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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果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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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对开业风险

在你最熟悉的行业办企业;制定

符合实际的，而不是过分乐观的计

划;在预测资金流动时，对收入要谨

慎一点，对支出要留有余地，一般

要留出所需资金10%的准备金，以

应付意外:没有足够资金不要勉强上

项目，发现问题时要立即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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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对现金风险

理解利润与现金以及现金与资产的区别，

经常分析它们之间的差额;节约使用现

金;向有经验的专家请教;经常评估现金

状况。现金管理上应注意接受订货任务

要与现金能力相适应;不将用于原材料、

在制品、成品和清偿债务的短期资金移

作固定资产投资;约束投资冲动，慎重

对待扩张、多种经营及类似的投资决策

;对现金需求的高峰期应预先作出安排;

安排精明而又务实的人管理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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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对市场风险

以市场及消费者的需求为生产的出发点;时刻关

注市场变化，善于抓住机会;广泛收集市场情报，

并加以分析比较，制定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摸

清竞争对手底细，发现其创业思路与弱点;对各

种成本精打细算，杜绝不必要费用;健全符合自

身产品特点的销售渠道网络;充分了解各主管机

关职能及人员构成情况;以良好诚信的售后服务

赢得顾客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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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对技术风险

综合考虑企业自身技术能力、资金量和所需时间，

选择技术获得途径;若选择引进技术，则要在引

进技术前对所引进技术的先进性、经济性和适用

性进行评价;在技术开发的过程中应加强技术管

理，建立健全技术开发和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

对科技人员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防止因技术人

员外调引起技术流失，保证技术资料的机密性;

加强对职工的技术培训，提高员工对高科技设备

的操作熟练度，减少不必要的风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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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对人员风险

建立完善的雇员选择标准，综合考虑技术能力和

合作能力两个因素;无论人员来源，寻找最胜任

工作的人选;记录并跟踪新雇员情况，熟悉各个

职员素质及发展，做到人尽其才;友好对待并鼓

励新雇员，使其早日适应新环境，进人工作角色

:建立合理的信息沟通及汇报制度，使创业者能

充分掌握员工及企业动态;制定有效的投资计划，

从长计议，加强员工内部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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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应对财务风险

为了应付财务风险，领导班子要

有适当分,密切监控和防范财务风

险:请专家和银行咨询，选择最佳

的资金来源以及殿合适时机和方

式筹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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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总之，我认为企业要实现持续发展，就要做

到你无我有，

你有我好，你好我转，不断地进行科技创新，

同时，必须善

于用知识产权来保护自己的科技创新成果，

以使企业在市场

竞争中成为水不言败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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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果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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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

夫·阿罗斯·熊彼特(J . A. Schumpeter) 

在《经济发展理论》 (1912 年) 一书

中,首次提出创新的概念,并认为,不是

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新,才是资本主义

发展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创新”就

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供应函数,

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

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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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熊彼特看来, “创新”是一个经济范

畴而非技术范畴,它不仅是指科学技术上

的发明创造,而更是指把已发明的科学技

术引入企业之中,形成一种新的生产能力。

具体来说,创新包括五方面的内容:

一、是引入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产品

创新) ;

二、是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工艺创新) ;

三、是开辟新市场或打破一种垄断(市场

创新) ;

四、是获取新的供给来源(资源开发利用

创新) ;

 五、是实行新组织形式(体制和管理的

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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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技术创新理论正是在熊彼特创新

理论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在

此后的技术创新研究热潮中,国内外专

家、学者以及相关研究机构对技术创

新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曼

斯费尔德(M. Mansfield) 认为,产品创

新是从企业对新产品的构思开始,以新

产品的销售和交货为终结的探索性活

动。厄特巴克(J . M. Utterback) 在他

1974 年发表的《产业创新与技术扩散

》中认为,与发明或技术样品相区别,创

新就是技术的实际采用或首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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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从哲学上说是一种人的创造性实

践行为，这种实践为的是增加利益总

量，需要对事物和发现的利用和再创

造，特别是是对物质世界矛盾的利用

和再创造。人类通过对物质世界的利

用和再创造，制造新的矛盾关系，形

成新的物质形态。

创新的哲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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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是创新的特定思维形态，

意识的新发展是人对于自我的创

新。发现与创新构成人类相对于

物质世界的解放，是人类自我创

造及发展的核心矛盾关系。其代

表两个不同的创造性行为。只有

对于发现的否定性再创造才是人

类创新发展的基点。实践是创新

的根本所在。创新的无限性在于

物质世界的无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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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必须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创

业需要贡献时间和付出努力；创业要

承担必然存在的相应财务的、精神的

和社会的风险；创业给创业者丰厚的

金钱的回报、个人的满足和独立自主

等。当然以上观点都是从狭义来理解

“创业”，而在广义上来说，创业无

疑更应该是一种态度、心境，一种敢

于追求不满足现状的雄心和力争上游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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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说，“创业”是

一种贯穿我们生命始终的一种积极

状态，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的积极状态，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

该具备的奋进之心。 综合起来，大

学生自主创业就是指大学生为了自

己的生存与发展 ,而创造性投资兴

办经济实体,并获得经济利益和社会

利益的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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