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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有力支撑，室内定位系统作为一种全新的

定位产品形态正迅速地进入广大消费者的视野。传统的室内定位产品主要应用于

军事、地质勘察、警卫等领域。然而，在商用化的大背景下，多样化的场景使得

室内定位产品必须具备复杂功能，且能够满足高度定制化和碎片化的需求，因此

当下的室内定位产品在本质上已迥异于传统产品，已然演变成一种具有高成本、

长周期、产研一体化等具有显著复杂特性的产品。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众多室内

定位企业依旧沿袭传统的产品创新管理模式，忽略了数字化产品创新及管理的需

求，致使室内定位的创新效能不佳，市场开拓乏力。

本研究所关注的 T 公司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提升创新管理能力，更好

地整合资源以适应市场需求，是公司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学者对复杂

产品创新理论的回顾，以及通过系统地文献梳理总结，本研究统合复杂产品系统

理论和全面创新管理理论，从技术管理&组织管理，以及内部提效&外部协同两

个维度，将复杂产品创新管理内涵界定为创新平台构建、创新组织支持、敏捷市

场响应以及资源协同整合四个方面。以此为分析框架，针对 T公司室内定位产

品的创新管理进展情况，借助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诊断出了 T公司产

品创新管理存在创新模式落后、组织支持不力、市场响应不灵、顾客参与较低等

问题。并针对以上问题分别从产品创新战略、人才结构、流程再造、顾客参与等

角度制定了优化方案，同时探讨了有效推进优化方案实施的保障措施。

本研究在对问题进行分析论证过程中，注重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通过对

T公司产品创新管理案例的深度剖析，研究探寻了中小科技型创新企业有效推进

产品创新的可行路径，为企业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也为同类企业破解创新

管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室内定位系统 产品创新管理 复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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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rong support of mobile Internet, Internet of Things

and other technologies, indoor positioning system, as a new positioning

product form, is rapidly entering the vision of consumers. Traditional

indoor positioning products are mainly used in fields such as military and

geological exploration.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commercialization,

diverse on-site scenarios require indoor positioning products to meet

highly customized and fragmented needs. Currently, indoor positioning

products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products and have

evolved into products with significant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high cost, long cycle, and integrated production and research.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many indoor positioning enterprises still follow the

traditional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mode, ignoring the needs of

digital product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resulting in poor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weak market development of indoor positioning.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 theory of complex product systems and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focuses on the progress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of T Company's indoor positioning product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it diagnoses

problems in the company's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such as high

innovation development costs, adherence to innovative concepts, single

innovation strategies, and lack of marketing oriented innovation.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the theory of complex product systems is

used to develop optimization plans from the aspects of development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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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 structure, innovation strategies, and marketing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optimization plans.

In the process of analyzing and demonstrating problems, it is

important to closely integrate theory with practice.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case of T compan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ffective path for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o promote

product innovation, provides practical and feasible solutions for

enterprises, and also provides useful insights for similar enterprises to

face difficulties in innovation management process.

Keywords: Indoor positioning system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Complex products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T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优化研究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1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5
1.2.1 研究目的....................................................................................................5
1.2.2 研究意义....................................................................................................5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5
1.3.1 研究内容.....................................................................................................5
1.3.2 研究方法.....................................................................................................6
1.3.3 研究技术路线.............................................................................................6

第 2 章 关键概念和基本理论...................................................................8
2.1 关键概念............................................................................................................8
2.1.1 复杂产品....................................................................................................8
2.1.2 室内定位产品............................................................................................8
2.1.3 产品创新....................................................................................................9
2.1.4 复杂产品创新管理..................................................................................10

2.2 理论基础..........................................................................................................10
2.2.1 全面创新理论..........................................................................................10
2.2.2 复杂产品系统理论（CoPS）..................................................................11

2.3 分析工具..........................................................................................................11
2.3.1 VRIO 模型.................................................................................................12
2.3.2 价值链......................................................................................................12
2.3.3 商业画布..................................................................................................13
2.3.4 SWOT 分析.................................................................................................13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14
2.4.1 国外研究现状..........................................................................................14
2.4.2 国内研究现状..........................................................................................15
2.4.3 研究述评及本研究分析框架..................................................................18

第 3 章 T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现状......................................... 21
3.1 公司概况..........................................................................................................21
3.2 T 公司产品创新管理现状...............................................................................25
3.2.1 创新绩效现状..........................................................................................25
3.2.2 产品创新要素管理..................................................................................25
3.2.3 产品创新流程管理..................................................................................25

3.3 T 公司产品创新管理问题调查.......................................................................27
3.3.1 内部访谈..................................................................................................28
3.3.2 顾客调查..................................................................................................30

第 4 章 T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34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T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优化研究

4.1 T 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问题...............................................................34
4.1.1 创新战略缺失，产品开发理念保守......................................................34
4.1.2 组织构架落后，项目模式尚未建立......................................................34
4.1.3 市场调研不足，缺乏营销导向创新......................................................34
4.1.4 缺乏外部参与，定制创新成本较高......................................................35

4.2 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36
4.2.1 创新管理平台打造不够..........................................................................36
4.2.2 组织支持创新力度不足..........................................................................37
4.2.3 产品市场响应能力较差..........................................................................38
4.2.4 开放式创新格局未形成..........................................................................39

第 5 章 T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能力及创新战略分析.....................41
5.1 创新能力分析..................................................................................................41
5.1.1 基于 VRIO 模型和企业价值链的产品创新能力分析............................41
5.1.2 分析结果..................................................................................................42

5.2 创新战略分析..................................................................................................43
5.2.1 T 公司商业模式特点分析.......................................................................43
5.2.2 T 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战略 SWOT 分析.............................................45

第 6 章 T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优化方案及保障措施.............50
6.1 优化目标、原则与思路..................................................................................50
6.1.1 优化目标..................................................................................................50
6.1.2 优化原则..................................................................................................50
6.1.3 优化思路..................................................................................................51

6.2 T 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优化方案.......................................................51
6.2.1 打造全流程创新管理平台......................................................................51
6.2.2 塑造支持创新型组织形态......................................................................52
6.2.3 持续提升市场响应能力..........................................................................53
6.2.4 加强外部创新资源协同..........................................................................54

6.3 保障措施..........................................................................................................55
6.3.1 战略保障..................................................................................................55
6.3.2 组织保障..................................................................................................55
6.3.3 资金保障..................................................................................................55
6.3.4 争取政策支持..........................................................................................56

第 7 章 结论与展望.................................................................................58
7.1 研究结论..........................................................................................................58
7.2 研究展望..........................................................................................................58

参考文献................................................................................................... 59

附录............................................................................................................62
附录 A T 公司产品创新访谈提纲..............................................................................62
附录 B 访谈调研问题汇总表.....................................................................................63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T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优化研究

附录 C 室内定位产品创新调查问卷表.................................. 65

致 谢....................................................................................................... 69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T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优化研究

1

第 1 章 绪论

“企业持续发展之基、市场制胜之道在于创新”
①
。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和服务创新等多个方面。产品创新是企

业各种创新中最重要和关键的一环。作为交付给顾客的核心价值，产品的创新立

足于创造顾客价值、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对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收入、

投资回报周期等都有重大影响，其它各种创新都服从或服务于产品创新。

创新有多种分类方式，较常见的是分为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这是一种

从技术角度的单维度分类方式。而本研究关注的室内定位产品，具有高度技术含

量、多个组件之间存在密切交互关系，这类产品的创新管理不仅需要考虑产品的

性能、成本和用户体验，还需要考虑如何协调各个组件之间的交互关系，以确保

整个系统的稳定运行，仅从单一技术维度去考察是不够的，必须要从多个维度考

量。因此，室内定位产品创新可参照复杂产品创新管理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考察

其创新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选取 T 科技有限公司的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为研究对象，力求探讨

中小科技公司在进行复杂产品创新管理中的创新绩效提升策略。已有的研究从战

略管理、组织管理、资源管理等多个层面探讨了复杂产品创新管理的内涵。本研

究系统梳理了复杂产品创新管理研究的脉络，从内部/外部、组织/技术两个维度

构建了分析框架，深入诊断分析 T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原

因，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对策。

1.1 研究背景

全球卫星定位技术的日渐成熟催生了大量关联产业的发展。目前，全球室外

定位系统主要使用美国的 GPS、俄罗斯的格洛纳斯、欧洲的伽利略和中国的北斗

系统，它们提供的民商用信号精度达到了 10 米左右，军用信号定位精度更是达

到了 0.2 米。但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在环境复杂的室内效果就不尽人意，存在无

信号不能定位、定位精度差等问题。而随着移动互联网及物联网的发展，室内精

准定位难题得到破解，室内定位市场成长迅速，2023 年全球室内定位系统市场

①2015 年 05月 28 日习近平视察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时的讲话。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T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优化研究

2

规模约为 96 亿美元
②
，中国室内定位市场现状有以下几个特点：

（1）市场规模增长强劲，2023 年中国通过定位系统进行室内定位市场规模

达到 74.01 亿元（人民币）
③
，如图 1-1。

图 1-1 2017-2023 年中国室内定位技术行业市场规模情况

（2）行业和大众有用户数量持续增长，市场规模细分用户包括行业和大众用

户
④
，如图 1-2；中国室内定位企业数量为 276 家（截止至 2024 年 9 月 29 日）

⑤

图 1-2 2017-2023 年中国室内定位市场规模细分用户情况

② 恒州诚思室内定位研究报告。

③ 《中国室内定位技术行业市场运行格局及发展策略分析报告》
④ 《中国室内定位技术行业市场运行格局及发展策略分析报告》
⑤ 爱企查网搜索的数据结果

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2110/981504.html
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2110/9815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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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业链已初步形成，室内定位技术行业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个产

业链，产业链上游主要包括定位芯片、传感器、终端设备、操作系统等硬件供应

商。产业链中游主要为室内定位技术提供商。产业链下游主要包括安防监控、应

急救援、智能制造、智慧医院等领域的企业和机构以及超市购物导航、停车场寻

车、智能游览、机场导航等场景下的普通消费者
⑥
，如图 1-3。

图 1-3 室内定位技术行业产业链

目前室内定位行业现状如下：技术上，多种技术并存，如 WiFi、蓝牙、UWB、

RFID、5G 等，且有融合趋势。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应用场景丰富，涵盖消费、

工业、公共安全、医疗养老等领域。产业链逐渐完善，上游硬件厂商、中游技术

与系统集成商及下游各行业应用端协同发展。竞争格局已初步形成，整体行业发

展迅速，可以预测未来具备较大的发展提升空间。越来越多的资本已经开始进入

⑥ 《中国室内定位技术行业市场运行格局及发展策略分析报告》的结果

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2110/9815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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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室内定位市场，争夺这一新赛道的主导权。资本的大量涌入，一方面促进了行

业的发展，同时也使行业竞争不断加剧。

室内定位产品是一种典型的复杂产品，不仅涉及多种技术的选择和应用，还

需要考虑到实际应用中的各种挑战和需求，具有多技术融合、高精度需求以及场

景多样化等复杂产品系统特点。首先，室内定位的实现通常需要多种室内定位技

术的组合使用，如 WIFI 定位、RFID 定位、蓝牙定位和 Zigbee 定位等。每种技

术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局限性，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综合考虑它们的优缺点。

其次，目前流行的室内定位技术如 UWB，其定位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别。这种高

精度的要求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的性能，还需要考虑到环境、施工、部署和其他

外部因素。第三，在复杂的应用场景下，如大型商场或工厂，定位可能会面临更

多的挑战，如信号干扰、多路径传播等，这需要更精细的设计和调整来确保定位

的准确性。一套完整的室内定位方案往往包含多种异构定位源，这意味着需要进

行复杂的系统集成和性能评估。与室外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相比，室内定

位的性能评估更为复杂。

T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总部位于广州黄埔区，是一家依托于清华

珠三角研究院成立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核心技术来源于清华大学院士团队，

在精准定位领域深耕多年。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注重自主创新，掌握了导航算法、

数据处理、实时定位等关键技术，并逐步形成 TGY 定位平台、AOA 跟随定位基站

标签、停车场室内定位系统、WI-gig 高速路由、施工材料智能化管理系统等一

系列产品及解决方案，是一家典型的技术驱动型民营企业,公司目前处于发展初

期阶段，虽然已获得天使轮投资，但当前业务场景主要集中在监狱、幼儿园、矿

井等刚性需求领域，而对商场、机场、医院、停车场等大型综合应用场景的开拓

不足。面临的现实难题是，这些潜力巨大的市场对个性化要求较高，场景搭建的

基础设施投资大、用户操作复杂。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产品创新来化解，因此如

何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创新能力，成为 T公司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本文将综合运

用全面创新理论和复杂产品系统理论，结合公司的内外部环境，通过细致调研公

司现有产品创新管理流程，深入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深层次原因，为公司突破创

新管理瓶颈提供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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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选择 T公司为研究主体，对其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相关活动进行研究。

