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择的作用是有限的。跨国公司往往可以通过技术或管理等

手段 , 在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中 , 仍然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保持技术控制。但是 , 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 有利于保

障我国企业的健康发展。

这种趋向市场和资源的行为, 可以反映出跨国公司在

华战略的动向 : 以中国市场和资源为基础 , 通过改善自身

的资源 , 从而扩充自身的核心能力 , 并提高竞争优势。从区

位的视角 , 可以理解为以中国为基地 , 向新市场的扩张战

略。

由于资料收集的困难, 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可能存在一

定误差。建议未来的研究者基于更充分的信息来进行类似

的研究, 必然能够得出更加有价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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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知识作为一种独特的资源, 正越来越成为企业竞争优

势的关键所在。组织知识无非来自内部创造与外部获取两

种途径 , 而无论知识创造还是知识获取 , 吸收能力在其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自从 Cohen 和 Levinthal 提出吸

收能力概念以来 [1], 学者们已经用其分析了许多重要而复

杂的组织现象[2]。但到目前为止 , 相关理论与应用研究还未

得到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 实证研究则更少。本文选取与

跨国公司存在各种合作关系的本土企业为研究对象 , 试图

发现在与跨国公司的互动过程中, 哪些因素影响了本土企

业的吸收能力? 以及这些因素对本土企业绩效的影响如

何? 通过回答以上两个问题 , 可以对本土企业吸收能力作

出评价 , 进而提出提高其吸收能力的相应措施。

1 理论与研究假设

Cohen 和 Levinthal 对组织吸收能力的最初研究 , 强调

了组织知识基础的作用。一方面 , 组织知识基础的广度影

响着组织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 组织知识基础的深度影响

着企业吸收能力提高的速度, “对资料的处理越深入,对已

本土企业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吴伯翔, 阎海峰, 关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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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关知识的使用程度越深,从后继项目中获取知识就越

容易”。另一方面 , 组织所积累知识的分布状况也影响其吸

收能力。如果组织成员的知识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那么企

业作为一个整体占有知识的广度就比较大, 但是企业成员

知识的异质性不利于知识从“看门人”向其他成员的转移 ,

以及知识在组织成员间进行共享和转移。相反 , 如果组织

成员的知识相似性比较高,那么企业对“看门人”的依赖性

就较弱,但是 , 企业由于知识面相对狭窄从而获取外部知

识的机会也比较少。

因此,组织成员知识的互补性和相似性对发展企业吸

收能力有着重要影响,“组织吸收能力并不存在于单个组

织成员身上, 而是依赖于不同成员吸收能力的关联上”[1]。

因此有:

假设 1: 本土企业的知识基础与吸收能力存在正相关

关系。

Zahra 和 George 在 他 们 的 文 章 中 提 到 了组 织 的 多 种

外部知识来源对吸收能力的重要性, 包括通过许可证或契

约购买 , 以及各种组织间关系获取[2]。一方面 , 其它知识来

源可以充实组织的知识基础 , 另一方面 , 由于补充性知识

的缘故 , 因为有时外部知识与企业已有知识没有很强的互

补性 , 这时可能就需要一些补充性知识来连接这两部分知

识。对组织来说 , 外部存在着很多知识来源 , 包括研究机

构、大学、咨询公司、战略联盟、合资公司 , 甚至政府机关。

这些知识来源或者直接提供一些组织所需知识, 或者提供

一些补充性知识 , 以帮助组织理解从其它组织那里学来的

知识。因此有:

假设 2: 那些与外部各种机构联系越紧密的本土 企

业, 其吸收能力越强。

Kim 以及 Zahra 和 George 都强调了组 织 在 开发 吸 收

能力上努力程度的重要性。他们发现 , 组织的努力程度与

已有相关知识具有交互性特征: 组织的努力程度高可以使

组织的已有相关知识基础提升到一定高度 , 而如果努力程

度低的话 , 也会使组织的已有知识水平下降[2- 3]。这里的努

力程度代表了组织成员为了解决某一问题而动用的所有

能量 , 包括组织高层对相应问题的重视、提出的相应目标

或硬性规定 , 以及组织内部为解决某一问题而制定的奖惩

措施等。因此有:

假设 3: 那些在开发吸收能力上努力程度越高的本土

企业 , 其吸收水平越高。

许多学者深入到了组织内部 , 试图发现组织内部机制

对组织吸收能力的影响。Cohen 和 Levinthal 在他们的研究

中就已经注意到了内部机制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 如 : 部门

内及部门间的知识转移、外部环境与组织间的沟通体系、

交流程度以及跨职能界面等。Van den Bosch 和 Volberda

Boor 的研究强调了组织结构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 发现不同

的组织结构对组织吸收能力的影响是不同的。综合来看 ,

矩阵型组织结构对吸收能力的影响最积极[4]。因此有:

