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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保险公司是我国专注于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公司，近年来，公司不断推进科技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

新以及经营创新，并且着力于耦合这四种创新模式，实现提升经营效率的目的。现阶段，A保险公司通

过打造“健康、数字生活、消费金融、汽车”四大产业生态实现了创新系统的耦合。为此，本文对A公
司创新系统耦合提升公司经营效率的路径与机制进行了探究。探究发现，信息共享与传递路径、技术与

业务协调路径、团队协作与协调路径是创新系统耦合发挥作用的三条主要路径。进一步探究其机制可知，

A公司在创新过程中严格嵌入了“战略规划–有效沟通–及时反馈–绩效评估–灵活调整”创新耦合机

制，从而使得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密，进而提升了经营效率。期冀本文研究能够给同行业、同类

型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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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urance Company A is a company focusing on the Internet insurance busines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company has continuously promot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ervice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focused on the coupling of the 
four innovation mode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t this stage, 
Insurance Company A has realized the coupling of the innovation system by creating the four in-
dustrial ecosystems of “health, digital life, consumer finance and automobile”. Therefore, this pa-
per explores the path and mechanism of a company’s innovation system coupling to improve the 
company’s operating efficiency. It is found that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ransmission path, tech-
nology and business coordination path, team collaboration and coordination path are the three 
main paths for innovation system coupling to play a role. By further exploring its mechanism, it 
can be seen that Company A has strictly embedded the innovation coupling mechanism of “stra-
tegic planning-effective communication-timely feedbacks-performance evaluation-flexible ad-
justment” in the innovation process, thus ma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activities 
closer and closer and thus improving the operating efficiency.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an bring 
certain enlightenment to the same industry and the same type of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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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两会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方案包含诸多针对金融监管

机构的改革举措，其中取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措施更是引发

社会热议。国家机构的此番变革目的之一在于推动不温不火的保险行业快速发展。 
创新是引领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纵观保险行业 20 年来的发展，高增速背后总有一哄而上、一哄而

散的影子，从意外险到重疾险，从车险到健康险都面临着相似的痛点。保险行业对于破解“蓝海–红海

–新蓝海”应该走出一条开拓创新的新路子。目前来看，中国保险公司是否正在实施创新活动实现自救？

各类创新活动之间的耦合程度及效果如何？创新活动是如何作用于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立足中国实践

的保险公司创新活动中又能否凝练出普适性的经验？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权威、系统的回答。对于处在复

杂多变经营环境中的保险公司而言，创新活动非常重要，而如何将创新活动进行整合、实现“1 + 1 > 2”
的经济后果对于企业坚定战略方向、保持市场竞争力尤为关键。本文以深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 A 保险公

司作为典型案例，探究保险公司创新系统耦合对经营效率的影响，力求对上述问题做出有意义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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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创新活动的内涵 

创新活动是学者们当前重点关注的研究话题和研究方向，与创新活动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成果斐

然。从目前研究来看，学者们对创新活动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多数文献对创新活动的理解较为单一，

多用研发投入、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授权来衡量企业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1]。一些学者认识到这一方法的

局限性后，从不同角度使用多项指标进一步界定了企业的创新活动。从创新的来源来看，创新活动可以

通过创新人才与创新资源的投入进行衡量[2]，因此可以将企业的创新活动理解成企业为推动创新而对人

才与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从创新内容上来看，创新活动不仅仅是指技术链条上的创新，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生产、营销以及产品等都可以进行创新[3]。由此，学者们对创新活动的认识层面与角度不同，

但是对创新活动内涵与本质的理解是一致的，创新活动是创新主体为追求差异化、个性化而进行的一系

列复杂活动的过程。 

2.2. 系统耦合理论及实践的相关研究 

2.2.1. 系统耦合相关理论的产生与演进研究 
系统耦合概念最先产生于理工学科，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概念被引入到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

研究领域。系统耦合强调两个主题：系统和耦合。学者们的研究也围绕着系统理论与耦合理论展开。 
系统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整体性原理和动态演化原理。关于整体性原理。贝塔朗菲强调