T 公司是一家典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基于超宽带（UWB）技术深耕高精度定位

场景，而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与产品技术多样变化的趋势，企业只有更加重

视产品创新能力培育，优化创新管理流程、提升创新管理效能，才能在市场获得

一席之地。对其创新管理活动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为企业提升管理效率提供支持，

也有助于为同类型中小科技企业提供借鉴和启示。

1.2.2 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两个方面。

（1）现实意义

T公司是一家以持续产品创新立足的中小型科技企业，通过对该公司产品创

新管理的研究，为企业进行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产品创新管理提供一套优化方

案，帮助企业解决产品创新管理的实际问题。此外，过去通常将技术创新为企业

核心竞争力来进行研究，而随着产品的商业化以及定制化元素越来越多，实质上

已经改变了单一技术化的特点。将科技企业产品对象进行相关研究的文献还较少，

本文对科技产品从一个较新的角度进行创新研究，为行业提供了可借鉴的产品创

新管理理念。

（2）理论意义

融合复杂产品系统创新和全面创新理论，从技术组织管理、内外部协同的视

角研究室内定位企业，丰富并扩展了原有理论的应用范围，更贴合企业在竞争激

烈的市场创新环境，拓宽了室内定位产品的研究思路。此外，当前产品创新管理

文献对于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关注不足，本文所选研究对象，有助于丰富这方面的

知识积累。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以 T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如何优化现有的产

品管理体系来支持复杂性技术产品的研发。首先通过对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的介

绍，阐述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接着概述了本研究使用到的主要理论，主要包括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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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产品系统理论、全面创新理论，为分析问题、提出优化方案打下坚实的理论基

础；再次，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调查，具体阐明 T公司的产品创新管理存在的问

题，使用前述理论对问题进行分析，并依据商业画布、SWOT 等管理工具提出具

体的优化方案；最后提出了保障优化方案实施的措施和总结了目前的实施效果。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采用了企业诊断的方式，以 T公司的室内定位产品创

新管理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传统延续性技术创新的企业，在进行突破性技术创

新时如何优化自身的产品研发管理体系这一实践问题。

1.3.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访谈法、调查问卷法等研究方法对 T公司进行产

品创新管理中实际问题进行分析。

（1）文献分析法。通过查阅产品创新管理方面的文献资料，对高科技企业

产品创新管理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了较深刻的了解，梳理总结了以前学者对类似

问题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诊断和分析 T公司创新管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

基于已有研究的启示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2）深度访谈法。通过对 T 公司产品开发相关管理和技术人员进行访谈问

卷，对回收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梳理出产品创新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为论文

写作增加分析基础。

（3）调查问卷法。本文选择部分室内定位消费者为主要调查对象，并设计

了一套具有针对性的调查问卷，对所获取到的数据进行总结分析，为企业产品创

新优化方案的提出奠定基础。

1.3.3 研究技术路线

论文包括七个章节内容，按照背景分析、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原因诊断，

问题解决，问题展望递进逻辑安排写作结构，具体研究思路如下（图 1-4）：

第一章，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内容与方法。

第二章，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介绍了文章中所涉及的理论：全面创新理论，

复杂产品系统理论，并对国内外文献研究进行评述。

第三章，案例描述，介绍 T公司的现状，针对公司产品创新管理情况进行初

步调查。

第四章，通过企业员工访谈与对消费者调查问卷方法，分析公司产品创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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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基于理论进行原因分析。

第五章，对 T公司产品创新能力及战略进行分析，为解决问题提供依据。

第六章，对组织架构落后、市场调研不足等问题提出优化方案，并提出具体

的保障措施。

第七章，结论与展望。

图 1-4 技术路线图

现实背景 理论背景

提出研究问题

关键概念、理论基础、文献回顾

全面创新理论复杂产品系统理论

T 公司室内产品创新管理的实践及问题现状

顾客参与创新协同组织支持

T 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问题的原因因分析

T 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优化方案

优化方案的保障措施及实施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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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关键概念和基本理论

2.1 关键概念

通过图书资料检索、网络资料查阅等途径，本研究对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进

行分析整理，针对本文的研究主题提炼出四个关键概念，即复杂产品、室内定位

产品、产品创新、复杂产品创新管理，这四个概念的逻辑组合构成了本文的研究

基石。

2.1.1 复杂产品

复杂产品通常来讲是指研发生产过程中，具备成本高、技术密集、工程化管

理、客户高度定制化的一种复杂的系统化产品。这种产品是相对于标准化生产、

规模化制造、成本低的产品特性来进行区分的。复杂的含义同时包含着产品设计

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是多样化的，需要进行知识的融合，需要较长时间的开发，很

多组成部分是定制化的产物。

复杂产品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上世纪 90 年代，由英国的一些学者提出（Hobday

M.,1998；Rush H.,1995）。产品复杂、不易理解、研发困难等特点，是复杂产

品与规模化、标准化、低成本的简单产品进行区分的依据。从技术的视角审视，

大型通信系统、航天航空系统、电网控制系统、高速列车、大型信息系统等皆归

属于复杂产品系统（庄永耀等，2011）。本研究关注的室内定位系统，典型地具

有高度定制化、高成本、技术密集等复杂产品特点。

2.1.2 室内定位产品

室内定位产品是一种基于定位技术做出的创新型产品，旨在准确确定封闭空

间内物体或人的位置。这些产品利用各种先进技术，如 Wi-Fi 信号、蓝牙信标、

超宽带（UWB）技术和惯性传感器来实现精确的定位，室内定位产品系统一般包

括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硬件方面，基于 Wi - Fi 的定位系统需要有 Wi - Fi 接

入点，基于蓝牙的定位会有蓝牙信标（如 iBeacon），超宽带（UWB）定位则需

要部署 UWB 基站等。这些硬件设备的性能、布局以及相互之间的配合对整个定

位系统的性能有着关键的影响，软件部分包含了定位算法、数据处理、地图显示

和用户交互等多个模块，定位算法是核心，这个过程涉及大量的数据处理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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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匹配算法，并且要考虑如何优化算法以提高定位的速度和精度。

室内定位产品可从技术、系统集成和应用场景三个层面被界定为复杂产品。

技术上，室内定位产品融合多种定位技术、追求高精度定位要求并采用复杂信号

处理与算法，如结合 Wi-Fi、蓝牙、UWB 等定位技术，解决不同技术的数据融

合、精度平衡及切换策略问题，采用高精度传感器和复杂同步机制以达厘米级精

度，运用卡尔曼滤波等算法处理多径效应等干扰信号，会增加复杂性；系统集成

方面，与多种设备集成时需解决通信协议、数据格式和接口兼容性问题，在大规

模部署中要考虑基站布局、信号覆盖和网络容量等，如在机场等大型场所部署需

确保系统稳定运行；应用场景上，适应多场景时需具备灵活配置和业务逻辑，满

足不同需求，且在安全隐私要求高的场景下，要满足数据加密、访问控制和身份

认证等安全机制，如医院和金融机构需保护患者和重要客户位置信息。综上，本

文以复杂产品为依据对 T 公司室内定位产品进行研究。

2.1.3 产品创新

产品创新是指一切在技术上有变化的产品的商业化，既可以是全新的产品，

也可以是对现有产品进行改进，并要求新产品能够实现市场化。

本文中的产品创新，是针对室内定位的产品技术创新展开，对产品的技术先

进性、开发的复杂性、生产的可行性、成本的可控性、研发的层次性等一系列指

标进行提高改善的行为。

产品创新的基础为技术创新，因此，按照产品创新中的技术创新含量，产品

创新一般可分为四类：模仿型、改进型、换代型以及全新型。

(1)模仿型，这种方式从技术上讲未提高技术含金量，通过模仿其他技术生

产出新产品，再投放到市场，是产品创新的初级形式。

(2)改进型，这是在原有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如减少耗损，改善产品结构，

提高使用效率等，但是产品的改进是有一定限度的。

(3)换代型，这种方式从本质上还是属于改进型，属于全局性的重大改进。

(4)全新型，全新型产品创新指采用新原理、新材料、新技术研制成国际或

国内首创的全新产品。

从模仿型产品创新到全新型产品创新，形成了一系列的技术水平梯度，越来

越加大开发难度，产品创新的水平也越来越高，同时，也通常能带来更高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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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2.1.4 复杂产品创新管理

产品创新管理研究起步于新产品管理。创新管理的目的在于提升创新绩效，

例如促进创新效率，提高创新产出。复杂产品的“复杂”性，体现在技术复杂和

组织复杂两个方面（金丹等，2021）。“技术复杂”指的是复杂产品系统的研发

和生产牵涉到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和技术的交互融合，技术和知识的获取与集

成具备高度的不确定性（邓洲、林智，2012）。“组织复杂”指的是复杂产品系

统的研发和生产跨越了组织边界，涉及系统集成商、供应商、设计者、用户、高

校、科研机构、政府等众多参与主体，需要在创新主体之间构建起更为紧密的战

略性联系，由此在组织层面增添了系统的复杂性（闫华锋、仲伟俊，2016）。复

杂产品创新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产品创新管理是企业各类管理工作中挑战最大的

管理任务之一。

2.2 理论基础

本文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文献，对产品创新管理的理论展开梳理，提炼出对本

研究最具启发性和指导意义的两大理论，即全面创新理论和复杂产品系统理论。

全面创新理论对产品创新的基本过程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基于该理论构建的

管理框架，可对产品创新的目标、过程、组织等进行管理设计，以保证达成创新

目标。

复杂产品系统理论强调产品系统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指出开发和管理涉及大

量的信息交流与协同工作，关注系统内外的相互作用以及产品的整体性能。

2.2.1 全面创新理论

全面创新理论倡导创新并不是企业中某个人、某个部门的责任，创新也不仅

仅是限于上班八小时内需要做的工作，也不仅是针对技术、流程或者其他某个地

方进行创新，而是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方面和任何地点都需要进行创新，即

做到人人创新，事事创新，时时创新，处处创新。因为创新需要企业之中各种资

源的整合和配置，也涉及到不同部门和人员的协调，这必然产生企业员工相互关

系的改变，权责利的调整，企业内外部关联方式的变化，所以文化、战略、组织、

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也必须相应匹配。创新也不简单地从上而下要求每个员工提建

议，而必须创造出创新方法和机制保证整体性、连续性和高效益（谢章澍和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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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2004）。因为突破性技术创新在技术和市场有着双重不确定性，也无法套用

成熟技术的方法，开发突破性技术的公司可能所有事物都需要重新定义，所以全

面创新管理中的人人、事事、时时和处处创新可以帮助企业找到创新的办法。同

时为了保证创新的连续性，包括研发管理体系在内的要素也必须能够迭代以适应

快速变化的环境。

全面创新理论创新强调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促进信息流通和资源共享，注

重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对企业在复杂产品领域取得成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2.2 复杂产品系统理论（CoPS）

复杂产品系统（CoPS）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

代初，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演进。上个世纪 70 年代，在这一时期，研究者们开始

关注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影响。Christopher Freeman 等的工作强

调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为后来的 CoPS 理论奠定了基础。进

入 80 年代后，研究者们对产品和服务的复杂性以及其对创新和发展的影响产生

浓厚兴趣。Ian Miles 等提出了“服务化”的概念，将服务与产品联系起来，并

强调了服务在经济中的重要性。随着 Rafael Popper、Keith Smith、Mark Dodgson

等学者的加入，CoPS 理论开始强调 CoPS 的动态演进和组织协同，探讨了产业生

态系统和创新网络的概念。

CoPS 理论强调产品系统的系统性和复杂性，这些系统通常包括多个互相关

联的组件、子系统和利益相关者，因此其开发和管理涉及大量的信息交流和协同

工作，以及产品的整体性能，总之，复杂产品系统理论提供了一个综合性框架，

帮助研究者和从业者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复杂产品的挑战。然而，随着科技和产业

的发展，这一领域仍在不断演进，为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复杂产品系统的问题提供

了丰富的研究方向。

2.3 分析工具

创新能力是企业绩效提升的关键因素，复杂产品创新能力在要素选取时，不

仅要关注技术特性，而且要考虑管理特性（王敏和张卓，2016），战略规划对复

杂产品系统的技术发展、塑造市场竞争优势、资源配置、组织协同等多方面有重

大影响，因此本文选取 VRIO 模型、价值链分析、商业画布、SWOT 分析 4个工具，

对 T公司的创新能力、创新战略进行分析，从而帮助 T公司做后续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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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VRIO 模型

