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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企业的快速成长现象引起经济管理学界的重视，对高技术

企业成长内部要素的研究也相应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之

一。本文顺应这一研究趋势，对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

动态转化进行了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本文进行了以下工作：

文章首先对企业成长理论进行了回顾与分析，构建了基于企业成

长理论的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转化的研究框架，这一框架包括

企业成长内部要素、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企业成长内

部要素集合动态转化三个维度；

其次，在这一研究框架下，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研究

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转化

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

要素是能给高技术企业创造“熊比特租金”的动态能力，高技术企业

成长动力主要来源于高技术企业动态能力集合；(2)高技术企业成K

内部要素集合转化是在高技术企业生存的基础上，通过高技术企业成

长内部要素问的相互竞争和协同作用，实现的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

素自组织演化运动；(3)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转化过程是一

个由基于核心技术的能力集合——基于核心产品的能力集合——基

于战略远景的能力集合呈梯形递进的上升转化过程。

文章最后以长沙高新区592家企业为样本，对高技术企业成长与

内部要素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论证明高技术企业企业家

能力、技术能力、财务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和外部关系能力对高技术

企业成长起着重要作用，并证明上述五类能力构成的要素集合在高技

术企业成长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有着明显的变化。

目前国外学者关于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以及这

些因素集合在食业成长过程中的转化研究还相对薄弱。本文的上述工

作补充了这一环节，为把握高技术企业的成长规律，增强高技术企业

的竞争优势，以及降低高技术企业成长过程中失败的可能性，提供了

积极的理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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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 tecllIlology enCe叩rise’s r印id growth has drawn wide anention

of economic management academic circle， correspondingly， i1111er

elements of high tecllll0109y enterprise’s gro、vth is becoming one of hot

topics tllat botll abroad alld intemal scholars focus on．The p印er flt in

wim the tendency，carries out the following researches about inner

elements and its combination’s dyn锄ic缸锄sition of hi曲tecllIlology

ente印rise’s growth．

It firstly anal)哩es enterprise growth theory，designs a疗amework

about iruler elemems aIld its combin“on’s transition of emerprise’s

酽owth based 0n emerprise growth 如eory， which includes three

dimensi(ms， respectiVely i11Iler elements of enterprise’s growcll，

interactions砌ong inner elementS and combination’s dynamic tmsition
of inner elements．

Secondly'the p印er maI(es肌her studies on i衄er elements and its

combination’s讹nsition of high technology enterprise’s gmwtll by means

of bom nomatiVe study combined with objectiVe study way and

qualitative study combined with quantitative study wa弘and draws

conclusions as bellows：(1)high technology enterprise inner elements are

dynamic capabil匆that afford entelprise“sch啪peterian Rents”；and the

impulsion of ente印rise growth comes行om the aggregation of hi曲

ente叩rises’dyn蛐ic abilities；(2)i皿er elements conlbination’s transition

of high tecllIlology enterprise’s growth is a process of its inner elements’

selForganization and revolution kinetic way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survival，during the process，i11Iler elements imeract and coordinate

mutually；(3)i衄er elements combination’s transition of high tec}1110logy

emerprise’s伊owth is a process in which core technology_based ability

combination， core product_based abili够 combination and strategy

perspective．based ability combination adVance forward stage by stage．

In the end，me p印er makes objectiVe analysis on correlation be帆een

hi曲technology enterprises’ gm叭h and its imer elements， the



conclusion proves that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technology ability，

financial abi{i吼market explore abmt)，and outer relational ability王)ave

important innuence on hi曲technology eme叩rises’growth，and the

element combination constituted by t}lose abilities haVe obvious changes

in dif龟rent stages of ente印rises’growth life cycle．

At presem， researches on i皿er elements mles in process of

enterprises’growth and inner elements combination’s廿，msition carried

out by oversea scholars are relatiVely weak，the paper’s work supply a

gap on relational field，as well makes academic guides尚r abiding by

ente巾rise’s gmwth mle，stren酵hening high enterprises’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lower the failure pmbability during enteIprise gro似h．
KEY WORDS： High technology enterprise’s growtll， Inner

elements，elements combination， Dynamic仃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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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问题的提出

第一章导论

波特(1990)指出，一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取决于该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而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是企业成长问题“]。 ．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步入新经济时代，这一时代与传统的工业经济

时代相比，具有许多不同的本质特征(周三多，2002)：信息网络化、经济全球

化、资源知识化、管理人本化。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一批高技术公司应运而生。

1993年，美国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26．6％，日本是30％，欧共体国

家平均是21．6％。统计资料显示，在过去的几十年增长最快的企业中，高技术

企业已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在我国，高技术企业自80年代初诞生之日起就表现了勃勃生机和强大的生

命力。据《2002中国火炬计划年度报告》统计，到2002年，我国已建立53个

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61个各类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许多高新区已成为电

子信息、光电一体化、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群体。

2002年，53个高新区的总收入接近15326．4亿元人民币，出口刨汇329．2亿美

元，吸收348余万人就业。1。总结起来，高技术企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促进

作用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

第一，高技术企业是实现技术创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二，高技术企业的发展带动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

第三， 高技术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似乎可以明言，随着社会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的全球经济，将是高技术

企业的时代。因此，针对高技术企业成长的理论研究也必定成为把握一国经济

发展趋势，指导高技术企业采取正确行为和制定有效战略的重要课题之一。

纵观各国高技术企业的成长轨迹，由于对企业成长的核心和关键问题认识

不足导致企业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创业一扩张一失败或调整，是许多高技术

企业走过的轨迹，为摆脱这种轨迹，针对高技术企业成长现象进行深入的理论

研究，对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作全面具体的把握，以

指导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实践，也就成为推进一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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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研究也就是以高技

术企业演变和发展这一成长过程作为研究内容，来剖析高技术企业成长的内部

要素组成、各组成部分构成的集合及其演变发展，对高技术企业内部成长这一个

动态变化的过程进行理论分析。目的在于通过对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

集合的动念转化的描述深入到对高技术企业成氏本质的说明，为把握高技术企

业的成长规律，增强高技术企业的竞争优势，减少高技术企业成长过程中失败

的可能性，提供积极的理论指导。所以，本文以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

集合的动态转化为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前沿性。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企业成长现象一直是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法国经济学家吉布莱

特(Gibrat，1931)在其代表作《非均衡经济学》中对企业规模与产业结构之lI自j

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其研究成果被人们称作吉布莱特定律”1。吉

斫i莱特认为，企业成长是一个随机过程，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过于复杂，无法

对其进行准确预测和把握，不同规模的企业成长率不会因为规模不同而有所差

异。由于影响企业成K的因素十分复杂，此后的关于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的研

究就形成了多样性的研究结论。纵观西方学者有关高技术企业成长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对高技术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的探讨，众多学者运用实证分析，对高技

术企业成长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综合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

面：

(1)不确定性和高技术企业成长。Roben．L和P砌．V S(2000)运用荷

兰1097家企业的相关数据考察了高技术企业成长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研究

发现，销售不确定性与高技术企业成长概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HyIlll．H．S等

人(2000)用托宾值Q柬表示商技术企业市场价值和帐面价值的比率。研究结

果显示系统风险变动与Q值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非系统风险与Q值之问

存在负相关关系，他们导致总体风险变化与Q值变化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

由于大型高技术企业比中小高技术企业更容易进入资本市场和获取风险管理的

规模经济性，上述结果对大型高技术企业并不成立。

(2)信息披露、资本结构与高技术企业成长。Jason．G和Matthew D(1998)

认为，资本的异质性在以往的投资行为研究过程中完全被遗忘了。为了弥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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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模型解释力不强的缺陷，他建立了一个不同类型资本与高技术企业产

品生产、技术变动成本相关的动态结构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在技术方面的充足

投资会促进高技术企业成长。Ari．H和Mika(200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

了高技术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外部融资需求问题，指出了高技术企业的过度成长

必然会增加外部融资需求，并认为企业成长与其资本结构和企业运行信息披露

程度密切相关。

(3)组织创新与高技术企业成长。巴拉密(Bahr锄i，1989)基于对美国

加州硅谷的37家高技术公司的研究，对当时正在出现的高技术企业组织的特征

进行了阐述，指出高技术企业应向适应新颖、创新和变革的柔性而敏捷的组织

形式转变。巴德拉克(Badaracco，1991)通过对GM和IBM战略的案例分析，对

高技术企业中的知识联盟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发现，高技术企业知识联

盟作为代替传统的产业联盟的高技术企业组织创瓤战略趋势，对高技术企业成

长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EugeIle．S．S等人(2001)认为，组织学习是通过经营

管理知识资产来提高技术企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并经研究发现在组织学习和

企业绩效之间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4)技术、知识与高技术企业成长。时代特征在国外企业成长的研究方面

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成为企业成长的主导要素。

主要研究成果有A1len(1984)关于管理高技术企业技术转移和技术信息的传

播的研究。泊希克(Pucik)关于高技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及培训的研究“”。

Keld．L等人(1999)从人力资本、企业及其部门层面对知识结构和知识流进行

了考察分析，并将知识结构纳入高技术企业成长模型。安斯格林和科普兰

(Anslinger and Copela-nd，1996)通过对包括Thermo电子公司在内的一系

列公司所做是为期一年的研究，探讨发现基于核心能力的高技术企业成长与该

企业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Karl．L和Ba№se(1999)通过对不同产业中企

业技术改进与企业年龄、成长关系的研究认为，企业的技术效率与企业的规模

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关系。Midlael．H等人(2000)的研究认为高技术企业技术

学习能力在高技术企业取得竞争胜利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与研究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的大量文献形成反差的是，在研究高技术

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方面的文献几近于无。据笔者收集的资料看，有关学者

如罗曼尔特(1984)、巴尼(1986)、普拉啥拉德与哈默(1990)都提出企业的

竞争优势应是企业资源与能力的集合，但未对这一集合中各要素相互作用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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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身的动态转化作进一步的说明。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国外关于高技术企业的研究的对象一般是已有很大

发展的处于成熟期的高技术公司，研究的问题主要针对处于成熟期的高技术企

业的成长影响因素。这些研究更多的是辨认和描述成长影响因素，而对这些成

长影响厨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在相互作用条件下企业内部要素集合的动态转化

避而不谈或谈之不深，即未能揭示高技术企业成长的核心。因此，总的来说，

西方学者关于高技术企业成长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我国，有关高技术企业的研究虽然逐渐增多，但与国外相比，还处于起

步阶段。为了对我国有关高技术企业的研究有个基本的了解，本文以“高技术”

和“高新技术”为关键词，对国内42份经济管理类核心期刊上自2001至2003

年的所有论文进行检索，共计得到136份有关高技术产业或企业的文章，同时，

综合作者已有资料发现，我国关于高技术企业的研究多集中于宏观政策或产业

层次，对高技术企业个体的研究较少。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第一，我国学者受传统经济管理理论的影响，把

企业仅仅当作～个单纯的生产单位，忽略了企业“成长”的存在；第二，国外

的市场经济发达，技术整体水平高，其高技术企业规模和企业竞争力都远远超

过我国的高技术企业，相比之下，我国高技术企业发展历史短暂，大部分企业

还未成功的度过成长期，这是我国高技术企业的特点，也是研究我国高技术企

业应该认清的现实；第三，还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1978年以前，中国只允

许公有制企业存在，企业所有制形态只有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两种，其中国营

企业占绝对优势。因而为数不多的涉及企业成长的研究也是围绕国有企业面临

的成长问题而展开的，至于针对高技术企业成长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1．3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综合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了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

集合的动态转化研究的研究思路和具体研究框架，在研究思路的指导下本文基

本结构作如下安排：

在绪论中提出所要研究的问题及国内外研究状况，说明该项工作在国民经

济中的突出价值和理论意义、理论依据和理论范围等。

第二章在综合企业成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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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转化分析框架，即企业内部要素一企业内部要素相互作用一企业内部要素

集合的动态转化三个维度。

第三章对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研究进行分析，首

先分析高技术企业有别于传统企业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高技术企业成长的内

部动力要素进行分析，提出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是能为高技术企业创造“熊

比特租金”的动态能力的观点：其次，分析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的动态

转化过程，指出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的转化具有生命周期性特点。

第四章以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为例，对我国

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的组成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特点进行分析，作为对第

三章中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分析的理论验证和补充分

析。

第五章为实证分析。本章的目的在于：(1)验证本文中问卷调查提出的我

国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2)分析高技术企业成

长内部要素集合在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生命周期各阶段动态转化过程，从中揭

示高技术企业成长的一般规律。本实证首先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出我国高技术

企业成长内部要素构成，然后通过实证分析证实问卷调查得到的结果的合理性

和可靠性。同时，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得出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在

