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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嵌入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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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网络嵌入、企业动态能力以及吸收能力概念以及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剖析，并对12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网络嵌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网络嵌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

用是通过提升动态能力为中介作用而实现的 , 即网络嵌入性程度越高，企业越容易形成较高的动态能力，进而提升本企

业绩效；吸收能力调节科技型中小企业网络嵌入与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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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s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dynamic capability”,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its functional mechanism, and taking 126 high-tech SMEs as a sample for empirical analysis, it turns out 

that the high-tech SME network embeddednes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 And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impact high-tech SME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firm performance, which means that the higher degree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the high degree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to enhancing firm performance.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regulates influence relation between high-

tech SME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firm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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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理论认为，企业通过与其有嵌入关系的

企业或个人进行沟通，实现知识和资源的传递、

学习和共享，并获得收益 [1]。网络嵌入理论为中

小企业的研究，尤其是为把创新作为重要盈利点

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切入点。网

络嵌入伴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嵌入程

度不同会导致企业资源获取能力、运营效率、市

场反应能力等呈现差异，从而影响企业的绩效表

现和长远发展。本文以12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为

样本，实证分析企业网络嵌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1 理论与假设

1.1 “网络嵌入”概念界定及对企业绩效的作用

“嵌入”的概念最早由经济史学家Polanyi提
出的，随后逐渐发展为新经济社会学的基础性概

念 [2]。Granovetter认为嵌入可分为关系性嵌入和

结构性嵌入 [3]。网络嵌入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互动

性质。这种互动性质是集群企业的创新行为在集

1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47卷第2期  2015年3月

─14─

群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中受到企业之间存在关系和

集群的创新网络机构的影响。这种互动实现了知

识、信息等资源的传播和共享，促进了创新成果

的扩散 [4]。

网络对企业的影响体现在资源的流动上，

由企业间差异化的网络位置引起的动态资源与

信息的不对称流动，引起了企业间竞争力的差

异 [5]。影响企业绩效的资源可以超越企业边界，

嵌入组织间关系中。基于企业网络关系形成的

网络资源具有难以模仿性，可以为企业带来持

续的经济租金。

从竞争的角度来看，科技型中小企业嵌入

在外部企业网络中，网络影响着资源的流动。动

态资源的流动与差异化的结构位置，带来了非对

称性，从而影响着科技型中小企业区别于其他企

业的竞争力及其结果。可以说，网络嵌入程度

的差异，决定了企业个体间的竞争力表现和绩效

差异。从合作的角度来看，企业通过嵌入外部网

络组织之中，与网络组织中其他个体间新建或维

持伙伴关系，从而通过资源共享和知识溢出，实

现资源互补，促进创新产出。由此来看，网络对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和绩效表现至关重

要。

关系嵌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是探讨嵌

入联系的强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6]。对此，不同

的学者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形

成了奇特的“关系嵌入悖论”。 Uzzi认为关系嵌

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呈现倒“U”分布，即企业

“嵌入不足”则企业间交易效率下降，而“过度

嵌入”也会导致绩效的下降 [7]。

关于结构嵌入如何影响企业绩效， Burt的结

构洞理论认为企业嵌入在松散的网络中能够获得

较高的交易效率和中介优势，而Coleman的社会

资本理论则指出企业紧密嵌入在网络中能够促进

彼此信任度，增强协作 [8]。

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特点，一方面是对外部网

络的知识与信息的需求量较大，而另一方面是自

身的科研水平、抗风险能力较差，迫切需要以战

略联盟或其他形式加强合作，降低风险。基于以

上学者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 网络嵌入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H1a 关系嵌入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H1b结构嵌入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1.2 企业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在战略管理领域，企业能力理论一直被用

