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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了网络组织中企业竞争优势的本源：核心知识与能力及其协同互补．在此基础上建 

立了企业结网合作的能力依赖模型，通过模型推演了企业核心知识与能力增长的异质性及 目 

标网络能力互补协同系数如何影响企业结网合作的策略选择．从中得到两点启示：①内部继承 

积累和组织间学习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具有结网合作的迫切感，倾向于通过加快结网合作获取 

其他成员的知识；强调自我创新的企业更愿意通过企业自身的创新活动积累核心知识与能力． 

②网络组织中企业面临的学习与自主创新的矛盾将使具有弹性特点的网络组织在动态中 

演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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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企业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与供应 

商、顾客和竞争对手等外部组织之间的关系不断 

增强，并直接影响企业竞争方式的变化与企业竞 

争优势的获得．从网络视角看，企业处于一个与外 

部相关组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网络组织环境 

中．企业与供应商、顾客和竞争对手等外部组织的 

关系从单一的二元关系发展成为各组织间的相互 

依存和相互关联的网络关系_1 J，并且这种网络关 

系将十分有助于企业获得网络组织系统内的信 

息、资源、市场和技术 ，通过组织学习、规模经济和 

范围经济来获得优势，实现诸如价值活动的外包、 

风险共享及组织功能等的企业战略目标_1 J，从而 

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罗仲伟通过结构、过程 

和目的等要素对网络组织给予了详细的定义 2． 

已有的研究表明，企业网络组织的经济动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_3 J：①能在单个企业规模不大的 

条件下获得规模经济．②专业化分工使生产效率 

更高．③有利于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④能有效地 

扩展市场等．然而从组织的最终形成来看，基于竞 

争的个体动机达成群体的合作行为，必然存在某 

种转换机制或内在的策略选择．较早的博弈论无 

名氏定理指出，重复博弈加足够的耐心可以促成 

合作的结果．定量的研究则以结网合作的直接或 

间接收益与成本的权衡揭示了网络的形成及其稳 

定的均衡条件．文献[4]通过将不确定性设为策略 

选择的重要参数，开创性地证明了竞争是结网合 

作的前提和促进因素．超强竞争的市场成为企业 

由对抗转向合作的助推器． 

本文试图从企业核心知识与能力的内生增长 

机理人手，探讨网络组织环境中能力互补导致的 

企业优势外生．以此两点为基础，借鉴文献[5，6] 

的数学方法，将实物期权作为一种决策准则和动 

态学习机制引入企业结网合作的决策过程中，构 

建企业结网合作策略选择的能力依赖模型，推导 

企业核心知识与能力增长的异质性对其结网合作 

行为的影响，最后网络组织中企业面临的学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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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的矛盾将使具有弹性特点的网络组织在 

