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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能力、资源获取与新企业绩效关系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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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长春, 130025)

摘要: 网络能力是在网络导向驱动下,利用关系技巧和合作技巧进行一系列网络构建和网络

管理活动,以实现资源获取目标的能力.在中国转型经济时期,网络能力对于新企业克服资源

约束,实现生存和成长具有重要作用.拓展了网络能力的理论内涵, 将网络能力划分为网络导

向、网络构建和网络管理三个维度, 建立了网络能力、资源获取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模型,以

322家新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导向对网络构建和网络管理具有显著

正影响,网络构建和网络管理对知识资源获取和运营资源获取具有正影响,知识资源与新企业

绩效显著正相关,知识资源获取对运营资源获取具有正影响.研究结论还表明运营资源对新企

业绩效无显著影响,但知识资源可以加强两者之间关系,说明新企业只有具备很强的资源管理

能力才能将运营资源转化为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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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问题的提出

资源是新企业创建和成长的基础要素,但自

身劣势和转型经济背景使新企业面临资源瓶颈,

 资源节俭 !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战略 [ 1]
, 这意

味着新企业要以较低成本获取所需资源, 但通过

市场契约交易获取的资源价格过高, 而网络关系

中的友谊和信任能大幅度降低资源价格
[ 2]

, 网络

关系对新企业资源外部获取具有不可或缺的

作用.

新企业如何有效管理网络关系获取所需资

源, 进而提高企业绩效成为创业理论研究亟待解

决的问题,对新企业的关系管理和资源管理也具

有重要实践意义. 已有创业网络的研究多关注特

定网络特征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 对网络形成和

演化关注很少. 姚小涛, 张田和席酉民 ( 2008)认

为强弱关系均是企业成长可以依赖的重要社会关

系类型,而且强弱关系重要性受限于企业的结构

约束因素和组织因素的影响
[ 3]

. 研究网络的动态

变化规律对新企业网络管理更具实际意义. 加强

对新企业网络能力的研究,可以有效弥补这一不

足, 因为网络能力不仅关注网络关系的作用,更关

注如何构建、动态调整和有效利用网络关系.学者

们通常从资质观和行为观两个角度界定网络能

力
[ 4]

. 从中国转型经济时期新企业对创业网络利

用的效果看,采取网络导向战略 ( netw ork centered

strategy)的新企业通常能够有效利用网络关系,

而没有网络导向的新企业则表现出关系惰性,说

明网络导向对新企业关系构建和利用具有重要影

响. 因此, 本文融合了网络能力的资质观和行为

观, 结合转型经济情境,从导向、资质和行为三方

面解析网络能力, 将网络能力界定为在网络导向

驱动下,利用一定的关系技巧和合作技巧,进行一

系列网络构建和网络管理活动的能力. 网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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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表现为一种网络活动,网络能力使新企业构

建、动态管理并有效利用网络关系获取外部资源,

实现生存和成长.

基于此,本文构建网络能力、资源获取与新企

业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 旨在揭示新企业如何构

建和管理网络关系,获得所需资源,并通过有效的

资源管理提升企业绩效. 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表

现为三方面: 第一, 基于转型经济背景, 拓展网络

能力的内涵,将网络导向作为网络能力的构成部

分, 揭示网络导向对网络构建和网络管理活动的

影响.第二,揭示网络能力的不同维度对新企业知

识资源获取和运营资源获取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

理. 第三, 研究知识资源和运营资源对新企业绩效

的影响.资源约束问题使新企业不但要利用网络

关系获得所需资源, 更要提高资源的整合和利用

效率,因此,本文揭示不同类型资源获取对新企业

绩效的影响,对新企业资源管理具有理论贡献.同

时, 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新企业关系管理和资

源管理提供现实依据,对于转型经济背景下,新企

业利用网络关系克服资源约束问题, 实现生存和

成长具有实践意义.

1� 研究回顾

以 Barney为代表的资源基础理论强调有价

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难以替代的异质性资

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
[ 5 ]

.但新企业自身特点

及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使其资源约束问题明显.新

企业自身特点主要体现为禀赋资源少、信息不对

称和高度不确定性.新企业初始资源有限,而新生

性 ( new ness)使其不具备在企业内部创造资源的

能力,外部获取是满足资源需求的主要途径,但缺

少绩效记录及信息不对称问题阻碍资源所有者对

新企业的正确评估, 使新企业难以获得外部企业

和机构的资源支持.市场和技术的高不确定性,导

致新企业缺乏合理性, 资源提供者通常不愿与不

确定性很高的新企业合作或为其提供资源. 从外

部环境看,中国处于转型经济时期,市场和政策变

化创造了更多的创业机会,同时引发了更严重的

资源约束问题.尽管重视大企业,忽视中小企业的

政策倾向有所改变, 但对新企业的政策支持仍然

有限.

企业需要寻求适宜途径获取外部资源,克服

自身劣势,解决转型经济背景下的资源约束瓶颈.

网络关系提供了资源流动的最佳渠道, 新企业可

以利用与许多主体如顾客、供应商、竞争者、研究

机构、各类服务机构之间的广泛社会关系, 获取

金融资本、关键技术、人力资本和管理经验
[ 6]

.

建立持久的社会网络关系使企业更容易以较低

成本获取所需的创业资源. 成功的创业者往往

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建立网络关系以帮助新企

业成长
[ 1]

.

