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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组织学习能力、战略柔性及企业绩效的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 探索性地提出了一

个体现组织学习能力、战略柔性以及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结构模型,采用多行业的样本数据,

运用 SPSS和结构方程模型,通过样本分析,检验了组织学习能力对不同类型的战略柔性 (资

源柔性和能力柔性 )的影响,以及资源柔性和能力柔性分别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假说验

证分析,辅助各变量 R
2
值的分析,企业绩效的 53. 6%被战略柔性的影响作用所解释, 又由于

资源柔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所以被解释的企业绩效很大程度上源于能力柔性的

影响.研究表明确实存在组织学习能力对战略柔性的影响作用,以及不同类型的战略柔性 (资

源柔性和能力柔性 )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差异, 从而为企业提高经营绩效提供理论基础和有效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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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 言

进入 21世纪, 企业面临着高度动态性和不

确定性的竞争环境, 表现在逐渐加剧的技术变

化和扩散频率; 高度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知识密

度的增强等. 企业的外部环境的动态性和不确

定性是战略柔性研究的外部环境背景, 而企业

内部原有的战略规划及核心能力的刚性特征则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能

力,所以强调组织内部结构的可调整性和可变

革性, 以此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战略柔性研

究应运而生.

自从彼得  圣吉提出学习型组织的概念以

来, 企业界和管理理论界出现了研究和推广学习

型组织的热潮, 未来最成功的企业将是 !学习型

组织 ∀企业的理念, 已成为提升现代企业管理层

次的核心思想动力.在学习型组织的研究框架中,

组织学习能力是其核心内容,组织学习能力作为

保持组织持续成功的源动力,早已受到学习型组

织理论研究和企业组织的普遍关注. 学习是企业

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国内的许

多企业纷纷开始探索培养组织学习能力的途径,

国内的学者也早已开始研究学习能力对企业绩效

的影响作用.

组织学习能力作为企业保持成功的源动力,

而战略柔性则是环境动荡性和企业灵活性之间的

调节剂,两者都对企业的绩效起到积极的作用,然

而在任何一个企业里, 学习能力和战略柔性都是

并存的,所以对于学习能力对战略柔性的影响作

用, 以及它们两者共同对企业绩效起到什么程度

的影响作用的研究, 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Peter

Senge也指出, 组织学习实际上是增强战略柔性

的过程,而目前还尚未有学者对这方面展开系统

的研究,更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来说明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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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具体的关系.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一个基于

平衡计分卡思想的企业绩效问卷调查, 来探索学

习能力和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1� 理论综述

1. 1� 学习能力研究现状

学术界对于学习能力的关注来源于研究学习

型组织的热潮, ∃第五项修炼 %的出版, 激发了学

术界和管理领域的新焦点 # # # 学习型组织. Senge

对学习型组织定义如下,大家通过不断共同学习,

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达到真心追求的目标,培养

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全力实现共同愿望

的组织
[ 1]
. 他提出通过 5项修炼即系统思考、自我

超越、心智模式、团队学习和共同建立愿景来建设

学习型组织. G arv in认为学习型组织是善于获取

和共享及创造知识, 并且根据这些新知识改进行

为的组织
[ 2- 3 ]

. W atkins则在总结了前人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将学习划分为 3个层面 7个维度, 个体

层面、团队层面和组织层面,并且在 7维度的基础

上开发了学习型组织抅面问卷 ( DLOQ问卷 )
[ 4]
.

伴随着对学习型组织的研究, 但大多数学者

认为组织学习仍然缺少一个统一的概念界定
[ 5]

( V era aC rossan) . 各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

定义, A rgyris等定义 !组织学习是一个监控和检

测及改正不合理的过程 ∀ [ 6]
; Huber定义 !组织

学习是组织用于保持和不断提高绩效的能力或过

程, 这一活动包括知识获取、分享与运用 ∀ [ 7 ]
;

Sw eeGoh等认为 !组织学习是一个促进不断适应

与及时调整甚至于创造有利环境的概念 ∀ [ 8]
.

而对于组织学习能力的具体内容方面,国外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 N ev is等提出的 7种学习导

向类型、10种促进因素的作用
[ 9]
. Goh和 R ichard

提出学习能力的 5要素构念即目标任务共识、领

导承诺与授权、试验与鼓励、知识传递与团队工作

能力
[ 8]
. Sw ee C Goh提出 7要素构念

[ 10]
, 包括

目标任务共识、领导承诺与授权、试验与鼓励、知

识传递、团队合作能力、组织柔性、雇员能力技巧.

P ilar等提出 4维度的组织学习能力构念, 即管理

承诺、系统思考、开放性与试验及知识传递与整

合
[ 11]
如表 1所示.

表 1� P ilar提出的组织学习能力关键要素及其释义

Tab le 1 Organ izat ional learn ing ab il ity factors presented by Pilar

and their paraphrases

管理承诺
在体制上给员工足够的学习及共享知

识的空间和机会

系统思考 培养全面、系统地思考问题的能力

开放性与试验
不囿于形式, 鼓励员工探索新的工作方

式等

知 识 传 递 与

整合

对知识进行共享, 提倡不断学习知识、

总结及固化知识

� � 国些学者从各个方面对组织学习能力进行了

研究,成果和结论是:吴勇军从学习的核心价值的

角度提出 !学习 ∀主体价值的概念, 强调学习在组

织中的重要性
[ 12 ]

;王振江等认为组织学习能力实

质体现为 !学习过程∀与 !创造未来的学习收益 ∀

的一种互动关系
[ 13]

;陈满林提出了评价学习能力

大小的几个角度:学习创造物质和财富的多寡、学

习主体综合素质提高的快慢、主体学习能力的大

小
[ 14]

; 严志庆等人把学习能力理解为企业组织面

临环境变化时,判断变化、评估变化影响程度、并

适时做出反应、及时调整的主动创造未来的能

力
[ 15]

; 陈国权把组织学习能力具体定义为发现能

力、发明能力、选择能力、执行能力、推广能力、反

思能力、获取知识能力、输出知识能力、建立知识

库能力,并且进行了相应的实证研究
[ 16]

; 许学国

等提出了是弱化组织学习力的关键因素
[ 17]

.

1. 2� 战略柔性研究现状

对于企业柔性的系统研究始于生产制造领

域, 以制造柔性为中心, 逐步扩展到其他功能柔

性. 不同学派对战略柔性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

权变理论
[ 18]
认为, 战略柔性是与管理行为、管理

方法和其所处的环境特点密切相关的, 根据变化

而变化着的战略;行为科学理论
[ 19]
认为战略柔性

是以人为核心,重视人的因素,对于不同的人施以

不同的管理方法,以增强管理的柔性因素;动态能

力理论
[ 20]
则认为,战略柔性是组织开发和培育在

现在和将来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战略资源和动态能

力的一种管理能力;组织学习流派
[ 21]
则认为组织

学习提高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组织的适应性和效

率. Peter Senge也指出,组织学习实际上是增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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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柔性的过程.

