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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端装备制造业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复杂、产品集成度高等特点，提高其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创造

高附加值的关键。以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演绎，探讨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网络学习、

社会嵌入性、内部合作能力、知识集成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影响关系机 理，提 出 相 应 的 理 论 假 设，并 在 此 基 础

上，构建了五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概念模型。认为关系网络学习与社会嵌入性是企业实现知识集成进而促进自主

创新的外因，以上外因在企业内部合作能力的内因促进作用下使得知识集成的效果更加明显。以上结论不仅丰

富了企业间合作关系理论、知识理论与自主创新理论，也可以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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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高端装备制造业是以高新技术为引领，处于价

值链高端和产业链核心环节，决定整个产业链综合

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知识与信息密集、
技术复杂、创新能力强、附加值高等特点。我国“十
二五”规划将高端装备制造业列为七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之一，并强调将科技进步与创新作为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

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度发达的装备制造业，
是一个国家实现新型工业化、决定其在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因素。尽管我国装备

制造业如大型施工机械和露天矿装备已经实现自

主化，但发达国家的装备制造业依然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我国高端装备领域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

的８０％、光纤装备的９０％、大型石化装备的４０％、
汽车制造 装 备 与 纺 织 机 械 装 备 的７０％都 依 靠 进

口，这说明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仍

然任重道远［１］。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正在大力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

时代，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拥有自己的关键核心技

术、专利和标准，发展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高

端装备制造业，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

品 牌 产 品，才 能 提 高 我 国 的 核 心 竞 争 力 与 综 合

国力。
高端装备制造业是知识密集型行业，其技术复

杂性与知识广泛性已超越了单个企业的掌控能力，
知识的集成程度是决定其自主创新能力的核心要

素。处于供应链网络核心地位的制造企业如何集

成供应商网络中的知识并为己所用，是提高其自主

创新能力的关键。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企业创新必

不可少的资源，而供应商是企业在产品与服务生产

过程中重要的外部知识源泉，企业通过与供应商的

长期交易合作、供应商参与其新产品开发等方式逐

步建立稳定的供应商关系网络，使得知识集成变得

更加便捷。利用供应商关系网络这一外部知识源

泉，企业如何通过知识集成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以及企业内部的合作能力在知识集成中起到何种

促进作用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基

于此，本文以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

其通过供应商关系网络这一渠道，如何实现知识集

成的理论原理，从而促进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一、理论探索与研究假设

１．关系网络学习与知识集成

Ｓｅｌｎｅｓ和Ｓａｌｌｉｓ将关系学习定义为“供应商与

其客户之间共享信息，进而将信息进行分析，并集

成在共同关系领域的联合活动”［２］。关系学习是一



种能让企业取得新的竞争优势的有形或无形的资

源或技能［３－４］。基于此，本文认为关系网络学习是

企业利用其与供应商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资源进

行知识学习、信息共享等活动，以促进共同解决问

题。关系学习与关系网络学习都是企业与其供应

商在合作过程中进行的有形或无形的学习活动，是
一种基于合作的主动的资源获取过程。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和Ｌｏｒｓｃｈ认 为 知 识 集 成 是 为 取 得

