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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环境下动态能力构成框架的理论研究
###基于资源管理过程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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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以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础$以资源动态管理过程为视角$以不确定环

境为研究背景$理论分析动态能力运作过程$构建了动态能力构成框架模型$分别为识别机遇+

优化资源结构+整合资源及杠杆能力四个过程$这四个过程促使企业连续并快速地更新+整合

和重构资源$获得与外部环境相匹配的能力$从而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本文试图打开动态能

力的*黑盒子,$以期实现对动态能力的研究从抽象概念到具体过程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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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资源基础观以资源界定企业的边界!指出拥

有异质的(不可模仿的(有价值的(稀缺的资源是

企业获得高绩效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性因素#

由于环境的变化以及更深入的研究!在资源基础

观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系列的理论!如知识基础观(

社会资本基础观(核心能力理论以及动态能力理

论# 资源基础观的发展体现了内部逻辑的扩展

$例如从知识基础观到社会资本基础观'!关注更

大范围的资本$例如企业间网络资本'!并强调外

部环境$例如从核心能力到动态能力'!这种倾向

弱化了被 (̀57_.-: ;,?/7(批评的资源基础观的

静态及内生的缺点#

+#,!!L$"

动态能力理论的出现和%超竞争&环境有关#

组织生存的环境正发生着迅速改变!资源和能力

可能很快就不能和变化环境相匹配!竞争优势会

因为竞争对手的模仿或创新以逐渐加快的速度丧

失# 领先的企业如果安于现状!保持原有的竞争

优势!那么可能很快被善于创新的竞争对手所取

代# 所以!在不确定的快速变化的环境下!企业必

须利用动态能力!不断重构(更新及重新部署资源

和能力!形成新的功能能力!从而更好地捕捉并利

用变化的机遇#

+!,M"%LMGG学者们认为动态能力理论

克服了资源基础观的静态问题及核心能力的刚性

问题!企业快速地响应不可预测的环境变化!促使

当前能力和给定的地点(给定的时间(给定的环境

是匹配的!适应环境的变化!有效地创造价值# 但

学者们提出动态能力是 %看不见&(%摸不着&的(

%隐藏&的和%复杂&的!

+G,#M"$L#M##难以观察+$,M%MLH!G

和因果模糊的!

+M,#"NKL##"N这就使学者们认为动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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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并不能具体应用于企业管理的实践!如 W5-?7(

$!""G'认为动态能力是天生就有的!不是可培养

的!

+H,%%#L%%M

A5<7-2.(:?和 .̂(?5-$!"""'甚至怀疑动

态能力是否存在#

+K,##"ML##!#

本文认为理解和利用动态能力的困难在于对

动态能力的分析局限于抽象的高阶层面!即强调

更新能力的功能$林萍!!""N'!

+N,$ML$N而阻止了对

动态能力的具体构成及如何作用于绩效过程的理

解#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动态能力的

构成!但多数构成要素都还是静态的复杂结构!缺

乏动态运作过程的分解# 动态能力观不仅强调异

质性资源!还强调对资源的管理!动态能力的本质

就是资源的整合(配置和能力更新的管理过

程#

+%,HHLKH基于此!本文试图从资源动态管理过程

的视角分析动态能力的运作过程!并提出动态能

力的构成框架模型以及这些过程如何作用于竞争

优势# 更好地理解动态能力的构成和作用具有实

践和理论价值!由一系列资源管理过程组成的动

态能力构成框架模型促使各个层级的管理者能更

好地理解(构建和利用动态能力!以获得竞争优

势)也使研究者克服动态能力%是自动形成的且

不可测量&的误区!并进行动态能力的定量研究#

本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问题的提出)

