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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企业创新成为现代企业生存的重要一环。首先，将用于解决技术性发明创造
而建立的ＴＲＩＺ理论引入到企业创新研究之中；通过计算机知识发现和数据挖掘技术与ＴＲＩＺ理论中的矛盾思想
相结合，并根据德国弗朗克协会提出的企业创新九个领域，将其细分为相应若干指标器；在此基础上，提出使用

指标器间关联规则替代ＴＲＩＺ创新原理。最后，使用这些关联性与九个创新领域，得到了一种适合描述企业创新
的矛盾矩阵构成方法，为解决企业创新提供了分析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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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创新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动力源泉，没有创新就不会有

如今多彩的文明，不会有对自然界不断探索的能力。可以说创

新是人类文明的基石。当前，所谓的创新方法大约有３００多
种。人们在在创新思维中常用的方法有：试错法、扩充法、象征

类比法、缺点列举法、希望点列举发明法、假想构成法、设问法、

头脑风暴法、类比发明法、信息交合法、水平思考法、五 Ｓ思维
法、卡片思维法、叠加法、原型启发法、合理移植法、联想法，以

及下面提到的ＴＲＩＺ（发明问题解决理论）等。
创新也是目前中国企业最热门的话题。创新就是把知识

能力转换为市场价值的过程，是保障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核心

因素，是提高劳动附加价值的根本途径。因此如何高效可行地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有大批企业创新专家把其作

为研究的焦点，寻求一种可以把创新过程不断复制的方法，使

企业创新变成一门科学方法，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灵感闪光。

ＴＲＩＺ理论是一门研究技术产品创新的理论方法，它以产
生创新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冲突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克服这种

矛盾从而使创新得以实现，其对产品创新的帮助也被很多使用

者证实［１，２］。因此将ＴＲＩＺ理论引入企业创新似乎是势在必行
的。但是企业创新不单单是指技术领域的创新，组织、管理等

领域的创新也是一家企业进行创新的必要环节。标准 ＴＲＩＺ
理论是应对非管理领域的，而目前在管理领域等非技术领域多

半是照搬ＴＲＩＺ理论的东西，将一个用于技术产品上的解决方
案强硬地移植到管理问题中，这样无法真正发挥 ＴＲＩＺ的作
用。但是，通过把矛盾冲突消除作为创新产生的根本，这一思

想是要继承的和发展的。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通过计算机知识

发现和数据挖掘技术结合ＴＲＩＺ矛盾思想，并以德国弗劳恩协
会的企业卓越创新体系为背景，试图寻求一种适合企业创新的

矛盾矩阵构成方法，并且相信此方法可以通过改变具体背景应

用，将矛盾矩阵方法扩展到更多更细致的领域之中，为其解决

创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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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矛盾矩阵回顾

ＴＲＩＺ理论［３，４］是由前苏联发明家 Ａｌｔｓｈｕｌｌｅｒ在１９４６年创
立的，Ａｌｔｓｈｕｌｌｅｒ也被尊称为 ＴＲＩＺ之父。１９４６年，Ａｌｔｓｈｕｌｌｅｒ开

第２９卷第１０期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计 算 机 应 用 研 究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Ｖｏｌ２９Ｎｏ１０
Ｏｃｔ２０１２



始了发明问题解决理论的研究工作。当时他在前苏联里海海

军专利局工作，在处理世界各国著名的发明专利过程中，Ａｌｔ
ｓｈｕｌｌｅｒ发现任何领域的产品改进、技术的变革、创新与生物系
统一样，都存在产生、生长、成熟、衰老、灭亡，是有规律可循的。

人们如果掌握了这些规律，就能能动地进行产品设计并能预测

产品的未来趋势。以后数十年中，Ａｌｔｓｈｕｌｌｅｒ穷其毕生的精力
致力于ＴＲＩＺ理论的研究和完善。在他的领导下，前苏联的研
究机构、大学、企业组成了 ＴＲＩＺ的研究团体，分析了世界近
２５０万份高水平的发明专利，总结出各种技术发展进化遵循的
规律模式，以及解决各种技术矛盾和物理矛盾的创新原理和法

