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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冗余资源对企业瞬时竞争优势有重要影响，但已有研究对两者关系有竞争性观点． 此
外，既有研究缺少对冗余资源影响瞬时竞争优势的内在机制及其适用条件的理论解释和证据．
为了弥补这两个研究空白，本文整合企业行为理论和资源约束理论，提出并检验了冗余资源与
瞬时竞争优势的正 U型曲线关系，以及中介机制和情境因素．利用软件行业企业的调查数据，
研究发现: 1) 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势呈正 U型关系; 2) 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呈正 U型关系;
3) 创业拼凑在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势的非线性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4) 环境不确定性、资源
柔性对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5) 创业拼凑的中介效应受到环境不确定
性、资源柔性的正向调节．研究表明，在超竞争环境下，冗余资源是企业瞬时竞争优势的重要来
源，但企业必须警惕“中等资源陷阱”; 同时，冗余资源的绩效意义通过创业拼凑得以实现，且
创业拼凑的中介作用在高环境不确定性和高资源柔性的条件下更显著．研究结论对拥有冗余
资源，尤其是过剩产能的企业有重要的实践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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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持续性竞争优势(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
vantages) 是解释企业能否获得卓越绩效的重要机
制［1］，也是过往战略研究的焦点． 然而，在消费升
级、科技进步、市场门槛下降及资本运作等力量的
推动下［2］，中国市场已经进入超竞争( hyper-com-
petition ) 时代，企业越来越难以维持竞争优
势［3，4］．超竞争是一种过度竞争状态，快速模仿和
跨越战略打破了资源禀赋的难以模仿性和不可替
代性［5］，大多数企业只能在有限窗口期内获得
“瞬时竞争优势”( temporary competitive advanta-
ges) ［6］．因此，为了维持企业在较长周期内的市场
地位，企业需要持续开展新的战略行动，随时准备

失去并再次获取新的瞬时竞争优势［7 － 9］．

既有研究较少针对企业如何快速决策并采取
行动以获取瞬时竞争优势这一问题做出清晰的回
答［8］．冗余资源是企业拥有的超过实际需求的剩
余资源或未利用资源［10］，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
开展竞争活动的数量和速度，是企业建立瞬时竞
争优势，维持并提升市场地位的必要条件［11］． 因
此，冗余资源是否以及如何转化为新的瞬时竞争
优势成为近年来业界与学界的热点话题． 尽管学

者们认同冗余资源是影响瞬时竞争优势的重要因

素［12，13］，但对其作用机理有企业行为理论和资源

约束理论两类争论性观点．企业行为理论( behav-

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认为冗余资源不仅利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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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施战略，也利于抵御外部环境冲击，因此对企
业获取瞬时竞争优势有正向影响［10，14］．而资源约
束理论( resource constraints literature) 认为冗余资
源会导致企业战略与组织架构不匹配，对瞬时竞
争优势产生负面影响［15］．基于企业行为理论或资
源约束理论单一视角的研究可能会因为对情境特
征概括偏见导致研究结论对立．据此，本文整合上
述两个理论，考察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势的非
线性关系．

进一步地，资源基础观认为当企业拥有具有
价值和稀缺性资源时，企业会获得瞬时竞争优
势②［16 － 18］．但冗余资源通常并不具有价值或者稀
缺性［12，19］，它对瞬时竞争优势的影响可能是通过
某个中介变量来传导［17，20］． 然而，既有研究往往
基于资源禀赋视角，检验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
势的直接关系，忽视中介机制的研究［21，22］．因此，
亟须在理论上厘清冗余资源如何形成瞬时竞争优
势的转化机制．资源管理是资源发生“质变”的重
要渠道［23］，Sirmon 和 Hitt 等［24］指出了资源管理
过程中的三个关键行为: 资源建构 ( structuring) 、
资源整合( bundling) 和资源利用 ( leveraging) ． 既
有研究表明，资源需要被建构、整合并利用才能为
企业，尤其是拥有的资源与竞争对手同质或类似
的企业带来瞬时竞争优势［25］，因此考察资源管理
过程是探索冗余资源向瞬时竞争优势转化机制的
重要理论视角．

从资源管理过程来看，冗余资源是资源管理
的起点，为企业进行资源整合、利用提供了资源
池［24］．创业拼凑是企业重新组合手头资源把握新
机遇或者解决新问题的即刻行为［15］． Baker 和
Nelson［15］的田野调查发现拼凑行为与企业的资
源密切相关．冗余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手头资源，
是创业拼凑的重要前提．同时，创业拼凑则是企业
整合、利用冗余资源的重要方式，对企业获取瞬时
竞争优势有显著影响［19］． 因此，本文拟检验创业
拼凑在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势关系间的中介作
用，打开冗余资源向瞬时竞争优势转化的黑箱．

此外，既有研究较少探讨冗余资源影响创业
拼凑的条件［26］． 已有研究指出，资源价值与资源

性质［15］和外界环境密切相关［27，28］． 在超竞争时
代，环境不确定性是企业重要的外部环境特
征［8］，可能影响企业的资源需求，进而影响冗余
资源和创业拼凑的关系．同时，企业的资源禀赋不
仅依赖于冗余资源存量，还受到资源柔性等性质
的影响．冗余资源的柔性程度会影响创业拼凑的
空间和自由度［29，30］，进而影响冗余资源与创业拼
凑的关系．基于此，本文同时探索环境不确定性和
资源柔性对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非线性关系的调
节作用．

综上，本文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以如何建立
瞬时竞争优势为研究视角，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
中介效应模型，回答“冗余资源是否以及如何构
建瞬时竞争优势及其内外部约束条件”这一关键
问题，以期进一步完善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等理
论，并为处于超竞争环境下的企业建立瞬时竞争
优势提供实践启示．

1 研究假设

1． 1 超竞争环境
超竞争环境与一般竞争环境存在显著区别．

本文从竞争态势、竞争优势、竞争策略以及资源焦
点等方面归纳超竞争环境与一般竞争环境的差
异，如表 1 所示．在一般竞争环境下，企业可以保
持持续性竞争优势，倾向采取“不竞争”的竞争策
略．因此，企业主要关注战略性资源，或者通过出
色的自我定位 ( 选择合适的产业、公司独特的定
位) 来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 超竞争环境则呈现
出不同的特征:第一，“变”是环境的常态，竞争态
势难以预测; 第二，竞争优势存续时间十分短暂，
只有不断获得新的瞬时竞争优势的企业才能持续
表现出色［3，4］; 第三，企业的战略焦点已经不在于
是否竞争，而重点关注如何进攻［8］; 第四，冗余资
源的大量累积成为企业常态，管理者需对此给予
足够关注．
1． 2 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势

