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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突破性技术创新对企业获取和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实现突破性

技术创新已成为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关注的焦点。实现突破性技术创新离不开一系列突破性

技术创新行为，技术管理是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已有研究还没有关注到技

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导致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未得到充分激活，进而影

响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成功实现。

　　基于行为科学理论，识别技术管理能力影响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过程中的传导要素，分析

技术管理能力及其与技术能力的匹配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技术能力、激进

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愿在技术管理能力影响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采取

大样本问卷调查收集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技术管理能力及其与技术能力的匹配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技术能力、激进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愿在技术管理能力影响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

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与激进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愿相比，技术能力的中介作用更大。

在此基础上，构建包括直接路径、能力路径和动机路径的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

影响的传导路径模型。

　　研究结果证实了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丰富了突破性技术创

新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揭示了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路径，拓展了对技

术管理能力作用发挥的理论认识。同时，从提升技术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培育激进式企业家

精神和创新意愿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企业运用技术管理能力促进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提

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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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本质是创新的竞

争。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继续保持世界第二位，但

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还存在很

大差距，表现为缺乏重大原创成果，引领技术发展和

应对技术变革的技术储备不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

于人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2019年的首要

重点工作任务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调要坚

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

虽然渐进性技术创新可以缩小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

的技术差距，却无法实现追赶和超越。而突破性技

术创新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有效规避国外在位企业的

技术优势，重塑技术轨道，实现弯道超车，后发制人。

因此，大力促进突破性技术创新成为推动中国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

实现突破性技术创新必然伴随着一些不同于一

般性技术创新的活动 [2]，这些活动即为突破性技术创

新行为。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是企业进行突破性技

术创新的源泉 [3]，它不仅是突破性技术创新影响因素

的作用对象，而且是提升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直

接诱因。因此，非常有必要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

展开研究。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本质是一项复杂的

组织过程，面临一些重要的管理挑战。技术管理不

仅有助于对技术活动自身进行规划和组织，还通过

对创新过程中涉及的各个部门进行协调解决技术创

新过程中潜在的不确定性问题 [4]，激发技术创新行为。

因此，技术管理能力是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重要

驱动因素。目前无论在理论界还是产业界，对于技

术管理能力如何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产生影响还

缺乏清晰的认识，导致很多企业未能充分发挥技术

管理能力的作用，进而影响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成功

实现。因此，技术管理能力如何影响突破性技术创

新行为成为理论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相关研究评述 

1.1  企业技术管理

技术管理最初起源于工程管理等领域，目的在于

为企业提供有效的实践来开发和使用技术 [5]。已有

的技术管理研究主要从过程观和资源观两个视角展

开。从过程观视角，GREGORY et al.[6] 提出技术管理

是一个包括识别、选择、获取、利用和保护 5个环节

的过程；CETINDAMAR et al.[7] 认为学习也是技术管

理的重要过程之一，并进一步从动态能力视角指出

技术管理活动并不是一种线性的活动，而是随创新

过程的变化不断调整。从资源观视角，BADAWY[8]

认为技术管理的关键是对技术资源的管理；KERR et
al.[9] 认为企业通过有效的技术管理将拥有的技术资

源与组织目标相结合，从而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下快

速开展创新活动；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10] 认为技术

管理是通过对技术能力进行计划、开发和实施以实

现组织的战略性和运作性目标。本研究沿用美国国

家研究委员会对技术管理内涵的界定，认为技术管

理能力是通过对技术能力进行规划和开发，以实现

组织的战略性和运作性目标的能力。 

1.2  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

已有组织层次的创新行为研究大都集中于技术

创新行为，较少关注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技术创

新行为的实质是确定技术创新活动和配置技术创新

资源 [11]，受到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基

于这种认识，学者们从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两个视

角探讨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从组织内部，学

者们重点关注管理水平和资源状况对技术创新行为

的影响。在管理水平方面，李后建等 [12] 发现管理层

风险激励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AS et
al.[13] 的研究表明，知识管理系统对技术创新行为具

