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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多元化战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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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作为一类重要的技术创新战略, 企业技术多元化近年来得到学术界和实业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
组织学习、创新文化、内外部技术资源配置等方面探讨了企业推进技术多元化战略的主要影响因素, 并结

合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组织学习、创新文化、内部资源保障、外部技术联系对企

业开展技术多元化战略均有积极影响, 技术多元化战略需要企业遵循开放式创新的思路并加强组织学习。

实证结果还表明,外部技术联系对我国企业技术多元化战略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弱 ,且大学、科研机构等外

部专业技术源的影响程度相对最低, 这值得我国企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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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问题提出

技术是企业核心能力中最根本的部分, 也是决

定企业战略的核心因素。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在

基于技术与创新的新竞争范式下,一类新型多元化

战略 ! ! ! 技术多元化战略( techno logical div ersifi�
cation st rateg y,即企业通过内部研发或外部获取,

在多个技术领域拥有多样性的技术知识/能力)受到

中外学者的共同关注,在有关技术创新管理、战略管

理的会议和期刊 (如 Research Policy、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T echnovat ion、R& D M an�
agement )上成为研究热点。研究表明, 技术多元化

战略有利于企业提高经营绩效 [ 1�2]和创新绩效 [ 3�4]。

随着产品的�多技术 ( mult i�technolog y)特征日益
明显,许多(互补/相关)技术被同时用来制造某一产

品(如复杂产品)或用于开发全新产品, 技术多元化

对企业的组织结构、产品策略、知识管理提出了新的

挑战
[ 5]
, 技术多元化战略应如何开展和管理成为致

力于提高产品创新绩效的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

文基于技术战略理论并结合结构方程模型方法, 识

别和分析了影响企业推进技术多元化战略的主要因

素,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开展技术多元化战略提供新

的理论视角。

2 � 文献回顾

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企业只应该关注核心技

术能力,在核心领域之外进行技术资源投入被认为

是企业的一种资源浪费和竞争劣势。但现在,随着

产品的设计、开发和生产过程以及供应链越来越复

杂,企业面临的技术竞争日趋激烈,这一传统思想几

乎要被淘汰, 企业需要 � 比它们做的知道得更
多 [ 6�7]。Gambardella 和 Tor risi

[ 8]
发现, 许多技术

型企业尽管在业务和产品上采取聚焦化战略,却仍

然保持着技术能力的多 样性趋势。 Patel 和

Pav it t [ 9]认为,多元化而非专业化才是现代企业技术

基础的特征,并发现电子、化学和汽车类企业在核心

业务领域之外都拥有大量的技术专利。企业的产品

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涉足技术领域的

范围[ 3]。尤其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 企业既需要通

过集成多个学科的知识来有效地开发新产品,也需

要涉足先前并不熟悉的技术领域, 以便及时识别出

新兴的技术机会对于企业未来竞争的潜在价值, 因

为在早期阶段这些新兴技术通常处于边缘性技术领

域[ 1 0]。如果企业在某一时期缺乏一些特定的技术

知识,它将不能意识到在相关领域中新出现的技术

机会
[ 11]
。即便企业意识到这些技术机会, 也常常因

为缺乏足够的背景知识而无力抓住这些机会进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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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创新。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企业把相当多的资源投

入到那些它们并没有独特优势但对产品制造和原材

料及部件供应链都相当重要的技术领域 ! ! ! 尽管它
们往往并不直接设计和生产包含这些技术的产品或

工艺[ 1] 。因此,企业需要拥有分布式能力( dist ribu�
ted competence)而不仅仅是核心技术能力, 否则将

难以协调内外部技术变革
[ 6]
。

企业技术多元化表征组织的整体技术基础多样

性的增长过程和状态
[ 2]
, 意味着企业将技术能力扩

展到更广阔的技术领域范围 [ 12]。多元化战略、资源

基础观、演化经济学等领域的大量文献探讨了企业

技术多元化战略。一些研究者看到了业务�多元化
折扣 的困境,高度评价技术多元化的战略价值, 甚
至认为企业惟一可以坚持的多元化战略就是技术多

元化战略
[ 5]
。而根据资源基础观和能力理论(包括

核心能力、动态能力和企业知识理论) , 为了寻求�交
叉创新 ( fert ilization innovat ion) , 企业往往涉足新
的、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领域,组织技术基础的范围因