由于网络关系对新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作

用
[ 7]

, 能令企业在网络中获得成功的网络能力引

起了越来越浓厚的学术和管理兴趣. 新企业与亲

戚、朋友等个体建立网络关系, 形成社会性网络,

与顾客、供应商、竞争者建立网络关系, 形成商业

性网络,与金融机构、政府机构、大学和科研机构

及其它中介和服务机构建立联系, 形成支持性网

络. 新企业嵌入在这些网络关系中,形成了基本的

网络结构.然而企业之间网络关系并不是简单存

在和出现的,网络伙伴之间资源的转移充满不确

定性,网络的交互作用也很难事先设计和控制,网

络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使新企业陷入资源浪费、生

产力低下的过程
[ 8]

. 网络的作用是动态变化的,

特定的网络关系并不是在企业整个生命周期都是

有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无法继续为企业战

略目标服务
[ 9]

. 新企业还要克服有些网络伙伴的

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新企业必须具备卓越的网络

能力,适应环境和组织方面的各种权变因素变化,

动态管理其网络关系
[ 10]

.

从网络研究演进看, 20世纪 80年代及 90年

代早期,一些学者将研究重点从  英雄型!创业者
转移到网络嵌入型创业者,创业网络研究逐渐增

多, 但大部分研究关注网络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

响, 很少关注企业是否具有网络意识及如何形成

和有效利用网络关系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构建网

络能力、资源获取与新企业绩效的关系模型.将网

络能力划分为网络导向、网络构建能力和网络管

理能力三个维度, 资源获取划分为知识资源获

取和运营资源获取两个维度. 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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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模型

F ig. 1 The theoret icalmodel

� � 图 1给出了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 新企业利

用网络能力获取资源, 资源获取是网络利用的结

果, 绩效是资源利用的结果. 网络导向是新企业建

立和利用网络关系的驱动力,对网络构建和网络

管理产生正影响. 网络构建能力决定新企业建立

什么样的网络关系, 网络关系构成资源流动的基

本渠道,网络管理能力能够提高关系质量,有利于

资源外部获取.建立和维护高度信任关系的能力

有利于新企业整合网络伙伴资源
[ 11]

, 因此, 网络

构建能力和网络管理能力对资源获取具有正影

响, 知识资源获取和运营资源获取影响企业绩效,

同时,新企业获得的知识资源有利于企业识别资

源提供者,从而影响运营资源获取,而知识资源中

的专业建议和技能有利于新企业整合已有的和外

部获取的互补性资源, 所以调节运营资源与企业

绩效之间关系.

2� 研究设计

2. 1� 变量界定

1)网络能力的界定

自 H�kansson提出网络能力的概念之后, 学

者们对网络能力的内涵和构成进行不断拓展和深

化. H�kansson认为网络能力 ( network ing ab ility)

是企业提高其综合地位和处理特定网络关系的能

力
[ 12]

. R itter&G em�nden认为网络能力 ( netw ork

com petence)是企业发起、维持和运用商业关系获

取竞争优势的能力, 网络能力由任务执行和资格

条件构成
[ 4]

. W alter等将网络能力 ( N etwork capa�
b ility)界定为企业发展和利用组织间网络关系,

从外部网络主体获得各种资源的能力, 网络能力

由合作、关系技巧、网络伙伴知识与内部沟通

构成
[ 11]

.

网络的可管理性是网络能力概念提出的前

提, 网络管理是对外部个体或组织提供的机会所

做出的反应.网络由不同成员构成,每个网络成员

都能或多或少对整个网络施加影响, 但企业管理

网络能力的差异很大, 有些企业可称之为网络管

理的  天才 !,有些则只能称为  业余者!. 因此,网

络能力本质上是企业有效管理网络关系的能力.

需要从能力的基本定义入手分析网络能力的内涵

和构成,能力的资质观与行为观是普遍认可的两

种观点. R itter& Gem�nden融合了这两种观点, 认

为网络能力可划分为资格条件和任务执行两个维

度, 但在理论分析和实证过程中未作划分,而是将

资格条件和任务执行简单并列为网络能力的两个

组合部分,没有考虑资质条件与任务执行之间的

因果关系
[ 4]

. W a lter, Auer&R itter提出网络能力由

网络合作、关系技巧、伙伴知识与内部沟通构成,

同时指出这四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的, 伙伴知识和

内部交流能够增强合作, 高程度合作与关系技巧

有利于掌握更多伙伴知识,内部交流则有利于更

好地搜集伙伴知识. 由于四方面之间关系错综复

杂, 他们将网络能力作为一个变量来处理,没有考

虑不同维度的作用
[ 11]

. 从现有研究来看, 网络能

力的内涵和构成需要进一步界定. 网络能力最终

表现为一种行为, 因网络能力能否发挥作用最终

取决于是否进行网络活动,而网络活动受关系技

巧和合作技巧等网络资质条件的影响. 所以将资

质条件和网络行为简单地看作网络能力的两个组

成部分无法真正反映网络能力的实质.

