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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宝箱》 当决定把“寻找中国技术”作为一个贯穿全年的连

续报道的时候，一种有趣的商业历史观提醒我们：若想发现

中国技术，首先要明白中国技术的原始来路。在这一点上，

没有比再一次观摩那些跨国豪强们的创新模式作为我们这个

年度报道的开篇更加合适的了在技术的层面上，这些豪强本

身就是曾经的后发者。 而如今，在中国企业迫切实现技术创

新的愿景面前，我们发现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在各种专利

获得量排名中，以苹果、佳能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牢牢占据

着最前列。这使我们认识到，他山之石，或许才真的可以攻

玉。 创新模式：后来居上是一种成功品质 “在研究历史时，

历史学家会用某一特殊的名词来说明在那一时刻发生了某一

事件，公众的意识也随之改变。”当年美国商业史学家约翰

。戈登在《美国传统》杂志的专栏上写下这番话的时候，他

一定无法预见“中国崛起”作为“某一个特殊名词”在几年

之后的横空出世。实际上，若以商业史的眼光来检索有关“

中国崛起”的各种链接，你还可以发现更多的“特殊名词”

，比如中国制造、中国设计乃至中国创造。 从中国制造到中

国创造，仅仅一字之差但含义却是天壤之别。有网友调侃道

；如果后者是智多星，那前者就是脑白金。几年前，当国人

兴致勃勃地把“世界工厂”这顶帽子戴在自己头上的时候，

某种失传已久的帝国荣耀感再次油然而生。那时，纽约曼哈

顿富人区的美国大款们穿着山东半岛上某家乡镇企业做的袜



子和内裤；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某个偏僻山村的居民看着四

川盆地里某家大型国企生产的电视机；巴黎红灯区的老板娘

们使用着温州制造的打火机⋯⋯总之，那时我们自以为就是

世界的中心，中国的商品像救灾物资一样持续不断地投放到

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中国制造似乎已经法

力无边。 但是，当郎咸平说这个世界工厂的利润只有2%

～5%的时候，你可以怀疑这个估算的准确性，但不能忽视问

题本身。毕竟“中国制造”四个字更多地表明了产地属性而

非专利属性。换句话说，我们只是原材料的供应者以及零部

件的整合者，商品里蕴藏的却是别人的脑细胞，而这种“脑

细胞”几乎就可以说是剩余价值的全部。 “美国创造”里的

“日本创造”：模仿创新 上世纪那时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日本企业咄咄逼人的表现给人一种要买下整个美国的感觉

，但很快，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美国人不仅创造了

极具时代特色的产品，更创造了微软、Google式的财富增长

极。正是这些朝气蓬勃的美国公司塑造了我们这个“平坦的

世界”，从这个角度说，美国是这个信息社会的精神家园。 

彼得。德鲁克说，是创新，是创新让美国企业再次领行世界

。事实上，无论是Windows系统还是英特尔微处理器，它们

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诞生的，它们本身的创新平台决定了这

些东西只能诞生在美国而不是他国。当盖茨决定在PC机领域

实现突破的时候，IBM的大型机的年龄比他还大，而当IBM在

大型机领域获得垄断的时候，计算机作为一个行业在美国早

已存在⋯⋯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根本不存在从十九世纪末就

开始生产汽车的商业传统，更不存在发端于十八世纪的企业

文化。如果用我们最近三十年走过的路来超越西方国家三百



年走过的路，显然不通常理。一位在全球市场打拼的中国企

业家说，在创新这个领域，中国企业不属于“首发阵容”，

而仅仅是一个后发国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不是该不该创新，而是该如何创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