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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知识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规律是企业的创新规律 而决

定企业创新规律的因素是创新人才 这将导致企业管理观念的重

大变化  

知识经济导致管理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必须首先在观念上进

行变化并力行实践的这一特点在信息产业和 IT 企业中表现的淋漓

尽致 中国 IT 企业是我国最早认识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并在

实践上努力实现的一类企业 但在管理效果上与国外的企业有很

大的差距 其中主要的差距不在于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技术和工具

上的使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上的认识偏差

和在实践中的偏差 本文试图在管理理念上分析和比较国内外 IT

企业在适应经济社会变化的不同 进而认识国内 IT 企业在人力资

源管理理念上和实践中的不足 以期国内 IT 企业重视管理理念

调整管理理念 进而采用合适企业的管理措施和手段 最终提高

企业的管理绩效  

本文使用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 意在说明在信息产业内

导向创新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管理 并不局限于狭义意义上的创新

人才 狭义上看 创新人才是人才群体中素质最高 活力最大

创造能力最强的一类群体 广义上看 人才都具一定的创造能力

和创新潜能 人才与创新人才的概念是重叠的 在导向创新意义

上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重要的是通过管理观念的调整使企业的

人力资源管理在寻求企业的价值最大化的同时 发挥狭义意义上

的创新人才和广义上的创新人才 甚至企业员工的最大价值  

 

关键词 I T 企业   创新   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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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97 年 7 月在上海召开的世界管理大会上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

面向未来的企业管理有十大变化趋势 创新是管理的主基调 知

识和拥有知识的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 建立学习型组织企业

模型使企业适应变化和未来 建立企业快速的应变能力 组织权

力结构的转换 基于分权和高效的扁平式组织结构成为主流 企

业间的合作加强 企业的边界趋于模糊 企业的价值链在行业和

市场端延伸 全球信息和经济的一体化使企业的成功不能仅仅依

靠一国的地区市场战略 需要建立全球市场战略的观念和思考

在保持企业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兼收并蓄 建立有企业自己特色的

又充分吸收其他企业和社会的先进文化成果的企业文化 建立在

企业核心价值观上一致的亚文化并存的企业文化 并进行有不同

亚文化的企业跨文化管理 实现 四满意 目标 顾客满意 员

工满意 投资者满意 社会满意 建立没有管理的管理 即建立

以企业文化和观念为纽带的管理 使管理趋于无形之中 管理趋

于柔性和弹性 趋于满足员工个性又有序和一致1  

产生这些变化的背景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 在知识经济时

代 知识成为企业创造财富 获得附加价值的主要来源 使用知

识的人才成为企业的核心资源 企业核心资源的管理如何导致企

业价值最大化始终是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 因此 面临知识经济

的到来 世界范围的管理观念和实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1. 传统管理理念需要改革  

自 70 年代以来 人们已经注意到 在世界范围内 企业的

寿命缩短了 在美国 平均 62%的公司存活不到 5 年 寿命超过

20 年的公司占公司总数的 10% 只有 2%的公司能够存活 50 年 美

国的 IT 企业只有 10%能够存活 5年2 其中主要原因虽然与激烈的

竞争有关 但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更主要是与这些企业的组织与管

                                                 
1 旭光 兼收并蓄 不断创新 97 年世界管理大会综述 文汇报 1997 年 8 月 11 日 
2周德浮等编著 学习型组织 ,上海财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 页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MBA 论文                                   IT 企业创新人力资源管理观念研究 

2 

理理念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有关  

2. 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  

近年来 企业所处的环境变化日益快速和复杂 未来的不可

把握 环境的不确定 技术的日新月异 竞争日益在企业自然资

源获取均等的情况下进行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完全取决于企业在

使用同等资源下的创新能力  

3. 社会财富的日益发展 人的价值观发生深刻的变化  

现代人不再仅仅为维系生计而工作 而更多的是为了发展自

己的能力和个性 体现自己的价值 追求自我实现而工作 现代

人价值观的变化 导致作为劳动力的人重视生活质量和提升自身

价值的长期行为 直接引发了劳动力素质和能力的变化 加剧劳

动力的流动和获取高质量劳动力的竞争  

4. 知识的影响日趋重要 终身教育的观念被广为接受  

自 60 年代起 国际上提出终身教育的思想 其基本理念在

于为企业每个员工在其一生的任一阶段提供可能的学习机会 越

来越多的企业领导人意识到 企业作为维系人的主要社会组织

应该为企业员工提供实现终身教育 使他们改善自己并为企业创

造效益  

5. 人力资本的概念得到广泛的认同 

人是企业最大的资本这一观念被广泛的接受和认同 在信息

时代 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 知识及创新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对

