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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业能力为中介的联盟类型与
技术创新方式关系实证研究

王　兰１，２　龙　勇２

（１．重庆工商大学财政金融学院；２．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从资源基础观构建联盟类型、企业能力（开发能力和探索能力）和技术创新方式相

互关系的模型，以重庆等６个地区５００家制造业企业为调研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所获数

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市场联盟提供的市场资源利于开发能力的提升，技术联盟提供的

技术资源利于探索能力的发展；开发能力与渐进创新方式正相关，探索能力与突变创新方式正

相关；市场联盟提供的市场资源有助于渐进创新方式，技术联盟提供的技术资源有助于突变创

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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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突变性和跳跃性使原

有封闭式创新逐渐被开放式创新所取代。开放

式创新的实质是企业对外部资源的利用并将其

与内部资源有效整合为技术创新所用的技能体

系。战略联盟作为现代企业组织制度的一种创

新，成为企业适应创 新 的 新 趋 势 而 实 施 开 放 型

合作组织态势的首要选择。学者们普遍认为成

功的联 盟 会 促 进 技 术 创 新 绩 效。其 主 要 表 现

为：降低创 新 成 本［１］、增 强 创 新 能 力［２］、提 供 创

新资源［３］、拓 宽 社 会 资 本［４］等。已 有 研 究 在 不

同的时间、区域 和 行 业 背 景 下 对 这 一 命 题 进 行

了 检 验。 以 半 导 体 行 业 为 研 究 对 象，

ＳＴＵＡＲＴ［５］证实，企 业 通 过 联 盟 共 享 合 作 伙 伴

的良好资源禀赋来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和创新

效率。ＢＡＵＭ 等［６］考 察 了 加 拿 大 生 物 产 业 领

域内新创企业的创 新 绩 效，发 现 凡 是 与 创 新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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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结成联盟 的 新 创 企 业，其 创 新 绩 效 表

现更突出。ＳＡＭＰＳＯＮ［７］以４６３个 电 信 设 备 行

业的Ｒ＆Ｄ联盟为样本，研究联盟、技术间距与

技术创新绩 效 之 间 的 相 互 关 系。结 果 发 现，联

盟与技术创新绩效 呈 显 著 正 向 效 应，尤 其 是 企

业之间的技术间距 为 中 等 时，联 盟 对 技 术 创 新

绩效的正向作用最大。

尽管已有研究为理解联盟与技术创新的关

系提供了不少有力 的 论 点 和 证 据，但 忽 略 了 联

盟类型对技术创新方式的影响以及影响的中间

行为过程。本文将采用以下的方法来解决此问

题：①引入企业能力作为中介变量，研究联盟类

型如何影响技术创新方式的选择。联盟理论提

出并验证战略联盟有助于企业高效地利用合作

伙伴的资源和能力来增强自身创新能力。能力

理论也证实了企业能力的提高对技术创新活动

有显著的积 极 影 响。综 合 这２种 理 论，本 文 认

为企业能力在联盟类型与技术创新方式选择之

间起着中介 作 用。②借 助 资 源 基 础 理 论，分 析

不同联盟类 型 对 技 术 创 新 的 影 响。目 前，关 于

联盟与技术创新关 系 问 题 的 研 究 普 遍 认 为：联

盟作为提供外部创 新 资 源 的 组 织，有 助 于 企 业

资源和 能 力 的 增 加，并 促 进 其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但是却忽视了现实中不同联盟类型对技术创新

的影响路径 研 究。从 资 源 视 角 看，市 场 联 盟 与

技术联盟的优势资源分别为市场资源和技术资

源，２种不 同 的 资 源 禀 赋 影 响 技 术 创 新 的 作 用

必然存在差 异，进 而 产 生 不 同 的 创 新 绩 效。基

于此，试图建立一个包括联盟类型、企业能力和

技术创新方式之间关系的整合模型并结合问卷

调查和统计分析等 实 证 方 式，以 便 科 学 地 理 解

联盟类型与企业能力在什么情境下选择突变创

新，或渐进创新，从而有利于企业管理者高效合

理地利用不同联盟 类 型 的 优 势 资 源，均 衡 发 展

探索能力和开发能 力，实 现 企 业 的 创 新 目 标 和

提高技术创新绩效。

１　文献回顾

１．１　联盟类型

企业依 据 自 身 发 展 阶 段 的 特 性 与 经 营 目

标，选 择 和 不 同 的 合 作 伙 伴 组 建 战 略 联 盟。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等［８］依 据 企 业 的 参 与 动 机 将