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整体，它不是内部组成元素的简单相加；同时认为，系统中每个组成元素不是孤立存

在的，都在特定位置发挥特定的作用，而且元素之间相互作用、彼此流动，构成了完整不可分割的系统

[4]。关于动态演化原理。该原理强调系统的内在变化。一切系统由于其内部组成元素的相互作用、彼此

流动，总是处于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到无序的动态转化之中。系统理论的任务不局限于认识系统的特

点以及运行规律，更重要的是利用对系统的认识去控制、管理、改造或创造某一系统，使其存在更为符

合人类的需求。即认识系统的目的在于做系统优化。 
耦合最早应用于物理学，原是指多个电路元件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存在紧密配合，并通过相互作用从

一侧向另一侧传输能量的现象，后来在通信工程、软件工程、机械工程等工程中均有应用。随着经济管

理类问题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工程学概念也被引入进来，耦合就是其一。耦合在经济管理

类问题的应用中主要涉及人口、生态环境、城镇化、区域经济、企业管理、创新发展等领域[5]。耦合作

用产生于参与耦合的各个子系统内部组成要素的流动，耦合要素的流动不会凭空产生。 

2.2.2. 系统耦合与创新活动交叉领域研究成果 
第一，关注创新活动内部要素的单系统耦合机制。创新活动内部要素的耦合已经受到了学者们的关

注，但目前的研究结果与结论仍存在一定的争论，石秀等对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耦合的研究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他们认为，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会在创新过程中交替主导，直到趋于一致，并且这一过程会使

得公司创新效率提升[6]。基于单系统耦合的稳定性考虑，陈红梅和蔡松林将创新活动纳入创新生态系统

中进行讨论，构建了创新系统中创新群落与创新环境两大要素部分，评价我国环渤海地区的创新生态系

统目前处于勉强耦合的阶段[7]。 
第二，关注创新活动与经济发展的双系统耦合机制。以科技、数字为要素的创新活动与经济发展之

间的双系统耦合问题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研究发现我国大部分省份数字创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之

间存在着中度或轻度不协调问题[8]。因此，学者们提出可以从财政政策、工业化水平、信息化水平以及

企业内部研发等方面着手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协同发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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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注创新活动、经济建设以及绿色发展的三系统耦合机制。我国三系统耦合的研究与实践正

在逐步推进，创新活动、经济建设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不断提升，并且已经经历了经济增长主导

和科技发展主导两个阶段，三系统协调发展的前景较为明朗[10]。对影响三系统耦合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

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城镇化水平、商业模式等方面的提升都有助于促进三系统的耦合，但是产

业结构高级化却对三系统耦合起着抑制作用[11]。 

2.2.3. 系统耦合理论与保险交叉领域研究成果 
第一，保险业内部要素的系统耦合机制与后果。① 险种之间的耦合。现有研究发现，我国基本医疗

保险和商业健康险、大病保险和商业重疾险、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等险种之间的耦合协同程度在逐年提

升，并且商业健康保险、商业保险和大病保险能够有效发挥补充保障作用[12]。而在国外的研究中，在上

述的基础上，还有农业保险、环境风险保险等等新险种之间的耦合作用，来促进保险业内部发展[13]。② 
保险产品的定价耦合。保险与期货产品之间的定价耦合研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定价厘定不清会导致

预期赔付率与实际赔付率出现偏差，影响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吴开兵等基于耦合理论构建了模型，该

模型有利于推进保险产品效率定价，减少非效率损失[14]。 
第二，外部经济因素与保险业的系统耦合机制与后果。① 经济发展与保险业的耦合。中国的经济发

展与社会保险已经进入了良性耦合阶段，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正在不断上升，研究为中国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佐证[15]。② 产业现代化与保险业耦合。相较于产业现代化的进程，我国保险业

