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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柔性、双元性创新和企业绩效

李　桦１，２　彭思喜２

（１．中山大学岭南学院；２．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通过对２７４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探讨了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双元性创

新在此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战略柔性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绩效，而且能够通过双元性

创新间接影响企业绩效。最后，指出了研究的意义、研究局限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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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在当前的组织科学领域内，学者们已经 逐

步认识到 企 业 需 要 不 断 地 适 应 外 部 的 动 态 环

境，并进行创 新，以 满 足 未 来 的 需 求；但 企 业 同

时也需要延续其现 有 的 商 业 模 式，并 保 持 一 定

的稳定性，以 保 证 当 前 稳 定 的 收 益［１］。早 期 的

研究多强调开发性创新和探索性创新二者之间

的替代关系［２］，并 认 为“权 衡 取 舍 观”是 不 可 逾

越的。近年来的研 究 则 强 调“同 时 对 开 发 性 创

新和探索性 创 新 的 追 求”［３］，也 就 是 达 到“组 织

双元性”创新的 状 态。保 持 双 元 性 创 新 的 企 业

能够在开发现有能力的同时，探索新机遇，从而

保证企业达到更高的绩效水平。

ＭＡＲＣＨ［４］认 为，开 发 性 创 新 和 探 索 性 创

新虽然都代表着企 业 的 发 展 方 向，但 却 会 对 企

业的稀缺资源进行 争 夺，并 遵 循 完 全 不 同 的 运

作模式，因此，企业需要“缓解”这２种发展模式

之间的紧张 关 系。具 有 战 略 柔 性 的 企 业，由 于

拥有柔性的资源（资源柔 性），以 及 灵 活 的 战 略

实施策略（协调柔性），能 够 帮 助 组 织 顺 利 地 协

调这２种 创 新 之 间 的 关 系。ＨＩＴＴ 等［５］注 意

到，战略柔性能够 帮 助 企 业 在 面 对 变 化 的 外 部

环境时，迅速修正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位置，对环

境变化作出反应，并 培 育 出 适 应 这 种 变 化 的 资

源和相应的能 力，所 以，从 动 态 的 观 点 看，战 略

柔性对于公司当前的稳定发展和未来的成长都

是非常重要的。
当前，已经有许多学者探讨了战略柔性 对

组织绩效 的 影 响，ＭＡＤＨＡＶＡＮ［６］以 及ＬＥＥ［７］

通过实证方式证明了增强组织的战略柔性能够

提高绩效水平，但 是 战 略 柔 性 影 响 企 业 绩 效 的

作用机理迄今 为止 还 没 有 一 致 性 的 结 论，战 略

柔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内部机理仍然是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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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箱”。双元性创新作为当前创新理论所关注

的热点问题，为企业 绩 效 的 来 源 提 供 了 一 种 新

的理论视角。本文将双元性创新引入战略柔性

和企业绩效的关 系 之 中。构 建 并 检 验“战 略 柔

性双元性创新企业绩效”作用机制模型，试图

从理论上揭示战略柔性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机

理，拓展双元性创新的理论视角，补充双元性创

新前因变量的研究；在实践上，证明面对当前变

幻莫测的外部环境，企业需要具备战略柔性，保

持资源和行动的灵 活 性，同 时 进 行 探 索 性 创 新

和开发性创新，从而达到“基业长青”的目的。

２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２．１　战略柔性和企业绩效

早期ＡＮＳＯＦＦ［８］对 于 战 略 柔 性 的 定 义 是

关于多元化的产品 市 场 矩 阵，但 是 其 定 义 逐 渐

演变为：企业变革目前的战略行为、资产配置以

及投资策略，从而适应外部变化的能力；ＨＡＲ

ＲＩＧＡＮ［９］将战略柔性定义为“企业在市场 中 重

新定义自身、变换商 业 计 划 或 者 改 变 当 前 战 略

的能 力”；ＳＡＮＣＨＥＺ［１０］也 将 战 略 柔 性 定 义 为

“企业对动态竞争环境所出 现 各 种 需 求 的 反 应

能力”。对于战略 柔 性 的 探 讨 一 直 处 于 主 流 研

究的视线之内，相关 的 研 究 对 于 战 略 柔 性 在 定

义和维度划分、测量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ＫＥＶＩＮ等［１１］指 出，大 多 数 问 卷 测 量 的 研 究 框

