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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科技型企业创生资源包括技术、资金、人才等 ,考虑到企业现有资源的局限性 ,企业能否从外部环境中获

取资源是其能否顺利创生的关键。环境主体搭建起科技型企业和外部环境之间的“桥梁”。环境主体主要包括大学

及科研机构、关联企业、融资机构、中介机构和政府。科技型企业与不同主体间创生资源的整合途径不同 ,这些途径

主要为价格机制、竞争合作、溢出与扩散效应、指导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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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创生是指创办一个企业并使之在初创期获

得初步发展的过程 ,此阶段的顺利进行是企业发展

壮大的前提和基础。科技型企业的创生对提高科技

成果转化率、增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然而研究表明 ,科技型企业的创生率通常受

到限制〔1〕。Stinchcombe 认为这种科技型企业创生

率的限制与企业初始资源匮乏以及企业与外部提供

这些资源的主体之间联结弱化有关〔2〕。科技型企

业创生资源包括技术、资金、人才等关键资源 ,而这

些关键资源的获取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 ,企业能否

顺利从外部环境获取这些关键资源并加以整合是企

业能否顺利创生的关键。资源依附理论认为组织的

生存有赖于其获得资源的能力 ,并且与关键资源的

提供者保持良好的关系是组织存在的关键 ,该理论

强调组织和环境的和谐关系〔3〕。同时我们也发现 ,

环境是一个外延很大的抽象概念 ,必须在环境中找

到合适的承载主体并分析其功能 ,才能找到外部环

境的落脚点。

本文依据资源依附理论 ,从科技型企业创生资

源需求出发 ,结合企业已有资源 ,以环境主体搭建科

技型企业和外部环境的“桥梁”来分析企业如何从外

部环境获取资源 ,同时分析不同的创生资源整合途

径以便企业选择 ,保障企业的创生质量 ,旨在提高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本文的研究对揭示我国科技型企

业创生资源整合规律 ,促进我国科技型企业创生和

健康发展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2 　科技型企业创生资源需求分析

科技型企业创生以及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

生产要素和支撑条件均可定义为创业资源〔4〕,其中

技术、资金、人才是科技型企业创生必备的三种初始

资源〔5〕。科技型企业创生必然对这三种关键初始

资源有需求。Pfeffer & Salancik 在论述资源依附理

论时认为对组织的分析主要分为两个过程 :第一个

过程首先确定组织的资源需求及需求的来源 ;第二

个过程是寻求这种关键资源的获得途径〔3〕。可以

说 ,企业初始战略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资

源需求。企业在创生时把自身定位为技术领导者

(Leaders)或跟随者 (followers) 是企业初始战略的一

部分。Chandler & Hanks 认为企业早期的融资问题

可以归结于两个方面 ①资金的需求量 ; ②资金的来

源渠道 (自有和外部资源获取)〔5〕。Hogan &Hutson

也有类似的看法 ,他们认为资金的来源渠道实际上

是企业创生初期考虑自身资本结构 ( Capital st ru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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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的融资战略问题〔6〕。同时我们也看到 ,对科技

