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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

家新企业的调研数据!检验了创业拼凑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动态能

力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创业拼凑对新企业绩效与动态能力具有显著的直接功效#动态能力

对新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动态能力在创业拼凑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中起部分中介

作用!即创业拼凑通过动态能力对新企业绩效具有一定的间接功效%

关键词!创业拼凑#资源约束#动态能力#包容性增长#创业功效

中图法分类号!

4('

"

S/.%

!

文献标志码!

5

!

文章编号!

$)./01126

#

/%$2

$

%20%U)/0%.

2'S@

.

"#"$-%O&)&-#$(6'+(&S'+#&

.

#&'&,#"-%L#"$6%-

A

&-'0/+)Y,'$+"6')

!

J(&E&0"-+"'

A

O6%&6C?

1

'-@"$!-

.

-3"%"+"&)

7#S=+

!

AB8AD=-<EM

$

[E-_:G0[=-8-+F=;,+G

H

%

TE:-

@

]DME

%

4D+-:

&

23)+#-$+

!

I:,=<M-GD=/$/,:L

K

R=,MO-=Q=-G=;

K

;+,=,

%

:-=L

K

+;+N:R;=,=:;ND+,NM-<ENG=<GMG=,G

GD=+-ORE=-N=MOGD==-G;=

K

;=-=E;+:RP;+NMR:

@

=M-=-G;=

K

;=-=E;+:R

K

=;OM;L:-N=

%

:-<GD=L=<+:G+-

@

=OO=NG

MO<

H

-:L+NN:

K

:P+R+G+=,&CD==L

K

+;+N:R;=,ERG,DMQ,GD:G

!

GD==-G;=

K

;=-=E;+:RP;+NMR:

@

=D:,:,+

@

-+O+0

N:-GR

HK

M,+G+F=;=R:G+M-,D+

K

Q+GD<

H

-:L+NN:

K

:P+R+G+=,:-<=-G;=

K

;=-=E;+:R

K

=;OM;L:-N=

#

!

H

-:L+NN:

K

:0

P+R+G+=,D:F=:,+

@

-+O+N:-GR

HK

M,+G+F=;=R:G+M-,D+

K

Q+GD=-G;=

K

;=-=E;+:R

K

=;OM;L:-N=

%

:-<+G:NG,:,:

K

:;0

G+:RL=<+:GM;+-GD=;=R:G+M-,D+

K

P=GQ==-=-G;=

K

;=-=E;+:RP;+NMR:

@

=:-<=-G;=

K

;=-=E;+:R

K

=;OM;L:-N=&#-

MGD=;QM;<,

%

=-G;=

K

;=-=E;+:RP;+NMR:

@

=D:,+-<+;=NG+L

K

:NGM-=-G;=

K

;=-=E;+:R

K

=;OM;L:-N=&

4&

1

56#0)

!

=-G;=

K

;=-=E;+:RP;+NMR:

@

=

#

;=,ME;N= NM-,G;:+-G,

#

<

H

-:L+N N:

K

:P+R+G+=,

#

+-NRE,+F=

@

;MQGD

#

=-G;=

K

;=-=E;+:R

K

=;OM;L:-N=

收稿日期!

/%$'0%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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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约束无处不在%几乎没有创业者能够

拥有新企业创建与成长所需的全部资源)

$

*

'与

成熟企业不同%绩效记录的不完整及信息不对

称问题%阻碍了资源所有者对新企业的评估%使

其很难通过经济交易与社会交易获得外部资

源)

/

*

%且传统的资源基础理论主要从静态角度

关注资源特性及其价值%尚难以充分解释创业

资源的动态形成过程)

'

*

%而这恰恰是创业成功

的关键'由此%如何突破资源约束已成为创业

研究的热点)

/

*

'

以
I5aZY

等)

2

*为代表的创业拼凑理论认

为%通过现有资源的-将就.与重新整合%并脱离

既定的-手段
0

目标.导向框架以服务于新的创

业机会或挑战%是突破新企业创建与成长过程

中资源约束的有效途径'

[Z?_5Y!

