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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网络、复合式能力与新服务开发绩效

简兆权　旷　珍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２１６份服务企业的调查问卷数据，探讨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新服务开发绩效

的影响，并考察了这一影响过程的中介机制与作用边界。研究表明：①协同创新网络对新服务

开发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②复合式能力在协同创新网络和新服务开发绩效之间起着中

介作用。③环境竞争性会正向调节复合式能力与新服务开发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环境竞争

性会增加复合式能力在协同创新网络与新服务开发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

关键词：协同创新网络；复合式能力；环境竞争性；新服务开发绩效

中图法分类号：Ｃ９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８４Ｘ（２０２０）１０１４９８０８

犆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狏犲犐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犖犲狋狑狅狉犽，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犪犾犆犪狆犪犫犻犾犻狋狔犪狀犱

犖犲狑犛犲狉狏犻犮犲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犘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

ＪＩＡＮＺｈａｏｑｕａｎ　ＫＵＡＮＧＺｈｅｎ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Ｕｓｉｎｇ２１６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ｄａｔａ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ｎｅｗ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ｔｈａｔ：①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ｈ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ｎｅｗ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②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ｒｏｌ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ｎｅｗ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③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ｗｉｌｌ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ｎｅｗ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ｗｉｌ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ｎｅｗ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

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ｎｅｗ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１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７１６７２０６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９Ａ１５１５０１１５２６）；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Ｃ２１８０１２０）

１　研究背景

２１世纪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服务业在经

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服务业

全球化的背景下，为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服务

企业将新服务的开发作为增加收入、提高客户

忠诚度和提高企业绩效的关键途径［１］。然而，

由于市场环境日益复杂多变，企业自身知识与

资源有限，开发新服务仅仅依靠单一企业的力

量几乎很难实现，这迫使企业必须不断突破自

身边界，与外部组织开展合作创新。随着创新

的开放性特征日益显著，与不同类型的主体进

行合作开始受到高度重视，企业寻求与其他企

业、供应商、顾客、政府、中介机构和研究机构等

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使协同创新网络逐

渐成为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２，３］。服

务行业的企业更是如此，与不同类型合作伙伴

展开多维度、多层级和多角度的深入合作［４］，协

同各方优势资源实现创新升级，不断打造出协

同创新网络的典范。在一些协同创新网络里，

企业分工明确，利用生态的协同效应实现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将基于网络的知识不断整合到

·８９４１·

　　
第１７卷第１０期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管　理　学　报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Ｖｏｌ．１７Ｎｏ．１０

