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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及金融创新的研究与展望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庄新田  黄玮强 

   

摘  要：从知识创新的概念出发，论述了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的关

系，回顾了已有的关于技术创新、金融创新的研究，特别是近几年兴起的运用复杂社会网

络分析方法研究创新扩散问题。提出对知识创新的理解应该包含金融知识创新，可以利用

技术创新方面的丰富研究成果来发展目前研究相对稀少的金融创新研究，并提出了未来的

若干研究方向。 

 

 

一、创新和知识创新概念 

熊彼特 1934 年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创新的概念，指出创新是企业实现对生产要素的

新结合。它包括以下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

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

织形式
[1]
。 

知识创新这个概念是美国学者阿密顿提出的。他指出:“科学家和工程师进行跨学科、

跨行业、跨国家合作，研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其研究结果加速了新思想的创造、流动和

应用，加速了这些新思想应用于产品和服务，以造福于社会，这就是知识创新。他进一步

提出: “所谓知识创新，是指为了企业的成功、国民经济的活力和社会的进步，创造、演

化、交换和应用新思想，使其转化变成市场化的产品和服务
[2]
。其知识创新观具有四个创

新原则:第一、创新价值系统(而不是价值链)。价值链是线性的和静态的，创新价值系统是

动态的，显示了成功创新所需要的全部相互依赖关系。第二、战略商业网络(而不是战略商

业单位)。战略商业单位的管理倾向于建立孤立的知识库，战略商业网络鼓励在创新过程中，

在伙伴、客户、供应商、研究机构和其他合作者、竞争者之间的知识流动。第三、合作利

益(而不是竞争利益)。竞争战略产生输赢结果，合作战略通过共生伙伴关系鼓励双赢。第

四、客户成功(而不是满意)。客户满意于今天的明显需要。专注你的客户成功将帮助判别

那些将来的(现在不明显的)需要。 

 

二、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 

关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存在以下三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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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创新包括技术创新。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创新内容包括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制

度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其中，企业理念的创新是企业知识创新的前提，因为企

业理念指导着企业的一切决策和行为；技术创新，是企业产生新的或改进的产品和工艺的

过程，它又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技术创新是企业知识创新的有力支持，知识的创新

需要有一定的技术作支持，否则知识的创新不会走的很远；制度创新是指采用新的管理方

式、方法来提高效率。是企业知识创新的基础，任何管理决策的实施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的

约束下进行的，知识创新也不例外，有没有一个适合知识创新实施的制度，决定着企业知

识创新的成败；管理创新是知识创新的有力保障，任何形式的创新，都需要企业管理职能

逐步实施，都需要经过管理的各个层次的具体执行。管理创新在企业的知识创新中起综合

统筹、指导协调的作用。组织创新，是设计一个新的运转高效的组织机构，组织机构是企

业管理活动的支撑体系;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又可统称管理创新。 

2、知识创新不同于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指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以及在产品和工艺创

新中开展的技术改进和相关的R&D活动, 而知识创新是在经济发展和知识积累关系密切的条

件下, 通过知识管理, 将知识不断应用到新领域并在新领域不断实现创新的系统过程。知识

的生产、创造、传播和应用在经济发展中并不是一个线性过程, 而是一个企业及相关研究机

构与外部环境之间联系、互动的系统网络。 

3、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相互依存。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

术科学知识的过程，知识创新的目的是追求新发现、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

积累新知识。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新技术和新发明的源泉，是促进科技进步和经

济增长的革命性力量；技术创新是知识创新的延伸和落脚点。因此，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

关系从宏观上要求国家建立完备的知识创新体系，即建立由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组成的知识

创新系统和知识传播系统，从微观上要求企业建立技术创新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 

作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 

 

三、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扩散 

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在促进区域经济繁荣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决定了研究技术创新的必

要性。在熊彼特关于创新的开创性研究的影响下
[1]
，现代文献将广义技术创新的整个演变

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发明、创新和扩散。发明涉及新观点的创造以及使其实施成为可能

的后继发展阶段。创新指的是由企业家将一项发明商业化。扩散则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

创新在其潜在使用者中传播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发明对应于知识创新，而创新和扩

散则是知识创新在商业上的具体应用，即为狭义上的技术创新。 关于广义创新的第二阶段

（创新活动）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市场结构和创新活动的熊彼特主义假说；创新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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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德姆塞茨(Demsetz,1969)，卡米安和施瓦茨(Kamien and 