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具有显著差异的结论。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

(1)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首先对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

动态转化进行规范分析，提出研究框架，探讨内部要素、内部要素相互作用与

内部要素集合的动态转化；然后，据此对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

动态转化研究进行分析，得到高技术企业成长的一般规律，再对高技术企业成

长的特点进行实证分析。

(2)理论分析与政策探讨相结合。理论分析是本文的基础，在研究过程

中结合理论分析的成果对高技术企业成长中的问题进行探讨，给出建议性的指

导意见。

(3)一般分析与典型分析相结合。无论是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

集合的动态转化研究还是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研

究的特例分析，都强调一般分析与典型分析相结合。针对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

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一般分析可以辩明差别，针对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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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的典型分析则可以突出重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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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转化的分析框架

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企业成长理

论。本章将对企业成长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归纳，并在此理论基

础上提出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分析思路。从企业内部要素一

企业内音F要素相互作用一企业内部要素集合的动态转化三个维度建立企业成长

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分析框架，力求清晰的回答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

其集合的动态转化“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系列本质问题，为下

文进一步深入的研究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更好的理

解和揭示高技术企业内部的成长规律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2．1企业成长理论

企业成长理论方面的研究文献主要是解决和探索“企业成长的动力和原因”

等根本性问题。从企业成长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企业成长理论已由企业成长

外生理论过渡到企业成长内生理论，下文将对这两个阶段的企业成长理论分别

介绍，勾勒一个清晰的企业成长理论发展趋势图。

第一阶段，企业成长外生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俸为现实经济理论的基础，其理论核心为一般均衡理论“”。

为了有利于证明一般均衡理论的存在，新古典经济学作出了许多菲现实的假设。

为此，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仅是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基本生产函数。这一

“代表性企业”概念排除了实际企业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别，企业内部的复杂安

排被抽象掉，企业本身被当作黑箱处理。如此的假设，使得企业成长这样的现

实问题既不可能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主导问题，也不可BB在其中找到任何有现

实意义的解释。

由于纯而又纯的一般均衡理论无法对企业成长的讨论有太多的益处，因

此，长期以来，很少有人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出发来讨论企业成长。影响人们对

企业成长认识更多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最优规模理论”。新古典理论认为，企

业成长就是企业调整产量达到最优规模水平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在利润最

大化目标即定，所有约束条件已知的情况下，根据最优化规则进行的被动选择，

没有任何企业主动选择的余地(纳尔逊和温特，1982)，既企业成长的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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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生的。

在现实经济活动，尤其是自40年代后，企业的经营环境的发生了剧烈变

化，竞争压力使企业自身创新活动的得到不断韵加强和多样化，企业结构经历

了从完全由小规模的个体私营企业所占据到现代公司的流行与成长的快速变

化，一批大型企业以及跨国公司纷纷涌现。到1974年，全球前loo强企业中，

有51个为跨国公司(艾伦．特拉登堡，1982)。

这些变化产生了用传统的最优规模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如：企业多角化

经营的现象、多品种少批量的现象、许多企业中长期存在着过小规模生产的现

象、规模与效率的差异现象等。这些现象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对之

进行了大量研究。奈特(1921)从事件的结果是否可预见的角度区分了风险和

不确定性，并通过引入不确定因素来解释利润存在的合理性，从根本上否定了

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为企业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丌创性的贡献。新制

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coase，1937)修正了新古典模型关于市场交易可以顺

利进行的假设，认为企业可以是价格机制的替代。因此，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

企业成长就是企业边界扩大的过程，分析企业成长因素也就是探讨决定企业边

界的因素，企业成长的动困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

在科斯之后，威廉姆森(will棚son，1964，1980)等人进一步发展了科斯
的理论，指出所谓形成垄断的企业规模是由企业的效率性决定的，企业的效率

差异决定了企业规模上的差异，而不是相反。并认为，企业的效率差异是企业

竞争优势的源泉。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这些理论分析只是从企业效率差异的角

度理解企业，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缺乏全面的创新，也就无法回答企业之间竞争

关系的本质或基本规定性是什么。

第二阶段，企业成长内生理论。

企业成长内生理论思想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

(1 776)中的有关论述。尽管斯密没有区分社会分工(一般分工)和企业分工

(特殊分工)，但从他的分工理论中仍可以同时解释国民经济中企业数量的增加

和单个企业规模的扩大这两个范围的企业成长。在亚当·斯密之后，查理斯·巴

比吉(charles．Babbage，1833)、马歇尔(1890)等入都对劳动分工与企业成长

之问的关系作了更加详细而精确的描述。由于上述分析仅是对企业成长一种理

论探讨，没有成为独立的思想体系，因而只能称之为“企业成长思想”。尽管如

此，这些分析为后来的企业成长内生理论考察知识积累与企业内生成长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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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联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1959年，潘罗斯(E．Penrose)在《The 111eofy ofllle Growm ofThe Firnl》

一书中认为，企业是生产性资源的集合体，并依据企业自身的能力状况来确定

其发展，特别是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深度和广度。由此，将对企业本质的研究引

向企业的内部资源和能力方面。
。

1982年，尼尔森(R．Nelson)和温特(s．winter)在《An EvolutioIlary Thcory

ofEconoIIlic ch拍萨》一书中明确肯定了企业与企业经营资源之间的重要关系。

书中不再依据规模对企业进行分类，而是赋予拥有不同智力资本的企业不同的

类别名称。这一著述得到了里普曼(S．LippIIlan)和罗曼尔特(R．Rumelt)的

支持和发展。通过1982年在《Uncertain Imitability：An Analysis of

Interfirm Differences in Efficiency Under Competition》一文中的分析研

究，里普曼和罗曼尔特认为，如果企业无法有效仿制或复制出优势企业产生特

殊能力的资源，各企业之间具有的效率差异状态将永远持续下去。这些论述开

创了把企业资源能力作为由于企业内在的固有效率差异而积累和保持的、用以

产生“理查德租金”的源泉来进行精确的经济学分析的先河。

1984年，沃纳菲尔特(B．Wernerfelt)在潘罗斯和罗曼尔特的论文基础

上，发表了《ne Resourcc_B懿edⅥew ofThe Fim》一文，成为80年代最具有

影响的有关企业资源的学术论文。该文研究认为，企业优势的来源在于企业所

拥有的资源数量、质量和使用效率，而不在于企业外部的环境因素方面。

1990年，哈默尔(G．HaⅡlel)和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提出了企

业核心能力理论，指出企业优势的形成和拓展与企业核心能力的形成和保有密

切相关。企业核心能力是组织内部一系列互{}的技能和知识的结合。

1997年，提斯(Teece)、皮沙罗(Pisano)和舒恩(shuen)发表了《Dyn锄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Ilagement》一文，标志着企业动态能力理论的兴起。

在文中，作者把演化经济学的企业模型和资源观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动态能

力战略观的框架。研究认为创新特别是企业能力的创新才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

的真正源泉。

上述一系列理论虽然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形态，但都是对新古典经济

学及之前的正统经济学中有关企业成长外生理论的突破。因为这些理论以难利

润假设或盈利可能性假设取代正统经济学中企业利润最大化假设，把企业看作

具有生产能力的单位或具有异质性的经济当事人组成的团队，它可以通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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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和提升来求得生存和发展，而不仅仅是受市场支配的被动接受者。企业

成长理论的分析范式就此发生重大变化，由原来认为企业规模选择和利润获取

是市场供求关系韵结果转变为企业自身可以改变异质性程度或能力水平来自主

的实现规模调整等，既企业成长内生论。
。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企业成长内生理论的不断发展，比较令人信

服的解释了企业成长的实际问题，特别是解答了在相同的外部要素条件下，企

业之间竞争优势的差异。这使得研究者们进一步将注意力转移到企业内部探求

企业持续竞争优势乃至企业成长的源泉。

2．2企业或长内部葵豢教其集合转化分析的一般框架

本文在上节中介绍了经典豹企业成长内、外生理论。出上文综述可见，随

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人们对企业成长的认识逐渐由

外生理论转移到在企业内部寻求企业的竞争优势源泉。因此，企业成长内生理

论就成为企业成跃理论未来发展主流理论之一。

企业成长内生理论可以通称为企业资源能力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每个

企业都是独特资源与能力韵集合体，不同企业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战略相关

资源和能力，而且企业资源也未必可以自由流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企业

都可以获得不同资源和开发独特能力。由其它企业不能获得或不易复制的资源

构成的资源差异和企业利用资源的独特方式，是比外部环境更重要的因素，是

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是企业获得成长的最终源泉。

因此，在对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进行研究时，应以企业

内部资源能力为研究视角，建立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的分析

框架。这一框架的具体核心思想是：

第一，企业的建立是企业内部资源能力集聚的结果，企业内部资源能力要

素的性质决定企业成长的方向；

第二，企业内部能力要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企业内部要素集合的动态转化，

也由此导致了企业成长运动。

第三，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企业内部能力要素集合的动态转化是一种自

组织演化运动，这一演变过程体现了企业成长的规律。

内部要素、内部要素相互作用和内部要素集合转化作为分析企业成长内部

O



硕士学位论文 第二章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转化的分析框架

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的三个维度是非常重要的。这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反

映企业成长的动态变化方向和规律，企业就是通过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

的动态转化实现与外部环境的交流，使企业能够适应环境、改造环境，并由此

获得企业成长。

如果用向量u代表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并定义u=(u。u。，⋯u。)；M代

表企业成长内部要素作用集合，并定义M=(M。，M。，⋯M。)：E代表外部环境，并

定义E=(E1，E2，⋯Et)，其中，n、1、k可以相等也可以不相等。企业成长内部要

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的三个维度——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U、企业成长内

部要素相互作用集合M和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转化构成的企业成长内部要

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分析框架可用下图2一l中虚线框中的图形表示，图中，

i，j=1，⋯，n；h=1，⋯，1；p=l，⋯，k。

图2一l 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分析框架

注：本图参考文献[23]及其它有关资料绘制

2．3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内涵及其集合转化

分析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前提是对企业成长内部要素

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分析框架的组成有个清晰的认识。在上一节分析过，企业

成长内部要索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的组成包括内部要素、内部要素相互作用和

内部要素集合的动态转化，这三者构成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

的研究框架。本节的分析从对这三个构件的内涵的解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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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企业内部要素的内涵

内部要素指企业自身拥有的内部资源和能力，这是企业获得成长的基础，

其异质性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不同的产业中的企业以及同一产业中

的不同的企业中内部要素的组成和结构各不相同的。

综合迄今为止有关企业成长内部关键要素的研究，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具体

包括表2一l中的内容。

表2～1企业能力理论中企业成长内部要素举倒

提出者 主要概念 描述或辅助概念

沃纳菲尔特(1984) 资源 资源位障碍

伊丹敬之(1987) 无形资产 以信息为基础／动态的资源组合

戴理科斯和库尔(1988) 战略资产 通过投资(流量资源)累积的存量资源

艾克(Aker，1989) 资产和技能 资产：一个企业所拥有的在竞争中占优势的

东荫

技能：一个企业比竞争者做得好的事情

艾科伯格(Akerbe唱，1988) 竞争能力 组纵的竞争能力依赖于个人的竞争力

酱拉哈拉德与哈默(1990) 核心竞争能 战略结构

力 集体学习：生产技能和技术

科雷恩(K㈦n)等(1991) 基础能力 基础技能：产生核心技能

巴尼(1991) 企业资源 企业控制的所有资产、能力、过程、特征、

信息、知识

格兰特(1991) 资源 资源：生产过程的投入要素

能力：完成某些任务的资源潜力

豪尔(HaIl，199l，1992) 无形资源 技能或竞争能力：如员1：的技能

资产：所拥有的东西

无形资源会与功能、文化、地位、规则的能

力相联系

斯陶克(sfaIk，】992) 能力 能力：比核心竞争能力的基础更厂‘

关键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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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特和舒梅克(1993) 资源 企业所拥有和控制的可获要素的储存

能力 企业运用组织过程配置资源和达到预期目的

的才能

战略资产 难于交易和模仿的、稀缺的、专用资源和能

力的组合
’

