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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梳理并总结突破性创新的实现方法与路径，为后续突破性创新的实现提供理论指导。方法 在

查阅突破性创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突破性创新的概念及其界定进行了梳理，并以创新对超系统的影

响程度为标准提出定义。基于不同视角探讨了突破性创新的驱动因素及驱动机制。最后研究了突破性创

新机遇的识别方法以及不同影响层面下以不同目标为导向的突破性创新设想的具体产生方法。结果 在

宏观层面可通过调节驱动因素促进突破性创新的实现；在微观层面可以通过识别创新机遇并建立系统化

的创新方法指导突破性创新的实现。结论 突破性创新的本质在于解决超系统发展过程中由当前技术系

统发展滞后引起的冲突，以该理论为核心将宏观与微观层面的研究结果进行融合与拓展，为突破性创新

的实现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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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Radical Innovation and Its Realiz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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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ethod and Tool,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methods and paths of radical innovation, to provide theoreti-

cal guidance for realization of subsequent radical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consulting relevant literature on radical in-

novation, the concept and definition of radical innovation were sorted out and 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impact of innova-

tion on the super system. Based o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driving factor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radical innova-

tion were discussed. Finally,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s of radical innovation opportunities and the specific generation 

methods of radical innovation ideas oriented by different goals at different impact levels were studied. It was found that at 

the macro level, the radical innovation could be promoted by adjusting the driving factors; At the micro level, the realiza-

tion of radical innovation could be guided by identifying innovation opportunities and establishing systematic innovation 

methods. The essence of radical innovation is to solve the conflict caused by the lagging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tech-

nical system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per system. With this theory as the core, the research results at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are integrated and expanded, providing a new path for realization of rad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radical innovation; driving factors; identification of innovation opportunities; model of innovative design 

process 

创新是一个组织持续成功的关键。通过创新，企

业建立了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提高了利润，并为股东

创造出了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 [1]。自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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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应持续

贯彻创新精神，将创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令全社会

高度重视并主动参与创新，从此步入全面创新时代[2]。

按照创新的强度可将其分为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创

新。其中，与渐进性创新相比突破性创新具有更高的

价值，特别是在技术迅速变化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在

这种情况下，突破性创新对于解决行业乃至国家的

技术锁定问题至关重要，是提高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

因素[3]。 

在历史上，数码相机的出现令如柯达、宝丽来等

传统相机及相关产品供货商们的销售额发生暴跌直

至破产，而佳能、尼康等公司却借机不断发展壮大[4]；

晶体管的发明大规模替代了不断进行渐进性创新的

电子管；而华为面临着美国在通讯与芯片两个领域的

技术封锁，华为通过自主研发推出了 5G 技术与鸿蒙

系统，从而打破了当前市场的垄断局面。此外突破性

创新还能大幅度地提高客户利益、降低成本，并提升

创造新业务的能力，使组织能够在高速变化的环境中

与快速演进的客户需求保持一致[5]，从而对垂直市场

和围绕该垂直市场的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6]。2000

年处于线下视频租赁市场领先地位的百视达拒绝了

Netflix 为其拓展线上业务的合作请求，然而随着互联

网行业的蓬勃发展，人们的消费方式逐渐由线下转变

为线上，直到 2010 年百视达终是难以为继，不得已

宣布破产，而 Netflix 却逐渐成为了全球首屈一指的

视频网站；圆珠笔一经问世便由于其便利性受到了广

大用户的青睐，从而淘汰了大多数的钢笔制造商[4]；

此外，石英表由于其低廉的价格与更高的精度对瑞士

传统机械表行业造成了极大的挑战，令日本抢占了大

部分的钟表市场。而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关键核心技术

的突破，如载人航天事业的高速发展、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的全面开通、港珠澳大桥的顺利通车亦使我国由

制造大国转变为创造大国[7]，并成功跻身于创新型国

家行列。当前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通过突破性创新可

以打破技术壁垒、抢占国际市场先机，大幅度提高我

国的国际竞争能力，从而在国际上占据技术领 

 