有正向影响。在资源状况方面，ZHANG et al.[14] 将技

术联盟视为技术创新行为的重要表现，发现技术知

识基础对技术联盟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赵娜等 [15]

发现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和科技人员比例对技术创新

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从组织外部，学者们重点

关注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对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在政府政策方面，FELDMAN et al.[16] 和 KANG et al.[17]

的研究表明，政府直接和间接资金支持促进企业内

部研发。在政府行为方面，高照军等 [18] 认为制度环

境迫使企业更加投入到创新行为中；龙静等 [19] 研究

发现政府政策扶持措施促进企业知识搜索进而影响

创新绩效。 

1.3  技术管理能力对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在创新管理研究中，技术管理能力与技术创新行

为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其中的热点，许多学者从知识

视角就技术管理能力对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展开研

究。虽然知识资源对技术创新至关重要，但仅拥有

知识资源却不能保证技术创新顺利实现 [20]，企业还

需要对拥有的知识资源进行有效利用 [21]。技术管理

能力不仅有助于企业获取和吸收技术知识资源 [22]，

而且推动将获取和吸收的技术知识资源与技术创新

战略相结合，从而根据技术创新战略的需要动态地

对技术知识资源进行操控 [23]。基于这种认识，学者

们认为技术管理能力对技术创新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KORNISH et al.[24] 认为有效的技术管理促进技术创新

过程中技术知识的合理流动，从而推动技术知识存

量的利用和转化；CETINDAMAR et al.[25] 的研究表明，

技术管理为面向技术创新的知识管理提供了一组可

操作实践，包括头脑风暴、成本− 效益分析和统计决

策模型，为深入理解技术创新活动中的问题及解决

方法提供基础；CETINDAMAR et al.[5] 认为在技术知

识转移过程中，技术管理能力促使企业不断进行技

术学习，为技术创新行为提供知识保障。综上可以

看出，知识是解释技术管理能力与技术创新行为之

间关系的最微观要素，最终会深入到知识的层面研

究技术管理能力与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 

1.4  简要评述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技术管理能力和突破性技术

创新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已有研究还有不足之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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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表现在：一方面，已有创新行为的研究大都集中于

技术创新行为，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研究还没

有充分展开；另一方面，已有技术管理能力对技术创

新行为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技术管理能力的直接作

用，缺乏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影响

的传导路径的考察。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是成功实

现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基础，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

研究的不充分导致突破性技术创新理论基础构建不

完善。而技术管理能力是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重

要驱动因素，缺乏对技术管理能力作用路径的探索，

导致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影响的内

在逻辑不明确，削弱了技术管理能力的解释力，限制

了技术管理与突破性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研究的深入。

针对以上研究不足，本研究深入探索技术管理能力

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以期为企业突

破性技术创新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  研究框架

行为科学理论的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具有的能力

和动机是创新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26]。技术管理能

力不仅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由此

形成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影响的直

接路径；还通过影响技术创新行为的能力要素和动

机要素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产生间接影响，由此

形成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影响的能

力路径和动机路径。

知识是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基础，技术管理能力

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影响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技

术知识的作用。技术能力是企业拥有技术知识的集

中体现，因此，从知识视角看，技术能力是技术管理

能力影响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能力传导要素。魏

江等 [27] 认为技术能力的本质是技术知识，它是附着

在企业内部人员、信息、设备和组织中所有的技术

知识存量。本研究沿用魏江等 [27] 的观点，将技术能

力视为支持技术创新的技术知识资源，它反映了组

织拥有的技术知识存量。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动机可以分为内源性动机、

外源性动机和无动机 3类 [28]。内源性动机是对参与

的工作具有内在兴趣而产生的动机，外源性动机是

为获得某种可区分的结果而从事某一项活动，无动

机是对从事的活动没有兴趣。突破性技术创新具有

高度的不确定性，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只有在企业

家基于内在兴趣主动探索的内源性动机 (激进式企

业家精神 )[29] 和积极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外

源性动机 (创新意愿 )[30] 作用下才能实现。因此，技

术管理能力影响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动机传导要

素包括激进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愿，激进式企业

家精神是以冒险和前慑为特点的企业家特质 [31]，创

新意愿是组织对技术创新行为的认可程度 [32]。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将技术管理能力作为突破