联盟分为２种 类 型：技 术 联 盟 和 市 场 联 盟。技

术联盟是企业通过知识外溢和学习机制在技术

领域内共享资源、共 同 开 发 和 制 造 新 产 品 和 新

服务的战略联盟。它通过有效改善企业成长动

力的内部支持结构 来 推 动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行 为。

市场联盟是企业以下游活动为合作范围而组成

的一种联盟类 型，常 存 在 于 汽 车、食 品、服 务 业

等领域，目的在 于 通 过 降 低 市 场 环 境 的 不 确 定

性来改善企业 成长 动 力 的 外 部 支 持 结 构，以 拓

展新市场来促进企业的创新。

ＴＥＥＣＥ［９］将联盟提供的 资 源 分 为４类：物

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市场资源。不同

类型的资源在联盟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本文

涉及的市场联盟和 技 术 联 盟，其 优 势 资 源 禀 赋

分别是市场资源和技术资源。技术联盟是合作

企业分享技术资源 的 有 效 平 台，而 市 场 联 盟 是

合作企业之间共享市场资源的组织。技术资源

是指从技术创意到研发过程中相关的知识和信

息，主要分为编码性知识和默会性知识；市场资

源是指研发成果进行市场化运作所需的知识和

信息，如品牌、渠 道、售 后 服 务 等。技 术 资 源 和

市场资源对技 术创 新 演 化 路 径 的 作 用 不 同，但

共同构筑企业的创新战略。

１．２　企业能力

企业 能 力 是 企 业 适 应、协 调、掌 控 内 外 环

境，成功组织 生 产、开 发、销 售 等 各 种 经 营 活 动

的能力。从组织学习角度将其划分为开发能力

和探索能力２个维度［１０］。开发能力是包括从事

提高效率、复制、选择和实施等活动的能力。借

助开发能力，企业把自身的知识存量复制、应用

在已有领域的生产 活 动 中，通 过 对 知 识 存 量 的

提炼和整合以及传统惯例的承袭来营造企业的

可靠性和稳定性。探索能力是从事变异、试验、

柔性、冒险和 创 新 等 活 动 的 能 力。它 涉 及 搜 索

新的组织实践和发现新技术、新事业、新流程以

及新生产方式等各种活动。

１．３　技术创新方式

技术创新是一种具有探索性、创造性的 技

术经济活动。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和维度对

技术创新进行了分类。为了能使联盟类型与企

业能 力 形 成 恰 当 的 匹 配，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ＣＥ［１１］根

据对企业经营的冲击程度将技术创新分为渐进

创新和突变创新。突变创新是运用与以往完全

不同的科学技术与经营模式，以创新的产品、生
产方式以及竞争形 态，对 市 场 与 产 业 做 出 颠 覆

性的改造。它一般会改变人们的惯性思维和生

产方式，不仅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且会引起

人们生活方式的变 化，显 示 出 技 术 与 实 践 明 显

分离的跃迁特征。渐进创新是通过改良和拓展

现有技术来提 升主 流 市 场 产 品 性 能 的 创 新，它

会使现有的市场秩 序、竞 争 格 局 得 到 维 持 和 强

化。其显著特征是在现有技术轨道和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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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生质变的情况下对知识存量进行整合与提