冗余资源对瞬时竞争优势正、反两方面的效
应是共存的，两类效应在不同冗余资源水平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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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如果这些有价值( V) 和稀缺性( Ｒ) 资源，同时具有难以模仿( I) 、不可替代( N) 等特点时，企业则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在传统战略研
究框架下，将同时具有 VＲIN特点的资源，称之为“战略性资源”．



替发挥主导作用［31］． 根据资源约束理论，当冗余
资源较少时，管理者通常会有较强的危机意识，不
仅千方百计提高冗余资源的利用效率，还会识别
冗余资源的新用途，寻求价值最大化［32，33］． 但随
着冗余资源数量的增加，管理者通常自我感觉企
业运行良好，提高冗余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的动
机减弱，例如高管的“宠物项目”( pet project) 通
常会得到支持，其他更有潜力的项目则得不到足
够支持［32］;另一方面，较少或中等程度的冗余资
源不足以支撑企业进行高风险投资、试错或创
新活动［34，35］，但仍会带来资源管理的额外成
本［36］，例如管理者注意力分散等［37］． 因此，在阈
值之前，瞬时竞争优势会随着冗余资源的增加
而降低．

当冗余资源超过阈值后，企业会享受更多冗

余资源带来的益处． 企业行为理论提出冗余资源
对瞬时竞争优势至少有以下四方面的积极作
用［32，38］: 1) 缓冲环境变化给企业造成的影响，增
强企业的适应力; 2 ) 安抚同盟，解决企业内部冲
突; 3) 为企业战略的实施，尤其探索风险投资项
目、创新活动提供资源支持; 4) 培养注重实验、宽
容失败的组织氛围，促进企业创新．尽管较高水平
冗余资源会导致额外的管理成本，但以上潜在收
益会覆盖冗余资源的成本，成为塑造瞬时竞争优
势的主要来源．因此，在阈值之后，瞬时竞争优势
会随着冗余资源的增加而提高．综上，本文提出如
下假设:

H1 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势呈 U型关系．
与中等水平冗余资源相比，低水平或高水平的冗
余更有利于提高瞬时竞争优势．

表 1 超竞争环境与一般竞争环境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hyper-competition and general competition

维度 一般竞争环境 超竞争环境

竞争态势 稳定，线性，可预测 非线性，难以预测

竞争优势 持续 瞬时

竞争策略 练内功，不战而屈人之兵 进攻( 创新、变革)

资源焦点 战略性资源 冗余资源

注: 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1． 3 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
与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势的关系类似，冗

余资源和创业拼凑也存在 U 型关系③． 根据企业
行为理论，维持生存是企业的重要目标［10］． 低水
平的冗余资源存量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甚至威
胁其生存．因此，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企业的主要压力在于克服资源瓶颈［39］．面对资源
约束，一般有三种解决方案供企业选择: 搜索资
源、规避挑战和创业拼凑［15］． 与搜寻资源和规避
挑战相比，创业拼凑更好地兼顾了成本( 较于搜
索资源) 和收益 ( 较于规避挑战) ［40］． 因此，低水
平冗余资源会促使企业创业拼凑，以较低的成本
解决资源困境．需要说明的是，低水平的冗余资源
无法为创业拼凑提供充足的手头资源 ( resources
at hand) ，此时，企业进行创业拼凑的主要对象是
在用资源．根据资源需求的紧急程度和重要程度，

企业依靠“拆东墙，补西墙”，尤其是通过发现在
用资源的新功能或创造性地整合在用资源，首先
满足更为紧急或更重要的资源需求．

随着冗余资源的积累，资源约束逐渐得到缓
解，企业可以通过冗余资源或者获取外部资源来
满足资源需求，创业拼凑不再是企业满足资源需
求的唯一途径，因此，企业进行创业拼凑获取资源
的动机逐渐减弱，创业拼凑行为呈下降趋
势［15，32］．但当冗余资源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创业
拼凑行为又随着冗余资源的增加呈现上升趋势．
一方面，企业的生存压力得以缓解，充分的冗余资
源赋予企业更多的资源运作权，企业将聚焦战略
布局和机会搜索［41］，为冗余资源寻求更高效益．
创业拼凑是企业，尤其是拥有的资源与竞争对手
同质或类似的企业获取瞬时竞争优势的重要途
径［25］．为了使这些低价值、不具稀缺性的冗余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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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U型关系是两种潜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作用方式有叠加( additive manner) 和相乘( multiplicative manner) ( 见文献［73］) ．在本研究
中，U型关系均是通过叠加实现，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源获取超额收益，企业进行创业拼凑的动机被重
新激活．另一方面，企业实施创业拼凑聚焦于利用
冗余资源开发新产品或新创意，需要承担很大的
风险，甚至可能“血本无归”，大量的冗余资源提
高了企业对试错、失败的容忍度［39］，为企业进行
创业拼凑提供了资源保障．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H2 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呈 U型关系．与中
等水平的冗余资源相比，低水平或者高水平的冗
余更有利于促进创业拼凑．

图 1 冗余资源与瞬时竞争优势

Fig． 1 Slack resource and temporary competitive advantages

图 2 冗余资源与创业拼凑

Fig． 2 Slack resource and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1． 4 创业拼凑的中介作用
创业拼凑作为企业重要的资源开发方式，有

利于企业通过重新组合手头资源来把握新机遇或
者解决新问题［19］． 总体来说，创业拼凑对瞬时竞
争优势存在以下三种积极影响［15，42］: 1) 以较低的
成本满足企业的资源需求; 2) 将新的价值渗透到
资源中，这些资源包括在用资源、废弃资源、无关
资源等; 3) 促进创新，且无需专门的设计环节．

