瑞亚不仅观察到细菌变异，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细菌的基因变异究竟是在碰上噬菌体以后发生

的，还是在碰上噬菌体以前就发生了呢？他的研究结论是，细菌是在碰上噬菌体以前就发生了变异（他认

为，细菌基因变异可能是幅射引起的，而不是噬菌体造成的）。这是对生物繁殖学的一个重大贡献②。  
发生变异是在碰上噬菌体以前或碰上噬菌体以后有什么区别吗？如果是碰上噬菌体以前发生了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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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应该变异成什么样才能避免噬菌体的攻击，细菌并不知道，因为它根本没有遇到攻击者。所以,它只能

发生各种各样的“随机”变异，总可能有一个能够应对某一噬菌体，那么它就能够生存下去，并繁殖出一

大群。 
人类用抗生素来对付细菌，之所以产生抗药性问题，原因也是细菌的“前变异”能力。因为人类研究

新抗生素的速度与细菌变异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人类大约 10 年才能开发出一种新的抗生素，而细菌大约 2
年就能够形成一代不怕某一抗生素的广泛群落），这样，滥用抗生素的结果是筛选出来“超级变异细菌”。 

由于基因变异发生在淘汰危机以前，“变异与淘汰”其实是“前变异与淘汰”。我们这里称之为“前变

异”适应能力。“前变异”适应能力的主要特点是随机性和无指向性。 
当然，生物学意义上的持续成长不仅是“变异与淘汰”，生物还具有自我组织能力来对抗环境变化，

例如生物学家肖恩发现同一种的东非蝴蝶的色彩有所不同，在雨季孵化的蝴蝶色彩非常鲜艳，在旱季孵化

的蝴蝶色彩并不鲜艳①，正好形成了与环境一致的保护色。而变色龙蜥蜴，甚至可以随时发生颜色的改变，

从而与环境色彩一致。生物间也有学习能力，生物生存能力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于出生以后的学习。这种事

后的变异或学习，可以称为“后变异”适应能力。“后变异”适应能力的主要特点是明确性和指向性，即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过程。 
这样，我们可以从生物具有“前变异”和“后变异”两种生存适应能力，看到生物进化或持续成长的

两种基本模式——“前变异”与“后变异”。其中“前变异”适应能力是一种无指向的随机变异能力，而

“后变异”适应能力是一种有指向的变异或学习能力。 
二、生物变异与企业管理实践 
也许我们很难认同细菌的基因变异是一种创新，因为基因变异不过是在幅射作用下的某种畸变。但如

果看到细菌在人类的创新（抗生素确实是人类的重大创新成果）面前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优势，就不得不

承认细菌的基因变异确是一种创新机制。反过来说，如果站在人看细菌的距离上看人，人类的创新也仅仅

就是程度不同的“变异”，根本不必标榜为“创新”。古人养食客 3000 人，其中一人喊声奇大，是一种“变

异”；今人发明了扩音机，也是一种“变异”。所以，本文把企业中的技术创新、多元化文化、学习能力，

暂时全都降格为“变异”，从而可以借用生物成长的模式分析企业的持续成长问题。 
演化经济学中有一个提法，叫做“边干边学”。 “边干边学”的含义是“干中学”，是工作中的学习，

是一项工作的精益求精过程。“边干边学”主要是一种基于个人行为或团队行为的表述，“边干边学”相当

于生物的“后变异”适应能力。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边干边学”的基础是企业内部的分工和专业化。 
另外一种说法叫持续性技术的改善或领先，当一家企业在某一领域具有专长时，由于越干越精、越专

越精，就取得了持续性技术的改善或领先②。持续性技术主要是基于企业行为的表述。持续性技术的改善

或领先，例如瑞士的制表业企业，相当于生物的“后变异”适应能力。持续性技术的改善或领先的基础是

企业间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 
企业间的相互学习也是“后变异”。一家企业拥有了更加先进的生产方式或管理方式以后，另一家企

业学习先进经验并成功转型，当然也是后变异。例如企业再造。 
但是，在企业的持续发展中，有没有与生物进化的“前变异”适应能力相一致的情形？企业管理实践

中有某些情况与生物的“前变异”相一致、相对应： 
（1）企业的多元化文化是“前变异”。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西班牙语国家销售“No va”牌小

轿车时遇到了困难，因为“No va”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不走”，如果通用汽车公司在此之前有一个懂

西班牙语的或了解西班牙文化的雇员，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明显失误。也就是说，如果通用汽车公司在此后

