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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授权与新企业合法性关系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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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互动导向与合法性视角，基于中国转型情景下的大样本数据验证了政治网络对

于顾客授权与组织合法性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这一结论说明转型背景下的新企业可以借助

政治网络行为获得一定的成长资源并缓冲制度压力，其依赖顾客授权式互动获取合法性的市

场动机与行为下降，从而表现出顾客授权与组织合法性关系强度上的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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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导向研究 认 为，顾 客 授 权 通 过 让 顾 客

按照自己的喜好参 与 和 体 验 企 业 的 发 展 设 计，

由此被授权顾客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心理所有权

得以提高，从而变得 更 愿 意 以 主 人 翁 的 身 份 支

持和维护企业的健康成长［１］。这些研究往往隐

含着一个假定：正式制度是健全稳定的环境，并

假定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顾客授权促进了既有企

业组织合法性，但是 现 有 研 究 缺 乏 从 合 法 性 视

角分析转型制度环境对于新企业成长的合法性

约束影响的理 论分 析 和 实 证 研 究；国 内 只 有 少

数学者对互动导向进行了理论分析［２，３］，结合中

国制度情境特征的实证研究还是空白。根据中

国转型经济的相关研究，在转型经济背景下，由

于正式制度不健全，网 络 关 系 可 能 起 到 替 代 正

式制度的作用［４，５］，尤其是管理者与政府官员间

的政治网络关系通过提供政府信息、资金支持、

政策扶持 等 资 源 而 影 响 新 企 业 的 绩 效［６，７］。这

就意味着政治网络可能影响顾客授权与组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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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间的关系。