架，源自于ＳＡＮＣＨＥＺ的理论构念和测量方法。

ＳＡＮＣＨＥＺ将战略柔性划分为资源柔性和协调

柔性。资源柔性维度反映了企业内部的资源可

以有效地用于开发、制造、销售或者营销不同类

型的产品 的“广 泛 程 度”、“效 率”以 及“成 本”问

题；协调柔性则强调了公司从战略制定、战略实

施、运作配置等方面运用这些资源的灵活性。

战略柔 性 一 直 被 认 为 是 组 织 应 对 环 境 变

化，获得竞争 优 势 的 重 要 来 源。战 略 柔 性 之 所

以能够对组织绩效 起 到 促 进 作 用，正 是 因 为 战

略柔性能够克服组 织 惰 性 所 带 来 的 种 种 问 题。

战略柔性强调了资源的灵活运用以及流程的重

新配 置，它 反 映 了 一 种 动 态 能 力。ＷＯＲＲＥＮ
等［１２］指出，这种动态能力能够帮助企业 克 服 组

织惰性。资源分配 和 产 品 设 计 中 的 柔 性（资 源

柔性）让组织能够在多样化 的 产 品 上 使 用 新 的

技术。协调柔 性 降 低 了 运 作 惰 性，帮 助 公 司 打

破僵化的技术程序，使 得 企 业 能 够 开 发 新 的 可

替代 品。ＡＳＨＯＫ等［１３］用 市 场 柔 性、生 产 柔 性

和竞争柔性这３个 维 度 测 量 战 略 柔 性，并 通 过

对全球５００强 企 业 的 调 查 发 现：战略柔性会明

显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柔性对企业绩效具有正

面的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战略柔性对企业绩

效有正面影响，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　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有正面影响。
假设１ａ　资源柔性对企业绩效有正面影响；
假设１ｂ　协调柔性对企业绩效有正面影响。

２．２　双元性创新和企业绩效

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已经证明了双元性创新

和企 业 绩 效 之 间 的 联 系：ＨＥ等［１４］发 现 双 元 性

和较高的销售增长有关系；ＢＥＮＮＥＲ等［１５］的研

究也证明了双元性的组织设计和创新绩效正相

关。学者们的研究显示，在一般情况下，双元性

组织比职能组织、跨 职 能 部 门 以 及 分 拆 后 的 组

织更有效率，而且，将组织变革为双元性组织的

过程需要不 断 地 创 新。除 此 以 外，另 外 一 些 研

究也认为，对探 索 性 活 动 和 开 发 性 活 动 的 组 合

能够让组织的生存能力更强，财务绩效更好，并
能提高组 织 的 学 习 能 力 和 创 新 能 力［１６］。ＣＯＬ
ＢＥＲＴ［１７］认 为，探 索 性 创 新 和 开 发 性 创 新 的 相

互作用反映了一种 复 杂 的 能 力，并 提 供 了 企 业

竞争优势的另外一种来源，这种优 势超越了 单

纯进行探索活动或者开发活动而取得的竞争优

势。基于此，本 文 认 为 双 元 性 创 新 对 企 业 绩 效

有正面影响，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　双元性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正面影

