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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应用话语分析方法，聚焦新创企业，研究了微创新行为的关键环节认知问题． 首先建构了微创新

行为的 4 个关键环节，分别是协作网络、审慎学习、知识过滤和创新治理; 在此基础上，通过话语效度检验、话语

属性建构、话语构件关联、话语情景适用等程序阐释了关键环节认知模型． 研究丰富了现有创新理论，对新创企

业的微创新实践具有指导价值．
关键词: 关键环节认知; 微创新行为; 新创企业; 话语分析方法

中图分类号: C936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3-09-09; 修改日期: 2014-04-02．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社规划重点课题“集群情景下小微企业创业行为的机理及路径研究: 浙江义乌的经验表达”( 13NDJC005Z) ; 浙江省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集群情景下新企业的创业机理与早期成长模式研究: 浙江集群企业的经验证据”( LY13G020018) ;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高技术企业协作 Ｒ＆D 网络的构建、测量与演化研究: 以长三角为例”( 10YJC630314) ．
作者简介: 李文博( 1978—) ，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创业与知识管理．

中国蓬勃发展的企业创新实践催生了大量具备典型本土特质的创新“热词”，如自主创新( independ-
ent innovation) 、二次创新( secondary innovation) 和山寨模式［1］等，这些植根中国情景的原生态创新概念丰

富了现有的创新研究框架体系． 2010 年以来，在 IT 界知名人物周鸿祎、李开复等的推动下，微创新( mi-
cro-innovation) 日益引起实业界关注． 源自长三角的经验证据，微创新正成为高成长性新创企业的必备基

因，在“生存还是死亡”的创业企业迥异命运背后，微创新扮演着重要角色． 以浙大科技园孵化企业为例，

桑尼能源不做产业链，做全国唯一的系统集成商，走横向整合路线; 远晨辰科技推出的“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系统”将模拟现实技术系统应用于职业培养; 梦溪网络推出“易货商业平台顶层设计和底层渐进式

推进”系统，类似的微创新行为不胜枚举． 基于浙江义乌 1 600 多家小商品企业的调查表明: 微创新对于

促进新创企业的技术能力成长有重要意义． 可以说，正是微创新与中国新创企业特质的高度契合，使得中

国新创企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微创新是植根中国创业土壤与创新情景、由中国企业家提炼并推广的创新概念，灵感来自乔布斯的

经典命题“微小的创新可以改变世界”． 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微创新也进行了积极探讨． 赵付春在分

析微创新特性的基础上，研究了大中企业微创新( 知识管理视角) 和小微企业微创新( 能力培育和提升视

角) 两个问题［2］． 周鸿祎提出了微创新概念的要点: ①从小处着眼，贴近用户需求心理; ②快速出击，不断

试错［3］． 王丽娜和李彬彬从用户心理角度讨论了在人与产品“微创新”设计关系中用户体验的作用，指出

微创新设计包括产品流程设计和服务流程设计［4］． 但总体而言，微创新的学术研究还相对滞后，对微创新

概念的精确内涵、微创新行为的关键环节等实质问题还缺乏清晰认知，即薄弱的微创新研究还不足以支

撑现实图景中微创新行为的多态化运作．
鉴于此，本研究采用话语分析方法，聚焦新创企业，探索性阐释微创新行为的关键环节认知问题． 相

较结构方程建模等量化研究方法，话语分析方法通过对逼真、厚实话语样本的技术性分析，能够对研究论

题的情景脉络有一个更深入的洞察． 研究旨在透过研究者的理论触角(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从话语样本

中发现和发展故事线，将话语片段概念化、范畴化，进而建构一个植根本土话语数据库的关键环节认知理

论框架． 为提高研究命题的稳定性和普适性，研究全程严格遵循高质量话语分析的 4 条准则［5-6］: 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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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边界、充裕的话语样本、严谨的操作程序、突出理论贡献和应用价值．

1 文献回顾

1． 1 微创新的基本概念

西方学术文献中目前还没有微创新概念的严谨界定，但微创新的观点和实践在互联网等实务领域却

备受推崇． 在国内，360CEO 周鸿祎通过 2010 年中国互联网大会最早扩散了微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业公

司应关注一种新的创新形式———微创新，产品可以不完美，但是只要能打动用户心里最甜的那个点，把一

个问题解决好，有时候就能四两拨千斤，这种单点突破就叫微创新［7］． 在国内学术界，赵付春对微创新的

定义颇具代表性，本文采用这一描述: 基于主导创新平台或设计，以员工的自发创新为基础，以流程、产品

和服务等局部改善为手段，强调相关方( 用户或供方等) 的参与和反馈而展开的一种渐进性创新方式［2］．
与微创新相近的概念是渐进性创新( incremental innovation) ，但微创新又为渐进性创新注入了 3 点新鲜的

“应用”特质［3，8］: ①企业应避免技术人员导向，聚焦产品而非技术; ②从小处、细处着眼，用户体验创新是

未来级竞争力; ③快速行动，微创新是新创企业生存的根本方法论．
1． 2 微创新的结果表征变量

刻画微创新结果的表征变量有创新能力、核心竞争力、知识竞争力等． 在现有文献中，技术能力得到

了较多认可，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技术能力需要在企业持续的微创新行为中建

构、活化和提升． 区别于微创新概念的初始性，国内外学者对技术能力的概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技术