Ｏｃｔ．２０２０
　　



自身服务创新过程中来［５］。

尽管协同创新网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

存在一定的理论缺口。回顾现有文献，不少学者

探讨了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６］、新产品

绩效［７］的积极影响，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

果，但是研究主要聚焦于制造领域［２］，对服务领

域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学者从网络角度出发

的研究，更加关注网络某一方面的特征，如网络

结构、网络关系、网络强度、网络能力与企业绩效

之间的关系［８］，缺乏对网络整体的研究分析框

架。而且现有研究多关注企业外部的纵向垂直

网络结构，例如，与供应商、顾客的合作对新服务

开发绩效的影响［９，１０］，深化了对于产业链上的上

下游企业整合与新服务开发之间关系的认识。

然而在本研究中，协同创新不同于一般的外部组

织协作、供应链整合等，因为协同创新网络的建

立更加强调各参与主体发挥协同作用，且主体间

的关系既包括横向合作又包含纵向协作，由于其

共赢的目标，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更加显著，知

识和资源的沟通交流渠道更加完善，从而更有可

能对新服务开发产生更加重要的影响。鉴于此，

有必要对协同创新网络能否以及如何影响新服

务开发绩效进行深入地探讨。

协同创新网络主体在实现协同的过程中，

为企业提供了获取知识与资源的渠道，但是这

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新服务开发绩效改善的条

件，所以，能否实现对来自不同参与主体的资源

能力，以及自身的资源能力进行有效地匹配、复

合与内化，构建自身竞争优势，对企业提高新服

务开发绩效具有关键意义；而复合式能力在协

同创新网络和新服务开发绩效之间可能存在中

介作用。另外，由于服务市场的竞争程度不同，

对各个企业的复合式能力有不同的要求，因此，

需要考虑在不同环境竞争性下复合式能力发挥

作用的效果是否不同。

综上分析，本研究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

并且主要关注以下问题：①检验协同创新网络

和新服务开发绩效之间的关系；②探究复合式

能力在协同创新网络和新服务开发绩效之间的

中介作用，揭示协同创新网络影响新服务开发

绩效的中间机制；③考察环境竞争性在上述过

程中的调节效应，明确影响协同创新网络和新

服务开发绩效之间的作用边界。

２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２．１　协同创新网络与新服务开发绩效

ＨＡＫＥＮ
［１１］创建了协同学，即复杂系统内

由于各个子系统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使得

整体功能大于单个要素的功能之和，这种现象

就叫做协同。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协同理

论被应用到创新领域，很多研究注意到，企业在

进行合作创新时，通过深入合作与资源整合让

各个创新主体发挥出自己的优势与能力，能实

现１＋１＋１＞３的创新效应
［１２］。由于协同创新

过程中具有多个参与主体，并且强调彼此之间

的互动与联结，使得协同创新具有天然的网络

化属性，协同创新网络的概念开始被国内外学

者所使用。尽管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协同

创新网络的概念，本研究在借鉴解学梅等［１３］的

定义基础之上，认为协同创新网络是企业与上

下游企业、合作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政府等

主体，为了进行创新而形成长期稳定的协作关

系，在互动过程中能产生大量知识溢出、技术转

移和协同效应，且最终能实现互利与共赢的创

新网络体系。可见，协同创新网络是一个不同

主体和谐共融，并具有集聚优势的创新共同体，

是各个主体实现持续发展的创新合作平台。那

么，有理由认为，协同创新网络能够有效促进企

业新服务开发绩效的提高。

创新作为一种知识密集型的活动，知识对

于企业能否创新成功至关重要。作为创新的关

键驱动力，知识流程的复杂性日益增加，企业必

须不断地突破自身边界获取富有成效的知识，

以增强企业的内部能力。换言之，创新所需的

基本资源和能力并不总是嵌入企业内部，而合

作是减少这种限制的有效途径。创建或加入网

络是合作的一种方式，并且具有不同思想和行

为方式的网络，更有可能帮助企业发现可以通

过新颖方式重组的不同知识点［１４］，这对于服务

企业的新服务开发活动来说特别关键，而协同

创新网络可以帮助服务企业更好地实现这一目

标：因为通过协同创新网络，企业与不同类型的

伙伴（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研究机构、政府

等）进行合作，多种不同的合作伙伴关系让企业

能接触到更多异质性的知识，知识的碰撞为企

业的活动带来不同且新颖的视角与思路，从而

更加有利于服务创新活动。这至少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纵向网络结构主体，如顾客和供应

