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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 23 3 家中国非上市公司成长绩效的研究
,

揭示了战略与资源这两

种 因素分别对新创企业与成熟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方式
。

结果显示
,

在新创企 业中
,

战略

对于企业成长绩效不存在直接影响
,

而是通过影响新创企业资源的转换效率提高其成长

绩效
。

专用资源对新创企业成长绩效有直接作用
,

通用资源促进专用资源 的形成
,

进而提

高成长绩效
。

在成熟企业中
,

战略清晰度直接对成长绩效产生作用
,

通用资源 与专用资源

能够影响战略清晰度
。

研 究结论丰富了创业理论与战略理论对于企业成长的理解
,

为进一

步研究企业成长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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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 、 母. ,

从事管理的实践者通常会观察到一个现象
:
为获得企业生存与发展机会

,

新创企业通常将赌注

押在创业者个人能力与资源上
,

而成熟企业则更多依赖企业战略
。

对于一些新创企业或者中小企业

来说
,

创始人的个人资源与社会网络通常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

这些新创企业并不具备复杂

的战略管理能力与手段
,

但是
,

由于他们往往拥有某项竞争对手无法获取的资源
,

所以能够获得高

速成长
。

与创业者时常感觉到资源匾乏相反
,

很多成熟企业的 CE O 则通常为了战略问题感到烦恼
。

他们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公司战略问题
,

希望通过有效的战略管理解决公司成长瓶颈
。

一些失去战略

方向的成熟公司
,

即使拥有大量现金与技术资源
,

仍无法获得资本市场预期的成长 目标
。

理论界认为 (G eo rg e ,

200 5)
,

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压力
,

企业必须不断地提高业绩并获得成长
,

管理学领域的学者们也给出了影响企业成长绩效的多种不 同要素 (Gi lha rt e t al
. ,

2006 )
。

在管理学

者关注的诸多要素中
,

一类要素是通过观测新创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成长特征总结出来的
,

例如
,

企

业家的心理特征
,

企业家的自然特征
,

高管团队的组成等
。

这类因素更多用来解释新创企业与中小

企业的成长绩效
。

而另外一类因素更具有一般性
,

这类因素通常包括
:
战略

、

资源与环境等
。

相比专

门针对新创企业提出的要素
,

后者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贯穿了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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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第二类要素对处于不同阶段企业的成长绩效都有一定解释力
,

但是
,

学者们也注意到这些

要素会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演进
,

发挥不同作用
。

例如
,

Goo rg e (2005 )指出对于资源与成长绩效之

间关系最为重要的调节变量是公司成立时间
,

Fi e ge nb au m an d Karn an i ( 19 91 )则注意到战略在中小

企业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与在大企业中发挥的作用并不一样
。

然而
,

由于创业领域更多关注的是

新创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成长
,

而战略与组织领域更多关注成熟企业
,

资源要素与战略要素对于新创

企业与成熟企业成长的不同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

本文希望通过对新创与成熟企业成长绩效的研究
,

揭示资源与战略这两种因素分别对这两类

企业成长绩效的贡献
。

即对于新创企业来说
,

资源与战略如何影响企业成长绩效
,

这一影响模式在

成熟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
。

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

丰富理论界关于资源与战略对于

企业成长作用的理解
,

并且尝试推动战略管理领域与创业管理领域的进一步融合
。

二
、

理论发展与研究假设

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
,

本节围绕我们特定研究的需要
,

首先对本文中资源
、

战略以及企业成长

绩效的相关含义以及维度进行描述
。

然后
,

在现有理论与实证结果基础上提出理论假设
。

1
.