性技术创新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揭示技术管理能

力影响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过程中的直接路径、通

过技术能力传导的能力路径以及通过激进式企业家

精神和创新意愿传导的动机路径。 

2.2  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有效的技术管理可以推动企业顺利完成技术创

新活动。企业运用技术管理能清晰地描绘出企业当

前所在的技术位置，以及未来行业技术的发展方向

和演化路径 [33]，由此整合进行技术开发所需的各个

要素，为实施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提供必要条件。

同时，企业技术管理能力越强，越能准确掌握突破性

技术创新的资金需求 [9]，并根据资金需求筹集和合理

分配资金，从而启动大量突破性技术创新项目。此

外，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企业可以通过技术管理对研

发、制造、市场等职能部门进行跨功能的整合 [23]，这

有助于协调创新过程中的规划、生产、沟通等一系

列要素，促进跨部门的知识共享。技术管理也能通

过技术图、技术矩阵和技术曲线等工具对技术创新

过程中共享的知识进行提炼和深化 [34]，促使企业形

成不同于现有知识资产的新知识资产。因此，企业

技术管理能力越强，越能推进知识搜寻和获取，满足

企业进行突破性技术开发的知识需求。因此，本研

究提出假设。

H1 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 

2.3  技术能力在技术管理能力影响突破性技术创新

行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技术能力是正确选择和成功实施突破性技术创

新行为的基础，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

为的影响有一部分会通过对技术能力进行规划和开

发实现。企业运用技术管理工具对技术知识进行知

识组合和知识交换，不断激活企业的技术知识存量 [35]，

这有助于企业形成新的技术创新思路，从而开发突

破性技术。企业在对拥有的技术进行管理的过程中

也能不断提升技术能力，使企业更好地获取外部知

识。一方面，有助于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引入更

多先进的技术 [36]；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将引进技术中

蕴含的知识进行同化和吸收，并运用这些知识促使

企业产生与现有解决方案不同的创新成果 [37]。提升

由技术管理能力形成的技术能力以促使企业的技术

创新方向发生转变，有利于形成新技术开发导向 [38]，

促使企业向突破性技术开发投入资金，启动突破性

技术开发项目。因此，技术管理能力通过激活技术

能力存量和促进技术能力增长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

为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 技术能力在技术管理能力影响突破性技术创

新行为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2.4  技术管理能力与技术能力匹配的影响

在企业能力系统中，技术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是

两种重要的能力 [39]。技术管理能力与技术能力匹配

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两种能力匹

配是二者之间相互适应和契合，形成协调发展的状

态。技术能力是企业拥有的技术知识资源，是实施

第  1 期 刘业鑫等：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行多重中介机制 69



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基础。具有较高技术能力水

平的企业能持续地进行知识创新，并将开发出的技

术知识快速应用到突破性技术创新中 [40]。但技术能

力的转化需要满足技术创新需求，从而确保企业拥

有的技术能力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合理配置。企业通

过技术管理能力实现对技术能力的规划和开发，充

分运用和协调技术能力，保证技术能力有效分配到

突破性技术创新中 [41]，从而满足开展突破性技术创

新行为的需要。技术的不断变化也为突破性技术创

新带来机遇和挑战，企业若要捕捉和转化外部环境

中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需要提高技术能力，从而

奠定应对机遇和挑战的基础；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

动态的技术管理发现外部环境中的机遇和挑战。因

此，只有当技术管理能力与技术能力匹配时，才能将

外部环境中存在的机遇和挑战转化为突破性技术创

新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 技术管理能力与技术能力匹配对突破性技术

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5  激进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愿在技术管理能力

