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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型企业技术竞争情报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摘要：文章首先分析了影响科技型企业技术竞争情报的四个影响因素，分别为竞争对手、技术竞争环境、

技术本身和企业自身，在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运用德尔菲法构建了科技型企业的技术竞争情报能力指标体系，

确定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14个、三级指标44个，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选用某企业对该指标进行评

价验证，为科技型企业技术竞争情报能力的评价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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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科技的发展，科技型企业面临着诸多挑

战，如市场需求变化加快，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研发

时间缩短等等，这就要求科技型企业要时刻关注技术

环境及市场竞争环境，保持技术先进，不断进行技术

研发创新。而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和复杂性又要求科

技型企业进行技术竞争情报活动。对技术情报的认识

可以上溯到17世纪培根时代，19世纪科技情报出现可

喜进步，搜集和吸收别人的技术成为一种时尚，二战中

有了搜集工具和搜集对象的长足进展，二战后各国纷

纷建立科技情报机构，以日本最具代表性。技术竞争

情报活动能将市场需求及内外部资源有效整合起来，

提升科技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比尔•盖茨在其《未来

时速》一书中写道：“将您的公司和您的竞争对手区别

开来的最有意义的方法，使您的公司领先于众多公司

的最好方法，就是利用信息来做出色的工作。您怎样搜

集、管理、使用信息将决定您的输赢。”[1]

1 技术竞争情报及其相关理论

1.1 技术竞争情报内涵

关于技术竞争情报（C o m p e t i t ive  Te ch n ic a l 
Intelligence，CTI）的内涵，W. Bradford Ashton和
Richard A. Klavans等人在1997年出版的Keeping 

Abreas t  of  Science and Tech nolog y:  t ech n ica l 
intelligence for business一书中首次将CTI明确描述为

“能够给组织的竞争地位带来潜在影响的有关外部科

学技术的威胁、机遇或发展的信息，以及对这些信息进

行搜集、分析、传递、利用和评估的过程”[2]。后根据研

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Mathias M. Coburn（1999）[3]、

Pascal Savioz（2004）[4]和李艳（2006）[5]等国内外学者

从不同角度为技术竞争情报作了定义。国内学者李艳

等人认为“技术竞争情报是指能给组织的竞争地位带

来重大影响的外部科学或技术威胁、机会或发展的信

息，以及这些信息的获取、监控、分析、前瞻和预警过

程，是竞争情报理论和方法在科技领域中的应用”[5]。

Thomas F. Krol给CTI下的定义为研究开发领域的竞争

情报[6]。国内著名情报学学者梁战平参照竞争情报，将

其定义为关于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争策略的信息和

研究[6]。

笔者认为技术竞争情报是指企业为提高自身的核

心竞争力，而对处于外部技术竞争环境、竞争对手的相

关技术信息和对企业内部技术本身、自身相关技术方面

的把握。

1.2 科技型企业的技术竞争情报能力

1.2.1 科技型企业的内涵及特征

科技型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形态，很多

64



http: // www.dlf.net.cn

2013年第5期（总第108期）

探索与交流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科技型企业作了论述。如舍曼

（Sheman）认为，投入高比例的研究开发费用，拥有相

当高比例的技术员工，并以产销创新性产品为主要业务

的企业即为科技型企业[7]。一般认为科技型企业是指

产品的技术含量比较高，具有核心竞争力，能不断推出

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不断开拓市场的企业[8]。

科技型企业的特征：

（1）人员特征：科技型企业的人员构成以高学历

群体居多。19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在“新经济增长

理论”中提出的收益递增的产出模式中，认定具有特殊知

识和专业化的人才资本是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它能够

使自身收益递增，也能使资本等要素投入收益递增[9]。

（2）产品特征：科技型企业的产品科技含量高，

附加值高，但也存在着高风险。现代科技迅猛发展，产

品的生命周期缩短，企业前期的大量资金及人力物力

投入可能会因技术发展这一环节的迟滞而前功尽弃，

失败率很高。

（3）组织结构特征：传统企业一般都是“金字塔”

