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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集 团网络 化 创新 背景 下企 业能 力构建 以 

及 对产业创 新 升级 的引领机 制 ，是 理论 与实践 中的热 点 

问题 。本 文从 网络能力 的社会 资本属 性 出发 ，在 网络 能 

力的认 知和 关 系维度之 外拓 展 了新 的结构 维度 ，建立了 

更 为完整 的网络 能力概 念 内涵体 系， 弥补了现有研 究对 

网络 能 力在 结构 属性 和 结 构功 能 上认识 的 不足 。 同时， 

本 文开发 了测 量产业创 新升 级 的创新 绩 效、协 同行 为和 

高端 嵌入 三个构 面，从传 统的结果性 测量维度拓展 至更 

为复杂的过程 性测量 维度 ，并在 此基 础上 以 257家创 新 

型企 业 的数 据 验 证 了企业 集团网络 能力与产业创 新升 级 

的 关系。研 究 结果显 示，技 术吸收 与技 术 整合在 企业 集 

团网络能力与产业创新升级 关 系中具有完全 中介 效应 ，技 

术吸 收与技 术 整合对产业创 新升 级均 有显著正效 应 ，同 

时，企 业集 团网络 能 力各 构 面对产业创新 升 级 有不 同程 

度 的间接 正效 应。 由此得 出，在开放 式创新 背景 下，企 

业 网 络 能 力 的提 升 将 极 大 地 促 进 以技 术 吸 收 和技 术 整 合 

为 目标 的企 业合 作 关 系，通过 不断培 养和 嵌入 具 有共 同 

知 识 和共 同愿景 的创新 网络 ，能够 高效 获得进 入 国际产 

业链 高端的技 术能 力。 文章最后 给 出了针 对 网络 化 创 新 

背景下企业集 团引领产业创新 升级路 径 的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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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受 国家 自然科 学基 金 面上项 目(71472028)、国家 自 

然科 学基金 青年 项 目(71103027)资助 

引言 

对 于发 展 中国家 而 言，原 始创新 要求 的技术 积 累和 

R&D投 入门槛较高 ，如何 高效地积 累和利用创新 资源是 

发 展 中国家 提升企 业技 术 能力的关键 。事实上 ，国际分 

工 的横 、纵 双向扩张催 生了基 于全球 性跨 企业 的生产 网 

络和价值 网络，也 由此形成了区别于传统模式下研发资源 

内部获取 的网络化创新模式 。f】 创新 网络 的开放性 、共 生 

性 和合作共 享等机 制能够 整合分散 的创新 资源和创新 能 

力 ，使得所有 的创新 环节不必局 限于单一企 业内部完成 ， 

企业 获得竞 争 优 势 的能力 也 随之 由企 业 内部转 向 网络 ， 

一 种特 指构建 和经营 网络关 系的能力，即所谓 的网络能力 

(Networking Ability)成 为通过创新获得竞争优势 的一种 

新 的企业核心能力。置于 网络 化创 新视野 下，企 业掌控 、 

利用和开发 内外 部网络关 系 以及提 升网络运 行质量 的能 

力，在 发现 新兴市场 以及推 动产业和 区域互动 等产业 升 

级要件方面，具 有同技术 能力 同等重要的地位 。 

企业 集 团是 国际分工和产业转 移 的重要 推动 者，也 

是典 型 的网络 组织 。 目前，已有基 于动态契 约关 系的外 

部创 新 资源获 取机 制，f3 基 于共 生 网络的企 业 集 团创新 

资源 共享 和知 识转 移机制 ， 以及基 于 内部 合 作和 知识 

整合 的协 同创 新机制等 多种视 角对企业 集 团网络 化创新 

特 征的研究 。_5 然而 ，除了企业 集 团这些 独特 的 R&D能 

力提 升机制外，企 业集 团在 构建研发 网络及其可嵌 入性 、 

团队创 新 的能力整 合、以企 业 集 团为核心 的产 业集 群技 

术 溢 出以及产业 和 区域 互动 等问题 上也都 涉及 到 了网络 

能力的重要 作用。【6 

已有从 网络 化创新视 角下 对产业 升级 的研究 ，大多 

集中于产业集群 网络 ，【7 而对企业 集团引领 产业 升级的研 

究仍主要从 产业升级 的传 统视角 出发 ，或 是将企 业 集 团 

整体 视为传 统大企 业 ，从提 升产业集 中度 和技 术溢 出效 

应 角度的研 究 ， 或 是基 于企 业集 团的收购 、兼 并 等 内 

部创 新资源重组 对产业升 级作用角度 的研 究。 事 实上 ， 

越 来越 多 的文 献开始 将 企业 集 团视 为典 型 的网络组 织 ， 

在 总部功 能 、能力整合 和协 同创 新 等方面的优 势进行 深 

入 探讨。【1 “ 然而， 目前 能够从 开放的视野 出发 ，将 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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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企 业能力从微 观 运行机制 扩展到外 部产业环 境或跨 产 

