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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多维度解析

郑其绪，朱　华
（中国石油大学 学校办公室，山东 东营 ２５７０６１）

［摘　要］创新是指为社会进步或科技发展所做的突破性工作。创新就其类型而言，分为
原创型、组合型和模拟型；创新具有反叛性、超前性和风险性的特征；创新的条件是指创新者必

备的基本要素：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要有足够的知识，要有健康的身心，要有激昂的环境。创

新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勇气，不仅需要自信，而且需要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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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在
《世界教育报告１９９３》公布的全球高等教育入学率
的分析结果中得出了两点惊人的结论：一是大学生

多未必对经济增长有好处，二是高校入学率高低已

经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无关。这两点结论直指

当今高等教育的弊端———培养的学生缺乏创新性。

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是创新型人才，而非复制型人

才。于是，美国制定了一个洋洋４４万字的“２０６１”
计划，其中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国家处于险

境！”在这个计划中，作为国策多次提到创造性和创

新能力的培养问题；日本则提出培养生存能力，重视

创造性培养；韩国制定了一个“国家生存战略”，指

出“创造能力是决定性因素”；世界管理发展趋势大

会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创新。［１］６３而在中国，继江泽民

大声疾呼“创新，创新，再创新”［２］之后，新一届领导

集体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并明确提出要加强自

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不难感觉到创

新的压力已经如山重负，压到了世界各民族的头上，

咄咄逼人，不可逆转，无法回避。在这个世界上，指

望靠“虚心好学”赢得胜利，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事

情；指望靠“无私援助”发展自己，就更是痴人说梦。

唯一的指望是自己，唯一的办法是创新。创新是一

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

竭动力。［３］

一、创新的范畴

创新的范畴是指创新所涉及到的诸方面的基本

问题，诸如创新的概念、类型、特征等。

（一）创新的概念

《现代汉语词典》对创新概念的界定是“抛开旧

的，创造新的”。［４］其实，这种世人熟视无睹的解释

并不准确，甚至有失正确。旧的不一定要抛开，新的

不一定是创新。“天人合一”、“无为而治”思想历经

几千年，至今仍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而魅力不减；而美

国的“人权无国界”论、李登辉的“两国论”虽然都是

新的，却是阻碍社会前进以至于是反动的。因而，

“创造新的”不一定是创新。创新的真正意义在于

“为社会进步或科技发展所做的突破性工作”。在

这个概念中有三个关键词：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和突

破性工作。前者是创新的前提，决定了行为的性质；

后者是行为的结果，指出了创新的关键在于突破。

这一概念明确界定了创新的科学内涵，而且给创新

以正确的导向。

（二）创新的类型

创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有知识创新、科技创

新、思想创新和方法创新等。所有这些创新，就其类

型而言，可分为原创型、组合型和模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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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型创新是只存在创新“元素”，不存在创新

模型或样本，完全采用一套全新的思路，从而催生出

全新的事物。原创型创新是最难的创新，却是最有

意义，最具价值的创新。

组合型创新是在已有“模型”的基础上增减、重

组，从而获得新的功能。这种组合不仅有技术上的

组合、元件的组合，而且有思想的组合、文化的组合、

学科的组合等等。

模拟型创新是不仅存在基础模型，而且几乎是

形式上一成不变，只是在不同的时空“移植”、“嫁

接”。“与时偕行”本在《易辞》中早有倡导，却始终

没有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而“与时俱进”在今

天则成为推动中国各项工作前进的精神动力，这也

是创新，是模拟型创新。

（三）创新的特征

创新集中表现为三大特征：反叛性、超前性和风

险性。

创新的反叛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创新本来就

是“突破性的工作”。我们可以这样说：突破就是反

叛。要创新就要面对传统，面对权威，甚至面对伦

理。创新必须突破传统、突破权威，思想上不能“循

规蹈矩”，思维上不能等待“是非确定”，逻辑上不求

“因果分明”，观察上不可能“一目了然”，实践上也

无法“十全十美”，甚至伦理上要突破某些“传统道

德”……所有这一切都充满了反叛色彩。

创新的第二大特征是超前性。因为所有的创新

都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又是按照事物发展规律

进行前瞻性地探索。创新永远是社会发展的“航

标”，永远引领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潮流，成为世

人为之瞩目的东西。然而，创新的超前性不是凭空

想象，一切创新都是源于生活、起于现实。马克思主

义哲学从黑格尔哲学上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

社会主义起步，航天飞机以民用飞机为基础，克隆技

术以生命科学为后盾……因此，创新既具有鲜明的

超前特征，又不是割断历史的虚无主义。

创新还具有风险性特征。这种风险性有政治

的、经济的，还有理论的和技术的。因为，创新的任

何一个突破都是反叛，都有可能“冒犯”传统与权

威。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创新都具有待验性，它在社

会上的认可程度要有一个时间周期；还因为创新往

往是在非理性中寻求创新点，在混沌中展开想象的

翅膀，在执著中获得突破，而这些突破的正误均需要

验证。因此，创新者不仅需要智慧、需要实践，而且

需要勇气、需要忘我。这就是创新的伟大之处。

二、创新的条件

创新的条件是指创新者进行创新时必备的基本

要素。创新是一项伟大而高尚的事业，从事这样的

事业并非随心所欲、心想事成，它需要一系列因素促

成，其中最基本的要素有四类，也可以称其为创新的

初始条件。

（一）需要强烈的创新意识，力戒“三化”，认识

“三无”