能力的研究大致存在职能、过程和本原 3 种视角． 在本原意义上，技术能力是指企业为获取竞争优势，

在持续的技术变革过程中，以技术学习为手段，有效利用外部技术知识，并与内部技术知识结合创造新

知识，从而生产产品或服务的累积性知识、技能和经验［9］． 简言之，技术能力就是企业理解、利用、适应、变
化和发展技术的能力［10］． 由技术到技术能力是一次形态的跃迁: 技术是科技成果的固化形态，而技术能力

则是融于企业的成果活化形态，二者之间需要学习、转化、融合等多个关键环节的过渡． 在技术能力的构

成要件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多样化分类． 例如，Dore 认为技术能力是学习能力、创造能力和

搜索能力的综合［11］; Stewart 将技术能力分为创造技术能力、采用技术能力和修改技术能力 3 个维度［12］．
1． 3 微创新之于新创企业的适用性

新创企业，又称新企业、创业企业，一般是指处在发现商业机会、形成实体组织的阶段，也包括处于快

速成长阶段的企业［13］． 一般认为创立 8 年以下的企业都属于新创企业［14］． 组织创建时的初始条件会对企

业的创新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对新创企业而言，“新”和“小”是其创新行为的两大特质［15］． 所谓新，是指新

创企业进行创新的实践经验不足，创新风险性较高，在创新情景、初始战略、资源禀赋、创业团队等创新维度

方面是新的; 所谓小，是指新创企业可运用的组织内资源和网络内资源是有限的，由此企业进行创新时的决

策选择是困难的． 为了克服“新”和“小”的企业特质，绝大多数新创企业进行局部的微创新行为． 在计算机、
新能源、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高技术行业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新创企业的微创新特性． 综上可见，现有

研究直接或间接地表明: 微创新的“微”属性与新创企业的“新”、“小”特质具备高度的契合性、适用性．
1． 4 关键环节认知

认知理论( cognition theory) 是一种定性分析范式，较早产生于心理学领域，后在管理学、社会学的研

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关键环节认知属于解构主义的基本分析工具，以环节、属性、关联、情景等为基本

元件，系统性描述某一核心论题的关键环节是什么，环节架构的基本属性如何，各种环节之间的关联关系

怎么样，具体适用情景有哪些等基本问题［16］． 关键环节认知需要首先倾听当事人，收集话语样本，识别当

事人嵌入的情景、过去的经验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情形，进而形成集合问题识别、概念形成和模型提炼等

环节的解释方案． 关键环节认知的内核是模型构建，现有研究主要覆盖原型、样例和解释 3 类认知模

型［17］． 原型模型( prototype model) 中的原型是非常广义的，既包括客观世界存在的实体( object) ，如企业、
设备、网络，也包括抽象的概念，如流程、满意感、情景感知等． 样例模型( example model) 则通过相似性原

则，将数据彼此建构起来，它通过在特定线索背景下，从记忆库中提取实例的机制进行泛化． 解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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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lanation-based model) 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对某一论题进行建构，是因为人们的知识、经验、偏好、选择

等作用于概念之间的各种逻辑关联［18］．
基于以上 4 部分的文献回顾，可以发现: 现有文献中专门聚焦新创企业微创新行为的研究成果较为

薄弱，对微创新行为关键环节认知的研究更为缺乏，已有研究仅呈现零散碎片． 现有成果与微创新实践方

面的缺口使被研究的价值凸显，由此，我们基于浙江集群情景下的新创企业微创新行为实践，识别关键环

节，并扎根在真实话语样本中建构解释模型．

2 研究方法和话语样本

2． 1 研究方法

话语是指构成一个客体的陈述体系，包括书写文字、口头语言，甚至表情和手势等［19］． 话语分析( dis-
course analysis) 发轫于美国语言学者 Harris 在 1952 年的研究，随后被管理学、经济学等其他社会学科借

鉴［20］，并日益引起关注． 本研究选取话语分析方法进行，原因有: ①对于理论框架尚不清晰、概念测量尚

不精确的研究问题，较适宜采取质化研究方法，而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新兴质化研究方法，从语言自身特

征以及社会情景的视角为管理研究另辟蹊径; ②话语是企业管理行为的逼真反映和现实影像，“对人来

说，现实在语词的水平上成像”［21］，即作为社会文本的话语和企业管理行为具备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

基于话语分析技术提炼植根具体情景的原生态命题，可以清晰展现探索性研究成果; ③基于话语分析

方法的研究文献在国外顶级期刊上的发表数量日益增多，业已形成普遍认可的规范操作程序，可以有效

保证探索性研究的分析品质． 话语分析的研究路径可描述为: 研究者将话语视为一个充满复杂性的社会

符号系统，通过抽丝剥茧般的层次化分析还原或排列其背后所隐含或映射的复杂关系和内容［22］． 具体程

序上采取话语构建分析( constructive analysis) 路线进行［23］，包括语境( 话语环境描述) 、语篇( 话语叙事展

现) 、语素( 话语要素描述) 、语型( 话语模型提炼) 、语度( 话语效度检验) 、语义( 话语属性建构) 、语系( 话

语构件关联) 、语景( 话语情景适用) 等 8 个环节，关键技术工具主要涉及语词抽取、编码聚类等几种．
2． 2 话语样本

显然，充裕的话语样本是保证话语分析质量的要件，本研究采用一手话语与二手话语相结合的方法

收集素材． 根据地理邻近与关系邻近原则，选取浙江新创企业为分析主体． 在杭州、义乌、温州等区域，适

宜的创业土壤催生了海量的新创企业，分布于软件、新能源、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行业，生存和成长压力