注：此表取自参考文献[24]，第58页

综合上表2一l中文献所述得出，内部要素是企业可以控制或拥有的要素的

存量，主要包括有有形和无形两大类。其中前者包括财务能力(如企业的借债

能力、产生内部资金的能力)、实体资源(如企业的工厂与设备的位置与状态、

原材料的获取)、人力资源(企业单个经理与员工的培训、经验、判断、智能、

洞察力、适应性、忠诚度)、组织能力(企业正式的报告结构和正式的计划、控

制与协调系统)；后者包括技术能力(如企业的专利、商标、版权和商业秘密等

技术存量、成功的应用上述技术所需的知识、供应商和分销商的技术诀窍)、创

新能力(如高技能的员工、专业咨询师、个人与组织网络、研究设施、组织文

化)、声誉(如顾客中的声誉、品牌名称、对产品质量、耐用性和可靠性的感知、

在供应商中的声誉及有效、高效、支持性的互利互动等)。其中关键能力则包括

组织及其成员拥有的惯例、知识基础和其它技能，但具有独特性或难以模仿性，

因而常常称做独特的或产生租金的资产，它们是真正给企业带来潜在的相对竞

争对手的巨大竞争优势，并使企业获得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wem曲1t，1984；
Bamey，1986)。

2。3．2企业内部要素的相互作用

系统论认为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即存在整体统一性又存在个体差异性。整

体统一性表现为协同因素，个体差异性表现为竞争因素，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

“即竞争又协同的关系是系统发展演化的真正动力源”⋯。由此可见，作为一

个微型系统的企业，就是在企业内部各要素相互间的竞争与协同的过程中成长

的，即企业成长的动力来源是企业内部要素间的竞争与协同作用。

2．3．3企业内部要素集台的转化

在具有一定内部资源要素后，企业可以通过能力的特定相互作用方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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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有资源和企业可寻址资源1与资产组合起来，形成一定的产品和服务，满

足顾客的需求。因此，内部能力相互作用实际是企业把资源配置、整合在一起

来实现理想状态的过程，是把组织粘和在一起的关键环节。

可以用数学上布尔代数的概念和方法，建立企业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矩

阵模型。经过运算进一步发现；这个矩阵具有自组织演化的特征，即可以自主

的演化出原矩阵所没有的复杂性。这些结果表明，企业内部要素集合转化是通

过内部要素的相互作用走向组织性和新奇性程度更高的自组织演他运动”1。

运用上述模型的思想方法可以建立企业内部要素自组织演化动力一相互作

用模型，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一，假设：在企业内部至少包括五种要素t企业家能力、技术能力、

财务能力、管理能力和企业文化，用al、a2、a3、a4、a5分别表示之。在企业

成长过程中，它们不一定会同时起作用。因此，当它们起作用时，赋值为l，

不起作用时．赋值为O。

步骤二，定义l：布尔代数仅对数字0、l运算，运算规则是：

布尔加法：叶O=o，l+o=o+1-1+l=l；

布尔乘法：1 l=l，l×O=0×l=0×o=o：

定义2：设集合S表示企业，则S为5元素集{al、a2、a3、a4、

a5l；

1塑 坚!!!! 竺

步骤三，建立企业自组织模型：墨{竺：芝竺：：尝
口3l口3I d32 433 d34口35

a4f d4l 442 d43口44 445

a5l d5l 452 d53口54 455

其中，元素a“的值有两种：O或l。即当企业豹某要素与另一要素作用时，

ai尸l，无作用时，al，=O。很明显，这样构成的相互作用关系矩阵有许多，或者

说，在企业成长过程中五要素起作用或不起作用的种种情况下．有许多可用矩

阵表示的矩阵状态。例如，下列两个矩阵，通过检查对应的峋的意义，前一个

矩阵表示矩阵内含企业企业家能力与管理能力、财务能力与技术能力、财务能

-企业町寻址资源是与企业专有资源相对的一个概念，指存在于企业外部但可以通过某种途衽_簸得的资源

由于在通过联盟鼹络获取外部资源与能力时，企业实际上并未对资源达到完全的拥有，固此，通过这种

途径实现的竞争优势是一种更富有柔性的虚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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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企业文化、技术能力与企业文化的相互作用，而后一个矩阵表示企业技术

与技术、管理能力与管理能力本身的相互作用，然而，这样的矩阵不具有典型

意义。

0

0．

O

1

0

从众多的矩阵状态中，可以抽取四类被认为具有典型意义的矩阵，分别如

下：

它们之所以具有典型意义，是因为它们每一个都代表了一种类型的相互作

用状态。其中MRl反映了企业企业家能力与自身的相互作用状态；MR2反映了

企业企业家能力与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状态；MR3反映了企业除企业家能力

之外的各要素的自相关作用状态；M冀4反映了除企业家能力之外的各要素之间

的相互作用状态，至此建立了四种表示不同相互作用关系的企业状态模型。此

外，四个矩阵之和为一满秩矩阵，即涵盖了全部相互作用类型。 ．

O

O }。
l 1

O 0

O 0

O O

O O

∑‰=∑＆=

O

0

瞄
1 1

l 1

1 l

l l

l 1

卜

步骤四，模型运算一企业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

MR。(i_l，2，3，4)对于MRo是非完备的，它们既可以视为某一作用的状态

结果，也可以视为某种非完备的企业。现在，在前一种意义上对MRI·MRi

(i，i=1，2，3，4)作乘积运算，研究它们相互作用所呈现出的状态结果，并分析这

些结果的意义(运算过程略去)：

(1)MRl·MRl=MRl (2)MR4·MRI司dR3+MR4

(3)MR3·MR3=MR3 (4)M也-MR2_MRl+MRj+M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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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第一，由(1)、(3)发现，仅有企业各要素的自相互作用，企

业是无法成长的，它只会在各要素自身限定的范围内绕圈子；第二，由(2)发

现MR4在与自身作用时，其结果除了产生自身之外，还演化出一个形式为MR3

的状态矩阵，毫无疑问。这个状态矩阵只是形式与MR3～样，而内容不同，显

然这是一种通过企业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增长复杂性和组织性的演化过程；

第三，由(4)发现，让MR2再与自身相互作用，结果演化出了MRl、MR4和

MR4的形式(同理，其内容由于发生了相互作用也必定发生了变化)，而形式

MR2消失了。这一方面表明M船最有创造性，它给企业带来的复杂性、新奇性

增长的程度最大，即企业作为一个具有自适应功能的有机体如果除企业家能力

外不同时具备有技术能力、财务能力、管理能力和企业文化这样一些实现企业

成长的必须要素，则企业家能力是没有意义的：另一方面，MR2的相互作用消

失了。这说明企业内部诸要素在相互作用中自发和自主的产生企业新的要素，

同时扬弃旧的成分，使得企业内部要素集合的成分发生了改变，这是企业的创

新。并且正是这个特征反映了企业自组织演化的特性。哈肯将这种要素间的相

互作用称为协同运动，并认为企业质变的动力和根源正在于此，企业内部要素

集合的转化也就体现为这种企业成长内部要素自组织演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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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转化的分析

在上一章中，本文对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转化进行了全面分析，指

出企业成长内部要素的组成以及企业成长内部要素相互作用的性质，并得出企

业内部要素集合的动态转化具有自组织演化运动特点的结论。在上～章分析的

基础上，本章首先对高技术企业定义及特征进行分析，结合高技术企业的特点

对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研究进行分析，通过对内部要

素组成和内部要素集合的动态转化过程的探讨得出以下结论：(1)高技术企业

成长内部要素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的子集，是能为高技术企业创造“熊比特租

金”的动态能力集合；(2)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能力集合动态转化过程表现出

明显的层次性，由此导致高技术企业竞争优势由短期优势向长期优势的动态演

进。

3．1高技术企业定义及特点

3．1．1高技术企业定义

国外高技术企业定义首先是通过对高技术产业概念的界定，然后依据企业

产品的产业属性，把处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企业称为高技术企业。

美国学者纳尔逊(Nalson)在《高技术政策的五国比较》一书中指出：“高

技术产业是指那些以大量投入研究与开发资金，以及迅速的技术进步为标志的

产业。”美国的戴曼斯(Dimancescu)在《高技术》杂志上指出，对高技术产业

的定义主要依据两大特点：一是专业技术人员比例高，二是销售收入中用于研

究与开发的投资比例高。同时，英国的麦克奎德(Mcquaid)和兰格里奇

(Langri拈e)指出，高技术产业是高技术产品的生产者，既高技术产业是指生产

高技术产品的产业，而不是指仅使用高技术的过程技术的产业。

由上我们可以总结可知高技术产业在发达国家的一般概念：用当代尖端技

术，主要指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三大领域为代表的技术生产高技术产品的

产业群。

具体到对高技术产业的划分标准，其指标包括：增长率、产品技能的复杂

程度、研究与开发经费占总销售收入的百分比、科技人员密度等。如加拿大对

高技术产品的分类就是基于研究与开发经费密度进行的。1990年加拿大用研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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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发经费密度两倍于全国制造业研发经费密度的平均值来划分高技术产业，

见下表3—1所示：其中sIc是标准产业分类法，是由太部门逐渐细分到小部门

的方法，例如：3一制造业、3昏—机械、354一金属机械、354l一机床。三为数

部门代表细分到三位数的部门。
，

表3一l高技术产业分类

SIC 产业 研发经费密度

363 电讯设备 17．8

372 飞机和零件 13．9

366 其它电子设备 12．8

367 电子零部件 6．7

283 医药 4．O

27l 办公机械 3，5

391 科研设备 3．5

制造业平均值 1．5

注：资料来源见文献[27]

国外对高技术企业的认定就是在上述产业认定的基础上，按照企业所属的

产业是否属于高技术产业来认定的。

3．1．2高技术企业特点

由高技术企业的定义可知道，高技术企业与一般企业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高技术占主导地位。

虽然所有的企业都需要拥有一定的技术，但在高技术企业中，技术要素处

于核心地位。其它要素是围绕着技术要素来组合的。这是由于高技术企业是以

研究开发为主要经营手段，企业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是技术刨新。以深圳市为铡，

到2002年止，深圳高技术企业中研发人员共计23456人，占高技术全部从业人

员的26％。所有高技术企业的研发费用共计为93．6亿元人民币。占同年深圳市

高技术企业总收入的13．4％”⋯。

(2)企业经营者必须有技术背景。

高技术企业由于其经营是建立在高技术基础之上的，而高技术知识高度密

集和更新换代等特点就决定了高技术企业的经营者在拥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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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同时，必须具有较深的技术背景。1。没有一定的技术背景，就难以把握技

术发展趋势和理解不同技术开发的重要性，从而在经营过程中作出正确的决策。

(3)员工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素质。

高技术企业涉及到许多科学知识的运用，综合性强，因此，高技术企业所

需要的员工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知识复合型的人才。与一般企业相比，高

技术企业中的人员素质要求较高，不仅要求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还要具

有较强的创新精神、风险意识和学习能力。

高技术企业运作上具有如下五个特点：

(1)企业经营风险大。

高技术的高探索性和创新性，使得高技术企业的运作不仅与传统企业一样

面临自然灾害、运输灾害和偷窃等风险的可能性，而且面临着高技术企业所特

有的技术风险(如技本失败)、市场风险(产品和服务不被消费者接受，产品的

价值无法实现)和管理风险(资金不足、回收期过长、管理能力不足、人才流

失和管理转型失败等)。

据美国的相关资料显示，高技术企业在西方国家的失败率高达80％。如：

硅谷新创办的高技术企业20一30％会夭折，60一75％只能勉强维持，只有5％的高

技术企业能获得高额利润抛1。

(2)高变化，即技术、市场、增长速度、组织发展的变化快。

高技术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而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更新

速度快，由于技术的快速襄新，就迫使高技术企业比一般企业具有更强的研究

开发能力，并具有敏捷的反应能力和快速的响应能力。

另外，高技术企业f旦进入发展期，高技术企业的发展速率就远高于一般

企业。例如英特尔公司，．1969年员工人数为106人，1972年就发展到looO人，

五年后则扩展到一万人；五年扩展了十倍；销售额1972年为900万美元，1982

年则增长了100倍，述：9』乙，以后更是以每年增加lO亿的速度扩展，1994年

已达118亿o“。相应的￡组织机构也需要快速变革以顺应这种“跳跃式”快速

增长的需要。

(3)企业成长的过程是不断创新的过程。

高技术企业发展不是追求产品规模的扩大，注重的是高技术产品与社会需

求的适应程度，以获得成长经济。所以，在高技术领域，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

互补充，共同发展。如F在半导体领域中，既有生产通用芯片的大公司，也有

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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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业绩良好的生产专用集成芯片的中小公司。缺乏创新能力的高技术企业，