动态中演进． 

1 网络中企业竞争优势本源探析 

1．1 内生性优势：核心知识与能力及其增长 

与假设截然相反，完全竞争模型在现实市场 

中几乎难现其踪．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实企业 

是动态异质的，它表现为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积 

累的核心知识与能力的差异_6 J．这使得客户对于 

以其为载体的最终产品和服务形成非同质认识， 

由此产生了企业间基于核心知识与能力的相对竞 

争优势． 

长期以来，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市场结构，企 

业行为和市场绩效)分析范式占据了企业竞争优势 

的主导地位．这种强调优势外生的竞争理论忽视了 
— 个基本命题：从长期来看，是市场结构决定企业 

行为还是企业行为决定市场结构．产业内部比产业 

之间企业长期利润率的分散度要大得多的实证结 

果对此提出了挑战_7 J，Rumelt由此指出，企业超额 

利润的来源最主要的不是外在市场结构，而是企业 

内部资源禀赋的差异．从20世纪 80年代后期开 

始，以普拉哈拉德(Pmhalad)，哈默(Hame1)和提斯 

(Teece)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基于核心知识 

与能力的竞争优势理论，将研究的视角从企业外部 

的产业结构向企业内部的能力切换_8 J． 

作为竞争优势的本源，企业的核心知识与能 

力是非竞争性的，难以通过要素市场公开获得，且 

难以模仿和替代_9_9．这决定了企业核心知识与能 

力必然是内生的，并且通过一个累积的过程而建 

立，过程本身亦是不可复制的．Prahalad指出，企业 

核心知识与能力是企业内部集体学习的结果，通 

过企业内部组织成员共同作用和相互渗透而形 

成[10]．杨瑞龙强调了核心知识与能力积累过程中 

的路径依赖特征．在此约束下，企业所需的专用性 

知识与能力的路径依赖特征是紧缩的．此时，企业 

只能在一个狭窄的空间范围内从事生产和经营活 

动，模仿行为受到很大限制．换言之，专用性的核 

心知识与能力必须通过创新活动实现．鉴于模仿 

行为所面临的成本限制，创新活动对新进入企业 

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强调_7 J． 

根据核心知识与能力积累的上述特点，可以 

得到网络组织中企业核心知识与能力的两个结 

论．1)核心知识与能力是一个总量累积的路径依 

赖过程，通过企业的持续学习和不断创新而实现， 

网络组织内部企业的资源共享机制及学习沟通将 

加速这个过程．网络组织中企业核心知识与能力 

的路径依赖特征包含了企业结网合作的历史演进 

脉络．以往的网络经验将影响企业当前结网策略 

及能力的增长．Ranjay Gulati实证结果显示，具有 

丰富的网络经验的企业将更倾向于加入一个新的 

网络组织 ．2)核心知识与能力的积累是一个相 

对随机的过程，网络组织中的企业亦不能更改这 
一 点．首先，核心知识与能力是不断更新的，较快 

的更新和折旧可能减弱拥有不同知识和能力水平 

的企业之间的非对称程度，导致领先企业优势的 

非恒久性．更重要的是，核心知识与能力获取的一 

个主要通道——创新活动是高度不确定的，创新 

的不确定性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技术不 

确定性，②社会不确定性，③商务不确定性．由此 

导致创新活动的失败与成功几乎是同等随机 

的【12]．随机性首先体现在创新本身的技术、管理 

特征上．其次，企业的创新竞赛赋予了创新更为苛 

求的限制，即使达成预设目标，但只要比竞争对手 

慢半拍，最终结果还是失败了．这是群体创新产生 

的成功随机性．就网络组织而言，企业创新活动存 

在着事前，事中通过组织其他成员向外扩散的不 

确定性．扩散的最直接威胁来自于其对竞争对手 

创新活动的潜在加速可能，这种可能性增加了企 

业创新成功的随机性．图 1的虚线部分反映了企 

业内生性竞争优势的本源——核心知识与能力的 

积累增长机制及其特点． 

1．2 外生性优势：核心知识与能力互补及其协同 

在梅森(E．S．Masson)和贝恩(J．S．Bain)看 

来，市场结构的不完全性是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 

主要原因．SCP分析范式和迈克尔·波特的五种作 

用力模型都强调了企业竞争优势外生性，即在既 

定的资源与能力的条件下，企业的定位战略可以 

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且具决定作用_l ． 

不同于先期的竞争优势外生性观点，本文的 

分析框架限定在网络组织内部，而非整个产业．如 

果将一个特定的网络组织看成一个系统，其中的 

企业就是局部．组成系统的局部可以实现的功能 

有望大于单个局部是系统论的基本结论．企业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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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优势的外生性就是基于这一理论加以提出的． 

