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6卷    第3期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Vol.36   No.3 

2019 年 9 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Sept.2019 

[投稿日期]2019-05-10 
[基金项目]科技部创新方法专项：新能源汽车产业中的创新方法应用研究与示范（编号：2015IM030100）；科技部创新方法

专项：河北省创新方法推广与应用示范（编号：2017IM010400） 
[作者简介]王爱峰（1974-），男，河北涉县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创新管理与知识管理。 

创新方法应用模式的时空优化策略研究 
王爱峰

1
，王渤钧

1
，李存金

2 

（1.河北工程大学 管理工程与商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2.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创新方法具有明显的知识特征，创新方法的应用属于知识创造的范畴。针对传统创新方

法应用模式中存在的效果不佳、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基于知识创造原理，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

对创新方法应用模式进行重构，在时间维度上补齐知识创造的缺失环节，形成完整的知识创造循

环，在空间维度上应用 TRIZ原理探讨消除空间协作创新障碍和知识转移障碍的途径，改进后的创

新方法应用模式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中进行了实践，证明新模式具有有效性与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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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方法是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科学工具的

总称，是对创新内部科学规律的准确把握，是创新

核心知识的方法论体现，是创新的催化剂。根据有

关研究，目前比较常用的创新方法有 TRIZ、六西格

玛、头脑风暴法、六种思考帽、5W2H、QFD、工业工

程
[1]
等，企业在自己的产品开发、生产过程中应用创

新方法，可以加快解决产业面临的技术问题，同时

也可以提高效率，降低风险
[2]
。在这众多的创新方法

中，TRIZ 是得到大家公认的一种先进、典型的创新

方法
[3]
，在我国前期的创新方法推广应用工作中，

TRIZ 方法一直是推广的重中之重。一般来说，TRIZ

方法更适合搞技术类研发的工程师使用，可以有效

提升搜寻速率，缩短科研迭代距离
[4]
，在国内外众多

的 TRIZ 应用案例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5,6]

。 

所谓“模式”，是为保证目标达成而采取的一系

列的程序性规范，是多要素相互作用、匹配而形成

的一个稳定化的体系
[7]
。创新方法应用模式是为了提

升创新方法应用效果，而采取的一系列程序化规范

和多因素作用体系。为了促进创新方法在企业中的

应用，研究者探索了很多创新方法应用模式，魏永

幸
[8]
等人最早提出要根据创新方法特征对科研流程

进行再造，并提出创新方法应用的“三人团”模式，

张犁朦
[9]
等利用“5W”传播理论对创新方法的扩散过

程进行了分析，从主体、渠道、内容等方面给出了

优化对策,张爱琴
[10]

等人则从战略规划、平台建设、

行为举措等三方面提出了推广应用创新方法以促进

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通过对已有创新方法推

广应用案例调查发现，目前应用最多的还是一个包

含寻找问题-方法培训-学员考核-专家撤出等基本

环节的线性推广模式，培训与实际应用脱节，方法

应用未能长期持续，实际应用效果有待提高。需要

认真研究创新方法应用中的机理，设计科学的创新

方法应用模式，来解决当前创新方法应用中的问题，

提升应用效果，服务国家创新战略。 

一、创新方法应用中的若干问题 

创新方法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前提就是要得到应

用，随着创新方法工作的持续深入，很多企业已经

引入了创新方法，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经调研分析

后发现仍然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一）创新方法应用缺乏持续性 

通过对一些已经导入创新方法的企业进行回

访，发现很多学员在学习后一段时间内，创新方法

的应用频率有衰减现象，后期应用创新方法的主动

性不高，没有形成用方法的意识。研究后发现，很

多学员虽然掌握了创新方法的概念与应用过程，能

够通过考核，实际并没有把方法融会贯通，不能实

现辅助工具完全内化，所以在实际应用时还存在较

大困难。这种困难又进一步导致了创新方法应用行

为的离散化，影响了创新方法应用的持续性。 

（二）应用流程与模式不适应企业情况 

创新方法在企业中的导入与应用，会涉及到方

法提供者、方法使用者、辅助者等多个主体，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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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过程。很多新兴产业正处在

一个高速成长期，各类要素资源非常紧张，企业组

织也呈现出明显的网络化、动态化特征，目前常用

的线性推广应用模式，难以适应新兴企业的研发生

态。多个主体在创新方法工作中必然会存在知识、

任务、资源、信息、资金等多个要素的相互作用，

难免会发生冲突，主体间的协同创新界面障碍影响

了方法传播与应用的效率
[11]