１　理论与假设

１．１　理论述评

ＲＡＭＡＮＩ等［１］提 出 的 互 动 导 向 构 念 包 括

顾客概念、互动反应能力、顾客授权以及顾客价

值管理４个 维 度。不 同 于 以 往 的 市 场 能 力 概

念，他们往往侧重于 基 于 细 分 市 场 分 析 企 业 市

场活动的效果，认为 互 动 导 向 是 反 映 企 业 与 个

体顾客互动，并利用 与 顾 客 的 持 续 互 动 所 获 得

的顾客需求等信息，建 立 可 获 利 的 顾 客 关 系 的

能力。互动导 向 型 企 业 持 有 这 样 一 种 理 念：企

业每项营销活动和市场反应的分析单位应该是

个体顾客而非细分市场或更大的范围。不同于

传统市场导向概念 局 限 于 行 为 或 文 化 的 视 角，
互动导向概念站在 更 加 综 合 的 角 度，实 现 了 理

念与行为过程和实践的相互支持与整合［１］。企

业具有的顾客概念、互动反应能力、顾客授权和

顾客价 值 管 理 的 程 度 越 高，企 业 互 动 水 平 越

高［１］。
顾客授权对于新企业获取合法性和成长可

能非常重要。新企业面临合法性门槛和新进入

缺陷［８，９］，突出 表 现 在 缺 乏 顾 客 认 知 合 法 性［１０］，
因为相对于既有企 业，新 企 业 代 表 着 更 高 的 不

确定性，更需要通过 顾 客 授 权 来 让 顾 客 主 动 参

与和了解新企业的 产 品 设 计 等 信 息，以 提 高 顾

客对新企业的接受度。顾客授权指企业以授权

顾客参与企业发展 设 计 等 方 式，加 强 顾 客 与 企

业的 联 系，并 积 极 建 立 交 易 渠 道；通 过 分 享 信

息、评价、批评、建 议，以 及 产 品／服 务 和 政 策 方

面的想 法 等 建 立 相 互 联 系 与 合 作 的 渠 道［１，２］。

简言之，顾客授权有助于塑造顾客与企业间，以
及顾客与顾客之间的互动。而互动导向程度越

高，企业顾客满意度、顾客所有权和正面口碑等

方面的顾客关系绩效就越好［１１］。新企业更高水

平的互动 将 不 仅 有 助 于 新 企 业 获 得 第 一 批 顾

客，也有助于鼓励新 企 业 既 有 顾 客 将 新 企 业 介

绍给潜在顾客，或者 将 新 顾 客 介 绍 给 新 企 业 等

方式提高新 企 业 正 面 口 碑［１］，而 正 面 口 碑 能 够

促进新企业的产品／服务、销售、仓储等信 息 在

顾客间的传播［１２］，从而促进新企业顾客 的 认 知

合法性［１０］。这种顾客间的口碑效应对于新企业

成长可能是非常重 要 的，因 为 顾 客 的 购 买 决 策

并不完全是一种理 性 行 为，它 不 仅 基 于 顾 客 确

信企业提供了较优 的 经 济 价 值，也 依 赖 于 他 们

感觉自身与 企 业 的 良 好 关 系 ［１３］。尤 其 在 信 息

不对称的时候，顾客往往根据周围的其他人，尤

其是“意见领袖”的 看 法 来 决 定 是 否 购 买 产 品，
而这时新企业基于顾客授权的互动行为对顾客

产生的印象，就成为这些“意 见 领 袖”向 周 围 人

传递意见和发表看 法 的 基 础，将 对 新 企 业 成 长

产生重要的口碑影 响，可 能 使 新 企 业 顾 客 绩 效

方面表现更好［１］。

在中国转型背景下，政治网络对于新企 业

顾客授权与组织 合 法 性 关 系 发 挥 着 重 要 影 响。
政治网络指企 业投 入 资 源 发 展 与 银 行、政 府 官

员等管制机构的关系［１４］。这种政治网络在转型

经济不完善的正式 制 度 框 架 下，在 很 大 程 度 上

会影响个 体 或 组 织 的 成 败［７］。某 种 程 度 上 说，

在中国转型经济背 景 下，网 络 关 系 甚 至 替 代 了

正式制度的作用［４，５］。这是因为在转型经济中，

不完善的正式制度造成了企业经营环境的高风

险和高不确定性，并 因 此 可 能 降 低 了 人 们 之 间

的信任度［７］；导 致 通 过 关 系 获 取 的 信 息 可 能 会

比其他 途 径 获 取 的 信 息 更 加 可 信、丰 富 和 有

用［１５］。先前的理论研究指出，与 政 府 官 员 建 立

关系（政治网络关系）能够弱化新企业的社会政

治合法化压力［１４］。由此可以 推 论，在 转 型 期 政

府对于新企业 成长 仍 然 扮 演 着 重 要 作 用，政 府

是新企业成长 资源 的 重 要 渠 道 之 一，因 而 可 能

会弱化新企业对于一般顾客 市 场 手 段（如 顾 客

授权）的依赖。但是，现有的互动导向研究聚焦

于市场学领域，并 没 有 考 虑 转 型 经 济 背 景 下 政

治网络行为可能对于顾客授权等市场行为的影

响。

１．２　新企业顾客授权与组织合法性关系

虽然互 动 有 助 于 促 进 企 业 与 顾 客 间 的 关

系，但是除非顾客认可这种关系，否则彼此间的

互动不能构成真正有价值的关系［１６］。顾客授权

有助于促进顾客认 可 互 动 关 系，因 为 顾 客 授 权

使顾客从被动接受企业产品转变为主动参与设

计自己喜欢和需要 的 产 品，从 而 增 加 了 顾 客 对

于企 业 的 心 理 归 属 感［１］。尤 其 对 于 新 企 业 而

言，它们面临较低 的 顾 客 认 知 度 和 较 高 的 顾 客

不确定性感知等认知压 力［１７～２０］，更 需 要 通 过 顾

客授权去克服这种合法性约束才能获得顾客资

源。①顾客授权式互动有助于提高新企业的顾

客认知度、认可度与满意度，因而可能正向影响

新企业 的 合 法 性 水 平。由 于 新 进 入 缺 陷 的 存

在，新企业在经营历史、顾客联系等方面都缺乏

让顾客足以信 任的 可 信 性 与 可 靠 性，新 企 业 往

往面临顾 客 认 知 合 法 性 低 的 约 束［８，９］。通 过 与

顾客授权式互动能够增加新企业与顾客间彼此

的了解，从而 能够 提高 顾 客 认 知 合 法 性［１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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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高互动导向的 新 企 业 能 够 让 顾 客 更 多 地