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制度规制不完善,网

络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有些学者提出了网络导

向的概念 ( netw ork�cen tered strategy) ,具有网络导

向的企业能够更积极地构建和利用网络关系.因

此, 本文融合了网络能力的资质观和行为观,并在

转型经济背景下进行扩展,将网络能力划分为网

络导向、网络构建和网络管理三个维度.各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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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成和测量主要基于现有理论成果, 考虑中国

情境进行重新整合和扩展.网络导向是企业构建

和利用网络的意识, 网络分析行为是网络导向的

主要体现.网络构建指新企业利用关系技巧选择

潜在合作者、发起并动态调整网络关系.网络管理

指企业利用合作技巧进行网络组织、协作、交换和

控制.网络能力由计划、选择、发起、调整、组织、协

作、交换和控制八个方面网络活动构成, 其中计

划、选择、发起、调整主要用于特定关系 ( re lation�
ship specific)管理, 而组织、协作、控制和交换主

要用于组织间关系 ( cross relat iona l)管理
[ 4]

. 由于

网络能力的现有实证研究很少, 网络能力的度

量仍不成熟, 本文整合已有成果, 基于中国情

境,提出网络能力的量表. 并采用试调研的方法

检验量表的可靠性. 网络能力的维度、内涵、构

成和测量如表 1所示.

表 1� 网络能力的维度、内涵、构成及测量

Tab le 1 The d im ens ion, connotat ion, compose and m easurement of netw ork capabi lity

维度 内涵 构成 测量

网络导向

企业构建和利用网

络的意识, 体现为进

行网络分析的具体

行为.

网络计划

( p lann ing)

1. 分析行业技术发展

2. 分析市场发展

3. 分析竞争者情况

4. 分析自身优势和劣势

5. 分析自身战略与网络资源的匹配程度

6. 分析内部资源与网络资源的匹配程度

网络构建

能力

指企业利用关系技

巧构建和调整网络

关系, 包括: 寻找潜

在的合作伙伴;与潜

在合作伙伴建立网

络关系;进行关系调

整和组合.

选择合作伙伴

( partn er

know ledge)

7. 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潜在合作伙伴信息

8. 判断从潜在合作伙伴能获得什么

9. 选择合作伙伴

关系发起

( init iate)

10. 访问并结识潜在合作伙伴

11. 向潜在合作伙伴主动透露企业有关信息

12. 与潜在合作伙伴加强联系

13. 利用不同策略与潜在合作伙伴建立关系

关系调整

( ad ju st)

14. 判断不同关系的发展潜力与价值

15. 延长或终止已有网络关系

16. 优化各种关系组合

网络管理

能力

利用合作技巧管理

网络关系, 提高关系

质量. 包括关系组

织、关系协作、关系

交换和关系控制四

个方面.

关系组织

( organ izat ion )

17. 明确每个关系对企业的贡献

18. 为每个关系指定负责人

19. 为每个关系分配公关费

20. 指定关系负责人之间的联络人

21. 定期召开关系负责人会议

关系协作

( coord ination)

22. 与网络伙伴定期讨论如何互相支持

23. 为合作伙伴设身处地着想

24. 创造性地解决与合作伙伴的问题和冲突

25. 监控网络合作伙伴承诺的执行

关系交换

( exchange)

26. 企业与网络成员之间交流组织战略信息

27. 企业与网络成员之间交流资源信息

28. 企业与网络成员之间交流运营信息

29. 企业与网络成员之间交流组织文化信息

30. 企业与网络成员之间交换资源

关系控制

( contro lling)

31. 对关系负责人进行绩效评价

32. 评价每个关系实际与期望绩效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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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研究假设

1)网络能力与新企业资源获取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

传统的市场管理机制逐渐自由化, 分权化. Tan, L i

等指出转型时期的中国, 既不同于过于高度计划

的铁拳 ( Iron f ist)管理, 也未形成发达市场经济看

不见的手 ( v isible hand) ,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过

渡时期,市场仍是可见的手 ( v isible hand).转型时

期的中国,传统的高度计划控制并未完成消除,市

场规制不完善
[ 13]

. 在这样一个时期, 社会网络往

往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但中国创业活动实践表

明, 创业网络并非对所有新企业都有作用,有些新

企业擅长运用网络关系解决企业问题, 有些则对

创业网络无动于衷. 这种差异与企业是否树立网

络导向有关,网络导向是新企业构建和管理网络

关系的主动意识, 网络导向解决了网络的动力问

题, 没有网络导向的新企业会对已有网络视而不

见, 也不会用心地构建、维护和利用网络关系.中

国许多成功创业者的实例也证明, 具有网络导向

的新企业通常能够创造性地整合社会资源. 具有

网络导向的新企业经常进行网络分析 ( plan�
n ing) ,包括环境分析、企业内部条件分析及网络

资源与企业资源需求的匹配分析
[ 4]

. 通过环境分

析使新企业掌握环境的机遇和挑战, 自身条件分

析使其明确自身的优势和劣势, 网络资源与企业

资源需求的匹配分析指导企业有的放矢地构建和

管理网络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提出:

假设 1a � 新企业网络导向与网络构建正

相关.

假设 1b � 新企业网络导向与网络管理正

相关.