。在繁重的科研开发工

作中，一些惯性思维与行为方式被强化，创新方法

应用流程未能与研发工作有效融合。 

（三）应用效果还有待提高 

企业导入创新方法后，先获得解决的大多是一

些级别比较低的发明或技术问题，一些级别较高的

问题需要更长时间的酝酿。为了促进一些新兴产业

中关键核心技术问题的解决，需要继续加强创新方

法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的深度与广度，并需要更长时

间的实践。 

二、创新方法应用若干机理分析 

对于创新方法应用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从方法

本质、应用主体、流程步骤、机制模式等方面进行

深入分析，找到影响创新方法应用效果的内在机理，

本文拟从知识管理的视角来分析。 

（一）创新方法的知识性 

Davenport
[12]

等人认为组织知识是个人积累的

复杂经验,从或多或少有些难以表达的到更为结构

化、显性化的经验。Badafacco
[13]

认为知识是可以改

良现有产品、改变生产过程乃至管理方式的技巧。

TRIZ 是阿奇舒勒通过分析大量专利后的经验总结，

可以视为解题技巧与管理手段的集成。通过考察典

型创新方法 TRIZ的起源、内容与解题流程可以发现，

TRIZ 本身并无法直接给出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而

是通过构建问题模型、解决方案模型来为技术研发

提供思路，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对 TRIZ 解题流程的

熟练把握，同时也必然依靠方法应用者本身的经验

与某种思维技巧，TRIZ 本身也具有一个复杂的方法

知识工具，这也是创新方法知识性的典型表现。总

体来说，创新方法中不仅有大量的显性知识，也包

含更多的隐性知识。研究其他类型的创新方法，也

可发现相似的规律，可见，创新方法完全符合知识

的定义。创新方法属于知识的范畴，也必然遵循知

识的相关规律，应用创新方法解决技术问题的过程，

也是一个知识转移与知识创造的过程。 

（二）知识创造与创新方法应用过程 

按照 Nonaka的观点
[14]

，知识包括显性知识与隐

性知识，知识创造也是一个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相

互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包括四个环节,即社会

化（socialization）、外在化 (externalization)、

组合化(combination)、内在化(internalization)，

这也就是知识创造的 SECI模型。按照这个过程模型，

知识的内在化、隐性化是完成知识创造的标志，是

下一步知识创造的起点
[15]

。通过对比创新方法应用

过程可以发现，创新方法应用的总体流程与知识创

造过程基本重合。在第一阶段，人们在创新的时候

都会无意识地应用一些方法，这些方法是从与其他

研究者长时间的共处与观察中得来的，属于隐性知

识的传播；在第二阶段，正式进行创新方法培训，

教师通过板书、演示、讲解等方法，把创新方法中

的隐性知识尽可能地显性化；在第三阶段，创新方

法得到初步应用，会通过让学员制作案例的形式进

行考核，这个案例制作过程相当于一个显性知识到

显性知识的转换过程；在第四阶段，学员在实际工

作中自主应用创新方法，逐步实现创新方法的内隐

化，并为创新方法的进一步传播做好了准备。可见，

应用创新方法解决技术问题的过程，实际也就是产

生新知识的过程，其最终性质还是知识创造。知识

创造与创新方法应用过程的对比如表 1 所示。 

表 1 知识创造与创新方法应用流程比较 

阶段 知识创造过程 创新方法应用过程 实际出现频率 

社会化 隐性知识-隐性知识 

场所：初始场 

通过观察、共享获得部分方法知识，在实

际工作中无意识的应用 

很高 

外在化 隐性知识-显性知识 

场所：对话场 

创新方法的培训，讲解、教材、案例 很高 

组合化 显性知识-显性知识 

场所：系统场 

创新方法的初步应用与考核，学员能够用

文字描述创新方法的应用过程 

较高 

内在化 显性知识-隐性知识 

场所：练习场 

深层次的应用，创新方法的潜移默化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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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的创新方法推广应用案例中，培训师资

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在第三阶段，也就是学员考核结

束后撤离。根据对一些学员的回访发现，虽然大部

分学员能够通过考核，但仍有很多学员在其后方法

应用中存在困难，或者没有养成方法应用意识，实

际并没有完成第四阶段的过程。这就是造成创新方

法无法实现可持续性、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就是

方法应用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创造闭环，在流

程上有缺失环节，需要进行流程再造。 

（三）知识转移的障碍 

创新方法应用的前提是掌握创新方法，知识需

要从方法研究者节点转移到方法使用者节点。在创

新方法的推广应用中，存在一些知识转移障碍。 

1.知识的粘性 

知识粘性是指知识转移中的额外成本，或者阻

碍知识流动性的某些因素
[16]