国内的学者对战略柔性的相关研究成果和结

论为:简兆权,刘益,李怀祖
[ 22]
探讨了战略柔性对

战略管理的意义,核心能力对战略柔性的影响,并

提出了基于核心能力的战略柔性实现模型, 是企

业的战略管理在核心能力的基础上通过四类策略

实现柔性化.张灿, 赵波, 周翔
[ 23]
在资源观的基

础上探讨了新的竞争环境对竞争优势的影响,分

析比较了不同学者对持续竞争优势的观点, 对新

竞争环境下的持续竞争优势做出了重新界定,指

出战略柔性是企业应对不确定环境的关键所在.

易磊, 和炳全
[ 24 ]
通过基于资源的竞争优势构建

和基于能力的竞争优势构建的分析, 提出了基于

资源和能力的战略柔性构建的内涵和方法. 侯玉

莲
[ 25]
提出企业要根据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结构特

征, 构造适合本企业的战略柔性增强途径:以外部

环境的不确定性为导向, 以影响柔性因素的内部

结构体系为基础,以结构调整的变革成本为依据,

从降低变革成本的因素中归纳出有效的增强途

径. 王永贵,张玉利, 杨永恒, 李季
[ 26]
通过设定各

潜在变量的测度体系,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论述了

组织学习、核心竞争能力、战略柔性之间的互动关

系以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

国外学者们对战略柔性做了大量研究,目前

对战略柔性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 27]

: 一类观

点从研究生产柔性出发, 将企业的生产柔性视为

企业的优势资源, 强调战略柔性就是战略对生产

柔性的引导功能
[ 28]

.另一类观点则从战略管理的

角度出发,指出战略的形成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

即战略必须具有灵活性, 这种灵活性主要体现在

战略计划的适时调整性及企业内部对这种调整的

适应性,把战略柔性定义为企业通过主动的或反

应性的方式对市场机遇或威胁做出迅速回应,以

达到管理风险或不确定性的能力
[ 29 ]

.

Eppink在 1978年尝试性地探讨了战略柔性

计划问题,他指出环境越不确定,组织就越需要柔

性作为长远计划的补给, 战略柔性就是一个组织

面对未来战略变革而减少损失的典型特征
[ 30 ]

.

JEvans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 简单分析了企业中

的战略柔性问题, 他定义为战略柔性为帮助重新

定位条件变化的能力,柔性是规划战略、结构和方

案不可或缺的特性
[ 31]

. Teece等人则把资源竞争

理论延伸到动态竞争背景下, 提出了 !动态能力 ∀

的观点,动态能力是指企业保持或改变其作为竞

争优势基础能力的能力
[ 32]

. 1994年, H amel与普

拉哈拉德 Prahalad在 ∃竞争未来%一书中, 提出了

适应非结构化竞争环境和占有商机的重要性.

1999年, 在 Hame l等学者以 !战略柔性 # # # 变革

中的管理 ∀为题出版的论文集中, 强调战略决策

的动态性和途径依赖特征,要把重点放在管理思

维、组织的学习能力、构造战略途径并提高创新能

力的规程上面,这些因素对于企业获取竞争优势

和长远的生存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 33 ]

.

Sanchez认为,战略柔性包括资源柔性和协调

柔性两部分
[ 34]

. 柔性资源在企业资源链中起 !柔

性瓶颈∀作用限制了企业战略行为抉择, 资源柔

性从不同角度可以分为:产品柔性和产品战略;产

品和市场柔性;产品开发和产品柔性;以及技术变

革、制造柔性和产品柔性.资源柔性不仅指资源具

有多样的可选择性和适用性,而且还指当前不能

够被企业利用,但通过采取一些行动会使之成为

企业能够利用的资源的一种属性. 资源柔性的要

素可以用资源潜在用途的三个维度来描述: 1)资

源的有效使用范围; 2)资源移做他用所需的时

间; 3 ) 资源移做他用所需的成本. M atthew 认

为
[ 35]

, 资源柔性是适应环境变化的缓冲器, 特别

是对于不确定性非常高的技术创新行为而言,资

源柔性越高,企业越有能力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

不确定性因素.协调柔性是企业把柔性资源应用

到各种替代性的战略用途过程中, 体现出的协调

能力,它通过重新确定资源配置方向、重新构造并

配置资源用途等方式实现.协调柔性也包括三个

重要维度: 1)确定资源使用的范围; 2)识别并建

立能应用于战略转换的资源链; 3)通过组织系统

和过程来配置资源, 以达到将可获取资源运用于

目标用途的目的.协调柔性主要反映了企业定义、

识别和配置现有资源的过程.

根据动态能力理论,培养能够适应快速多变

环境的能力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
[ 36]

. 动态

能力学派把战略柔性划分为资源柔性和能力柔

性, 能力柔性是指企业在应对环境变化的过程中,

采用探索性的方式发现新资源并整合、配置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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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的各种资源,以使资源发挥更大的价值.能力

柔性的本质含义是: 1)发现资源的新用途, 扩展

资源的使用范围; 2)辩明哪些资源是可以使用

的; 3)如何更好的使用这些资源
[ 34 ]

. 它实质上体

现为企业对机会的识别和把握, 以及企业对环境

变化做出反应的时间和成本.能力柔性更能反映

企业如何获取新资源的能力, 是一种发现和使用

资源的能力,也能体现出企业在快速多变的环境

中如何利用资源开展创新并获取收益的能力.能

力柔性实际上包括了协调柔性许多内在的因素,

可以更好的确定企业的战略柔性, 所以战略柔性

的研究可以包含资源柔性和能力柔性两个层面

展开.

1. 3� 企业绩效的研究现状

企业的绩效评价作为现代企业战略指导和控

制的重要管理工具,其方法尚处发展与完善之中.

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系统梳理, 归纳了绩效评

价发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方法, 包括财务指标

和非财务指标,具体如下:

传统的企业绩效评价主要是为投资人、债权

人、政府等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服务,它立足于事

后评价,关注企业自身状况, 重视短期绩效, 并且

以财务指标为主. 企业通过一系列财务指标来衡

量企业经营管理的绩效,这些考核指标易于定量、

设计、测量和评价, 且适用性较广, 企业管理者一

般都采用财务指标来控制和经营企业. 虽然这一

方法被认为是有效的, 但面对的企业管理新理念

和新模式,有局限性
[ 37]

:

1)很难揭示企业未来增长空间. 会计信息只

是对过去已经发生结果的记录;相应地,财务指标

即为结果指标,没有涉及到企业未来业绩的增长

及其动力等的因素.

2)没有考虑所有者权益的机会成本. 企业投

资者的机会成本是客观的,只用财务指标则无法

衡量其机会成本.

3)易于导致企业经营者的短期行为. 在只重

视财务指标来衡量管理层绩效的情况下, 管理层

将选择不断提高财务指标作为短期目标, 这对于

企业长远利益来说并无益处.

经济增加值 ( econom ic value added, EVA )是

指在扣除了全部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的

基础上来衡量企业价值, 以体现企业在绩效评价

期内所用资本的增值. 相较传统绩效评价工具,

EVA最大的优点是考虑了对所有者投入资本所

应该获得的投资机会报酬的补偿, 量化了企业能

够提供给投资者的增值收益;同以往财务指标相

比, EVA在于强调了权益资本是有机会成本的评

价理念,即只有在经营利润超过了所有债务成本

和权益成本时,才会为股东创造财富,才会产生真

正意义上的利润.

