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摘 要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技术创新己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越来

越多的企业认识到进行技术创新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但许多企业由于组织结构和

业务流程不能适应技术创新的要求，缺乏创新文化、组织学习能力不强，知识共

享效果不佳，阻碍了企业技术创新。结构资本是企业价值增值的重要手段和创造

利润的源泉，它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催化剂，结构资本是影响和决定企业技术创新

成败的关键，而企业界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结构资本的作用，对结构资本的管理还

很盲目。同时，企业如何通过有效的知识共享，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所需

要的知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因此，本文从知识共享的角度来探讨高技

术结构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本文以结构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作为主线，在结合国内外学

者对结构资本的评价及其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将结构资本分为

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四个维度，提出结构资本与技术创新

绩效关系的概念模型，分析了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四个维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

影响机理以及知识共享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通过机理分析提出相关研究假设，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信度效度检验、相关分析、回归

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组织结构、组织文

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对技术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共享对技术

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共享在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之

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积极培育和科学管理结构资本，提高组织结构灵活性、完善学习机制、倡导

创新文化、理顺业务流程，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进而提升创新绩效。企业应大力

培育员工知识共享意愿，加强员工互动，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期望本研究

对完善结构资本管理、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知识共享；技术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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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of market competition，technic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way of g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enterprises．More and more

companies recognize the urgency and necessity to carry out technology

innovation．Because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business processes can not adapt

to the demand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many enterprises lack the innovative

culture and their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bi lity and the effect of sharing knowledge

are not SO good，which hindered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The structural

capital is a important means of adding value and a important source of creating profits．

It is a catalys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The structural capital is the key to

technical innovation．But the business community is not fully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structural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structural capital is still blind．At the

same time，how to effectively share knowledge to provide the knowledge needed as to

enhance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 ability,which has become a common concern．

Therefore，this article from the knowledge-sharing view to research into that the

impact of structure of high—tech capital to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has a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In this paper,the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al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performed as the main line．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that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in the evaluation of structural capital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echn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the structure of capital has been

divided into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organizational culture，organizational study

and business processes four dimensions．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ceptual model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analyz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effect mechanism that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he high—tech enterprise structural capital to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sharing between the two intermediaries．Mechanism proposed by the

research hypothesis，using questionnaires for data collection，the use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ing，correlation analysis，regression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of empirical research．The results showed that：the structural capital of

high—tech enterpris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organizational culture，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business process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knowledge sharing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knowledge sharing in high-tech enterprises structure

nl



between the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Actively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structural capital，increase
in flexibility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improvement in the learning mechanism．

promotion In innovative culture，harmony in streamline business processes．reduction

in operating costs，improve in innovation performance．Nurture members knowledge

sharing will enhance the knowledge absorption capacity；enhance staff interaction．

enhanc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performance．May this study have some significance
ln improving the knowledge sharing mechanism and in enhanc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Key words：high·tech enterprises；structural capital；knowledge shar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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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 论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1)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挑战。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高新技术企

业越来越认识到技术创新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目前在我国，尽管大

多数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也在尝试集中企业资源投入

到技术创新中去，但在具体的创新活动中，由于对技术创新理论理解不深，使得

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局限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系统中，进而导致企业的技术创新能

力不强，创新绩效远低于预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提高企业技术创新

绩效已成为企业面临的非常紧迫的问题。

(2)智力资本管理的兴起。近年来，智力资本的概念逐渐引起企业的关注，

加强智力资本管理，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经营绩效、创造附加价

值并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与可观利润。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的直接产物，是组织

得以正常运作，为组织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企业存在的根本就

是创造价值，智力资本已经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源泉，是企业未来创新和利润增

长的关键所在。作为智力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组织结构资本，如何影响企业绩效

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那么如何有效地开发与管理智力资本，

发挥智力资本的巨大效力，达到提升企业绩效的目的，就成为了当今企业发展面

临的现实问题。

1．1．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目前，涉及组织结构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结构资本概念、构成要素

和智力资本测度等方面，作为一个仍处于发展阶段的社会研究领域，尽管积累了

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学者们在智力资本的内容构成、测度方法、作用机制上还处

于探索阶段，尚未达成共识，尤其是缺乏一个站在全景角度的理论框架，来深入

考察组织结构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这一领域国内外的相关实证

研究也非常少见。本文试图从组织结构资本角度，揭示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作

用机理，关于组织资本构成要素，目前国内外学者还没有统一的划分，本文结合

高技术企业的特点，将高技术企业的结构资本划分为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

学习和业务流程四个要素，分析其对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通过对组

织结构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为发挥智力资本在企业财富创造中的作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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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理论依据，同时对建立和完善组织结构资本研究理论体系贡献一分绵力。

(2)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界和企业界已经开始认识到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性，

智力资本已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资源。作为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组织结构资本对于高技术企业绩效的贡献将越来越大。因此，本文在对现有组织

结构资本与企业绩效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清晰归纳出组织结构资本的内

涵和构成，构建组织结构资本对企业绩效的驱动模型，并以高技术企业为样本，

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构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

于高技术企业经营者认识结构资本对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性。结构资本与企业技

术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的结果可以直接应用于实践，对于我国企业提高竞争力，

指导高技术企业改善现有的结构资本管理水平，增强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1．2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1．2．1研究对象

高新技术企业是指高知识密集、高投资、高竞争、高风险、高效益的企业，

它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形态。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对于科技型企业的定义还

没有统一的认识，尚无统一界定标准。美国商务部定义高技术企业是：“研究开

发费用在销售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10％以上，而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总职工中所占

的比重在10％以上的企业”。2000年科技部制定的《中国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中，规定企业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

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30％以上，其中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应占

企业职工总数的10％以上，才可以被认定为高技术企业。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生产

或服务的劳动密集型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

数的20％以上。企业每年用于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研究开发的经费应占本企业当年

总销售额的5％。2008年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最新修订的《国家

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中，规定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

术领域内，不断进行新科技产品研发和转化，以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开展经

营活动，并且在中国境内注册一年以上的居民企业。我国的高技术企业由以下五

个部分组成：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为自身科技成果产业化而建立的企业；独立的

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整体转制而成的企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高科技企业；主要

业务范围为高新技术产品开发制造的企业：经过政府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民营科

技企业。

高技术企业因其特殊的形态，也具有不同于传统企业的特征。概括起来有以

下几点：一是高新技术企业有明确的通过创新开拓和占领市场的战略意识，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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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开发能力和创新能力，知识创新和产品更新速度快。二是高新技术企业拥

有比较雄厚的研发实力，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比例大，研发人员的智力资本成为

其主要资源。三是在运行机制上，高新技术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融研究、开发、

生产、销售于一体，内部具有良好的循环机制。四是高新技术企业，不仅要面对

国内市场，而且注重开拓国际市场。五是在高技术企业中，无形资产多于有形资

产，主要价值增值的源泉来自于账面价值未能反应的无形资产。

1．2．2研究范围

本文以组织结构资本为主线，以高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高技术企业组

织结构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根据本论文的研究主题，研究内容包括：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指标体系进行改进，提出结构资

本的测量体系，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和实证研究。

1．3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研究内容

本文包括绪论在内共分四章，其中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文献综述，第三

章为理论分析部分，第四章为实证研究。具体各章内容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从结构资本的重要性出发，提出了研究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

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必要性，同时，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对相关概

念进行了界定，确定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和方法。

第二章，文献综述。对结构资本理论、技术创新理论、知识管理理论等主要

观点、流派及在高技术企业绩效研究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对结构资本与技术创新

关系的研究进行了评述，并指出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为本文的后续研究提供一个

理论平台。

第三章，机理分析。为了深入研究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本文重新划分了要

素的维度，准确的度量组织结构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在前人理论推导、

文献综述及本文维度划分基础上构建本文的概念模型，提出了组织结构、组织文

化、组织学习、业务流程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做出相应的假设。

第四章，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设计、测量模型的建立和实证检验，对问卷调

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对第三章提出的一系列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并对结果

进行分析。

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归纳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创新点以及高技术企

业组织结构资本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的研究结构图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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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了管理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学科常用的研究方法，

以便获得科学、准确的研究结论。主要研究方法包括：

(1)文献阅读。通过文献检索、阅读和分析，主要通过网络资源(校内图书

馆网络数据库中的万方数字化期刊、中国期刊网、EBSCO)以及校图书馆了解并

综述国内外有关组织结构资本和技术创新绩效等方面的成果，本文理论框架的形

成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些资料。

(2)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本研究通过组织结构资本的四个维度对知识共享这

个中介变量影响的分析，从而对企业结构资本如何影响技术创新绩效进行定性分

析。然后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定量方法来验证模型和假设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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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结构资本和技术创新理论的文献综述

2．1企业结构资本的文献综述

2．1．1企业结构资本的内涵

目前，国内外对结构资本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对其内涵以及表现形式还很

难达成一致。Sveiby(1995)认为，结构资本是组织自身蕴涵着的结构性知识¨】。

Edvinsson和sullivan(1996)认为结构资本是指不依附于企业人力资本而存在的

其他资本【2】。Bontis(1996)将结构资本定义为组织为了达成目标而运用组织能力

解决问题的资源l引。根据Edivinsson(1997)的定义，结构资本是人力资本具体化与

权力化的支持性结构，包括组织结构、信息技术系统、商标版权、制度规范和企

业文化，结构资本是凝结于组织中，不易流失的稳定的资本。Lev和Radhakrishnan

(2003)认为结构资本是技术与过程的结合体，结构资本能使企业持续地获得更

多的收益。Atkeson和Kehoe(2005)认为结构资本是在组织中体现出来的，与产

出品一起生产的企业的特有资本14J。

国内学者也展开了对结构资本的研究。袁庆宏(2000)提出了“体．场．流"

的结构资本研究框架，其中，“体’’指组织结构，“场”是指组织文化，“流"是指

组织学习【5】。原毅军(2005)认为结构资本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和管理实践中形成

的，蕴含在组织中的知识和技能。它表现为企业的组织结构、企业文化、业务流

程、信息基础设施，为企业知识创造和价值增值提供支持16J。王平(2008)认为

结构资本是组织结构、软硬件、数据库、专利商标，还有其它一切支持员工生产

的组织化能力【_71。何中兵，林洪进(2008)认为结构资本是蕴涵在企业组织机构、

企业文化、企业制度中的组织性资产，它体现了组织聚合人力资源、创造价值的

潜在能力，而不是单纯地指企业组织结构哺l。姜海(2009)根据对人力资本的支

持不同路径，将结构资本分为管理结构资本和技术结构资本191。管理结构资本是

指能够将人力资本转化为企业所控制的资产的机制，如组织结构、组织学习、企

业文化和企业战略。技术结构资本是指在人力资本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为其提供

知识的要素，如信息系统、研发能力和业务流程。可见，结构资本既可以指组织

内部对于运作程序的管理经验，也可以指组织运作所具有的能力，包括公司文化、

公司战略、管理制度、信息技术等无形部分。本文认为结构资本是包括组织结构、

组织文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在内的促进共享的能力和制度。

2．1．2企业结构资本的特征

(1)结构资本具有组织专用性。结构资本的不可转让性，不能进入市场交易。



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结构资本天然隶属整个组织，不会像人力资本那样，随人员流动而流动，只能发