又促发了企业持续的微创新行为． 因此，选择浙江义乌等新创企业为分析主体具备先进性和典型性，同时

对其他区域的新创企业微创新实践也具备借鉴意义．
二手话语收集为网络视频、报纸访谈、企业演讲等，整理相关语句 670 条． 一手话语收集为深度访谈

记录，整理相关语句 216 条． 2 种途径合计收集语句 886 条，通过三角验证法( triangulating) 检验话语的真

值性( truth value) ，即话语与真实的企业管理行为拟合，是真陈述( normal statement) ． 企业地域分布为杭

州 6 家、义乌 6 家、金华 4 家、绍兴 4 家，合计 20 家，行业分布为饰品、服装、软件、汽摩配零部件等． 20 家

新创企业合计 25 个访谈对象，全部为企业的 Ｒ＆D 部门负责人、( 副) 总经理等中高层管理者，每个访谈对

象电话、网络或面对面访谈时间为 30 ～ 120 分钟． 为检验研究的话语效度，预留 5 家新创企业的 60 条话

语用作效度检验．

3 新创企业微创新行为的关键环节认知

3． 1 语境: 话语环境描述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产业集群业已成为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在产业集群的网络效应下，海量的新

创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例如，杭州软件产业集群良好的创业环境促发了“插一根筷子，就能长成一片

竹林”的天堂软件企业创业井喷现象． 植根小商品产业集群和肥沃的创业土壤，义乌每天都诞生数量众多

的饰品、箱包、五金等新创企业． 这些新创企业囿于生存、转型、成长压力，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大量的微创

新实践，譬如软件企业的应用界面创新、饰品企业的客户参与设计等． 由此，扎根浙江义乌等新创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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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新实践，对微创新的关键环节认知进行话语分析具备现实可能性．
3． 2 语篇: 话语叙事展现

话语样本共计 886 条语句，这些语句可以分为 4 类．①描述现实事态的事实语句 A． 示例: 饰品这个

行业竞争非常激烈，我们企业新成立不到 3 年; 语词抽取: 行业竞争、成立期限．②评价现实事态的价值语

句 B． 示例: 新光饰品是公认的标杆企业，属于行业领先者; 语词抽取: 标杆企业．③采取某种行为的行动

语句 C． 示例: 每年我们进行的产品局部改进都多达上千件，小的创新从不间断; 语词抽取: 局部改进．
④采取行为后的后果语句 D． 示例: 通过持续的微创新，我们企业的技术能力提升很快; 语词抽取: 微创

新、技术能力． 对抽取的语词合并进一步提炼成初始概念，共计 96 个，根据语词次数统计其在 886 条语句

中的出现频率，可以分为高频概念、中频概念和低频概念 3 类，划分标准为高频概念≥10 次，低频概念≤
5 次，中频概念介于前两者之间，如表 1 所示．

表 1 初始概念出现频率

Tab． 1 The frequency of initial concepts

分类 初始概念 /出现频次

高频概念 机会感知 /15、创新定位 /10、主体数量 /10、研发支持 /15、信任关系 /16、学习渠道 /12、模仿学习 /21、创新战略 /15、客户认
知 /13、知识获取 /18、速度意识 /17、交流平台 /12、技术能力 /13、人员培训 /15、团队合作 /16、关系质量 /11、核心员工 /
16、利益冲突 /14、解决方案 /11、先动优势 /12、创业网络 /10、研发网络 /16、利益互惠 /13、学习流程 /15

中频概念 网络规划 /8、发起流程 /6、行业集聚 /6、节点参与 /6、信息丰度 /7、位置意识 /6、节点异质 /7、规模演化 /6、关系认知 /9、关键
技能 /9、学习规划 /8、开放边界 /6、扩散价值 /6、吸收能力 /8、运用策略 /9、信息系统 /7、软性文化 /6、过滤流程 /7、知识网
络 /8、行业比较 /7、持续成长 /7、知识溢出 /6、标杆企业 /7、应用方案 /6、知识储备 /8、隐性知识 /7、知识主体 /8、知识传
承 /6、治理规则 /6、规范流程 /7、技术特质 /8、前沿技术 /6、职能界面 /6、主体界面 /7、商业模式 /8、运营模式 /8、模式创
新 /9、知识价值 /8、位置优势 /8、要素联动 /6、政策支持 /6、政策设计 /7、核心价值 /7、行业平台 /6、技术互补 /9、知识氛
围 /8、编码知识 /7、服务创新 /7、学习系统 /6、核心伙伴 /8