型企业而言 ,技术需求往往影响到资金需求和人才

需求 ,比如说企业在早期技术需求是通过自主研发

获得技术 ,它必然会对资金和研发人才有大的需求。

另外有研究表明 ,资源之间的替代性也影响资源的

需求〔5〕。

综上分析 ,我们可以从资源的自身属性特征和

资源的获得途径两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初始资源需

求。通过对企业资源需求分析 ,结合企业创生时已

有的资源 ,就可以确定企业创生还需要从外部环境

获取的资源。技术、资金和人才三种资源需求分析

的共同点是都可从获取途径的角度来考虑 ,同时资

金和人才需求分析还须从需求量来反映 ,而技术类

型和人才类型分别是分析技术和人才需求的一个重

要方面。

3 　科技型企业创生资源环境分析

311 　创生资源环境主体及其功能

根据上述分析 ,科技型企业需要从外部环境中

获取必要的资源以保证其顺利创生〔5〕,但要想从环

境中顺利获取必要的资源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 ,外部

环境必须具备以下二个基本条件 :第一 ,能供给这些

资源 ;第二 ,能够保障资源获取的畅通。同时我们发

现 ,环境是一个外延很大的抽象概念 ,要想分析环境

具备的这二个基本条件 ,必须找到环境的主体并对

这些主体提供的功能进行分析。环境主体是环境的

承载者 ,如政府部门、融资机构、中介机构等 ,而功能

是环境主体对科技型企业所发挥的作用。图 1 表明

了企业所需初始资源、环境主体及主体功能之间的

关系。

环境必须具备的二个基本条件是由环境主体的

功能来体现的。但同一主体可以提供不同的功能 ,

同一功能可由不同的主体提供。主体和功能之间不

是一对一的关系。下面我们主要分析这五类主体的

功能。

31111 　大学及科研机构

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供企业所

需要的人力和技术资源。第一 ,大学及科研机构可

通过教育培养人才 ,这些人才不仅包括各类技术专

有人才 ,也包括创业者和管理者。第二 ,大学及科研

机构能够创造和扩散技术机会 ,为科技型企业的技

术获取提供一个重要的途径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一是企业可以购买大学及科研机构的专利获得技

术 ;二是企业可以与大学或科研机构合作研发获得

技术 ;三是大学及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带着已有的

技术自行创办科技型企业〔7〕。

31112 　关联企业

关联企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创造和扩散技术机

会上。第一 ,企业可以与关联企业合作研发获得技

术 ;第二 ,关联企业的相关人员带着已有的技术创办

科技型企业。

31113 　融资机构

融资机构主要包括银行、证券公司、风险投资公

司等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它们主要的功能是为

企业提供所需的初始资金 ,为企业资金的获取提供

重要的渠道。

31114 　中介机构

在本文中 ,中介机构主要包括高新技术企业孵

化器、创业培训机构、人才交易中心、技术交易中心、

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构。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

可以创造和扩散技术机会 ,为企业获取技术资源提

供重要的渠道 ;创业培训机构通过创业培训培养创

业者和专有技术人才 ;为企业提供所需获取的人力

资源 ;后三类中介机构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供人才

市场、提供技术市场以及为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充分保障和方便企业对人才、技术和资金三类所需

初始资源的获取〔8〕。

31115 　政府

早期研究表明 ,政府影响了科技型企业的创

生〔9〕。其主要功能体现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扶

持和保障企业的顺利创生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从便

于企业资源获取的角度来分析政府的功能 (见图

1) 。我们把政府颁发的政策法规分为三类 :人才政

策法规、技术政策法规和融资政策法规。其中人才

政策法规包括培育创业者和专有人才的政策法规、

为人才获取提供保障的政策法规 ;技术政策法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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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保障技术有效供给的政策法规 (支持大学及科研

