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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动力因素及其协同效应
—以智能汽车为例

□邵云飞　吴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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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突破性技术创新被定义为引领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是国家增强综合国力、

实现后发赶超的关键手段。作为一种新颖的创新形态，其动力机制如何，怎样发挥各要素间的协同效

应还缺乏一致性结论。在现有文献基础上，针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特征，结合协同创新理论，从技

术、市场、政策等视角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动力因素进行分析。然后，构建突破性技术创新技术驱动

与市场驱动的协同效应模型。最后，以中国智能汽车发展为例进行案例分析，以期为企业实施突破性

技术创新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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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熊皮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技术创新占主体

的动态竞争成为企业获得持续发展和竞争优势的主

要手段，同时也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的推动剂。20世纪90年代以前，企业技术创

新的主要方式是持续性的技术创新；然而，随着以

信息技术、生物科技、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等战略新

兴产业的兴起，技术创新的步伐明显加快，由早期

的渐进性技术创新演化为颠覆性、跳跃性、间断

性、新颖性、独特性等为特征的突破性技术创新[1]。

石墨烯材料、量子通信卫星、智能手机、无人驾驶

等都是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典型例子。突破性技术创

新已经成为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创新，这种影响不仅

体现在技术取得突破性发展，也体现在技术的发展

对市场产生的重要影响。它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前所未有的驱动力，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

力的关键。

据统计，美国的技术创新当中，有78%属于首

创或者技术突破型，这也是美国经济能持续发展的

主要动力。改革开放后，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经济每年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其经济增长更

多的是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实行模仿创新或者二次

创新[2]。另外，随着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技术引进的“天花板”效应已经逐渐显现，即国外

企业为了防止中国同行争夺市场，开始拒绝向中方

企业转让相关技术，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面临严峻

挑战。因此，企业科学与充分地进行突破性技术创

新，对于增强综合国力、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

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另外，作为一种新颖的创

新形态，其动力机制如何，怎样发挥协同效应等问

题尚不够明确。因此，对突破性技术创新动力进行

系统分析，不仅有助于为企业实施突破性技术创新

提供实践参考和指导意义，也为后续开展突破性技

术创新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

启示。

一、理论基础

技术创新是促进企业发展的有力保证。熊彼特

将企业技术创新分为“创造性破坏”以及“创造性

积累”，并称企业技术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

力。Leifer根据创新程度的不同，将技术创新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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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渐进性创新与突破性创新[3]。而Christensen 在研

究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对公司生存的影响时，首次提

出了“突破性技术”一词[4]。突破性技术创新需要

广泛的信息、知识组合以打破知识边界，十分强调

技术的重要性。根据技术演化和市场应用角度，

Zhou将突破性创新类型区分为两种，即基于技术的

突破性创新和基于市场的突破性创新[1]。March从
开发已有技术和探索新技术两方面对突破性技术创

新进行界定，认为开发是对现有产品或工艺的改进

或扩展，而探索是对全新产品或工艺的突破 [ 5 ]。

Godoe则认为，突破性技术创新是一种推动技术更

新、大范围取代现有产品的创新模式[6]。

突破性技术创新的颠覆式革新可以改变现有市

场或者产生新的市场，从而帮助企业获得极大的竞

争优势。然而，究竟是如何培育突破性技术创新，

目前仍是一个比较困惑的问题[7]。美国信息资源公

司在对其主要的高科技公司的调查发现“设法使创

新发生”已经从1993年的第五位问题上升到1998年
企业普遍面临的首要问题。D e w a r和D u t t o n
通过对美国企业的调查发现：技术越雄厚的公司，

企业越有可能进行突破性技术创新 [8]。Schivardi
从市场风险的角度来考虑，认为突破性技术的运用

偏好受市场占有率的高低驱使：市场份额高的竞争

者趋向于采用成熟技术来规避风险，而市场弱势者

更趋向于采用新技术[9]。Petrick将突破性技术创新

划分为三步：扫描外部环境、确认趋势、从顾客角

度出发寻找问题[10]。通过关注外部环境，了解企业

面临的市场需求、竞争对手和环境形势，在此条件

下确认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发展趋势。在更重视用户

体验的科技时代，还需要比以往更加重视顾客的反

馈，从顾客角度出发寻找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出发点
[11]。Zhou则认为，企业已有的知识储备对突破性技

