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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逆创新作为一种新型技术创新模式，打破了经典创新理论隐含的既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上下游相关主体原 

有稳定的分工关系及创新合作模式。这种新型关系正处于待建与正在建设过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这一体系建 

设中具有一定优势，及早关注将会更有利于我国创新体系迅速融入世界创新体系，实现国家创新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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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逆创新及其特征 

逆 创新 指 先发 生 于新 兴发 展 中 国家 而后 漫 延至 

发 达 国家 的创 新模 式 。逆创新 与经典 创新 相 同 ，都是 

把 一 种新 的生 产 要素 和 生产 条件 的“新 结合 ”引 入生 

产 体 系 ，从而 从根 本上促 进生产 力 的发展 。二者 都 强 

调 技术 的生产 力 转化 与实 现 。但 逆 创新 强调 将 发展 

中国 家 (中等 收入 )人 群作 为技术 创 新产 品最 先 消 费 

者 及 受益 者 ，将 这一 市场 需 求 与生 产条 件进 行 全新 

组 合 ，从 而实 现需求 与 技术双 驱动 下 的创 新 。具 体来 

说 ，逆 创新 分 为两 个 阶段 实现 。第 一 阶段 里 ，创 新 主 

体 以新 兴 发展 中国家 的 中产 阶级 及 发达 国家 边 缘市 

场 消费 群体 的潜在 需求 为指 导细 分市 场 ，以寻求 现 

有 技 术 的 新 应 用 和 多 种 技 术 的 新 结 合 ，从 而 开 发 出 

适合 这 类市 场 需求 的全 新 产 品 ，激 活 市场 潜在 需 求 ， 

并在 市 场 和技 术共 同推动 下形 成 创新 产 品 ，并得 到 

市场 认 可 ，获取 市 场份 额 ，从 而快 速使 创新 资 金 回笼 

并有 效实 现创 新风 险管 理 。在 此之后 ，进 入逆创 新第 

二个 阶段 。这 一 阶段 以发 达 国家 主 流市场 及 发展 中 

国家 高 端市 场 人群 需要 为 指导 ，以第 一 阶段 积 累 的 

物 质 及 知识 做 为第 二 阶段 逆创 新 的基 础 ，从 而完 善 

第 一 阶段 创新 产 品 的功 能 ，达到 最终 使创 新从 发 展 

中 国家走 向发 达 国家 ，实现 创新 促进 生产 力 发展 的 

最 终 目的 。逆 创新 的提 出意 味着 有 价值 的创新 产 品 

可 以通 过 “先 就 中后 就高 ”的模 式 展 开 及 推 广 ，从 而 

使 逆 创 新 具有 不 同于 传 统 意义 创 新 模 式 的 特 征 ，具 

体 表 现在 以下几 点 。 

(一 )创 新 假 设 不 同 

经 典创 新 假设 认 为 ，发达 国家人 群 总体 收入 较 

高 ，消费 能力 强 。而 发展 中国家会 不 断增 加 收人 ，所 

以将 创新 首发 产 品定 位 于发 达 国家及 发 展 中国 家高 

收人 人群 ，产 品功 能及 价格 定位 高 有利 于满 足现 下 

高 收 入人 群需 要 ，同时前 瞻性 等 待低 收入 人 群 (发展 

中 国家大 众市 场及 发 达 国家边 缘 市场 )改善 收入 状 

况 后 的未来 消费 ，或创新 产 品价格普 降后 的消费 。逆 

创 新 强调 发展 中 国家 市 场份 额 巨大 ，加上 发 达 国家 

边 缘 市场 ，因此应 将 创新 首 发产 品定 位 于这 一市 场 ， 

激 发潜 在需求 。 

(二 )目标 人 群 及 扩 散 渠道 不 同 

经 典 创 新 的 目 标 消 费 人 群 是 富 人 (Vernon， 

1979)，创新 产 品 的最初 采 纳者 常 常是 对价 格 不敏 感 

的收入 较高 群体 。创新 企业会 研究这 一类人 群 需求 ， 

并 根据这 一需 求进行 R&D活 动 ，实 现创新 。在原 有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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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分 工体 系 中 ，发 达 国家 (先 是美 国 ，后 有 日本 及 欧 