机构 R &D 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法等) 、促进企业获

得技术的政策法规 (鼓励企业和大学及科研机构合

作研发、技术转让法) ;融资政策法规包括保障资金

有效供给的政策法规 (提供企业创新基金等) 、促进

企业更便利获取资金的政策法规 (信用担保政策

等) 。

312 　创生资源环境主体的经济性质

根据以上对主体功能的分析 ,同一主体具有不

同的功能 ,因而也提供了不同的初始资源和获取途

径。在科技型企业与环境主体之间进行资源整合与

交换的过程中 ,主体通常表现出不同的经济性质 ,即

对于同一主体来说 ,企业在整合不同资源时所采取

的整合方式是不同的 ,这时同一主体可能表示出多

种经济性质 ;而对于同种资源来说 ,企业在与不同主

体之间进行整合交换的途径也不尽相同 ,也就是说

同种资源可以通过不同的主体 ,采取不同的整合途

径来获取。有些资源的整合是通过交易的形式实现

的 ,在交易的过程中体现了主体的营利性质 ,但有些

资源的交换是通过非商业交易的形式实现的 ,主体

又表现出非营利性的特征。因此按照主体本身的性

质对其进行归类不够严格 ,主体的经济性质与资源

整合途径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这种资源整合途径在

满足科技型企业资源获取的同时 ,也实现了科技型

企业资源环境的优化。

313 　创生资源环境的分类

通过我们对科技型企业创生资源环境主体的分

析 ,按照主体功能将科技型企业创生资源环境分为

提供初始资源的环境和保障资源顺利获取的环境

(见图 2) ,其中提供初始资源的环境包括技术环境、

资金环境和人才环境 ,保障资源顺利获取的环境包

括政府法规环境、文化环境、社会服务体系、市场环

境和信息化环境。同时 ,根据主体功能的强弱 ,可以

将这两类环境的支撑度分为强弱两种 ,两种环境分

别依附的主体所发挥的功能强弱不同 ,其相互作用

所形成的创生资源环境也不同。不同功能的主体相

互作用 ,分别形成了不同的创生资源环境 ,如图 2 所

示。主体相互作用可能形成的四种创生资源环境类

型 ,分别位于四个不同象限 ,第一象限表示初始资源

提供较弱且获取性较弱的资源环境 ,第二象限表示

初始资源提供较弱但获取性较强的资源环境 ,第三

象限表示初始资源提供较强但获取性较弱的资源环

境 ,第四象限表示初始资源提供较强且获取性较强

的资源环境。

根据资源依附理论的基本原理 ,组织的存在与

对资源的获取和占有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 ,以上对创

生资源环境的分类中 ,第四象限创生资源环境是科

技型企业创生的优良资源获取环境 ,而位于第一、

二、三象限的创生资源环境则可以通过不同的整合

方式实现其向第四象限的帕累托改进。下面我们将

通过对科技型企业创生资源整合途径的分析来进一

步阐述这种帕累托改进的具体方式。

4 　科技型企业创生资源整合途径分析

基于以上对主体及其性质的分析 ,我们发现科

技型企业与同一主体交换不同资源的途径不同 ,而

对于同一资源科技型企业与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整合

和交换的途径也是不同的。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各

类创生资源的交换与整合途径进行研究 ,详见表 1。

411 　利用价格机制的资源整合途径

表 1 　科技型企业创生资源整合途径

大学及科研机构 关联企业 融资机构 中介机构 政府

价格机制 技术 资金 人才/ 技术

溢出与扩散 人才/ 技术 技术

竞争合作 技术 人才/ 资金/ 技术

指导性机制 人才/ 资金/ 技术

　　科技型企业与营利性资源主体之间主要通过价

格机制实现创生资源的整合与交换。这种资源整合

途径主要利用价格机制实现创生资源环境从第一、

三象限向第二、四象限的帕累托改进。通过这种整

合途径 ,科技型企业可以实现创生资源环境的优化 ,

从而科技型企业可以与大学及科研机构、融资机构

3

　　　　　　　　　　　　　　　　　　　　　　　　　　　　　　　　　　　　　科技型企业创生资源整合研究



和中介机构等资源主体之间实现人才、资金、技术的

整合与交换。

412 　利用溢出和扩散效应的资源整合途径

科技型企业在资源整合的过程中 ,企业的社会

网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溢出与扩散效应正是以这

种网络关系为基础 ,利用企业的社会资本进行资源

整合。企业应该同环境主体间保持良好的关系 ,加

强与环境主体间的交流与沟通 ,这样主体与企业间

的溢出与扩散效应可以实现创生资源环境从第一、

三象限向第二、四象限的帕累托改进。这种溢出与

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科技型企业与关联企业、中介

机构在技术、人才方面的交换与整合。

413 　利用竞争合作关系的资源整合途径

竞争与合作既是企业间长期博弈的均衡状态 ,

也是企业整合资源的一种战略选择。企业通过这种

战略可以将对自己来说是稀缺的 ,有价值的创生资

源加以整合利用。对于科技型企业来说 ,可以调整

自己的初始战略 ,通过同高位势企业的联合优化自

身的创生资源环境 ,实现创生资源环境从第一、二象

限向第三、四象限的帕累托改进。科技型企业可以

同大学、科研机构和关联企业等环境主体之间通过

合作方式实现对创生资源的整合与交换。

414 　利用指导性机制的资源整合途径

政府作为较特殊的环境主体 ,主要通过政策法

规或扶持建立中介机构等指导性机制 ,改善初始资

源环境主体与科技型企业间的整合与交换途径。需

要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政府的调节方式应

尽量与计划经济的刚性调节相区别 ,政府应避免过

多的直接干预 ,更多地发挥服务性政府的功能 ,利用

自己的法律权威和良好信誉为科技型企业构建良好

的资源整合与交换平台 ,实现科技型企业创生资源

环境从第一、三象限向第二、四象限的帕累托改进。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看到通过价格机制、溢出与

扩散效应、竞争合作及指导性机制方式 ,外部资源环

境主体与科技型企业之间实现资源交换与整合 ,通

过这四种资源整合途径的作用 ,实现创生资源环境

从第一、二、三象限向第四象限的帕累托改进 ,换句

话说 ,也就是实现初始资源提供较强且获取性较强

的创生资源环境。

5 　结语与展望

创生资源对于科技型企业的创生至关重要 ,企

业创立初期对基础资源的要求相对较高 ,各种创生

环境条件会增大创业与成长的可能性 ,但必须与创

业过程的关键要素匹配起来〔10〕。通过以上对创生

