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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企业技术创新与开放式技术创新理论，构建了开放创新模式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构

成的假设模型，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的开放式创新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

与实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假设模型进行了验证，得出开放创新模式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由技术

创新内部能力与外部能力共同构成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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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技术更新换代

速度不断加快，企业要想获取持久的竞争优势，就

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提供质量更高、价格更低的产

品和服务，最大程度满足客户需求，才能赢得长久

的竞争优势。

2003年，哈佛大学教授Henry Chesbmugll提

出“开放式创新”的概念，相对于传统的封闭式创

新而言，开放式创新突破了创新资源流动的企业

边界，强调跨组织的资源共享，通过企业内外部各

种创新资源的不断优化、整合，达到一种有利于创

新的动态配置，进而提高创新绩效。然而，囿于创

新意识和创新资源的不足，我国多数企业主要依

靠模仿创新或封闭创新，导致绝大多数企业只能

被动服从于国外设定的技术路线，在竞争中受制

于人，处于产业链的下游，造成自身产品附加值

低、风险防范能力差等不利状况。因此，开放式创

新或许成为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控制风险和成本、

提高绩效、增强成果转换能力的着力点。

在开放创新模式下，研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的构成，并研发出对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

法，可科学地衡量自身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对技术

创新过程进行有效管理，这将有利于我国企业开

放创新模式的实施和推进。在此背景下，本文尝

试对企业开放式技术创新的能力构成进行研究，

为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模式提供有益的理论和实

践支撑。

一、理论分析

1．开放创新模式的内涵

开放创新模式是与传统的封闭创新模式完全

不同的理念⋯。企业的创意既可来源于企业内

部也可以是企业外部。企业的边界是可渗透的，

信息可以透过企业边界，实现自由交换。因此，创

意可以透过企业的边界流人企业，属于企业的技

术成果也可以通过技术许可、技术转让等形式转

移到企业外部。企业应有效地利用其他组织的互

补性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提升技术创新效率，并

最大可能地发挥创新成果的效益。

从根本上来看，开放式创新的逻辑思维是建

立在企业拥有广泛的、可用的技术知识基础之上

的，就是说，企业只要向外部发明技术的公司提供

一笔费用就可以很容易地使用这项新技术，同时，

企业自身创造的新技术或发明不应该仅局限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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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内部，而应该通过技术许可、技术转让等让闲置

创新流向市场。这就意味着，在开放创新模式下，

企业科研和创新活动需要建立完全不同的组织

原则。

2．开放创新模式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

封闭创新模式下企业技术创新注重技术创新

内部能力，即创新投入能力、R&D能力、创新生产

能力、市场营销能力和创新管理能力。那么当技

术创新模式由封闭转向开放时，会给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带来哪些变化呢?