影响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技术管理能力不仅通过技术能力对突破性技术

创新行为产生影响，还通过激进式企业家精神和创

新意愿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产生影响。技术管理

能力将技术发展置于企业发展的核心位置，强调技

术创新对于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 [42]。企业对技

术创新重要性的认识有助于形成激进式企业家精

神 [43]，进而使企业形成开发全新技术的动力。同时，

技术管理能力越强，企业越能获取进行技术开发所

需的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 [44]，这有助于企业家对开

发突破性技术的前景进行有效判断，进而激发激进

式企业家精神。激进式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能提高企

业开发突破性技术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表现在开发

突破性技术过程中利用自身社会网络大量开展知识

搜寻和获取 [45]、发掘新技术开发机会 [46] 和开展技术

学习活动 [47] 等。技术管理能力越强，也越有利于企

业形成关注技术创新的企业文化 [48]，激发企业家对

突破性技术开发的认同，这有助于企业向突破性技

术创新投入大量资源，表现为给突破性技术创新投

入大量资金、启动大量突破性技术开发项目等行为。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 激进式企业家精神在技术管理能力影响突破

性技术创新行为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产生依赖于创新意

愿，而创新意愿受到企业对内外部环境认知的影响 [49]。

企业可以通过技术管理对内外部环境进行扫描，从

而对内外部环境认知产生影响 [50]。因此，技术管理

能力通过影响创新意愿进而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

产生影响。技术管理能力越强，企业越能确定当前

自身的技术位置，预测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从而在

时间和空间上揭示实现突破性技术开发的步骤，有

效规避开发突破性技术的风险。由技术管理描绘的

整体技术规划系统预测了开发突破性技术面临的多

方面不确定因素 [51]，有助于企业形成对突破性技术

开发结果的积极预期，进而提高企业进行突破性技

术开发的意愿，因此使企业产生更多的突破性技术

创新行为。技术管理也能通过设定企业技术发展的

方向和路线推动企业内各部门形成对突破性技术创

新政策、实践和程序的共同理解 [52]，促使突破性技术

开发成为企业的共同愿景，使企业在突破性技术创

新过程中积极投入所需的各种资源，实施突破性技

术创新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5 创新意愿在技术管理能力影响突破性技术创

新行为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问

卷调查的对象是技术创新活动较为密集的制造业企

业，包括航天设备制造业、重型机床和加工设备制造

业、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和汽车

制造业等，发放的对象主要是以往走访调研的企业。

发放问卷时间为 2018年 2月至 6月，通过面对面和电

子邮件方式发放问卷。由于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更全

面和准确地了解技术管理能力、技术能力、激进式

企业家精神、创新意愿和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相

关情况，因此调查问卷的发放对象以企业中高层管

理人员为主。为减少共同方法变异对研究结果的影

响，本研究从技术管理负责人和研发部门负责人两

个来源获取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数据。研发部门负责

人的岗位职责与技术创新决策、技术开发流程、研

发团队、研发组织结构紧密相关，他们对突破性技术

创新行为更为了解，由研发部门负责人填写测量突

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问卷。企业技术管理负责人更

了解技术管理能力等相关情况，由企业技术管理负

责人填写其他部分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 180份问

卷，其中，面对面发放 92份问卷，收回 92份，有效问

卷 7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2.609%；通过电子邮件

发放 88份问卷，收回 65份，有效问卷 52份，有效问

卷回收率为 59.091%。因此，共收到有效样本 128份，

其分布情况见表 1。 

3.2  变量测量

对于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技术管理能力、技术

能力、激进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愿的测量，均采用

或参考国内外已经广泛应用的成熟量表，并根据本

研究目的进行适当修改，确保研究量表的合理性。

在问卷正式定稿之前，选取参加正式调查以外的企

业进行预调研，并根据预调研的结果对问卷进行修

改，本次调研数据不纳入最终的数据分析。采用

Likert 5点评分法测量问卷中所有题项，1为非常不同

意，5为非常同意，请问卷填写者根据企业的实际情

况进行判断。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借鉴

KELLEY[53] 和 O′ CONNOR et al.[54−55] 测量突破性技术

创新的量表测量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共 12个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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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自变量为技术管理能力，借鉴 WU et al.[56] 测
量技术管理的量表测量技术管理能力，共 20个题项。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技术能力、激进式企业家精神