本文认为，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势间可能

存在一个中介机制，即创业拼凑的中介作用．具体
而言，低水平的冗余资源会促使企业进行创业拼
凑以缓解资源短缺的压力，进而提高企业的瞬时
竞争优势［15］．拥有中等冗余资源的企业在资源短
缺方面的压力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同时与拥有大
量冗余资源的企业相比，尚不足以支撑企业开展
新的战略活动，导致企业创业拼凑行为处于较低
水平，从而导致企业的瞬时竞争优势也较低［19］．
高水平的冗余资源为企业提供了试错的信心和资
本，此时对冗余资源的创业凑出往往带来意想不
到结果，进而形成瞬时竞争优势［34，35］． 综合 H1、
H2 以及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 创业拼凑与瞬时竞争优势呈正相关关
系，即创业拼凑越高，瞬时竞争优势也越高．

H4 创业拼凑对冗余资源和企业瞬时竞争
优势的 U型关系具有中介作用:冗余资源通过 U
型曲线效应影响创业拼凑，进而影响企业瞬时竞
争优势，促成了冗余资源与企业瞬时竞争优势的
U型关系．
1． 5 环境不确定性和资源柔性的调节作用

环境不确定性指未来环境各要素变化，例如
市场、技术、竞争等的不可预测性［43，44］．在高不确
定性环境下，企业会面临更多的挑战，需要更多资
源来抓住机会或者防御潜在威胁［13，43］; 同时，不
确定性使得管理者对外部环境的解读和判断有很
大模糊性，加大了精确识别、搜索和获取所需资源
的难度［40］．因此，环境不确定性增大了企业对资
源的需求量以及资源获取难度，进而影响冗余资
源与创业拼凑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当企业冗余
资源水平较低时，创业拼凑是企业获取所需资源
的首选方法［15］，大量的资源需求会触发更多创业
拼凑行为．随着冗余资源的增加，企业有能力通过
获取外部资源满足资源需求，创业拼凑不再是企
业获取资源的唯一途径，企业创业拼凑的动机逐
渐降低．我们认为企业的拼凑行为在中等冗余资
源水平达到最低． 当冗余资源达到一个较高水平
时，企业完全可以通过调度冗余资源应对环境变
化．同时，与获取外部资源相比，创业拼凑可以帮
助企业建立更卓越的能力，具有更大的优
势［19，35］．因此，创业拼凑行为又逐渐增加．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a 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的 U型关系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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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不确定性的正向调节作用，即环境不确定性
较高时，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的 U 型关系会显著
强化．

资源柔性反映了资源的潜在用途，高柔性的
冗余资源可以被快速且低成本地用于新地区或新
产品［29，45］．因此，在高资源柔性情境下，企业利用
冗余资源进行创业拼凑的空间和自由度得到了很
大的提高［30］．在这种情形下，当企业冗余资源水
平较低时，企业不仅有动机，也更具能力通过创业
拼凑来缓解企业资源紧缺的困境，进而会触发更
多创业拼凑行为．随着冗余资源的增加，一些新产
品或新地区的资源需求可以被高柔性的冗余资源
直接满足［29，46］，因此，企业创业拼凑程度会更快
地下降．本文认为创业拼凑行为在中等冗余资源
水平达到最低．当冗余资源达到一个较高水平时，
创业拼凑行为又逐渐增加． 这是因为与直接将冗
余资源用于新的产品或者市场相比，创业拼凑可
以帮助企业建立更强大的瞬时竞争优势，进而导
致创业拼凑的程度提高［19，35］．据此，本文提出:

H5b 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的 U型关系受到

资源柔性的正向调节作用，即冗余资源的柔性较
高时，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的 U 型关系会显著
强化．

结合 H2 和 H3，本文进一步提出一个被调节
的中介模型，即环境不确定性、资源柔性还可能调
节创业拼凑在冗余资源和企业瞬时竞争优势之间
的中介效应．在高环境不确定性或高资源柔性情
形下，冗余资源对企业瞬时竞争优势的作用会更
多地通过创业拼凑传导;反之，创业拼凑在冗余资
源和企业瞬时竞争优势之间的传导作用则会减
弱．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a 冗余资源通过创业拼凑对企业瞬时竞
争优势的间接效应受到环境不确定性的正向调节
作用，即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这种间接效应会显
著强化;反之，则弱化．

H6b 冗余资源通过创业拼凑对企业瞬时竞
争优势的间接效应受到冗余资源柔性的正向调节
作用，即资源柔性较高时，这种间接效应会显著强
化;反之，则弱化．

综上，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 3 所示．

图 3 理论模型
Fig． 3 Conceptual model

2 研究方法

2． 1 样本与数据
软件企业为检验本文的理论模型提供了较为

理想的环境．第一，软件行业产品更新周期短，企
业难以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47］，因此如何利用冗
余资源建立一连串的瞬时竞争优势这一问题对软
件企业尤为重要; 第二，软件企业的每个客户都有
自己独特的业务流程、标准操作程序和技术基础
设施，多数软件产品都有“非常规性”( non-rou-

tine) ，既有解决方案无法直接满足每个客户的个
性化需求［48］．为在限定时间内创造适合客户具体
需求的解决方案，软件企业必须创造性地利用现
有的资源，在效率与效果之间取得平衡; 第三，软
件企业存在大量的冗余资源［49］，例如开源社区的
软件源代码、为以往客户开发的产品等，是软件企
业重要的手头资源．综上，我们选择软件企业作为
调研对象．此外，为了控制环境的差异，过往有关
动态竞争的相关研究一般倾向单一行业的研究，
例如软件行业［8］; 同时，软件行业企业绝大多数
是单一业务 ( single-line businesses) ，有助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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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多样性的方差．
本文根据上海、杭州、北京、长春四地的软件

行业协会提供的软件企业名录，选取了 400 家软
件企业作为调研企业，通过现场访谈的方式，对受
访企业的 CEO、总经理等企业高管进行问卷调
查．在正式调研之前，本文对原始量表采取了回译
的方法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并对来自 10 家软件
企业的 CEO或总经理进行预测试，根据被试的反
馈意见修缮和调整了相关条目的表达．最终，回收
有效问卷 279 份，有效回收率为 69． 75% ．样本特

征情况如表 2 所示．在所有受访者中，男性居多，
占 66. 3% ; 年龄以 40 岁及以下的居多，占
93. 9% ;受教育程度以本科和硕士学历居多，分别
占 67． 7%、22． 2% ． 在样本企业中，企业年龄在
14 年以下的比重较大，为 83． 5% ; 产权类型为私
营企业、合资企业的占多数，分别占 66． 7%、
18. 6% ; 企业规模以员工人数来衡量，其中，50 人
以下的占 34． 8%，50 人 ～ 100 人占 20． 4%，
100 人 ～ 300 人占 22． 2%，大于 300 人的企业占
22． 6% ．

