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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作对创新企业的影响

——48家优秀企业实证分析

尹 士等李乾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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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2013年我国产学研合作创新48家优秀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合作对创新企业的影响。研究表明，

作为整个价值链中的供应商和客户对产品创新具有较大影响，竞合企业之间的合作对企业产品创新具有显著的积极影

响，公司规模和盈利能力与企业产品创新显著正相关，决策者R&D投资决策对企业合作中产品创新有显著影响。强调

指出，企业要选择供应链企业进行合作，特别是加大与供应链中的供应商和客户的合作程度，作出有效的R&D投资决

策，同时政府部门应该制定培育和发展企业网络创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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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Enterprise Cooperation to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48 Outstanding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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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3 China Cooperative Innovation 48 outstanding enterprises as samples,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innovative business enterprises, research shows that: As the entire value chain of suppliers 

and customers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product innovation; competing companie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nterprise product innovation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company size and profitability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product innovation significant. Policy makers R&D investment decision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rporate cooperation product innovation. Stressed that enterprises should choose the supply chain 

enterprises to cooperate, especially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cooperation between suppliers and customers in 

the supply chain, effective R&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il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develop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enterprise network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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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合作的现有研究，大多在理论和模

型构建上对企业合作创新进行分析，如郭永辉在

理论上分析航空制造企业合作创新影响因素 [1]；李

玲、陶锋构建了创新的两阶段模型，分析合作创

新影响因素 [2]。本文则以2013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

新48家优秀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企业的合作关

系、合作方向和强度，特别是合作中的产品创新。

1 理论假设

在过去的20年中，促进企业网络合作是各

个国家和组织政策倾斜的导向，例如，OECD企

业创新政策对原有的直接资金补贴转变为促进企

业之间有效合作 [3]。直到近几年，这种转变依然

影响着英国创新政策。企业合作实现了企业间网

络化，其中，对于整个网络最关键的是企业之间

的合作程度，这种合作程度往往对企业供应链管

理产生重大的影响 [4]。

（1）在网络和企业开放式创新方面。企业合

作可以提升企业优势资源，弥补自身缺点，通过

对外部资源的整合，实现企业合作的网络化，这

种网络往往对企业供应链具有重要作用 [5]。在企

业网络化的基础上，企业更可能倾向于资源和

技术的联合开发，从而共同提高企业供应链创

新性 [6-7]。在现实经济中，市场失灵是广泛存在

的，而通过强大的合作网络关系，企业以直接或

者间接方式进行合作，结合开放式创新系统模

式，促进企业合作创新。对于伽斯伯的观点，学

者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这种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

企业创新网络和开放式创新模式 [8]。Kotabe等在

美国和日本的汽车供应链研究中发现通过网络关

系的知识转移实现了企业利润有效增长，高水平

的知识技术转移与持续时间呈正相关关系 [9]。近

年来，已经有一些研究集中在最接近企业合作创

新的垂直供应链网络创新 [8]。Nieto和Santamarias
对1300个西班牙中小企业进行研究，发现垂直

的技术合作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影响因

素 [10]。Lasagni以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匈牙

利、波兰、斯洛文尼亚6国500个中小企业的调

查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合作中的买家和供应商

对企业创新有辅助的意义 [11]。Tomlinson和Fai 以
英国371个中小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合作