则，建立一个由解决技术实现创新开发的各种方法、算法组成

的综合理论体系，并综合多学科领域的原理和法则，建立起

ＴＲＩＺ理论体系。ＴＲＩＺ主要在产品设计上可以对设计者有很
大的帮助。如今已经有很多企业关注 ＴＲＩＺ理论，并且通过
ＴＲＩＺ进行企业产品创新。

所有系统的进化都是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系统朝着某一

个理想状态进化时，系统中任何一个运行状态的改进都会引起

其他部分的改变，从而导致产生矛盾冲突。因此解决系统改善

中的矛盾问题便是ＴＲＩＺ理论的核心思想。
通过对２５０万份专利的研究，ＴＲＩＺ理论提出了一套健壮、

庞大、缜密的创新问题解决方法，其中，矛盾一直是 ＴＲＩＺ的核
心思想。理论中也描述了一种技术矛盾冲突的一般性抽象描

述，即３９个通用工程参数［５］，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３９个通用工程参数名称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１ 运动物体的质量 ２１ 功率

２ 静止物体的质量 ２２ 能量损失

３ 运动物体的长度 ２３ 物质损失

４ 静止物体的长度 ２４ 信息损失

５ 运动物体的面积 ２５ 时间损失

６ 静止物体的面积 ２６ 物质或事物的数量

７ 运动物体的体积 ２７ 可靠性

８ 静止物体的体积 ２８ 测试精度

９ 速度 ２９ 制造精度

１０ 力 ３０ 物体外部有害因素作用的敏感性

１１ 应力或压力 ３１ 物体产生的有害因素

１２ 形状 ３２ 可制造性

１３ 结构的稳定性 ３３ 可操作性

１４ 强度 ３４ 可维修性

１５ 运动物体作用时间 ３５ 适应性及多用性

１６ 静止物体作用时间 ３６ 装置的复杂性

１７ 温度 ３７ 监控与测试的困难程度

１８ 光照度 ３８ 自动化程度

１９ 运动物体的能量 ３９ 生产率

２０ 静止物体的能量

　　在实际问题中，使用者将自己所面临的创新难题进行思考
抽象，把问题对应于表１中的某项，然后配合表２中的４０条创
新原理［６］，寻找与之相应的创新源来对创新问题进行求解。

ＴＲＩＺ通过统计整理出一个３９×３９的矛盾矩阵，列为改善的参
数，行为恶化的参数，在行列相交处列出用于解决由这两个参

数构成的技术矛盾所推荐的创新原理的序号，如表３所示。其
中，首行与首列的序号分别表示表１中的工程参数，其余表格
里的序号则对应表２中４０条创新原理的标号（因篇幅所限，矛
盾矩阵表随机地选取几个行列，未全在文章中出现）。

目前有一些研究对于 ＴＲＩＺ理论作出了扩展，将 ＴＲＩＺ理

论推广到其他创新领域［５，７，８］，如４０创新原理在服务业［６，９］、管

理中［１０，１１］、教育中［１２，１３］的应用。实际上无论是３９个工程参数
还是４０创新原理，再到矛盾矩阵，都是围绕技术产品设计上构
建的方法。如果简单照搬这些理论到非技术领域创新中，一定

无法达到ＴＲＩＺ理论本应有的效果。因此如何在不同领域中
建立对应的创新参数、创新原理和矛盾矩阵是下面要讨论的重

点，称其为企业创新矛盾矩阵，以区分 ＴＲＩＺ中已经形成的矛
盾矩阵。

表２　４０个创新原理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１ 分离法 １５ 动态法 ２９ 压力法