了解新企业的信息 与 知 识，从 而 有 助 于 提 高 顾

客认知合法性［１０］；另一方面，互动提高了企业获

取顾客品味与偏好 方 面 的 精 确 信 息 的 能 力，企

业了解了顾客精确 的 需 求 偏 好，将 有 助 于 更 有

针对性 地 创 造 顾 客 价 值，从 而 获 得 顾 客 认 可。

②顾客授权有助于企业提升顾客的归属感与客

户所有权，提 升 新 企 业 的 合 法 性 水 平。授 权 让

顾客按照自己的喜好参与和体验企业的发展设

计，可能将提高被授 权 顾 客 对 企 业 的 归 属 感 和

心理所有权［２１］。顾客对新企业归属感和心理所

有权的增加将促进他们对于新企业的认可度和

支持度也即组织合法性水平［９］。③新企业顾客

认知合法性的提升 将 同 时 促 进 新 企 业 投 资 者、

供应商、竞争者、员工以及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

合法性水平。比 如，随 着 新 企 业 顾 客 认 知 合 法

性的提升和口碑传 播，投 资 者 和 供 应 商 将 更 加

愿意与该有潜力的 新 企 业 合 作，政 府 也 更 愿 意

支持被顾客接受的 新 企 业，员 工 更 愿 意 留 在 本

企业，竞争者也会更 加 尊 重 一 个 被 顾 客 认 可 的

新企业。总之，顾 客 授 权 通 过 提 升 新 企 业 与 顾

客的互动，以及让顾 客 参 与 到 企 业 发 展 设 计 中

来，有助于增加顾客对于新企业的了解、归属感

和心理所有权感知，降 低 顾 客 对 新 企 业 的 不 确

定感知［２１］；并有助于获得投 资 者、供 应 商、竞 争

者、员工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认可，从

而总体上 促 进 新 企 业 合 法 性 水 平［９］。由 此，提

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　顾客授权正向影响新企业组织合

法性。

１．３　政治网络的调节作用

转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正式制度不健

全，网络关系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替代正式制度

的作用［５］，促使 中 国 企 业 家 与 政 府 官 员 建 立 了

超乎寻常的多种联系。尤其是与政府建立政治

网络对于新企业获取战略性资源（银行融资、项

目审批等）发 挥 着 重 要 的 作 用［７］。这 种 管 理 者

与政府官员的联系，即 所 谓 的 政 治 网 络 在 中 国

转型经 济 中，代 表 着 一 种 独 特 的 管 理 资 源［６］。
现有的实证研究已发现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

新企业与政府的政 治 网 络 关 系，可 能 通 过 获 取

政府的信息、资金支持、政策扶持等资源而正向

影响 新 企 业 绩 效［６，７］。同 时，在 转 型 经 济 背 景

中，各种没有衔接好的“制 度 域”间 形 成 了 大 量

的“制度洞”。创 业 者 建 立 与 政 府 官 员 的 关 系，

有助于占据“制度洞”，而 获 得 大 量 的 制 度 创 业

机会［１８～２２］。

综上所述，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正式制度仍

不健全，新企业 能 够 通 过 政 治 网 络 行 为 利 用 制

度洞获取创业机会［２２］，以及 获 取 信 息、资 金、政

策支持与 合 法 性 等 成 长 资 源［７］。换 言 之，拥 有

政治网络的新企业一定程度上可以从政治网络

关系上获取资源，而 减 少 了 在 获 取 合 法 性 等 资

源方面对于 顾 客 授 权 活 动 的 依 赖 程 度。由 此，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　政治网络负向调节顾客授权与组

织合法性之间的关系。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抽样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样本来源于北京、上海、天津、苏州、
深圳等地的 新 企 业，以 北 京 为 主。本 研 究 委 托

北京某数据公司实施了“新企业成长调查问卷”