洲 国 家 )是 创新 活 动 引领 国 ，也是 创 新 产 品 首 发 国 。 

创 新 产 品首 发 后将 先 是 在 发 达 国家 间水 平 扩 散 ，在 

标 准化后 才 向发 展 中国家垂 直扩散 。 

(三 )所 面 对 的 目标 市 场 特 征 不 同 

经 典 创 新 只 满 足 发 达 国 家 富 有 阶 层 需 要 的 创 新 

产 品要求 ，这一市场 以规则成熟 、基础设 施建设完备及 

创新产品性能强 、价格高著称。而逆创新将 更多开发低 

成本 、功能强和有特色 (如便携式 )的创新产 品(见表 1)。 

其创新理念将更 多关注普通消费者民生 问题 。 

表 l 逆创 新 目标市场 特征及 创新 机会 

目标市场 捕述 含义 例子 

发展中周家(中等收人 性能稍差，价格降低 诺基亚手机 

产品性能 消费者)会对产品性能 

降格以求，做出让步 

相对于发达国家基础设 发展中国家消费者需要不 便捷式的电池： 

基础设施 施完备情况，发展中周家 依赖基础设施的创新产品 印度电信的无地面设 

基础设施正待建设 解决方案：同时．基础设施 施支持的无线技术 建设 

建设者也会更易于接受成 

本节约型建设方案 

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多有 发展中国家对下代环境技 中国电动汽车 可持续性 

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术需求比富国更迫切 

发展中国家规则系统比 新产品可以在发展中国家 美国波士顿 的 Diag- 

规则 发达国家弱且滞后，一定 较容易越过规则障碍 nostics For Au公司 

程度上有利于创新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周家 创新时需要考虑不同国家 印度普及扁豆等食物 喜好 

消费者喜好不同 文化及背景的偏好不同 的生产技术 

注：资料源手1并整理于：Vijay Govindarajan and ChrisTrimbleRevereInnovation：Create Far 

From Home，Win Everywhere。 Haz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2。 

(四 )研 发 中 心 选 址 倾 向 不 同 

开 放 式 逆 创 新 模 式 下 ，发 达 国 家 与 发 展 中 国 家 

跨 国 经 营 企 业 均 会 更 多 选 择 将 研 发 机 构 设 置 到 发 展 

中国家 。其 目的是 降低研 发设计 成本 ，近距 离接触 创 

新产 品 目标 市场 从而 获得 创新 需求 启 示 ，以获得 创 

新 点 。 同时 ，发 展 中 国 家 也 可 在 本 地 获 得 发 达 国家 研  

发部 门 的知识溢 出 。这样 ，创 新行为将 更 多发生 在发 

展 中 国家 ，并 最 终将 创新 扩散 至 发达 国家 。比如 ，美 

国通 用 电气 公 司数 十年来 都 是将 适合 西方 国家 的产 

品调 整 后卖 给新 兴发 展 中 国家 的市场 ，现 在 为抢 占 

先 机 ，企业 需要 逆创 新 ，正计 划将 设 计及 企业 研 发生 

产转 移到低 成本 近市场 的新兴 发展 中国家 。总 之 ，逆 

创新 模 式下 ，发 达 国家 企业 会更 多将 研 发 中心选 址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 

(五 )实现 路 径 不 同 

经 典创新 中 ，创 新产 品 首发 于发 达 国家 ，然后 在 

发 达 国家间扩散 ，之后 A-扩散 到发 展 中国家 。这 种情 

况 也是 多 年跨 国公 司总 体 的创新 模 式 。这一 创新 模 

式 的缺 点 是 限制 了跨 国公 司创 新思 路 ，使他 们 生产 

的产 品一 直是 面 向新兴 经 济体 的塔 尖 ，只有 富 裕人 

们 才 能购 买得 起 。发 达 国家创 新后 所做 的仅 仅 是将 

它 们 在 原 产 国 (发 达 国 家 )开 发 的 产 品 进 行 改 良 出 口 

到新 兴发 展 中国家市场 。逆创新 则不 同于 经典创新 。 

逆 创新 回归 产 品实用 性 功能设 计 本质 ，关 注发 展 中 

国家及 发达 国家 中的收 入较 低人 群 (发 达 国家 的 边 

缘 市场 不是 不需 要创 新 ，而 是容 量太 小不 适合 耗 费 

大 的创新 投资 。但 当两个 市场结 合起来 时 ，其 市场 容 

量 是 可 观 的 。 )从 而 形 成 全 新 消 费 理 念 与 创 新 概 念 。 

逆 创新 不是 没有 创新 Zero based innovation)，而 是 强 

调低 价格 创新从 而创造新 的市场需求 。 

二、我国企业逆创新管理之路 

(一 )关 注 本 国 国 内 市场 ，引领 世 界 创 新 潮 流 

中 国 无 疑 是 全 球 最 具 可 持 续 发 展 潜 力 的 经 济 

体 ，其 国内市场份 额 巨大 。中国企业对 本 国市场需 求 

的信息 采集 及 整理 能力 相较 于 国外企 业 (跨 国企业 ) 

