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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业企业学习能力与竞争力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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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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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将 9 个衡量企业学习能力的指标划分为 3 个能力纬度
,

应用相关分析
、

回归分析和独立样本 t 检验对

2 13 家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并进行了统计分析
,

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企业学习能力与竞争力之 间存在的数量关

系
。

研究结果表明
,

除消化吸收能力不对任何竞争力指标产生显著影响外
,

企业学习能力与竞争力存在着显著的

正相关性并显著作用于竟争力
,

而且竟争力强的企业在技术监测
、

消化吸收再创新以及学习源等 3方面的能力都

明显大于竞争力弱的企业 ;证实了企业学习能力是企业获取竞争力的重要内在能力基础的理论假设
,

表明它们

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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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竞争力不仅要通过企业内部技术创新活

动的长期积累
,

而且也必须吸收或引进外部知识
,

这种从外部途径吸纳知识的特殊能力对企业竞争

力有着重要 的影响
。

这种能力就是企业的学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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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吸收能力川
,

它总是以强有 力的内部能力为前

提 { ’ l
,

因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不仅产生了新的

产品和 工艺
,

而且也增强了企业辨识
、

筛选
、

吸收和

开拓现存知识的能力
。

研究技术变化 的学者也早

已发现
,

企业对自身 R& D 的投人将使企业有能力

去利用外界可获得的信息「’ ]
,

因为 R& D 过程使企

业逐渐积累起一种内部技术能力
,

这种能力可帮助

企业获知最新的技术发展动态
,

获得企业既定资源

的重新产生和增值性开发
,

从而取得技术竞争优

势
,

并最终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

需要明确的是
,

学习能力不仅仅是以具有强烈

路径依赖性的经验为基础
,

虽然干中学和用中学可

使企业的现有活动变得更加熟练有效
,

但学习能力

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其获取外部新知识并创造新

知识的能力
,

因为这将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提供长期

基础
。

因此
,

学习能力不仅可使企业对给定的资产

在一定 的技术轨道 [ 4 J上进行改进
,

而且为企业 内

部与外部资源之间建起了一种交流机制
,

既为企业

形成新的创新资产创造了条件
,

也为增强竞争力提

供了重要的内部能力基础
。

基于上述考虑
,

文章拟

对企业学习能力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

究
,

以进一步探求它们之间存在的数量关系
。

一
、

调查数据和研究方法

资料收集采取了问卷调查的方式
,

包括 3个步

骤
。

第一
,

采用文献调研 以及专家讨论的方法完成

指标体系的初步设计
;
第二

,

召集部分企业界人士

对测量指标的难易程度
、

代表性和实用价值进行评

价
,

以收集反馈意见并做必要修改
;
第三

,

向被调查

企业发放问卷
。

本次调查共发放了 375 份问卷
,

回

收 问卷 2 37 份
,

其 中有 效 问卷 21 3份
,

回收 率 达

63
.

2%
,

有效样本 比例为 89
.

8%
。

企业出于商业保密的考虑
,

往往不愿提供原始

数 据
,

因 此 学 习 能 力 和 竞 争 力 指 标 都 采 用

iL ke rt
一

yt pe 等级度量方法进行评分
,

每个创新能力

或竞争力变量所包括的指标数目决定于该变量的复

杂程度和涵盖范围
,

这种主观测评方法已广泛应用

于企业研究
。

问卷调查度量标准为 1 一 7分
,

企业根

据 自身的努力程度和执行效果对每项学习能力指标

以及竞争力指标进行评价
。

相关分析
、

回归分析以

及独立样本 t 检验被用于探求企业学习能力与竞争

力之间的数量关系
。

将各个学习能力指标进行同类

划分后形成了 4 个学习能力类别 (如表 1所示 )
。

技术监测

表 1 企业学习能力指标

吸收再创新

令 对引进技术进行反求工程

的能力 ( L 4
)

令 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

的强度 ( L :
)

令 在本土化基础上面向世界

进行二次创新的能力 (从 )

学习源

令 广泛系统地监测技术的发展

变化趋势 ( L l
)

令 引进技术时考虑企业的 长远

发展战略和核心技术水平 (众 )

令 将内部 /外部所学的知识形成

R& 1升旨导准则 ( L :
)

令 企业对从过去的经历和失败中学习

的重视程度 ( L
:
)

令 对学习意识的培养重视程度和进行

学习投资的强度大小 ( L :
)