来分析与探索企业的竞争优势，学者普遍达成共

识，即企业的竞争优势不仅来自于企业内部，外

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也有很大的

作用。Teece将此定义为企业的动态能力，即 “整

合、建立、重构企业内外资源、能力以适应快速

变化的环境的能力”[9]。本研究结合学者的研究

成果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将企业动态能

力划分为3个方面：环境洞察能力，组织柔性能

力和创新能力。

（1）网络嵌入对企业动态能力的影响

企业动态能力观理论认为，资源本身并不能

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和良好的绩效，而是需要结

合配置、整合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因此，科技型

中小企业嵌入在外部网络中，虽然能够拓宽企业

资源的边界以获取足够的稀缺网络资源，但这些

资源能否得到充分的利用以提升企业绩效则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动态能力的强弱。

一些学者已经尝试研究网络嵌入与动态能力

的关系。Doving和Gooderham认为单一的外部联

系并不能适应动态环境，因此企业间关系越是多

样性，范围越广，企业越是能在网络中获取和吸

收异质性资源与能力，提高动态能力 [10]。章威从

知识角度研究企业的网络嵌入如何作用于创新绩

效，实证结果显示网络嵌入对知识的获取与转化

有正向影响，即动态能力的提升 [11]。

根据学者的分析研究，本研究从网络嵌入这

一角度切入，分析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在网络内

对动态能力的影响，提出如下假设：

H2 网络嵌入对企业动态能力有正向影响

H2a关系嵌入对企业动态能力有正向影响

H2b 结构嵌入对企业动态能力有正向影响

（2）企业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影响

Zott提出了企业动态能力的3个阶段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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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变异—选择—保持。变异指的是所有搜索和识

别问题解决方案并与组织成员共享的过程和活

动；选择指的是评估所有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并确

定最终方案；保持指实施新的资源构型的组织活

动。企业在方案实施后参与市场竞争并取得绩效

表现。Zott的结论证实企业动态能力的3个属性

方面的差异引发了企业间绩效的差异。

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 企业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H3a 环境洞察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H3b 组织柔性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H3c 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3）企业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上述假设已经表明企业网络嵌入与企业动态

能力的相关性，且企业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有影

响，因此这两部分的假设隐含了如下关系，即科

技型中小企业网络嵌入通过对其自身动态能力的

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绩效。企业通过企业网络获取

资源和信息，进行资源获取和整合，从而提高企

业绩效。同时，科技型中小企业网络嵌入与企业

绩效同向变动。

企业网络能够使企业获取信息和网络伙伴

的资源，以更好地捕捉市场变化机遇，学习新技

术，开发新产品，进行组织变革，进而加速中小

企业的成长，获得高绩效表现。

根据前文提出的假设，本研究认为科技型中

小企业网络嵌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影响动

态能力实现的。假设如下：

H4 企业动态能力在企业网络嵌入对企业绩

效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1.3 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不同于企业内部的资源，企业从外部获取

的网络资源含有较多的启示性和价值性，但并不

能被企业直接简单地利用，理解、消化从外部网

络中获取的资源是极为重要的学习过程。外部资

源只有经过吸收转化以与企业资源能力和战略相

匹配，才能与企业原有的资源能力相融合，从而

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绩效表

现。

当科技型中小企业具备较强的吸收能力时，

能够较高效率地将外部网络中的资源进行整合和

利用，形成较高的动态能力，从而进一步开展经

营和创新活动，产生更多的资源和知识溢出，进

而不断提升企业绩效，即吸收能力在网络嵌入对

企业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提出

如下假设：

H5吸收能力在企业网络嵌入对企业绩效的

影响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

1.4 理论框架

综上所述，科技型中小企业网络嵌入、动态

能力、吸收能力及企业绩效的关系概念模型如图

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问卷设计与样本选择

本次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

部分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背景信息，包括公司类

型、所处行业、注册资本、职员人数、成立时间

等；第二部分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网络嵌入情况；

第三部分为企业动态能力情况；第四部分为企业

吸收能力情况；第五部分为企业绩效情况。

由于定量化指标易于计量和比较，本问卷使

用定量化指标体系来测量。问卷中测量题项按照

5级来表示从非常小的程度到非常大的程度。

本研究所调查的企业是科技型中小企业，

主要分布在一二线城市及华东各沿海城市，如北

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采访对象为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项目经理级中高层领导人，因为这个