低频概念 网络主体 /5、网络居中 /4、结构控制 /4、关系稳定 /4、共生系统 /4、知识系统 /3、侦测行为 /4、结构匹配 /3、扩散速度 /3、创新
适配 /3、知识工具 /4、文化基因 /5、知识充裕 /5、技术惯例 /3、演化规则 /3、知识提纯 /4、知识界面 /3、治理效果 /3、协调规
则 /3、网络价值 /4、技术图谱 /3、组织柔性 /5

对 886 条原始语句进行逐行主体词汇分析，抽象出 16 个范畴． 各个概念的语词出现频率都超过 5
次，如机会感知 15 次、网络规划 8 次等，出现频率最多的是模仿学习概念，高达 21 次． 表 2 提供了原始

语句的叙事展现，为简单起见，每个范畴仅列出 2 条原始语句． 话语叙事示例: “创新需要提前量，敏锐

的感觉很重要，有时候意识到，已经晚了，所以机会感知的时机要恰当．”主体语词是“敏锐的感觉”、
“机会感知时机”，通过与其他语句相近、重叠的语词合并，上升为“机会感知”概念和“网络发起”范

畴． 2 位研究人员分别对初始概念进行范畴归类; 编码者一致性系数为: 网络发起 71． 42%、网络位置

68． 65%、网络规模 65． 16% ，其他范畴均在 0． 6 以上，编码总一致率为75． 72% ．

表 2 原始语句叙事展现

Tab． 2 Narrative examples of original discourse

范畴 概念 原始语句

网络发起 机会感知 创新需要提前量，敏锐的感觉很重要，有时候意识到，已经晚了，所以机会感知的时机要恰当

发起流程 和什么样的供应商构成创新合作伙伴，需要进行技术能力互补性评估，我们有一个规范的流程

网络位置 信息丰度 都希望所有有价值的信息流经本企业，这样企业创新决策有主动权，实际上是一种行业影响力

位置意识 占据一个有利位置，机会相对多一些，这种位置不是空间距离，而是虚拟的，是一个长期过程

网络规模 节点参与 你搞创新，离不开合作伙伴的帮助，比如零配件的供应商，有时候可以给你提供很好的创新点子

主体数量 有些知名企业的研发合作伙伴包括国外的达上百家，我们是新创企业，与这个数量还有很大差距

网络关系 研发支持 大家都捆在一块，组成一个行业利益共同体，研发困难的时候，离不开“雪中送炭”式的研发支持

信任关系 创新网络之间的信任非常重要，它是一种区域软氛围，坐在一块，交流行业前沿技术是一种享受

嵌入学习 学习渠道 多学习国外的领先企业，多学习行业的标杆企业，眼界放宽，才能创新更快，否则只能山寨

模仿学习 模仿也是一种创新，模仿的基础上做出适度改进，推出新产品，是小企业的主要创新形式

知识扩散 行业集聚 很多个中小企业聚集在一块，像硅谷，知识的扩散速度就快，创新就好一些，我们很有感受

开放边界 虚拟形式的出现，使企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创新又有新形式，像苹果的开放创新值得学习

68 研究与发展管理 第 27 卷



续 表

范畴 概念 原始语句

知识运用 创新战略 没有一个清晰的创新战略，企业很容易头脑发热，认为都是机会，什么都想搞，最后就没有优势

运用策略 像我们搞的一些小创新，策略都是瞄准行业空白点，目前没有的，我们搞，客户就感到很新鲜

学习文化 要素联动 创新需要调动多个要素，像硬件的不用说了，更重要的是战略、管理、文化等软件的支持

核心价值 我们创立之初，就提出了合作、创新、共赢的核心价值观，并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坚持下来

过滤丰度 知识获取 要创新，需要首先获取各种知识，客户知识、技术知识、设备知识、人员知识、管理知识等

过滤流程 以销售部门收集到的客户知识为例，有时候相互矛盾，虚假知识也有很多，需要根据流程过滤

过滤速度 速度意识 搞创新有时候就是竞争对手之间比快，谁快一步，谁就有主动权，慢了，这次机会就失去了

交流平台 企业要自己有意识地构建交流平台，让员工进行头脑风暴，让知识跑起来，才能发挥最大价值

过滤纯度 知识提纯 获得的知识很多对企业而言都是无价值的，信息量不是太少，而是海量，有一个去粗取精的过程

应用方案 有时候创新提出的应用方案会不止一条，如何取舍，就非常关键，我感觉运气也占一定比例

人员培训 每周都开展定期培训，尤其我们软件行业，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你不培训，员工的知识就会老化

过滤交互 关系质量 技术伙伴之间的知识转移，需要高质量的关系保证，彼此之间缺乏信任，不可能进行知识交互

行业平台 行业需要一个交互平台，像物联网行业，单个企业搞出来不太可能，行业平台可分散创新风险

知识治理 隐性知识 在读 MBA 期间，认识到隐性知识对于创新的重要性，但隐性知识如何学习，我们还在摸索

知识氛围 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差别，很多时候是无形的氛围之间的差别，好企业存在一种鼓励创新的氛围

界面治理 职能界面 创新绝对不是哪一个部门的责任，而是营销、生产、HＲ 等各个部门的通力协作，共同参与

主体界面 企业内部不同主体之间、合作伙伴之间，如何做到知识的畅通无阻，需要企业好好设计制度

网络治理 协调规则 大家在一个行业内，面对同样的目标市场，需要行业有一个共同遵守的协调规则，解决利益争端

利益冲突 竞争性行业内，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关键是避免恶性循环，大家相互挤压，最后整个行业受损