第二部分论述动态能力与资源动态管理过程之间

联系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构建了以资源动态管

理过程为视角的动态能力构成框架)第四部分是

基本结论与讨论#

二&理论基础

"一%动态能力的本质

动态能力被定义为%整合(构建和重构内部

和外部能力从而与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相匹配的

能力&#

+!,M"%LMGG动态能力和运作能力之间存在区

别# 运作能力是指有效实施日常活动的惯例的能

力!是零阶能力!意味着稳定# 而动态能力反映了

更新运作能力的能力!是一阶能力!意味着发动变

化的活动和过程!如图 ##

图 #D动态能力与运作能力的区别

DD动态能力观来自资源基础观!但发展了资源

基础观#

+#",GNKL$"#资源基础观强调%资源选择&$选

择有价值的协同资源组合'!而动态能力观强调

%资源更新&$重构存在的协同资源组合生成新的

运作能力'# 学者们强调!在不确定环境下!拥有

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的以及不可替代的资

源只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

件!仅仅当企业能够动态管理资源!即不断评价(

更新(重构并利用和外部环境相匹配的资源时!才

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H%L#"NH然而!动态能力

的运作过程!即如何通过获取(更新资源和能力以

获取竞争优势的过程还无法被理解#

"二%动态能力与资源动态管理过程

S)@)k5.+7?)&/)认为能力的测量有 G 种方

法*测量能力特性(测量能力构成要素以及测量业

务活动#

+#!,MN!L!NK很多学者如黄俊直接参照 67787

7?./)的开创性文献提出动态能力的测量维

度!

+#G,即整合(学习和重构!虽然三者是动态能力

的重要内容及特性!但这个框架还比较笼统!整合

重构的实现还需要其他活动的配合# 贺小刚

$!""H'强调帮助组织获取竞争力的构成因素!将

动态能力分为市场潜力(战略隔绝(组织柔性(组

织学习和组织变革 M 个维度)

+#$,#"N林萍$!""%'在

理论分析和访谈的基础上!将动态能力分为市场

导向(整合能力(组织学习(组织柔性和风险防范

能力五个维度!

+%,HHLKK尽管这些构成要素是形成动

态能力的重要因素!但这些要素仍然是比较复杂

的结构!相互之间也有复杂的联系# 而且!从特性

及构成要素视角测量动态能力!比较静态!难以揭

示动态能力产生竞争优势的具体运作过程# 本文

认为动态能力与资源管理过程联系密切!试图从

资源动态管理过程视角探讨动态能力的运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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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构成框架!理由如下*

首先! 动 态 能 力 是 一 系 列 复 杂 的 过

程!

+#M,M"%LMGG

67787和 5̀<.-+指出动态能力的本质

内嵌于组织活动过程中!

+!,M"%LMGG

A5<7-2.(?和 .̂(L

?5-进一步指出!动态能力包括可以辨认的独特惯

例!这些过程包括 G 种类型*整合资源(重构资源

以及获取和让渡资源#

+K,##"ML##!#

@-+c和 Q(7Z5-5.Y

把组织活动界定为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如何整合各

单个生产要素或个体功能的活动!或企业配置和

整合其所拥有或控制的各种资源以完成其团队性

任务或活动!

+#H,G#KLGGH也就是组织活动过程实质是

资源管理过程# 由此可见动态能力嵌入在资源管

理过程中#

其次![.97?./)认为活动(惯例和业务过程

都是一种机制!通过该机制!资源和能力得以进入

市场并产生顾客价值和竞争优势#

+#K,!GLGK而另一

方面!企业的活动(惯例和业务过程也受到其控制

的资源和能力的影响# 因此!按照价值创造观!资

源(能力和有效的资源管理过程之间具有密切的

联系#

再次!活动基础的分析是产品导向的!而资源

管理过程是建立在资源基础上!普遍存在于不同

的企业和活动中!因此!利用资源管理过程来体现

动态能力的内容和运作具有理论显著性#

三&动态能力的运作过程及构成框架

在相关理论基础上!我们以资源动态管理过

程为视角!对动态能力的运作过程进行分解!以获

得动态能力的构成框架# 分析思路如下*

首先!分析战略管理领域与动态能力相关的

文献!如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组织学习理

论(权变理论及创新理论# 以 67787等提出的动

态能力框架$学习(整合和重构资源'为分析基础

起点!

+!,M"%LMGG搜索相关文献对动态能力运作过程

的描述!然后进行归类和提炼#

其次!对资源管理过程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

如 @5(_+-等建立动态资源管理模型!探索从资源

到价值创造再到竞争优势的过程!

+#N,!KGL!%!