在企业既定的核心知识与能力前提下，以互补或 

协同为原则组建的网络组织可以提高企业的现有 

竞争优势，这就是企业的竞争优势外生性．如图 1 

所示，企业竞争优势形成存在两条通道，即通过内 

部继承积累、组织间学习，自我创新形成的核心知 

识与能力的内生通道以及企业间核心知识与能力 

互补协同形成的外生性通道．后者即竞争优势的 

外生性．具体而言，核心知识与能力的互补协同主 

要反映在以下三个层面(见图1的虚线框外部分 

所示)．首先是战略层，在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 

中，低成本、差异化和集聚战略是三大基本战略， 

不同战略所赖以支撑的核心知识与能力并不相 

同．就单个企业而言，很难在差异化的同时保持低 

成本．然而在网络组织中，不同企业间互补协同的 

核心知识与能力可以支撑网络组织的整体战略融 

合，实现服务成本、产业关联成本和信息成本等企 

业各种活动层面上的交易成本的全面降低，并形 

成涵盖产品、服务、解决方案、产业甚至区域更高 

空间的各层面上的差异化优势．以香港利丰公司 

为核心的网络组织正是利用中国内地成员企业的 

低成本战略和香港、日本成员企业的差异化战略 

从而实现了低价客户化定制．其次是资源层面．对 

于企业而言，无论是物质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 

源亦或是无形资源如品牌、关系等等．企业并不具 

备获取所有最佳资源的能力，但企业往往在某项 

资源的获取、配置方面具有核心知识与能力．以协 

同互补为基础形成的网络组织有可能获取所需的 

各项最佳资源，并实现优化配制．而其中的企业通 

过资源分享体系拥有单个企业无法企及的资源使 

用范围．最后，也是企业外部性竞争优势的显性表 

达，即网络组织中企业在价值链各个环节间的互 

补协同所形成的一体化优势．通常，企业的竞争优 

势来自于价值链某个环节的独特知识和能力，同 

时，企业在其他环节上的非效率影响了企业的整 

体竞争力．网络组织中企业在价值链层面的互补 

使得整条价值链的效率大大提高． 

关于互补与协同的具体细节，文献[15，16]对 

此做了详细的研究．闰焕利认为，从商务角度来 

看，协同互补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4J：①信 

息协同，② 产品生产协同，③产品设计协同，④采 

购协同，⑤预测协同．而要实现这五个方面的协同 

互补，必须在网络组织中树立系统观念，建立新型 

的成员关系和共同的目标．李忱 ，李颖明从价值 

链的角度分析企业间的协同互补，认为每一价值 

活动都可进行资源的整合，使成本降低【15j．具体 

而言，企业基础设施的共享利用，共有客户及销售 

队伍共享，原材料联合采购、企业后勤部门的共享 

等有形的协同都能使企业各部门各业务单元协同 
一 致、降低成本，从而形成竞争优势．与此同时，无 

形的协同使成本优势战略更难以模仿，如企业文 

化协同，技术上的协同等． 

图 1 网络组织中企业竞争优势的本源——核心知识与能力及其互补协同 

ng．1~ tive advm~ 0f enteagfisein a netwonk z毗i∞：Core kr wled铲mad canpetn~ andtheir c0l柚pl即 6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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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网络组织的组建和企业的结网合作策 

略选择是能力依赖的．相对于得益、成本的表层现 

象，构建网络组织中企业竞争优势的本源——核 

心知识与能力决定了企业的结网合作行为．具体 

的目标网络筛选、时点选择等取决于核心知识与 

能力的增长特性及其互补可能．在能力与资源层 

面上，能力高于资源，而不是资源学派所理解的核 

心能力是作为资源的一部分存在．原因是明显的， 

纯资源体不具备优化的动力，无法实现资源配置 

功能．一个网络组织是否有效，并不取决于其拥有 

多少资源，而是具备何种能力，将多少资源转换成 

了得益 ．资源本身并不必然成为得益． 

2 结网合作的能力依赖模型及其动 

态演进 

2．1 模型构建 

基本假设 

在企业的竞争行为中，结网合作被普遍采用． 

鉴于结网合作具有潜在的外生性优势，同时又面 

临着成本约束(这里的成本指结网合作所产生的 

成本，主要包括结网前期产生的成本和结网后的 

磨合成本)，企业需要作出策略选择．尽管选择的 

最终依据来自于企业的核心知识与能力，考虑表 

达计量的可比较性，仍然通过一定的函数将核心 

知识与能力转换为企业的得益． 

假设 1 企业的核心知识与能力服从非对称 

几何布朗运动扩散过程．具体由以下伊藤随机微 

分方程定义② 

dX(t)= (t)dt+aX(t)dW(t) 

x(o)：= (1) 