术创新有重要影响，企业拥有的知识储备越广泛，

越有可能产生突破性技术创新[12]。而其中的知识产

权等因素要起作用却必须受到政府相关政策法律的

保护[13]。

为此，日美两国政府通过立法、政策、计划经

费等因素来引导本国前沿技术的突破性技术创新。

反观中国，各行业在突破性技术创新方面发展迅速，

但由于起步较晚，在有效驱动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手

段上还是略显不足。游达明将创新产品视为价格弹

性需求或非弹性需求，探讨顾客参与、供应商参与

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14]。张鹏和雷家骕则

从技术商业化阶段考虑，接收来自市场的反馈并纳

入产品开发构想，有利于突破性技术创新取得市场

的认可和技术的扩散[15]。而眭纪刚则从政策的角

度，认为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发展离不开财政税收政

策等基础研究的导向作用[16]。

另外，在研究创新或者重大创新等开展的大跨

度创新模式时，近年理论界开始从协同创新理论视

角出发[17]。协同理论是由德国科学家哈肯提出并广

泛运用的现代横断科学理论, 它指的是系统中各子

系统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协调、合作或同步

的联合作用及集体行为，另外，若在一个系统内各

要素不能很好地协同一致，系统将无法发挥整体性

功能而趋于瓦解。协同学思想本身是源于物理学中

对外开放系统的研究，它的作用主要是将复杂的系

统或者零散无序的系统整合成有序的系统，并产生

巨大的正效应。随后学术界将这一思想引入到企业

新产品开发(NPD)领域，并进一步拓展至企业与价

值链上下游企业、互补企业等在产品设计、制造和

销售的资源共享及协作运营[18]。美国MIT斯隆中心

Gloor将协同创新定义为：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

成的网络小组并形成共同愿景，并借助网络交流信

息、思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的目

标[19]。随后研究者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提出了内部

协同创新和外部协同创新。外部协同创新主要指企

业与大学、研究机构等其他创新主体之间共同进行

技术开发等创新活动的机制和模式[17]。内部协同创

新主要指企业内部创新相关的核心要素进行协同创

新的模式、机制及过程模型等研究。Serrano 指出

协同创新是一个复杂的交互系统，它涉及到技术、

信息、知识、资源等多个方面的交叉和融合 [ 2 0 ]。

Ketchen认为协同创新是知识、思想、专门技术的

共享来创造跨越组织边界的创新[21]。Stefans认为协

同创新是为了有效应对环境变化来提高组织的创新

绩效的过程[22]。

总之，现有文献为突破性技术创新研究奠定了

理论基础，已有文献从突破性技术创新投资决策的

期权博弈模型，组织能力等视角进行了研究；鲜有

从综合的角度考虑其动力，少有涉及其动力因素之

间的协同效应。因此，本文根据突破性技术创新理

论及协同创新理论，将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动力因素

解析为技术驱动、市场驱动、以及起支撑作用的政

策驱动，构建了技术驱动与市场驱动的协同效应模

型。在此基础上，以中国智能汽车的发展为例，分

析中国智能汽车在进行突破性技术创新过程中所遇

到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

二、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因素分析

突破性技术创新有别于其他技术创新，其创新

性、高风险、长周期等特征就决定了它的突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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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突破和先导性又决定了它需要更多的外部资