令 对缄默知识学习的重视程度 ( L ,
)

从表中可以看 出
,

技术监测类指标考虑了企业

自主的技术趋势监测能力
,

因为企业随时感知外界

技术的变化是其保持技术优势的重要手段
。

吸收

与再创新类指标考虑了企业的吸收能力
,

它使企业

能够辨识
、

使用外部新技术并将它进行商业化以获

取经济收益
。

学习源类指标在关注干中学和用中

学 的同时也强调 了学习投资的重要性和对缄默知

识学习的重视
。

企业竞争力是指企业在与其他企

业的公开竞争中
,

使用人力和资金资源以使企业保

持持续发展的能力
。

有竞争力的企业能够在竞争

环境中有效地配置和创造企业的各种资源
,

在产品

设计
、

生产
、

销售等经营过程和产品价格
、

质量
、

成

本及服务等方面与竞争对手相比
,

能够更好更快 更

易被 消费者所接受
,

同时能使企业持续获得盈利
,

进而提高企业持续发展的能力
。

在研究中
,

选用 4

个绩效指标来描述企业竞争力
,

即企业的市场占有

率
、

销售额增长率
、

利润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 长

率
,

这 4 个指标经常被 用来评价企业竞争力大小
,

因为它们不仅反映了企业目前所取得的市场成功
,

而且也表 明其未来发展的潜力
。

在此对竞争力指

标采用近 3 年的均值
,

目的是更好地反映企业持续

竞争势态
,

并消除随机性带给竞争力评价的影响
。

在下面的研究中
,

按这种分类对企业学习能力与竞

争力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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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实证分析

相关性分析可以用来确定企业学习能力与竞

争力之间联系的性质和强度
,

来探求它们之间存在

的非函数关系
,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

表 2 中所给出的 a 值是用来检验调查数据可

靠 性 的 c or
n b ac h al p all 值 [ ’ 〕

。

尽管 没 有 准确 的

C or
n b ac h al 灿

a 取值范围
,

但是文献 [61 认 为 0
.

35

可作为其最小取值
。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

企业学习

能 力指 标的 C or
n b ac h al p h a 取 值 范 围从 .0 69 到

.0 8 8
,

表明所获得的数据具有 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

表 2 企业学习能力与竞争力相关性分析

竟争力相关性
刀滋 2 13

a 均值 方差
市场占有率 销售增长率 利润增长率 生产率增长率

,ù.
.且
,乙,1,ù,山,乙2.

…
642048774

J̀
44

气乙ù兄ù,石
l

,ù,l勺山,̀
..

:

技术监测

L
l

L
2

L
3

综合值

吸收与再创新

L 4

L 5

L
6

综合值

学习源

L
7

L 8

L 9

综合值

0
.

77

0
.

7 9

0
.

82

0
.

8 5

0
.

2 58* *

0
.

24 4
* *

0
.

16 4 *

0
.

2 54
* *

0
.

15 1
*

闷叭

0
.

19 1* *

0
.

2 1 8 * *

0
.

2 20 * *

0
.

132

0
.

2 35
* *

0
.

162
*

0
.

2 12
* *

0
.

2 22
* *

0
.

2 1 5* *

0
.

1 7 2
*

0
.

23 8* *

0
.

7 8

0
.

79

0
.

8 8

0
.

8 7

4
.

58

4
.

96

4
.

08

4
.

54

1
.

4 7

1
.

3 1

1
.

46

1
.

4 1

0
.

1 97 * *

0
.

170
*

0
.

2 29 * *

0
.

22 5
* *

0
.

156
*

0
.

0 8 7

0
.

1 10

0
.

134

0
.

1 8 7
* *

0
.

09 7

0 08 5

0
.

14 1

0
.

18 7* *

0
.

14 6
*

0
.

17 5
*

0
.

19 2
* *

0
.

8 1

0
.

76

0
.

69

0
.

82

5
.

11

4
.

4 5

4
.

50

4
.

69

0
.

206 * *

0
.

232 * *

0
.

25 7
* *

0
.

274 * *

0
.

10 4

0
.

13 1

0
.

16 0*

0
.

155
*

0
.

116

0
.

2 10
* *

0
.

24 0* *

0
.

2 2 1
* *

0
.

1 55
*

0
.

15 4
*

0
.

2 87
* *

0
.