探索性学习而不断扩展[ 13] 。演化经济学中的惯例、

搜索、选择环境、路径依赖等概念[ 14] 有助于理解企

业技术多元化的动因及路径选择,表明企业技术多

元化具有累积特征,知识关联和产品导向是其中的

演化机制
[ 1]
。目前, 国外学者的研究大体沿着两条

路径进行:以 Cantw ell(美国)和 Kodama(日本)为

代表的技术经济学派主要运用经济计量方法来研究

技术多元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及二者关系的历史变

化;以 Granst rand(瑞典)和 Pavit t (英国)为代表的

技术管理学派重点从管理角度并借助案例研究分析

技术多元化问题,强调多技术情景下的企业战略管

理策略。国内学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技术多元化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
[ 15�1 7]

综观现有文献, 一个重要缺陷是过于注重� 后
果 分析, 忽视�前因 研究。企业技术多元化既是状
态(结果)变量, 也是过程变量[ 18] ,其形成和发展是

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 受组织内外各种因素的影

响
[ 1]
。既然技术多元化有利于企业构筑竞争优势,

那么研究企业如何推进技术多元化战略以积累�多
技术能力 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管理价值 [ 5]

。

技术多元化不等同于研发多元化[ 19] , 它是一个综合

性概念,是内部技术探索和外部技术获取(包括技术

联盟和并购)共同作用的结果[ 20]。研发多元化只是

导致技术多元化的关键来源, 不能反映企业与外部

技术源的联系。尽管目前已有部分文献零散地提及

了技术学习
[ 21]
、组织文化

[ 22]
、内部资源投入

[ 9]
、外部

创新源
[ 23]
等对企业技术多元化过程的影响,但尚缺

乏从战略角度构建企业技术多元化影响因素的整体

分析框架。

3 � 研究假设及模型构建

技术多元化被认为是一个技术战略问题[ 6, 24]。

技术战略包括为获取、维持和利用技术能力所投入

的资源, 决定着企业技术能力的特征、范围和程

度
[ 2 5]
。企业技术多元化战略是一个具有演化性质

的时间性变量[ 1] , 受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基于技

术战略理论, 并根据已有相关研究, 本文从组织学

习、创新文化、内部资源保障、外部技术联系等方面

构建企业技术多元化战略影响因素模型。

3� 1 � 组织学习与技术多元化
组织学习具有集中和累积的特性。集中意味着

新技术的探索和研制很可能在已经使用的技术的相

邻领域出现;累积则意味着企业当前的技术创新常

常建立在过去的知识基础上。技术多元化是组织内

部创造或外部获取新技术领域知识的结果,需要企

业对新技术进行搜寻、吸收和开发,组织学习尤其是

探索性技术学习 ( explor at ion lear ning ) 至关重

要
[ 2 6�27]

。重视探索性学习的企业能不断累积新的技

术知识,使企业的技术基础形成一个持续地输入信

息、知识和能力的集合,企业常常利用这个集合来寻

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案。有些企业由于有意识地对相

关技术进行研究,或在使用现有技术方面有意外发

现,因此常常能获得多样性的技术知识[ 28]。同时,企

业也需要搜索、识别和跟踪现有技术领域中的新知

识,关注那些围绕其核心技术知识的技术知识
[ 21]
,挖

掘性技术学习( exploitat ion learning)对于企业技术多

元化战略同样重要。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假设

H1:

H1:组织的学习水平对企业的技术多元化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的组织学习水平越高,技术多元

化水平越高。

3� 2 � 创新文化与技术多元化
创新文化指企业在创新管理活动中所创造和形

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创新精神财富以及创新物质

形态的综合,包括创新的价值观、准则、制度和规范、

物质文化环境等[ 29] ,核心是提倡灵活性, 重视创业

精神、创造性和适应性 [ 30]。创新文化影响着企业的

许多技术战略决策, 如内部研发、合作研发(如合资

等)、技术购买、技术扫描、内部风险创业等活动, 并

最终影响技术能力拓展的意愿和程度
[ 31]
。探索新

技术知识需要企业培育一种倡导变革、支持探索和

冒险的创新文化[ 22] 。在支持创新的组织文化下,员

工更愿意探索新的技术知识 [ 1] , 员工之间的知识共

享也会更频繁,通过各种技术知识间的�融合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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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技术知识的总量和所涉及的范围最终得以拓

