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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源、动态能力对创新作用的实证研究

林　萍

（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管理系，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０８）

摘要：以动态能力理论为出发点，理论研究企业资源、动态能力对创新的作用，并建立三者关系的结构方程模

型。以福建电子信息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资源对动态能力

有积极影响，动态能力对创新有积极影响，特别的，资源对创新没有直接作用，必须通过动态能力对创新起作

用。文章的结论为：在超竞争环境下，仅仅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是不够的，企业必须拥有动态能力，不断更新

和重构资源和能力，才能获得动态和持续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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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中国制造企业开始

了国际化进程，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

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低端位置。为了追求健康、

持续发展的要求，大量的制造企业正经历从“中

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改变。很多成功企业的

成长历程表明，产品、技术及主要过程方面的创

新，向产业链高端位置转移，已经成为企业竞争优

势的重要决定要素。

当前中国企业是在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技术

变革和新产品开发速度加快、顾客偏好频繁变化

的动态环境中开展经营活动，企业的资源和能力

可能很快就不适应环境的变化，竞争优势因竞争

对手的模仿，或因竞争对手的创新而以逐渐加快

的速度被侵蚀掉（翁君奕，２００５）［１］。例如在中国

手机行业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跨国公司曾一度

占据了国内市场的主要河山。进入２００２年，国产
手机凭借概念创新和渠道创新及成本优势，短时

间内占领了市场，突破半壁江山。但跨国公司凭

借产品技术升级及新品的快速推出，快速收复市

场，国产手机又面临困境。在当前快速变化的环

境中，创新不仅是一次性或阶段性的事情，而且更

应该是动态而持续的过程，创新的主题必须不断

和市场需求相匹配。产业中的成功者是那些能够

时时监测环境，敏锐捕捉市场机遇，及时对外部环

境变化作出反应，快速采用新方法，创造新市场、

更新新技术以及新过程的企业。然而，由于企业

核心知识和能力具有惰性倾向，可能导致当市场

环境变化时企业缺乏创新动力，阻碍创新和成长。

企业为了能持续创新，不但要拥有资源和能力，同

时还要有拥有动态能力，与外部环境保持动态匹

配。因此，动态能力对于企业尤其是电子信息企

业有重要意义。

动态能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资源基础



第１０期 林　萍：企业资源、动态能力对创新作用的实证研究 ·７３　　　·

观的静态分析法和核心能力所带来的核心刚性而

展开的。Ｔｅｅｃｅ、Ｐｉｓａｎｏ和 Ｓｈｕｅｎ（１９９７）把演化经
济学的企业模型和资源观结合起来，首次提出了

一个“动态能力”战略框架［２］。动态能力强调对

资源和能力的动态管理，建立、整合、重新配置企

业内外部能力，从而与快速变化的环境相匹配。

此后，从资源观和能力观中吸取营养，同时对其突

破革新的动态能力观悄然走到前沿。近年来，一

些学者对动态能力的构成和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

（ＰａｖｌｏｕａｎｄＳａｗｙ，２００６；贺小刚，２００６；林萍，
２００９）［３－５］，但动态能力对持续竞争优势的作用机
理还有待深入。吴晓波（２００６）也指出动态能力
在企业实务中的应用问题将是动态能力理论发展

