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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汽车产业由于其产业链长、关联度高，集

群的形成更易促进其创新活动。我国的汽车产业

在经过60余年的发展后已初步形成了长三角、

珠三角、东北、京津、华中、西南地区六大产业

集群。其中，长三角地区汽车产业集群综合实力

最强，且整体技术能力仍在不断提高，形成了产

业集群的创新网络。创新网络的形成对企业创新

具有重要的影响 [1-3] ，而如果忽略了企业获取、

消化、整合和应用能力的差异，企业的创新绩效

也将会大打折扣 [4-5]；企业在创新网络的频繁接

触无疑促进了其知识获取 [6]。可见，创新网络、

吸收能力和创新绩效三者是紧密联系，互相作用

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忽视了吸收能力的作用，或

是仅仅考虑了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没有关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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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网络与吸收能力间的直接联系 [7-9]。因此，本

文尝试从创新网络出发分析三者间的关系，将吸

收能力的4个维度纳入理论模型中进行探讨，以

期进一步完善创新绩效影响模型。

2  理论与假设

2.1 吸收能力

1990年，Cohen和Levinthal 开创性地提出

了“吸收能力”一词，他们认为吸收能力是企业

对外部知识的搜索、消化并最终应用于商业目的

的能力，并提出吸收能力的3个维度是：识别外

部新知识的能力、消化外部新知识的能力和对外

部新知识进行商业化的能力 [10]。Zarha和George
对其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吸收能力是企业的