展。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假设 H2:

H2:组织文化的创新程度对企业技术多元化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文化越开放创新,技术多元化

水平越高。

3� 3 � 内部资源保障与技术多元化
探索新的技术机会, 评价、了解和获取新知识的

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原有的相关领域的经

验
[ 32]
, 企业已有的技术存量是未来技术能力发展的

基础,内部相关资源(尤其是创新资源)包括技术创

新投入强度、技术人员的研究能力,影响着企业拓展

技术基础的决策和能力[ 33] 。内部资源投入高(如研

发多元化)的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对多种不同外部

技术的吸收能力 [ 34] , 更利于新技术的探索以及采

用、吸纳产业的技术溢出,进而具有相对宽广的知识

基础,而这也使企业更容易获得或掌握新技术领域

的知识。由于进入一个新的技术领域(技术多元化)

往往需要耗费企业的资源和资本,因此从资源配置上

看,企业应该具备充足的互补性资源如资金、分销渠

道和市场等,以减轻技术多元化战略内在的风险和不

确定性[ 2]。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

内部资源保障对企业技术多元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企业的内部创新资源越充分,技术多元化水平越高。

3� 4 � 外部技术联系与技术多元化
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 [ 35] , 企业需要保持内部研

发和技术获取的动态平衡, 在加强内部研发的基础

上,对外部新知识进行密切的监视跟踪并加以充分

吸收。企业与外部技术源的联系越强, 就越能获取

内部没有开发的通用技术、接近其他行业企业创造

的前沿技术,更容易找到合作伙伴并中获得更多的

技术溢出
[ 36]
。通过用户创新

[ 37]
、供应商参与创

新[ 38]、企业间合作创新 [ 39]、产学研合作 [ 5]等方式, 企

业能够了解相关技术的发展趋势,扩展技术联系网

络,有效地延展自己的技术知识和能力范围。在技

术密集型产业, 企业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使用

外部技术源上
[ 40]
。外部技术源分为两类: ( 1)外部

企业技术源。包括用户、供应商、竞争对手、行业外

企业或战略联盟。这些外部技术源与企业存在着价

值链上的关联。( 2)外部专业技术源。包括大学、研

究机构、知识产权机构、技术中介组织、政府部门、行

业协会等。这些外部技术源能给企业提供专业性的

新技术知识。两类外部技术源在企业获取技术能力

的效果上存在差异[ 27]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

下假设:

H4:外部企业技术源对企业技术多元化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企业与外部企业技术源的联系越紧密,

技术多元化水平越高。

H5:外部专业技术源对企业技术多元化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企业与外部专业技术源的联系越紧密,

技术多元化水平越高。

4 � 实证研究及结果讨论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进行实证研究,问卷的处理采

用 SPSS15� 0和 AMOS7� 0软件包, 主要分析方法有
因子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分析。

4� 1 � 问卷调查与研究样本
问卷对象主要包括两类: ∀ 实体企业; #浙江大

学 2007级 MBA 班学生和历届部分 EMBA 毕业学

员。问卷设计是在参考了大量文献并结合企业访谈

结果而逐步形成的, 绝大部分题项来自国内外学者

已证实有效或相对成熟并被引用较多的量表。经过

在浙江省杭州、台州和温州等地的 30多家企业进行

小范围预测试后, 于 2007年 11月初至 2008年 5月

发放正式问卷。采取直接发放(邮寄、电子邮件、现场

发放)和间接发放(委托他人发放)两种方式,共发放

问卷 730份,发放对象为企业技术副总裁、技术中心

和产品开发部门主管。最后回收问卷 218份,剔除不

合格的 27 份,得到有效问卷 191份,有效回收率为

26� 2%。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 1所示。

4� 2 � 变量衡量及指标设定
4� 2� 1 � 技术多元化战略

技术多元化战略量表参考了 Gr over 和 Gos�
lar [ 41]、Nieto 和 Quevedo[ 42] 的测量条款, 主要调查

企业技术基础的范围、技术探索的愿景和程度, 共设

计了 7个问题: ∀ 企业所拥有的技术知识/能力跨越
了多个技术领域范围; # 为保证产品创新的顺利进
行,企业对多项生产辅助技术进行了投资; ∃企业在
核心技术之外的数个技术领域中开展了内部研发或