吸取了教训，注意到进行国际化销售时，应该要注意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那么这就是后适应能力，即“干

中学”、“精益求精”。而如果通用汽车公司在此前就已经吸收了各种文化背景的员工，并避免了这种可笑

                                                        
①[法]让纳·布吕纳.进化之谜[N]. 北京：参考消息，[2007-08-22]. 
②[美]克雷顿·克里斯藤森.创新者的困境[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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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级错误，那么这就是前适应能力。 
（2）“干前学”、“闲中学”也是“前变异”的情形。例如，数字印刷的发明人王选，其关键性核心性

的数学知识，并不是“干中学”中获得的，而是在之前很多年（文革中）“闲中学”获得知识的。最近的

先进人物刘先林，也是在文革中“闲中学”的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测量专业之外的许多相关电子知识，从

而能够在今天进行先进测绘仪器的开发和生产，并获得巨大成功。 
（3）企业突破性技术的取得是“前变异”。克里斯坦森区别了突破性技术与持续性技术，持续性技术

是既有技术的持续改善，而突破性技术是从无到有的技术突破。他认为，突破性技术的特点是市场前景不

明朗，既可能极好，也可能一般，市场风险较大①。这就充分表明了突破性技术的随机性和无指向性。因

而企业突破性技术是“前变异”适应。当然，不能绝对化说所有的突破性技术都是随机性和无指向性的，

而是说多数突破性技术的产生过程具有随机性和无指向性的的特征。发明电脑的本意是为了数值计算，但

现在电脑的大部分用途都是事前没有想到的，例如打字、游戏、控制、网络等，而且这些非数值计算方面

的用途的市场价值肯定大大超过了纯数值计算方面用途的市场价值。 
三、管理学意义上的“前变异”与“后变异”  
由于“前变异”与“后变异”是本文提出新概念，其实在管理学上并没有“前变异”与“后变异”的

概念，所以应该指出这两个概念的描述定义。“前变异”是指发生在产品市场前景不明确时的技术创新或

其他变革，即事前的变化或创新。例如美国 3M 公司发明的粘贴便笺，在发明时市场上没有同类产品，公

司也没有推行计划。“后变异”是指产品或计划既定以后的技术创新或变革。这里强调的是“前变异”的

随机性和无指向性，以及“后变异”的明确性和指向性。 
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尽管不乏有明确计划和坚持不懈的成功案例，但也有大量的随机性和无指向性

的机会主义案例。美国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的创始人比尔·休利特说：“我们有时与商业学院的企业管理

教授们交谈。我对他们说，我们开创公司时没有任何计划——我们不过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听了这话大失

所望。我们什么都做，只要能挣一点小钱。”
②

比尔·休利特和戴夫·帕卡德原来都是汽车修理工，他们决定先把公司成立起来再考虑生产什么东西，

他们生产各种可能的产品，只要这种东西能让他们摆脱汽车修理工的生活，能让他们支付得起日常生活费

用。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磕磕绊绊地维持了近一年，后来才得到了一笔大生意——给迪斯尼公司生产了 8
台声频示波器。即使那时，休利特—帕卡德公司仍然没有明确的计划，仍在不断地尝试各种产品，直到上

世纪 40 年代初，战争给公司带来了许多生意，公司的事业才大有起色
③
。同样，索尼公司的创业史也有类

似的过程
④
。这种反复试错终于成功的做法显然不同于我们理解的“边干边学”、“干中学”或精益求精。 

明确计划和坚持不懈是“后变异”适应能力，而随机性和无指向性的机会主义，属于“前变异”适应

能力。因为随机性和无指向性的机会主义的机理是，寻找适应企业已有能力、发挥企业已有能力的机会。

而已有能力或机会之前的能力，则正是“前变异”适应能力。 
如果认为这种随机性和无指向性的机会主义做法只发生在组建公司的初期，那么就错了。美国 3M公

司的成功案例，说明了随机性和无指向性的机会主义做法同样可以发生在公司的持续成长时期，而且可以

成为公司持续成长的基本模式。在 3M公司，就逐步形成一种勇于创新的群众性创新机制，这种创新机制

产生的技术当然是既有突破性技术也有持续性技术，但其中肯定有大量的突破性技术。因为在 3M公司，

群众自发创新多，创新的失败率较高，管理层也充分认识到创新的风险，这些都是 “前变异”的特点。

在 3M公司的创新实践中，大量的“好主意”最后并没有什么效益，这既是突破性技术的市场不能预测的

特点，也是“前变异”的随机性和无指向性的特点。在 3M公司，总体来说，成功的回报大于付出的代价，

大约是平均每投入 1 美元，可以得到 28 美元的销售额回报
⑤  。这种概率性的收益计算，也是典型的机会主

义特征。 
                                                        
① [美]克雷顿·克里斯藤森.创新者的困境[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②③④

[美]詹姆斯·柯林斯等.企业不败[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⑤[美]欧内斯特•冈德林.创新沃土——3M公司创新机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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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突破性技术具有“前变异”的特点，持续性技术具有“后变异”的特点，但并不能用突破性技术