一般认为, EVA克服了传统财务指标没有考

虑资本的机会成本的缺陷,但它仍然无法解决财

务指标绩效评价的固有缺陷 # # # 经营者行为的片

面化、短期化问题等.主要体现在
[ 38 ]

:

1) EVA不能解释企业内在的成长机会, 仍是

一种以财务指标为核心的绩效评价方法, 对于企

业市场前景、内部管理和未来成长能力未能做出

评价,而此类业务指标实际在企业成长和未来财

务绩效中起着重要作用.

2) EVA在企业间存在规模差异时不便比较.

EVA是个绝对值, 在相同的经营效率下, 企业规

模大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 EVA,无法横向比较.

3) EVA没有考虑企业以外的相关者利益.在

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竞争与协作越来越重要,

对于企业的成功, 各利益相关者会产生越来越大

的影响作用.

平衡计分卡 ( ba lanced score card, BSC )分析

哪些是完成企业使命的关键因素并作出评价,通

过不断修正这一过程, 以确实把握和控制企业完

成绩效的关键方面. BSC管理的本质是, 将企业的

使命和战略转变为一套绩效评价体系, 其指标体

系包括财务、客户、内部过程、学习与成长等四个

层面.兼顾财务与非财务指标,突出了非财务资本

在企业经营中的关键作用;考虑企业以外利益相

关者的利益要求, 使得企业拥有良好的外部经营

环境;将绩效评价融入企业战略管理中引导、控制

企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 39 ]

.

BSC虽然综合反映了企业绩效, 但也存在不

足: 1)没有区分其他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2)四维度指标覆盖面较大, 实施起来难度太大,

这是平衡计分法最大的不足之处.

结合企业绩效评价的发展历程, 综合比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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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几种评价方法, 平衡记分卡虽然仍然存在一定

的缺陷,但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进,能够对企业的

真实绩效有比较科学和客观的衡量.

2� 测度体系及研究假说

2. 1� 组织学习能力的测度

Easterly�Sm ith
[ 40]
等认为描述组织学习以及

开发具有信度与效度的测量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是从理论角度提出组

织学习构成要素或组织学习能力结构维度, 真正

针对不同维度设计具体测量量表的还不多.

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和实际调研的基础上,

根据本文的研究对象, 确立了组织学习能力构念

的 4个维度, 即共同愿景、知识传递与整合、开放

性与试验以及战略思维能力,并设计了相应的测

度指标体系. 其中, !共同愿景 ∀强调对组织目标

任务的共识,是开展组织学习的基础,主要测量雇

员对组织目标的理解接受程度; !知识传递与整

合∀主要测量组织容许雇员从别人或过去的经验

获取知识的便利程度与发生频度, 以及通过团队

将知识应用于工作的及时程度, 体现了组织学习

过程与学习层次的融合, 组织学习强调知识从个

体 # # # 团队 # # # 组织层次的转移与整合, 从而推

进新知识的产生, 该维度还反映了团队学习与团

队协作利用知识的程度; !开放性与试验 ∀着重反

映组织与外部环境的信息交流程度与鼓励试验的

工作氛围的自由程度; !战略思维能力 ∀重点考察

高层领导者是否主动、及时了解企业外部环境

及企业内部有关情况的变化, 并能够分析、判断

其发展变化的趋势及对本企业成长产生的长远

影响.

2. 2� 战略柔性的测度

在文献综述和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对

于战略柔性的内涵和分类研究, 被理论界和企业

界接受的是把战略柔性划分为资源柔性和能力柔

性, 因此, 本文对战略柔性的测度就基于资源柔性

和能力柔性两方面设计相应的指标体系.

对于资源柔性, 按照学术界所公认的描述其

柔性高低的三个维度来测量,即 1)资源的有效使

用范围的大小; 2)资源移作他用所需要的成本;

3)资源源移作他用所需要的时间.

对于能力柔性的测量, 主要体现在企业对机

会的识别和把握, 以及企业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

的时间和成本.同样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反映其能

力大小,即企业在动荡环境中适应环境变化、利用

环境变化及主动制造变化从而把握先机的能力

大小.

2. 3� 企业绩效的测度

通过综述我们知道,平衡计分卡是围绕企业

战略目标而对企业展开评价的有力工具. 企业绩

效通常包括财务绩效与非财务绩效, 而平衡记分

卡这种工具在评价企业时能兼顾财务绩效与非财

务. 本文使用平衡记分卡工具测度企业绩效, 从

财务、顾客、内部过程、学习与创新四个维度来设

计企业绩效的观测指标体,使用时对每一个方面

建立相应的目标及衡量该目标的指标.

2. 4� 研究假说

组织学习是立足于组织所处环境的全局层

面; 组织学习能力是组织对各种信息的敏锐度、悟

性、认知的全面与统一程度; 反映的是 !学习 ∀与

!自创未来的发展∀的一种互动关系;具有明确的

目标方向、作用和追求, 通过学习或运用 !学习 ∀

的方法,克服发展阻力和保持向前发展的力度.组

织学习能力的大小反映在企业知识获取、知识分

享、知识运用的能力的强弱上, 它是企业创造性、

主动性的组合,对于环境的变化能够提早认知和

做出判断,积极主动地面对环境不确定性,抓住转

瞬即逝的市场机会.

战略柔性的提高增强了企业对市场动态变化

的适应能力,使得企业更容易发现新的市场机会

并及时调整现有资源的用途或组织新的资源投入

创新,从而有利于企业高层团队更好地把握市场

机遇.

在动荡性的环境下,学习能力的增强集中体

现在企业更好地利用战略柔性降低企业经营过程

中的不确定性风险. 组织良好的学习能力能够促

进战略柔性以达到有效配置资源和发现、开发机

会的目的, 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因此,战略柔性作

为一个中介变量更好地体现出组织学习对战略柔

性的作用,然后传导到企业的绩效.使组织学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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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直接对企业绩效产生作用, 而且通过战略柔

性间接地对企业绩效产生作用. 同时组织学习能

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如何理解和管

理资源柔性和能力柔性,从而影响企业绩效,而动

态的环境反过来对战略柔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所

以学习能力对绩效的影响更多地是通过影响不同

的战略柔性来实现的.

2. 4. 1� 学习能力与战略柔性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探索性地把组织学习能力对战

略柔性的中间影响因素主要界定为知识、技能和

能力.众所周知,组织学习的结果就是组织获得与

组织愿景、价值观和战略相适应的核心知识、技能

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的能力, 这些成果最终

转化为企业配置的资源和运用资源的能力, 即资

源柔性和能力柔性, 而且学习的成果随时间和组

织的发展, 逐渐积累,转化为企业的能力, 难以被

竞争对手模仿.