的发展相对滞后，但是保险业与产业现代化的耦合程度在逐年提升，学者们基于我国多个省份的研究表

明，农业保险能够有力助推农业现代化发展，应该大力推进农业保险建设[16]。 

3. A 保险公司及其创新活动情况介绍 

3.1. A 保险公司基本概况 

A 保险公司成立于 2013 年，由中国平安保险集团以及腾讯、阿里巴巴等知名企业共同创办(见图 1)，
是我国首家专注于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公司。得益于创始股东的强大背景，公司在技术和用户资源上有着

强大的优势，以至于公司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创新的、符合用户需求的保险产品与服务，其经营业

务范围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健康险、财产险、责任险等。 
 

 
Figure 1. Shareholders with a shareholding ratio of over 5% in Insurance Company A 
图 1. A 保险公司持股比率 5%以上股东 

 
2017 年 9 月，A 保险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成为我国首家上市的互联网保险公司。公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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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价为每股 5.24 港元，首日交易表现良好，上市首日股价上涨超过 5%。最终，公司公开募股共计募

资约 1.06 亿美元，这为公司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用于推动其业务的扩张和创新发展。A 公司上市后，

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其业务模式的创新以及与互联网巨头的合作引起了投资者的兴趣。 

3.2. A 保险公司创新活动 

A 保险公司将创新作为发展根基，紧紧围绕主业“保险”业务开展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创新类型

多元、手段多样，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创新模式。其创新活动主要体现在：科技创新、服务创新、管

理创新以及经营创新四个方面。 
1) 科技创新：A 保险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包括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对大量的保险数据进行深

入挖掘，从而更好地理解风险、客户需求，提高产品个性化定价的准确性。同时，公司在理赔领域引入

了区块链技术，以提高理赔的透明度和效率。通过区块链，保险事务变得更加安全、可追溯，减少了不

必要的纠纷。 
2) 服务创新：A 保险公司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在线服务平台，通过网站和移动应用向客户提供便捷的

保险购买、理赔等服务。这种数字化服务模式利用智能客服技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为客

户提供更智能、快速的咨询和服务，增强了客户沟通的效率，提高了用户体验，降低了保险交易的时间

和成本。 
3) 管理创新：A 保险公司注重数据驱动的管理，通过大数据分析为决策提供支持，采用敏捷开发方

法，加速产品上线的速度。这有助于公司更准确地了解市场需求、产品表现，从而能够更灵活地调整战

略，推出创新产品和服务。 
4) 经营创新：A 保险公司通过与其他互联网巨头如腾讯、阿里巴巴等的合作，致力于推出符合市场

需求的新产品。例如，在健康险领域，公司推出了一系列定制化的健康保险产品，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

求，扩大了其业务范围。这种平台合作为公司带来了更多的用户流量和市场机会。 

3.3. A 保险公司创新活动耦合情况 

A 保险公司推进科技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以及经营创新四类创新活动实现系统耦合，最突出

的表现在于其已经构建了以保险业务为核心的四大产业生态模式。 
公司的产业生态主要布局在健康、数字生活、消费金融和汽车四大生态上，根据公司近两年的财务

报告，四大生态的业务发展均实现了两位数字的增长(见表 1)。 
 

Table 1. Ecological premium income in 2022 and 2023 
表 1. 2022 年及 2023 年各生态保费收入情况 

生态 
2023 年上半年 2022 年上半年 

变动百分比 
单位：元 单位：% 单位：元 单位：% 

健康 5,017,983 34.7 4,330,152 41.2 15.9% 

数字生活 5,836,173 40.4 3,819,423 36.3 52.8% 

消费金融 2,786,506 19.3 1,832,788 17.4 52.0% 

汽车 822,491 5.7 532,918 5.1 54.3% 

合计 14,463,153 100 10,515,281 100 37.5% 

 
健康生态方面，保费收入 50.18 亿，同比增长 15.9%。2023 年上半年，健康生态的综合赔付率为 38.0%，

同比下降 17.1 个百分点；自营渠道总保费达到 44.25 亿元，该渠道多保单用户达 54%。健康生态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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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主要得益于健康生态抓紧流量变现复苏窗口，加大了营销及获客的投放。数字生活生态方面，伴随