的重要方向［６］。

多数研究者都把视线集中在技术创新的机

制、模式，政府政策（陈爱贞，２０１０；吴高潮，２００６；
曹洪军等，２００９）等静态问题上［７－９］，在解释创新

的动态性性方面仍有局限，尤其缺乏如何通过资

源管理和动态能力培育来推动创新的研究。目

前，国外有些研究开始关注动态能力对创新的作

用，如ＡｇａｒｗａｌａｎｄＳｅｌｅｎ（２００９）通过实证研究，证
明在服务价值网络中构建动态能力有利于获得服

务创新［１０］，Ｏ’Ｃｏｎｎｏｒ（２００８）提出创新动态能力
框架来培育突破性创新，这个框架由七个要素联

合组成一个管理系统，分别为可确认的组织结构、

探索过程、合适的绩效体系等等［１１］，但这些研究

多数是在概念框架和逻辑上将二者结合，缺乏对

动态能力对创新作用机理的深入分析，更缺乏以

中国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定量性的支持依据。

因此，本文从动态能力观出发，并以动态环境下的

典型行业即福建电子信息企业为研究对象，试图

对企业资源和动态能力如何影响组织创新进行实

证研究。

本文的学术贡献在于从动态能力的角度去考

量创新的影响因素，为创新研究提供新视角，使创

新具有动态性、持续性，快速、灵活地保持与市场

需求的匹配，也为将动态能力观扩展到技术创新

理论作出一定贡献。文章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

是引言，并进行相关文献回顾；第二部分是相关概

念及模型构建，并提出理论假设；第三部分通过调

查问卷获得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第四部分是研

究的结论，并指出本文的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２　概念界定与模型构建

２１　基本概念
２１１　资源

按照资源基础观，企业被看成资源束，包括企

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为企业带来效益的所有资产、

能力、组织过程、信息和知识等，持续的竞争优势

来自于企业所拥有的有价值的、独特的、不可模仿

的及不可替代的资源（Ｂａｒｎｅｙ，１９９１）［１２］。本研究
认为，信息资源、人才以及技术资源是电子信息企

业最有价值的资源。

２１２　动态能力
快速变化的环境使企业资源过时并失去价

值，持续竞争优势来自于动态能力，即企业不断重

构、更新资源和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的能力（Ｔｅｅｃ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２］，也就是企业从当
前的资源和能力中抽取经济利益并发展新能力的

能力。Ｈｅｌｆａ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认为资源和动态能力
的区别在于：前者只着重于技术匹配性，也就是有

效地做好资源和能力被要求做的事情；后者强调

演化匹配性，也就是在时间纵向上适应外部环境

以获得持续的生存，更强调一种由外到内的导

向［１３］。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下，竞争优势稍纵即

逝，后者使企业快速、灵活地保持与市场需求相匹

配。

林萍（２００９）按照具体的组织活动，将动态能
力划分为：感知环境、资源整合、知识吸收和利用、

组织柔性、风险防范等五个方面［５］，本研究将这

些活动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外到内的活动，包

含扫描外部环境获得信息和知识，在组织边界内

输送，利用当前的惯例感知、探测、帅选产生利润

潜力的市场机遇，第二种是内部活动，进行资源的

重新部署与整合，帮助实现机遇，包含理解内部资

源潜力与限制，如市场信息和内外部信息的交流

与共享，跨部门的交流与合作，新知识的获得，根

据环境变动主动调整自我以及与组织目标或环境

相关的非程序化的管理柔性能力等等。本研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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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命名为机遇识别动态能力，后者命名为资源