价值治理 规范流程 真正认识到一项创新对企业的价值是否有贡献、贡献的多寡、持续时间，需要一个规范的流程

运营模式 采取不同的商业运营模式，对你的创新会有不同影响，所以商业运营模式很显然也要创新

3． 3 语素: 话语要素描述

分析话语叙事展现形成的 96 个初始概念，多呈现为 3 种关系: ①同义关系，记为 A = B，如网络学

习 = 嵌入学习、小的革新 = 局部改进等; ② 隶属关系，记为 A B，如技术能力  创新能力、与大学合

作学习渠道等; ③ 因果关系，记为 AB，如人员培训技术力量提高、主体数量知识扩散等． 基于

上述初始概念的关系分析，将概念“聚拢”为4 个主范畴． 4 个主范畴与16 个初始范畴的对应关系为: 协作

网络 = ( 网络发起、网络位置、网络规模、网络关系) ; 审慎学习 = ( 嵌入学习、知识扩散、知识运用、学习

文化) ; 知识过滤 = ( 过滤丰度、过滤速度、过滤纯度、过滤交互) ; 创新治理 = ( 知识治理、界面治理、网络

治理、价值治理) ，具体见表 3．

表 3 话语要素描述

Tab． 3 Description of discourse elements

话语结构 话语规则 话语证据

协作 网 络→新 创
企业微创新

网络发起、网络位置、网
络规模、网络关系

企业之间的 Ｒ＆D 合作，新创企业需要采取主动的姿态，你实力不行，再不主动寻求伙
伴，自然创新就很困难( 网络发起→微创新)

协作网络是新创企业微
创新的关键环节之一

我们的供应商已经超过 20 多家，通过信息收集，都让他们参与到创新中来，主体数量
多了，点子就多，这是基础( 网络规模→微创新)

审慎 学 习→新 创
企业微创新

嵌入学习、知识扩散、知
识运用、学习文化

新招聘进来的大学生技术功底很扎实，如何运用大学里的知识开发出市场接受的产
品，还有一个知识运用的过程( 知识运用→微创新)

审慎学习是新创企业微
创新的关键环节之二

我们构建学习型组织，让学习成为公司的优秀基因，推动企业的创新不断进行，推动企
业的持续成长( 学习文化→微创新)

知识 过 滤→新 创
企业微创新

过滤丰度、过滤速度、过
滤纯度、过滤交互

慢了肯定不行，现在是快鱼吃慢鱼，创新慢了，产品的主动权就没有了，你再追赶，基本
不可能( 过滤速度→微创新)

知识过滤是新创企业微
创新的关键环节之三

搞微创新，要和你的客户保持沟通，我们借助信息交互系统实现客户对产品开发的一
些新创意收集( 过滤交互→微创新)

创新 治 理→新 创
企业微创新

知识治理、界面治理、网
络治理、价值治理

企业内部的各个职能之间，如营销与创新、生产与创新等，有时候存在很大的部门分
割，对创新是阻碍( 界面治理→微创新)

创新知识是新创企业微
创新的关键环节之四

一个行业内大家都山寨，这个行业就没有人愿意创新，这个时候行业协会需要规范，引
导行业的转型升级( 网络治理→微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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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语型: 话语模型提炼

基于话语叙事展现和话语要素描述，进行话语模型提炼，如图 1 所示． 图 1 表征新创企业的微创新包

括协作网络、审慎学习、知识过滤和创新治理 4 个关键环节，可进一步细分为网络发起、嵌入学习、过滤丰

度、知识治理等 16 个子环节．

图 1 新创企业微创新行为的关键环节认知
Fig． 1 Key links cognition of new ventures' micro-innovation behavior

4 关键环节认知模型的进一步阐释

4． 1 语度: 话语效度检验

话语效度检验是否通过需要满足两个标准: ①当根据新的话语证据，不产生新的认知环节，则可判定

要素效度检验通过; ②当收集新的话语证据，环节之间的隶属关系并不发生改变，则可判定隶属效度检验

通过．
对预留的 5 家新创企业的 60 条话语进行提炼，具体检验过程如表 4 所示，其中列出了部分话语证

据，并给出了话语效度检验过程．

表 4 话语效度检验

Tab． 4 Discourse validation test

话语 检验 结论

我们是浙江大学的衍生企业，虽然成立不到 4 年，但是浙大的技术力量、已有
技术成果、技术人才支持、浙大 985 品牌都给我们企业以巨大的支持

网络关系( 大学衍生企业、技术 +
人才 + 品牌支持)

我们企业最初是做贴牌生产的，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就行了，后来经过阵痛，企业转型升级了，但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价值治理( 最初贴牌生产，无技术
含量，转型升级)

我们丝巾的图案，目前已经有基于信息系统的个性化订制业务，完全由客户
自行设计，快乐 DIY，非常受 90 后欢迎

过滤交互( 个性化订制、客户设计、
快乐 DIY)