等)

U

*认

为%对新企业无序的(被遗弃(被忽视资源的创

造性利用与选择性拼凑%会产生非比寻常的新

价值%以 支 持 创 业 成 功 并 获 得 竞 争 优 势'

[CZSSZ?[

等)

)

*验证了创业拼凑在新企业机

会识别与能力认知等方面具有显著功效'虽然

之前的研究关注到了创业拼凑的重要性%但研

究的重点大多聚焦于创业拼凑对新企业绩效的

直接影响)

U

%

.

%

1

*

'关于创业拼凑对新企业绩效影

响的中间路径在现有研究中则缺少深入揭示'

基于此%本研究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以动态能

力为中间路径%构建了创业拼凑对新企业绩效

,

/)U

,

!!

第
$$

卷第
2

期

/%$2

年
2

月 !!!!!!!!!!

管
!

理
!

学
!

报

4D+-=,=9ME;-:RMOV:-:

@

=L=-G

!!!!!!!!!!

WMR&$$?M&2

5

K

;&/%$2

!!



影响的机理模型%利用
/$/

家新企业的调研数

据%通过实证研究对理论模型和假设进行了验

证%并对实证结果进行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时期%新企业作为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微观单

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要求更高%资源效率与

资源约束问题更加突出'由此%创业拼凑利用

新企业现有资源%对资源节约与价值创造具有

显著功效)

2

*

#同时%动态能力在减少环境不确定

性(引导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

'

通过资源纽带而联结的创业拼凑与动态能力对

新企业绩效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对促进经济包

容性增长亦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

!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7&7

!

创业拼凑与新企业绩效

由新生性导致的成长劣势或弱性%阻碍了

外部资源流入与内部资源创造性利用)

$%

*

'据

此%新企业需要开展创新性与-破坏性.的创业

拼凑活动%寻求自身资源与创业机会的最佳匹

配%才能在-内忧外患.的状态下获得生存并提

升组织绩效以达成目标'且在传统的组织理论

中%资源是独立于嵌入环境而客观存在的%面临

资源约束的新企业往往需要通过资源获取或者

规避挑战的策略采取行动)

$$

*

%但创业拼凑并非

简单(被动地接受环境资源约束%它否定了占主

导逻辑的传统组织资源定义%实现了由如何发

展最优资源向如何最优地利用现有资源的转

变%是有限资源环境下的商业模式创新)

$/

*

'

尽管新企业创建与成长中的资源约束无处

不在%但创业拼凑以独特的视角审视资源!

!

在

创业初期%新企业无论在组织制度(决策流程(

还是思维模式上都比成熟企业更具灵活性%亦

欠缺规范性%由此产生大量零碎的(无序的弱黏

性资源'如强的人员流动(冗长的资金计划(不

稳定的客户与市场需求等'成熟企业需要大量

的成本去管理弱黏性资源%而这些看似无用的

弱黏性资源恰为创业拼凑提供了资源供给)

2

*

%

降低了新企业运营成本'其实质是一种-资源

套利.行为%对新企业并未产生大的成本投入%

却带来了正的收益以支持创业生存'

"

创业拼

凑解释了特定资源的价值不是既定的%多种资

源的重新整合会产生新的价值'如新企业单一

的技术能力(信息知识或网络关系等的功效是

有限的'然而%一旦这些要素被创造性地拼凑

起来%则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协同效应%可促进新

企业经济利润的获得与改善'

#

拼凑甚至利用

原本他用的资源%突破传统思维的关系约束与

组织惯性%构建新的手段目的导向关系)

2

*

%即对

-资源错配.的再配置与优化%避免了因资源约

束导致的创业机会丧失'

$

拼凑过程中对创造

力(模糊(混沌和挫折的承受力等的重构%完善

了新企业的能力体系%这样有助于创业者快速

响应%创造出独特的产品和服务%在追求创业生

存过程中实现了新企业的持续成长)

)

*

'

总体而言%创业拼凑指创业者面对资源约

束时%利用手头资源应对新挑战或新机会的一

种行为偏见)

2

*

'当创业者感知环境中资源稀缺

时%将以现有资源的创造性利用应对约束%通过

互动强化的方式得到组织认同%进而为新企业

赢取更加广泛(更有利润(更多需求的市场'进

一步地%拼凑过程强调即兴而作的积极行动)

$'

*

和知足决策的原则)

2

*

%而非犹豫(疑问是否手头

资源产生的有益结果%以此获得更高的性价比

与更快的顾客响应速度%以支持新企业发展并

建立竞争优势)

$2

*

'鉴于此%本研究认为%创业拼

凑对新企业具有显著的直接功效%并提出假设!

