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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组织运行模式,从组织学习的角度,以横向基于认知的构建和纵向

基于适应性的演化两个维度展开, 界定了动态能力的内涵.首先, 认为动态能力包括组织对环

境变化的认知能力以及在新主题导引下对原有资源配置方式做出调整以适应变化的能力,是

组织在日常运行过程中应对外界变化时全体组织成员的学习能力;其次,认为动态能力是在

 构建 !与  演化 !两个维度的耦合中演化的;第三, 从组织运行的主题形成、主题实现和反馈学

习三个阶段归纳了影响动态能力形成和演化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分布在组织和领导两个层

次上,最后针对已有动态能力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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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 言

战略管理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企业如何获取和

保持竞争优势, 对这一问题的最初回答来自于

Porter的竞争力模型. 他认为竞争优势的本质是

在企业与环境的互动中产生的, 关键的环境要素

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 它决定着企业的战略行

动, 这种行动旨在构建针对竞争对手的防御性地

位,  五力模型 !就是这种外生性竞争优势体系的

典型代表
[ 1]

.另一种影响深远的理论是资源基础

理论
[ 2]

,它强调通过捕获来源于企业内部效率优

势的  企业家租金!来构建竞争优势,认为企业的

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独特而难以模仿的资源
[ 3 ]

,

后来还发展出基于能力的观点
[ 4 ]
以及基于知识

的观点
[ 5]

. 这些观点的共同特点是仅从外部或内

部一个方面来理解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 随着企

业环境的复杂变化, 仅从静态的角度来构建外部

的优势地位或内部的独特资源都不足以获取持久

的竞争优势, 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日趋重要
[ 6 ]

.

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动态能力理论应运而生,它

最初由 Teece等人提出, 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成

为战略和组织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 其理论基础

主要有演化经济学、战略管理、技术创新以及组织

学习等
[ 7]

. 参考国内学者李兴旺的观点, 已有的

动态能力研究主要分布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

动态能力内涵的研究, 包括 T eece等、E isenhardt

等、Zott( 1997)等的成果; 第二, 对动态能力特征

的研究,包括 E isenhardt等的与市场划分对应的

动态能力特征, 黄江圳等 ( 2002)关于核心能力与

动态能力的比较等;第三,动态能力与绩效之间关

系的研究, 如 A threye ( 2005)对印度软件业的研

究, H elfat( 1997)对美国能源企业的研究, R indova

等对 Yahoo和 Excite的研究等. W ang等的结论

是, 动态能力对企业长期绩效有正面作用,且受到

企业能力发展和战略的调节;第四,动态能力的形

成及影响因素研究, 包括 W ang等的三大构成性

要素 (适应能力, 吸收能力, 创新能力 ) , Zo ll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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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从知识形成角度的解释等
[ 8]

. 然而, 对动

态能力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 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对动态能力本身的看法还很不

一致,比如对其内涵的理解尚未统一 # ,关于动态

能力是否 (持久 )竞争优势的来源也存在分歧; 2)

对动态能力的形成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很不完

善, 缺乏一个综合而完整的研究框架. 虽然W ang

等给出了一个研究框架, 认为动态能力形成的影

响因素包括企业间共性特征和个体企业的异质性

过程两个方面,但其仍没有包含诸如企业家角色

等一些关键因素, 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深化; 3)

从实证的角度,已有的研究多是基于单个组织的

个案研究, 以寻求个体组织的异质性, 对 E isen�
hardt所提出的企业间共性却鲜有涉及,而这些可

识别和测量的共性应该是动态能力研究非常关键

的部分.本文以和谐管理理论的组织运行观为基

础, 从组织学习的角度, 通过对动态能力内涵的

具体界定和其形成和演化过程的影响因素的考

察,提出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企业动态能力分

析模型, 并对已有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

了讨论.

1� 理论基础

为了厘清分析逻辑,这里首先回顾对动态能

力界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最新进展, 对于理论

背景与早期成果不做过多介绍, 只对其中的经典

理论稍作回顾;其次,对和谐管理理论的基本思想

和组织运行观作了介绍.

