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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eation ability of corporate patent is a kind of ability which is formed through intellectual and 
creative activities developing a series of legally protected patents [1]. Training and forming the abil-
ity need support and dependence of all levels from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ystem of thought and evolution theory,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dividual level, team level and 
organizational level, explores the evolution path of creative ability of corporate patent, and explores 
intrinsic motivation among the three levels about the creation ability of corporate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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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专利创造能力是企业在创造性开发受法律保护的专利等智力活动中所形成的能力[1]，该能力的培养

与形成需要组织内部各个层面的相互依赖和支持。本文基于系统思想和演化理论，通过对个体层面、团

队层面和组织层面进行分析，探索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演化路径，并探索推动企业专利创造能力在不同

层次间形成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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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专利创造能力概念主要是从知识产权能力引申而来。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的研究属于一个新兴

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较少，研究内容体系不够成熟。以往对该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

一，从不同角度对企业专利创造能力进行界定和阐述。以资源观为视角，认为企业专利能力是一个组织

的战略资源，它是以静态存量存在于组织中。以能力观为视角，在资源观的基础上认为专利等无形资产

是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在企业竞争优势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Smith [3]以知识观为视角提出，专

利是一种知识，专利如同知识一样，一旦获取便不可剥夺，并认为企业专利能力是一种动态的累积性知

识，其累积性知识表现在以企业内外部环境为依据，创造、管理、保护和运用专利的过程中。其二，探

索有关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影响因素，并构建其影响因素评价体系。袁林等学者[4]从跨层次的视角探索

并构建了企业专利创造能力评价体系，提出影响该能力的个体层面因素包括企业家素质和员工创新行为，

组织层面影响因素包括组织创新氛围和组织学习能力，通过层次分析法进行权重分析得出组织创新氛围

对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影响程度较深。无论是从概念界定还是因素探讨方面研究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终

究是对该能力的静态研究。而专利能力的形成及发展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获取该种能力的企业遵循

着清晰的专利创造能力演化路径，因此，具有演化特征的企业专利创造能力演化路径研究将是该能力研

究的进一步深化。 
演化理论的思想源于生物学上的“自然选择”，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生物学上的“自然选择”思

想逐渐应用于经济学，即出现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选择”思想。Nelson [5]认为“演化”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是对较长时间逐渐形成的变化过程的规则性概括，通过被概括出的规则性，可以预见到未来可

能产生的结果，而变化的根源是市场选择的结果。Nelson 提出的演化概念虽然较完整的诠释了市场选择

的内涵，但未充分包含不断优化的内涵。追根溯源，“演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拉丁语中，演化是对事物

发展进步过程的探索，进而可以预测出该事物进步性变化的结果[6]。最初的关于“演化”定义，较揭示

了演化在不断优化某种事物的内涵。因此，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演化亦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其演化路径

存在的根源即是市场对专利技术的选择，而演化过程即是不断优化企业专利结构的过程。 
本文认为，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演化路径主要表现为：一是根据市场选择和技术进步，对已有专利

技术的再开发与创造，二是通过对有价值信息进行获取、识别、转换、内化和创造，发掘出潜在的新专

利技术，无论是技术还是有价值信息的有效利用，其根源是对知识的获取和创造，而 Arthur [7]的研究表

明，知识获得和创造具有路径依赖性，因此，通过探索“创新想法–创新成果–专利”在“个体层面–

团队层面–组织层面”的递进式转换过程，有利于深刻的剖析企业专利创造能力演化路径，为该路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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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可持续的动力指导，也为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广阔视野。 

2. 企业专利创造能力演化的层次性 

系统思想要求人们用整体的观点看世界，而层次性作为系统的基本属性，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系统

内层次与层次之间的关系。企业专利能力的演化路径具有层次性的特点，对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

解读。李伟[8]以企业专利能力的培育问题为研究视角，从专利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四个层面分析了

企业专利能力的培育，并分别对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不同创新模式下企业专利

能力培育进行了分析。李文丽[9]以知识演化为基础，把知识到专利的演化过程划分为不同层次，在企业

能力理论、知识管理理论及复杂系统理论基础上，把知识、惯例、资源及能力有机地整合到一个框架体

系中，以知识为逻辑起点构建了由能力补给系统、惯例“三器”系统(感应器、加工器、效应器)、资源操

作循环系统组成的企业专利能力演进机理模型。企业专利创造能力作为企业专利能力的关键和基础，企

业专利创造能力的演化也存在一定的层次性。从组织结构出发，将其分为个体层面、团队层面和组织三

个层面。企业专利创造能力从形成到发展在各个层次中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而它们的表现也恰好解释

