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技 进 步 与 对 策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Vol.27 No.13 
Jul. 2010 

第 27 卷 第 13 期 

2010 年 7 月 

企业超动态能力与自主创新机制之关联研究 

张春明 

(天津大学 管理学院，天津 300072) 

摘 要：在开放的动态的自主创新机制系统下，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防范机

制、合作机制 5 个子机制的相互协调、共同作用形成创新成果。从整个企业系统来看，企业的超动态能力、

自主创新机制及绩效 3 个子系统相互关联、互相影响，企业的超动态能力显著正向影响自主创新机制；企

业的自主创新机制显著正向影响创新绩效，并在动态能力、创新绩效形成的过程中起着中介的作用；企业

的自主创新机制及绩效对超动态能力具备反馈效应，而且动态环境的动态性越强就越显著地正向影响企业

的超动态能力和自主创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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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企业动态能力理论与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结合起

来，提出了企业超动态能力、自主创新机制与绩效三者之

间关系的结构概念模型，同时论证了由于动态环境的变化

给企业自主创新机制带来的影响，进而指出世界性金融危

机的发生，对我国企业不仅是一次挑战，而且也给我们整

个国家的自主创新机制的构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 

1 相关概念阐述 

传统的技术追赶理论认为，从技术引进到消化吸收再

到技术创新是一个可以自动发生的过程。但在开放的经济

条件下，情况却并非如此，自主创新机制的建立除了要有

创新主体的主观努力，还要求有动态环境的支持及创新要

素之间的匹配等。尤其在当前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创新主体要具备一定的超动态能力，才能形成自主创新的

机制及绩效。 

1.1 企业超动态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边界的增大，企业市场

动态特征的增强，Teece 等［1］在战略框架中首次引入了企

业动态能力的概念.动态能力这一提法很好地体现了动态环

境下组织能力的含义。按照 Teece 等的观点,“动态”一词指

为了与动态变化的外部环境保持一致,企业延续或重构自身

胜任力的能力;而“能力”一词则强调了战略管理在正确处

理、整合和重构企业内外部组织知识、资源和技能以适应

环境变化方面的关键作用。Teece 等［2］认为，动态能力是

企业为应对外部环境快速变化而构建、整合或重构内外部

胜任力的能力。在 Teece 之后，的很多学者对动态能力进

行了研究，并构建了相应的分析框架。 

虽然经过众多学者多年的研究，但在动态能力研究方

面仍面临着许多的问题：①缺乏统一的分析工具；②实证

研究较为困难即研究远离了企业；③定量研究存在困难；

④缺乏与其它学科一起进行交叉性研究等。本文结合企业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 提出了企业超动态能力的观点。

认为超动态能力是企业为应对外部环境快速变化而建立的

以主动性为主要特征的活的能力。它的主体指具有适应性、

主动性的“活”的实体。前期的动态能力可能是被动性的动

态，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系统所交给的某一项任务或

功能，没有自身的目标或取向，即使与环境有所交流，也

只能按照某种固定方式作出固定的反应，不能在与环境交

互中“成长”或“进化”。而超动态能力的构建更强调于自身的

目标(取向)，随着时间而不断进化，能够在与环境的交流和

互动作用中，有目的、有方向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和结

构，以适应环境要求，或与其它主体进行协同，合作或竞

争，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或利益。 

本文根据企业超动态能力的内涵，将它分为主动研发

能力、资源配置与整合能力及学习能力，最大作用是通过

主动行为来改变企业获取资源的方式，多种外部资源的使

用攻破了内部资源稀缺所带来的限制。 

1.2 企业自主创新机制 

自主创新并不是世界通行的概念，它是我国作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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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提出的特殊定义，学者们对它有不同的理解。本文

以 2006 年 1 月 9 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解释

为准，认为自主创新的内涵包括 3 个方面：原始创新、集

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者都是自主创新的重要

组成部分，且相互包容、相互依存，各有侧重。 

本文把企业看成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开放系统，该系

统中的相关自主创新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互为因果的联系方式及运行规划，于是便借助“机制”一词

来反映这种关系。 同时认为：企业自主创新机制指自主创

新活动中各种创新因素的结构、功能及其内在联系所组成

的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外界动态

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表现为创新主体在创

新方面的自我管理机能和活动协调机能，它具有系统的 6

个基本特征：整体性、相关性、结构性、动态性、目的性、

环境适应性，可以视为一个系统。 

1.3 企业自主创新绩效 

企业自主创新绩效为在一段经营期间的企业自主创新

活动的产出或效果，是企业实施自主创新活动所带来的效

益。本文将它分为有形绩效和无形绩效两类。有形绩效主

要指企业的专利数、企业的新产品数等；无形绩效指企业

形成的时刻紧跟技术潮流的意识、企业以新工艺、新产品

和服务的创新而为人所知的程度等。 

2 企业超动态能力与自主创新机制之关联

模型 

本文以企业动态理论的逻辑为出发点，对企业自主创

新机理理论进行了研究，提炼出企业的超动态能力、自主

创新机制及绩效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关键变量，并阐述其

基本作用关系，并将其它影响因素和作用关系作了暂时隔

离，实际上影响自主创新绩效的因素，除了创新机制之外，

还有其它方面，本文只是按照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其

它影响因素和作用关系作了理想化的假定。 

2.1 相互作用关系分析 

2.1.1 企业自主创新机制的构建过程 

企业自主创新机制指企业在自主创新活动中，各种创

新因素的结构、功能及其内在联系所组成的一个复杂的动

态的创新系统［3］。它由自主创新的 5 个子机制(动力机制、

运转机制、保障机制、防范机制和合作机制)组成。为说明

企业自主创新机制的构建过程，现建立企业自主创新机制

模型见图 1。 

 