1. 1� 动态能力界定与实证研究的最新进展

动态能力内涵的界定一直是研究的关键.在

Teece的经典文献中, 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为

应对外部环境快速变化而构建、整合或重构内外

部资源的能力
[ 9 ]

, 之后的观点还包括 H elfa,t E is�
enhardt和 M art in, Zahra和 George( 2002), Zo llo和

W inter, W inter等,这些定义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普

遍把动态能力定义为一种能力 ( Teece et a.l ,

1997)、惯例 ( E isenhardt& M art in, 2000)或集体行

为 ( Zollo & W inter, 2002), 但这些能力、惯例和集

体行为到底包含哪些要素或其核心构成成分是什

么, 这些研究都没能说清楚. Zahra等在W in ter的

基础上将动态能力看成是以企业的主要决策者预

想并信任的方式来重新配置资源和惯例的能力,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能力形成与绩效的程式

化模式
[ 10]

; W ang等的定义是: 动态能力是一个企

业持续地整合、重新配置、更新和再造其资源和能

力, 并且, 更重要的是, 升级和重构其核心能力以

在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的行为导向, 其提

出的动态能力研究模型主要关注市场环境、动态

能力 (共性与个性 )、企业战略以及绩效之间的关

系, 其中共性包括适应能力、吸收能力以及创新能

力,个性 (异质性 )包括整合、重新配置、更新和再

造能力
[ 11]

.动态能力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如下几

个方面,一是动态能力形成机制的分析
[ 12- 15 ]

;二

是从组织学习的角度考察动态能力的构建, 如基

于复杂理论的影子系统和合法系统间作用所形成

的知识创造
[ 16]

, 电信企业的动态学习
[ 17]

; 三是企

业异质性的案例研究,如Yahoo和 Ex cite的持续组

织变革
[ 18]
等.由于关于动态能力概念界定、形成

和演化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并没有在一个

理论框架下进行, 所以各研究结果之间还有待

于用一个整体性的框架去整合, 以形成一个动

态能力研究的一般性框架.

1. 2� 和谐管理理论的基本思想及组织运行观

动态能力是自然的选择还是有意识建立的?

已有研究并没有就此达成一致的认识. 本文在这

个问题上沿袭了和谐管理理论的思想, 它遵从哈

耶克 ( 1973)所主张的  建构!与  演化 !并存的二

元哲学思想, 认为社会秩序是由建构性的  人之

设计 !与演化性的  人之行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建构是依据已有知识通过科学设计将管理

活动机器化的过程, 主要包括人类社会中的部分

制度、惯例与经验等规定性约定, 在和谐管理理论

中称为以  设计优化的控制机制 !为特征的  谐

则!.然而,正如西蒙的有限理性和哈耶克  社会

成员必然的且无从救济的无知 !所表达的人类自

身存在的局限性一样, 我们很难将实际问题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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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建模和优化等给出完全设计性的解决方案,

甚至对问题本身的认识也存在着很大的障碍,而

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演进来逐渐得到解决, 这种解

决方式在和谐管理理论中称为以  能动致变的演

化机制!为特征的  和则 !.因此,面对一个具体的

管理问题,和谐管理理论采取  建构 !与  演化 !二

元耦合的方法,以求得具体的解决方案.这种问题

导向的思路集中地体现在  和谐主题 !这一概念

中,  主题 !作为特定时期和情境下组织的核心问
题和任务,比日益含混不清和难以制定的战略更

符合管理实践者所面对的真实情境, 同时也更能

体现环境的变动对组织的影响, 表明了组织在特

定主题下的建构性以及随着  环境 ∀ 主题 !变动

的演化性,因此倾向于将组织应对环境变化的能

力作为基本的组织能力
[ 19 ]

.

和谐管理理论的上述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其对

组织运行模式的理解上,从组织的日常运行来看,

和谐管理理论遵从图 1所示的分析框架, 其中

EOL分别为外部环境 ( env ironm ent)、组织 ( organ i�
zat ion)以及领导 ( leadersh ip) ,三者是和谐主题形

成的基础和来源,即领导在对外部环境、组织及其

变化进行感知理解的基础上辨识当前企业的核心

任务和问题.当主题确定后, 组织需要在一定的组

织要素划分的前提下搜索有效的和谐耦合模式,

此处从主题到运行机制的延伸主要靠领导基于自

身和组织的经验,根据特定的和谐主题的要求,选

择合适的  和则 !与  谐则 !的耦合方式.选择的基

本逻辑是,对于那些可通过确定的、规定性的路线

来明确的问题用设计和优化的思想去应对, 主要

表现在组织结构、流程和制度的设计等方面, 即

 优化设计 !的控制机制, 其起作用的机理称为

 谐则!, 其作用途径主要是通过设计和规定管理

对象的行为, 实现要素在组织中的  合理投入!;

而对于那些不可用规定性路径解决的问题, 如来

自人的认知、意愿和能力的不确定性,则主要通过

诱导的方式来消减和利用不确定性, 即  能动致

变!的演化机制,其起作用的机理称为  和则 !,其

主要目的是激发人的自主行为, 实现人及人群的

观念、行为在组织中的  合意嵌入 !.  谐则!与  和

则!是和谐管理在寻求复杂问题求解之道时所遵

循的两种不同规则, 和谐耦合是对两种规则的调

节. 这一框架本质上是一套解决组织日常管理问

题的程序,指导着企业的日常运行.