了企业内部各层次之间的某种关系，即企业专利创造能力演化路径在三个层面的相互依赖和递进关系。

本文以组织内部为研究视角，基于系统思想和层次性分析，提出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演化路径主要依赖

于“个体–团队–组织”三个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着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成长与发展。 

3. 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演化过程 

3.1. 个体层面到团队层面的演化 

1990 年，Cohen & Levintha [10]第一次提出“吸收能力”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定义的界定，他认为吸收

能力是指组织内部成员不断对新信息的价值进行识别，并将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消化吸收，进而商业化应

用的过程。Zahra 和 George [11]在随后的研究中对吸收能力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提出吸收能力由四个方

面构成，分别为获取能力、消化能力、转换能力和应用能力。本文借鉴 Zahra 和 George 的研究成果，基

于吸收能力中获取能力、消化能力和转换能力，具体阐述个体层面中“信息获取与转换–知识消化与积

累–创新想法产生”这一过程，并通过团队成员之间创新想法共享，产生备选创新想法。备选创新想法

经过团队层面的评估分析，决定该创新想法是否得到团队支持，进而备选创新想法从个体层面上升到团

队层面，演化过程如图 1 所示。 
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演化需要经历一个由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开始于个体层面，组

织内部个体员工作为隐性知识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和载体，影响着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因

此专利创造过程的第一步是个体员工识别机会或诊断问题，根据企业内部技术的发展状况或市场对已

有专利的选择情况，个体员工有意识、有目迅速的发掘、识别并获取相关的有价值信息，即信息获取

能力。员工通过对信息进行分析、理解，将其转化成相关知识，即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Barton [12]
在对核心技术能力进行论述时提出，核心技术能力的关键在于知识学习和内化的深度上。他的这一观

点为核心技术能力的演化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企业专利能力演化研究提供了思路。员工通过在已转

化的显性知识基础上不断学习，即充分发挥知识消化能力，并对知识进行进一步深入探索，从而转化

成创新想法，即知识转换能力，为企业核心技术和专利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在知识消化和转换过程

中，学习能力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信息–知识”过程中，对转换过来的知识的学习主要分为两

种类型，一种是战略性学习，即根据企业专利技术的市场定位，洞察市场发展前景，发掘出与全新的

技术思想相关的知识进行学习；二是转换学习，即消除已有专利技术带来的思维定势，不断开辟新的

机会[13]。技术团队通过对员工提供的创新想法进行全方位的评估，最终确定创新想法是否可以获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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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团队各方面的支持。 

3.2. 团队层面到组织层面的演化 

基于 Zahra 和 George 关于吸收能力中的应用能力，阐述“创新想法–创新成果–专利化”过程，如

图 2 所示。本文中的应用能力是指团队将个体成员提供的创新想法进行进一步分析并消化，并将其纳入

到已有专利技术中进行专利升级，或将该创新想法进行独立研发，最终形成新的专利。通常，团队是创

新想法转化为创新成果的重要平台。一旦备选创意得到团队层面的认同和支持，个人创新行为将上升为

团队创新行为，创新行为将以团队为单位，通过整合组织内部资源，协同各个部门进行支持的基础上，

最终形成创新成果。团队将创新成果上报给企业，此时，创新成果从团队层面上升到组织层面。企业通

过组织各个技术团队进行创新成果的价值性、可行性和市场性评估，最终决定是否需要申请专利及其进

行商业化。 

3.3. 组织层面到团队及个人层面的演化 

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角度出发，认为专利具有“优胜劣汰”和“不断优化”的自然属性。由于

市场需求变化和竞争对手技术改进等影响，组织专利技术经历着“创造–应用–转移与保留–变异–创

造”市场选择过程。通过一定时期的市场选择，企业专利技术必将不再符合市场发展的趋势，企业专利 
 

 
Figure 1. The model of evolutionary path from the individual level to the 
team level 
图 1. 个体层面到团队层面演化路径模型 

 

 
Figure 2. The model of evolutionary path from the individual level to the organiza-
tional level 
图 2. 团队层面到组织层面演化路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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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急需升级或创造新的专利技术。在技术领域将出现一定的知识缺口，此时组织层面的知识缺口通过

一定的组织结构传递给团队层面和个体层面，进而个体层面将继续进行信息挖掘、识别和获取，通过不

断技术升级或专利创造，填补企业在市场选择中出现的知识缺口[14]。组织结构的合理化不仅仅有利于信

息从组织层面向个体和团队层面反馈，张光磊等学者[15]还提出组织结构在创新绩效中发挥的作用。企业

组织结构通过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影响研发团队创新绩效，而且企业组织结构中的集权程度、反馈