表 2 样本特征统计
Table 2 Sample description

特征 类型 数量 比例( % ) 特征 类型 样本量 百分比( % )

个人年龄

＜ 29 130 46． 6

30 ～ 40 132 47． 3

41 ～ 50 17 6． 1

＞ 51 0 0． 0

企业年龄

＜ 7 115 41． 2

8 ～ 14 118 42． 3

15 ～ 21 43 15． 4

＞ 22 3 1． 1

教育程度

本科以下 24 8． 6

本科 189 67． 7

硕士 62 22． 2

博士 4 1． 5

产权类型

私营企业 186 66． 7

合资企业 52 18． 6

国有 /集体所有制 14 5． 0

外资企业 27 9． 7

性别

男 185 66． 3

女 94 33． 7

企业规模

＜ 50 97 34． 8

50 ～ 100 57 20． 4

100 ～ 300 62 22． 2

＞ 300 63 22． 6

合计 279 100 合计 279 100

2． 2 变量和测量
瞬时竞争优势． 鉴于软件行业的产品更新

速度快，本文将瞬时竞争优势的窗口期定为
3 年［50］．借鉴 Dess 和 Ｒobinson［51］关于瞬时竞争
优势的量表，请被试评估其企业与所在地区、目
标市场以及所属行业主要竞争对手相比的成功
程度来衡量瞬时竞争优势．所有题项均采用 Lik-
ert 7 点量表( 下同) ，1 为最弱，7 为最强．

冗余资源．本文借鉴 Atuahene-Gima［52］、Troilo
等［53］关于冗余资源的量表来评估企业的冗余资
源水平．

创业拼凑．本研究借鉴 Senyard 等［54］的研究
量表来衡量企业进行创业拼凑的频率． 该量表共
有 8 个条目，其中，条目“我们通过对现有资源和
较低成本获得的资源进行整合，应对新的挑战”
因子载荷较低，故删去．

环境不确定性．本研究参照 Milliken［43］的研

究框架以及 Mckelvie［44］的 6 条目量表，分别从
状态( 如“产品需求波动幅度”) 、效果( 如“客户
的偏好和需求”) 和反应( 如“企业潜在的优势领
先时间”) 等方面来测量环境不确定性．

资源柔性． 借鉴 Su 等［45］的 3 条目量表，本
研究请被试从资源使用范围、转换成本以及转
移速度等方面来评估企业冗余资源的柔性
程度 ．

控制变量． 参照过往关于冗余资源和瞬时
竞争优势关系的研究［31，55，56］，本文选取企业规
模、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 此外，本文还控制
了企业的产权类型、联盟数量． 控制产权类型是
因为企业的冗余资源水平与产权类型相关，并
且不同产权类型的企业面临的环境优劣势也有
所不同，是冗余资源、资源配置行为和企业绩效
关系的重要解释因素［53，57］，控制联盟数量是因
为联盟意味着企业可以临时使用另一企业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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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或能力，对企业获取瞬时竞争优势具有重要
影响［58］．企业规模通过计算全职员工人数的自
然对数获得，企业年龄用企业注册日至问卷发
放日的年限差测量，产权类型分为国有企业、合
资企业、私营企业及外资企业四类，并将私营企
业设置为参照组． 此外，本文还控制了高管团队
规模、外籍人员数、海归人员数以及被调研高管
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

2． 3 信度和效度
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和组合信度来评价量

表信度．如表 3 所示，所有研究变量的 Cronbach’s
α 均在 0． 7 以上，符合 Nunnally［59］的标准． 鉴于
Cronbach’s α 存在高估或者低估变量信度的可
能［60］，进一步计算了变量的组合信度( CＲ) 值．结
果显示，所有变量的组合信度都高于门槛值
0. 600［61］，因此，量表的信度良好．

表 3 量表条目、变量信度、效度检验结果
Table 3 Measurements items，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ssessment

测量条目( 简略) 因子载荷 T值

冗余资源( CA = 0． 826，CＲ = 0． 838 8，AVE = 0． 636 9)

1．缺乏资源从来不是公司发展的障碍 0． 780 14． 032

2．公司有充足的资源实施战略 0． 699 12． 375

3．如有需要，公司能很快获取所需资源 0． 902

创业拼凑( CA = 0． 826，CＲ = 0． 843 5，AVE = 0． 436 3)

1．我们有信心利用现有资源找到应对新挑战的解决方案 0． 686 10． 205

2．我们利用现有资源来应对新问题和新机会 0． 670 10． 026

3．面对新挑战，我们总是假设可以应对，并采取行动 0． 546 8． 278

4．通过整合现有资源，我们能够应对各类挑战 0． 661 8． 699

5．面对新挑战，我们基于现有资源提出解决方案 0． 696 10． 334

6．我们整合本来用于其他目的的资源，应对新的挑战 0． 654 9． 770

7．和其他企业相比，我们利用现有资源应对更广泛的挑战 0． 698

环境不确定性( CA = 0． 815，CＲ = 0． 806 4，AVE = 0． 413 5)

1．产品需求波动幅度很大 0． 705 10． 341

2．影响产品生存的技术创新可能是频繁且巨大的 0． 744 9． 722

3．无法预见产品在市场上能保持多久的竞争优势 0． 656 9． 602

4．无法预见是否能通过颠覆性或渐进性创新在产品市场中保持生存 0． 647 7． 612

5．无法预测未来有哪些技术创新会影响产品生存，以及何时发生 0． 511 8． 425

6．客户偏好和需求是无法预测的 0． 566

资源柔性( CA = 0． 753，CＲ = 0． 761 5，AVE = 0． 515 5)

1．如有需要，我们可以在客户之间轻松转移我们的资源 0． 713 9． 494

2．我们利用同样的组织资源和商业资源，服务于多个客户 0． 717 9． 566

3．从某一客户撤回的资源，我们可以容易地转移到其它客户 0． 724

瞬时竞争优势( CA = 0． 847，CＲ = 0． 873 4，AVE = 0． 697 4)