假设
7

!

创业拼凑对新企业绩效具有正影响'

7&8

!

创业拼凑与动态能力

动态能力关注企业资源的整合(重组及释

放'

CZZ4Z

等)

$U

*定义动态能力为企业整合(

构建及再配置内外部资源以适应市场环境变化

的能力'

A5BY5

等)

$)

*认为%动态能力即帮助

企业重新布局与构造自身的资源基础%以满足

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与竞争战略'伴随日趋不

确定的经营环境与高度资源约束的双重影响%

以及动态能力研究的不断细化和深入%创业组

织动态能力逐渐得到重视)

$.

%

$1

*

'在创业与转型

初期%新企业能力体系尚未完善%动态能力提升

对于新企业成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创业拼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活动'作

为资源拼凑与更新%本身就是组织动态能力构

建的过程'通过-无中生有.应对约束)

2

*

%创业

拼凑创造性地利用手头现有资源%产生了有价

值的新知识和信息'知识和信息作为最重要的

无形资源%是新企业差异化的来源和动态能力

优势的基础'在拼凑模式下%组织保持对环境

变化的敏感性%以合适而非最优的策略出奇制

胜%促进了新企业的动态感知能力'可以说%在

拼凑过程中%现有资源(方案与行动一致性的重

组%强化了新企业的动态整合能力'并且%拼凑

即创新%拒绝墨守成规'来自技术能力(知识信

息(以及制度网络等的创造性整合%突破了组织

常规(假设和信条的约束%有助于新企业动态创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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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的形成)

.

*

'由此%创业拼凑机制可被视

为-次级的动态能力.%能够快速调整资源以适

应变化的外部环境'此外%拼凑活动使新企业

能够在信息不对称(市场地位低下的竞争环境

中先于竞争对手识别创业机会%快速适应市场

变化%加强动态能力并及时采取有利行动%获得

竞争优势'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创业拼凑能

够提升新企业动态能力%并提出假设!

假设
8

!

创业拼凑对新企业动态能力提升

具有积极影响'

7&=

!

动态能力与新企业绩效

动态能力是企业有效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

基本工具)

$U

*

(整合及再配置资源的重要利

器)

$)

*

(建立并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

*

'企业为

了适应动态环境%需要以动态能力的观点来克

服组织刚性%即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动态能力

可以迅速发现战略目标和行为偏差%并及时予

以修正%建立新的心智模式来适应环境变化%从

而减弱甚至消除新企业创建与成长过程中环境

不确定性的影响'同时%通过动态能力快速感

知市场变化%获取(消化新的知识和信息$资

源&%促进新企业资源整合与再配置%以更新并

优化当前的产品组合或服务流程%支持新企业

成长'此外%动态能力本身就是一系列能力的

复合%各种能力相互交叉并嵌入在创业活动中%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新企业独有的组织文化和

价值观)

$U

*

'可见%动态能力具有难以模仿(难以

替代的异质资源之特性%是新企业建立并保持

竞争优势的关键)

/%

*

'

从动态能力功效实证角度看%其作为企业

核心能力是对资源基础理论在构建静态竞争优

势方面的展开和延伸'

^8

)

$.

*研究了创业资源

与新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验证了动态能力

在此关系中显著的中介作用'胡望斌等)

$1

*认

为%新企业因缺乏合法性而难以获取必需资源%

同时也因缺乏合理的网络关系而难以谋求生

存%由此创业导向和动态能力对新企业绩效显

得尤为重要%并验证了动态能力在此关系中的

中介作用'刘智勇等)

/$

*认为%新创企业的成长

过程本质上就是由洞察创业机会(抓住机会(获

取和整合资源(有效运营等一系列组织活动整

合而成#动态能力在该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有

利于新企业绩效提升'由此%本研究认为%动态

能力对新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提

出假设!

假设
=

!

动态能力与新企业绩效具有正相

关关系'

7&>

!