VRIO 是针对企业内部资源与能力，分析企业竞争优势和弱点的工具。构成

要素：价值（Value)：意味着客户需要该项目，愿意为之付款。稀缺性（Rarity）：

表示大部分或者所有其他竞争者所没有的资源或者能力。难以模仿性

（Inimitability)：表示大部分或者所有其他竞争者在不付出重大成本损失的情

况下无法获得的资源或者能力。组织（Organization）：表示适合组织目的，可

以用于实现其战略的有价值、稀有和独特资源或者能力。如图 2-1 所示：

价值

（Valuable）

稀缺性

（Rarity）

模仿成本

（Inimitable）

组织

（Organization）

图 2-1 VRIO 模型

VRIO 模型价值维度可识别创新对客户的潜在价值并引导创新方向，稀缺性

维度能凸显创新独特性并鼓励差异化创新，难以模仿性维度有助于构建竞争壁垒

与保障，组织维度则强调企业有效实施创新的能力以及持续创新的促进，在分析

企业的创新能力方面意义重大。

2.3.2 价值链分析

价值链是指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可分为基本

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销

售、服务等；而辅助活动则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

等。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

程，价值链的高效运转是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如图 2-2 所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B7%E5%80%BC%E5%88%9B%E9%80%A0/968341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6%9C%AC%E6%B4%BB%E5%8A%A8/512475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6%9C%AC%E6%B4%BB%E5%8A%A8/512475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5%BC%80%E5%8F%91/943293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5%8A%9B%E8%B5%84%E6%BA%90%E7%AE%A1%E7%90%86/2364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4%BA%A7%E7%BB%8F%E8%90%A5%E6%B4%BB%E5%8A%A8/749789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B%9E%E4%BA%89%E4%BC%98%E5%8A%BF/80963?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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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价值链示意图
⑦

价值链分析能系统识别创新机会，通过全面审视企业基本与支持活动，挖掘

室内定位企业各环节潜在价值增长点，且找出市场营销等薄弱环节并针对性创新

改进，从而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整体效益。

2.3.3 商业画布

商业画布（Business Canvas）是一种商业模型设计工具，由 Alexander

Osterwalder 于 2008 年提出。商业画布的核心是一张可视化的画布，用来描绘

企业的商业模式，以便管理者和投资者更好地了解企业的运营方式和商业逻辑。

商业画布包括 9个方面，分别是价值主张、客户细分、渠道、客户关系、收入来

源、核心资源、关键业务活动、成本结构和重要伙伴。

商业画布涵盖商业模式全要素，将企业内外部各种创新因素进行系统整合，

其中核心重点在于以客户为中心驱动创新，助力企业明确和调整创新战略规划。

2.3.4 SWOT 分析

SWOT 分析法，即基于内外部竞争环境和竞争条件下的态势分析，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美国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韦里克提出，经常被用于企业战略分析、

竞争对手分析等场合。S（strengths）优势、W（weaknesses）劣势，O（opportunities）

机会、T（threats）威胁。按照企业竞争战略的完整概念，战略应是一个企业“能

够做的”（即组织的强项和弱项）和“可能做的”（即环境的机会和威胁）之间

的有机组合。

SWOT 分析通过对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全面梳理和深度剖析，为企业创新方向

的制定提供系统、全面的决策依据，同时有助于企业合理分配创新资源，帮助企

⑦ 《竞争优势》波特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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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前识别创新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在企业创新战略制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

2.4.1 国外研究现状

（1）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研究

国外对于复杂产品系统的研究现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复杂产品系统

的追赶路径、复杂产品系统的创新过程、复杂产品系统的创新管理、复杂产品系

统的利益相关者等。

①复杂产品系统的追赶路径

索尔坦扎德・贾瓦德等（2024）研究以伊朗钢铁行业作为半复杂产品系统的

市场和技术制度来探索追赶动态，研究结果表明，伊朗钢铁行业的追赶战略基于

一种路径跟随，为国内行业进一步比较提供了参考。齐霍夸克和大卫（2020）指

出一个先驱的行业合法性的增加和减少,都为后来者提供了进入先驱知识库的外

部机会窗口，对复杂产品系统中对迟到者追赶理论提出了更细致的观点。

②复杂产品系统的创新过程

何塞·阿达尔韦托·弗兰塔纳和尼古拉·拉克蒙德（2022）对瑞典航空航天

网络复杂产品系统创新如何协调技术进行案例研究，从而发现大学、科学院所、

中小企业和领先企业基于项目的活动的 CoPS 特征，为复杂产品系统的框架提供

了一个新颖的综合性观点。盖尔贾尼贾法尔和戈德西普尔:哈桑（2023）针对复

杂产品系统的设计与开发,提出了一种有效的资源受限项目调度方法。

③复杂产品系统的创新管理

帕切科迭戈奥古斯托德耶稣和塔蒂安·佩雷拉（2023）采用实验设计方法改

进汽车音频元件行业复杂产品和制造工艺，使其他汽车公司能够优先考虑内部改

进以提高产品质量和流程效率。

④复杂产品系统的利益相关者

耶尔・莱赫蒂宁（2019）对欧洲地区大型项目的实证研究得出九种实践和四

个理由，描述了在复杂产品系统中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脱离。开发了复杂

产品系统中利益相关者管理的过程模型，对利益相关者管理文献和管理实践有影

https://scholar.cnki.net/home/search?sw=6&sw-input=Kiho%20Kwak
https://scholar.cnki.net/home/search?sw=6&sw-input=Jos%C3%A9%20Adalberto%20Fran%C3%A7a
https://scholar.cnki.net/home/search?sw=6&sw-input=Nicolette%20Lakemond
https://scholar.cnki.net/home/search?sw=6&sw-input=Gheidar%20Kheljani%20Jafar
https://scholar.cnki.net/home/search?sw=6&sw-input=Ghodsypour%20Seyyed%20Hassan
https://scholar.cnki.net/home/search?sw=6&sw-input=Pacheco%20Diego%20Augusto%20de%20Jesus
https://scholar.cnki.net/home/search?sw=6&sw-input=Librelato%20Tatiane%20Pere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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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周金华等（2020）描述了复杂产品系统中的合作与协调战略，即实力薄弱的

主要制造商根据具体的关系投资,设计一项收入分享合同,以便与实力强大的供

应商合作,有效提升双方的盈利能力。

总体而言，国外在复杂产品系统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不过也存在一

些问题。比如，目前对于复杂产品系统的定义与范围尚未达成统一认知，且复杂

产品系统创新的微观机制也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未来的研究方向或许有：继续

对复杂产品系统的定义和范围进行探讨，深度挖掘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的微观机理，

强化对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的实证研究，探寻更为有效的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管理办

法和政策等。

（2）室内定位产品的创新研究

近年来，关于室内定位技术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关于室内定位技术的

应用研究、关于室内定位服务的应用管理研究。

在室内定位应用研究上，查马里桑达米尼等（2013）强调了室内无人驾驶飞

行器定位适用于大型工厂、商场的多元化应用，为室内定位未来建设上提出了建

议。夏罗耀等（2024）提出了超宽带和惯性测量单元融合室内定位技术,为工厂

生产要素提供了准确的室内定位信息，帮助工厂实现了一种更智能、更人性化的

人机交互模式与人在环控制。

在室内定位管理研究上，多米尼克·格纳金等（2024）提出了一种专用的实

时定位系统。它既涉及技术方面,如专有电子产品,也涉及人力和固定资产管理系

统的总体结构。为室内定位管理上减少消耗，增加收益。

2.4.2 国内研究现状

（1）复杂产品系统研究

首先，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的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柳卸林和葛爽（2023）

通过对比分析中国高铁、核电和航空三大复杂产品系统领域的追赶路径，总结出

关键要素，为后发国家实现复杂产品系统成功追赶提供了政策建议。杜娟等（2022）

则从科技强国建设的角度，通过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纵向案例研究，提出了复

杂产品系统动态能力演化分析框架，为高校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能力建

设提供了实践指导。

其次，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协同匹配。

https://scholar.cnki.net/home/search?sw=6&sw-input=Chamali%20Sandamini
https://scholar.cnki.net/home/search?sw=6&sw-input=Xia Luyao
https://scholar.cnki.net/home/search?sw=6&sw-input=Dominik%20Gna%C5%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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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梦圆和顾元勋（2022）通过对用友公司的纵贯案例研究，建立了产品架构与分

销渠道的匹配机理，提出了动态调适性匹配模式，为产品架构与分销渠道的有机

衔接提供了理论基础。张毅和闫强（2022）则以华为早期技术研发为例，从演化

经济学和系统动力学视角，深入分析了新产品开发、技术创新、人才和研发组织

等方面的动力机制，为后发企业实现技术创新提供了经验借鉴。

此外，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管理中的组织支持、技术集成和利益相关者网络等

因素也备受关注。庞立君等（2022）以复杂产品系统创新失败为切入点，研究了

组织支持感对员工失败学习的影响机制，拓展了失败学习领域的研究。卢艳秋等

（2022）从技术集成能力的角度，研究了技术集成能力对复杂产品创新绩效的影

响机制，为企业提升技术集成能力提供了具体策略。而李春友等（2021）基于利

益相关者理论和创新网络研究，探究了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质量风险的生成机理，

揭示了不同类型利益相关者网络和机会主义行为对创新风险的影响。刘海兵等

（2021）提出了后发复杂产品制造企业核心技术突破的机制，强调了国家需求、

合作创新、人才培养和知识治理等因素在推动创新的作用。

综观现有文献，研究者们在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管理领域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

但也存在一些尚待深入研究的缺口：

一是组织支持对创新的影响：庞立君等（2022）通过研究组织支持感对员工

失败学习的影响机制，为创新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目前对于组织支持在

复杂产品系统创新中的更全面影响仍有待深入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不同类

型组织支持在不同创新阶段的作用，以及如何通过有针对性地组织支持来促进创

新文化的培养。

二是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协同匹配：夏梦圆和顾元勋（2022）的研究对产品

架构与分销渠道的匹配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目前对于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协

同匹配的细致机制了解尚浅。今后的研究可以更加关注技术创新如何更好地满足

市场需求，以实现创新产品在市场上的更好接受度。

三是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网络研究：李春友等（2021）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

创新网络研究了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质量风险的生成机理，提出了机会主义行为的

分类。然而，对于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网络的形成和演进机制仍需要更深层次的研

究。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关注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创新网络中的协同与冲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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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优化创新网络以降低创新风险。

总的来说，尽管现有文献在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管理领域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

索，但未来的研究仍应致力于填补上述缺口，使研究更为全面深入，为实际应用

提供更为有效的指导。本文将以 T公司的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为研究对象，深

入挖掘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管理的优化策略。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更全面地理

解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的机制、关键因素和管理实践，为 T公司的室内定位产品创

新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启示，同时为进一步探讨复杂产品创新理论的研究做出尝试。

（2）室内定位产品的创新研究

一是关于室内定位的技术创新研究。王文韬和谢阳群（2016）分析了室内定

位技术在高校图书馆中的应用前景，认为其在降低图书上架成本、合理分配自习

室等资源，实现快捷查找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陈晨（2016）探讨了北京市委

党校图书馆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依托，结合蓝牙硬件设备 iBeacon 及 HTML5 页面，

实现室内定位系统的设计与开发的过程。郭旋（2021）讨论了基于蓝牙、地磁和

WIFI 定位技术在博物馆室内实现定位的操作方案。室内定位技术可以应用于多

个场景（表 2-1）。

表 2-1 室内定位技术的种类及主要应用场景

室内定位技术 应用场景 文献来源

WLAN 图书馆 胡国强等（2018）

RFID

图书馆 陈攀（2016）

供应链、物流 李琳和范体军（2014）

消防救灾 薛彩姣（2015）

WIFI

老年公寓 张许和梁龙学（2013）

地下采矿 张鹤丹和卢才武（2012）

图书馆 王文韬和谢阳群（2016）

ZigBee
采矿 葛晓宇等（2007）

智能家居 江虹和刘骊（2009）

UWB 军事作战 阚春荣等（2005）

超声波 制造业 Dai 和 Lee（2012）

iBeacon 图书馆 陈晨（2016）

其他 医院、仓库、商场、机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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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关于室内定位的应用创新研究。戴宾和苏洋洋（2018）把室内定位服务

分为应用探测服务、定位服务和导航服务三类，分别研究了每一类应用技术选择、

应用场景。室内定位技术不但能用在商业场景，而且还可以应用于公共安全、社

会服务、交通运输等多个领域。

从现有研究可以看出，室内定位技术正在拓展其应用边界，适用的场景越来

越丰富，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但现有研究较多是从技术视角进行的探

讨，关注重点是实现目的的技术方法，缺乏从创新管理视角开展的研究。对于这

样一种高度情景化的应用，每一个应用都代表着一次创新，需要整合的不仅仅是

技术资源，还包括组织资源和顾客知识以及多方的协同。本文致力于从创新管理

的角度，探讨室内定位产品的创新管理过程。

2.4.3 研究述评及本研究分析框架

如上所述，国内外相关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对室内定位产品的复杂性、系

统性形成共识，认为其属于高新技术产品和复杂产品系统。因此，复杂产品创新

管理相关研究对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研究有参考价值，换言之，本研究运用复

杂产品系统理论是合理的。但当前对室内定位产品的创新集中在技术创新和应用

创新上，而创新管理研究较少。同时复杂产品系统理论研究更多侧重于大型国有

企业的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核电能源等复杂产品系统，面向中小民营企业精细

化复杂产品系统的组织协同、动态战略调整、创新流程等产品创新管理研究较少。

因此，在继承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前提下，针对复杂产品创新管理的研究还需

要继续深入进行。

归纳起来，随着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化，国内外文献对复杂产品的创新管理形

成了不同视角。一是认为产品创新管理的重点在于组织内部管理，流程管理是提

升创新效率的关键（罗伯特·库珀，2017）。二是认为技术管理与技术能力匹配

对产品创新有重要促进影响，企业需要重视管理与技术能力的匹配（吴伟伟、刘

业鑫，2017）。三是认为商业模式与产品创新管理存在关联，要想提升产品创新

绩效必须改善商业模式，关注市场变化（Eva Bucherer和 Uli Eisert；2012）。四

是认为企业要提高产品创新能力，需要重视外部创新资源的利用，搭建平台模式，

并根据产品的性质来选择是否适合使用平台模式（张米尔、武春友，2000）。

也有学者提出的观点覆盖或部分覆盖了以上视角。例如陈劲（2007）针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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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展复杂产品创新实践中普遍面临的问题，主要从战略管理、组织管理与资源