图 1 企业自主创新机制模型 

企业自主创新机制是一个集合的概念，自主创新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由市场的需求拉力、技术的推动力、 

政策行为的支持力、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内部激励机制组成

的动力机制是创新的源泉；由组织、投入、人才、激励 4

个方面组成的保障机制为自主创新机制提高人财物的资源

保障；由针对技术风险、研发核心人才流失的风险、财务

风险、市场知识和产权风险组成的防范机制为自主创新系

统的运行进行风险控制；通过战略联盟、共性技术合作、

技术服务平台等形成合作机制，为系统运转提供契约型保

障；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再创新的不同模式

下，企业自主创新运行机制都构成了企业实施创新行为的

内在机能和运转方式。从 5 个子机制的内涵来分析，本文

认为 5 个子机制的核心是自主创新运行机制，它的运转是

推动整个创新体系向前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其它 4 个子

机制对运行机制存在直接影响，且 4 个子机制之间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从整个创新系统来看，5 个子机制的动态协

同效应的表现形式是创新成果的形成，协同导致有序，协

同作用是任何复杂系统本身所固有的，通过 5 个子机制的

协同产生出的超越自身的整体宏观效应，从而实现系统的

有序性，产生新的稳定结构。 

2.1.2 企业超动态能力对自主创新机制的作用 

企业自主创新机制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是企业依

靠知识积累，追求技术前沿，通过知识学习与知识共享，

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不断提高 R&D 能力，实现知识创新，

从而获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并完成产业化应用

而进行的技术创新活动的一个系统。其表现形式为重大的

原始性创新与技术突破，集成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基

础上的二次创新。而企业的超动态能力是以主动性适应为

特征的提升能力，主动研发能力、资源配置与整合能力及

学习能力是它的隐性能力，也是它的基本能力。由于自主

创新具有技术突破的内生性、技术与市场方面的率先性、

知识和能力支持的内在性和高投入、高风险等特征，企业

实施自主创新必须具有良好的基础，除了拥有完备的创新

环境之外，企业还要具备主动的适应力才能胜任自主创新

的活动。 

企业所在的动态环境对企业的自主创新机制的生成与

运行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它们作为外因，只有通过诱导、唤

起、驱动作用而转化成内因，才能实现其自主创新活动。本

文认为企业的超动态能力是企业的内因，企业的超动态能力

中的各个分力形成了自主创新的动力，推动了自主创新的运

行机制的运转。企业能否具备超动态能力是企业自主创新机

制顺利运行的重要方面。企业超动态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

到企业能否成功地完成自主创新活动。如果企业不具备一定

的研发能力，不具有不断学习的素质和能力，没有整合和处

置自主创新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等资源的能力的话，

企业的自主创新机制将无法启动。企业即使受到的利益驱动

力再大，企业自主创新机制都是不可能形成和运行的。企业

超动态能力与自主创新机制之间的影响关系并非是简单的

一一对应关系。即使在基本相同的环境条件下，企业所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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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能力的强弱差异、组合不同，将影响企业对自主创新

模式的选择及其机制的形成。企业的超动态能力对企业自主

创新机制有着正相关关系的影响。 

2.1.3 企业自主创新机制对绩效的影响 

企业自主创新机制，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结合技术

创新的理论，通过系统的组成要素主体,以及系统与要素之

间、要素与要素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相互联系，形成了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 5 个子机制，从

而构成的一种有规律性的体系。这种体系的正常而有效率

的运转，形成自主创新的绩效，包括有形和无形的绩效。

自主创新机制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对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产业升级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企业长期发展角度来看，企业必须进行超动态能力的培

育，形成自主创新的机制以取得较好的创新绩效；从产业

的长期发展来看，企业也需要通过自主创新机制的建立以

实现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升级。自主创新机制对创新绩效有

着正相关影响，并在动态能力、创新绩效形成的关系中起

着中介的作用。 

2.1.4 动态环境对企业超动态能力及自主创新机制的影响 

动态环境是对创新机制的运行和绩效起着潜在影响的

内外部机构或力量。当企业处于一个高的动态环境时，经

营者面临着一个模糊的、缺乏清楚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较好

战略选择的经营环境，这些因素迫使经营者只能在有限诊

断观察的情况下对公司的经营环境快速地作出战略决策，

从而建立企业动态能力［4］。在动态环境中, 企业原有的单

一技术竞争优势难以长期持续, 企业竞争优势的持续也不

可能建立在单一技术优势之上。积极、主动地利用技术来

获取长期竞争优势以提升主动适应环境为特征的超动态能

力是企业发展的趋势，动态环境对自主创新机制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同时，动态环境要求企业保持较高的动态能力