２ 提取法 １６ 部分超越法 ３０ 柔化法

３ 局部质量改善法 １７ 多维运作法 ３１ 孔化法

４ 非对称法 １８ 机械振动法 ３２ 色彩法

５ 组合法 １９ 离散法 ３３ 同化法

６ 一物多用法 ２０ 有效运作持续 ３４ 自生自弃法

７ 套叠法 ２１ 快速法 ３５ 性能转换法

８ 巧提重物法 ２２ 变害为利法 ３６ 相变法

９ 预先反作用法 ２３ 反馈法 ３７ 热膨胀法

１０ 预先作用法 ２４ 中介法 ３８ 逐级氧化法

１１ 预置防范法 ２５ 自服务法 ３９ 惰性环境法

１２ 等势法 ２６ 复制法 ４０ 复合材料法

１３ 逆向运作法 ２７ 替代法

１４ 曲线曲面化法 ２８ 系统替代法

表３　技术矛盾矩阵表

工程参

数序号
１ ２ ３ ５ １９ ３０ ３９

１ １５，１７ ２９，１７ ３５，１２ ２２，２１ ３５，３
３８，３４ ３８，３４ ３４，３１ １８，２７ ２４，３７

２ ２，１９ １，２８
２２，３７ １５，３５

３ ８，１５ １５，１７ ８，３５ １，１５ １４，４
２９，３４ ４ ２４ １７，２４ ２８，２９

５ ２，１７ １４，１５ １９，３２ ２２，３３ １０，２６
２９，４ １８，４ ２８，１ ３４，２

１９ １９，２４ ２，１５ ６，１９ １，３５ １２，２８
３，１４ １９ ３７，１８ ６，２７ ３５

３０ ２２，３３ １，１９ １，２４ １９，２２ １，２４ ２２，３５
２，２４ ３２，１３ ６，２７ ３５，２ ６，２７ １３，２４

３９ ３５，２１ ２６，１７ ３５，１０ ３５，２０ ３５，１０ ２２，３５
２８，１０ １９，１ ３８，１９ １０ ３８，１９ １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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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发现与关联规则

知识发现［１４，１５］是从数据集中挖掘出有效的、潜在有用的

信息知识的过程。知识发现将信息变为知识，从数据矿山中找

到蕴藏的知识金块，因此知识发现也是数据挖掘的一种更广义

的说法。对于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的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应

用上都是当前的热点［１６～１９］。在构建 ＴＲＩＺ矛盾矩阵前，这里
先对数据挖掘中与关联规则相关的一些名词给解释，具体详见

文献［２０］。
定义１　设 Ｉ是项的集合，相关的数据 Ｄ是事务的集合，

其中每一个事务Ｔ是项的集合，使得ＴＩ。设 Ａ是一个项集，
事务Ｔ包含Ａ当且仅当ＡＴ。如果 ＡＩ，ＢＩ，并且 Ａ∩Ｂ＝

，则ＡＢ在事务集Ｄ中存在，即Ａ与Ｂ存在关联规则。
定义２　规则ＡＢ在事务集Ｄ中成立，存在支持度 ｓｕｐ，

ｓｕｐ为事务Ａ∪Ｂ在事务集Ｄ的比例，即概率Ｐ（Ａ∪Ｂ），记做
ｓｕｐ（ＡＢ）＝Ｐ（Ａ∪Ｂ）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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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３　规则ＡＢ在事务集Ｄ中成立，存在置信度 ｃｏｎ，
ｃｏｎ为条件概率Ｐ（Ｂ｜Ａ），记做

ｃｏｎ（ＡＢ）＝Ｐ（Ｂ｜Ａ） （２）

定义４　任意ＸＩ，ＹＩ，规则ＸＹ满足系统设定的最小
支持度（ｍｉｎ＿ｓｕｐ）和最小置信度（ｍｉｎ＿ｃｏｎ），则 ＸＹ成为强
规则。

定义５　任意ＸＩ，ＹＩ，规则ＸＹ满足最小支持度的 ｋ
项集｛ｉ１，ｉ２，…，ｉｋ｝，称为频繁项集Ｌｋ。

$

　企业创新

$


"