源投入来打开新的局面。通过对已有文献梳理和分

析，将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动力因素解构为技术驱

动、市场驱动、政策驱动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技术驱动

技术的诞生给产业发展带来深刻的颠覆性变

革，技术的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推动新兴产业的兴

起，引发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

推动产业竞争格局的转变，实现技术创新链与产业

链的跨越发展。由于市场变化和技术变革，即使目

前处于技术领先企业，在下一轮技术突破发生时也

可能面临创新危机。因此，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技

术驱动的途径分析将有助于企业跨越发展过程中

“创新危机”。技术驱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途

径：突破性技术研发、资源投入、突破性产品。三

者协同推动突破性技术创新发展，成为突破性技术

创新的主要驱动机制，该机制贯穿于突破性技术创

新全过程及各方面。

突破性技术研发是突破性技术创新发展的根本

驱动力，贯穿于突破性技术创新过程始终，其垄断

性、先进性、技术关联性、复杂性、商业化难易程

度等特质直接决定商业模式发现、创造、传递和实

现技术价值的方式，它物化到突破性产品中并通过

商业模式影响创新绩效。

资源投入可投资于突破性技术创新过程的各阶

段，能够促进突破性产品开发及其商业化；此外，

在参与企业决策中，可能为企业带来核心互补资

产，或提供市场、技术等增值服务，并影响突破性

技术创新的商业模式。

突破性产品是突破性技术的物质载体，承载了

突破性技术的总体技术设计、产品性能设计、工业

设计等，其中，技术独占性和设计独特性等是市场

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它也是突破性营销能力发展

和吸引风险资本的载体，对满足客户需求实现突破

性技术创新绩效具有重要作用。突破性技术创新的

技术驱动机制通过突破性产品来影响创新绩效。

（二）市场驱动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经营活动是以市场为中

心开展的。通过市场，企业通过对用户需求、新的

性能、新的功能的掌握，从中找到创新思路：或是

对原有产品进行改进，或是开发新产品，满足用户

需求，或是运用价值功能方法，满足用户的功能需

求[23]。但是，突破性技术创新不是改进现有技术，

而是以全新的技术替代旧有技术，使得产品架构发

生革新，产生新的应用甚至新的市场和产业，如微

处理器、触摸屏手机等。因此，市场驱动持续性创

新活动的作用特征不能照搬到突破性技术创新上，

它应该从突破性技术创新的自有创新特征出发。

市场驱动对突破性技术创新活动促进作用主要

表现为：市场特性、突破性营销、商业模式。市场

特性指的是突破性产品的价值主张被顾客接受，赢

得市场销售的快速成长，很大程度上受市场特性影

响。市场特性包括市场规模、市场结构、市场成长

性、市场的行业及地理分布、顾客需求偏好等。突

破性营销贯穿突破性技术创新全过程，它可以发现

领先用户，帮助企业开发突破性技术，改进完善产

品概念和产品设计，在试生产阶段听取领先用户意

见改进产品，在大规模销售阶段给客户提供更多支

持以帮助其接受突破性产品等。突破性营销参与突

破性技术价值发现、创造、传递和回收，创造性地

开拓突破性产品市场，影响商业模式，促进突破性

技术创新绩效提升。商业模式是关于价值实现的商

业系统，集中体现了企业内隐的商业逻辑，它是突

破性技术创新中突破性技术、突破性营销和风险资

本商业理念和商业价值创造的逻辑载体。因此，市

场特性、突破性营销和商业模式构成了突破性技术

创新动力的市场驱动机制。

（三）政策驱动

政策驱动主要指通过外部环境构造“技术–
市场”的良好互动。政策驱动是孕育突破性技术创

新的土壤，深刻影响突破性技术创新及其商业化机

制，能有效调节技术创新环境。政策对突破性技术

创新机制的影响是系统、动态和持久的，突破性技

术创新由于其技术特性和技术竞争，涉及的技术学

科、技术关联性、应用的产业领域广泛，对产业内

突破性技术开发投入、开发方式、开发进程和开发

风险等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影响产业内突破性技术

创新进程。

此外，突破性技术创新企业往往是轻资产企

业，在商业化初期需要从外部获得生产制造、营销

和售后服务等关键核心资源。这些资源能否获得以

及获取的成本及时间等直接影响突破性技术创新，

影响商业化的速度、时间和竞争力。国家政策及相

关的税收、财政补贴、市场准入、土地、环保、知

识产权保护等政策直接影响突破性产品商业化启动

时间、商业化成本及进入市场领域等，进而影响突

破性技术创新。

三、突破性技术创新动力因素的协同效

应分析

突破性技术创新最明显的特征是对现有主流技

术的替代，并对技术市场发生影响。因此，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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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技术研发、资源投入、突破性产品为特征的技术