资源需求及环境的分析 ,我们发现科技型企业应该

通过不同的资源整合途径 ,获得并整合所需的创生

资源 ,同时发挥自身的整合能力形成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

同时科技型企业不同资源整合途径的选择应该

充分考虑企业与环境主体之间的关系 ,充分利用企

业的社会资本 ,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利用溢出与扩散

效应来实现资源整合 ,调整自己的初始战略规划 ,使

企业的资源整合战略柔性化。获得初始资源是科技

型企业创生的前提和基础 ,对于科技型企业来说更

为重要的是将创生资源进一步整合 ,形成自身的竞

争优势。

本文重点研究了科技型企业创生资源需求类型

及获取途径 ,同时探讨了外部环境主体的类型和功

能 ,旨在揭示科技型企业在其创生过程中怎样有效

的根据自身的资源需求与拥有资源的外部环境主体

建立和谐的纽带关系 ,从而利用不同的创生资源整

合途径获得自身所需的资源 ,保证其顺利创生和核

心竞争力的提高。另外研究中我们发现 ,同一类资

源不同企业的寻求途径也有所不同 ,同时结合中国

实际问题 ,探讨中国科技型企业创生资源整合规律

是一个非常实际并且重要的课题 ,这些都是我们未

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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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y of CRM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Best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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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onsidering the success rate of current CRM implementation not high , the thinking of best practices is applied to the whole process imple2

mentation of CRM1 On the basis of current research , we propose the connotation of CRM implementation method based on best practices , and the pro2

cess model is build1 Then the whole process improvement method of CRM based on best practice is discussed through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sales , mar2

keting , service and support1 This method can concretely guide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CRM , and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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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Assembling Resources for Emergence of Ne w Technology2based Firms

CU I Qi2guo1 , CAI Li1 , L IU Qing2 , QUAN Zhe2xi2

(11Management school of Jilin University , Changchun 130022 , China ;

21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Centre of Jilin University , Changchun 130022 , China)

Abstract : Initial resources for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y2based firms (N TBFs) include technology resource , capital resources and human resource

and so on1 Considering the limitation of extra resources in firm , whether firm obtain key resources from external environment or not determines

whether new technology2based firms can create successfully or not1 Actors of environment establish the“bridge”between technology2based firms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1 These actors includ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 related companies , financing organizations , bridging organiza2

tions , government1 The approaches of assembling resources for emergence of N TBFs are different between firms and different actors1 The approaches

include price mechanism ,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 spillover and diffusing effect , instruction mechanism1

Key words : emergence of firm ;assembling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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