将很快被具有更强刨薪能力的企业超过甚至打倒。

(4)高效益。

由于高技术企业的高附加值和高创新性，从事高技术生产经营的高技术企

业一旦获得成功，其收益就大大高于传统企业。例如，据火炬计划统计资料显

示，2000年我国传统工业的入均年产值为2万元，丽高技术企业人均年产值则

达36．7万元“1。

(5)注重企业文化建设。

高技术企业要求员工富有创新和开拓精神，且具有团结协作、相互支持的

团队精神。同时，由于高技术企业的员工大都具有高学历，企业发展后收入又

相对较高，传统的物资激励难以进一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而要更加注重精神

激励和成就激励。⋯。这一切，都有赖于相应的企业文化的形成。因此，高技术

企业一般都比较注重高质量的企业文化的建设。

3．2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分析

3．2．1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构成

在第三章中论述过，企业的内部因素一方面包括有形因素如财务能力、实

体资源、人力资源、组织能力；另一方面包括无形因素如技术能力、创新能力、

声誉和组织及其成员拥有的惯例、知识基础和其它技能等。这些资源和技能在

企业问的差异有可能产生于对顾客很重要的、高质量的、不易模仿的和不易替

代的持久资源的服务，侵企业获得超过资源所有者的机会成本的租金收益，从

而获得竞争优势，实现企业成长。

具体来说，企业的资源和能力产生的租金类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1)因

政府保护或利用经济规模、高额的转移成本等机制建立行业的高进入壁垒而获

得的垄断租金，又称为“张伯伦租金”；(2)因拥有有价值的稀缺资源而获得的

“理查德租金”，来源包括有价值的土地所有权、区位优势、专利和版权等：(3)

困在一个不确定性很高或非常复杂的环境中，承担风险和形成独创性的洞察力

来获得的企业家租金或“熊比特租金”。

传统企业获取利润一般是通过能为企业创造“理查德租金”和“张伯伦租

金”的企业资源来获得的。但是，由上节分析可指知，高技术企业面临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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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更新、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的动态竞争环境，其自身特点和企业运作特

点都与传统企业有着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使得作为上述两种租金来源的企业资

源，难以进一步支撑高技术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和持续：一方面，高技术的快

速发展可以创造出稀缺资源的替代品，从而破坏“理查德租金”，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资源匮乏的日本的崛起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高技术企业

不断的技术创新可以使许多大企业赖以产生“张伯伦租金”的市场壁垒形同虚

设，例如数控机床的诞生，大大降低了传统经济中最低有效规模(miniⅢU硼

efficient scale)的下限，使规模经济作为一种主要的市场壁垒的有效性大大

降低。

因此，在动态的超强竞争环境中，高技术企业利润的获取主要来自基于创

新的经济租金，即“熊比特租金”。熊比特租金的创造要求高技术企业拥有完全

不同于在静态市场中获得成功的资源和能力。”，为了与静态竞争环境中获得成

功的资源和能力相区别，本文将高技术企业成长需要的这种能力称为动态能力。

动态能力常常指以下能力：企业家能力(即识别有价值的顾客和创造或识

别新的市场机会的能力)，增强创造性、效率、柔性、速度或企业业务流程质量

的能力，有助于动员员工、培养组织学习、促进组织变革的能力、使企业能够

创造、协调、整合不同知识和竞争的能力，以及根据变化的市场机会重新进行

构造和配置的战略能力。例如：索尼公司(sony)公司在微型化方面的能力有

助于强化索尼公司在世界个人便携式电子产品方面的领导地位。⋯；丰田公司的

柔性制造能力使其能比竞争对手更快的对市场变化作出反应。

从高技术企业整体来看，高技术企业的动态能力主要由3部分构成，即技

术能力、市场驱动能力和整合能力。下文结合高技术企业的特点对三部分能力

进行分析。

(1)技术能力

由高技术企业特点可知，高技术企业以研究开发为主要经营手段，企业的

主要功能和作用是技术创新。因此，在高技术企业中，技术能力是高技术企业

成长的关键动力。技术能力是以独特方式整合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的能力，以

便把知识转化为用以创造理想结果的设计和说明。

(2)市场驱动能力

高技术企业的成长是不断进行创新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括产品和市场

创新，这使得高技术企业与一般企业相比，必须培养更强的市场驱动能力来提

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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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技术产品与社会需求的适应程度，获得企业成长经济‘“1。市场驱动能力是

建立在对顾客豹现实和潜在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的，包括关

于顾客需求、顾客通道和有关竞争对手的知识。

(3)整合能力

高技术企业竞争环境韵动态变化要求高技术企业通过整合能力和组织惯

例，把相互关联的、侧重于技术的能力和侧重于市场／商业韵能力整合起来，以

便在组织内部和外部剑造、转移和组合知识，帮助界定和推进高技术企业市场

驱动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开发。整合能力是把开发产品所需的范围广泛韵能力、

信息和观点整合起来，并使其快速有效地在高技术产品中体现出来舶能力。

3．2．2高菠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会

图3一l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动态能力)集合

注：此图参考文献[36]及其它有关资料绘制

根据上一节中的分析论述，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也可称为动态能

力集合。这一成长要素集合是由具有不同诱因、可持续性和作用空间与时间的

动态能力所构成的持续演进的竞争优势系统。其构成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

发生变化，即即有要素竞争优势的逐渐诞失，新的竞争优势逐渐产生。”。高技

术企业成长过程中高强度的竞争对抗、技术变革的不连续性和日益缩短的产品

生命周期，以及不断变化的顾客需求等因素使得时间维度成为高技术企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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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要素，即高技术企业动态能力中最重要的一方面。也就是说，一项动态能

力的竞争优势的持续时间是有范围的，无论怎样，一项动态能力的竞争优势都

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最终丧失。所以，高技术企业不应该故意维持或坚持一项

即将失去竞争优势的能力，而应该为长期卓越的绩效做好准各，开发并储备一

定量的潜在能力，形成高技术企业动态能力的集合。例如，通用电气、耐克等

公司的成功都是一项战略，多种能力。即这些企业的成功依靠的不是某种特定

内部能力要素，而是培育了一套由多项相互补充、互相增强的内部要素构成的

要素集合，并擅长于管理这套要素集合的动态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变化，

企业可以改变对要素集合中不同要素的依赖与关注程度，维持要素集合的竞争

优势。

因此，把高技术成长内部动态能力要素视作不断演进的动态能力集合对企

业的柔性和竞争优势的长期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在高技术企业内部能力集合中，一般包括主导要素和支撑要素(上图3—

1)。其中，主导要素是核心，是当前对高技术企业竞争优势具有主导作用的能

力：支撑要素，是为前者提供补充和使前者更有效力服务的，是潜在的有可能

发展成未来主导要素的能力。这一要素集合中各要素的优势地位随高技术企业

的成长在不断发生转化：一方面，主导要素是高技术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所在，

是战略稳定性和持续投入的外在表现的关键；另一方面，主导要素竞争优势的

持续时间在不断缩短，新的支撑要素不断形成，并对主导要素的地位提出挑战，

不同优势地位的转换在所难免，这种要素集合的动态发展由此构成了高技术企

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

3．3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的动态转化过程

格雷纳认为企业成长是一个由非正式到正式、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

由幼稚到成熟、由应变能力差到应变能力强的发展过程，并首次提出企业生命

周期的概念，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创业期、指导期、授权期、聚合期和协作

期五个阶段(Greiner，1972)。

需要指出的是，格雷纳企业生命周期的模型属于一般性的理论归纳，并不

能涵盖所有的显示情况。在高技术企业中，因为所处的竞争市场需求变化快、

技术进步快和技术扩散而导致高技术企业生命周期有别于一般企业。其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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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企业存在的衰退期在高技术企业中特别短，是进入下～代产品的过度期，

在高技术企业生命周期中一般不专门讨论，因此，高技术企业生命周期一般经

历种子期、创业期、发展期、成熟期四个阶段，具体见下图3—2。

／＼
1 - j l J ～

夫—∑ 发展团队工作 l ／厂V

八／_

／≮
提 琳

粪 {创造性 { ／n 增加【 j部系统 高 续I 1

效 成U 。弋
塞 熟

．<
提 供明确方向

圈团团团
图3—2高技术企业生命周期图

注：资料来源于文献[37]

从宏观整体上看，企业成长呈现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是企业成长的优化

趋势，是在一定条件下企业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改进，从而实现资源消耗最小

而效率最高、效益最大，竞争优势不断增强豹过程，高技术企业也是如此。通

过上一节中论述可知，任何高技术企业竞争优势都需要通过一定的内部要素集

合加以发挥体现，所以在高技术企业生命周期的每一阶段，高技术企业自身能

力必定经历着由低到高转化发展的过程。下文将结合高技术企业生命周期、高

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生命周期性特征对这一动态进化转变过程作具体解释。

由于高技术企业必须持续不断的将企业生命周期初期韵能力向高层生命周

期的能力推进，使之转化成最临近的生命周期阶段的竞争优势并为该阶段的企

业竞争活动提供支撑，这使得高技术企业内部要素集合在高技术企业生命周期

的每个阶段都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并且，在高技术生命周期每一骱段，由

于内部要素集合中要素间竞争优势地位的转化导致内部要素集合本身的竞争优

势地位得到不断增强。也就是说，在动态的环境下，高技术企业的竞争优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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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由处于生命周期初刨期的基于企业核心技术的内部要素集合、处于成长期

的基于企业核心产品的内部要素集合和处于成熟期的基于战略远景的内部要素

集合之问相互转化、相互支撑构成的动态的层次进化体系。这一体系表现出以

下特点：处于动态转化中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对高技术企业竞争优势

的作用范围逐渐扩大；对高技术企业长期盈利和企业持续成长自俳用不断增大，
见下图3—3所示。

竞争优

势的使

用范围

狭窄

短 竞争优势的持续时间 长

初创期 成长期 成熟期

图3—3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转化模型

图中： 一 表示前一阶段能力集合为F一阶段能力转化以及为其所提供的指导与

支撑
⋯’

表示上一阶段能力集合为前一阶段能力提供的信息与反馈

上图所述模型体现了一个观点，即拥有静态核心技术或能力集合的高技术

企业未必一定能创造出实际的竞争优势使企业获得成长，只有高技术企业成长

内部要素集合的动态转化才能为高技术企业的成长提供支撑。同时，在高技术

企业生命周期每个阶段中，更高阶段的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是在前～

阶段的基础上，立足于企业现有优势，面向未来发展起来的。与前一阶段高技

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相比，具有更强的指导高技术企业成长、创造竞争优

势的能力。因为，没有较强的基于战略远景的成长内部要素集合，企业根本就

不可能认识到应该如何最有效的利用自己已有的核心技术，或是怎样调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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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资源和能力来充分利用这种核心技术所提供的机会。例如：施乐公司虽然

在下拉式菜单和鼠标方面是计算机用户技术的领先者，但它并没有成功的把这

种核心技术转化为实际的竞争优势，其冠名为“计算机之星”(star computer)

的产品，虽然具有许多重大的技术突破，是苹果公司和微软公司后来提供的成

功产品的先驱。但施乐公司这一产品却从来没有走出公司的PARc(Palb Alto

Research Center)⋯1。由此可见，基于核心技术构成长内部要素集合是高技术

企业成长的逻辑起点，基于产品的内部要素集合是连接起点和终点之间的桥梁

和支撑，基于战略远景的内部要素集合是高技术企业成长的逻辑终点，下文将

对这三个层次的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的内涵和特点作简要分析。

3．3．'基于核心羧术冉臼内部要素集合

高技术企业的刨办一般由科技人员依托自己的某项专利或技术领办的，或

者是通过技术贸易发展起来的o⋯。不论那种途径，高技术企业在初刨期的关键

任务是核心技术的确定和培育。因为，在这一阶段，基于核心技术的高技术企

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能促使核心技术的形成和向核心产品的转化，并可以增强

高技术企业在多个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其意义远远超过单一产品市场上的

胜败，对企业的生存和成长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摩托罗拉公司建立在其无线电

通信技术专长基础上的能力组，不仅使其在核心业务交换机等通信产品市场上

享有持久的优势地位，而且使其在BP机、双向移动无线装置和蜂窝式电话等产

品领域也遥遥领先n⋯。

该层次的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主要包括三个特征：(1)它以在高

技术企业内部可以获得的技能或在外部可以获取的技术与互补资产为基础；(2)

它要求通过实施可重复的程序来协调和利用高技术企业的资源；(3)它能够为

顾客创造价值，即能提供满足顾客需要且不能被竞争对手模仿的产品／服务的功

能特征。

3．3．2基于核心产品的内部要素集台

核心产品，是指那些独特的、不可模仿的、把企业与其它竞争对手区分开

的，可以在多种不同的最终产品上使用的元器件、产品、生产流程和服务，是

介于核心技术与最终产品之问的中间性产品，是潜在利润的来源。如飞利浦公

司的生产韵具有较强纠错能力的主板：虽然飞利浦公司vcD市场占有率不是很

高，但该公司通过建立在国际先进解码技术基础之上的VCD核心主板却占有了

近乎垄断的“虚拟市场份额”，VCD核心主板就是介于毪利浦公司的核心技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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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技术)与最终产品(飞利浦VCD)之间的核心产品。

