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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创新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实现创新首

先要有创新思维，然后还要有创新行动，最后落实到

创新成果。创新在经济、技术、社会学以及各个领域

的研究和实践中举足轻重。 

创新从哲学上说是一种人的创造性实践行为。 

创新的定义：创新是指以过去和现有的知识和物

质等为基础，在特定的条件下，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

(包括但不限于各种思维、方法、套路、建筑、设备、

器具等等)，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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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创新”的理解也应该不

断地推陈出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之后，对于创新

更强调：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

展的重要力量。 

如何实现创新？ 

实现创新必然要涉及到创新方法。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创新方法一直为世界各国及

各类有识之士所高度重视。 

对于创新方法有着不同的表述和不同的强调方面。

在美国被强调为创造力工程，在日本被强调为发明技

法，在俄罗斯被强调为创造力技术或专家技术。我国

部分学者强调创新方法是科学思维、科学知识、科学

技能、科学方法和科学工具等等的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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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指出，创新方法既包含实现科学和技术创

新的方法，也包含实现管理创新的方法，还包括描述

和总结创新的方法。 

目前关于创新方法的书籍和文献等等已经不计其

数。其中出现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创新方法包括：试错

法、六顶思考帽法、大脑风暴法、六西格玛法、TRIZ

法等。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TRIZ 法。该方法起源于前苏

联，于 1946 年由著名的教育家、发明家根里奇·阿奇

舒勒及其团队在分析大量专利成果的基础上总结而成。

因其在不同领域和部门发挥的巨大作用，因而成为前

苏联的最高国家机密之一，被西方称为“神奇的点金

术”。前苏联解体后，该法才得以传播至国外，并得到

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各国实现创新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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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Z 法在国内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推广和应用。

应用 TRIZ 法已经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 

不过，本书提出的实现创新之道与前述国外的创

新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其特色是应用了中国人所特

有的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方式。 

国外的创新方法(试错法、六顶思考帽法、大脑风

暴法、六西格玛法、TRIZ 法等)的提出，采用的是绝

大多数国外学者所擅长的思维方式—局部思维方式。 

局部思维，指的是只关注局部和低层次关系，而

看不见整体和高层次关系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

一般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综合策略：即从局部出发，

主要研究和处理局部单位，而不是整体；其结果也是

主要适用于局部，而不是整体。 

当然，局部思维方式已经而且仍将继续在各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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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取得丰硕成果。 

既然如此，我们在探讨创新方法的时候，跟在外

国人的后面，采用局部思维方式不是也很好吗？ 

否！我们应该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是否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其结果是完全不同

的。以在世界乒坛上横扫千军的中国乒乓球队为例，

由于中国运动员一开始就采用了最具有中国特色而且

也是中国人最方便的直拍快攻打法(中国人善于用筷

子因而便于握直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极短时间，

就实现了平步青云、独霸天下的局面。反之，如果中

国运动员一开始就学习所谓的国外先进经验，一律采

用横拍打法，其结果如何恐怕就不用说了。 

因此，我们在探讨创新方法的时候，主要应该采

用中国人所特有的和擅长的整体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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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思维，又称系统思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

和科学等方方面面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中国人古已

有之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医的“内病外治，上病

下治”等等的整体疗法，以及中国人在讨论问题时偏

重综合、弱于分析等都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

运用整体思维，中国古代先哲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六十

四卦、阴阳五行等体系。 

整体思维运用的是整体和全局控制，让理论和行

动自上而下地做出规定。整体思维采用的是自上而下

的分析模式以及强调主导、中心、关键等原则、方法、

元素等的控制、引领作用。 

应用整体思维探讨创新方法和实现创新之道时，

可以参照中医学和阴阳五行的关系。 

阴阳五行是中国文化大一统过程中形成的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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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各个领域的理论和工具。阴阳五行不但早已深深

地渗入到了中医学之中，而且其核心理念和主导思想

完全是由阴阳五行所贯穿起来的，因而对于诊断、治

疗、康复、养生、保健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有时甚

至是最佳的效果。 

本书应用整体思维给出的创新方法的总框架就是

“比较学和比较法”。 

“比较学”是从理论上探讨“比较”的学问；“比

较法”则是具体地实施比较的方法。 

为什么“比较学和比较法”能够担当如此重任？

原因有两点：第一，任何发明和创新一般都不是凭空

实现的，而是比较和借鉴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物品来实

现的。例如比较和借鉴鸟类在空中飞行而发明了飞机；

比较和借鉴鱼类在水中游泳而发明了潜水艇。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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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发明和创新在实现的过程中确实离不开应用比较

法。应用“比较法”实现发明和创新的最著名范例之

一是电灯的发明。如所周知，爱迪生发明电灯的过程

中最关键的一步是选择灯丝的材料。为此爱迪生在相

当大的范围反复进行比较。先是用炭化物质做试验，

失败后又以金属铂与铱高熔点合金做灯丝试验，还比

较过其它一千六百种不同材料的试验，结果都失败了。

后来爱迪生经过比较发现，应将主攻方向放在炭质灯

丝上，于是试验又集中到炭质灯丝上来了，也就是在

这个较小的范围内进行比较。爱迪生昼夜不息地用全

副精力在炭化上下功夫，仅植物类的炭化试验就达六

千多种。他的试验笔记簿多达二百多本，共计四万余

页，先后又经过三年时间的比较和试验。最后，他把

竹丝分成细丝再经炭化后做成一根灯丝，这样才获得

成功。这种竹丝灯泡竟连续不断地亮了 1200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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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电灯迅速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获得大量应用。 

按照“比较学和比较法”这个总框架，在实现创

新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进行反复的和各种各样的

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