炼，最终对现存的产 品 质 量 实 现 局 部 且 微 弱 的

提升。

２　研究框架与假设

２．１　联盟类型与开发能力、探索能力

资源不仅是企业获利的基础，而且是企 业

能力产生的 源 泉。企 业 在 资 源 获 取、整 合 和 应

用等业务流程中，识 别 和 筛 选 出 高 效 率 的 资 源

配置流程并将其制 度 化 为 组 织 惯 例，一 旦 为 各

部门所接纳之后便演化成企业能力［１２］。市场资

源是与企业营销各 环 节 密 切 相 关 的 资 源，如 营

销网络、营销技巧、专业营销人员等。技术资源

主要为技术诀 窍、生 产 技 能、专 利、专 业 技 术 人

员等资源。这２类资源从不同演化路径影响着

开发能力和探索能力的提升［１３］。开发能力体现

在企业既定技术轨 道 内 资 源 的 整 合、技 术 的 再

提炼和路径化等开发性活动中。由于市场和技

术的稳定，组织管理行为带有机械性特点，开发

性活动只是表现为 反 复 使 用 相 同 的 知 识 要 素，
以减少错误与失败的可能性，获得更快、更好的

创新绩效。开发能力的效应在于提高企业效率

和产量。市场联盟中合作伙伴要么共同分享现

有市场 信 息 和 销 售 网 络，要 么 共 同 开 拓 新 市

场［８］。联盟提 供 的 市 场 资 源 表 现 为 市 场 信 息、

营销渠道和市场声誉等。随着与合作伙伴市场

资源共享程度的加 深，企 业 产 品 的 市 场 规 模 也

随之扩大，原有的生产方式必须经过改进、提高

之后才能满足现有 市 场 的 需 求；另 外 鉴 于 不 同

市场消费者需求之 间 存 在 的 细 微 差 别，企 业 还

需对产品进行局部改进。这些行为具有开发性

活动的 特 性。这 类 开 发 性 活 动 的 效 率 一 旦 提

高，即会被组织制度化为企业惯例，而后演变为

开发能力。正如ＢＡＲＮＥＴＴ等［１４］所言，企业充

分掌握市场新动向和新需求有利于提炼现有知

识和信 息，增 强 开 发 能 力。由 此，提 出 如 下 假

设：

假设１　市场联盟提供的市场资源有助于

开发能力的提升。

假设２　市场联盟提供的市场资源不利于

探索能力的提升。
技术联盟中的技术资源主要是以技术诀窍

和技 术 技 能 为 主 的 隐 性 知 识。根 据 ＮＯＮＡ
ＫＡ［１５］构建的ＳＥＣＩ模型，联盟伙伴之间技术资

源以隐性知识为起点，通过知识的社会化、外在

化、组合和内在化 等４种 方 式 促 进 隐 性 知 识 与

显性知识相互转化，构 成 一 个 递 进 的 新 知 识 创

造螺旋。联 盟 伙 伴 之 间 技 术 资 源 共 享 程 度 越

高，创造新知 识 的 趋 势 越 强。企 业 之 间 知 识 转

移和流动依靠 的是 组 织 学 习 机 制，它 是 企 业 在

持续进行的内 外部 知 识 资 源 交 流 中，努 力 改 变

或重新设计自身以求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活

动。其主要体现为对知识的搜集、整合、开发和

探索，进而指导 组 织 行 为 并 通 过 不 断 行 动 来 保

持和 改 进 企 业 的 竞 争 优 势。ＭＡＲＣＨ［１０］将 组

织学习活动分为开发性活动和探索性活动。开

发性活动是企业通过提炼和改善现有知识结构

以提高组织效率。探索性活动是企业不断搜寻

并试验 新 的 知 识 和 技 术 来 提 高 组 织 效 率。只

有凭借探索性活动，企业才能创造出新知识 和

新技术［１６］。由此，联盟 伙 伴的 技 术 资 源 转 移 和

共享程 度 越 高，企 业 的 探 索 性 活 动 就 越 频 繁。
当这类资源的探索性活动表现出高效率的绩效

后就会被组织 制度 化 为 一 种 惯 例，进 而 演 化 为

探索能力。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　技术联盟提供的技术资源不利于

开发能力的提升。
假设４　技术联盟提供的技术资源有助于

探索能力的提升。

２．２　开发能力、探索能力与技术创新方式

从创新目的来看，渐进创新是为了满足 现

有顾客或市场的需求，拓展已有的知识和技能，
改善主流产品和服 务 的 属 性，增 强 现 存 销 售 网

络的效率。为 此，进 行 渐 进 创 新 的 企 业 必 须 完

善其现有的生产技 能，充 分 利 用 当 前 的 知 识 存

量，提高生产 领 域 的 效 率 和 质 量。企 业 的 开 发

能力就是将知识存 量 进 行 提 炼、复 制 并 应 用 到

现有生产领域内的经营活动能力。比起探索性

活动，开发性活 动 反 复 使 用 相 同 知 识 要 素 减 少

了错误和失败的可 能 性，获 得 的 创 新 绩 效 反 馈

更快更 直 接。由 于 开 发 能 力 体 现 在 将 组 织 资

源、注意力、行 动 集 中 在 特 定 流 程 上，并 随 着 这

个流程经验的积累，对 其 认 识 越 来 越 深 入 和 完

善，所以此流程的创新绩效越来越好［１７］。显然，
开发能力利于提高 效 率 和 产 量，增 强 企 业 从 事

渐进创新的绩效，正如ＢＥＮＮＥＲ等［１３］指出，企

业在工艺流程管理方面的能力的提升可促进企

业开展渐进创新行为。突变创新目的是为了满

足新兴的顾客和市 场 的 需 要，利 于 企 业 长 期 竞

争优势的形 成。它 能 够 提 供 新 的 设 计，开 拓 新

市场和新的销售渠 道，是 一 种 对 新 的 组 织 惯 例

和新技术、业务、过程和产品方法的探索。突变

创新的物质基础是新知识要素以及彻底违背现

有市场规则的 新 技 术 路 线，具 有 探 索、变 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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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冒险的特征。对这类新知识的探寻和搜索