Schwartz,1970)以及尼达姆(Needham,1975)）；创新时机的个体厂商决策论模型（巴泽尔

（Barzel,1968），卡米安和施瓦茨（1972，1974a,1974b,1980））；创新时机的总体市场博

弈论模型（谢勒（Scherer,1967），劳里（Loury,1979）、莱因戈纽姆（Reinganum,1979））。

对创新采纳的大量实证观察发现，一般情况下，创新采纳都被延迟，且企业并不同时采纳

创新
[3]
。这就引发了对广义创新第三个阶段即创新扩散的研究。一项创新只有在社会上大

量推广之后才能产生其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因此理解技术创新扩散遵循的规律以及扩

散过程顺利进行的条件或机制对于从宏观上把握整个技术创新过程十分重要。 

1、技术创新扩散的研究内容。从研究内容来看分成三条主线：技术创新扩散时间展开

规律及模型，技术创新扩散空间展开规律及模型，技术创新扩散时空展开模型
[4]
。早期的

技术创新时间展开理论主要将扩散看成是个“传染”过程， 并基于该理论建立了大量的实

证研究模型，最早出现的是 Bass 模型
[5]
。其后针对 Bass 模型的一些缺陷，大量的研究对

其进行了修正（包含市场变量
[6]
、供给约束

[7]
、竞争效应

[8]
、互补产品

[9]
、技术升级

[10]
、时

变参数
[11]

、允许置换和多重购买
[12]

、跨国扩散
[13]

）。后来的时间展开理论认为扩散需要时

间，并不是因为信息的不完全，而是因为对一些潜在采用者而言，创新本身的最初形式并

不比现有技术有优势（如阈值模型和博弈理论模型），从而形成了扩散的均衡研究方法。最

早对空间扩散现象进行开创性研究的是瑞典隆德大学教授哈格斯特朗（Hagerstrand T）。

他认为在创新扩散中，有关信息的“有效流动”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14]

。后来学者认为哈格

斯特朗及其追随者们过于强调有关采用的信息交流过程，忽略了资源要素的作用。他们认

为资源、市场等条件对于技术创新的适应性才是决定扩散过程的主导因素。因此，在空间

扩散方面形成了采用观点和基础设施观点两种基本理论模式
[15]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由纳

尔逊和温特（1982）提出的经济演化思想逐渐被用于技术创新扩散研究，以系统观和演化

观来进行技术创新扩散研究，逐渐成为扩散研究的趋势，其为空间扩散研究提供了一种新

的思路。系统观把扩散问题视为有许多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演化

观把分析建立在扩散系统中各个要素、各个局部、各个层次以及各个子系统之间互动演化

的基础之上(纳尔逊和温特 1982，石井 1984，梅特卡夫 1984，西尔弗伯格 1988)。Bass

模型侧重于时间，未能同时考虑空间；而哈式等空间模型未能同时考虑时间。一些学者提

出了创新扩散的时空模型，代表性有 Casetti 和 Semple(1969)，Haining(1983),巴格瓦等

人建立的随机元胞自动机模型等。 

2、技术创新扩散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运用宏观市场数据拟合所建立的模型（Bass模型

及其扩展），基于个体层次的微观模型以及近年来随着复杂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出现所形成的

复杂系统分析方法。复杂系统分析方面的文献主要有：Marco Lamieri和Daniele Ietri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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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企业（潜在创新者）和消费者群体在社会网络空间中交流的动力学机制。消费者在网

络中所起的作用是创造一种竞争的环境，从而推动企业进入创新过程，在消费者和企业之间

的网络交流中，创新以关系产物形式出现。Floortje Alkemade 和Carolina Castaldi
[17]

研

究了社会网络中的创新传播。企业可以从网络结构及消费者特征中获得相应的信息，并且利

用这些信息制定成功的广告战略，结果表明该战略比传统的随机广告战略效果要好。Marco A 

Janssen ,Wander Jager
[18]

利用多智能休仿真模型从心理角度研究了市场动力机制。文章假

设具有不同偏好的消费者群体及社会网络，模拟新产品的采纳扩散过程，研究消费者偏好改

变及社会网络规模对采纳扩散的影响。结论表明社会网络，消费者偏好在解释市场动力机制

方面的重要性。Marco A Janssen ,Wander Jager
[19]

在文[18]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18]是

基于小世界WS方法构建社会网络，在文[19]中作者构建了无标度网络。研究发现市场动力学

具有自组织特征，其取决于个体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交流，产品特征及个体交流的网络结构(网

络规模和网络中的中枢节点)。David Kempe, Jon Kleinberg和Eva Tardos
[20]

研究了存在口

碑效应的情况下，如何使创新在社会网络中最大限度地传播开来。文章提出选取初始“激活”

个体的具体算法。Dunia López-Pintado
[21]

运用平均场理论，研究了在一个社会网络中产品

（或新思想、技术）传播的临界值问题，发现该值取决于网络的度分布及扩散机制。J. 