1．相对所在城市的其他软件企业，贵公司的竞争优势状况 0． 823 18． 339

2．相对目标市场的其他软件企业，贵公司的竞争优势状况 0． 829 18． 508

3．相对所在行业的竞争对手，贵公司的竞争优势状况 0． 853

χ2 = 318． 247，p = 0． 000，χ2 /df = 1． 624，GFI = 0． 907，DELTA2 = 0． 947，CFI = 0． 947，TLI = 0． 937，ＲMSEA = 0． 047

注: CA = Cronbach’s Alpha，CＲ = Composite Ｒeliability，AVE =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对于经过验证的成熟量表可以直接采用验证

性因子分析［62］． 首先，本研究选用 x2
df衡量模型的

整体拟合程度，同时选取 DELTA2指数、CFI、TLI
和 ＲMSEA等指标测量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结
果表明上述指数均达到可接受水平［63］，拟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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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其次，本研究涉及的各潜变量的结构效度良
好．其中，本文通过观察验证性因子分析中观测指
标与潜变量间的路径系数来评估聚合效度，如果
路径系数显著 ( T 值 ＞ 2． 0 ) ，则认为聚合效度较
高［64］．如表 3 所示，本文各构念与其观测指标之
间路径系数的 T 值最小为 7． 612，均大于 2，显示
良好的聚合效度． 尽管变量创业拼凑和环境不确
定性的 AVE值小于 0． 5，但其他变量的 AVE 值均
达到门槛值［65］．最后，如果 AVE 的平方根大于潜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证明对于该潜变量的测量
条目可以与其他量表区分［66］． 如表 4 所示，所有
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其所在行和列的相关系
数，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2． 4 共同方法偏差

本文同时采取了程序和统计的方法来降低共
同方法偏差的风险［67］． 在程序上，采用多题项测
量构念［68］，将预测变量和校标变量放在问卷的不
同位置［69］，以降低出现共同方法偏差的概率． 在
统计控制上，采用 Harman 单因子方法检验是否
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本文纳入所有多题项构念进
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有 5 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且第一个主成分仅解释了总方差的 24． 95% ．
其次，用巢状模型比较单因子模型和测量模型的
拟合优度( 在测量模型中将所有协方差路径系数
φij设为 1，即为单因子模型) ，如果共同方法偏差
很严重，那么单因子会解释所有显变量［65］． 结果
显示单因子模型的 χ2 = 630． 587( 自由度为 206) ，
而测量模型的 χ2 = 318． 247( 自由度为 196) ，进一
步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研究结果可以信赖．

3 研究结果

3． 1 相关统计分析
表 4 给出了所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

数以及自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因变量的
AVE值的平方根．由表 4 可知，各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和相关系数无异常．其中，公司年龄( r = 0． 210，
p ＜ 0． 01) 、公司规模( r = 0． 280，p ＜ 0． 01) 、私营企
业( r = － 0． 200，p ＜ 0． 01 ) 、合资企业( r = 0． 161，

p ＜ 0． 01) 、技术联盟( r = 0． 146，p ＜ 0． 01) 、冗余资
源( r = 0． 387，p ＜ 0． 01) 、冗余资源的平方项( r =
0． 396，p ＜ 0． 01) 、创业拼凑( r = 0． 428，p ＜ 0． 01) 、
环境不确定性( r = － 0． 200，p ＜ 0． 01) 和资源柔性
( r = 0． 325，p ＜ 0． 01 ) 均与瞬时竞争优势显著相
关．冗余资源( r = 0． 246，p ＜ 0． 01) 、冗余资源的平
方项( r = 0． 261，p ＜ 0． 01 ) 与创业拼凑显著正
相关．

为消除由一次项和其平方项的高相关性引发
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采取了两种解决方法．
其一，借鉴 Aiken 和 West［70］的研究，对本研究中
涉及到平方项的所有变量进行中心化;其二，应用
残差中心化程序，即用一次项对平方项回归后产
生的残差值代替原来的二次项［71］． 数据结果显
示，整个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小于 2，而且
所有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小于临界值 0． 700，不存
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 2 假设检验
3． 2． 1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 Cohen 等［72］的层级回归方法检验
假设 H1、假设 H2、假设 H3、假设 H4，结果如表 5
所示．模型 1 为控制变量对瞬时竞争优势的回归
模型，模型 2 为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对瞬时竞争优
势的主效应模型，模型 3 为加入中介变量的模型;
模型 4 为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归模型，模型 5、
模型 6 分别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和资源柔性对冗
余资源和创业拼凑关系的调节作用．

参照 Haans和 Pieter等［73］，1 ) 模型 2 显示冗
余资源的平方项对瞬时竞争优势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 M2: β = 0． 071，p ＜ 0． 01 ) ; 2 ) 用 Mplus 软件运
算全模型，发现在冗余资源取值区间下限附近，冗
余资源与瞬时竞争优势关系的系数显著为负
( β = － 0． 664，［－ 1． 401，－ 0． 088］) ，在取值区间
上限附近，冗余资源与瞬时竞争优势关系的系数
显著为正( β = 0． 486，［0． 231，0． 804］) ; 3) 基于表
5 中模型 2 的结论，计算出 U 型曲线的拐点发生
在冗余资源李克特 7 点量表评分为 3． 10 处④，如
图 4 所示．综上，本文认为冗余资源和企业绩效呈
U型关系，H1 得到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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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表 5 中汇报的结果是变量经过中心化处理的结果．中心化不影响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但是因为减去了均值，将回归方程平移了一个均
值大小，因此，真实的拐点应该在表 5 中拐点加上一个单位均值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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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冗余资源与瞬时竞争优势 U型关系图
Fig． 4 U Ｒelationship between slack resource and temporary

competitive advantages

针对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的 U 型关系论证
如下: 1 ) 模型 4 的结果显示，冗余资源的平方项
对创业拼凑有显著正向影响( M4: β = 0． 032，p ＜
0． 05) ; 2) 在冗余资源取值区间下限附近，冗余资
源与创业拼凑关系的系数显著为负 ( β =
－ 0. 123，［－ 0． 190，－ 0． 054］) ，在取值区间上限
附近，冗余资源与创业拼凑关系的系数显著为正
( β = 0． 357，［0． 196，0． 527］) ; 3) 基于模型 5 的数
据结果，计算出 U型曲线的拐点发生在冗余资源
李克特 7 点量表评分 2． 96 处，如图 5 所示．综上，