其中， 是漂移率， 为扩散系数，W(t)是带白噪 

声的布朗运动随机过程． 

前述分析表明(如图 1所示)，企业的核心知 

识与能力是通过组织的集体学习和成员间交流沟 

通逐步累积的， 表征了累积的强度；同时企业的 

创新活动尤其在考虑创新的相对性时，具有明显 

的布朗运动随机特征， 反映了企业的创新强度 

或依赖系数．因此企业的核心知识与能力通过吸 

② 此处参考了文献[2]对技术能力的数学处理方法 

收性学习按漂移率 自然增长的同时，还受到创 

新活动的随机扰动．这里隐含了前提假定，相对于 

创新行为带来的高不确定性，其他不确定性被 

忽略． 

假设 2 网络组织中企业的核心知识与能力 

的互补性协同并非是突变的，而是一个磨合的过 

程，时间的长短 服从参数为 的指数分布， 表 

示市场竞争的强度．外部环境的高竞争性将加速 

磨合的平均时间÷．在 之前，企业仍然只能得到 

得益 丌1( )(见假设 3)，在 之后，企业形成外生 

性竞争优势，获取得益 丌 ( )(见假设3)． 

假设 3 在不考虑成本约束的情况下，企业 

结网之前的得益为丌1( )=√X—b(b>0)，结 

网之后的得益为 丌2( )=(a+1)~／X—b(a> 

0)．△丌(X)=丌2( )一丌l( )=口√ 源于企业结 

网合作的能力互补所产生的外生性优势．a表征 

了互补或协同程度；b隐含了企业获取得益的能 

力阈值，即当企业的核心知识与能力小于某一阈 

值时，企业是无法获得任何收益的．考虑到实际的 

成本约束时，假定企业的结网成本为 Cl，发生在 

结网初期，磨合成本为C ，为 期的折算值． 

在上述3个假设下，企业结网合作的期望净 

现值可以表示为 
r 

( )= I e-rS丌l( (s))ds—cl+ 

I e 丌2( (s))ds—C2e (2) 

V( )反映了企业在当前采取结网行动可获 

得的远期收益的贴现值，并对初始状态为 的状 

态变量求集平均．r为无风险利率．考虑到假设 2 

所假定的磨合时间为一随机变量，求取期望如下： 

V(x， )= I e I e-rS丌l(X(s))dsdT+ 

I e-XT(I e一丌2( (s))ds— 

c e 1d —cl 

根据二重积分的性质并交换积分次序积分得 

( ， )= I e一 丌2( (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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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I e-(” ) Aa-( (s))ds— 
J 0 

C1 一 (3) 一———— j， 

以下的结论是显然的 
r∞  

lim v(x， )=EI e-rS7rl( (s))ds—C1一C2 
 ̂ U 

r∞ 

lira v(x， )=EI e- ( ( ))d —cI—c2 

即当竞争强度为0时，即使组成网络组织，企 

业之间也没有任何动力达到磨合后的互补状态， 

企业无法获取外生性竞争优势导致的得益增加 

Aa-( (s))；相反，当竞争强度无穷大时，企业的 

合作动力如此之大，以至于磨合时间为0，从而使 

企业在结网的刹那就获取了外生性竞争优势所产 

生的得益 7r2( (s))． 

现在得到了企业在当前时刻(r=0)加人网 

络组织的期望收益贴现．实际的情况是，企业在等 

待某一时点 r，在该时点 r，企业建立的核心知识 

与能力 (r)将使其期望贴现达到某一上确界， 

规范的数学表达如式(4)所示． 

0( ， )=SupE [e-rrv( (r)， )] (4) 

2．2 核心知识与能力增长的异质性影响企业结 

网合作的策略选择 

借鉴文献[16]的分析，因为 

( ， )=SupE e一 (v(x(-A， )] 

r ( ， ) r=0 

眦㈤ ]r>0 
(5) 

其中： ( )= ， 

= 吉一 +√( 一 ) + aT． 
设 Vo( ， )在 (r)= (／l， )处达到上 

确界，具体值由下式确定(详细过程见附录A)： 

= [ × 暑 ×(6⋯+ )] 
【r( ( ， ))=inf{f≥0： (f)甓(0， ( ， ))} 

( ， )，r( ( ， ))是企业结网合作策略 

选择的能力阈值和加人时点．显然，如果x(o)= > 

( ， )，即当前 能力达 到能力 阈值，则 

z-( ( ， ))=0，立即加人网络组织是企业的占 

优战略． 

x(o)= < ( ， )，则企业需要静候时 

机，视核心知识与能力增长是否达到阈值而定． 

考察能力阈值与结网成本、磨合成本和 a值 

及 ， 的关系，可以证明(详细过程见附录 B)： 

<0， > 0， <0 
∞  oa 

>0， >0 (7) 
ac1 0C2 

据此，企业的核心知识与能力的增长特性对 

企业结网合作策略产生如下影响．① 随着企业创 

新强度 的增加，结网合作的能力阈值加大，企业 

倾向于推迟结网合作的时点，通过企业自身的创 

新活动积累核心知识与能力．② 内部继承积累和 

组织间学习占主导地位的企业( 值较大)具有结 

网合作的迫切感，能力阈值较小，倾向于通过加快 

结网合作获取其他成员的知识与能力．同时协同 

(6) 

