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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分析, 发现基础资源观在组织际关系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价

值。组织际关系的基础是组织的内部资源,其实质是一种资源关系。可见一个组织的独特资源

是其与其他组织合作的基础。本文就此探讨了资源理论在组织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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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organizationalRelationships: A Resource-based V 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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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 is study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ro le o f resource theor ies on interorg an izational relationsh ips ( IORs). The

literatu re rev iew show s that a resource-based v iew ( RBV ) plays an important ro le on IORs. The basis of IORs is the

firm s interna l resource, and IORs are resou rce re la tionsh ips substantia lly. The unique resources in an o rganization are

the bases o f cooperating w ith othe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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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组织理论和企业战略理论近来的研究发现,组

织际关系的建立 (如: 网络、联盟等 )既有利于企业

业绩的提高,又有利于企业健康的发展。许多学者

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组织际的关系, Barringer and

H arrison( 2000)对有关研究组织际关系的各种理论

进行整理后发现,存在 6种广泛使用的理论模式,

即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资源依赖理论、战略选择

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和制度理论,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来解释组织际的关

系。但是与此同时, 令人深思的是, Barringer and

H arrison( 2000)认为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固有的局限

性,都不足以解释组织际关系的主要问题。

但是,近几年,在组织战略理论研究领域, 基础

资源观理论有了较大的丰富和发展, 它能够和其他

的理论形成有机的结合,可以成为各种理论乃至对

组织际关系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基础。

二、理论回顾:资源依赖理论和基础资源观

(一 )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 (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是

一种来源于开放系统框架的理论, 它认为, 组织

生存的关键是获取和保持资源的能力 ( P feffer and

Sa lancik, 1978), Sco tt( 1987)也阐明了组织必须致

力于与组织的外部环境进行交换以获得资源。资

源依赖理论阐明了, 为什么组织必须与其他组织进

行交换? 组织如何通过 需求的管理, 特别是组织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利益集团对资源的需求,来影响

该组织的存活? ( P feffer and Salanc ik, 1978)

企业为了获得资源的需要,形成了组织与外部

单位之间的依赖关系。这些外部单位可能是顾客、

供应商、竞争对手、债权人、政府机构或一个公司所

处环境的任何其他相关实体, 总而言之, 可能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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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利益相关者。为了能够有效地管理这些与外