整合动态能力。

２１３　创新
在组织创新的研究中，由于研究者的兴趣以

及视角不同，几乎所有的研究对于创新概念的界

定都不一致，但大多数学者基本认同创新可能是

提供新产品和服务、采用新流程、技术、商务模式

或者新管理方法，或者创造新技能或能力（Ｗｏｌｆｅ，
１９９４）［１４］，其最终目的是创造顾客价值，电子信息
企业的创新也依赖于新知识的学习和创造。

２２ 研究模型与假设

２２１ 资源对动态能力的影响

动态能力与企业的资源禀赋并不是相互独立

的，相反，动态能力依赖于企业先前的相关知识和

能力。首先，企业的资源集和现有惯例对于机遇

的识别很重要。信息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等

越丰富，企业对外部环境信号就越敏锐，越能感知

到机遇和威胁；机遇不只是一种概念或推测，决定

一种概念或推测是否有价值还需要在不确定和复

杂环境下进行判断，而拥有较好资源的企业可以

有充分的知识，较好地识别其风险和回报，从而减

少风险和不确定并增加回报的可能性；其次，企业

的资源集也影响机遇的利用，各种物质资源、组织

结构、业务流程和惯例都较大地影响了企业新知

识的创造以及灵活进行内部资源重构和整合的过

程。因此，企业的资源集越有价值，动态能力越

强。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ａ：信息资源对机遇识别动态能力有积极
影响；

Ｈ１ｂ：信息资源对资源整合动态能力有积极
影响；

Ｈ１ｃ：人力、技术资源对机遇识别动态能力有
积极影响；

Ｈ１ｄ：人力、技术资源对资源整合动态能力有
积极影响。

２２２　资源对组织创新的影响
企业资源集对创新有重要作用。组织创新思

想来源于大量可靠的外部信息的刺激，并且将外

部知识和内部知识相结合。此外，企业资源、能

力、技术服务平台、战略联盟、外部合作等也都为

创新提供了人财物的资源保障。Ｈｅｎｄｅｎｓｏｎａｎｄ
Ｃｏｃｋｂｕｒｎ（１９９４）对医药行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Ｒ＆Ｄ能力与新药开发效率正相关［１５］，Ｐｉｓａｎｏ
（１９９７）对医药和生物工程企业进行研究，发现新
分子发展项目时间与制造能力正相关。Ｙｌｉ－
Ｒｒｎｋｏ等（２００１）对英国１８０家技术创业企业的研
究发现，通过与下游企业的良性互动，企业可以获

得更多的市场知识，从而促进创新［１６］。由此我们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ａ：信息资源对创新有积极影响；
Ｈ２ｂ：人力、技术资源对创新有积极影响。

２２３　动态能力对组织创新的影响
在高度动态环境下，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较

高，市场机会转瞬即逝，机遇识别动态能力促使企

业从广泛的来源（例如顾客、竞争者等）获取信息

和知识，并在组织边界内传递和转化，发现和定义

新的机遇。机遇识别能力越强，企业对外部机遇

的敏锐性越高，能获得的机遇越多，创新的潜力也

越强。

资源整合动态能力对创新的作用表现为：通

过有效整合企业内外的相关资源或能力，促进组

织内外知识的协调和创新；通过快速完成企业资

源结构、市场结构、能力结构的重新组合，产生突

变型创新。知识基础理论认为整合能力是企业的

核心功能（Ｇｒａｎｔ，１９９６）［１７］，Ｋｅｌｌｅｒ（１９８６）在对跨
部门合作创新的实证研究中指出，跨部门合作创

新必须依赖企业整合资源或知识的能力，而这种

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知识，这种知识除了可以创造

新的知识，也可以整合相关知识，创造新的应用途

径［１８］。Ｔｅｅｃｅ（１９９８）强调，整合的知识可以增进
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创造适当的产品—市

场组合。这种能力的重点在于通过整合实现创

新，而不是象少数大企业那样投入庞大的经费通

过发明实现创新［１９］。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ａ：机遇识别动态能力对创新有积极影响；
Ｈ３ｂ：资源整合动态能力对创新有积极影响。
综上，提出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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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企业资源、动态能力对创新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３　实证研究

３１　研究样本和数据的收集
本文选取福建省电子信息企业作为动荡环境

下企业的典型代表，使用纸质问卷方法收集数据，

问卷的填写者是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首先对

１５家企业进行试调研，并根据试调研的反馈结果
对初始问卷进行修改。最后在福建省信息化局的

支持下，共发出问卷３３２份，根据对样本的限定，
经过筛选后，我们得到２１８个有效样本，有效问卷
回收率是６５６６％。

从样本分布情况来看，从３年以下到２５年以
上均有分布，尤其以 １１到 ２５年最多 （占
３８８％）；员工人数在 １５到 １００人的占 ８８％，
１０１到１０００人的占３４４％，１０００到２５００人的占
３６６，超过２５００人的占２０２％；企业主要处于成
长期（占６２１％）和成熟期（占２７８％），处于创
业期和衰退期的的较少。

根据Ｌａｍｂｅｒｔ和 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９０）的研究结
论，我们对问卷进行了无回应偏差检验，按照回收

问卷的早晚顺序将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２０１０
年６月前回收的，另一部分为２０１０年６月后回收
的，并用独立样本Ｔ检验来检验两部分回收问卷
在企业年限、企业规模、生命周期等客观题项，结

果发现两部分问卷没有明显差异，表明数据不存

在此类偏差。类似的，对问卷进行同源方法偏差

检验，表明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３２　变量的测量
为了保证测量工具的效度和信度，本研究采

用的量表全部是国内外现有文献已经使用过的量

表，并根据本研究目的进行适当的修改。在问卷

设计方面，除基本资料外，本研究所有变量均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五级设计。
企业资源主要参考 Ｈａｒｔｍａｎ，Ｓｉｆｏｎｉｓ，ａｎｄＫａ

