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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理论下的原始性创新 * 

 文 | 常晓青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我国综合

国力的关键。自主创新应该包含三方面的含

义，即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以及引进技术的

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其中原始创新难度最高，

是自主创新的最高层次。

“扎根理论”是学术界公认的最权威、

规范的定性研究方法，该法强调理论的发展，

它扎根于搜集到的现实资料，并持续保持资

料与分析的互动。该理论的核心在于通过量

化技术，对质化资料开展量化分析，资料的

分析过程称为译码。

研究目标的信息是扎根理论方法的基

础。资料搜集越丰富，与研究目标相关性越

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就越强。本文研究搜

集了大量与研究原始创新相关的资料，主要

包括：有关诺贝尔奖的相关资料；世界500

强企业的相关资料；科学家的访谈资料；与

原始创新相关的案例、报道。

原始创新资料的开放性译码过程
开放性译码将打散归集的资料，赋予概

念，并采取新方式进行重新组合，本质上是

通过集中检测资料，从而命名和类属化对应

现象的过程。译码程序为：定义现象 (概念

化 ) →挖掘范畴→为范畴命名→发掘范畴的

性质及其维度，概念和范畴的命名有文献资

料、访谈记录、笔者研讨的结果等多重来源。

物质基础
在物质基础这个范畴提取过程中，先将

获取的资料中与物质相关的进行编码，分别

*  本文为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资助项目 (基于创新模式选择的浙江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研究，200713)。

表 2  企业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

典型资料 概念化 范畴化 范畴的性质 性质的维度

在第一任总裁朱厄特的领导下，贝尔实验室
取得了一系列原始技术创新成果。

科学家能力
a5 2 ，以概念

a5，a6范畴
化 为 ： 科
学 家 精 神
（A2）

2，A2的
性质：
创新能力
合作精神

创新能力
维度：强/弱
合作精神：
强/弱

PCR技术发明者穆利斯是该原始技术创新的最
重要的贡献者，但没有一个团队技术人员的
实验数据，他的科学原理就要被认为是一个
幻想。

科研团体协
作a6

通用公司总裁杰克·威尔奇：“做本行业的
第一第二名，不然就会被卖掉。”

创新意识a7
3 ，以概念
a7，a8范畴
化 为 ： 企
业 家 精 神
（A3）

3，A3的
性质：
创新偏好
风险承担

创新偏好维度：
喜好/
回避
风险承担：
喜好/回避

比尔·盖茨：“失败是不可防止的，但只要坚持
到底，总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成效。”

冒险精神a8

表1 物质基础

典型资料 概念化 范畴化 范畴的性质 性质的维度

拜尔公司1891年投资150万马克创办现代化的工业实
验室，它比当时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实验室更先进。

科学实验
室a1

1，以概
念a1、
a2、a3、
a4范畴
化为：
物质基础 
（A1）

1，A1的性质：
科学实验室和
科学理论的先
进性

先进/不先进

肖克莱通过实验研究到理论探索再到实验研究，确
立了技术原理以后，最终实现晶体管的发明。

科学理
论a2

静电复印术的发明者施乐公司作为创新者上升到了
产业主导地位，使得复写纸制造商全部破产。

互补性
资产a3

互补性资产的
可靠性

可靠/不可靠

成功研制Bll6低铬高变催化剂和B121无铬高变催化
剂的课题组得到化工部、科技部、国家计委、省计
委、国家基金委等部门资助经费共计200多万，为研
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证。

科研
经费a4

科研经费充足 充足/不充足

标记为a1、a2、a3，a4，然后对相应资料提取概念，实现概念化过程。如根据原始创新成功

企业的众多零散的资料中发掘出四个原始概念后，继续挖掘这四者共同的本质属性，最后将他

们同一范畴化为物质基础。得到物质基础这个范畴后，后续工作就是开发范畴的性质以及性质

的维度。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良好的物质基础必须具备先进的科学实验室和科学理论，可靠的互

补性资产和充足的科研经费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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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论坛

企业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
资料分析和处理得出两个范畴：企业家

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原始创新的主体既可以

是企业，也可以是科学家个人，企业家和科

学家是原始创新成功的主观要素。企业家精

神的实质是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

科学家精神实质科学家的非凡能力和团队协

作精神。

保障制度和激励制度
保障制度是指国家知识产权制度。激励

制度是指国家或企业或其他机构，促使创新

主体拥有强烈的原始创新动力、使得原始创

新行为得以不断进行的制度和方法，包括物

质层面的激励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激励制度。

表 3保障制度和激励制度

典型资料 概念化 范畴化 范畴的
性质

性质的
维度

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发明的非线性光学
晶体材料由于认识不足没能申请到材料专利，
所以至今仍不断有知识产权纠纷问题。

