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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资源投入对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影响,基于联盟中任何一方通过自身吸收能力可实现

自身创新资源总量增长这一假设,建立联盟成员创新资源总量增长模型,提出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维持稳定性

的条件和实现途径。研究表明,联盟中任何一方的吸收能力大于因向联盟中投入资源而给自身资源总量增长

带来的负面影响时,联盟是稳定的;同时,吸收能力较大的一方可以通过加大资源投入量使另一方吸收能力增

加,从而维持联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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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稳定性是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研究

领域的重要问题，联盟未达到预期目标而解体的比率高达

30%~50%［1］。Birnbirg［2］认为绝对与相对投入的程度、回

报的对称性、双方的信任程度等因素影响着联盟的稳定性。

Das 和 Teng［3］认为资源投入是无法借助于机制设计进行规

避的影响联盟稳定性的功能性因素。Lane 和 Salk 等［4］认

为吸收能力为吸收和利用对方知识的能力，取决于自身的

研发投入。Kamien［5］通过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吸收能力

对 联 盟 成 员 的 研 发 投 入 、 研 发 策 略 等 方 面 的 影 响 。

Confessore 和 Mancuso［6］研究了 R&D 竞争动态模型，提出

吸收能力与研发投入有关。胡珑瑛等人［7］从创新资源和创

新能力两个方面研究了技术创新联盟稳定性的维持条件。

分析发现，资源投入是影响联盟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但是

很少有人从这一方面对联盟稳定性进行定量研究，而基于

吸收能力与资源投入之间的相关性对联盟稳定性进行研究

更是少之又少。基于此，本文提出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维持

稳定性的条件，并从定量的角度研究吸收能力与资源投入

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如何从资源投入与吸收能

力这两方面维持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稳定性。 

1 创新资源总量增长模型的建立 

1.1 基本假设的提出 

(1)联盟有两个成员，分别为企业和学研方，双方合作

进行技术创新。 

(2)对于企业和学研方来说，创新资源总量是时间的连

续可微函数。设企业和学研方的创新资源总量分别为 ( )f t

和 ( )g t ，企业和学研方投向联盟中的资源投入量分别为 x

和 y 。根据联盟协议，任何一方一旦将创新资源投入联盟，

那么投入方将不能独立充分地利用这部分投入资源。这意

味着将会对自身创新资源总量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3)对于企业和学研方来说，双方均有一定的吸收能力，

分别为 ( 0)q q > 和 ( 0)g g > 。任何一方通过资源共享，并利

用自身的吸收能力，都可以实现自身创新资源总量的增长。 

1.2 联盟成员创新资源总量增长模型的建立及求解 

对于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各方来说，创新资源总量的增

长主要来自于 3 个方面： 

(1)自身向联盟中投入一定的创新资源以实现合作创

新，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自身创新资源总量的增长，否则

将失去联盟的动力。假设企业创新资源总量的增长与自身

投入到联盟中的资源投入量成正比，比例系数为 ( 0)p p ³ ，

对于学研方亦如此，比例系数为 ( 0)q q ³ 。那么，企业和学

研方创新资源的增长量分别为 px 和 qy 。 

(2)自身向联盟中投入创新资源后，利用剩余创新资源

数量独立进行技术创新，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创新资源总

量的增长。假设在某一时刻拥有的创新资源总量为 1，企业

创新资源总量的增长与剩余创新资源数量成正比，比例系

数为 ( 0)u u ³ ，对于学研方亦如此，比例系数为 ( 0)v v ³ 。

那么，企业和学研方创新资源的增长量分别为 (1 )u x- 和

(1 )v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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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方向联盟中投入一定的创新资源，另一方通过利

用自身的吸收能力，实现自身创新资源总量的增长。假设

企业创新资源总量的增长与和学研方投入到联盟中的资源

投入量成正比，比例系数即为吸收能力 q ，对于学研方亦

如此，比例系数为 g 。那么，企业和学研方创新资源的增

长量分别为 yq 和 xg 。 

于是，企业和学研方创新资源总量增长速度可表示如下： 

(1 )