生和存在于企业组织内部。结构资本具有组织整体性，其资本价值的实现有赖于

组织整体，不易测算，很难分解出某一项结构资本的效益【I 21。

(2)结构资本具有收益递增性。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活动中，收益递增规

律起主导作用。结构资本本质上是一种为组织所拥有的知识资本，是一种为人们

所共享的经济性知识资源，结构资本的收益递增性源于组织学习和组织网络效应。

组织学习效应是指组织借助学习行为不断强化组织目标和共享知识，从而保证结

构资本价值的收益递增17】。组织网络效应是指组织本身是基于共同目标的关系网

络，随着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增加，并与组织战略相适应，提升组织有效性。通

过知识积累，对现实经济规律的把握与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可以给企业带来长

期的收益。

(3)结构资本对人力资本具有激活和催化的作用。结构资本可以反复地用来

创造价值，能够扩大人力资本的价值【l引。只有通过结构、文化、流程的协调作用，

才能将人力资本调动到实现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向上来。大力培植结构资本，建立

一套制度用以保护和激励人力资本，为人力资本构建一个能实现其价值最大化的

支持平台。结构资本是不依附于企业人力资源而存在的能力，能够将个人的专有

知识转化为集体拥有的财富，即人力资源的知识和技能需要通过结构资本的转化

才能被组织利用。

2．1．3企业结构资本的测度指标

结构资本包括管理层的领导力、公司战略、组织文化、组织规则和信息技术

的应用程度等，结构资本是影响企业人力资本效率重要因素。Bontis(1996)从

企业鼓励新思想、部门问快速支持、信息交流受到尊重、企业文化氛围促进员工

合作等方面衡量企业结构资本【31。Roos(1997)等认为结构资本包括与外部的关

系、组织本身和创新发展三个部分ll 01。有的学者则认为结构资本是人力资本的具

体化，包括组织数据库中的组织化的知识和已有的经验、组织结构、组织文化、

专利权和流程。Palaeios．Marques(2003)根据企业通过岗位轮换来促进信息交流、

企业内部信息网和知识库利用的程度方面测量组织结构资本。张新安(2003)认

为结构资本是由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制度规范、信息技术系统等一整套企业特

有的促进创新的能力【15】。林园春(2009)从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和组织学习能力

三个维度测度结构资本⋯】。孙芳桦(2009)从组织结构与流程、组织学习、组织

创新和制度文化测量结构资本【l21。雷井生，关云飞(2009)认为结构资本评价指

标包括企业的结构与流程、企业的制度文化、企业的组织学习ll引。巩璨(2009)

认为结构资本评价指标设计包括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组织学习，创新与研发和

业务流程ll引。卢馨，黄顺(2009)从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主营业务收入、每人

配备额测度结构资本【16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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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技术创新理论的文献综述

2．2．1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

技术创新的概念是由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发展规律中提炼出来的，熊彼特首

先从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了技术创新的概念【l71。在西方进行技术创新绩效的研究

中，将技术创新绩效定义为在企业创新过程中产出技术的绩效，体现在企业新研

发的产品中。O’Brien和Smith(1995)认为创新绩效是指企业是否达到创新目的

的指标，通常由提供异质化的产品或服务来满足顾客的需求并为企业创造的利润

等指标来衡量。J．Hinloopern(2003)认为企业的创新绩效本质上取决于企业自

身的创新活动和该活动与创新相关的环境的相互作用【261。高建(2004)认为技术

创新绩效是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效率、产出成果及对商业成功的贡献，包括技术

创新过程绩效和技术创新产出绩效。过程绩效表现为企业技术创新过程执行的质

量，产出绩效表现为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给企业带来的收益【18】。许庆瑞(2005)

认为技术创新是一项技术或产品从新思想的产生，到研发、试制和实现商业化的

整个过程【1 91。

2．2．2技术创新绩效的评价指标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初步建

立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评价体系。关于技术创新绩效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技术创新绩效表现为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效率，通过计算投入产出比率衡量

技术创新绩效；二是技术创新绩效表现为技术创新活动的结果以及对企业的影响。

技术创新绩效包括最终产出、中间产品和间接无形产出，最终产出包括新产品、

现存产品和工艺的优化，中间产品包括原型、标准、许可证等，间接无形产出包

括组织、个人素质和技术的提高。官建成(2000)利用专利数量、创新产品数量、

创新产品销售比例这三个指标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水平，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影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是R&D投入、对创新作用的认同、技术

合作、外资引进和创新策略(20l。Sivadas和Dwyer(2000)从产品品质提升、上

市速度、市场占有率、成本目标达成度和财务绩效测度创新绩效【2¨。Hagedoorn和

Cloodt(2006)在综合部分学者关于创新绩效的测度研究的基础上，采用R&D投

入额、引用的专利数、申请的专利数和新产品开发数量4项指标，对美国高技术

产业中1200个样本企业的创新绩效进行了测度【221。张方华(2004)采用新产品

开发速度、新产品开发数量、专利数、新产品产值率和创新成功率等指标评估技

术创新绩效1231。刘满凤(2005)认为创新绩效是创新系统在投入一定的要素后，

所取得的效果和生产效率的提高【2引。陈劲、陈钰芬(2006)从技术创新的本质、

创新过程特征和我国企业的创新情况，设计了创新过程绩效和创新产出绩效【251。

以上学者研究，大都从创新效益和创新效率两个方面测度创新绩效，设计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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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新产品的开发速度、新产品开发数量、申请的专利数、新产品产值占销售总

额的比重和产品的成功率。本文认为技术创新绩效包括技术创新产出绩效和技术

创新过程绩效。其中，产出绩效现为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给企业带来的各种不同

类型的效益，过程绩效表现为企业技术创新过程执行的质量。

2．2．3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因素尽管非常多，但是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组

织外部环境因素包括顾客、竞争者、政府、大学机构、法律与技术，组织内部因

素包括企业知识与技能、企业管理因素、企业文化等。J．Hinloopen(2003)认

为企业的创新绩效本质上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创新活动以及该活动与创新相关环境

的作用1261。Cohen和Levinthal(1990)认为吸收能力对企业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其提

高了企业创新绩效【2¨。Nonaka(1994)指出有效的知识共享可以最大限度利用现有

知识以促进产品创新【2引。官建成(2000)认为影响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

关键因素是：R&D投入、对创新作用的认同、产业政策、技术合作、外资引进、

创新策略、人员素质和竞争冲击【2们。Keld，Nicolai和Torben(2006)认为企业所获

得的外部知识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王龙伟(2006)研究表明企业内部的信

息交流会提高组织能力进而促进产品创新。张鹏(2009)认为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

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简兆权等(2010)以珠三角地区的116家高科技企业为对

象，构建网络关系、信任、知识共享与技术创新绩效的模型，研究表明企业间知

识共享的程度越高，则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也越高1291。窦红宾，王正斌(2011)对

西安通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106家企业为样本，研究表明企业外部网络强度、网

络稳定性、网络密度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3引。胡义东，仲伟俊(2011)发

现研发经费投入力度、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绩效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研发投

入和企业规模对创新绩效产出的影响程度存在行业差异13¨。戴勇，朱桂龙(2011)

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吸收能力对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p引。

2．3知识共享的文献综述

2．3．1知识共享的内涵

纵然国内外学者对知识共享领域的研究已经很多，但对于知识共享的定义，

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Senge(1 997)认为，知识共享与信息共享有所不

同，知识共享不仅包括知识的传递，还包括帮助对方学习知识的意愿和行动1331。

Soule(2003)强调知识共享有任务针对性，他将知识共享描述为参与者通过接触和

交换信息并针对某项具体任务采取有效行动的过程。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视角，

对知识共享的定义也不尽相同。

从知识交易角度来看，主体双方对知识共享中的期望收益是知识共享能否顺

利进行的关键。Davenport和Prusak(1 998)将知识共享过程看作是企业内部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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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员工参与知识市场交易的过程【3们。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知识市场中有讨价还价

的买卖双方，还有将买卖双方连接起来的经纪商，市场的参与者都期望获益，组

织员工之间、各部门之间的信任关系是该市场顺利运行的前提。应力和钱省三

(2001)认为知识交易是形成知识共享的基础。交易的知识包括关于技术和关于属

性的知识，组织内部的知识交易分为管理不参与交易、管理直接交易和管理参与

交易三种方式1351。张旭梅(2008)认为在供应链中也存在知识市场，并对知识市

场的运作过程进行了研究，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了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市场的

交易模型p引。

从知识沟通的角度来看，Hendrik(1999)认为知识共享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

联系和沟通的过程，知识不像商品那样可以自由传递，当一个人向别人学习知识

的时候，必须要有重建的行为，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去获得知识。Stan Davis

和Jim Botkin认为知识共享是网络管理模式的核心所在，共享知识简而言之就是

沟通，但为了达到共享的目的，两者间必须有沟通。詹勇飞，和金生(2008)通

过分析战略咨询过程中的知识沟通，揭示了战略咨询过程中知识沟通的关键控制

节点137】。

从知识学习的角度来看，Senge(1997)将知识共享定义为协助对方发展有效

行为的能力，只有当知识成功地转移到对方，形成对方的行动力的时候，才能称

之为知识共享1331。Hendriks(1 999)从知识的特性分析知识传播的方式，认为知识

共享是一种再学习、再重构的行为，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基础才具备共享他人知

识的能力。林润辉、李维安(2000)认为隐性知识学习组织通过重组来适应外部环

境，通过成员间的合作创新实现学习目标【3引。

从知识转化的角度来看，Nonaka和Takeuehi认为知识共享就是隐性知识与

显性知识的互动过程，包括知识的社会化、外在化、组合化及内在化四个不同的

转换模式。Hendriks(1999)认为知识共享是一个双向的、相互影响作用的过程。

Ipe(2003)认为知识共享是个体的知识转化为可以被其他个体吸收和使用的过程。

林钮琴(2005)运用社会交换理论，将知识共享定义为员工将本身所拥有的内隐及

外显知识，通过共享使他人不仅能够知晓，而且能重复使用【391。林东清(2005)

认为知识共享是指员工或团队，彼此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知识交换14引。邓丹(2006)

认为知识共享是指一个组织的成员或内外部团队在组织内部或跨组织间交流知

识，目的在于扩大知识的利用价值【4¨。

2．3．2知识共享的模式

汤种、杜荣、秦开银(2009)研究了知识型企业中业务流程、任务团队、师

徒关系、非正式交流四种知识共享模式的知识共享效果【421。张成洪等(2009)认为

大型集团企业的知识共享模式可以分为协助工作型、增强活力型、挖掘潜力型等

三种1431。知识共享模式主要是SECI模型、IDE．SECI模型和知识型企业知识共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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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1)SECI模型