　企业创新的划分

盈利是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而降低成本、开拓新市场、提

高资本效益、提高产品附加价值等企业经营手段，从古至今都

受到企业极度的重视。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企业做出的一切工

作都是创新。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将企业创新分为创新战略、

知识结构核心能力、创新过程、项目管理、文化、组织伙伴、市

场、核心技术和产品服务这九个创新领域［２１］，从不同角度用记

分卡来衡量企业创新的程度与能力。这里，依据弗劳恩霍夫协

会的企业创新九个领域为基础，再将每个领域划分为更小的有

层次关系的创新指标器，使用层次分析法 ＡＨＰ［２２］构建相应指
标器与领域之间的映射关系，企业的创新能力可以抽象为一种

具体的得分，如图１所示。

设企业对于所有指标器构成项集：

Ｉ＝｛ｉ１，ｉ２，…，ｉｎ｝

由所有指标器的抽象层为九大领域：

｛Ｉ１，Ｉ２，…，Ｉ９｝

第ｋ个领域创新得分计算公式为

Ｉｋ＝∑
ｎ

ｊ＝１
ｗｋｊ×ｉｋｊ　ｋ∈［１，９］

领域１　创新战略
指标（１１），技术创新战略在企业整体战略中的地位

指标（１２），技术创新战略目标与同行企业目标比较

指标（１３），Ｒ＆Ｄ项目经费占销售收入比例

指标（１４），Ｒ＆Ｄ经费中Ｒ的经费

指标（１５），研究项目中预研项目比例

领域２　核心能力与知识结构
指标（２１），主导产品或服务核心技术的行业地位

指标（２２），主导产品或服务核心技术自给率

指标（２３），授权发明专利中设计专利的比重

指标（２４），企业使用外部技术成果的比例

指标（２５），企业近三年技术开发成果应用率

指标（２６），企业当年采用员工创新建议数量

指标（２７），企业研发人员占员工比例

指标（２８），高级研发人员占研发人员比例

指标（２９），国际化人才占研发人员比例

领域３　创新过程
指标（３１），技术创新项目中有系统执行计划的比例

指标（３２），技术创新项目按计划开展节点检查比率

指标（３３），技术创新项目按计划及时验收的比率

指标（３４），研发实验经费满足实际需要项目的比率

指标（３５），成果转化经费满足实际需要项目的比率

指标（３６），创新信息资源满足实际需要项目的比率

指标（３７），物理技术平台满足实际需要项目的比率

指标（３８），专业研究工具等满足实际需要项目比率

指标（３９），材料等供应满足实际需要项目的比率

领域４　项目管理
指标（４１），近三年规划创新项目如期执行的比率

指标（４２），近三年创新项目按时完成任务的比率

指标（４３），近三年创新项目实现预期目标的比率

指标（４４），近三年创新项目成本控制目标达标率

指标（４５），技术创新项目中有风险控制措施的比率

指标（４６），风险控制措施取得良好效果项目的比率

领域５　创新文化
指标（５１），领导班子当年专题研究创新工作次数

指标（５２），研发人员收入是员工平均收入的倍数

指标（５３），当年提创新建议人员占员工总数比率

指标（５４），企业最高科技奖为人均年收入的倍数

指标（５５），研发人员年均参加外部学术交流次数

指标（５６），研发人员平均获得创新奖励的比率

领域６　组织结构与伙伴网络
指标（６１），核心研发团队自我管理程度

指标（６２），专职研发人员的组织承诺度

指标（６３），研发团队内月均正式学术交流次数

指标（６４），上年专题研讨技术及市场变化次数

指标（６５），前三年研发团队成员调整的及时性

指标（６６），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创新伙伴数量

指标（６７），前三年平均聘用外部技术专家人次数

指标（６８），在海外建立技术信息及研发机构数量

领域７　市场开发
指标（７１），企业年均开展专题市场及客户研究次数

指标（７２），发现市场机遇先于竞争对手的比率

指标（７３），企业老客户中回头客的比率