本文认为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呈 U 型关系，H2

得到数据支持．

图 5 冗余资源与创业拼凑的 U型关系图

Fig． 5 U Ｒelationship between slack resource and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模型 3 表明创业拼凑对瞬时竞争优势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M3: β = 0． 502，p ＜ 0． 001 ) ，H3 得到

数据支持．进一步地，在加入创业拼凑变量之后，

冗余资源的平方项对瞬时竞争优势的影响依旧显

著( M3: β = 0． 055，p ＜ 0． 05 ) ，但是与模型 2 的结

果相比，冗余资源平方项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变

小了．根据 Baron和 Kenny［74］的中介效应检验原

则可知，创业拼凑在冗余资源与瞬时竞争优势

的 U 型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H4 得到数据

支持．

3． 2． 2 调节效应检验

参照 Haans和 Pieters等［73］，检验 U型关系的

调节作用应区分斜率的变化和拐点的移动斜率变

动的检验方法是查看二次交互项系数的正负及是

否显著．在本研究中，模型 5 和模型 6 分别检验了

环境不确定性和资源柔性对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

之间 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冗余资源

二次项与环境不确定性、资源柔性的交乘项系数

均显著为正 ( M5: β = 0． 077，p ＜ 0． 001; M6: β =

0. 026，p ＜ 0． 05) ．上述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

资源柔性对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的 U 型关系均

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假设 H5a、假设 H5b 均得到

数据支持．

进一步地，本文还利用 Mplus 软件运行全模

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在高环境不确定性下，低
( － 1) 、中( 0) 、高( + 1) 冗余资源水平上，曲线斜

率 90%的置信区间分别为［－ 0． 861，－ 0． 150］、

［－ 0． 199，0. 122］、［0． 244，2． 521］; 而低环境不

确定性下，置信区间分别为［－ 0． 189，0． 549］、

［0． 005，0. 319］、［－ 0． 950，0． 984］． 上述结果表

明，在高环境不确定性下，冗余资源与创业拼凑

的 U型关系十分显著;但在低环境不确定性下，

两者的 U 型关系趋势得到缓和 ( 如图 6 所示) ．

由此，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得到进一步

支持．

同理，在高资源柔性下，低( － 1 ) 、中( 0 ) 、高
( + 1) 水平的冗余资源处曲线斜率 90%的置信区

间分别为 ［－ 0． 739，－ 0． 181］、［－ 0． 031，

0. 209］、［0． 898，2． 302］; 而在低资源柔性下，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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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区间分别为［－ 0． 428，0． 360］、［－ 0． 184，

0. 212］、［－ 1． 510，1． 348］． 上述结果表明，在高

资源柔性下，冗余资源与创业拼凑的 U 型关系十

分显著，但在低资源柔性水平下，两者之间的 U

型关系趋势得到缓和，冗余资源对创业拼凑不存

在显著作用( 如图 7 所示) ． 由此，资源柔性的调

节作用得到进一步支持．

图 6 环境不确定性对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关系的调节作用

Fig． 6 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on slack resource

and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图 7 资源柔性对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关系的调节作用

Fig． 7 Moderating effect of resource flexibility on slack resource

and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3． 2． 3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 据 Edwards 和 Lambert［75］、Hayes 和

Preacher ［76］的建议，本文采取 Bootstrap 方法检

验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即假设 H6a 和

假设 H6b． 由表 6 可知，在高环境不确定性下，

低( － 1 ) 、中( 0 ) 、高( + 1 ) 水平的冗余资源通过

创业拼凑对瞬时竞争优势的瞬时间接效应 90%

的置信区间分别为［－ 0． 266，－ 0． 042］、

［－ 0． 060，0． 034］、［0． 006，0． 236］，表明在高

环境不确定性下，创业拼凑在冗余资源和瞬时

竞争优势之间起非线性的中介作用; 而在低

环境不确定性下，瞬时间接效应 90%的置信区

间分别为［－ 0． 050，0. 168］、［0． 001，0． 099］、

［－ 0． 075，0． 129］，表明在低环境不确定性下，

创业拼凑在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势之间的

中介作用是线性的． 综上，环境不确定性会调节

创业拼凑在冗余资源与瞬时竞争优势之间的

中介作用，假设 H5a 得到验证． 同理，资源柔性

调节创业拼凑在冗余资源与瞬时竞争优势之间

的中介作用的假设也得到了支持． 在高资源

柔性下，低( － 1 ) 、中( 0 ) 、高 ( + 1 ) 水平的冗余

资源通过创业拼凑对瞬时竞争优势的瞬时间接

影响的置信区间分别为［－ 0. 223，－ 0. 047］、

［－ 0. 009，0． 061］、［0. 094，0． 258］，表明在高

资源柔性下，创业拼凑在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

优势之间起非线性的中介作用; 而在低资源

柔性下，瞬时间接效应 90% 置信区间分别为

［－0． 121，0. 110］、［－ 0. 052，0. 061］、［－ 0. 181，

0. 151］，均包括 0，表明在低资源柔性下，创业拼

凑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因此，假设 H5b 得到

验证．

为进一步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对环

境不确定性和资源柔性在第二阶段( 创业拼凑→

瞬时竞争优势) 和全阶段( 冗余资源→创业拼凑

→瞬时竞争优势) 的调节作用进行 Bootstrap 检

验．数据结果显示，在不同水平的环境不确定性、

资源柔性下，创业拼凑与瞬时竞争优势之间的关

系没有显著的差异，表明第二阶段 ( 创业拼凑→

瞬时竞争优势) 调节效应不显著．进一步地，对比

第一阶段与两阶段模型的结果，被调节的中介效

应没有显著的差异，表明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

效应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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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Bootstrap检验结果
Table 6 The results of Bootstrap test on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s

被调节的阶段 调节变量 自变量 效应量系数 标准误
90%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第一阶段( X→M)

