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是本书是《《企业迷思企业迷思》》一书的姊一书的姊
妹篇妹篇，，源于宋志平为清华大学五源于宋志平为清华大学五
道口金融学院开设的道口金融学院开设的““从管理到从管理到
经营经营””课程课程。。这是一部探寻企业这是一部探寻企业
经营本质的书经营本质的书，，这是一部企业家这是一部企业家
活学活用的经营制胜教科书活学活用的经营制胜教科书，，更更
是一部中国企业家探索企业经营是一部中国企业家探索企业经营
制胜秘籍的好书制胜秘籍的好书，，值得深学值得深学、、深深
读读、、深悟深悟。。

企业创新不一定都靠高科技

企业的创新要和经营密切相关
科学和技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科学是为了认识世

界，主要是探究未知的东西；技术是为了改造世界、服务
人类，主要是解决我们应用的问题。驱动技术发展的，是
市场的需求和资本的欲望；而驱动科学发展的，是科学家
的兴趣和人类的好奇心。爱因斯坦曾说：“我自己并没有
什么特别的，只是充满了好奇心而已。”

科学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人类共享的。科学上的
重大发现可以引发创新，带动技术的突破，甚至是颠覆性
创新和突破。从近代来看，重大的尤其是颠覆性的技术
发明，往往起源于科学的发现和基础研究的突破。所以，
尽管技术创新已经越来越和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推动
人类走进了现代社会，但是没有什么能够代替基础科学
研究的作用。

科学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科学领域，而企业的创新主
要体现在技术领域。当然，企业对于基础科学中的原理
性问题也是要去关心的。麻省理工学院等都有很多企业
来支持它们的基础性研究，因为企业也需要面对不确定
性和未来。但就企业本身而言，创新的目的是极其明确
的，创新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某个问题、做某个东西，要和
经营、市场变化密切结合。在企业里，我不反对大家研究
宇宙奥秘，每个人都有兴趣，其实，我也经常看一看这些
新理论。但是，我们不会支持企业里的研究人员去研究
黑洞、引力波、人的起源，因为那不是企业创新要聚焦的
事情。专业带来效率，创新需要分工，企业就要发挥技术
创新的专长。我反复跟企业技术人员讲，要把这个层级
分清楚，这样大家的创新才更加有效。

当前，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从
中国建材的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应更加关注高端化、产业
化、集成化、相关化。

第一，坚持高端化。在建材领域，中国建材已在全球
位于中高端水平，各个细分领域都在向着高端化迈进。
举个例子，中国建材做的万吨级、5000吨级的大型水泥线
和大型玻璃线的设计—采购—施工/交钥匙总承包工程占
了全球市场的65%，这是不容易的。30年前，我们买跨国
公司装备，现在跨国公司都在买中国建材的装备，中国建
材不仅是制造商，还是技术、设备、服务提供商。

中国建材多年来依靠自身力量成功研发出了E8高模
量玻璃纤维配方、碳纤维T1000、锂电池隔膜、超薄光伏玻
璃、TFT-LCD超薄玻璃基板、高性能防火玻璃、特高压用
混合绝缘子、加能源5.0新型房屋、CIGS薄膜太阳能电池
等行业顶级技术和产品。对中国建材来说，技术创新就
是要朝着高端发展。比如碳纤维，技术水平已处在中高
端了，现在就要做T1100级高性能碳纤维。

第二，加快产业化。创新要确保产品能量产，能结合
市场出效益，能与资本市场对接。如果新产品做不到量
产，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企业就很难有效益，更谈不
上持续发展，在资本市场上也形不成影响力。中国建材
在每一次展览会上，都会被问产量是多少、合格率是多
少、赚不赚钱。中国建材实际做的都是千吨级生产线，产
品合格率在97%以上。作为制造型企业，中国建材做创
新，一定要能产业化，不能量产、没有规模效益的创新坚
决不做。

