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6 卷 　第 3 期
2007 年 　　3 月

　　　　　　　　　　　
技 　术 　经 　济

Technology Economics
　　　　　　　　　　　

Vol. 26 , No. 3
Mar. , 　2007

　　文章编号 :1002 - 980X(2007) 03 - 0042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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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企业创新网络的研究中 ,较多的研究都得到其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积极影响的结论 ,对企业而言 ,更

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主动影响和利用其创新网络 ,提高创新绩效 ,本文引入企业网络能力的概念 ,从企业层面 ,提出

构建企业创新网络分析框架 ,最后 ,从企业资源要素和组织间学习两个维度 ,探讨企业网络能力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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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创新网络被认为是在知识经济背景下 ,企

业应付系统性创新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 ,是企业创

新活动中发生的网络 ,即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围绕企

业形成的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合作关系的总体结

构〔1〕。另一方面 ,由于创新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 ,

以及创新活动的风险性 ,建立创新网络也成为企业

提高其创新效率的动因〔2〕。此外 ,不少国内外学者

还开展了关于企业创新网络与其创新绩效关系的实

证研究 ,主流结论是 :企业创新网络对其创新绩效有

显著积极的影响。这随即产生了一个更具现实意义

的问题 :企业如何构建其创新网络 ? 尽管部分学者

提出了构建企业创新网络的原则和策略 ,以及影响

因素等 ,但这些解释缺乏相关理论基础的支撑 ,因而

整体说服力不足。本文基于企业能力理论 ,结合企

业网络能力理论的最新发展 ,探讨企业构建其创新

网络所依赖的内在工具。

2 　企业网络能力的概念

关于企业网络能力的思想 ,最初是由 Hkansson

提出的 ,其从一些经验研究中发现 ,企业在如何处理

其外部网络关系的技巧和处理效果上是存在差异

的 ,即有的企业非常有才能和属于稳健的实践者 ,而

有的企业则显得十分简单和外行。其介绍了企业的

网络化能力 ( networking ability) 的概念 ,包含两个

方面 :即企业改善其网络位置的能力和处理某单个

关系的能力〔3〕; Kristian 从产业网络、企业网络、关

系组合和交易关系四个层面 ,构建了网络构想、网络

管理、组合管理和关系管理的网络管理理论框架 ,并

提出网络管理能力 ( network management capabili2
ty)概念〔4〕;国内学者如徐金发等提出的网络能力是

关于企业发展和管理外部网络关系的能力 ,其本质

在于通过寻求和运用网络资源来获得竞争优势 ,并

以战略、关系和过程三个层次 ,定义了网络能力的三

个维度 :网络构想能力、网络关系组合能力和网络角

色管理能力〔5〕。关于网络能力较为深入和可操作化

的研究是由 Rit ter 完成的 ,被定义为企业的一种技

巧 ,使企业掌控、利用和开发其外部网络关系 ,形成

其竞争优势。其开发了测度网络能力的量表 ,包含

任务执行和资格条件两个维度 ,资格条件是执行网

络任务的前提 ,而在执行网络任务的过程中又可以

提升网络管理的资格。任务执行可划分为执行特定

关系任务和执行跨关系任务 ,资格条件则由专业资

格和社会资格组成〔6〕。

根据关于企业的能力、动态能力、联盟能力和演

化论等的研究 ,与组织能力最接近的概念是组织惯

例 (organizational routine) 。Nelson 等认为组织惯

例是组织的记忆 ,组织靠惯例化的行为存储获取的

知识 ,使之成为组织不假思索的能力。个人的技巧

类似于组织的惯例 ,考虑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

作用 ,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的作用。

Teece 认为企业动态能力的内容是其与众不同的流

程 ,一种协调和整合资源的方式。Kathleen 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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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能力是特别的和可以识别的流程 ,在一般的市