和持续性技术的概念来概括“前变异”和“后变异”，两者试图表示的事物规律显然不是一回事。突破性

技术和持续性技术试图说明技术发展的规律，一项技术总有一个生命周期，再好的技术迟早会被新技术取

代。因此，企业持续性技术的领先没有什么，突破性技术最终会占领市场，最终会取代原有的持续性技术。

尽管在此过程中，原有持续性技术可能会由于“精益求精”有所改善并延长生命周期。 
而“前变异”强调的是事前的变化，由于是事前，因而是没有明确目标的变化，是一种随机性的变化，

是无指向的变化，是“不务正业”，是“兴趣所在”，往往也是突破性技术的产生，但更多的是失败、冗余

和搁置。而“后变异”是事情已经明确以后的变化，因此是精益求精，是持续性技术的改善，是既有技术

的寿命延长。 
四、两种成长模式的比较 
在生物学的持续成长中，“前变异”具有重要的地位。但过去人们曾一度认为“后变异”十分重要。

例如，过去人们认为，长颈鹿的脖子长是因为后天努力的结果，由于一代代努力伸长脖子，所以长颈鹿的

脖子特别长。但现在已经知道并不是这样，长颈鹿的脖子长同样是前变异的结果。大体过程是这样：每一

新生子代的脖子多数与上一代一样，但偶然也有例外，有了长短的差异（注意是长短都可能有，因而是随

机差异），但由于长脖子的长颈鹿比较短脖子的长颈鹿具有更多的竞争优势，存活的几率也更大，从而长

脖子的基因得以延续，短脖子的基因没有得到延续（相当于创新失败）。这种脖子更长的演化史到了长脖

子比短脖子没有更多竞争优势时就停止了。这一过程其实与细菌的变异是一样的。 
在企业管理活动中，克里斯坦森也讨论了突破性技术与持续性技术的区别，认为持续性技术的改善不

能与突破性技术竞争，即从长期看突破性技术具有更多的竞争力。比如说驾驶员开车的技术无论如何改善，

一旦将来出现汽车自动驾驶技术并得到普及，人的驾驶技术就可能不再具有任何市场意义，也许那时只有

在游乐场上才能用上个人的驾驶技术。 
如果用“前变异”和“后变异”分析企业管理活动，“前变异”的主要功能是产生突破性技术和贮备

性技术（相当于长颈鹿的脖子长），当然也有失败、无用、搁置的技术（相当于长颈鹿的脖子短），从而也

表现为随机变异。前面已经指出，“前变异”中也包括多元文化，其实多元文化对企业的意义就是增加变

异的全面性。因为前变异的特点是随机性和无指向性，市场前景难于预测，变异得越全面，能够打中市场

的概率也越大。 
而“后变异”的第一层意义是维持现状。维持现状的意义也十分重要，可以给“前变异”提供时间缓

冲。因为前变异具有成功率不高的特点，这就需要以量补充，以时补充。一般来看，企业产生或取得真正

具有市场价值的突破性技术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的变数范围也相当大，可能是 10 年或是 20 年。如

果没有一定的稳定时间范围，企业取得具有市场价值的突破性技术也就相当困难。但如果企业没有关注“前

变异”，没有给予“前变异”相应的资源（人力物力）支持，维持现状不过就是目光短浅。 
而“后变异”的第二层意义是模仿与学习。即学习成功经验并改变现状。例如超市模式的销售方式成

功以后，其他销售企业纷纷改变销售模式，就是跟进与学习。 
对于企业持续成长而言，“前变异”是真正意义的变革，“后变异”的主要意义是维持稳定、延长稳定，

两者相辅相成。没有稳定，就没有时间产生变革；而没有变革，稳定迟早不复存在（突破性技术最终会占

领市场，最终会取代原有的持续性技术）。最理想的情形是企业自己能够控制新老技术的更新过程。例如

inter 公司早就掌握了双核 CPU 技术，但它一直等到竞争对手发布了双核产品，才跟着推出。 
模仿与学习当然也是一种企业持续成长的模式，但模仿与学习不能成为完全有效的、所有企业都适用