创新可以提高合作创新中的流程创新 [12]。因此，

基于网络关系，供应链企业合作可能会对企业创

新起到积极的作用 [13-15]。

（2）在企业合作创新方面。企业要想长期发

展，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16-17]，

这是因为通常大部分企业不具备创新的重要内部

资源或市场开发等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企

业合作指导和协同可以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16-17]。

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会促进相互学习共享，增强

企业内部先进的技术多元化发展能力，从而进一

步为企业创新提供机会 [18]。增加R&D投入和知

识技术的转移，是企业合作创新的重要来源 [19]，

原因在于这些资源是企业创新的本质，是在资源

市场买不到的。通过企业的资源共享，企业可以

获得内在资产，为企业创造价值。李玲、陶锋通

过运用模型研究指出无论企业是否进行合作创

新，均会依据技术溢出效应进行R&D投资 [2]。

上述文献的回归，主要涉及合作行为创新，

对企业合作程度创新研究不足，特别是企业合作

创新程度方面研究较少。本文将在分析产品创新

影响因素基础上，对企业合作创新进行较深入的

研究，完善产品创新模式。

根据上述分析作出以下6个假设。

H1：公司规模与企业合作创新正相关

H2：R&D投资与企业合作负相关         
H3：公司盈利能力与企业合作创新负相关    
H4：较强的企业和客户合作关系与企业合作

创新正相关

H5：较强的企业和供应商合作关系与企业合

作创新正相关       
H6：较强的横向合作（竞合）与企业合作创

新正相关             

 2 样本选择与变量设计

本文根据2013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62家优

秀企业（单位），剔除数据不全的企业和一些特殊

单位，如常州万兴纸塑有限公司、深圳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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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西南大

学等14家企业（单位），选取48家优秀企业作为样

本，通过各个企业官网和咨询企业相关人员收集

数据以及2013年的财务报告。通过SPSS20.0软件

分析基于产品创新视角的企业合作创新影响因素。

（1）在合作创新上设计。本文借鉴Tsai和Gh- 
oshal、Molina-Morales和Martinez-Fernandez的
研究方式 [20-21]，构建相对量创新测量标准，对于

每一个样本公司进行产品相关测量，用来从产品

创新角度衡量企业合作创新方面的水平。

（2）在公司规模、R&D投资、盈利能力方面

设计。这三者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备条件，分别

用员工数量的相对量、研发费用占营业额的百分

比的相对量、企业销售收入是否3年持续增长的

相对量来衡量。

（3）在买家、供应商、竞争对手方面设计。

本文借鉴Schmitz、Knorringa、Nadvi、Tomlinson
和Fai的研究方式 [12, 22-25]，设计并列示每个公司

与买家、供应商、竞争对手合作的相对量测量标

准，设计每一个项目评分标准为：所有合作均使

用5点李克特量表示，即1为不合作，5为非常高

水平的合作，用来从产品创新角度衡量企业在买

家、供应商、竞争对手方面的合作创新程度。

具体变量设计如表1所示。

表1  产品创新变量设计体系

变量 符号 变量解释

产品

创新
PI

引入新产品线数量+改进现有产品线数量（用1-7
表示，其中0为1，1～5为2，6～10为3，11～15为
4，15～25为5，26～50为6，大于50为7）

公司

规模
SIZE

员工数量（用1-5表示;其中小于10为1，10～49为
2，50～99为3，100～250为4，250～499为5）

R&D
投资

R&D
研发费用占营业额的百分比（用1-5表示，其中

1%～5%为1，6%～10%为2，11%～20%为3，
21%～30%为4，大于30%为5）

盈利

能力
SRG

用1/0表示（如果企业已经达到销售收入的增长超

过3年为1；否则为0）

买家 BC
提高产品质量的投入

设计新产品

信息/经验交流

供应

商
SC

提高质量的投入

信息/经验交流

竞争

对手
CC

设计新产品

信息/经验交流

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2是对48个创新合作企业样本的描述性统

计结果。总体来看，产品创新均值为3.65，样本

企业合作可以有效地促进产品创新。这些合作创

新优秀企业的规模总体偏小，R&D投入不足，公

司盈利能力一般，由此看来更具有中小企业的特

征。样本企业与买家合作程度较大，与供应商和

竞争对手合作程度一般。

表2  描述性统计

PI SIZE R&D SRG BC SC CC

N 48 48 48 48 48 48 48

均值 3.65 2.78 2.50 0.39 10.17 6.08 6.03
标准差 1.744 1.326 1.238 0.438 3.777 3.031 3.126
极小值 1 1 1 0 3 2 2
极大值 7 5 5 1 15 10 10

鉴于本文在数据收集时运用调查方式，因

此本文对数据整体进行Cronbach（α）可信度检

验，检验结果如表3。

表3  可信度检验结果

Cronbach（α）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 Alpha

项数

0.769 0.792 7

Cronbach’α是用来衡量样本数据的收敛

效度，即项目中使用的具体指标是相关的Lee 
Cronbach（1951）。基于上述的情况考虑，信

度的α是大于接受的最低水平0.70，从而满足

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的标准 [26]。本文研究数据

总体检验系数是0.769，大于0.70，因此，参考

Cronbach’α系数的值文献得出样本数表具有相当

的可信度。

本文研究变量设计是离散型变量，因此采用

spearman系数进行相关分析，分析数据如表4。
对样本企业变量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表