具 有先天 优势 。同时 ，本 国企 业更熟 悉 当地 的消 费者 

和 消 费习惯 及 消费 心理 ，也 具有 低价 策 略经验 和 当 

地 市 场 影 响 力 及 渠 道 。 当 地 积 累 的 人 际 关 系 也 是 其  

整 合创 新 资源 的优 势 。再加 上 中 国是 高 背景 文化 国 

家 (Edward T．Hall，1976))，这 样 国家 的文 化 中 ，人 际 

网络在 社会 生 活 中作 用 更大 ，本 国企 业适 应性 的新 

产 品开拓普 及 过程 较为 容易 ，外 部人 也 较难 以对 这 

一 文 化 快 速 了解 和 融 合 。由 此 ，中 国 本 土企 业 要 关 注 

逆 创新 特 征及 趋势 ，适 时调 整企 业创 新 战略 ，抓住 时 

机 占领 国内市 场并 形成 自己的 品牌 与竞 争力 。在 此 

基 础 上 ，调 整 创 新 产 品 价 格 ，并 通 过 在 发 展 中 国家 的 

市 场 反 馈 不 断 进 行 功 能 的再 完 善 ，包 括 耐 用 性 、便 携 

性 、技术 的再 新改 进等 ，最 终达 到发 达 国家 主流 市场 

需 要 。这 一过 程 的完 成将 改变 过去 人们 对 国外 品牌 

的依 赖 ，以 国 内品牌 引领 国 内创新 潮流 并最 终 引领 

世 界 创 新 潮 流 。 

(二 )开 放 式 创 新 战 略  

随着 现代 社会 化 大生产 及迂 回生产 方式 的快 速 

发 展 ，创新 管 理 成 为多 角 度 、多 维 度 、多 主 体 的一 个 

社会 化活动 。逆创 新强调 开放 式创新 ，也就是 说创新 

的获得 既可 以从 企业 内部 获得 ，也可 以通 过外 部购 

买或 合作 (官产学研 等 )获得 。这主要 是 因为 ：一是企 

业 在逆创 新 时不 能是 一个 孤立 的系统 ，企 业逆 创新 

活 动应是一 个开 放 的 、非线性 的过程 。逆创 新不仅关 

注 本 国市场 ，还要关 注 其他 发展 中国家市 场及 发 达 

国家低 收入 市 场 ，并 在 此基 础上 实 现企业 内部资 源 

与 外部 资源 的 整合 。二 是逆 创新 最终 要 实现 创新 产 

品的从 中等收 入人 群 到高 收入 人群 的普 及 ，这一 过 

程 不 以一 国或 一地 为界 ，并 需 要不 断完 善创 新 产 品 

功 能 、整合 科研 资源及 提高 学 习能力 。这 一过 程离不 

开 企 业 内外 部 知 识 交 流 与 沟 通 。 开 放 式 逆 创 新 强 调 

国 管理现代化 



创 新 过程 中的公 共研 发 平 台支 持 和建 设 ，政 府 的制 

度 安排将 在 逆创新 的这 一过 程 中起 到 积极作 用 。 

(三 )跨 国 经 营 战 略 

近年来 ，R＆D国际化 趋 势越 来 越 明显 ，创 新 活动 

本 身 具有 不 可分 性 ，逆 创新 更 强 调 国际创 新 界 面 的 

形 成 ，跨 国经 营战 略更 有 利 于技 术创 新 知识 的获取 

与 创 新 绩 效 的 提 高 (Marion Frenza，Grazia Ietto— 

Gilliesh，2009)。跨 国经 营 战略不仅 包 括本 地企 业 的跨 

国经 营战 略 ，还包 括 引入 国外企 业 。逆创新 鼓 励本地 

企 业 的跨 国经 营战略 。由此 ，中国企 业 的跨 国经营 战 

略包 括 到发 展 中国家设 厂 和 到发 达 国家设 厂 两 个 方 

向 (见 图3)。中国 的跨 国企 业 到其他 发展 中国家设 厂 

具 有 天然 优 势 。 因其能 更 好地 理 解 同是 发展 中国家 

的市 场需 求 从 而发 现创 新 机会 。到发 展 中国家 设 厂 

主要 是 获取 其 市场 调研 以获得 创 新需 求 和后 期 创新 

产 品的实 现 以 回笼 创新 资 金 ，并 反 哺进 一步 的R&D 