的发放与回收工作。因为该公司具有较全的新

企业名录和联系方式。根据研究新企业的需要

和现有文献对 于新 企 业 的 一 般 年 龄 界 定，本 研

究被调查企业的年龄均不超过８年［６，７］。
在调查过程中，首先在数据调查公司的 数

据库中筛选符 合条 件 的 被 调 查 者，并 随 机 联 系

了４５００家 符 合 上 述 条 件 的 新 企 业，向 其 说 明

本次调查的目的和 保 密 性、被 调 查 者 的 管 理 层

次（中高层管理者）、企 业 可 以 得 到 的 研 究 成 果

反馈等信息，最 初 反 馈 有 意 向 接 受 调 查 的 对 象

达９００家，因为管理者工作繁忙等各种原因，经

再次联系确认，最 终 反 馈 同 意 接 受 调 查 的 新 企

业约４００家，将 问 卷 发 放 给 这 些 企 业 的 中 高 层

管理者，并经多次电子邮件和电话联系后，最终

收回１２０份问卷（其中，每份问卷的回答完整率

都在９０％以 上），删 除 不 符 合 新 企 业 研 究 需 要

的问卷１０个，最后保留分析问卷１１０个。

２．２　变量测量

２．２．１　自变量

自变量顾客授权的测量，来自于ＲＡＭＡＮＩ
等 ［１］开 发 的 互 动 导 向 量 表，该 量 表 由１３个 题

项构成，分别测 度４个 维 度，包 括 顾 客 概 念、互

动反应能力、顾客授权及顾客价值管理。其中，

顾客授权由３个题项构成（见表１）。所有题项

均用５点 李 克 特 量 表 测 度，１表 示“完 全 不 同

意”，５表示“完全同意”。

２．２．２　因变量

组织合法性作为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对

它的直接测度比较困难。很多学者采用了许多

不同的客观指标作为代理指标来测度组织合法

性［１７，２３，２４］。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在尝试开发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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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顾客授权因子载荷与信度分析