图 1� 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组织运行模式分析框架

Fig. 1 Th e fram ew ork of organ ization developm ent on the basis ofH eX ieM anagem en tTh eory

2� 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企业动态能
力分析模型

2. 1� 基于组织学习视角的动态能力分析

从组织学习的视角来研究动态能力,是组织

领域的一个重点.按照 E isenhardt等的定义, 动态

能力是一种组织过程和战略惯例, 而惯例是经验

和智慧的反映,是反复实验性学习和对过去行为

进行选择和保持的结果
[ 20]

. Zo llo等人 ( 2002)指

出, 动态能力本身的形成需要通过学习来推动,并

认为动态能力的形成和演化机制可以用组织学习

机制加以分析
[ 21]

. 基于此,本文的企业动态能力

分析框架也从组织学习的视角出发来分析, 并且

按照这一领域中常见的基于认知的学习和基于适

应性的学习的划分
[ 22]

, 从横纵两个维度上来

展开.

横向基于认知的静态分析主要关注组织内新

的隐性知识如何显性化以及局部的新知识如何扩

散到组织水平.认知学派认为,组织学习发生在组

织改变其处理信息和理解事物的方式的过程中,

而这种改变正是通过 Zollo等所提出的以知识显

型化和知识编码为主要方式的有准备认知学习来

实现的.动态能力研究中的资源配置方式从静态

来看,就是一个新知识显性化和知识扩散的过程,

其对应于 W inter所说的  零阶能力 ! [ 23]
或 W 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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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所说的  一阶要素 ! (整合资源的能力 )和  二阶

要素 ! (核心能力 ) , 外在地表现为稳定的操作性

惯例和流程,单纯从横向来看,它并没有体现动态

能力之  动 !的思想.

纵向基于适应性的分析属于动态分析,这是

组织内成员经验累积的结果,经验累积主要是指

在变化的环境中不断改进操作性惯例的学习过

程
[ 21]

, 这与隐性知识的形成机制十分相似, 一般

的规定性章程很难促进这一过程, 而只能通过从

根本上调动员工的能动性和营造适宜的创新氛围

去  诱导!和  演化!.

上面从横纵两个方向分别阐述了从知识视角

分析动态能力的思想. 然而, 尚存的问题是, 两个

方向的活动间存在着什么关系? 组织如何整合横

纵两个方向的活动? 如何通过二者的互动促进组

织绩效? 这些问题是组织学习视角研究动态能力

演化的重要问题, 已有研究多是在 M arch ( 1991)

所提出的知识开发和知识利用两个维度下展开

的. 按照 Zo llo的定义, 知识开发主要是通过适当

的流程来形成必要的新直觉和想法 (变异 ) , 并通

过认知选择最适当的部分加以实现的过程. 而知

识利用更多地依赖于行为机制, 这一机制包括不

同情境下新方法的复制以及为执行某一特定的任

务而将它们吸收入现存惯例 (集 )的行为
[ 21]

. 这

些研究普遍认为二者是相互矛盾但又是组织不可

或缺的发展要素, 并从组织结构、成员特征以及

组织文化等多个角度研究了如何同时促进两个

要素在组织内部的发展, 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

二者间的整合对组织绩效的正面关系. 然而, 这

些研究首先缺乏系统性, 没有从理论的角度给

出同时塑造两个维度的思路和路径; 其次, 没有

考虑情境因素, 即不同情境下对二者匹配方式

的选择.

根据和谐管理理论的基本思想, 上述两个维

度的划分正好符合理论中双规则机制所体现的思

想, 横向的隐性知识显性化正是组织通过结构、流

程和制度等显性要素将组织的价值观和愿景等隐

性要素固定下来的过程, 纵向的知识创新则体现

了组织用人的能动性去应对环境变化的思路,因

此, 对组织学习视角下动态能力研究中两个维度

的整合,可以运用和谐管理理论的基本思想,特别

是上文提出的三个核心概念来解决.

2. 2� 模型的提出

上述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组织运行观的一个

基本特征是: 随着 EOL的变化, 组织存在一套固

有的应变程序来指导从主题的漂移到运行机制的

重新设置等一系列过程, 主题的漂移是领导根据

内外部环境识别得出的, 而内部运行机制是在特

定的主题下物要素的  合理投入 !和人要素的  合

意嵌入!, 本质上表现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在

图 1的框架中, EOL的变化带来主题的漂移,并进

一步引起运行中谐则与和则间耦合方式的改变.