管理三个方面开展了研究。复杂产品创新过程管理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包括

技术、市场、组织和资源等，认为模块化管理（模块的设计、开发、生产、集成））

是复杂产品创新的一种有效组织管理方式，可以提高创新效率、降低成本和增强

灵活性，知识管理是复杂产品创新的核心要素之一，知识管理过程为知识的获取、

储存、共享和应用，包括与企业员工内部、合作伙伴、客户之间的知识共享和交

流。苏劲勤和刘静（2013）从市场感知能力、多组织协同控制能力、组织学习吸

收能力三个方面，解构了企业复杂产品创新能力。龚晓叶等（2023）则较为关注

技术基础特征和资源整合能力两个方面。

梳理这些观点可以发现，虽然学者们的研究各有侧重，但复杂产品管理创新

始终沿着两个维度形成的四种视角在开展研究。第一个维度是技术&组织视角，

第二个维度是内部&外部视角。从内部技术管理视角出发，创新需要重视内部创

新要素组合以及创新流程管理，从而提升创新效率；从内部组织管理视角出发，

学者们侧重于探讨组织支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复杂性产品创新的独特性在于，

外部因素对于创新过程的大量参与，因此从外部技术要素、外部资源支持等角度，

也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基于这一思路，本研究对 T 公司室内定位产品这一

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管理的分析，从技术管理与组织管理相结合、内部管理与外部

协同相结合的角度，构建复杂产品创新管理模型如下（图 2-3）：

图 2-3 复杂产品创新管理分析模型

根据这一模型，在企业开展复杂产品创新管理过程中，存在以下关键环节：

关键环节之一：创新平台构建。从内部技术管理视角，重点考察企业创新模

式是否合理、创新流程是否流畅、知识管理是否高效（罗伯特·库珀，2017）。

创新平台 组织支持

敏捷响应 资源整合

技术管理/组织管理结合

内部/

外部

管理

协同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T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优化研究

20

关键环节之二：组织创新支持。从内部组织管理角度，重点分析创新企业创

新人才培养、激励、创新型组织架构、创新型组织文化等问题（Zoran，2000）。

关键环节之三：敏捷市场响应。从外部技术管理角度，深入探讨企业是否具

备数据响应能力以迅速获取市场信息，并能够做出快速反应，体现市场驱动、敏

捷开发等特征（曾德麟等，2018）。

关键环节之四：创新资源支持。从外部资源整合角度，全面考察企业如何打

造顾客参与机制，实现价值共创，构建研发协同，实现开放式创新等问题（冉龙

和黄纯，2012）。

本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系统梳理而提出的分析框架，能够更全面地剖析复杂

产品系统创新的关键因素、管理难点和内在机制，为 T 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准确把脉，并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策略。同时也为进一步丰富

复杂产品创新管理研究做出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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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T 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现状

3.1.公司概况

T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最初由一位自然人与两家创业投资公

司共同投资组建，是一家基于超宽带技术为客户提供定位服务为主要业务的科技

型企业。公司一直致力于开发行业领先的室内定位产品，在创立之初即制定了“以

技术立足市场”的口号。围绕这一口号，公司创始团队设计了一整套达成这一使

命的行为准则，其中特别强调用户体验，即着重客户的体验需求推动产品开发的

方向。

（1）组织架构，T 公司尤其重视工作效率，企业设立了二级组织架构模式。

如图 3-1 所示：

图 3-1 T 公司的组织构架

公司构建了以 CEO 组成的核心管理团队，直接管辖 6个一级部门的扁平化组

织架构，一级部门整体上分为两类：一是技术研发类，包括了软件研发、硬件研

发、系统研发、工程开发、产品开发、数字化开发。这些部门按照职责细化进行

分工，各部门之间技术相互协作。二是业务支撑类，包括了市场销售、行政人事、

财务、售后服务等。这些部门按照支撑的方向划分，各部门对所负责的职责对其

他部门进行支持。

公司对这六个一级部门采用 OKR 进行管理，相关联的部门之间，在共同的目

标下进行团队间的沟通与协作。对目标是否达成采用一票否决制，只要目标没有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T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优化研究

22

达成，所有相关的团队，均会受到同等的绩效扣减，并不会因为某些团队工作特

别出色，其他团队存在不足而进行差别对待。这一目标管理方式加强了各关联团

队之间协作的紧密度。

（2）人力资源，企业非常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理工科技术人才的招

聘，如图 3-2。

图 3-2 T 公司人才结构图

T 公司员工总数 63 人，其中 55 人直接在学校开招聘会招聘入职，从学历结

构来看，大专占 9%，本科占 17%，而硕士和博士分别占 56%与 18%的比例。从专

业结构来看，54%的是机械相关背景，材料占到 27%，岗位结构中，技术人员占

比 80%，市场销售人员占比 10%。

（3）公司产品，T 公司主营高精度、强实时、大容量物联网产品与解决方

案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于开发相关的核心芯片、通用模组及行业系统，应

用方向包括监狱物联网、数字球场、智慧公路、无尾终端等，部分产品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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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T 公司部分产品

产品名称 产品外观 优点

TGY 定位基

站

优选锚点构型、高效调度

管理办法

智能防坠落

安全带

实时监测、多重防护提醒

信标 体积小，标记方便

手持机 智能防水，随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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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T 公司部分产品

产品名称 产品外观 优点

POE 分离器 平稳传输、兼容设

计、隔离保护

车 载 后 装

无 线 高 清

显示器

延时低、传输质量高

Wigig 高速

路由

工业级、抗干扰能力

强、独立频道

电 子 信 息

牌

远距离覆盖、灯光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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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T 公司产品创新管理现状

3.2.1 创新绩效现状

2021 年-2023 年 3 年间，T公司总共申报产品相关创新 35 项。

从创新成果落地情况来看，2021 年 9 项，2022 年 15 项，2023 年 11 项。截

止 2023 年 12 月底，其中成功落地 28 项，未落地 9项，落地成功率 80%。

从产品创新的类型来看，发明专利 8项，授权专利 9项，外观专利 5项，申

请图形商标 1个（智慧停车系统项目），文字商标 2个，软件著作权的授权证书

（智慧停车系统项目）5 个，完成纵向项目（市级，200 万和 500 万）2 项，发

表论文论著 2篇。

从产品参加创新大赛来看，智能安全带项目在清华大学三创大赛总决赛的集

成电路与物联网-天使组赛道获得“优胜奖“，自主研发智慧停车系统项目，获

得 2022 年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优秀奖，同时取得 2022 年粤港澳大湾区高

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百强项目”的称号。

3.2.2 产品创新要素管理

T 公司依托于清华珠三角研究院的高科技初创公司，2019 年获得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目前已取得两家知名创投公司的天使轮投资。创始人获得 2016 年

广州开发区第一批创业英才，2016 年度广州市创新领军人才，2018 年广州市黄

埔区广州开发区优秀人才（A证），2019 年广州市黄埔区创新领军人才等称号。

产品开发人员学历为硕士及以上学历，整体素质较高。公司注重自主创新，已获

得《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在定位解算、通信传输领域已成功申请 53

个专利、8个软件著作权，同时和多个供应商保持紧密联系，持续对工艺进行创

新。

3.2.3 产品创新流程管理

T 公司室内定位产品的开发过程是一个持续创新过程，产品的创新整体上遵

循图 3-3 的流程。在室内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创新活动层层推进，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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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创新流程示意图

（1）产品需求创新。在产品战略的牵引下，对客户的需求分析从而促进产

品需求创新，根据用户的角度对产品的功能、形状、大小等提出新的需求。

（2）产品技术创新。在研发过程中，T 公司会分阶段实现整个产品开发的

过程，每个开发阶段都要经历需求创新、技术创新这两个过程，过程之间存在迭

代的情况。在新的创新过程中发现的创新问题，需要反馈到前一阶段未完成的环

节进行更新，同时前一阶段中无法传递到下一过程的问题会在新的阶段进行补充

完善。整体来看，产品创新经历三次质变，目前公司处于技术创新的第三阶段。

①技术创新阶段，T公司创立初期，主要进行技术的突破，最终掌握超宽带

定位核心技术。如图 3-4 所示

图 3-4 超宽带技术

②工艺创新阶段，在产品核心技术落地后，对产品开发进行延伸，适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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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不同功能的客户制作出不一样的工艺，如户外室内定位，需要防水防晒，地

下室内定位，需要体积较小，这都需要工艺不断创新，如图 3-5 所示。

图 3-5 T 公司自主研发的主要产品
⑧

（3）产品实现，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后完成产品实现，如智慧停车项目（2023

年）、复杂传输介质下 UWB 定位产品研发项目（2023 年）、基于蓝牙的人员定

位技术产品（2022 年）等。

3.3T 公司产品创新管理问题调查

大量的产品创新文献以及成功的产品创新实践表明，产品创新管理模式的建

立和改善，需要从公司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得到与公司发展相匹配的产品创新

管理模式。因此，在对公司创新管理有了基本把握的基础上，本研究对 T公司产

品创新进行深入调研。调研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公司内部管理、技术、营销等

方面人员的调研，掌握创新管理相关的第一手资料。二是对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

者（主要是顾客）进行调研，目的在于了解公司产品创新管理与市场对创新需求

之间的差距。

⑧ 上左：VR定位；上右：UWB 室外防爆基站；下左：聚合网关，下右道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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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内部访谈

由于复杂性产品创新涉及多方参与者，本研究采取访谈法对 T公司产品创新

理念进行分析。

1.访谈设计

（1）访谈调查的目的

对从事技术相关的员工进行访谈，收集 T公司在产品创新理念的相关信息，

以便了解 T公司在产品开发理念中存在的问题。

（2）访谈对象的选择

为了客观真实了解到 T公司员工在产品创新中的理念问题，本次采访对象为

T公司新产品创新开发管理中的相关人员，包括技术中心、生产中心、市场中心

共计 22 人，其中技术经理、生产经理各 6名，新产品开发工程师，销售人员各 5

名。主要访谈人员为新产品开发工程师与销售人员，他们切身体会，对 T公司在

产品创新理念上的相关细节都十分清楚，能够了解到比较全面的信息。

（3）访谈提纲的确定

结合 T公司新产品创新管理工作各部门领导的意见，访谈提纲从现有制度、

流程、管理等角度出发，最终设计出 12 个问题作为访谈提纲。

访谈记录表中问题 1、2 主要了解被访谈者的基本情况及其参与产品创新管

理工作的参与程度；问题 3是了解 T公司现有产品创新是否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问题 4、5、6、7、8是想了解 T公司产品创新相关人员是否对公司产品创新

开发方向形成统一思想；问题 9、10、11、12，是从人力资源角度出发，了解 T

公司是否重视产品创新管理人员知识、技能等能力提升，任职资格及激励的状况。

详细情况请参考附录 A 访谈记录表。

（4）访谈流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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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访谈流程图

2.访谈过程

调研访谈围绕着产品创新活动进行，重点关注需求收集与分析、产品设计、

开发、质量管理等部分，对涉及其中的各个职能部门和人员展开调研。在访谈时，

主要根据提前设计好的访谈提纲进行，围绕 T公司在产品创新过程中的员工个人

感想，挖掘更真实、丰富的信息，为分析 T公司产品创新理念问题的成因做准备。

在访谈过程中，做好相应的记录，根据多方回答，互相印证，评估筛选访谈

结果，将不合格的访谈成果舍去或重新安排访谈（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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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T 公司产品创新调研安排表