网络构建能力指新企业选择、发起、调整网络

关系的能力.具备网络构建能力的新企业能够根

据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需求,选择潜在网络伙伴,

发起和调整网络关系. 网络构建能力决定新企业

建立什么样的网络关系, 而网络关系构成了资源

流动的主要渠道,因此, 本文认为网络构建能力对

资源获取具有直接影响. 由于新企业不同发展阶

段资源需求不同,其网络关系特征也有所差异.对

于初创阶段的新企业, 强关系网络对运营资源和

知识资源获取更加重要. 在初创阶段, 由新生性

( newness)导致的成长劣势 ( L iability )或弱性

(W eakness), 使新企业面临高度的技术和市场不

确定性, 资源所有者通常不愿意为缺乏合理性

( leg itim acy)的新企业提供资源或与之合作. 强关

系网络主体之间的信任程度较高, 因而成为新企

业获取资源的主要渠道, 且资源的获取成本相对

较低. H ite&H esterly认为家庭和朋友所构成的强

关系网络成为新企业主要资源提供者
[ 6]

. 强关系

网络能够提高新企业的谈判和说服力, 有利于获

得其他网络成员持有的各种资源,如市场信息、新

观点、问题解决办法、社会支持、风险基金和金融

资源等.对于缺乏合理性的初创企业,为了获得认

可和声誉,通常会寻求与社会声望很高的组织建

立强关系网络,希望藉此接近新顾客或新的合作

伙伴,获得所需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运营性

资源
[ 14]

.强关系网络在隐性知识交换方面具有显

著优势.由于隐性知识具有不可编码性,需要借助

强关系网络传递. 强关系网络能够传递复杂信

息
[ 15]

, 信息非常重要但需要一定获取成本, 强关

系网络使新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关于资源所

有者的信息
[ 16]
和经验及技能. 新企业通常会积极

与知名的行业专家和学者建立紧密联系, 以获得

专业建议.当新企业进入早期成长阶段,资源需求

规模增大,规模较小的强关系网络已经难以满足

资源需求,由于此时已经具有合理性,与各种组织

和机构的弱关系网络成为资源获取的主要渠道.

网络构建能力使新企业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潜在网

络伙伴信息, 选择合作者, 构建初始网络结构,并

在不同发展阶段动态调整网络关系.因此提出:

假设 2a� 网络构建与新企业知识资源获取

正相关.

假设 2b� 网络构建与新企业运营资源获取

正相关.

网络管理能力的主要作用是提高关系质量.

Ka le, S ingh& Perlmutter使用关系资本来表征关系

质量,认为企业从网络伙伴学习的能力及自身核

心能力保护之间的有效平衡能够帮助新企业与合

作伙伴之间建立信任和发展友谊, 赢得伙伴尊

敬
[ 17]

. 网络管理包括关系组织、协作、交换和控制

等一系列活动.关系组织指为每个关系建立目标、

分配指定的责任人和费用,并组织关系责任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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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定期交流和讨论. 关系协作指实现网络伙伴之

间的共赢及有效解决网络冲突. 新企业与网络伙

伴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交易关系,而应协调行动
[ 18]

,

两者之间需要建立正式的规则和建设性的冲突解决

机制
[ 19- 20]

.关系交换指网络伙伴之间能够共享信

息和交换资源.关系控制指对关系责任人及关系

贡献进行绩效评价. 关系组织、协作、交换和控制

越有效,关系质量越高, 越有利用新企业通过网络

关系获取所需的知识资源与运营资源. 因此提出:

假设 3a� 网络管理与新企业知识资源获取

正相关.

假设 3b� 网络管理与新企业运营资源获取

正相关.

另外,缺少绩效记录及信息不对称问题阻碍

了资源所有者对新企业的评估, 使新企业资源获

取难度加大.新企业获得资源提供者的信息越多,

越有利于进一步识别资源所有者 (例如投资者、

技术合作伙伴和关键顾客等 ), 并获得所需的金融

资源、技术资源、分销渠道等运营资源
[ 21]

.因此,知识

资源获取对运营资源获取具有正影响.基于上述分

析,提出:

假设 4� 知识资源获取对运营资源获取具有

正影响.

2)资源获取与新企业绩效

知识资源获取对新企业绩效具有正影响.知识

型社会给企业带来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知识成为

企业进行生产、竞争的关键,企业组织工作的重要

任务是战略性地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知识使企业

能够准确预知环境变化的本质及商业化潜力,从而

采取适宜的战略和战术行动
[ 22 ]

,并有效识别和开

发新机会.知识具有资源基础理论所强调的稀缺性

和不可模仿性特点,如果这种知识也是有价值的和

不可替代的,就会成为一种异质性资源, 形成企业

持续竞争优势,提高新企业绩效
[ 23]

.

运营性资源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影响.资源基

础理论被广泛地用来解释企业绩效, 主要的贡献

在于其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企业内部资源的重要

性, 以及如何利用能力去取得高绩效.资源是企业

绩效提升的关键因素
[ 24]

. H aber& Re iche l指出影

响企业绩效的主要资源有人力资源,包括经验、智

力训练、人际关系、管理者和员工的洞察力; 物质

资源,包括技术、设备和地理位置;组织资源,包括

企业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计划编制、企业内部各种

非正式关系以及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运营性

资源是企业产生绩效的最基本条件, 对新企业绩

效具有正影响
[ 25]

.

知识资源通过提高运营资源的管理效率,正

向调节运营资源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 知识资源

对于新企业整合来自不同背景和来源的各种运营

资源具有重要作用,企业获得运营资源之后,这些

互补资源的利用需要外部经验和技能等专业建议

的指导
[ 1]

. 在资源整合和利用过程中, 善于利用

外部建议网络的新企业, 能够利用大量的外部专

业性建议,互补性地整合来源不同的各种外部资

源和企业自有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成功的企

业比失败的企业更倾向于依赖外部机构的知识与

建议
[ 26- 27 ]

)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

假设 5a � 知识资源获取与新企业绩效正

相关.