因此，基于核心产品的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主要与顾客实际感知

的产品或服务优势有关，是能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实质性要素。基于核心产

品的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具有以下特征：(1)使高技术企业对市场作

‘出更好反应的中心特征(企业可以通过增强这种特性来获得竞争优势)；(2)使

高技术企业获得更好的市场反应的追加特征。

3．3．3基于战略远景的内部要素集合

大卫．J．科利斯，辛西娅．A．蒙马利哥在其所著的《公司战略一企业的资源

和范围》一书中，把企业的战略远景定位于企业战略三角形的中央，足以反映

出战略远景在制定和执行旨在产生竞争优势的企业战略中的核心角色。又如：

IBM公司首席执行官卢．格斯特纳(Lou Gerstner)指出，I阴公司现在所面临

的最紧迫的一件事就是构思出自己的公司远景““。因此，形成基于战略远景的

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对进入成熟期后的高技术企业赢得竞争优势，促

进企业进一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基于战略远景的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是企业用来识别和理解竞争

环境和行动参照系的能力，是用来展望竞争环境特征、组织、环境界面和参与

者以及提升、开发用来支撑行动和有助于实现企业远景的管理原则的能力。它

需要具有以下特征：(1)具有能够预测高技术企业环境演进的产业洞察力““；

(2)具有灵活的协调性(即柔性)，以便高技术企业通过改变所拥有的资源的

用途而抓住新的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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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磷章裁雹高技术垒韭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转化的分析

本章作为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研究的实例分析，

把着力点放在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组成结构、组成成因及其集合的生

命周期性动态转化特点的分析和论证上。本章韵目的在于在我国高技术企业成

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研究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高技术企业成长内

部要素妁特点和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的转化规律进行验证说明，进一

步解释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研究。

4．{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妻素构成

关于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因素组成的阃卷调查，早在1993年，我国国家科

委《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与对策》课题组对我国的396个高技术企业就影响成

功的主要因素已经进行了调查，这里的成功是指高技术企业产品能成功的转化

为现实豹生产力，为企业带来好的利润。调查中设计了15个影响高技术企业成

长的因素，请被调查企业就影明他们戒功的重要性因素回答，回答的频次分布

见表4一l。

表4～l国家科委课题组1994年调查表

不很重要 重要 根重要 非常重要 重要以上之和

领导和管理方法 2 18 27 20 65

研究开发能力 5 16 32 33 8l

生产技术’r艺 5 18 29 ll 58

认识市场需求 3 25 29 24 78

销售力量 21 12 18 5 35

研究开发，生产与销侍 5 21 22 16 59

之间的联系

与国内研学的合作 5 20 19 1l 50

与国内企业的合作 18 18 8 O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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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外的合作 9 12 7 7 26

外部信息交流 15 16 20 11 47

内部信息交流 22 17 13 6 36

政策法规 7r 19 11 15 45 r

技术引进 12 12 13 6 31

技术服务． 11 24 9 3 ． 36

市场大小 5 15 23 20 58

上述调查由于时间的关系(当时我国高技术企业刚刚起步发展)，在指标覆

盖面方面存在不足，不能真实的反映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关键内部要素。在此，

本文试图在国家科委课题组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前文所述企业成长内部因素的

论述，同时结合本文研究的需要，设计一套覆盖面较广的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

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

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对企业成长内部因素的指标的选取主要参考本文第三

章第二节关于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构成分析的结果，同时借鉴国家科委课

题组的研究成果，以指标是否具有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仿制性和以低于价

值的价格获取等特征来考虑(具体问卷形式见附录)。

调查问卷中对各项指标的评价采用比较通行的5分度法，对高技术企业成

长非常重要的指标给予5分，对高技术企业成长比较重要的指标给予4分，对

高技术企业成长重要程度一般的指标给予平均水平为3分，对高技术企业成长

影响微弱的指标给予1分。z003年7月至8月期间，以长沙市高新区高技术企

业为样本，对100家高技术企业发放了调查问卷，并对其中30家企业的总经理

或相关人员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从技术领域来看，样本企业大致分布于新材

料、电子与信息、机电一体化、生物技术、新能源、环境保护六大领域，基本

上能反映我国高技术企业的全貌，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

通过调查闻卷与访谈的形式，我们总结得到对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有影响

的内部因素组成。下表4—2列出得分均值在1分以上的内部能力因素。其中，

对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为企业家能力、技术能力、财务能

力、市场开拓能力和外部关系能力五项，其得分均值都在3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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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_一2我国高技术企业内部能力对企业成长影响程度闯卷调查结果

内部能力要素 影响程度均值 排序

战略 企业家能力 3．36 4

能力 政策整合能力 。
2．42 8

类 竞争环境整合能力 2．37 9

技术能力 3．48 2

经营 决策能力 2．76 6

管理 综合服务能力 2．33 10

能力 防范风险能力 2．27 1l

类 市场开拓能力 3．17 5

协调运用各种资源能力 1．99 14

组织管理 核心人才管理能力 2．46 7

能力类
组织、界面管理能力 2．09 13

内部管理意识 1．68 15

其它 财务能力 4．68 l

能力
外部关系能力 3．45 3

类
声誉 2．24 i2

由闯卷调查结果发现，与国外高技术企业及其重视管理组织能力相对比，

管理组织能力对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的影响不显著。这显示我国高技术企业对

管理能力问题的认识不足。同时，也是因为我国高技术企业多处于初创期，企

业规模小，业务范围也不宽，根据2002年中国火炬计划统计资料，我国高技术

企业收入在千万元以下的企业占企业总数韵70．5％，人员少于50人的企业占企

业总数的69．8％“⋯，企业管理问题并不突出。并且，在初创期过于强调经营管

理制度的完整性和规范性，会使企业的灵活性下降，增加企业的边际运行成本，

反而不利于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

在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本文依据2002年长沙市高新技术开发区592家高

新技术企业的统计资料，分别计算企业家能力、技术能力、财务能力、市场丌

拓能力和外部关系能力指标的综合指数，用全年销售总收入作为企业的成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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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然后用逐步线形回归方法分析企业自身能力与企业成长的相互关系，以定

量的方法验证上述问卷调查得到的关于影响企业成长的内部因素的组成假设，
具体实证分析过程见本文第五章，分析结果验证上述问卷调查得出的假设成立。

4．2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成因分析

由问卷调查得到的结果可知，企业家能力、技术能力、财务能力、市场开

拓能力和外部关系能力为影响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最为显著的五项因素。下文

对这五项因素成因作简要分析。

4．2．1财务能力

高技术企业财务能力指高技术企业自身积累资金的能力。高技术企业把财

务能力作为企业成长能力之一，是由于：

第一，高技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必须不断的进行技术创新，其研究开发比

例极高，但由于高技术的日新月异大大缩短了产品的生命周期，从而使投资风

险增大，相对于高技术研究开发、中试、市场开拓中的种种风险，高技术企业

由于自身资金有限而难以承受，必须借助外界对企业的资金支持““。在国外发

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都已建立了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高度竞争的银行运作机制、

先进的融资手段、发达的证券交易市场、金融期权市场等⋯。这些高度国际化

的资本市场灵活统一的运作机制为风险投资机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也为高技

术企业的发展创造了～个良好的资金环境。我国高技术企业发展的金融环境与

国外相比差距甚远，还远远没有建立起～个多层次、多渠道、多功能的高效运

作的金融体制：(1)银行经营的原则性成为高技术企业融资的障碍“”；(2)证

券市场无法成为高技术企业的融资渠道”1；(3)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根据同济大学投资研究所某项调查显示，资金制约是阻碍高技术企业创新的主

要原因之一”⋯；

第二，高技术产品具有高投入产出率和较短生产周期的特点，其资金积累

能力较一般企业强“⋯。因此，我国高技术企业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企业资金积累

能力，即财务能力。

并且，虽然高技术企业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企业的智力资本，但一个企业

的机器设备的技术水平同样也决定了企业价值创造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企业的智力资本只有与较高技术含量的物质资本适当结合才能真正为企业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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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竞争优势。

所以，我国高技术企业把财务能力列为对高技术企业成长影响最为显著的

企业内部要素。

4．2．2技术虢力

企业应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已经成为国内外各方面的共识，但从企业类型来

看，企业又有大中小企业，传统企业和高技术企业等不同划分。关于大企业和

中小企业谁是技术创新主要创新源，理论界存在一些争论，但是从一些国家实

践发展历程来看，人们更倾向于中小企业是技术刨薪的创新源这种观点。比如

在美国，新经济或说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与层出不穷的中小企业持续创新活动密

不可分。早在1975年，美国商务部报告就指出，美国20世纪历史上有2／3的

具有开拓性的技术创新是有小企业和独立的发明家推出的。而80年代中期以

束，美国大批科研人员带着新的思想从大学、研究机构、实验室和大公司“跳

槽”。借助风险资本的支持创立自己的企业，推动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进

步。美国学者莫威利(Mowc辑D．c．)将这类依托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起来的小

企业在推动高技术产业过程中豹作用称之为美国国家创新体制的三大特征之一

”1。因此，技术能力一般来说更集中于高技术企业。

客观的说，在我国，从80年代第一批高技术企业建立以来，我国高技术企

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快速发展过程，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在肯定这些成就的

同时，应看到，我国高技术产品无论在种类、质量还是性能上，同国外产品相

比都存在很大差距。中国高技术商品转化率为iO％一25％左右，产业化率仅为

5％一7％““。由于高技术企业自主技术很少，实现商品化成为名牌的更少，许

多高技术企业主要以贸易为主，成了国外产品的中国代理。因此，中国高技术

企业的总收入还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而发达国家已经达到40％到60％5“。

所以，技术能力为对高技术企业成长影响显著的企业内部要素之一。

4．2．3企业家能力

企业家是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人格化主体。企业家能力是企业家通过执着

的追求、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创新冲动与冒险精神、大胆而果断的决策、高

明的经营和精湛的管理才能，把企业推向成功的过程中形成的能力，其能力的

基本功能是在面对市场不确定性时打破旧有均衡从而创造利润。

创业研究显示企业家能力己成为高技术企业成长韵最重要资源之一。一般

人总是认为技术和资金是高新技术创建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但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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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蚰alee sa)【eniall曾在《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中指出，

虽然128公路在技术和资金上都优于硅谷(128公路附近有哈佛大学和MIT，

又靠近纽约这一金融和商业中心)，但硅谷高科技发展却遥遥领先于128公路。

出现这种情况，他分析认为是硅谷人更具冒险和勇于创业的精神，以及长期以

来硅谷所形成的这种创业文化所形成眦1。因此，从这点来说，企业家能力是推

动高技术企业成长最为关键的因素。

并且，由于企业家能力嵌入在组织的路径之中，分散在组织单个成员内，

企业不可能从市场上购买到一个高水平的企业家能力，企业要投入大量时间才‘

能培养这样的能力，所以企业家能力可被看作是能带来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组织

资源。

4．2．4市场开拓能力

市场开拓能力对高技术企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是由于：

第一，高技术产品具有以下特性：(1)高新技术产品初期进入障碍高，垄

断性强，企业可以通过高定价获得先期占领市场的巨额利润；(2)高技术产品

生命周期短，技术更新速度快，因此高技术产品不会象一般产品那样缓慢度过

衰退期；(3)商技术产品通常能改变市场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生活方式，从而

创造需求，开拓新市场；(4)高技术产品所包含的技术日趋先进、复杂，且相

互依存度高，一种产品往往需要许多相关技术支持，因而～项高技术产品的诞

生往往产生一系列的行业标准，并会引导其它高技术产品遵循新的技术标准共

同发展，从而形成网络效应，造成市场竞争和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性。(5)高

技术产品遵循收益递增原则，由于高技术产品是以知识、信息、人力资本等无

形资产等具有溢出效应和共享效应的要素作为主要生产要素，使得高技术企业

的生产遵循收益递增规律。在高技术产品领域，谁先期占领市场，掌握较大的

市场份额，谁就有可能使市场上的现有资源向自己靠拢，从而形成事实上的技

术标准，获得巨大的企业利润。

第二，高技术企业创造需求，着对企业产品的需求数量不能得到一定的增

长，则企业将无法成长，但高技术产品促销比传统产品要困难得多。研究已经

揭示了有关新产品开发和销售的巨大不确定性{5”。1971年的一项调奁考察了分

布于化学、药品、电器、石油等19个实验室的200个项目。来研究成功率。为

了成功，高技术企业必须经历3个开发阶段：技术过关、商业化和市场成功。

关于成功率这一项见下表4—3所示。研究开发实验室所从事的所有项目，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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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57％能达到技术目标。达到技术目标意味着所有技术闷题得到解决，该项