本文的模型将和谐管理理论的这一思想嵌入到上

述基于组织学习的横纵两个维度中, 从组织的内

部运行来揭示动态能力的所指、形成和演化,这一

过程如图 2表示.

在图 2中, 横向的构建过程主要解决如何将

已开发出来的知识应用到组织的日常运行中去,

即组织学习领域中的知识编码和知识显型化过

程, 这个过程的本质是通过科学的优化设计将人

们已有的思想用工具语言表达出来,并付诸应用.

在和谐管理理论中,  谐则 !用来表示这些表达和

应用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因此,可指导动态能力在

知识利用层面上的构建.

纵向主要关注横向的组织过程如何随组织

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这种变化主要包括

三个方面: 首先是环境的变化以及领导对变化

的感知和理解, 从知识的角度讲就是对环境知

识的探查和获取; 其次是领导在此基础上通过

对环境知识的选择性加工而生成关于主题的

新知识, 二者是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的先决条

件, 其中领导对变化的感知直接决定着组织和

谐主题的漂移, 而主题的漂移又必然造成了资

源配置方式的改变; 第三是新知识的产生并不

能通过科学的规划和固定的规章来实现, 而是

需要灵活的组织设计和创新的组织氛围, 从根

本上提升知识创造者的能动性. 和谐管理理论

中  和则 !即是关于调动人的能动性的基本规

律, 因此可以指导动态能力在知识开发层面上

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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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企业动态能力形成和演化机制分析框架

F ig. 2 The fram ew ork of dynam ic capab ilities gen erat ion and evolu tion mechan ism b ased on H eX ie M anagem ent Theory

2. 3� 基于模型的分析

2. 3. 1� 动态能力的界定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形成对动态能力较为统

一的认识.已有研究都将动态能力看作是处于一

般操作性能力之上的高层次能力, 主要关注企业

如何去  变动!,这多少有些过于强调  动 !的能力

之嫌.在现实世界中, 企业并非仅仅依靠  动态 !

而获得生存,我们经常所说的  随机应变 !与  组

织柔性!虽然也强调  应变!,但并不是单纯的  变

化!, 而是依环境的变化而做出调整的行动, 是

 变!与  不变 !的统一.从组织整体的角度看,动

态能力的研究也应该以应变为基本目标, 而不是

一味地强调如何变动. 本文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

企业动态能力分析模型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

上, 认为动态能力体现在组织的日常运行惯例中,

本质上是一种从 EOL分析到和谐主题的辨识再

到相应的耦合方式的确立的程序, 这种程序本身

就体现着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特性, 即本文所界

定的动态能力.

从图 2中可以看出, 动态能力应该包含两个

要素,其一是组织对环境变化的认知能力以及对

主题做出调整的能力, 认知能力集中地体现在领

导获取有关环境知识的欲望、组织侦查环境的机

制等方面,而主题的调整能力决定着环境变动情

况下组织对核心任务和经营方向的调整; 其二是

基于主题漂移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 从横向来

看, 资源配置是实现特定主题的方式,表现为组织

运行的特有惯例, 从组织学习角度看就是根据主

题的变化对知识的显型化和编码化而开发新的流

程知识的过程.从纵向来看, 任一时点的资源配置

方式都是对前一主题下配置方式的调整, 这种调

整是通过人们在行为过程中进行不断的  试错 !

和  检验!进而上升到经验积累的学习过程来实

现的.综上,动态能力是在环境变化、主题漂移以

及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三者的不断互动和螺旋

演进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组织全体成员的学习能

力. 在这个过程中, 领导是决定组织动态能力的核

心, 这不仅体现在  动态 !环境中组织成员在认知

方面对领导的依赖性上, 同时也是领导者掌握组

织内部资源分配权的必然结果.

2. 3. 2� 动态能力的演化

在本文的模型中,动态能力演化的直接前提

是组织和谐主题的漂移, 这与已有动态能力演化

的研究是不同的, 已有研究认为环境的变化是资

源配置方式调整的前提条件.而本文认为,环境变

化是源动力,和谐主题的漂移是调整资源配置方

式的直接前提,从环境变化到和谐主题的漂移之

间还有领导对环境的认知和决策过程, 而这一过

程还要受到领导偏好和能力等因素的影响. 对于

同一个环境变化, 不同的领导会有不同的理解和

看法,也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并最终反应到组

织日常的操作惯例中 (包括动态能力 ) . 因此, 从

实践的角度看,  环境变化 - 和谐主题 -资源配

置方式调整 !的逻辑较  环境变化 -资源配置方

式调整!而言更能反应现实.在理论研究方面,三

阶段逻辑指出了从环境变化到资源配置方式调整

过程中来自和谐主题辨识能力的影响, 它是企业

异质性的重要来源, 也是摆脱动态能力所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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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求  动 !现状的有效途径.