一系列经营规则和流程，通过这些经营规则与流

程，企业可以获取、消化、整合及利用外部知

识。他们首次归纳出吸收能力的4个维度：获取

能力、消化能力、整合能力和利用能力。其中，

获取能力是企业获得和识别对自身发展举足轻重

的外部知识的能力；消化能力是企业将外部获取

的技术和信息进行分析、处理、解释和理解所遵

循的组织惯例和程序；整合能力指的是企业对已

有的知识与获取、消化的新知识进行整合的能

力，这一过程需要企业先辨认出互不相关甚至互

不相容的知识，将其与企业现有知识结合并以不

同的形式展示；利用能力是企业将整合后的知识

系统性地融入到企业的日常运作中，以调整、扩

展、提高现有竞争力或者创造新的竞争力 [5]。

一个企业若想得到很好的创新绩效，首先就

要不断获取外部的新知识，通过识别新知识的内

在价值，更好地将其消化以为己所用。获取、消

化能力提高的同时也会进一步促进企业将消化了

的知识进行重新整合，从而利用到新产品、新工

艺的开发中来。可见，吸收能力的各维度间存在

顺次的正向影响作用。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获取能力对消化能力有直接正相关关

系。

H1b：消化能力对整合能力有直接正相关关

系。

H1c：整合能力对利用能力有直接正相关关

系。

2.2 创新网络与吸收能力

“创新网络”这一概念在1991年被Freeman
正式提出，他认为创新网络是为了系统性创新的

一种基本制度安排，具有非正式和隐含特征的关

系，网络架构的主要连接机制是企业间的创新合

作关系 [11]。本文对创新网络的研究主要采用自我

网络分析法，借鉴前人的相关研究后 [12-13]，本文

主要选取网络关系强度和网络关系质量两个维度

对创新网络进行描述。网络关系强度表示了网络

中两节点之间关系的强弱，不同强度的网络关系

在信息传递和合作交流中作用完全不同，对组织

学习和技术创新差异显著 [14]。网络关系的质量主

要反映在网络主体双方能否相互信任，为了共同

的目标而互惠合作 [15]。

（1）创新网络与获取能力

企业在与创新网络中的企业频繁接触和互

动交流中，可以较为容易地共享其他企业的知识

和资源，有助于增加企业与其他主体间的相互信

任，进而促进企业评估和获取其他企业相关知识

的能力 [6]。Siegel认为创新网络是企业发展获取

能力的重要途径，网络提供了在市场中购买不到

的信息与技术 [2]。并且这种技术、信息的获取表

现为一种链式反应效应。创新网络中的每一个企

业都是知识获取的窗口，当企业从外部获取知识

后，并不是原封不动地传递，而是根据自身的知

识能力状况对获取的知识作进一步加工，并将加

工后的知识向网络中多方向传递，引发链式反

应 [16]。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网络关系强度对获取能力有直接正相

关关系。

H2b：网络关系质量对获取能力有直接正相

关关系。

（2）创新网络与消化能力

企业要消化吸纳的外部知识，必须要使企业

的“内网”与外部知识网络有效地衔接，而企业

外部联系的强度和双方间所建立起来的信任对企

业的消化能力有重要影响，因为稠密的网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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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了知识的流动密度与强度，从而提高了企业

知识的转移效率 [10]。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c：网络关系强度对消化能力有直接正相

关关系。

H2d：网络关系质量对消化能力有直接正相

关关系。

（3）创新网络与整合能力

企业要保持竞争优势，需要不断从外部整合

资源。通过与网络内的企业进行频繁的交流和切

磋，使企业消化的新知识和现有知识更有效地融

合，从而避免了企业试错活动的重复进行，不仅

节省了资源，而且提升了知识整合的效率。付尧

等提出随着网络密度的增加及网络成员之间的亲

密度、信任感的提高，作为知识整合主体的企业

成员间的交流就会更有效 [17]。综上，本文提出以

下假设。

H2e：网络关系强度对整合能力有直接正相

关关系。

H2f：网络关系质量对整合能力有直接正相

关关系。

（4）创新网络与利用能力

企业如果能够结构化、系统性地将知识应

用于组织中，就能够使企业开发出源源不断的新

产品、新服务、新系统、新流程及新知识 [6]。在

当前市场经济下，企业着手开发新产品时，主要

的影响因素之一便是市场的需求情况。集群企业

中往往存在知识和技术的供求关系，企业如果及

时了解需求信息，无疑会提高企业对市场变化的

反应速度。另一方面，创新网络关系越强，企业

间技术交流和思想碰撞的机会就越多，企业产生

灵感的概率就会越大，个别企业的灵感作为“火

种”在网络内升温、助燃，使企业的研发利用能

力产生乘数效应 [16]。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g：网络关系强度对利用能力有直接正相

关关系。

H2h：网络关系质量对利用能力有直接正相

关关系。

2.3 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 
创新绩效是指企业创新行为给企业带来的成

效。企业吸收能力是获取外部新知识及知识在企

业之间成功转移和利用的关键因素，集群内企业

凭借其吸收能力提高了创新绩效 [18]。Yli-Renko 
认为知识获取通过3种方式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第一，拓宽企业可用的专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从而增加知识在要素之间创新组合的可能性；第

二，缩短研发周期，加速产品的推陈出新；第

三，加深对顾客需求的理解，进而强化企业为顾

客开发新产品的意愿 [6]。Alan D. Meyer提出消化

能力会导致创新，有助于外部知识的获得、利用

以及制度化，并运用医院的实证表明对某一特定

环境的有效预测以及嵌入组织本身的创新特性对

吸收能力均有显著影响 [19]。Ari Jantunen通过对

芬兰217家公司的实证得出了企业外部知识较之

原有的知识存储对于创新绩效更为重要，并通过

回归方程验证了知识整合能力的重要性 [20]。通

过整合，企业能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便于产

生新的想法，重新认识企业面临的机遇来实现创

新 [5]。Spender认为知识利用是企业持续开发新

产品、新工艺、新知识以及新的组织形式的源泉 

[21]。Hammady Ahmed Dine Rabeh等通过对西班

牙249家制造企业的样本分析，验证了知识利用

和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相关关系，并且指出知识

利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是渐进的 [22]。综上，本文

提出以下假设。

H3a：获取能力对创新绩效有直接正相关关

系。

H3b：消化能力对创新绩效有直接正相关关

系。

H3c：整合能力对创新绩效有直接正相关关

系。

H3d：利用能力对创新绩效有直接正相关关

系。

综上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以及本文的研究框

架见图1所示。

3 研究设计

3.1 长三角地区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概况

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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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国最大的经济圈。该地区经济发达、制造业