业链 活 动，从 网络化创 新 角度 阐述企 业 集团对产业 升级 

引领 作用 的研究 尚不多见 ，即使 在 已有 基于 网络化创 新 

的产业 升 级 问题 的研 究 中，有关 企 业集 团 网络能 力对产 

业 升级 的作用机 理 问题 尚待 深入研 究。基 于此 ，本文 以 

传 统产 业为研 究 对象 主要 涉及 以下三个 问题 的分 析 ：一 

是企 业集 团网络 能力与创新视 角下 产业 升 级 的构 成及测 

量 ；二是 企业 集 团网络 能力对 提升技 术能 力的影 响 ；三 

是企业 集团网络能力引领产业创新升级 的机制和路 径。 

一

、概 念界定 、测量 维 度与研 究假设 

1．企 业 集团网络能力 

从 已发表 的文献 来 看，无论 从能力范 畴还是 能力特 

质角度，对 网络能力的定义都 体现 了能力和网络两方 面的 

关键特 征 ：一 是以获得竞争优势为 目的的网络资源动用能 

力 ，包括 识别 、获取 和利用 网络资源全过程 的知识能力以 

及 预测 、引导和应对 网络变化的动态能力等 ；[12-14]二是网 

络的结 构嵌 入性 和关 系嵌入性特征 ，网络能力是一种基于 

网络载体 的能力，企业高效利用嵌入在网络中的资源并非 

由于市场交易或权威体系中的优势，而是得益于在企 业网 

络中所处的特 殊位置或某种关系中的特 殊角色 。[1 据此 ， 

本文给出了网络能力更 为精炼的定 义 ：嵌入在特定 网络结 

构和关系中的网络资源动用能力。衡量这种网络资源动用 

能力适用从能力要求和 网络特质的综合 考虑 出发 ，其 中能 

力要求 凸显为知识属性 和认 知能力 ；网络特质则主要体现 

在 以结构和关 系作为 网络分析的基本维度 。 

首先 ，在认 知维度 上 开发 出影 响网络 资源动用 的认 

知 能力子 维度 。对 于嵌 入 网络 中的企业 而言 ，有效 利用 

外 部 知 识 而非 获取 外 部 知识 是结 成 网络 联 盟 的 根本 动 

机 ，【l 而有效 利用外部 知识 的前 提 是具备识 别可能 推动 

企 业创新 的其他领 域 知识 的能力，即存在 一种共 同知识 

将 能够 克服 对外部 知识 的认 知受 限情况 ，【】 这种 共 同知 

识 既包括 诸如 价值性 、合作 原则等 系统性知 识 ，也包括 

诸如技 术 、业务 等特定创新 所需 的专业知识 。 因此 ，本 

研究 将 以构 建共 同知识 为核心的网络愿 景能力作为 认知 

能力 子维度 之一。而知 识转 移是有 效利用 外部知识 的核 

心环 节，以知识 转移为核心 的网络构 建能 力则作 为认 知 

能 力的又一子维度 。 

其次 ，在结构 维度 上开发 出影 响网络资 源动用 的机 

会子维度。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决定了其获得信息的难 

易程 度 以及 同资源 的接近 程度 ，因此 ，结 构维 度代 表 了 

一 种基于 网络位 置 的机会 优 势。『2 0]一 般来讲 ，这种 由结 

构 优 势带来 的社会互 动机会可 以从 纵 向和横 向两个层 次 

加 以考察 ，纵 向层次 是指 某段 时间区间 内网络成 员之 间 

的互动关 系发 生频 率 ，本文 将 “关 系交流 频度 ”作为衡 

量 网络资 源动用的 机会子 维度之一 ；横 向层 次是 指特定 

时 间点上 成员之 间建立 直接 关系渠 道 的便利 程度 ，借鉴 

Anderson等 使 用 “网络密度 ”作为衡 量 网络资 源动 

用机会 的另一 子维度 。 

再 次 ，在关 系维 度上 开发 出影响 网络 资源动用 的关 

系管理能力子维度。Ritterl2 将网络能力理解为运用 相应 

知识 、技 能或 资格 条 件执行 网络管 理任务 的效率 ，并进 

一 步划分为对特定二元关系的管理以及对多元关系组合的 

评 价与优化配置能力。前者是网络能力的基 本层 次和基本 

分析单元 ，后者是网络能力 的跨层 次配置和整合 能力。基 

于此 ，本文分别将针对特定二元关 系的关 系管理 能力和针 

对 多元关 系的组合 管理能力作为关 系能力的两个 子维度 。 

2．产业创 新升级 

从 已发 表 的文献 来 看，产业 升级 通常是 指产业 结 构 

优化 以及 产业 素质和效率 提 升，以实现具 有更 大利 润及 

竞争 优势 的高附加价 值产业 和产品 ，以替代低 附加值 产 

业和产 品的产业更 迭 过程 。123-251产业 升级也主 要被 划分 

为结 构升级 和创新 升级两种 ，结构 升级是指 在产业层 级 

中从低 附加值 产业 向高 附加值 产业 的移动 。[26,271而 产业 

创新 升级 则是 基于产业关 联和产业 内竞 争 的产业 素质提 

升。然而 ，无 论从何 种 角度 对产业 升级 进行 划分 ，其最 

根本 的依托 在于实现 技术进 步，而 获得 内生 于产业 系统 

的技术进 步最 终需要 企业 自主创新 能力的提 升。基于此 ， 

本 文将产业创新 升级 定义为通 过产 品创 新实 现产业 从低 

附加值 和低技 术含量 向高 附加值和高 技术含 量转变 的企 

业 自主创新 能力提升 过程 。 

从 比较静 态的角度来讲 ，产业 升级 是基于两 种产业 

状况 在结 构与效率 对 比关 系上 的判 断，而本 文定义 的产 

业创新 升级 则侧 重产业 整体 自主创新 能力对产业效率 提 

升和价值增 值贡献 的动态过程 。Gereffi L2 认 为，挤出效 

应 、学 习效 应和驱 动效 应是 影 响本 土企业 自主创新 能力 

提 升的重要 机制 ，其 中挤 出效 应是 指将低 端和低价值 产 

品转 包 给国内外低 生产成 本企 业 ，实现资 源由失去 比较 

优 势 的产业 向资本或 技术密 集 的高 附加值 产业集 中。在 

这一 过程 中，不断提 升 的技术 进步贡献 率是形成 挤 出效 

应和推 动产业结 构优化 调整 的根本动 因。基于此 ，本 文 

将企业 集 团创新 绩效作为衡量 产业创 新升级 的子维 度。 

产业创新 升级 的学 习效 应 是指企业在 生产过 程 中通 

过产业链内部学习先进技术，在促使产业链不断延伸的 

同时提 升产业链 价值创 造能力 。Parente等 认 为，后 

发工业化 国家 的 R&D活动 在很 大程度上都是 一种对发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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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技术 的消化 吸收 行为，逐步依 靠学 习中积 累的技术 