目转入生产。然而在所有已经开始的项目中，完全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不到31％。

一些项目在此搁浅，因为生产评估或市场实验是不利的。最后，最初从事的所

有项哥只有12％取得了经济商店成功，大多数商业化产品没有获得足够的回报

以弥补开发和生产成本。
‘

概率

技术过关(实现技术目标) 0 57

商业化(全面市场化) 0．3l

市场成功(获得经济回报) O．12

注：资料来源转引自文献[53]

因此，进一步开拓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是衡量高技术企业成长的重要

因素之一。

4．2．5外部关系能力

企业外部关系能力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企业通过与社会领域的各种联系而

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由于以下原因5“：第一，市场竞争的加剧：第二。现代

信息技术的发展：第三，分包与外购方式的流行；第四，“产业群”效应的扩散。

由于全球网络化趋势，企qk外部关系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逐渐得到

重视，贝克尔(Baker，1990)、乌器齐(uzzi，1999)等学者都先后对企业外

部关系能力对组织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并指出企业外部关系能力有助于实现

组织的高效率。在我国，陈劲通过对浙江省的调查也证实了企业外部关系能力

对企业效率提升的作用5⋯。

企业外部关系能力从以下两个方面支持高技术企业成长；

第一，外部关系能力能为高技术企业直接提供信息、知识和互补的资源睇3，

具有较强的外部关系能力的高技术企业可以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获得真实的信

息，从而更能发现市场的机会。在中国转型经济中，企业外部关系能力对信息

的获取、甄别、选择和使用尤其显得重要。

第二，企业外部关系能力有助于高技术企业创造更多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

的机会【57l。与合作者“嵌入式”的联系，即在双方共同的特性、互惠和信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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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的联系有利于避免合作中的冲突，协调企业的行为。

4．3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的转化过程

表4—4生命周期各阶段我国高技术企业内部要素集合中各要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

＼、＼当命周期 初、中期 成长期 成熟期

重要程鹰＼
＼

第一重要 技术能力 财务能力 企业家能力

第二重要 市场开拓能力 市场开拓能力 外部关系能力

第三重要 财务能力 外部关系能力 财务能力

第四重要 企业家能力 技术能力

在第三章中分析过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转化过程特点，指出高技

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的转化过程是一个由基于核心技术的高技术企业成长

内部要素集合——基于核心产品的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基于战略

远景的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组成的呈梯形递进的上升转化过程。在本

文第五章进行的实证分析中发现，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转化过程

遵循上述规律，印在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高技术企业成长

内部要素集合各构成要素对企业成长的显著性作用具有明显差异(见上表4—

4)。

4，3．1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初、中期内部要素集合

在第五章的实证分析中的影响系数企业的技术能力、市场开拓能力、财务

能力和企业家能力对企业成长都有显著影响，其中技术能力对初创期高技术企

业成长的影响最为显著。

这是由于在这一阶段，高技术企业主要在技术平台、资源位障碍的构筑、

核心产品与能力的开发等方面与竞争对手展开竞争。因此，一方面高技术企业

需要通过在实践中运用某些科学原则、技术和技能的隐性和显性知识来具体实

现和强化基于技术和服务的竞争优势，这使得技术能力成为基于核心技术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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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豹主导要素；另一方酉，为配合技术能力的开发、

积累与更新，高技术企业必须通过加强财务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和企业家能力

来为技术和生产资源的最优化提供支持，这使得这些能力成为基于核心技术的

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的支撑要素。

所以，处于初创期的高技术企业的成长依赖于基于核心技术的高技术企业

成长内部要素豹集合。这种要素集合能为高技术企业提供基于技术和服务的竞

争优势。

4．3．2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成长期内部要素集合

实证分析表明在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期，企业财务能力、市场开拓能力、

外部关系能力和技术能力对高技术企业的成长有显著影响，其中财务能力和市

场开拓能力对高技术企业成长的影响最为显著。

这是由于在这一阶段，高技术企业要在定价、促销、质量、服务、价值创

新、合谋策略和产品等方面与竞争对手展开竞争，例如，积蓄品牌资源对促销

策略和能力有着独特要求。由此而产生的对高技术企业市场驱动能力的需求使

得处于成长期的高技术企业内部要素是基于核心产品的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

素集合。这种基于核心产品的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有助于企业开发出

一系列产品，维持企业短期竞争优势。

4．3．3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威熟期内部要素集合

实证分析显示，企业家能力、企业外部关系能力和财务能力对处于成熟期

的高技术企业进一步成长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其中企业家能力对高技术企业

成长的影响最为显著。

这是由于在这一阶段，高技术企业要在决策者的战略视野、胆识、风险意

识和战略构想等方面展开竞争，以便对企业的创新行为提供指导与支持。所以，

处于成长期的我国高技术企业内部要素是基于战略远景的、以企业家能力为主

导要素、以外部关系能力和财务能力为支撑要素的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

合。这种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是构建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基础，并界

定了高技术企业未来行动的背景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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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高技术企业成长与内部要素相关性实证分析

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指出，企业内部能力差异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

(Penrose，1959；Nelson＆Winter，1982：Wernerfelt，1984：Hamel＆Prah8lad，

1990；Teece，Pisano＆shuen，1997)。但总的说来，现有研究以理论探讨为

主，一般局限于对能力的主要观点的介绍，或是对概念框架的简单探讨，对这

一领域的实证研究很少。目前已发表，并且能检索到的文献有Henderson＆

Cockburn(1994)以及Yeoh＆Roth(1999)对企业能力和企业持续竞争力之

间的集合的实证研究。此外，其它研究不是基于案例分析就是基于单个企业或

小样本调查，得出的多是经验性分析结果。文[60][61]结合我国实例作了一些

实证分析，但在指标代表性方面存在不足，不能反映高技术企业实际成长状况。

针对这～问题，本文试图以长沙高新区592家企业为数据样本，结合企业问卷

调查和理论分析，进行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实证分析。本实证目的主要在

于：(1)验证本文中第四章问卷调查提出的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中各

构成要素与高技术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2)分析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

集合各构成要素对高技术企业成长的影响作用程度，从中得出高技术企业成长

内部要素集合转化过程特点，揭示高技术企业成长的规律。

5．1样本及方法

本实证采用了逐步线性回归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本实证运用的数据

和方法具体如下。

5．1．1数据来源

2003年7月至8月期间，以长沙市高新区高技术企业为样本，对100家高

技术企业发放了调查问卷，并对其中30家企业的总经理或相关人员进行了面对

面的访谈。通过调查问卷与访谈形式，总结得到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

各构成要素组成。

本文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湖南长沙高新区管理委员会2002年高新区内592

家企业统计资料。

从技术领域来看，样本企业大致分布于新材料、电子与信息、机电一体化、

生物技术、新能源、环境保护六大领域，基本上能反映高技术企业的全貌，具



顾十学位论文 第五章高技术企业成K与内部要素相关性实证分析

有比较强韵代表性。

5．1．2横型描述

Henderson和cockburn等于1994年对制药产业公司关于企业能力与企业

成长性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实证分析中企业能力与企业成长性之问的

假设关系是线形的，并且得到统计结果的支持。Yeoh和Roth予1999年提出

一个模型来验证美国制药业197l一1989年间企业资源、企业能力和企业持续竞

争力之间关系，研究显示元件能力与整合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和产出率既有直

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该研究在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之潮的假设也是线形关

系，并得到统计结果支持。

借鉴上述研究成果，本文假设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各构成要素与

企业成长性之间为线性关系。

本实证分析按高技术企业全年销售收入划分高技术企业生命周期。年销售

收入上亿元高技术企业为进入成熟期企业，共有48家：年销售收入在千万元以

上亿元以下高技术企业为处于成长期企业，共有105家；年销普收入在千万元

以下高技术企业为处于创业期企业，共有439家。分别利用成熟期、成长期和

创业期高技术企业样本来建立函数模型(1)、(2)和(3)。

(1)YJ=Ⅱ+X。B+￡

(2)Y2=Ⅱ+X2 B+￡

(3)Y3=Ⅱ+墨0十￡

Y是因变量，代表高技术企业成长性，为n×l矩阵(n为样本数)，是标准

化变换后的某高技术企业全年销售收入(单位：千万元)；x为n×k矩阵，它是

由对企业成长性这一因变量有影响的自变量组成，本实证有5个自变量，分别

为高技术企业财务能力、技术能力、企业家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和外部关系能

力；k为自变量的个数，a为常数项，B为k×l系数矩阵；e为随机扰动项。

5．1．3变量解释

(1)因变量。

本实证的因变量为高技术企业成长性。理论通常认为企业成长性是通过相

对于竞争对手的市场占有率和更优良的资产状况表现出来(Porter，1991)。实

证方面的文献显示““，企业成长性与企业市场占有率、利润、投资回报率以及

资产状况相关(Venkatraman＆RaⅢanujaIIl，1987)。与上述研究相一致，在本文

中，高技术企业成长性被定义为高技术企业全年的总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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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变量

本实证的自变量如下。根据国内外关于企业能力研究成果和作者在长沙高

新区对100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结果(见本文第四章第一节分析)，

本实证选取企业家能力、技术能力、财务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和外部关系能力

作为模型自变量。
‘

第一，企业家能力。

对企业家(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人格化主体)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所作

所为”进行高度概括和总结，便形成企业家能力。包括企业的抱负水平

(winter，2000)、创新能力、协调能力“”。

抱负水平指企业家根据企业的现有能力基础及其在国内市场中的地位和国

际市场的发展状态和进程，审时度势，以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质量标准对自己

的投资方向提出更高要求，从而提出的战略定位；创新能力指企业不断的学习

和创新的能力；协调能力即协调好企业内部之间及内部与外部之间关系的能力。

第二，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指企业提供市场所需要的新产品的能力，这种新产品由于其所具

有的新功能、新特点而高于以往商品的市场价值，因此技术能力是高技术企业

的价值创造具有直接的影响。具体的说，技术能力包括技术创新能力和生产能

力⋯。

技术创新能力指通过新的或改进的产品或工艺来保护或提高企业已有的技

术能力并产生增值性创新的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包括受法律保护的专利、技术

知识和不受法律保护的技术诀窍和交易秘密；生产能力指企业对产品的数目和

质量控制能力。

第三，财务能力。

财务能力是企业自我资金积累从而能够扩大生产和增加新的生产设备的能

力。企业财务能力的增强取决于产品的生产周期、产品的投入产出率和企业资

金积累率、投资可行性研究和工程项目的实施。

第四，市场开拓能力。

市场开拓能力是高技术企业将创耨的产品传播或扩散到市场中去的能力，

市场开拓能力取决于企业对主要用户、新兴市场潜在需求和市场接受速度的认

识。 ．

第五，外部关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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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关系能力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企业通过与社会领域的各种联系而摄取稀

缺资源的能力。包括企业与政府、金融机构、客户甚至竞争对手等的联系。

5．'．4统计数据说精

本实证中共有五个自变量，分别为企业家能力cC、技术能力Tc、财务能力

Fc、市场开拓能力Mc和外部关系能力RC。各变量在选用统计数据指标遵循全

面性、细分性、数据可获性、合理有效性的原则，借鉴文献[48][57][59][60][61]

对某些指标的设计，尽量采用前人用过或阐述过的数据指标。

企业家能 技术能力 财务能力 市场开拓能力 外部关系能力

力

抱负水平(研发 创新能力(企业 年末固定资产和 新产品收 分包关系、银行

项日数、研发经 实施专利数、研 无形资产之和、 入、商品销售收 的信用评级、从

费支出) 发人员数量、新 全年利税总额 八 政府获得的项目

协调能力(信息 产晶数) 数、出口创汇总

化程度、治理结 生产能力(质量 额、进出口权、

构) 标准、技术水平、 国内外合作单能

创新能力(拥有 技术来源) 数

专利数)

各自变量选用数据指标具体见上表5—1：

(1)企业家能力包括抱负水平ccl、协调能力cc2和创新能力CC3。其中，

抱负水平CCl可用企业研发项目数、研发经费支出数(以千万为单位)来测度，

协调能力Cc2可用信息化程度、治理结构来测度，创新能力cc3可用企业拥有

专利数来测度。企业家能力的评价数值为上述指标数据的简单加总。

(2)技术能力包括创新能力TCl和生产能力Tc2。其中，创新能力可用企

业实施专利数、研发人员的数量和新产品数束测度，生产能力主要可用质量标

准、技术水平和技术来源来测度。技术能力的评价数值为上述指标数据的简单

加总。

(3)财务能力可用企业全年利税总额(以千万为单位)和企业年末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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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无形资产之和(以千万为单位)来测度。财务能力的评价数值为上述指标