外部技术获取活动; %企业申请的技术专利常常是
融合多个技术领域知识的产物; &企业拥有的技术
知识比较均匀地分布在所涉及的每个技术领域中;

∋相对于同行业竞争者来说,企业的技术知识存量
具有很高的多样性; (相对同行业竞争者来说, 企业
员工的专业知识背景具有很高的多样性。在数据处

理中, 这 7 个指标分别用 TD1、TD2、TD3、T D4、

T D5、TD6、TD7表示。

4� 2� 2 � 组织学习
我们主要调查企业对学习的认识以及对技术知

识的吸收和更新水平。在借鉴 March 的定义并参

考了 Calantone 等
[ 43]
、宋建元

[ 30]
等研究者的量表的

基础上,提出: ∀企业重视部门间或企业间进行技术
知识信息的交流与共享; # 企业能有效地将创造(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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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有效样本的信息

类型 分类 样本数 百分比 类型 分类 样本数 百分比

企业

年限

所在

地区

5~ 9年 50 26� 2

10~ 14年 70 36� 7

15~ 19年 22 11� 5

20~ 29年 11 5� 8

30年以上 34 17� 8
广东 49 25� 7

浙江 42 22� 0

上海 36 18� 8

江苏 18 9� 42

河南 15 7� 85

北京 12 6� 28

山东 7 3� 66

湖北 5 2� 62

湖南 3 1� 57

福建 3 1� 57

辽宁 1 0� 52

企业规模

(年销售收入)

行业

500万及以下 6 3� 1

501万~ 1000万 9 4� 7

1001万~ 5000万 26 13� 6

500万~ 1亿 16 8� 4

1亿~ 5亿 50 26� 2
5亿~ 20亿 45 23� 6

20亿以上 39 20� 4

电气机械 56 29� 3

电子通信 41 21� 5

汽车 21 11� 0

新材料 20 10� 5

制药 14 7� 3

石油化工 14 7� 3

仪器仪表 8 4� 2

钢铁 2 1� 1

获取)的技术知识应用到不同情景中; ∃ 企业能对新
技术的开发、获取、整合和利用等过程进行有效管

理; %企业能有效地搜索、识别和跟踪新技术领域中
的知识。在数据处理中, 这 4个指标分别用 OL1、

OL2、OL3、OL4表示。

4� 2� 3 � 创新文化
对创新文化的测量, 主要调查企业文化的创新

导向程度,包括鼓励尝试和探索、积极变革、容忍失

败等。创新研究领域中已有许多可行的创新文化量

表,我们在借鉴郑永忠[ 44]、Denison[ 45]等量表的基础

上,提出以下问题: ∀ 企业制定了鼓励针对技术创新

的奖励制度; # 企业制定了制度,鼓励员工参与跨学
科的技术培训和学习活动; ∃ 企业对员工的创新和
冒险行为给予鼓励和报酬,并容忍失败; %企业有一
种开辟新市场、追求快速增长的愿景; &企业具有打
破现状的强烈渴望, 勇于尝试新事务; ∋企业具有开
放的氛围,积极与企业内外各方面专家进行交流合

作; (企业鼓励员工通过各种渠道向外部获取新的
技术知识和信息。在数据处理中,这 7个指标分别

用 IC1、IC2、IC3、IC4、IC5、IC6、IC7表示。

4� 2� 4 � 内部资源保障
我们主要调查企业在探索新技术知识和挖掘现

有技术知识时在人员配置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的支持

程度。现有研究中有关内部资源和制度保障的量表

不多,本文在充分吸收相关测量量表
[ 30, 46�48]

的基础

上做了修改,提出以下问题: ∀ 企业重视研发经费的
投入; #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和人员用于新技术的
内部研发; ∃企业拥有良好的实验设备和研制平台
用于新技术研发; %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从外部获
取新的、更先进的技术。在数据处理中,这 4个指标