互补系数 a的提高将推动企业早 日加人网络组 

织．③结网成本、磨合成本和b值都将推迟企业的 

结网时间． 

该结论解释了为何创新合作网络通常是强强 

联合，以战略联盟的组织形式运作．原因在于这些 

企业都以自我创新为主，较强的创新能力使其可 

以通过自身的独立行为达到较高的能力状态，而 

无需借助于外在力量．只有当其核心知识与能力 

达到增长的瓶颈，才会冒着知识扩散的风险加人 

创新网络．围绕某一标准形成的合作创新网络是 

这一结论的较好体现．参与该网络组织的企业很 

少在自身尚未积累足够的相关能力并遇到难以克 

服的阻力而加人网络，而是独立开展前期的研究 

工作．如以诺基亚为核心的CDMA合作创新网络， 

参与的成员企业都已达到了极高的能力状态．而 

在供应合作网络中，以吸收性学习为主的企业能 

力阈值较低，在形成网络时基本处于受支配地位， 

强调自我创新的企业较高的能力阈值使其自然成 

为供应合作网的领导核心．所以在一个网络组织 

中，创新型企业基本上都是以强者的面目出现的， 

在其核心知识与能力没有增长到足够强大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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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该类企业通常不会加入网络组织． 

2．3 网络组织的创新特点及其动态演进 

继续考察企业结网合作的期望贴现与创新强 

Vo 

度 ，吸收性学习强度 ，及互补协同系数 a之间 

的关系． 

将式(6)代入式(5)并整理得 

f 一慧 _(c1+ + )】(而 ) l r一号+ } 2 r+ 一号+ } 2 ’r’r+ J【 』 
一  ‰ 一(̈ + ) r

一 号+吉 2 r+ 一号+告 2 ‘r‘r+ 
显而易见的是，企业的当前核心知识与能力 

状态值 越高，企业的远期收益将越大．目标网络 

的核心知识与能力的互补协同系数 a同样与企业 

的期望收益正相关． 

核心知识与能力的自然增长率“高于贴现率 

r(这是企业核心知识与能力得到实际增长的前 

提)，且 可积的条件下，可以证明(详细过程见 

附录C)， 

< o 
d“ d盯 

(9) 

不等式(9)反映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假设 1～ 

3的约束下，企业自主创新强度的增加将导致期 

望收益的下降，与此相反，企业的期望收益与企业 

的吸收性学习强度正相关．因此，从表面看来，在 
一 个网络组织中，成员企业将主要通过与组织间 

学习有关的投资来提高吸收性学习在核心知识与 

能力增长中的比重( )，从而获取结网合作的 

最大收益．换言之，在一个高度互补协同的网络组 

织中，资源共享将使以学习见长的协作型企业获 

取充分的得益，相反，对资源共享的依赖性将弱化 

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动因．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本 

文并非否定企业自主创新对核心知识与能力增长 

的重要性，只是在网络组织这样一个特定系统内， 

协同互补和组织间学习占有更高的优先权．事实 

上，当网络组织内并不存在系统互补时，如果a< 

0(可以认为，随着网络组织的解散，企业间的关系 

有可能从合作演变为竞争，a为彼此间的竞争强 

T／ 

度)且 >0，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企业的最优 

选择将强化自身的创新行为． 

上述分析表明，网络组织在本质上一个资源 

分享网络，网络组织存在的意义源于资源在组织 

间的共享、配置和整合所导致的网络组织整体能 

力的提高．这一特性决定了网络组织具备系统创 

(8) 

新的基本特点．系统创新在实质上是系统性的，也 

就是说，它们只有与其他相关的、互补的创新结合 

起来才能显示出作用 ．在网络组织中，成员间 

在资源与能力层面的强互补特性以及彼此间在风 

险效用体系一致性基础上的共享机制形成了知识 

与能力在网络组织内部的快速扩散和渗透，这使 

看似分权的网络组织更类似于一体化的大型企 

业，与此同时，网络组织在模块化／系统化的技术 

机制下能够确保成员间在各自结点上的模块创新 

满足整体创新的系统化要求．上述两点从根本上 

满足了系统创新要求实现的信息共享以及贯穿于 

整个产品系统的协调性调整【18J，弥补了以市场为 

导向，网络化管理创新的缺陷．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 ，相对 自主创新而言，系统 