新光每年都研发出 10 000 多件新产品，行业龙头企业或者说标杆企业一直是
我们公司学习的榜样，同时也给我们以巨大的生存动力

嵌入学习( 行业龙头企业 /标杆企
业、学习榜样、动力)

没有产生新的
认知环节

和我们企业有合作关系的供应商、大学、分销商目前有几十家，且逐年增多，
形成的一个生态网络，大家都受益，我们推出新产品的动力也足

网络规模→协作网络→微创新行为

大企业都在谈大数据，我们新创企业也要有大数据思维，运用大数据技术，学
习如何把大数据变成有价值的信息，你才能不断地进行局部功能改进

知识运用→审慎学习→微创新行为

这个行业模仿非常严重，你推出一个新的设计款式，第二天市场上就有了一
样的产品，但我坚信苹果公司“一直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的经营理念

价值治理→创新治理→微创新行为

消费者在我们网络平台上每天留有大量的消费数据，包括他们的消费喜好，
你需要很快地处理这些信息，变成有用的创新点子，加速推出新产品

过滤速度→知识过滤→微创新行为

没有产生新的
隶属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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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的第一部分说明，新的话语证据并没有产生新的认知环节，仍然是网络关系、价值治理、嵌入

学习等 16 个子环节． 例如，检验语句 15，“我们是浙江大学的衍生企业，虽然成立不到 4 年，但是浙大

的技术力量、已有技术成果、技术人才支持、浙大 985 品牌都给我们企业以巨大的支持．”主体语词是

大学衍生企业、技术 + 人才 + 品牌支持，可以上升为“网络关系”环节，并不是新的认知环节． 检验过程

表示为“认知环节( 主体语词) ”的形式，举例为: “网络关系( 大学衍生企业 + 技术 + 人才 + 品牌支

持) ”． 表 4 的第二部分说明，新的话语证据并没有产生新的隶属关系． 例如，检验语句 20，“和我们企业有

合作关系的供应商、大学、分销商目前有几十家，且逐年增多，形成的一个生态网络，大家都受益，我们推

出新产品的动力也足．”隶属关系是“几十家，逐年增多→生态网络→推出新产品”，表示为“网络规模→
协作网络→微创新行为”，并不是新的隶属关系．
4． 2 语义: 话语属性建构

微创新行为是本研究的核心范畴，对其展现的基本话语属性进行建构． 4 类语句中，反映“微创新”基

本意义的语词，共计 45 个，如产品差异化、客户定位、个性化订制、价值性、缓慢提升等． 语词之间的关系

有 2 种: 一种是 1 值关系，即 A 语词与 B 语词之间具备关联关系，如“价值链高端”与“价值性”是 1 值关

系，“循序渐进”与“渐进性”是 1 值关系等; 一种是 0 值关系，即 A 语词与 B 语词之间不具备关联关系，是

0 值关系，如“产品差异化”与“技术能力反复”是 0 值关系． 由此，形成意义属性语词的 45 × 45 关系矩阵，

可以绘制属性聚类网络，形成 4 个凝聚子块: 价值性、独特性、开放性和渐进性，析出条件为“more than 3，

strong”，如图 2 所示． 对图 2 所示的 4 个属性进一步阐释如下．①微创新行为价值性． 关注点在于用户体

验、单点突破、完美解决、消费者认可等，价值获取可类型化为垂直、水平和对角 3 种路径［24］． 例如，伊凌

诺并购互补性技术资产，向价值链的上下游延伸属于垂直路径; 华睿软件与标杆企业结成创新联盟属于

水平路径; 义乌康盛饰品构建区域微创新生态系统网络则属于对角路径． 话语证据为，“企业的技术创新

区别于原来在高校里的学术技术创新，技术非常前沿、超前，可能没有市场，这样的创新对企业的价值贡

献就是 0，或者是负值．”“你的创新可能非常小，技术也不先进，就是一个应用领域的创新，但可能市场很

大，也就是说，对企业的价值贡献就很大．”②微创新行为独特性． 在创新实践中，通过“差异化”、“独特

性”、“独一无二”、“个性化订制”、“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等语词体现． 独特性微创新行为进一步外化

为差异化的产品 /服务． 例如，电商大朴，国内唯一一家用 A 类环保标准做毛巾的企业，在很窄的品类里把

产品做到极致，建立竞争壁垒，属于独特性微创新行为． 典型话语证据为，“现在非常强调用户体验，你推

出的小饰品，有高技术含量，其他小企业短时间内难以模仿，这就说明你的创新有了独特性．”“行业内很

图 2 意义属性聚类网络
Fig． 2 Clustering networks of sense 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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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企业存活不到 3 年，就死掉了，我们靠差异化、独特性，取得了暂时的竞争优势．”③微创新行为开放性．
开放式创新具备激发异质性知识结点之间的合作、提高产品与用户的契合度、杠杆式扩大创新行为等优