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创业拼凑产生的新知识和信息使新企业能

更准确地预见环境变化的本质及其潜在的商业

机会或风险%准确把握市场动态%形成良好的动

态能力'毫无疑问%良好的动态能力又大大地

提升了新企业的组织柔性%使新企业能快速抓

住机遇%灵活调整组织结构%采取适当的战略与

战术行动%降低了创业失败风险)

)

*

'与此同时%

I5aZY

等)

2

*认为%拼凑行为有意或无意的-破

坏.与重构经营渠道和关系网络%促进了新企业

与客户(供应商(竞争者之间的互动'如创造性

地将-旁观者.(-业余者.的想法及技能等引入

到新企业资源体系中%充实并丰富了组织资源'

多元化的战略视角加强了组织动态性%使新企

业在市场变化对其产生不利影响之前做出反

应%化威胁为机遇#且动态能力有助于新企业建

立并保持对市场创业机会(信息等的敏感性%能

够及时识别与获取有预见性或有价值的信息资

源并加以消化与创新%使新企业迅速适应环境

变化%加速创业资源的整合进程以提升竞争优

势'由此%本研究认为%动态能力在创业拼凑与

新企业绩效关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中介作

用%并提出假设!

假设
>

!

动态能力在创业拼凑对新企业绩

效的影响路径中起到中介作用%即创业拼凑战

略通过动态能力影响新企业绩效'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如下研究

框架$见图
$

&'

图
7

!

创业拼凑&动态能力与新企业绩效关系

/

!

研究设计

8&7

!

数据收集与程序

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

据'调研样本来自北京(广东和湖北
'

省市%原

因在于该区域创业型经济活跃(新企业比较集

中'根据
A5BY5

)

//

*和
75YY5jZC5

等)

/'

*的

研究%以成立时间在
1

年内的企业作为新企业'

调研活动由部分教师(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

生共
.

人参加%数据收集时间为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U

日'为了确保数据的完

整和可靠%对本次调查做了周密安排!

!

为保证

数据质量%调查者进行相互交流%以明确问卷和

题项的含义'

"

在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ZVI5

,

2)U

,

管理学报第
$$

卷第
2

期
/%$2

年
2

月



课堂进行了预调研与访谈%根据反馈结果对问

卷进行修改%其中
$/

份预调查问卷被排除在最

终样本数据之外'

#

大规模问卷调查$主要通

过管理学院所在三地的校友会%以及具有良好

合作关系的政府部门协助完成&'本次调查共

发放问卷
U1%

份%收回
'%.

份%问卷回收率

U/&('\

#剔除无效问卷
(U

份%最终形成有效问

卷
/$/

份%有效回收率
)(&%)\

'具体情况见

表
$

'

表
7

!

样本企业基本特征#

-e/$/

$

企业年龄"年 比例"
\

企业区域分布 比例"
\

&

' 2%&$

北京
'.&.

'

&

U

$不含
'

&

2%&)

湖北
$1&2

U

&

1

$不含
U

&

$(&'

广东
2'&(

企业所处行业 比例"
\

企业规模$员工人数& 比例"
\

生产制造业
/.&'

&

/% $2&)

计算机服务
$U&U /$

&

U% /U&U

商贸物流
$.&% U$

&

$%% /.&'

生物制药
$$&% $%$

&

U%% /%&1

其他行业
/(&/

%

U%% $$&1

8&8

!

变量测量

为了验证理论模型的合理性%本研究均采

用国内外学者开发的成熟问卷对相关变量进行

测量'问卷测度采用
7+J=;G0.

打分法进行$从

-

$

/完全不符.到-

.

/完全符合.&%企业基本信

息则为填空和选择形式'

!

$

"创业拼凑 !

3

"

!

创业拼凑采用
[Z?0

_5Y!

等)

U

*开发的量表%其后被广泛采用)

)

&

1

*

'

本量表由
1

个题项组成!

!

面对新的挑战时%有

信心能利用企业现有资源找到可行的解决方

案'

"

与其他企业相比%能利用现有资源应对

更多的挑战'

#

善用任何现有资源以应对创业

中的新问题或机会'

$

通过整合企业现有资源

与廉价获得的资源以应对新挑战'

%

面对新的

问题或机会时%假设能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并

采取行动'

)

通过整合企业现有资源%可以成

功应对任何新的挑战'

*

面对新的挑战时%通

过企业现有资源组合成可行的解决方案'

+

通

过整合原本并非用于这一计划的资源以成功应

对新的挑战'

!