速度部门整合能力均通过知识吸收能力影响团队创新绩效。而专利是创新绩效的重要表现形式。专利创

造能力的演化路径受到吸收能力和组织结构的影响，不断在个体层面、团队层面和组织层面循环往复，

由此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演化路径呈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和可持续性。 

4. 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演化路径验证模型构建 

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得宜于知识和技术的不断积累，而知识和技术积累的过程，也是企

业各个层面所需动力的培养及应用过程。从个体层面到团队层面的演化路径分析，企业专利创造能力演

化路径涉及的内在动力为吸收能力中所包含的获取能力、消化能力和转换能力，即根据市场选择中出现

的知识缺口，个体成员通过对有价值信息的获取、消化和转换，将信息转换创新想法，通过可行性评估，

得到团队层面的技术支持。从团队层面到组织层面的演化路径分析，企业专利创造能力演化路径涉及的

关键内在动力为吸收能力中所包含的应用能力，即团队给予个体成员所提出的创新想法以技术上的支持，

进行进一步的研发，形成可视化的创新成果，根据企业对技术的专有权问题，对创新成果进行专利化。

从组织层面再到团队和个体层面的演化路径分析，企业专利创造能力演化路径涉及的关键内在动力为企

业组织结构，任何专利技术或专利产品的生命周期存在有限性问题，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所具有

的专利技术将不再适应市场的发展，因此企业存在了一定的知识缺口，组织中的个体成员通过一定的组

织结构，获取到市场反馈信息或知识缺口，进而继续专利创造或升级。综上所示，构建企业专利创造能

力演化路径模型，如图 3 所示。 
基于不同层面转换过程中的内在动力投入，可构建一个“投入–产出”模型，并运用 CES 生产函数

模型探索各个内在动力是否存在对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推动作用。1961 年，美国经济学家 Arrow 和 Solow 
[16]根据生产实践，提出 CES 模型。与 C-D 生产函数模型相比，CES 模型中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不 
 

 
Figure 3. The model of evolutionary path about the creation ability of 
corporate patent 
图 3. 企业专利创造能力演化路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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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恒定为 1，而是随着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的生产作用不同，其替代弹性呈动态变化，说明存在

特定的因素影响着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演进，其影响因素不能任意替代。通过应用 CES 生产函数模型，

预测吸收能力和企业组织结构两大影响因素的组合对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作用，其生产函数是关于 X(吸
收能力)、Z(企业组织结构)的函数，即： 

1 2Y At X Z
µ

ρ ρ ρδ δ
−− − = +                                    (1) 

其中：Y——企业专利创造能力、X——吸收能力、Z——企业组织结构、At——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提升

指数、 1δ ——吸收能力的分布参数 ( )1 0δ > 、 2δ ——吸收能力的分布参数 ( )2 0δ > 、µ ——代表是否存在

规模报酬及规模报酬变化情况、 ρ ——替代参数 ( )1ρ ≥ − 。 
根据(1)式，分别对 X 和 Z 求一阶偏导，如(2)和(3)式所示，可分析 X 和 Z 对企业专利创造能力 Y 的

影响作用方向。当 X 或 Z 不断优化时，再根据(1)、(2)、(3)式，计算其弹性，以估计 X 和 Z 对企业专利

创造能力的作用弹性大小。 
1

1
1 1 2

Y X At X Z
X

µ
ρ ρ ρ ρδ δ δ

+
−− − − −∂  = + ∂

                              (2) 

1
1

2 1 2
Y Z At X Z
Z

µ
ρ ρ ρ ρδ δ δ

+
−− − − −∂  = + ∂

                              (3) 

以上综述，通过(2)和(3)式，企业可以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相结合，并根据各个企业根据自身实际

情况，估测吸收能力和组织结构对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影响权重等各个指标的数值，以推测吸收能力和

组织结构是否对企业专利创造能力产生影响及影响程度如何。 

5. 结论 

关于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研究多侧重于因素影响机制的研究，本文基于组织结构的层次性，提出了

相应的企业专利创造能力演化路径模型，并根据 CES 生产函数，提供了模型的验证方法，不仅为今后实

证研究和模型验证提供了基础，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研究发现，企业专利创造能力

演进路径遵循着演化规律，通过组织结构中的三个层面(个体层面、团队层面和组织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加之不同层面中具备的内在动力，即个体所具备的信息获取能力、知识消化和转换能力，团队所具备的

知识应用能力，组织所具备的良好的组织结构，共同影响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发展。但是，即使依赖有

效的演化路径，企业专利创造能力并不一定总是在提高和发展。当该演化路径的各个内在动力因素不断

衰弱时，企业专利创造能力可能会出现不断降低的趋势。因此，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企业首

先应注重各个内在动力的均衡发展和稳步提升，共同推动企业专利创造能力朝着有利于企业的方向发展，

并不断推进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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