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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１４４８家Ａ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深入探讨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的相
关度．验证企业吸收能力在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１）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呈
正相关；２）企业的吸收能力同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也呈正相关，即吸收能力愈强的企业，其国际化程度
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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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发展

迅速，对外直接投资（ＦＤＩ）迅速增长、跨国企业蓬
勃发展．在以往的研究里，多选择作为投资目标国
的新兴市场国家为研究对象，例如中国、印度等．近
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到，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不

可忽视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
中的代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受到了国内外学

者的广泛关注．
ＪｏｈｎＡ．Ｍａｔｈｅｗｓ［１］认为，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公

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学习来构建竞

争优势，通过连接—杠杆—学习（Ｌｉｎｋａｇｅ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来实现赶超战略．ＹａｄｏｎｇＬｕｏ等［２］提出

了跳板理论，认为为了弥补国内市场不足，获取所

需的技术、资源、市场和空间，中国跨国公司将进入

国际市场作为跳板，通过参与到国际市场行列，从

中获取外部先进知识，通过对知识的识别和学习，

实现逆向转移，达到提升自身创新能力的目的，其

中企业的吸收能力显得尤为重要．ＷｅｓｌｅｙＭ．Ｃｏｈｅｎ
等［３］１２８－１５２最先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认为吸收

能力是企业识别、吸收外部新知识并将其商业化的

一种能力．探索性学习可以帮助企业认知和理解从
外部获得的新知识，并识别是否具有潜在价值；利

用知识迁移将获取和学到的先进技术、信息与知识

通过吸收、转化，运用到企业的产品开发、技术研发

与创新；加强研究性学习，将已经获取和吸纳的新

知识、新资源、新技术加以利用，促使企业加快实现

商业化产出［４］．
通过对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１４４８家深沪两市 Ａ股

上市公司数据的整理、统计、梳理和分析，研究企业

的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同时对吸收能力

在此过程中如何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析．

１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技术优势与

创新能力是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及产品市场占有

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不仅取
决于研发水平、资本实力和制度环境，还需要在国

外市场识别和获取到的信息及研发资源．企业开展
海外业务、发展国际化，可以帮助其打破地域和组

织界限，在全球范围内检索吸纳自身所需的技术知

识资源，摆脱桎梏，达到提升自身创新绩效的目的．
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０６年世界投资报告对世界上３０个国
家１５７家跨国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企业通过对外
投资引起的研发活动，显性成果主要是专利数量的

大幅度增多，促进了投资者母国的技术进步和创新

能力的提升．所以，企业的国际化是提升其自身创
新绩效的重要发展战略．
１．１　国际化程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国内的技术和资源无法

满足企业市场扩张和发展壮大的需要，想要保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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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市场份额并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壮大，就需要

企业不断地努力学习，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即核心

竞争力．基于组织学习观，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利大
于弊，因而国际化经营是企业发展过程的必经阶

段．国际化从为企业带来知识和学习能力的提升、
促进企业研发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两个方面

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
１．１．１　国际化给企业带来知识和学习能力的提升

企业开展国际化活动，需要一定的经验知识和

运营能力，这些知识与能力的获得是企业在组织和

参与国际化活动中的感知．国际化把企业带入国外
市场，语言、文化、政体、习俗等与母国完全不同，是

一个全新境遇的新市场．要想在异域新市场有立足
之地，就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尽快缩短与新市场

的心理距离，融入其中、融入当地．所以，国际化可
以帮助企业在不同国度下了解和学习所需具备的

新知识，以及如何获取到这些新知识．由此，国际化
是企业通过搜寻、模仿、并购、扫描获取新知识、新

信息，采取“模仿”式、“探索”式、“利用”式等多维

度组织学习方式，提升企业的吸收能力，加快获取

企业快速拓展国际市场所需的有用知识．国际化与
开放的国际市场，一方面为企业学习新技术、加强

科研提供了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为企业主动开展

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动力．众所周知，全球化使跨
国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空前激烈．跨国经营企业为
了获取更大的市场、竞争和生存空间，需要有很强