部单位之间形成的依赖关系,资源依赖理论流派的

学者主张, 组织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 1)寻求控制

重要资源, 努力降低对其他组织的依赖; ( 2)寻求

控制资源, 增加其他组织对其的依赖性。换而言

之,一个组织在它相关的环境中, 相对于其他组织

来说, 试图增加它自己的权力 (从而减少它的依赖

性 ) (Tho rell,i 1986; P fe ffer and Sa lanc ik, 1978)。

(二 )基础资源观

1、起源

基础资源观 ( resource- based v iew )起源于企

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是产品而是生产系统的思想。

但是, 这种思想在当时并不是新鲜的事物,其实经

济学家早已提出,在竞争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一个有

效率的生产系统。可是,仅有很少的一部分学者预

期到, 企业具备有这样的优势可能是公司特殊化的

程度: 即战略优势的基础是独特性。在这些学者当

中, E dith Penrose是先驱者之一。 Penrose( 1959)第

一次提出了把公司定义为是独特的和组织的资源

集合。但这一观点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

注。这种观点和当时流行的新古典理论所定义的

不同, 新古典理论把公司定义为是一个生产函数。

但是, Penrose的主要贡献不仅仅在于她对公司的

定义, 而是因为这种理论也可以被应用于解释公司

的成长,并预期这些公司未来的发展。在这个观点

中,它发现了公司增长的限制因素在公司 内部

而不是在公司 外部 。

W ernerfelt( 1984)是从战略研究的角度发展

Penrose思想的第一人。他吸收了 Penrose的公司

成长的古典研究结果,第一次提出了公司的基础资

源观 ( Resource- based view )的概念。在他的研究

文献中,他提出了以下几个命题: ( 1)从传统的产

品市场观念来看, 根据公司的资源来看待一个公

司,会导致不同的直接见解。特别地, 多元化的公

司被认为是一种全新的事物。 ( 2)人们可以确定

能产生高收益的资源的类型。W ernerfe lt认为, 资

源位置壁垒 可以和 进入壁垒 相比较, 但它们两

者不完全相同。例如, 资源位置壁垒 要有价值,

最起码必须转化成一个市场的进入壁垒。所以一

个没有 资源位置壁垒 的进入壁垒使得公司易受

不同的进入者的攻击;而一个没有进入壁垒的资源

位置壁垒使得公司不能开发这一壁垒。 ( 3)较大

公司的战略中,包括了在开发现有资源和创造新的

资源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 4)公司的获得可以看

作是在高度不完美的市场中购买了一束资源。通

过对稀缺资源的购买,一个公司可以在无其它情形

的情况下, 最大化了这一不完美带来得收益和机

会。

2、RBV理论的形成

基础资源观的理论形成可以说是 Robert G rant

和 Jay B. Barney两位学者的贡献。Gran t( 1991)引

进了一个应用框架, 从公司资源能力的角度, 来分

析和发展公司的战略。 Barney( 1991)对 RBV理论

的概念进行了总结。他首先概述资源的概念:资源

是包括了 被一个公司控制的所有的资产、能力、

组织过程、信息、知识等 , 它使得公司能够创造和

贯彻有效的战略。因此, 一个公司是一系列有形的

和无形的资源的组合。那么, 一个公司如何知道哪

些资源是 重要的 呢? 为了对资源进行分类, 一

种简捷的方法就是区分 战略的 或 非战略的 资

源。因此, 若某些资源是影响了公司的竞争状况,

那么必须确定这些资源必须具备的属性或特征

( G ran,t 1991; B arney, 1991, 1992; Petera,f 1993;

H am el and Prahalad, 1998)。在这些研究中, B ar-

ney( 1991)的研究最为突出, 他对 RBV的研究文献

被人引用最多。 Barney认为, 战略资源必须满足一

下这些标准:

( 1)有价值的资源。显然,一种资源必须对战

略来说有价值; 它必须有提高公司效率 ( efficiency)

和效力 ( effectiveness)的能力。

( 2)稀缺的资源。一种资源是战略资源取决

于它的稀缺程度,并且对它的需求很高。

( 3)不能被完全模仿的资源。战略资源不仅

是有价值的和稀缺的,而且必须还是很难被竞争对

手模仿的。

( 4)不可替代性。一种资源可能是稀缺的且

是不可模仿的, 但若竞争对手能发现一种资源替代

它,那么这种资源也就不能算是战略资源。

3、RBV理论的发展

从文献来看,我们不难发现, 学者对公司战略

的基础资源观的研究各有不同的分析角度。但大

多数的研究人员倾向于要么对 RBV进行说明,要

么描述企业的动态能力。正如W ernerfelt( 1995)自

己所说的, 尽管他这一文献是写于 1984年,但直到

90年代, 当 Praha lad and H am el( 1990)引进动态能

力的设想后, W ernerfelt的思想才被认为是公司发

展所考虑的基础。虽然基于资源的想法强调了这

些能力在组织演变中的基础性作用,但动态能力的

观点 ( Teece et a.l , 1997)认为,它们的发展主要是

通过一个战略学习的过程而发生的。在 RBV框架

中,另外一个重要的流派强调了公司如何发展知识

创造的过程。特别地, Conner and Prahalad(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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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认为, 基于知识的观点是基础资源观的精