载荷 信度

顾客授权 ０．５８２

１．鼓励顾客与本企业分享他们对于企业产品或

服务的观点
０．５４

２．鼓励顾客间彼此分享他们对于企业产品或服

务的观点
０．５２

３．鼓励顾客互动式地参与企业产品和服务的设

计
０．６６

测度组织合法性的感知性主观量 表。如ＣＥＲ

ＴＯ等 ［２５］开发的量表，以企业被环 境 的 认 可 度

（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认可）来测度组织合法性水

平的主观量表，该量表包括４个题项（见表２）。

所有题项均用７点李克特量表测度，１表示“完

全不同意”，７表示“完全同意”。

表２　组织合法性因子载荷与信度分析

载荷 信度

组织合法性 ０．８０１

１．顾客高度评价企业的产品 ０．７１６

２．供应商希望与您做生意 ０．８３８

３．员工会自豪地告诉别人他们是您公司的成员 ０．８２３

４．竞争者对您公司很尊重 ０．７９０

２．２．３　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为政治网络。政治网络采用了文

献［４，６，７］针对中 国 情 境 开 发 的 新 企 业 政 治 网

络量表，考察新企业 高 管 多 大 程 度 上 在 做 以 下

事情：“努 力 与 政 府 官 员 及 其 机 构 建 立 人 脉 关

系”；“与国有银行官员及 其 他 政 府 金 融 机 构 维

持好的关系”；“投入实质 资 源 与 行 政 管 理 机 构

官员维持好的关系”；“投 入 大 量 资 金 建 立 与 政

府高层官员的关系”４个题项（见表３）。所有题

项均用５点李克 特 量 表 测 度，让 新 企 业 高 管 描

述，在过去３年中 本 企 业 高 层 管 理 者 多 大 程 度

上做了上述事情。从１～５，１表示“根本没有”，

５表示“很大程度上”。

表３　政治网络因子载荷与信度分析

载荷 信度

政治网络 ０．９１２

１．努力与政府官员及其机构建立人脉关系 ０．８９０

２．与国有银行官员及其他政府金融机构维持好

的关系
０．８４０

３．投入实质资源与行政管理机构官员维持好的

关系
０．９１４

４．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与政府高层官员的关系 ０．９１１

２．２．４　控制变量

根据生命周期等成长理论，本文控制了 规

模、企业年龄、行业类型等变量对新企业绩效的

影响［６］。其中，规 模 采 用 企 业 员 工 人 数 测 度 并

进行自然对数转换；企 业 年 龄 用 企 业 成 立 之 日

起至问卷回收 之日 的 年 限 差 测 度；行 业 类 型 分

为技术型企业（赋 值 为１）与 非 技 术 型 企 业（赋

值为０）。

为了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使用了被 广

泛采用的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检验法来检验量表的

共同方 法 偏 差 水 平［２６］，未 旋 转 的 所 有 变 量 的

ＥＦＡ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的

方差解释度为１９．３３８％，这显示本研究的测量

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２．３　信度、效度检验

２．３．１　顾客授权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ＲＡＭＡＮＩ等 ［１］的互动导向量表，
运用ＬＩＳＲＥＬ８．７软件对于互动导向量表进行了

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互动

导向４个维度具有较好的构念效度（χ
２＝９３．６１，

ｄｆ＝４８，ＲＭＳＥＡ＝０．０９４，ＮＮＦＩ＝０．８７，

ＣＦＩ＝０．９１，ＧＦＩ＝０．８７）。
互动 导 向 构 成 中，顾 客 授 权 因 子 的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值接近０．６，信度较好。表１给出了顾

客授权的ＣＦＡ因 子 载 荷 和 信 度 分 析 结 果。从

信度、因子载 荷 和ＣＦＡ分 析 拟 合 结 果 来 看，顾

客授权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

２．３．２　组织合法性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了ＣＥＲＴＯ等［２６］的组织合法性量

表，并对其进 行ＥＦＡ因 子 分 析，结 果 提 出 了 组

织合法性单因子构成的４个题项。４个题项的

ＫＭＯ检验的ＭＳＡ值为０．７７９，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检验

χ
２＝１３４．５１４（ｄｆ＝６，ｐ＝０．０００），４个题项间在

０．０１水 平 上 显 著 相 关（相 关 系 数 在０．３６５～
０．５７４之间）。说 明 比 较 适 合 作 探 索 性 因 子 分

析。按照因子特征值大于１，主成分分析法，正

交方差最大法旋转提取的组织合法性因子解释

总方差 的６２．９２８％。组 织 合 法 性 因 子 的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值 为０．８０１，显 示 该 子 量 表 的 信 度 很

好。表２给出了因子载荷和信度分析结果。从

因子分析与载荷结 果 来 看，新 企 业 绩 效 量 表 具

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２．３．３　政治网络因子分析

本文对政治网络量表进行ＥＦＡ因子分析，
结果提出了政治 网 络 单 因 子 构 成 的４个 题 项。

４个 题 项 的 ＫＭＯ 检 验 的 ＭＳＡ 值 为０．８３６，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 检 验 χ
２ ＝３００．９７７（ｄｆ＝６，ｐ＝

０．０００），４个 题 项 间 在０．０１水 平 上 显 著 相 关

（相关系数在０．６３８～０．７８９之间）。说明比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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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探 索 性 因 子 分 析。按 照 因 子 特 征 值 大 于

１，主成分分析法，正 交 方 差 最 大 法 旋 转 提 取 的

政治网络因 子 解 释 总 方 差 的７９．０８３％。政 治 网

络因子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为０．９１２，显示该子量

表的信度很好。表３给出了因子载荷和信度分

析结果。从因 子 分 析 与 载 荷 结 果 来 看，新 企 业

绩效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２．３．４　量表总体构念效度检验

量表的 构 念 效 度 分 为 聚 合 效 度 与 区 分 效

度，是可以运 用 统 计 工 具 进 行 检 验 的。本 文 涉

及主要变量有互动导向（顾客概念、互动反应能

力、顾客授权与顾 客 价 值 管 理）、组 织 合 法 性 及

政治网络等。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些变量的聚合

效度和区分效度，依据ＮＡＤＫＡＲＮＩ等 ［２７］建议

的构念效度检验方法，同时将顾客概念、互动反

应能力、顾客授权、顾客价值管理、组织合法性、

政治网络 等７个 潜 变 量 纳 入 结 构 方 程 模 型 作

ＣＦＡ分析。结 果 显 示７因 子 模 型 很 好 地 拟 合

了 数 据（χ
２ ＝３１７．９４，ｄｆ＝２０９，ＲＭＳＥＡ＝

０．０６９，ＮＮＦＩ＝０．８９，ＣＦＩ＝０．９１，ＩＦＩ＝

０．９１）。ＣＦＡ 分 析 显 示，各 因 子 载 荷 分 别 为：顾

客概念因子 载 荷 取 值 变 动 范 围０．３５～０．６５，互

动反 应 能 力 因 子 载 荷 取 值 变 动 范 围０．５８～
０．６８，顾客授权 因 子 载 荷 取 值 变 动 范 围０．４９～
０．６８，顾 客 价 值 管 理 因 子 载 荷 取 值 变 动 范 围