响。

２．３　双元性创新 在 战 略 柔 性 和 企 业 绩 效 之 间

的中介作用

ＭＡＲＣＨ［４］在论述探索性创新和开发性创

新之间的矛盾时认 为，由 于 企 业 内 部 资 源 的 限

制，探索性创新和 开 发 性 创 新 会 对 公 司 的 稀 缺

资源进行争夺，然而因为资源约束的存在，探索

和开发的共存（即双元性）是很困难的。如果探

索性创新和开发性创新所需要的资源本身存在

柔性（资源柔性），同时，企业能够灵活地协调这

些资源用于探索性创新和开 发 性 创 新 中（协 调

柔性），那么，对 探 索 性 创 新 和 开 发 性 创 新 的 同

时追求（双元性）也应该 可 以 实 现，而 双 元 性 创

新又可以产生更高 的 企 业 绩 效，双 元 性 创 新 在

战略柔性和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双元性创新的中介作用，可以通过资源 刚

性和运作刚性来进行解释。之所以会出现资源

刚性，就是因为当面临非连续性变化①的时候，
企业 可 能 遇 到 现 有 投 资 不 足 的 情 况。ＲＥＩＮ
ＧＡＮＵＭ［１８］认为，如 果 新 的 投 资 会 导 致 企 业 更

·５０６１·

战略柔性、双元性创新和企业绩效———李　桦　彭思喜

① 非连续性的变化 指 的 是 外 部 的 变 化 需 要 组 织 内 部 不 沿
着传统的创新轨迹来进行调整。



倾向于在新的市场 发 展 的 话，那 么 可 能 会 改 变

企业在 原 有 市 场 的 地 位。由 于 资 源 刚 性 的 存

在，企业可能“过分”关注现有的市场业务，只进

行现有产品的开发性活动，忽视了探索性创新。
“资源柔性”可以帮助企业在不同的产品线之间

进行灵活的调整，减 少 资 源 刚 性 对 探 索 活 动 的

负面影响，提 高 组 织 绩 效。运 作 刚 性 所 带 来 的

负面影响也可以通过协调柔性来缓解。运作刚

性的本质就是组织 重 复 的 反 应 模 式，这 种 重 复

的反应模式能够通过结构性的嵌入以及重复运

用得到强化。当 外 部 环 境 发 生 较 大 变 动 时，开

发性活动会驱逐探 索 性 活 动，从 而 使 得 组 织 难

以培育 新 的 能 力。为 了 保 证 企 业 的 探 索 性 创

新，在未来延续企业的竞争优势，组织的协调柔

性是非常必要的。
从实证研究看，已经有很多研究探讨了 战

略柔 性 对 创 新 的 正 面 影 响。ＳＡＮＣＨＥＳ［１９］指

出，具 有 战 略 柔 性 的 公 司 往 往 能 够 较 好 地 定

位于市场 所 需 要 的 位 置，并 能 够 发 展 创 新 性

的产品和 服 务 满 足 市 场 需 求。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ＳＡＮＣＨＥＳ［２０］认 为，具 有 战 略 柔 性 的 企 业 能 够