序号 调研内容 涉及部门 调研时间

1 市场需求收集与分析

市场中心

技术中心

销售中心

2023 年 11 月 15 日 2023 年

11 月 17 日

2 产品设计 技术中心 2023 年 11 月 18 日

3 产品研发 技术中心 2023 年 11 月 19 日

4 质量管控
生产中心

售后服务中心
2023 年 11 月 22 日

3.访谈结果

通过和 T公司 22 名产品创新相关工作的被访者深入访谈后，共获取访谈记

录 22 份。访谈结果显示，多数被访谈员工对企业中的产品创新理解较为含糊，

理念相对保守态度，持续学习和自主解决问题的动能不强，无法跟随市场潮流，

说明企业主动寻找新技术，新方法比较少。

总的来说，本次访谈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了解到 T公司相关人员关于产

品创新理念的真实想法，为后续存在的成本与效益、需求管理、产品设计、市场

营销等问题及分析打下了基础(附录 B)。

3.3.2 顾客调查

为进一步了解外部市场对公司产品创新的反应，本研究针对顾客进行调查问

卷，梳理出广大顾客和潜在顾客对室内定位产品创新方面的需求，以及客户对创

新的认知与参与程度。

1.调查问卷设计

（1）调查问卷的目的

对个人消费者用户进行调查问卷，收集个人消费者对室内定位产品所需的痛

点，以便帮助 T公司后续产品创新的方向。

（2）调查对象的选择

为真实了解到个人消费者的心理想法，本次调查选择 25-45 岁中青年，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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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生活中关于室内定位技术具有哪些应用场景和实际功能的需求。

（3）调查问卷的问题设计

结合与 T公司市场部门相关人员的建议，问题从行业到产品技术的了解，以

及对产品创新的未来希望等，总共设计出 19 个问题，问题 1、2、3、4是了解消

费者的个人画像，问题 5、6、7、8、9、10 主要了解消费者目前使用室内定位产

品的情况，问题 11、12、13、14、15、16、17、18、19 想了解消费者对室内定

位产品的详细功能、价格、操作等要求，详细问题请参考附录 C室内定位产品调

查问卷表。

2.调查问卷过程

问卷调查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0 日——2024 年 1 月 15 日期间进行。主要

采用线上调研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便捷高效，但也存在无法监控答题效果的问

题。在调查问卷时，调查者通过熟人网络发送问卷给相关消费者，包括发送网址

链接或者直接微信/QQ 分享，通过网络在线填写的方式。

3.调查问卷结果

问卷共发放 240 份，回收 209 份，结果显示了消费者的个人情况以及对室内

定位产品功能、应用场景的需求；

（1）从消费者个人情况来说，除北上广深有 128 人，占比 61.24%，月收入

集中在 5000-20000 元，有 130 人，占比 62.02%，如图 3-7。

图 3-7 月收入统计

（2）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大专及本科，一共 133 人，占比 63.57%，如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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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学历统计

（3）对室内定位产品期望价格适中，占比 58.14%，如图 3-9。

图 3-9 对室内定位产品价位需求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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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对室内定位产品功能、应用场景来说，消费者希望室内定位产品创

新精度更高，能达到米级精度，需要简单易用，可靠性高，对商场、医院、公共

交通、办公楼导航、停车场等使用室内定位场景需求都比较均衡，如图 3-10。

图 3-10 室内定位应用场景统计

通过对消费者的调查问卷，了解到室内定位产品与服务是存在一定市场需求

的，顾客需要的应用场景以日常生活为主，包括医院、停车场、商场等。此外在

功能方面，希望室内定位最主要的功能是实时定位和室内导航功能，价位要求价

格适中，不要太高价格。但这些外部市场知识在产品开发与创新中融入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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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T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4.1T 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问题

根据 T公司现状及实证调查，得出 T 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4.1.1 创新战略缺失，产品开发理念保守

由公司概况分析出 T公司创新战略为技术创新战略，室内定位企业采用单一

技术创新战略存在诸多缺点。首先，技术局限性使得应用场景受限，比如仅依赖

Wi-Fi 定位，在有大量金属物体干扰或信号密集的场所，精度会大幅下降，误差

可达数米甚至十几米，蓝牙定位则易被障碍物遮挡，在人员流动频繁、物体摆放

常变的场所稳定性不足；其次，市场竞争力弱易被替代，一方面存在技术同质化

风险，如许多企业采用 Wi-Fi 指纹定位，易被采用新技术的企业超越；另一方

面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不同行业对室内定位有不同要求，单一技术难以兼顾，

限制了市场拓展能力；再次，面临技术发展瓶颈和风险，专注单一技术可能陷入

发展瓶颈，如地磁定位技术受地球磁场稳定性和复杂环境限制，演进缓慢；最后，

若出现更先进的替代技术，企业将面临巨大风险。

根据对 T公司产品创新开发相关员工的创新理念访谈，T公司的产品创意绝

大部分来自部门负责人及研发人员，且公司研发人员占公司所有员工的 80%，收

集创意人员的渠道相对比较狭窄，仅仅从产品技术相关人员中收集，而直接与消

费者接触的市场中心工作人员却并未参与，这也相对脱离了市场，最后从员工访

谈结果来看，多数被访谈员工对目前公司产品创新持保守态度，说明企业的创新

理念相对不开放，同时创意收集渠道比较狭窄，更新较慢。

4.1.2 组织构架落后，项目模式尚未建立

根据 T公司员工访谈结果，公司在产品研发过程中缺乏明确的流程和标准，

导致研发周期长、效率低下，同时也容易出现质量问题。有时候会出现项目延期、

成本超支等问题，这会影响产品质量和客户满意度，因此，需要加强项目管理能

力的培养，建立科学的项目管理体系，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

4.1.3 市场调研不足，缺乏营销导向创新

从 T公司人力资源架构得知，T公司团队缺乏市场营销相关人员，这就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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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营销策略缺乏针对性和创新性，无法吸引目标客户的注意力，以致于销售业

绩不佳。T公司需要组建专业的营销团队，帮助企业精准地定位目标群体，了解

客户需求和偏好，以便更好地开发产品、推广产品。

4.1.4 缺乏外部参与，定制创新成本较高

根据对 T公司实证访谈分析，公司主要业务都为客户定制，如矿井/地铁室

内定位，足球俱乐部运动定位分析，监狱物联网，无线 VR 应用等，每位客户都

是不同定制需求，这些需求都需要对每个产品进行创新，不能实现规模效应，同

时要求不同工艺，如定位基站包括：UWB 微基站、UWB 室内/室外定位基站、防爆

基站等产品，标签类产品包括：手环类、嵌入式软件类等等，如图 4-1、4-2 所

示，不同产品的技术和工艺都有所不同，这也促使企业产品创新与开发成本高。

图 4-1 基站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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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标签类产品

4.2 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基于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理论，本文主要从创新平台构建、组织支持、市场响

应、资源整合几个方面，对 T公司创新管理问题进行深度分析，发现公司产品创

新管理问题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原因：

4.2.1 创新管理平台打造不够

根据复杂产品管理理论，创新平台构建是复杂产品创新的重要方面，决定企

业创新成效的达成。企业创新管理平台主要是从内部技术管理视角，重点考察企

业创新模式、创新流程、知识管理等环节。T 公司在创新管理中所呈现出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创新管理平台打造不力导致的。

1.创新战略与理念不足

T公司在早期专注 UWB 这一特定技术领域，由于企业研发团队的专业背景和

知识机构相对集中，在 UWB 技术上积累了较多经验，但对于其他前沿定位技术，

如地磁技术、视觉定位技术、可重构智能表面技术等，缺乏研发能力，同时探索

新技术需要较高的资金和相应的高精度测量设备，对于中小型科技企业来说，困

难非常大，这使得 T公司战略为单一的技术创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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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共享能力不强

室内定位产品作为复杂产品，与消费者之间有较高的技术壁垒，与之难以建

立信息交流平台。同时，室内定位数据包括用户位置信息、行为轨迹等敏感数据，

这些数据是 T公司的核心软资产和竞争优势，出于商业竞争与数据隐私安全等考

虑，T 公司不能将所有数据信息对外共享。最后，室内定位行业暂无权威、独立、

统一的中介平台，使得各公司之间的可公开的信息缺乏分享渠道和有效机制保护。

3.创新管理流程落后

T公司创始人和总经理都是技术出身，所以高层领导主要精力较多放在技术

研发上，更关注短期的技术成果和经济效益，没有充分认识到敏捷项目管理模式

对于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忽视了敏捷管理在提高效率、控制质量和风险方面

的作用，且 T公司处于发展初期，整体团队结构还不完善，缺乏专业的项目管理

人员，更无法做出敏捷的项目管理流程。

4.2.2 组织支持创新力度不足

1.组织结构——组织架构陈旧，未建立新型态组织结构

T 公司目前组织架构为二级架构，虽然各部门直接由总经理管理，信息传递

速度较快，但是总经理掌握着绝大部分的决策权力，中层员工和基层员工可决策

的事项比较有限，这使得当企业在市场上遇到复杂多样的问题时，难以做到灵活

应对，以致于可能错过市场机会，同时，T公司没有设置专门的创新团队，创新

活动都是自发的、零星且琐碎的，缺乏系统管理和组织性，无法持续推出具有竞

争力的创新产品，难以在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

2.人员支持——人才结构不合适，员工创新能力难以发挥

T公司人才结构相对单一。员工总数 63 人，岗位结构中，技术人员占比 80%，

市场销售人员仅占比 10%。创新人才构成单一，缺乏多元化，造成企业产品创新

理念不够市场化。此外，公司没有针对室内定位产品各个维度进行的人才引进和

储备系统计划。

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好的构思是产品创新的基础，它是对潜在新产品的基

本轮廓结构的设想，只有适应市场需求的构思才能够推动创新不断深入。当前企

业内部创新主力为技术人员。遵循的依然是传统的“构思—筛选—形成概念—商

业分析—市场分析—产品试制—市场试销—上市”这种工业化创新模式。从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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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开发八个阶段可以看出，产品创新最终到产品上市，离不开与市场、消费者的

紧密对接，而公司没有完整的销售团队，导致创新理念过于保守。

3.组织文化——创新导向文化缺失

T公司团队主要为研发人员，缺少营销人才，同时企业领导属于技术优先的

思维模式，使得企业资源主要向技术部门倾斜，而用于营销创新的资源相对匮乏，

因此企业内部缺乏激励员工进行跨部门合作和营销导向创新的机制，而室内定位

属于高新技术类别，与大众消费者建立的壁垒比较高，因此 T公司对内对外都没

有建立全方位的营销文化，使得企业缺乏创新导向的理念与共识。

4.2.3 产品市场响应能力较差

1.市场导向产品研发体系尚未构建

T 公司创新来源于客户需求，由客户需求转化为具体的产品开发要素，这也

让 T公司开发的室内定位产品只针对具体企业的某一个需求，而对大众用户规模

需求并未涉及，如大型商业中心、医院、飞机场、停车场等关注不足，错失了较

多市场机会，同时，市场是持续变化的，T 公司没有对市场变化进行追踪，无法

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和技术变更趋势，如随着智能家居发展，消费者对室内定位产

品在家庭场景的需求增加，但是企业在智能家居上并没有针对性的定位产品，而

自身产品也无法嵌入智能家居产品模块，因此未构建市场为导向的产品开发体系。

2.市场信息反馈受重视程度不够

T 公司在产品设计中没有建立便捷、有效的市场反馈渠道，如目前主打产品

-YPARK 项目，为独立开发嵌入微信中的停车小程序，仅有地图导航和停车预约

时间功能，没有在线客服和用户反馈意见功能，用户不能在小程序上直接联系 T

公司专门人员，这使得当用户使用停车小程序过程中，发现定位不精准或者预约

时间变化时，由于没有找到反馈专区，及时帮用户解决问题，可能会直接放弃使

用该产品，而 T 公司也因为无法及时收到用户信息，对 BUG 进行更新改进，无

法实现使用用户增长的目标。

3.定制化产品成本管控不力

T公司主要业务为不同企业提供定制化产品，而不同的室内环境和应用场景

对定位技术的要求差异很大。为了达到定制化的精度和稳定性要求，需要针对特

定环境进行技术适配研发。例如，在医院场景中，为了精准定位医疗设备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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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需要采用高精度的超宽带（UWB）技术，并对信号传输和接收进行优化，以

穿透墙壁和避开医疗设备的干扰，这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时间和精力来调整算法、

测试不同的频段和信号强度，从而增加了成本。同时为了实现定制化的室内定位

功能，需要采购特殊的定位硬件设备，这些设备大多数不是市场上通用产品，需

要根据具体场景的要求进行定制生产，例如，在一些防爆、防水、防尘有严格要

求的工业环境中，室内定位硬件设备需要具备相应的防护功能，成本都会比较高。

4.2.4 开放式创新格局未形成

1. 研发仍以企业为主，产学研合作力度不足

T 公司近 3 年专利为 34 项，其中 25 项为 T 公司独立持有，9 项为 T 公司与

清华珠三角研究院共同持有，由此发现，T 公司研发主要为自主创新，其他合作

研发仅清华珠三角研究院，T 公司创始人为技术人员，认为依靠自身研发团队就

能满足技术需求，忽视了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方面的

优势，并且，T公司订单几乎都为定制化，自身开发时间长、成本较高，这也限

制了 T公司的创新发展。

2. 数字参与路径缺乏，顾客参与无常态机制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是企业品牌推广和产品销售的关键资源，但是，