集 体 绩 效 而 发 生 在 部 门 之 间 的 合 作 活 动［５］，

Ｏｋｈｕｙｓｅｎ　ａｎｄ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将知识集成定义为共享

并结合 个 人 知 识 以 创 造 新 知 识 的 过 程［６］，Ｒｅｖｉｌｌａ
和Ｖｉｌｌｅｎａ基于以上定义，将知识集成定义为企业

与其供应商为追求共同目标而获取、共享、利用并

创造新知识的一种合作能力［７］。本文在借 鉴 前 人

的研究及Ｒｅｖｉｌｌａ与Ｖｉｌｌｅｎａ的观点基础上，认为知

识集成是企业间的知识集成，是一种基于合作关系

网 络 的 知 识 资 源 整 合 能 力，具 有 以 下 两 方 面 的

属性：
（１）集成内容方面：综合供应商网络中的各种

有用知识，如行业信息、市场信息、客户信息、产品

信息等知识，并将其融入在产品开发过程中。
（２）集成过程方面：是在综合知识的获取、学

习、共享、转 移 及 创 造 的 基 础 上，创 造 新 知 识 的

过程。
本文对知识集成的概念界定如图１所示。

图１　知识集成的概念界定

企业与其供应商形成的关系网络是企业外部

重要的知识源泉，具有潜在的发掘价值。知识通常

嵌入在组织的人员、制度、程序以及相关业务活动

中［８］，通过借助供应商关系网络这一情境 的 学 习，

使得知识的集成效果变得更加有效。从企业之间

的关系进行学习是企业创造价值的基础，这一理论

已获得了 广 泛 认 可［９－１０］，而 价 值 创 造 来 自 于 企 业

所拥有的知识含量。由于在不同背景下相互作用

的组织结构与社会集成程度不同，关系网络学习不

同于组织内部的学习，关系网络学习强调伙伴关系

间的知识共享、共同理解和联合活动开发等［１１－１４］。

学习可使企业的业务资源进行重组，有助于企业通

过个人、团队甚至整个组织的学习与知识库的流动

而开发并利 用 知 识［１５］，这 些 都 是 企 业 实 现 知 识 集

成的重要过程。Ｗｉｌｌｅｍ等的研究也认为组织学习

可以促进知识集成［１６］。
在知识密集与技术复杂型企业，单个企业不可

能拥有其创新所需的全部专业知识，它们需要依赖

外部合作方，如供应商等，提供互补性的知识资源。
例如航空设备制造属于典型的复杂产品开发与装

配，企业需要集成广泛的知识，但企业并非拥有其

创新所需的全部知识，有些知识并不完全嵌入在其

所购买的产品或服务中。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技

术创新需要企业利用供应商网络，这有助于关系学

习的开展，因为大量的隐性知识必须通过在合作背

景下进行 交 流 与 学 习 才 能 显 现 出 来［１７］。研 究 显

示，供应商的确是企业获取知识的重要资源，因此，
需建立合适的方法促进企业间学习［１８］。总结以上

推理，可得出如下假设：

Ｈ１：关系网络学习对企业知识集成有显著 正

影响。

２．社会嵌入性与知识集成

Ｌｉ　Ｃｈｉａ－Ｙｉｎｇ认 为 社 会 嵌 入 性 是 供 应 商 建 立

网络并管理与买方企业双方关系的程度，其以关系

强度、信任 水 平 与 体 系 共 享 为 特 点［１９］。知 识 嵌 入

在组织的人员、方法、程序以及相关业务中［８］，只有

在恰当的合作情境作用下才能显现出来，前人的研

究已认识到知识集成活动受不同社会机制与企业

网络之间合 作 的 影 响［２０］，而 社 会 嵌 入 性 是 情 境 性

因素的重要方面，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知识

获取与集成的障碍。张利斌等认为当双方之间拥

有强关系时，对方能更加迅速并且乐意提供帮助以

获取知识；同时，强关系能够带来成员对关系的高

度认同感，意识到自己在关系中的重要性，强关系

的建立使知识需求方在需要知识的时候更清楚谁

拥有知识，更容易发掘自己所需的知识［２１］。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任对知识共享非 常 关 键，

知识的交换涉及到风险与不确定性，只有一定的信

任水平才能使之最小化，因为大部分知识具有粘滞

性且存在于社会关系的互动中，知识集成高度依赖

于一定的社会情境，不同的社会情境能够促进不同

类型的知识集成［２２］。企业与供应商之间没有建立

稳定的双方关系、相互信任及深入的共享机制，企

业就不可 能 取 得 知 识 的 集 成 并 提 高 相 应 的 能 力。
知识集成通过社会嵌入性变得更加容易。总结以

上推理，可得出如下假设：

Ｈ２：社会嵌入性对知识集成有显著正影响。

３．知识集成与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是我国结合特定的发展背景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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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概念。２００５年，在 我 国“十 一 五”规 划 中 提 出