着国民经济持续复苏与用户消费意愿的回升，上半年实现总保费 58.36 亿元，同比增长 52.8%。其中，电

商业务板块总保费达 30.98 亿元，同比增长 35.8%；航旅业务板块总保费达 14.42 亿元，同比增长 118.1%。

除了常规险种外，众安在线结合科技探索数字生活新场景，推出了多项创新产品满足市场需求。以众安

宠物险为例，保费交易总额约 2 亿元，同比增长近 100%；与此同时，无人机保险的总保费也达到了 2.74
亿元，同比增长 31.5%。消费金融生态方面，2023 年上半年总保费收入为 27.87 亿元，同比增长 52.0%，

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所承保的在贷余额为 264.77 亿元。综合赔付率为 60.8%，较同期上升 11.6 个百分点。

汽车生态方面，紧抓国内乘用车市场回暖机会，保费收入 8.22 亿元，同比增长 54.3%，远高于行业机动

车辆保险原保费 5.5%的同比增速。在细分市场上积极拥抱新能源汽车机遇及政策红利，在新能源汽车保

险领域，2023 年上半年新能源车险总保费同比增长超过 228.7%，更是遥遥领先。 

3.4. 创新活动耦合下的经营效率表现 

随着 A 保险公司创新活动之间实现系统耦合，公司的经营表现也愈加优秀，各项指标数值越发向好，

这意味着公司在创新活动系统耦合的作用下有了更加明晰的发展前景。 

3.4.1. 互联网保险承保利润率趋势向好 
基于 2017~2022 年公司互联网保险承保利润率数据可看出，2021 年前该项数值一直为负数，但是总

体呈现出递增的趋势，由 2017 年的−38.00%提升至了 2020 年的−2.87%，而 2021 年开始，该项数据扭亏

为盈转为正数，并持续保持着上涨趋势，该项指标的走向趋势持续向好，说明 A 保险公司在创新活动耦

合的加持下，业务表现十分优异(见图 2)。 
 

 
Figure 2. Insurance Company A’s internet insurance underwriting profit margin from 2017 to 2022 
图 2. A 保险公司 2017~2022 年互联网保险承保利润率 

3.4.2. 公司业务相关费用成本下降至稳定状态 

 
Figure 3. Insurance Company A’s internet insurance comprehensive cost rate from 2017 to 2022 
图 3. A 保险公司 2017~2022 年互联网保险综合费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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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2017~2022 年公司互联网保险综合费用率数据可看出(见图 3)，2017 年开始该数值整体上呈现出

下降的趋势，2017 年该数据为 78.49%，到了 2019 年该数值变为了 51.25%，后面几年虽有波动，但也都

维持在了 55%以下，呈现出来了一种稳定的状态，主要也是得益于公司已经实现了创新活动的系统耦合。 

4. A 保险公司创新活动耦合影响经营效率的路径探究 

A 公司创新活动的有效耦合提升了公司的经营效率，从而使得公司价值进一步增长。而该经济后果

背后的原因与路径更值得实务界与理论界进行深入探究。在请教专家、研读 A 公司公开资料的基础上，

本文对主要的影响路径进行了归纳(见图 4)。 
 

 
Figure 4. The path for Insurance Company A to improv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through coupling innovative activities 
图 4. A 保险公司创新活动耦合提升经营效率的路径 

4.1. 信息共享与传递路径 

信息共享与传递路径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对于保险公司的创新活动耦合至关重要，这不仅仅促进了内

部协同，更加强了公司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在提升创新活动效率的同时，在经营层面

实现更高水平的协同和适应性。 
首先，信息共享使得保险公司能够更即时地响应市场变化。通过传递市场动态、竞争对手信息以及

客户反馈，公司能够及时调整策略，捕捉市场机会，避免风险。这种即时的市场感知通过内部团队的信

息共享，使得公司更有能力灵活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加速创新项目的推进。其次，信息共享路径在内

部协同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部门和团队之间的协同工作变得更为紧密，共享创新想法、数