的综合实力，这种实力只能通过自身过硬的学习能

力来打造．跨国经营企业为了获得并保持这种综合
实力，就需要不断学习提升竞争力，持续进行研发

投入和科研团队建设，快速提高自身创新能力，以

避免被激烈的国际化市场竞争所淘汰［５］．国际化
是企业获取知识和提升技术学习与创新利用的重

要手段，也是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快速成长的关键驱

动要素，企业从国际市场中获取的知识越多，其创

新绩效也就越好．
１．１．２　国际化促进研发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知识的获取与积累，技术知识创新与应用是企

业在国际化中成长、壮大强有力的支撑．国际化给
企业带来知识和学习机会，提升了企业的学习能

力，同时拓宽了企业获取知识的渠道，强化了企业

的技术水平和知识基础，增强了企业从自身固有知

识获取竞争优势的能力．在国际化大背景下，跨国

企业之间的竞争既有国内同行的竞争，也有国际间

同行的竞争．国际化愈强，市场开放度愈高，企业进
入国际市场的便利度就愈大，参与国际竞争和抢夺

市场份额的企业也就愈多．国际竞争靠的是技术知
识，科技创新是核心，跨国企业为了抢占国际市场

先机，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被淘汰，就必须高度重视

研发活动［６］．国际化迫使企业必须重视技术开发，
加强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高薪雇佣学术带头

人和高水平专业技术人员，加大研发资金投入，提

升创新能力和效率，开发新技术、研发新产品、抢占

新高地、拓展新领域，强化内核，增强实力，打造竞

争优势，从而在国际上谋求到更大发展空间，使企

业得到不断发展壮大．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是企业赖
以生存的基础，跨国公司一方面需要满足母国的市

场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去拓展国际化市场差异化的

新需求，由于地域不同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生产生活水平、风俗习惯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差

异，导致市场及消费者对其提供的商品与技术服务

有更个性化的要求，国际市场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成

为驱动企业自身创新能力提升的直接动力［７］．为
提高海外市场占有率，企业一方面需要有过硬的技

术实力，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善于捕捉海外市场消费

需求信息的能力和对市场消费需求走向的预测能

力．国际化要求企业必须持续不断地提升自身的核
心竞争力．为此，驱使企业要不断地加大研发力度，
鼓励创新，有针对性地、源源不断地开发生产具有

竞争力的新产品，加快市场产品的更迭升级，拓宽

海外市场渠道，抢占国际市场，促进企业自身的

成长．
因此提出假设：

Ｈ１　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其创新绩效正相关，
其中，企业国际化程度起促进作用．即：企业国际化
程度愈高其创新绩效愈显著．
１．２　企业吸收能力对其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关
系的调节作用

１．２．１　企业吸收能力的含义
吸收能力最早由 ＷｅｓｌｅｙＭ．Ｃｏｈｅｎ等［３］１２８－１５２

提出，定义为企业获取来自外部新知识的价值及将

其吸收并应用于商业目的的能力．论断企业的吸收
能力对其创新具有强烈的驱动作用，企业攫取外来

新知识到商用需要经历从“认知”到“吸收”再到

“应用”的蜕变过程．企业吸收能力对其国际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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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一个企
业获取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的途径是多源的，最

主要的途径是内研和外输．内研即企业自身科研团
队的研发成果，外输即外部获取并通过自身科研团

队的吸收内化和转化．加强吸收能力建设有助于企
业从外部获取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并加以吸收

内化创新，促进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的市场化．
ＳｈａｋｅｒＡ．Ｚａｈｒａ等 ［８］在ＷｅｓｌｅｙＭ．Ｃｏｈｅｎ［３］１２８－１５２的
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吸收能力概念的框架（见图

１），认为吸收能力分为“潜在”与“实现”两个层面，
即“潜在的吸收能力”和“实现的吸收能力”．其中
“潜在的吸收能力”又包含“获取”和“吸收”两个

层级，“实现的吸收能力”又包含“转换”和“开发利

用”两个层级．由“潜在的吸收能力”到“实现的吸
收能力”是一个互动的动态过程．ＧｅｒｇａｎａＴｏｄｏｒｏｖａ
等［９］又进一步提出了企业的吸收能力对绩效调节

的互动框架（见图 ２），认为吸收能力涵盖四种能
力，即获取能力、内化能力、转化能力与应用能力．
吸收能力的实现是通过“获取—内化—转化—应

用”动态完成的．

图１　Ｚａｈｒａ和Ｇｅｏｒｇｅ吸收能力概念框架

１．２．２　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对于跨国经营企业来说，企业的吸收能力对国

际化程度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

作用．表现为：一是国际化程度为企业在开放的国
际市场竞争中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促进企业吸