@2772.-

和O+<<关注单一活动的效率以及所有活动之间

的匹配#

+#%,$M"L#H#在此基础上!整合这两类文献!通

过理论分析获得动态能力的运作过程!主要是围

绕着识别机遇(优化资源结构(整合资源及杠杆能

力 $ 个资源管理过程循环进行$见图 !'# 首先企

业必须对有吸引力的机遇产生构想)其次!更新资

源!获得与机遇相匹配的资源集)第三!将资源整

合成能力)第四!有效杠杆能力以实现与环境相匹

配的机遇!最终实现竞争优势# 该模型整合入反

馈环!并强调环境不确定性的作用# 资源管理是

动态的!变化的不确定环境促使企业连续更新资

源!与外部环境相匹配#

图 !D动态能力运作过程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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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最后!界定这四个过程的具体内涵$见表 #'!

描述在不确定环境下动态能力对竞争优势的作

用!并提出一些假设#

表 #D动态能力主要过程描述

阶段 描述 亚过程

识别机遇 理解顾客需求和市场动态性!发现(理解(辨别和过滤

市场机遇#

&

产生市场信息

&

扩散市场信息

&

对市场信息作出反应

优化资源结构 优化资源结构!把资源集和机遇相匹配#

&

获取资源

&

累积资源

&

废弃资源

整合资源 企业整合和重构资源集!生成有价值的能力#

&

扩展能力

&

开拓新能力

杠杆能力 利用能力!将能力与外部环境相匹配以扩展竞争优势#

&

设计能力结构

&

协调能力

&

配置能力

DD"一%识别机遇

动态能力是一个由外到内的能力!其运作的

循环起点是识别机遇阶段!企业所在的不确定环

境是动态能力运行的重要力量# 当企业处于一个

高度不确定环境时!企业必须稳定地监督外部市

场的不断变化和技术的不断创新!发现未预料到

的市场发展!从而能获得吸引力的市场机遇!在有

限信息的情况下对公司的经营环境快速地做出战

略决策# 识别机遇是指企业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感

知环境并理解顾客需求和市场动态性!有效地产

生(扩散市场信息并作出反应!最终发现(探测(理

解(辨别(过滤市场机遇!它包含 G 个阶段*

#)产生市场信息

企业必须监督市场的不断变化和技术的不断

创新!及时获取外部信息和知识!发现有吸引力的

机遇# 产生市场信息不仅是某一部门的任务!而

是整个组织范围的活动!包含了解顾客需求和技

术现状!分析和理解潜在需求(市场结构以及竞争

者和供应商的行动等# 市场信息产生有两种产生

方式*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 非正式渠道包括

与顾客和合作伙伴聚会或非正式会议等# 正式渠

道包括进行销售分析(消费者调查以及市场反应

测试等#

!)传播市场信息

企业必须将获得的信息进行过滤(扩散和共

享# 组织内财务(采购(产品开发(制造和营销等

部门承担了组织的不同职能!企业必须将相关信

息扩散给相关部门和个人!才可以使大家目标一

致!方向一致!共同达到顾客满意的目标#

G)应对市场信息

各部门在获得市场信息后!将来自外部的刺

激和组织内部所产生的信息相结合!对外部机遇

进行过滤和分析!制定一定的策略以利用机遇或

回避风险!使企业可以对市场信息快速做出反应!

先于竞争者完成资源和能力重构#

总之!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识别机遇是外部导

向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外部信息和知识被识别

并输入组织!它是动态能力运作过程的基础和起

点!使企业主动发现机遇!迅速进行资源重构!适

应变化环境# 由此!得出假设 Q#*在不确定环境

下!识别机遇是动态能力运作过程的基础和起点!

有助于企业快速(敏锐发现机遇!增强企业竞争

优势#

"二%优化资源结构

企业在识别机遇的基础上!面临着了解内部资

源的潜力和限制!并优化资源结构!把资源集和机遇

相匹配的压力# 企业应通过获取(

+!",#!G#L#!$#!+!#,%K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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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有价值的资源!

+!!,#M$"L#M##! +!G,H#%LHGM并废弃无用

的资源!不断优化资源结构!这一过程提供了发展

新能力的基础#

#)获取资源

企业需要从战略要素市场购买资源!来适应

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发展的需要# 在全球化经

济环境下!战略优势的取得要求获取外部资源和

技术# 越来越多的虚拟企业(联盟与外部进行技

术合作以及顾客与供应商关系等方面的文献描述

了企业获取资源的重要性及途径#

在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发展和保持竞

争优势所需要的资源具有模糊性!因此!企业不能

完全投资于特定资产!而应该识别和获取冗余资

本和实物期权#

+!$,KH"LKN!冗余资源通常具有较强的

灵活性!它支持组织成员通过利用冗余开展创新

项目的试验!从而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 因此!冗

余资源为组织的创新和变化提供了资本# 此外!