被调节

高环境不确定性

低环境不确定性

高资源柔性

低资源柔性

+ SD( + 1) 0． 118 0． 077 0． 006 0． 257

Mean － 0． 012 0． 029 － 0． 060 0． 034

－ SD( － 1) － 0． 142 0． 069 － 0． 266 － 0． 042

+ SD( + 1) 0． 029 0． 063 － 0． 075 0． 129

Mean 0． 039 0． 028 0． 001 0． 099

－ SD( － 1) 0． 048 0． 067 － 0． 050 0． 168

+ SD( + 1) 0． 149 0． 047 0． 094 0． 258

Mean 0． 023 0． 021 － 0． 009 0． 061

－ SD( － 1) － 0． 103 0． 049 － 0． 223 － 0． 047

+ SD( + 1) － 0． 002 0． 101 － 0． 181 0． 151

Mean 0． 003 0． 035 － 0． 052 0． 061

－ SD( － 1) 0． 009 0． 079 － 0． 121 0． 110

第二阶段( M→Y)

被调节

高环境不确定性

低环境不确定性

+ SD( + 1) 0． 189 0． 078 0． 075 0． 329

Mean 0． 091 0． 040 0． 037 0． 175

－ SD( － 1) － 0． 006 0． 118 － 0． 173 0． 219

+ SD( + 1) 0． 074 0． 059 0． 010 0． 197

Mean 0． 036 0． 019 0． 012 0． 079

－ SD( － 1) － 0． 003 0． 058 － 0． 107 0． 083

第二阶段( M→Y)

被调节

高资源柔性

低资源柔性

+ SD( + 1) 0． 123 0． 056 0． 059 0． 253

Mean 0． 059 0． 032 0． 018 0． 140

－ SD( － 1) － 0． 004 0． 074 － 0． 104 0． 147

+ SD( + 1) 0． 140 0． 094 0． 029 0． 322

Mean 0． 068 0． 027 0． 026 0． 114

－ SD( － 1) － 0． 005 0． 103 － 0． 188 0． 141

两阶段 ( X→M→Y)

均被调节

高环境不确定性

低环境不确定性

高资源柔性

低资源柔性

+ SD( + 1) 0． 799 0． 528 0． 101 1． 865

Mean － 0． 083 0． 196 － 0． 434 0． 205

－ SD( － 1) － 0． 966 0． 501 － 2． 076 － 0． 364

+ SD( + 1) － 0． 141 0． 281 － 0． 572 0． 341

Mean － 0． 186 0． 163 － 0． 677 － 0． 024

－ SD( － 1) － 0． 230 0． 340 － 1． 064 0． 159

+ SD( + 1) 1． 590 1． 001 0． 506 4． 392

Mean 0． 246 0． 271 0． 023 1． 085

－ SD( － 1) － 1． 098 0． 846 － 3． 744 － 0． 312

+ SD( + 1) 0． 021 0． 900 － 0． 754 2． 473

Mean － 0． 029 0． 358 － 0． 808 0． 356

－ SD( － 1) － 0． 079 0． 539 － 1． 603 0． 404

注: Bootstrap样本量为 5 000．

4 结束语

4． 1 研究结论
针对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势关系的争议，

本文分析了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势的正 U 型
关系，进一步探讨了两者关系的中介机制( 创业
拼凑) 和边界条件( 环境不确定性、资源柔性) ．使
用来自软件企业的数据，发现: 首先，冗余资源和
瞬时竞争优势存在正 U 型关系，验证了 Br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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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y［32］的理论猜想．本文将这一规律命名为“中等
资源陷阱”，即相较于中等水平的冗余资源，低水
平或高水平冗余资源更有利于提高瞬时竞争优
势．其次，与“冗余资源越多，创业拼凑越频繁”的
直觉判断不同，发现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呈 U 型
关系，即相较于中等水平的冗余资源，低水平或高
水平的冗余资源更会触发创业拼凑行为．第三，创
业拼凑在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势的非线性关系
中起中介作用，说明创业拼凑是企业利用冗余资
源获取瞬时竞争优势的转化机制．第四，环境不确
定性对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
作用，并且正向调节创业拼凑在冗余资源和瞬时
竞争优势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最后，资源柔性对冗
余资源和创业拼凑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并
且正向调节创业拼凑在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势
间关系的中介作用．
4． 2 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首先，本文整合资源约束理论和企业行
为理论，构建并检验了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势
的非线性关系，为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势的关
系提供了新的解释．在大工业时代背景下，产业结
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以保持稳定，消费者对产
品的诉求也相对稳定．因此，在经典战略框架下，
企业的利润率主要由两个方面决定: 一是行业结
构( 五力模型、SCP 模型) ; 二是企业拥有和控制
的资源( 核心竞争力⑤) ［1，17，77］． 然而，随着产业融
合、行业跨界、消费者预期升级，竞争优势的时效
性日益显现［4］，企业需要随时准备失去并再次取
得瞬时竞争优势［7，8］． 本文发现冗余资源是企业
瞬时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是对超竞争环境下经
典战略框架的重要补充．

其次，基于资源管理过程，探索了冗余资源、创
业拼凑和瞬时竞争优势的关系，弥补了既有关于冗
余资源向瞬时竞争优势转化的机制研究的空
白［17，20］． Brush和 Greene 等［78］在《Academy of Man-
agement Executives》发表了题为“从创意到独特竞
争优势:创业者构建资源基础的挑战”的文章，开
篇就提出一个现实的问题: “获得竞争优势的战

略强调开发或将现有资源优势构建为有价值的、
独特的资源基础． 但如果企业压根没有资源优势
的话要怎么办”． 本研究发现创业拼凑在冗余资
源和瞬时竞争优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促进冗余
资源向瞬时竞争优势转化，为面临上述困境的企
业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有效解决了“超竞争时
代企业如何竞争”的问题，是对动态竞争理论的
重要补充［27，29］．

最后，本文发现环境不确定性、资源柔性是冗
余资源触发创业拼凑的重要情境，增加了对哪些
环境、哪一类冗余资源更可能触发创业拼凑行为
的知识，弥补了既有关于冗余资源开发的情景研
究的空白［26］．更重要的是，本文通过被调节的中
介效应同时考察了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势之间
的潜在机制和情景因素，发现冗余资源通过创业
拼凑对瞬时竞争优势产生间接影响也受到环境不
确定性和资源柔性的调节． 这与原来单一研究中
的中介作用或调节作用相比，能够更全面、更精细
考察中介变量和情景变量的综合作用过程．
4． 3 实践启示