进行再创新 ，使企业从代 工生产 (OEM)升级到原始设 计 

(ODM)再到 自主 品牌 (OBM)，[3 进而迈 向国际产业链 价 

值创造 的高端。基 于此 ，本文将 企业 集 团对 国际产业链 

高端嵌入能力作为衡量 产业创新 升级绩 效的又一子 维度。 

产业创新 升级 的驱动效应 ，特 指顾客需 求的多样化 

对企业 集 团多元发 展 以及产业 跨层级 和跨 区域 升级 的驱 

动作 用。驱 动效 应 源于技 术创 新 的市场 需求 拉 动理 论， 

需要 以用 户至 上、创 新 内容 和创 新 主体多元 化 为指 导 ， 

通 过 集 成 资源 和技 术优 势 实 现 创新 产 品的功 能 倍增 效 

果 以更 好满足顾 客需 求。l3 在 开放 的全球 产业背景下满 

足国际市场要求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进行有效的创新 

协 同，一方 面通过 专业化分工促 进 产业链 延伸实 现价值 

增值另一方面通过集成创新要素和研发能力实现价值创 

造 。_] '” 基 于此 ，本文 将创 新协 同能力作 为衡 量产业创 

新 升级绩效 的又一子维度 。 

对以企 业 自主创新能 力提升 为标志 的产业创新 升级 

的衡 量 ，本 文划 分出了企业 集 团创 新绩 效、企业 集 团对 

国际产业链 高 端嵌 入 能力 、创 新 协 同能力三个 子 维 度。 

陈 劲 等 在 对企 业 技 术创 新 绩 效评 价 的研 究 中指 出， 

现有 的指 标 评 价体 系存 在 忽 略过 程性 指标 过分 强 调结 

果性 指 标 的不足 ，高建 等 提 出了一 个 包 括创 新 结果 

和 过程 绩 效 的综 合 评 价 体 系，但没 能 将过 程 绩 效衡 量 

指标系统化。本文中将企业集团创新绩效作为一个结果 

性指标 ，具体包括 新产 品研 发成功 率 、新产 品研发数量 

以及 新产品销 售额等 具体 内容 ；企 业集 团对 国际产业链 

高端嵌 入能力作 为一个 过程 性指标 ，具 体包 括在 国际合 

作 中企业 对 行业技术 发展趋 势 的判 断 、行业 国际标准 的 

建立 、产 品工艺改 进等 核心能力的获得 等 ；企 业问创 新 

协作 能力作 为又一 过程 性指 标 ，具体包 括企 业与企 业集 

团 内其他 成 员之间 的战略资源共享 机会 、开展 正式 项 目 

与合作 等交 流频率 、企业 上下游 间的灵活协 作组织 形式 

以及资源 、信息 战略关联 度等 内容 。 

3．技术 吸收与技 术整合 的中介 作用 

很 多研究 表 明，最有利 于产业 升级 的产业 组织结 构 

是具 有核心大 企 业 集 团的产 业 集群 形式 '” 核心 企业 

集 团的网络 能力 促 进了产业 集 群企 业 之 间的相 互合作 ， 

在开放 式创 新条 件下提升科 技成 果转化 率 ，_3引并加 速了 

技 术 溢 出、成 员之 间 的知 识交 换 以及 联 合行 动能力 ，【] 

企业 集 团的网络 能力无 疑对产 业创 新 升级有 正 向作 用。 

而 无 论 是 Nahapiet等 的 社会 资 本 理 论 模 型 ，还 是 

Ritter等 邢小 强等 对 网络 能力与技术 能力关 系的 

实证 研究 ，网络能力x,t产业 技术创 新发挥作 用都 以技 术 

的 吸收和整 合 为中介。这 是 因为，一方 面创新 网络 的重 

要性 既在于扩 大个 体成 员的知识容量 ，又 能通 过知识 转 

移 促进 外部 技术 吸收从 而组合与放 大合作伙伴 的创 新能 

力 ，而作为一 种识别 外部 网络价 值和机会 、发展 、维 护 

和利 用 网络关 系的动态能力 ，网络 能力能 够为技术 吸收 

和技 术整 合过 程 中对 网络信 息和资源 的获取 提供 基 础 ； 

另一方面 ，网络 创新 环境下技 术 吸收 和技术 整合对创 新 

的不同作用，技术吸收是企业获取、消化外部技术并将 

其 转化 为 内部 技术 的能 力，【4”与消化 吸收再创 新 的 自主 

创新 模式 相对应 。技 术整合则 是企业将从不 同渠道 获取 

的不 同结 构 、不 同内容 的技术进 行合成 、转化 的过程 ， 

与集 成创新 的 自主创新模 式相 对应。这两 种创新 模式 往 

往 是 后发优 势 企业 和产业 升级常用 的创 新手 段 。此 外， 

创 新 型 企业 是 以创 新 活动 为企 业 持 续 获得竞 争 优 势 和 

保 持行业领导 地位的独特 企业 类型 ，创新 型企业都 是具 

有 自主知识 产权和 强大研发 能力的大 企业 集 团，不 仅能 

够 保证 自身 自主创新 的持 续性 ，而且 作为产业 集群 的核 

心企业 承担着通 过核心技 术突破 和多维技 术溢 出引领产 

业创新 升级 的重要 角色 ，因此创新 型企业 的技 术吸收 和 

技术整合能力是企业集团创新活动在集群背景下的具体 

表现 。 由此提 出如下假设 ： 

H1：技术 吸收与技 术整合在企 业集 团网络能力与产 

业创新 升级关 系中起中介作用 

将 这一 假设 进一步具 体化 。一方面在 企业 集 团网络 

能力构念下，分别提出如下假设 ： 

H2a：企业 集 团的网络 共 同知 识识 别能力对 技 术 吸 

收有正 向影响 

H2b：企 业集 团利用 知识转 移构 建 网络 的能力对 技 

术 吸收有正 向影响 

． H3a企 业集 团嵌 入 的网络 互动强度 对技 术吸收有 正 

向影 响 

H3b企业集团嵌入 的网络密度对技术吸收有正向影响 

H4：企 业 集 团 的网络 关 系管 理 能力 x,-t技 术 吸收有 

正向影响 

H5：企 业 集 团 的网络 关 系 整合 能 力对 技术 吸收有 

正向影响 

另一方面 ，在产 业创新 升 级构念下，分 别 提 出如 下 

假设 ： 

H6a：企业 集 团的技 术 吸收对产 业创新 绩 效有正 向 

影 响 

H6b：企 业 集 团的技术 整合对产 业创新 绩效 有正 向 

影 响 

H7a：企业 集 团的技术 吸收对产业链 高端 嵌 入能 力 

有正向影响 

H7b：企业 集 团的技术 整合对 产业链高 端嵌 入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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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 向影响 