实物期权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未来机遇!在改变现

有能力或创造新能力的同时!将风险与成本限制

在该期权的初始投资成本范围内# 在不确定环境

下!获取实物期权促使企业保持柔性并限制了柔

性的成本!增强了企业获取大量机遇(应对环境变

化的反应能力#

+!M,#L!#

!)累积资源

企业 还 需 要 累 积 资 源 即 内 部 发 展 资

源#

+!",#!G#L#!$#不确定的环境下通常迫使更新和改

进资源以应对快速变化的顾客需求!如果缺乏这

些合适的资源!企业无法对难以预计的机遇或竞

争者行动作出反应# 在不确定环境下内部发展资

源更加重要!因为这些资源很难在战略要素市场

获得!必须在企业内部发展# 相对于从外部获取

资源!内部发展增强了资源的隔离机制!减少了被

模仿的威胁!从而增加了竞争优势的持续性# 累

积资源通常需要学习!即获取(吸收(转化并利用

现有的知识产生新知识#

G)废弃资源

废弃无用的资源也是很重要的# 由于资源是

有限的!为了减少成本!产生获取并累积有价值资

源所需要的冗余和灵活!

+!H,GG%LGMN企业应积极评价

当前的资源!废弃不可能贡献于发展和保持竞争

优势的资源# 然而!由于沉没成本倾向或者组织

惰性!企业往往拖延无绩效资源的废弃#

+!K,M"LK!此

外!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下选择什么是可废弃资源

是一个挑战# 首先!投资于实物期权的企业往往

无法意识到资源的未来价值# 其次!为了应对快

速变化的环境!企业在慌忙减少成本的过程中!常

常废弃了有价值的资源!牺牲了当前或未来的竞

争优势# 再次!由于高度集中的决策中心模式造

成信息不对称!高层管理者可能对资源价值难以

完全理解!有可能废弃的是具有未来价值创造潜

力的资源# 因此在不确定环境下!废弃资源可能

会损害企业价值创造!企业需要在完全理解资源

当前及未来创造价值的潜力基础上进行有效

废弃#

总之!优化资源结构过程提供了发展新能力

的基础# 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下!资源结构化过程

使企业资源集和机遇相匹配!充分应对环境变化!

增加竞争优势的持续性# 由此!得出假设 Q!*在

不确定环境下!优化资源结构过程促使企业获得

利用机遇所需要的资源!增强竞争优势#

"三%整合资源

整合资源是指企业整合和处置资源集!生成

有价值的能力的过程# 每一个能力都是一个独特

的资源组合!允许企业采取特定的行动!如营销(

[lR# 组合资源主要包括扩展现有能力以及开拓

新能力两个过程#

#)扩展能力

能力的扩展可以通过学习新的技能!或者在

当前资源集中增加补充性资源!从而使企业产生

新的(更高层次的能力!保持能力及时更新# 将新

获得的资源与现有的知识和能力整合类似于%嫁

接&!

+!N,#K%L#N$

%嫁接&创造了互补性资源之间的协

同作用!从而丰富了能力# 在不确定环境中!由于

顾客的需要或竞争者的行动难以预测!通常需要

更大程度上使得能力丰富些#

!)开拓新能力

开拓新能力是建立在熊彼特式逻辑的基础

上!通过探索性学习!试图创造全新的能力和竞争

优势# 在不确定的动态环境下!机遇可能转瞬即

逝!如果当机遇到来时!而企业由于所要求的新能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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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还未形成而拖延了对机遇的利用!可能的结果