指标（７４），创新项目听取客户意见的比率

指标（７５），创新项目听取供应商意见的比率

领域８　核心技术
指标（８１），企业近五年获美欧日授权发明专利数量

指标（８２），企业授权发明专利及核心技术总量

指标（８３），企业有效发明专利及核心技术数量

指标（８４），企业近三年开展或使用技术预见次数

指标（８５），企业近三年开展创新方法推广次数

指标（８６），专门知识管理人员占研发人员比重

领域９　产品服务
指标（９１），主导产品或服务所处市场地位

指标（９２），主导产品或服务所处生命周期阶段

指标（９３），主导产品或服务的特定市场占有率

指标（９４），企业新产品和服务销售收入率

指标（９５），主导产品和服务创新上的领军人数

指标（９６），产品和服务创新专用研发设备净值

在本次研究中，以３００余家不同类型的企业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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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了相关数据作为企业创新指标器数据，取其中一部分数据

展示如图２所示。

$


#

　建立企业创新矛盾矩阵

ＴＲＩＺ中矛盾矩阵及其相应的参数与创新原理是由２５０万
份专利分析统计而构建的。目前无法用如此多的企业数据进

行实验，同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给出一个严格的对应 ＴＲＩＺ的
企业矛盾矩阵。这里主要是给出一种构造思想和方法，因此本

文选用３００家大中型企业数据为基础，并且使用数据挖掘工具
进行关联分析实验。构建方法如下：

ａ）设企业对于所有指标器构成项集：Ｉ＝｛ｉ１，ｉ２，…，ｉｎ｝。
ｂ）使用预定义分层对量化属性离散化处理，用区间标记

代替原数值，这里将每个指标器划分为五个离散区间：ｉｋ＝

｛ｉ－２ｋ ，ｉ
－１
ｋ ，ｉ

０
ｋ，ｉ

＋１
ｋ ，ｉ

＋２
ｋ ｝，ｋ∈Ｉ。设定阈值ｉｋ０表示创新及格线，有

ｉｋ＋＞ｉｋ０＞ｉｋ－。其中“＞”表示优于（针对本文中指标器的选择
可以把其视为大于号，即大数值一定优于小数值，即ｉｋ＋的创新
程度优于ｉｋ０，ｉｋ－的创新程度差于 ｉｋ０）。ｉｋ０创新度及格区间的
划分不特定，应该根据具体概率分布相应考虑，这里使用平均

分布作为划分。为了便于下面处理将指标器数据集 Ｉ映射为
一般事务项集 Ｄ。其中 ｉｋ→｛ｄｋ×５－４，ｄｋ×５－３，ｄｋ×５－２，ｄｋ×５－１，
ｄｋ×５｝，ｉ，ｄ∈Ｉ；ｄｋ×５－４表示指标器 ｉｋ创新度最差，ｄｋ×５表示指标
器ｉｋ创新度最好。例如，对“企业盈利”分层离散化，可以记为
“小于５千万”“５…１亿”“１亿 －１…１５亿”“１５亿 －１…２
亿”“２亿以上”。

ｃ）设定最小支持度 ｍｉｎ＿ｓｕｐ与置信度 ｍｉｎ＿ｃｏｎ，从项集 Ｉ
中搜索全部频繁项集Ｌ。

ｄ）使用经典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２０］对指标器分层项集进行关频

繁项集挖掘。具体方法伪代码如下：

Ｌ１＝｛频繁１项集｝；

ｆｏｒ（ｋ＝２；Ｌｋ－１≠；ｋ＋＋）ｄｏ

ｂｅｇｉｎ

Ｃｋ＝ａｐｒｉｏｒｉ（Ｌｋ－１）；／／产生一个候选集

ｆｏｒａｌ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Ｔｄｏ

ｂｅｇｉｎ

　　Ｃｔ＝ｓｕｂｓｅｔ（Ｃｋ，ｔ）；／／把ｔ的子集作为候选集

　　ｆｏｒａｌｌ候选 ｃ∈Ｃｔｄｏ

　　　ｃｃｏｕｎｔ＋＋；

　　ｅｎｄ

　Ｌｋ＝｛ｃ∈Ｃｋ｜ｃｃｏｕｎｔ＞ｍｉｎ＿ｓｕｐ｝

　ｅ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Ｌ＝∪ｋＬｋ；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ａｐｒｉｏｒｉ（Ｌｋ－１）