H8a：企 业 集 团的技 术吸收 对创 新协 同能力 有正 向 

影响 

H8b：企 业集 团的技术 整合对创 新协 同能 力有正 向 

影 响 

由于技术 吸收与技 术整合 的关 系十分 密切 ，作 为技 

术 扩散 型创新 的两个核心环 节，研 究 中常将 技术 整合 作 

为广义 技 术 吸收的一部 分，或者将 技 术 吸收作为广义技 

术整 合的一 部分，而采 用其 中扩 大 内涵 的某一概 念 表达 

两个 环节。在 网络创 新环 境下，网络 能力在 降低技 术与 

市 场不 确定 性 ，以及 提高 知识 转移 和 内部 化 程 度方 面， 

对技 术 吸收和技术 整合 同样发挥 着作用 。同时，在 技术 

来 源多样化 的条件下，技 术整合 通 过技 术选择 、技术导 

入 和 技术 内化 三个重 要 环 节综 合 运 用相 关 知识 解 决 创 

新 问题 。在技 术整 合过程 中最为关键 的就是对企 业外部 

技 术 中的隐性知 识进 行 内部化 ，技术 吸收通 过识别 、获 

取 和学 习外 部知识在 此过 程 中发挥 着重要 的作用 。技 术 

吸收能力能 够 降低 企业 现有技 术与外部技 术 的落 差 ，在 

不断积 累相关 知识存 量 的同时，尝试 将各种 知识 以相 同 

的表 达形式 在企业 内部扩 散 ，进而有 助于企业 自身 知识 

的创造 以及不 同来 源技术 之 间的有 效 整合。 已有研究 表 

明，技术 吸收 能力受 到先验 知识存 量 、组织学 习、组 织 

研 发投 入 、学 习能 力等 因素 的影 响，_4 技 术整合 受 到技 

术特 征、组织 氛围 、整 合能力 等的影 响，[4 由此本 文提 

出一 个企业 集 团网络 能力与技 术 吸收 、技术 整合 逻辑关 

系模 型 (见 图 1)。并 由此 提 出如下假设 ： 

H9：企业 集 团的技 术 吸收 对技 术整合有正 向影 响 

图1企业集团网络能力与技术吸收、技术整合逻辑关系模型 

二 、研 究设计 

1．样本选择 

根 据 研 究 问 题 需 要 问 卷 调 查 的样 本 范 围 锁 定 为 

2006年 以来 由科 技 部 、 国务院 国资委 和 中华 全 国总 工 

会联 合发布的四批国家级创新型企业 (集团)，并将部 

分 省级创 新 型企 业 (集 团 )作 为补充样本 纳入 问卷 调查 

范 围。本研 究 总共 向 542家 国家 级创 新 型企 业和 78家 

省级 创新 型企业 发 出问卷 ，成 功收 回的问卷 来 自 257家 

创 新 型企业 集 团的 175家总部 和 413家子 公 司，样 本 回 

收率为 41％，其 中有效样 本 215家 ，包括 196家国家 级 

创 新 型 企 业 和 19家 省 级创 新 型企 业 ，有 效 率为 35％。 

调查样本具体的行业分布和统计信息如表 1所示。 

表1调查样本的行业分布和统计信息 

2 量表测 量 

(1)企 业集 团网络能力 

根据 Batjargal【4 的研 究 ，网络 能力主 要包 括 网络 

节点 的识 别 、建 立和 结点 之 间关 系 的联结 三 方面 内容 ， 

网络本身是 社会资本 的载体 ，而对社会 资本 的认识 应包 

括认 知 、结 构和关 系 3个维度 ，现有 对 网络 能力的测量 

则明显缺 少有关 结 构维度 的内容。基于此 ，本 文经 过文 

献 阅读 、深 度 访 谈 和开放 式 问卷 3种 方 式 收 集 整理 和 

设计项 目，不仅在原 有基 础上 加入机会创 造能力 的测试 

项，而且针对企业集团总部功能对原有测试项进行必要 

的修改 和调整 ，编制 了具 有 35个项 目的预试量 表 。 

(2)技术 吸收与技术整 合 

首先 ，技术 吸收能力包括 技术评 估 、技术 获取 以及 

技术 消化 与应 用 能力 三个 维度 ，采 用 韦影 关于 技术 

获取 和胡 隆基 等 [4’ 关于技 术 评估 和技 术 消化 与应 用 的 

问 卷，设 计 l3个 测 量项 目。其 次 ，对 技 术整 合 的 测 量 

问卷 参 考魏江等 包 括技 术甄 选 、技术 转 移和技 术 重 

构 3个 维度 的 10个测量 选项 。 

(3)产业创新 升级 

企 业集 团创新 能力主要包 括创新 效率 和创新效 益 2 

个维度，构念量表借鉴并修改 自陈劲等 和王晓静 

各 3个 测量项 目，是 对产业 创新 升级 的结果 性测 量。企 

业集 团的高端嵌 入能力 指企业 扩展 本土产业业 务范 围并 

提 高技 术 转移层 次过 程 中所 需 的知 识学 习能力 和产品与 

工艺升级能力 ，并 采用吴 波等 全球价值链嵌 入量表的 

6个测量项 目。创新协 同能力包括战略协 同 、组织协 同和 

知识 协 同 3个方 面， ， 其 中战略协 同能 力的量表参 考 

自COoper等 的 4个测量项目，组织协同能力和知识 

协同能力参考 自陈劲等 的 6个测量项目，是对产业创 

新 升级 的过程性 测量。以上构念 据采用 Likert五点 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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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评价，从 “非常不同意”到 “非常同意 ”分别设置 1-5分。 

各构念的Cranach’S a值见表 2，显示信度也较为理想。 

3．数 据整合检 验方法 

由于研 究 定 位 于企 业 集 团层 面，并且 对 创 新 型企 

业 集 团数 据 的获 得 也并 非 全 部来 自集 团总部 ，这种 情 

况下 需 要对 来 自同一 创 新 型 企 业 集 团 的 2—3个 成 员企 

业 (包 括 集 团总部 )的数 据 进 行 整 合，整 合方 法有 两 

种 ：一 是 采用单 因素分 析法判 断企业 集团间 的方 差高于 

企业 集 团内部 成 员 的方 差 ，则 适 合 将成 员 数 据 整合 成 

企业集 团数据 ；二是通 过测 量企业 集 团内部一致 性系数 

(Rwg>O．70)，判 断成 员 企业 回答 的一致 性 是 否适 合 进 

行企业集团层面的数据整合。检验结果见表 2，各 F检 

验值在 0．05显著水平以上的Rwg值满足变量进行数据 

整合 的要求 。 

表2各构念的C ranach’S a值及企业集团数据整合检验 

--

_

、数 据分 析 

1．变量 的描述性 统计与相 关性分析 

用整合后的数据计算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并进行 

变量相关 性 的 PearSOn分析，描 述性 统计与相关 性分析 

结 果如表 3所示 。 

网络构建的均值最高，表明所调查企业集团充分认 

识到通过加入不同网络获得和转移知识对提升自身能力 

的重要 作用 ，创 造和利用 网络关 系可以描述为企 业集 团 

的经常性事务。网络密度的均值最低，表明所调查企业 

集 团的网络覆 盖 广泛 ，这种规 模 的企 业往 往较少在 开放 

的 网络 中形成小 圈子。关 系管理 的均值 高于关 系组合 的 

均值 ，说 明企业 集 团对 于处理特 定二元关 系 的能力优于 

处理 多元 关 系。技术 吸收 的均值表 明所 调查 的企业 集 团 

经常性 的从事技 术吸收相 关活 动。创新绩 效相对 于高端 

嵌 入和协 同创 新而 言较低 ，表 明所调查 的企业 集团对创 

新结 果并不完 全满 意。整 体而言，企业 集 团网络 能力的 

6个构面 存在 中低相 关关 系 ，并且相关 性 分析显示 企业 

集 团网络能 力、技 术 吸收、技 术整合 和产业创 新升 级 之 

问存在着显著正相关 关 系，研 究假设得 到 了初步支持。 

表3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Pearson相关分析 (N=215) 