Nonaka(1991)指出，实现知识共享的关键是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

他认为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转换是一个过程，并且构建了社会化、外化、综合

化、内化的SECI知识转换模型，使得成员间的知识得以共享。SECI模型考虑了

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转化，是一个受到广泛认同的经典模式。

隐性知识

显性知识

隐性知识 显性知识

厂 、、

松叭∞＼， 、＼
外似n

＼． ．／
内化(I) 综合化(C)

L ／‘

图2．1 SECI模型

SECI模型描述了组织中知识的创造与转化是由最初的个人隐性知识通过流

动而最终上升为新的个人隐性知识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社会化指隐性知识在

知识共享主体之间的交流，是隐性知识共享的过程，例如师傅带徒弟，徒弟通过

观察和模仿将师傅的隐性知识变成自身隐性知识的一部分。外化是隐性知识向显

性知识的转化，是对隐性知识的清楚表述，并将其转化为别人容易理解的知识。

隐性知识在显性化后，将极大地促进知识的共享，外化是知识共享的重要过程。

综合化是显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转化，是将企业中零散的、彼此孤立的知识点进

行整合，经过提升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内在化是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即把显

性知识转变为隐性知识，通过学习，总结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经验，使之成为自身

隐性知识的一部分。

(2)IDE．SECI模型

耿新从知识的分类与分布角度出发，以SECI为基础，提出了知识创造的

IDE．SECI模型。从可转移性的角度，知识可分为明晰的和默会的；从知识在企业

中所处的层面来看，知识可为个人掌握也可为组织所掌握。企业外部的知识依据

二分法分为外部个人明晰知识和默会知识、外部组织明晰知识和默会知识。明晰

知识可直接为个人或组织习得，而组织默会知识只能通过组织成员的分散学习、

集中共享来实现。通过外部个人或组织默会知识的潜移默化，外部个人明晰知识

的输入和转化，外部组织明晰知识的输入和转化，使企业知识转化与创新的链条

得以延长。IDE．SECI模型由七个阶段组成，完成的过程包括外部引入、传播共享、

解释内化、潜移默化、外部明示、汇总组合和内部升华，在这一过程中，不再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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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起点，而知识转化的方向也不再惟一。

图2．2 IDE-SECI模型

(3)知识型企业知识共享模型

Spender(1996)依据知识存储的载体，将知识分为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441。

李菲菲等从知识共享的层面及其主体加以区分，探讨了知识型企业的知识共享模

式，微观层面上知识型企业内部的知识共享主要发生在知识型员工个体之间，宏

观层面上企业内部的知识共享主要发生在知识型员工个体和组织之间。

图2．3知识型企业知识共享模型

个体一个体模式中，知识由个体传递给个体，这种共享模式中传递的知识主要

，●●●●●I●●●II●I●I●●●II●●●●●●●，

、、、

企业边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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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专属于个人的知识，如在工作中摸索出来的一些诀窍等，它们还没有上升

为组织知识。个体．组织模式中，个体将知识传递给组织，当知识接收方通过个体

一个体模式获取知识后，知识接收方成为知识提供方，于是，知识供应方队伍扩大，

团队内知识获取的路径增强，知识的传递效率提高，知识在组织内部得到更广泛

传播。随着掌握这种知识的员工越来越多，这时个体知识就上升为组织知识。组

织．个体模式中，知识由组织转移到个体中，为个体所接受，员工不仅向同事寻求

知识，还可在组织中搜索和获取知识。此时，组织作为知识提供方，员工作为知

识接收者，共享的内容主要是组织公共知识。知识通过在组织中的流动和扩散，

转化为个人的知识，真正实现知识在工作中的应用。组织．组织模式中，企业内部

团队之间的知识共享和知识型企业之间的知识共享。对于从事相似工作内容的团

队或企业，共享知识可以显著提高各自的工作效率。

2．3．3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

Hogan(1994)等认为组织信任能够有效地降低监督成本，促进成员间的知

识共享行为【451。Connelly和Kelloway认为组织成员必须建立互信才有知识共享

的可能14引。Szulanski(1996)全面研究黏滞知识成因，总结了影响企业内部知识

共享的四类因素。Cummings(2003)研究整合知识共享的各种影响因素，构建了

一个知识共享情境和因素模型【47】。邓丹(2006)认为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包括知

识本身的性质、文化差异、共享方式、共享意愿和接受能力等【411。梁菊(2010)

认为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知识分享的技术、参与者的主观意识和分享知识

的环境。学者们分别从知识共享的主体、客体和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分析【4引。

(1)知识共享主体影响因素

知识共享涉及知识源与知识接受方两个主体。知识共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知识所有者有权决定和哪个成员共享什么知识及共享的程度。知识共享主体的理

解能力是影响知识共享的主要因素，包括知识源对知识接受方的知识请求的理解

以及自身的知识表达能力，知识接受方对知识源表达的知识的吸收能力等。信任

会影响到知识共享的效率，Chowdhurry(2005)对信任与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都会对知识共享产生显著影响。王怀

秋(2008)实证研究表明信任有利于提高团队知识共享水平。Dhanaraj(2004)

实证研究表明信任对合作伙伴间的知识共享有积极影响[109】。王三义(2007)通

过对74家进行企业间知识转移的企业实证研究发现知识转移动机影响企业间知

识转移的机会和能力，并直接作用于知识转移效果【491。郝文杰(201 0)研究表明

知识共享意愿和知识吸收能力是影响知识共享水平的重要因素【501。

(2)知识共享客体影响因素

知识共享的客体是指知识的类型及特性。Michael Polanyi将知识分为显性知

识和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是非口语化、难以表达和难以编码的知识，转移难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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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Cummings和Teng(2003)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Polanyi的逻辑推理，发现知

识的可表达性越差，知识转移就越难。当知识涉及到所有者的核心竞争力时，出

于对知识特权垄断心理、害怕失去所有权、以及优势地位的考虑，从而不愿共享

关键知识。知识本身的复杂性成为了知识共享屏障，了解共享知识的相关特征，

有助于知识共享的主体采取针对性措施来提高知识共享的效率，从而避免知识共

享的盲目性。Szulanski和Simmoni认为相对比知识主体、环境特性等因素，知识

模糊性对知识共享的影响更加重要15¨。

(3)知识共享环境影响因素

知识共享环境是指组织结构、组织文化、信息技术、信任水平等，环境因素

也会对知识共享产生重要的影响。过度的分工和专业化，容易导致个人主义、部

门主义至上知识和视野狭窄，不能为知识共享提供有效的组织基础。组织层级比

较少，员工之间易于沟通，信息传递速度较快，可以克服传统的组织结构对知识

共享的阻碍作用。Tsai(2002)的研究显示，正式而集中化的组织纵向结构不利于知

识共享，非正式的横向的社会接触对知识共享是有益的。Kimball发现组织文化

会影响个人的学习动机、态度与成效。Schein(1993)认为，组织的知识共享文化可

以促进个人将自己的想法主动与他人分享【5引。任岩(2006)认为高层管理者和员工

必须要致力于建立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和鼓励分享知识的企业环境，以提高知识

共享水平1531。信息技术可以把组织各地的各部门、员工联系起来，迅速传播知识，

共享新思想，加快本组织各部门之间的沟通，提高工作绩效。Currie&Kerrin(2003)

认为信息和沟通技术的介入是促进知识共享的主要途径【541。Hendriks(1999)指出

信息和沟通技术会降低知识共享的时空障碍，使员工更易于获取知识的信息。陈

远和李沛(2005)的观点是如果企业信息技术基础薄弱，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去维

护和管理，知识共享的效果将大打折扣【5”。

2．4企业结构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

2．4．1企业结构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

结构资本能够通过战略、结构与文化的协调作用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调动

到实现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向上来，提升创新绩效。Bontis(1996)运用主成分分

析和偏最小二乘法分别对加拿大、马来西亚的企业进行研究发现，结构资本对于

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效应。Tsai and boshal(1998)从企业产品创新的特点和过程

出发，通过对15家大型跨国电子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企业获取市场

和技术信息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进而加速企业产品创新的速度和效益。Decanio

and Catherine研究表明组织结构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影响【56】。Mills and Gcrardo

认为合理的组织结构，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创新行为【571。企业内部权责明确，

有利于员工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促使员工努力发挥创新能力，形成企业差异化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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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从而提升企业绩效。国内目前关于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尚处在起

步阶段，缺乏系统性的研究。陈美纯在研究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中发现，

智力资本中的关系资本、结构资本对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万希(2003)以2003

年我国4l家最佳运营绩效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用相关性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

法检验了样本公司，研究证实结构资本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581。孙涛

等(2003)通过设计知识资本测度指标体系研究知识资本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结

果表明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之间相互影响，共同促进组织绩效的提升

15引。陈劲、谢洪源(2004)将知识资本分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创新资本和客

户资本，以Skandia模型为基础，构建了知识资本测度指标体系，并以浙江省的

高科技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得出知识资本与企业业绩显著相关160】。李嘉明、黎

富兵(2004)运用相关性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我国高度依赖智力资本的计算

机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结构资本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611．韦影(2005)的研究建立在Nahapiet和Ghoshal的社会资本三维结构理论的

基础上，考虑知识共享作用，研究得出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认知和关系三个维

度的水平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均有积极的作用【621。

智力资本会通过影响一些中介变量来间接地影响企业绩效。Burr(1997)研

究认为，智力资本中的关系资本是企业获取信息的重要资源，但获取过程需要企

业建立知识交流平台；通过知识交流平台，知识拥有者才能充分共享信息，提高

企业绩效1631。Marr等(2004)的研究表明，知识共享机制能促进显性知识与隐性

知识的相互转化，对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641。Barathi在智力

资本的动态性研究时发现，随着企业性质与时间的变化，结构资本、人力资本和

关系资本对企业绩效不一定存在促进效应。Kuczmarski(1996)研究认为，企业

创新战略水平的高低会影响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651。

综上可以得出，国内外的学者在结构资本对企业绩效相关实证研究中没有得

出一致的结论；研究中对企业绩效指标的选择，主要集中在财务指标，所得的结

果缺乏说服力；现有研究集中在对某种智力资本组成要素分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方面，而对组织结构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机理没有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这

一领域有待进一步深入。

2．4．2以知识共享为中介的相关研究

创新是组织学习的结果，组织学习又与企业的共享紧密相关，因此共享与创

新绩效之间存在递推关系。可见，知识共享能促进企业的知识转移，提高企业的

技术创新绩效。Cohen&Levinthai(1990)在他们的开创性工作中着重强调的共享

对企业创新绩效的预测作用，共享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的速度和范围。Kim(1998)

