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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Z理论集成与应用研究综述

□邵云飞　王思梦　詹　坤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摘　要]    发明问题解决理论（TRIZ）对各种技术需求、商业需求、管理需求具有普遍的实用价

值，越来越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立足于TRIZ完善和发展层面，根据研究目的和内容不同，从TRIZ理
论体系、TRIZ集成研究及TRIZ应用研究三个层面对TRIZ进行剖析，结合TRIZ理论体系对其研究方法

及在设计制造领域和管理领域的应用进行剖析，思考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对TRIZ各种工具方向进

行集成整合，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系统对TRIZ的集成应用加以提升，如何找到一个正确的目标来对现

有的方法体系进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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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RIZ Theory Integr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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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vention  problem solving  theory  (TRIZ)  has  universal  practical  value  for  various  technical
needs, business needs and management needs, and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scholars’ attention. With the aim of
TRIZ perfe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TRIZ theoretical  system,  TRIZ integration  research  and  TRIZ application
research 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search purposes and contents.  Combining the TRIZ theory system,
the  TRIZ  research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and  management  are
investigated in the paper in order to find a suitable method to integrate the various tools of TRIZ, to find a suitable
system  which  can  improve  th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TRIZ,  and  to  find  a  correct  way  to  expand  the  existing
metho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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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发明问题解决理论（TRIZ）来源于阿奇舒勒

对250万份专利的总结和分析。TRIZ理论是基于知

识系统原理的问题发明解决方法，其被解释为一种

能有效描述新技术、新系统发展的方法体系，能详

细阐述技术及系统的一系列演化过程 [ 1 ]。此外，

TRIZ理论也被认为是一种工具包解决方案，为待

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一系列分析方法和解决方案[2]。

国际TRIZ协会认为：TRIZ是基于研究工程与其他

人工系统进化的应用学科。首先，通过引导工程系

统朝着他们进化模式进行进化，达到最有效和最高

效的发展；其次，以最有效和最快速的方式、方法

解决问题以及其他障碍。TRIZ最初产生是用于解

决创新性问题理论，它为创新性的复杂问题解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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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种有效模式[3]。经典TRIZ理论更多关注的