假设 5b � 运营资源获取与新企业绩效正

相关.

假设 6� 知识资源获取正向调节运营资源获

取与新企业绩效之间关系.

3� 研究方法

3. 1� 数据收集

本文采取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

调研共分三个步骤, 第一, 成立五个调研小组,每

组由一位教师作为负责人,每组包括 6位博士生

和硕士生; 第二, 开展预调研, 预调研的对象是吉

林市高新区的新创企业,共发放问卷 160份, 回收

问卷 109份.对预调研数据进行信度和效率检验,

结果显示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为了提高

整体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根据预调研结果删除了

部分问项,并对部分问项的表达和陈述方式进行

了进一步调整和修改, 形成最终问卷; 第三, 开展

正式调研.样本主要取自吉林省的长春市、通化市

和吉林市.在吉林省十一五规划中,这三个城市是

创业活动重点推动的城市,创业型经济发展势头

迅猛,初创企业比较集中.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创

企业, B iggad ike、M iller& Cam p及M cDouga l&l Rob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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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认为新创企业的认定标准是成立时间小于

或等于 8年,按照这一标准选择样本企业,首先通

过政府相关部门取得企业名录, 选择成立时间符

合要求的企业.正式调研共发放问卷 700份, 回收

问卷 371份, 剔除无效问卷 49份, 有效问卷为

322份.

3. 2� 研究量表

1)网络能力. 网络能力的度量主要参考

R itter& Gem�nden和 W alter, Auer& R itter的研究,

并根据中国情境和试调研结果进行组合和调整.

网络能力的度量如表 1所示.

2)知识资源获取. 根据学者对信息和知识资

源的界定,使用指标 1 ~ 5度量知识资源获取: �

企业从外部获取市场开发信息与技能; # 企业从

外部获取新产品及服务开发信息与技能; ∃ 企业

从外部获取企业管理信息与技能; %企业从外部

获取生产运作信息与技能; &企业从外部获取企

业营销信息与技能.

3)运营资源获取. 资源获取通常用资源可获

得性来表示,资源可获得性是新企业从外部环境

获取资源的便利程度, 本文从资源获取成本角度

度量运营资源获取: � 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所需

资源厂房、装置、设备; #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技

术资源; ∃ 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资金; %能够以较

低成本获得人力资源.

4)企业绩效. 根据 Anton icic ( 2001)的研究,

从获利性和成长性两个方面,采用 9个指标度量

企业绩效,分别是: � 净收益率 (净收益 /总销售

额 ) ; #投资收益率; ∃ 市场占有率; %净收益增

长速度; &销售额增长速度; ∋新员工数量增长速

度; (新产品或服务发展速度; )市场份额的增长

速度; ∗资金周转速度.

5)控制变量.使用企业类型、企业规模、企业所

属行业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企业规模用员工人数度

量,行业用三个 ( 0, 1)变量来控制,分别是制造业,信

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及生物和医药业.

3. 3� 数据分析

1)背景数据统计

表 2是样本企业特征. 被访者中董事长占

28. 8%,总经理占 25%,高层管理人员占 20. 9%,

中层管理人员占 18%,其它人员占 7. 3%,反映了

较高的问卷信息准确性.企业类型中个人独资占

23. 7%,合伙制占 21. 8%,公司制占 44. 5%.样本

企业以三个行业为主,制造业占 31. 4%,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 18. 3%,生物及医药

业占 11. 0%,其他行业占 39. 3%.创业者年龄主

要集中在 25~ 40岁之间.员工人数以 500人以下

为主,说明企业规模较小.
表 2� 样本企业基本特征

Tab le 2 P rofile of the sam p le firm s

1. 被访者职务 比例 4. 创业者年龄 比例

董事长 28. 8 + 25 years 7. 9

总经理 25. 0 25~ 30 23. 9

高层管理人员 20. 9 30~ 40 45. 6

中层管理人员 18. 0 40~ 50 21. 1

其他人员 7. 3 > 50 1. 5

2. 企业类型 5. 员工人数

个人独资 23. 7 + 20 30. 2

合伙制 21. 8 21~ 50 25. 0

公司制 44. 5 51~ 200 29. 4

3. 行业分布

制造业 31. 4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8. 3

生物及医药 11. 0

其它行业 39. 3

201- 500

501~ 1000

> 1000

8. 4

2. 3

4. 7

� � 2)因子与可靠性分析

因子和可靠性分析的结果如表 3所示.信度

分析用于评价量表的稳定性或可靠性, 统计学上

用 Cronbach �表示, C ronbach �值应大于 0. 7,表

3说明问卷的信度是合适的. 变量相关性统计见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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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因子分析与可靠性检验结果