据资源和市场见解。这种内部协同的优势在于避免了信息孤岛，防止了信息不对称，提高了团队的效率。

在创新活动中，内部协同的加强使得公司能够更有力地推动新想法的实施，避免了冗余工作，提高了项

目的执行效率。另外，信息共享路径还通过供应链的优化促使创新活动进行耦合，从而实现了经营效率

的提升。通过共享供应链信息，公司能够更好地了解供应链上的每个环节，识别瓶颈并进行优化。这有

助于提高供应链的效率，降低成本，进一步推动了整体经营效率的提升。最后，信息共享与传递路径也

加强了公司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协同。共享的信息资源使得公司更好地理解合作伙伴的业务需求和发展方

向。这种协同有助于实现更高效的合作，推动创新活动的共同进展。合作伙伴关系的加强使得公司能够

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促进创新活动的跨界合作。 
信息共享与传递路径使得保险公司的创新活动在内部协同和外部合作方面实现了更高水平的耦合。

这种耦合关系不仅提升了创新活动的效率，更加强了公司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的敏捷性和适应性。通过

信息共享，保险公司在创新道路上更为迅速、智能地前行，取得更大的经营效益。 

4.2. 技术与业务协同路径 

技术与业务协同路径促使不同方面的创新活动形成紧密的耦合关系，从而提升了公司的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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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协同路径涵盖了技术和业务两个关键领域，为保险公司在数字化时代的竞争中创造了更为灵活、高

效的创新环境。 
首先，技术与业务协同通过共享技术资源，加速了保险公司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工具

和平台，使得业务团队能够更灵活地设计和推出新产品。通过技术支持，公司可以更快速地应对市场变

化，推动业务创新。例如，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来优化保险产品的风险评估，提高个性化定价的准确性，

为客户提供更具吸引力的产品。其次，技术与业务协同加强了数据驱动决策的能力。技术创新提供了更

高效的数据分析工具和算法，为业务决策提供了更全面、准确的信息基础。业务团队可以借助技术平台

分析大数据，深入了解市场趋势、客户需求和竞争对手动态，从而更明智地制定战略决策，提高了决策

效率。同时，技术与业务协同路径也加速了服务创新。通过技术手段，保险公司可以更好地实现数字化

服务平台，提供更便捷、智能的服务。例如，通过移动应用和在线平台，客户可以随时随地完成保险购

买、理赔申请等操作，提高了客户体验，加强了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互动，从而提升了服务创新的效率。 
技术与业务协同路径使得保险公司的创新活动形成了紧密的耦合关系，推动了不同方面的创新在协

同中迅速发展。这种协同路径不仅提升了经营效率，更加强了公司在数字化时代的竞争力。技术与业务

的协同不仅是创新的催化剂，更是推动公司在竞争激烈的保险市场中取得成功的关键路径。 

4.3. 团队协调与协作路径 

团队协同与协作路径不仅促进了团队内部的合作，更加强了公司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的互动，从而

提升了公司在创新领域的经营效率。这种协同路径构建了一个共同的创新生态系统，使得团队能够更好

地应对市场挑战，实现创新活动的有序推进。 
首先，团队协同与协作路径通过促进内部团队的合作，实现了创新活动的高效推进。协同工作使得

团队成员能够共享创新想法、知识和资源，避免了信息孤岛和冗余工作。在创新活动中，这种内部协同

使得团队能够更迅速地共同制定创新策略、解决问题，提高了团队的执行效率。其次，团队协同与协作

路径通过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加强了团队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良好的沟通机制使得团队成员能够及

时地传递关键信息、分享创新见解，提高了团队的协同效率。这对于创新活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

创新往往涉及多个团队和领域，有效的沟通能够确保创新活动的方向和目标得到全面理解，推动创新活

动的有序推进。此外，团队协同与协作路径还通过外部合作伙伴的融入，实现了创新生态系统的扩展。

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协同使得公司能够充分利用外部的专业知识和资源，拓宽了创新活动的视野。这种外