分别用 IRR1、IRR2、IRR3、IRR4表示。

4� 2� 5 � 外部技术联系
为了测量企业与外部技术源的联系程度,我们

参考了 Hagedoorn等 [ 49]的研究结论, 并借鉴朱朝晖

的分类,将外部技术源分为外部企业技术源和外部

专业技术源,调查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知识提供组

织等的技术联系程度, 提出以下问题: ∀企业能从用
户处获得所需的技术知识; # 企业能从供应商处获
得所需的技术知识; ∃ 企业能从竞争对手处获得所
需的技术知识; %企业能从行业外的其他企业或战
略联盟处获得所需的技术知识; &企业能从大学或

研究机构获得所需的技术知识; ∋企业能从等政府
部门或行业协会等获得所需的技术知识; (企业能
从知识产权机构或技术中介组织等获得所需的技术

知识; )企业能从各类期刊、展览会、研讨会等公开
技术源获得所需的技术知识和信息。在数据处理

中,这 8个指标分别用 OFR1、OFR2、OFR3、OFR4、

OPR1、OPR2、OPR3、OPR4表示。

4� 2� 6 � 控制变量
本文采用行业类型和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有研究 [ 2]指出,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就越可能(同时

也越有需求)将更多的资金在更大的范围中用于积

累技术知识和能力,因此技术多元化水平可能越高。

不同行业对技术能力的要求也会有一定差异,如高

技术产业的技术变化较快、产品结构较复杂,需要企

业掌握多样性的技术知识和能力, 技术多元化水平

可能更高
[ 50]
。本文对可能影响企业技术多元化的

这两个变量进行控制。

将以上测量指标分别设计成调研问卷, 采用

Likert7分量表进行问卷调研, � 1 表示完全部同意,
� 7 表示完全同意。控制变量指标采用区间选择方
式进行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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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 结果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结构方程模型( SEM )检验假设。

首先,用 SPSS15� 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见表 2。同时, 需要对研究中涉及的潜变量的信度

进行检验。对样本进行 KMO测度与巴特利特球体

检验,结果发现样本的 KMO 值为 0� 929, �2 统计值
( 3218� 194)的显著性概率是 0� 000, 可见样本数据
具有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文采用 Cr onbach'

�系数分析样本信度,因为内部一致性系数最适合

同质性检验,检验每一因素中各个项目是否测量相

同或相似的特性[ 51] ,一般 �系数大于 0� 7即表明样
本数据的信度较高。信度检验结果(见表 3)表明,

测量数据的可靠性满足要求。同时, 本文对各变量

的因子负荷值进行分析,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3,即 5

个影响因素因子的总解释变差为 73� 046% )表明,

因子负荷值达到了有效性标准。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 相关系数矩阵、均值、标准差

研究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行业类型 0� 390 0� 488 1

2.企业规模 5� 020 1� 619 - 0� 097 1

3.技术多元化 4� 799 0� 918 0� 171* 0� 236* * 1

4.组织学习 4� 996 1� 046 0� 157* 0� 147* 0� 651* * 1

5.创新文化 5� 055 1� 117 0� 014 0� 306* * 0� 667* * 0� 717* * 1

6.内部资源投入 4� 940 1� 303 0� 229* * 0� 176* 0� 647* * 0� 688* * 0� 598* * 1

7.外部企业技术源 4� 776 1� 097 0� 025 0� 297* * 0� 544* * 0� 471* * 0� 620* * 0� 395* * 1

8.外部专业技术源 4� 565 1� 204 0� 069 0� 256* * 0� 576* * 0� 496* * 0� 658* * 0� 469* * 0� 551* * 1

� � 注: N= 191; � *  表示显著性水平( P< 0� 05) (双尾检验) , � * *  表示显著性水平( P< 0� 01) (双尾检验)。