。典型的创新方法如

TRIZ 本身结构比较复杂，内容丰富，流程相对繁琐，

这是创新方法本身导致知识粘性的重要因素；知识

接收者的创新意识，特别初期是对方法的疑惑也是

造成知识粘性的重要原因；再者，知识转移网络拓

扑结构也对知识粘性有重要影响。 

2.界面障碍 

Patrice Hof
[17]

最早用知识管理的观点来解读创

新界面问题，他指出创新界面不是一个组织或地点，

而是不同知识流相互作用渗透的过程。影响知识流

在不同主体间流动的因素可以成为创新界面障碍，

创新方法应用过程中的界面障碍主要包括两方面：

任务界面障碍与组织界面障碍。 

王炳富等认为任务界面是产品或工艺的技术结

构特征造成的
[18]

，任务间在时间、资源、人力方面

的冲突形成了任务界面障碍。企业中的创新方法学

员一般都承担着繁重的日常工作及科研开发任务，

处于战略新兴产业中的企业尤其如此。尽管这些企

业的领导层对于方法的导入非常重视，但由于这些

产业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繁重的科研开发任务仍

然会和创新方法的学习形成严重的冲突，这就给创新

方法的集中培训与学习造成了严重的任务界面障碍。 

组织间以及组织子系统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作

用、相互配合形成组织界面
[19]

，创新方法的应用过

程一般都会涉及到高校、中介、政府、企业等多个

主体，每个主体又可以分解为多个部门，参与创新

方法学习的人员包括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技术开

发人员、生产工人等。由于参与各方来自于不同的

单位与部门，各自有不同的日常工作习惯与思维方

式，所以必然在组织间的沟通与理解方面存在组织

界面障碍，需要动用相应的机制和手段去克服。 

可见，基于知识管理的视角，导致创新方法应

用问题的主要原因表现为两方面，传统应用流程不

完善以及空间上的界面障碍。 

三、创新方法应用模式的时空优化策略 

（一）时间维度优化-流程再造形成闭环 

创新方法应用模式在时间维度的优化，主要是

基于知识创造理论重构创新方法应用流程，解决当

前创新方法应用流程没有形成闭环、知识创造过程

不完整的问题，包括如下几个措施。 

1.做好创新方法应用基础调查 

创新方法的知识属性，决定了任何人都不是在

零基础上开始学习、使用的。在长期的工作与研发

过程中，创新人员已经通过观察、共享、总结等方

式取得了一定基础，已经通过从外部学习与自身总

结等途径获得了知识基础，这个知识基础对于后面

的创新方法学习掌握有较大的影响。除知识基础外，

创新方法学习人员所面临的技术任务也是基础调查

的重要内容，技术任务与学习意识、应用意识存在

直接关联。 

2.制定合理的培训方案 

根据创新方法学习者的知识基础、技术问题、学

习目标制定有针对性的培训方案，包括培训内容、培

训时间、培训方式等，建议让创新方法学习者参与方

案制定。在培训阶段，应当重视利用隐性知识的显性

化技术，鼓励基于现代信息通讯技术构建协同创新辅

助平台，丰富知识交流手段
[20]

，便于学员自学。 

3.重视后期指导工作 

改变传统的创新方法推广应用模式中重培训、

轻指导的做法，既要重视培训过程，更要在后期应

用中加强创新方法的指导工作。一方面促使学员养

成主动应用创新方法的意识，另一方面是促使创新

方法知识在应用者中的内隐化，真正成为得心应手

的工具。 



 

第 3 期                            王爱峰等：创新方法应用模式的时空优化策略研究                             67 