1)战略柔性的本质是知识、技能与能力. 不

同组织具有不同程度的战略柔性, 而战略柔性的

关键是与组织愿景、价值观和战略相适应的知识、

技能和能力,是以一定方式组合在一起的知识、技

能和能力群,是一种能使组织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以创新为动力源的动态知识、技能和能力系统.学

习型组织通过不断的学习,不断巩固和增强组织

的战略柔性, 不断创新、培育新的能力, 完成竞争

能力的主动性改变,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

2)学习是增强战略柔性的源泉. 组织战略柔

性的关键是知识、技能与能力,而知识与技能的获

取、积累、传播、应用和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都

必须依赖于学习过程.正如 Senge所言,组织之间

的竞争,体现为组织学习能力的竞争,竞争的优势

来自于比竞争对手更快的学习能力. 战略柔性是

由一系列知识、技能和能力群所构成的,技能和知

识群, 又必须通过组织的学习获得. 所以可以认

为, 组织学习是增强战略柔性的源泉,组织的竞争

最终是学习的竞争.

基于资源的观点认为,企业是资源的组合体,

而知识资源、技术资源和生产资源是企业组织结

构主要的依赖资源.基于学习的观点认为,为构建

资源柔性系统,企业需要加强组织学习以获取更

多的市场知识、技术知识和生产组织知识. W iklun

和 Shepherd指出,市场知识和技术知识作为资源

能够提升企业发现并开发机会的能力
[ 27]

. 因此,

学习能力强的企业高层管理团队比较重视和偏向

投资于这些资源柔性以更有效地发现并配置这些

商业机遇.

在不确定、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学习能力强的

企业对现有资源使用效率的关注往往使企业更容

易发现现有创新资源的新用途.这是因为,这些企

业主要是通过对机会的及时识别来完成对同质或

异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重新组合, 从而创造出异

质产出的卓越能力. 由于资源柔性体现为企业资

源适用范围的扩大以及转换资源用途所需时间和

成本的缩小,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习型企

业努力的成果.因此,提出如下假说:

H1� 组织的学习能力有利于企业资源柔性

的提高

一个企业的学习能力的大小就是组织对学习

承诺、分享愿景、开放心智的程度,这种程度越高,

企业从外界吸收的知识就越多, 越能适应甚至预

测环境变化.而对于环境前瞻性的预测及企业未

来发展战略的规划, 则主要依赖于企业高层领导

的战略思维能力. 在动荡环境下, 快速变化的市

场环境加剧了产品和商业模式的更新换代, 而

产品和商业模式生命周期太短使得企业需要不

断地学习,寻找新的机会. 学习能力的增强使得

企业的全体员工和高层管理团队更加容易通过

提升搜寻能力以获取资源的机会, 从而创造先

发优势.

学习能力强的企业就像一个时刻准备着上场

的选手一样,永远处于就绪状态. 动态环境下的不

确定性伴随着大量机会的产生, 如何快速识别市

场机遇并将其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是每一个企

业成功的关键.高学习能力的企业更有可能根据

环境迅速反应,获得快速回报.能力柔性的本质是

企业对机会的识别和把握,以及企业对环境变化

做出反应的时间和成本. 因此,学习能力的增强促

进了企业能力柔性的提升.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2� 组织的学习能力有利于企业能力柔性

的提高

2. 4. 2� 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企业资源柔性的增强是以提高资源的适应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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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来增加企业在环境变化时的选择权, 支持企业

以较小的成本和较短的时间转变经营策略. 企业

不同资源的适用范围与可调整性存在差异, 如专

用性资产的可调整性比较弱,刚性较强,而具有多

种用途的设备可调整性强,柔性较高; 具有技术、

管理等多种能力的综合性人才适应的工作范围比

一般员工要广泛,更具柔性. 资源的适用性可以从

三个方面来衡量:资源的有效使用范围、资源移作

它用所需的时间和发生的费用.柔性制造系统、用

途广泛的技术知识等柔性资源, 不仅具有多种用

途, 而且可以快速、廉价地从一种用途转换到其他

用途.因此企业的资源柔性越高,说明企业资源适

应范围广,资源移作它用所需的时间和发生的费

用少.可以对企业资源柔性对企业绩效关系做出

如下假说:

H3� 资源柔性对企业绩效有着正向的促进

作用

企业能力柔性是指企业在应对环境变化的

过程中, 采用探索性的方式发现新资源并整合、

配置它所拥有的各种资源, 以使资源发挥更大

的价值. 企业在动荡环境中适应环境变化、利用

环境变化及主动制造变化从而把握先机的能力

大小.

它本质上体现为企业对机会的识别和把握,

以及企业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的时间和成本.能

力柔性不仅强调企业在快速多变或不确定环境

中, 整合并配置现有资源以创造企业价值的能力,

更强调企业如何通过发现新资源或现有资源的新

用途、降低创新所需的时间和成本以及进入新的

市场环境等手段,有效地识别并把握商业机遇,进

而成为行业领先者. 因此可以对企业能力柔性与

企业绩效关系做出如下假说:

H4� 能力柔性对企业绩效有着正向的促进

作用

不少学者研究认为,组织学习对绩效的潜在

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 持续的组织学

习, 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了解组织所面临的环境,

提高组织的应变能力, 从而快速地调用和配置组

织的内外部资源,满足市场需求; & 由于企业的产

品或服务是企业各种知识以特定方式组合作为输

入形成的产出,这些大量知识和其特定的组合方

式是企业长期组织学习的结果, 具有路径依赖性

和难以模仿性,从而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

通过组织学习,企业可以较为充分地了解自身的

能力和外部环境的机会, 从而可以在其既有组织

能力和资源的基础上,发掘市场机会,充分地制造

变化来创造先发优势, 实现组织能力和资源的多

种应用.由此本文得到假说:

H5� 组织学习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

作用.

基于以上讨论, 本文构建如图 1所示的理论

模型.

图 1� 理论模型

F ig. 1 Theoreticalm odel

3� 研究过程及结果分析

3. 1� 问卷设计

本次问卷包括两部分内容, 问卷主体和企业

基本情况.在企业基本情况中涉及到了企业所属

行业和类型,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以及职位层级

等信息.在问卷主体部分,主要调查了企业的组织

学习能力的大小、战略柔性的高低、企业所处行业

环境的动荡程度以及企业绩效测度.

在针对组织学习能力的调查中,从共同愿景、

知识传递与整合、开放性与试验以及战略思维能

力四方面设计相应的问题;在针对战略柔性的调

查问题中,对资源柔性的调查涵盖了资源的有效

使用范围、资源移作他用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对

能力柔性的调查主要涉及了企业适应环境变化、

利用环境变化以及主动制造变化改变竞争规则三

方面的能力;对企业所处行业的环境动荡性则通

过技术动荡程度和市场动荡程度来测量, 前者指

技术进步,技术促进企业变化的速度,后者指顾客

需求变化频度以及市场竞争强度; 对企业绩效的

调查,基于 BSC理论框架下, 进行了企业财务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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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顾客满意、内部过程和学习与成长四个角度的

问题设计.