上文指出,  和则!与  谐则 !可以指导模型中
横纵两个维度上动态能力的构建和演化. 具体的

说, 纵向的知识开发需要组织为成员提供良好的

工作氛围和企业文化,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从而

充分调动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诱导 !其创造

更多的有用知识, 这充分体现了  和则 !的理念.

也就是说,知识的创造过程很难用一套规定的流

程来规范和促进,而只能从人本身出发,调动其创

造的能动性,为其营造良好的组织创新氛围.横向

的知识利用有很多固定的步骤和模式, 特别是知

识的编码和显型化需要一套规范的程序来减少其

中的不确定性,如知识获取、转移、共享及利用等,

这些步骤和模式充分体现了  谐则!的理念, 它以

科学管理为指导, 将知识运用中可设计优化的步

骤尽量用规章和流程固定下来.因此,我们可以利

用和谐管理理论中关于  和则 !与  谐则 !间的耦
合机理, 来有效指导当今组织理论中的一大难

题 ∀ ∀ ∀ 企业应如何平衡创新和对已有知识间的应

用, 即图 2中横纵两个方向的整合.

 和谐耦合 !是关于  和则!与  谐则 !间基本
关系的机理,它认为,  和则 !与  谐则 !虽是机理

不同、表现形式各异的两种机制, 但二者之间存在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二者之

间的互动、协同与相互转化. 其对动态能力研究的

启示和意义总结如表 1所示. 从表 1可以看出,和

谐耦合机制是动态能力形成、发展和演化的内部

作用机制,是动态能力异质性的另一重要来源.

表 1� 和谐耦合在动态能力研究中的具体内容和意义

T ab le 1 Conten ts and im portance ofH eX ie Coup ling in dyn am ic capab ilities research

和谐耦合

的含义
在动态能力研究中的具体内容 对动态能力研究的意义

两种机制

的互动

横向的规范化程序以纵向开发出的新知识的合法化为目的,规范化程序在解

决动态环境下组织面临问题时的局限性是引发纵向知识开发的源动力

知识开发和利用两个维度可以共

存并相互激发

两种机制

的协同

动态能力应该是一种整合性能力, 既包括对已有知识的应用,也包括开发新

知识的行为

在特定的主题下,动态能力的作用

要以横纵两个维度的配合来实现

两种机制的

相互转化

在经过组织领导的认可和环境的推动后,组合新知识就会转化为组织的制度

性惯例,这种惯例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就会上升为一种隐性的文化惯例

给出了动态能力两个基本方面随

时间和主题的演化路径

� � 在图 2中,纵向基于适应性的演化主要包括

领导最初对环境的认知从而识别出新的主题,以

及根据新的主题选择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加以实现

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突出特征是对新知识的选择

性获取、加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整合,因此这一维

度上主要以知识开发为主;而横向基于认知的构

建主要致力于特定的环境和主题情境下如何将新

知识运用到现有组织过程中,突破路径依赖发现

新的耦合方式,以知识的利用为主要的表现形式.

表 1揭示了二者间的基本关系, 它们不仅可以共

存, 知识利用还能激发知识开发,而后者又不断地

丰富前者的内容, 它们之间是递归和共生演化的

关系.也就是说, 在任何一个时点上,组织都进行

着以自动的经验累积 (知识开发 )和有准备的知

识显型化与编码 (知识利用 )之间的互动为特征

的学习行为,而动态能力正是在这种隐性的经验

累积过程和显性的知识显型化和编码行为的共同

进化中涌现出来的
[ 21]

. 因此, 动态能力是由  构

建!与  演化!共同作用形成的组织对环境变化的

认知能力以及在新主题导引下对原有资源配置方

式做出调整以适应变化的能力. 动态能力的形成

之所以遵从构建与演化并存的路径, 在本质上根

源于人类的  知识问题 ! [ 24]
, 即人类在开发、验证

和应用知识上有限的能力.