历史悠久、地理条件优越，是国内较早形成汽

车产业集群的区域，其主要以上汽集团为核心

重点，产品主要以轿车为主发展乘用车。截至

2011年底，长三角地区汽车规模以上企业数2923
家，从业人数91.77万人。实现汽车工业总产值

7184.2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1.67%；汽

车产销量为358.14万辆和357.26万辆，占全国的

比重分别为19.44%和19.31%。其中，上汽集团

当年实现整车销量401万辆，成为国内首家年产

量超过400万辆的汽车大集团，国内市场占有率

为21.3%[23]。由此可见，长三角地区的汽车产业

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前列，其高效发展对国内汽

车产业至关重要。

3.2 数据来源

本研究属于企业层面的研究，所需数据多数

不能从公开资料中获得，因此数据采集主要通过

问卷调查的方式，问卷发放限定在长三角地区汽

车制造企业。本次问卷发放的形式为电子问卷，

主要通过学校MBA教育中心、工程硕士教育中

心向汽车行业工作的长三角地区学员发放。共发

放问卷300份，回收221份，其中有效问卷213
份，问卷回收率和有效问卷率分别达到了73.7%
和71.0%。

3.3 变量的测量

本研究调查问卷的测量采用了李克特7级量

表，要求问卷回答人按照“1-完全反对；2-非

常不同意；3-比较不同意；4-一般；5-比较同

意；6-非常同意；7-完全同意”进行打分。

创新网络的测量主要包括网络关系强度和

网络关系质量两个维度。网络关系强度主要通

过企业与集群内外其他创新主体接触的频率进

行测量 [24]，分别为“企业与本地供应商往来的

频次”“企业与本地客户往来的频次”“企业与大

学、科研机构往来的频次”“企业与中介机构、

政府往来的频次”；网络关系质量测量主要参考

Uzzi、Yli Renko H等人的研究 [6, 25]，设定测量指

标分别为“与其他创新主体往来过程中，彼此不

会提出给对方严重损害的要求”“与其他创新主体

往来过程中，彼此不会有投机取巧行为”“与其他

创新主体往来过程中，彼此会遵守承诺”。

吸收能力的测量依托Zarha 和 George提出

的4个维度 [5]，参照Ari设计的指标 [20]，将获取能

力的测量划分为3个题项：“企业时常进行市场研

究”“企业容易同其他创新主体合作开发新产品、

新工艺”“企业能够发掘开发新产品的机会”。使

用“企业能够很快理解获取的新知识”“企业能够

很快识别新知识与已有知识的区别”“企业能够

很快识别新知识对于工作实践的作用”测量消化

能力。使用“多部门联合协作开发新产品”“员工

之间经常分享信息、交流经验”“企业很容易利

用外部新知识开发新机会”来测量整合能力。测

量利用能力主要从“企业能够较好地规划活动开

展”“研发人员的薪酬与贡献度挂钩”“企业经常

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知识”入手。

对于创新绩效的测量，专利和新产品开发是

图1  本文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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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用的指标 [26]。相比投入，新产品的产出有一

定的滞后性，采用新产品收入的绝对数并不能准

确反映出创新绩效。因此，本文选取“专利增长

率”和“新产品产值率”（企业近3年新产品产值

占总产值的比例）来测量企业的创新绩效。

3.4 样本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用于评价量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信度检验中应用最广的是Cronbach′ α,数值越