T 公司在数字媒体上的活跃度比较低，T 公司公众平台只有企业官网和微信公账

号，平台上展示内容比较单薄，也没有定期进行更新，上面内容都是早几年的信

息，而如抖音、小红书、新浪微博等拥有大量大众用户的社交平台并没有注册，

企业未充分挖掘各个社交平台的潜力。同时，T 公司在数字广告投入也非常有限，

在搜索引擎广告（如百度推广、360推广）、信息流广告（如朋友圈精准广告）

等方面都没有投入，这使得潜在消费者在主动搜索相关室内定位方案时，无法找

到 T公司，导致 T 公司失去用户。最后，在自身产品研发和销售阶段，没有建立

有效的渠道来收集顾客需求，企业通常基于自身对市场和技术的理解来设计产品

功能，而顾客针对不同应用场景有不同实际需求，如企业对室内定位产品更多考

虑精度、设备、系统之间的协调性，而顾客更多考虑界面简洁、易用、少广告推

销等功能。企业缺乏数字化路径与顾客参与，很难找出产品原型在顾客使用之间

的潜在问题。

3. 复杂产品定位不明，共创机制需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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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复杂产品，如航天飞机、大型船舶、高速铁路等，因其高度系统化的

特点，而具备了“复杂产品”的特征，并自然地获得了竞争优势。随着全屋智能

家居、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的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复杂产品进入了民用领域，并

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但复杂产品内生地要求多企业协同，例如新能源

汽车的互联网属性正是其超越传统燃油车的关键因素。

当前，T公司对其产品的系统性、复杂性无法与个人消费者、行业用户进行

有效的连接，目标客户群体比较模糊，如 YPARK 停车场小程序，个人消费者为需

要停车的人，行业用户是商场停车场管理，商场管理要求定位设备价格低，在安

装定位基站时不影响该场地的停车功能，能嵌入商场推销广告等，而个人消费者

要求定位精准，使用简单，停车智能，厌恶广告等，两方需求不同，在定位开发

时容易核心功能不清晰，场景适用性差。从机场室内定位来说，处于大量复杂环

境，GPS 导航定位不精准，消费者需求有去机场大巴、停车场、网约车、地铁等

不同方向，加上机场不断建设（如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正建 8个停车场），乘机人

很难精确找到上车位置，而网约车司机在机场用地图 APP 无法正确找到用户位置，

导致乘机人和网约车司机对机场定位满意度较低。这都需要室内定位企业结合不

同环境特点，使用不同用户需求进行共创机制，帮助 T公司将适用性复杂产品推

向市场，提高产品使用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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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T 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能力及创新战略分析

在找准问题，明确原因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 VRIO 模型和价值链分析等工

具对 T公司的创新能力及策略进行研究分析，为保证优化措施的针对性打好基础。

5.1 创新能力分析

本文通过 VRIO 模型和价值链分析工具对 T公司的创新能力进行研究分析。

5.1.1 基于 VRIO 模型和企业价值链的产品创新能力分析

对 T公司进行价值链分析，T公司的创新活动分布在以下环节：获取需求—

产品创新—生产加工—销售和营销—售后服务。

1.产品创新

在上游创新研发环节，T公司主要价值是其先进的超宽带核心技术，通过清

华校友会、清华研究院以及政府科技创新平台传播到所需要相关技术的单位中，

获取室内定位的相关需求，通过需求进行产品研发。

从 VRIO 角度分析，这些需求先流入企业内部，企业进行产品研发，具有定

制化的特点，同时不同行业不同工艺要求，短期来看，可以及时为客户提供了解

企业产品上的竞争优势，长期来看，通过定制产品立足市场，具有不可替代性，

可为企业赢得长期口碑，这是核心价值之一。

2.生产加工

通过产品创新后，下一步对产品进行生产加工，生产加工对产品的功能和工

艺都需要有较高要求，因为定制化产品需要适应定制化环境，如运动员室内定位

产品，需要小巧轻便佩戴在腿上，从而帮助记录运动员活动，同时精度上需要每

秒高频率刷新运动轨迹，对产品原材料供应商与产品生产者有较高要求。

从 VRIO 角度分析，T 公司成立 7 年，为适用不同行业不同场景的产品，需

要严格管控生产材料的供应商，高水平的生产技术，专业的生产设备，具有高于

行业内薪资水平，以此保证工艺师的稳定，具有价值性。

3.销售和营销

当产品创新到生产产品，下一步就是销售和营销，这个阶段给予产品提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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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行为包括：市场推广、展览、营销策划等帮助提升产品的被感知价值。这个

阶段多为无形的内在部分，产品并没有实质改变，但是通过外在的营销活动，与

客户的面对面交流，这一系列的活动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购买感受，提高产品的

价值感。

从室内定位产品来说，行业起步相对较晚，同时属于高新技术型，多数客户

对产品的了解比较少，与国外市场相比，也存在一定的认知差距，所以在这个阶

段需要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

从 VRIO 角度分析，T公司研发成员超过 80%，无市场推广人员、营销人员、

战略人员等，不做广告，依赖口碑推荐，如果其他公司与 T公司相同的产品创新

模式，同时有完整的市场营销人员，T公司是比较容易被替代的，当然，领导者

若有更好地组织团队，采取更有效的运营方式，那么这一步骤的表现可能会更好，

并且 T公司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初级阶段，销售和营销的功能至关重要。

4.售后服务

T公司的售后服务不存在退换货，因为属于定制化的高新技术产品，更多是

帮助顾客如何使用产品以及数字化系统的维护，作为售后需要足够的耐心和专业，

用心帮助顾客更好地使用产品。

5.1.2 分析结果

根据上述价值链和 VRIO 模型分析出 T公司价值在于产品创新、生产加工上，

具有稀缺性，企业属于暂时竞争优势，说明企业是具备一定创新能力的，同时由

于团队缺乏市场营销相关人员，也让企业可被模仿，而 T公司产品创新相关数据

也佐证了 VIRO 模型分析得到的结论。T公司价值链图如图 5-1。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T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优化研究

43

图 5-1 公司价值链图

VRIO 模型结果如表 5-1。

表 5-1 基于 VRIO 模型的创新能力分析结果

价值 稀缺性 模仿成本 组织 竞争含义 经济绩效

√ √ × √ 暂时竞争优势 高于正常

5.2 创新战略分析

本文以商业画布与产品创新管理结合点，使用 SWOT 分析法，对公司行业竞

争及战略机遇进行分析。

5.2.1 T 公司商业模式特点分析

根据产品创新管理与商业画布的结合点，本文具体分析如下：

1.客户细分

在产品创新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目标客户群体。通过商业画布的客户细分模

块，企业可以深入了解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行为和偏好，为产品创新提供明确

的方向。

T公司针对个人消费者产品较少，主要为行业客户，行业一般为：建筑、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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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高速公路、运动场等，属于公共事业领域。

2.价值主张

价值主张是产品为客户提供的独特价值，是产品创新的核心。通过商业画布

的价值主张模块，企业可以清晰地表达产品的价值，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T公

司价值主张为客户提供室内定位定制化产品，具有市场优势的核心技术，UWB 技

术发射信号功率谱密度低，对信道衰落不敏感，截获能力低，定位精度高。

3.渠道通路

产品创新需要考虑如何将产品推向市场，选择合适的渠道通路。商业画布的

渠道通路模块可以帮助企业分析不同渠道的特点和优势，选择最适合产品的销售

渠道。T公司主要通过各校友会、研究创新平台、创新大赛等宣传渠道进行产品

技术的推广。

4.客户关系

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对于产品创新也非常重要。通过商业画布的客户关系模

块，企业可以设计有效的客户关系管理策略，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T公司

产品创新为精准客户产品，是独特设计和开发，属于个性化服务。

5.收入来源

产品创新需要考虑产品的盈利能力。商业画布的收入来源模块可以帮助企业

分析不同收入来源的可能性，如产品销售、服务收费、广告收入等。T公司通过

客户特殊需求设计开发产品，完成产品交付后，收到产品销售费用。

6.成本结构

产品创新也需要考虑成本结构。通过商业画布的成本结构模块，企业可以分

析产品创新的成本构成，控制成本，提高产品的盈利能力。T公司的成本包括：

员工工资、办公室租金、固定资产折旧费、营销费用等。

7.核心资源、关键业务和重要伙伴

产品创新需要企业具备一定的核心资源和关键业务能力。商业画布的核心资

源模块可以帮助企业识别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如技术、人才、品牌等。关键业务

模块可以帮助企业明确产品创新所需的关键业务活动，如研发、生产、销售等。

此外，产品创新往往需要与外部伙伴合作。商业画布的重要伙伴模块可以帮助企

业分析合作伙伴的价值和作用，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共同推动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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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公司拥有的核心资源有技术、生产工艺、清华研究院平台资源，同时针对

不同行业不同需求进行定制化产品，合作伙伴有生产材料供应商、清华研究院、

政府科技部门等。

通过上述描述，T公司的商业画布为如表 5-2。

表 5-2 基于商业画布的 T 公司商业模式分析

5.2.2 T 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战略 SWOT 分析

以 T公司商业画布为基础，结合产品创新评估将商业模式画布中九大模块分

类分为：一价值主张，明确核心价值，价值主张是产品创新的核心所在，将其单

独列为一类，有助于聚焦于产品或服务为客户提供的独特价值，通过评估价值主

重要伙伴

材料供应商

清华研究院

政府科技部

关键活动

针对不同行

业不同需求

定制化产品

创新设计

价值主张

为客户不同需

求定制不同产

品设计，同时产

品具有行业内

领先的定位技

术，具有截获能

力低、定位精准

度高的特点

客户关系

个性化服务

客户细分

建筑、煤矿、高

速公路、运动场

等公共事业单位

核心资源

产品创新技

术、生产工艺

多样、清华研

究院平台资

源

渠道通路

清华研究院、创

新大赛平台、各

校友会传播

成本结构

固定成本：员工工资、办公室租金、固定资

产折旧费

可变成本：营销接待费用

收入来源

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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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可以确定产品是否真正满足了客户的需求和痛点；二成本/收入，产品创新

不仅要考虑技术和市场需求，还必须关注成本和收入，将成本 / 收入单独分类

评估，可以清晰地了解产品的成本结构和盈利模式，这有助于企业在创新过程中

控制成本、提高效率，同时确保产品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商业回报；三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包括企业的关键业务、核心资源和重要合作等模块，各个模块之间相互

关联、相互影响，通过评估基础设施，可以促进不同模块之间的协同创新，提高

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四客户界面，客户界面涵盖了客户细分、渠道通路和客户

关系等模块，这些模块直接关系到客户与产品的互动和体验，将客户界面单独分

类评估，可以重点关注如何通过创新来提升客户体验，包括改善产品的易用性、

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优化销售渠道等方面。综上所述，将商业模式画布中的九大

模块分为以上四大类进行评估，有助于企业从不同的角度全面审视产品创新，确

保创新的方向正确、商业可行、支撑有力且客户体验良好，从而提高产品创新的

成功率和市场竞争力。如图 5-2 所示

图 5-2 T 公司创新战略 SWOT 分析

1.价值主张

优势：拥有行业具有竞争力的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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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势：UWB 技术是一种主流的室内定位技术，虽然也可以在室外使用，但是

需要建立定位网络，成本较高，同时，室内定位的市场需求也比室外定位市场需

求小很多，室外定位的市场规模已达到千亿级，而室内定位市场规模才达到几十

亿级别。

威胁：数据显示，掌握 UWB 技术的企业已到上千家，技术的优势将会越来越

弱。

机会：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手机厂商已开始引入 UWB 技术，例如苹果、

三星等产品中已经加入了 UWB 技术，三星还推出了 smarttag 智能追踪器，通过

UWB 技术帮助手机用户更精准寻找物品，国内小米、魅族等手机也增加了 UWB 技

术，魅族通过搭载 UWB 技术，实现无感车钥匙，增加实现与手机的合作联动模式。

同时，UWB 技术在汽车行业也有广阔的前景，通过各行各业的联动，T公司

可以不局限在自主创新模式，还可以通过合作联动方式，增加企业的商业机会。

2.成本收入

包括成本结构和收入来源两大模块。

优势：从成本结构来说相比其他企业，可变成本较低。

劣势：从收入来源来说，仅仅产品销售费用是比较单一的，且因为 T公司产

品创新流程较长，收款也较慢。

威胁：没有固定的市场营销费用，宣传力度不够，可能无法长期稳定地开拓

市场，容易被其他同类企业模仿超越。

机会：低成本攻略的核心是降低了企业的花费，可以提高利润率，帮助企业

资金更长效使用。

3.基础设施

包括核心资源、关键业务、重要合作三个模块。

优势：T公司核心资源包括核心技术、清华研究院、政府创新平台等高起点

的平台效应。发展 7年，也和不同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些都是属于 T公司的

优势。

劣势：关键业务以定制化服务为主，定制化服务虽然能使当前客户满意度较

高，但是个性化创新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成本较高，并且各行各业需求

的不同，生产出来的每种商品都难以复制，无法让大众客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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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目前清华研究院广州分院在孵化（投资）企业已超过 70 家，入孵企