“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

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２００６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对自主创新的内涵进行

了重新界定：企业自主创新是指企业在自身原始技

术（知识）创新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各种技术（知识）
的集成创新和国外先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

的再创新，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难于模仿

的核心技术和产品，并将其市场化的过程。我国学

者如陈劲、许庆瑞、傅家骥等围绕其性质提出了许

多自主创新的概念。本文的自主创新方式是基于

组织间合作关系网络的创新。
知识理论认为企业的核心能力是集成能力，企

业 的 核 心 能 力 实 际 上 就 是 企 业 的 知 识 集 成 能

力［３］，［２３］。Ｔｅｅｃｅ认为新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就是科技与科技之间存在不断的集成［３］，在这种环

境下，企业的集成能力越强则越容易拥有更多的创

新机会和具备更强的创新能力。经过集成的知识

可以使企业不断创造新的适应市场的产品－市场组

合，进而增强创新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与传统方

法不同，不是通过具体的发明实现创新，而是通过

知识的集成实现创新，因为绝大多数企业由于资源

有限，主要通过知识的集成与应用而实现创新，只

有少数大企业可以通过庞大的经费投入进行新发

明实现创新［２４］，所 以 自 主 创 新 能 力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取决于企业的知识集成能力。
组织学习理论认为组织要创新，就需要认识到

新知识的重要性，认识到外部知识的价值，吸收知

识并运用知识以创造价值增值，没有认识到新知识

的价值，企 业 就 没 有 途 径 去 创 新［２５］。组 织 创 新 依

赖于共享的优越知识与嵌入在组织中企业决策者

中的认知结构，Ｂａｒｌｏｗ的研究表明，对于复杂产品

系统的创新项目来说，加强合作与跨组织的知识集

成是至关重要的［２６］。供应商是企业重要的知识源

泉，可以有效补充企业内部知识［１８］，其掌握了关于

零部件的广泛技术与知识，这些技术与知识对企业

的新产品开 发 非 常 关 键［２７］。同 时，市 场 竞 争 迫 使

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不只是共享基础的业务信息，
更需要深入掌握彼此的需求并共享一定的关键信