通过培 育 创 新 性 的 产 品 和 服 务，定 位 在 更 多

的市场需求之中，并且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些 需

求。基于此，本 文 认 为 双 元 性 创 新 在 战 略 柔 性

和企业绩效之间起 到 了 中 介 作 用，由 此 假 设 如

下：
假设３　战略柔性对双元性创新有正面影

响。
假设３ａ　资 源 柔 性 对 双 元 性 创 新 有 正 面

影响；
假设３ｂ　协 调 柔 性 对 双 元 性 创 新 有 正 面

影响。
假设４　双元性创新是战略柔性影响企业

绩效的中介变量。
假设４ａ　双 元 性 创 新 是 资 源 柔 性 影 响 企

业绩效的中介变量；
假设４ｂ　双 元 性 创 新 是 协 调 柔 性 影 响 企

业绩效的中介变量。
基于以上假设，本文提出如下概念模型（见

图１）。

图１　战略柔性、双元性创新和企业绩效的概念模型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测量工具

本研究 中 相 关 概 念 的 测 量 量 表 主 要 来 自

于中西方学者 的 研 究 文 献。战 略 柔 性 的 维 度

按照ＳＡＮＣＨＥＺ［１０］的 框 架 划 分 为 资 源 柔 性 和

协调柔性（各 ５ 个 题 项），量 表 条 目 参 考 了

ＳＡＮＣＨＥＺ［２１］以 及 ＫＥＶＩＮ 等［１１］开 发 的 问 卷。
探索性创 新 和 开 发 性 创 新（各４个 题 项）使 用

ＨＥ等［１４］开发的问卷。“双元性创新”变量通过

探索性创 新 和 开 发 性 创 新 的 交 互 作 用 而 获 取

（探索性创新和开 发 性 创 新 的 项 目 平 均 之 后 相

乘），这也是当前国际主流研究通用的方法。以

上问卷采用７点 评 分，要 求 公 司 高 管 评 价 本 公

司近３年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条目所描述的状

态，其中１代 表“非 常 不 符 合”，７代 表“非 常 符

合”。
在企 业 绩 效 的 测 量 上，根 据 ＷＡＮＧ等［２２］

的研究，主要向公司高管询问利润率、投资回报

率、销售回报率和资产回报率，以及利润增长水

平、销售增长 水 平 和 市 场 占 有 率 增 长 水 平。前

４项作为“财务绩效”，后３项作为“财务增长”，
从存量和增量这２个维度更全面地衡量企业绩

效。问卷采用７点 评 分，要 求 公 司 高 管 评 价 本

公司近３年内 在 行 业 内 的 表 现，分 值 越 小 表 示

本企业该指标 的表 现 在 本 行 业 中 越 差，分 值 越

大表示本企业该 指 标 的 表 现 在 本 行 业 中 越 好。

同时，选择企业规模（员 工 数 量）、企 业 年 龄（企

业经营时间）、企 业 性 质（国 有 企 业、集 体 企 业、

民营企业、外资企 业）作 为 控 制 变 量，虽 然 这 些

变量不是研究的重 点，但 有 必 要 在 研 究 中 进 行

相应的控制。

３．２　调查程序与样本结构

本次调查是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１０年６月

间进行的，主要 选 取 了 广 东 企 业 相 对 集 中 的 珠

三角地区以及潮汕 地 区，以 企 业 高 管 为 调 查 对

象，每家企业 填 写 一 份 问 卷。本 次 调 查 共 发 出

问卷５３７份，回收３２７份（回收率为６１％），剔除

无效问卷后，最后得到有效问卷２７４份（有效率

为５１％）。样本企业涉及制造业、服务业、信息

业、零售业等多个行业，多样化的研究样本可以

使我们在调查 中获 得 最 大 化 变 异 的 自 变 量，从

而避免因个别 组织 导 致 的 情 境 局 限；样 本 企 业

中民营企业 占４８％，国 有（集 体）企 业 占１８％，

外资 企 业 占３４％；企 业 成 立 年 限 最 低 为３年

（剔除成 立 低 于３年 的 企 业 样 本），最 高 为５５
年；员工人数最少为５０人，最多为３万人；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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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最少为３人，最多为２５００人。

