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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随着资源的短缺性以及对技术复杂性要求的提高，协同创新成为

企业提高核心能力的重要手段。文章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代表，采用解释结构模型分析方法，结合

知识管理理论，研究了协同创新机制下影响高新技术企业核心能力的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协

同创新机制和企业自身实力对提高企业的核心能力有直接影响作用；(2)协同创新机制下“六大主

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影响协同创新效率和企业自身实力对核心能力产生影响；(3)知识吸收、知识

整合和知识利用能力对核心能力存在影响；(4)政治、经济、社会和市场因素对核心能力产生不同

程度的影响。研究结论对提高企业核心能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性建议，填补了研究核心能力

在协同创新视角下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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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自“863”计划和“中国火炬计划”执行

以来，高新技术企业得到了充分发展。随着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推进，技术要素越来越成为国

家重视的关键力量。高新技术企业凭借自身的高技

术和高收益等特点，在保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中发

挥重要作用。为加大我国社会的转型和升级，提高

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能力成为各公司的主要任务，

也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单个企业因

为竞争环境的激烈以及环境、资源等因素的限制很

少能够单独成功进行创新活动，因此协同创新机制

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协同创新以其所独有

的高创新效率、易得创新资源以及持续性创新优势

吸引现代企业尤其是中小型高新科技企业，并且成

为企业发展的主流形式
[1]
。 

二、文献综述 

(一)核心能力理论 

核心能力是保持公司在竞争环境中处于优势地

位，获得长期发展的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其它

企业所缺乏的。国内外关于核心能力的研究自 1981

年到现在，共有 13744 篇相关论文。从研究企业类

型来说，主要涉及装备制造企业，建筑企业和高新

技术企业
[2]
等，从一方面来说，企业绩效的提升正是

核心能力重构的重要表现形式。 

(二)协同创新理论 

解学梅(2015)认为企业的协同创新是包括知

识、信息、技术、组织和管理在内的多个要素之间

的协同，从而放大整体效应
[2]
，这是从内部角度来研

究。协同创新模式的研究经历了由“产学研”协同

到“四主体动态模型”再到“五主体模式”最后到

现在的“六位一体”模式。综合学者对协同创新主

体的选择，本文选择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

供应商、消费者、中介服务机构和竞争者为协同创

新网络的主体。其中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协同创新机

制中所起作用相同故当作同一主体。 

(三)知识管理理论 

知识管理理论，从理论上来说它经历了一个从

古典经济理论“波特竞争模型”到现在的知识管理

理论这样的一个过程
[3]
。本文综合国内外学者对知识

管理理论的研究，将显性和隐形知识运用于企业的

过程分为知识吸收、知识整合和知识利用三个部分。 

三、影响因素的选择 

国内外学者对外部协同创新机制的研究有的是

基于横向网络，也有基于纵向网络。其中横向的协

同创新主要指的是参与主体是同一产业中的各个细

分产业，纵向的协同创新机制是指从供应商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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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消费者这一环节。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协同创新

主体的选择，本文选择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

构、供应商、消费者、中介服务机构和竞争者为协

同创新机制的主体。其中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协同创

新机制中所起作用相同故当作同一主体。 

(一)影响因素选择的依据 

高新技术企业的协同创新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其内部各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知识管理理论对

协同创新机制的效率有重要作用。高新技术企业的

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电子计

算机的发明为起点，标志着人类进入科技时代，伴

随着经济环境的复杂、资源的短缺和对技术复杂度

要求的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中小规模的企业

也依靠协同创新来适应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良好

的市场环境是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基础条件，相关

研究表明市场、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于高新技术企业

参与协同创新的方式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二)影响因素的确定 

本文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经过分析，初步选

取了以下 22个影响核心能力因素：核心企业自身资

源拥有量、核心企业自身实力、除核心企业外参与

协同创新的企业的质量、核心企业内非正式关系数

量、核心企业内组织惯例文化、核心企业和政府之

间的关系、核心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之间关系、

核心企业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核心企业和消费者

之间的关系、核心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

核心企业与竞争者之间的关系、核心企业的组织管

理模式、核心企业知识吸收能力、核心企业知识整

合能力、核心企业知识利用能力、以及政治、经济、

社会和市场环境因素。通过德尔菲法争取专家意见，

采取了以下 17个核心能力影响因素：核心企业外参

与协同创新的企业的质量、核心企业自身实力、协

同创新机制效应、核心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核

心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之间关系、核心企业和供

应商之间的关系、核心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核心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核心企业与

竞争者之间的关系、核心企业知识吸收能力、核心

企业知识整合能力、核心企业知识利用能力、以及

政治、经济、社会和市场环境因素为方便研究，依

次编码为 。 

四、研究过程与方法 

(一)解释结构模型(ISM) 

解 释 结 构 模 型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是美国 Warfield教授开发的，属于系统工程