3� 基于上述模型的动态能力形成及
演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 � 图 2中和谐管理理论横纵两个维度的  构
建!与  演化!较好地解释了动态能力一起演化特

征, 因此, 动态能力的形成与演化的影响因素也将

从这一组织运行过程出发分析.首先,图 2中的环

境 ( E )变化是企业需要构建动态能力的源动力,

E isenhardt等从两种市场划分的视角高度概括了

影响动态能力的因素, 认为动态能力随着所能掌

握的环境知识的多少而变化,在中度变化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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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对传统惯例的重新集成,因而是复杂的、可

预测的;而在高变化速率的市场,动态能力是简单

的经验和迭代式的流程
[ 25 ]

.

其次,回到组织内部,已有研究中主要从组织

和领导两个层次分析动态能力的影响因素, 组织

层主要以成员和资源为研究对象, 正如 E isenhardt

和 M artin ( 2000)所指出的那样,动态能力是一种

允许企业更加迅速、敏捷和柔性地适应变化的组

织能力
[ 26]

. 之所以将领导独立出来, 是因为其对

企业动态能力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在孟晓斌等

( 2008)关于动态能力的多层适应性探析研究中,

认为企业家是个体层次适应机制的核心
[ 27]

. 而

Rosenbloom的研究表明, 在组织变革时期,个体领

导者甚至是动态能力的  中心元素 ! [ 28]
. M um ford

等 ( 2000)从问题解决的角度论述了领导影响组

织绩效的途径和方式.他们认为,组织在日常运作

中要面对许多现实问题, 而领导负责的是其中具

有高复杂性和冲突的模糊性问题, 在变动的情境

下, 领导在组织对环境的适应过程中起着非常关

键的作用
[ 29]

. H ackm an等 ( 1986)与 Tushm an等

( 1986)也同时指出, 组织应对新奇的环境时, 领

导对绩效的影响明显增加
[ 30]

. 而在变动的环境

中, 组织是通过自身的动态调整来适应的,这种调

整就需要动态能力的支撑,也就是说,领导影响绩

效的途径是通过提高其动态能力来实现的, 更深

层的问题便是,领导在整个组织的运行过程中如

何影响动态能力? 这正是本文这一部分的重点.

为了分析的清晰性, 我们将图 2中的横向组织运

行过程划分为主题生成、主题实现和反馈学习三

个阶段,然后分别讨论组织和领导在每个阶段影

响动态能力的因素.

主题形成阶段是指领导在对组织外部环境和

内部条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和推行和谐主题

的过程,在组织的连续运行中,这实际上是主题漂

移的过程. 它包括两个环节, 一是领导获取、分析

来自组织内外部的重要决策信息, 并在此基础上

确定组织本阶段的新和谐主题.这一过程中,外部

环境的变化是主题漂移和动态能力的源动力,组

织内部创造的价值与变化后环境中顾客核心价值

需求的不匹配是主题漂移的根本原因, 组织学习

理论也认为知识演化起源于外部刺激与组织现存

惯例中提取的内部信息的结合
[ 25]

, 因此这一环节

中领导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具体地说,领导首先需

要尽可能全面地获取与组织有关的内外部信息,

获取途径与方式受领导的社会资本的影响, 社会

联结越强,信息越丰富
[ 30]

.其次,根据自身经验和

知识对这些信息进行分类,从中识别重要的变化,

并评估这种变化对组织的影响, 如果变化导致内

外部不匹配,领导还需要决定是否改变组织的主

题. 从问题解决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创造性解决问

题的能力, 包括问题构建 (从过去的经验中选择

知识用于目前的问题定义, 结构分析等 )和分散

思维
[ 31]
等技能, 这里将其统称为领导的判断力.

第二个环节是领导通过与成员的互动将确定

的主题向组织推广的过程,新主题的产生必然会

造成组织成员认知的重构,领导通过互动引导成

员认知重构的社会技能包括 Zaccrao等所说的社

会性知觉和行为灵活性等
[ 32]

, 从本质上讲, 这些

都反映了领导的影响力, G io ia等所说的  设计的
模糊性!就是领导推广主题的一个范例 [ 33]

.此外,

从成员的角度,其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是具有

决定意义的影响因素, H oo ley等 ( 1992)所识别的

适应能力 (企业识别、投资于涌现性市场机会的

能力 )就包含了这一涵义
[ 34]

.