认为企业共享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速度、创新频率及创新强度【661。Bosch and

volberda(1999)研究表明有效的内部交流强化了社会整合机制，从而减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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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的障碍并提高吸收转化能力的效率193l。韦影(2005)将知识共享作为社会资

本与技术创新的中介变量，认为社会资本通过组织共享进而影响技术创新绩效

【62】。路琳，梁学玲(2009)研究得出知识共享作为中介变量，在人际沟通与创新、

任务冲突与创新之间的呈正相关关系【6‘71。王端旭等(2009)通过对183名IT企

业研发人员的调查，研究表明知识共享在研发人员的情感承诺、持续承诺对创造

力影响中起中介作用I醯】。张志颖(2009)研究表明知识共享在信息系统能力与企

业关系价值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16引。万迪眈，蔡地(2010)中层管理者的知识共

享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组织信任促进了中层管理者知识共享，进而提升了新产

品绩效【‘70】。简兆权等(2010)以珠三角地区的116家高科技企业为对象，运用结

构方程模式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知识共享作为中介变量，存在于信任对技术创新

绩效的影响路径、网络关系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之中I_71】。王艳子，罗瑾琏

(2011)研究表明知识共享的两个维度知识贡献和知识收集在组织自尊对员工创

新行为的影响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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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机

理分析

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就是企业知识的分享与创造

能力，那么，企业如何提高知识共享水平和技术创新绩效呢?本文结合高技术企

业特点，在本章节中从理论上详细阐述企业结构资本、知识共享对技术创新绩效

的影响机理，包括：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企业结构资本

通过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构建，本

章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

3．1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

3．1．1高技术企业组织结构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传统的组织结构过多地强调分工、专业化、集中化、等级链的原则，使企业

成为一种超稳态结构，缺乏进取和变革。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新型组织结

构出现，组织结构日趋扁平，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不断加强，信息和知识也得以

在员工之间实现共享，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管理成本，而且推进了企业创新的步伐。

组织结构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组织结构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平台。不同的组织结构，决定了企业内不同部门

的联系方式，必然影响到技术创新的成功。企业技术创新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

素是企业的组织结构，无论是影响和引导企业行为的市场环境还是企业进行技术

创新活动所需的人才、资金和技术，都要通过企业组织结构的配置后形成创新资

源，才能服务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适合企业技术创新的组织结构，才可以灵敏

地捕捉技术创新机会，通过优化资源，加强部门沟通，调动企业内外部资源促进

技术创新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司大量投资于技术创新，但技术创新

的失败率却高达60％。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组织结构和技术创

新不协调。Damanpour(1991)通过对1960．1988年问技术创新的相关论文进行了

荟萃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丰度、内外部沟通、管理强度与创新呈正相关关系，而

集权化组织结构不利于创新，垂直的层级机构与创新的相关性不显著【『73】。Bums

and Stalke研究表明，机械式组织结构不利于技术创新，有机式组织结构有利于技

术创新。Duncan(1979)研究发现，机械型组织结构过多地强调分工、集中化与

等级链等原则，妨碍个人创造力的发挥，非常不利于知识的生产、获取、共享【741。

而有机型组织结构，提倡学习和营造创新气氛，有效地推动了知识创新。许庆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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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05)认为，组织结构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项目实施的核心因素，也是制约

企业技术创新速度的关键因素ll 91。余雅风、郑晓齐(2002)研究表明组织知识创

新和知识整合效果与有机式组织结构密不可分，因为知识创新不仅需要创造力，

而且需要组织的敏捷性，而这种特性通常出现在有机结构中【751。可见，组织结构

有机性程度高，即组织集权化程度低、组织正式化程度低，有利于组织技术创新

绩效的提高。

组织结构影响创新观念和创新执行力。组织结构的存在不仅决定着将创新观

念转变成创新产品、实现组织战略的能力，同时也影响着创新观念产生的组织环

境。组织结构影响着企业的灵活性与开放程度，影响到员工个体对工作创新环境

的知觉。为了保证创新决策与创新行为的有效快速执行，企业必须保持灵敏的组

织结构，尽量减少组织结构的中间层级，促进组织结构扁平化。20世纪末，企业

纷纷通过敏捷制造、流程再造、建立柔性化组织和战略联盟等手段来调整组织结

构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组织结构柔性化，有利于提高开放程度，调动科研人员

的创造性，快速应对市场的变化，加速各个部门技术积累。在员工掌握足够的决

策权前提下，较低水平的规范化程度可以增强员工的创新自主性，促进员工个体

乃至组织整体创新气氛的提升，进而提升创新绩效。企业技术创新的成功不仅是

创新者个人成功运作的成果，更是企业组织结构整体合理安排的结晶。Damanpour

(1991)研究了组织结构的构成要素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组织

内外信息沟通通畅、层级较少、柔性化组织结构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_73】。Utterback

和Abernathy(1983)对产品和工艺创新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发

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17们。

3．1．2高技术企业组织文化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组织文化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资源，是指一个组织在长期的生存发

展中形成的，为组织多数成员共同遵循的基本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通过

强化企业的内部整合与外部协调，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创新性文化不仅可以凝聚

员工的力量团结协作，而且可以激发员工的创新意识，确保创新工作的顺利推进。

Tushman和O’Reilly(1997)认为，应当鼓励组织成员的新思想和冒险行为，应

该容忍它们的错误和可能的失败，因为创新经常包括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不愿意

承担风险的公司，创新是难以为继的，所以创新力强的公司往往具有鼓励冒险的

文化17‘71。谢洪明(2006)以华南地区11个行业，149家企业为样本，研究表明企

业文化对创新绩效有重要影响【7引。Van de Meer(2007)认为企业存在着能够激发创

新的文化路径【7纠。企业文化主要是通过企业家精神和研发管理两条基本途径促进

技术创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则是技术创新的发起者、

责任者和推动者。企业文化使企业家精神得以延续，在企业家精神中，强烈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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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意识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企业家强烈的创新意识，可以持续推进企业技术创新

的自觉实施，使之成为企业的一种规范化行为。企业家精神的传播，会影响到员

工的创新意识和工作行为，使企业有能力逐步向核心技术创新挺进。Lessandra

Vecchi(2008)的研究表明，在国际生产中，企业文化有助于技术创新的实施【8们。

李垣(2008)指出官僚型文化与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都是负相关关系，创新型文化

与自主创新是正相关关系喁21。Nystrom(2002)把组织的资源约束的宽松性看作影响

技术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强调了文化氛围如果具有冒险取向，外部关注性和成

就导向的特征，企业文化对技术创新将有促进作用[831。包欢乐，周欢怀(201 1)

将企业文化划分为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四个方面，分析其

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并以温州奥康集团为例，分阐述了企业文化建设对创新

绩效的重要影响1861。当企业家建立起一个有利于知识创新的企业文化时，组织内

部知识转移意愿就会增加，伴随着知识基础的扩大，知识共享也会突飞猛进，进

而组织个体与整体的学习能力增强，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开放创新的企业文化是技术创新的动力之源，有利于研发的企业文化氛围就

在于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协调。开放的文化氛围是保证研发项目成功的整合剂，

创新的文化氛围有利于R&D人员大胆创新，不怕失败。开放的文化氛围有利于

研发人员和其他部门的沟通，广泛收集大量的可靠信息，促进研发项目立项的可

行性。开放的文化氛围有利于获得其它部门的支持，如信息支持、资源支持和人

事支持，从而保证研发项目的顺利推进。在高技术企业中，由于技术本身的复杂

性，技术创新完全依靠个人的创造发明的情形极为少见，一项创新成果往往是集

体智慧的结晶。Chesbrough(2003)认为在创新的每一阶段创新知识的输入和流

出必须有文化机制来保证。没有良好的团队协作，也就不会有高效率、高质量的

研发成果哺引。周玉良，窦雪梅(2005)分析了企业文化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指出

企业文化对技术创新全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对如何建立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企

业文化提出一些建议，以创新的企业文化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使企业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充满活力¨¨。刘锦英(2010)以我国287家光电子企业为样本，实证

分析了创新文化特征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鼓励冒险、宽容失

败”、“交流思想的意愿”、“相信创新是重要的”3个文化特征与创新绩效呈显著

正相关【341。

3．1．3高技术企业组织学习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组织学习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克里斯·阿吉里斯和唐纳德·斯克

思在其著作《组织学习：一种行为理论》中首先提出的，随后组织学习的思想得

到了广泛的发展。组织学习比单一的个体学习更加复杂和更具有动态性，如果说

个人学习是个人改变其知识存量和认知结构的过程，那么组织学习则是创造与企

业共享企业知识的有效途径，它既包括将个人知识转化为组织共有知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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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将零散的组织知识综合成组织知识系统的过程。组织学习可以增加组织知

识积累和掌握技术发展态势，影响技术创新绩效。

通过组织学习，不仅会增加组织知识和信念的变化，而且会增强组织的创新

能力。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与企业内的知识存量密不可分，而组织学习能够促进企

业内部知识的获取、积累和共享，促使员工快速地消化吸收尽可能多的知识，进

而极大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组织成员通过不断地学习，吸收和整合新的知识和技

术并通过积累经验，使组织知识持续增长，提升组织的核心能力，创造出组织的

竞争优势进而提升组织创新绩效。组织学习是获得、吸收和利用知识的重要途径，

在知识密集型企业中，个人与组织通过学习来引导创新，才能成为组织中唯一可

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谢洪明等(2006)对组织学习是否以及如何通过组织创新

影响组织的绩效研究中发现，组织学习对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都有直接的显著影

响I_78】。组织学习可以促进组织的产品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的成功率，提高技术竞争

能力和IT能力，组织学习不仅会影响到组织创新的初始阶段，而且会影响到创新

的执行阶段。Francois(2002)对110家美国小型高科技企业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

组织学习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8¨。李明斐(2007)通过对201家企业的实

证分析发现，组织学习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l黯】。
’

通过组织学习，可以掌握技术的发展态势，提升创新能力。通过组织学习，

不仅可以避免技术引进决策的失误，减少或杜绝垃圾技术或设备的引进，而且可

以提高对引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加快掌握技术的速度，避免因技术发展速度加快

陷入“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的技术追赶陷阱之中。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一个连续的、

动态的过程，需要内隐知识与外显知识的相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是通过不断的 ，

组织学习过程来实现的。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创新企业不断进行组织学习的过程，
“

通过组织间学习，比如通过加强与战略合作伙伴、以及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交

流，企业可以在行业技术演进的动态变化中，及时地掌握行业技术的最新发展趋

势，从而避免技术战略的失误。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环境动态多变，

组织更需要组织学习来扩展动态能力，提升创新能力，以促成组织在竞争中取胜。

Mabey和Salaman认为组织学习是组织维持创新的主要因素，组织学习的知识通

过在组织成员中分享，指导着组织的技术创新行为。林义屏(2001)研究表明组

织学习对组织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有着显著的影响【明】。曾德明等(2010)以制