是：是否解决了问题，是否对正确的问题进行正确

解决？随着TRIZ理论的发展，该理论逐渐扩展到

机械制造与设计、产品设计与创新等领域，形成了

一系列解决创新性问题强有力的方法。现代

TRIZ理论更多关注的是：是否对正确的问题提供

合理可靠性的解决方案，是否显著性地提升了产品

发展演变中主要价值参数。此外，经典TRIZ理论

与现代TRIZ理论相比而言：其分析工具少；更多

关注于工程领域，而忽视商业价值；重视具有创造

性想法，而开发具有现实意义的创新产品和技术却

不占优势；方案的可行性差，理论体系不严谨；专

利中没有分析阶段，在解决发明问题时却需要大

量的分析。而现代TRIZ（后文简称TRIZ）提供了

从“问题识别–行动方案–方案确定”的一系列解决

方案，通过基于技术发展演化规律、研究整个设计

与开发过程，从而实现了创新的流程化、创新过程

的可预见性。实践表明：企业或联盟利用TRIZ
理论开展创新，可提高80%~100%的专利数量、

60%~79%的新产品开发效率，缩短50%的产品上

市时间[4]。TRIZ通过在全世界广泛的应用与实践，已

经成为解决技术问题和非技术问题的重要方法和工具。

TRIZ虽然成功地揭示了创造发明的内在规律

和原理，对问题解决以及技术创新提供了清晰有效

的方法。但是，它是一个复杂的理论系统，由于理

论、方法的复杂、繁琐，要想快速掌握并在工程领

域、管理领域进行灵活的运用存在一定困难；同

时，TRIZ对于问题的解决缺乏一个统一公认的标

准，需要进行持续有效的改进[5]。当前对TRIZ理论

研究主要是从以下方面进行展开：按分析应用工具

之间的逻辑关系；按其包含的主要八大演化法则；

对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内容进行阐述，其研究更多关注

于现有理论系统内容的概括和总结。Mann研究发

现，一些TRIZ工具并不能完全分析或解释某一个

类型的问题，此外通过矛盾矩阵来解决技术冲突成

功率只有48%[6]。经典TRIZ更多的是为设计人员解

决设计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过于关注定性问题

而忽视定量问题；没有针对具体产品的开发设计流

程，提出具有实际应用的设计冲突解决和分析方

法；同时，问题通用解一般化和抽象化不能直接提

供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7]。此外，不能有效优化参

数设置，对二级问题的验证存在困难；对于复杂多

层次问题，也没有合适的方法和工具。

因此，本文立足于TRIZ完善和发展层面，以

TRIZ理论发展及集成应用为关系导向，根据研究目

的和内容不同，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综述：  （1）TRIZ
理论体系的拓展：由于，TRIZ不能提供全面的解

决方法，适用于所有服务领域，因而需要对TRIZ
理论以及实践应用的相关内容进行系统拓展研究。

 （2）TRIZ集成研究：TRIZ理论具有系统的创新方

法和工具，但是对问题的准确描述却没有合适的方

式，更多依靠的是对经验总结；将TRIZ与其他理

论融合进行集成研究可以解决创新当中“做什么”

和“如何做”的问题[8]。  （3）TRIZ应用研究：分析

和确认产品目前的技术状态，了解技术进化的方向

和途径、产生市场需求，预测产品发展方向；从而

做出前瞻性决策、产生新技术，进行专利规避、制

定企业战略和指导设计活动。TRIZ理论认为：所

有技术系统的进化都遵循一定客观规律；技术系统

一直处于进化之中，解决技术系统矛盾是进化的推

动力；而理论源于技术系统的总结，也需要不断进

行完善和进化。因而，本文从以上三个层面对

TRIZ进行综述，同时结合TRIZ理论体系对其从研

究方法上、内容上进行归纳总结，并分析其研究的

不足以及探讨未来研究趋势。

一、TRIZ理论体系

（一）理论框架：基本原理与分析–求解工具

TRIZ理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TRIZ理论

的基本原理；二是问题分析体系；三是TRIZ问题

求解体系（如图1）。TRIZ理论强调技术系统一直

处于不断演化中，技术进步受到客观规律的支配，

解决矛盾就是解决阻碍技术系统进化、实现系统从

低级到高级演进的过程。技术系统进化发展是TRIZ
的理论基础。TRIZ主要提供了四种分析工具。一

是技术冲突与矛盾分析，通过将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转化为矛盾矩阵，进而查找相应发明原理从而得到

解决办法。二是技术系统需求分析，通过运用空间

分隔、时间分隔、部分与整体分隔以及条件分隔等

方法将矛盾分隔，通过分离法则进而解决技术系统

的功能需求。三是物–场模型分析，将待解决的具

体问题转化为利用“物质和场”描述的“标准物

–场模型”，分析物场模型中不足、过度、有害的

作用，查找与之对应的76 种标准解法得到解决方

案模型。四是资源分析，通过分析待解决问题系统

中组件及组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建立功能模型，

运用知识效应库，产生解决方案模型。与之相对

应，TRIZ问题求解方法主要有：创新原理、标准

解、效应知识库。TRIZ解决问题的主要步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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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首先将面临具体问题转换为TRIZ问题，得出

解决工程问题的根本原因。通过对已有技术、专利

所使用的创新方法建立可供创新工作借鉴的知识

库。即使遇到尚未出现过的创新问题，仍然可以从

知识库中寻找到可以借鉴的创新原则、模式、方

法。得到TRIZ问题后，运用TRIZ工具，建立问题

的模型，进而运用相关TRIZ工具求解得出一套关

于解决创新问题的综合行动方案。
 
 