商，对于企业的新服务开发活动十分关键。顾

客是开发服务的直接使用者，所以企业在与顾

客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可以准确把握其需求，识

别市场机会，提高市场反应速度，提升新服务开

发的针对性与敏捷性。反过来，顾客的主张越

被企业接受与重视，也越能让顾客更加愿意维

·９９４１·

协同创新网络、复合式能力与新服务开发绩效———简兆权　旷　珍



持这段持久稳定的关系，向企业反映自己的使

用体验和真实需求，让企业跟进新服务的开发，

避免信息不对称，发掘市场真正利益点，开发出

契合市场趋势的服务。同时，供应商也不再仅

仅只是参与服务传递与交付的某个环节，与企

业的协作，可以促进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信任，

进一步提高知识交流［１５］。此外，渠道的整合可

以降低交易成本，让开发流程更顺畅，大大缩短

服务开发周期；同时，横向网络主体（包括竞争

对手、合作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参与，也是

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研究表明，与

竞争对手发展合作关系可以减少竞争的负面影

响，还可以改善信息共享，从而提高企业的服务

创新能力［１６］。与合作企业的协作则能显著提高

服务开发的速度与效率，通过信息与技术的共

享，从而降低新服务开发的风险与阻力，互补的

优势可以携手为用户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另

外，政府的政策与扶持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创

新环境与氛围，而研究机构与高校是企业获取

知识资源的来源，对企业的长期战略研究特别

有益，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１７］，加速新服

务的开发。

各主体加入协同创新网络后，建立起协同

创新的共同愿景，且经过长期的交流与协作，合

作过程中将产生协同效应。这种协同效应会在

主体之间形成一种默会［６］，默会规范着其中的

主体，让其自发地营造更好的创新氛围。这体

现在主体显著提升地参与知识交流活动的意

愿，双向的信息分享以及完善的沟通机制等方

面，从而增强主体之间的知识溢出，实现资源与

技术共享，为企业提供新服务开发过程所需的

知识与资源。知识、技术、设备、经验和资本等

在企业内部不断地积累，会为企业带来充足的

创新储备，进而可以保证企业新服务开发的成

功。另外，企业在开发、设计新服务的过程中，

可能会面临开发成本过高或者市场不确定等诸

多风险，加大创新难度。协同创新网络带来的

协同效应可以改善市场形势，增加企业的市场

影响力，提高外部对于企业的认可度，并且通过

创造规模经济，将相关成本分摊到不同的合作

伙伴来降低研发活动的风险，提高企业创新成

功的可能性［１８］，促进服务成果最终商业化。基

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　协同创新网络正向影响新服务开

发绩效。

２．２　复合式能力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设想协同创新网络通过复合式能力

来影响新服务开发绩效。现代企业创造价值并

不只是运用某种核心能力或异质资源的结果，

而是一系列资源和能力整合后发挥的综合作

用［１９］。面临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而没有自身优

质资源时，企业必须快速整合外界资源，并进行

创新性地组合使用。复合式能力是指：企业将

外部获得的甚至是可公开购买到的资源与能

力，与自身拥有的资源与能力进行创造性整合

的能力，本质上是内外资源的整合与创新性使

用，核心是以合补短。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强

调对资源与能力的动态调整，还在空间维度上

强调外部关键资源的获取与内部资源的组合使

用，以弥补自身短处。具备复合式能力的企业，

通常意味着：对外部环境中存在的知识资源具

有非常强的敏感性，能较快识别出市场机遇，并

对获得的外部知识进行开发、利用，与自身的知

识进行重新评估和创造性整合，在此基础上，快

速迭代构建出支持自身发展的资源能力集合体，

从而获得超越竞争对手的发展速度，创造出快速

响应市场、高性价比等竞争优势［２０］。那么，有理

由认为，协同创新网络很有可能带来复合式能力

的提升，进而提高企业的新服务开发绩效。

作为一个高度有效的商业生态系统，协同

创新网络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复合式能力。首

先，在全球化趋势下，组织外部存在海量的市场

机遇。企业会萌生各种复合需求［２０］，试图抓住

机遇窗口，谋求自身发展。尤其是协同创新网

络，紧贴时代发展趋势，多类型、多领域主体的

参与和协作更是意味着大量的商业机会与发展

机遇，契合了企业广泛寻求合作，积极争取双赢

的愿望，有效满足了企业的复合需求。其次，在

协同创新网络里，协同效应促使企业选择更多

的协同行为，如研发协同、专利许可或技术转

让［１８］。在此过程中，网络产生巨量知识外溢与

技术溢出，不断刺激企业突破现有边界，去充分

利用外部网络优质资源，结合自身的能力，弥补

短板，发挥出最大的复合优势。最后，协同创新

网络为企业获取资源与能力提供了一条更便利

的渠道，企业可以更方便且快捷地搜寻自身所

缺乏的资源与能力，满足自身需要，促进企业不

断提高复合式能力。

企业的复合式能力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的

新服务开发绩效。知识固然重要，但它是否能

转化为创新绩效，还取决于企业对知识的整合

运用能力。换言之，即便企业从外部获得了知

识，但低水平的复合式能力意味着：它可能没有

能力开发和重新配置这些资源，无法有效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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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识运用到创新过程中去，从而很难获得相