(1 )

df
px u x y

dt
dg

qy v y x
dt

q

g

ì = + - +ïï
í
ï = + - +
ïî

  (1) 

求解上述方程组，可得平衡点为： 

* ( )
( )( )

v v q u
x

u p v q
q

qg
+ -

=
- - -

， * ( )
( )( )

u u p v
y

u p v q
g

qg
+ -

=
- - -

 (2) 

*x 和 *y 分别表示企业和学研方创新资源总量增长速度

达到最大时的资源投入量。式(2)中， ( )u p- 和 ( )v q- 分别

代表企业和学研方投入联盟单位创新资源(放弃独立使用该

部分创新资源)而给自身创新资源总量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2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稳定性分析 

2.1 联盟稳定性分析 

(1)当 0u = 或 0v = 时，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不稳定的。

此时企业或学研方创新资源总量的增长与各自剩余创新资

源数量无关，即企业或学研方不能利用自身剩余创新资源

进行技术创新活动。 

(2)当 0u = 且 0v = 时，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不存在稳定性

问题。因为此时有 * 0x = 且 * 0y = ，也就是说企业、高校或

科研院所之间没有形成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当 0u > ， 0v > 且 1
u p v q

q g
- -

× > 时，联盟的稳定性

分以下 4 情况讨论： 

①若 1
u p

q
-

> 且 1
v q

g
-

> ，说明企业投入联盟单位创新

资源而给自身创新资源总量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企业自身

的吸收能力，对于学研方亦如此。此时，联盟不利于双方

创新资源总量的增长，企业和学研方会退出联盟，联盟是

不稳定的。 

② 1
u p

q
-

> 且 1
v q

g
-

< ，说明企业投入联盟单位创新资

源而给自身创新资源总量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企业自身的

吸收能力，对于学研方恰好相反。此时，联盟不利于企业

创新资源总量的增长，企业会退出联盟，联盟是不稳定的。 

③ 1
u p

q
-

< 且 1
v q

g
-

> ，说明企业投入联盟单位创新资

源而给自身创新资源总量带来的负面影响小于企业自身的

吸收能力，对于学研方恰好相反。此时，联盟不利于学研

方创新资源总量的增长，学研方会退出联盟，联盟是不稳

定的。 

④ 1
u p

q
-

< 且 1
v q

g
-

< ，说明企业投入联盟单位创新资

源而给自身创新资源总量带来的负面影响小于企业自身的

吸收能力，对于学研方亦如此。此时，联盟对于企业和学

研方创新资源总量的增长均是有利的，联盟是稳定的。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存在是因为它能使企业和学研方

自身创新资源总量的增长率大于其各自的固有增长率，否

则联盟没有存在的必要，必然走向解体。换句话说，技术

创 新 战 略 联 盟 的 稳 定 临 界 点 需 要 满 足 如 下 条 件 ：

( )* *,x y

df
dt

a> 且
( )* *,x y

dg
dt

b> 。其中，a 和 b 分别为企业和学

研方自身资源固有增长率，且 0a > ， 0b > 。 

综上所述，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保持稳定需要满足的条

件为： 

 

( ) ( )* * * *, ,

0 0

1 1

x y x y

df dg
dt dt

u v

u p v q

a b

q g

ì
> >ï

ï
ï > >í
ï - -ï < <
ï
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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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当企业投入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单位创新资源，而给

自身创新资源总量带来的负面影响小于学研方自身的吸收

能力；同时，学研方投入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单位创新资

源而给自身创新资源总量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小于企业自

身的吸收能力时，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稳定的。 

2.2 资源投入与吸收能力的关系研究 

命题 1：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当 ( )u v uqq + > 时，随

着企业资源投入量的增大，学研方的吸收能力也增大，且

增加速度越来越小；当 ( )v u vpg + > 时，随着学研方资源

投入量的增大，企业的吸收能力也增大，且增加速度越来

越小。 

证 明 ： 由 式 (2)中 企 业 创 新 资 源 投 入 量 表 达 式 ， 有

( )( ) ( )u p v q v v q u
x

q
g

q q
- - + -

= - 。 

2

( )d v v q u
dx x
g q

q
+ -

=   (4) 