造业为例，研究发现组织学习增强了企业适应环境的能力和创新能力006J。

3．1．4高技术企业业务流程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根据《牛津英语大字典》对流程的定义，流程是指一个或一系列有规律的行

动，这些行动以确定的方式发生，导致特定结果的出现。组织的绝大部分活动都

具有序特征，可用流程来描述。Davenport(1998)认为业务流程是一系列结构化的

可测量的活动集合，并为特定的市场输出特定的需求f9们。Barrett(1 994)认为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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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运营步骤和管理控制系统的组合，这两方面联合起来生产产品和服务。Hammer

(2001)将业务流程定义为有组织的活动，彼此间相互联系，为客户创造价值。

归结起来可以发现，“流程"的定义包括了这六个要素：输入资源、活动、活动的

相互作用、输出结果、顾客、价值【9¨。企业业务流程包括设计开发流程、生产工

作流程、质量管理流程、市场营销流程、服务管理流程、财务管理流程等。业务

流程是知识管理体系的支撑体，不断更新和完善知识数据库是促进间接交流的技

术基础。业务流程是企业生存的关键，是按照一定逻辑顺序连接起来的业务活动

链，也是利用知识和创造知识的场所。业务流程的实施过程实际上就是员工在利

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其实质是一个不断创造新

知识的过程。

产品创新的过程需要通过流程才能实现。低成本的输入，高质量的输出，必

须通过一系列的流程才能实现。如果没有流程，材料就无法加工成合格的产品，

如果没有流程，产品就难以满足客户的需要。流程控制是企业得以运转的关键，

企业只有不断优化流程，实施标准化作业，才能取得好结果。产品通过一系列的

流程活动来实现，通常各企业的流程都有所差别，其结果也可能各不相同，产品

的优劣最终体现为客户的满意程度。刘锦英(2005)认为业务流程是企业技术创

新的基础，科学的规章制度，有利于技术创新。荆宁宁，胡汉辉(2008)认为在

产品研发的业务流程中，始终伴随着知识过程的进行。产品研发能否成功，取决

于其中新知识的含量，依赖于企业知识过程的有效性和效率【921。周敏等(2008)

认为创新过程中各个业务流程之间均有知识的流动，知识是创新的源泉，要提高

知识流动的效率，就必须有顺畅的流程做支撑⋯叭。理顺业务流程，对提高研发质

量、缩短开发周期、降低产品成本、提升创新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知识的

获取和整理都不会直接形成技术创新成果，只有当分布在组织各处的知识可以全

面地在组织中流通并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时，才能使知识产生价值，实现技术创

新，形成创新成果。

3．2结构资本通过知识共享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3．2．1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对知识共享影响

组织结构搭建了组织成员之间共享个体知识的平台，在促进企业内部知识的

转移和吸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通常考虑的是企业分配任务的集权化和正式化

程度、责任、权威、决策等。Van de Bosch(1999)通过案例研究发现职能型、

事业部制以及矩阵型三种不同组织结构对知识共享的影响【93】。Ruppel和

Harrington通过研究发现，创新型组织文化对知识的转化和传播有促进作用【94l。

企业组织结构设计是否合理，会影响企业信息和知识的传递速度和质量。通过企

业内外部、正式或非正式地获得所需的知识源，并把新知识与企业原有的知识有



硕：}学位论文

机地融合起来，使获取的知识转化为企业真正需要的。并依靠组织结构完美设计，

使企业内部的隐性知识进行编码，实现显性化，最终转化成为企业的创新产品和

服务。Davenport，Delong和Beers(1998)指出推动知识管理的成功因素中，多

项都与组织文化相关195】。Davenport和Prusak(1998)认为企业要能够成功的转

移知识，技术特质不可或缺，组织文化要素也是决定因素之一p引。Marilyn(1998)

认为开放与信任的组织文化，较易达成组织知识共享的目标。Zielinski(2000)

指出若没有一个积极鼓励分享的文化，则知识转移不可能那么容易就发生。如果

组织想要有一个创新的文化时，则组织必须接受员工的失误，鼓励员工多尝试，

组织成员愿意分享知识。组织文化是知识管理成功与否的关键，基于知识共享的

组织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一个信任的气候与开放的环境。组织文化决定了员

工对待知识的态度，决定了企业对待获取知识的看法，同时，影响着员工个人知

识与企业共有知识间的关系。O’Dell(2001)等指出组织文化应强调员工互动来

建立他们之间的关系，推动他们分享更多的观点和知识。毋容置疑，组织成员的

合作对知识在个体之间传播作用不容小视，能将个体知识为组织所拥有【971。知识

共享是知识集成的前提和基础，企业通过建立良好的组织文化，可以引导员工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其主动收集、扩充与挖掘知识的能力，并在企业内形成一

种知识共享的环境，充分调动员工学习知识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企业的知识集成

能力。在Wolfgang等进行的关于“知识管理未来’’的全球首次德尔菲调查报告中

显示，企业内影响知识分享的所有因素中，排在首位的就是企业文化。

组织学习是知识集成的前提和基础，它为知识集成提供基本的知识，通过组

织学习还可加强员工之间的交流，从而促进组织内部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的转

移和共享。张旭梅(2008)研究表明企业组织学习能力对知识获取存在显著的影

响【36】。组织学习的最大特点是以共享知识为基础，正是这个包含着意会知识的知

识基础使组织行为的变化，乃至组织创新成为可能。Zander(1995)认为，知识

集成能力来自于组织内外部学习【9引。赵修卫(2003)认为，组织学习过程本身就

包含了知识集成【99】。组织学习中强调知识集成，就是要在组织学习目的的引导下，

将组织学习及知识从混乱无序的状态转化为有序。简单的层次结构可以弱化参与

者的等级观念、使员工平等传播和反馈知识，形成开放性、成长型的知识共享机

制，对于知识共享具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知识编码、对知识进行适当加工，

或者电子邮件等信息手段，信息技术使知识快捷方便地实现共享。张旭梅(2009)

研究发现企业知识共享平台、激励机制对知识获取存在显著的影响⋯¨。

3．2．2知识共享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良好的知识共享能够促进知识的创新与传播，实现知识的不断增值，从而增

强组织的竞争力。知识共享和组织学习密切相关，而创新又是组织学习的产物，

所以共享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很多研究表明，知识共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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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能够促进企业的知识、信息和技术转移，有助于产品和工艺创新，从而提高企

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创新过程与知识的获取、转移、整合、创造和应用是紧密相

关的，因而共享在其间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知识共享减少知识转移的交易成

本，员工之间之间信息交流，互相激发，开阔创新视野。同时也可以认识自身的

不足，提高创新的灵感。通过建立知识共享，可以利用各个员工的知识优势，避

免重复研究，缩短开发周期，提高创新的效率，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沈必扬和王

晓明(2006)的实证研究表明，知识共享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同时共享在技术机遇、知识溢出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起着重要作用Dool。知识

共享能促进企业的知识和技术转移，有助于新产品开发，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

新绩效。Stock et al(2001)的研究表明知识共享可以通过获取信息，使企业能够

更为有效地开发新产品。Halmenschlager(2006)在研究知识溢出与共享在专利

竞争中发现，在专利的竞赛中，知识溢出将会加快各个企业创新的步伐。沈必扬

和陈炜(2007)在研究网络中心度和中小企业创新绩效过程模型中，发现知识共

享对创新绩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l 01】。

知识共享过程既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扩散和传播的过程，又是实现技术创新

的过程，知识共享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整合和归集。创新的基础是知识，所有

有价值的创新都是知识共享、积累与应用的结果。成员通过知识共享，不仅提升

自身的知识存量，而且不断使得知识系统化、社会化，创造出新知识，并不断提

高创新能力和改进创新行为。Teeee DJ(1998)研究发现，团队只有快速获取创新

所需要的相关知识资源，才能具备快速进行创新的能力，而快速获取知识的途径

就是知识分享【l忆J。Grayr(2001)认为，团队无法实现创新目标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是缺乏知识共享，团队创新所需的技术知识往往是通过知识共享快速获取，并且

技术知识共享越好的团队，其创新效率也越好，创新绩效也越高【1021。知识共享

提供了成员互相学习与合作的机会，降低研发成本并提高创新速度，并刺激知识

的创造及增强组织的创新能力。
’

3．2．3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结构资本能聚集团队内外的各种资源，加速知识的转移与扩散，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促进知识创新，并最终达到提升竞争优势的目的。一定程度上结构资

本可以看作是知识共享的环境，文化建设的作用在于让团队内的员工有归属感，

能够清晰地感知要共享知识，要达成一种共识化。知识共享的科技手段和共享渠

道的作用在于为员工提供有效的知识共享平台，促成员工形成工具化意识。结构

资本是组织所拥有的一种组织能力，其价值在于人力资源凝聚起来，使人力资本

在知识共享的过程中得到有效利用：是人力资本具体化和权力化的支持性结构，

其组成成分可以促成企业知识积累、知识传递和共享，为企业实现突破性技术创

新提供平台支持。知识共享可以提高技术创新的研究开发能力，提高技术创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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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制造能力和营销能力。

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而有效的知识管理是创新成功的基础。

张光磊等(2009)认为企业组织结构越趋向于柔性，组织成员间越呈现出强烈的知

转移动机，知识转移渠道进一步拓宽，知识转移能力增强，越有利于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的提高【．76】。曹科岩，龙君伟(2009)研究表明组织文化会影响员工对知识及

知识分享的态度，通过知识分享，使得知识系统化、社会化、创造出新知识，并

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改进创新行为⋯31。张同健，蒲勇健(2009)互惠性的企业文化

有效地提高了知识转化与组织学习的效率，进而增强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1114J。

3．3概念模型与测量指标

3．3．1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本文模型中涉及了三个变量：自变量、因变量和中介变量。根据前面章节中

分析和总结，本文的自变量一一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其通过高技术企业的组织

结构、组织文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四个维度来衡量；中介变量一一知识共享；

因变量一一技术创新绩效。综合本文前面章节研究和分析，构建基于知识共享的

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模型，如图3．1所示。

备注：HI-H14为本文将要提出的假设

图3．1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模型

(1)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假设

本文通过高技术企业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四个维度

来衡量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通过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机理

分析可知，技术创新的组织模式影响着创新的成败，组织结构是技术创新的平台

和枢纽，组织结构有机性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高技术企业

结构资本的组织结构维度与技术创新绩效存在正向相关的影响关系；组织文化对

技术创新具有推动作用，创新精神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之源，企业文化越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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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精神，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就越高，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组织文化维度与

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正向相关的影响关系；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组织学习维