资谏
、

战略与企业成长绩效

( l) 资源
。

创业领域的学者将资源引人对新创企业的研究主要是解释为什么有些企业能够克服

所谓新进人者的不利性
—

新创企业由于缺乏生存的必要条件而比成熟企业更容易死亡
。

在新创

企业需要从外界获取的必要资源中
,

两类资源得到高度的关注
。

一类是财务资源
。

财务资源可以使

创业者完成既定的战略目标
,

允许新创企业改变原来的行动计划
。

另一类是人力资源
。

Card on

(2 00 3 )指出
,

相对于成熟企业
,

新创企业也许需要更加专业 以及更加熟练的员工
,

一旦企业进入扩

展期
,

它也许可以使用低技能的雇员满足生产的需求
。

在企业的资源组合中
,

有些资源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获得
,

而有些资源则是通过企业内部逐步

积累获得
,

无法通过市场方式获得
。

因此
,

我们将资源分为通用资源与专用资源两类
。

通用资源指的

是企业能够通过市场的方式获取的资源
,

包括大部分物质方面的资源和一些可以通过市场获得的

人力资源等 ;专用资源指的是企业为了特定的经营模式与目标
,

利用自身的一些通用资源逐步建立

起来的严格依赖于企业经营模式的资源
。

这些资源包括企业关于自身经营的一些独特的经营知识
,

以及与外部的关系等
。

(2 )战略
。

在讨论战略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文献中
,

对于战略概念的使用主要存在两种

倾向
。

一是将战略作为一项企业职能
,

讨论战略规划这项职能与企业产出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

系 ;二是将战略作为企业的一系列选择
,

直接讨论某种具体的战略选择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研究战略功能对新创企业绩效与成熟企业绩效影响的区别
,

并不关注某

种特定战略产生的绩效差异
。

因此
,

我们采用 了将战略作为一项组织功能的方式来展开研究
。

但是
,

与以往文献偏重将战略作为一个收集信息
,

设定目标的过程不同
,

我们更加偏重战略是否明确并且

被组织内部人员所认同
,

并将之定义为战略清晰度
。

与战略规划不同
,

战略清晰度并不关注企业是

否具有正规的程序进行战略的分析
、

制定与反馈
,

而是强调企业是否有明确的愿景
、

目标以及行动

方向
,

并且关注这些战略陈述是否被组织内部成员所理解与接受
。

( 3) 成长绩效
。

我们选择成长绩效
,

而不是绝对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 一是

大量的创业研究者已经指出成长对于创业成功是关键性指标
。

由于新创企业承受着新进人者的不

利
,

如果他们缺乏成长
,

则存活率将会大大降低
,

最终导致新创企业 的死亡
。

所以
,

成长对于新创企

业来说有特殊的意义
,

他们必须获得一定速度的成长
,

才能够获得生存的权利
。

二是成熟企业的经

理人员也经常将成长作为组织设定与追求的重要 目标 (B ru sh e t al
. ,

2侧X! )
。

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使

得成熟企业经理人员关注成长而不仅仅是绝对的绩效指标
: 一是成长给组织带来了规模经济与范



围经济 ;二是成长可以使企业具有更大的能力承受外部环境突然变化 ;三是成长会给经理人员带来

高工资收人 (To si e t al
. ,

2 (众〕)以及其他管理者收益 (M o rc k e t al
. ,

19 90 )
。

除了成长给企业和经理人

员带来的收益之外
,

成长给企业带来的管理上的复杂性也使得经理人员必须关注成长方面的指标
。

因此
,

企业的成长性是战略研究领域重要的绩效变量 (M ish in a e t al
. ,

200 5 )
。

2
.

新创企业资源
、

战略与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

除了极少的文献认为资源 的稀缺可 以促进资源使用的更加有效 (B ak e r ,

N el s on
,

2(X) 5 ; St arr
,

Mac M ill an
,

19 90 )
,

并且认为创业者的成功就是源于不顾资源限制对机会的追逐之外
,

大部分文献强

调了资源对于企业成长的重要性
。

V an d e Ven e t al
.

( 19 84) 认为资源的匾乏导致新创企业缺乏适

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

外部环境轻微的变化都可能带来企业的死亡
。

而 Ei se nh ard t e t al
.

( 19 90 )则认为

既然资源限制将会导致新创企业的死亡
,

那么
,

丰富的资源必然能够对新创企业成长带来影响
。

至

于资源对企业生存与成长产生影响的原因
,

主要包括丰富的资源能够允许新创企业发展或者更新

能力应付外界的变化 ;资源鼓励了尝试与风险承担 (G eo rg e ,

200 5 )
。

以往对于新创企业资源与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要么囿于某项具体资源的讨论
,

例如
,

人力资源

或者财务资源
,

要么将资源作为一个整体
,

忽视了具有不同特征的资源对于成长绩效的影响
。

但是
,

恰恰区别不同类型资源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是重要的 (Mi
s h in a e t al