注 ：以上各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在 0 0I水平上显署 

2．信度与效 度检验 

(1)企业 集团网络能力 的探 索性 因子分 析 (EFA) 

将 2l5个 企 业 集 团 的 512个 有 效 问 卷 数 据 随 机 分 

成 对等 的两组 分别 进 行 EFA和 CFA。首先针 对企 业 集 

团网络能力变量，按照特征值大于 1的原则采用主成份 

分析法进 行 EFA，为保持 因素之间 的关 系特性 以直 接斜 

交旋 转法 (Direct Oblimin)抽 取因素。KMO值 为 0．88， 

Bartlett球形 检验值 的显 著水平为 0．001，表明样本 非常 

适合做 因素分析。表 4为得到 的六 维 因素 结构模 型结果 。 

根 据项 目内容分别命名为 “网络构建 ”、“关 系管理 ”、 

“网络愿 景”、“组合 管理 ”、“交流频度 ”和 “网络 密度 ”。 

这 ．6个 因素总共 解 释了总变 异 的 74．4％，并且各 因素载 

荷 均在 0．70以上 ，各测量项 目跨因素载荷 也均小于 0．2， 

由此表 明这种因素结 构十分 理想 ，具 有 良好 的收敛 效度 

和 区分效 度 。同理 ，对数 据整合后 的企业 集 团网络能 力 

各 因素进行相 关分 析，结果 显示 ，网络能力各 维度 相互 

关 联 ，同时也支 持了 KauSer等 的理 论 ：企 业 间的互 

动促进网络关 系演化，也加深了合作的信任和依赖。但 

EFA结果也 表 明，企 业集 团网络能力各构 面尽管 存在 一 

定 程度 的相关 性 ，却仍 然可 以独立存 在 ，不需要 合并 构 

念 ，这与任胜钢等 的探索性 因素分析结论 一致 。 

(2)产业创 新 升级的探 索性 因子分析 (EFA) 

针对产业创新升级变量，同样按照特征值大于 1的 

原则采用 主成份分析法 进行 EFA，并 以直接斜 交旋 转法 

抽取 因素 。KMO值 显示 为 0．85，Bartlett球 形检验 值 的 

显著 水平为 0．001，表 明样 本 非 常适 合做 因素分 析。得 

到的三维 因素结构 模 型结果如表 5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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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因素模式矩阵 

A23公司重视积累来自整个业 

盖篓 zs 顾客、合作伙伴、供应商以及 ⋯一 

竺 翟 怠 0．792 系活动中合理分配企业的资源 

A41公司善于发现掌握大量关 
系资源的中介者 0 80 

注 ：省略小于0．2的因素载荷 

根 据 项 目内容 分 别 命 名为 “创 新 绩 效 ”、“协 同行 

动 ” 和 “高端 嵌 入”。这 三 个 因素 总共 解 释 了总变 异 的 

74．2％，并且各 因素 载荷 均 在 0．70以上 ，各测量 项 目跨 

因素 载荷 也 均小 于 0．2，由此 表 明，这种 因素 结 构 十分 

理想 ，具 有 良好 的收敛 效 度和区分效 度。没有理 论支持 

上述 因素间存在 相关性 ，因此可 以视为独 立存 在 的构面。 

表5因素模式矩阵 

注 省略 小于 0．2的因素载荷 

(3)验 证性 因子 分析 (CFA) 

根 据探索性 因子分析结果 和现有理论 研究成 果 ，本 

研 究主要考 察企 业集 团网络能力和产业创新 升级 的验 证 

性 因子分 析，分别设 置基 本模 型和备 择模 型为预设模 型， 

最 终根据各 模型 的拟合 情况确定变量 的最优 结构 模型 。 

表6 因素模式 矩阵 

模型 结构设 

备择模型A2一阶三因素 11-14

4

．  A21-

c

24--~[N[。A3 43 C。栅 。5 、 

备择模 二阶六臁 ： ： ： 3 --*C F；A 41-43 ~N～D； 

注：GNC为企业集团网络能力，CNC为认知性网络能力；SNC为结构性网络能力；RNC 

为关系性网络能力；IP为创新绩效 ；HE为高端嵌入 ；CA为协同行动 ；IIU为产业创新升级 

对于企 业集 团网络能力 ，根据 探索性 因子 分析 的结 

果 ，企业 集 团网络能 力具 有六个不 同含义 的构面 ，且 形 

成 六个 独立 因素 ，所 以据 此设 置为一 阶六因素 的基 本模 

型。考虑到 Lichtenthaler[ Kauser等 研究 中揭示 的 

网络能 力构成 因素之 间 的弱 相关性 ，据此设 置 了一 阶单 

因素 的备择 模 型 1。考虑 到 目前 的网络能 力六 因素是 根 

据 社会资本 三维度 演绎 而来 的，因此可 以据此设 置一 阶 

三因素 的备择 模 型 2。此 外 ，有些学 者在研 究社会 资本 

结构 时 提 出了社会 资本 的三维 度 中存 在着二 阶 结 构， 】 

据此可 以设 置一 个二 阶六 因素模 型作 为备择 模 型 3，考 

察 企业 集 团网络能力是否具备二 阶结构 。 

而对 于产业创 新升 级变 量，探 索性 因子 分析结果 显 

示 为 3个不同含义 的构面，具 有明显的独 立性 ，据此可设 

置 一阶三因素 的基 本 模 型。考虑 到有些学 者在针对基 于 

创新 网络协 同的产业升级研究 中采用二阶结构 ，[581据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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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置一 个二 阶三因素模 型作 为备 择 模型 ，考察 产业创新 

升级是否具 备二 阶结构 。具体模 型结 构见如表 6所示。 

建 立验证 模 型之后 ，本 文采 用 Amos17．0程 序验 证 

样 本数据与上述模 型的拟合效 果 。基 本模 型 A和基 本模 

型 C的各 项数 据 良好，但在 基 本 模 型 A中 “网络 构建 ” 

