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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分析与测评体系的构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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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是企业的能力之一，在深入分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国际化与国际化能力的基础上，对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进行了界定，指出其主

要特点和分析框架。最后，尝试建立了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测评体系，并对其评价方法

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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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Capability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one of enterprise capabilities. Based on the deep analysis of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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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ECITI) and its characteristic and analysis framework as well. Finally, we set up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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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资金、技术、人才的国际化流动性不断增强，企业面

临着更加严峻的竞争环境。一方面，企业要保持长久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创新，

改进工艺，赢得资源，提高生产效率，获得先机；另一方面，企业还要站得更高，

放眼国际，技术创新国际化俨然成为当今跨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参与国际竞争

的重要形式和路径。企业能力反映了企业积累的知识、经历和技能，是企业活动

的基础[1]，能力的差异是导致企业绩效差异的根本。技术创新是企业的一种能力，

国际化也是一种能力，在这个时代，提出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的概念，并对

其组成、特点、分析框架与测评体系的构建以及评价方法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这也正是本文的立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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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创新国际化能力的概念与特点 

2.1 技术创兴国际化的研究评述 

陈劲,景劲松等给出的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的定义较为全面和权威：技术创

新国际化是指企业通过直接建立国外 R&D 机构、跨国并购以及建立国际技术联

盟等形式将技术创新活动扩展到国外，以创新源获取的全球性、创新人才多国化、

技术创新组织网络化为特征的技术创新范式。它使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与外部组织

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交易网络，改变了企业单一从内部获取所需技术知识的

状况。企业可以更广泛地借助组织外部的知识和信息源构建自己的技术知识结构 

[2]。 

在这里需要区分研发国际化与技术创新国际化的概念。根据定义可知，技术

创新国际化的概念比研发国际化宽泛，研发国际化是技术创新国际化的重要特

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创新国际化的重要载体。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主要从

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理论、战略、模式、外部环境等入手，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

过程中的关键问题[3-6]，既有理论分析也有对具体企业(海尔)与产业（通讯、制

造）的实证研究[7-9]。虽然已有学者尝试对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进行定量的分析，

如许强（2010）对跨国公司在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国际化程度进行了研究，

从资金和人力要素两个纬度，选取了跨国公司在华的 R&D 经费投入强度，科技活

动人员密度等 6 个指标来对技术创新国际化的程度进行描述和比较 [10]。但是总

体而言，学界对企业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研究层面还比较初级，多数停留在定性分

析上。 

 

2.2 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评述 

熊彼特（1912）关于创新本质的描述十分深刻：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

数或供应函数，是在生产体系中引进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在中国

政府的《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1999）中，技

术创新被定义为：“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

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

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技术创新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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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环节，受到从政府到企业以及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

成果较为丰富，集中体现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绩效）测评体系与测评方法，对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策略研究等。 

傅家骥（1998）把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定义为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过程中所表

现出来的技术开发与转化的条件和力量[11]，从该定义可以看出，能力是一种企业

自身具备的条件与力量，这些条件与力量显然是可以塑造、提升和测量的，而提

升的前提是客观准确地评价。柳卸林（1997）指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还取决于企

业从创新产出中的获利能力[12]。曹崇延、王淮学(1998)认为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

由 R&D 能力、投入能力、生产能力、产出能力、营销能力、财务能力、组织管理

能力 7个方面构成[13]。李晓峰,徐玖平（2004），庞庆华（2007）从企业研发能力，

创新投入能力，创新管理能力，产品制造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等五个大的方面入

手构建综合评价指标，采用层次-模糊分析方法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研究

[14-15]。贲友红(2008)将技术创新的能力分为创新投入能力、核心能力、技术能力、

研究开发能力、生产能力、营销、产出和管理能力[16]。同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被认为是企业创新的基础，对企业创新的绩效起到决定性的作用[17]。通过大量的

文献调研分析，可以发现，技术创新能力已被认为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部分，受

到了高度重视。此外，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大致可以从企业

创新投入、创新过程管理，创新产出与创新产品营销的角度构建分析测评框架。

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一项综合的能力，反应在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并且能

够给企业带来收益。由于技术创新能力本身特点，实践中，定性与定量结合，层

次分析和模糊分析等是较常用的方法。 

 

2.3 企业国际化能力研究评述 

企业的国际化能力为：企业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在一定的资源基础上，进行

国际间的资源配置活动所体现的资源配置效率。国外研究应用中，多采用国际化

程度来表征企业的国际化能力。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出版的《2000

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并购与发展》指出，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衡量标准是三个

比率的均值，即，跨国化指数=（国外资产/总资产+国外销售额/总销售额+国外

雇员数/雇员总数）*100%/3。Sullivan Daniel（1994）指出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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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指标加和构成，即：企业国际化程度（DOI）=海外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