表 3 � 测量数据的可靠性分析结果

潜变量 测量指标 因子符合 �系数

技术多元化

1� T D1 0�735

2� T D2 0�814

3� T D3 0�713

4� T D4 0�733

5� T D5 0�714

6� T D6 0�799

7� T D7 0�696

0� 867

组织学习

1� OL1 0�717

2� OL2 0�790

3� OL3 0�774

4� OL4 0�702

0� 914

创新文化

1� IC1 0�675

2� IC2 0�566

3� IC3 0�704

4� IC4 0�708

5� IC5 0�709

6� IC6 0�705

7� IC7 0�614

0� 915

内部资源投入

1� IRR1 0�649

2� IRR2 0�844

3� IRR3 0�790

4� IRR4 0�813

0� 907

外部企业技术源

1� OFR1 0�726

2� OFR2 0�727

3� OFR3 0�788

4� OFR4 0�659

0� 871

外部专业技术源

1� OPR1 0�751

2� OPR2 0�736

3� OPR3 0�807

4� OPR4 0�700

0� 863

� � 采用 AMOS7� 0软件检验假设模型, 经过对初
始模型的修正, 最终得到的最优拟合模型见图 2。

结果显示, 模型拟合优度指标 (见表 4) �
2
/ df 为

1� 612( < 3) , RM SEA 为 0� 057 ( < 0� 1) , GFI 为
0� 903( > 0� 9) , A GFI 为 0� 843 ( > 0� 8) , NFI 为
0� 884( > 0� 8) , T LI为 0� 944( > 0� 9) , IFI 为 0� 953
( > 0� 9) , CFI 为 0� 952( > 0� 9) , PGFI 为 0� 676( >
0� 5) ,均能满足模型的检验标准,说明所设模型与测
量数据的拟合很好,实证结果具有参考意义。

图 2� 技术多元化战略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结果
注:各数值为各潜变量间路径的标准化系数; � * * *  表示相关

性显著性水平为 0. 00(双尾) ; � * *  表示相关性显著性水平为

0� 01(双尾)。

结合最终得到的最优拟合结构方程模型,我们

对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进行了显著性检验, 结

果见表 5。可见各潜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都

大于零, 而且基本上都显著异于零。这表明: 假设

H1得到部分支持(  = 0� 584, p= 0� 024< 0� 05) ; 假
设 H2得到部分支持(  = 0� 420, p= 0� 026< 0� 05) ;

假设 H3 得到显著支持 (  = 0� 644, p = 0� 000 <
0� 000) ;假设 H4 得到部分支持 (  = 0� 206, p =
0� 045< 0� 05) ; 假设 H5 也得到部分支持 (  =

0� 197, p= 0� 023< 0� 05)。实证结果表明,本文的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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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假设总体上都是成立的。
表 4� SEM拟合指标

�2/ df RMSEA GFI AGFI NFI TLI CFI IFI PGFI

1� 612 0� 057 0� 903 0� 843 0� 884 0� 944 0�952 0� 953 0� 676

表 5� 基于 SEM的假设检验结果

潜变量间路径
路径系数

(  系数)

显著性水平

( p 值)
验证结果

OL ∗ T D 0� 584 0� 024 部分支持

IC∗ TD 0� 420 0� 026 部分支持

IRR ∗ TD 0� 644 0� 000 显著支持

OFR ∗ TD 0� 206 0� 045 部分支持

OPR ∗ TD 0� 197 0� 023 部分支持

5 � 研究讨论

假设 H1得到支持, 表明无论是探索性学习还

是挖掘性学习
[ 26]