４　结果分析

４．１　因子分析和信度检验

本文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对战略柔性

的１０个题项和 双 元 性 创 新 的８个 题 项 进 行 了

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方式是采用最大似然方

法来 提 取 因 子，同 时 采 用 最 大 方 差 旋 转，结 果

见表１。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战略柔性指标能够

良好地反映在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这２个因子

上（ＫＭＯ及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 验 达 到０．９１５，解 释 变 异

量的比例达到７７．１％）；双元性创新指标能够良

好地反映在探索性创新和开发性创新这２个因

子上（ＫＭＯ及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达到０．８７７，解释变

异量的比例达到８１．３％）———符合要求。

表１　因素模式矩阵

题项 资源柔性 协调柔性 探索性创新 开发性创新

Ａ１公司投入的一种资源可以灵活地运用到多种产品的研发、生产或销售过程中 ０．８１７
Ａ２公司投入到某种产品上的资源，耗费很少的时间和成本就可以运用到其他产品上 ０．８０４
Ａ３公司拥有的营销资源比竞争对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０．８０４
Ａ４公司拥有的生产资源比竞争对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０．８２２
Ａ５公司模块化的产品设计，比竞争对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０．８３６
Ａ６公司能够迅速地调整总体战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０．８３４
Ａ７公司能够迅速地调整产品战略，以反映公司战略意图及目标市场的变化 ０．８６３
Ａ８公司能够迅速地调整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的资源链，以应对目标市场的变化 ０．７６５
Ａ９公司能够迅速地调配资源，以支持公司的战略调整 ０．８１７
Ａ１０公司能够迅速地变革组织系统，以支持公司的战略调整 ０．８０９
Ｂ１公司非常重视引进新产品（或服务） ０．８８９
Ｂ２公司非常重视增加新产品（或服务）的种类 ０．８４５
Ｂ３公司非常重视开拓新的市场领域 ０．８４０
Ｂ４公司非常重视进入新的技术领域 ０．８０２
Ｂ５公司非常重视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的质量 ０．８８０
Ｂ６公司非常重视提高现有产品（或服务）的灵活性 ０．８３９
Ｂ７公司非常重视降低现有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成本 ０．８１２
Ｂ８公司非常重视提高现有产品的产量或减少物料消耗 ０．８０９
ＫＭＯ及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 　　　　　　　　　０．９１５（战略柔性）　　　　　　　０．８７７（双元性创新）
特征值 ６．４４ １．２７ ５．３９ １．１１
解释变异量的比例／％ ３８．７ ３８．４ ４１．４ ３９．９

４．２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及回归分析

表２报告了各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内部

一致性系数 和 相 关 系 数。战 略 柔 性、双 元 性 创

新以及企 业 绩 效 之 间 都 呈 现 显 著 的 正 相 关 关

系。双元性创新和资源柔性、协调柔性、财务绩

效和财务增长显著正相关，而且资源柔性、协调

柔性以及双元性创新和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程

度也较高。
表２　相关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内部一致性系数和相关系数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成立时间 １２．８ ８．５６
２．员工人数 １７２８２ １７２７８ ０．２１９

３．企业性质 ２．９９ ０．６７－０．０８２ ０．１２３

４．资源柔性 ４．５３ ０．９７ ０．０９４ ０．０５８ ０．１１９ （０．８５）

５．协调柔性 ４．６３ １．０６ ０．０６７ ０．０９４ ０．１８６ ０．６７５ （０．９０）

６．探索性创新 ５．１９ ０．９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４ ０．１８０ ０．５００ ０．５１４ （０．８８）

７．开发性创新 ５．２２ １．０８ ０．１５３ ０．０９６ ０．２０９ ０．５７２ ０．６２０ ０．６６４（０．９３）

８．双元性创新 ５．４８ １．０１ ０．１１１ ０．０４４ ０．２２２ ０．５６２ ０．６０５ ０．８９５ ０．９０１ （０．８９）

９．财务绩效 ４．６２ １．２０ ０．１１０ ０．１６９ ０．１５１ ０．５４２ ０．５２９ ０．５４１ ０．６１７ ０．６１２ （０．９４）

１０．财务增长 ４．６９ １．１５ ０．００７ ０．２３４ ０．１２１ ０．５２７ ０．５５６ ０．５２４ ０．５８９ ０．５９３ ０．９０６ （０．８６）

注： 为ｐ＜０．０１、为ｐ＜０．０５（下同）；括号中的数字为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４．３　假设检验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为了更准确地反 映