群体对其公司的网络嵌入情况最为了解。为了保

证样本数量，本研究通过实地发放与E-mail发放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问卷发放。经统计，本研究总

共发放183份问卷，回收151份，有效问卷为126
份，有效回收率为69%。

2.2 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中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绩效。对企业绩

效的测量，一般不采用只能代表某一方面绩效的

单一指标进行测量，本研究选取了4个题项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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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效进行测度，分别是：与同类企业相比，本

企业近3年销售平均额增长幅度较高，近3年公

司产品的总体市场竞争力较高，近3年公司计划

利润目标的总体完成情况较好，近3年公司总资

产税前平均利润率较高。

（2）自变量

本研究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关系嵌入分为信

任、信息共享、共同解决问题3个维度。信任测

量上，设置了两个题项：一是合作双方的协商和

谈判是平等的；二是合作双方都能信守承诺。信

息共享测量上，设置了两个题项：一是合作企业

间共享知识产权和敏感信息；二是合作双方信息

交换频繁且不局限于既定协议。共同解决问题测

量上，设置了两个题项：一是合作双方能够共同

合作完成任务；二是合作双方能互相帮助对方解

决问题。

结构嵌入的测量包含4个维度：网络规模、

网络密度、稳定性和中心性。本研究进行结构嵌

入的测量：与本企业合作的企业数量很多，与本

企业经常联系的企业占所有联系企业的比重很

大，与本企业联系的企业数量变动很大，与其他

企业相比从外部网络获得的知识更多。

（3）中介变量

本研究中，将企业动态能力划分为3个维

度：环境洞察能力、组织柔性能力和创新能力。

本研究设置3个题项对环境洞察能力进行测量。

这3个题项分别是：企业对国家政策导向的把握

并及时调整策略应对；企业能快速察觉市场需

求的变动及趋势；企业对竞争对手、供应商等利

益相关者十分了解。设置3个题项对科技型中小

企业的组织柔性能力进行测量。这3个题项分别

是：本企业允许多种工作模式，保持工作灵活

性；企业内部沟通顺畅，不同部门和人员可快速

获得信息；本企业能快速进行变革以适应环境变

化。设置3个题项对创新能力进行测量。这3个

题项分别是：本企业研发能力很强；本企业具有

完善的创新激励体系 /政策；与其他企业相比，

本企业更快速推出新产品/服务来应对市场变化。

（4）调节变量

本研究从知识获取、消化、转化和利用4个

方面设置题项，对吸收能力进行测度。在获取能

力方面设置的两个题项：一是本企业的外部资源

获取渠道很多；二是与其他企业相比，本企业能

更快速获得外部资源和信息。在消化能力方面设

置的两个题项：一是本企业员工乐于分享自己的

知识和经验；二是本企业拥有快速的跨部门传递

机制。在转化能力方面设置的两个题项：一是本

企业善于将外部资源知识转化为对企业有价值的

资源知识；二是本企业善于将收集到的资源结构

化储备以便后用。在利用能力方面设置的两个题

图1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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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一是本企业鼓励基于新资源新知识提出流程

或产品改进的建议；二是本企业能够在实践中应

用获取得到的新资源。

3 实证分析与讨论

3.1 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18.0进行实证分析。对于

信度检验均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作为判断

依据，在实证研究中一般要求Cronbach's Alpha的
值要大于0.7，小于0.4的信度为不可接受。结果

显示各变量的系数均远高于0.4，关系嵌入系数

0.684接近0.7，其余变量系数均高于0.7，表明量

表可靠性较高。汇总结果如表1所示。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来评价测量

效度。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对各个变量进行了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已确认数据是否适合做因