假设 4: 拥有矩阵型结构的本土企业吸收能力最强。

组织结构对吸收能力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组织内

部知识的共享和扩散, 但是 , 即使在同样的组织结构下 , 内

部员工的互动程度上的差异也会影响到知识的扩散 , 进而

影响到组织吸收能力。例如 , 如果组织中具有明确的岗位

轮换机制 , 就可以使员工接触到不同的知识 , 进而改善组

织知识的分布状况 , 提升组织内部的共享语言基础 ; 组织

内部非正式群体的互动水平也会影响到吸收能力。如果组

织中有更多的员工私下互动, 可以增进员工间的关系强度

和信任水平 , 有利于知识在组织中的流动、扩散与共享 , 从

而提升组织的吸收能力。因此有:

假设 5: 本土企业内部员工间的互动越频繁 , 其吸收

能力越强。

组织实施不同的竞争战略, 会使企业表现出不同的组

织行为 , 并将组织的各种资源加以不同的组合 , 从而达成

不同的组织目标。对组织的吸收能力来说 , 不同的竞争战

略必然会对其具有不同的影响。有学者在研究组织的吸收

能力时 , 发现执行差异化战略的组织不但密切关注竞争对

手以及各种研究机构等的各种技术的发展, 并且在对自身

的研发、员工培训等方面的投入都超过那些执行成本领先

战略的同行。也就是说 , 那些执行差异化战略的组织, 吸收

能力更强些。因此有:

假设 6: 相对于执行成本领先战略的同行 , 执行差异

化战略的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更强。

Lane 和 Lubatkin 首次提出了“相对吸收能力”的概念,

即一个组织的吸收能力是相对的 , 它会因其合作伙伴某些

属性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吸收能力 [5]。笔者认为 , Lane

和 Lubatkin 所提出的知识溢出组织和知识吸收组织间的

某些属性 , 影响的并非知识吸收组织的吸收能力 , 而是其

知识吸收效率或绩效。一个组织的某项能力不会因为合作

对象不同而不同 , 但在与不同的组织合作时 , 其效果则有

可能不同。因此 , 在考察吸收能力与绩效间关系时 , 需要对

组织间某些重要相互关系的影响加以考虑。

( 1) 组织间信任。首先 , 如果组织间信任水平较高的

话 , 一方面 , 可以促进知识溢出组织积极地向知识吸收组

织提供知识 , 并帮助后者理解这些知识 ; 另一方面 , 还可以

保证知识吸收组织相信知识溢出组织会向其提供重要的

知识 , 并因而会努力学习这些知识。其次 , 较高的信任水平

可以减少双方的信息误解, 提高合作效率。这里的信任就

像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或减低风险装置 [2], 它不但影响了

知识交换的程度 , 还影响了其效率。因此有:

假设 7: 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信任水平与其组织绩

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 2) 跨国公司的支持。Inkpen 发现 , 国外投资者的支持

对本土企业知识吸收非常重要[6]。国外投资者积极地提供

管理方面的支持 , 不但可以促进将先进的显性知识转移到

合资公司中 , 而且还通过双方互动的加强 , 促进了一些隐

性知识的转移。另外 , 对于知识吸收组织来说 , 如果能够获

得知识溢出组织管理培训上的支持 , 对于知识吸收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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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的。因此有:

假设 8: 跨国公司对本土企业的支持水平对本土企业

绩效有正面影响。

( 3) 合作时间。合作时间也是一个影响因素。主要因

为 : ①从知识吸收到产生绩效 , 需要一定的时间后才能体

现出价值 ; ②双方合作初期 , 可能因为不熟悉对方情况等

原因 , 而导致学习的低效率。

在关于吸收能力的研究中, 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组织

吸收能力的发展 , 是与组织产出紧密相关的。例如 , Cohen

和 Levinthal 认为 , 吸收能力是与创新、创新绩效相联系

的。因此 , 在其它条件一定的前提下 , 本文采用企业的绩效

来表征其吸收能力水平。因此有:

假设 9: 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时间对绩效提升有

正面影响。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 , 本文提出如附图所示的研究模

型。

附图 研究模型

2 探索性研究

本研究采用立意抽样 , 通过作者在上海本土企业工作

的朋友、同学发放了 150 份问卷 , 回收有效问卷 111 份 , 回

收率为 74%。

2.1 条目分析

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鉴

定条目的质量。首先, 在初步测试之前请被访者和专家对

测试题 3 项指标 , 即条目忠实于模型的结构内容、条目的

清晰度、条目的易读性进行了一一评定。在此基础上, 与专

家共同对条目进行进一步的删除、修改和增补。根据被测

者和专家的意见 , 删除了题意不清的、容易产生误解的、被

访者长时间停顿的条目等。然后 , 采用定量方法对问卷条

目的鉴别度进行分析 , 用求临界比率的方法 , 求出高低两

组被试者在每题得分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 如果临界

比率没有达到显著标准,即表示这个条目不能鉴别不同被

试者的反应程度 , 即被删除。结果有 9 个条目因临界比率

没有达到显著标准而被删除。

2.2 因素分析

对经条目分析筛选后的自变量条目进行 KMO 和巴特

利特球形检验的结果是 , KMO 值为 0.868, 巴利莱特球形

检验的 Sig.值小于 0.05。表明本数据适合做因素分析。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抽取的方法 , 经过最大正交旋转 ,