Tab le 3 Th e resu lt of factor analysis and reliab ility tes t

变量 指标 载荷值 克里巴赫系数

网络导向

1分析行业技术发展 0. 889

2分析市场发展 0. 746

3分析竞争者情况 0. 754

4分析自身优势和劣势 0. 803

5分析自身战略与网络资源的匹配程度 0. 873

6分析内部资源与网络资源的匹配程度 0. 865

0� 773 8

网

络

构

建

选择

1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潜在合作伙伴信息 0. 840

2判断从潜在合作伙伴能获得什么 0. 843

3选择合作伙伴 0. 821

0� 782 2

发起

4访问并结识潜在合作伙伴 0. 840

5向潜在合作伙伴主动透露企业有关信息 0. 893

6与潜在合作伙伴加强联系 0. 832

7利用不同策略与潜在合作伙伴建立关系 0. 852

0� 875 7

调整

8判断不同关系的发展潜力与价值 0. 911

9延长或终止已有网络关系 0. 917

10优化各种关系组合 0. 853

0� 873 1

网

络

管

理

组织

1明确每个关系对企业的贡献 0. 868

2为每个关系指定负责人 0. 880

3为每个关系分配公关费 0. 835

4指定关系负责人之间的联络人 0. 836

5定期召开关系负责人会议 0. 833

0� 904 3

协作

6与网络伙伴定期讨论如何互相支持 0. 779

7为合作伙伴设身处地着想 0. 862

8创造性地解决与合作伙伴的问题和冲突 0. 735

9监控网络合作伙伴承诺的执行 0. 806

0. 803 2

交换

10企业与网络成员之间交流组织战略信息 0. 907

11企业与网络成员之间交流资源信息 0. 918

12企业与网络成员之间交流运营信息 0. 920

13企业与网络成员之间交流组织文化信息 0. 883

14企业与网络成员之间交换资源 0. 791

0� 929 2

控制
15对关系负责人进行绩效评价 0. 952

16评价每个关系实际与期望绩效的差异 0. 952
0. 896 6

知识资源获取

1企业从外部获取市场开发信息与技能 0. 763

2企业从外部获取新产品及服务信息与开发技能 0. 821

3企业从外部获取企业管理信息与技能 0. 827

4企业从外部获取生产运作信息与技能 0. 817

5企业从外部获取企业营销信息与技能 0. 830

0� 870 1

运营资源获取

1)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所需资源厂房、装置、设备 0. 729

2)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技术资源 0. 843

3)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资金 0. 904

4)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人力资源 0. 822

0� 841 7

企业绩效

1净收益率 (净收益 /总销售额 ) 0. 802

2投资收益率 0. 787

3市场占有率 0. 775

4净收益增长速度 0. 837

5销售额增长速度 0. 839

7新产品或服务发展速度 0. 712

8市场份额的增长速度 0. 797

9资金周转速度 0. 761

0. 89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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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变量相关系数

T ab le 4 The correlat ion of th e variab les

1 2 3 4 5 6

网络导向 1

网络构建 0. 340( * * ) 1

网络管理 0. 366( * * ) 0. 457 ( ** ) 1

知识资源获取 0. 415( * * ) 0. 383 ( ** ) 0. 233 ( ** ) 1

运营资源获取 0. 196( * * ) 0. 462 ( ** ) 0. 322 ( ** ) 0. 437( * * ) 1

新企业绩效 0. 411( * * ) 0. 393 ( ** ) 0. 440 ( ** ) 0. 448( * * ) 0. 213( ** ) 1

� � � � * * 在 0. 01水平上显著 (双尾检验 ) .

3. 4� 假设检验及结果

本文使用 AMOS软件检验理论模型, 模型按

拟合指标见表 5. 各变量之间的路径作用关系如

图 2所示.

表 5� 研究模型拟合指标

Tab le 5 Th e index of th e AM OS model

d f X2 P�value RM SEA NFI RF I IFI TL I CF I

64 321. 218 0. 140 0. 031 0. 973 0. 962 0. 978 0. 969 0. 978

图 2� 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

F ig. 2 The im pact p ath of the variab les

� � 验证结果显示: 假设 1a获得支持, 网络导向

对网络构建具有显著正影响 ( �= 0. 384, p =

0�000);假设 1b获得支持,网络导向对网络管理

具有显著正影响 ( �= 0. 519, p = 0. 000);假设 2a

获得支持,网络构建对知识资源获取具有显著正

影响 ( �= 0. 469, p = 0. 000); 假设 2b获得支持,

网络构建对运营资源获取具有正影响 ( �=

0�324, p= 0. 008);假设 3a获得支持, 网络管理对

知识资源获取具有显著正影响 ( �= 0. 608, p =

0�000);假设 3b获得支持,网络管理与运营资源

获取具有显著正影响 ( �= 0. 236, p = 0. 002); 假

设 4获得支持,知识资源获取对运营资源获取具

有显著正影响 ( �= 0. 483, p= 0. 000); 假设 5a获

得支持,知识资源获取对新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

影响 ( �= 0. 403, p = 0. 000);假设 6获得支持,知

识资源正向调节运营资源与新企业绩效的关系

( �= 0. 088, p= 0. 043).

假设 5b未获得支持,运营资源获得对新企业

绩效无显著影响 (�= 0. 025, p = 0. 562).

4� 结束语

尽管网络能力的研究近年来引起学者注意,

但大多数研究仅提出网络能力的概念框架, 网络

能力的内涵和构成仍不清晰,由于网络能力的实

证研究较少,网络能力的测量仍不成熟.鉴于网络

能力对新企业生存和成长的重要意义, 网络能力

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理论问题.本研究试图以资源

获取为路径,探索网络能力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

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揭示变量的作用机理,得到

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和启示.

第一,网络能力可以划分为网络导向、网络构

建和网络管理三个维度, 且网络导向对网络构建

和网络管理具有显著正影响.说明网络导向是网

络构建和网络管理的驱动力,对引导网络变化,避

免网络刚性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创业网络理论

研究和新企业创业实践中,网络导向并未引起充

分关注.从创业实践来看,网络导向往往容易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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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忽视,对许多新企业来讲,网络管理是偶然

和随意的,令网络的作用大打折扣.对于面临资源

约束的新企业,为了更好地整合社会资源,应该从

战略导向层次关注网络导向,解决网络构建和管

理的动力问题,将网络分析作为一项常规工作,统

筹安排网络构建和管理.