企业而言 资金已不再是企业的稀缺资源 而人才成为企业的稀

缺资源 拥有知识和创造力的人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 人才的资本概念使企业注意对人才的投入 人才的使用

人才的激励 使人才持续性的拥有知识和创新能力 将人才的价

值充分发挥出来 使其增值以达到人才个人和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在这些背景下的变化趋势无不基于现代管理对人的管理理

念新的认识和变化 都要求企业的管理建立在企业全员管理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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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 通过员工自我管理 组织的学习 大大激发员工的主动精

神 并与企业融为一体 这已经从多个侧面反映了未来人力资源

管理变化的特征 这些管理变化趋势将从管理理念上深刻地影响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变化 同时将导致人力资源的管理效果 所

有这些管理变化的趋势 在世界范围的信息产业看的十分清楚

并在成功的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企业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比尔�盖茨形容 只有变化才是不变 的急剧变化的信息产业内

急剧变化的观念和导致变革的概念 急剧变化的技术和管理 使

坚信信念引导变化 把握实际顺应变化的人才和企业大获成功

虽然 我国 IT 企业是我国最早认识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并在

实践上努力实现的一类企业 但在管理效果上与国外的企业有很

大的差距 其中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技术和工具

上的使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上的认识偏差

因此在管理理念上分析和比较国内外 IT 企业在适应经济社会变化

的不同 进而认识国内 IT 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上的不足 对

国内 IT 企业重视管理理念 调整管理理念 进而寻求管理措施是

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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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信息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创新 

葛洛蒂在 未来生存 一书中说 知识经济时代的最大特

征是科技的高速发展 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 信息技术革命正

迅速改变着传统产业和整个经济的面貌 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

重组 推动工业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 由此而言 信息产业在

当今经济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信息产业在短短的 35 年间引发

了当今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化 信息技术几乎每 10 年都产生一次大

规模的变化 从而导致信息产业几乎每 10 年都产生重大的改组和

变革 产生这些变革的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决定信息产业发展的

基本规律是创新  

一 微笑曲线 的启示 

引导信息产业快速和急剧变化的重要因素是信息产业内在

规律的作用 传统产业遵从的规律是 规模经济 起核心作用的

是资金资本 这决定了传统产业对资源的注重点更集中在资金上

其技术要素更集中在设备上 信息产业遵从的规律是 创新 起

核心作用的是知识资本 即知识和使用知识创新的人才 这决定

了其资源注重点更集中创新人才上 台湾宏基公司[Acer]总裁施

振荣提出在信息产业内著名的 微笑曲线 这条曲线的纵轴表示

企业活动所产生的附加价值 横轴一端是技术含量 一端是销售

渠道 中间是生产 微笑曲线 表示在从事技术含量高和有销售

渠道优势的企业有高的附加价值 企业有好的效益 而在信息产

业内技术和销售及其组合 正是对创新依赖和要求最高的地方

正是创新最起作用的地方 微笑曲线 表明在信息产业内 IT 企

业的赢利取决于企业的创新能力 这表明在信息产业内 IT 企业

的赢利取决于技术推广的速度和企业发展的速度 总之 在信息

产业内 IT 企业的赢利取决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企业使用其创新能

力引发企业发展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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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微笑曲线
1
  

二 创新规律的经济特征 

规模经济 的经济特征是企业追求产品的单位成本低于社

会平均单位成本以获得企业利润 创新规律的经济特征是企业追

求企业生产的低边际成本和用户使用产品的高转换成本 这些经

济特征在信息产业中的软件产业和网络产业表现地尤为典型 低

边际成本是产品生产消耗很低的原子物质 而负载价值高昂的比

特信息 这种情况也可以称为 无耗 高转换成本是用户购买产

品后 由于学习 适应和在这些产品上的再开发 投资 一旦转

而使用其他产品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 因而形成企业对用户的 独

占性 因此 创新规律的经济特征可以描述为企业追求 独占性

无耗 的目标  

创新规律的这些经济特征导致企业追求产品的兼容和形成

产业的标准 以此形成企业在市场上巨大的优势 IBM 公司意识到

在个人电脑落后时采取的重大措施就是开放其技术标准 提出兼

容的概念 允许大量的后起厂家与 IBM 公司一起使用相同的技术

使 IBM 公司的技术迅速形成个人电脑的标准 从而击败个人电脑

的先驱苹果公司 微软公司同样利用 IBM 公司开放个人电脑技术

的时机 以独创的出卖软件使用许可证的方式 依托 IBM 公司这

                                                 
1施振荣 再造宏基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239 页 

类型 

附加价值 

生产制造 

品牌 开发 

销售渠道 技术开发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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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蓝色巨人 甚至不惜以放任盗版为代价 处心积虑地使微软