大，测量的标准误差越小。效度涉及测量的正

确性，效度愈高，表示测量的结果愈能显现测

量内容的真正特征。通过对假设模型中各变量

进行信度分析，得表1：网络关系强度、网络关

系质量、获取能力、消化能力、整合能力、利

用能力、专利增长率、新产品产值率等指标的

Cronbach′ α都超过了0.7，表明该问卷的信度较

高。在构建效度方面，本研究采用克林格的方

法，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验证问卷的架构效度：

使用因子分析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因子的旋转

方式利用方差最大旋转方式，将特征值大于1作

为因子提取的标准。得到因子载荷系数最小的为

0.657，高于0.5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所采用的问

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信度、效度检验均通过之后，为了检验前文

的假设，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以了解各变

量之间的关系。统计软件采用AMOS 17.0。
4.1 模型拟合与评价

考虑到本研究中模型的复杂性和自变量之间

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根据图1构建的研究框

架，本研究设置的结构方程如图2所示。该模型

的15条假设路径分别显示为2个外生潜变量（网

络关系强度、网络关系质量）对5个内生潜变量

（获取能力、消化能力、整合能力、利用能力、

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关系。

使用AMOS 17.0对图2的结构方程进行分

析，模型的拟合结果如表2所示。

4.2 假设验证结果

拟合结果表明，χ2/ dƒ为1.828，小于2；
RMSEA为0.088，在所建议的0.05 ～ 0.10的可接

表1  因子载荷与Cronbach′ α系数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 α KMO Bartlett检验

网络关

系密度

企业与本地供应商往来的频次 0.871

0.819 0.814 195.235
企业与本地客户往来的频次 0.824
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往来的频次 0.751
企业与中介机构、政府往来的频次 0.764

网络关

系质量

交往中彼此不会提出给对方严重损害的要求 0.715
0.854 0.652 71.442交往中彼此不会有投机取巧行为 0.657

交往中彼此会遵守承诺 0.689

获取

能力

企业时常进行市场研究 0.819
0.841 0.814 325.031企业容易同其他创新主体合作开发新产品 0.831

企业能够发掘开发新产品的机会 0.781

消化

能力

企业能够很快理解获取的新知识 0.852
0.798 0.798 176.396企业能够很快识别新知识与已有知识的区别 0.776

企业能够很快识别新知识对于工作实践的作用 0.723

整合

能力

多部门联合协作开发新产品 0.864
0.753 0.846 86.742员工之间经常分享信息、交流经验 0.811

企业很容易利用外部新知识开发新机会 0.792

利用

能力

企业能够较好地规划活动开展 0.837
0.727 0.852 175.112研发人员的薪酬与贡献度挂钩 0.828

企业经常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知识 0.799
创新

绩效

专利增长率 0.695
0.799 0.732 182.265

新产品产值率 0.713

注：显著性为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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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区间内；SRMR为0.065，小于0.08的理想标

准；CFI和TLI的值分别为0.941和0.963，均大

于0.9的参考值。从上述拟合指数来看，拟合结

果较好，模型可以接受。

从表2不难看出，除H3a、H3b没通过实证

检验外，其他假设均通过了实证检验。具体分析

如下。

（1）创新网络对吸收能力有显著的直接正向

影响。这与Uzzi等人的理论是相符的：创新网络

通过创造知识交易渠道和降低学习风险等手段实

现了知识的转移和利用。因此，企业应加强与集

群内外创新主体的联系，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建

立起信任关系，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从而提升

其对外部新知识的吸收能力。

（2）整合能力、利用能力对创新绩效均有显

著的直接正向影响。由于在创新过程使用了同化

的知识，知识整合、利用能力强的企业更可能会

实现卓越的创新绩效。所以应注意增强知识的整

图2  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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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模型拟合结果