在正式调查之前,问卷题目设计采用了德尔

菲法,寻找了 18位专家和大型企业高管组成专家

组, 其中哈工大管院的从事企业管理研究和实践

的教授、副教授 5名;南京的多所大学教授 8名,

有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1名,河海大学商学院教

授 1名,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3名,东南大学

经管学院教授 2名, 南京邮电大学通信学院从事

企业实践科研的教授 1名;还有担任企业高管的

5名,含中兴通讯、国家电网、航天五院、江苏高新

投资公司、哈锅各一位领导. 这样设计的目的主要

在于对同一个问题看法在南北方管理领域的不同

学者尽可能达成一致, 并通过哈尔滨、北京、南京

三地的企业高管看法, 对所有准备测试的问题一

一进行调查,经过三轮反馈, 最终达成比较一致的

看法.然后选择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校的 EMBA班

的学员 28名进行了预测试,对问卷的题目和语言

陈述进行分析,根据反馈的结果对问卷进行了调

整和完善.所有的题目均符合研究的效度和信度

要求.

3. 2� 数据收集

为了对以上假设模型进行科学合理的实证分

析, 在探测性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采取企业问卷

调研的方式来获得可靠的数据,在正式调查之前,

通过哈尔滨工业大学 EMBA班的部分学员进行

了预测试,因为 EMBA学员绝大多数是企业的高

层管理者, 对他们进行问卷测试,比较有针对性,

然后根据反馈的结果对问卷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其中随机抽取 28名高管, 采取自陈式报告方式,

主要是针对问卷的题目是否符合研究目的进行了

测试,回收率 100%, 问卷有 4个构念 14个题目

组成,以李科特 ( L ikert) 5分值量表为基础, 对各

项指标进行评价,所有题目符合信度和效度检测.

实际测试时候,对其中一些题目语言表达方式进

行微调.所以实际测试的时候,问卷的发放采用了

当场发放和邮件两种办法,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EMBA学员中, 有 200份采用当场发放在校的

EMBA学员, 100份采用通过信件和 Ema il方式在

已毕业的 EMBA学员名发放. EMBA学员绝大多

数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 人数占到 90%以上; 本

次调查共收回问卷 210份,其中有效问卷 168份,

问卷回收率为 70%,有效回收率为 56%.

调查了广州、上海、南京、北京、沈阳、长春、哈

尔滨市的部分企业, 涵盖了制造行业、服务行业、

新兴产业等多个行业. 在这些企业中, 制造业:包

括重工业和轻工业企业.占 53. 5%; 服务业: 既包

括如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传统服务业, 也包括

金融、保险和咨询等现代服务业, 占 20. 5%; 新兴

产业: IT信息通讯技术企业占 11%, 生物医药企

业, 占 10%; 其它占 5%. 企业人员规模在 10 l~

200人占 22. 6%,在 20 l~ 500人占 18. 2%,在 50l

~ 1 000人占 38. 4%,在 1 000人以上占 20�8%.

有效问卷性别分布如下:男性人数 161, 占样本总

数 95. 8%;女性人数 7人,占样本总数 4. 2%.

3.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统计学的相关理论知识, 通过

SPSS和 AMO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根据结构方程

模型的要求,样本量必须是观测指标总数的 10倍

以上,统计分析结果才比较科学, 本次研究问卷中

共涉及到 4个潜在变量, 14个观测指标, 所以样

本量的最小数为 140, 而本次调查有效样本量为

168,符合结构方程模型的要求.

首先用 SPSS分析软件对问卷进行初步的分

析, 从单变量分析到复杂的多变量分析, 通过

SPSS分析验证了数据的效度,结合 SPSS和AMOS

进行了信度检验, 然后又借助于 AMOS ( 4�0)软
件, 利用基于最大似然估计法的结构方程模型对

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模型中的每条路径进行了

分析和验证.

3. 4� 研究过程

3. 4. 1� 效度和信度检验

研究过程中,首先通过 SPSS软件分析检验了

模型中 4个变量的数据有效度和可信性. 本文采

用 Cronbach �系数来检验数据的信度, 一般

C ronbach �系数至少要大于 0. 65,且最好能大于

0. 7;若小于 0. 35则应拒绝. 下表 2列出了本研

究所设计的各分量表的 C ronbach( s A lpha系数,

可见各个值都是大于 0. 7的, 因此信度是符合

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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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量表的 Cronbach( sA lpha系数

Table 2 C ronbach( sA lpha valu e of scales

因子
C ronbach( s

A lpha值
题项数目

量表 C ronb ach( s

A lpha值

组织学习能力 0. 800 4

资源柔性 0. 785 3

能力柔性 0. 993 3

企业绩效 0. 743 4

0. 921

� � 对于效度分析, 首先进行 KMO检验和巴特

利球体检验, 如表 3, KMO = 0. 788 > 0. 7,因子值

的显著性概率为 0. 000, 小于 0. 001, 说明数据适

合做因子分析.

表 3� 样本数据的 KMO检验和巴特利球体检验

T ab le 3 Value of KMO and B artlett( sT est

KMO样本测度 0. 788

巴特利球体检验 Approx. Ch i�Square 404. 497

自由度 d f 91

显著性概率 S ig. 0. 000

� � 一般认为,数据在做效度分析时,因子负载大

于 0. 5被认为是有效的, 当所提出的因子对所研

究变量的整体解释程度达到 30%就认为这些变

量是有效的.从表 4可以看出,本研究所有指标因

子的因子负荷量都大于 0. 656, 这表明各个变量

所选取的因子是有效的.

表 4� 因子负载

Tab le 4 Valu e of factor load

变量 变量所含指标 因子负载

组织学习能力

ZZXX1 0. 717

ZZXX2 0. 746

ZZXX3 0. 820

ZZXX4 0. 873

资源柔性

ZYRX1 0. 661

ZYRX2 0. 963

ZYRX3 0. 964

能力柔性

NLRX1 0. 988

NLRX2 0. 997

NLRX3 0. 995

企业绩效

JX1 0. 692

JX2 0. 656

JX3 0. 773

JX4 0. 871

3. 4. 2� 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本文使用 AMOS4. 0软件对本研究的整体模

型进行了分析检验, 得出了模型的整体分析检验

结果 (见表 5) .

表 5� 模型 1的整体模型拟合优度

Tab le 5 Goodness of fit ofm odel1

拟合优度指标 模型估计 模型解释

总体拟合优度指标

�2 82. 634

Df 72

P 0. 184 大于 0. 05,表明 �2不显著,说明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好

Discrepancy /df 1. 148 介于 1~ 3之间并且远远小于 3,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

GFI 0. 935 超过了 0. 9,说明模型拟合得较好

AGFI 0. 905 超过了 0. 9,说明模型拟合得较好

RMSEA 0. 030 小于 0. 06,表明模型拟合得较好

比较拟合优度指标

IF I 0. 969 接近 1,表明模型拟合度较好

TLI 0. 959 接近 1,表明模型拟合度较好

CFI 0. 968 接近 1,表明模型拟合度较好

简约拟合优度指标

A IC 148. 634 相比较而言,值较小,表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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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3� 假说路径检验

在本文的研究中,共构建了五个研究假说,从路

径验证 (见图 2)结果来看,有三个假说 (见表 6)没有

通过验证,可见, 虽然模型与数据的拟合优度较好,

但是潜在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并不明显.结构方程

模型要求尽可能使得每一对结构之间的路径关系是

最强且最显著的, 因此需要对其 (见图 2)结构方程

模型路径进行修改,进而提出修正理论模型.