形的集权结构。科技型企业因其独特的管理特点而以

扁平式构架。

1.2.2 科技型企业的技术竞争情报能力

科技型企业是靠技术制胜的特殊企业形态，因

此研究科技型企业的技术竞争情报能力显得尤为重

要。影响科技型企业技术竞争情报能力的因素有很

多，从竞争对手到技术竞争环境，从技术本身到企业自

身等方面。这时，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科技

型企业的技术竞争情报能力的影响因素共有哪些；哪

些因素对科技型企业的技术竞争情报能力有明显的影

响，哪些因素不是很重要的；如何有效地评价科技型

企业的技术竞争竞争情报能力，怎样构建评价指标体

系。本文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科技型企业

技术竞争情报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

评价指标体系。

2 科技型企业的技术竞争情报能力影响
因素分析

“优势外生”理念认为企业是均质的投入产出系

统，企业自身的力量是既定的，因而企业的竞争优势主

要由企业外部的某种变量决定，即企业的竞争优势是

外生的[9]。在“优势外生”的理念下，技术竞争情报工

作主要是对竞争对手及技术环境进行监测分析。“优势

内生”理念认为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需要企业密切关

注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重视企业内部知识特别是隐

性知识的开发与共享[10]。在“优势内生”理念下，技术竞

争情报工作主要是对企业内部的技术及企业自身专长进

行挖掘整合。因此，技术竞争情报的分析对象包括竞争

对手、技术相关机构、企业自身、技术本身等[11]。

通过阅读大量相关文献并归纳总结，笔者认为，科

技型企业技术竞争情报能力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竞争

对手、技术竞争环境、技术本身和企业自身四个方面。

2.1 竞争对手影响因素分析

竞争对手一般是指在某一行业或领域中，拥有相

同或相似资源的个体或团体，这些个体或团体的行为

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利益冲突。它可以是直接的竞争

关系，也可以是间接的竞争关系。它可以是现有的竞争

者，也可以是潜在的竞争者。竞争对手的技术战略、技术

实力及研发动向都会影响企业的战略和战术选择。科技

型企业技术竞争情报能力的大小也一定程度体现在对

竞争对手的掌握能力上。因此，竞争对手对科技型企业

的技术竞争情报能力有一定的影响。

2.2 技术竞争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全球化日趋明显，企业所处的技术竞争环境

也日趋复杂，如图1所示。技术竞争环境的复杂性导致

了技术环境的不稳定性。要想在复杂的技术竞争环境

中保持竞争优势，就需进行技术竞争情报活动，技术

竞争环境是影响科技型企业技术竞争情报能力的最主

要因素之一。

图1 技术竞争环境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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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技术本身影响因素分析

技术本身是指企业进行产品开发和生产所需的技

术及其可能出现的替代技术，科技型企业对技术的先

进性、适用性和发展趋势的掌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

业的技术竞争情报能力。

1957年Iowa State College为分析玉米种子采购

行为提出技术采用生命周期（Technology Adoption 
Lifecycle）。起先，该概念的提出并未获得许多回响，

一直等到1962年Everet t Rogers出版《创新的扩散》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一书后，才逐渐获得学术

界的重视。该曲线将消费者采用新技术的过程分成五

个阶段，分别包括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大众、晚

期大众与落后者[12]。如图2所示，只有在充分了解技术

本身的基础上才能对技术进行掌控及技术创新研发。

2.4 企业自身影响因素分析

企业自身是科技型企业技术竞争情报能力最主要

的影响因素之一，企业的行业地位、自身技术竞争力及

技术竞争情报的意识都对企业的技术竞争情报能力有

影响。企业技术资源和能力共同决定了企业采取什么样

的技术战略和策略，实施什么样的研发路线。

3 科技型企业技术竞争情报能力的指标
体系构建

3.1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在构建科技型企业技术竞争情报能力的评价指标

图2 技术采用生命周期图

体系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的建立，要以科学的理

论为基础，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应科学地反映研究对

象，必须能科学地反映科技型企业技术竞争情报能力

的特点和规律，能准确地反映出一个科技型企业的技

术竞争情报能力的实际水平。

（2）系统性原则。影响技术竞争情报能力的因素

是一个复杂的综合因素，需要把相互联系的各个指标

结合起来综合分析，才能得出合理并符合实际的结论，

所以，应注意系统性原则，综合考虑各个因素的关联性

和整体性。

（3）适用性原则。适用性原则是指建立的评价指

标体系应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在不同的环境和企业都

适用。

（4）可度量性原则。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要科学、

合理、便于度量。计算方法科学并且便于操作。

（5）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反映科技型企业技

术竞争情报能力的指标情况各异，有些可以量化，有些

不易量化，必须既要定量分析，又要定性分析。

3.2 指标体系的构建

通过上文对科技型企业技术竞争情报能力影响因

素的分析，对每个影响因素再进行细分，结合已有的研

究成果，初步得出科技型企业的技术竞争情报能力评

价初选指标。再选用德尔菲法来修正指标评价体系。德

尔菲法又称专家调查法，是一种通过群体交流与沟通

以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最终确立科技型企业技术竞

争情报能力评价指标。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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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对手的技术战略A11