企业 绩 效 水 平，本 文 将 企 业 性 质、企 业 成 立 时

间、员工人数作为控制变量，采用层级回归分析

来检验 提 出 的 假 设。通 过 表３的 回 归 分 析 可

知，在控制企 业 性 质、成 立 时 间、员 工 人 数 的 情

况下，战略柔性（资源柔性、协调柔性）和财务绩

效、财务增长显著正相关；双元性创新和财务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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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财务增长显著正相关；战略柔性和双元性创

新显著正相关。由此，假设１、假设２、假设３得

到支持和验证。

表３　假设１～假设３的回归检验

自变量
假设１ａ

财务绩效 财务增长

假设１ｂ

财务绩效 财务增长

假设２

财务绩效 财务增长

假设３

双元性创新 双元性创新

资源柔性 ０．５０５ ０．５０５ ０．５２０

协调柔性 ０．５１０ ０．５４５ ０．５５７

双元性创新 ０．５９２ ０．５９７

成立时间 ０．０４１ －０．０８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２ －０．１１８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５
员工人数 ０．１２０ ０．２１９ ０．１０３ ０．１９８ ０．１４４ ０．２４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７
企业性质 ０．１１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８ ０．１８６ ０．１３９

ΔＲ２ ０．３１５ ０．３２２ ０．３０２ ０．３５６ ０．３７８ ０．３９８ ０．３３８ ０．３６１
ＡｄｊＲ２ ０．３０３ ０．３１０ ０．２９１ ０．３４５ ０．３６８ ０．３８９ ０．３２７ ０．３５０
Ｆ检验 ２７．２４４ ２８．５７５ ２５．６７０ ３３．０４５ ３６．０６６ ３９．９７１ ３０．５５０ ３３．７８１

注： 为ｐ＜０．００１（下同）

４．４　双元性创新中介作用的检验

因为国 际 上 对 双 元 性 创 新 的 通 行 测 量 方

法，是测量潜变量的交互作用（即探索和开发的

交互作用），由于 结 构 方 程 模 型 本 身 的 限 制，潜

变量的交互作用在结构方程模型中一般只能作

为调节变量来处理［２３］。由此，本 文 采 用 层 级 回

归分析法来验证组织双元性在战略柔性和企业

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借 鉴ＢＡＲＯＮ等［２４］提

出的层级回归分 析 法，分３步 验 证 双 元 性 创 新

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在控制变量之后，第１
步用战略柔性解释企业绩效 指 标（财 务 绩 效 和