图 2� 结构方程模型

F ig. 2 S tructu ral equ at ion m odel

表 6� 假说检验

Tab le 6 Resu lts of hypothesis test ing

假说 路径说明 路径系数 P值 结论

H 1 资源柔性�组织学习能力 0. 846 0. 000 得到支持

H 2 能力柔性�组织学习能力 0. 745 0. 000 得到支持

H 3 企业绩效�资源柔性 0. 001 0. 975 没有得到支持

H 4 企业绩效�能力柔性 0. 451 0. 980 没有得到支持

H 5 企业绩效�组织学习能力 0. 321 0. 134 没有得到支持

3. 4. 4� 模型修正

在上一节的路径检验中,可以看出,组织学习

能力对资源柔性和能力柔性的影响关系非常显

著, 路径系数值很高,而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作

用并没有得到验证,因此,本文尝试对理论模型进

行修正,删除假说 H 5,即组织学习能力对企业绩

效的直接影响路径假说, 以期能够得出更理想的

结果.修正后的理论模型见图 3所示.
图 3� 修正的理论模型

Fig. 3� M od if ied theoret icalm od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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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各适配度指标值 (表 7)来看,与初始的理

论模型相比,修正后的模型与数据能够拟合优度

更好.

表 7� 初始理论模型与修正模型的整体适配度指标比较

T ab le 7 Goodn ess of f its com parison betw een original andm od ified theoret icalm od el

指标 D iscrepan cy /d f RMR GFI AGFI IFI CFI RMSEA

初始模型 1. 148 0. 029 0. 935 0. 905 0. 969 0. 968 0. 030

修正模型 1. 132 0. 029 0. 935 0. 907 0. 972 0. 971 0. 028

� � 除拟合优度外, 本文还比较了修正后的模型

对企业绩效变量的解释程度.结构方程分析的结

果显示,修正后的模型可以解释企业绩效变量方

差的 53. 6%,相比较初始模型有较大提高.

从假说路径检验来看, 修正后的模型潜在变

量之间影响关系的显著性也更为明显, 因此,本文

将修正后的模型作为最终的理论模型.

3. 5� 结果分析

3. 5. 1� 模型结果说明

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一系列分析研究过

程, 确定本研究的最终结构方程模型 (见图 4) .图

中显示了最终确定的结构方程模型中各个观察变

量对潜在变量的因子负载、各个潜在变量之间的

路径系数、各误差项的方差、各干扰变量的方差以

及外因潜在变量的方差.

图 4� 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

Fig. 4M odif ied stru ctura l equationm od el

� � 本文研究调查了一个外因潜在变量, 即组织

学习能力;两个内因潜在中介变量,即资源柔性和

战略柔性; 一个内因潜在结果变量, 即企业绩效.

根据前面的理论假说, 反映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共

有 4条假说路径, 每一条因果路径的评价都是在

统计显著性基础上用标准回归系数来估计因果关

系的强度,标准回归系数范围在 - 1和 + 1之间.

本研究收集的数据能够支持大多数的路径假说,

但也有个别路径假说不成立.在表 6中总结了模

型中各个变量之间的路径假说情况.

3. 5. 2� 最终模型假说路径检验

在本文的研究中,根据修正后的模型共构建了

四个研究假说,从路径验证结果来看,有一个假说没

有通过验证,其余的三个假说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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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假说验证情况

Tab le 8 Resu lts of hypothesis test ing

假说 路径说明 路径系数 P值 结论

H 1 资源柔性�组织学习能力 0. 805 0. 000 得到支持

H 2 能力柔性�组织学习能力 0. 746 0. 000 得到支持

H 3 企业绩效�资源柔性 0. 002 0. 975 没有得到支持

H 4 企业绩效�能力柔性 0. 878 0. 000 得到支持

� � � � � � 注:所有的显著性水平都在 0. 05以下.

� � 由表 8表明, 各潜在变量之间的主要影响情

况如下:

( 1) 对于内因潜在中介变量的资源柔性来说,

组织学习能力对资源柔性的作用 ( r = 0. 805), 该条

路径成立,组织学习能力对资源柔性影响显著.

( 2) 对于内因潜在中介变量能力柔性来说,

组织学习能力对能力柔性的作用 ( r = 0. 746),该

条路径成立,组织学习能力对能力柔性影响显著.

( 3) 对于内因潜在结果变量企业绩效来说,

资源柔性对企业绩效的作用 ( r = 0. 002),该条路

径并不成立,所以资源柔性的企业绩效的影响作

用并不明显.

( 4) 对于内因潜在结果变量企业绩效来说,

能力柔性对企业绩效的作用 ( r = 0. 878),该条路

径成立, 所以能力柔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

显著.

通过假说验证分析,辅助各变量 R
2
值的分析

(见表 9) ,企业绩效的 53. 6%被战略柔性的影响

作用所解释,又由于资源柔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作用不显著,所以以上被解释的企业绩效很大程

度上源于能力柔性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确实存在

组织学习能力对战略柔性的影响作用, 以及不同

类型的战略柔性 (资源柔性和能力柔性 ) 对企业

绩效影响的差异.
表 9� 复相关平方值

Tab le 9� Squ ared valu e mu lt iple correlat ion

复相关平方值 (R 2 ) 估计值 ( E st im ate) 复相关平方值 (R 2 ) 估计值 ( E st im ate)

F2 0. 234 ZYRX3 0. 076

F3 0. 958 NLRX1 0. 193

F4 0. 536 NLRX2 0. 066

XX1 0. 358 NLRX3 0. 109

XX2 0. 134 JX1 0. 320

XX3 0. 300 JX2 0. 360

XX4 0. 408 JX3 0. 377

ZYRX1 0. 801 JX4 0. 595

ZYRX2 0. 008

� � � � � 注: 1) F1 = 组织学习能力; F2 = 资源柔性; F3 = 能力柔性; F4 = 企业绩效.

2) XX1 = 共同愿景; XX2 = 知识传递与整合; XX3 = 开放性与试验; XX4 = 战略思维能力; ZYRX1 = 移作他用的成本;

ZYRX2 = 移作他用的时间; ZYRX3= 有效适用范围; NLRX1 = 适应变化的能力; NLRX2= 利用变化的能力; NLRX3 =

制造变化的能力; JX1 = 财务绩效; JX2 = 顾客满意; JX3 = 内部过程; JX4 = 学习与成长.

4� 结束语

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组织学习能

力的强弱对任何类型的战略柔性都会有显著的影

响作用,学习能力越强, 企业的柔性也会越高,但

是不同类型的战略柔性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

却相差很大,实证结果得出, 能力柔性对企业绩效

的影响程度很大, 资源柔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

显著.