开放式创新需要企业协同其内外部创新要

素。仅有内部创新要素的创新模式是封闭式创

新，但完全依赖外部要素，而没有内部创新要素，

则会导致“引进——落后——引进”的恶果，最终

将成为先进企业的附庸而难以有自己的知识产

出、技术专利和相应产品。

在开放创新模式下，企业内外部创新要素的

协同必须要有内部能力的支撑。因为R&D活动

可以通过与外部组织合作完成，但参与的主体

(包括企业自身)所运用到的知识储备和设备都

是建立在内部能力的范畴和基础上的。并且，双

方或多方的合作也是以互惠互利为基础，企业都

倾向于选择技术创新能力互补且强劲的合作伙

伴。因此，创新投入能力、R&D能力、市场营销能

力、创新生产能力和创新管理能力反映企业实现

技术创新的潜力，为企业封闭式创新所必需，同

时，也是企业成功实施开放式创新的基础。

然而，技术创新仅靠企业自身的内部能力难

以进行，因此，他们都主动地嵌入到各种关系网络

中，通过与其他组织合作实现创新。G砌ove仕er
指出，网络联系强度影响彼此之间的合作，网络联

系强度高，联系越密切，合作越紧密，知识共享程

度越高，企业外部的互补性知识资源越易获得，尤

其是隐性知识和复杂知识旧J。U毖i对纽约服装产

业研究发现，外部网络联系强度高的企业易得到

关系网络中其他组织的信任，能放大组织现有技

术创新资源效应【3J。由上可知，在开放式创新模

式下，企业构建与管理网络的能力(网络能力)是

企业技术创新实施的关键因素。

尽管网络能力是企业影响其从伙伴处获取信

息和知识的一种重要能力，但仅有网络能力并不

足以完成知识吸收和转化的整个过程。Esc曲蛐。
等学者认为吸收能力可以影响企业发现、辨别外

部知识溢出的能力，从而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

绩效HJ。在开放式创新中，企业发现外部的创意

和知识，需要基于企业现有的知识储备，经消化吸

收，进一步整合内外部的创新资源，才能生产新知

识。并且，外部知识多数是隐性和复杂的，发现企

业外部溢出的知识、辨别知识溢出中的互补性知

识、通过反向工程等手段推出其竞争对手新产品

中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利用外部知识，均是建立

在自身的吸收能力基础上的。因此，企业的吸收

能力是获得、消化、转化和利用有效的外部知识的

必备能力。

综上所述，在开放创新模式下，网络伙伴间知

识转移的绩效是由吸收能力与网络能力共同决定

的，如图l所示。企业通过网络能力和吸收能力

的共同作用，从网络伙伴那里获得外部互补性知

识，进而转化为组织内部新知识，从而促进技术创

新绩效的提高。具体机理如下：企业首先借助自

身网络能力，识别网络价值与机会，构建有利于自

身开放式创新实施的关系网络，协调与管理各层

次网络关系，以获取稀缺资源和互补性资源。然

后利用吸收能力辨别对自身有用的知识，进而通

过自身先验知识基础对外部知识进行消化，并转

化为新知识，以应用于商业目的。

内部资源

I
焦点企业 网络伙伴

吸收能力

【新知识产生]< ! > f 外部知识 1
【 J

网络能力

f
网络资源

图1 吸收能力和网络能力在知识转移中作用模型

ng．1 RoIe in l【IlowIed辨transfer model of

absorp6帆capaci留and network∞padty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如图2所示：在开

放创新模式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由包含创新

投入能力、R&D能力、创新生产能力、市场营销能

力、创新管理能力在内的技术创新内部能力与包

含吸收能力、网络能力在内的技术创新外部能力

共同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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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研究萎票凳鍪翁：雾署雾羔昙悉
1．问卷设计 与实际情况的吻合度。

本文的构建量度参考已有研究，问卷采用

图2开放创新模式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假设模型

ng．2 The hypo恤e吐cal modd of蛆ter研∞te‘岫ical i衄。伯幢蚰abmty呲d盯the mode 0f op∞i咖Ⅷ6帆

在许庆瑞、魏江、傅家骥、陈劲等人研究的基

础上，本文设计的问卷共7个维度，每个维度对应

的测量指标如下：创新投入能力维度对应K

(R&D资金投入强度)、K(R&D人员投入强度)、

蚝(非R&D投人强度)3个指标，R&D能力维度

对应K(研发成果水平)、K(研发成功率)、圪(研

发周期和成本)、坞(自主创新产品率)4个指标，

创新生产能力对应K(生产设备水平)、K(工人

技术水平)、‰(工艺设计和管理水平)3个指标，

市场营销能力维度对应K。(营销费用投入强

度)、K：(营销人员投人强度)、K，(新产品销售

率)、‰(新产品市场占有率)4个指标，创新管理

能力维度对应K，(创新倾向)、K。(领导者能

力)、K，(创新机制)3个指标，吸收能力对应K。

(先验知识基础)、H，(员工知识水平)、‰(学习

能力)、K，(创新文化)4个指标，网络能力对应

％(网络愿景)、％(网络构建与管理水平)、％

(网络联系强度)、比(网络位置)4个指标。

本文经过对MBA班学员的小规模前测，在

CR分析、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修正课题，最

终形成的问卷涉及创新投入能力、R&D能力、创

新生产能力、市场营销能力、创新管理能力、吸收

能力和网络能力7个维度，共计25个题项。

2．样本和数据收集

大样本调查的对象主要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

地区的开放式创新企业，研究中采用滚雪球技术

进行调查，受访对象由高层领导、研发部门、制造

工程部以及综合管理部等职能部门的主管构成。

问卷发放从2013年10月到2014年2月，通过现

场填写、邮寄和电子邮件方式共发放问卷200份，

回收158份，回收率79％，其中去除16份不合格

问卷(如问卷填写不完整、出现很多雷同、明显不

符合实际情况等)，有效问卷142份，有效回收率

为7l％。

3．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文首先对整体量表进行信度检验，整体量

表的Cr0Ilbach 0【系数为0．856，大于O．7，说明整

体量表的信度较高。然后，分别对单维度的信度

进行检验，各分量表的Cronbach仪系数依次为

0．736，O．927，O．893，O．854、O．736、O．78l、0．876，

均大于临界值0．7，因此，本文中的总体量表以及

分量表的信度都较好，说明该量表能稳定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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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测事物。

本文接着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观测变量

的效度检验。在做因子分析之前，首先要对25个

测量指标进行KMO aIld Banlett’s检验，结果如表

l所示。

如表l所示，25个测量指标的KMO值为

O．715，大于临界值0．7，因此适合因子分析，Ban—

len’s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2517．498(自由度为

300)，Banlett球度检验概率为O．Ooo，小于显著性

水平0．05，支持因子分析。然后，本文选择主成

分分析法作为因子提取方法，利用方差最大法作

为旋转方法对测量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

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因子1包括K、K、K、％，属于

“R＆D能力”的范畴；因子2包括％、％、吆、比，

属于“网络能力”的范畴；因子3包括■。、K：、K，、

K。，属于“市场营销能力”的范畴；因子4包括

K¨K卟‰、屹，，属于“吸收能力”的范畴；因子5

包括K、K、K。，属于“创新生产能力”的范畴；因

子6包括K，、K。、K，，属于“创新管理能力”的范

畴；因子7包括K、屹、蚝，属于“创新投入能力”