76 

ARIZ —

 
图 1   TRIZ理论框架

 

（二）解决流程：标准问题与非标准问题

TRIZ将发明问题分为二大类：标准问题和非标准问

题。TRIZ解决问题流程是首先将待解决的问题转化为

通用问题，提取实际问题中的技术矛盾或物理矛盾；然

后利用TRIZ工具对问题进行分析得到TRIZ的解决方

案模型；最后根据发明原理得到解决方案（如图2）。
 
 

 1

IFR

 2

 
图 2   TRIZ问题解决流程

 

标准问题可以依据技术系统进化法则确定问题

的改进方向和解决方法。对于标准问题解决方法则

被称为发明问题的标准算法。标准算法分为5级、

18个子级、76个标准解法（如表1），各级中解

法的先后顺序反映了技术系统必然的进化过程和

进化方向。凡是属于TRIZ标准问题，通过对问题

类型进行判别，从而确立标准模型就能快速获得问

题解决方法。标准算法是针对标准问题的解决方法

而提出，通过标准算法解决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步

骤进行：  （1）确定问题类型、找出问题所在区域，

划分相关因素；  （2）如果问题是针对系统进行改

进，则建立问题解决的物–场模型；  （3）如果是对

某问题的测量或者检查，则应用标准算法中4级
17个标准解法；  （4）通过获得标准算法和解决方

· 32 ·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第 21 卷



案，对问题进行简化，简化原则基于第5级17个标

准解法而进行。
 

表 1    标准算法分级表
 

类别 子系统个数 标准解个数

第一级：构建或完善物–场模型的标准解系统 2 13

第二级：对效应不足的物–场模型进行改善 4 23

第三级：向超系统或者微观系统进化 2 6

第四级：测量与检验的标准解系统 5 17

第五级：标准解的应用方法和准则 6 17
 

非标准问题主要应用ARIZ来进行解决，ARIZ
是发明问题解决过程中应遵循的理论方法和步骤，

是基于技术系统进化法则的一套完整问题解决程

序，主要是通过将非标准问题转为标准问题，然后

通过标准算法进而获得解决方案。发明问题解决理

论的核心是技术进化原理。根据技术进化原理，技

术系统一直处于进化之中，解决冲突是其进化的推

动力。进化速度随技术系统一般冲突的解决而降

低，使其产生突变的唯一方法是解决阻碍其进化过

程中的深层次冲突。阿奇舒勒的ARIZ共有9个关键

步骤，每个步骤中含有数量不等的多个子步骤。在

一个具体的问题解决过程中，如在某个步骤中获得

了问题解决方案，可跳过中间其他几个无关步骤，

直接进入后续相关步骤来完成问题的解决。ARIZ
特点是使用流程化的步骤来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