第三，突出集成化。在创新路径上，既要强调自主创
新，也要突出集成创新。前面讲到，集成创新是开放式
的、平台式的创新，我们要善于把创新的要素和自己的专
长结合起来，或者把一些看似不相关的技术移植过来。
集成创新能够充分发挥我们的综合优势，中国建材今后
的创新方式要以集成创新为主，逐渐加强自主创新。

第四，注重相关化。创新要紧紧围绕企业战略和企业
的实际情况，解决企业和行业的生产工艺、环保等问题。
同时，基于强大的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技术研发要围绕
优势产业，顺着产业链进行延伸升级，规避创新风险。也
就是说，创新之间最好是相关的。中国建材发展“玻璃+
智慧农业”就是产业相关化的典型例子。

企业创新的关键在于
建立起一套创新体系
企业是技术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

体、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但创新本身却需要企业、研究
院所和学校联合起来，建立产学研合作联盟，充分利用企

业产业平台的优势，让科技从成果库里走出来、从象牙塔
里走出来，更好地为产业平台服务，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企业创新的关键在于建立起一套创新体系。在这一
点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色。欧美等国家的创新体
系主要源于一些大学，日本、韩国多是依托企业的中央研
究院和技术中心，中国则主要靠产学研结合或产研结
合。所谓产学研，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核心
是“产”，“学”要保、“研”要好，最后都要作用于“产”。学
校要发挥基础科学的研究作用，研究院所主要解决应用
科学的问题，而企业要解决好制造技术的问题，三者结合
才能形成资源与优势的互补。产学研结合的目的是促进
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不是让“学”和“研”统统都去做
企业。

在产学研结合方面，过去中国的研发与产业长期是两
回事，经历这么多年的融合，效果还不错，但产学研结合
总体的效果还有待提高。中国建材用产研结合的方式成
功开发了特种水泥，应用于三峡工程、青藏铁路、京沪高
铁、连云港核电站等重大工程。西南水泥的嘉华水泥依
托中国建材总院的科研成果，成为国内最大的水泥基特
种功能材料生产企业，能生产50余个品种的产品，每年能
赚上亿元的净利润。

2019年 3月，我到麻省理工学院（MIT）访问时，对那
里浓郁的创新精神和独特的创新模式印象颇深。MIT是
全球顶尖的创新基地，校友创建了3万余家活跃的企业，
共雇用450万名员工，这些企业每年总计收入两万多亿美
元，号称世界第十大经济体。

回国的路上，我写了一篇《从麻省理工看产学研创新
体系》，着重介绍了以下三点内容。

教学、研发与市场紧密结合。学生研究课题的方向不
设限，而且通过研究经费的赞助和成果的优先使用权，将
教学与未来市场和实际应用需求紧密结合，形成一个非
常有效的机制。

着眼于开放交叉和前沿科技，MIT的媒体实验室就是
一个科技、媒体、艺术和设计融合的跨学科研究室，致力
于计算机领域的前沿科技研发。这里诞生了3D打印等众
多优秀技术，也为英特尔等企业的崛起提供了强劲支持。

创新创业与产业界互相融合，MIT的全球产业联盟联
结着1700多家创新型初创企业和260余家联盟会员企业，
架起了创新资源和产业转化间的桥梁，并辅以配套的服
务机构，联结各方资源和人员，形成了一个活跃互动的创
新平台和融合纽带。

创意、创新、创业的融合，教育、研发、企业的融合，创
客、实验室和资本的融合，是创新动力和创业发展的源
泉。MIT这片沃土提供了创新创业的雨露和阳光。

创新不一定必须与技术有关
人类经历的每次工业革命都源于重大的技术进步。

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了珍妮纺织机、蒸汽机、生铁冶炼技
术等一系列发明。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发电机、电灯、
内燃机等一系列发明。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了克隆技
术、生命科学、航天科技、互联网、3D打印等。现在正经历
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产生了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代表性技
术。尽管技术革新对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起到了巨
大的作用，但创新却不完全依赖于技术，还要依赖于创意
和商业模式创新。