和创新意愿，借鉴吴伟伟等 [57] 测量技术能力的量表

测量技术能力，共 13个题项；借鉴 HE et al.[58] 和蒋春

燕等 [59] 测量激进式企业家精神的量表测量激进式企

业家精神，共 4个题项；借鉴 HURLEY et al.[60] 和曹勇

等 [61] 测量创新意愿的量表测量创新意愿，共 4个题

项。各量表的具体题项、Cronbach′ s α值和累计方差

贡献率见表 2。
根据已有研究，本研究将可能对突破性技术创新

行为产生影响的企业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模

型，包括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借鉴曹勇等 [61] 的测量

方式进行测量。 

3.3  信度和效度分析

采用 Cronbach′ s α进行信度分析，由表 2可知，各

变量的 Cronbach′s α值均大于 0.700的参考值，表明问

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本研究测量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技术管理能

力、技术能力、激进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愿的量

表均选用国内外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成熟量表，在问

卷定稿之前，邀请熟悉本研究领域的业内专家和企

业实际工作者对量表的测量题项和变量内涵之间的

契合性进行判断，结果表明本研究选取的测量题项

与所要测量的变量内涵相一致。因此，本研究量表

的内容效度得到保证。

应用平均方差抽取量的算术平方根检验变量之

间的区分效度，结果表明各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

的算术平方根在 0.425～0.626之间，均大于相关系数

表中该变量所在行和列的相关系数，说明各研究变

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采用因子分析判断结构效度，由表 2可知，突破

性技术创新行为可以提取 1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

献率为 75.236%；技术管理能力可以提取 3个公因子，

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1.223%；技术能力可以提取 4
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3.216%；激进式企

业家精神可以提取 1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

为 77.233%；创新意愿可以提取 1个公因子，其累计方

差贡献率为 76.262%。各量表提取的公因子数量和

结构与量表设计时的维度一致，且提取公因子的累

计方差贡献率均大于 70%，表明本研究使用的量表具

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

表 3给出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 3可知，技术管

理能力与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H1 得到初步验证。同时，技术管理能力与技术能

力、激进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愿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技术能力、激进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愿与

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2～H5

得到初步验证。 

4.2  假设检验

χ2

df

本研究以技术能力、激进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

意愿为中介变量，研究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

创新行为的影响，属于并行多重中介模型。温忠麟

等 [62] 的研究表明，并行多重中介模型中包含的变量

较多，路径相对复杂，一般应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

检验。本研究采用Mplus 7.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验证本研究假设。本研究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拟

合指数为：  = 3.395，RMSEA = 0.032，CFI = 0.967，TLI =

0.953，各拟合指标均比较理想。结构方程模型估计

的路径系数见图 1，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

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230，p < 0.010；技术

管理能力与技术能力匹配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产

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 0.136， p < 0.010。H1 和 H3 得

到验证。

利用 Mplus 7.0进行 bootstrapping分析，设定随机

抽取样本量为 5 000，检验技术能力、激进式企业家

精神和创新意愿的中介效应，结果见表 4。由表 4可

知，技术管理能力通过技术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

行为影响的标准化间接效应值为 0.053，95% 置信区

间为 [0.092, 0.182]，不包含 0；技术管理能力通过激进

式企业家精神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影响的标准化

间接效应值为 0.019， 95% 置信区间为 [0.055,  0.107]，

表  1  样本分布

Table 1  Sample Distribution

项目 分类 样本量 百分比/%

行业

航天设备制造业 25 19.531

重型机床和加工设备制造业 26 20.312

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 23 17.969

发电设备制造业 30 23.438

汽车制造业 15 11.719

其他 9 7.031

规模

300人及以下 18 14.063

301人～500人 23 17.969

501人～1 000人 38 29.687

1 001人～2 000人 28 21.875

2 000人以上 21 16.406

年龄

5年及以下 13 10.156

6年～10年 28 21.875

10年～15年 39 30.469

15年～20年 32 25

21年及以上 16 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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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测量题项、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Table 2  Measuring Items, Test Results fo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变量 维度 题项 Cronbach′s α 累计方差贡献率/%