够快速接近最优解；可以在系统最小改变或者没有

系统参数恶化的情况下消除问题。

二、集成研究：TRIZ与创新方法的协同

再造

由于TRIZ理论体系存在一定的局限，不能有

效解决创新领域中更加专业化的矛盾问题，TRIZ
也正在结合其他的方法或理论来进行改进，以增强

该方法的有效性。当前，国内外专家学者探讨将

TRIZ与其他学科方法结合用以解决较复杂的矛盾

问题。Hipple将TRIZ与其他理想化工具、六西格玛

（6σ）  、质量屋（QFD）以及其他创新方法（精益

生产、6顶帽等）集成，构建了TRIZ问题基本的解

决流程[9]。邵云飞、杜欣通过对6σ/QFD/TRIZ集成

的理论依据进行阐述；对三种方法在产品创新过程

及优劣势进行比较分析；系统构建了基于6σ、QFD
与TRIZ集成的产品创新设计方法总体框架及流程[10]。

目前TRIZ与其他理论的集成研究主要集中于六西

格玛（6σ）  、质量屋（QFD）以及其他创新技法

（如BS法、检核表法结合）等；从集成研究成果

以及集成模式来看，主要是将TRIZ与其他工具、

方法、理论等进行结合，通过相互协同的方式以解

决复杂化、系统化的问题。

（一）TRIZ与6σ集成

TRIZ主要借助于经验总结，通过发现设计中

的冲突，对问题进行定性描述来实现问题的解决；

而6σ管理核心在于在对现有流程或者产品进行优化

改进，找出流程、产品中存在的问题或缺陷，使之

在低成本、高质量的条件下达到DFSS水平。DFSS
在研发项目管理方面比TRIZ更具有广泛的适用

性，而TRIZ在专利方面比DFSS更具有优势。如：

三星依据企业自身特点，将TRIZ与六西格玛进行

整合形成了独特的基于3T的DFSS，最大限度发挥

了创新方法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六西格玛与TRIZ
的理论关系如图3所示。TRIZ理论具有系统的创新

方法和问题解决工具，但对问题的具体描述却没有

提供合适的路径，其更多来源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归

纳，将TRIZ与六西格玛（6σ）集成可以有效解决

“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因而通过将TRIZ
与6σ进行集成研究，可以实现二者之间的优势互补，

加强创新以及提高产品的技术创新或工艺创新效率。
 
 

TRIZ

TRIZ

TRIZ 

 
图 3   TRIZ与六西格玛（6σ）理论集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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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TRIZ与6σ集成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与

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TRIZ与整个6σ管理体

系进行集成。Averboukh认为企业可以通过TRIZ与
6σ集成运用，来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寻找企业

管理中的矛盾根源[11]。Slocum研究表明基于TRIZ
与6σ的集成能有效解决方案中问题存在的缺陷，提

高企业技术创新优势[12]。微观层面：就某一个具体

方法或方面进行集成。不同的TRIZ分析应用工具

可以根据DMAIC、DMAIV的不同阶段进行匹配。

邵云飞、谢建明通过对TRIZ与6σ的两个主要管理

模式DMAIC、DMADV之间的集成研究，构建了

TRIZ与六西格玛（6σ）的集成框架；探讨了TRIZ
与六西格玛改进（IFSS）主要模式DMAIC集成[8]；

Bariani等将TRIZ和6σ结合，分析研究了产品结构

的合理性问题[13]。

（二）TRIZ与QFD集成

QFD是产品开发中连接用户需求与产品属性的

工具，QFD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对创新主体待解决

问题进行了准确描述，通过量化分析寻找技术关键

措施，最终保证了产品的开发和生产质量。但是

QFD对如何进行创新并没有合适的工具和方法，面

对复杂产品设计体系仍存在局限。此外，对于技术

关键措施进行工艺创新还是产品创新无法进行准确

的判断。而TRIZ具有一套基于知识库完整有效的

问题分析方法和求解工具，其来源于大量的工程实

践、专利分析、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具有普遍的适

用价值；但是TRIZ缺乏发现问题的方法和对创新

的流程管理，对客户和市场需求缺乏分析工具，寻

找矛盾的方法客观性不足。因而通过TRIZ与QFD
进行集成可以满足用户和市场需求问题描述以及产

品创新设计，解决不同的质量关键点之间存在的相

互矛盾问题，为应对复杂问题解决提供新的途径

（如图4）  。如：TRIZ中的矛盾矩阵已经被多次应

用于DFSS以解决在QFD中已确立的矛盾问题，在

QFD的第一个质量屋中的顶部，排列了协调性和冲

突性的产品功能特性。
 
 

39 40 
TRIZ TRIZ 

QFD

TRIZ

 
图 4   TRIZ与QFD集成解决问题模型图

 