先地位与市场主导地位，无需再受其他国家的掣肘。

然而，突破性创新虽能带来高额的利润与领先的地

位，但由于其实现过程通常无章可循而导致实施困难

大、风险高，令众多企业对其望而却步，局限于安全

稳妥的渐进性创新。因此，进行突破性创新方法的研

究不仅对降低创新难度、促进技术跨越式发展具有重

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更有帮助企业与国家成为领域领

跑者的现实意义。 

自突破性创新这一概念提出以来，便有大量学者

对其展开研究。早期的研究重点大多集中于对突破性

创新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将其与渐进性创新进行辨析

以便将二者区分开来进行后续的研究。在管理学领

域，学者在宏观层面上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突破性创

新的驱动因素与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试图通过对创

新过程的合理化管理来促进突破性创新的实现。而在

工程领域，学者则是从微观角度出发，探讨了突破性

创新机遇的识别方法，建立了系统化的创新过程模

型，以在模糊前端阶段产生具有突破性的高质量设

想，为后续的技术跃迁奠定基础，从而帮助企业实现

突破性创新。 

1  突破性创新的概念、特征 

1.1  突破性创新概念 

突破性创新来源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随

着这一思想的提出，便不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突破

性创新进行界定，如表 1 所示。 

总结上述文献，突破性创新的定义可以分为实现

原理、创新结果与对超系统的影响三个层次，如图 1

所示。即突破性创新 终要对市场、产业等外界超系

统产生巨大影响，而这一影响可以通过应用全新的技

术与科学知识使产品的性能特征、概念结构等产生大

幅度的改变来实现。其中，原理的改变与技术的突破

只是突破性创新的实现手段，其本质在于解决超系统

发展过程中由当前系统发展滞后引起的冲突，从而实

现对超系统的积极影响。 

表 1  突破性创新的概念界定 
Tab.1 Definition of radical innovation 

层次 学者 定义 

Wind 等 
突破性的创新是一个产品类别中新颖的、独特的、 先进的技术进步，能显著地改变一个市场

的消费模式[8]。 

Chandy 等 
将突破性产品创新定义为企业引入新产品的倾向，这些新产品要包含与现有产品本质不同的技

术，还能够比现有产品更好地满足关键客户的需求[9]。 

Detienne 等 
将突破性创新定义为范围、广度和成本上的创新，这里指的是战略创新或提供的新产品或服务

或创造新的市场[10]。 

创新对

超系统

的影响 

付玉秀等 
突破性创新是指导致产品性能主要指标发生巨大跃迁，对市场规则、竞争态势、产业版图具有

决定性影响，甚至导致产业重新洗牌的一类创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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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层次 学者 定义 

Dewar 等 突破性创新是指在工艺技术层面上产生重大进步或改进的创新[12]。 

Henderson 等 

突破性创新建立了一个新的主导设计，一套新的核心设计概念体现在部件中，这些部件在一个

新的架构中连接在一起，这表明突破性创新须由两个要素组成，一是全新的产品概念，二是核

心部件的连接要发生重大改变[13]。 

Kotelnikov 

将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创新定义为突破性创新：一是工艺、产品或服务在性能上拥有全新特征；

二是特征虽然相似但是性能有大幅度提升且成本有大幅度下降；三是创造出一种新产品，这种

产品能够使现有的产业和市场产生变革，甚至会产生新的产业和市场[14]。 

Leifer 
满足如下几点要求之一的创新可以被认定是突破性创新：产品具有全新的性能特征；产品的性

能特征大幅度提高至原来的 5 倍及以上；产品的成本大幅度缩减 30%及以上[15]。 

创新的

结果 

平恩顺等 
机械产品的突破性创新是指使产品某一主功能的技术子系统工作原理发生改变，且改变后的主

功能使技术系统性能极限提高[16]。 

Ettlie 等 

如果一项技术对采用单位来说是新的，对相关组织来说是新的，或者它既需要产量（工艺）也

需要产品（生产或服务）的变化，那么该组织所要求的变化的规模或成本可能足以保证一种罕

见的、突破性的技术[17]。 

Abernathy 等 突破性创新基于全新的技术，且不同于组织现有的创新，并且会创造出新市场[18]。 

Dess 等 
突破性创新是建立在全新的工程与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并且会开启新市场、产生新的产品应