息（如客户需求变化等），信息共享有助于企业与其

供应商更好地建立创新战略，开发创新产品，以满

足市场需 求［２８－２９］，因 此 业 务 性 知 识 与 战 略 性 知 识

的集成对参与市场竞争是必需的［７］。
知识集成的目的就是将知识融入在产品开发

过程中，最终实现产品的自主创新。在合作关系中

的双方日益重视知识的集成与创造，Ｓａｎｄｅｒｓ的研

究表明企业绩效显然受到与其合作伙伴知识集成

的影响，而企业绩效的取得与自主创新是密不可分

的［２８］。因此，企业 创 新 需 要 将 不 同 供 应 商 的 知 识

进行重组［７］，基于企业合作的知识理论强调在获取

合作企业知识资源过程中，首先能够开发企业集成

不同类型知 识 的 能 力［３０］，而 集 成 不 同 知 识 的 能 力

是企业自主创新的源泉。总结以上推理，可得出如

下假设：

Ｈ３：知识集成对企业自主创新有显著正影响。

４．关系网络学习与自主创新

Ｃ．－Ｌ．Ｅ．Ｌｉｕ认为企业吸收能力的取得与关

系学习紧密相关，它建立在长期的知识积累过程与

拥有的相关知识基础上［３１］，Ｃｏｈｅｎ和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首

先提出了吸收能力（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指出组

织的创新能力与它们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

密切相关［３２］，因此，关系网络学习与企业自主创新

紧密相关。处于供应商合作关系网络中的企业能

够权衡利用从双方关系中获取的知识，从而不仅能

够取得优异的绩效，而且能够受益于关系学习，进

而促进企业创新。当双方企业致力于联合学习时，
它们将会更深刻地领会彼此的需求，从而调整自己

的战略去 满 足 这 种 需 求［３３］。Ｍｙｅｒｓ和Ｃｈｅｕｎｇ的

研究表明高层次的关系学习水平可以改善产品与

服务绩效，从而为企业创造价值增值，关系学习通

过促进双方的知识集成，实现产品与服务绩效的改

善［３４］。大多数供应商反映从全球买方企业中学习

是提升企业能力的重要资源［３５］，同理，供应商对其

上级供应商来说是核心企业，企业从其供应商网络

中学习是可以提升其自主创新能力的。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知识与创新对企业生存

非常重要，与供应商的关系不能只停留在降低合作

成本上，更应该鼓励从供应商处学习互补知识，从

每次学习机会中受益。在所有组织中，新知识是创

新与变革的新鲜血液，通过合作和学习获得外部特

殊知识与经验，为新的核心能力构建提供广泛的基

础。这些能力有助于提高开发新产品的意愿，有利

于企业进行探索性创新［３６］。广泛的关系网络学习

能够为企业带来潜在的竞争优势，自主创新是企业

竞争优势的核心组成部分。总结以上推理，可得出

如下假设：

Ｈ４：关系网络学习对企业自主创新有显著 正

影响。

５．内部合作能力对关系网络学习与知识集成

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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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习理论认为，内部合作能力属于可持续

学习过程的一部分，起着转化外部信息与知识的社

会整合机制 作 用［３７］，是 认 识 并 选 择 外 部 信 息 资 源

的途径，它不仅鼓励组织成员主动搜寻知识，同时

也有利于有效地认识知识并得以成功应用。内部

合作也可以看作企业提升自身创新能力的主要途

径，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不断通过组织间合作向合作

伙伴学习新知识，进而认识到外部知识的价值。组

织依赖于共享的优越知识与嵌入在企业决策者中

的认知结构，知识的获得程度与他们参与合作活动

的程度直接相关。
新产品开发团队要求职能部门人员的充分参

与（如制造、营销与财务部门等）［３８］，新产品的成功

商业化需要分析市场与技术的可行性，并将这些信

息转化在实际的产品中［３９］。从关系网络中学到的

有关客户需求、产品技术、发展趋势及产品可行性

等知识，是嵌入在各相关职能部门的，通过跨部门

的集成，关系网络学习的知识被有效整合，并创造

新的知识，从而体现在新产品开发中，组织内部合

作能力是促进新产品开发的重要因素，企业职能部

门间的集成影响新产品开发的绩效［４０］，基于此，通

过较高程度的内部合作，使得关系网络学习对知识

集成的效果变得更加明显。总结以上推理，可得出

如下假设：

Ｈ５：内部合作能力对关系网络学习与知识 集

成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６．内部合作能力对社会嵌入性与知识集成之

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社会嵌入性以关系强度、价值共享、相 互 信 任

为特点，没有一定水平的稳固关系与相互信任，企

业就不可能成功地转移知识、集成知识并提高相应

的能力［４１］。前人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嵌入通过创

造一种安全感而有助于知识的共享，因为超过合作

范围以外的知识不会被轻易获取到［４２］。
通过紧密的内部合作，有助于加强社会关联性

企业内部的信息共享程度，为知识的吸收与转移建

立强有力的 链 接 纽 带［４３］。同 时，因 为 知 识 具 有 粘

滞性，只有在一定的合作情景下，才能够实现转移

与集成。而企业的内部合作，有助于企业与关系网

络企业之间的深层次合作与互动，可以改善与社会

联系的紧密程度及企业内部的信息共享程度，这种

互动关系为知识的吸收与转移建立了强有力的渠

道。如同个体的知识集成能力一样，对从外部关系

网中获取的知识的利用、集成程度，决定于个体的

感知能力与认知结构，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对外部

知识的集成效果，取决于组织内部的配合程度与集

体智慧。总结以上推理，可得出如下假设：

Ｈ６：内部合作能力对社会嵌入性与知识集 成

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二、概念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可知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