目前针对TRIZ与QFD的集成研究主要从以下

两个角度展开。  （1）TRIZ分析应用工具在QFD过

程中的运用。在产品设计过程中：马怀宇提出了基

于QFD、功能分析和TRIZ集成的概念设计过程集

成模型[14]。侯智等利用QFD、TRIZ和三次设计的集

成模型，解决了现行产品设计过程中存在的矛盾问

题[15]。此外，华中生提出将QFD与TRIZ三种技术工

具相融合的产品概念设计方法，减少了传统方法的

缺陷，改善了设计过程，缩短了设计周期[16]。  （2）
TRIZ与QFD在产品创新中的应用。Killander[17]通过

借助于软件的支持将TRIZ与有限元分析，与QFD
等结合，能够更有效地提高设计质量和设计效率，

妥善解决复杂问题。Yamashina发现新产品开发过

程中结合QFD与TRIZ进行研究，同时结合质量特

性和零部件的质量屋分析，可以确定出需要技术创

新的零部件[18]。刘金林提出将QFD与TRIZ应用到舰

船动力装置概念设计中，分析QFD与TRIZ理论的

实施方法，并深入研究实施过程中指标获取方法、

权重计算方法、技术指标冲突的解决方法及方案的

模糊综合评价等相关问题[19]。

（三）TRIZ与其他创新技法集成

TRIZ与其他创新技法的集成研究主要从以下

两个视角进行：（1）集成应用研究途径。Choi将
设计公理理论（AD）与TRIZ理论结合，设计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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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自行车链轮，解决了自行车设计中的动力传输问