部协同不仅弥补了内部团队的不足，更促进了公司与外部生态系统的融合，从而推动了创新活动的更全

面、更高效进行。 
团队协同与协作路径对于保险公司创新活动的耦合至关重要。这种协同路径不仅提高了团队内部的

协同效率，更加强了公司在创新领域与外部生态系统的合作。 

5. A 保险公司创新活动耦合影响经营效率的机制总结 

信息共享与传递、技术与业务协调、团队协调与协作三条路径共同发挥作用，为相互耦合的创新活

动与 A 公司经营效率之间架起来顺畅的桥梁。创新活动发挥作用的路径已经明晰，但促使这三条路径真

正发挥作用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本文经过探究后提出，A 公司在创新过程中严格嵌入了“战略规划–有

效沟通–及时反馈–绩效评估–灵活调整”创新耦合机制，从而使得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密，进

而提升了经营效率。 
1) 战略规划：明确的战略使得决策层能够清晰地定义公司的创新目标、优先事项和资源分配，为执

行层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这有助于确保创新活动的方向与公司整体战略一致，避免了决策和执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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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偏差，提升了战略实施的效率。 
2) 有效沟通：沟通机制的建立确保了决策信息能够准确、迅速地传达到执行层。良好的沟通机制有

助于避免信息传递的滞后和失真，从而提高执行的准确性和效率。这对于创新活动而言至关重要，因为

及时、清晰的信息传递使得执行团队能够更好地理解决策层的意图，迅速将战略转化为实际行动。 
3) 及时反馈：通过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使得执行层能够及时向决策层反馈实际执行情况。这种反

馈机制有助于决策层了解创新活动的进展、面临的挑战以及需要调整的方向。这种实时的反馈使得决策

层能够更灵活地调整战略，推动创新活动在变化的市场中更为顺利地进行。 
4) 绩效评估：绩效评估机制激励执行层在创新活动中取得卓越成绩。明确的绩效评估标准有助于激

发执行团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他们更全情投入到创新活动中。这种激励机制有助于提高执行效率，

保证创新活动得以顺利推进。 
5) 灵活调整：调整机制确保公司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能够迅速适应。在创新活动中，市场反馈

和竞争压力可能要求公司迅速调整战略和执行方案。有效的决策与执行衔接路径能够确保这种调整是迅

速而有序的，提高了公司在市场变化中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 

6. 结语 

创新活动的耦合能够提升 A 公司的经营效率的主要原因在于，耦合强化了不同方面创新之间的协同

与整合，形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创新生态系统。从机制上来看，“战略规划–有效沟通–及时反馈–绩

效评估–灵活调整”创新耦合机制使 A 公司建立了清晰的战略规划，形成了有效的沟通机制，确保决策

能够准确传达到执行层，促进了创新战略的迅速实施。这有助于提升公司在市场中的灵活性，迅速适应

变化。从路径上来看，信息共享与传递机制构建了广泛的创新生态系统。A 公司内部以及与外部合作伙

伴之间协同工作，不仅充分利用了专业知识和资源，还加强了公司与内外部生态系统的联系。这种协同

不仅丰富了创新活动的视野，还为公司带来了更多的创新机会，推动了创新活动的更全面、更高效进行；

技术与业务协同路径使得 A 公司能够更好地整合技术创新和业务需求。通过共享技术资源，公司加速了

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的推进。技术驱动的决策过程和业务团队的深度合作使得创新活动更加有针对性，

提高了决策的准确性和执行的效率；而团队协同与协作路径则进一步强化了公司内部的协同效能。A 公

司建立了共同的创新文化，促使团队成员更积极地分享创新想法，提高了创造力和团队合作效率。这种

内部协同使得创新活动更为高效，加速了解决问题和推动项目的速度。 
总体而言，创新活动的耦合使 A 公司能够更全面、更高效地推进创新项目，提前实现了经营效率的

提升。A 保险公司创新活动对于其他同类型公司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公司应该认识到创新活动各要素之

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至关重要。建立起信息共享与传递、技术与业务协同、团队协同与协作等路径，以提

升内部协同效率，并积极寻求外部合作伙伴，构建更广泛的创新生态系统，将有助于推动创新活动更为

高效、全面地进行，为公司带来更强大的竞争优势。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形成有机的创新生态系统将

成为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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