Goldenberg
[22]

等提出了一个逾渗模型，运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研究新产品是如何在消费者市

场中渗透的。Beom Jun Kim
[23]

构建了一类似WS网络模型的小世界社会网络结构，在假设生产

商追逐利润最大化及消费者同时充当了生产商的销售代理的情况下研究在该网络上的营销

动力模型。 

以上所综述的运用复杂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创新扩散的文献虽然研究的内容差异较大，但

研究思路和方法类似，见图1。随着近几年复杂网络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如上

述文献）运用复杂网络的相关研究成果研究创新扩散问题。尽管同传统的创新扩散研究相比

复杂系统分析方法具有各方面的优势，但其研究的创新概念（新思想，新产品，新技术等等）

十分宽广，并未针对某类具体的创新。众所周知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创新在扩散机制上存

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因而，这种宽泛性的研究限制了研究成果的可应用性。这个不足也激发

了我们运用复杂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具体行业、具体类型创新扩散的兴趣，如下文将要提到的

金融创新扩散。 

 

四、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产业经济学领域关于技术创新及扩散有大量的研究。金融是现代

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内在动力，

具有强大的作用力、渗透力和推动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先导力量。早期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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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金融创新重要性的论述和对金融创新的原因研究 上

（Silber1975,1983；Miller 1992；Siegel 1990；Kane E.J 1984)。20世纪中后期以来大

量的文献研究了金融创新的效果（Van Horne 1985；A. Saundres 1987；Henckel 1999；

Lahdenpera 2001；Jan Marc Berk 2002)。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对金融创新的研究也

逐渐深化，一些学者力图在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内把金融创新过程模型化以解释金融创新的

动机或原因。Desai和Low（1987）根据区位理论提出了金融创新的微观经济模型，论证了金

融创新是实现金融市场完整性的手段。Chen（1995）建立了以旧证券作担保创造新证券的金

融中介模型。Pdsendorfer(1995)建立了金融创新的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创新型证券的机会

与激励。 

中国学者对金融创新问题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许多学者论证了中国开

展金融创新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金融创新的效应。喻平（2002）从多角度分析了金融创新

扩散的形成机制，构建了金融创新扩散速度与在国际间扩散的理论模式。姚铮、朱强（2002）

从技术共同体的分析框架对金融创新过程进行考察，发现只有保持共同体的三大要素（资源

禀赋、专有功能、制度安排）同步协调发展，才能使金融创新健康有序地进行，并据此提出

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些措施。叶永刚（2004）等许多学者对具体的金融产品创新进行了研

  

以上研究均属于理论研究，从已有文献来看，缺乏对上述理论进行检验的实证研究。现

有的金融创新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方面： 

提出与社会网络相关

的创新扩散研究对象 

构建社会网络并制定

网络演化机制 

运用基于个体的计算

经济学(ACE)方法进

行仿真计算 

得出并分析 

仿真计算结果 

分析流程 

复杂网络研

究成果（小

世界、无标

度网络） 

传统的创新

扩散理论和

实证研究 

补充 

启发 

运用 

营销策略分析 

扩散内在机制分析 

网络与扩散分析 

。。。。。。 

图 1  复杂系统分析创新扩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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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验激励金融创新的环境条件，如Ben-Horim, Silber
[24]

； 

 (2)、研究采纳金融创新的金融创新机构及最终消费者的特征，如Furst, Lang, and 

Nolle 
[25]

研究了采纳网上银行业务的商业银行特征； 

(3)、较多的文献对金融创新的效果进行实证研究（Frame,Padhi,Woosley2001；

Grinblatt,Longstaff2000；Bhargava,Fraser 1998等)； 

(4)、关于金融创新扩散的研究，如Hannan,McDowell
[26]

发现大银行及那些在市场集中度

较高的市场中运营的银行表现出了较高的采纳ATM的条件概率。该研究同时发现银行产品组

合，银行控股公司子公司，城市区域，分支银行限制及区域的工资率与ATM的采纳正相关。 

Hannan,McDowell
[27]