题[20]。Robles等在化学工程创新方法的系统研究中

将TRIZ与逻辑推理理论结合，利用这两种理论各

自优势以及相互协同效应构建了一套新的创新工具

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21]。Berdonosov将TRIZ与分形

理论（Fractal）结合，用于企业软件系统设计[22]；

Kremer等提出将公理化设计、TRIZ和混合整数规

划（MIP）结合解决工程设计问题，将公理化设计

问题分解成若干个相互独立的子问题，通过TRIZ
生成所有可行的设计概念，和MIP优化成本和可用

的设计选项的数值之间的配置，结合机车镇流器装

置案例来论证结果的正确性[23]。  （2）集成方法体系

研究。Schulz等提出将TRIZ与其他方法进行集成，

通过构建产品发展过程四阶段框架，提高了企业技

术竞争优势[24]。Cascini等将TRIZ与CAD及计算机

辅助创新工具相结合，通过将技术矛盾转化为物理

矛盾，为解决方案转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设计优化

思路[25]；Cavallucci通过TRIZ与信息技术中的本体

论进行集成研究，构建了基于本体的TRIZ知识表

现形式 [ 2 6 ]；Melgoza等将TRIZ理论与枚举法、

QFD集成，通过建立协同机制，将集成创新方法用

于患者使用的医用支架设计，建立TRIZ集成方法

对特别问题的解决流程[27]。这些方法通过与TRZI进
行协同整合，极大地提高了方法的使用范围和使用

价值（如表2）。因为通过集成形成优势互补方法

可以应用到新产品设计阶段，包括概念设计及方案

设计，此外这些方法的本身优势也得到保留，如：

产品定义或新产品生产阶段的工程样品原型制造。
 

表 2    TRIZ与创新方法的集成应用
 

TRIZ

产品开发过程

产品定义 设计阶段 原型 后期设计开发

构想 产品需求 资料收集 概念 方案设计 测试与验证 生产与销售

6σ √ √ √ √ √
QFD √ √ √ √ √
AD √ √ √

TOC √ √ √
DFMA √ √

RP √ √ √
 

三、应用研究

（一）在设计制造领域应用

TRIZ在产品设计领域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利用

TRIZ理论进行产品和技术预测，通过TRIZ理论解

决新产品开发和设计中的问题，如TRIZ的产品绿

色创新设计、协同设计以及TRIZ与其他方法集成

的设计等；解决工程实际中的关键技术问题，特别

是新产品开发、机械设计制造等；从一般性上探索

TRIZ理论在产品创新中的作用。例如，将TRIZ技
术系统演化规律与产品设计的应用程序框架结合起

来，并分析其在设计过程中的影响；利用参数矩

阵，对39个工程参数赋以一定权值构建评价矩阵，

解决协同产品开发过程中矛盾的消除问题；基于

TRIZ理论设计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产品。运用

TRIZ攻克工程问题，解决新产品开发、机械设计

制造中的难题是TRIZ运用的集中点。Dombe利用

TRIZ工具应用于汽车安全气囊设计 [28]。Mann将
TRIZ与根原因分析工具结合解决了系统创新设计

中的失效原因问题[29]。Schulz等提出将TRIZ和其他

方法集成，构建一个四阶段产品发展过程框架，为

企业赢得技术竞争优势[24]。Coulibalys等构建了一

种新产品设计与开发的新方法，将该TRIZ理论与

约束理论结合，应用于气囊设计，并在工程实际中

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30]；Chiu利用TRIZ理论研究

新型油漆材料、屋顶耐热彩色板漆，通过耐热试验

结果分析研究，成功地开发出了一种新的油漆，从

而可节省电超过20%，达到新型材料节能环保的要

求[31]。许崇春对基于技术路线图、专利地图和TRIZ
集成的产业集群创新技术路径做了研究，提出了将

技术路线图、专利地图和TRIZ等创新方法融合集

成并应用于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新路径[32]。

制造领域的运用主要集中在生产效率的提高、

技术工艺改进、产品品质、专利规避等方面。黄向

明等将TRIZ技术运用于持续质量改进，分析了电

子产品在烧结和研磨加工过程出现的质量问题，通

过工程实践应用，提高了生产加工的效率和产品合

格率[33]；李牧南基于TRIZ技术系统演进视角对软件

体系架构技术系统进行分析，综合运用当前主流的

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模型对计算机辅助创新软件的

体系架构进行分析和改进设计[34]；Shirwaiker提出

一套新的设计方法，将设计原理与TRIZ理论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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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提高了制造业里有关设计领域中设计问题的解

决效率和设计效果问题，同时对两种原理之间的相

互兼容性问题做了讨论[35]。杨云霞研究认为：通过

专利检索及信息分析，可以有效归纳竞争对手专利

技术特征，运用TRIZ进行创新式回避设计进行新

产品的技术开发。能提高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成

功概率，同时也可以回避目前已知竞争对手的专

利，减少专利侵权风险[36]。

（二）在管理领域应用

虽然TRIZ理论的产生是基于发现产品创新规

律，然而TRIZ理论的更多发展则是在非产品创新

的管理领域。管理领域也和设计制造一样，也存在

矛盾和冲突；TRIZ理论体系中的创新管理以及发

现–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在管理领域具有普

遍的适用性；如果将TRIZ在设计制造领域系统的

作用和成熟的理论及方法应用于管理领域，同样也

能解决企业的管理问题[37]。TRIZ理论方法通过分析

企业组织系统进化模式，构建企业管理中的创新理

论和方法；从管理主体、管理对象和管理方法出

发，通过管理主体对管理对象的作用效果判断管理

绩效，对企业管理中的矛盾和冲突问题进行求解，

能有效推动企业管理创新[38]。

1. TRIZ在信息管理中的应用。企业的信息化

建设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随着工业

4.0、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概念的提出，以互

联网信息技术为主的信息物理系统（Cyber Physical
Systems），使得企业的生产制造与管理运营逐渐

呈现出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自主化趋势。Brad
等提出了利用TRIZ构建开放的软件平台，通过创