是竞争者捷足先登!或者机遇消失# 因此!企业必

须做好准备!连续不断地开拓新能力来获得并保

持竞争优势#

总之!在不确定环境下!组织整合机制是企业

整合要素资源的协同系统!仅仅当企业比竞争对

手具有更加丰富和更新的能力!随时准备对环境

变化做出反应!并能利用未预测到的机遇!为顾客

创造更多的价值!才能拥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由

此可以得出假设 QG*在不确定环境下!整合资源

过程促进企业丰富和更新能力!增强企业竞争

优势#

"四%杠杆能力

企业拥有或控制资源(有效将其整合!并形成

有助于价值创造的能力!最后企业必须有效地利

用这些能力!这些能力才具有价值# 杠杆能力是

企业利用能力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实现企业选

择的战略并获得竞争优势的过程# 杠杆能力过程

的重点是利用市场机遇!将企业内部能力同外部

环境相匹配以扩展成竞争优势!包括设计能力结

构(协调能力和配置能力 G 个过程#

#)设计能力结构

设计能力结构就是设计在市场中利用机遇并

获得竞争优势的有效的杠杆战略!确定每一个战

略需要的异质性能力以及能力结构# 当企业在高

度不确定环境中竞争时!确定最大化顾客价值的

特定能力结构是很困难的!能力与价值创造之间

的因果模糊性加剧了这种困难#

!)协调能力

协调能力是以有效的方式整合设计的能力!

以创造能力结构!这是成功的资源重构的根本要

素# 组织过程相互之间依赖性较强!通常无法只

改变其中某一个层次而不改变其他的层次# 组织

协调系统是组织在利用当前资源和能力方面的高

层次能力#

+!%,#$GL#M!因此 67787等$!""K'提出!动

态能力嵌入在独特的整合和协调方式中!从而可

以解释表面上微小的技术变化!但可以对企业的

竞争能力带来完全不同的影响#

+!",#!G#L#!$#

有效协调能力使组织中隐性和显性知识得到

共享!企业家们认为组织中最大的协调问题来自

于组织成员的知识不同和关于组织活动的不完全

的知识# 由于企业知识通常存在跨部门(跨功能

或跨地理领域!成员们常常并不了解他们所拥有

的或所知道的!或他们的知识资源在哪里# 然而!

在动荡复杂的环境下!组织协调过程需要企业内

部各个部门(顾客(供应商等共同参与!要整合企

业各处的知识!并有效扩散!以得到综合的组织技

能# 建立在内部社会资本基础上的企业内部网络

促进了知识的共享!因此企业技术结构基础上的

投资!包括使用技术和人际互动关系的管理关系

技巧!对于协调能力是很重要的#

+G",$L!#

G)配置能力

配置能力指利用能力结构以支持选择的战

略!利用机遇并获得竞争优势# 企业在配置能力

过程需要依赖显性和隐性知识!但它们通常很复

杂!为了减少复杂性!企业尽可能编码足够的知识

进入到组织惯例中# 而管理者的隐性知识!对于

成功配置能力并实施杠杆战略尤其重要!但它高

度个性化并深深嵌入在特定背景下的个人行动

中!这些知识无法被编码#

+$,M%MLH!G因此!管理隐形

知识和技能对于配置能力杠杆战略过程的有效性

非常重要#

总之!有效的杠杆过程很重要!通过设计战略

所需要的能力结构!有效协调整合并利用这些能

力结构!企业的竞争优势得以实现# 由此可以得

出假设Q$*在不确定环境下!杠杆能力过程促使

企业利用能力!将企业能力与外部环境相匹配以

扩展成竞争优势#

四&结论

本文是对动态能力研究从抽象概念到具体过

程的一种有意义的尝试!从企业资源的动态管理

过程出发!提出不确定环境下动态能力的构成框

架!试图打开动态能力的%黑盒子&!解释资源如

何被重构(更新和管理!使之与外部环境相匹配!

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资源动态管理过程框架扩

展了资源基础观!克服其静态和内生的缺点!更强

调外部不确定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动态观来管理

资源# 在实践上!使管理者能更好地理解和利用

动态能力#

本文对企业管理者有多方面应用!使他们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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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在当前不确定环境下应如何动态管理资源!培

育动态能力!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同时也有利

于帮助企业实践者改变战略思维方式!为提升适

应动态环境的能力提供指导# 首先!管理者需要

具有企业家精神!勇于毁灭现有的竞争优势!获取

新的竞争优势!并具有足够的市场敏锐性!辨别和

利用机遇)其次!管理者在任何给定时间能够有效

获取(累积和废弃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资源集!也

必须具备整合资源以创造有效能力的技能)最后!

管理者还需要有杠杆能力的技能!包括设计有效

的杠杆战略(创造有效的协调能力的惯例以及知

识共享#

后续研究将建立在当前框架的基础上进行实

证检验# 首先通过案例研究!了解企业采取什么

样的具体手段进行识别机遇(优化资源结构(整合

资源与杠杆能力以获得竞争优势!确定这些维度

的具体测量项目)其次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以

获得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对本文提出

的框架进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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