是组织学习中探索行为的范畴。依据组织学习

理论，探索 能 力 影 响 技 术 创 新 的 机 制 体 现 在２
个方面：①对于新领 域 内 的 探 索 依 靠 增 加 颠 覆

性变化丰富知识的 积 累；②通 过 新 领 域 内 的 探

索增强组织整合能 力，使 企 业 生 产 大 量 的 新 产

品［１８］。由此可见，企业拓展探 索 活 动 范 围 可 以

增添新的知识要素，提 高 搜 寻 到 新 的 有 用 整 合

的可能性。探索能力正是为了满足市场中突现

的新 需 求，为 企 业 设 计 新 工 艺 流 程、发 展 新 产

品、开拓新销 售 渠 道 的 一 种 能 力。它 的 不 断 积

累与增强有利于企业实现突变创新的目标。正

如ＧＩＭＡ等［１９］的研究，渐进创新和突变创新对

企业能力有着不同 的 要 求，渐 进 创 新 要 求 具 有

较强的开发能力，而 突 变 创 新 对 于 探 索 能 力 的

要求较高。但 是，由 于 渐 进 创 新 和 突 变 创 新 在

性质上存在冲 突，即“能 力－刚 性 矛 盾”，在 同

一家企业内同时开展２种模式的创新是十分困

难的。一旦企业致力于长期效益的突变创新就

会无暇顾及短期效益的渐进创新，由此，提出如

下假设：

假设５　开发能力提升有助于渐进创新。
假设６　开发能力提升不利于突变创新。

假设７　探索能力提升不利于渐进创新。

假设８　探索能力提升有助于突变创新。

２．３　联盟类型与技术创新方式

资源理论认为，异质资源和能力是企业 形

成竞争优势 的 必 要 条 件。由 此，资 源 和 能 力 必

然会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根本性影响。渐进创

新保持着与现有商 业 模 式 的 匹 配 关 系，因 而 是

“改良 而 非 颠 覆”。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ＣＥ［１１］认 为，渐

进创新的创新源头主要来 自“市 场 推 动”，即 顾

客对现有产品的评 价 和 建 议，反 映 出 了 顾 客 对

现有产品在功能和属性上的改良要求。市场资

源越丰富的企业越容易追踪和收集到顾客需求

变动趋势的信息，并 根 据 自 己 对 顾 客 与 市 场 竞

争者的预先假设做出适当行为反应即回应性改

良。参与市场联盟的企业随着市场资源的丰富

和扩展，企业的市场 调 研 能 力 和 沟 通 能 力 亦 不

断增强，这些都有利 于 企 业 及 时 收 集 顾 客 对 产

品的评 价 和 建 议，把 握 顾 客 需 求 的 变 化 趋 势。

但是由于“顾客缺乏远见”和“顾客短视行为”等

因素存在［２０］，过分地关注顾客信息会导 致 企 业

忽视新技术发展方 向 和 潜 在 的 新 市 场 需 求，企

业创新行 为 会 更 青 睐 渐 进 创 新 而 抵 制 突 变 创

新。正如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等［２１］认 为，企 业 如

果过分地关注市场 需 求，资 源 配 置 就 会 倾 向 于

注重解决当期问题 的 渐 进 创 新，而 忽 视 突 变 创

新。另外ＶＺＱＵＥＺ等［２２］研究显示，过分地关

注市场需求会阻碍 突 破 性 概 念、系 统 和 程 序 的

出现，将企业局限在已有的决策体系中，对市场

的变化仅采 取 渐 进 的 适 应 性 行 为。由 此，提 出

如下假设：

假设９　市场联盟提供的市场资源有助于

推行渐进创新。
假设１０　市 场 联 盟 提 供 的 市 场 资 源 不 利

于推行突变创新。
与渐进创新不同，突变创新是一种为了 满

足潜在顾客的 需求 而 在 新 技 术 领 域、市 场 环 境

下探索新工艺、新技术或开拓新市场的创新，会
对原有技术建立起来的市场秩序和行业竞争格

局产生颠覆性的 破 坏。突 变 创 新 属 于“科 技 推

动”的创新，如个 人 创 造 发 明、科 研 机 构 的 研 究

成果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其创新的主要驱动

力［１３］。当前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日益呈现出突变

与多变的特性，企 业 依 据 自 身 的 资 源 和 能 力 来

创造新知识和 新技 术 耗 资 巨 大 且 困 难 重 重，获

取互补性外部技术资源来增强自身创新能力成

为众多企业 的 首 选 策 略。但 是，由 于 技 术 资 源

的独特性，企业 难 以 通 过 价 格 机 制 直 接 从 市 场

中获取。受制 于 高 额 成 本，企 业 无 法 实 施 并 购

策略来弥补技术资源的缺口。技术联盟因此成

为市场与企业之外的提供技术资源的最佳中间

组织。联盟企 业 之 间 通 过 干 中 学、教 中 学 实 现

大量隐形知识的交 流 和 渗 透，将 相 互 知 识 有 机

整合为“知识基”，并透过“知识 基”进 入 合 作 伙

伴的核心知识体系，有 意 识 地 吸 收 对 方 异 质 知

识并进行积累和整合，以期创造出新知识，研制

新技术产品［１７］。随着联盟提供的技术资源的转

移、整合与传播幅度越大，企业的新知识与新技

术体系的构成速度 越 快，越 利 于 驱 动 突 变 创 新

行为。鉴于企业参与技术联盟需要付出一定的

成本，即提供自 身 的 技 术 资 源 和 专 有 知 识 给 合

作伙伴，企业 必 须 平 衡 收 益 与 成 本 问 题。从 资

源资本化价值角度 来 看，突 变 创 新 收 益 远 远 大

于渐进创新收益，所 以 企 业 从 技 术 联 盟 中 获 取

的技术资源会积 极 配 置 到 突 变 创 新 行 为 之 中。

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１　技 术 联 盟 提 供 的 技 术 资 源 不 利

于推行渐进创新。

假设１２　技 术 联 盟 提 供 的 技 术 资 源 有 助

于推行突变创新。

综上所述，可以提出本研究的概念框架，见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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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联盟类型、企业能力和技术创新关系的概念框架