公司的操作系统成为标准 Intel 同样利用 IBM 公司开放个人电脑

技术的时机 迅速使自己的电脑芯片成为业界的标准  

创新规律的这些经济特征还导致企业追求产品系列的完备

和强化全面的服务 美国网络通信设备供应商 CISCO 公司在公司

上市不到 9年的时间 市值达到 1000 亿美圆 在其之前的记录是

微软公司 用了 11 年的时间 CISCO 公司快速发展的一个秘诀是

发展产品的全系列 CISCO 公司的这一策略使它在 5年之内超过其

主要竞争对手 3COM 公司 并于 1999 年在营业收入[121 亿美圆]

上超过 3COM 公司 57 亿美圆的 112% 由于其强烈的 独占性 特

征 使 CISCO 公司在同期的股市上以 4538 亿美圆的市值超过 3COM

公司市值[187 亿美圆]的 23 倍 甚至超过同列为网络通信公司

Lucent[1999 年营业收入 383 亿美圆,超过 CISCO 公司营业收入的

2 倍]市值 2141 亿美圆的 1 倍 1 以自己的全球性服务体系作为公

司独占性资源优势使用而成功的是 IBM 公司 郭士纳在 1993 年接

手 IBM 公司时 IBM 公司已经历经 4 年的巨额亏损 到 1995 年

IBM 公司扭转颓势恢复赢利 历经期间 IBM 公司付出消失了 14

万个职位 影响了 40 万人的生活 股票市值损失 750 亿美圆的代

价 2 郭士纳在上任 6个月后宣布不将 IBM 公司分割为小公司 作

为整体 郭士纳认为 IBM 公司最具独占性优势的是 IBM 公司遍及

全球和管理有序 历史悠久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因此 IBM 在战略

上改型为全球性的信息服务型企业 为此 IBM 公司加大软件 领

先科技和服务体系的投入 大规模削减硬件产品的比重 典型的

做法如将网络产品卖给 CISCO 公司 转而与 CISCO 公司签署全球

性的代理合作协议  

企业获得 独占性  和 无耗 的优势 除了创新为基本

点之外 企业需要在技术开发和市场开发上巨大的投资 其衍生

                                                 
1 中国计算机报 2000-5-15 第 33 期 A-19 页  
2 吴士宏 逆风飞扬 微软 IBM 和我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第 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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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信息产业高投入 高风险 高收益的特点 同时 引发了与传

统行业不同的改革 巨大的投入不再以费用的形态 而是以投资

的形态出现 而且 巨大的投入大比例的集中在人工费上 使人

成为企业最核心的资源 企业寻求的竞争优势 在创新规律起主

导作用的经济中的意义是寻求企业 独占性无耗 的优势 是通

过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形成人力资源上的优势  

三 创新规律为信息产业带来深刻的变化 

1. 基于创新而不是资金资本的经济 取得利润的潜力是巨大的

发展的速度是快速的  

创新被发掘出来 复制的成本[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同时使

用户的 转换成本 很高 这些导致全球财富和企业财富 个人

财富的不断快速增加 从信息产业发展的速度看 信息产业在 35

年内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龙头产业 其规模已超过任何传统产业

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 同时 IT 企业的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 美

国苹果公司从创立起仅用 5年时间进入美国工业 500 大企业行列

康柏公司打破苹果公司的记录 仅用 4 年时间进入美国工业 500

大企业行列 2000 年度 根据美国 商业周刊 统计 国际最大

10 家企业 IT 企业占有 7 家 而在其中的 IT 企业创业者们 在

企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敛聚个人财富的速度更为惊人 苹果公

司[Apple]的史蒂文�乔布斯 [Steven Jobs]在公司创立到股票上

市的五年内 在 25 岁时成为拥有 2亿美圆资产的亿万富翁 自己

笑称为 乔布斯第二 的微软公司[Microsoft]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更为惊人 在微软创立不到 20 年内达到百亿美圆的资产