潜 变 量与 A6l和 A62项 目的 M1分别 为 6．38和 7．19，说 

明基本模型A仍具有改进余地。从具体的内容角度分析， 

网络构建 指针对合作伙伴 建立 的联 系，而 A61则是 对企 

业 内部资 源的分 配 ，尽管也 是在合 作背 景下，但 内容 与 

该因素不匹配也缺乏合理的测量依据。而 “网络构建” 

不 仅 因其 主要 目的是与合作伙伴 进行技 术或 其他 资源的 

交流，而且 因涉及吸收和传 递知识而与 “整合”有一定联 

系，因此 新模型将只接受增 加 “网络构建 ”与 “A62”关 

系的修改 建议 。修正后 的基本 模型 A和基本 模型 C与实 

际观察 数据 拟合较 好，表 明企业 集团 网络能 力和产业创 

新 升级的最佳 因素结 构分 别为一阶六因素和一 阶三 因素。 

也 就是说 ，企业 集 团网络 能力的 6个 构面尽管存在 中低 

相 关度 ，但每 个构面有独 立 的意义 ，不能 上升为一 个高 

阶因素，更 不能精 简为一 阶构念 ，甚至是 二 阶的认 知性 

网络能力 、结 构性 网络能力 和关 系性 网络能 力。而产业 

创 新 升级变 量 的 3个 构面的独立性 更 强，来 自现实 的数 

据 同样不支 持上升为一个高阶 因素或是精简为一阶构念。 

(4)结构模 型 的验 证及 修正 

选定模 型 后将运 行 Amo s17．0验 证隐 变量之 间的结 

构关 系 ，结果显示 ，基 本 模型 的拟合 优度 指数 GFI和调 

整 后 的拟 合优 度 指数 AGFI都 接 近 0．9，而其 他拟 合指 

数 良好，因此该 模 型的拟合 效果 在非保 守条 件下是可 以 

接 受 的。 网络愿景 、网络构建 与技 术 整合关 系 的 MI值 

均超 过了 0．5标 准 。实际 测算模 型 修正后 的卡方值 也显 

著降 低 ，因此 接受修 正后 的基 本模 型 2。同时，部 分 中 

介模 型 2和无 中介 模 型 2尽管拟合指标 达到 要求 ，但是 

相对 于修正 后 的基 本模 型 2，这两个 模型卡方值均偏 大 ， 

且均未达到显著水平，所以从拟合效果和简约原则出发， 

可以判断 修正后 的基本 模 型 2更合理 。为了评估 改 变构 

念顺 序 的影 响 ，研 究设 置 了非嵌套 的顺序调 整模 型，结 

果显 示修正后 的基 本 模 型 2仍然优 于顺 序调整模 型 ，进 

而可 以判 断即使从 实际数 据出发 ，在此类 非纵 向研 究 中， 

修正后 的基 本 模 型 2仍可作 为最终解 释模 型。 

图 2为修正后基本 模 型 2的最终 完全标 准化解 。其 

中，根 据结 构 模 型验 证 结果 中的 SMC值 ，技 术 吸收行 

为具 有最高 的被解释 程度 ，企 业集 团网络能力 的 6个构 

念 对 识 别 、形成 共 享 知识 库 和 内部 化 行 为具 有 很 强 的 

预 测 力。对 于 高端 嵌 入行 为 的解 释 程 度 最低 ，sMC值 

为 0．38，这说明本地产业向国际产业链高端延伸的过 

程 ，还受 到技术 吸收和技术 整合之外 的一些 重要 因素 的 

影响 ，如 国际贸易 、对外 投资 的环境 和政 策等 ，【5 但该 

模 型相对 于吴 波等 [5ol在 对全球 价值链 嵌 入 能力与 集群 

企业功能 升级 进行 回归分析 的几个模 型 ，本研 究模 型 的 

解 释力相对 较 高的且 自变量 更加 简洁。其他 3个 内生变 

量的 SMC值均 超过 0．50标准 ，技 术吸收和 技术整 合分 

别 解 释 了创 新 绩 效 68％ 和协 同行 为 58％ 的变 异 量，较 

高的解 释力说 明在技 术创新 的知识创 造 过程 中， 自主技 

术的获得 并不是 闭门造 车的结果 ，内外知 识 的交 融 、学 

习和内生化 积累同技术 吸收和技术整 合密不 可分。同时， 

企业 间在 价值链延伸 、合作方 式和产业 集群组织方 面存 

在的共享 机制 、竞合关 系和默 契程度 等问题 ，仍 需从技 

术衍生角度深入分析原因。此外，网络愿景、网络构建 

和技 术吸收行 为很 好地预 测了技术整 合，由此 说明提 高 

技术整 合能力需要 企业 网络成员对技 术 机会 、专业 知识 

和知识转 移方面有 较 为一致 的认 知 ，并且 强调合 作的重 

要性 。此 外，图 2中的 、 13值 和显著性 水平表 明，前 

文提 出的 H1一H9假设 全部得 到验 证支持 。 

鋈 
图2企业集团网络能力与产业创新升级关系的最终路径 

注 ： P< 0 05． P< 0【11． P< 0(1(u 

(5)实证 结果讨论 

首先 ，现 有很多 测量 网络能力 的研究都 缺少对 结构 

性 维度 的考 量 。事 实上有 利的 网络位 置 和对特 殊关 系的 

嵌 入非常有助 于构建 和经 营网络关 系 ，但另 一个 问题 就 

是如果 引入 结构性 维度 ，就要 避免社 会资本框 架下结 构 

维度与关 系维度 的高相关 性。所 以针对企 业 集 团网络 能 

力，在 对 结构 维度 的界定上 突出强调 了作为影 响 网络 资 

源动用 的机会 属性 ，而将关 系维度定 义为一 种影 响网络 

资源动用 的管 理性 质，从而 突出了结 构维度 、关 系维 度 

和认 知维度 的独立性 。体 现上 述独 立性 的现实 问题 ，例 

如 ，研发 人员 或研发 团队之 间即使 经常 在研发项 目中接 

触也 未必就一定会有 良好 的合作关 系和 共同的认 知 ，何 

况很多大企业集团都在同时交叉参与多个研发项目。 

其次 ，本研 究得 到的理想模 型中，企 业 集团 网络能 

力对 技 术分享 行 为的 SMC值 达 0．88，表 明量 表 的效标 

效 度理 想 ，对识 别 、形成共 享知识库 和 内部化 行为具 有 

很 强 的预测力。从具体 结 构来看 ，关 系管理 和组合管 理 

的影 响最大 ，说 明技术分享 行为 主要通 过合 作关 系的维 

1O2 南 -35管 理 谇 伦 2014年1 7卷．第6期第 96—105页 



护实 现 ，从 而突出了关 系维度 在企 业 集 团网络能力 中的 

核心地位 。所 以 ，某些 研 究认 为网络能力本 身是 获得 和 

持续 合作关 系的能力具 有合 理性 。结构维 度和认 知维度 

对技 术分享 的解释力稍逊 但仍 然非 常重要 ，二 者分别代 

表合 作 机会 和对合 作关 系的认 同感 ，显然 构成了提 升合 

作关系有效性的重要辅助条件。这一结论可以通过开放 

式创 新 的例 子作 为解读 和推 广，现 实 中企 业都 想将 已获 

得 但 无 法 应 用 的技 术 转 化 为产 品价 值 ，也渴 望 从 外 部 

获得 对 自己至关 重 要 的技术 ，但是 没有企 业 集 团内外 部 

的合作关 系，这种技 术交流 非常难 以实现 。竞争对手之 

间的战略联 盟往 往 因缺 乏实质性 的合作 ，而流于对行 业 

其他 对 手 的震 慑 。此 外 ，没有广泛接 触和密 集 沟通合 作 

关 系 的效 果也 大打折 扣 ，所以合 作伙伴彼 此设 置 专职联 

络员 或技术 前 哨都 是合 理行 为。而至今 开放 式创新 还不 

能取代封 闭式创新 的 主流地位 ，主要原 因还 在于对技 术 

的认 知和技术 共享价值 观 的差异 。 

再 次 ，一直 以来 ，我 国产业 主要依 靠 “以技 术换市 

场” 的 方 式寻 求 发展 ，很 多 研 究 对这 种 方 式 持 批判 态 

度 ，认 为产业发 展壮大 是 以让技 术领先者获得 主要收 益 ， 

而市 场开放者 沦为廉 价劳 动力 和原材 料 的供 给者 ，技术 

进步 受制 于人 。不过 研究 者也 理性 的发现 后发 工业化 国 

家进 行原始创 新将 面临高额投 入和 巨大 风险等更 大 的代 

价。 因此 矛盾 的解 决 在于有条 件 的或有 准备 的以技 术换 

市场 ，那 就是要 将摆 脱产业链 低端 的机会 窗 口放 在加 大 

技 术消化 吸收上 ， 日本 和韩 国的产业 升级 经验就 是很 好 

的实例 。显然 ，本 研究 的实证结果 也完全支 持这一观 点 。 

另一 个发现 是 ，创新 网络 中的技 术 吸收行为对 协 同行 为 

产生 了显著 的正 向影 响。这是 因为技 术 吸收使 企业在 技 

术 范式 上更为接 近 ，创新 网络 内的企 业相互 吸收技 术则 

会对 技术 的使用 和发展 趋势上有 较高 程度 的认 同，越 是 

需要协调一致的产业链上创新，越要求资源配置和能力 

提 升上会相 互协 作。此 外，技术整 合 能力对创新 绩效 和 

高端 嵌 入的影 响没有技 术 吸收明显 ，由此 表明 ，技术 吸 

收 所 获 得 的知识 基 础 和 新技 术 发 展 路径 是 创新 和延 伸 

至 产业链高端 的基础 。 

最 后 ，企 业集 团网络 能力对产业创 新升 级产 生了间 

接正 效 应。 网络构 建的效 应大 说 明基 于知识转 移的 网络 

开发 、联 结与 学 习内容 加速 了创新 基 础 的建 立 ，实 现 了 

创新 资 源的 “杠 杆” 效应 。 网络愿 景涉及对 发 现 网络 创 

新机会 和存在 风险 至关重 要 的共 同知识 ，这 是实现创 新 

绩效 的重 要前 提条件 。网络密度 的效 应 在于企 业 集 团创 

新 网络 中，无论 是集 团 内部还 是集 团间 ，增加 关 系链 条 

的参 与 主体 和 强化互 动机会 ：～方 面会加 速创 新 资源 的 

积 累 ；另一方 面也会 加 大关 系管 理 和 组合 管 理 的压力 。 

针对 协 同行 动 ，企业 集 团网络 能力 的认 知维度 发挥 最为 

关键 的作用。同时，协同行动只是增加了实现创新绩效 