突破性技术
创新行为

制定突破性技术开发目标；
积极将先进技术应用于技术创新；
致力于制定行业技术标准；
持续高强度向新技术研发活动进行研发投入；
启动大量研发新技术的创新项目；
跨部门共享新技术知识；
从企业外部获取大量新技术知识；
挖掘客户潜在突破性技术需求；
检索跨领域的技术信息；
开展大量探索式学习活动；
积极采用新的技术标准开展技术创新；
打破技术常规，适应突破性技术开发需要

0.758 75.236

技术管理
能力

技术资源
管理

为技术活动筹集所需资金；
保证资金在技术活动中有效使用；
有效管理机器设备；
制定技术人才发展战略；
设置专门从事技术管理的人员；
有效管理技术员工；
重视技术员工团队建设；
建立技术员工之间良好的沟通渠道；
有计划收集技术情报；
形成完善的技术信息档案；
及时对形成的技术成果进行评估；
主动申请技术专利

0.725 71.223

技术组织
管理

创建关注技术创新的企业文化；
按照技术活动要求调整组织结构；
建立有效的技术合作关系；
对技术活动进行规划

技术质量
管理

建立全面质量管理体系；    建立技术标准体系；
开展技术标准实施活动；    有效管理技术风险

技术能力

人员能力
科技人员的数量；                高级技工的数量；
员工年龄结构的合理性；
员工知识文化层次

0.751 73.216

设备能力
设备的完好程度；
国际先进水平设备数量

信息能力
信息网络的水平；                技术档案数量；
技术档案满足研发需求程度

组织能力
管理层的素质、经验；
企业从事研发的各级机构的数量；
研发经费供应情况；            产品/技术储备情况

激进式
企业家精神

领导者愿意引进全新的产品；
领导者愿意拓展全新的产品范围；
领导者愿意开发全新的市场；
领导者愿意进入全新的技术领域

0.755 77.233

创新意愿

企业愿意主动寻求解决技术问题的新方式；
企业愿意承担技术创新带来的高风险；
企业愿意创造技术创新需要的交流氛围；
企业愿意接受基于研究成果的技术创新

0.763 7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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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含 0；技术管理能力通过创新意愿对突破性技术

创新行为影响的标准化间接效应值为 0.018， 95% 置

信区间为 [0.047, 0.108]，不包含 0。以上结果说明间

接效应显著，技术能力、激进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

愿在技术管理能力影响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过程

中起中介作用。H2、H4 和 H5 得到验证。 

5  讨论

对 H1 的检验结果表明，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

技术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已有研究表明，

技术管理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紧密相关。本研究聚

焦于突破性技术创新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创新，

从行为视角出发，发现技术管理能力与突破性技术

创新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关系。技术管理不仅

对现有的技术进行改进，也促进新技术的产生，从而

应对激烈的竞争。技术管理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

于在技术上保持领先地位，因而也更加愿意开发突

破性技术。对 H3 的检验结果表明，技术管理能力与

技术能力匹配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这符合匹配影响效果的解释。技术能力是

表  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突破性技术
创新行为

技术管
理能力

技术
能力

激进式
企业家精神

创新
意愿

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 3.989 0.297 1

技术管理能力 4.189 0.295 0.329*** 1

技术能力 4.292 0.366 0.265*** 0.272*** 1

激进式企业家精神 3.783 0.623 0.213* 0.295*** 0.237** 1

创新意愿 3.695 0.576 0.225* 0.276*** 0.173* 0.139* 1

　　注： ***为p < 0.010， **为p < 0.050， *为p < 0.100，下同。

0.230***
技术管理能力

技术能力

激进式企业家精神

创新意愿

技术管理能力与
技术能力匹配

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

0.196***

0.104***

0.112***

0.272***

0.181***

0.162***

0.136***

 