知识产权
制度a9

4，以概念
a 9 范 畴 化
为：保障制
度（A4）

4，A4的性
质 ： 保 障
制 度 是 否
完善

保障制度的
维度：完善/
不够完善

在朗讯公司的工业研究实验室，科技人员的工
资一般比大学高一倍以上。

物质激励
制度a10

5，以概念
a10，a11范
畴 化 为 ：
激 励 制 度
（A5）

5，A5的性
质 ： 激 励
制 度 对 创
新的作用

激励制度对
创新作用的
维度：强/弱福特汽车公司经理贝克曾说：“我一丝不苟地对

待每个员工，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
精神激励
制度a11

表4外部气氛和企业文化

典型资料 概念化 范畴化 范畴的
性质

性质的
维度

建立宽松的研究环境，支持科学家自由选题和跨
学科交流，是美国原始性创新多的根本原因。

政府支持
a12

6，以概念
a12，a13范
畴 化 为 ：
外 部 气 氛
（A6）

6，A6的性
质：国家
创新气氛
政府支持
创新力度

国家创新气
氛的维度：
浓厚/寡淡
政府支持创
新力度的维
度：强/弱

各国科研组织、企业机构广泛采纳“午后咖啡
漫谈会”，为创新者提供跨学科自由宽松的学
术思想交流环境。

国家创新
氛围a13

西特斯公司为科学家提供一切想得到的服务，
使科学家集中精力搞科研。

企业学术
气氛a14

7，以概念
a14，a15范
畴 化 为 ：
企 业 文 化
（A7）

7，A7的性
质：企业
文化对创
新的作用

对创新作用
的维度：
促进/抑制美国3M公司鼓励管理人员允许员工搞自己感兴

趣的研究项目，并设立发明家奖。
企业创新
文化a15

外部气氛和企业文化
外部气氛是指政府对原始创新的支持力

度，企业文化是指原始创新企业内部组织、

团队和个人创新的文化氛围。

原始创新资料的主轴译码
及研究结论

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索如何成功地

进行原始性创新，所以采取策略式主轴译码。

典范模型分析过程如图1所示。

通过对物质基础、企业家精神、科学家

精神、保障制度、激励制度、外部气氛、企

业文化这7个范畴的继续考察，结合原始资

料记录进行互动比较，发现可以用科学家精

神这个核心范畴来分析其他所有范畴。原始

创新需要科学家去完成，这是最本质的、主

观的因素，其他类属概念都与之存在着自然、

丰富的联结关系。只有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

都同时趋于完美时，原始创新才能在相对最

短的时间里获得成功。

首先，物质基础是从事原始创新研究的

基础硬条件。原始创新离不开知识的积累。

与原始创新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前期相关

研究成果是原始创新的重要基石。原始创新

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漫长的研发过程。所以

充足的科研经费不仅是原始创新得以不断持

续进行的支撑也是创新主体不为短期经济利

益所困扰的重要保障，因此，科研经费是原

始性创新的强心剂。互补性资产是原始创新

成果能成功市场化、取得经济效益而服务的

一系列资产，同时，互补性资产对创新溢出

起到了重要的抵制作用，在知识产权保护不

力的情况下，可以帮助原始创新企业形成技

术壁垒，垄断创新成果。

其次，科学家是原始创新成功的决定者，

企业家是推动者。原始创新有两大主体：科

学家和企业。原始创新几乎都是一个或几个

科学家的成果。多数原始创新都是企业行为，

因为应用基础研究型原始创新与市场紧密相

关，出于巨大的商业利益和企业发展前景角

度考虑，企业是有动力进行原始创新的。

第三，合理的激励体制和保障机制是原

始创新行为得以持续的重要支撑条件。激励

机制中物质激励是基础，但鉴于原始创新的

高风险性和长期性，精神激励也至关重要。

此外，保障创新主体的利益回收，制定切实

可行的知识产权战略也是原始创新动力得以

持续的重要保证。

第四，原始创新离不开良好的文化土壤。

创新文化的功能就是孕育原始思想、激发创

新灵感、提高创新能力。从国家层面上来讲，

必须营造宽容的学术环境、和谐的人际环境

和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从企业层面来讲，

必须重视组织文化中的创新文化，培养员工

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观念，让企业文化与创新

活动相互激荡、相互促进，让企业的创新文

化能够不断孕育创新事业。

（作者单位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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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主范畴原始创新的典范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