业发展方向都为战略型新兴产业和主导产品，都是掌握了核心技术的企业，当企

业不断增加时，平台资源效应到 T公司将会越来越少，另外掌握 UWB 技术企业业

务几乎相似，都以定制化产品为主，竞争越来越激烈。

机会：T公司起点较高，创始人来自清华大学院士团队，政府对于院士项目

有较大的支持，关键业务以定制化为主，客户为企业端，若另辟蹊径，增加大众

个人端业务，市场会更加广阔。

4.客户界面

包括客户细分、渠道通路、客户关系三个方面。

优势：通过平台效应口碑传播，取得客户需求，同时客户都是属于公共事业

单位客户，经济实力比较强，有购买力，产品单价较高，因为是定制化服务，客

户满意度较高。

劣势：让客户了解企业产品的渠道太窄，不同于传统商业中经销商、代理商

方式的加入，高新技术产品专业性非常强，需要更加严苛地选择销售渠道。

威胁：T公司属于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团队人数比较少，但是专业能力要求

高，同时因为自身产品创新流程，整个产品线比较长，若当客户订单量增加，就

无法完成订单量，且时间也无法对客户保证，当客户订单量减少，企业各项成本

高昂，收入无法覆盖成本，也无法继续经营企业。

机会：T公司现有渠道较窄，可以增加其他渠道进行推广，同时随着社交媒

体的发展，企业可以尝试开放式创新，与顾客共同对室内定位产品进行创新，拓

宽企业产品线思路。

通过以上描述，T公司适合劣势挑战策略（WT），因为 T公司拥有核心技术，

但是竞争对手不容易模仿，劣势和威胁同时存在，企业应该采取其他积极的态度

应对市场挑战，例如，企业可以通过优化市场运营管理、增加产品创新受众群体

扩大市场等方式来提高竞争力。

从 2021-2023 年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得知，2021 年广州 T 公司完成室内定位

应用产品线的迭代优化、小批量试产和定型量产，形成了成熟的室内数据网关、

室内定位基站、定位卡、蓝牙定位信标等系列产品，同时，重点推进定位产品在

特种行业中的应用；从 2022 年起，结合行业发展需求，对产品创新研发数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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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减，拒绝定制化产品，以现有产品和技术为中心，匹配应用场景，严格限制二

次开发工作量，明确三个产品：远距离 UWB、近距离 UWB、蓝牙定位，同时集中

技术能力研发规模生产产品，自主研发出智慧停车系统项目，持续在定位算法，

软件功能和体验优化方面进行迭代，目前智慧停车已完成 2.0 版本，下一步将产

品通过复制方式，推广到智慧医院、智慧城市应用场景中，以上产品创新发展路

径也与商业模式画布 SWOT 分析结果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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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T 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优化方案及保障措施

为帮助 T 公司提升产品创新管理能力，增强室内定位产品的竞争力，以适

应激烈的行业竞争，满足市场发展要求，本文基于复杂产品系统理论和全面创新

管理理论，通过实地调研与问题诊断，提出创新平台、创新组织、市场响应、资

源协同等 4个方面的优化方案，最后根据优化方案实施保障措施。

6.1 优化目标、原则与思路

6.1.1 优化目标

室内定位行业产业链已初步形成，多种技术融合，同时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这使得 T公司在市场竞争中需要不断提升自身实力，而自身实力关键核心在于提

升企业产品创新管理能力。T公司目前存在创新战略缺失、组织架构落后等问题，

通过建立创新平台、提升市场响应能力等方案，提高 T公司的产品创新竞争力。

6.1.2 优化原则

（1）用户需求导向原则

室内定位企业需要深入了解不同行业用户（如超市、煤矿等）的具体需求，

例如，用户对定位精度有更高的要求，企业就应着重在技术优化上提升精度，如

采用高精度的传感器或者更先进的定位算法；如果用户需要更多个性化的服务，

企业则要在产品功能和服务模式上进行创新，如为用户提供基于位置的定制化推

荐，因此 T 公司优化方案需要清晰了解顾客心理，与顾客搭建沟通平台。

（2）可持续发展原则

T公司优化方案应有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这包括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包括技术创新能力、人才储备、知识管理等，在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建立敏捷

反应，以市场变化为导向，及时快速处理问题，在人才储备上重视人才提升通道，

同时建立企业知识管理保护自身核心技术等，这些方案为企业建立良好的企业形

象和合作伙伴关系，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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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优化思路

首先，与大企业、供应商建立合作创新战略，增加企业的发展方向；其次，

在创新模式上，注重用户体验，在企业、用户、合作伙伴、产学研机构之间建立

创新平台，为企业建立产品创新模式的生态圈；同时 T公司需要吸引多元化人才，

为人才建立内部培训体系，通过组织人才参加技术研讨会和学术会议、在线学习

等方式，拓宽员工视野，从而为企业的创新技术提供人力支持；接着在创新管理

上增强敏捷反应，在企业内部建立高效决策和执行，及时调整产品和服务，以适

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最后完成产品交付后，吸纳顾客参与在后续产品创新中，

提升用户体验感，帮助 T公司可持续创新发展。

6.2T 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优化方案

6.2.1 打造全流程创新管理平台

1.设计与研发

（1）模块化设计：将产品拆分为多个功能明确的模块，各模块具备标准功

能。硬件类产品（定位基站、主机设备、高速路由）框架可分为硬度、体积、防

水防爆、灯光等模块，客户能按需组合，减少重新设计成本与时间。

（2）通用化设计：软件类产品（智能停车、智能管理系统）设计尽量放弃

定制化需求，设计符合市场通用的大众产品，从而减少个性化设计费用。

（3）协同设计：借助数字化工具实现设计师、工程师与客户协同。客户参

与设计过程提出需求意见，设计师和工程师根据反馈调整方案，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展示产品开发成果。

2.生产与制造

（1）柔性生产：引入柔性设备和技术，实现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满足个性

化需求同时提高效率，如自动化生产线和机器人可快速切换产品，减少人工干预，

提升质量效率。

（2）供应链优化：与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批量采购、集中配送降低成本。

优化供应链管理，提高物流效率。

3.营销与服务

（1）精准营销：利用大数据分析和市场调研了解客户需求与趋势。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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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历史和浏览记录，推送个性化推荐和营销信息，提高营销效果和转化率。

（2）服务增值：提供优质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增加附加值。

6.2.2 塑造支持创新型组织形态

1.优化组织创新架构

改变现有过于简单的组织架构，设立专门的室内定位技术创新管理团队，该

团队负责协调公司内部资源，推动室内定位解决方案的创新和开发。这个团队需

要汇聚定位技术领域的专业人才，以确保公司在技术前沿保持领先地位，T公司

可组建一个由不同专业领域人才组成的创新管理团队。包括但不限于机电工程、

计算机科学、法学、市场营销、工业设计、艺术设计等专业，电子工程师可以负

责定位技术的研发和优化；计算机科学家可以处理复杂的算法和数据处理；市场

营销人员能够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和趋势；工业、艺术设计师则可以提升产品的外

观和用户体验。招聘具有跨学科背景的人才，他们能够在不同领域之间搭建桥梁，

促进知识的融合和创新。

2.重视创新人才培养

在室内定位技术领域，人才储备是持续创新的基础。T公司作为人才密集型

科技创新公司，应完善企业人才结构，T公司需要增加市场营销、推广、财务金

融等相关专业人员，市场营销推广人员，通过市场宣传让客户了解到产品，可提

高产品的知名度，促进市场销售额的增长，财务金融人员帮助企业对外投融资，

助力企业取得投资让企业持续产品创新。企业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合

理的人才结构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水平，从而增加自身在市场竞

争中的影响力。

此外，企业必须重视为团队成员提供持续学习和培训的机会，以跟上技术和

市场的快速发展。可为团队组织内部培训课程、参加行业研讨会和学术会议、鼓

励在线学习等，例如定期邀请行业专家来公司进行技术讲座，分享最新的定位技

术和创新应用；资助团队成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了解全球室内定位领域的前沿

研究成果，帮助团队工作能力持续提升。

3.建设创新型企业文化

突出创新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组织员工学习了解 Scrum、看板和极限编

程 XP等创新理论方法论，建立以人为本、以价值为导向、合作共赢、拥抱变化

等项目管理文化，让项目团队里的每个员工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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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 T公司团队的凝聚力。

6.2.3 持续提升市场响应能力

1.重视市场调研反馈

顾客知识是科技型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起点。T公司应针对现有市场信息调

研和反馈不足的情况，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应建立多渠道反馈入口，在应用程

序中设置易于找到的反馈模块，涵盖意见反馈表单和满意度评价功能，同时利用

社交媒体平台建立官方账号，鼓励用户反馈；其次，主动收集反馈，定期开展用

户调查，设计合理的内容并提供激励措施提高用户参与度，对重点用户进行一对

一访谈，深入了解使用场景和需求；接着，对反馈进行分类整理，按照类型和严

重程度制定不同处理策略，为每个反馈建立跟进记录，确保用户了解处理进度，

并及时回复用户，若问题能立即解决则告知用户，若需时间则说明预计解决时间

和步骤；最后，将反馈处理结果在官方渠道公开透明化，如在应用内公告、官方

网站新闻、社交媒体定期发布月度反馈处理报告，展示本月主要反馈问题、处理

情况及新功能开发进度等信息，从而增强用户对产品的信心和忠诚度，塑造企业

创新文化形象。

2.赋能市场前端员工

与市场接触的一线员工是提升创新市场响应能力的关键，为此，需要不断为

前端赋能。例如，为员工提供系统的营销知识培训课程，包括市场营销基础、品

牌建设、客户关系管理、数字营销等方面的内容，在企业举办创新工作坊和头脑

风暴活动，鼓励员工提出新的营销创意和想法。可以设定特定的营销主题，如“如

何提高室内定位产品在商业领域的市场份额”，让员工分组进行讨论和创意展示。

通过这些活动，激发员工的创新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此外，还要为员工提供创新工具和方法的培训，如设计思维、敏捷营销等。

这些工具和方法可以帮助员工更好地理解客户需求，快速迭代营销方案，提高营

销创新的效率和效果。例如，组织设计思维工作坊，让员工通过用户访谈、原型

制作等环节，深入了解客户需求，提出创新的营销解决方案。最后在企业设置创

新激励制度，提高员工创新的积极性。

3.建立敏捷项目管理流程

T公司根据项目的周期、成本收益、技术难度、应用场景等维度选择合适的

敏捷管理流程办法，包括：准备阶段、初始化阶段、迭代阶段、每日站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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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阶段、反馈与改进，同时将项目分割成不同模块，做完一部分，就检查一部

分，一边做一边发现问题及时更正，做好随时响应市场消费者需求，及时调整产

品方向，尽可能提升项目交付效率和质量，确保公司在快速发展的市场中保持竞

争力。

6.2.4 加强外部创新资源协同

1.探索广泛合作模式

合作创新战略在室内定位领域具有显著优势。首先，合作创新战略可实现资

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包括技术资源、人才资源、设备与资金资源等，同时大型企

业与小型企业合作，可降低创新成本和风险，最后合作创新战略能加速创新进程，

缩短研发周期，提高创新效率，通过知识经验交流快速解决问题，因此 T公司可

做以下步骤：

（1）与地图厂商合作：与高德、百度、腾讯等主流地图厂商建立合作关系，

将 UWB 定位技术融入地图服务中，通过这种合作，地图厂商可以丰富其室内定位

功能，而 T公司则可以借助地图厂商的用户基础和数据资源，扩大自己的技术应

用范围。

（2）与商业场所合作推广：与大型购物中心、高铁站、停车场等商业场所

合作，共同推广室内定位服务，购物中心可以利用 UWB 技术提升用户购物体验，

如提供精准的店铺导航和营销活动推送，T公司则可以在这些场所收集更多的用

户数据，用于优化技术和产品，实现互利共赢。

2.创新用户参与方式

T公司可定期举办用户体验活动，邀请用户试用新产品或新功能，收集意见，

同时建立用户测试小组，长期跟踪用户使用情况。在促进用户参与的过程中，要

特别注意利用数字化参与手段。当前海尔、小米、华为等大公司通过数字化社区、

社交媒体等手段，收集了大量消费者创新数据，数字化参与已然成为当前顾客参

与产品创新的主要方式。T公司虽然规模较小，无力构建独立的顾客参与平台，

但可以采用合作方式，或者利用问答社区、在线活动等方式，积极促进顾客参与

方式的数字化转型，提升参与质量。

3.积极促进开放式创新

随着产品复杂度不断提升，开放式创新逐渐取代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成为破

解创新难题的重要思路。开放式创新强调引入外部的营销创新能力来共同拓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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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创新方式。对此，企业可发布技术路线图和产品更新计划，吸引各方参与讨