按特征值大于 1 的标准决定因素数目 , 共提取出 6 个因

素 , 这 6 个因素所能解释的变异量占总变异量的 65.769%

( 见表 1) 。但是 Q12 ( 公司的促销与广告支出超出业内平

均水平 ) 、Q15( 公司对员工培训多于业内 平 均 水 平 ) 这 两

个因子的负荷较低 , 在正式研究中考虑加以排除。经观察

后分别命名剩下的 5 个因素为互动因素(Q7、Q8、Q9、Q10、

Q11)、努 力 因 素 ( Q4、Q5、Q6) 、联 系 因 素 (Q1、Q2、Q3)、信 任

因素(Q18、Q19、Q20、Q21)、支持因素(Q22、Q23、Q24、Q25)。

表 1 本土企业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研究问卷信度指标

变量
联系

因素

努力

因素

互动

因素

信任

因素

支持

因素
绩效

总量

表

一致性

系数
0.778 0.733 0.854 0.796 0.838 0.827 0.947

3 确定性研究

为了进行正式数据分析 , 本文又对上海的部分企业发

放了修改后的问卷。此次共发放 200 份问卷 , 回收 142 份

有效问卷 , 回收率为 71%。

对收集来的 142 份有效问卷中的数据进行信度分析 ,

结果见表 2。所有变量的 CRONBACH 值都大于 0.7, 证实

研究中收集的数据是可靠的。

表 2 本土企业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研究问卷信度指标

变量
联系

因素

努力

因素

互动

因素

信任

因素

支持

因素
绩效

总量

表

一致性

系数
0.778 0.733 0.854 0.796 0.838 0.827 0.947

为了探讨概念模型中各块内容之间的关系 , 在所有因

素之间进行了相关分析 , 本部分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

因为本研究需要关注剔除两个控制变量后 , 因变量与自变

量间的关系 , 表 2 中列出了剔除两个控制变量的影响后因

变量和自变量间的关系。

表 3 偏相关分析

控制

变量

知识

基础

外部

联系

努力

程度

互动

情况

支 持 情

况 和 信

任水平

外部

联系

相关性 0.130

显著性检验( 双侧) 0.125

自由度 138

努力

程度

相关性 0.202 0.303

显著性检验( 双侧) 0.017 0.000

自由度 138 138

互动

程度

相关性 0.307 0.324 0.433

显著性检验( 双侧) 0.000 0.000 0.000

自由度 138 138 138

绩效

相关性 0.338 0.339 0.352 0.582

显著性检验( 双侧) 0.000 0.000 0.000 0.000

自由度 138 138 138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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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 , 绩效与知识基础、外部联系、努力程

度以及互动程度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338、0.339、0.352、

0.582, 显 著 性 水 平 也都 低 于 0.01, 因 此 假 设 1、假 设 2、假

设 3 以及假设 5 得到了验证。

4 结语

综上所述 ,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 1) 本土企业员工构成对组织吸收能力存在显著影响。

因此组织应通过加大对员工的培训等方法 , 提升员工专业

知识水平 , 以增强组织的知识基础。

( 2) 与外部机构联系的紧密程度对本土企业的吸收能

力影响显著。因此 , 本土企业应加强与包括各种研究机构、

大学、业内的领先者、相关产业领先者等外部机构的联系。

这样既可以直接增强组织的知识基础, 又有助于提升组织

的互补性知识 , 从而促进组织内外部各种知识的联合 , 增

强其吸收能力。

( 3) 本土企业对吸取先进知识的努力程度直接影响其

吸收能力的提升。这一点与 Kim 的研究结论一致 , 这要求

本土企业应设计相应的机制 , 包括与外方合作中明确的学

习目标、有效的奖惩措施等 , 以鼓励员工对先进知识的获

取、吸收和利用。

( 4) 本土企业内部员工间的互动对其吸收能力的影响

显著。因此 , 本土企业应该注意加强内部员工间的互动, 促

进知识在组织内部的流动。可以采用的措施有 : ①设定明

确的岗位轮换制; ②促进员工在非正式场合中的交流 ; ③

提倡合作、开放、创新的企业文化。

( 5) 本研究还发现 ,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间的高度信

任水平对本土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所以在实际

管理中, 本土企业应注意提升与跨国公司间的信任水平。

( 6) 跨国公司为本土企业提供的各种管理支持 , 有助

于提升本土企业绩效。因此, 本土企业应努力争取跨国公

司的各种帮助 , 特别是在管理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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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 ical Study of Local Firms’Absorptive Capability

Abstract:Knowledge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firms to w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absorptive capability of firm is the key

factor for its knowledge acquisition.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local firm’s absorptive capability du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ocals and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China. Finally, the authors gave some managerial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absorptive capability of local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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