/

"动态能力 !

5

"

!

动态能力参考
X5W0

7"?

等)

/2

*

(

!5V5?X"8Y

等)

/U

*

(蒋勤峰等)

/)

*

开发的量表%包括吸收能力(整合能力及创新能

力
'

个维度
$'

个题项'其中吸收能力!

!

能很

快地理解所获得的新信息(新知识#

"

能很快地

识别新信息(新知识可能给企业带来的变化#

#

能很快地将已消化的新技术与其他技术融合#

$

能很快使用已消化的新技术进行产品或服务

开发'整合能力!

%

企业不同部门之间具有良

好的协调能力#

)

企业能快速将新信息(新知识

整合并在企业内分享#

*

企业能将快速整合的

新信息(新知识应用于新产品或新市场开发#

+

企业能根据形势变化成功地调整或改变原有战

略'创新能力!

,

企业有一个支持和鼓励创新

的组织文化和管理机制#

-

管理者对企业未来

发展有独到的见解#

)

$$

不同来源的知识能快速

有效地应用于新产品或服务开发#

)

$/

企业能快

速将市场变化反映到新产品或服务中#

)

$'

企业

能在产品或服务上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

'

"新企业绩效 !

+

"

!

新企业绩效参考

4"W#?

等)

/.

*

(

4B5?!7ZY

等)

/1

*的研究%从财

务绩效和成长绩效
/

个方面
1

个题项进行测

量'其中%财务绩效包括!

!

市场占有率#

"

净

利润率#

#

投资收益率'成长绩效包括!

$

员工

数量增长速度#

%

销售额增长速度#

)

净收益增

长速度#

*

市场份额增长速度#

+

新产品或新服

务增长速度'

!

2

"控制变量!

*

"

!

为避免其他因素对研

究结论带来的干扰%本研究根据
[Z?_5Y!

等)

U

*

(

[CZSSZ?[

等)

)

*和
[578?aZ

等)

$2

*的研

究%选取企业年龄(企业所处行业及企业规模作

为控制变量'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关

系网络(制度规范性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创业

拼凑行为会对此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行业与

企业产品竞争(资源属性等方面存在紧密的联

系%可能会影响到企业最终的价值#规模差异对

企业动态能力与拼凑活动的开展可能存在较大

的影响%且规模差异影响了企业资源的拥有量'

'

!

数据分析

=&7

!

数据同源偏差分析

在进行问卷调查时%为了避免由同一个体

填写容易导致的同源偏差问题%本研究采用

B:;L:-

单因子检测方法对回收问卷进行同源

偏差分析'将
/$/

份有效问卷的所有题项一起

做因子分析%在未旋转时得到第一个主成分%占

到载荷量的
/2&(2(\

%并未占到多数'可见本

次调研数据同源偏差问题不严重%调研数据可

靠'

=&8

!

信度与效度检测

在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前%为保证问卷的

可信度%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与可靠性检测来

验证本研究各量表的构建效度'通过因子分析

发现动态能力题项-

5

(

载荷值
%&'%(

(

5

$$

载荷

,

U)U

,

基于动态能力中介作用的创业拼凑及其功效实证///李
!

非
!

祝振铎



值
%&2%$

.因归属不清而删除%改进后的因子分

析和可靠性检测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见%

除整合能力$

%&)(U

&(创新能力$

%&).$

&外%其他

变量的信度系数均在
%&.

以上%各因子的载

荷均在
%&U

以上%说明样本数据信度与效度较

好'

=&=

!

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
'

列出了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

数矩阵'由此可知%创业拼凑(动态能力与新企

业财务绩效(成长绩效之间相关系数较显著%为

进一步验证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设的合理性提供

了依据'

2

!

假设检验与结果

采用分层回归及
I5Y"?

等)

/(

*提出的中

介效应检验方法对假设进行验证!

!

检验创业

拼凑对新企业绩效是否具有显著直接功效#

"

验证创业拼凑对动态能力是否有显著功效#

#

检验动态能力对新企业绩效的显著作用'假

如前
'

个结论成立%则继续验证创业拼凑(动态

能力对新企业绩效的共同影响%若此时创业拼

凑对新企业财务绩效或成长的作用减弱甚至不

再显著%则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成立'假设验

证结果见表
2

'

表
8

!