德鲁克认为，创新不一定都靠高科技，中科技、低科
技、零科技也可以创新。他在1985年出版的《创新与企业
家精神》一书中澄清了一个误解——只有高科技才能创
新。按经济学里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分析，欧美经
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1965年的20年间经历了繁荣发
展；1965—1985年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期，欧洲经济开始衰
退，但美国却出现了繁荣，新增就业岗位4000万个。而在
这4000万个就业岗位中，高科技只增加了600万个岗位。
所以，德鲁克说，创新一定要靠高科技的观念是错误的。
他用大量的实例证明，创新不一定必须与技术有关，甚至
根本就不需要是一个实物。

一个创意、一个新点子、一个独特的商业模式就可以
创新，前提是能够“创造出全新且与众不同的价值和满意
度，试图将一种物质转换成一种资源，试图将现有的资源
结合在一种新型的、更具生产力的结构里”。

我们的民族是很有创意的民族，《西游记》《封神演
义》等神话小说就是很好的例子，能写神话的民族一定是
有创意、能创新的。我常常想，这些作品里面打斗用的宝

贝都是从无到有想象出来的东西，这就是想象力和创意
的表现。

在企业里，员工也常有创意迸发，但要把创意转变成
创新，甚至由创新走向创业，就要营造开放、自由、民主的
文化，不要限制他们。如果掐死了这些创意，让员工循规
蹈矩，一切按照领导的要求做，怀疑那些有特别的想法的
人，这也不同意，那也不同意，创新就做不成。

商业模式创新就是
发现新的价值创造方式
商业模式是什么？学术界给它下过很多定义。近年

来，随着商业模式研究和实践的深入，普遍的看法是，商
业模式是一个组织创造、传递以及获得价值的基本原
理。商业模式创新就是发现新的价值创造方式，淘汰旧
的模式，为企业、客户、社会创造价值。环顾各大跨国公
司，商业模式创新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老福特说：“我
不过是把汽车的技术组合在一起而已。”老福特完成了令
人震惊的发明，但他最成功之处还是他天才级的创意：每
个人都应该拥有一辆汽车。苹果公司之所以深受年轻人
喜爱，不是因为有什么重大技术成果，而是因为它成功地
集成了新技术，同时融入了流行元素，让产品变成一种时
尚。另外，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家乐福等知名企业，
以及淘宝、滴滴等新业态公司，都没有特别高端的技术，
但它们通过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商业组合取得了成功。

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商业模式创新的案例，甚至有许多
和技术并不搭界。我曾在央视的一个创业大会上遇见一
位“米线哥”，他做米线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却开了很多家
连锁店，成了当地知名的创业者。我曾去济南参观的“阳
光大姐”家政服务公司也没有太多高科技，但创新点不
少，解决了超过8万名女性的就业问题，很了不起。生活
中也有很多创新的例子。比如现在有些餐馆的筷子，后
半截是传统筷子，前半截是一次性筷子，用过后只更换前
半截即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点子，极大地减少了森林
砍伐和木材浪费。再如男士的新式三接头皮鞋，外面鞋
带是固定的，里面是松紧口，这样就省去了系鞋带的功
夫，穿起来很方便。

创新是发现新的价值创造方式的过程，创新的生命力
在于价值创造。我们在创新时，不能只盯着高创新，而是
要紧紧围绕价值创造这个核心进行，着眼于变化和不同，
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达到价值创造和增值的目的。诸
如老福特、乔布斯、马斯克、马云等，他们真正的贡献并不
是创造了什么技术，而是让我们看到了商业模式创新的
价值和创意的巨大力量。

“微笑曲线”表明，在现代制造业链条中，制造环节处
于中低端，提高附加值更多要靠处在曲线两端的研发设
计和销售服务等来实现。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两个70%”
现象，即服务业产值占GDP的70%，制造服务业产值占服
务业产值的70%。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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