意识决定行动，愿望产生动力。强烈的创新意

识是走向创新之路的动力之源。创新必须使思维进

入高度活跃状态：一方面心静如水，一方面又激情荡

漾。对于所思考的问题挥之不去、驱之不散，才下眉

头，又上心头；对所思考的问题心驰神往以致不舍昼

夜，思绪如泉涌、如雨注。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摒

弃“三化”，认识“三无”。

１．创新力戒庸俗化、神秘化和虚无化
创新不能庸俗化。有人将改变与创新划等号，

将新与创新相混淆，使创新走向了庸俗化。由喊

“一、二”开始，到喊“五、六”开始，这不叫创新。因

此，改变不等于创新，新不等于创新，不能随便将创

新的标签乱贴，那会使创新变得庸俗化。

创新又不能神秘化，认为创新高不可攀，创新只

是部分“大家”的事。其实，人人都有资格创新，人

人都有可能创新。一个小的发明是创新，一个思想

方法的改变也可能是创新，甚至一句话都可能是创

新。因而，我们对创新没必要神秘化。

创新更不能虚无化，认为创新离我太高太远，在

我身边没有，生活中没有，平淡的工作中没有。其

实，大大小小的创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个统计

报表的改变，一个考核方法的更新，一个管理理念的

提出……只要促进了工作、提高了效益，都是创新。

２．创新无定时、无定规、无定人
创新不是一般性工作，它是在人们思维高度活

跃、激情无限时的一种超常的智能发挥。因而，很难

给创新规定一个时限。创新常常令人感到非常神奇

和不可思议，它是个“不速之客”，常常在人们没有

思想准备的夜间、席间或闲庭信步间出现，表现为创

新的无定时性。

由于创新是一种高级而复杂的大脑活动，这种

活动带有极大的模糊性、灰色性和混沌性。人们只

能探索其规律，而无法给出一个固定的公式，然后循

着这个公式得出一个创新的结果，现在不可能，今后

也不可能，因为创新无定规。

创新同样无定人。一个创新目标的实现，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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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创新的首个突破者无法规定，也不能规定，我们最

多只能从概率的意义上对某些人寄予希望，而这种

希望又常常被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突如其来地打

破。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某一个问题的创

新主体。

（二）创新必须具有足够的知识，力达“三度”、

践行“三思”

创新所需的知识要素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创新

的知识结构及知识能力却并非人人都是深思熟

虑的。

１．创新者在获取知识上必须具有广度、深度和
速度

知识的广度是博的问题。知识广博可以把看起

来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综合起来，分析对比、互相启

发、彼此印证，使知识互相碰撞、产生火花，使大脑的

思维变得富有活性。谁也不会想到一句唐诗可以使

谈判柳暗花明，获得巨大效益，可四川农大的一位博

士做到了。由一只蝴蝶的飞舞想到龙卷风，进而引

发出了混沌理论。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上述事件

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知识的深度是专的问题。知识的专深可以使人

在相应的领域看问题“一针见血”，可以使从事的研

究迅速“定向”，从而使意志变得坚定，乃至皓首穷

经、无怨无悔。因此，不能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广博

上，否则博而不深，将会永远浮在生活和工作的表

层。深度使思维变得富有理性。

获取知识的速度问题是现代社会带给我们的一

个新问题。当今的知识浩如烟海、多如牛毛，只靠大

脑的记忆是无能为力的，于是人们创造了一种能

力———“检索”。现在不是看谁记得快，而更多的时

候是看谁“找”得快，这种检索能力可以缩短成功的

周期。

总之，知识的广度使思维富有活性，深度使思维

富有理性，速度则能缩短成功周期。

２．创新必须广思、常思和冥思
一切创新都源于思维，终于成果，创新必须广

思、常思和冥思。

广思是创新思维的捕捉期。此时可以对一切事

物感兴趣，对一切现象均发生好奇，从而引发追寻欲

望。因为任何创新前不管是问题的定向，还是解决

的方法往往都是模糊的，无法“一锤定音”，只有怀

着巨大的兴趣在模糊中摸索。

常思是对问题的探索不能靠一时心血来潮，当

情绪高涨时海阔天空，而兴趣熄灭时则心灰意懒。

创新思维要持之以恒、要执著如初，要达到“一厢情

愿”的地步。

冥思是把思维引向纵深。创新必须广思，但不

能停留于广思；创新必须常思，但不能满足于常思。

在经历了广思和常思以后，创新思维必须进入冥思

阶段，此时“废寝忘食”已变得自然，“忘我无我”已

成为必然。这是突破前的“反常”，这是成功前的

“超常”。

（三）创新必须具有健康的身心，力求“三度”，

勇于“三破”