度不仅仅有利于企业掌握技术的发展态势，避免技术引进决策的失误，而且可以

较早发现竞争，增强企业的核心能力，有利于提高技术创新绩效，高技术企业结

构资本的组织学习维度与技术创新绩效存在正相关的影响关系；理顺业务流程，

有利于提高隐性知识共享和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高技术企业结

构资本的业务流程维度与技术创新绩效存在正相关的影响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假

设如下：

Hl：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组织结构对技术创新绩效有着正向影响

H2：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组织文化对技术创新绩效有着正向影响

H3：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组织学习对技术创新绩效有着正向影响

H4：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业务流程对技术创新绩效有着正向影响

(2)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与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假设

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对企业知识共享的影响在本文已做详细论述，其通过组

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提升知识共享意愿，扩大知识基础，

进而加快知识吸收的速度和转化效果。企业的组织结构扁平化和灵活性，决定着

知识分享的意愿和速度；组织文化决定了员工对待知识的态度，决定着企业对待、

获取和传播新知识的行为，进而影响知识共享；组织学习可加强员工之间的交流，

从而促进组织内部知识转移意愿，提高企业知识共享；业务流程是执行企业战略

的基础与保证，业务流程的有效实施是保证组织创新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5：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组织结构对知识共享有着正向影响

H6：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组织文化对知识共享有着正向影响

H，：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组织学习对知识共享有着正向影响

H8：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业务流程对知识共享有着正向影响

(3)企业知识共享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假设

通过机理分析可知，知识共享能促进企业的知识转移，有助于新产品开发，

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企业知识共享促进了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企业知识

共享越强，越有利于企业创新，反之亦然。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9：高技术企业知识共享对技术创新绩效有着正向影响

(4)知识共享在企业结构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起到中介效应假设

通过前面分析可以知道：自变量企业结构资本通过中介变量知识共享对因变

量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由于企业结构资本由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

织学习和业务流程四个维度构成，因此，本文针对企业知识共享的中介效应提出

假设如下：

H·o：高技术企业知识共享在组织结构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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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1．高技术企业知识共享在组织文化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H12"高技术企业知识共享在组织学习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H13：高技术企业知识共享在业务流程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H14：高技术企业知识共享在结构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3．3．2企业结构资本测量指标

结构资本是指不依附于企业人力资源而存在的组织的其它能力，包括组织策

略、程序、系统、文化和数据库等。国内外关于组织文化和组织学习测量指标的

研究比较多，对于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的测量指标较少，本文对国内外学者相关

研究成果的进行总结，主要参考了Bontis(1996)、Sivadas(2000)、金峻岭(2005)、

雷井生(2009)、孙芳桦(2009)等学者关于组织结构资本中的组织结构、组织文

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的相关测量指标。(如表3．1所示)

表3．1企业结构资本四维度的测量指标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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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dvinsson视结构资本为组织化资本、创新资本和流程资本三种资本的结合。

Hubert认为结构资本包括系统、结构、战略与文化四个要素。孙芳桦(2009)认

为结构资本包括业务流程、组织结构、组织学习、企业创新和制度文化。根据研

究的需要，本文从“责权利关系"、 “结构调整灵活度"、 “员工信息交流”、

“部门合作水平"和“扁平化程度”五个方面测量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组织结

构维度；从“变革态度”、“鼓励创新行为"、“对待失败态度"和“鼓励员工

创新"四个方面测量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组织文化维度；从“接纳新思想”、

“营造共享氛围"、“提供培训机会”、“员工学习意愿"和“对待学习态度"五个



方面测量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组织学习维度。从“业务处理周期’’、“工作流程

效率’’、“流程应用效果"和“知识易得性"四个方面测量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

业务流程维度。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四个维度的具体指标内涵见表3．2。

表3．2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四维度的测量指标内涵

3．3．3知识共享测量指标

知识共享是为组织内员工、团队和组织的显性、隐性知识通过各种共享手段

为其他成员所共同分享，从而转化为组织知识财富的过程。知识共享是一种沟通

的过程，包括知识拥有者与知识需求者两个主体，知识是通过社会化、外化、整

合化和内化四个过程在企业内部螺旋状发展的。可以说，知识共享是知识拥有者

帮助知识需求者了解自身拥有的经验及技能的行为。在对知识共享进行的相关经

验研究中，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开发了相应的量表对知识共享加以测

量。本研究的知识共享行为量表参考Currie(2003)、Lee(2004)、Szulanski(2007)、

陈远(2005)、任岩(2006)、郝文杰(2010)设计而成。(如表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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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知识共享的测量指标总结

知识共享打破了不同知识拥有者之间的壁垒，从而实现知识在一定范围内的

自由流动和自由使用，减少知识生产的重复性投入，大量节约知识获取成本。根

据本文研究的需要，本文从“共享内容"、“共享效率"、“共享效果"和“共享

过程”四个方面测量知识共享，具体指标内涵见表3．4。

表3．4知识共享的测量指标内涵

3．3．4技术创新绩效测量指标

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从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两个方面测量技术创新绩效。

Ettlie和Reza(1992)认为产品创新是为了顾客的利益而推出的新的产出或服务，

过程创新是在把投入转化为产出过程中，使用的新的工具和生产技术中的知识。

陈劲，陈钰芬(2006)认为技术创新绩效包括创新产出绩效和创新过程绩效。创

新产出绩效包含直接效益、间接技术效益和技术累计效益，创新过程绩效包括研

发部门与客户交流频度、研发部门交流频度、研发人员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和技术

人员人均培训费用。吴晓波，高忠仕，魏仕杰(2007)用新产品利润／投资收益，

新产品市场份额，新产品开发周期，客户／高层满意度四个指标测度技术创新绩效。

本文从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两个层次来度量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在对国内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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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关研究成果的进行总结，主要参考了Gray(2001)、Nystrom(2002)、韦影

(2005)、陈劲和陈钰芬(2006)、路琳(2009)等学者有关技术创新绩效的相关

测量指标。(如表3．5所示)

表3．5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测量指标总结

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本文从“新产品开发数量"、“新产品上速度"、“更

新专利能力"和“拥有专利数量"四个方面测量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产品

创新绩效这一构成要素；从“改善产品品质"、“开发产品新工艺"和“改善产

品成本"和”工艺创新能力”四个方面测量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过程创新绩效

这一构成要素。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具体指标内涵见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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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测量指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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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实

4．1研究设计

证研究

4．1．1问卷设计

为确保问卷的可信度和有效性，首先，搜集经典文献和量表。围绕着论文的

研究主题筛选出经典文献和成熟的国内外测量量表，同时结合专家和学者的意见

对问卷进行了适当的修正，用于初始调研问卷的编制(见表4．1)。接着，进行小样

本前测分析。为了保证问卷的内容效度和被调查者能够很好的理解问卷问题，尽

早发现研究设计以及测量工具的缺陷并及时加以修正，本文选取了湖南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MBA和EMBA学员和我国广州的高技术企业作为调研的对象进行了小

样本预测试，通过对问卷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形成最终的调研问卷。

表4．1初始问卷测度指标及计量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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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问卷的初试与修正

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问卷在设计过程中使用了李克特5级量表法，问卷主

要包括四个部分：企业结构资本的量表、知识共享的量表、技术创新绩效的量表

和基本信息，最初问卷的问题主体部分共计30道题。本次测试选取了湖南大学工

商管理学院MBA和EMBA学员和广州市的高技术企业发放问卷，共发放30份

问卷，最终收回22份，回收率为73．3％，将其中填写不完整等无效问卷剔除，得

到有效问卷20份，有效回收率为91．7％。通过选取小样本的对象进行预测试，运

用SPSSl3．0软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后，适当的删减或调整数据中不合理的题

项，以最终形成本研究所需的正式量表。

通过因子分析显示，用初试样本数据对企业结构资本量表进行充分性检验，

发现样本KMO值为0．764，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674．238，显著性为0．000，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SPSSl3．0对企业结构资本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

主成份分析法和最大变异法进行因子旋转，得到4个公因子，累积解释的总变异

量为65．807％，反映了原变量的大部分信息。作进一步分析，删除共同度低于0．5

的题项后，因子累积解释的总变异量为67．161％，问卷有效。同样对知识共享量

．表进行充分性检验，得出样本KMO值为0．775，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

376．721，显著性为0．000，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1个公因子，累积解释的总变异

量为71．853％，反映了原变量的大部分信息。通过对技术创新绩效量表进行因子

分析，发现样本KMO值为0．705，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298．599，显著性

为O．000，得到1个公因子，累积解释的总变异量为61．154％，删除共同度低于

O．5的题项后，因子累积解释的总变异量为64．912％，问卷有效。最后形成本文研

究的正式问卷，正式问卷的问题主体部分共计20题，各个变量的测量指标和计量

题项如表4．2所示：

32



硕士学位论文

表4．2正式问卷测度指标及计量题项

本文通过测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来衡量量表的信度，并采用Cronbach’S if,系

数进行测量。通过对修正后的正式各个量表进行信度分析，得出正式问卷各个量

表的Cronbach’s a值如表4．3所示。

表4．3修正的正式量表的Cronbach’S a值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经效度分析后，本研究修正后所用正式问卷各个变量

的分量表的Cronbach’S a值在0．79以上，信度非常高。因此，修正后的正式问卷

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4．2数据收集

本文研究对象是我国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关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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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问卷所涉及到的企业主要集中在长沙、广州等地。共发放问卷230份，总计

回收问卷210份，回收率为91．4％，有效回收184份，有效回收率为87．6％，其

中，长沙为110份，广州为74份。分布的行业包括先进制造技术、电子信息技术、

高技术服务、新材料新能源技术、资源与环境技术、生物新医学技术、高技术服

务业等。本文对有效样本数据进行数据统计，得出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4．4。

表4．4样本分布情况表(以被调查企业所属行业的情况为依据N=184)

4．3信度和效度检验

4．3．1信度分析

信度是指测试分数的特性，是量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分数会因受

试者的不同会有所不同，所以多数学者认为每次利用问卷的量表进行调研后，应

估计分数的特性。信度分析是指对于调查问卷中连贯的问题，只有当答案相同或

相近时，其度量才是可靠的。本研究采用Cronbaeh’s a值通过正式问卷回收的数

据对本研究所用量表的信度进行测量，其结果如表4．5所示，由表中数据可以看

出本研究所用量表的Cronbach’s a值都在O．65以上，各量表可靠性较好。

表4．5本研究各量表的Cronbach’iq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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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效度分析

本文通过正式样本回收的有效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来验证量表的

结构效度。在管理研究中，一般认为，卡方与自由度比值(Chi—square／df)dx于5，

近似误差均方根残差(RMSEA)d,于等于O．10，标准化均方残差根(SRMR)d,于等于

0．08，就达到要求，RMSEA值越小越好；规范拟合指数(NFI)、不规范拟合指数

(NNFI)、比较拟合指数(CFI)、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数(GFI)等大于等于O．90，表示