数据的简单加总。

(4)市场开拓能力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以千万为单位)和商品销售收入

(以千万为单位)两项指标来测度。市场开拓能力的评价数值为上述指标数据

的简单加总。
‘

(5)外部关系能力采用分包关系、银行的信用评级、从政府获得的项目数、

出口创汇总额(以千万为单位)、进出口权和国内外合作单位数五项指标来测度。

外部关系能力的评价数值为上述指标数据的简单加总。

5．2运算过程

本实证分析运用SPSsll．5统计软件进行运算，采用逐步线形回归(Linear

regression)方法，逐个引入自变量。在每次引入对因变量影响显著的自变量

时对方程中已引入变量逐个进行检验，把变为不显著的变量逐个从方程中剔除，

最终得到的方程中在包含对因变量影响显著的自变量同时也剔除了对因变量影

响不显著变量。选用引入模型标准是F概率小于或等于5％，剔除标准是F概率

大于或等于10％，通过对逐步回归过程的分析，可得到各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

显著性程度。本实证中三个模型的具体运算过程如下。

(1)模型1的运算过程及说明

模型1的样本数共有439家，代表处于初创期的高技术企业。该模型中，

以高技术企业的2002年总销售收入作为因变量，以439家企业的企业家能力、

技术能力、财务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和外部关系能力作为模型自变量。经软件

计算，其具体运算过程及说明见下表：

表5—_2 V￡lriables En主crcd／Removed

Mode】 Variab】es I抽tered Variables Menlod

Removed

l Tc(技术能力) Step、Ⅳise(Criteria：Pmbability—of．F-t0一enta

《=．050，Pmbabil时-ofF．to—r锄ove>=．100)．
2 CC Stepwise(Critefia：Pmbability-of-F—t0-enteI

(企业家能力) <=．050，Probability-oFF-to*nxnove>=．10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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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C(财务能力) S娜}wise(Cfit舐a：p胁ability．of_F知-entcI
(=．050，Pm鼬ility-of．F怕．r哪Dve>=．100)．

4 MC Stepwise∞riteria：轴曲ability帕鼻F-t0哪lt雠

(市场开拓能力) <=t050，尹fobability-of．F劫哪IIlove>=．1 00)．

a D印endent V稿曲lc：总销售收入

．此表中的运行结果显示模型l引入的自变量包括技术能力、企业家能力、

财务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外部关系能力对因变量韵作用不明显，在引入模型

l时被拒绝。

表5—3 Model SⅥ蚰ary

MOdel 。只 R Adjus_led R

Square Sauare

' ．826 ．B81 ．681

2 ．829 ．687 ．686

3 ．831 ．69， 好89

4 ．834 ．895 ．693

a Predictors．(constant)，蕾C(技术能力)

b Predictors：(constanl)，Tc(技术能力)，cc(企业家能力)

c Predi呶螨：(Conm呲)，1℃(技术能力)，cc(企业家能力)，FC(财务能力)

d Predictors：犯ons协nt)，TC(技术能力)，CC(企业家能力)，FC(财务能力)，

MC(市场开拓能力)

此表中显示模型l在逐个引入自变量：技术能力、企业家能力、财务能力

和市场开拓能力时调整后的R值逐渐增大，这说明这几个自变量中每一个加入

模型的变量对因变量都具有实质性的解释作用。

表5—4 ANOVA。

Model dl d sig．I
1 Regression 1 934．874 ．ood

Resid豫l 4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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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协】 438

2 Re掣ession 2 479．376 ．000

Residua】 436

Total 438
●

3 RegressioD 3 324．810
’

．000

Residlla】 435

．To诅1 438

4 Re呼ession 4 247．781 ．000

Residua】 434

To纽1 438

a Predicto“(cons忸nt)，Tc(技术能力)

b Predictors：(C0nstant)，TC(技术能力)，CC(企业家能力)

c Predictors．fConstant)，Tc(技术能力)，CC(企业家能力)，FC(财务能力)

d PDcdictors：(Consta]nt)，TC(技术能力)，Cc(企业家能力)，FC(财务能力)，

MC(市场开拓能力)

e Dependent vafiabie：总销售收入

此表中的F值对应的sjg值都等于D，∞0，这说明引入豹四个自变量构成的

整体模型l具有的拟合度很高，有好的整体预测性。

表5—5 Coe壤cient矿

Unstafldamized St卸d砌ized l Sig．

Coe伍cients Coemcients

Model B Std．E玎oI Beta

1 (Const锄t) 一．075 ．042 -1．782 ．076

TC(技术能力) ．769 ．025 ．826 30．576 ．000

2 (Co咖t) ．．088 ．042 ．2．100 ．036

TC(技术能力) ．764 ．025 ．82l 30．583 ．000

CC
‘

．001 ．000} ．077 2．879| ．004

(企业家能力) l

I 3 (Constallt) ．，083 ．042l 一1，974|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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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技术能力) ．749 ．026 ．805 29．255 ．000

CC ．001 ．加O ．077 2．894 ．004

(企业家能力)

FC(财务能力) ．008 ．OOd ．065 2．364 ．019

4 ((bnstant) ．．044 ．044 ．．998 ．319

TC(技术能力) ．7S0 ．025 +805 29．433 ．O∞

CC ． ．ooI ．000 ．074 2．793 ．005

(企业家能力)

FC(财务能力) ．009 ．004 ．067 2．44a ．015

MC ．03暑 ．016 ．064 2．417 ．016

(市场丌拓能力)

a Dependent V8riabie：总销售收入

此表中的T值对应的s蟾值都小于O．05，且大于O，这说明模型l引入的

四个自变量中，每一个指标对因变量的预测能力很高，对因变量具有明显的正

相关性。

(2)模型2的运算过程及说明

模型2的样本数共有105家，代表处于成长期的高技术企业。该模型中，

以高技术企业的2002年总销售收入作为因变量，以105家企业的企业家能力、

技术能力、财务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和外部关系能力作为模型自变量。经软件

计算，其具体运算过程及说明见下表：

表5—屯 Variables Entercd虑emoved

Model VariaMes Entered Vafiable5 Method

R黝D1捌

l FC(财务能力) St印瓶sc@池fia：Probabilily·of．F如-emcr
<=．050，Probability-00F-to·托move>=．100)．

2 RC Stepwise(Criteria：Probability—of．F-to·emeI

(外部关系能力) <=．050，Pfobability—oBF—to-removc>=．100)．

3 Tc(技术能力) Stepwise(Criteria：Probability．of．F．to-emer

<=．050，冉obability—of_F·to-r哪oVe>=．100)．



硕士学位论文 第五章高技术企业成长与内部要素相关性实证分析

4 l MC

l(市场开拓能力)
Step晰se(Crit甜a：Ppobabili妒of-F

<=．050，Prob曲ihty-of-F．to-remove>-．100)

‘

此表中的运行结果显示模型2引入的自变量包括财务能力、外部关系能

力、技术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企业家能力对因变量的作用不明显，在引入模

型2时被拒绝。
．

表5—7 Model Summary

Mode】 R RSquafe AdjustcdR

Sq咄
1 ．882 ．778 ．776

2 ．895 ．801 ．797

3 ．900 ．809 ．803

4 ．911 ．829 ．822

a Predictors：(CoIlst卸t)，FC(财务能力)

b Predictors(Constam)'FC(财务能力)，RC(外部关系能力)

c Prcdictors．(ConSt锄t)，FC(财务能力)，RC(外部关系能力)，TC(技术能力)

d Predictors(Constant)，FC(财务能力)，RC(外部关系能力)，TC(技术能力)，

MC(市场开拓能力)

此表中显示模型2在逐个引入自变量：财务能力、外部关系能力、技术能

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时调整后的R值逐渐增大，这说明这几个自变量中每一个加

入模型的变量对因变量都具有实质性的解释作用。

表5—8 ANOVA。

Mode】 dI F S培

1 Regressi伽 1 361．603 ．OOO

Residllal 103

Total 104

2 Regression 2 205．406 ．000



靴si幽捌 l浏
涮 I羽l

3 姆鼹iol| 3 142．745 伽
Resid吲 iOl

酬 l删

4 取口鐾臻鼹i舢 4 121．292 妇∞

R髂i妇a】 I桶

To扭I i删

a Predictors：(co船|ant)，Fc(财务能力)

b Prcdictofs：(Co船啪t)，F(：(财务能力)，秘C(外部关系能力)
c PredictofS：(Cons锄t)，f℃(财务能力)，RC(外部关系能力)，1℃(技术能力)
d跏dictofs：(cons拄哦t)，Fc(财务能力)，秘C(外部关系能力)，TC(技术能力)，
MC(市场开拓能力)

e Dcpendenl V鲥able：总销售收入

此表中的F值对应的s追值都等于O．000，这说明引入的四个自变量构成的

整体模型具有的拟合度很高，有好的整体预测性。

表5—9 Coe掰cientsa

Unstalldafdized sl脚琅a嘲i2鲥 t S龟，

Coefnciems (be塌cients

Model 丑 Sm．Ef∞{ 8eta

l “bnsla删 47677859．803 9羽·55792．378 ．S02 ．617

Fc(财务能力) 5．311 ．279 ．882 19．016 ．000

2 《ons掘nt) 99428150．845 916410唿．760 1．085 ．280

FC(财务能力) 4．693 ．321 ．黼 14．599 国。。

RC ．096 ．02窘 ．183 3．419 ．OOl

(外部关系能力)

3 (Con嘲nt) 78814140．983 90758271．072 ．868 ．387

FC(财务能力) 4．953 ．341 ．823 14。54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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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 ．108 ．028 ．206 3．829 ．000

(外部关系能力)

TC(技术能力) ．002 ．001 ．108 2．066 ．041

4 (Constant) _89374297．131 99361 777．038 ．．899 ．371

FC(财务能力)
‘

3．696 ．490 ．6lq 7．540 ．000

RC ．136 ．028 ．258 4．839 ．000

(外部关系能力)

TC(技术能力) ．006 ．001 ．323 4．028 ，000

MC ．606 ．177 ．370 3．417 ．OOl

(市场开拓能力)

a Dependent Variable：总销售收入

此表中的T值对应的sig值都小于0．05，且大于O．ooO，这说明模型2引入

的四个自变量中，每一个指标对因变量的预测能力很高，与因交量具有明显的

正相关性。

(3)模型3的运算过程及说明

模型3的样本数共有48家，代表处于成熟期的高技术企业。该模型中，以

高技术企业的2002年总销售收入作为因变量，以48家企业的企业家能力、技

术能力、财务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和外部关系能力作为模型自变量。经软件计

算，其具体运算过程及说明见下表：

表5一lO VaIriables EntI讹d／Rcmoved

Mode】 Va硪如l郾 VariabJcs Menlod

Entered Re：moved

1 FC Step、vise(Cri蜘a：Probability-of币-t0一enter<=．050．
(财务能力) pmbability-of-F-to-蝌nove>=．100)．

2 CC Step丽se(crit嘶a：Pmbability·of-F-to—emcr☆．050，

(企业家能力) Probabil毋-o￡F-to-remoVe>=．100)．

3 RC Stepwise(Criteria：Pfobabili妒-of_F-to—emer<=．050，

(外部关系能力] Probabili呼of-F-to-remove>=．100)．

a Dependem V耐dble：总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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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中的运行结果显示模型3引入的自变量包括财务能力、企业家能力和

外部关系能力。技术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对因变量的作用不明显，在引入模型

3时被拒绝。

鲥川 R R s{ql埔球 A由删R
Sq嘲

1 ．712 ．S06 ．496

2 ．772 ．S蛳 ．578

3 ．795 ．632 ．607

a Pred{ctorS：(con咖nt)，Fc(财务能力)

b‰dictors．(Constant)，FC(财务能力)，cc(企业家能力)
c Prediclors：(c咖stam)，Fc<财务能力)，cC(企业家能力)，黎C(外部关系能力)