性创新赋予最终产品载体的竞争力更具有生命 

力．这间接说明了在一个具有良好系统创新条件 

的网络组织中的企业，通过组织间的学习和交流 

可以有效地增加期望收益，相反，一味强调自主创 

新的封闭式行为由于没有有效利用网络组织的共 

享性资源以及由此面临的创新不确定性，最终使 

其面临期望收益降低的潜在可能．陈劲认为，自主 

创新有可能是企业面临的合作和信任环境不佳的 

无奈之举 ，在较好的创新系统基础上 ，企业应加大 

合作创新和集成创新【19 J．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从短期来看 ，尽管自主 

创新在网络组织中没有相互学习来得有效，至少 

从收益角度来看是如此．但是独占性的竞争优势 

大部分来源于自主创新．系统创新所要求的信息 

共享和一致性使得相关知识很容易通过网络组织 

向外扩散，为竞争对手提供模仿的机会．与此同 

时，企业在网络组织中的战略地位取决于其自身 

的核心能力．彼此间的充分共享将导致原有的差 

距缩小，这对谋求在网络组织中持久战略地位的 

企业来说相当危险．再者，网络组织是企业利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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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合作是基于竞争的，即非合作博弈．非合作 

博弈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在于换位思考．在此假设 

下，企业必然意识到要达成网络组织成员愿意承 

担并分享其知识的均衡状态，企业本身必须具有 

可供交换的核心知识与能力．因此，企业在想方设 

法学习他人的核心知识与能力的同时，作为前提， 

企业必须通过自主创新增长其核心知识与能力以 

供交换．对非利己扩散的担心使得企业尽量将这 

种行为内部化，而非在网络组织内进行．最后一 

点，网络组织的弹性特点意味着成员间的合作关 

系远没有企业内部合作来得持久，一旦系统互补 

变成相互竞争，自企业从自主创新中的获益将高 

于学习性吸收． 

因此，网络组织中企业面临的学习与 自主创 

新的矛盾将使具有弹性特点的网络组织在动态中 

演进．具体而言，网络组织成员强调学习而非自主 

创新可能导致网络组织现有核心知识与能力存量 

增长出现停滞的现象．一旦成员间现有知识与能 

力的扩散达到均衡 ，企业无法再从网络组织内获 

取学习通道，企业间的协同互补就可能消失，一部 

分成员会选择退出网络组织．网络组织就可能解 

散或引进新的成员，开始新一轮的学习过程．翁弈 

君通过贝叶斯学习机制——通过后验概率调整 

前期行为证明了企业网络组织的这一动态暂存特 

性[51． 

一 般而言，致力于成为网络组织核心的企业 

不会因为自主创新带来的短期利益损失而放弃． 
一 种可能的情况是通过交叉补贴来支撑企业的自 

主创新，即在组织间学习和协同互补产生的收益 

增加大于自主创新的风险损失时，企业仍然为依 

附于网络组织进行 自主式创新．一旦 自主创新有 

所突破，企业的核心能力实现跃迁，争夺网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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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model based on competence for enterprises’entering into networks 

WU Hai-ping，XUAN Guo—liang 

School of Management，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0，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the core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and their complementafities influence enter— 

prises’competitive advantage．We build a model to decide whether and when an enterprise enter into some co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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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ng netwo~ ．In the conclusion，we argue two points of view．Firstly，enterprises that rely on inheriting the tmdi_ 

tion and learning from other organ izations as the dominant status to gain the knowledge are apt to enter netwo~s· 

Otherwise，those enterprises which focus on self-innovation ale more inclined to establish the core competence by 

thenlselves．Secondly，elastic network organizations will evolve dynamically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learning 

an d inn ovation faced by enterprises inside networks． 

Key words：core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cooperating netwo~s；strategy decision；competitive advan tage 

附录 

附录 A 

首先求解 V( ， ) 
r∞ 

记( ，)( )= j e一 (s)) 
根据扩散过程Green函数表达式，可以将上式化为 

( ，)( )= 

曰( ) l仇( )j。7h(y)f(y)m (y)dy+ 

( )I仇( )，(Y)m (y)dyl (10) 