中国经济转型进入纵深期，当前中国经济政
策强调抓好“三去一降一补”五个关键任务，首当
其冲就是淘汰和退出过剩产能． 产能过剩使得大
量劳动力、土地、资金、厂房、设备等生产要素被
“僵尸企业”占用，形成大量的冗余资源［80，81］． 如
何利用这些冗余资源获取瞬时竞争优势成为上述
企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82］．本文的研究结论对
中国企业如何成功转型有较大启发． 首先，谋
“势”重于谋“事”．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卓
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提到: “对于外部环境，
真正重要的不是趋势，而是趋势的转变．组织及其
管理者对正在或即将发生的趋势的认知是决定其
成败的关键”． 企业家、管理者必须对当前时代
“超竞争”格局有清醒的认识． 在超竞争环境中，
竞争优势转瞬即逝，试图通过战略性资源构建一
劳永逸的竞争优势，绝非明智之举［2，3］．企业应转
而思考如何不断地创造新的瞬时竞争优势［6，8］，
促进企业在较长的期间内，保持相对连续、稳定的
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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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由于行业结构被视为是既定的、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核心竞争力”一直是人们考虑提高企业利润率、增强竞争优势时使用
的主流概念．



其次，本文发现冗余资源与瞬时竞争优势呈
U型关系．一方面，这表明冗余资源是瞬时竞争优
势的重要来源，启发企业向冗余资源要价值;但同
时企业要辩证地看待自己所拥有的冗余资源的价
值，时刻保持警惕，避免陷入“中等资源陷阱”．进
一步地，研究发现创业拼凑在冗余资源和瞬时竞
争优势之间起中介作用，为企业如何点“石”成金
提供了实践指导． 尽管创业拼凑的结果存在不确
定性和潜在缺陷，但它为冗余资源转化为企业的
瞬时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是企业获取瞬时竞争
优势的一种重要战略行为［26，83］． 因此，对企业而
言，最重要的是建立其拥有的冗余资源与创业拼
凑内在的紧密联系［84］，构建创业拼凑的容忍社
区，帮助企业“从容”转型升级．

最后，冗余资源对创业拼凑以及瞬时竞争优
势的影响会随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企业内部资
源柔性的变化而变化，这要求企业保持对内外部
环境的警觉性［85］． 研究表明，在高环境不确定性
和高资源柔性的情境下，冗余资源通过创业拼凑
行为对瞬时竞争优势的影响更强． 在上述情景之
下，尤其是企业拥有的冗余资源处于中等水平时，
企业应有意识地触发创业拼凑行为，提高企业的
瞬时竞争优势．
4． 4 局限与展望

本文首次将创业拼凑作为一类重要的资源管
理行为，用来解释冗余资源如何影响企业的瞬时
竞争优势，作为一个探索性的研究，仍存在诸多局
限，这些局限为未来研究提供了研究空间．首先，
本文仅探索了资源柔性对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
势关系的调节作用，没有对冗余资源进行分类．研
究“冗余资源开发”这一问题，尤其要关注人的独
特性，企业开发人力冗余的复杂性要远远高于其
他冗余资源［38，39，84］． 在这一问题上，未来研究可
以区分财务冗余、人力冗余等不同的冗余资
源［39］，甚至根据工作的类型，以及他们所掌握知
识的类型［86］，进一步细分人力冗余，考察创业拼

凑在不同的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势之间的中介
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同时，既有研究表明不同的冗
余资源组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Dan 和
Geiger［87］发现拥有低水平的可获得冗余、潜在冗
余和中等水平可恢复冗余的企业的绩效是最不理
想的，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冗余资源组合与
创业拼凑、瞬时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

其次，与以往研究类似［84，88］，本文探讨了环
境不确定性( 环境因素) 、资源柔性( 组织因素)
两类情境对冗余资源、创业拼凑与瞬时竞争优
势关系的影响． 这些研究更多地基于静态视角
出发，没有对组织以及组织内人的主观能动性
给予足够的关注［89］．在组织内部，冗余资源的开
发是企业进行组织变革的重要形式［90］． 无论是
外力驱动还是主动发起，变革都必然面临各种
阻力，例如组织成员的消极支持［91］等． 此外，资
源的分散化使企业很难完全依靠企业内部资源
来不断获取瞬时竞争优势，合作伙伴等方式是
企业跨界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92，93］． 因此，关于
冗余资源对企业瞬时竞争优势的影响的研究也
应当打破组织的边界． 未来研究可以从上述视
角出发，为冗余资源向瞬时竞争优势转化的情
境因素提供深入的认识．

最后，本文采用截面数据检验相关假说，削弱
了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可靠性． 建立了“冗余资
源—创业拼凑—企业绩效”的因果关系模型，但
是，三者之间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循环反馈关系．
例如瞬时竞争优势会影响企业冗余资源的积累、
消耗［10，32］．未来研究可以使用纵向数据并将瞬时
竞争优势滞后若干期［56］，以增强因果关系的说服
力．此外，尽管本研究的结论对电子产品制造业、
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等产品更新周期较快的行业
企业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单一行业的样本来
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未来
研究可以在拓展行业的基础上，搜集更多的样本
检验本文的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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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ck resources，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nd temporary competitive advan-
tage

YU Xiao-yu1，3，CHEN Ying-ying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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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llege of Busines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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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lack resources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firm’s temporary competitive advantages，however，
there are conflicting views on whether slack resources will increase temporary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addi-
tion，scholars know little about how slack resources are translated into firm temporary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what conditions enable such translation． To fill these gaps，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and resource constraints literature to explore and test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lack resources
and temporary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s well as its mediating mechanism and moderating conditions． Our em-
pirical research on the 279 validated questionnaires from software firms indicates: 1) slack resources have a U-
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temporary competitive advantages; 2 ) slack resources have a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3 ) slack resources indirectly influence temporary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long a U-shaped path from slack resources to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4)
both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resources flexibility strengthen th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lack re-
sources and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5)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resources flexibility jointly strengthen
the mediating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ack resources and temporary com-
petitive advantag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slack resources are important sources of firm’s transient competi-
tive advantages within the broad context of hyper-competitive conditions，while firms should be cautious about
‘middle slack resources trap’． Moreover，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is an important mediator between slack re-
sources and temporary competitive advantages，particularly when the levels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resources flexibility are high．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firms with
slack resources，especially those with excess capacity．
Key words: slack resources;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temporary competitive advantages; environmental un-

certainty; resources flexibility; hyper-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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