（FSTS）+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FATA）+海外子公司占全部子公司的比例

（OSTS）+高级管理人员的国际经验（TMIE）+海外经营的心理离散程度（PDIO） 
[18]。Welch L 和 Luostarinen R.（1988）提出了衡量国际化的六要素模型[19]。中国

学者鲁桐（2000）采用蛛网模型评价法对反映企业国际化的六个方面进行了五级

量化分析。周霞，李飞飞（2009）从 3 各方面构建了企业国际化能力的测评体系：

国际业务规模、国际业务战略度与国际业务成长性[20]。结合表 1 可以看出，国际

化程度与国际化能力存在一定的区分，国际化程度侧重于海外项目（资产、收入

等）占企业总的相应项目的比重，而国际化能力除了包括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还

包括一些总量的指标（如国际业务资产总规模等），这些指标用于表征企业的经

济等方面的实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企业国际化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企业参与

国际竞争、赢得国际市场的胜败，开展相应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表 1 企业国际化能力测评体系[19]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国际业务规模 国际业务资产/国际研发经费/海外生产总值/海外销售额/国际

业务净利润 
国际业务战略度 国际业务资产占企业总资产比例/国际研发经费占企业研发经

费比例/海外生产总值占企业生产总值比例、海外销售额占企业

销售额比例/国际业务净利润占企业净利润比例 
国际业务成长性 国际业务资产成长性/国际研发经费成长性/海外生产总值成长

性/海外销售额成长性/国际业务净利润成长性 
 

2.4 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的提出与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把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定义为：企业在参与国际技

术创新活动中积累形成并体现出的整合利用资金、技术、人才等国际技术创新资

源形成并推广技术创新成果，产生经济效益的效率。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企业

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进行深入理解： 

（1） 动态性 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量，一方面，其

影响甚至决定了企业参与国际技术创新活动的成败，另一方面，其伴随着技术创

新活动而不断的积累和强化。 

（2） 差异性 与企业的其他诸多能力一样，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在不

同企业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也是导致企业竞争力差异的根源之一。企业应该加

大投入，塑造固化这样的差异化能力，方能使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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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效益性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最根本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益。因此，只

有能给企业带来收益的能力才能被企业关注。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应当能够在更

高效率地整合利用创新资源的同时，产出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收入的技术创新成

果与创新产品。 

（4） 综合性 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是一项综合能力，涉及到企业在跨

国研发战略管理，国际人力资源与国际资本管理，知识产权保护与商业化运用等

多个交叉的领域的能力。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与企业的其他能力相互交叉融

合，不可完全分割。 

（5） 可测度性 作为一项能力，当其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行测度

和量化表示，才更有利于实践中的运用。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也是可以被测度的，

在一套科学合理全面的指标体系下，对这项能力进行准确有效地测度表示，也是

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 

此外，综合上述分析，还需要明确两个关系： 

（1）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关系 

从概念上看，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被认为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是具备进行国际技术创新条件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时空维度上

的外延。从时间维度上看，技术创新国际化是技术创新的进化、高级模式，从空

间维度上看，国际化意味着企业在更大范围内整合利用技术创新资源。 

（2）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与企业国际化能力的关系 

同样地，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是国际化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于

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甚至成为企业国际化能力的最重要最核心部

分。企业在技术创新国际化过程中，可以采用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在海

外建立研发机构，也可以通过兼并或者收购海外的技术型企业，在海外取得并推

广创新成果，推动企业国际化进程。可以看出，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对于科

技型企业的国际化的决定性作用。理清以上两个关系，不难看出，企业技术创新

国际化能力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化能力的共有部分（图 1 所示）。抽象出

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这个概念，对于研究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的状态、绩效，

比较发现企业间的优势与劣势，指导企业自身定位并开展针对性的改进提高行动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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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化能力的概念关系示意图 

 

2.5 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的分析框架 

陈劲，姜涛等（2002）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评估体系模型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总结了技术创新能力评估的经典理论和主导思想的基础上，如技术创新链环-

回路模型，基于创新过程的审计框架（Chinesa 等（1996））以及奥斯陆技术创

新调查指标，提出了更系统性和动态性的技术创新评估理论模型[21]，但是该模型

比较复杂，尤其对于本文的研究的参考价值有限，然而从技术创新过程进行创新

能力的思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体现在企业技术创新国

际化的过程当中，本文提出了基于企业技术创新过程和企业国际化程度的二维分

析框架模型（图 2 所示）。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从初期到末期，经历了适应创新