99 年达到 640 多亿美圆的资产 同时 99 年 在美国 财富 统

计表上的世界 10 大首富中 微软公司占居 3人 其后 神话不断

出现 巨额亏损的软件公司 Netscape 公司上市当天拥有市值过数

亿美圆 负债累累的股东转眼成为亿万富翁 而在 Internet 时代

创造成功和富翁的速度更快 扬志远创办的 Yahoo 公司于 95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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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美国上市 上市第一天公司市值达 5 亿美圆 此时 距杨志

远创办公司才 1年的时间 1  

2. 知识资本的创新特点 使知识资本在信息产业中的作用和地位

远远超过资金资本 同时知识资本和资金资本在信息产业有显著

的差异  

资金资本的投入与其商业表现和收益没有直接的关系 投入

到某个企业的资金可以产生收益 投到另一个企业的资金可以没

有收益 而知识资本与企业的商业表现和收益有直接的关系 企

业知识资本的获得直接导致企业的收益的获得或提高 正是这种

原因 在信息产业内是资本资金依附在知识资本上 而不是相反

融合了知识资本的资金资本在知识资本的作用下产生巨大的收益

回报 在全球财富的不断增加的今天 可用于投资的资金资本将

伴随新的投资认识和投资文化滚滚而来 拥有巨额潜在利润的知

识产业和知识资本将更容易获得资金资本 今天 美国信息产业

的投资额占社会总投资额的 35% 99 年美国上市公司首期的融资

额达 700 亿美圆 是 90 年的 15 倍 1980 年 一个公司创新观念

初次筹集风险资金到上市平均时间是 9.5 年 到了 2000 年 4 月

这个数字缩短到不到 4 年 美国风险投资资金[创新投资]从 1989

年不到 10 亿美圆,到 1999 年突破 50 亿美圆 预测 2000 年超过 120

亿美圆 2 这些都说明 在创新规律起作用的今天 资金资本将不

再稀缺 优秀的创意和创新取代资金资本成为稀缺的资源  

3. 权力 地位和金钱将属于有创新能力的企业 企业家 企业核

心员工  

99 年底拥有 31000 人的微软公司市值达 6000 亿美圆 雇员

人数 10 倍于微软的麦当劳公司市值却只有微软的 1/10 雅虎公司

99 年底的股价高达其帐面值的 40 倍 如果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能

                                                 
1 http:/www.yesky.com/33554432/50331648/50816.htm 
2 计算机世界 报 2000-9-18 F-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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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雅虎的表现 其市值就不是同期的 20 亿美圆 而是接近 900 亿

美圆 这样巨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些公司的创新能力的不同在股市

上的反映 在创新规律的作用下 企业由于其创新能力的高下导

致企业在股市上的重新排序 企业家的社会地位重新排序的浪潮

也席卷整个社会 在信息产业内 企业家的地位超越风险投资家

风险投资家地位超越了投资资本家 在发生这些情况的背后 我

们看到在资本市场资金资本的地位下降 与此同时 我们同样看

到在 在企业内资金资本的地位下降 代表资金资本的股东将不

再拥有公司的全部利润 公司股东将逐渐失去原有的权势 转而

由提供创新的公司员工获得 企业核心员工甚至大比例的企业员

工获得额外的分红和认股权在信息企业内已不是一种趋势 而是

一种惯例  

 

这些深刻的变化表明了在信息产业中创新规律的后面的企

业创新和企业创新人才的作用 企业的一切都将围绕着这些人才

进行激烈的竞争 获得这些员工 发挥这些员工的作用 提高企

业员工的素质和能力等等 从而使企业不断具有创新能力 已经

在信息产业引发空前活跃的管理变革 所有这些都集中到对企业

导向创新的人力资源管理这一核心点上 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管

理观念上的变化和在管理实践中贯彻正确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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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创新理论 

一 熊彼特创新理论 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 

创新作为经济学概念是由美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提出来的 1912 年 熊彼特在他的 经济发

展理论 一书中 对他的创新理论体系作了第一次重要表述 他

认为 创新 是企业家实现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新的组

合 是企业利润的来源 熊彼特提出著名的定理 利润来自于创

新者的优势 因此该创新一旦普及它就即刻消失 要实现创新

熊彼特认为一是依靠银行信贷 二是需要企业家履行其职能 他

将银行信用分为 正常信用 和 非正常信用 两类 前者是以

现有产品为对象的信贷 这对企业的创新帮助不大 后者是银行

对未来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提供的信贷 只有这类信贷真正促进企

业的创新 熊彼特创新理论体系中的企业家是指创新活动的倡导

者和实行者 企业家是经济活动中的革命者 他们具备一种特殊

的领导能力 具有发现和把握商业机会的才能  

熊彼特在他的创新理论体系第一次完整并准确的提出实现

创新的两大主要经济学要素 资本与人 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它表述了经济活动中资本应有两种类型 其中一种应是直接服务