用价值[19]。 

创新的

实现原

理 

冯雁霞 

突破性创新是指在新的科学或工程原理之上，对已有产品的工作原理进行升级换代即对产品核

心技术进行更新换代，或者对产品核心部件之间的连接进行重大改变，改变后使产品的性能极

限提高或创造出拥有全新特色产品的一类创新[20]。 

 

 
 

图 1  突破性创新的定义层次 
Fig.1 Definition level of radical innovation 

 

因为任何系统存在的目的都是其在超系统中执

行一定的有用功能，因此系统的突破性创新必然会对

超系统功能和性能产生重大影响，为超系统突破某方

面的瓶颈奠定基础。基于此提出以下定义：突破性创

新是指能够对超系统产生重大影响（改变其相关超系

统的种类、数量、运行方式或性能提高等）的一类创

新，这种影响是通过改变技术系统的功能、原理、结

构提高其性能极限（技术系统）或提升其性能速度（技

术子系统）来实现的。如图 2 所示为突破性创新的发

生时机与技术系统性能变化，其中技术子系统的突破

性创新发生在 e 点处，技术系统的突破性创新发生在

b 点和 c 点处。 

1.2  突破性创新的特征 

突破性创新是沿着随机和非线性的过程展开的；

它涉及高度的不可预测性、意外的发现和意外的结果[1]。

如表 2 所示为突破性创新的特征。 

 
 

图 2  突破性创新的发生时机及技术系统性能变化 
Fig.2 Opportunity of radical innovation and change of  

technical system performance 

 
表 2  突破性创新特征 

Tab.2 Features of radical innovation 

特征 描述 

非线性、不

连续性 

突破性创新一般出现在两条技术生命周期

S-曲线的交界处[21]。 

不确定性 
资源不确定性、技术不确定性、组织不确定

性、市场不确定性[11]。 

随机性 
许多学者以机缘巧合、偶然或偶然的科学发

现来解释突破性创新[22]。 

学科交叉性 多出现在学科交叉较强处[23]。 

创新周期长 突破性创新项目的完成周期一般在十年以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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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上述特征，使企业在进行突破性创新时
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与挑战。但是经过不断的研究发
现，突破性创新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许多因素能够驱
动突破性创新的产生以及发展，从而促进突破性创新
的 终实现。 

2  突破性创新的驱动因素 

当对突破性创新的概念特征有一个较为清晰的 
 

界定后，研究重点便转向突破性创新的实现方式上，

在管理学领域，研究多通过不同的理论视角解释突

破性创新的成因及驱动因素，具体研究内容如表 3

所示。 

上述研究从宏观视角出发，指明企业可以通过提

高组织能力、引入社会资本来促进组织学习获得全新

的或跨领域的知识，以市场需求为指导、以环境为激

励来实现突破性创新，如图 3 所示。 

表 3  不同理论视角下突破性创新的驱动因素 
Tab.3 Driving factors of radical innovation from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理论视角 观点 学者 

拥有不同知识领域的企业更有可能产生前沿思想和知识的新颖组合[24]。 Taylor 等 

知识重组在创新中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在进行突破性创新时，既需要对不同的知识进行重组，

又必须对一个特定的知识领域进行深刻地理解与挖掘[25]。 
Kaplan 等 组织学习

理论视角 
通过对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的研究发现，高度的探索能够实现突破性创新，并且当探索

水平较高时，较低的创新动机水平会促进突破性创新的增加[26]。 
Blank 等 

组织能力包括四种类型，即开放能力、整合能力、自治能力和实验能力，研究发现具有这几

种能力的成熟企业，其突破性创新绩效会显著提高[27]。 
Chang 等 

组织能力

理论视角 具有感知、学习和整合能力的新产品开发团队能够提升项目的有效性。此外，具有高度学习、

整合和协调能力的团队将提高项目效率，这些发现为新产品开发团队的动态能力对项目绩效

的有益作用提供了更广阔的图景[28]。 

Darawong 

供应商和制造商间的关系在知识开发、资源利用、合作创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29]。 Takeishi 