健康的身心是创新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是

创新的直接载体。

１．创新者必须拥有气度、高度和风度
气度是指一个人的胸怀。只有那种能容天下难

容之事气度非凡的人，才能保持一种爱心、诚心、愉

悦之心，才能够充满创新的活力与激情。有气度的

人方能有量则谅、多容则融、善合则和。

高度是指人的品格和境界，而非人体的自然高

度。一个人若失去了人生的高度，他便难以与人相

容、与社会相容、与自然相容，如果自我封闭自己，就

会失去谦和与自信，也就失去了创新的环境。

风度在这里是指健康的体魄、生命的活力。这

是创新的物质基础，是酿造激情与灵感的工厂。很

难想象，由一堆千疮百孔的破旧机器凑合而成的工

厂能生产出高科技产品。同样，一个弱不禁风、朝不

保夕的人是不可能充满创新的激情与活力的。

２．创新者要敢于突破权威、突破书本、突破传统
权威在人们工作及日常生活中常常是被崇拜的

对象，当然也就成为人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因为

权威皆为成名者、成绩卓著者、常常是“真理的代表

者”。但是，权威并非是顶峰，他的理论与实践都还

在发展着。既然要创新，就必须突破权威。

创新还必须敢于突破书本。其实，书本也是权

威，因为它常常是权威撰写并被社会认可的。它更

加理性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它的理论、概念、公式

……都是经过千般思索、万般锤炼而成的，因而，对

它的突破就更难。

创新还要突破传统。突破传统，既有政治风险，

又有伦理风险，还有社会风险。传统是久而久之被

人们接受并遵循的东西，是普遍认为正确的东西。

要想突破它，常常让人们难以接受，甚至冒引发众怒

的风险，但不能因此而不为。

（四）创新要有激越的环境，力创“三大”，培育

“三境”

创新对环境的依赖性是极其敏感的，必须尽最

大努力适应环境，创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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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创新离不开大社会、大自然、大胸怀
创新离不开社会环境。一个好的社会制度、社

会风气、安全环境对人们带来的心理满足及工作热

情是可想而知的。而一个社会落后、腐败成风、陋习

遍地、安全无定的环境将严重制约、窒息人们的

灵感。

创新还离不开自然环境。大自然可以使人们赏

心悦目、心旷神怡，也可以使人们心烦意乱、萧瑟颓

废。天壤之别的心情给创新带来天壤之别的后果。

自古以来，人们知道“空笔不灵看燕舞，行文无序赏

花开”，就是借助大自然给人以创造的灵感。

对于大社会、大自然，首先需要的是适应，不因

社会局部的时弊而苦恼，不因自然环境的恶劣而沮

丧，这就需要我们以博大胸怀去面对社会与自然环

境，走好自己的路，以“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的洒

脱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２．创新必须具有良好的情境、心境和意境
情境是在特殊时空条件下形成的环境。情境不

同，给人的感受也不同，思维的结果也不同。面对大

海会有沧海巨变、往事越千年之感；走进森林，一种

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在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南方烟

雨、小桥、流水、人家，令人感情细腻；而置身茫茫戈

壁、浩浩大漠，就会产生苍茫、浩瀚之感。创新只有

置身在一定的情境之中，才能活跃思维、启发灵感。

心境是指创新所需要的健康的心理环境。创造

良好的情景是为了形成健康的心境。因为灰暗的心

境抑制聪明、封堵才智、泯灭灵感、驱散激情。那种

小肚鸡肠、自卑畏怯、儿戏轻浮、利欲熏心之人，那种

惊恐不安、心烦意乱、悲痛伤心、愤愤不平之情，都与

创新的心境相悖。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者要先创

造好心境，先提高精神境界。

意境是一种升华了的心境。在植入激情的种子

后，在健康的心境支持下，进一步发展便进入意境。

此时人们忘掉了劳苦和烦恼，甚至忘掉了自我的存

在，使思维进入高度活跃状态。于是，茅塞顿开，一

切洞明。当这种意境出现的时候常常令人无法相

信，又不能不信。这时创新进入最佳状态。［１］６６

综上所述，我们对创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多维

度的探索。这些探索可以凝结为一个简明的模式：

素质＋方法 →
环境
创新

此模式告诉我们：创新的必要条件是素质、方法

和环境，而它却不是充分条件，即是说模式非公式；

此模式还告诉我们：创新是我们永恒的追求，必须坚

持逆境下的坚韧、顺境下的理智、常境下的有恒。创

新是成功使者，创新成就多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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