竞争对手的研发计划A12

竞争对手正在开发的产品A21

竞争对手推出的新产品A22

竞争对手推出同类产品的速度A23

竞争对手产品的成本结构A24

竞争对手产品的技术和功能结构A25

国家技术/产业政策B11

国家相关法律依据B12

相关技术领域（产品技术和配套技术）重点研发机构信息B21

相关研发机构所储备的技术B22

与本企业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相似的项目B23

潜在的合作研发对象B31

市场中的技术许可机会，或潜在的收购、兼并对象B32

市场对技术的总体需求特征及其变化路径B41

现有产品的性能及其分布B42

用户对产品的功能需求B43

用户对新产品功能和技术性能的反馈信息B44

用户对产品功能、性能要求的变化信息B45

行业技术竞争态势分析能力B51

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掌控能力B52

对技术环境整合能力B53

相关技术专利分布状况C11

技术标准信息C12

技术的寿命期/更新速度C13

能够缩短开发时间，或者改进现有产品的新技术C21

技术的新应用领域C22

行业规范化程度分析能力D11

对企业自身的行业地位认识能力D12

企业的技术战略D21

技术研发领域和目标市场选择D22

企业内部的技术资源及设备资源D23

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储备D24

制定技术竞争情报策略的能力D25

技术信息的密级等级划分能力D31

技术信息安全的潜在威胁分析能力D32

确保信息安全的技术能力D33

企业技术选择能力D41

企业技术吸收改进能力D42

企业技术积累能力D43

企业技术研发能力D44

企业高管的技术竞争情报意识D51

企业技术竞争情报人员的分布D52

企业普通人员技术竞争情报意识D53

表1 科技型企业技术竞争情报能力评价最终指标

三级指标层二级指标层一级指标层

对竞争对手技术实力的掌

控能力A1

对竞争对手产品的掌控能

力A2

国家技术/产业政策及法律

支持B1

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B2

现有和潜在合作对象的状

况B3

市场环境对技术的选择B4

对技术竞争环境的适应能

力B5

技术发展趋势C1

替代技术可能性和发展现

状C2

企业的行业地位认识

能力D1

企业的技术竞争力D2

企业技术竞争情报保护能

力D3

企业对技术的选择D4

企业的人员分布状况D5

对竞争对手的掌控

能力A

对技术竞争环境的

掌控能力B

对技术本身的掌控

能力C

对企业自身的掌控

能力D

科
技
型
企
业
技
术
竞
争
情
报
能
力X

目标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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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选用层次分析法（AHP法）来确定指标的权

重，在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分析时，一般分为以下4个步

骤：

第一步，分析指标的各因素间的关系，建立指标的

递阶层次结构，确定因素集；

第二步，对同一层次的各元素关于上一层次中某

一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

阵；

第三步，根据判断矩阵计算被比较元素对该指标

的相对权重；

第四步，计算各层元素对目标指标的合成权重，并

进行排序。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征询了对本领域有一定

研究了解的专家共10名，通过专家打分法来确定权重，

对每个专家的打分构造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经检验，10位专家的打分均有效。本论文采用欣晟允

公司开发的一个层次分析法（AHP）软件yaahp（Yet 

图3 yaahp的操作界面图

图4 AHP软件群决策界面

Another AHP）进行计算，yaahp可提供方便的层次模

型构造、判断矩阵数据录入、排序权重计算以及计算数

据导出等功能。该软件可进行群决策，10位专家的问卷

数据可同时录入到系统中，录入后进行结果计算，因10
位专家学术水平持平，因此专家不赋权重，通过计算平

均值来确定每个指标的最终权重，得到科技型企业技

术竞争情报能力的指标权重，详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1）一级指标中，对技术竞争环