３　实证检验

３．１　数据收集

此次问卷应用５分度李克特量表来度量变

量。“１”表 示 完 全 不 赞 同，“５”代 表 完 全 赞 同。
样本来源于２０１０年３～６月完成的以重庆、成

都、西安、深圳、北京、武汉６个市的５００家企业

为对象的问卷 调 查，涉 及 电 子、ＩＴ、机 械、化 工、
医药、食品、纺织等１０个行业，企业所有制性质

涉及外商独资（合资）、台资、港资以及国有企业

和私营企业。重庆和成都的调研主要集中在主

城区，以企业访谈和上门调研为主；西安、北京、
武汉、深圳的调研采 用 电 话 访 谈 和 委 托 当 地 科

研机构进行。调 研 对 象 是 各 类 企 业 的ＣＥＯ或

者是其他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在进行正式大规

模的调查之前，在重 庆 和 深 圳 选 择 了 部 分 企 业

进行了问卷试点调 查，目 的 是 使 问 卷 的 内 容 和

结构能够符合我国 企 业 的 实 际 状 况，为 展 开 大

规模调查做好准备，同 时 尽 量 消 除 调 查 方 法 和

文字表述等方面存 在 的 漏 洞，提 高 调 查 结 果 的

准确率。共发放问卷５００份，回收问卷３９２份，
有效问卷２６１份，有效率为５２．２％。其中选择市

场联 盟 的 企 业 数 目 有１０６家，占 总 数 的４０．
６％，选 择 技 术 联 盟 的 企 业 有１５５家，占 比 为

５９．４％。

３．２　变量测量

基于变量的设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 证

前文提出 的 假 设。利 用 Ａｍｏｓ１８．０分 析 软 件

求解方程组、测算路 径 系 数 以 及 解 释 模 型 中 变

量间的协方差，以确 定 所 提 假 设 关 系 的 最 终 模

型。量表源自 已 有 文 献 的 成 熟 问 卷，同 时 根 据

对企业的访谈经验进行适应性调整。
（１）技 术 资 源 和 市 场 资 源 的 测 度　借 鉴

ＲＯＴＨＡＥＲＭＥＬ等［２３］对 技 术 资 源 的 测 度：①
公司通过 与 其 他 企 业 合 作 获 取 需 要 的 技 术 资

源；②公司通过 与 其 他 企 业 合 作 进 行 新 产 品 开

发和改进；③公 司 通 过 与 其 他 企 业 合 作 建 立 技

术许可协议。基 于ＤＯＺ等［２４］对 市 场 资 源 的 测

度：①公司通过与其他企业合作提升品牌形象；

②公司通过与其他企业合作扩大销售渠道和销

售能力；③公司 通 过 与 其 他 企 业 合 作 降 低 销 售

成本。
（２）渐 进 创 新 和 突 变 创 新 的 测 度　借 鉴

ＫＯＢＥＲＧ等［２５］的研究结果，渐进创新包含以下

指标：①公司产品是市场中在式样、服务等方面

创新的产品；②公 司 产 品 是 在 现 有 的 技 术 基 础

上进行的改进和提 高；③公 司 产 品 是 在 对 现 有

工艺流程的改进和创新基础上形成。衡量突变

创新的指标为：①公 司 产 品 在 市 场 中 是 性 能 全

新的产品；②公司产品研制时引入最新理念；③
公司产品在生产和研制中应用了新工艺和新技

术。
（３）开 发 能 力 和 探 索 能 力 的 测 度　参 照

ＧＩＭＡ［１９］的观点，开发能力包含下述指标：①公

司注重巩固与 核心 产 品 相 关 的 知 识 与 技 能；②
公司的资源主要投入到成熟技术中以提升生产

效率；③公司注重现有产品开发技能的提高；④
公司注重构建现 有 客 户 问 题 的 化 解 能 力；⑤公

司增加知识和技能，目 的 在 于 提 高 现 有 创 新 活

动的效率。探 索 能 力 的 指 标 应 包 括：①公 司 注

重获取全新的制造 技 术 与 技 能；②公 司 注 重 产

业内新产品的研 发 技 术 与 生 产 流 程；③公 司 注

重获取全新的管理 与 组 织 方 法，以 提 高 创 新 的

效率；④公司已率先掌握某些领域的新技术；⑤
公司注重提升在未知领域的创新技能。

３．３　实证分析结果

（１）度量模型 的 检 验　模 型 的 效 度 和 信 度

的检 验 主 要 依 靠 分 析 相 关 因 素α值 和 因 子 分

析，表１显示所有变量的测量指标一致性较好。

表１　度量模型的检验

潜变量 指标 因子载荷 α 解释方差／％ 潜变量 指标 因子载荷 α 解释方差／％

市场联盟
Ｍ１
Ｍ２
Ｍ３

０．７０５
０．７７１
０．７４３

０．７１５１ ６１．２２３ 技术联盟
Ｔ１
Ｔ２
Ｔ３

０．８２３
０．７０９
０．７２１

０．７３８４ ６４．５７０

渐进创新
Ｉ１
Ｉ２
Ｉ３

０．７０２
０．７１１
０．８０２

０．７９２０ ７０．０５１ 突变创新
Ｒ１
Ｒ２
Ｒ３

０．８７４
０．７３３
０．７２９

０．８２５１ ６４．３１７

开发能力

Ｅ１
Ｅ２
Ｅ３
Ｅ４
Ｅ５

０．８１４
０．７４６
０．８０３
０．８３３
０．６５３

０．７９０６ ６７．４６２ 探索能力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０．７７３
０．７３０
０．８０１
０．７３２
０．７４２

０．７８０５ ６２．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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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结构模型的拟合检验　表２中绝对拟

合指数和相对拟合指数的实际测量值和期望值

显示，本次检验得到的结果比较理想，由此可得

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
表２　结构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指标 测量模型 期望优度 指标 测量模型 期望优度