点［25-26］，新创企业与大学、客户、供应商、竞争者等外部知识结点保持信息、知识等技术要素的互动，这种

创新网络自然扩大了企业的技术学习空间［27］． 例如，源流科技公司的工程流体力学实验仪器的微创新行

为则是依托浙大技术力量支持． 典型话语证据为，“创新不单单是企业自身的事情，让客户参与进来，让供

应商参与进来，和竞争对手合作，吸收大学、科研院所的技术成果这些创新方法都对于我们技术能力的提

升有重要作用．”“我们推出的数字化系统服务，实体店的服务人员测量客户身体的基本数据，交给设计

部的数字化系统，让客户从 1 000 多种组合中选出自己最喜欢的样式，可以做出针对客户自己最真实数

据的裤子和上衣．”④微创新行为渐进性． 表现为改变局部元件，而元件架构不变或用户体验的细微改变

等多种形态，是一个迭代、寻优、持续的动态过程，关注点在于局部、改良和积累［28］，例如小米手机 Ｒ＆D
的快速迭代机制就是成功的范例． 典型话语证据为，“一个大的感悟就是技术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很长的过

程，需要有耐心，因为一个微创新活动的开展，并不都是导致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有时候会有反复，

由于一个新点子的实施，零配件的质量倒下降了，这种情况也会出现．”
4． 3 语系: 话语构件关联

根据访谈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发现 16 个关键子环节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明显的构件关联

性． 一些典型的因果关系有: 网络位置→嵌入学习、网络关系→知识运用、过滤交互→知识治理等，这里括

号内的数字为根据访谈语句统计的因果关系条目数． 为清楚起见，以下通过 2 段话语证据阐述“网络位置

→嵌入学习”和“网络关系→知识运用”两条关系路径． 显然，这些构件关联可以进一步升华为企业微创

新行为优化升级的间接路径．
话语证据 1( 网络位置→嵌入学习) :“电商企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系统，每个企业都有一个生态

位，作为一家新创企业，更应该占据一个好的生态位，这样才能快速成长． 米折网专注于为消费者提供购

物返利等省钱服务，已经与淘宝网、当当、1 号店等 600 多家网购商城建立了合作． 米折网商业运营模式

的更新与完善依赖于向淘宝等电商生态系统的开放性学习．”( 话语来源于杭州互秀电商)

话语释义 1: 米折网，杭州互秀电商旗下网站，创建于 2011 年，是一家专注于网络省钱的电商导购平

台，上述话语证据体现了“网络位置→嵌入学习”的构件关联性“好的生态位、600 多家网购商城→生态系

统开放性学习”． 节点度、中介中心度等都是描述网络位置的重要指标，其理论机理如下: ①拥有高节点度

的新创企业意味着拥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增加了企业学习的可能性［29］; ②处于中介中心位置的企业肯定

是信息的汇聚点，学习资源自然丰富，特别是向行业标杆企业学习的渠道明显增多［30］; ③占据结构洞位

置的企业拥有非冗余的异质性联系，即可以接触更多不相连的学习伙伴［31］．
话语证据 2( 网络关系→知识运用) :“基于视觉的图像搜索技术，被公认为是未来几年互联网最有前

途的创新应用． 淘淘搜是全球少有的能够同时支持用户大规模使用看图搜索和传图搜索的公司，基于和

淘宝的战略合作关系，淘淘搜和淘宝合作推出新应用———图想． 淘宝图想是一款以图搜图的商品搜索产

品，对图像进行综合分析，为用户推荐相似甚至相同的商品的应用; 图想以 360 度云图和关联图的展现方

式，为搜索结果提供颜色、风格、款式三个维度的相同或相似商品搜索结果．”( 话语来源于杭州淘淘搜)

话语释义 2: 杭州淘淘搜科技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技术创业型企业，上述话语证据体现了“网

络关系→知识运用”的构件关联性“战略合作关系→淘宝图想”，其理论机理如下: ①网络关系扩大了新

创企业知识运用的有效空间，降低了创新风险［32］; ②网络关系拓展了新创企业的学习渠道，易于获得知

识等战略性资源，提升了知识运用的效率［33］; ③由于隐性知识的不可编码性，强关系网络基于高情感型

信任特征，利于隐性知识的交流和运用［34］．
4． 4 语景: 话语情景适用

理论的生命力来自对特定情景的强大解释力，模型由实践材料生成后，需要通过解释情景现象进行

检验和修正． 模型的适用情景举例如下: 浙江产业集群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诞生了数量众多的新创企业，

但这些新创企业的成长命运表现迥异: 一部分新创企业实现了持续成长，成为行业的标杆企业，如新光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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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双童吸管等; 而绝大部分新创企业则锁定在低端模仿环节，生存时间不超过 3 年． 显然，这些迥异命运