4.改进考核方式 

在传统推广应用模式中，创新方法培训者一般

会在方法考核后撤出，虽然说通过方法考核的学员

已经基本掌握了创新方法的内容与应用流程，也能

够写出应用创新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案例，但学员

所写案例往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自己以前的知

识基础高度契合，在这期间往往并没有完成新的知

识创造，创新方法也没有实现内隐化。笔者建议设

置两次考核，一次为方法学习效果考核，一次为方

法应用效果考核，学习效果考核仍可沿用现在考核

方式，方法应用效果考核则重点应当考核实际应用

创新方法的能力，也就是应用方法来解决核心技术

问题的能力。通过应用创新方法，解决了实际技术

问题，必然会积累方法应用经验，产生新的知识，

这些知识可以归纳为方法知识库，成为进一步应用

方法的基础，也成为学习新创新方法的起点。 

创新方法再造后应用流程、传统应用流程以及

知识创造流程的比较如图 1 所示。可见，通过流程

再造，创新方法应用流程弥补了缺失环节，形成了

闭环，符合知识创造基本规律。 

方法选择

方法培训

方法考核

方法应用

基础知识
（技术问题）

培训（自学）

初步案例

应用指导 应用考核

学习考核 通过否

通过否

方法知
识库

是

是

否

否

社会化

外在化

组合化

内在化

知识创造流程
传统模式
应用流程

再造后
应用流程

图1.知识创造与创新方法应用流程

（二）空间维度优化——用创新方法解决方法应用

中的问题 

在空间维度的优化目的，主要是克服任务界面

障碍与组织界面障碍，促进知识转移。经深入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导致两种障碍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存

在资源冲突。如对于任务障碍，主要冲突是正常研

发任务与创新方法学习投入之间的冲突，提高创新

方法培训效果，就要导致其他任务受到影响，保证

日常研发任务，又会影响创新方法学习效果；对于

组织障碍，则主要是组织参与程度与资源消耗之间

的冲突，为了促进组织间知识流动，就需要提高组

织协调程度，而这就需要耗费更多的组织资源。TRIZ

创新方法对于矛盾的解决有独到的解决思路，这就

启发我们，对于创新方法应用中的问题，也可以用

创新方法来解决。 

TRIZ 方法中的解题工具包括技术矛盾分析与物

理矛盾分析，以及资源分析工具，这些理论与工具

可以被我们充分借鉴和利用。在本例中，技术矛盾

为时间资源消耗与实际效果之间的矛盾，资源消耗

既要足够长（保证方法应用效果），又要足够短（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保证企业正常运行）。 

由于创新方法的推广应用属于管理问题，实际

并不能准确地用 39 个工程参数来准确计量上述矛

盾，但 TRIZ 中的 40 个创新原理都是我们可以利用

的工具，经分析，本文最终选择采用分割-组合原

理来解决创新方法应用过程中的问题。也就是将创

新方法应用过程涉及到的多个主体——高校、企业

化整为零，分割为多个小系统。通过分解，系统柔

性增加，有利于时间的灵活分配与掌握，各主体间

的接触面总和增大，可以有效促进知识流动。同时，

在顶层设置总体协调指挥小组，利用空间分离原

理，基于现代信息通讯技术构建统一协调平台与协

同创新平台
[21]

，借助网络技术来促进各方的沟通，

加强网络指导，从而能够在不影响学员正常工作研

发任务的前提下，做好创新方法的传授与指导工

作。基于 TRIZ 理论的创新方法应用空间维度优化

策略如表 2 所示。 

表 2. 基于 TRIZ理论的创新方法应用空间维度优化策略 

TRIZ工具 技术矛盾 物理矛盾 资源分析 

问题模型 时间-效果 

效果-资源消耗 

学习时间既要长又要短 高校、企业、传统授课平

台、网络平台、研发资源 

创新原理 分割，组合 空间分离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解决方案 根据目标，各主体分解，重新分组 构建统一协调平台与协同创新平台 资源重组 

效果 提高主体间接触面，促进知识流

动，更有针对性 

提高时间利用效率与灵活性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图 1 知识创造与创新方法应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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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分解重组，每个子系统主要由工程技术人

员、创新方法专家、协调管理人员 3 类人员组成，

工程技术人员职责为应用创新方法解决技术问题，

创新方法专家负责创新方法的传播与应用指导，协

调管理人员则是子系统中的协调节点，负责与总体

协调组的对接，并承担相应的考核职能。改进后的

创新方法应用系统组成如图 2 所示。 

总体指挥协调平台

协调管理人员

工程技术人
员

创新方法专
家

协调管理人员

工程技术人
员

创新方法专
家

协调管理人员

工程技术人
员

创新方法专
家

……

协同创新平台

图2. 创新方法应用系统

子系统1 子系统2

子系统3

 

四、应用案例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

重视，成为国际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从 2015

年开始，在科技部引领下，以两所高校与北京市一

家大型新能源汽车企业为骨干单位，开始在新能源

汽车产业中开展创新方法的应用工作。为切实发挥

创新方法在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中的促进作用，项目

组根据前期调研进行了顶层设计，制订了详细的项

目推进计划，并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 

（一）优化创新方法应用流程，加强考核激励 

在应用流程优化方面，重点做了几方面的工作。 

1.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梳理 

组织专家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面临的关键核心

技术问题进行了梳理，确定了 12 项亟待解决的关键

核心技术问题，根据问题选拔了第一批创新方法学

习人员，包括技术研发负责人、骨干研发人员、关

键流程生产工人等，要求每一位学员都要有自己需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带着问题学习。 