驱动在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形成过程中扮演者主要作

用。技术驱动不是简单的技术引起，“引进—落后

—再引进—再落后”，这是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的

过程中走过的弯路。而技术创新的突破需要的是培

育、积累和自我颠覆，但市场变化和技术变革的影

响，也可能会使技术领先企业，在下一轮技术

突破发生时面临创新危机。因此，技术变革如何在

技术创新过程、投资生产决策、产品市场竞争中对

突破性技术创新产生影响，也是必须关注的问题。

市场需求的缺失，可以诱发企业通过制定创新

战略来满足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市场上每一种需

求的出现，对企业来说，都是一种突破性技术创新

机会。但是，企业进行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前期研发

投入是巨大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它的颠覆式革新不

仅可以改变现有市场或者产生新的市场，同时也可

以帮助企业获得极大的竞争优势。市场变革机会通

过对不同企业决策的约束，决定选择、退出或者进

入突破性技术创新过程中。政策驱动是孕育突破性

技术创新的土壤，深刻影响突破性技术创新及其商

业化机制，能有效调节技术创新环境。随着科技进

步的速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已经很难单靠企

业独自的研发获得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成果。政府可

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保障企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的

形成。

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技术与市场的协同为对称性

互惠共生，两者均能够从协同中生成新的能量，并

从该新能量中获得分配，形成一个能产生巨大经济

和社会效益的“1+1+1>3”创新系统[24]，从而有效

驱动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形成。技术与市场是天然联

系的，市场变革促进了技术突变的产生，而技术突

变又加快了产品生命周期，从而引发了新的市场变

革。技术创新的突破需要注重培育、积累和自我颠

覆，由于市场变革和技术突变，也可能会使技术领

先企业在下一轮技术突破发生时面临创新危机。

企业是技术突变的主体，技术突变不可以脱离

企业实体而单独存在。通过技术突变，企业进行突

破性技术创新的效果如何，除了取决于其在响应市

场变革上的程度以外，还取决于其在技术突变与市

场变革的协同过程中制度的保障因素的整合情况。

制度保障因素即财税、市场准入、土地环保以及知

识产权也就构成了技术突变与市场变革互动的必不

可少的强有力的支撑环境。在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

动力因素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协同创新理论构建了

如图1所示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动力的协同效应模

型。从图1可以看出，技术、市场、政策等要素共

同驱动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形成和涌现。

四、案例分析

智能汽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后在

1994年丰田取得无人驾驶专利研究，该专利内容主

要是利用传感器原理来诊断无人驾驶系统的故障发

生。经过多年发展，智能驾驶已经开始从实验室走

向成品化。例如，2014年的国际电子消费展，搭载

智能系统的宝马、通用等汽车厂商成为了大会关注

的焦点。毫无疑问，智能汽车将成为未来汽车厂家

争相夺取的行业制高点。其中以苹果和谷歌为代表

的互联网厂商们，早已经凭借其强大的研发实力和

雄厚的技术积累对智能化汽车时代的到来进行布

局，从而实现汽车智能化的技术推广。

而在国内市场，智能汽车的发展状况基本与国

际市场保持一致。但由于受限于国内技术、市场的

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政策等因素，相较于国际主

流车企，国内车企在智能汽车系统的研发推广方面

暂落下方。2010年，上汽推出了自己的车联网系统

IncarNet，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汽车智能化元

年”。国内其他传统车企如比亚迪、吉利等在不久

之后也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智能汽车系统。例如

2010年9月份上市的比亚迪S6，就已经具备了电子

防盗系统、无钥匙触控系统、尾部倒车摄像头以及

电子导航系统等高档智能汽车系统。在国内互联网

企业中，BAT以及乐视已经将智能汽车加入了本企

业“生态圈”的战略布局。百度开发出的车载智能

平台Carnet，通过车载系统与智能手机的联接，实

现“手机、人、车”之间的无缝结合。阿里与上汽

合作研发的互联网汽车RX5，使用户体验到一个基

于互联网、更加便捷的移动智能化生态圈，从而打

造出国内全新的“互联网汽车”。

（一）新技术削弱传统门槛

一直以来，传统汽车行业受外部的冲击很小，

这主要得益于它高度分工与强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天

 