范畴的一个重要工具，目前多应用于经济管理领域
[4]
。 

(二)ISM 的构建 

ISM运用逻辑的运算，将邻接矩阵进行分析，得

到可达矩阵，再通过对可达矩阵的分解，将复杂的

结构变成清晰明了的多级阶梯形式。根据上章节中

确定的影响因素建立邻接矩阵。 

1.建立邻接矩阵 

采用 的矩阵来表示影响高新技术企业核

心能力影响因素的逻辑关系，用字母

来表示邻接矩阵。其中， 表示影响因素 和 之

间大的关系， 。若 和 有直接影响，

则 ；若 和 没有直接影响，则 。在成

立的小组内讨论后得到的邻接矩阵 。  

2.计算可达矩阵  

可达矩阵可根据布尔代数规则进行计算。令邻

接 矩 阵 加 上 单 位 矩 阵 , 即 ， 若

， 则 可 得 到 可 达 矩 阵

。其中， 。运用 matlab 软件进

行计算，迭代 181次后得到可达矩阵 。 

表 1 可达矩阵层次化处理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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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层次处理可达矩阵 

对可达矩阵进行层次化处理的目的是为了能够

找到协同创新机制下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因素，以

及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层次化处理可达矩

阵的步骤如下： 

(1) 将 可 达 矩 阵 划 分 为 可 达 集 合

 其中 表示 所在行中

含有“1”的列元素对应的集合， 表示 所在列

中含有“1”的行元素对应的集合。 

(2)找出可达集合 和先行集合 的交集

。 

(3)根据 ，来找出

属于同一级的影响因素，第一步找到的属于第一级，

然后把第一级找到的影响因素去掉，找到第二级以

此类推。 

在 本 文 中 的 可 达 矩 阵 中 ， 首 先 满 足

这 个 条 件 的 影 响 因 素 为

，故 为第一层次，然后将 去掉，

发现满足 条件的影响因素

为 ， ，故 ， 为第二层次，以此类

推，第三层次为 ，第四层次为 ，第五

层次为 ，可达矩阵的层次化划分见表 1。

根据表 1，可将核心能力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图

画出，即高新技术企业核心能力影响因素 ISM

模型，见图 1。 

 

 

 

 

 

 

 

 

 

 

图 1 核心能力影响因素层次结构模型 

五、结论和建议 

(一)研究结论 

由图 1 可知，17 项影响因素构成了一个五级

的层次结构模型。最外层的影响因素分别是外部

宏观环境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市场环境，这

些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不为某个企业或者个人所

控制和改变，这四种因素对核心能力的建构存在

作用。资源共享状况以及知识管理对协同创新机

制内部网络之间关系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协同创

新机制内部网络之间的关系对协同创新机制和企

业自身实力的提升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协同

创新机制内部网络之间的关系通过影响协同创新

机制效率见解影响高新技术企业核心能力，研究

发现，在协同创新这一环境下企业核心能力的构

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企业自身的实力和协同创

新机制效率。 

(二)建议和启示 

本研究通过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采用解释结

构模型分析方法构建协同创新机制下高新技术企业

核心能力的影响因素 ISM 模型，分析各因素在理论

上对高新技术企业核心能力构建的影响与内在联

系，得到的启示如下： 

1.政府应加大政策支持协同创新。我国自

1988 颁布实施创建高新技术园区开始，至 2017

年我国高新技术园区发展到 157 家，高新技术企

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占主导性地位，高新区企业

R&D 投入经费不断扩大，技术性收入规模稳步增

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的支撑作用，协

同创新作用初步彰显。 

2.协同创新内部各参与主体的相互信任程度对

协同创新效率的提升有重要作用。协同创新的相互

信任程度体现在资源共享情况和各主体之间的关系

上，研究表明，知识、资源共享状况和协同创新机

制内部关系对核心能力的培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作用，可见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对核心能力的培育

有正向影响作用。 

本文的研究贡献和创新主要是，国内研究企

业核心能力的影响多集中与制造企业和建筑企

业，对高新技术这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

核心能力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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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力量研究较少。国内外学者对核心能力影响

因素的研究仅仅基于知识管理、成本、技术、政

策或者协同创新机制中的某一种或者两种，本文

通过文献分析和模型相结合的方式，对高新技术

核心能力进行研究，构建协同创新机制下核心能

力的影响因素，对核心能力的培育提供了理论性

的建议。但本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方面，缺乏实

证研究的验证，因此未来的研究方向作者将通过

调查问卷、实地考察、访谈等方法收集高新技术

产业协同创新的真实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

影响核心能力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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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pen innovation, with the shortage of resources and the increasing 

requirements for technical complexit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ir core capabilities. This paper takes high-tech enterprises for example, explor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re competence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under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by studying structure 

model and combining it with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y,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enterprise's strength are essential;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x 

major players” under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affects the core competence by changing the 

efficiency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enterprise; (3) Knowledge absorption,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knowledge utilization have an impact on core competencies; (4)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market factor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impact on core competencies. Those conclusions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the core competence of enterprises, which are indeed challeng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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