发现采纳ATM的条件概率与竞争对手的采纳正相关，处于市场集中度较低

的市场的银行比处于市场集中度较高的银行对竞争对手的先行进入反应更加强烈。与他们先

前的研究结果一致，银行规模及局部市场集中度与ATM采纳是正相关的。利用同一套数据，

Saloner, Shepherd
[28]

发现银行采纳ATM的时间随着利用者（存款者）及分支行的数目增加而

降低，这表明了存在网络外部性。Molyneux, Shamroukh
[29]

分别检验了垃圾债券（1978-1988）

及票据发行便利（1983-1986）承销的扩散。作者发现了外部因素，比如监管或需求变化在

垃圾债券承销扩散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相反地，票据发行便利承销的扩散却是由攀比压力驱

动的。Akhavein,Frame,White
[30]

检验了1990年代中期大银行采纳SBCS的扩散。通过一个

hazard模型的估计，表明大银行及那些处于纽约联邦储备区的银行较早地采纳了该技术。

Michael K. Fung
[31]

通过研究香港银行业的表外业务数据，检验了信息互补和市场竞争在控

制表外业务金融创新扩散方面的作用。 

上述关于金融创新的实证研究范围较窄，研究的内容存在较大的重复。如金融创新扩散的

几篇文献基本上是利用同一种金融产品的扩散数据来进行研究，结论也差异不大。同技术

创新及扩散大量的实证研究相比，金融创新实证研究不管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是相对稀

少的，这与金融创新本身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因此，运用已有的丰富的技术

创新及扩散方面的研究成果于金融创新中，从而推动金融创新的深入研究是有发展前景的。

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尝试有：安德森和哈里斯[32]发展了一个应用在金融行业中的新产品的

创新激励模型，该模型直接对金融行业中诸如流动性的重要性和缺乏专利保护等独特特征

进行了处理；卡帕蒂亚和普里[33]建立的模型集中分析了在金融市场上获取成本高昂的信

息的最优战略。实证尝试目前仅有 Molyneux, Shamroukh[29]运用 Bass 模型族分别检验了

垃圾债券（1978-1988）及票据发行便利（1983-1986）承销的扩散。 

当然，由于金融创新与制造业技术创新存在许多不同，如创新开发和采纳的成本因素是

技术创新讨论的中心问题，相比之下开发和采纳一项创新的成本在金融行业中（尤其是产品

创新）比较小的；技术创新采纳的模型通常假设决策是不可逆的，但金融机构退出或停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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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的业务地区不会面临很高的沉没成本；在许多技术创新的研发竞争模型中一个隐含的假

设是存在强有力的专利保护（即没有模仿），但是金融市场的特征是容易模仿的，大多数的

金融产品是不能获得专利的。这就使得在运用传统的技术创新研究成果时需要考虑金融创新

的独特性质。 

 

五、对知识创新的再理解 

知识创新，是指为了企业的成功、国民经济的活力和社会的进步，创造、演化、交换和

应用新思想，使其转化变成市场化的产品和服务。 

传统的关于知识创新的理解较多的局限于制造业领域的新思想，新知识的创新。因此，

由知识创新所引发的技术创新研究也基本上是关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扩散研究。事实上，

从概念上来看，知识创新应该包括一切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新思想和新知识。在现代经

济社会中，金融业及其中的金融创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知识创新及金融创新活

动可以有力的推动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说，

金融知识创新及其引发的金融创新活动（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创新，金融组织制度创新

等）应该成为知识创新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而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关于金融创新的

研究不管在深度还是广度上远远不如技术创新研究。在研究金融知识创新及金融创新活动

时，可以借鉴传统制造业的知识创新及技术创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实证研究）对其进行深

入而广泛的研究。 

 

六、未来研究展望 

图2为全文的逻辑结构。根据上文的分析，提出以下几个未来的研究方向： 

 

1、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存在较多的关于金融创新的理论性描述，可以运用一些实证研

究方法对这些理论描述进行检验； 

2、技术创新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技术创新扩散，它在整个技术创新过程中有着

金融创新 

技术创新 

知识创新 

金融创新扩散 

技术创新扩散 

复杂社会网络分析 

图 2：全文逻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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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的地位。已有的大量的关于技术创新扩散的模型可以借鉴到金融创新扩散的研究

中； 

3、复杂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近几年自然科学领域新兴的一个研究方向，其在技术创新

扩散研究中的优势已经逐渐体现出来，将这种方法运用于金融创新扩散的研究将具有重要

意义。                                                                                          

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金融创新活动将和实体经济中的技术创新一起，在推动整个经济

发展中发挥它的最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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