( 1)组织学习能力对资源柔性影响作用讨论

由于资源柔性体现为企业资源适用范围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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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以及转换资源用途所需时间和成本的缩小,所

以组织学习能力对提高资源柔性有影响作用.而

企业良好的学习能力是在良好的组织学习文化的

基础之上, 通过个体 # # # 团队 # # # 组织不同层次

的学习来实现.企业学习不断积累企业的知识资

源、技术资源和生产资源等, 这些资源正是企业赖

以生存的基础,这些方面的资源越积累越丰富,使

得管理者及员工的思维能力越来越强, 也使得一

线员工的技能越熟练或者使得员工变成多面手,

体现人力资源越来越具有柔性; 在动态不确定环

境中的企业,市场知识和技术知识作为资源能够

提升企业发现机会和创新产品的能力, 体现知识

资源越来越具有柔性; 知识的积累及员工能力提

升使得企业有能力对资源进行相应的柔性化配

置, 体现生产资源越来越具有柔性;一些学习能力

强的企业比较重视投资于柔性较高的资源, 以更

有效地利用商业机遇;加强组织学习能力,企业必

定会关注目前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 更容易发现

资源的新用途,从而创造出更高的能力.

作为组织学习能力中的首要测度指标,共同

愿景代表着企业全体员工对组织目标的认知和理

解程度,员工对组织愿景的理解和体会就像一个

人对自身理想与抱负的执着追求一样, 员工会朝

着这个目标一起努力, 所以共同愿景是培养良好

的组织学习文化的基础; 知识传递与整合则将知

识在不同的学习主体之间转移和整合, 将学习知

识和学习层次融合,知识在个体 # # # 团队 # # # 组

织不同层次之间的传递加速促进了新知识的产

生, 也培养了组织的团队学习和团队协作学习知

识和利用知识的能力; 开放性与试验体现了组织

与外部环境的沟通和融合以及企业内部鼓励自

由、创新的氛围的程度, 在这方面做得好的企业加

速了组织与外界信息交流的速度和频度, 企业能

够快速感知外界环境的变化,良好的工作氛围也

极大地激发了成员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积极

性, 为企业内部的协作与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战略思维能力涉及到企业的战略规划及特定时期

的战略转换,是企业高层管理者及时洞察环境变

化, 做出前瞻性的预测和规划,制定企业的发展方

向和确定其经营业务.

总之,企业学习能力的增强,使得企业保持足

够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来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源范

围, 建立不确定、复杂环境下的战略资源配置,从

而增强战略柔性.

( 2)组织学习能力对能力柔性影响作用讨论

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越强, 说明企业从外界

吸收的知识就越多,越能适应甚至预测环境变化.

而能力柔性强调企业在动态的不确定环境中, 配

置现有资源以创造企业价值的能力, 以及企业如

何通过发现新资源或现有资源的新用途、降低所

需的时间和成本, , 有效地识别并把握商业机遇,

进而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实质上能力柔性是企业

运用所学知识迅速识别市场机遇, 采取一系列的

资源获取、资源配置的过程, 并将其转化为企业的

竞争能力.

企业只有不断的学习, 才能够不断地增强战

略柔性,才能够不断地培育动态竞争能力,才能对

动态的、不确定的环境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才能

够不断地增强对战略目标的控制能力. 学习能力

的增强使得企业更加容易通过提升柔性能力以获

取资源的机会,从而创造机会和价值.

本文主要关注在动态竞争环境中, 面对不确

定的环境,企业如何通过提升组织学习能力,从而

提高企业的战略柔性.从调查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一方面目前中国企业处于高度动荡不确定的环境

中,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经营也有其特殊性.研究

得出的结论认为,企业要想提高其战略柔性,必须

加强组织的学习能力,即加强共同愿景、知识传递

与整合、开放性与试验、战略思维能力学习和培

养. 在本文的研究中得出组织学习能力对能力柔

性的路径系数达到了 0. 73的水平, 说明影响作用

大, 这一结论符合企业实际情况.

( 3)组织学习能力对能力柔性、资源柔性的

影响力不同

虽然组织学习能力对资源柔性影响作用的路

径系数达到了 0. 855, 对能力柔性影响作用的路

径系数为 0. 728, 但通过对不同类型战略柔性 R
2

值的分析,资源柔性的 20. 3%的方差被学习能力

所解释, 能力柔性的方差解释的比例达到了

94�1%.这说明虽然组织学习能力对资源柔性的

确存在显著的影响, 但还有其他的更为重要和直

接的影响因素或者存在弱化基于组织学习能力带

来资源柔性优势的其他原因,比如说同类企业可

以很容易的模仿本企业的柔性资源配置等,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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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提高资源柔性, 增强组织学习能力未必是最

有效的途径;但对于能力柔性则不一样,能力柔性

远远比资源柔性更富有灵活性和不可模仿性,能

力柔性更多地体现为企业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经营

方式,体现在企业适应环境变化、利用环境变化、

制造环境变化,培养企业的适应能力,培养企业的

竞争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来源

于组织学习.

( 4)资源柔性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解释

关于资源柔性和绩效关系的研究结果似乎与

其他学者分析的结论不同.一般的观点认为,企业

的柔性生产系统就属于资源柔性, 资源柔性越强,

说明生产系统的柔性越强,企业越容易根据不同

客户的需求及时地调整生产内容, 所以肯定会对

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学者们关于资源柔性

对创新绩效影响作用的研究也曾得出一些悖论,

提出了一些探讨性的解释,资源柔性也会对企业

获取创新收益产生不利的影响.

首先,从资源的路径依赖的角度来解释, �柔

性程度较高的资源对企业来说是一种重要的财

富, 意味着在该领域企业资源的投资成本越高,企

业不能够轻易的调整其经营领域, 以免损害现有

资源的核心价值, 从而影响组织面对环境变化及

时调整战略; & 较高的资源柔性往往让管理层形
成一种心理上的优势, 认为自身比竞争者更具有

核心资源,从意识上消弱对环境变化的关注度,较

少关心市场状况变化及竞争者的行动等方面,使

得企业逐渐落后.

其次,从组织刚性的角度来理解,较高的资源

柔性伴随着高成本的资本投入, 不仅仅是柔性资

源的投入,更是对这些柔性资本实施操作管理的

人力资本的投入,随着环境的变化,企业必须将创

新与能力相结合, 但较单一的人力资本往往不能

够充分地主动从外界学习新的知识, 阻碍企业的

创新和发展.

( 5)能力柔性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解释

能力柔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最终体现在

各个绩效指标上, 但能力柔性的影响过程却是多

层次的,能力柔性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大体上

是从对企业生存至关重要的终端产品与细分市场

层、价值链配置层面、战略资源和核心能力层面.

每个层面的能力柔性的表现形式不同, 但越接近

市场的层面的灵活性越强,深层次的能力柔性为

表层的能力柔性提供支撑.在各层面的能力柔性

培养上,

在终端市场层面上,强大的柔性需求使得柔

性在这一层面上显得极其重要, 企业应该在市场

营销中的 4P、4C及创新等方面多下功夫, 而这些

活动直接受制于营销团队、研发团队等的能力高

低的制约,考验组织洞察市场的敏锐度,以及及时

调整策略和执行的能力. 具体体现在人、财、物资

源的配置,这一层面与企业绩效有这最为直接的

联系;在价值链配备层面,应该达到一定范围内成

本控制与适应环境相协调,最终实现价值链前向、

后向之间的一致, 以及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多重

连接,从而增强价值链柔性, 在渠道上实现竞争优

势; 在战略资源配备与核心能力层面,组织应该根

据动态环境和长远的战略规划, 在资本与核心能

力积蓄方面进行投资, 以便对前两个层面的活动

提供支持.