活动 ，为逆 创新 的最 终 目的一 占领 国 际市 场奠 定 物 

质基 础 ；而 到 发达 国家设 厂 主要 是 获取 其逆 向技 术 

知识 溢 出及 对 其边 缘市 场 进行 调 研 ，以为新 一 轮 创 

新 获得 创新 技 术知 识 的 支持 ；引进 国外 企业 是 通 过 

引 进发 达 国家 跨 国公 司 ，特 别是 吸 引其 研 发 中心 直 

接设 在 中国进 行新 技术 研 究 开发 ，这样 不仅 可 加 大 

其 向 中 国技 术 转让 的规模 和 速度 ， 中国也 可 因之 将 

自己纳 入其 全 球研 发体 系和 网络 中 ，从 而提 升 自身 

创新 能力 。与此 同时 ，中国也把 引入 的跨 国公 司研 发 

资源 纳入 到 了中 国的 国家 仓U新 体 系 中。 

再创新、创占国际市 

场，提升创新能力 

圈  

图3 中 国 企 业 逆 创 新 国 外 设 厂 路 径 示 意 图 

(四 )结 合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战 略 

随着 我 国人 口红利 时代 的过 去 ，特别 是 在 金 融 

危 机 背 景下 ，我 国面 临着 经 济 的转 型及 产业 结 构 的 

调整 压 力 。逆 创新 模式 的 出现无 疑 为我 国本 土 企业 

在新 一 轮经 济 发展 中获得 竞 争优 势 提供 了机 遇 。本 

土企 业 可 以借 势抓 住 国 内市 场需 求 ，结 合产 业 结 构 

调 整及 经济 转 型要 求 ，研 究 开发 新 兴产 业技 术 及 节 

能 环保 技术 ，率先 发 挥 逆创 新优 势 以在 国际创 新 体 

系 中谋 得一 席 之地 。这 一过 程 中 国家也 可 以结 合 我 

国 发 展 实 际进 行 产 品 标 准 制 定及 品牌 扶 持 计 划 ，保 

证 民族 工业 发 展 。 同时 加强 知识 产 权保 护 以 吸引 国 

外研 发机 构落 户 。制 定规则 系统 ，过滤 外 资企业 。最 

终 实 现 我 国产 业整 体 升级 及经 济 结构 调整 ， 同时达 

到 区域 产业 均衡 发展 的 目的 。 

三、结 语 

逆 创 新 的最 终实 现 是 自下 而上 的 以从 发 展 中 国 

家传 导 到发 达 国家 为路 径 的 ，这 一过 程相 较 于经 典 

创 新 中 的发 达 国 家 自上 而下 的传 导 过 程 更 有难 度 。 

这一 过 程 的实 现建 立 在对 创新 技 术 的研发 及 对创 新 

需求 市 场掌 握 能力 上 。 同时 由于 发展 中国家 面 临较 

少 的规 制束 缚 ，反 倒有 可 能促 成其 技 术跳 跃 式发 展 ， 

从 而引领 新一 轮技术 创新 的潮 流 。总体来 说 ，中 国可 

通 过 以下几 个 阶段 来 实现 逆创 新 能力 提升 。第一 阶 

段 、渐进式 过程 创新 。提 升企业 生产 效率 、降低成 本 ， 

积 累企 业可 用 资本 ，关 注 本 国市场 需 求 。第 二 阶段 、 

根 本性 过程 创 新 。提 升企 业 服务 质量 ，积 累 社会 资 

本 ，获得市 场需 求反 馈 ，寻找产 品创新 点 。第 三 阶段 、 

产 品创 新 。结 合研 发 满 足 目标 市 场 的功能 设 置及 便 

捷 性要 求 ，促 使创 新 产 品迅速 占领 本 国市 场 ，并 开发 

其他 发展 中国家 同类 市场 ，获得 创新 资金 回笼 。第 四 

阶段 、再创 新 。针对 发达 国家及 发展 中 国家高 收人人 

群 特色化 要求 进行 产 品再 创新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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