,组织学习对企业拓展技术知识和

能力的范围都非常重要。企业即使只是对现有技术

能力进行挖掘和深化, 也往往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新

发现,对已有技术的挖掘和对新技术的探索都可使

企业发现和掌握新的技术知识, 各种技术知识间的

交叉融合又会产生更多的新技术知识。企业技术基

础的多样化就是一个不断探索新技术知识和挖掘已

有技术知识的累积性结果。

假设 H2得到支持,表明在具有开拓、创新气氛

的组织中,企业上下将形成一种提升知识的创造、获

取和转换的价值观,员工明白新技术探索的重要性,

并将其作为企业长期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愿意拓

展知识创新和吸收的范围。企业的创新文化越明显,

就越会更关注技术变化,并激发企业学习新技术,积

极探索外部新技术,企业的知识基础就会越广阔。

假设 H3获得支持, 表明内部创新资源的投入

能为企业带来新知识以及更重要的吸收和消化知识

的学习能力[ 27] 。企业越是对内部研究活动进行投

资,其研发活动就越具有探索性质,这种研发努力有

助于提高企业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
[ 34]
。企业的内

部资源投入越强,内部研发能力就越突出,就越有可

能提高在每个技术领域中的能力深度, 也就越有可

能拓展技术基础的范围。

假设 H4 和假设 H5都得到了确证, 表明企业

不可能在内部开发出产品设计和制造的所有技术,

必须越来越多地获取和利用来自外部的技术知识,

这也是企业弥补内部研发能力不足的有效途径 [ 52]。

企业需要与用户、供应商、行业外企业、竞争企业等

外部企业技术源保持基于价值链协同的技术联系,

拓展生产技术和市场技术范围;企业也需要与大学、

研究机构、科技中介组织等专业性外部技术源保持

学术联系, 拓展基础研究知识范围。由于现代技术

知识正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多学科 ( multi�disci�
pline)性质,已有技术的淘汰率剧增, 因此企业日益

需要关注利用外部的新技术[ 53] 。值得注意的是,从

本文样本来看,外部企业技术源对企业技术多元化

战略的正向影响程度要高于外部专业技术源,这说

明我国一些企业在通过产学研合作获取技术知识方

面仍有待加强。

6 � 结论

本文从技术战略的角度研究了影响企业开展技

术多元化战略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在

技术多元化过程中必须不断提高组织学习水平, 注

重培育创新型文化,加强内部创新资源的持续投入,

重视与价值链中的企业进行技术合作,并与大学、科

研机构、相关组织和公开技术源建立紧密、广泛的技

术联系。值得中国企业高度重视的是, 与各类外部

技术源保持紧密联系有助于企业拓展技术基础范

围,这表明协同内外部技术资源对企业开展技术多

元化战略有积极影响。

本文研究的诸多方面有助于拓展企业技术多元

化理论。本文在概念和操作层引入了企业技术多元

化的定义,并基于组织学习和开放式创新等理论构

建了企业推进技术多元化战略的影响因素模型。同

时,本文研究也表明了外部技术联系对企业有效开

展技术多元化战略的重要性,企业必须与价值链上

各类企业保持积极的技术联系, 还要善于依靠产学

研充分吸收来自大学科研机构等专业技术源的知识

信息,这样才能更经济有效地拓展技术基础范围。

当然,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影响因素的

选择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样本的地域范围

还有待拓宽。未来的研究将重点分析技术多元化影

响企业产品创新和竞争优势的路径机制, 以完善企

业技术多元化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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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btained f rom UN Comtrade database, and by the gravity model, this paper analyz es empirically the influencement factors of

China's tea export during 1992�2007� The result s show that China's tea export is affected by GDP of importing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ea in�

dustry,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China and it s trading partners, the Maximum Residue Limit ( MRL) standard of China's trading

partners, and there is market potent ial of China's tea export in developed count ries, such as EU, U� S� , Japan and so on�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counter�

measures and suggest ions for promot ing China's tea export, such as establishing internat ionized MRL standard of China, and exte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H 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 rol Point (H ACCP) in China' tea indust ry, and optimizing the market st ructur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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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Impact factors of Corporate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He Yubing1 , Chen Jin2

(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 rative, Fuzhou University, Fuzh ou 350108, Chin a;

2. College of Pub lic Administ rat ive, Zhejiang Un iversity, H an 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 ortant type of techn ological in novat ion st rategy, corporate techn ological diversif ication st rategy has b een focused in recent

y ears. T his paper studies th e main factors wh ich promot ing corporate techn ological diversif ication st rategy f rom th e view point of organizat ional

learning, in novat ion cultur 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echn ical resource conf igurat ion etc. And it gives the empirical s tu dy on the theory hypotheses

th rough combinin g w ith th e st ructural equat ion m od eling meth od. The r esul t s show that organizat ion al learn ing h as a posit ive impact on cor po�

rate technological divers ificat ion st rategy, and the s ame as innovation cu lture, in ternal resour ce, and external technological link age, wh ich means

th at fi rms should follow th e idea of open innovat ion and enh an ce organiz at ional learning to carry out technological diversif icat ion st rategy. H ow�

ever, the empirical study result als o sh ow s that the degree of inf lu ence of external technology linkages on corporate techn ological diversif ication

st rategy is relatively w eak. Finally, it su ggest s that China's f irms should tak e m or e im portance on external profes sional technology l inkage inclu�

ding universit ies and research ins t itu tion s.

Key words: t echnological divers ificat ion; impact factor; em pirical res 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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