图  1  假设检验结果

Figure 1  Results for Hypotheses Test

表  4  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ping检验结果

Table 4  Bootstrapping Test Results for Mediating Effect

自变量 中介变量 因变量 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技术管理能力

技术能力

突破性技术
创新行为

0.053 0.092 0.182

激进式企业家精神 0.019 0.055 0.107

创新意愿 0.018 0.047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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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拥有的技术知识资源，能够推动技术知识的创

造以支持突破性技术创新顺利实现。然而技术能力

需要在技术管理能力的引导下才能发挥作用，技术

管理能力与技术能力匹配使技术管理能力和技术能

力的效用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最大程度地激发突

破性技术创新行为。

对 H2、H4 和 H5 的检验结果表明，技术能力、激进

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愿在技术管理能力影响突破

性技术创新行为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已有研究表

明，技术管理影响产品创新的过程中存在技术管理  −
技术能力  − 产品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本研究在此

基础上进行拓展，不仅从能力视角识别了技术管理

能力  − 技术能力  − 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技术管理

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影响的能力路径，而且

从动机视角识别了技术管理能力  − 激进式企业家精

神  − 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和技术管理能力  − 创新意

愿  − 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

技术创新行为影响的动机路径。技术管理能力的间

接路径提醒企业不仅要关注技术管理能力的提升，

还要注重积累技术能力以及培育激进式企业家精神

和创新意愿，从而充分发挥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

技术创新行为的作用。

根据研究结果，本研究构建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

性技术创新行为影响的传导路径模型，见图 2，实线

代表作用路径，实线的粗细代表效应的大小，虚线框

区分了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影响的

能力路径和动机路径。由图 2可知，在直接作用上，

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直接作用大

于技术管理能力与技术能力匹配对突破性技术创新

行为的直接作用。技术管理能力通过对技术能力的

规划和开发将技术能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充分

发挥技术管理能力的作用不仅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

水平作为基础，而且技术管理能力的提升也促进技

术能力的提升，进而形成技术管理能力与技术能力

相互影响的良性循环。因而相对于技术管理能力与

技术能力匹配，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

为的直接效应更大。在间接作用上，相对于动机路

径，能力路径的传导效应更大。突破性技术创新是

知识密集型的活动，只有激活技术能力才能顺利完

成。间接路径效应的差异提醒企业在发挥技术管理

能力的作用时应根据效应的差异对不同路径进行选

择，企业在加强技术管理能力的作用时，相对于激进

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愿，应对技术能力给予更多

关注。 

6  结论

本研究以技术能力、激进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

意愿为中介变量，深入分析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

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技术管

理能力及其与技术能力匹配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

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技术能力、激进式企业家精神

和创新意愿在技术管理能力影响突破性技术创新行

为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6.1  理论贡献

(1)本研究对于更深刻地理解技术管理能力与技

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揭示技术管理能力如何对突破

性技术创新行为产生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首

先，本研究发现技术管理能力与突破性技术创新行

为之间具有显著的关联关系。已有研究大都关注技

术管理能力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本研究聚焦于突破

性技术创新这一重要的技术创新，从行为视角，发现

二者之间的关联关系，这不仅将技术管理能力的解

释范畴从一般性的技术创新拓展到突破性技术创新，

而且识别了新的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丰富

了对突破性技术创新前因变量的理论认识。

(2)揭示了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

的影响路径。本研究发现技术管理能力不仅通过技

术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产生影响，还通过激

进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愿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