模型拟合度高，但大于0．80即可接受。另外，量表中所有指标的因子载荷大于

O．5，并且各个指标的因子载荷的T值均大于2的显著水平，说明量表的结构效度

较好。

(1)企业结构资本的效度检验

本文利用LISREL8．70软件对企业结构资本量表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从

表4．6和表4．7可知，企业结构资本量表中的所有指标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总体拟

合指标基本符合检验标准，并且所有指标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5这一可接受水平，

各个指标的因子载荷的T值均达到大于2的显著水平，说明企业结构资本量表的

结构效度很好。

表4．6企业结构资本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总体拟合指标

(2)知识共享的效度检验

本文利用LISREL8．70软件对知识共享量表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从表4．8

和表4．9可知，知识共享量表中的所有指标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总体拟合指标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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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检验标准，并且所有指标的因子载荷都大于O．5这一可接受水平，各个指标

的因子载荷的T值均达到大于2的显著水平，说明知识共享量表的结构效度很好。

表4．3知识共享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总体拟合指标

(3)技术创新绩效的效度检验

本文利用LISREL8．70软件对技术创新绩效量表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从

表4．10和表4．11可知，企业创新绩效量表中的所有指标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总体

拟合指标都达到了检验标准，并且所有指标的因子载荷都大于O．5这一可接受水

平，各个指标的因子载荷的T值均达到大于2的显著水平，说明知识共享量表的

结构效度很好。

表4．10技术创新绩效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总体拟合指标

17．新产品开发数量

18．新产品上市速度

19．拥有专利数量

20．开发产品新工艺

O．73

O．62

O．56

0．87

10．82

8．90

8．07

16．53

4．4数据分析

为研究各变量之间的结构，先采用相关分析探索各变量间的相关结构，各变

量之间的存在相关关系是进行回归分析作进一步研究的前提。

4．4．1描述性统计

根据调研回收的有效数据，对被访者和调查对象的企业的基本信息的描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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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如表4．12所示：

表4．12样本有效数据描述性统计

通过表4．12可以知道，在所有回收的有效问卷中：

(1)被访者性别和职务：被访者中大部分为男性，所占比例为62．5％，女性

比例为37．5％，在学历分布方面，被访者大部分为本科学历，所占比例为53．3％，

硕士以上学历所占比例为30．4％。

(2)公司的性质：本文研究调查对象中，民营企业所占比例最多，高达65．8％，

国有企业所占比例为22．8％，三资企业占l 1．4％。在公司工作年限方面，11年以

上的占13％，2．3年的比例最高，为39．1％。

4．4．2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本文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来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关分析是研

究现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依存关系，并对具体有依存关系的现象探讨其相关方向

以及相关程度，在计算相关系数时，不需要考虑其他相关变量对这两个变量可能

产生的影响。积差相关的值介于+l与．1之间，两个变量的积差相结构数越接近l，

则表示两个变量间的关联强度越强，相反的越接近0，表示两个变量间的关联强

度越弱。分析结果如表4．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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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p<O．01显著性水平

具体来看，企业结构资本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四个

维度对技术创新绩效和企业知识共享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企业知识共享对技

术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

4．4．3各变量间的回归分析

从上面对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可知，企业结构资本各维度与技术创新绩效、

知识共享之间，以及知识共享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具体

的因果结构还需要作进一步分析，本研究就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对研究假设进行验

证。多元回归是研究多个随机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为了研究企业

结构资本、知识共享和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统计关系，本文分别建立了结构资本

与技术创新绩效、企业结构资本与知识共享、知识共享与技术创新绩效以及知识

共享中介效应三个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企业结构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回归分析

通过对企业结构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量表的有效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把

企业结构资本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作为自变量，技术创

新绩效作为因变量，建立模型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显示结果如表4．14所示：

表4．14企业结构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回归分析

注：“++p表示p<O．001显著性水平；“宰宰”表示p<O．Ol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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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14显示结果可以发现：企业结构资本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学

习和业务流程四个自变量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F值为117．222，且达到p<O．001

的显著性水平，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的T检验Sig．值都为

0．000(d,于0．05)，这四个自变量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自变量组织结构、

组织文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的共同的可解释变异量R2为71．8％。进一步分析

可知，企业结构资本中各维度的标准化系数B都大于0，说明企业结构资本各维

度对技术创新绩效都有正向影响，研究假设Hl、H2、H3和H4得到了验证。

(2)企业结构资本对知识共享的回归分析

通过对企业结构资本与知识共享量表的有效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把企业

结构资本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作为自变量，知识共享作

为因变量，建立模型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显示结果如表4．15所示：

表4．15企业结构资本对知识共享的回归分析

注：“¨p表不p<O．001显著性水平；¨∥表不p<O．Ol显著性水平 ·

从表4．15显示结果可以发现：企业结构资本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学

习和业务流程四个自变量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F值为“2．469，且达到p<O．001

的显著性水平，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的T检验Sig．值都为

O．000Ub于0．05)，这四个自变量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自变量组织结构、

组织文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的共同的可解释变异量R2为70．9％。进一步分析

可知，企业结构资本中各维度的标准化系数p都大于O，说明企业结构资本各维

度对企业知识共享都有正向影响，研究假设H5、H6、H7和H8得到了验证。

(3)知识共享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回归分析

本章节通过对企业知识共享与技术创新绩效量表的有效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把企业知识共享作为自变量，技术创新绩效作为因变量，建立模型并对其进行回

归分析，显示结果如表4．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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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p<O．00l显著性水平；“·事”表示p<O．Ol显著性水平

从表4．16显示结果可以发现：企业知识共享这一自变量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

的F值为885．123，且达到p<0．001的显著性水平，企业知识共享的T检验Sig．

值为0．000(d'于0．05)，知识共享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其可解释变异量

R2为82．4％。进一步分析可知，企业知识共享的标准化系数p为0．908>0，说明

知识共享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研究假设H9得到了验证。

(4)知识共享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将知识共享作为中介变量，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

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四个变量作为自变量，技术创新绩效为因变量，并分步骤加

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在前面分析中企业结构资本的四个维度对知识共享有显

著正向影响，而知识共享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本文检验知识共享在

企业结构资本四个维度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步骤如下：第一步，

向模型中加入自变量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四个变量进行回

归分析；第二步，再向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一一知识共享，进行回归分析；第三

步，分析知识共享的中介效应，若在二者结构中加入知识共享这一中介变量后，

影响结构依然显著并明显降低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则说明其具有

明显的中介作用。按照以上步骤分析结果如表4．17所示，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在模型中加入自变量后，F值为117．222，达到p<0．001的显著性水平，组织结构、

组织文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的T检验Sig．值都小于0．001，这四个自变量对技

术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自变量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的共

同的可解释变异量R2为71．8％。

再加入企业知识共享变量后，F值增加为203．823，达到p<0．00l的显著性水

平，可解释的变异量R2增加到84．7％，进一步分析可知，企业结构资本中各维度

的标准化系数D都大于0，说明企业结构资本各维度仍然对技术创新绩效都有正

向影响，但是，在加入企业知识共享这一中介变量后，未标准化的系数b明显比

原有的企业结构资本各维度与技术创新绩效的未标准化的系数b有所降低，因此，

可以得出企业知识共享在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四个自变量

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即假设H10、Hll、H12和H13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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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知识共享中介效应分析l

步骤l：向模型中加入自变量一企业结构资本

组织结构

组织文化

组织学习

业务流程

0．158 0．039

0．754 0．039

0．236 0．039

0．274 0．039

O．158

0．754

0．236

0．274

4．014 0．000

19．1 86 0．000

6．003 0．000

6．973 0．000

步骤2：向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一知识共享

组织结构 O．070 O．030 0．070 2．363 0．019

组织文化0．243 0．050 0．243 4．827 0．000

组织学习0．064 O．032 0．064 1．983 0．049

业务流程0．123 O．03l O．123 3．917 0．000

知识共享0．670 O．054 0．670 12．359 0．000

l 17．222*··0．724 0．718

203．823···0．85 1 0．847

注：“···”表示p<O．001显著性水平；“··”表示p<O．Ol显著性水平

在前面分析的结果上，将企业结构资本整体作为自变量，把技术创新绩效作

为因变量，知识共享为中介变量，并分步骤加将其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对知识

共享在企业结构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如表4．18所示。

表4．18知识共享中介效应分析2

步骤1：向模型中加入自变量一结构资本

结构资本 O．747 0．049 0．747 15．166 0．000

步骤2：向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一知识共享

结构资本0．189 O．043 0．189

知识共享0．771 0．043 0．772

4．430 0．000

18．041 0．000

230．0l 3·幸·0．632 0．63 l

482．794宰··0．842 0．840

注： “拿事●，’ 表示p<O．001显著性水平；“··”表示p<O．Oi显著性水平

根据表中检验数据显示，企业结构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F值为

230．013，且达到p<O．001的显著性水平，企业结构资本的T检验Sig．值都为O．000，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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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解释变异量R2为55．6％。在模型中加入知

识共享这一中介变量后，企业结构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F值为482．794，

且达到了p<0．001的显著性水平，企业结构资本的T检验Sig．值为O．000，未标注

化系数b明显比加入中介变量之前有所降低，可以得出知识共享在结构资本与技

术创新绩效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假设H14得到验证。

4．5实证结果分析与管理建议

4．5．1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前面的实证分析，对第三章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高技术企业结

构资本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对企业知识共享有显著正向

影响，假设Hs、H6、H7和H8成立；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的组织结构、组织文

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四个维度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l、

H2、H3和H4成立；高技术知识共享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9成

立。高技术企业知识共享在企业结构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假

设Hlo、Hll、Hi2、Hi3和Hi4成立。假设检验结果如表4．19所示。

表4．19实证结果汇总

假设内容 检验结果

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假设

Ht：组织结构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H2：组织文化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H3：组织学习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H4：业务流程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对知识共享的影响假设

H5：组织结构对知识共享有显著正向影响

H6：组织文化对知识共享有显著正向影响

H，：组织学习对知识共享有显著正向影响

Hs：业务流程对知识共享有显著正向影响

高技术企业知识共享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假设

H9：知识共享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高技术企业知识共享的中介效应假设

H10：知识共享在组织结构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H11：知识共享在组织文化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Hj2：知识共享在组织学习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Hi3：知识共享在业务流程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H14：知识共享在结构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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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资本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源，组织的知识分布是以人为载体的，

知识存在于不同的个体中，不同个体在受教育程度、个体动机和社会环境等方面

存在着较大差异，造成了个体知识存量的非均衡性。结构资本搭建了组织成员共

享知识的平台，提高了成员转移知识的意愿和吸收知识的能力，推动了知识共享。

知识共享能够促进企业的知识和技术转移，成员获取创新必备知识和关键性资源，

有助于产品和工艺创新，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创新产品的更新速度，进而提高技术

创新绩效。企业知识共享越强，越有利于技术创新绩效的培养和提升。本文检验

了知识共享在企业结构资本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和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四个维