境的掌控能力权重最大，为0.3253，对企业自身的掌控

能力次之，对技术本身的掌控能力反而是最小的，为

0.1358。这表明提升科技型企业的技术竞争情报能力

最重要是要对其竞争环境及自身有一个很好的把握。

（2）二级指标中，对竞争对手技术实力的掌控能力权

重最大，为0.1866，对技术竞争环境的适应能力次之，

为0.1088，企业的行业地位认识能力最小，为0.0213。
（3）三级指标中，竞争对手的技术战略与竞争对手的

研发计划居第一、第二位，分别为0.1175、0.0692，技术

的寿命期/更新速度次之，为0.0450，这表明其对技术

竞争情报能力有着显著的影响，企业应重视这方面能

力的培养，以提升科技型企业的技术竞争情报能力。指

标权重基本符合目前我国理论界对技术竞争情报知识

的认识，具有科学性。

4 实证研究

4.1 某企业简介

该公司成立于1988年，是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

案供应商。在电信网络、企业网络、消费者和云计算等

领域深有涉足。

4.2 评价过程

本文拟采用模糊评价方法对该企业的技术竞争

情报能力进行评价。建立技术竞争情报能力评价的评

语集V=（V1，V2，V3，V4，V5），分别代表强、较强、一

般、较弱、弱。规定评语V1=90分，V2=70分，V3=50分，

V4=30分，V5=10分，即：V=（90,70,50,30,10）。建立评

价指标集X=（A，B，C，D）等。

本文邀请10位专家对该企业的技术竞争情报能力

指标作出评价，数据结果用Excel和SPASS软件处理。

其中二级指标的模糊关系合成详见表3。

68



http: // www.dlf.net.cn

2013年第5期（总第108期）

探索与交流

竞争对手的技术战略A11  0.1175
竞争对手的研发计划A12  0.0692

竞争对手正在开发的产品A21  0.0187
竞争对手推出的新产品A22  0.0089
竞争对手推出同类产品的速度A23  0.0133
竞争对手产品的成本结构A24  0.0078
竞争对手产品的技术和功能结构A25  0.0078

国家技术/产业政策B11  0.0181
国家相关法律依据B12  0.0151

相关技术领域（产品技术和配套技术）重点研发机构信息B21  0.0149
相关研发机构所储备的技术B22  0.0217
与本企业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相似的项目B23  0.0409

潜在的合作研发对象B31  0.0147
市场中的技术许可机会，或潜在的收购、兼并对象B32  0.0185

市场对技术的总体需求特征及其变化路径B41  0.0348
现有产品的性能及其分布B42  0.0041
用户对产品的功能需求B43  0.0136
用户对新产品功能和技术性能的反馈信息B44  0.0102
用户对产品功能、性能要求的变化信息B45  0.0100

行业技术竞争态势分析能力B51  0.0387
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掌控能力B52  0.0313
对技术环境整合能力B53  0.0387

相关技术专利分布状况C11  0.0211
技术标准信息C12  0.0096
技术的寿命期/更新速度C13  0.0450

能够缩短开发时间，或者改进现有产品的新技术C21  0.0374
技术的新应用领域C22  0.0227

行业规范化程度分析能力D11  0.0079
对企业自身的行业地位认识能力D12  0.0134

企业的技术战略D21  0.0168
技术研发领域和目标市场选择D22  0.0270
企业内部的技术资源及设备资源D23  0.0071
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储备D24  0.0068
制定技术竞争情报策略的能力D25  0.0238

技术信息的密级等级划分能力D31  0.0143
技术信息安全的潜在威胁分析能力D32  0.0327
确保信息安全的技术能力D33  0.0348

企业技术选择能力D41  0.0058
企业技术吸收改进能力D42  0.0162
企业技术积累能力D43  0.0111
企业技术研发能力D44  0.0379