供应商的声誉会通过影响消费者对新技术的期望与对产品质量的感知而影响突破性创新[30]。 Montaguti 等

企业间的商业关系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冒险精神和突破性创新机会[31]。 Wang 等 

社会资本

理论视角 

企业间项目层面的合作广度与突破性创新绩效呈倒 U 型关系[32]。 Kobarg 等 

环境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着突破性创新，因为它会使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组织意识到外部的变化[33]。 Germain 

变化的环境与突破性创新有显著的关系，随着环境活力的增加，突破性创新也在增加[10]。 Detienne 
权变理论

视角 
突破性创新会随着环境动态性的增加而增加[34]。 Koberg 

顾客的参与会使企业发现新的技术，并也能够分享他们的经验，但是当顾客过多地参与进来

时，则会抑制突破性创新的产生[35]。 
Scaringella 等

进行原型设计可以通过花费完整系统成本的一小部分来规避由于经济和技术不确定性产生

的风险，作为回报，可以获得与技术系统相关的经济和技术信息[36]。 
Lai 等 

市场导向

理论视角 

非客户即那些潜在的客户可以发起突破性创新，这些创新可能会改变行业，创造新的市场，

并产生长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37]。 
Rosenzweig 

 

 
 

图 3  突破性创新与驱动因素间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radical innova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3  突破性创新方法 

3.1  突破性创新机遇识别 

突破性创新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但其出现的

过程并非完全不可预测的，通过合理的手段识别具有

突破性创新潜力的领域，可帮助企业明确研发方向、

缩短创新周期。早期突破性创新机遇的识别多依赖于

专家的主观判断，以小组讨论或问卷调查的形式探讨

未来易产生突破性创新的领域与方向[38-39]。然而这种

方法易受专家经验与观念的影响，预测周期长且结果

主观性高。于是后续逐渐有学者开始将专家经验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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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预测工具相结合进行机遇识别。蒋国平等[40]以企业

研发因素为变量，结合市场占领轨道图预测了企业进

行突破性创新的适当时机。平恩顺[41]基于技术进化理

论预测了产品中实现主功能的技术子系统的突破性

创新潜力。刘力萌等[42]基于情景分析，通过建立演化

机制探索产品未来可能的使用情景，从而在产品创新

的模糊前端阶识别创新机会。 

为进一步提升预测结果的客观性，开始有学者通

过信息挖掘来识别突破性创新机遇，其中专利作为技

术载体，囊括了大量的先进技术信息，是进行信息提

取的优选对象。Schoenmakers 等[43]认为知识间的重

组更容易产生突破性创新。于是张金柱等[44-45]分别以

知识的新颖性与交叉性作为突破性创新的识别标准，

对于新颖性，通过从专利科学引文中抽取关键词和学

科分类代表被引科学知识，选择被引知识突变程度较

高的主题作为突破性创新的高发主题；而对于交叉

性，则通过专利引文的学科交叉情况预测突破性创新

发生的学科分类和主题。曹艺文等[46]从知识跃迁和持

续增长两方面构建识别标准，利用新兴技术发文的时

序构建引文曲线并拟合，通过提炼引文曲线的主要特

征实现对突破性创新技术主题的预测。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机器学习被引入该研

究领域中，刘健壮[47]通过比较创新产品与主流产品的

特征因素差异性，提取相关特征因素并对其进行量化

表征， 后利用 K 临近算法对大量创新案例进行分

析，建立起了突破性创新的预测模型。马德荣等 [48]

先应用解释结构模型构建了机遇识别特征体系，再将

突破性创新案例与非突破性创新案例进行对比提取

各特征因素变化趋势，并以其为自变量通过建立神经

网络，构建了突破性创新机遇识别模型。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其他视角进行了相关研