ｐ ０．２０１ ＞０．０５很好 ＩＦＩ ０．９２３ ＞０．９很好

ＧＦＩ ０．９１４ ＞０．９很好 ＴＬＩ ０．９１６ ＞０．９很好

ＡＧＦＩ ０．８３ ＞０．８很好 ＣＦＩ ０．９４４ ＞０．９很好

ＮＦＩ ０．９５９ ＞０．９很好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２７ ＜０．０６很好

　　 （３）标准化路径系数　表３是假设验证的

结果。结果表明１２个假设中有１０个在统计上

显著（ｐ＜０．０５）获得了通过，从而在实践数据上

证明了理论模型和假设的有效性。
表３　路径系数及假设验证结果

假设 路径 标准回归系数 Ｐ值 结果

假设１ 市场联盟→开发能力 　０．２２６ ０．００８ 支持

假设２ 市场联盟→探索能力 －０．１５１ ０．６２７ 不支持

假设３ 技术联盟→开发能力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２ 支持

假设４ 技术联盟→探索能力 ０．１９０ ０．０００ 支持

假设５ 开发能力→渐进创新 ０．５１２ ０．０１６ 支持

假设６ 开发能力→突变创新 －０．１５４ ０．０３１ 支持

假设７ 探索能力→渐进创新 －０．０８１ ０．０３６ 支持

假设８ 探索能力→突变创新 ０．４１９ ０．００７ 支持

假设９ 市场联盟→渐进创新 ０．５０３ ０．０２５ 支持

假设１０ 市场联盟→突变创新 －０．５１０ ０．３３２ 不支持

假设１１ 技术联盟→渐进创新 －０．０９４ ０．０２０ 支持

假设１２ 技术联盟→突变创新 ０．２７７ ０．０００ 支持

３．４　结果与讨论

联盟类型的不同资源属性对企业能力的影

响获得部分证实。假设１、假设３、假设４均 获

得实证数据的支持，市 场 联 盟 的 市 场 资 源 倾 向

于提升企业的开发 能 力，而 技 术 联 盟 提 供 的 技

术资源倾向于提升探索能力。这个结论反驳了

ＤＡＳ等［２６］的 关 于 市 场 联 盟 对 企 业 能 力 无 显 著

影响的研究结论；并对ＳＯＮＧ等［２７］的观点提供

了实证支持。这表明，从资源观出发，市场联盟

和技术联盟对于企业能力均产生显著的积极效

应。只是鉴于 资 源 的 属 性 不 同，影 响 企 业 能 力

的机制和路径会有所差别。假设２没有得到数

据的支持，其原因可能是：市场资源对于企业能

力的作用与企业生命周期密切相关。在企业发

展初期，市场资源无 论 对 开 发 能 力 或 探 索 能 力

的发展均起到正向作用，当企业步入成熟期后，

依据组织惰性理论，市 场 资 源 的 丰 富 只 会 利 于

开发能力的发展而不利于探索能力的提升。

企业能力对技术创新方式的影响获得了证

实。假设５、假 设６说 明 企 业 开 发 能 力 的 提 升

有利于企业推动渐 进 创 新 方 式，对 突 变 创 新 反

而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假设７和假设８则说

明探索能力体现在试验、变异环节，重点在创造

新知识和新技 术，创 新 幅 度 较 大，因 此，探 索 能

力的增强有利于企业实现突变创新。这个结果

与ＧＩＭＡ的 研 究 结 论 较 为 一 致。他 提 出 企 业

