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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铁动车组技术创新机制研究

王 帅

北京动车段 北京 100068

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人们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高速铁路的大规模建设，我国的

高铁动车组一直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进步。并且在进步的过程不断地完善和提高各方面的质量和水平。虽然我国

的高铁动车从无到世界领先有了很高的突破，但是在创新方面依然存在着巨大的考验。所以，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

研究高铁动车组技术创新机制，来进一步优化分析未来高铁所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并通过研究技术创新机制进而做出

相应的计划和对策，梳理之前创新技术成功的经验，最大程度上使高铁产业得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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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时代的进步，同样也带动了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其

中高铁作为铁路技术现代化发展的标志，深受广大人民的

关注和重视。所以一个良好的技术创新机制研究是非常重

要的，同时也是世界铁路发展的重要趋势。高铁动车组技

术集成了新一代的高新技术，运用了多种复杂的现代化技

术工程。涉及了信息，能源，还有电力等多个方面的学科

和知识。此外，高铁作为人们的代步工具，其安全性是重

中之重，在稳定性得到保证的前提下，也要追求创新技术

的研究。为了能够更好地提高高铁动车组的整体效率，必

须全面合理分析高铁的各项指标，最大程度上保证高铁运

行过程中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1 高铁行业的特征

行业竞争集中

资质壁垒

高铁作为新型代步工具，其安全性和稳定性是非常

重要的。作为高铁核心零部件的供应商，必须达到一定

的资质才能够为高铁企业提供产品，在提供产品之前

必须要与铁路总局进行资质认定，认定合格之后才可以

进行提供产品的服务。此外，在试用产品的同时还需要

对制造企业进行审核和考察，一系列烦琐的规定和步骤

都是为了高铁行业稳定且可持续发展以及顾客的安全着

想，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做好产品质量水平和各项

工作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技术壁垒

对于高铁整体的行业发展，采用的都是高新技术。

工作人员根据机车型号的不同选用的零部件也都是不相

同的，另外技术操作性也较为专业。所以在进行审批过

程中，每一步操作都要根据铁路整体的发展规划进行，

一层一层审批，使得审批结果达到理想效果，就是因为

过程是复杂的，所有研究成果不会被泄露，其中较为专

业性的知识和技能，只能在高速铁路行业使用，其他的

企业不容易掌握全部的技术体系结构。

信誉壁垒

高铁行业其安全性是重中之重的，作为高铁的合作企

业，必须保证产品的稳定和安全的前提下，进而才能提高

各个方面的性能，不仅仅给顾客一个安全保障，也是在维

护企业和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在长时间的合作关

系下，供应商技术和能力方面得到了很好的认可，在一定

程度上也稳定了供应商持续供应产品的地位。

资金壁垒

高铁机车作为高技术产业，在资金方面也是密集型

产业，需要足够的资金来引进先进的设备来完善机车车

辆的需求，并且如果需要创新新技术那就需要更多的资

金引入。

社会外部性

社会外部性分为正负两种。斯蒂格利茨认为，正外

部性是指这个行业的活动对其经济主体有了好的影响，

并且这个有益影响不需要牺牲一些技术层面的体系结

构，而负外部性是指在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前提下，这个

行业的经济活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随着时代潮流的发

展，高铁已经成为重要的运输方式，通过对原来的铁路

技术的创新和改进，高铁已经逐渐成了交通的重要枢

纽。高铁的普及，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通

过提高人流和物流的速度，提高了区域化的产业结构的

全面发展。此外，高铁产业也促进了其他的产业的流动

和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作

为社会服务的公共设施，高铁也为学生，军人等提供优

惠服务，其价值所在是不能靠普通运输所衡量的，所以

高铁的外部性是正大于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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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高度集成

高铁作为新一代的高新技术合成，属于非常复杂的现

代化工程。在高新技术方面，涉及了工学，理科，文科等

多种学科和技术。不仅有信息，电子等多种学科领域，还

有控制系统，轨道技术等高难度技术，共同构造了高速公

路的系统化集成。另外，由于速度较快，高铁在实际的运

行过程中是完全封闭的，所以高铁系统必须建立完善的安

全性系统保障，确保每一位顾客的安全得到保证。相对于

普通的代步工具来说，该系统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在一

定程度上保证了客户的安全出行。并且在实际的高铁运行

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提高高铁建设的质量和效率，就需要

有专业的工作人员采用集成系统在运行工程中统一调度，

进而更有效的保证运行效率。有数据表明：从高铁开始运

行到现在，全世界只有德国，日本，温州发生了三次重大

事故，除此之外，其他地区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故。所以

再次证明了高铁技术组的不断优化，使得顾客处在安全的

环境中，也促进了高铁的可持续发展。

2 高铁技术组技术创新机制研究

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

国外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理论

根据有效结果分析，现在形成的动力机制模式并且

应用广泛的主要有技术推动模式、需求拉动模式、技术

与需求综合模式。

首先是技术推动模式，这个模式主要分为两种，第

一种是技术推动模式，主要是由技术创新的一种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企业家占主要领导人物，不管创新结果带