( 6)资源柔性对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的解释

对本次实证研究结论, 结合目前的中国企业

现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解释:

�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的资源柔性不高.高

的资源柔性指资源的有效使用范围比较广、低的

资源转换成本和较短的资源转换时间. 中国企业

资金比较有限的情况下, 绝大多数企业选择了低

资源柔性经营,创造低成本优势. 虽然会有一些有

实力的企业拥有柔性比较高的资源, 但在众多的

调查企业中不具有代表性.

&目前中国市场上消费者的议价能力比较

强, 对必需品需求较大, 而且大多数消费者对价格

敏感,导致了单一的低成本经营的企业有比较大

的生存空间,因此决定企业生存的不是资源柔性.

∋目前中国企业资源同质化很严重,在这种

情况下,不同企业之间的资源柔性的效能是相同

的, 唯一能凸显出企业绩效的推动因素只有能力

柔性,因为在不同企业的资源相同的前提下,只有

靠企业经营者合理配置资源,以应对环境变化,从

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目前中国企业没有很好发挥资源柔性作
用. 有些企业虽然具备柔性较高的资源,但在具体

的应用过程中,却总是被各种各样的问题所阻碍,

以致不能很好的发挥柔性的作用. 这里有一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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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服力的例子, 大多数中国企业引进 ERP, 但

真正能应用成功的企业却为数不多, 以致造成了

资源的浪费.而且一些企业不能及时的发现已有

资源的新用途,也不能及时识别到环境变化而调

整资源配置,使得具有柔性的资源反映不出柔性

的作用.

( 7)组织学习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不显著

虽然有学者研究指出组织学习对企业绩效作

用明显,而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组织学习对企业

绩效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但是组织学习会通过

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产生间接影响作用. 对于研

究结果,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解释:

�目前,企业对绩效的衡量大多是通过一些

量化的数据指标, 而组织学习能力属于企业的软

竞争力,很难以数据的形式在企业绩效中直接体

现出来.但组织学习能力有助于加强企业有效组

合和配置资源,也能够使企业对环境变化做出更

准确的预测和判断, 从而在组织上做出相应的调

整, 即对资源柔性和能力柔性这两方面产生影响,

这些在提高企业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经营

风险,从某种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的绩效,因此,组

织学习能力通过战略柔性对绩效产生间接作用.

事实上,我们所得到的结论和国外一些学者实证

的结论是一致的, 作为中介变量的效应超过组织

学习对企业绩效的直接效应
[ 41]

.这也说明了一个

问题,组织学习作为直接变量对企业绩效的作用

是有限的,必须通过其他的中介和调节因素才能

对企业绩效产生实质的作用.

&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很多, 组织学习只是

其中的一个,必定还存在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本

文只是从组织学习的角度,结合战略柔性来研究

两者对绩效的作用, 试图从独特的视角深入分析

组织学习能力是如何通过战略柔性影响企业绩

效的.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目前中国企业处于特

殊时期,外界环境高度动荡, 中国企业的经营也有

其特殊性.研究结果得出,企业要想取得好的经营

绩效,必须加强能力柔性的提升.理论上来说企业

资源柔性的提高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作用, 但在现

阶段中国企业来看, 高的资源柔性未必会有好的

效果,也不是任何企业都适合配置柔性较高的资

源, 企业应该根据其自身所处行业特征及所处行

业地位,量力而行, 不可盲目配置高柔性的资源,

否则将会陷入高资源柔性陷阱.

未得到验证的理论假说说明我国企业在资源

柔性方面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测度及管理机制,

这是我国企业今后应该有所突破的管理问题,研

究结论的其他方面则很好的验证了理论知识,研

究结论为企业今后提升经营绩效提供了非常有用

的理论指导.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得局限性.

( 1)本研究采取了多行业的样本数据, 属于

普适性的研究,以方便抽样的方式为主,所得出的

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应组织学习、战略柔性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 但调查企业没有进行行

业选择,由于每个行业的属性不同,各行业之间具

有一定的差异,以后的研究应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行业来进行,对不同行业的指导作用将更为明确.

( 2)本研究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 没有进行

纵向数据的收集,这可能导致企业的阶段性行为,

不能完全说明组织学习、战略柔性和企业绩效之

间的一种传递关系.

( 3)本研究没有研究战略柔性作为一个调节

变量的因素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 这有可能对

战略柔性作为中介变量的结论产生较大的影响.

( 4)本研究的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哈工大管

理学院的 EMBA学员,可能存在近因效应等心理

因素,这有可能对结论带来一些偏差.

鉴于本文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可以在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改进研究:

( 1)拓展不同行业的相关研究, 丰富理论研

究的同时,为不同行业提升企业绩效的实践提供

指导.

( 2)通过大样本的数据来进行研究, 不仅仅

局限于 EMBA学员,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偶然因素

的影响,使结果更准确一些.

( 3)未来研究过程可以采取横截面和纵向研

究结合方式收集数据, 对企业绩效的分析必然会

比较准确,从而避免了一些偶然因素对企业绩效

造成的影响.

( 4)未来研究和设计问卷时候, 可以考虑组

织学习和战略柔性, 战略柔性和企业绩效之间是

否存在调节变量? 战略柔性作为组织学习和企业

绩效的调节变量,对结论可能会产生较大变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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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设计多个替代性竞争模型, 研究哪个模型更 适合国内的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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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strategic flexibility on enterprise

perform ance: An empirical study

WANG T ie�nan1, CHEN Tao
1, 2
, JIA Rong�x ia1

1. Schoo l ofM anagemen,t H arb in Inst itute o fT 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2. Schoo l of Business, N anjing Norma lUn iversity, N anjing 210046, Ch 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uts forw ard amodel among organ izat iona l learn ing ab ility, strateg ic flex ibility and en�
terprise perfo rmances through the rev iew of re levant docum entat ions. By using SPSS softw are and structura l e�
quation mode l to do sample ana lysis w ith mu lti�industry samp le data, the influence o f organizational learn ing

capability on d ifferent types o f strateg ic flex ibility ( resource flex ib ility and capability flex ibility) and the inf lu�
ence of resource flex ib ility and capab ility flex ibility on enterprise perform ance are tested. Through hypo thesis

test ing and the analysis of aux iliary variable R
2
va lue, w e find 53. 6 percent of enterprise flex ib ility is inf lu�

enced by strategic flex ib ility. And because the in fluence of resource flex ib ility on enterprise perform ance is not

sign ificant, the enterprise perform ance is affected by capab ility flex ib ility to a large exten.t Our research show s

tha t organ izat iona l learn ing capab ility indeed has influences on strategic flex ib ility and d ifferent types o f strate�
g ic flex ib ility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s prov ides a theoret ica l basis and an effec�
tive approach for en terprises to improve performance.

Key words: organ iza tiona l learn ing ab ility; resource flex ibility; capability flex ibility; en terprise perform 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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