究。张栋[49]基于突破性创新特征提取测度，并在此基

础上建立了涵盖突破对象性质、创新资源条件与创新

实现影响因素三方面的突破性创新预测体系。刘亚辉

等[50]则认为现有研究多注重特征较为明显的强信号、

强关系，而在突破性创新的萌芽期，其常以技术主题

间弱关系的形式存在，加强对弱关系的分析可实现对

突破性的早期识别。 

综合上述研究发现，突破性创新机遇识别方法不

断向着更客观、高效与全面的方向发展，从而更快速、

准确地帮助企业抓住创新机会，使其能合理地分配创

新资源并及时地抢占技术与市场先机。 

3.2  突破性创新过程模型 

技术系统存在的意义就是要满足超系统的某种

需求，但超系统的需求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

时间与空间进行变换的，这就要求技术系统通过创新

来满足不断变化的超系统需求。如图 4 所示，按照需

求的涉及范围，可将其分为技术层面、社会层面与自

然层面。其中技术层面的需求是指保障技术系统正常

运行所需的结构、功能与性能等；社会层面进一步考

虑了客户的想法及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自然层面

则是要求技术系统的存在应顺应生态环境，符合生态

经济规律。其中技术作为突破性创新的实现手段，是

决定突破性创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而要想在新产

品开发阶段跳出原有的技术轨道，就要求在创新 开

始的模糊前端阶段产生具有一定新颖性与独特性的

想法或是能产生从原理上切实解决现有技术阻碍的

方案[51]。TRIZ 作为一种高效的创新方法，被广泛地

运用在产品创新的模糊前端阶段以产生具有突破性

的创新设想来实现超系统不同层面的需求。 
 

 
 

图 4  超系统需求的不同层次 
Fig.4 Different levels of super system requirements 

 

3.2.1  技术层面 

3.2.1.1  以技术进化为导向 

要想对技术进行突破，就要跳出当前的技术水

平，向未来技术状态进化。而一项新技术或新产品是

否被社会所接受取决于技术或产品是否符合技术进

化的一般规律[52]。技术进化定律作为提高技术系统当

前理想化水平的工具指明了进化的客观方向[53]，通过

应用这些定律，可以预测技术系统的未来潜力状态，

使产品快速地从一种核心技术跃迁到另一种新的核

心技术，并突破原有性能的极限，从而实现突破性创

新[16]。如 5 图所示为技术系统的技术进化潜力。 
 

 
 

图 5  技术进化潜力 
Fig.5 Technological evolutionary potential 

 

在探究技术进化潜力的过程中还可以通过技术

成熟度预测工具约束技术进化的方向，如图 6 所示为

S-曲线与技术生命周期，可针对产品在技术生命周期

中所处的位置，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措施来进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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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创新。若产品处于婴儿期或成长期，则应对其结构、

性能等进行技术改进，推动其快速发展；若产品处于

成熟期或衰退期，则企业应大力进行新技术的研发，

以便推出新一代产品来替代现有产品[54]。 
 

 
 

图 6  S-曲线与技术生命周期 
Fig.6 S-curve and technology life cycle 

 
孙建广等[55]通过对技术进化分支进行深入研究，

归纳出了突破性创新的技术进化路线分支机理来指

导产品进行突破性创新设计。Ping 等[56]基于 TRIZ 的

终理想解与技术进化定律，提出了一种进行产品突

破性创新设计的方法，并将其结果作为模糊前端 高

质量的理念。平恩顺等[57]为指导机械产品突破性创新

设计概念的产生，选择成熟期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基

于物质-场模型，针对机械产品提出了突破性创新的

方法并建立了面向成熟期产品突破性创新设计模糊

前端阶段过程模型。 

3.2.1.2  以冲突解决为导向 

技术系统中的冲突，是阻碍其发生技术跃迁的主

要原因。而冲突的发现与解决则是推动产品与技术进

化的动力[52]。如图 7 所示，为冲突与突破性创新关系。

杨伯军等 [58]选择在产品创新的模糊前端阶段对其进

行激进式裁剪，再通过标准解、效应等工具对裁剪后

的产品进行功能重组从而产生突破性创新设想。武胜

璇[59]同样选择通过裁剪来解决冲突，在对冲突区域进

行裁剪后，对被裁剪子系统进行技术预测并获得多个

潜力状态， 后通过求解得到满足全局理想化的潜力

状态来指导突破性创新产品的开发。 
 

 
 

图 7  冲突与突破性创新关系 
Fig.7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lict and radical innovation 

 