 
图 1   突破性技术创新动力的协同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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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门槛。但是，近年来电动化、智能化的发展大幅

削减了对发动机、变速箱等传统核心机械零部件所

形成的技术门槛。大量互联网、计算机龙头开始从

辅助驾驶系统(ADAS)、车联网、算法层面切入汽

车行业。就目前而言，虽然尚无法动摇整车厂的核

心地位，但是新技术对整车厂的倒逼影响无疑将加

速汽车智能化时代的到来。然而，目前中国智能汽

车的技术积累和经验还严重不足，企业在关键技术

的研发与投入十分滞后，芯片技术、传感器和电子

元件等关键核心零部件依赖国外企业，车联网技术

以及代表更高层次的智能驾驶技术也与发达国家差

距较大，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中国智能汽车行业的发

展。为此，工信部在《中国制造2025》就明确指

出，要到2025年，通过对智能辅助驾驶总体技术、

自动驾驶总体技术以及各项关键技术的掌握，建立

较完善的中国智能网联汽车自主研发体系、生产配

套体系以及产业群，从而为智能汽车以及无人驾驶

汽车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如果无法实现人、

车、路的互联，辅助驾驶与无人驾驶也将难以实

现。互联的基础是需要高速、稳定、便宜的通信网

络以及精密授时、定位精准的导航系统。移动

4G网络的快速普及、数据流量费用的大幅降低以

及北斗导航卫星的发布为车联网的实现铺平了道

路。2016年7月，阿里巴巴集团和上汽集团联合发

布了首款搭载YunOS操作系统的互联网汽车—荣

威RX5，率先让汽车与互联网相结合，从而拉开了

国内汽车产业新变革的序幕。

（二）市场力量助推智能化普及

市场作为顾客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交

换关系的总和，不仅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要

素，同时也成为企业进行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动力源

泉。技术创新的价值来源于市场的需要，而市场则

是检验技术创新成果的“试金石”。智能汽车作为

决定未来国家竞争实力的一项颠覆性技术，不仅有

助于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有效融合和汽车产业的转型

升级，同时也会加速现有汽车市场结构的变革。目

前中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1.72亿辆，仅次于美国

居于世界第二，其中私家车保有量1.24亿辆，汽车

驾驶人超过2.8亿人，未来仍将以20%速度增长。但

是汽车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同时，也产生了

大气污染、交通事故增加、交通拥堵等严重的社会

问题。因此，为了有效解决传统汽车行业所带来的

负面社会问题，国家开始大力推动智能汽车的发

展。研究表明，通过辅助驾驶技术、半自动驾驶技

术、高度自动驾驶技术，可以减少目前交通事故的

50%～80%。而其中的无人驾驶技术甚至可以解决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以及残疾人驾驶等问题。通过