收能力建设．二是国际化程度促使企业在参与国际
市场竞争中，为了抢占市场先机，应对瞬息万变的

国际市场需求，必须不断地研发具有竞争力的新产

品，获得更好的创新绩效．三是国际化程度促使企
业为获得国际市场的比较优势，需要持续地强化技

术力量与研发投入，提升专业化技术水平和创新实

力，从而增强企业对新知识的吸收能力［３］１２８－１５２．四
是企业吸收能力可以提高企业外部搜寻获取新知

识的效率，加速新知识的内化吸收，更好地理解、整

合、应用企业内外部知识［１０］，将内化吸收转化为创

新市场化，吸收能力愈强绩效愈显著．五是跨国企
业为满足不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导致的

差异化需求，需要与当地建立产品和技术协同研发

合作联盟，健全体制机制，实现高度嵌入和融合，促

进企业主动获取新知识，不断提高逆向知识的转移

度和创新绩效［１１］；产学研合作是企业获取外部新

知识，提升吸收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对提高创新

绩效大有裨益．六是加强企业自主学习、自身研发
能力建设，有助于企业认知获取、内化吸收、新知识

转化应用、创新和开发新技术［１２］．跨国经营企业在
拓宽和抢占海外市场中，强化海外研发，运用吸收

能力加快新知识的获取，促使企业不断提升自身创

新能力，加快产品升级，获得更强的竞争优势，拓展

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获取更丰厚的创新绩效，使企

业不断地发展壮大．

图２　Ｔｏｄｏｒｏｖａ和Ｄｕｒｉｓｉｎ吸收能力与绩效框架

企业国际化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拓展海外业

务不断增加自身学习的机会，并从中获取海外资

源，学习先进知识技术，提升创新能力，达到提升创

新绩效的目的．企业的吸收能力在此过程中显得极
其重要．吸收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
与自身知识存量有密切关系，更与后续的研发投入

正相关．
因此提出假设：

Ｈ２　企业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国际化程度与创
新绩效的关系．

理论模型见图３．

图３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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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样本和方法
笔者选取中国Ａ股上市公司中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开展国际化经营活动的企业为样本，上市公司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的海外业务收入数据由 Ｗｉｎｄ数据
库和企业年报整理获得，用于衡量企业创新绩效的

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吸收能力的

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和企业年报．为
了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剔除了三类企业：一是

存续时间小于８年的企业，二是金融行业类企业，
三是原始数据严重缺失的企业．最终得到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年１１年存续的１４４８家样本企业的平衡面板
数据．

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发现，最佳模型为固定效
应模型．因此，在研究企业国际化程度对创新绩效
的影响效果及吸收能力在此过程中的调节效应，选

用的是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２．２　变量选取与衡量
２．２．１　因变量

选取企业的创新绩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为因变量．
由于中国的专利从申报、审核、授权、保护到管理等

制度体系比较完善，所以相关学者在研究中多选取

专利数来衡量企业的创新绩效．如李梅和余天
骄［１３］使用发明专利申请量衡量企业创新绩效，吴

先明和糜军［１４］５７－６３使用发明专利授权量代表企业

的自主创新能力．参考已有研究，根据数据可得性，
使用各年度内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代表企业的

创新绩效．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２．２．２　自变量

选取企业的国际化程度（ＦＳＴＳ）为自变量，指
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活动，融入国际市场和其占有程

度．衡量指标主要有海外子公司数量、海外子公司
占全部子公司的比值、海外子公司分布国家个数、

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海外资产占总资产

的比重、海外员工占全体员工的比重等．参考 Ｒｏｂ
ｅｒｔＭ．Ｇｒａｎｔ［１５］的研究，使用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
额的比重测量企业国际化程度．企业海外销售数据
来源于Ｗｉｎｄ数据库和企业年报．
２．２．３　调节变量