3.2.1.3  以问题求解为导向 

技术系统中存在的问题阻碍着突破性创新的产

生，而这些问题也并非独立存在，大多通过网络的形

式联结在一起。如图 8 所示为技术系统中的问题网

络。因此，可通过对问题进行分解，找到深层问题之

间的联系，确定关键问题再对其进行解决以产生突破

性创新。基于此，Wang 等[21]提出了一种对产品设计

进行突破性创新的求解方法，包括问题识别、功能分

析、关键问题确定、效应选择、结构映射和方案评价。 
 

 
 

图 8  技术系统中的问题网络 
Fig.8 Problem network in technical system 

 

3.2.1.4  以功能组合为导向 

除通过改进现有产品之外，还可以通过研发新产

品来实现突破性创新。而效应作为功能与科学原理之

间的纽带，是功能实现的科学依据，利于高级别、高

质量创新解的产生[60]。如图 9 所示为新产品突破性创

新实现过程。基于以上原理，檀润华等[61]建立了创新

机遇分析、设想产生、功能与效应综合以及原理方案

设计等过程的突破性创新设计模型。侯晓婷[62]则提出

利用多生物效应来指导产品的突破性创新设计，在开

发了多生物效应知识库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能够指

导工程设计的多生物效应实现的一般模式。 
 

 
 

图 9  新产品突破性创新实现过程 
Fig.9 Realization process of radical innovation  

of new products 
 

3.2.2  社会层面 

在 TRIZ 中将需求定义为用户主观上对产品的期

望状态与产品实际状态之间的差距，如图 10 所示为

需求分析与需求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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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需求分析与需求预测 
Fig.10 Demand analysis and demand forecast 

 
性能作为功能完成的数量与质量的体现，是顾客

衡量产品的直接标准。因此，可从顾客需求中获取技

术系统性能，并以性能提升为目的对技术系统中的功

能进行改进来实现突破性创新。如图 11 所示为以产

品性能提升为目的的突破性创新方法。Yang 等[63]将

QFD 扩展为产品质量屋与设计质量屋。以需求为基

础在产品质量屋中开发了基于 TRIZ 的功能分解和性 
 

能分析方法，以识别突破性创新的性能特征，并将

TRIZ 中的标准解和裁剪用于设计质量屋来确定 后

的突破性创新产品方案。 

回顾文献发现，如图 12 所示，不管以何种目的

导向进行突破性创新，都会经历研究对象选择、问题

分析与问题求解过程并 终在模糊前端阶段产生突

破性创新设想，以预见后续新产品开发阶段的突破性

创新技术，并为商业化的成功奠定基础。 

TRIZ 通过提供上述标准化工具指导企业技术人
员进行突破性创新，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对外部的市
场、环境等因素进行分析，指导企业确定问题并求解，
产生符合超系统需求的创新设想；还能在问题分析与
求解过程中提高组织能力、促进组织学习并替代社会
资本帮助企业扩充知识库、降低创新风险，并 终激
发出突破性创新设想。降低了突破性创新的风险与难
度，使更多的企业可以参与进来，有利于产业技术的
快速发展。 

 
 

图 11  以产品性能提升为目的的突破性创新方法 
Fig.11 Radical innovation methods aiming at improving product performance 

 

 
 

图 12  产品创新过程模型[64] 
Fig.12 Model of product innovation process[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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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足与展望 