子分析。经检验，所有变量量表的KMO度量值

均大于0.5的最低接受值。同时Bartlett 的球形度

检验的Sig.值为0.000，结果显著。随后通过主成

分分析提取法和正交旋转法，对自变量、中介变

量的各个维度提取1个主成分，旋转后特征根均

大于1，各指标因子载荷基本超过了0.5的最低接

受水平，表明量表结构效度较好。根据各测量指

标对相应因子的载荷大小情况，可以发现因子与

测量指标的对应关系同本研究预先设定的基本一

致。

3.2 相关分析

本研究采用计算变量间Pearson相关系数的

方法来进行相关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能够描述

两个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的方向与强度。所得出的

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及显著性如表2所示。

第一，网络嵌入中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个

维度均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地相关关系，验证了

研究假设H1、H1a、H1b。
第二，网络嵌入及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个

维度均与企业动态能力存在显著地相关关系，验

证了研究假设H2、H2a、H2b；而企业动态能力

及动态能力的3个维度（环境洞察能力、组织柔

表2 相关性分析结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1

2 0.197* 1

3 0.276** 0.682** 1

4 0.259** 0.909** 0.925** 1

5 0.480** 0.506** 0.561** 0.583** 1

6 0.436** 0.518** 0.528** 0.571** 0.633** 1

7 0.470** 0.532** 0.523** 0.575** 0.588** 0.633** 1

8 0.534** 0.601** 0.621** 0.667** 0.841** 0.876** 0.872** 1

9 0.200* 0.273** 0.208* 0.261** 0.244** 0.560** 0.562** 0.540** 1

10 0.387** 0.333** 0.281** 0.333** 0.366** 0.490** 0.627** 0.582** 0.735** 1

11 0.306** 0.322** 0.259** 0.315** 0.321** 0.567** 0.635** 0.600** 0.943** 0.919** 1

备注：1-企业绩效；2-关系嵌入；3-结构嵌入；4-网络嵌入；5-环境洞察能力；6-组织柔性能力；7-研发能力；8-动态能力；9-

市场环境；10-技术环境；11-吸收能力。

**: 在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1  各变量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 项数

网络嵌入 0.836 10

关系嵌入 0.684 6

结构嵌入 0.768 4

动态能力 0.904 9

环境洞察能力 0.859 3

组织柔性能力 0.840 3

研发能力 0.836 3

吸收能力 0.851 8

企业绩效 0.82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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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网络嵌入与企业绩效回归分析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1

(常量) 2.661 0.391 6.805 0.000

关系嵌入 0.019 0.134 0.016 0.138 0.013

结构嵌入 0.274 0.123 0.264 2.232 0.027

注：a. 因变量: 企业绩效。

表4 吸收能力调节作用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1
(常量) 2.603 0.508 5.124 0.000

网络嵌入1 0.274 0.138 0.246 1.979 0.002

2
(常量) 3.046 0.616 4.943 0.000

网络嵌入2 0.226 0.158 0.180 1.430 0.018

注：a. 因变量：企业绩效1；企业绩效2。

性能力、研发能力）均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相

关关系，验证了假设H3、H3a、H3b、H3c。H2
与H3的验证又进一步验证了动态能力的中介作

用，即H4。
第三，网络嵌入、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三者

之间两两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有待通过回归分

析验证假设H5。
3.3 回归分析

为了了解各变量之间的具体关系，进一步检

验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本研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

法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变量逐步回归。

从表3中可以发现，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均

进入了回归方程。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结构嵌入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略高于关系嵌入，说明二者均

对网络位置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H1a、
H1b得到验证。

对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验证，本研究采用

Mackinnon等建议的方法 [14]，通过验证网络嵌入

对动态能力的影响以及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

响来检验研究假设中提出的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两个因子成功进入回

归模型，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两者均对动态

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2、H2a、H2b得

到进一步验证；回归系数标准化后结构嵌入的系

数要高于关系嵌入。组织柔性能力未能进入模

型；环境洞察能力和研发能力进入模型，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由此可见，假设H3a和H3c得到进