企业高管的技术竞争情报意识D51  0.0245
企业技术竞争情报人员的分布D52  0.0094
企业普通人员技术竞争情报意识D53  0.0062

表2 各级评价指标层相对目标层的权重表

三级指标层二级指标层一级指标层

对企业自身的掌控

能力D
0.2957

对技术本身的掌控

能力C
0.1358

对技术竞争环境的

掌控能力B
0.3253

对竞争对手的掌控

能力A
0.2432

对竞争对手技术实力的

掌控能力A1  0.1866

对竞争对手产品的掌控

能力A2  0.0565

国家技术/产业政策及法

律支持B1  0.0331

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

B2 0.0775

现有和潜在合作对象的

状况B3  0.0332

市场环境对技术的选择

B4 0.0727

对技术竞争环境的适应

能力B5  0.1088

技术发展趋势C1  0.0757

替代技术可能性和发展

现状C2  0.0601

企业的行业地位认识能

力D1  0.0213

企业的技术竞争力D2  
0.0815

企业技术竞争情报保护

能力D3  0.0819

企业对技术的选择D4

0.0709

企业的人员分布状况D5

0.0401

科技型

企业技

术竞争

情报能

力X
1.0000

目标层

目标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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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评价结果分析

通过上文对某企业技术竞争情报能力的评价研究

发现，该企业的技术竞争情报工作虽有一定的成绩，但

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该企业对可能会出现的替代技术关注力度不

够，对技术环境的整合能力及产业结构调整能力有待

加强，该企业虽然每年按销售收入的10%~15%进行研

发投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相比，差距还很

大，该企业的原创性产品发明较少，虽然该企业在专利

申请方面做得很好，但其真正核心的技术却不多，只是

通过购买或支付专利许可费来实现市场准入，因此，该

企业应加强自主开发的能力，多多关注技术的新应用

领域及可能的替代技术。

第二，该企业缺乏对技术竞争情报工作的监督制

度，虽然该企业已开展了一系列的技术竞争情报工作，

也为企业的决策提供参考，但如缺乏强而有力的监督

制度，则容易造成技术竞争情报工作的混乱，建立监督

制度有利于该企业技术竞争情报工作向规范化、流程

化及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第三，该企业应加强对普通员工的技术竞争情报

意识及基本的技术竞争情报工作方法的培养。一个科

技型的企业想要技术竞争情报能力成为其核心竞争

力，就要实施全员动员，除了完善的技术竞争情报工作

体系外，对普通员工这方面能力及意识的培养也尤为

重要。

表3 二级指标的模糊关系合成表

二级指标

对竞争对手技术实力的掌控能力

对竞争对手产品的掌控能力

国家技术/产业政策及法律支持

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

现有和潜在合作对象的状况

市场环境对技术的选择

对技术竞争环境的适应能力

技术发展趋势

替代技术可能性和发展现状

企业的行业地位认识能力

企业的技术竞争力

企业技术竞争情报保护能力

企业对技术的选择

企业的人员分布状况

强 较强 一般 较弱 弱

0.2629
0.4535
0.4909
0.4335
0.2443
0.1299
0.1069
0.3368
0.1245
0.2888
0.4210
0.6803
0.6442
0.5313

0.4
0.3078
0.4546
0.3752
0.4443
0.3640
0.2644
0.3848
0.3
0.2629
0.3877
0.2799
0.3159
0.3987

0.3371
0.1588
0.0546
0.1193
0.2558
0.3501
0.3713
0.2190
0.4378
0.3371
0.1914
0.0399
0.04
0.07

0
0.0469
0
0.0720
0.0558
0.1422
0.2219
0.0595
0.1
0.0741
0
0
0
0

0
0.0330
0
0
0
0.0138
0.0356
0
0.0378
0.0371
0
0
0
0

综合评价结果B=W×R=（0.2432，0.3253，0.1358，0.2957）×

0.3072   0.3786   0.2956   0.0109   0.0077
0.2430   0.3508   0.2625   0.1288   0.0150
0.2429   0.3473   0.3158   0.0774   0.0167
0.5518   0.3331   0.1072   0.0053   0.0027

=（0.3499，0.3519，0.2319，0.0566，0.0098）。

＝34.99%×90＋35.19%×70＋23.19%×50＋5.66%×30＋0.98%×10＝69.515分

69.515分代表该企业的技术竞争情报能力介于一般与较强之间，且更趋于较强，表明该企业的技术竞争情报工

作做得较好，但还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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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通过运用本文提出的科技型企业技术竞争情报能

力评价指标体系，来评价该企业的技术竞争情报工作

能力，得出评价结果，认清该企业在技术竞争情报能力

方面的工作缺陷，明确其在提升技术竞争情报能力上

应注意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提出的评价

指标的合理性，验证了该评价体系可运用于科技型企

业技术竞争情报能力的评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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