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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中国当前的产业技术创新面临着突破，期待着创意的活跃。  

创意决定创新的独特性 

创新管理学家库珀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即提出了“前端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新产品

研制能否成功”的观点。他发现，产品研制的模糊前端产生的 3000 多个创意中，只有 14

个能够进入开发阶段；最终能够商业化并取得市场成功的创意仅有 1 个。也就是说，从创

意产生到产品开发成功的概率只有 0.47%，从产品开发到商业化成功的概率仅为 7.14%。

可见产品创新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而导致产品开发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从创意产生到产

品开发这一阶段。这正如一些学者所讲的：绝大多数产品研制在“起点”就注定将会失败，

这个起点就是“创意”。 

模糊前端是创意产生和筛选的阶段，也是产品创新过程中最不明确的阶段。此阶段最

重要的特征就是模糊性，这个模糊性充满不确定性。模糊前端的模糊性分为环境和资源两

大维度：环境维度包括需求模糊性及竞争模糊性；资源维度则包括技术、管理及资金需求

的不确定性。创意对于产品创新的重要性，既表现在决定产品创新的成功率上，还表现在

决定产品的独特性上。市场中，某个企业的产品与其他企业的同类产品能不能形成差异化

优势，就是由独特性决定的。 

技术创新越来越期待活跃的创意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的技术创新范式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1978 年前我

们的经济是“短缺经济”。那时经济学界都在读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名著《短缺经

济学》，不少人感觉这本书好像写的就是中国。故 1978 年到 1988 年，我国技术创新的

基本范式是“学习＋引进＋补短”，补市场供给之“短”，补创新能力之“短”。两种“短”

“补”到一定程度后，从 1988 年到 1998 年，我国技术创新的基本范式转变为“引进＋

模仿＋提升”。 

1998 年前后，随着对“以市场换技术”政策的“利弊得失”的讨论，国家提出了

“自主创新”的大思路。由此，从 1998 年到 2008 年，我国技术创新的基本范式转变

为“整合式自主创新”，即将国内外相关先进技术整合到一起，形成具有部分自主知识

产权的新产品。2008 年后到现在，随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我国技术创新的基本范

式更多地转变为“迭代式自主创新”。企业对同一产品持续进行技术迭代，经过几轮迭

代，即将同一产品提升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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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阶段的技术创新范式中，创新者的创意起了很大作用。因为若无创意，创

新者就不会想到应该这样做。创意是关于产品功能、实物造型、工艺方法、制造流程、

实用发明、商业活动、文化及艺术作品的构思。创意有三大特征：一是创新的想法；

二是有商业价值或社会价值；三是有科技、文化、艺术的内涵。 

现在我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战略，业界要把创新

做得更有特点、内涵、质量，形成更为强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全社会的创意

首先要活跃起来。更有创意的意识、思维和能力，才会有在人类发展历史层面的创新。 

加强创意管理教育乃当下之急 

随着创意的专业化程度的提升，现在的“创意活动”也逐渐成为一类“产业”。联

合国于 2008 年和 2013 年皆发布了创意经济报告，认为创意经济不仅在世界经济中增

长最为迅速，而且在创造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和出口收入等方面极具变革意义。联合国

2019 年发布的《创意经济展望：创意产业国际贸易趋势》报告显示，全球创意产品贸易增

长迅速，中国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创意产业越来越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驱

动创新发展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创意从源于个体头脑中的灵感衍变为消费者可以体验的创意商品，经历了初始创意源

产生、创意方案形成、创意产品化等多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创意以不同形式在创意

主体间扩散，从而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由此，创意管理及创意管理研究的重要

性日益显现，进而要求教育界积极发展创意管理学科。创意管理是管理学的一个新兴

领域，也是管理学术研究的“金矿”，有待于我们精心挖掘。 

两年前，杨永忠教授找到我，提出出版创意管理教材，厘清创新的模糊前端，打

开创意管理的“黑箱”，形成完整的创意、创新、创业体系，我非常赞同。如今，十分

高兴看到国内首套创意管理前沿教材的如期出版，希望通过这些教材的出版，加强创

意管理的教育，加快创意管理思想的普及，加速国内创意管理学科的长足发展，促进

中国的大国发展战略。愿与同行共勉，期待创意管理更美好的明天！ 
 

雷家骕  
清华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