4），结果表明样本企业的公司规模、盈利能力与

合作创新（产品创新）正相关，这说明样本企业

中规模较大，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更有能力去进行

创新。R&D投资与合作创新正相关，表明样本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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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行产品创新时，需要加大R&D投资，而企

业与买家、供应商的合作可以较好地促进产品创

新，这种合作创新强度高于企业自身R&D投资

对合作创新强度的影响，因为公司是嵌入合作关

系，产品往往是公司上游和下游业务。样本企业

与竞争对手合作对产品创新有显著的影响，企业

也可能从事横向协作（合作）[26]，企业与竞争对

手之间进行合作，有利于企业创新。

4 模型构建与回归分析

本文在开放式创新 [27-28]基础上，通过一个

标准的知识生产函数（Lydia Greunz,2004,Patrick 
Rondeand and Caroline Hussler,2004）（即内部变

量）建立模型：

 
  
由表5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统计量F值为

4.461，P=0.002<0.01，说明整个回归方程在1%
的水平上极其显著，方程对应变量解释能力强，

方差拟合效果很好。

由表6可知，P值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

明模型整体的线性拟合度满足本文研究，各影

响因素指标之间的容忍度最小值0.873，远远

高于0.100，方差膨胀因子最大为1.168，小于

10.000，这表明影响因素指标之间不存在多重共

线性的问题。模型的决定系数R2为0.764，说明

模型中现有的解释变量对企业合作创新（产品创

新）做了很好的解释，当然还存在其他重要的影

响因素。模型的D-W=1.983，接近于2，说明模

型残差是相互独立的，总体看检验结果显著。

基于样本企业一些自身特点考虑，下面作进

一步分析。研发过程中的R&D投资对创新模式

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和显著的效果，支持H2的

假设。企业规模和销售增长与企业合作创新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支持H1的假设，正如预期的那

样，企业之间合作使企业资源相对充裕时，有利

于提升合作创新强度，若企业内部资源匮乏，企

业预计创新出新的产品，就需要企业之间进行创

新合作，促进企业创新能力发展。企业与客户紧

密合作，通过保证产品设计来满足特定客户的需

求和市场需求，同时也为企业获取经验提供了机

会。而且，由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合作创新

的显著性非常高，对企业产品创新强度具有更大

的作用，支持H4假设。对于企业与供应商合作

进行创新来说，根据B值和T值可以看出，在创

新过程中供应商合作相对比买方合作更重要，在

产品创新设计上企业与供应商可以进行更大的合

作、更多的信息交流。在创新过程中，供应商的

交货时间、技术投入、员工培训等对合作创新具

有正反馈效应和协同效应，从而支持了产品创

新，支持H5假设。最后，企业的水平合作（竞

合）与产品创新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在整个样本

的创新合作中，竞合企业之间的合作对企业创新

具有重要意义。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1）垂直合

作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活动，这与De Propris、

表4  相关分析

PI SIZE R&D SRG BC SC CC

PI 1.000 0.296* 0.041* 0.023* 0.510** 0.235** 0.035*

SIZE 1.000 0.012 -0.087 -0.085 -0.288* -0.130

R&D 1.000 0.076 0.258 0.028 0.113

SRG 1.000 0.114 -0.081 -0.095

BC 1.000 -0.081 0.191

SC 1.000 -0.077

CC 1.000

注：**为斯皮尔曼相关在0.05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为斯皮尔曼相关在0.1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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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l和Harrison、Tomlinson和Fai研究的结果一

致 [12, 16, 29]。（2）加大与供应商合作对企业产品创

新具有积极作用，这种创新程度要高于本文设计

变量中其他变量的创新程度。（3）竞合企业之间

的合作有利于企业产品创新。本文强调样本企业

的普遍性，虽然上述研究的样本企业具有优秀企

业特点，但这也是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的共同之

处。通过捕获样本企业的合作活动，帮助企业提

升创新能力。此外，研究结果还强调创新合作伙

伴之间的程度的重要性。因此，企业更应该在供

应链企业合作方面上升到更高水平，以促进企业

合作创新活动。

通过上述企业合作对创新企业的影响分析，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本文提出以下4点政策建