０．６２～０．７９，组织 合 法 性 因 子 载 荷 取 值 变 动 范

围０．６５～０．７９，政治网络因子载荷取值变动范

围０．７６～０．９０。以 上 数 据 显 示 本 文 使 用 以 往

成熟量表测度相关 概 念 具 有 较 好 的 聚 合 效 度。

因子间的相关系数 显 示：顾 客 概 念 与 政 治 网 络

相关系数不显著（ｐ＞０．１０），互动反应能力与组

织合法性为０．３４０（ｐ＜０．００１），互 动 反 应 能 力

与政治网络为０．１８９（ｐ＜０．０５）；顾客授权与组

织合法性为０．４１７（ｐ＜０．００１），顾 客 授 权 与 政

治网络相关系数不显著（ｐ＞０．１０）；顾客价值管

理与组织合 法 性 为０．３６９（ｐ＜０．００１），顾 客 价

值管理与政治网络相关系数不显著（ｐ＞０．１０）。

综合相关系数与ＣＦＡ检验拟合结果来看，显示

本文量表的结构效度较好。

３　数据分析与结果

３．１　相关分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开展了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 分

析见表４，顾 客 授 权 与 组 织 合 法 性 显 著 正 相 关

（ｒ＝０．４１４，ｐ＜０．０１），这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

设１。

表４　子相关矩阵与描述性统计（ｎ＝１１０）

变 量 均 值 标 准 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１．顾 客 授 权 ３．８４ ０．６５
２．组 织 合 法 性 ４．９７ ０．９６ ０．４１４

３．政 治 网 络 ２．９６ １．０７ ０．０９１ ０．０２６
４．技 术 产 业 ０．５８ ０．５０ ０．０９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６
５．企 业 年 龄 ４．１３ ２．４３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５
６．规 模 ７２．９３ ２１５．６１ －０．０９４ ０．０８８ ０．１１４ －０．０７０ ０．１２１

注：为ｐ＜０．０１

３．２　层级回归分析与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对顾客授权与政治网络等自变量进行

了Ｚ标准化，然后将两者相乘，并将交互乘积项

作为检验调节效应的交互变量。本文对政治网

络作为顾客授权与组织合法性间的调节效应进

行了３级层级回归分析（见表５）。①检验行业

类型、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对组织

合法性的影响效应；②检 验 顾 客 授 权 与 政 治 网

络对组织合法性的 直 接 效 应，其 中 顾 客 授 权 的

非标准回归 系 数 为０．４２５（ｐ＜０．００１），政 治 网

络的非标准回归系数 为０．００４（ｐ＞０．１），与表

４的相关分析 结 果 一 致，进 一 步 支 持 了 假 设１；

③将顾客授权与政治网络的乘积项纳入层级回

归，回归结果支持 政 治 网 络 对 顾 客 授 权 与 组 织

合 法 性 关 系 起 负 向 调 节 效 应，调 节 系 数 为

－０．２０２（ｐ＜０．０５，ΔＲ２＝０．０４０），假 设２得 到

支持。为了直 观 地 观 察 交 互 效 应，本 文 作 出 了

顾客授权与政治网络对于组织合法性的交互图

（见图１）。回归分析中，各回 归 方 程 的ＶＩＦ 值

均小于２，说明共线性水平是可以接受的［３０］。

表５　顾客授权作为自变量的层级

回归分析结果（ｎ＝１１０）

变量
组织合法性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１９３ －０．１４４ －０．００６

技术产业 －０．１６４ －０．２１８ －０．２５３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规模（自然对数）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０ ０．０５３