2.鼓励各组成员共同讨论交流 

鼓励各技术攻关小组、指导组打破小组界线，

积极进行讨论交流，促进创新方法的传播，促使一

些优秀小组成为创新方法新的扩散源。 

3.实现应用效果考核的长期化 

在做好培训工作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创

新方法的实际应用指导上，各指导组的教师轮流到

企业驻点，深入指导，促进创新方法知识在应用人

员中的内隐化。总体协调指挥组制定了长期应用效

果考核制度，对于应用创新方法解决了技术问题的小

组，根据技术问题级别、方法应用程度、问题解决程

度确定级别，给予相应的奖励。同时，对于应用效果

优秀的技术攻关组，企业进行重点扶持，给予更多的

资源倾斜，并且加强宣传表扬，充分发挥示范效应。 

（二）打破建制，促进双线融合 

1.统一指挥协调 

为了克服组织间的界面障碍，促进知识转移，

本项目在推进之初成立了由高校课题负责人和企业

行政负责人直接参加的协调指挥领导小组，负责对

项目推进中所需要的资源和人力进行统一调配，企

业高层对创新方法推进工作非常重视，这对项目的

顺利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 

2.设立协同创新小组 

将企业中创新方法学员根据其所在部门，以及

需要解决的关键核心技术问题进行了分组，组建了

12 个技术攻关小组，每个小组设组长一名，一般由

企业基层干部担任，组长负责协调与考核工作，同

时两所高校组织了数十名创新方法研究人员深入企

业，参与创新方法的培训与指导工作，将创新方法

研究人员分配到 12个技术攻关小组作为方法应用指

导教师，与技术攻关小组建立映射关系，形成协同

创新小组。在其后的培训与应用阶段，双方共同学

习
[22]

，共同讨论并研究创新方法应用方案，对于方

法应用中的问题，指导教师负责协助和解答，确保

学员掌握创新方法。 

3.实行双线融合 

工程技术人员在长期的规范化科研开发过程

中，形成了自己固化的工作方式，强化了惯性思维，

不利于创新方法的应用。为提升技术人员在实际研

发中应用创新方法的意识，协同创新小组根据研发

任务特点，分别对研发流程与创新方法应用流程进

行了解构与重组，并利用标牌、软件等形式把这些

流程明示化，做成看板，提醒技术人员在研发时将

创新方法融入，实现方法应用线程与科研开发线程

的有机融合，大大提升了创新方法应用的频率。 

（三）打造协同创新平台，支持知识交流 

为促进知识传播，支持各方的讨论交流，便于

方法应用指导，辅助创新活动，打造了协同创新平

台，其功能模块包括创新案例库、问题方法库、学

习辅助、创新辅助、交流合作等。 

在采取了以上措施以后，各技术攻关小组学习

创新方法的积极性明显加强，方法应用意识得到提

升，学员对于创新方法的掌握速度也有了很大提高，

在项目推进一年多以后，已经有十几项技术问题取

图 2 创新方法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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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突破，正在申报发明专利。但创新方法应用效果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项目组也决定把此项目长期推

进下去，更多的效果需要继续实践和观察。 

五、结语 

创新方法具有典型的知识特征，创新方法的应

用过程也是一个知识创造的过程，为提高创新方法

应用的效果，保证创新方法在企业中应用的可持续

性，就应当根据知识创造理论，对目前创新方法推

广应用的模式进行重构。本文依据知识创造理论对

创新方法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解析，并且从时

间与空间两个维度进行了优化，在时间维度上补齐

流程缺环，实现方法的内隐化，在空间维度上应用

创新方法来解决创新方法应用中存在的资源冲突，

消除了知识转移障碍，提高了知识流动效率。实际

应用案例证明，优化措施是有效的，对于在战略新

兴产业中应用创新方法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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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Methods accor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knowledge.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methods 

application is a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 The traditional linear application pattern of them have some 

shorta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effect and non-sustainability. The methods application pattern is re-constructed in 

both time and space dimensions.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application system,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is lengthened 

to fit the knowledge creation circle, and TRIZ principles are used to break the barriers of knowledge diffusion. The 

new application pattern is tested in new energy automobile industry, which verifies its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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