议。

（1）推动网络创新发展。上述研究结果表

明，供应链的紧密合作在企业创新过程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通过建立网络，企业能够克服他们的

内部资源约束。网络创新是合作关系的强度和范

围的系统整合，是至关重要的创新。培育和增进

企业网络创新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沿着价值链

进行知识转移、组织学习对创新活动至关重要。

然而，我们注意到这并不总是易于实现，因为培

育这种关系有一定的困难。因此，需要地方政府

的资助以及行业协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推动网

络创新发展。

（2）提升与供应链企业的合作程度。根据上

述分析，企业应该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与供应链企

业培育更紧密的联系，如联合设计产品营销，特

别是企业在价值链方面促进知识转移、组织学习

和创新绩效的提升。但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培育

企业间关系有一定的困难 [30]，例如，企业之间

共同的承诺特别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影响，合作关

系往往会受到信息不透明或互相怀疑以及环境变

化的惰性 [31]等影响。特别是一些企业对网络持

怀疑态度，参与创新网络的可能性比较小 [32]，在

表5  回归方程的方差分解及检验结果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回归 55.683 6 9.305 4.461 0.002b

残差 87.263 42 2.034

总计 142.946 48

表6  拟合的回归方程系数及其检验结果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共线性统计量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容差 VIF

（常量） 1.516 1.098 1.267 0.163

SIZE 0.203 0.169 0.153 1.127 0.004 0.903 1.168

R&D 0.286 0.180 0.203 1.590 0.009 0.916 1.091

SRG 0.216 0.435 0.065 1.462 0.003 0.935 1.073

BC 0.260 0.060 0.564 2.317 0.001 0.873 1.146

SC 0.355 0.074 0.269 3.081 0.000 0.891 1.123

CC 0.031 0.072 0.041 0.314 0.009 0.898 1.034

D-W 1.983 R2 0.764



·专题研究：区域发展与协同创新·尹  士等：企业合作对创新企业的影响

─27─

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都没有充分利用外部合作提

升创新绩效的机会。根据Hanna 和Walsh的研究

发现一些企业与竞争企业（竞合）没有合作，在

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缺乏信任或恐吓的影响 [33]。

此外，在合作创新中，夏菁的调查突显了缺乏技

术专家的问题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缺乏新技

术信息与合适的合作伙伴具有一定的关系 [34]。

同时，企业固有的内部资源的限制，阻碍了企业

之间建立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网络关系。因此，

需要尽量减少这种机会主义的影响，加大力度提

升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合作程度，促进企业产品创

新。

（3）培育和建立企业创新网络。国外网络创

新研究比较早，一些国家（地区）已经通过资金

帮助方式培育和建立企业创新网络。在某种程度

上，这已经在一些欧洲地区成为一个方面的创新

政策 [35-36]。有证据表明，它具有积极的影响。

Huggins等在比较3个欧洲地区网络资金的区域影

响后发现，企业创新绩效与在动态配置组织中网

络知识联盟的资本投资显著正相关 [37]。培育和建

立企业创新网络对我国企业创新亦具有积极的指

导作用。

（4）建立企业间更开放的通信系统。在最近

的研究中，供应链的社会化和提高企业间的配对

可能有助于克服合作障碍。建立促进企业间更开

放的通信系统，例如联合研讨会、互惠公司考察

等，可以帮助建立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长期

处于提供有效的富有成果的关系。Aranguren等

认为合适的信息交流可能是企业合作的必要条

件 [35]，Hausman等认为合作创新机构可以为每个

合作企业提供企业优势、弱点等信息，便于网络

创新能力的发展 [38]。此外，Ritala等对芬兰公司

的研究发现，水平网络的吸收能力和独占性尤为

重要，企业能够更好地获取、吸收、转化和利用

知识创新（吸收能力），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知

识产权（专用性），并能获得更加有效的合作创

新 [39]。显然，企业具有更大的吸收能力和独占

性 ,更可能从事创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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