的成长模式，因为模仿与学习仅适用于完全公开的成功经验，而对于企业保密的专利技术，学习就有一定

难度。 
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前后变异的相互关系，与生物成长过程中的前后变异非常类似。还以长颈鹿为例，

如果具有长脖子基因的长颈鹿出生以后的学习能力差，不能生存到繁殖期，就不可能把这种长脖子基因延

续下去（新的基因变异也发生在这一时期）。企业成长也一样，企业如果不能维持现状，当然就是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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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企业在维持现状的过程中，不能产生新的具有市场价值的突破性技术，那么老企业被新企业击败也就不

可避免。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例如，传统百货商场被现代超市取代、机械内芯表被电子内芯表取代、传

统固定电话被移动电话取代，胶片相机被数码相机取代。 
五、分工合作与非分工合作 
在生物学那里，认为“变异（前变异）”的基础是幅射引起基因改变。太空育种就是基于这一原理，

因为太空中的幅射较地球上更多。那么在管理学中，也应该讨论企业中“变异”的基础问题。前面已经指

出，“后变异”适应能力的基础是分工合作，是专业化。所谓“分工合作”，强调的专业化，强调的是分工，

合作不过是分工的结果。只有专业化，才能有“边干边学”的精益求精。但企业间的模仿与学习与社会化

分工和专业化无关。显然，社会没有分配某一企业专门创新，让其他企业去学习。况且模仿与学习的过程

比较复杂，甚至包含有情报窃取和人才竞争。 
那么，“前变异”适应能力的基础是什么呢？首先可以肯定，“前变异”适应能力的基础不是分工合作，

不是专业化。就一般现象看，“前变异”适应能力的基础是“不务正业”，是“个人兴趣”，是“多面手”，

是“跨专业合作”。有一个概念叫“非分工合作”，在我看来，“前变异”适应能力的基础就是非分工合作。 
在企业中，合作不仅有分工合作，还存在其他的合作方式——非分工合作。所谓非分工合作就是合作

者之间没有明确分工的合作①。创新，特别是突破性技术创新，与非分工合作有密切联系：企业中的技术

革新能手往往也是多面手，兴趣广泛，喜欢“管闲事”；日本企业鼓励员工提出各种各样的合理化建议，

并不限于本职工作之内；欧美一些企业允许员工在一定限度工作时间内从事与本职无关的其他创新活动；

企业的多元文化等等，都是非分工合作。企业只能通过鼓励非分工合作来增加创新的萌发。当然，在一个

创意产生以后，继续完善可能也需要专业化分工，但毕竟专业化分工与突破性技术的萌发无关，而且在企

业实践中，过度分工已经成为问题。 
进而，其他企业学习某一企业的成功经验，也不是分工合作。模仿与学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知识扩散

过程或技术外溢过程，既有正当过程，也有非正当过程。其中正当过程部分，应该是非分工合作，而非正

常过程可能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在企业持续成长模式的研究中，分工合作不能解释所有现象，非分工合作可以解释“前变异”现象，

以及部分企业间相互学习的现象。所以，对企业管理问题，研究的逻辑出发点不应该是分工，也不应该是

交易，而应该是合作。合作分为分工合作和非分工合作两种，又分为交易合作和非交易合作。分工合作往

往对应于短期交易，而非分工合作往往对应于长期交易。多数非交易合作其实是长期交易。 
如果说从生物演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前变异”和“后变异”两种演化模式，并且在企业演化的实践

中有所对应，那么更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非分工合作是“前变异”的基础，也是模仿与学习的基础，分

工合作仅仅是“后变异”第一层含义的基础。非分工合作是新生产技术的萌芽或模仿，分工合作是既有生

产技术的收获。 
六、总结 
无论 “前变异”“后变异”，都是企业持续成长的模式，企业不是要在两者中取舍，而是要在两者中

兼顾。但我们可以观察到企业更为重视持续性技术的改善，更多关注明确计划和精益求精，即关注“后变

异”，关注收获，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前变异”，忽视了萌芽。正确的做法是，既要关注收获管理，也

要关注萌芽管理。现有的持续性技术应该在分工合作和专业化基础上精益求精，争取得到最大收获。但同

时“不务正业”和“个人兴趣”也要发展，争取在这一非分工合作的过程中取得“前变异”，取得突破性

技术。在自行取得突破性技术无果的情况下，模仿与学习也是一种企业持续成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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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ode of firm’s sustainable growth. With reference to the mechanis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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