财务增长）（假设１）；第２步用组织双元性创新

解释企 业 绩 效 指 标（假 设２）；第３步 用 战 略 柔

性解释企业的组织双元性创新（假设３）。如果

这３个检验通过，则说明前面的假设得到支持。

最后用战略柔性和双元性创新同时解释企业绩

效：如果战略柔性的 回 归 系 数 不 再 显 著 而 双 元

性创新的回归系数 仍 然 显 著，则 说 明 双 元 性 创

新在战略柔性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中起到完全

中介 作 用（假 设４）；如 果 战 略 柔 性 和 双 元 性 创

新回归系数都显著，并 且 战 略 柔 性 的 回 归 系 数

显著下 降，则 说 明 双 元 性 创 新 在 战 略 柔 性 影

响企业 绩 效 的 过 程 中 起 到 部 分 中 介 作 用（假

设４）。

由于中介检 验 的 前３步 已 经 得 到 检 验（见

假设１、假设２和假设３），我们检验回归分析的

最后一步，即在使用 战 略 柔 性 和 双 元 性 创 新 同

时解释企业的２个 绩 效 指 标 时，发 现 控 制 变 量

资源柔性（β＝０．２９１，ｐ＜０．００１）、双 元 性 创 新

（β＝０．４２６，ｐ＜０．００１）对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

解释能力；控 制 变 量 资 源 柔 性（β＝０．２８８，ｐ＜
０．００１）、双元性创新（β＝０．４３３，ｐ＜０．００１）对财

务增长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其中，资源柔性虽

然对财务绩效和财务增长仍然具有显著的解释

能力，但是解释能力显著下降，这说明双元性创

新在资源柔性和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

作用，假设４ａ得 到 了 部 分 验 证。同 时，发 现 控

制变量协调柔性（β＝０．２６５，ｐ＜０．０１）、双 元 性

创新（β＝０．４４８，ｐ＜０．００１）对财务绩效 具 有 显

著的解释能 力；控 制 变 量 协 调 柔 性（β＝０．３０２，

ｐ＜０．０１）、双元性创新（β＝０．４３１，ｐ＜０．００１）对

财务增长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其中，协调柔性

虽然对财务绩效和财务增长仍然具有显著的解

释能力，但是解释能力显著下降，这说明双元性

创新在协调柔性和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了部分中

介作用，假设４ｂ得到了部分验证，见表４。
表４　双元性创新在战略柔性和企业绩效之间

的中介效应检验

自变量
假设４ａ

财务绩效 财务增长

假设４ｂ

财务绩效 财务增长

资源柔性 ０．２９１ ０．２８８

协调柔性 ０．２６５ ０．３０２

双元性创新 ０．４２６ ０．４３３ ０．４４８ ０．４３１

成立时间 －０．００１ －０．１２０ ０．００２ －０．１０６
员工人数 ０．１３２ ０．２３１ ０．１２５ ０．２２０

企业性质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２

ΔＲ２ ０．４３８ ０．４５４ ０．４３１ ０．４７２
ＡｄｊＲ２ （０．４２６） （０．４４３） （０．４１９） （０．４６１）

Ｆ检验 ３６．２０６ ３９．２９５ ３５．４２２ ４２．１８６

５　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１）尝试打开了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的影

响机制这一“暗箱”，发 现 双 元 性 创 新 在 战 略 柔

性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

用。以往的研究已经发现了战略柔性能够直接

影响企业绩效，而 本 文 的 实 证 发 现 战 略 柔 性 还

·８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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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通过双元性创新间接影 响 企 业 绩 效（见 图

１），本 文 构 建 的 战 略 柔 性双 元 性 创 新企 业 绩

效的模型对于更深入地理解战略柔性的内涵及

作用机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２）拓 展 了 双 元 性 创 新 的 理 论 探 讨，补 充

了对双元性创新的前因变量的研究。目前该理

论得到公司层次的 认 同 的 前 因 变 量 主 要 是：结

构 前 因 变 量、情 境 前 因 变 量、领 导 前 因 变 量。

ＲＡＩＳＣＨ等［２５］在 对 双 元 性 的 综 述 中 也 提 出 组

织的战略应该成为双元性的前因变量。这种战

略前因变量更可能指的是对探索性创新和开发

性创新的平衡以及 混 合，即 这 种 战 略 前 因 变 量

首先应该在逻辑上保证双元性的存在。本文的

实证研究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验 证 了 ＲＡＩＳＣＨ 提 出

的推论，丰富了对双 元 性 创 新 的 前 因 变 量 的 研

究。
（３）构 建 了“战 略双 元 性 创 新企 业 绩 效”

模型，验证了双元性创新对绩效的作用，从而对

双元性创新的理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当

前绝大多数 研 究 关 注 于“双 元 性绩 效”之 间 的

关系探讨，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描述这个概念，需
要寻找它和 已 知 概 念 的 关 系，做 出“前 因 变 量
双元性绩效”的 实 证 检 验，“战 略 柔 性”这 一 前