的关系网络学习、社会嵌入性、内部合作能力、知识

集成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影响关系机理。制造

商通过其供应商关系网络的学习获取嵌入在供应

商网络中的知识，并通过与供应商伙伴关系间的知

识共享和 联 合 开 发 活 动 等 方 式 促 进 知 识 的 集 成。
社会嵌入性以关系强度、信任水平与体系共享为特

点，而知识嵌入在组织的人员、方法、程序以及相关

业务中，因此，社会嵌入性程度直接决定知识集成

的程度。企业知识的集成能力越强，则越容易拥有

更多的创新机会和更强的创新能力。知识集成的

目的就是将企业间的不同知识融入在产品开发中，
最终实现产品的自主创新。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与其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密切相关。当企

业致力于关系网络学习时，能够获得更多有关产品

的互补性知识，而这些知识是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

重要元素。内部合作能力是外部信息与知识进行

内化的重要前提，从外部学到的知识嵌入在企业的

各职能部门中，而通过内部合作可起到集成分散化

知识的作用。因此，紧密的内部合作，有助于加强

企业内部的知识共享程度，有助于企业与关系网络

企业之间的深层次合作与互动，这种紧密程度为知

识集成建立了强有力的渠道。同时，内部合作能力

越强，社会嵌入性对知识集成的效果就越显著。
基于此，本文认为制造商通过其供应商关系网

络学习、社会嵌入性正向影响知识集成效果，是知

识集成的外因，知识集成又可以促进企业的自主创

新，内部合作能力是关系网络学习与知识集成、社

会嵌入性与知识集成之间的调节变量，对它们之间

的影响关系都具有促进作用。知识集成的外因在

内因这一内部合作能力的促进作用下，对知识集成

的影响更加显著。同时，关系网络学习又直接影响

着企业的自主创新。由此可构建知识集成的前因

与作用 关 系 的 概 念 模 型，如 图２所 示，其 中，Ｈ１、

Ｈ２、Ｈ３、Ｈ４、Ｈ５、Ｈ６分 别 为 前 面 所 述 的 假 设，
“＋”表 示 各 变 量 沿 箭 头 方 向 的 作 用 关 系 为 正 向

影响。

三、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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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知识集成的前因与作用关系的概念模型

通过知识集成进行自主创新的路径。高端装备制

造业具有知识密集度高与技术复杂等特点，因此，
知识的集成程度直接影响其自主创新能力的水平。
通过理论的推理演绎，探索性提出了知识集成对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前因机理及作用，并提出了

相应的理论假设，构建了知识集成的前因与作用关

系的概念模型。得出的研究结论为：

１．知识集成 的 前 因：企 业 与 供 应 商 之 间 的 关

系网络学习、社会嵌入性对知识集成有积极影响，
也是企业实现知识集成的外因。另外，关系网络学

习对企业自主创新具有直接影响作用。

２．关系的调 节 作 用：企 业 的 内 部 合 作 能 力 对

关系网络学习与知识集成、社会嵌入性与知识集成

之间的关系具有积极调节作用，也是企业实现知识

集成的重要内因，结论１中的外因在内因作用下的

效果更加明显。

３．知识集成 的 作 用：高 水 平 的 知 识 集 成 对 企

业自主创新具有积极影响。
这些研究结论对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自

主创新提升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积极利用

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网络，通过实现高水平的知识

集成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也不可忽

视企业内部合作能力对知识集成的促进作用。此

外，这些研究结论对基于企业间合作的自主创新也

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将对本文所构建模型中的

各变量间的关系进行规范的实证研究，以证实各变

量之间的影响关系，使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具实践意

义与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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