战略，实施柔性化管理，建立合适的自主创新体制。而且，

环境动态性越强，它就越显著地影响企业超动态能力；环

境动态性越高，它对企业自主创新机制的影响就越显著。 

2.1.5 企业自主创新机制及绩效对超动态能力之反馈效应 

企业超动态能力是一种随外部动态环境变化而不断调

整的能力，通过研发、资源配置和不断学习，有助于企业

自主创新机制的形成。同时，本文认为企业自主创新机制

构建和绩效形成的过程也伴随着促使企业的超动态能力不

断变化的过程，企业自主创新机制对企业超动态能力具备

反馈效应。在高速变化的环境下，环境越动态，就越影响

创新过程。而如果企业自主创新机制构建过程中产生的动

态能力有利于该过程发展，并对下一个循环有指导作用，

则企业自主创新机制及绩效与超动态能力之间形成了良性

循环，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反之，如果企业自主创

新机制构建过程中产生的动态能力与动态环境因素不匹

配，则会抑制该过程的发展，企业自主创新机制及绩效与

超动态能力之间形成了非良性循环，则对创新绩效产生负

面影响。本文以系统分析的思考方式，建立具有反馈特征

的相互间协调运作的系统。当企业的自主创新机制的运转

符合环境变化的趋势时，无形的动态能力将被有形的、具

体的自主创新的过程所放大，被创新绩效的趋好而放大，

放大后的动态能力将进一步促进自主创新机制的 5 个子机

制的发展与协调。 

2.2 整体概念模型的形成 

为进一步说明基于超动态能力的企业自主创新机制及

绩效的构建过程，现建立整体概念模型见图 2。 

 

图 2 基于超动态能力的企业自主创新机制及绩效的概念模型 

该模型主要包含以下几层含义：①AD 表示主动研发能

力，RD 表示资源配置与整合能力，LD 表示学习能力；②从

整个企业系统看，企业的超动态能力、自主创新机制及绩效

3 个子系统间的关系及循环效应图。③企业的超动态能力对

自主创新机制的影响作用；④自主创新机制对绩效的影响作

用；⑤企业自主创新机制及绩效对超动态能力的反馈。 

3 结语 

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研究了在动

态环境下企业自主创新的机制构建问题，并研究了企业超

动态能力、自主创新机制和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联关系；

论证了企业自主创新过程的 5 个子机制的相互促进关系以

及 5 个子机制的动态协同效应。企业的超动态能力对企业

自主创新机制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影响；自主创新机制对创

新绩效有着正相关关系的影响，并在动态能力、创新绩效

形成的过程中起着中介的作用；企业自主创新机制及绩效

对超动态能力具备反馈效应；环境动态性越强，它对企业

超动态能力和自主创新机制的影响就越显著。 

根据企业自主创新过程所具有的独特性，提出了基于

动态视角的企业自主创新机制的关联模型：①在当前世界

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结合企业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 

提出了企业超动态能力观；②提出了企业的自主创新机制

模型，并建立了可以应用于实践的创新机制；③将动态能

力理论与自主创新机制与绩效的理论研究结合起来，提出

了三者之间关系的结构概念模型，分析了动态环境对企业

自主创新子系统的影响，形成了基于动态能力视角的自主

创新机制的运转系统［5］。 

十七大报告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提到了国家发展战略核心的高度，要求“把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深远

的意义。尽管它只是针对企业这一微观层次的研究，但是

对于我国行业发展的中观层面以及国家发展的宏观层面，

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和价值。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动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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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国应进一步深化自主创新。我国企业需要对发展状

况作较大的调整，以提升其超动态能力；我国的行业协会、

研究机构需要调整研发战略；政府部门也需要对有关政策

作重大调整。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仅从理论上对

企业自主创新的机制构建问题进行了定性研究，并建立了

相关的关联模型。后续研究将以大样本问卷调查和案例研

究相结合，开发各个子系统的测量体系；在规范理论研究

的基础上，对企业自主创新机制的机理、超动态能力、创

新机制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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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open and dynamic self-innovation system of the enterprise, the five submechanisms such as the source mechanism, 

operation mechanism, security mechanism, prevention mechanism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coordinate each other to achieve 

the result of innovation. In the entire enterprise system, there are three subsystems of super dynamic capability in enterprise, 

self-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performance, they are interrelated and influences each other. Super dynamic ability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elf-innovation mechanism. Self-innovation mechanism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it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dynamic capabil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elf-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performance have feedback effects to super dynamic ability. The stronger the dynamic nature of dynamic environment 

is, the more the significant impact will have to super dynamic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 and self-innovation mechanism. This 

study has high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build self-innovation system for the enterprises in China und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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