ｆｏｒａｌｌ项集ｌ１∈Ｌｋ－１ｄｏ

ｂｅｇｉｎ

ｆｏｒａｌｌ项集ｌ２∈Ｌｋ－１ｄｏ

ｂｅｇｉｎ

　　ｉｆ（ｌ１［１］＝ｌ２［１］）∧（ｌ１［２］＝ｌ２［２］）∧…∧（ｌ１［ｋ－２］＝ｌ２
［ｋ－２］）∧（ｌ１［ｋ－１］＝ｌ２［ｋ－１］）

　　ｔｈｅｎ连接ｌ１ｌ２产生候选集ｃ

　　　ｆｏｒａｌｌ项集 ｃ∈Ｃｋｄｏ

　　　　ｆｏｒａｌｌｃ的ｋ－１子项集 ｓｄｏ

　　　　　　ｉｆ（ｓＬｋ－１）ｔｈｅｎ

　　　　　　ｄｅｌｅｔｅｃｆｒｏｍＣｋ；

　　　　　　ｅｌｓｅ

　　　　　　ａｄｄｃｔｏＣｋ；

　　　　ｅｎｄ

　　ｅｎｄ

ｅｎｄ

其中：Ｌｋ表示频繁ｋ项集；Ｃｋ表示候选频繁ｋ项集；ｔ表示某企
业完整的创新指标器记录；Ｔ表示全体数据库数据。规则如图
３所示。

ｅ）消除强规则中无意义规则：
ｓｕｐ（Ａ∪Ｂ）
ｓｕｐ（Ａ）×ｓｕｐ（Ｂ槡 ）

＜１

ｆ）消除无指导意义的规则：
ｉｋ→｛ｄｋ×５－ｐ｝　ｐ∈｛１，２，３，４｝

（ａ）｛ｄｋ×５－ｐ｝，ｐ∈｛１，２，３，４｝是由 ｉｋ分层离散化来的，因
此之间无关联、无意义。

（Ａ（ｉ＋）→Ｂ（ｉ＋））∧（Ａ（ｉ－）→Ｂ（ｉ＋））

（Ａ（ｉ＋）→Ｂ（ｉ－））∧（Ａ（ｉ－）→Ｂ（ｉ－））

（Ａ（ｉ－）→Ｂ（ｉ－））∧（Ａ（ｉ－）→Ｂ（ｉ＋））

（Ａ（ｉ＋）→Ｂ（ｉ－））∧（Ａ（ｉ＋）→Ｂ（ｉ＋））

（ｂ）如果指标器 Ａ指标好于平均值或者差于平均值都可
以堆出Ｂ，则此规则也无指导意义。

ｇ）将创新领域为行与列，建立９维矩阵Ｍ。每个行列交叉
单元ｍｉｊ中，ｉ，ｊ∈［１，９］表示当创新领域ｉ受到领域ｊ的影响，其
中哪些指标器起到关键作用。ｍｉｊ中元素是由步骤ｃ）～ｆ）中产
生关联规则得到的。

产生方法如下：对于任意关联规则 ｒｕｌｅ＝Ａ（ｉｊ）→Ｂ（ｉｋ），
如果ｉｊ∈领域ｊ，ｉｋ∈领域 ｋ，并且 ｃｏｎ（Ａ（ｉｊ）→Ｂ（ｉｋ））＞ｍｉｎ＿
ｃｏｎ，那么ｒｕｌｅ＝Ａ（ｉｊ）→Ｂ（ｉｋ）作为矩阵第 ｊ行 ｋ列元素的候选
项。