论，同时设立不同板块，如“技术交流区”分享定位技术进展，“产品功能建议

区” 收集用户期望功能，“故障反馈区”方便用户报告问题，最后设定交流区

的评价专区进行点赞，点赞数最高者设置奖励机制。

6.3 保障措施

T 公司产品创新管理优化方案的落地实施，除了对优化方案的理解和吸收之

外，另外还需要落实保障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分别是战略保障、

组织保障、资金供给和政策支持。

6.3.1 战略保障

产品创新战略是企业的生存之本，它能帮助企业迅速找到企业创新产品方向，

分析行业内将来产品发展趋势，寻找市场的商机，为企业产品销售提高市场占有

率，帮助企业实现利润。中小企业常常容易忽略战略层的决策问题，常常只知道

埋头赶路，不知明确方向。对于 T公司来说，坚定地走产品差异化道路，聚焦已

有一定基础的停车场、商场等应用场景，以维护好重点客户的关系，以用户需要

为创新的起点和终点。

6.3.2 组织保障

T 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在公司文化中非常重视创新。创新作为公司级战

略规划，需要得到企业从上到下的贯彻与落实。对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优化的

方案实施，公司高层应该作为一把手工程进行推进。在资金和人力资源环节，只

有公司最高层才能最有效地调动；在项目实施环节，只有最高层才能协调好各部

门的项目计划及进度；在项目验收环节，只有最高层进行严格要求才能保障优化

方案的质量。作为公司的最高层，他们关于创新对企业重要程度的理解是一般管

理者无法比拟的。因此在整个优化方案的落地过程中，高层领导亲身参与，大力

支持，反复校准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创新文化的践行，只有高层领导身体力行地大

力宣传企业的创新文化，才能创造企业的创新环境，从而树立公司创新的名誉。

6.3.3 资金保障

高新技术企业成立初期需要研发新技术，时间周期长，风险高，研发成本高

昂，中期为了占领市场，增加技术投资，增加人力成本，加上办公室租金、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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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等，资金是需要持续不断加入的，同时，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产品(服务)

或往往都是最新的，最新就需要持续的创新研发，对于企业除了技术上的压力，

更有资金的压力，为了推出自己企业的产品，后续市场投入必不可少，因此企业

一定需要非常重视资金问题，做到发展顺利时不骄傲，发展困难时“有粮吃”。

T公司是落户广州科技园区的“国家高新”，申请国家科研课题，并取得清

华研究院数百万投资，主营业务为司法监狱、高速公路、建筑施工、石油化工等

领域定制室内定位数字化系统，在运营过程中，一直缺乏资金，主要原因一是业

务都是定制化需求，需要持续不断投入新技术，适应不同环境更改不同材质原料，

所需费用比较高昂；二是业务完成后，公共事业单位打款流程众多，且需要专业

资质证书，一旦证书过期，需要重新走打款流程，甚至数年才能接到款项；三是

人力成本过高，研发成员年薪都是几十万元以上，且不同项目所需要的人才不同，

这就需要更多的资金请专业的人才。

从资金需求上看，该公司科技技术有实力，后续还会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研发

和市场活动，否则必然影响到已经取得的领先地位。从经营规律上看，高新技术

企业的经营状况起伏往往较大，即使发展到了站稳脚跟阶段，资金运转困难也是

时有发生。而在发展的各个阶段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后续可尝试继续申请风险投

资或者银行贷款方式，保证企业的长久发展。

6.3.4 争取政策支持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民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贡献

了全社会 70%的技术创新成果，涵盖了 80%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和 90%的

高新技术企业，为了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政府也发布了多项政策支持。例如在税

收优惠方面，高新企业在规定年限中为创新技术购买的设备，可做所得税税前扣

除。在协同创新方面，2023 年 7 月 19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推动不同所有制企业、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开展

共性技术联合攻关。支持民营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建立技术研发中心、产业研究

院、中试熟化基地、工程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通过政府搭桥，

促进企业与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开展合作，让创新“双向奔赴”，加快产业创新

发展脚步，完善创新链条。此外，在政策资金方面，高新技术企业若符合条件，

可申请相关国家科研系列课题，有资金奖励，同时到各地方，还有各地方政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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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持，例如广州，若高新技术企业申请到国家科研成果，广州市政府可 1:1

进行补贴。T公司可根据自身情况，争取政府政策支持，申请税收优惠和政府科

研经费，同时通过政府桥梁，与科研机构和高校合作，建立产品创新平台模式。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T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优化研究

58

第 7 章 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结论

本文旨在探讨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优化，通过学习复杂产品创新管理相关

理论，对 T公司的产品创新管理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诊断，总结出 T公司在产品创

新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包括：产品创新理念保守、组织架构落后、营销导向创

新缺乏、定制成本高等，通过调查问卷法和访谈分析法两种实证研究方法，找到

公司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创新管理平台打造不够、组织创新力

度不足、产品市场响应能力较差、开放式创新格局未形成等。同时，基于复杂产

品系统理论和全面创新理论，结合 T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能力和战略分析，据

上述问题提出优化方案，包括：打造全流程创新管理平台、塑造支持创新型组织

形态、持续提升市场响应能力、加强外部创新组织协同等，最后制定科学创新战

略、加大资金保障力度等一系列保障措施，帮助公司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管理有效

实施。

7.2 研究展望

在论文研究的过程中，T 公司的成立时间还不长，对数据的管理还不够规

范，在对数据进行搜集时不够全面，存在数据缺失的情况。同时在论文研究结束

时，所设计的优化方案刚刚开始实施，对实施结果的检验还需要较长时间，在后

续的工作中，针对实施的情况和对 T公司产品创新相关的改善变量进行持续跟踪，

完成优化方案的实证检验工作。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拥有创新能力的科技企业可以增强国家

的科技实力和话语权，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当前，T公司面临的问题具有普

遍性，也是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共同面临的挑战。因此，希望针对 T公司的产品创

新管理分析的思路，可以拓展为一套具备普适性的方法论，从而用于解决高新技

术中小企业其他类似的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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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A T公司产品创新访谈提纲

一、访谈主题 对 T公司产品创新人员的访谈

二、访谈日期 年 月 日

三、访谈对象 姓名： 职位：

四、访谈方式 面对面 在线访谈 其他

五、提问提纲 访谈开场语 您好，我是兰州财经大学的学生，现正在写关于 T公司产

品创新管理研究的论文，需要了解 T公司产品创新设计理

念的相关信息，整个访谈时间约 15分钟，访谈内容用于

学术研究，对您个人信息完全保密。

访谈问题 1、您在 T公司哪个部门工作？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

2、您在产品创新流程中主要负责什么工作项目？

3、您认为公司目前产品创新方式是否符合公司发展？

4、您认为现阶段公司产品创新存在哪些问题？

5、从您的岗位角度思考，现阶段产品创新流程如何改

善？

6、从事产品创新工作时，各部门配合度是否高？

7、在从事新产品开发时，您是否有其他的开发方向？（针

对开发人员提问）

8、您是否了解市场趋势，对将来公司产品创新有什么建

议？

9、在从事产品创新工作前，是否有进行专业培训？

10、针对产品创新行业发展，公司是否有定时培训？

11、公司产品创新开发团队是否稳定？流动性大吗？

12、公司对产品创新人员是否有激励？激励方式是什

么？

访谈结束语 感谢您抽时间完成本次访谈，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六、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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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访谈调研问题汇总表

您好！我正在进行一项关于室内定位产品的调研，旨在更好地了解贵公司产

品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整体时间大概 10 分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序号 问题 涉及部门 问题目的

1
设计方案变更频繁，甚至达成方案后甲方还在变

更
技术中心

需求管理
2 客户内部提的需求存在冲突 技术中心

3
研发部不接触客户，需求理解可能出现偏差各相

关部门之间协调不够
技术中心

4 使用客户个性化需求多，产品难以满足所有需求 生产中心

5 设计经常和需求脱钩，偏离了初衷 售后服务中心

6 许多产品需求不合理，难以实现 市场中心 产品设计

7
产品迭代升级没有延续性，经常出现新一代产品

完全推翻了上一代产品
技术中心

8 同时开发多个产品时，资源协调出现问题 技术中心

成本与效益

9 解决创新问题能力差 生产中心

10 产品功能复杂，没有重点，用户难以理解 生产中心

11
商场定位系统安装复杂繁琐，十分耗时，效率太

低
生产中心

12 研发资金不够，新产品研发难度大 技术中心

13 有些需求实现成本高 市场中心

市场营销

14
产品创新性不高，与市场其他产品雷同，产品价

格没有竞争优势
市场中心

15
研发预算无法严格执行，大部分产品是的研发费

用是超预算的
技术中心

16
产品的市场中心反馈没有及时反映到技术中心，

我们不了解产品在市场中的实际情况
市场中心

17 客户收到产品后有落差感，产品功能不符合客户 销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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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产品设计不便于维修 售后

18 客户反应产品操作复杂，软件交互不人性化 销售中心

19 产品运行不稳定 销售中心

20 新产品质量不稳定，小 Bug 较多 售后服务中心

21

产品运行中问题的解决大多依赖经验，但实际上

面对的问题都是新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经验没有

可参考性

售后服务中心

22 问题找不到解决方案，导致客户抱怨 售后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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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室内定位产品创新调查问卷表

您好！我正在进行一项关于室内定位产品的调研，旨在更好地了解这类创新

技术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情况和您的需求。您的意见对我们至关重要，将帮助我

们不断改进和完善室内定位产品，为您以及更多的人带来更高效、安全和便利的

体验。请您花费几分钟时间填写这份问卷，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一、调查问卷主题 关于室内定位产品创新的消费者调查问卷

二、调查问卷日期 2023年 12月 5日-

三、问卷对象 25-45岁中青年

四、问卷方式 在线问卷

问卷问题 1. 您的年龄？

A. 30岁以下

B. 30-40岁

C. 40-50岁

D. 50岁以上

2.您的文化程度

A. 高中及以下

B. 大专及本科

C. 研究生以上

3.您所在的城市？

A. 北上广深

B. 其他

4.您的月收入？

A. 3000-5000元

B. 5000-10000元

C. 10000-20000元

D. 20000元以上

5. 在您的日常生活中，您是否使用过室内定位产品？ [单选题] *

○A. 是

○B. 否

6.您认为室内定位产品的使用场景？ [多选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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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商场购物

□B. 医院导诊

□C. 公共交通站点

□D. 办公楼导航

□E. 停车场

7.您使用室内定位产品的频率是？ [单选题] *

○每天都用

○基本不用

8. 您对现有的室内定位产品是否满意？ [单选题] *

○A. 非常满意

○B. 比较满意

○C. 一般满意

○D. 不太满意

○E. 很不满意

9.您认为现有室内定位产品的主要优点是什么？ [多选题] *

□定位准确

□操作简单

□功能实用

10.您认为现有室内定位产品的主要痛点是什么？ [多选题] *

□定位不准确

□操作复杂

□功能单一

11.如果有一款新的室内定位产品，您最希望它具备哪些功能？

[多选题] *

□A. 实时定位

□B. 导航功能

□C. 搜索功能

□D. 位置分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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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路线规划功能

□续航能力差

12.您是否愿意参与室内定位产品的创新过程？ [单选题] *

○愿意

○不愿意

13.您会因为哪些因素而选择特定品牌的室内定位产品？ [多选

题] *

□品牌知名度

□产品功能

□价格合理

14.您觉得室内定位产品的外观设计重要吗？ [单选题] *

○重要

○不重要

15.您更喜欢哪种外观风格的室内定位产品？ [多选题] *

□简约时尚

□可爱卡通

□复古风格

16.您在使用室内定位产品时遇到较多的问题是？ [多选题] *

□A. 定位精度不高

□B. 使用不方便

□C. 数据更新不及时

□D. 缺乏对特殊场景的适应能力

□E. 其他问题（请填写）

17. 您希望室内定位产品的定位精度？ [单选题] *

○A. 厘米级精度

○B. 米级精度

○C. 十米级精度

○D. 百米级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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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如果您参与室内定位产品创新过程，您希望它实现的第一功能

是什么？ [单选题] *

○A. 简单易用

○B. 操作流畅

○C. 快速定位

○D. 多语言支持

19.在日常生活中，您认为哪些场景可能需要室内定位产品？ [单

选题] *

○商场购物

○医院就诊

○停车场找车

○其他

五、问卷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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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如梭，马上就要毕业了，论文完成之际，对于几年来关心、帮助我的老

师和同学们表示诚挚的谢意！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在日常学习与论文写作期间，

她言传身教，多次电话沟通和微信沟通，给我悉心的指导。从论文开题、展开到

论文的完善，倾注着老师的无数心血，特在此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还清晰记得当初参加兰财MBA复试时的紧张和兴奋，后续因为疫情，同学

们参加线上授课，到 2023年终于在兰州参加面授课的激动，最后在 2024年大家

完成论文即将毕业，离开的失落，时间过得太快了，还没有听够刘老师高亢充满

激情的组织行为学课程，还没有学够史老师严谨态度的经济法、实战分析杨老师

的证券投资，还有由李老师带队到临夏参加拓展训练的开心和疲惫，太多太多美

好的记忆。

在读研期间，独自到兰州全日制上课 1个月，后续多次往返兰州，都是我的

父母、先生在背后默默支持我，感恩，家人永远是前进的动力。

最后衷心地感谢在百忙之中评阅论文和参加答辩的各位专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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