此表中显示模型3在逐个引入自变量：财务能力、企业家能力和外部关系

能力时调整后的R值逐渐增大，这说明这几个自交量中每一个加入模型的变量

对因变量都具有实质性的解释作用。

表5—12 ANOVA。

MOdeI d1 F Sig

1 RegressiOn 1 47．193 ．000

ReSidua 躺

TOta 47

2 RegressiOn 2 33 205 000

Resjdua 45

TO捌 47

3 采eg憎ssion 3 25．2D2 ．000

Residua 舳

To协 47

a Predictc临：(Constalll)，FC(财务能力)

b PfedicbDrs：(C(mstanl)，Fc(财务能力)，cc(企业家能力)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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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redi咖rs：(constant)，Fc(财务能力)，cc(企业家能力)，Rc(外部关系能力能
力)

d Dependent Variablc：总销售收入

此表中的F值对应的sig值都等于O．000，这说明引入的三个自变量构成的

整体模型具有的拟合度很高，有好的整体预测性。

表5—1 3 Coe伍cients8

Uns掘ndardizcd S诅ndardized 1 S培

CoefficieI蛀s Coemcients

Mode】 B Std．Errol Beta

l (eonstaIl_t) 459668045．962 9921977l，255 4．633 ．000

Fc(财务能力) ．141 ．021 ．712 6．870 ．000

2 (Con8tant) 225702652．885 “7104615．326 1．927 ．060

Fc(财务能力) ．099 ．023 ．498 4．280 ．000

CC 2-363 ．747 ．368 3．161 ．003

(企业家能力)

3 (cofls删 225353966．608 l 13021693．669 1．994 ．052

FC(财务能力) ．092 ．023 ．463 4．074 ．000

CC 3_339 ．861 ．520 3．877 ．000

(企业家能力)

RC 1．416 ．682 ．233 2．076 ．044

(外部关系能力)

a Depcndent V硝able：总销售收入

此表中的T值对应的sig值都小于O．05，且大于0．ooo，这说明引入的三个

自变量中，每一个指标对因变量的预测能力很高，与因变量具有明显的正相关

性。

5．3结论分析

由上一节中三个模型的运算过程及说明显示，本研究的理论假设得到了证

明，即高技术企业企业家能力、技术能力、财务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和外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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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毙力对高技术企业成长起着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本实证研究发现，高

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中豹各个要素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对高技术企业成

长的影响程度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将上述运算结果综合起来，可以更为清晰看到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对

高技术企业成长的影响(具体见下表5一13)。
。

表5一13同归分析结果

初创期(，膜型1) 成长期(模型2) l 成熟期(模型3)

9 S．E． 8 S．E． B S．E．

企业家能力(cc) O．OOl埘 O．OOO 3．339Ⅲ O，861

(2．793) (3．877)

技术能力(Tc) O．750¨’ O．025 0．060” O，0lO

(29．433) (4．028)

财务能力(Fc) O．009” O．004 3．696” O．490 O．092⋯ O．023

(2．440) (7．540) (4．074)

市场开拓雏力 O．038” O．016 O．60∥“ O．177

(MC) (2．417) (3．417)

外部关系能力 O．136埘 O．028 1．416料 O．682

(RC) (4．839) (2．076)

Constant —O．044 O．044 -8．9E+07 9．9B+07 2．3E+o矿 1．1E+08

(一O．998) (-o．899) (1．9941

F值 247．78l懈 121．292”4 25．202“’

Adjusted群 O．693 O．822 O．607

注：4p<O．1，率丰p<o．05，}”p(o．ol：B为同归系数，B下面括号内为该系数的t检验值，

s．E．为标准误差；模型1同归样本为439家，N=439：模型2回归样本为105家。N=105：模

犁3同归样本为48家，N=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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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创期。模型1计算结果显示，处于初、中期高技术企业技术能力

与企业成长性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市场开拓能力、财务能力及企业家能力与

企业的成长性有正相关关系，其系数分别为O．75、O．038、O．009、0．00l。而

外部关系能力对企业的成长性作用不明显，引入模型时被拒绝。

在这个时期，高技术企业技术能力与企业的成长性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市场开拓能力、财务能力及企业家能力与高技术企业的成长性有正相关关系。

即高技术企业在初创期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是以技术能力为主导要素的。包

括市场开拓能力、财务能力和企业家能力的能力集合。

这说明这一时期高技术企业的资源要索很不完善，大部分高技术企业在生

存压力下停止成长，甚至夭折。因此，这一阶段的高技术企业必须加强技术与

市场开发，以及核心能力的培育，以求先于对手进入成长期，获得更大的潜在

市场规模。

(2)成长期。模型2计算结果显示，处于成长期高技术企业财务能力与企

业的成长性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市场开拓能力、外部关系能力和技术能力与企

业成长性有正相关关系，其系数分别为3．696、O．606、O，136、O．06。面企业

家能力对企业成长性作用不明显，引入模型时被拒绝。

在这一时期，高技术企业的财务能力与企业的成长性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市场开拓能力、外部关系能力和技术能力与高技术企业的成长性有正相关关系。

即高技术企业在成长期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是以财务能力为主导要素

的，包括市场开拓能力、外部关系能力和技术能力的集合。

这说明在这一阶段，高技术企业有了强有力的领导，建立了明确的目标和

方向，根据市场需求实施了有效的技术创新，企业核心技术已经基本形成。在

良好的组织氛围、正确的价值导向及有效管理的共同推动下，核心能力逐步形

成，核心产品的主导设计逐渐出现，基于核心产品的最终产品逐渐推出。所以，

在这一时期，高技术企业必须关注生产和销售问题，发现有利商机、进行强有

力的营销活动是企业战略选择成功的关键。

同时，在这一时期，对最终产品和销售渠道的投资逐步上升。高技术企业

技术创新有产品创新为主转向以工艺创新为主。如果能够建立面向市场、适应

知识管理的柔性组织结构，必将有利于高技术企业的快速健康成长。

(3)成熟期。模型3计算结果显示，成熟期高技术企业企业家能力与企业

成长性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外部关系能力和财务能力与企业成长性有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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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其系数分别为3。339、1．4插、0伪2。丽技术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对企业
成长性作用不明显，引入模型时被拒绝。

在这一时期，高技术企业企业家能力与企业的成长性有显著豹正相关关

系。外部关系能力和财务能力与企业的成长性有正相关关系。即高技术企业在

成熟鹚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是以企业家能力为主导要素豹，包括外部

关系能力；f日=财务能力的集合。

这说明在这一阶段，高技术企业经过前几个骱段的发展，企业已处在戒熟

期，有了正式规划和程式，具有清楚韵层级和分工。随着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行政体制韵规模大，层级多，必将影晌高技术企业对市场的反映。同时，

行政分割使创新受到限制，使原来对高技术企业刨新与发展起积极作用的核心

能力逐步成为阻碍高技术企业创新与发展韵消极因素。这些因素直接导致高技

术企业核心产品创新很少或几乎没有，并使得能够给企业带来利润的业务单元

逐渐减少、最终产品市场占有率趋于饱和．促销以及销售活动非常集中，产品

销售受至q严重的压力。这些现象严重殂碍了高技术企业进一步成长。

因此，在高技术企业成熟期阶段，加强赢技术企业企业家铯力的培养对避

免高技术企业的衰败，增强整个企业的活力，推动创新活动韵发展具有更加重

要的意义。

(4)实证发现，在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的生命周期阶段性变化中，

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中的主导要素韵变化经历了由技零能力到财务能

力，再转变为企业家能力钓过程。罚嚣寸，在高技术企业由初创期向成长期转化

的阶段，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中的支撑要素结构发生了变化，淘汰了

企业家能力并逐步培养出外部关系能力；在高技术企业成长期向成熟期转化的

阶段，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中的支撑要素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淘汰了

技术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而外部关系能力对高技术企业竞争优势的支撑地位

进一步强化。这些转变与第三章中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韵发展变化特

点的理论分析相对应，从定量的角度验证了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动态

转化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由此导致高技求企业竞争优势由短期优势向长期优势

的动态演进的理论分析结果，体现了高技术金业成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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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作了如下工作：

首先，对企业钱长理论进行了认真的接理和归纳，按照对企业成长动力的

不同观点，将众多的企业理论、流派分别归纳入外生论和内生论两大类别，并

在对上述理论的评价和继承中建立以企业成长内部要素——企业成长内部要素

相互作用——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动态变化为构件的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

集合的动态转化分析框架。

其次，利用该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转化分析框架对高技术企业成

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动态转化进行研究，得出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组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可视为动态能力的观点，指出高技

术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成长动力主要来源于高技术企业动态能力集合。同时，分

析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的动态转化过程，指出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

素集合的动态转化过程是一个由基于核心技术的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

——基于核心产品的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基于战略远景的高技术

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组成的呈梯形递进的上升转化过程。。

再次，以我国高技术企业为实例，通过对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

其集合的动态转化研究的分析，对第三章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及其集合的

动态转化研究分析结论——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的特点和高技术企业成长

内部要素集合的转化规律，进行了具体说明和验证。

最后，以长沙高新区592家企业为样本，对高技术企业成长性和在前文理

论分析得到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并通过实证发

现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转化具有生命周期性特点，由此验证了高技术

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转化过程具有生命周期性特征的理论分析结果。

本文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内部要素是企业能力要素的子集，是能给高技术企

业创造“熊比特租金”的动态能力。高技术企业成长的动力来源是动态能力的

集合。

(2)高技术企业的成长是在企业生存的基础上，通过高技术企业成长动态

能力相互竞争和协同作用，实现高技术企业内部要素集合的自组织演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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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发现，高技术企业内部要素集合的自组织演

化运动是一个由基于核心技术的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基于核心产

品的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素集合——基于战略远景的高技术企业成长内部要

素集合组成的星梯形递进的动态上升转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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驸蒙离技术企业内部毹匆对企驰成长影垧程度问卷调查样
卷

本调查问卷中对各项指标的评价采用比较通行的5分度法，最高为5分，

最低为1分，对高技术企业成长豹影响程度评分标准如下：

非常重要=5分；

比较重要=4分；

一般重要=3分；

影响微弱=1分。

给每项指标对于高技术企业成长的影响重要性程度打分，并在下表中每项

指标后的空白框内写出您给定的分数。

高技术企业 评价

内部能力要素指标 得分 部分指标涵义解释

l 企业家能力 企业家能力是企业家通过执着的追求、高度

的责任感、强烈的创新冲动与冒险精神、大

胆而果断的决策、高明的经营和精湛的管理

才能，把企业推向成功的过程中形成的能

力。

2 战略预测能力 对企业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具有洞

察力并使企业在本行业或行业问获得进～

战 步扩张的能力。

略 3 政策整合能力 企业各种资源的积累、协调、互动与组合的

能 选择性活动与企业现有政策保持一致性的

j3 能力。

类 4 竞争环境整合能力 竞争环境整合能力是把开发产品所需的范

围广泛的能力、信息和观点整合起来，并使

其快速有效地在高技术产品中体现出来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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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指企业提供市场所需要的新产品

技 的能力，具体的况，技术能力包括技术创新

术 能力和生产能力，如企业的专利、商标、版

创 权和商、lk秘密等技术存量、成功的应用上述

新 技术所需的知识、供应商和分销商的技术诀

能 窍。

力 6 前线执行能力 前线执行能力指氽业利用生产方面的知识
类 与资源使技术和发明创造的成果转化为产

品或实现生产力的能力。

7 决策能力 企业在确切的表达问题的过程中，产生可选

经 择的方法以及评价这些可选择方法，并确定

营 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能力。

管 8 防范风险能力 在面临外界的不确定性时能力克服企业的

÷理 混乱，使企业保持稳定的能力。

能 9 综合服务能力 充分利用与顾客的密切合作关系，理解顾客

力 需求，为顾客提供优越的顾客价值的服务能

类 力。

10 协调运用各种资源 通过重新确定资源在企业中的分配方向、重

能力 新构造和重新配置等途径，对把资源应用到

各种性的战略用途的活动进行协调的能力。

“ 市场开拓能力 充分利用现有的分销渠道，并能开发和获耿

新的销售渠道的能力。

组 12 核心人才管理能力 吸引和保持核心技术人员的能力。

织 13 企业文化 企业理念以及基丁组织成员问相互关系之

管 上的组织氛围。

理 14 组织、界面管理能 组织、界面管理能力指企业通过组织过程促

能 力 进管理效率的能力，涉及到企业组织结构、

力 信息传递等。

类 15 吸收能力 通过与企业已有的知识和内部学习建立联

系来评价和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

16 内部管理意识 强化企业管理的愿望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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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财务能力 高技术企业自身积累资金的能力，如企业的

借债能力、产生内部资金的能力。

18 响应能力 响应能力指企业对重要事件、市场机遇作出

其 快速反应的能力，包含对客观变化敏锐感应

它 的能力和作出应付策略的能力。

能 19 外部关系能力 企业外部关系能力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企业

力 通过与社会领域的各种联系而摄取稀缺资

类 源的能力。

20 声誉 顾客中的声誉、品牌名称、对产品质量、耐

用性和可靠性的感知、在供应商中的声誉及

有效、高效、支持性的互利互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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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研究生期间主要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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