于人类的创新活动 导致了在经济实践中 资本分解出风险投资

加速了经济创新活动 同时界定了企业家的价值 分离出企业家

与管理者的类别 指出企业家的本质是进行经济要素的创新 而

这些创新直接导致要素的增值 企业家通过创新活动 通过对新

产品 新市场 新的生产方法 新的组织运作以及新的材料来源

的控制 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创新产品价格与生产费

用之间的差额就是利润 因为有利可图 创新会导致其他人竞相

效仿 产生一批 模仿者 于是 最初的改进和创新会在行业内

推广 同时大量的银行借款和投资会使经济繁荣 这样 熊彼特

在他的创新理论体系将企业家置于一个较高的地位 甚至认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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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资本主义的灵魂  

熊彼特在他的创新理论体系还描述了他的 创新 或 新组

合 内容 包括五种情况  

1. 创造新产品 即创造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 或增加已有

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  

2. 引进新技术 采用新的生产方式 这些新技术或新的生产

方式可以是建立在新的科学发现上 也可以是以新的商业

方式来处理原有的产品  

3. 开辟新市场 进入以前未进入的市场 不管这个市场以前

是否存在  

4. 获得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建立或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

不论这些来源是已经存在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  

5. 实现企业新组织或企业重组 以加强企业竞争地位  

熊彼特基于改变要素组合的创新概念过于严格 从管理学的角

度看 创新概念更注重于能够达到组织目标的活动 注重这些活

动导致的渐进性的创新 实际上 企业的许多创新 未必是经济

要素意义上的创新 许多创新也不是全新的东西 管理学上的创

新活动包括了企业对现行技术和生产系统的改进 产品质量的提

高与产品特性的改进以及各类企业活动 商业活动的改进和更新

管理学的创新具有更多的含义 改善了人们生活质量 提高了工

作效率 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地位等等 都是管理学上的创新 有

些创新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 因而带有革命性的冲击 而大多数

却没有 但它有商业上的意义 企业经营上的意义 管理学上的

活动创新所表现的形式 可以是旧东西以新的方式出现 可以是

非物化的东西 这样 经济学上的基于要素创新与管理学上的活

动创新是同样重要的  

二 杜鲁克的创新理论 管理学意义上的创新 

现代经验主义管理流派的创立者彼得�杜鲁克[Pete Dru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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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从企业管理 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待企业的创新活动 杜

鲁克用企业的实践将企业的创新活动包揽其中 他认为世界在不

断变化中 把握未来是管理学的最大难题 把握未来最终需要由

现实的行动做出创造和创新 所以 他强调管理者要把握发展的

机会 变动的机会 而创新是企业获得未来的机会的重要手段

是企业在市场的领导地位的来源 杜鲁克的管理思想强调对现实

的把握和对企业家的重视 他注重企业家的行为 杜鲁克认为

未来的世界是由一些完全独立自主的个人在创造 明天将会如何

主要取决于今天的决策人 尤其是企业的经理人员 取决于他们

的知识 经验 洞察力和行动的素质  

杜鲁克在管理学上对创新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企业的创新活

动导向企业获得经济成果 他始终将企业的创新活动置于使用企

业资源产生经济效益[成果]的评估体系之中 杜鲁克认为企业在

其创新实践中必须认识到企业承担的经济任务 这些包括 必须

把目前的企业经营的卓有成效 企业的潜力必须得到确认和实现

必须把企业塑造成一个能够适应未来的企业这三项目标 企业实

现这些目标时的创新实践活动实际上是交叉进行的 因此 企业

需要一个统一的战略使其在创新实践活动中使用资源导向企业所

期待的成果 企业在实施其战略时 需要对其取得经济绩效的能

力有所了解 需要对企业可利用的资源与可能取得的成果之间的

关系应有明晰的理解 企业在进行其创新活动时评估其可利用的

资源与可能取得的成果时需要认识到如下几点  

1. 创新是企业独特的资源 并且是企业资源获得成果的保证 

成果与资源均不存在于企业之内 尤其是企业成果取决于企

业外部 既企业的顾客 其决定了一个企业的资源使用是否变成

经济成果 还是造成资源的浪费 企业是否得到企业的顾客的认

同 关键在于企业使用知识进行创新的能力 杜鲁克认为 知识

是企业的一种重要的资源 但使企业成为真正与众不同 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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