度分别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同时验证了知识共享在企业结构资本与

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

4．5．2管理建议

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论，针对我国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管理的现实情况，

为促进高技术企业可持续发展，推进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管理提出以下建议：

(1)科学管理结构资本

结构资本是为人力资本的最佳利用创造条件，驱动企业绩效的提升。因此，

推进组织制度创新，优化业务流程，鼓励创新思想的迸发，营造创新文化，打造

自我更新的“学习型”组织，有效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对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至关重要。结构资本是企业的基础架构，是将人力资本商业化的机制与流程。建

设现代化的高效的信息管理系统，将个人或团队的知识和技术储存到企业知识库

中，并及时更新和完善。建立柔性化的组织结构，改进企业的组织结构，增强组

织柔性，尽量扁平化，以减少层级障碍，实现知识和信息的全方位沟通。加强知

识分享和创新的企业文化建设，鼓励团队合作精神，鼓励员工加强知识的交流和

融合，注重学习、思考和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和共享知识的环境，有助于

将人力资本转化为组织的结构资本。高技术企业应进一步优化组织结构和管理制

度，建立学习型的企业文化，提高组织的学习能力，加强企业内部的知识管理，

从而提升我国高技术企业的结构资本。

(2)创造知识共享环境

建设知识共享渠道，需要设计出合适的沟通机制，建设团队“知识库”、加强

知识共享技术应用、经常举办知识交流活动等，面对面交谈、视屏会议、电话交

流、数据库、书面材料等知识共享渠道均可用来推进知识共享效率。各种方式的

功用不尽相同，越是直接的方式，如面对面交谈，越有利于知识的传播。著名的

头脑风暴法就是一种非常直接而有效的知识共享方法。推进知识共享的制度化，

通过制度化去规范、指导、强化成员的知识共享行为。培育有利于知识共享的团

队氛围，打造创新性企业文化，企业在推进知识共享中必须予以高度重视。通过

向他人传授知识，沟通频度增加，开拓思维；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可以获得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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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即获取他人先进的技术和值得借鉴的经验；共享的知识得到组织或同事的

认可后，员工的自我效能感会得到提升，进而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新思想。

因此，知识共享能够为创新提供良好的条件，有利于推动创新。创新所需专业知

识作为技术创新开展的基础，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

技术创新开展的前提和保障，企业知识积累和知识更新诠释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的提升过程。技术创新的过程实质上是企业人员将新获得的知识与储备的知识相

结合，由知识增量激活知识存量，通过对不同知识面的交叉产生新的思想，从而

产生技术创新行为。创新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和信息基础，而员工在知识共

享条件下，既能很快地掌握新知识，同时又能在新的知识获得基础上，产生灵感，

导致新的知识的产生，更容易产生创新。

总之，高技术企业在构建良好结构资本的同时，还要重视企业知识管理，充

分发挥知识共享在企业结构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通过知识共享，

结合本身既有知识和创造力，提出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管理方式并促进企

业的创新。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学习型组织鼓励和支持组织成员进行探索性

的学习，提出新的观点，创造新的工作方法、流程，不断开拓新局面。通过知识

共享，员工所拥有的知识大大增加，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任何创新都

不是凭空产生的，创新是在知识共享基础上的扩大和深化的。当员工彼此接纳思

想，分享所得的信息，并系统地看待问题的时候，组织离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那

天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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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1．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本文以高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以知识共享为中介变量，着重分析了高技术

企业结构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并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

如下：

(1)高技术企业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学习和业务流程对知识共享有

显著正向影响。组织结构为知识在人才之间的流动提供了平台，扁平化、富有弹

性的组织结构，能够提高知识共享效率，减少知识和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失真，

降低共享费用；创新性文化被员工接受后，员工就会不断自我超越，追求更高的

境界促进知识共享；创新性文化有利于员工开放深入的信息交流，更易促进隐性

知识的共享。组织学习为知识共享提供了组织内的氛围和平台；业务流程是组织

经营管理的核心，业务流程的有效实施是保证组织知识共享的关键因素。

(2)高技术企业知识共享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没有知识来源，企

业，技术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知识共享能够减少知识转移的交易成本，提高企

业技术创新能力，成员之间的信息和知识交流，启迪思维，可以开阔创新视野。

要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就需要对知识进行有效的组合和再生，使得企业内每

个员工所拥有的知识能在企业最大范围内共享。知识资源是企业创新的基础，创

新成功的关键是知识共享。企业利用员工的知识优势，避免重复研究，缩短开发

周期，就可以提高创新效率。

(3)高技术企业知识共享在结构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中介作用。

知识共享有助于知识在个体间的流动，促进了新思想的产生，有助于激发员工的

创造力。打造柔性的组织结构，树立有利于知识分享的企业文化，高度关注组织

学习，不断优化业务流程，促进知识共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促进创新成功。

企业结构资本越强，知识共享效率就越高，企业的知识存量和流量就会快速增长，

进而提升技术创新绩效。

2．本研究的创新点

本文研究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知识共享和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在以下两

个方面具有较大的创新性：

(1)本文提出企业结构资本、知识共享和技术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弥补了以

往研究局限在知识共享与创新绩效、智力资本与创新绩效方面的缺陷，确定了结

构资本的维度，深入研究了企业结构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丰富了组织结

构资本的研究领域。

(2)本文把高技术企业结构资本分为组织结构、组织学习、组织文化和业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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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四个维度，在系统阐述了企业结构资本各维度如何通过知识共享影响企业技术

创新绩效的基础上，选取我国部分地区的高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验证

组织结构资本、知识共享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为企业结构资本与技术创新绩

效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3．本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本文研究虽然努力遵循科学、合理、准确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精神，但由

于本文作者知识和能力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本文在研究中也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但针对本文研究的不足，作者将在以后的研究中进行改进，本文研究中存在

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本文变量构成要素的测度指标，主要是基于相关领域的前人研究成果设

计，多为主观评价指标，加上结构资本的测量指标还不多见，影响了数据以及研

究结论的可靠性。后续研究可设计更为客观的指标来评价企业结构资本、知识共

享和技术创新绩效，可提高研究的有效性，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结构资本的评价体

系，使得企业结构资本管理更具有可操作性。

(2)本文虽然选取了高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但是由于自身资源的有限，在实

证研究方面，本文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样本研究。未能进行随机抽样，样本的

代表性和广泛性也是本文不足之处。后续研究可以分行业大样本来研究结构资本

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差异性，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指导企业的结构资本管理。同

时，本文未对高技术企业进行定点深入调研，没有细化分类实证，因此研究的结

果缺乏动态性。未来研究中，选择典型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案例研究，通过长时间

的调查分析，深入探讨企业结构资本和技术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也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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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

附录A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1】 曾德明，胡淼鑫，禹献云．基于知识位势的员工知识转移的激励机制研究．情报

理论与实践，201l，5(34)：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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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

附录B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科研项目

R&D国际化背景下国家创新系统中知识流动测度与应用研究．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70873038，2009．01．201 1．05

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十二五”战略规划，横向课题，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

公司，2010．1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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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调查问卷

尊敬的女士／先生：

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几分钟时间认真填写一份有关企业知识共享和

研发绩效的问卷。本问卷的目的是在于分析组织结构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请

您在您认为合适的选项上打上“√’’，问卷为匿名填写，调查结果仅仅用于理论

研究，请您放心如实填写，谢谢!

问卷共四部分，其中一到三部分回答选项中：1=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

不确定4=同意5=完全同意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曾德明 胡淼鑫

第一部分组织结构资本

1．企业权责利关系非常明确

2．企业部门之间相互支持与合作的水平很强

3．组织结构扁平化程度高

4．企业鼓励挑战现状和积极变革

5．企业能够容忍创新失败

6．企业鼓励员工的探索行为和创新行为

7．企业鼓励员工接纳来自企业内外部的新思想

8．企业能营造知识分享与交流的环境

9．员工有很强的学习外部知识的意愿

10．单位业务的处理周期较短

11．企业各工作流程效率很高

12．以业务流程监控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

第二部分：知识共享

13．员工容易找到工作需要的知识

14．企业能够迅速获取工作所需要的知识

15．员工工作技巧和效率很高

16．员工乐于奉献自己的知识，给别人技术指导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l 2 3 4 5

l 2 3 4 5

l 2 3 4 5

l 2 3 4 5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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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技术创新绩效

17．企业开发的新产品数量很多

18．企业会迅速发现市场需求，开发并推出新产品

19．企业拥有专利项目很多

20．企业工艺创新能力很强

第四部分：基本信息

1 2

1 2

1 2

l 2

1．您的年龄：

1)25岁以下2)26．35岁 3)36．45岁4)46．55岁 5)56岁以上

2．您的性别：

1)男2)女

3．您的学历：

1)硕士及以上2)本科3)大专4)大专以下

4．贵公司的性质：

1)国有(全资或者控股) 2)民营3)三资

5．您在公司工作年数：

1)1年以下 2)2—3年3)4—6年4)7．10年5)11年以上

6．贵公司所属的行业：

1)电子信息技术2)生物与新医药技术3)高技术服务业4)资源与环境技

术5)新材料应用、新能源及高效节能技术 6)航空航天技术7)先进制造技

术8)现代农业技术 9)医疗器械技术与服务10)其他类型企业

本问卷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您的支持与帮助，谢谢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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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

CJ

CJ

4

4

4

4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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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程序

1．企业结构资本量表

DANI=12 NO=184 MA-K^嗄

KM SY

1．000

．454 1．000

．431．446 1．000

．290．361．330 1．000

．243．347．380．396 1．000

．152．284．319．534．488 1．000

．249．101．314．107．275．186 1．000

．204．1 16．232．098．238．124．542 1．000

．221．057．272．213．331．275．704．463 1．000

．164．058．295．291．242．283．059．149．062 1．000

．046．．008．157．163．220．161．001．119．077．585 1．000

．197．087．284．314．213．245．160．147．082．389．234 1．000

MO NX=1 2 NK=4 LX=FU，FI PH=ST TD=DI，FR

PA L：X

30 0 0 0)

3(0 l 0 O)

3(0 0 1 0)

3(0 0 0 1)

PD

OU MI SS SC

2．知识共享量表

DA NI=4 NO=1 84 MA一---KM

KM SY

1．000

．6ll 1．000

．742．484 1．000

．653．662．589 1．000

MO NX=4 NK=l LX=FU，FI PH---ST TD=DI，FR

PA 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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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PD

OU MI SS SC

3．技术创新绩效量表

DA N1=4 NO=1 84 MA=KM

KM SY

1．000

．386 1．000

．410．461 1．000

．726．615．5“1．000

MO NX=4 NK|=1 LX=FU，FI PH=ST TD=DI，FR

PA LX

4(1)

PD

OU MI SS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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