来的是好是坏，企业家承担所有责任，所以就会很容易

破坏原有稳定的市场结构，但是一旦出现新进入者打破

现状，那么就会产生周期性的技术创新活动。第二种是

由大企业作为该模式的主要导火索，而这个模式的主要

任务是设立一个研究部门，通过感知自身物质生活水平

来决定每个员工是否真正的掌握他们的研究发明成果。

而对于第二种来说，创新则来自创新部门，一个好的创

新结果则会给企业带来很高的利润并得到可持续发展[1]。

其次是需求拉动模式，通过实验研究表明，需求决

定技术创新的成果，其市场成长，市场潜力都时刻影响

着技术创新机制。厄特巴克也认为需求拉动模式有主要

功劳，因为在研究中表明中可以发现，每次的创新都是

在需求下进行的。正是因为有了需求，企业才能够根据

需求创新出新的产品，相对于技术推动模式，需求拉动

模式更是一个适应社会的过程。

最后就是技术与需求综合作用模式，罗森博格认

为，高铁动车组在研究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与创新二

者缺一不可，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使得创新效果不能达

到一个平衡，进而也降低了创新的效率。所以就需要将

技术与创新结合起来，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定

创新的成本和成功的次数，而需求推动模式作为真正的

经济因素，决定了技术人员最终得到的报酬，采用此模

式才能更有效地有效地将技术创新推向高潮。

国内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理论

关于高铁动车组技术创新机制研究，在很早之前就

已经开始了，我国专业人士对内外结合的技术创新机制

做了更全面的系统性研究，并一次形成了多种动力机制

模型。其中王子龙指出了技术创新的需求主要受创新目

标，利益体系和创新能力影响，并且只有明确了企业技

术创新的动力需求，才能更好地进行技术创新。另外，

闰俊强提出构建创新子系统，通过将创新所需要的相互

联系的多种因素结合起来，进而形成更具体的集成系

统，并且他还说明了主要影响自主创新活动的因素是社

会，内在，和外在因素，只有将三者巧妙地结合，才能

得到更有效的技术创新[2]。

技术创新的运行机制

技术创新过程中运行机制不仅复杂且非常重要。运

行机制不仅仅是将创新过程更加规范化，更是反映了技

术创新投入到产出整个过程的效率。关于运行机制主要

有三种：单向线性运行模式、双向循环运行模式、系统

动态模式。

单向线性运行模式

对于单向线性运行模式主要用于基础研究，通过技

术创新成功进而反正社会增长变化。这一模式主要是将

大学及科研结果和企业相结合，分别负责基础研究和

开发研究，并且通过将生产，市场部门分工合作的方式

进行技术创新。虽然这个模式有效地将各行各业联系起

来，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忽略了技术创新将影响了整个

市场的经济需求。

双向循环运行模式

引入双向循环运行模式主要是为了解决市场的不定

变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因为在单向线性运行模式中，

对于市场的变化不能够有效地适应和解决。双向循环运

行模式在基础研究基础下，又将经济发展和需求引入进

来，将基础研究和经济发展有效地结合到了一起，不仅

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也体现出了实现技术创新的实

质，但是依然存在不足，就是在运行过程中没有体现内

部和外部结构的关系[3]。

3 技术创新机制的策略分析

坚持技术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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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每个国家都需要坚持

技术自主创新，才能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如果只是一

味地引进之前的产品，虽然在较短时间内有所改变，但

是当要准备自主研发时，依然要从头开始，所以在引进

新技术的同时，自主创新也同样重要。我国在之前引进

先进技术之前增加做过一段时间的自主创新，研发出韶

山3型、东风4型等电力、内燃机车，并且在电力机车控

制技术和半导体技术等多个方面都有显著突破，虽然在

自主创新过程中没有成功地进行商业运营，但是在研发

的过程中吸取了创新经验和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后

期自主创新奠定了基础[4]。

搭建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平台

高铁动车组作为新型高技术产品，在技术开发过程

中涉及了多种学科，是多个领域和行业的综合体现，如

果仅是单靠一个企业根本不可能胜任这么复杂的系统工

程，也不能够做到适应社会的需求进行技术创新，所以

就需要综合性的企业发挥集体优势。打破合作壁垒，要

想让高铁动车组技术得到质的提升就需要搭建产学研一

体化创新平台，优化技术创新机制，提高高铁动车组的

整体效益[5]。

结束语：

一个良好的技术创新机制需要创新目标和技术创新

主体与技术创新内部、外部因素相辅相成。在每个环节

都离不了技术创新机制，所以为了能够更好地使创新过

程中的各个要素相互作用就需要对技术创新机制不断优

化和调整，进而使得创新活动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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