髓 。毫不奇怪, RBV的一些先驱者最近明确表达

了公司基于知识的观点 ( G ran,t 1997) , 他的目的

在于把基于知识的观点的重要方面整合进 RBV之

中,如 学习的观点 ( Senge, 1990)、动态能力的

观点 ( Teece et a.l , 1994)以及演进经济学 (M on-t

gom ery, 1995)。在这一 新的 整体分析中, 公司

起到了容纳知识创造过程和无形知识的 容器 的

作用, 而不是一种 简单的 无形资源的选择组件。

三、资源理论及其在 IOR研究中的应用

在组织际的研究中,我们认为可以把基础资源

观和资源依赖理论两者统称为资源理论, 但也要注

意这两者的本质区别。首先,基础资源观是把研究

IOS的焦点放在公司的内部; 而资源依赖理论却把

焦点放在这一观点上: 一个组织要生存或发展, 必

须获得外部资源。虽然有些学者认为重要的内部

资源可以从外部获得,但从外部获得的重要资源想

成为战略资源要受到很多条件的约束,或者也可以

说很难成为战略资源。更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种理

论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基础资源观属于战略管理

理论的范畴,而资源依赖理论却是属于组织理论的

范畴。但从组织际关系研究的角度来看, 这两者都

值得借鉴。

从资源依赖理论来看,一个组织无非想达到两

个目标,即努力降低对其他组织的依赖和增加其他

组织对其的依赖程度。参与到组织际当中,是公司

达到这些目标的一种方式 ( B arringer and H arrison,

2000)。公司和其他公司的合作, 以获得重要的资

源,并提高它们相对其他组织的权力。一个组织要

寻求和其他的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获得足够

的市场影响力来压制竞争对手的活动;或它将建立

一个联盟来缩小技能或资源上与竞争对手之间的

差距。按照资源依赖理论,组织际关系形成的一个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公司进入组织际的合作伙伴关

系,可以获得互补性资产的优势。合作双方都为资

源的需要而走在一起。

从基础资源观来看,正如我们上面所介绍的那

样,根据 Barney ( 1991)的观点, 若资源是有价值

的、稀缺的、不能被完全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的, 那么

这些资源将产生持续的竞争优势。 B arringer and

H arrison( 2000)认为,至少存在两种方式,使得组织

际关系在生产符合这些严格条件的资源 (如新产

品和服务 )的能力方面是独特的。第一, 如在对公

会 ( consort ia)或公司联盟的案例研究中发现 ( Dyer

and S ingh, 1998) ,组织际关系通常能比任何一个

公司所能聚集的智囊团要大得多。组织际关系有

能力创造独特的资源 (稀缺的和不能完全模仿的 )

的第二种方式, 是并购拥有独特市场权力和声誉的

公司。但是, Barringer and H arrison ( 2000)也认识

到,尽管组织际关系可能创造了独特的资源, 可由

于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独特的资源若不是稀缺的和

不是不完全可模仿的,它们也会破坏一个公司创造

一种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的能力。

然而, 已经有学者认识到不管是资源依赖理

论,还是基础资源观, 它们在解释组织际关系方面

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 Barringer and H arrison,

2000)。例如,资源依赖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组织

必须实行除联盟战略以外的其他战略来满足其资

源的缺乏。许多公司通常采用如合并、收购、从竞

争对手挖走重要人才、通过市场交易筹集新的资本

等手段获得资源的战略,而不是选择联盟的形式。

此外,资源依赖理论主张, 由于没有一个组织能够

完全做到自给自足, 所以组织必须与它们的环境发

生相互作用以获得需要的资源。但是,组织如何决

定来获得资源? 是否考虑诸如交易成本、学习的机

会和组织的合法性等因素? 这些问题却留给了其

他的理论来解决。同样, 基础资源观对组织竞争力

如何发展的问题也没有更多的研究。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首先,

资源依赖理论和基础资源观这两个在理论发展上

毫无关系、初衷完全不同的理论, 在研究组织际关

系方面却有惊人的融合之处。通过理论梳理,我们

不难发现, 组织之间的资源依赖关系的基础, 仍然

在于组织本身的资源优势,由此我们得出命题:

命题 1:在组织际关系中, 一个组织内部的独

特资源是其与其他组织合作的基础。

这个命题的成立是显而易见的。由这个命题

的成立,从组织际关系研究的角度, 我们就可以把

资源依赖理论归入基础资源观的理论范畴之内。

这给今后的学者从资源的角度研究组织际的关系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此, 我们换一个角度,结合上述 RBV的某些

缺陷, 以及战略理论家对 RBV的批评 (W illiam son,

1999; E isenhardt and M artin, 2000; Priem and Bu-t

le, 2001) ,来看待 RBV在研究组织际关系中的地

位。批评者认为, RBV相对关注的是战略的内容

(战略资源的贡献 ), 而不是战略的过程 (战略资源

如何变得有价值和独特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

得到:

命题 2:基础资源观 ( RBV )关注的是组织际关

系的内容, 而非组织际关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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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命题明确告诉我们,组织际的关系实质上

是一种资源关系。同时也说明了, RBV告诉我们

组织际关系的基础是组织成员的内部资源,组织际

关系协调的对象是资源; RBV并没有解决组织际

关系是如何形成、如何发展以及如何协调的过程,

因此要解决这类问题, 还必须以此为基础,对其他

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此, 令人欣慰的是, 近几年

RBV与其他理论的完美结合, 为我们研究组织际

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途径。RBV实际上已经成为

组织际关系其他有关理论的基础。

四、结论与展望

基础资源观在组织际关系研究方面有着重要

的理论价值。本文通过对资源依赖理论和基础资

源观做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回顾,探讨了资源理论在

组织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本文发现,组织际关系

的基础是组织的内部资源,组织际的关系实质是一

种资源关系;一个组织的独特资源是其与其他组织

合作的基础。

但是,由于 RBV关注的是组织际关系的内容,

而非组织际关系的过程, 因此, 要全面了解组织际

的关系,还必须解决组织际关系过程的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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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消除他们的心理障碍,确立其乐观向上的生活

态度, 使之能保持正常的心境, 增强自身的免疫力,

成为生活中的强者。

(七 )以增强学生人格建构意识为动力, 引导

学生自我完善。

人格教育是强化与内化的统一, 需要学生具备

强烈的自我建构意识。人格的塑造过程,说到底,

实质是个体心理结构的 自组织 过程。学生只有

具备了自我建构人格的明确要求和强烈愿望, 并主

动寻找自身人格中的弱点,积极探索有效方法去攻

克这些弱点,教师的指导与教育才能卓有成效。人

格既不是单纯的思想观念, 又不是单纯的行为方

式,而是认知与行为紧密联系的综合体现,内在心

理与外显行为相一致的具体表现。因此在教学中,

只有充分调动了学生 做一个适应社会合格人才

的主观愿望,自觉地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才能

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八 )教育者要 以自己的人格为背景 , 增强

教育的可信度

教育者人格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格

教育的成功与否。因此作为 思品课 的教师, 应

该首先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 提高自己的人格水

平。在教学中, 以自己的人格作背景,才能使学生

心悦诚服, 才能赢得学生的信任、尊重和欢迎,才能

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的人格、志趣、甚至人生的

选择。 慎独 是教师指导学生做人的标准, 也是

教师本人做人的目标。

人格教育是一个全方位和长期的熏陶、教育、

训练的过程,也是一个综合施教的系统工程, 它渗

透于教育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之中。多年的教

学实践使我们认识到, 思品课 教学必须以人格

教育为基础,才能得到学生的欢迎, 收到应有的效

果。人格的形成非朝夕之功, 是个缓慢的过程,只

要教育者设计教育时注重强化人格培养要素,在整

个教育过程中以人格教育为基础, 就可以增强教育

活动的人格塑造力, 实现教育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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