一步的验证，而H3b则未能通过回归验证。以动

态能力为解释变量，以企业绩效为因变量，进行

简单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动态能力的回归系数为

0.534，说明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

响，假设H3得以进一步验证。

H2和H3得以验证后，H4动态能力的中介作

用得以验证。

本研究以网络嵌入、吸收能力和网络嵌入×

吸收能力为解释变量，以企业绩效为因变量进行

多元回归。网络嵌入与吸收能力乘积的回归系数

为0.017，小于0.05，说明网络嵌入与吸收能力乘

积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吸收能力显著调节

网络嵌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假设H5得以验证。

以吸收能力中位数为界将网络嵌入和企业

绩效的样本数据划分为两组，高于中位数的一组

分别为网络嵌入1和企业绩效1，低于中位数的

一组分别为网络嵌入2和企业绩效2。对两组数

据分别进行线性回归，通过对比标准化后的回归

系数发现，网络嵌入1的标准系数大于网络嵌入

2，说明吸收能力较强时，网络嵌入对于企业绩

效的正向显著影响更大（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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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科技型中小企业网络嵌入对企业绩效有

显著地正向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结构嵌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比关

系为嵌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而当前我

国现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网络中一般处于边缘

位置，远达不到过度嵌入导致信息过剩的程度，

因此，企业每接近网络中心一些，企业就能获取

更多的有助于企业发展的稀缺资源，从而提升企

业竞争力，获得高绩效表现。同时，科技型中小

企业由于自身的竞争力有限，必须通过网络合作

如战略联盟，建立较好的外部合作关系，方能应

对迅速变化的市场和技术环境，同时降低交易成

本，即关系嵌入越强，企业的绩效越高，这一研

究结果也支持了Uzzi等学者的强联结观点。因

此，企业应重视网络嵌入的作用。目前，网络已

经成为企业提高资源整合和创新效率的重要手

段，特别是在动态环境下，对企业的经营与管理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企业已有的知识与能力很

快变得过时，这就需要企业不断地从外界特别是

企业的嵌入网络中获取新的知识与能力，从而实

现对企业知识与能力的不断更新。

（2）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网络嵌入培育动态

能力，进而提升企业绩效。在企业动态能力的3
个维度（环境洞察能力、组织柔性能力、创新能

力）中，企业的环境洞察能力越高，企业在应对

环境变化时能够更迅速，进而提高竞争力和绩效

表现。企业的创新能力促进产品和服务不断更新

以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十分

显著。而本研究未能证明组织柔性能力对企业绩

效的正向影响。目前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组织架构

较为简单，以直线型或扁平型结构为主，对组织

柔性能力的理解和培育都相对欠缺，由此造成了

组织柔性能力未能进入模型。本研究发现动态能

力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并在网络嵌入对企业

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科技型中小企业网

络能够使企业获取信息和网络伙伴的资源，以更

好地捕捉市场变化机遇，学习新技术，开发新产

品，进行组织变革，进而加速中小企业的成长，

提升企业绩效。

（3）吸收能力调节科技型中小企业网络嵌入

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科技型中小企业具备较高

的嵌入程度，虽然表示企业能够较好较多地接

触外部资源，但这些资源能否得到充分的利用以

提升企业绩效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吸收能力

的强弱。企业从外部获取的网络资源含有较多的

启示性和价值性，但并不能够被企业直接简单地

利用，只有经过吸收转化以与企业资源能力和战

略相匹配，才能与企业原有的资源能力想融合，

以最终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

绩效表现。因此，科技型中小企业还应加强对吸

收能力的培育。吸收能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学习能

力，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的

形式，重视对员工的培训和研发投入，并建立内

部知识沟通渠道，鼓励学习氛围与企业文化的融

合，以提升企业识别、获取、消化和应用外部资

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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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机制、成果转化应用机制等宏

观机制以及人才激励配置机制、产业发展和需求

导向的项目形成机制、成本收益效率评测机制等

微观机制进行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提高高校

科研管理工作效率和效益。

第六，通过充分了解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

建立良性的利益协调和约束机制，并循序渐进地

在改革过程中实施一些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以补

偿原有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中的损失，从而削弱

甚至消除维护原有体制机制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阻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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