新过程，构建基于互联网的知识管理软件平台[39]。

仇成等运用TRIZ理论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对企

业信息管理系统的演化规律、演化动力及路线进行

了剖析，为TRIZ的技术进化理论在企业信息管理

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管理思路[40]。黄庆等在分析供

应链信息流集成的基础上，通过TRIZ与QFD相结

合，构建了供应链信息流基础模型，有效地解决了

各个供应链环节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供应

链的风险[41]。罗以洪、邵云飞根据TRIZ建立了理想

化信息系统架构概念，通过TRIZ、BSC及战略一致

性模型结合，建立反映企业业务系统与信息系统之

间的匹配关系数学模型，解决了信息系统规划中的

矛盾[42]。Park等利用TRIZ理论的技术进化趋势标准

来评估专利技术和行动对象（SAO），利用文本挖

掘技术来处理大的专利数据，并自动对这些数据进

行分析和处理[43]。王君华文通过对TRIZ理论进行提

炼和升华，构建面向TRIZ的企业内部协同创新体

系的特征和条件，得出面向TRIZ企业内部协同创

新体系构建的六个关键点、四大主题要素[44]。在信

息化时代，企业的快捷反映，柔性管理也显得尤为

重要，而TRIZ理论中的系统完备法则，系统协调

性、可控性、动态性的进化法则能给企业的信息系

统管理决策提供新的参考路径。

2. TRIZ在组织管理中的应用。企业的组织管

理主要通过建立合理有效的组织结构，梳理组织流

程，明确组织目标等，从而推动组织成员中的综合

效应的提高；而TRIZ中的子系统的不均衡进化法

则、增加裁剪度趋势法则、提高理想度法则等，能

有效解决企业在组织管理中的矛盾和冲突。杨波利

用TRIZ的基本原理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设计了基于

TRIZ的有效求解企业管理冲突的流程优化模式：即

界定、转换、解决工具和方法、基于预测的改进、评

价与控制的闭合循环回路，进而提高企业的管理创

新效率[45]。吕荣胜、张增阔等通过引入TRIZ创新方

法，结合公司战略、供应链相关理论提出了BPR的
推进模式，研究利用TRIZ再造企业关键流程、组

织结构和企业文化模型的方法[46]；Movarrei指出石

化项目供应链管理中的TRIZ理论运用，加速创新

步伐，应用TRIZ理论解决多样技术难题[47]；Akay
等提出了运用TRIZ理论分析制造业中生产过程中

人力因素的影响问题[48]；赵文燕、张换高等在研究

国内外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将TRIZ的问题解决流

程与六西格玛流程结合，提出企业在管理流程优化

中的应用流程方法[49]；陈子顺、檀润华等在六西格

玛的改进阶段，将TRIZ理论与约束理论中的冲突

解决图表相结合，提高了企业解决矛盾问题的能

力，提出了解决矛盾问题的方法，实现了模型的构

建[50]。Song-Kyoo Kim提出了在事件驱动条件下利

用TRIZ理论设计数字目标管理流程的问题，以此

促进电信行业的效能增加[51]。Yang结合TRIZ提出

发展信息技术强化政府对医疗保健行业的应用，为

服务创新的实施和解决方案的高可行性提供了有效

的解决途径[52]。杨燕、邵云飞应用TRIZ理论构建了

企业间网络协同模型和基于TRIZ的扩展矛盾矩阵

表[53]。随着企业对TRIZ理论应用的深入，大大提升

了企业组织管理能力，推动了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

提高，从而实现企业“创新”与“质量”的双赢。

3. TRIZ在商业管理中的应用。TRIZ强调在创

新中对主要价值参数（MPV）的影响，在产品不同

的生命周期，其MPV也存在不同，以MPV提升作为

创新导向和市场决策，有利于企业对自身R&D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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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评估，同时也可以有效降低项目投资风险[54]。TRIZ
理论通过与因果链分析相结合，引入价值工程概