应的创新产出。新服务开发领域学者提出，要

产生新服务的前提是对“自身专业的知识或技

能进行修正”［２１］，这表明，企业必须不断地更新

调整自身的知识与技能，以促进新服务的产生。

在协同创新网络下，企业可以获取所需的资源

与能力，并与已有的资源和能力进行创造性地

整合、利用，逐步产生支持企业发展的新的资源

能力集合体，进而提高新服务开发绩效。此外，

孙金云等［２２］认为，拥有复合式能力的企业具有

阶段性的竞争优势，如更快的市场反应速度和

更高的性价比，因此，具有复合式能力的企业能

迅速抓住市场机遇，在市场上抢占先机，保持服

务创新的领先性，获得新服务开发绩效的有效

提升。那么，可以进一步推论，协同创新网络能

够通过提升企业的复合式能力，进一步促进新

服务开发绩效的实现。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　复合式能力在协同创新网络与新

服务开发绩效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

２．３　环境竞争性在复合式能力和新服务开发

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

环境是企业进行一切活动的前提，它影响

企业的决策行为与绩效。环境竞争性指企业所

处环境的竞争激烈程度［２３］。环境竞争程度高

时，企业面临的竞争情况非常复杂，市场上的服

务、技术更迭速度快，顾客需求变化大，竞争对

手层出不穷又难以对付，整个商业环境给企业

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境下，对企业

的资源与能力储备要求非常高，它需要不断地

进行调整自我，强化自我来适应竞争激烈的环

境，才不至于被市场淘汰。那么，有理由认为，

具备复合式能力的企业，能够在较高竞争程度

的环境下拥有其独特的优势，从而带来新服务

开发绩效的较大提升；但是在环境竞争程度较

低时，具备复合式能力的企业的优势便不那么

明显，复合式能力对新服务开发绩效的正向影响

也就相对弱一些。

在环境竞争性高时，具备复合式能力的企

业，通常能及时获取外部关键资源，将其加入现

有资源中进行快速复合应用，以产生新的组合；

并将新的资源能力集合体投入到企业的想法、流

程与技术中去，从而显著提高新服务的产生［２４］。

此外，具备复合式能力的企业，能敏锐洞察到市

场中环境的变化，快速迭代以应对市场创新需

求，减少服务创新的风险，大大提高新服务开发

绩效。当环境竞争性较低时，相对稳定的环境让

企业无需进行大量和快速创新，而进行复合式能

力的活动将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精力与资源损耗。

据此，竞争程度较低的市场环境下，复合式能力

对新服务开发绩效的促进作用会受到一定程度

上的抑制。综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　环境竞争性正向调节复合式能力

与新服务开发绩效之间的关系。

前文假设，复合式能力在协同创新网络和

新服务开发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本研究同时

认为，该中介效应也会受到环境竞争性的影响。

处在协同创新网络中的企业，在环境竞争程度

高时，更有意愿也更有能力去整合内外资源，以

弥补自身缺陷来面对竞争压力，从而保持竞争

优势。换言之，当环境竞争程度高时，协同创新

网络中的企业就更具有优势，企业更可能通过

增加复合式能力来提高新服务开发绩效，复合

式能力的中介效应也就越强；当环境竞争程度

低时，企业改变的动力以及复合的需求就不会

那么明显，协同创新网络的优势随之减弱，对复

合式能力的促进效应就会减小，进而弱化通过

复合式能力来提高新服务开发绩效的影响。基

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４　环境竞争性正向调节复合式能力

在协同创新网络与新服务开发绩效之间的中介

效应。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模

型（见图１）。

图１　理论模型

３　研究设计

３．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数据，将

调查对象聚焦于服务企业，尽管当前制造业有

服务化的趋势，但是考虑到制造业的创新大多

数是产品创新或者是技术创新，新服务开发的

经验较少，不太符合本研究需要。调查范围既

包括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

区，又有经济相对薄弱的中部和东北地区，样本

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本次问卷发放时间集中在２０１９年３～５

月，总共发放问卷４８３份，回收３３７份，回收率

达到６９．８％。为保证研究的可靠性，本研究对

回收的样本答卷进行一一检查，剔除了明显规

律作答，数据部分缺失和作答时间特别少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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