环境、积累创新资源、管理创新活动、产出创新成果和营销创新产品五个阶段，

在这个进程中，企业国际化的程度逐步提高，并且体现在上述五个阶段中。从这

样一个二维分析框架模型中，探讨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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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的分析框架 
 

l 适应创新环境 

企业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并能熟悉和适应所在国家、地区

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掌握东道国产业集群情况和教育资源情况，尤其熟知

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相关的行业标准、法律法规。 

l 积累创新资源 

企业获取并持有的人才、资金、技术、生产设备与东道国政府等的良好关系

等国际创新资源。企业人才队伍中，国外技术人员和骨干专家有一定数量和合适

比例；企业与国外大学、科研机构等建立了合作研发联盟；企业与东道国政府以

及商会、工会等社团组织具有良好的关系；企业高层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国际化

意识。 

l 管理创新活动 

企业通过准确的国际战略定位，有效的项目过程管理和适当的激励机制，把

投入的国际创新资源转化为技术创新成果。 

l 产出创新成果 

企业产出国际认可，同行领先的技术创新成果，如国际专利、国际标准等知

识产权，并对这些支持产权进行恰当的保护和商业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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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营销创新产品 

企业在通过有效的国际市场营销手段，营销企业创新成果商业化的产品（包

括技术转让），国际营销费用增大，国际收入总量逐步提高，在企业总收入的比

例越来越大；企业国际市场份额增大。 

可见，能够适应东道国创新环境，掌握国际创新资源并通过科学有效的创新

管理体系把这些资源转化为创新成果和创新产品，最终实现商业化为企业带来盈

利的国际化企业，就是具备较强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的企业。 

 

3 测评体系构建与评价方法展望 

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的因素较多，而且一个因素往往还包含多个层

次。遵循目的性原则、科学性原则、系统性原则、有效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定

性与定量结合原则等，构建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测评体系。 

 基于前文所述的二维分析框架和已有研究成果，本文构建了如表 2所示的企

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测评体系： 

表 2 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测评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X11开展技术创新的目标国家（地区）数量 P,U 

X12对东道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的适应程度 P,D 

X1适应创新环境 

X13对东道国法律法规等的熟悉程度 P,D 

X21海外研发人员数量 P,U 

X22海外研发人员数量占企业研发人员总数的比例 P,U 

X23海外研发人员中科学家工程师数量 P,U 

X24海外研发机构数量 P,U 

X25海外研发机构数量占企业研发机构总数的比例 P,U 

X26关键生产设备和工艺的国际先进程度 P,D 

X27企业与东道国政府等机构、社会团体的关系 P,D 

X28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技术创新国际化意识 P,D 

X2积累创新资源 

X29企业与其他海外研发机构的合作研发联盟数量 P,D 

X31海外研发投入总额 P,D 

X32海外研发投入占全部研发投入总额比重 P,D 

X33企业研发投入总额占企业收入比重 P,U 

X34企业激励政策的有效性 P,D 

X3管理创新活动 

X35 企业创新文化强度 P,D 

X41企业拥有的国际专利数量 P,U 

X42企业国际专利数量占企业专利总数的比例 P,U 

X43企业海外新产品种类数量 P,U 

X4产出创新成果 

X44企业海外新工艺数 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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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5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P,D 

X51创新产品销售覆盖国家（地区）数量 P,U 

X52海外营销收入 P,U 

X53海外营销收入占全部销售收入比例 P,U 

X54海外营销投入占海外营销收入比例 P,U 

X5营销创新产品 

X55新产品占据的国际市场份额 P,U 

注：P：效益型指标；N：成本型指标；D：定性指标；U：定量指标。 
 

对非自明的指标，解释如下： 

海外研发人员数量是指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开展研发的人员数量，并非指研发

人员的国籍属性；企业激励政策的有效性是指企业员工特别是海外研发人员对企

业福利待遇等政策的反应；企业创新文化强度是指企业创新文化在员工内的认可

程度。这些定性的指标，大多包含更深层次的因素，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做进一步

分析。 

对于定量的指标数据，可以通过企业年报等相关的统计资料获得；对于企业

创新文化强度等定性的指标数据，可以专家评分法或者建立进一步的指标体系进

行分析获得。上述指标体系存在定性与定量结合和指标个数较多两个重要的特

征，模糊-层次方法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评价方法[19]，同时在可获得一定训练样本

的前提下，可以采用人工神经网络评价方法。 

 

4 结论 

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是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力量，是企

业适应国际创新环境，整合利用国际技术创新资源，转化为创新成果与产品并实

现商业化最终企业带来收益的能力。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具有动态性、效益

性、差异性、综合性和可测度性的特点，可以通过企业技术创新过程-国际化程

度的二维分析框架模型对其进行分析。在该二维框架模型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测

评体系，并指出层次-模糊方法和人工神经网络方法适用于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

能力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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