因变量，本身就和绩效具有较为稳定的关系，从
而保证“前因变量双元性绩效”结构的稳定存

在。
本研究的工 作 仍 然 是 初 步 的 探 索 性 工 作，

只是打开了“暗箱”的一 角，还 有 很 多 问 题 值 得

进一步深入探讨：包 括 更 大 规 模 和 更 大 样 本 的

测量、调节变量（行 业 动 态 性、行 业 竞 争 性），以

及其他因素 对 模 型 的 影 响 等。在 后 续 研 究 中，
希望通过更为全面的理论分析以及探索性案例

分析，完善模 型，识 别 出 更 多 的 影 响 因 素，将 其

纳入到原有的模型中，以建立更为完善的、有解

释力的理论框架，进 一 步 提 高 研 究 结 论 的 解 释

力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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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特征说明我国Ｒ＆Ｄ强度增长的空间还

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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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１１３（４）：１０５５～１０８９．
［１１］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Ｄ，ＺＩＬＩＢＯＴＴＩ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１，１１６
（２）：５６３～６０６．

［１２］ＬＥＤＥＲＭＡＮＤ，ＭＡＬＯＮＥＹ Ｗ Ｆ．Ｒ＆Ｄａｎｄ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３．

［１３］ＯＥＣＤ．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Ｂ／ＯＬ］．［２００３０２２５］（２０１００１０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ｂｏｏｋ／１１０３０

１１．ｐｄｆ．
［１４］ＧＩＮＡＲＴＥＪＣ，ＰＡＲＫ Ｗ Ｇ．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Ｐａ

ｔｅｎｔＲｉｇｈｔｓ：Ａ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 ［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１９９７，２６（３）：２８３～３０１．
［１５］韩玉雄，李 怀 祖．关 于 中 国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水 平 的 定

量分析［Ｊ］．科学学研究，２００５，２３（３）：３７７～３８２．
［１６］ＧＵＥＬＬＥＣＤ，ＶＡＮ ＰＯＴＴＥＬＳＢＥＲＧＨＥＢ．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 Ｒ＆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Ｄ［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１２（３）：２２５～２４３．
［１７］楚天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Ｒ＆Ｄ投资的区位

模式研究［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

研究所，２００４．
（编辑　杨妍）

通讯作者：肖敏（１９７９～），女，山 东 聊 城 人。上 海 海 事 大

学（上海市　２００１３５）经 济 管 理 学 院 讲 师，博 士。研 究 方

向为管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创新管理。Ｅｍａｉｌ：ｍｉｎｘｉ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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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ＳＡＮＣＨＥＺＲ．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ｆｏｒａｎ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Ｆｕｔｕｒｅ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７，２７（１１）：７１～９５．
［２０］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ＳＡＮＣＨＥＳＡ．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Ｊ］．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２０
（４）：５３７～５５６．

［２１］ＳＡＮＣＨＥＺＲ．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ｆｏｒａｎ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Ｆｕｔｕｒｅ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７，２７（２）：７１～９４．
［２２］ＷＡＮＧＤ，ＴＳＵＩＡ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Ｆｉｒ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００３，２４（５）：５１１～５３５．

［２３］吴艳，温忠麟，林冠群．潜变量交互效应建模：告别均

值结构［Ｊ］．心理学报，２００９，４１（１２）：１２５２～１２５９．
［２４］ＢＡＲＯＮＲＭ，ＫＥＮＮＹＡ．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Ｍｅｄｉａ

ｔｏ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６，５１（６）：１１７３～１１８２．
［２５］ＲＡＩＳＣＨＳ，ＢＩＲＫＩＮＳＨＡＷ Ｊ．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ｍｂｉ

ｄｅｘｔｅｒｉｔｙ：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３４（３）：３３４～３７５．

（编辑　张光辉）

通讯作者：李桦（１９７７～），男，上海人。中山大学（广州市

　５１０２７５）岭南 学 院 博 士 研 究 生，华 南 农 业 大 学（广 州 市

　５１０６４２）经济 管 理 学 院 讲 师。研 究 方 向 为 战 略 理 论 与

实践、创新管理等。Ｅｍａｉｌ：ｆａｔｍａｒｔｉｎ＠ｓｃａ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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