2 34
* *

注
:

表 2中各学习能力指标所表示的涵义见表 1中所述
。

’ * 尸 < .0 01 ( 2
一

面 lde ) ;
* 尸 < .0 05 (2

一

面 fe d)

调查结果具有较好的信度
。

另外
,

表 2 中各学习能

力类别综合值是对应各指标 的线性组合
。

分析结

果显示
,

除了企业吸收消化再创新能力与销售增长

率及利润增长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之外
,

其他

学 习能力类别都与企业竞争力有显著性正相 关
。

这种显著的正相关性表明企业学 习能力 的提高与

企业竞争力的加强是具有较强一致性的
,

二者之间

密不可分
。

下面对企业学习能力和竞争力的回归关系进

行分析
,

以进一步研究学习能力如何影响企业竞争

力
,

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

多元回归分析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
,

将 4 个竞

表3 企业学习能力与竞争力关系多元回归分析

因变量 (竟争力 )

( N
= 2 13 )

市场占有率
B e at

销害增长率
B C at

利润增长率
B e at

生产率增长率
B C at

技术监测

吸收与再创新

学习源

相关系数

复相关系数

调整复相关系数

* * P < 0
.

0 1 ( 2
一

而 l e d )

0
.

1 1 7

0
.

0 89

0
.

2 73 * *

0
.

2 73
* *

0
.

0 74

0
.

0 70

0
,

2 20 * *

一 0
.

0 2 6

一 0
.

0 12

0
.

220
* *

0
.

049

0 04 4

0
.

0 87

0
.

00 8

0
.

2 33 * *

0
.

233 * *

0 055

0
.

050

0
.

2 38
* *

0 刀60

0
.

、 3 、

0
.

2 38
* *

0
.

0 5 7

0
.

0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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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衡量指标分别作为因变量对技术监测能力
、

消

化吸收能力和学习源 3 个 自变量进行回归
,

可以看

出
,

4个回归方程都是显著的
。

分析结果显示
,

企业

的市场占有率和利润增长率都受到学习源的显著

影响
,

销售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率则都受到技术监

测能力的显著影响
,

而只有消化吸收能力不对任何

竞争力指标产生显著影响
。

这说明
,

我国企业的消

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还 比较弱
,

尚未对提高企业竞

争力作 出应有的贡献
。

而 日本企业正是重视对外

部技术的消化吸收
,

并在 此基础上 向二次创新过

渡
,

从而逐步成为技术领先者的
,

我国企业应积极

借鉴 日本企业的经验
,

不仅关注引进新技术
,

而且

更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

应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可以分析两组样本均值的

显著差异程度
。

以竞争力均值为分界点 (这里的竞

争力是指市场占有率
、

销售增长率
、

利润增长率和

生产率增长率的线性组合 )
,

按照竞争力大小将企

业划分为竞争力强的企业与竞争力弱的企业
,

然后

对它们各自的学习能力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独立样

本 t 检验
,

借此便可对企业学习能力是企业竞争力

内在基础的假设进行验证
,

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

表 4 的统计结果表明
,

竞争力强 的企业在技术

监测
、

消化吸收再创新以及学习源等 3 方面的能力

表4 企业学习能力的 t检验

项 目

强竞争力 弱竞争力

企业 (胎 10 0 ) 企业 (胎 1 13 )

均值 方差 均值

技术监测 5
.

0 6 0
,

096 4
.

4 4

吸收与创新 .4 76 1
.

10 .4 22

学习源 4
.

95 0
.

88 4 3 9

方差

4
.

2 7
* *

3
.

0 5
* *

3
.

9 9
* *

`

且O八,̀八U,ù八U

…
` ..且̀..且,.1

* * P < 0
.

0 1 ( 2
一

面 l e d )

都明显大于竞争力弱的企业
,

因此可以进一步得出

结论
:

学 习能力是企业获取竞争力的重要 内部原

因
,

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因果关系
。

三
、

结 论

正如 c a

ayr an in s 等人 [ ’ ]所说
, “

在经济学中
,

学

习被认为是可触摸的和可量化的价值增值活动
; 在

管理学中
,

学习被视为持续竞争效率的源泉
; 而在

创新理论 当中
,

学 习被认为是创新 比较效率的源

泉
” ,

文章从实证的角度研究 了学习能力与企业竞

争力之间存在的联系
,

验证了学习能力是构筑企业

竞争力的重要 内部基础
,

这为促进企业建立有效的

学习机制提供了切实的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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