要使式(4)大于零，只需 ( )u v uqq + > 。对学研方同理可证。 

命题 2：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当 [ ]( ) ( ) 0v q u p v ug- - + >

时，随着企业资源投入量的加大，其自身吸收能力也增大，

且增加速度越来越小；当 ( )[( ) ] 0u p v q u vq- - + > 时，随着

学研方资源投入量的加大，自身吸收能力也增大，且增加

速度越来越小。 

证 明： 由 (2 )式 中企 业创 新资 源投 入量 表达 式，有 

( )( ) ( )u p v q x v q u
x v

q
g

- - - -
=

+
。 

[ ]
2

( ) ( )

( )

v q u p v ud
dx v x

gq
g

- - +
=

+
 (5) 

要使式(5)大于零，只需 [ ]( ) ( ) 0v q u p v ug- - + > 。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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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方同理可证。 

2.3 基于资源投入与吸收能力关系的联盟稳定性研究 

定理：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吸收能力较大的一方可

以通过加大资源投入量来平衡吸收能力较小一方的负面影

响，从而维持联盟稳定。 

证明： 1
u p

q
-

> 且 1
v q

g
-

< 意味着企业投入联盟单位创

新资源而给自身创新资源总量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企业自

身的吸收能力。根据命题 1，随着学研方向联盟中的资源投

入量不断加大，其自身的吸收能力也随之增大，即当学研

方吸收能力大于企业时，学研方不断增加资源投入，企业

的吸收能力也随之增大。根据式(3)，当企业吸收能力增大

至满足 1
u p

q
-

< 时，其吸收能力大于因投入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中创新资源而给自身创新资源总量带来的负面影响，

即 满 足 技 术 创 新 战 略 联 盟 维 持 稳 定 的 条 件 1
u p

q
-

< 且

1
v q

g
-

< ，从而实现联盟稳定。同理，学研方亦如此。总之，

吸收能力较大的一方可以通过加大资源投入量来平衡吸收

能力较小一方的负面影响，满足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维持稳

定的条件，从而维持联盟稳定。证毕。 

3 算例及仿真 

取 3u = ， 2v = ， 2.7p = ， 1.8q = ，利用 Maple 11 进

行模拟仿真，如图 1、图 2、图 3 和图 4 所示。  

    

 
图 1 企业资源投入与学研方吸收能力的关系 

 

 
图 2 学研方资源投入与企业吸收能力的关系 

 
图 3 业资源投入与自身吸收能力的关系  

 
图 4 学研方资源投入与自身吸收能力的关系 

4 结论 

本文基于联盟中任何一方通过自身吸收能力可实现自

身创新资源总量增长这一假设，研究了资源投入与吸收能

力对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当企业投入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单位创新资源而给

自身创新资源总量带来的负面影响小于学研方自身的吸收

能力，同时学研方投入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单位创新资源

而给自身创新资源总量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小于企业自身的

吸收能力时，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稳定的。 

(2)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企业(学研方)的吸收能力不

仅与自身向联盟中的资源投入量成正比，也与学研方(企业)

向联盟中的资源投入量成正比。而且，吸收能力的增加速

度越来越小。 
(3)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吸收能力较大的一方加大资

源 投 入 量 会 使 另 一 方 吸 收 能 力 随 之 增 大 ， 当 增 大 至

1
u p

q
-

< 或 1
v q

g
-

< ，便可实现联盟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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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tabilit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y Alliance Based on 
Resources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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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search the influence of resources input on the stabilit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y alliance, the gross 

growth model of the member’s innovation resources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hypothesis that member’s absorptive capability 

can promote the growth of its own innovation resources amount. By the analysis of this model, the maintenance condition 

of alliance stability is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maintenance condi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ources input and 

absorptive capability, the effective approach is proposed to keep the stability of allianc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y alliance is stable if either party’s absorptive capability is greater than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n its own 

innovation resources amount caused by giving up the use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into alliance. Furthermore, the party whose 

absorptive capability is greater can put more innovation resources into alliance to make other party’s absorptive capability 

increase to realize the stability of alliance. 

Key Words: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y Alliance; Resources Input; Absorptive Capacity; St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