直接效应
顾客授权 ０．４２５ ０．４０９

政治网络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９

调节效应 顾客授权×政治网络 －０．２０２

Ｒ２ ０．０１７ ０．２１１ ０．２５１

ΔＲ２ ０．１９４ ０．０４０

Ｆ ０．５７７ ５．１７９ ５．３６４

Ｔｏｔａｌｄｆ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２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ｄｆ ９９ ９７ ９６

注：、分别表示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５

·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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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政治网络与顾客授权的交互作用效应图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理论启示

ＮＯＲＴＨ［２９］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

同塑造了企业的战略选择。ＰＥＮＧ等 ［５，３０］认为

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正式制度不够健全，影响较

弱，而规范治理与人 际 关 系 等 非 正 式 制 度 上 升

为塑造企业战略和 驱 动 企 业 绩 效 的 关 键 力 量，

并促使企业倾向于实施网络化成长战略。换句

话说，管理者培育的 人 际 关 系 网 络 可 能 替 代 了

正式制度 的 作 用。ＴＳＡＮＧ ［１４］指 出，面 临 较 强

社会政治合法性约 束 的 中 国 创 业 企 业，可 能 借

由政治网络采取拉拢收买等制度响应战略来应

对制度压力。因 为 在 转 型 经 济 背 景 下，政 治 网

络可能通过提供政府信息、资金支持、政策扶持

等资源而促进新企业绩效［６，７］；并可能帮助创业

者利用各种“制度洞”，开发制度创业的机会［２２］。

一些学者也指出，网 络 有 助 于 减 轻 创 业 企 业 的

合法化压 力［８，９］，但 是，既 有 的 理 论 研 究 还 没 有

实证检验政治网络在顾客授权与组织合法性关

系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验证了顾客授权与组

织合法性间的正向关系以及政治网络在顾客授

权与组织合法性关系间的负向调节作用。这一

结论说明转型经济 背 景 下，政 治 网 络 作 为 一 种

资源来源的途径，仍 然 影 响 着 新 企 业 合 法 化 成

长，它在一定程度上 替 代 了 顾 客 授 权 式 互 动 对

于组织合法化的作 用，发 挥 着 对 于 新 企 业 成 长

的独特作用。表现为具有强政治网络关系的新

企业，可能不那么积 极 地 采 用 与 顾 客 互 动 的 市

场行为；而只具有弱 政 治 网 络 关 系 或 不 具 有 政

治网络关系的新企 业，则 更 加 积 极 地 采 取 互 动

市场行为，以增加与顾客的良好互动。

４．２　实践启示

本研究验证了政治网络对顾客授权与组织

合法性关系的调节 作 用，意 味 着 在 转 型 经 济 背

景下，政治网络可能 仍 是 新 企 业 的 一 种 重 要 的

资源来源和潜在的 创 业 机 会，能 够 减 弱 新 企 业

的制度化压力，并 部 分 替 代 顾 客 授 权 对 组 织 合

法性的正向影响。

对新企业的实践启示是，新企业一方面 应

该利用信息技术平台，发挥市场的作用，提升顾

客授权的互动水平，从而提升组织合法性，为新

企业搭建良好的顾 客 关 系 资 源，奠 定 成 长 的 基

础；另一方面，在 转 型 经 济 背 景 下，政 治 网 络 对

顾客授权与组织合法性间关系产生一定的负向

调节效应（替代作用），说 明 政 治 网 络 作 为 新 企

业可能的资源来源，能 够 降 低 新 企 业 的 合 法 化

压力［１４］，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一般顾 客 市 场

的作用，从而降低了新企业对顾客授权的依赖，

因此表现出具 有强 政 治 网 络 关 系 的 新 企 业，其

顾客授权与组织合法性间的关系强度要小于具

有弱政治网络关系的新企业顾客授权与组织合

法性关系间的强度。

４．３　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实证检验了新企业政治网络对顾客授

权与组织合法性关系的调节效应。未来研究可

以进一步 考 察 投 资 者 和 政 府 来 测 度 组 织 合 法

性；可以采取动态 跟 踪 制 度 演 化 来 搜 集 数 据 的

方式，进一步分 析 政 治 网 络 对 顾 客 授 权 与 组 织

合法性关系影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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