假设 路径 路径系数 C.R. ρ 是否支持假设

H1a 消化能力←获取能力 0.49 4.018 0.000 是

H1b 整合能力←消化能力 0.50 3.769 0.000 是

H1c 利用能力←整合能力 0.57 3.812 0.000 是

H2a 获取能力←网络关系强度 0.43 4.206 0.001 是

H2b 消化能力←网络关系强度 0.39 3.779 0.000 是

H2c 整合能力←网络关系强度 0.35 4.311 0.000 是

H2d 利用能力←网络关系强度 0.36 3.925 0.000 是

H2e 获取能力←网络关系质量 0.41 4.132 0.000 是

H2f 消化能力←网络关系质量 0.39 5.021 0.000 是

H2g 整合能力←网络关系质量 0.36 4.622 0.000 是

H2h 利用能力←网络关系质量 0.38 4.242 0.000 是

H3a 创新绩效←获取能力 0.04 0.162 0.643 否

H3b 创新绩效←消化能力 0.03 0.328 0.702 否

H3c 创新绩效←整合能力 0.52 5.250 0.000 是

H3d 创新绩效←利用能力 0.69 6.123 0.000 是

χ2 390.63 RMSEA 0.088
dƒ 209 SRMR 0.065

χ2/ dƒ 1.828 CFI 0.941
ρ 0.000 TLI 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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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用水平，以此提升创新绩效。 
（3）获取能力、消化能力对创新绩效没有直

接正向影响，但通过结构方程我们可以看出，获

取能力、消化能力对创新绩效有着间接的正效

应，即获取能力、消化能力要通过整合能力和利

用能力才能发挥作用。其原因是汽车产业集群企

业的获取能力和消化能力仅仅只能代表企业的知

识存量，企业的知识存量确保了企业进行持续创

新的知识基础，而当前长三角地区汽车产业集群

的创新形式主要还是模仿创新和合作创新，它们

只有将获取、消化了的外部新知识与自身的原有

知识有效整合利用起来，才能将知识技术化、商

品化，创造出新的产品、工艺，最终实现对创新

绩效的提升。

5 小结

上述的假设检验结果揭示了创新网络、吸

收能力及创新绩效间的内在联系。从三者的内在

关系看，创新网络对吸收能力具有正向的促进作

用，整合能力、利用能力对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

直接正向影响。针对目前汽车产业集群的现状，

就如何提高创新绩效提出如下2点建议。

（1）集群自身要充分培育、构建创新网络。

集群企业应努力加强与集群内创新主体的联系。

加强联系并不意味着网络规模越大越好（因网络

规模越大管理成本相对也会更高），而是有选择

地同某些创新主体建立合作，加强其联系的强

度，并进而促进彼此间的信任关系，以此促成主

体间的深入合作，使企业获得更多异质性创新资

源，推动创新绩效的提升。此外，当前的汽车产

业集群并不都是集群企业长期发展起来的，而是

更多依赖于政府干预，所以在今后的发展中万万

不可忽视集群企业自身在培育、构建创新网络中

的能动作用。对企业来说，它们要主动加入甚至

是创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创新网络，依靠企业与

企业之间、企业与相关支撑机构（政府部门、高

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中介机构）之间的联系

为企业创新营造环境。

（2）重视吸收能力的作用，实现整合能力和

利用能力的提高。本研究发现，吸收能力对创新

绩效有正向影响。在Zarha和George将吸收能力

分成4个维度的基础上，将各维度对创新绩效的

影响分别进行分析：其中获取能力和消化能力关

注的是知识的积累，整合能力、利用能力关注的

是知识的商业产出，它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效率

不同。前者直接促进了创新绩效提升，后者对创

新绩效存在间接的正向推动作用。如果一个企业

的获取、消化能力很差，整合、利用能力也就无

从谈起。当前有些企业只是一味地引进新知识、

新技术，并没有做到将其整合、利用，这样的行

为是万不可取的。所以，企业一方面要加强硬件

设施的建设，不断提高识别外部知识的能力，加

强培训优化企业知识结构，提高企业的获取能力

和消化能力，另一方面应建立内部的学习型组

织，投入充足的资金技术来实现获取、消化知识

的整合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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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设计上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和设计，以提高实

验结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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