能力存 在“能 力刚 性 矛 盾”现 象。当 企 业 的 开

发能力越强，只会致力于渐进创新，而无暇顾及

突变创新；反之亦然。

联盟类型对创新方式的影响获得了部分验

证。假设９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表明企业从

市场联盟 中 获 取 的 关 于 顾 客 和 市 场 的 资 源 越

多，越容易准确掌 握 顾 客 对 现 有 产 品 的 评 价 和

建议，能及时发 现 现 有 产 品 的 缺 陷 与 不 足 并 进

行改良和修 正 等 渐 进 创 新。假 设１０未 得 到 数

据的支持。其原因在于：在实践中，突变创新行

为主要由前期设计与市场化２个阶段构成。当

突变创新处于前期 设 计 阶 段 时，市 场 资 源 与 其

创新产品的感知绩 效 呈 负 相 关；但 是 当 突 变 创

新进入市场化阶段 时，市 场 资 源 与 其 创 新 产 品

的感知绩效 呈 正 相 关。对 于 渐 进 创 新 来 说，市

场资源对于其前 期 设 计 与 市 场 化 均 呈 正 相 关。

假设１１、假设１２获得实证数据的支持，说明企

业参与技术联盟可获取合作伙伴的技术资源以

此弥补自身创新能 力 的 不 足，通 过 学 习 机 制 创

造出交叉性新知识从而颠覆原有知识结构和技

术发展路线，最 终 实 现 改 变 市 场 规 则 和 竞 争 态

势的突变创 新。上 述 研 究 结 论 表 明，联 盟 的 特

性对创新方式的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

４　结论与启示

４．１　研究结论

本文从资源观的视角，分析不同联盟类 型

的资源禀赋如 何促 进 企 业 能 力 的 提 升，进 而 影

响技术创新方式的选择。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

检验发现：源自 市 场 联 盟 的 市 场 资 源 有 助 于 增

强开发能力，而 技 术 联 盟 提 供 的 技 术 资 源 则 有

利于提升探索能力。开发能力的提升倾向选择

渐进创新，探索能力的增强利于选择突变创新。

由于优势资源禀赋 的 不 同，市 场 联 盟 提 供 的 市

场资源利于企业推 行 渐 进 创 新，不 利 于 企 业 实

施突变创新。技术联盟提供的技术资源有助于

企业实行突变创新，而 不 利 于 企 业 从 事 渐 进 创

新。

对比已有的研究，本文认为战略联盟对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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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是简单、直接的因果关系，

而是以企业能力为 中 介 变 量 的 间 接 因 果 关 系。

另外，不同联盟类型因为提供的资源特性不同，

对企业能力的影响机理和路径会产生不同的作

用，进而影 响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行 为 的 选 择。ＤＡＳ
等［２６］曾研究过技术联盟与市场联盟的差异性效