主题实现阶段主要是领导根据已确定的主

题, 搜索特定的耦合方式以实现主题的过程.这一

过程中包含针对新主题对原有耦合方式的批判式

继承和创新,也是反映动态能力的一个动态调整

过程,这一阶段的关键之一是领导面对新的主题

时如何找到合理的和谐耦合方式. Kuhnert等指

出, 特定解决方案的提出需要领导的多视角分析

能力
[ 35]

.其次, 和谐耦合方式作为  和则!与  谐

则!间不断互动的机制, 领导在这一过程中还要

具备成功诱导成员行为的影响力 (和则 )以及设

计优化的控制力 (谐则 ) . 另外, 由于耦合方式实

质上是资源的配置方式, 所以耦合方式的改变必

然要求组织的资源具备一定的柔性, 来支撑这种

变化.最后,在耦合的实现过程中, 组织需要对准

主题漂移来进行新产品和新市场的开发
[ 36]

, 这种

创新能力也是这一阶段组织层面一个主要的影响

因素.

反馈学习阶段是从 EOL分析到企业绩效间

循环迭代的过程, 是组织从以往的运行阶段中学

习自身优势,改进缺点的过程,也是组织根据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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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绩效水平评估自身状态的过程, 是一个对有关

广义耦合方式的知识进行积累的过程, 组织全体

成员的学习能力是这一阶段实现的关键, 也是动

态能力演化的动力.

上述各阶段的影响因素可通过图 3表示出

来.值得指出的是, 图 2横向组织运行的整个过

程都需要吸纳外部主体和企业自身从以往经验

中所创造的新知识和新价值, 因此, Cohen等提

出的吸收能力是全程影响动态能力形成的重要

因素
[ 37 ]

.

图 3� 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企业动态能力形成及演化的影响因素

F ig. 3 Determ inan ts of organ izational dyn am ic cap ab ilities based on H eX ie M anagement Theory

� � 综上,从组织层面看,其动态性适应过程至少

可以从资源配置的转换和成员认知的重构两个方

面加以描述,并且, 二者之间相互激发, 相互推进.

其次,本文在领导层面的分析可分为领导能力和

领导条件两个方面,其中,领导能力是影响动态能

力的直接因素,条件是形成能力的基础.之所以这

样分析,是因为动态能力本身的演化特性要求领

导通过发展和成长不断增强自己的能力. M um ford

等认为,这些条件包括领导的职业经历,一般认知

能力、明晰化的认知能力,动机和个性等方面
[ 29 ]

.

Adner等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三个方面的动态管理

能力: 一是管理人力资本, 指管理者通过教育投

资、培训等所习得的管理技能; 二是管理社会资

本, 主要来源于社会关系及其带来的影响、控制和

权利;三是管理认知,指作为决策基础的管理信仰

和心智模式
[ 38]

,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领导能力提

升的条件.

4� 讨论与启示

1)对动态能力的认识.已有研究并未对动态

能力的认识达成一致, 而且这些研究大多认为动

态能力是高于日常的组织运行的高层次能力,认

为它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构建而提高. 而本文分析

认为动态能力是在组织日常运行过程中应对外界

变化的认知和调整能力, 它集中地体现在组织日

常的惯例中,在和谐管理理论的组织运行模式里,

这些惯例本身便是一种从 EOL到和谐主题再到

耦合方式的应变程序,虽然耦合方式会常有变化,

但这种程序却是不变的. 因此,本文认为, 动态能

力的研究应遵循主题辨识前提下  动!与  不动 !
相结合的原则.  不动!是对原有运行模式和资源

配置方式的继承,  动!则是主题的变化所带来的

运行模式与资源配置的调整,而不是已有研究中

单纯从  动 !的角度去考虑. M um ford等指出, 从系

统理论的角度看, 组织的一个基本矛盾是稳定性

和变化之间的平衡
[ 29]

, 因此,应变研究的一个必

要前提就是保证组织的稳定性, 单纯研究一个企

业如何去促进变化似乎不符合企业的生存逻辑.

另外,对动态能力的界定避免了将动态能力看作

改变能力的能力时所遭遇的  无限后退 !的困境,

这种困境的产生本质上根源于能力的层级性划分

以及动态能力之  动 !的盲目性, 模型中只涉及一

个层次上的能力 ∀ ∀ ∀ 主题识别的能力和根据主题

的耦合 (调整 )能力,避免了能力之能力及其无限

延伸的情况.

2)动态能力中认知能力的引入. 本文认为企

业的动态能力应该包含组织成员的认知能力,包

括对环境知识的认知, 对主题漂移以及资源配置

方式转换的理解等.实际上, 这种思想来源于基于

和谐管理理论的组织运行观中意义构建框架的启

示. 在一个强调变化的研究领域中不考虑认知因

素的影响是不可思议的
[ 39]

, 何况 Ranson等人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组织运行研究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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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要素应该包含现实的框架以及成员对框架的

感知和理解, 二者的交互才是组织运行的基

础
[ 40]

. Teece等也指出成员如何理解变化与流程

很重要, 没有理解就很难改进
[ 9]

. 因此, 本文认

为, 动态能力的构建要考虑如何促进成员的认知

与理解水平,并在流程与惯例的制定与改进过程

中关注与认知的互动.