其中：B( )，Wronskian常量；m(Y)，速度密度(m (Y)= 

南唧(一』 
仇( )， ( )为由扩散过程定义的无穷小算子构建 

的微分方程的两个基础解． 

仇：(0，。。)一 R+，递减； ：(0，。。)一 R+，递增． 

本文的无穷小算子微分方程为(由式(1)得) 

1／2a ( )+ ( )一 ( )=0 

解得 ( )=xO(g， ，仇( )= ( ’ ； 

e(q， ， )=1
2 一 +√( 1一 ) + >0， 

．o( ， ， )=1
2 一 一√( 1一 ) + <0 

速度密度 m (Y)= (2／a ) 一 。 ～， 

w_mI an常量 曰( )一 )
一 ID(r， ， ) 

于是得到式(10)的具体表达式(11) 

( )( )= × 

[ c。』 ( ) 一1。 c )d + 

日c。』 ( )y-l-O($)d ] ( ) 

对式(2)整理得 

， )= I e。 l 7r1( (s))+ ( + △7r)× d 
0 L 

( ))一 

= B(r [ ) -1-edy+ 
I 8(y)y-1-0dy l (12) 

其中：艿(Y)= 7r1(Y(s))+ (R + △7r)(Y(s))一rcl一 

r + 

下面求解本文的目标表达式(4) 

设式(4)在 X(r)= 处达到上确界， 

贝0[ ( (r)， } ] 
： 

= 。 

所以 

v(x ， ) ( )= ( ， ) ( ) (13) 

将式(12)代入式(13)，得 

高 [ ( ) )一 
r 

( ) ( ) ~lr(y)8(y)m'(y)dy=0 

因为 

( )，似( )>0， 

且 ( )为严格递增函数， ( )>0； ( )为严格递 

减函数， ( )<0，所以 

南 ( ( ) ( *)． ( ) ( *))<0 

r j r( )艿( )m (y)dy=0 
代入 ( )，艿( )，m ( )的具体表达式，求得 ( ，d)的 

具体解 ， 

= [ × 导 ×b + r；tc2 
L r( ( ，d))=inf{t≥0：X(t)岳(0， ( ，d))} 

附录 B 

令吖 = ， 

Ⅳ= 导 ， 

= 6+ rc1+ 
‘ r + ^ 

贝0 ( ，d)=[M×N× ] ， 

= cM )[ a己￡ L 口 口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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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J 
因为 M，N，W，0， ，0>0；lD<0 

所以 <0 
(Ⅳ >0，式o,u(

8) <0，无意义) 

= ( )[ PⅣ+ d L 口一 ， 
丽  J 

因为 M，N，W，0， ，d，0>0；p<0 

所以 >0 

附录 C 

因为 r< 玑 

所以 =丢一 +√(丢一 ) + 2r< ． 
考虑到式(12)的可积性条件 0>0．5，这里作适当紧 

缩，0．6<0<1． 

令 z=r一 ／2+1／8盯2， =6+rc1+ ， = 

， < 1／8； 

『 (厕 一 · ) 
Vo( ， ) 1 < *( ， ) 

[Kyx
一  < *( ， ) 

① < (“，d) 

Vo( )=( 佩 一 · ) 

皇 ：f !—±j 孑 *( ， )。．s一 +( (0．5一 ) *( ， )一o．s一 + ————— _———一 I————三 _：— L ’ ⋯  ̂”’ 一 ’。 

OWx ( ，d)一 一 ) )· >(( (0．5一 ) ( ，d)一。·5一 + 

OWx ) )· 
： (K(O_0_5一 )(一 ) ， 
( (詈 -o．5) (一 ) ， 0 

aVo(x， )1 0为定常 
一

／= ( ± ±(鱼±1 2 
一 ＼ 4Z2(Z+ ) ( ( ，d))。· 一 +K(O．5一 ) 

( ， -o-s × + ( ， ) 
同上可得 

aVo( ， )I 定常
． ——————■ —————一 < U d 

Ⅱ：仅考虑 为“的函数，其余变量为定常． 

： ( 厅 ×( ／ )×0 >。 a 、 、 ， ＼ 一V， 
： ( 一 1

／

·( ／ 1／×哿 <。 、 、 o＼v一 ， 
黼 I和 Ⅱ可得当 < ， >0， ： <0 

<0 结合 ①② 得证 >0， 。。 一一 d“ 

② > (“，d)，Vo( ， )：KTxx一 <0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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