的范畴。

因此，旋转后生成的7个因子与预期吻合，每

个测量指标对其所属因子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5，

并且各测量指标没有同时在其他因子上具有较高

的因子负荷，说明探索性因子分析后的企业开放

式技术创新能力的各维度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

性，其结构效度良好，故本文概括归纳出的概念性

维度符合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的实证性维度。

4．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与假设检验

本文进一步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的标准化

因子负荷来评估各观察变量的结构效度，利用A-

MOSl7．0软件对整体模型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

析(CFA)，主要通过模型拟合度指标参数来评估。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测量指标在其所在

维度上的因子载荷均大于O．5，具有统计意义。

计算得出反映模型拟合度的各项指标值，如表3

所示。

表1 测量指标的KM0锄d Bartlett的检验结果

TabIe 1 The m翰surement inm∞to璐of KMo锄d柚d

BartIett“爆t l·esuI缸

取样足够度的 Banlen的球形度检验

Kaiser—Meyer一呲in度量 近似卡方 df Sig．

0．715 2 517．498 300 0．000

表2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TaMe 2’11le弛sIllt of鳃pIomtory fktor a酗dysis

Q咖Q123 Qo{6 Q073

Q919 Q坦 Q0辑 QOB4

Q 91l Q聊Q嘟QOB2
Q缁 Q128 Q∞1 Q047

Q114 Q鼢 Q瑚 一Qol8

Q191 Q黝Q052 Q饼
Q弼Q836 Q科一Q啷
Q他Q缁Q046 Q场
Q坳Q晒Q卿Q似
Q139 Q啷Q髓Q必
Q晒一Q015 Q712 Q147

一Q 135 Q玎3 Q6B Q饼
Q072 Q泖Q埘Q脱
Q042 Q 018 Q饵5 Q她
Q090 Q他一Q054 Q鲫
Q嘧Q忉Q10B Q59B

—Q咙Q1＆ Q149 Q啷
Q嘶Q067 Q施Q唧
Q086 Q062 Q256 Q瞄
一Q001 QOB5 Q090一Q044

一Q116 Q19B Q 018 Q1国

一Q阱Q00D Q13D—Q嘧
Q晒Q056 Q073一Q061

Q嘶一Qo)o—Q必Q放
0．13D 0．229一o．122 0．135

Q005一Q073

Q∞1一Q伪0

一Q014一Q120

Q045 Q040

Q117 Q必
Q岱1 QOB2

Q073 QOB5

Q066 Q1m

Q135 Q00B

Q136一Q咖
Q劫Q212
Q柳Q1弱
一Q04l—Q056

一Q0日D—Qcl51

Q227 Q119

一Q凹QOBl
Q髓Q∞1
Q874 Q髓

Q836 Q嘴
QOB4 Q975

Q晒Q781
Q1乃Q鲫
Q079 Q∞
一Q哑Q仞
0．052一Q1∞

QOB2

QO乃

Q067

Q睨
Ql国

一Q054

Q228

一Q104

一Q似
一Q嘶
Q078

一Q l园

Q瞵
Q112

一Q啷
Q凹
一Q似
Q凹
Q0嘶

一Q呖
Q∞9

Q响
Q8n

Q彻
0．勋

表3模型拟合度参数

TaMe 3 ne m of me modd paE帅ete璐

K巧K

K％k

k吃％％％％％‰吆％％K

K

k％比K

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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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中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指标参数中

除AG兀外，其他指标拟合参数均符合要求，并且

有学者提出少量指标参数与标准相差不大也可以

接受，因此，可以认为该模型拟合较好，假设模型

能得到有效支持，即上文提出的企业开放式技术

创新能力的构成框架与实际数据相匹配。

三、结论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论述了开放创新模式下企

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构成模型，并进一步通过实证

研究对其进行了验证。由结论模型可知，企业在

参考文献：

实施开放式技术创新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创新投

入能力、R&D能力、创新生产能力、市场营销能

力、创新管理能力等内部能力的提高，还要重视吸

收能力和网络能力的培养。吸收能力和网络能力

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和利用外部互补性资源，进而

对内外部资源进行整合以实现技术创新。

由于开放式技术创新能力的复杂性和评价者

的主观性，本文选取的评价指标难以精确量化，主

要借助专家打分法来确定，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从统计意义上说，并不完全科学，因此，如何对各

指标变量进行精确评价，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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