如果存在ｒｕｌｅ＝Ａ（ｉｊ）∧Ｃ（ｉｍ）→Ｂ（ｉｋ），即前向多余１项
时，如果 ｉｊ、ｉｍ∈同一个领域 ｐ，并且 ｃｏｎ（Ａ（ｉｊ）∧Ｃ（ｉｍ）→Ｂ
（ｉｋ））＞ｍｉｎ＿ｃｏｎ，那么ｒｕｌｅ＝Ａ（ｉｊ）∧Ｃ（ｉｍ）→Ｂ（ｉｋ）作为矩阵
第ｐ行ｋ列元素的候选项。

对于上述规则中，如果ｉｊ、ｉｍ相同领域，此规则在矛盾矩
阵中不予考虑。

由于管理问题的特征所限，它是人为定义的非结构化问

题，所以候选项必须经过专家认定方可放入矩阵成为矩阵元

素。如表３所示（表大小所限仅取领域１，２，６，９与有代表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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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例）。表中，任意〈ｉｐ〉表示指标器ｉ直接影响到指标器ｐ；
〈ｉ，ｊｐ〉表示指标器 ｉ与 ｊ共同影响指标器 ｐ。例如，ｃ１２中〈２４
１１〉表示指标器（２４）影响指标器（１１）的创新程度，即企业使用
外部技术成果的比例会影响技术创新战略在企业整体战略中

的地位，当企业想改善其企业整体战略中的地位时，应当考虑

企业使用外部技术成果的比例。

表３　企业创新矛盾矩阵实例

领域 １ ２ … ６ … ９

１ 〈２４１１〉 〈６８１３〉 〈９１１１〉

〈２９１５〉 〈６８１４〉 〈９６，９１１３〉

〈６３，６７１１〉

２ 〈１１２４〉 〈９３２３〉

〈１３，１４２８〉

３ 〈１３３３〉 〈２８３１〉 〈６８３１〉

〈１３３４〉 〈２８３３〉



９ 〈１１９１〉 〈２４９１〉 〈６８９１〉

〈１４９６〉

　　原ＴＲＩＺ矛盾矩阵中矩阵单元对应创新原理，而本文设计
的企业创新矛盾矩阵是对应指标器之间的关系，再结合专家干

预，去除无指导意义的指标器关系。

$


$

　企业创新矛盾矩阵的使用

实例１　如果企业对于自己产品创新不满意，则可以根据
指标器表对应领域９，先对产品创新有个全面的认识，然后通
过查阅企业创新矛盾矩阵第９行信息，可以通过战略、技术、项
目等领域多方面对产品进行创新改造。如根据企业创新矛盾

矩阵中ｃ９１与ｃ９２中〈１３９６〉〈２４９１〉，企业需要提高研发经费，
或者通过外部企业帮助来提高自身产品问题等。

实例２　如果企业某一创新指标存在问题，企业可以通过
查询企业创新矛盾矩阵来发现该指标可能会影响到的其他方

面。如企业对在海外建立技术信息及研发机构不予重视，根据

查询矩阵第六列信息得知，此指标器可能会影响到ｃ１６（海外建
立机构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Ｒ＆Ｄ项目经费占销售收入比例）、
ｃ３６（海外建立机构会影响到项目按计划及时验收的比率）等。

%

　结束语

本文使用创新领域替代 ＴＲＩＺ创新工程参数，使用指标器
间关联规则代替创新原理，改进 ＴＲＩＺ矛盾矩阵使其能够更胜
任于企业创新问题；并着重描述了企业创新矛盾矩阵的建立流

程，建立了一种９×９的全新矛盾矩阵。由于目前实验仅仅使
用了３００余家企业数据，其公正性还无法与分析了２５０万份产
品发明专利的原始ＴＲＩＺ理论相比。不过，本文建立了创新矛
盾矩阵的方法，在日后的工作中会对更多企业数据进行分析，

将企业矛盾矩阵建设得更加合理与完善。

在此，希望更多的人了解 ＴＲＩＺ理论和矛盾矩阵方法，并
且在创新工作和创新思想上作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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