通过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对突破性创新及其实现

方法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还存在以下不足： 

1）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对独立，缺乏有效的

融合。管理学领域的研究在宏观上明确了突破性创新

的驱动因素以及驱动机制。而工程学领域则是从微观

角度出发应用各类工具识别突破性创新机遇并构建

产生突破性创新设想的模型，其本质是在创新过程中

应用创新工具和方法促进各驱动因素发挥作用。即两

个领域的研究存在着对应关系，但现有突破性创新方

法的研究多是从技术系统自身出发，通过问题发现与

求解实现创新，在突破性创新方法中缺乏对各类驱动

因素的考虑。 

2）在进行突破性创新机遇识别时，研究局限于

识别“突破性技术”。突破性创新需要同时满足技术

与商业两个维度上的成功。而在现有研究中，鲜有考

虑技术是否符合社会需求与自然需求，即是否能实现

成功的商业化；且在突破性创新的早期，技术大多尚

未发展成熟且突破性特征尚不明显，此时仅以技术作

为研究对象容易导致其被误判为渐进性创新，使企业

失去了进行突破性创新的机会。 

3）对阻碍突破性创新实现因素的分析限制在所

研究的技术系统范围内，而忽略了超系统对系统进化

的决定性作用。对一个技术系统而言，超系统决定了

当前技术系统应具有哪些功能及性能水平，并为其功

能的实现提供了场景及约束。如图 13 所示，除了技

术系统不能满足超系统的需求外，超系统还会对技术

系统产生限制作用，即突破性创新的瓶颈会以技术系

统与超系统间的不协调现象的形式出现。 
 

 
 

图 13  突破性创新实现阻碍 
Fig.13 Obstacles to realization of radical innovation 

 

4）在进行突破性创新时，目标导向的建立未能

准确把握突破性创新的本质。技术系统因超系统需求

而存在，其作用就是要对超系统产生积极影响，而技

术系统的功能、性能仅是产生这种影响的实现手段。

当技术系统由于滞后阻碍了超系统的发展时，技术系

统就会对超系统产生负面影响，此时就需要重点解决

当前技术系统与超系统间的冲突来实现突破性创新。

但现有创新过程模型皆是通过技术系统功能的改进

及性能极限的提升来实现突破性创新的，因此也难以

保证 终的创新结果符合突破性要求。 

5）现有研究中所提出的创新过程模型只能满足

低层次的超系统需求。通过应用现有研究中提出的方

法进行创新虽然能够对超系统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但研究更多地注重技术上的跃迁，使创新结果局限在

技术需求的满足上，而未能考虑更高级别的社会需求

与自然需求，从而限制了创新的突破程度。 

综合上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对未来的研究方向

提出展望。在研究方法方面，可通过管理学的研究成

果指导突破性创新过程模型的建立，在创新模型的各

阶段中体现对驱动因素的促进作用，从而提升创新模

型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提高突破性创新的成功概率。

在研究视角方面，未来可将视角由技术系统拓展至超

系统，一是要从超系统视角更加全面地分析实现突破

性创新的阻碍，在创新过程中不仅要挖掘、求解技术

系统内部的问题，更要消除技术系统与超系统间的不

协调现象；二是要把握突破性创新的本质，以提升技

术系统对超系统的影响为目标导向进行创新，并通过

预测创新对超系统的影响程度来识别突破性创新机

遇；三是要继续对超系统视角进行拓展，在进行突破

性创新机遇的识别时，不能单纯地考虑技术上的突破

还要进一步考虑其与社会、自然层面需求的符合程

度， 后通过技术与商业两个维度的综合评判预测突

破性创新机遇；而进行创新设计时同样不仅要满足超

系统的技术需求，还应进一步考虑通过用户特征、社

会文化来满足社会需求，通过顺应自然环境并合理利

用自然资源来满足自然需求，进而扩大创新对超系

统的有益影响，实现更高级别的创新并提升创新的

突破性。 

5  结语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乃至国际间的竞争也

日益激烈。要想提高竞争实力，成功应对快速变化的

市场就要积极地进行创新。渐进性创新只能帮助组织

维持当前的市场，当竞争对手成功地实现突破性创新

并将其引入市场时，就会大幅度削减组织当前的市场

份额与竞争能力。因此，想要赶超竞争对手，实现市

场格局重塑，就要进行突破性创新。 

众多文献表明，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的本质

区别就在于其能对超系统带来更为重大的影响。基于

此，以创新对超系统的影响程度为标准对突破性创新

进行定义。从宏观视角归纳了不同理论视角下突破性

创新的驱动因素与驱动机制。从微观视角，梳理了突

破性创新机遇的识别方法；以创新对超系统的影响范

围为标准，论述了不同目标导向作用下突破性创新设

想的产生方法，指出了突破性创新实现的基本步骤及

应用创新工具指导突破性创新设想产生的意义。 后

对当前研究的不足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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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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