念，对系统性的难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行分析，形

成了功能分析。Kaplan将TRIZ应用于决策风险分析

中，将TRIZ作为决策过程的外环[55]。Jirman提出将

TRIZ创新方法应用于玻璃处理技术的评价，并利

用独特有效的制度体系解决新出现的问题[56]。Park
等利用TRIZ理论的技术进化趋势标准来评估专利

技术和行动对象（SAO），利用文本挖掘技术来处

理大的专利数据，并自动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处

理[43]。TRIZ中的主要价值参数分析（Main Parameter
of Value）以及功能导向搜索等成为商业领域中的

重要工具，为许多复杂的多层次的评估、决策问题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此外，TRIZ还在知识产

权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与专利战略相联系，

为专利战略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决绝方案。例如：采

用裁剪法来进行专利规避，利用TRIZ中的问题解

决工具对专利的等同原理进行破坏，将技术进化的

趋势在专利布局中进行运用。

四、研究展望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TRIZ与其他学科方法组合

及集成应用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以TRIZ
与其他创新方法的具体集成过程和途径实践应用于

研究，目前TRIZ与其他工具、方法、理论等结合

更有利于解决复杂的矛盾问题。

虽然许多专家学者对TRIZ与其他不同的理

论、方法、工具进行集成应用研究，但更多研究是

关注于对现有的理论体系进行规范性的补充和整

合。从定量或者定性的角度对不同的理论、方法进

行比较或效用分析的较少；集成应用解决问题的类

型较为单一，系统化和规范化缺失。

目前TRIZ与其他学科方法的集成应用还存在

以下不足：  （1）TRIZ方法过于僵化，难以适应在各

种情况下的应用。TRIZ与其他学科方法集成解决

的问题类型多数是工程技术领域，涉及其他专业的

应用较少。如何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对TRIZ各种

工具方向进行集成整合。  （2）多方法的协同应用集

成较少。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系统加以提升，如：

功能导性搜索、次要问题的识别和解决。对很多复

杂性系统问题的解决不是某一领域的知识能够解决

的，在目前的研究中，有两种以上方法的集成及应

用不多，文献研究发现将TRIZ与六西格玛（6σ）、

质量屋（QFD）单一方法的集成及应用较多涉及，

而其他多种方法协同应用或集成创新研究较少。由

于TRIZ应用中需要应用者根据掌握的领域知识和

经验发现设计中的冲突，通常情况冲突发现的过程

又是通过对问题的定性描述予以完成，而其他设计

理论中，特别是QFD恰恰又能解决将用户需求的问

题转化为具体参数的问题，因此将TRIZ与多种方

法有机复合更能发挥各自优势，更有助于解决产品

设计等方面的技术问题。  （3）以TRIZ为主的集成创

新方法缺乏系统的结构、解决问题的处理流程算法

以及评价体系及应用途径。如何找到一个正确的目

标来实现，如：MPV的发现，需求的识别和演进，

进化规律及演化曲线、制造/加工的趋势，功能集

成。从文献中我们发现，许多对TRIZ的集成研究

过多地关注于不同的理论工具，这使得理论系统过

于繁杂，并影响其应用表现。如：设计开发一个成

功的产品是否需要运用这些理论中所涵盖的技术方

法（Cavallucci，Smith，Park）[57~58]？研究表明，

由于企业的资源禀赋存在缺失以致其无法拥有足够

的人力资源来对研发部门进行技术方法培训，而且

新的学习者面对如此庞大的理论知识系统，除了要

求其掌握TRIZ自身知识，还需了解和掌握专业应

用领域知识，增加了学习应用推广的难度，在实际

运用中容易产生挫折感影响实践效果。因此，需要

一个设计良好的方法运用路径，在每一个执行步骤

中，根据不同的情景所列出不同的参考方法，按照

不同的专业需求选择不同的集成工具和应用路径。

此外，TRIZ与其他学科方法的集成没有考虑到不

同情景下文化、经济发展环境等因素对TRIZ发展

应用的影响，没有从不同的环境视角来认识和完善

TRIZ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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