的背后，微创新行为扮演重要角色． 换言之，微创新行为的关键环节认知模型对于上述话语情景提供了一

条微观解释思路． 根据关键环节认知模型，高成长性新创企业都比较关注协作网络、审慎学习、知识过滤

和创新治理 4 个环节，以上 4 个环节的多样性组合塑造了微创新的不同质态，同时也成为新创企业持续

成长的动力基因． 以浙江布丁酒店为例，成立仅仅 6 年，却依靠持续的微创新行为，获得卓越的成长业绩，

如荣获“最受年轻消费者喜爱的酒店”、“中国年度创新成长企业 100 强”等称号，表 5 提供了基于关键环

节认知模型的一个解释思路，说明了持续、渐进的微创新行为是新创企业成长的动力支撑，而协作、学习、
过滤和治理是 4 个主要的动力因子．

表 5 布丁酒店的微创新行为

Tab． 5 Micro-innovation behavior of POD INN

话语证据 证据推理 关键环节 结果表现

双方合作打造无线客房领先体验，为布丁酒店连
锁需要的无线网络品质提供了最高保障

网络: 美国网件公司深度合作，提供“云无线管
理”解决方案，适应终端数量

协作网络

提供一种时尚产品，酒店一直都有 WIFI，在大堂
里有苹果电脑，洁具是西班牙时尚品牌

定位: 基于市场学习，定位于年轻时尚的经济型
酒店，第一家新概念酒店

审慎学习

充分利用空间，可以把浴室和卧室放在一起，没
必要的空间全部省去，尽量考虑做减法

理念: 模仿国外的 Pod Life 理念，狭小但精致，考
虑本土文化、强调个性化

知识过滤

酒店细分市场的潜力还很大，未来 3 年，我们计
划在北京新增 100 家左右，直营模式

模式: 直营商业模式，保证快速扩张过程中的服
务质量、品牌形象、价值理念

创新治理

持续微创新行
为; 年轻消费
者最喜爱; 企
业卓越成长

败下阵来的新创企业大都没有关注微创新行为的某些特定环节，对义乌 2013 年多家倒闭新创企业

的访谈验证了这一命题，其平均寿命仅为 1． 6 年． 理论机理阐释如下: ①新创企业的创新资源毕竟有限，

不能有效利用网络创新资源的企业微创新行为无法持续; ②闭门造车，不注意审慎学习的新创企业难以

快速响应竞争环境的动态变化，加剧新创企业生存脆弱性［35］; ③大数据时代，不能进行有效知识过滤的

新创企业［36］，微创新行为的风险势必加大，难以形成核心技术能力; ④新创企业以模仿、山寨为创新模

式，势必陷入伪创业窘境，被牢牢锁定于价值链低端环节．

5 结论与讨论

基于话语分析方法和浙江新创企业，聚焦微创新行为的关键环节认知，本文研究发现: ①新创企业微

创新行为的关键环节由审慎学习、创新治理、协作网络和知识过滤 4 个主环节构成，并包括网络发起、网
络位置、嵌入学习、知识治理等 16 个子环节; ②通过话语属性建构，给出了微创新行为的 4 个基本属性，

即价值性、独特性、开放性和渐进性; ③微创新行为的各个环节之间具备关联关系，以“网络位置→嵌入学

习”和“网络关系→知识运用”为例进行了阐释; ④运用关键环节认知模型，对于新创企业成长命运的迥

异表现进行了阐释，说明了一种典型的话语适用情景．
本文的理论创新体现在如下 3 点: ①植根浙江新创企业情景，识别并提炼了一个基于真实话语世界

的“好问题”，即微创新行为的关键环节认知问题，在创业与创新的交叉领域提供了一个崭新切入点，丰

富了已有理论框架; ②对新创企业微创新的关键环节做了清晰梳理，得出了一些具备新创企业微创新特

质的新颖变量，如审慎学习、过滤纯度、过滤交互等，未来可开发出相应量表应用于相关实证研究; ③方法

层面属于话语分析在创业和创新交叉领域的发现取向尝试，植根本土情景，采用话语分析方法研究微创

新行为，完整展示了语境、语篇、语素、语型等分析流程．
本研究对于新创企业的微创新行为具有实践价值． 新创企业应系统推进微创新行为，注意协作网络、

审慎学习、知识过滤和创新治理的协同进行． 以集群情景下新创企业为例，企业应注意与标杆企业、供应

商、客户、大学等外部知识节点保持积极的网络互动关系( 协作网络) ，有效地跨越组织界面( 创新治理)

实现创新项目的知识学习( 知识过滤、审慎学习) ． 另外，由于微创新模式与新创企业资源、战略等创新实

际的高度契合，本文的关键环节模型提供了新创企业技术能力提升的现实路线，即技术能力需要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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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微创新行为中建构、活化和提升，新创企业可以利用这一框架模型进行有针对性的建构．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①话语样本的类型方面: 被访谈的新创企业都来自高成长性优质企业，未能覆

盖失败的创业企业，研究命题难免带有幸存者偏差( survival bias) 和后视偏差( hindsight bias) ．②话语样

本的区域性方面: 样本源自浙江区域，浙江独特的集群创业模式使研究命题的提炼具备典型的浙江特质，

是否适用于其他区域，有待话语样本的丰富及进一步的实证检验．③方法层面: 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新兴技

术，目前还没有严格的操作程序，不同的学者基于分析视角和知识储备的差异会采取不同的分析工具，研

究品质的提升有待于话语分析方法的进一步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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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Links Cognition of New Ventures'
Micro-innovation Behaviors

——— An Exploratory Ｒesearch Using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

LI Wen-bo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China)

Abstract: Using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it focused on new ventures and researched key links on micro-innova-
tion． Firstly，it refined four critical links including coordinative network，deliberate learning，knowledge filter and in-
novation governance． Secondly，it interpreted key links cognition model based on validity test，attribute construction，

links correlation and context application． The results enriches the innovation theory，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innova-
tion practice of new ventures．
Keywords: key links cognition; micro-innovation behavior; new venture;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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