选取企业的吸收能力（ＡＣ）为调节变量．关于
企业吸收能力的测度，早在１９９０年 ＷｅｓｌｅｙＭ．Ｃｏ

ｈｅｎ等［３］１２８－１５２提出关于企业吸收能力的测度用研

发强度来衡量，即用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来

衡量企业的吸收能力．此外，也有不少学者用其他
的度量方法测度吸收能力，但测算指标均与企业研

发相关联．由于企业研发投入是新产品开发和技术
革新的前提与保障，故企业吸收能力的强弱主要取

决于Ｒ＆Ｄ投入．考虑到数据的精确性和可得性，借
鉴ＷｅｓｌｅｙＭ．Ｃｏｈｅｎ等 ［３］１２８－１５２的研究，使用企业年

度内用于研发的费用占总营业额的比重，即研发投入

强度来衡量企业的吸收能力．数据来源于ＣＳＭＡＲ数
据库和企业年报．
２．２．４　控制变量

选择企业的年龄（ＡＧＥ）、规模（ＳＩＺＥ）与绩效
（ＲＯＡ）三个变量为控制变量．选取原因是：１）成立
时间久的公司所积累的创新和管理经验对其开展

研发活动更有帮助，从而影响其创新绩效．２）规模
较大的企业更有经济实力购买研发设备、聘请高水

平的研发人员，更有开展创新活动的意愿，有更大

的概率提升创新绩效．３）盈利能力较好的企业可
能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研发活动中，进而达到技术

创新，使企业有更好的创新绩效以达到持续盈利的

目的．
企业的年龄为企业的经营时长，以研究年份减

去企业成立年份计算所得．企业的规模为观测年末
总资产加１的自然对数．企业的绩效采用企业总资
产净利润率来衡量．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表１展示了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３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３．１　描述性统计
表２展示了各变量间的相关性系数及膨胀因

子，考虑到极端值情况对各连续型变量取两端１％
的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缩尾处理，可以看到样本企业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的创新绩效即当年专利申请量均值
为１０．７３，海外销售额占比均值为０．１０，企业研发
支出占比均值为２．２７．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的均
值为２２．０３，企业年龄的均值为１６．６６，企业绩效的
均值为０．０３．各变量的 Ｖｉｆ值都在１左右，均小于
１０，各个变量之间没有多重共线性，因此不会影响
模型回归的准确性．为验证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
选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对Ｈ１和Ｈ２进行检验
分析，结果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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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数据来源

因变量 创新绩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当年发明专利申请量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自变量 国际化程度 ＦＳＴＳ 海外销售额／总销售额 Ｗｉｎｄ数据库、企业年报

调节变量 吸收能力 ＡＣ 研发费用／总营业额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企业年报

控制变量

年龄 ＡＧＥ 观测年－企业成立年份 ＣＳＭＡＲ

规模 ＳＩＺＥ ｌｎ（企业年末总资产＋１） ＣＳＭＡＲ

绩效 ＲＯＡ 净利润／总资产 ＣＳＭＡＲ

表２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 Ｖｉ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ＳＴＳ ＡＣ ＳＩＺＥ ＡＧＥ ＲＯＡ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１６３７９ １０．７３ ３７．８１ １．００

ＦＳＴＳ １５２９１ ０．１０ ０．１９ １．０３ ０．１２ １．００

ＡＣ １５２９１ ２．２７ ３．５０ １．０５ ０．１６ ０．１６ １．００

ＳＩＺＥ １５２３９ ２２．０３ １．４０ １．０４ ０．２２ －０．０５ －０．１３ １．００

ＡＧＥ １６３７１ １６．６６ ６．０９ １．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５７ ０．１１ １．００

ＲＯＡ １５３１２ ０．０３ ０．０７ １．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８６ －０．０８ １．００

３．２　回归分析
通过表３可以看出，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系数为

１８．４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由此可以看出
企业海外销售额占比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支持假设Ｈ１．伴随企业在国
际市场的经营和发展，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可能通过

逆向技术溢出、研发费用分摊、海外市场竞争及市

场需求的差异化等为企业创新提供所需要的新知

识、新技术和相关的信息，企业可以将海外的相关

资源与自身资源相结合，通过创新资源促进企业创

新绩效．
表３　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Ｍｏｄｅｌ－１Ｍｏｄｅｌ－２Ｍｏｄｅｌ－３ Ｍｏｄｅｌ－４

ＳＩＺＥ １．７３ １．７５ １．７４ １．７５

ＡＧＥ ０．３７ ０．３６ ０．２６ ０．２６

ＲＯＡ －２．７０ －１．５１ －０．２１ ０．０８

ＦＳＴＳ（Ｈ１） １８．４４１８．００ １５．７２

ＡＣ ０．６０ ０．４９

ＦＳＴＳ×ＡＣ（Ｈ２） ０．８７

Ｒ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０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４