因子分析与可靠性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
$ / ' 2 U )

依赖

度
?

累积解

释度"
\

创
业
拼
凑

3

$

3

/

3

'

3

2

3

U

3

)

3

.

3

1

%&..1

%&.1(

%&.U1

%&)2'

%&)))

%&.%1

%&.UU

%&)('

%&1(1 U1&21$

动
态
能
力

吸
收
能
力

5

$

5

/

5

'

5

2

%&U2(

%&).'

%&)2%

%&U)(

%&.%$ U/&./'

整
合
能
力

5

U

5

)

5

.

5

1

%&)'U

%&)U2

%&U)1

%&UUU

%&)(U U/&'$'

创
新
能
力

5

$%

5

$/

5

$'

%&U2.

%&.$)

%&)U2

%&).$ )%&2U1

新
企
业
绩
效

财
务
绩
效

+

$

+

/

+

'

%&.UU

%&1/)

%&.)2

%&1// .'&('/

成
长
绩
效

+

2

+

U

+

)

+

.

+

1

%&U'.

%&)/$

%&)/.

%&)12

%&U'U

%&.2/ 2(&'11

表
=

!

变量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 / ' 2 U ) .

$

创业拼凑
2&U1. $&$%% $

/

动态能力
2&)%/ %&1U%

%&)1)

$$

$

'

财务绩效
2&$2. $&/2%

%&U(1

$$

%&U.)

$$

$

2

成长绩效
2&'2$ %&(%2 %&'%)

$$

%&U%)

$$

%&22)

$$

$

U

企业年龄
/&%%% %&.2U d%&%(2 d%&$/% d%&%.' %&%/) $

)

企业行业
/&((% $&U(2 d%&'2.

$$

d%&/UU

$$

d%&/(1

$$

d%&%.( %&%$) $

.

企业规模
/&(%% $&/'$

%&$)'

$

%&/$/

$$

%&/%U

$$

%&/)/

$$

%&'%%

$$

d%&$)/

$$

$

注!

$

(

$$

分别表示相关性在
%&%U

(

%&%$

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下同'

表
>

!

层级模型回归检验结果#

-e/$/

$

变量
动态能力

$ /

新企业财务绩效

' 2 U )

新企业成长绩效

' 2 U )

企业年龄
d%&/$2

$$

d%&$$' d%&/$2 %&%(' d%&%U2 d%&%2U d%&%)1 d%&/%$ %&%2U %&%22

企业行业
d%&$$2

$$$

d%&%%/

d%&/%U

$$$

d%&%.%

d%&$$(

$$

d%&%)( d%&%$( %&%'' %&%2$ %&%'2

企业规模
%&$)/

$$$

%&%('

$

%&/%/

$$

%&$$(

$

%&%1% %&%.( %&/%$

$$$

%&$)(

$$$

%&$$)

$

%&$$)

$

创业拼凑
%&U%2

$$$

%&)$$

$$$

%&'()

$$$

%&/')

$$$

%&%U$

动态能力
%&.U'

$$$

%&2/.

$$$

%&U/.

$$$

%&U)(

$$$

%

/

%&$/. %&21( %&$/( %&'1% %&'22 %&2$( %&%.' %&$2' %&/1. %&/1(

5<

*

0%

/

%&$$2 %&2.( %&$$) %&')1 %&''$ %&2%U %&%U( %&$/) %&/.' %&/./

Y

/

ND:-

@

=

%&$/. %&')/ %&$/( %&/U$ %&/$/ %&%'( %&%.' %&%.% %&/$. %&/$(

+ $%&%22

$$$

2(&U2)

$$$

$%&/)1

$$$

'$&)U'

$$$

/.&$$/

$$$

/(&)()

$$$

U&22%

$$$

1&)'/

$$$

/%&1'$

$$$

$)&.2$

$$$

注!

$$$

表示相关性在
%&%%$

水平上显著性'

!!

模型
$

(模型
'

控制了企业年龄(企业行

业(企业规模%避免这些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干扰

$见表
2

&'由分层回归模型
/

(模型
2

可以看

出%创业拼凑对动态能力$

%&U%2

(

.

#

%$%%$

&(新

企业财务绩效$

%$)$$

(

.

#

%$%%$

&及成长绩效

$

%$/')

(

.