的可能 性 ，二者不能 等 同，同样很 高的创新 绩效也许 在 

很多方面的协同仍然有很多问题。针对产业链高端嵌入， 

企 业集 团首先 需要解 决 的是 如何协调和 利用创新 网络 中 

的各种关 系 ，包括与供 应商 、产学研 、顾客 创新甚 至是 

竞 争者等 的关系 ，其次 是能否 同这些重 要 的关 系建立 良 

好 的知识 交互 网络，然 后是对 于那些特 殊 的、重要 的双 

边关 系，如开发关键 技 术的合作 者、业 务拓展 中的关键 

客户等 ，最 后嵌 入高端 需要持 续 不断 的交互作用 ，置 于 

知 识交 流 和合 作 机会 密 集 的状 态 下或 更 容易 获得 位 置 

上 ，所 以所谓 的企业 集 团总部经济就 是很好 的证 明。 

四、研 究 结论与启 示 

测量 企业 集 团网络 能力的网络愿 景、网络构建 、交 

流频 度、 网络 密度、关 系管理 和组合 管 理 6个构 面， 由 

于借 鉴社会 资本 的认 知、结 构和关 系三 维度 ，6个 构面 

之 间具 有一定的相关 性 ，但验 证后 的一 阶六 因素结 构显 

示 ，构 面之间具 有较 强 的独 立性 ，所开发 的维 度也具 有 

良好 的区分效 度 和结 构效 度 。由此 ，针对企 业集 团网络 

能力的不 同层 面进 行维度 开发 ，得到 了比较 理 想的 区分 

效 果 和变 量结 构。 

研 究结论 显示 ，企 业集 团网络能力对技术分享 行为 

具 有很 强 解释力，但各 自效 应不 同。关 系管理和组 合管 

理的影响 最大 ，结 构维度 和认知维 度成了提 升合作关 系 

有 效性 的重要 辅助条 件。此外 ，技术 吸收与技术 整合对 

产业创 新 升级产 生了正 效应 ，针对 技术 吸收与技 术整合 

概 念 的差 异 ，企 业 集 团网络 能力 的认 知 维 度 主 要是 促 

进了技 术整合 ，而关 系维 度则主 要促 进了技术 吸收 。在 

技术 吸收 对产业创新 升级 的影 响方面 ，对 高端 嵌入 的 

系数高达 0．63，表 明通 过消化 吸收 获得知识 积累是加速 

向产业链 高端延伸 的有 效方 式 。 

研究结论显示，企业集团网络能力以技术吸收和技 

术整合为中介对产业创新升级产生了间接正效应。其中， 

关系管理、组合管理 、网络构建、网络愿景和网络密度 

对创新 绩 效有重要 影响 。这 表 明，针对集 团内外 合作 伙 

伴 的特 殊关 系和协调多种关 系的管理活 动是创 新绩 效产 

生 的关 键 。在 协 同行 动方 面，企 业集 团网络能力 的认 知 

维度具 有关键 作用 ，其次 是关 系维度 的管 理 ，协 同行 动 

需要 网络成 员之 间有 比较 明确 的 目标 、能够相互 理 解和 

交流 的共 同知识 以及知识转 移的有效 路径 。在高端嵌 入 

方面 ，组合 管理 、网络构建 、关 系管 理和 网络 密度起 着 

关键作用，嵌入高端需要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置于知 

识 交流和合作 机会 密集的状态下或 更容易获得位 置上 。 

对 管理实践 的启示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第一，技术吸 

收和整合应该成为当前我国创新型企业集团研发试验的重 

点。立足自身能力的原始创新固然重要，但是获得这种能力 

的途径却是多方面的，在当前研发 网络全球化 的背景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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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创新网络获得多元化的创新资源是加速创新能力积累的捷 

径。创新型企业的内涵应该突出以创新主体的自主性和创新 

能力积累的多样性实现持续创新，因此技术吸收和整合有助 

于降低持续创新的 R&D阈值，加速满足关键 核心技术原始 

创新的条件。第二 ，应从网络能力着手，构建有助于企业集 

团技术吸收和整合 的能力体系。技术从来都是企业竞争优 

势中最为敏感的部分，然而技术本身独有的不确定性和高风 

险性又使得没有哪家企业能够自信到永远靠自己的力量实现 

技术领先。所 以，企业选择结成创新网络通过多渠道获得 

创意和创新资源，建立基于分工协作的研发链条和价值分享 

机制，系统的降低创新投入门槛和避免创新风险。从而，我 

们看到那些貌似不可一世的大企业集团纷纷建立了合作研发 

中心、人住大学科学园，甚至放下身段与科技 型的中小企业 

结盟，企业集团的 “技术前哨”已经安插在跨产业 的其他领 

域中，开放式创新理论正是对上述现象精辟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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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ource combination is still one of the popular topics 

in entrepreneurial field．However，there are few relative researches 

under Chinese context and we still know little abo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ource combination．Therefore，this study explored how 

opportunistic orientation influences resource combination based 

on entrepreneurial actions in China and deeply explored the influ— 

encing mechanism between opportunistic orientation and resource 

combination in different stages of new venture’s lifecycle．We have 

conducted questionnaire surveys on 600 new ventures mainly locat— 

ed in Jilin．Guangdong and Bering．Finally we received 263 valid 

samples．This study finds that both market opportunistic orientation 

and technology opportunistic orientation positively influence re— 

source combination in new venture’s creation stage；only market op— 

portunistic orientation positively influences resource combination 

in growth stage，but technology opportunistic orientation negatively 

influences resource combination in growth stage．The results on 

one side mean that the nature of new ventures’entrepreneurial ac— 

tivities is to pursue market opportunities．Therefore，new ventures’ 

basic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any stage are seeking profit Op- 

portunities by combining resources．On the other side，technology 

opportunistic orientation is helpful for new ventures to get profits in 

short term，but play a negative role in long term．These conclusion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enrichment of 

entrepreneurial studies under Chinese context．Theoretically,this 

study enriches Chinese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theories by 

deepl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rket opportunistic 

orientation，technology opportunistic orientation and resource com— 

bination；this study expands effectuation theory and causation the— 