ｄｏｒ（２０００）的量表［２０］，并结合电子信息企业的特

点，最后包含信息、技术、人力资源两个方面共１１
个测量项目进行测量。动态能力主要参考林萍

（２００９）的量表，从机遇识别动态能力与资源整合
动态能力两个方面共１１个测量项目进行测量［５］。

组织创新主要参考 Ｊｉｍｅｎｅｚ－Ｊｉｍｅｎｅｚ和 Ｓａｎｚ－
Ｖａｌｌｅ（２００８）的量表［２１］，从新产品推出速度、技术

和管理过程改进速度两个方面共５个测量项目进
行测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为０８０。
３３　探索性因子分析

为了构建合理的模型，本文首先对问卷进行

了探索性分析，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最大变异转

轴法处理），去除交叉负荷的因子后再次进行分

析，如表１所示。所剩下的２４个题项其因子载荷
均在０５以上，共形成五个因子，积累解释总变异
的６３４４％。本研究的第一个变量由６个题项组
成，根据它们的共性，我们将其定义为机遇识别动

态能力，分别为：ＤＣ１１、ＤＣ１２、ＤＣ１３、ＤＣ１４、ＤＣ１５、
ＤＣ１６；第二个变量由５个题项组成，根据它们的
共性，我们将其定义为信息资源，分别为：Ｒ１１、
Ｒ１２、Ｒ１３、Ｒ１４、Ｒ１５；第三个变量由 ５个题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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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根据它们的共性，我们将其定义为资源整合动

态能力，分别为：ＤＣ２１、ＤＣ２２、ＤＣ２３、ＤＣ２４、ＤＣ２５；
第四个变量由５个题项组成，根据它们的共性，我
们将其定义为人力和技术资源，分别为：Ｒ２１、
Ｒ２２、Ｒ２３、Ｒ２４、Ｒ２５；第四个变量由 ５个题项组

成，根据它们的共性，我们将其定义为资源整合动

态能力，分别为：Ｒ２１、Ｒ２２、Ｒ２３、Ｒ２４、Ｒ２５；第五个
变量由３个题项组成，根据它们的共性，我们将其
定义为组织创新，分别为：Ｉ１、Ｉ２、Ｉ３。

表１ 探索性因子旋转矩阵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

序号 测量变量 因子１ 因子２ 因子３ 因子４ 因子５

ＤＣ１１ 我们能迅速辨别知识的有用性 ０．８００ ０．１８６ ０．０８７ ０．０３６ ０．１９８

ＤＣ１２ 我们能迅速地获得顾客的需求变化 ０．７１７ ０．２７５ ０．２２３ ０．１０９ ０．１８９

ＤＣ１３ 我们能迅速了解竞争者的变化 ０．６６７ ０．１８４ ０．２３３ ０．１６３ ０．２８１

ＤＣ１４ 我们能迅速了解产品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０．５６２ ０．１９４ ０．００３ ０．１７８ ０．４６９

ＤＣ１５ 我们经常和供应商或经销商互动 ０．５３２ ０．１３０ ０．０７５ ０．２３４ ０．４７７

ＤＣ１６ 我们知道如何分析企业外部知识 ０．６２６ ０．１８２ ０．２３０ ０．２４５ －０．０１９

Ｒ１１ 我们有很多渠道了解顾客和竞争者信息 ０．１２１ ０．６０５ ０．１６９ ０．２９８ ０．０９５

Ｒ１２ 我们花很多时间来了解顾客和竞争者信息 ０．２２３ ０．５４７ ０．４５７ ０．０３８ ０．１３２

Ｒ１３ 我们经常检查产品是否和顾客需求相匹配 ０．１２１ ０．７７４ ０．１５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８

Ｒ１４ 我们经常检查市场环境变化对顾客的影响 ０．１６３ ０．８０８ ０．０５７ ０．１３３ ０．０７４０

Ｒ１５ 我们和顾客、供应商及竞争者有很多联系 ０．１９９ ０．６５２ ０．３７２ ０．１３２ ０．１０４

ＤＣ２１ 我们会根据环境变动调整企业内部运营流程 ０．２９０ ０．４４４ ０．５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４