应问题，他认为技术 联 盟 对 企 业 创 新 绩 效 产 生

显著的正向效应，但 市 场 联 盟 对 企 业 创 新 绩 效

的作用却不 明 显。本 文 结 果 与ＤＡＳ等 的 观 点

一致的是：不同联盟 类 型 对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产 生

的影响不同，以及技 术 联 盟 对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产

生显著的积 极 效 应；存 在 区 别 的 是：本 文 发 现，

市场联盟对开发能 力、渐 进 创 新 有 积 极 的 影 响

作用，但是对于探索能力、突变创新有一定的抑

制作用。本文结论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不同联盟

类型会对技术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

４．２　几点启示

（１）联盟为有 技 术 创 新 需 求 的 企 业 提 供 互

补性技术和知识等 无 形 资 源　对 于 企 业 来 说，

支撑其竞争优势的 是 异 质 资 源，尤 其 是 隐 形 知

识和技术等无形资源。因无形资源很难凭借市

场机制来获取，所以 通 过 战 略 联 盟 共 同 开 发 和

利用这类资源便成为最佳途径。在和联盟伙伴

合作过程中，企业通 过 学 习 机 制 和 吸 收 能 力 将

无形资源进行吸收、转化和整合，最终与自身知

识融合并创造出交 叉 性 新 知 识，从 而 提 升 企 业

的创新能力。从联盟中获取的无形资源弥补了

企业技术创新所需 的 技 术 和 知 识 缺 口，降 低 创

新的风险性和不确 定 性，利 于 提 高 技 术 创 新 绩

效。

（２）依据企业 能 力 选 择 技 术 创 新 方 式　企

业采用的创新方式 并 不 是 固 定 的，它 应 随 着 企

业能力的变化而变 化，在 不 同 的 情 形 下 选 择 相

宜的技术创 新 方 式。需 要 注 意 的 是，企 业 作 为

微观利益主体，其价 值 取 向 和 利 益 取 向 在 企 业

不同的发展阶段会 表 现 出 不 同 的 特 点；有 时 企

业关注产品数量和 种 类 的 丰 富 程 度；有 时 关 注

研发资金的投入或 强 调 利 润 极 大 化；有 时 甚 至

将技术创新纳入战 略 层 面，成 为 企 业 发 展 的 战

略导向。本文 结 果 表 明，企 业 资 源 条 件 决 定 了

企业能力提升的路 径 依 赖，不 同 企 业 能 力 的 提

升决定企业技术创新方式的抉择。

（３）联盟策略 应 与 技 术 创 新 目 标 相 匹 配　
管理者准备进行技 术 创 新 决 策 时，须 将 联 盟 类

型作为技术创新的 前 提 与 影 响 因 子，充 分 考 虑

联盟优势资源的属性对企业能力提升产生的不

同影响，进而 选 择 技 术 创 新 方 式。管 理 者 不 能

因为目标联盟的实力与其在行业中的地位而盲

目地选择参与或组 建，而 是 应 在 清 晰 掌 握 自 身

能力状况和想要实现的技术创新目标的基础上

来选择适当的联盟类型。因为只有充分了解自

身能力的状况与技 术 创 新 目 标，才 能 知 道 什 么

是企业所需的互补 资 源，以 借 助 正 确 的 联 盟 获

取企业所需的资源，真 正 推 动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的

发展，提高技术创新绩效。否则，一旦选择错误

的联盟，不但自身创新能力未增强，反而因为丧

失异质资源和核心技术而失去竞争优势。

５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仅仅关注了市场联盟和技术联盟２种

联盟类型对技 术创 新 方 式 选 择 的 影 响，但 是 现

实中还存在其他联盟类型，如异业态联盟、同业

态联盟与股权联盟、契约联盟等，这些联盟类型

的特征与市场联盟、技术联盟存在较大的差异，

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因此，未来的研究可

以进一步 分 析 其 他 联 盟 类 型 对 技 术 创 新 的 影

响。

忽视不确定性环境的调节作用。外部资源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与

能力的应用 环 境。在 不 同 的 环 境 下，外 部 资 源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会 有 所 不 同，同 一 种 资 源 在

某些情况下会促进 创 新，但 是 在 另 一 些 情 况 下

或许会产生阻挠作用。环境的不确定性在资源

和能力与不同类型创新的关系中产生着调节作

用。本文采用的研究模型和方法可以继续向此

方面深化与拓展。

受研究经费的限制，本研究的调查样本 来

自中国６个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因此，地域局限

与行业限制影响了本文研究结论的推广。未来

的研究可以在其他地区与其他行业中进一步研

究联盟类型、企 业 能 力 与 技 术 创 新 方 式 之 间 的

关系，以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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