#

%$%%$

&具有正影响%假设
$

和假设

/

得到支持'模型
U

显示动态能力与新企业财

务绩效$

%$.U'

(

.

#

%$%%$

&(成长绩效$

%$U/.

(

,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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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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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假设
'

得到支

持'进一步地%模型
)

是考虑加入动态能力的

中介作用后%得到创业拼凑对新企业财务绩效

$

%$'()

(

.

#

%$%%$

&作用仍然显著%但创业拼凑

对新企业成长绩效$

%$%U$

(

.

%

%$%U

&作用不再

显著'根据文献)

/(

*可知%若此时自变量对因

变量的驱动作用减弱或消失%则中介效应存在'

由此%动态能力在创业拼凑对新企业成长绩效

影响路径中的中介作用成立%而动态能力在创

业拼凑对新企业财务绩效影响路径中的中介作

用不成立%假设
2

只得到部分支持'

U

!

结论与展望

a5CA

等)

'%

*认为%对创建阶段的新企业来

说%其首要任务是获取资源以支持自身生存'

然而%由于新企业缺乏经营绩效与市场信任%以

及成长不确定性等诸多方面不利因素使其难以

获得外部资源)

/

*

%新企业生存面临严峻的挑战'

本研究基于新企业资源约束的独特视角%首次

构建了创业拼凑(动态能力与新企业绩效的理

论模型%并提出了相关研究假设'在分层回归

模型中%大部分指标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证

实了创业拼凑对新企业财务与成长的显著直接

功效%以及创业拼凑通过动态能力对新企业成

长的间接功效%即动态能力在拼凑功效的实现

路径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的结论对转

型与升级经济环境中的新企业创业拼凑战略实

施和动态能力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

"创业拼凑是突破新企业资源约束的有

效战略
!

已有的研究发现%成功的创业者大多

是资源整合的佼佼者%创造性整合现有资源是

创业成功的关键)

$/

*

'创业拼凑是新企业突破资

源约束的有效战略%不仅支持了新企业的生存%

更使新企业获得了财务绩效与成长绩效'对中

国的新创企业而言%要获取并保持良好的创业

拼凑战略%不仅依赖于组织内部开放包容(高度

信任的文化氛围%也需重视对外部市场信息(制

度环境的有效管理%以及谋求实时动态性'可

以说%只有-内外兼修.%新企业才能获取行动方

案(技术能力(信息知识等的最佳拼凑效果%进而

推动新企业在动态环境中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

/

"动态能力在新企业资源配置中具有显

著功效
!

新企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能力体系

的构建过程%而动态能力作为该体系的核心%是

一系列能力的复合'动态能力帮助新企业减弱

甚至消除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优化资源配置

并快速获得新企业成长所需的知识与能力%促

进新企业成长'然而%由于-新.与-弱.的先天

缺陷)

$%

*

%导致新企业动态能力不足%且现实社会

中的资源配置并未完全基于市场竞争'由此%

新企业动态能力提升及其功效的发挥显得尤为

重要%而创业拼凑以另辟蹊径的行动方式%提升

了新企业的动态能力%进一步促进了成长绩效'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动态能力在拼凑有效

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并非唯一%即在实现拼

凑功效的影响路径中%动态能力只起到部分中

介作用'这意味着%新企业还需不断地补充与

完善自身能力体系%从而为实施拼凑战略等提

供强有力的支持'

本研究检验了创业拼凑在突破资源约束并

支持新企业创建与成长中的显著功效%但还只

是局部性的探索%仍存在较多的不足!

!

作为一

个全新并开放的理论%创业拼凑本身也有一定

的局限性'

I5aZY

等)

2

*发现%通过选择性拼凑

与创造性利用现有资源的新企业都成功地开发

了创业机会并获得成长'然而%企业参与全面

拼凑行为%或者在企业运营中一味强调自我强

化的拼凑方式%会破坏已有的企业网络与关系%

拼凑会制约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

本研究在探

索创业拼凑与新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关系时%

仅采用了动态能力一个变量%结果显示为部分

中介作用%没能揭示创业拼凑与新企业绩效的

所有中介因素'

#

本研究采用的是创业成功样

本的横截面数据%没有考虑企业的动态发展和

存在-幸存者偏差效应.'以上
'

个方面的拓展

也将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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