3)领导在动态能力形成与演化中的核心作

用. 诚如上文所述, 动态能力是一种整合性能

力
[ 41]

,它既包括横向以知识显性化和知识编码为

主要活动的优化利用, 又包括纵向以知识的创造

为特征的演化创新, 而动态能力从整体上来看就

是这两个体系不断互动的一种综合能力. 在影响

因素分析中,认为外部环境是动态能力构建的源

动力,组织和领导是决定动态能力的关键因素,深

入分析上面诸如成员的认知能力、吸收能力以及

学习能力等组织能力要素,可知它们的形成也是

受领导的重要影响的, 因此, 归根结底, 领导成为

组织动态能力水平的核心影响因素, 这种核心作

用主要体现在其对横纵两个维度的侧重、偏好以

及互动程度的推动上.

4)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关系. 关于动态能

力是否是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问题, 学者间还存

在着较大的分歧, Teece等、W ang等认为动态能

力是竞争优势的来源, 而E isenhardt等却否定了这

种说法.此外, 还有学者认为它不是竞争优势的来

源, 而是持久竞争优势的来源.本文赞同学者们主

张的  独特而不可模仿的资源配置能力是竞争优

势的来源 !的观点,并认为某一特定时点上的资

源配置方式都是在上一配置方式基础上的改进,

包含着企业动态能力的成分,所以动态能力是企

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但并不是唯一的来源.这种优

势是通过长期的  演化!和  构建 !间的互动来实

现的,本身具有历史的特性,因此,离开  持久性 !

谈动态能力是没有意义的.

5� 结 � 论

本文应用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组织运行模式,

从组织学习的角度, 以横向基于认知的构建和纵

向基于适应性的演化两个维度展开, 界定了动态

能力的内涵,认为动态能力是组织对环境变化的

认知能力以及在新主题导引下对原有资源配置方

式做出调整以适应变化的能力, 是组织日常运行

过程中应对外界变化的全体成员的学习能力;其

次, 从  和则!与  谐则!间的耦合规律揭示了动态

能力演化的机理和路径;第三,从组织运行过程的

主题形成、主题实现和反馈学习三个阶段归纳了

影响动态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 认为这些因素主

要可以从组织和领导两个层面展开. 本文对动态

能力理论的主要贡献有, 1)系统界定了动态能力

的概念,认为动态能力不仅包括如何变化的能力,

还应包括何时变化的判断力,以及对环境变化和

组织现状的认知能力; 2)构建了基于开发和利用

两个维度的动态能力演化模型; 3)探讨了动态能

力演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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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ynam ic capabilities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the m ost im po rtant factors for business firm s to obtain

susta inable com petitive advantages. H owever, little consistent has been reached on w hat dynam ic capab ilities

are and how they evolve over tim e. On an o rgan izational learn ing perspective, w e redefined organizational dy�
nam ic capab ilities, analyzed how they evolve over tim e, and further identif ied determ inants of dynam ic capa�
b ilit ies based on the fram ework ofH eX ie M anagem entTheory. W e proposed that ( 1) Dynam ic capab ilities in�
c lude organ izat ions% cognitive capab ilities to understand and in terpret environm ent changes, and recon figure

capabilit ies o f resources fo llow ing the transfo rm ation o fH eX ie Them e. These tw o capab ilities are m a in ly sup�
ported by organizationalm embers% learn ing capab ilit ies. ( 2) Dynam ic capabilities em erge and evo lve w ith the

interaction o f know ledge exp lo ration and explo ita tion. Exp lo ration m a in ly focuses on how an organ izat ion re�
new s itself to rep ly to the chang ing env ironm en,t wh ile explo itat ion m ainly concern ing to how an organ izat ion

uses the know ledge exp lo red. ( 3) Senior executives o f o rgan izations are critica l factors influenc ing the evo lu�
tion o f dynam ic capab ilities. ( 4) Dynam ic capab ilities are crit ical sources o f organizat iona l susta inable com�
petit ive advantages. W e contribute to dynam ic capab ility theor ies by adding cogn itive capab ilities into the con�
ception o f dynam ic capab ilities, ana lyzing the evo lv ing process o f dynam ic capabilit ies, and ident ify ing deter�
m inants of th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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