场环境下 ,动态能力类似于组织惯例 ,表现为具体、

可分析、稳定和可以带来预期收益的流程 ;在动态环

境下 ,表现为简单、富有经验、易变和带来不确定收

益的流程。

对上述研究进行比较 ,只有 Rit ter 的网络能力

理论 ,达到了对能力进行解析的阶段 ,而其他研究仍

停留在“能力”的分析层次。此外 ,对 Rit ter 关于网

络能力的内涵进行重新梳理 ,笔者认为 Rit ter 关于

网络能力内涵的构建基本是符合动态能力和演化论

等关于组织能力理论的。因为将能力分为任务执行

和资格条件是符合惯例或流程研究逻辑的 ,例如其

各种网络任务的执行就组成了企业关于网络行为的

惯例或流程模式 ,其资格条件则反映了嵌入在惯例

或流程中的知识和经验。

然而 ,有一点必须指出 ,Rit ter 关于网络能力的

内涵只是体现了对网络关系的影响 ,这也与其对网

络能力的定义有关 ,即网络能力只是掌控、利用和开

发其外部网络关系的技巧。可是 ,一般对网络进行

分析 ,都是采取关系和结构作为网络分析的基本维

度〔7〕 ,也就是说 Rit ter 关于网络能力的内涵存在关

于网络结构维度内容的空白。这一点也可以从其实

证研究中看出 ,例如其实证研究结论是 :企业网络能

力对组织间技术交织 ( technological interweave2
ment) 程度有显著积极影响 ,而后者正是属于网络

关系维度的内容。

3 　企业网络能力对其创新网络、创新
绩效的影响

　　Walter 认为组织间交往过程中存在三种关系

障碍 ,降低了组织间合作关系的有效性。Ritter 等

则认为 ,作为网络能力的组成部分 ,网络任务的执行

可以减少这些障碍的影响 ,确保新的技术伙伴参与

技术交流可以获得技术协作带来的优势。此外 ,通

过集中、主动性的参与活动 ,企业可以获得先行者的

优势以及与重要伙伴建立交往关系。再进一步 ,出

于提高合作成功的可能性 ,其他组织也有兴趣与资

格条件较高的组织进行交往。最后 ,网络能力也会

提高组织间信任和承诺水平 ,导致在现存网络关系

中产生新领域中的合作开发与利用的活动。Rit ter

等分别以德国、英国、丹麦和马来西亚的样本验证了

企业网络能力对技术交织和创新成功 (innovation

success)的直接作用关系〔6〕。

　　在 Ritter 的研究基础上 ,国内部分学者如马刚 ,

陈学光等分别采用浙江不同地区的样本 ,验证了企

业网络能力对其创新网络、创新绩效具有积极显著

的影响的结论 ,扩大了企业网络能力的概念及操作

性研究的适用范围。除此之外 ,马刚基于动态能力

理论 ,对 Rit ter 的网络能力的构成进行了修正 ,即在

保留任务执行和资格条件两个维度的基础上 ,增加

了组织学习的维度。陈学光则沿用了 Rit ter 关于网

络能力的量表 ,引入了市场变动、技术变动和竞争强

度三个调节变量 ,验证了企业网络能力在知识经济

时代背景下对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性。

4 　企业网络能力的形成机制

根据上文的讨论 ,问题的重心到了关于企业如

何有意识培养和发展其网络能力的方面。因为一般

在企业能力理论的研究中 ,除了对能力的内容进行

分析之外 ,还要对其表现形式、依附载体和形成机制

进行探讨。例如魏江从分析核心能力的角度 ,认为

分析能力的本质要以能力的表现形式和依附载体分

析为前提。前者探究一个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以何种

形式反映出来的 ; 而后者探究企业核心能力存在于

何种载体中。就企业核心能力的本质分析而言 , 显

然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 ; 但从核心能力的度量、评

判和提高措施分析看 , 后者成为了措施的落实点 ,

即只有在载体培育的基础上 , 才能孕育出独特的、

不为外部所获取和模仿的核心能力〔8〕。

Rit ter 的研究认为企业内部的物质资源配置、

网络关系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组织文化的开放性

及内部交流结构的整合性为发展网络能力的四个前

提条件〔6〕。马刚则从企业家和企业两个层面分析了

影响网络能力的若干因素。笔者认为从网络能力的

形成机制来看 ,除具备必须的资源要素的保障机制

之外 ,还需要一定的动力机制 ,才能解释网络能力的

形成。能力理论一般认为 ,能力是在一定的资源条

件下通过积累性学习而获得〔9〕。所以 ,笔者将网络

能力的形成归结为两类制约要素 ,一类是资源要素

类 ,如企业家的合作意识等特质以及企业的内部物

质条件、人力资源等 ,构成企业培育和发展网络能力

的潜质和保障 ,从能力的落实点来看 ,资源类要素也

可以理解为上文提到的能力所依附的载体 ;另一类

是学习要素类 ,如组织学习 ,构成实现网络能力的手

段或措施 ,即网络能力形成的动力机制。应该说这

两类要素相互依赖 ,共同作用于网络能力的形成和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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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企业网络能力构建其创新网络
的分析框架

　　综合前文的讨论 ,创新网络有助于企业整合创

新过程中必要的外部资源 ,降低创新的成本 ;以创新

网络为平台有助于企业与其它组织进行技术知识和

市场信息的交流互动 ,提高创新效率和降低创新风

险 ;通过创新网络获得的行业压力和竞争者动向可

以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等。

网络能力作为企业管理其外部网络的一种能

力 ,其创新网络应该是其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

除此之外 ,Rit ter 认为作为网络能力的组成部分 ,网

络任务的执行也有助于给非技术协作客户销售创新

性产品 ,同样网络资格条件也有利于企业独自完成

创新活动 ,因此创新绩效也可以被看成是网络能力

的表现形式。

在网络能力、创新网络及创新绩效的研究框架

下 ,结合对网络能力来源的考虑似乎才更具完整性 ,

也就是前文提到的网络能力的依附载体和形成机

制 ,即包括内部资源要素的保障机制和组织学习的

动力机制。

根据前文的分析和理论回顾 ,笔者尝试地提出

关于企业网络能力和创新网络等概念的研究框架 ,

如图 1 所示 :

图 1 　基于企业网络能力构建其创新网络

的分析框架图

　　在图 1 所示的分析框架中 ,网络能力解释了企

业创新网络特征及其创新绩效差异的原因 ,企业创

新网络的特点又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内部

资源要素和组织学习分别以保障机制和动力机制解

释网络能力的形成 ,而且二者存在着一定的交互效

应。

6 　结语

在知识经济为特征的新经济环境下 ,企业作为

一个开放系统及自治单元与外部各种组织进行有效

的交往 ,对企业的发展日趋重要。对于实践者来说 ,

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下 ,企业应如何作为 ? 一种比较

可行的回答是 :企业需要培育一种能够适应复杂的

网络环境、有助于其网络化发展的能力 ,即网络能

力。

但是 ,根据前文的讨论 ,企业网络能力理论的建

立和发展需要一个过程 ,目前仍然存在许多需进一

步研究的内容 ,如网络能力概念的内涵如何吸收有

关影响网络结构维度特征的内容、培养企业网络能

力中的组织学习是侧重组织间层面的学习还是其他

层面的学习、以及本文的提出的关于企业网络能力

及创新网络等概念的研究框架需要实证来进行验证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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