避免一系列交通事故的发生，智能汽车每年可以拯

救3～15万人的性命。同时，智能汽车的高度自动

化和智能化的功效，分时租赁、车辆共享的商业模

式也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在

麦肯锡发布的“展望2025•决定未来经济的12大颠

覆技术”研究报告中，智能汽车排名第6，并认为

到2025年智能汽车的潜在经济价值为2000亿～

1.9万亿美元。

（三）政策顶层设计跟进，政策托底推广门槛

技术和市场的渐趋成熟与融合，两者共同在制

度的保障下促进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发展。从国家层

面而言，智能驾驶系统不仅大幅提升行车安全，而

且改善节油和拥堵问题。2015年9月，继《中国制

造2025》后，战略咨询委员会发布《<中国制造

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首次从国家战略层

面提出“智能网汽车”概念，并从中国国情出发，

将智能汽车分成四阶段，且设置了 2 0 2 0年、

2025年、2030年中国智能汽车发展水平、核心零部

件自主化率门槛标准，这标志着智能汽车在经过产

业、资本层面的预热后，首次上升到国家战略层

面。另外，工信部已经批准上海国际汽车城关于建

设中国第一个智能网联汽车试点示范区的请求。该

示范区将建成WIFI全覆盖、北斗系统的厘米级定

位以及智能汽车所需要的各种模拟交通场景。同时

由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中科院、高校以及整车

企业等开发的25辆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无人驾驶

率先入园，测试复杂环境下的感知、协同控制、智

能决策和执行等功能。

技术、市场、政策三者共同驱动智能汽车的突

破性技术创新的发展。其中，以技术驱动和市场驱

动的各动力因素及其协同为基础实现技术突破

—市场变革的互动，以政策驱动有效保障技术与

市场的协同功能，从而实现智能汽车的突破性技术

创新。

突破性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建立是提升企业核

心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实际需要。通过对智能

汽车突破性技术创新动力因素的分析，发现中国在

智能汽车的突破性技术创新推进较为缓慢，落后于

发达国家。中国智能汽车行业的协同创新的动力严

重不足，除政府政策支撑保障不力之外，更多的是

技术驱动与市场驱动的不足：其一，中国智能汽车

的关键技术ADAS技术、传感器、电子产品的核心

算法等依然受制于人。目前，中国智能汽车的ADAS
市场基本上被博世、大陆等外资品牌占领。而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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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电子产品同样全部来自国外企业；其二，由于

各主体对智能汽车价值认知、技术积累等不同，合

作缺乏顶层设计，从而导致各科研机构、互联网企

业以及整车企业间合作模式不清晰；其三，智能汽

车与道路基础设施缺乏协同发展。目前，国内领先

的汽车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已有智能汽车的发展规

划，但国内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远落后于智能汽车

的发展速度，导致智能驾驶难以实现；最后，与国

外的道路环境相比，中国的复杂程度更高，传统的

汽车验证体系难以适应智能汽车的需求。

五、研究启示

本文在突破性技术创新动力因素分析的基础

上，构建了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动力因素的协同效应

模型。通过对智能汽车发展案例的分析，提出了中

国智能汽车发展问题中的优化建议。

（一）争取国家的持续政策和法律保障

纵观汽车行业的百年历史，传统的老牌汽车厂

商凭借着技术壁垒和规模经济竖起坚固的行业壁

垒，而新进入者和小公司却难以拥有生存空间。在

智能汽车时代，中国汽车行业仍然面临着国外厂商

的技术壁垒。因此，国家不仅应该用法律的形式保

障智能汽车的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同时也应该对

研发投入、道路基础设施进行财政补贴。

（二）建立互联网企业、传统汽车厂商以及高

校三者间协同创新联盟

智能汽车是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等集成的战

略新兴产业。它不仅要求企业有整车制造的经验，

同时也需要企业有传感器、核心算法、ADAS、图

像处理等技术。因此，建立互联网企业、传统汽车

厂商以及高校三者之间的协同创新联盟，将有助于

实现智能汽车的突破性技术创新。

（三）加快推广车联网、车路协同、智能汽车

融合技术的应用，解决智能汽车在中国道路环境下

的验证问题

通过加强海量异质的车辆数据的采集、传输、

存储与发布的技术研发，实现统一的车路、车车通

信协议。特别是在车辆动态组网、环境智能感知、

状态实时获取、车路信息交互等前沿技术获得突

破。另外，为了完善汽车交互技术体系和相关大数

据采集，还需对交通出行的相关数据进行采集，从

而持续提升车辆感知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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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Factors and Synergy Effects of Breakthrough Technology
Innovation

—A Case Study of Intelligent Vehicle

SHAO Yun-fei   WU Yan-bo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    Breakthrough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defined  as  the  direction  of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but also the country to enhanc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to achieve the key means
to  post  development.  As  a  new  form  of  innovation,  how  to  play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how to play the synergy effect between the elements is still lack of consensus conclusion.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ynamic factors of breakthrough technology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market and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eakthrough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ombined  with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eory,  the  concept  model  of  synergy  effect  of
breakthrough  technology  innovation  dynamic  factors  was  constructed  between  technology  and  market,  when  the
policy  driven  is  supported.  Finally,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lligent  vehicle  as  an  example,  a  case
study is condu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nterprise to implement breakthrough technology innovation.

Key words   breakthrough technology innovation; dynamic factor; synergist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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