ＤＣ２２ 我们能快速将新知识应用到相关产品或服务上 ０．１５９ ０．３６２ ０．７３５ ０．１５０ ０．１０４

ＤＣ２３ 我们注重建立企业内外部的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 ０．１０６ ０．２３３ ０．７２６ ０．１８６ ０．１５８

ＤＣ２４ 我们能够很好的融合新、旧知识 ０．１５４ ０．２５９ ０．７５６ ０．１０９ ０．２２０

ＤＣ２５ 我们对环境的变化快速产生不同的应对策略 ０．１５６ －０．１０８ ０．５６２ ０．４６０ ０．０５８

Ｒ２１ 我们的技术居行业领先 ０．０５０ ０．１０７ ０．０６６ ０．７５２ ０．０１６

Ｒ２２ 我们有很强的技术基础来支持创新 ０．３１３ －０．０９２ ０．３４６ ０．５５１ ０．１８１

Ｒ２３ 我们试图招募最好的人才 ０．３６０ ０．００１ ０．３２４ ０．５４２ ０．００９

Ｒ２４ 我们采取有效措施留住人才 ０．１４５ ０．２５７ ０．１３９ ０．６３４ ０．１２９

Ｒ２５ 我们为员工提供满足良好的激励 ０．０５３ ０．２３８ ０．００３ ０．７８４ ０．０４５

Ｉ１ 我们有大量被市场所接受的新产品或服务 ０．２５７ ０．２８８ ０．０９４ ０．０６７ ０．７２２

Ｉ２ 我们会采用新管理手段完成任务 ０．２２７ ０．１０１ ０．２２７ ０．０５９ ０．８１４

Ｉ３ 我们会自主引进可以改善工艺或作业流程的新技术 ０．０８５ ０．０２７ ０．１４３ ０．０３６ ０．８６５

３４　问卷的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
信度是指衡量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也就

是可靠性。效度是指量表测量的结果能够真正反

映调研人员所要了解对象特征的程度，也就是测

量结果的准确性。只有满足信度和效度的实证分

析，其分析结果才具有说服力。通常认为当可靠

性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大于０７时，测量是可靠

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Ｗ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５１），即信度较好。表
２显示，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值均大于０７，因此认
为问卷的度量具有可靠性。

主成分分析法获得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

大小，反映可测项目对潜变量或所研究目标的贡

献，贡献率越大，说明与所研究问题或领域关系越

密切，其结构效度越好，一般认为大于４０％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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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丹辉，２００８）。表２显示，该问卷的结构效度
是可以接受的。

表２ 信度和效度分析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潜变量
第一主成分

方差贡献率

信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机遇识别动态能力 ５９．０９ ０．８５７１

信息资源 ６０．９７５ ０．８３８０

资源整合动态能力 ５９．２０２ ０．８２１６

人力资源 ５２．５８８ ０．７７３４

组织创新 ７５．８８９ ０．８３９８

对企业资源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表明，χ２／ｄｆ＝１８，ＧＦＩ＝０９４１，ＣＦＩ＝０９４３，ＲＭ
ＳＥＡ＝００６；对动态能力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
析，结果表明，χ２／ｄｆ＝２３，ＧＦＩ＝０８３，ＣＦＩ＝

０８７，ＲＭＳＥＡ＝００７６。这反映因子模型的拟合
度很好。

３５　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假设，运用 Ａ

ＭＯＳ５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从模型的拟合效果
来看，χ２／ｄｆ为 ２５２０，ＲＭＳＥ为 ００８，ＡＧＦＩ为
０７８，ＮＦＩ为０７８，ＩＦＩ为０８５７，ＣＦＩ为０８５５，基
本符合 Ｄｏｌｌ、Ｘａｉ、Ｔｏｒｋｚａｄｅｈ（１９９４）等认为的大于
０８０标准，模型拟合比较合理，说明模型是有效
的。模型中的路径系数见表３，企业的资源对动
态能力有积极的影响作用（Ｈ１ａ、Ｈ１ｂ、Ｈ１ｃ、
Ｈ１ｄ），然而资源对创新的作用却不显著（Ｈ２ａ、
Ｈ２ｂ），机遇识别动态能力与资源整合动态能力对
创新作用显著（Ｈ３ａ、Ｈ３ｂ）。这表明，动态能力在
资源和创新之间起到重要作用，资源必须通过动