产生影响。技术能力中介作用的揭示深化了技术管

理能力与技术能力之间关系的理论解释，激进式企

业家精神和创新意愿中介作用的揭示开拓了技术管

理能力作用发挥的理论认识。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

性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路径阐明了二者之间的作用

机理，不仅打破了仅关注技术管理能力对技术创新

影响直接效应的认知局限，而且为技术管理能力向

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传导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3)本研究也是对行为科学理论的有益补充。已

有的创新行为研究大都关注员工的创新行为，本研

究从组织层面探索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

将行为科学理论的研究从个体层面提升到组织层面，

拓展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范围。 

6.2  管理启示

本研究结果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实践具有一

动机路径

能力路径

激进式
企业家精神

创新意愿

技术管理能力与技术能力匹配

突破性技术
创新行为

技术能力

技术
管理能力 直接路径

 

图  2  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

创新行为影响的传导路径模型

Figure 2  Path Model of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pability on

Rad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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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启示作用。技术管理能力不仅对突破性技术创

新行为具有直接影响，同时还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

为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企业若要进

行突破性技术创新，必须重视提升技术管理能力。

企业应多方面筹集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所需的资金，

及时掌握设备的使用情况，构建技术人才的选拔、激

励和培训机制，有计划地采集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所

需的技术信息，及时挖掘技术成果，积极创建创新导

向的企业文化，建立跨部门团队和技术合作关系，推

动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主动推进技术标准的执

行，建立技术风险控制体系。

技术能力、激进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愿对技

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

的传导作用，因此企业应注重提升技术能力以及培

育激进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愿，使技术管理能力

的效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企业应提高科技人员和

高级技工的数量和素质，增加信息网络的数量，强化

信息网络质量，有计划地采购国际先进的机器设备，

持续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企业应制定严格的企业

家选拔标准，完善企业家激励机制，适时引进新的报

酬形式，建立民主决策、充分参与的决策制度，完善

董事会职能，发挥监事会的作用；企业应树立有利于

长远发展的价值理念，注重建设和谐的创新型企业

文化，重视组织学习的重要性，保证学习的有效性，

包容技术创新失败，对技术创新失败进行适当补偿。 

6.3  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研究局限，需要未来研究进行

拓展。首先，本研究仅从能力和动机视角识别技术

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影响的中介变量，

为完善对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影响

机制的认识，可以考虑从其他视角挖掘技术管理能

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影响传导过程中存在的其

他中介变量。其次，本研究使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

制造业企业，此研究结果更适用于制造业企业。为

增强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可运用其他行业企业数据

对研究结果进行验证。最后，本研究仅对技术管理

能力与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

探讨，未来研究可以采用案例研究等方法对本研究

结果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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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a seri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havior. Technology man-
agement is an important impact factor of rad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havior. 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not paid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pability, which leads to the failure of full activation of radical technologic-
al innovation behavior. Then, it further affects the successful realization of rad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behavioral science theory, this study identified the transition factor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pability and rad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havior. It then analyzed the direct impacts of technology man-
agement capability and the fit between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pability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on radical technologic-
al innovation behavior. This study further regarde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ggressiv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ten-
tion as mediator variables, and analyzed the indirect impacts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pability on radical technological in-
novation behavior through them. A large sampl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dopted to collect data on manufacturing firms,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used to conduct the empirical test on the proposed hypothe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pability and the fit between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pability and tech-
nological capability exert positive impacts on rad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havior.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ggressiv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tention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pability  and  rad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havior. Compared to aggressiv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tention,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is greater. Based on the results,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path mode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pab-
ility on rad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havior, which includes the direct impact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pability, the
indirect impact path of capability and the indirect impact path of motivation.
　　This study verified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pability on rad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ha-
vior, which enriched the research of impact factors of rad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t also extended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pability plays its role by revealing the influence path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pability on
rad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havior.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offere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
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pability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fostering aggressiv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tention.  These suggestions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firms to employ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pability to promote
rad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havior.
Keywords：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pability；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ggressive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intention；
rad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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