第二,网络能力最终表现为一系列网络构建

与网络管理行为. 网络构建活动有利于新企业根

据不同阶段资源需求发起和调整网络关系, 形成

资源流动的主要渠道, 网络管理活动能够提高关

系的质量,网络构建和管理都会促进新企业知识

资源和运营资源的获取.

从网络管理角度看,新企业应致力于提高网

络构建能力和网络管理能力.网络构建包括潜在

网络伙伴选择、关系发起和关系调整.信息搜集对

于识别潜在网络伙伴具有重要影响, 可以通过参

加贸易展会、关注产业杂志、从已有网络伙伴获得

线索等方式掌握潜在网络伙伴信息,而后,新企业

拜访潜在合作伙伴, 并向其介绍本企业的部分信

息, 进行网络发起. 为了避免网络产生负效应,企

业建立起关系后, 要判断不同关系的发展潜力与

价值,根据其作用进行动态调整,要管理和维护有

持续贡献的关系,具有负效应的关系则应终止,不

断优化关系组合.网络管理包括组织、协作、交换

和控制活动.网络组织是指为每个关系分配任务,

为每个关系指定负责人和分配管理费用, 指定关

系负责人之间的联络人, 并定期召开关系负责人

会议以充分实现信息的内部交流, 内部交流是企

业保持反应性和开放性
[ 28 ]

,以及组织间有效学习

的基础
[ 29]

. Sivadas& Dw yer指出内部交流是合作

效率的基础,企业各个部门参与吸收和扩散网络

伙伴的信息、资源与达成的协议有助于避免冗余

的组织流程和误解,提高网络成员间、企业内部各

部门间的协作效率
[ 30 ]

.网络协作指通过协作技巧

创造性解决与合作伙伴的问题和冲突. 掌握网络

伙伴信息是关系协作的前提,合作伙伴的知识是

一种重要资源,包括合作伙伴的运营信息和资源

信息,对于理解合作伙伴的行为和发展网络非常

重要.了解合作伙伴知识有利于适当调整交易条

件, 降低交易控制成本, 有效解决冲突, 避免和处

理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
[ 31 ]

.关系交换指企业与网

络成员之间交换各种信息和资源, 新企业应尽量

利用与行业中声望很高的网络成员之间关系,尽

可能获得市场资源和取得市场认可. 网络控制要

求新企业对关系负责人和关系贡献进行绩效评

价, 关系控制是网络能力的开始和结束,使网络管

理形成一个反馈环.

总之,网络能力使新企业将自有资源与网络

伙伴资源建立联系.例如从顾客角度看,与顾客关

系是获得顾客需求的重要渠道, 而顾客需求是市

场开发的基础.网络能力作为预测市场机会的重

要机制,能够产生更加集中的、市场导向的资源配

置. 此外, 顾客需求需要被引导, 这需要买卖双方

进一步加强联系. 新企业应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

资源需求构建和动态管理网络关系, 从理论趋势

看, 网络能力的前因变量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研究结果表明,知识资源与新企业绩效

显著相关,运营资源与新企业绩效关系不显著,但

知识资源正向调节两者关系.知识资源对新企业

绩效具有重要影响, 因为知识资源更符合异质性

资源的特征,知识资源能够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使

新企业具备卓越的管理效率,形成竞争优势,提高

企业绩效.运营资源与新企业绩效关系不显著,但

知识资源正向调节两者关系,说明如果不具备资

源管理能力,运营资源不会产生企业绩效,甚至造

成资源浪费,而知识资源对于提高资源管理效率

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可以利用经验和技能等知识

资源提高运营资源的管理效率. 研究结论支持资

源管理的观点,资源必须经过有效管理才能转化

为企业绩效,而新企业恰恰缺少资源管理经验,获

得外部专业建议、积累经验和技能对其提高资源

管理效率非常关键.这要求新企业提高学习能力.

中国企业家现已将组织的学习能力作为企业获取

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 认为组织学习是提高员工

人力资本、组织团队资本的一项重要措施,整个企

业的员工都应具备一种好学的精神. 这种学习不

能仅仅局限于组织内部的知识积累和转化, 还应

该包括组织之间的交流、模仿、学习 (贺小刚、李

新春 & 方海鹰, 2006)
[ 32]

. 在动态性高或宽松性

低的环境中, 学习能力对企业资源获取尤其重

要
[ 33]

. 在动态性高的环境中,学习能够帮助企业

寻找、发现并满足顾客需求, 帮助企业适应环境变

化, 保持战略柔性. 在资源约束的转型经济环境

中, 学习能力对新企业价值创造更加关键.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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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于海波,方俐洛和凌文辁

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组织学习包括组织间学习、

组织层学习、集体学习、个体学习、利用式学习、开

发式学习等六个因素
[ 34]

.胡汉辉和潘安成提出学

习是由重叠知识 (特别是相似的实践知识 )所带

来的一种潜在相对持续改进的行为. 重叠知识是

指知识源与接受者所共有的最大知识基 ( know l�
edge base), 知识重叠度显著地影响组织知识转移效

率与学习能力
[ 35]