态能力对创新起作用。

表３ 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系数

Ｔａｂｌｅ３　Ｐａｔｈ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变量之间的关系 模型路径系数 对应假设 检验结果

信息资源→机遇识别动态能力 ０．５８９ Ｈ１ａ 支持

信息资源→资源整合动态能力 ０．５４０ Ｈ１ｂ 支持

人力与技术资源→机遇识别动态能力 ０．５４０ Ｈ１ｃ 支持

人力与技术资源→资源整合动态能力 ０．３４２ Ｈ１ｄ 支持

信息资源→ 创新 －０．０６１ Ｈ２ａ 不支持

人力与技术资源→ 创新 －０．１５９ Ｈ２ｂ 不支持

机遇识别动态能力→创新 ０．６６０ Ｈ３ａ 支持

资源整合动态能力→创新 ０．２３２ Ｈ３ｂ 支持

　注：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４　研究结论及讨论

４１ 本研究主要结论及贡献

本研究以福建省电子信息企业作为研究对

象，对资源和动态能力对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了

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获得如下几个研究结果：

第一，企业的资源对动态能力有积极影响。

因此，企业应获取、累积（Ｂａｒｎｅｙ，１９８６；Ｄｅｎｒｅｌｌ，
Ｆａｎｇ＆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０３；Ｍａｋａｄｏｋ，２００１）有价值的资
源［２２－２４］，例如建立与供应商及顾客沟通的多样化

渠道，采用好的措施留住并激励人才，不断引进先

进的 技 术，（Ｄｉｅｒｉｃｋｘ＆ Ｃｏｏｌ，１９８９；Ｔｈｏｍｋｅ
＆Ｋｕｅｍｍｅｒｌｅ，２００２）或学习，获取、吸收各种知识
等等［２５］，这一过程提供了发展新能力的基础。特

别的，在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还应注重识别

和获取冗余资本（Ｂｏｗｍａｎ＆Ｈｕｒｒｙ，１９９３）［２６］。冗
余资源通常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它支持组织成员

通过利用冗余开展创新项目的试验，从而对环境

变化作出反应。

第二，动态能力对创新有积极的直接影响。

其中，机遇识别动态能力对创新的作用最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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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动态能力对创新作用次之。这与“超竞争”

环境（Ｄ’Ａｖｅｎｉ，１９９４）的特点有关［２７］，环境时时

在变，呈现高度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难以预测

性，变化的环境促使企业现有的竞争优势快速过

时，创新不是一次性的事情，而必须是动态和持续

的过程。快速洞察环境、获取市场信息，不断地通

过对竞争对手、消费者需求变化以及市场竞争态

势的分析，从市场空缺中寻找机会并对机会做出

恰当的反应，以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成为创新战

略的重点。

第三，虽然企业资源禀赋对创新起重要作用，

但资源不能直接对创新产生影响，而要通过增强

动态能力来发挥作用。这是由于传统的资源和能

力具有一定的惰性和惯性，制约着企业的选择，使

企业很难在动荡环境中做出重大创新和变革以获

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因此成功的创新战略是由把

握未来机会的可能性，而不是由过去的资源、能力

等限制所推动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并不在于拥有

多少资源和能力，而在于如何及时抓住机遇，更新

资源，利用和转换这些资源集，发展新产品和服

务，动态能力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

４２　本研究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借鉴

国内外前人开发的成熟的量表，没有专门针对电

子信息行业的，其量表有待改进。第二，由于调研

的时间和资源有限，此次调研数据来自福建省，并

以电子信息企业为例，样本的规模和代表性存在

一定局限性。未来在空间上，可以扩大全国的其

他类型的企业。第三，在时间跨度上，本文采取横

向数据收集法，无法揭示动态能力和创新如何在

企业发展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发生。未来将采用对

时间序列纵向分析，针对资源和动态能力对创新

影响进行动态跟踪研究。第四，本文的研究模型

对外部环境特性的影响考虑较少，因此，在未来研

究中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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