Ｆ ２７．３３３８．１５４１．３２ ３６．６６

　　注：表示Ｐ＜０．０１．

Ｍｏｄｅｌ４展示了企业吸收能力对企业国际化程
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

国际化程度系数仍显著且大于 ０，交叉项变量
ＦＳＴＳ×ＡＣ系数同样显著且大于０，说明企业吸收
能力对其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同向调

节关系（即：正相关）．
３．３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定性，采用替换主要变量

测量方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将因变量的测量

方法进行改变．在已有研究中，有使用新产品销售
数量或者收入对企业创新绩效进行衡量的，也有使

用专利数量对企业创新绩效进行衡量的，笔者把创

新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借鉴吴先明和糜军［１４］５９的

研究，使用发明专利的授权数量衡量企业的创新表

现．因此，使用企业当年发明专利的授权量（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１）进行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４．模型（２）检验了企业
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可看出该

变量在１％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这与前文实证结果一致．模型（４）放入交互项
ＦＳＴＳ×ＡＣ，结果显示系数大于０，均为正值，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该结果与所选取的样本回归一致，
由此推论结果得到验证，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４　研究结论和启示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及创新问题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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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研究关注的热点，已有研究成果多从传统的

资源观和学习观出发，探究国际化对创新的影响．

中国企业实施国际化行为的主要动因是获取国外

的新知识、新技术、新理念和先进创新理论与优质

的资源，通过内化吸收转化，以期提升自身的创新

能力，是否能将外部的知识资源进行消化、吸收并

进行整合是企业实现有效创新的关键所在．
表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１
（１）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１
（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１
（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１
（４）

ＳＩＺＥ １．６８ １．６９ １．６６ １．６８

ＡＧＥ ０．２７ ０．２６ ０．１６ ０．１６

ＲＯＡ －２．５３ －１．５２ －０．２４ ０．１１

ＦＳＴＳ（Ｈ１） １６．６８１６．００１２．７３

ＡＣ ０．５４ ０．３７

ＦＳＴＳ×ＡＣ（Ｈ２） ０．７４

Ｒ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７ ０．０８６

Ｆ ２７．６３３８．４５４３．３２３７．６６

　　注：表示Ｐ＜０．０１．

基于此，选取样本企业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的中

国Ａ股上市公司，采用理论分析与假设检验等方

法，验证了企业国际化程度和创新绩效间正相关的

关系，并进一步研究验证了企业吸收能力对二者之

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得出以下结论：

１）企业国际化程度对创新绩效有调节作用，

而且是积极的、正向的．企业的国际化对技术、产品

及理念创新的提升是显著有效的，企业通过开拓海

外业务，从而扩展知识边界，搜寻和学习国际先进

知识技术，实现资源整合，最终达成提升创新绩效

的目标．注重海外业务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具

有资金实力及竞争优势的企业应积极开展海外业

务，不仅可以开拓海外市场，而且可以在业务开展

过程中吸收学习海外的先进知识、技术，达到提升

自身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获取更高创新绩效．

我国企业应理性分析自身实力和国内外政策等要

素，科学、有效地选择和拟定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

国际化发展战略．

２）吸收能力对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关

系有着同向调节的影响作用．企业的吸收能力越

强，对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间关系的正向影响越

大．不同吸收能力的企业在同等的外部环境中吸取

学习知识的能力是不同的，吸收能力不仅能够帮助

企业在海外拓展业务，对外部知识进行识别和学

习，更能帮助企业结合自身情况整合外部有效信

息，推进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因此，企业搜寻、吸

收和整合海外知识的能力是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

同时，企业吸收能力的养成是有条件的，需要有强

大的资金作保障，尤其是足够的研发投入，当企业

拥有较强的资本实力时，开展国际化活动所产生的

知识技术溢出就能极大地促进企业吸收能力的提

升．基于此，企业在海外经营过程中，应当加大自身

的研发投入，注重架构自身的知识网络体系，更加

高效地识别和吸收外部的先进知识技术，融会贯

通，并结合自身已有的技术水平，加快新技术的研

发、推广和运用，加快新产品的开发与推销，不断推

进和引领国际市场产品的更新，从而实现创新绩效

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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