. 因此,新企业要利用与外部关系

主体之间的知识重叠性来获得外部知识,利用组织

知识转移提高企业现有知识的利用效率,利用学习

能力发掘和创造新知识,进而提高新企业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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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n relationship am ong network competence, resource ac�
quisition and new firm performance

ZH U X iu�m ei, CHEN Chen, CAI 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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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tw ork com petence is an ab ility for new f irm s to carry on a series o f netw ork establish ing and m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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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ng act iv it ies using relationsh ip and cooperative sk il,l then to obta in external resources and suppor.t U nder

Ch inese transitional econom y, netw ork is v ital for new firm s to conquer resource restricts, and rea lize surv ival

and grow th. By extend ing the construct of netwo rk ab ility, wh ich shou ld be comprised by netw ork orientat ion,

netw ork establishm ent and netwo rk m anagem en,t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conceptua lm ode l am ong netw ork ori�
en tation, resource acquisition and new f irm perform ance. W e exam ine the hypo theses using data from 322 new

firm s. Through em pirical analysis, w e obta in the follow ing results: netw ork orienta tion positively im pacts net�
wo rk establishm ent and m anagem en;t netw ork estab lishm ent and m anagem ent positively impact know ledge re�
sources and operat ional resources; know ledge resource positively im pacts new firm perform ance; know ledge re�
source can enhance the re lationsh ip betw een operational resource and new firm perform ance, wh ich illustrates

tha t strong resource m anagem ent ab ility is necessary for operat iona l resource transform ing into new firm per�
form ance.

K ey words: network com petence; know ledge resource acqu isition, operational resource acqu isition, new firm

perform 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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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k+H d > H u ( 8k-H d ) 2 > (8k-H d ) 2- 4H u (8k+H d )+ 4H 2
u

 8k-H
d
- (8k-H

d
) 2- 4H

u
(8k+H

d
)+ 4H 2

u
> 0

 �1 > 0

同理可证 �2 < 1.所以有 �1, �2 − [ 0, 1].

综合可知,  s ( �)在 [ 0, 1] 内仅有一个驻点 (即 � =

0. 5) 和两个奇点 �1, �2. 进一步, 通过判别
d

d�
 s (�) 的符

号,可知

( 1)在 [ 0, �
1
)内,  

s
(�)的最大值为  

s
( 0)= -

!2

2H u

< 0;

( 2) 在 (�1, �2 ) 内,  s (�) 的 最 大 值 为

 C
s =

3!2

2( 8k - 3H u - 3H d )
;

(3)在 (�2, 1]内  s (�)的最大值为  s (1) = -
!2

2H d

< 0.

综合可知,  s ( �)在 � = 0�5处最大, 而在区间 (�1,

�2 )之外 (以及端点附近处 )均为负值. 证毕.

定理 3� 证明 � 由式 ( 6) 可知,对任意 0 < �u, �d <

1有

8k+ 3H d> 0 3(8k- 2H u -H d )> 2( 8k- 3H u- 3H d )> 0

�  
3!H u

8k - 3H
u

- 3H
d

>
2!H u

8k - 2H
u

- H
d

�  xC
u > xN

u.

2. 8k- 3H u > 0 3(8k- 2H u -H d ) > 8k- 3H u - 3H d > 0

�  
3!H d

8k - 3H u - 3H d

>
!H d

8k - 2H u - H d

�  xC
d > xN

d .

从而 qC =
1

4k
[!+ ( 1+ �u ) xC

u + (1 + �d )xC
d ] >

1

4k
[!+

( 1+ �u )xN
u + (1 + �d ) xN

d ] = qN. 证毕.

定理 4 � 证明 � 仅证明 (1), 余者同理可证.从表 1可

知,当 16k- 9H
u
+ 0和 8k - 9H

d
+ 0时,将有一个企业的利润为

负.为了保证联盟成员有动机参与合作,仅考虑 16k- 9H u > 0

和 8k - 9H
d

> 0同时满足的情形. 当企业具有非负利润时,

 C
u >  N

u 当且仅当 (16k - 9H u ) (8k- 2H u -H d ) 2- 2(8k- 2H u ) .

( 8k - 3H u - 3H d ) 2 > 0,又等价于 ( 8H d - H u )∀2 - 4(H 2
u -

2H
u
H

d
- 8H 2

d
)∀- 3H 3

u
- 6H 2

u
H

d
+ 12H

u
H 2

d
+ 24H 3

d
> 0. 令不

等式左边为 #(∀).不难验证,当H u / 8H d时方程 #(∀) =

0恒有两个根, 分别为

∀
1, 2

= (H
u

+ 2H
d

)
2H u - 8H d 0 H 2

u - 2H uH d + 16H 2
d

8Hd - H u

本文分以下两种情况讨论.

当H u > 8H d时, #(∀)开口向下. 检验可知, ∀1, ∀2均小

于零. 又因为 ∀ > 0, 所以 #(∀) < 0. 所以,  C

u
<  N

u
.

当 H
u

< 8H
d
时, #(∀) 开口向上.检验可知 ∀

2
< 0. 而

当 ∀ > m ax{ 0, ∀1 }, 即 ∀ > m ax {0, ∀* }时 ,有 #( ∀) > 0. 所

以 C
u >  N

u .

综上可知, 当 H u < 8H d 且 ∀ > max{0, ∀* } 时, 有

 C
u >  N

u.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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