ory by examining how market opportunistic orientation and tech— 

nology opportunistic orientation influence resource combination 

in new ventures’different stages；the study also enriches resource 

management theory in dynamic view by introducing life cycle 

theory．Practically,the research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to new 

ventures in China，such as new ventures need combine resources ef- 

fectively in order to promote success；new ventures should consider 

external environment when making strategies；and new ventures 

also need consider which life cycle phase they are in when making 

tong—term stable strategies and short—term flexible strategies． 

Key W ords Chinese Context；Market OppOrtunitistic Orientation； 

Technology Opportunistic Orientation；Resource Combination 

(上接 第 1 05页 ) 

Abstract It’s a hotspot and difficult problem of building enterprise 

ability and leading mechanism to industrial innovation upgrad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twork innovation．For developing coun— 

tries，the threshold of technology accumulation and R&D invest— 

ment which required in original innovation is higher，how effi cient 

accumulation and utilization the innovation resources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enterprises’technical capabilities for developing coun- 

tries．In fact，the bidirectional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gave birth to the global cross-enterprise production network 

and value network，thus forming a networking innovative mode 

based on R&D resources internal acquisition which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mode．Enterprise group is the important enabler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dustrial transfer，and it is 

also a typical network organization．At present，there have been 

researches about external innovation resources access mechanism 

based on dynamic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the enterprise group 

innovation resources sharing and knowledge transfer mechanism 

based on symbiosis network，and researches about enterprise group 

network innovation characteristic based on the synergy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internal cooperation and knowledge integration． 

However，in addition to the promoting unique mechanism of R&D 

capabilities，the network capacity of enterprise group has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R&D network and its embeddable，integration team 

innovation capability,technology spillover of industrial cluster and 

the aspect of industry and regional interaction．This dissertation 

expanse a new structure dimensions beyond cognitive and relational 

dimensions of network capacity，developing new measurement to 

industrial innovation upgrading as innovation performance，co— 

ordination behavior and high—end embedded in three dimensions， 

and on this basis have ver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group network capability and industry upgrade．Research shows 

that technology absorption and integration act as entire mediation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conglomerates’network 

ability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upgrading，and as same time， 

all dimensions of business conglomerates’network ability have 

varying degrees of indirect positive effect to industrial innovation 

upgrading．Research suggests innovative enterprise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leading force to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In 

the context of open innovation，the innovation network with many 

participators embed should particularly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e 

the common knowledge and common vision，and build all sorts of 

relations of cooperation based on it，entering the high—end areas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hain．It’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technology absorption and technology by strengthen the ability sys— 

tern ofbusiness conglomerates． 

Key Word Business Conglomerates；Networking Ability；Business 

Model；Technology Absorption；Technology Integration；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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