. ,

200 5 )
。

我们认为
,

通用资

源与专用资源对于新创企业的成长绩效具有不同的作用
。

专用资源是创业者围绕特定的机会开发

或者获取的一种资源
。

这种资源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稀缺性与不可替代性
。

由于这类资源是直接围绕

机会与经营开发的
,

例如
,

与经销商或者供应商的合作关系
,

所以
,

这类资源对于新创企业
,

尤其是

那种追求成长为目标的新创企业是必不可少的
。

创业者或者企业要获得专用资源必须投人大量的

类似现金
、

人力资源等我们称为通用资源的另外一类资源
。

这些资源在创业者与经理人员有意识的

引导下逐步转化为企业所用的专用资源
。

创业者与经理人员的角色就是将通用资源转化成企业的

专用资源
。

所以
,

专用资源的发展是复杂的
,

并且具有路径依赖特征 (B arn ey
,

z aj a c ,

19 94 )
。

专用资源

的这种形成模式能够使得企业建立不可模仿的优势 (B am ey
,

1991 ;肠d。 e t al
. ,

199 7 )
。

如果不是购

买整个公司
,

竞争者不可能够获得这些资源与能力
。

因此
,

我们提出
:

假设 la :
新创企业的专用资源对其成长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

假设 lb :
新创企业拥有通用资源的程度对其专用资源的形成有正 向影响

。

战略清晰度对于资源的影响有两个方面
,

一是影响创业者将通用资源转化为专用资源的力度
。

由于新创企业资源有限
,

所以
,

创业者必须在通用资源与发展专用资源之间进行权衡
。

为了能够在

生存与发展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
,

新创企业必须将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 (A rth
u I’s

,

Bus en it : ,

2(X) 6 )
。

专用资源的发展需要依赖通用资源的消耗
。

例如
,

技术创新程度不同的企业需要不同程度的资源
,

并且技术创新程度高的企业会消耗大量的企业资源
。

专用资源的消耗必然会导致通用资源的匾乏
,

并直接影响新创企业的存活
。

所以
,

创业企业战略的清晰度能够很好的指导创业者与经理人平衡好

专用资源与通用资源之间的关系
。

二是源于对专用资源投人的一致性
。

创业战略将新创企业锁人了

特定的战略方向
,

这是因为企业会根据这种最初的战略建立内部的一致性投资
,

这种投资会强化企

业在某个方面的能力
。

并且
,

由于这些新创企业的战略会在企业成立之后的多个年代保持
,

所以会

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在专用资源发展与培育的方向
。

新创企业的战略越清晰
,

企业在专用资源的建

立上就会具有方向性与目标性
,

从而在专用资源发展上就更加具有连贯性与持续性
。

如果仅仅依靠

创业者的直觉来发展专用资源
,

企业在专用资源的投人上会随着创业者认知能力的变化而发生转

移
,

最终在专用资源的发展上过于分散
。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论述
,

我们提 出
:

假设 I C :
新创企业的战略清晰度对其专用资源的发展具有正向影响

。

3
.

成熟企业资源
、

战略与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

与新创企业承受着资源匾乏之苦不同
,

成熟企业面临着如何有效管理组织成长带来的复杂性
。



这种难以管理的复杂性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
,

内部资源的配置与外部机会的把握
。

前者说明成熟

企业应该关注内部各种活动的协调
,

后者则强调了成熟企业必须充分运用企业内部资源
,

把握市场

机会 (米歇尔等
,

200 2 )
。

战略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企业解决这两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
。

一个清

晰并且能够得到内部成员认同的战略会给内部资源的配置带来效率
,

能够解决资源 的需求与资源

供给之间的矛盾 ( A rm st ro ng
,

19 82 )
。

而且
,

一个清晰的目标有利于企业建立一系列的行动方案去完

成他们的目标 (Brew
s ,

Hun t
,

199 9 )
。

具有良好战略清晰度的企业
,

能够规划帮助企业从其他与目标

无关的活动中解放出来 (R ob ins o n ,

198 4)
,

从而用系统的方式获得完成目标 (Sh rad
e : e t al

. ,

19 89)
。

Sm i th e t al
.

( 19 90 )还指出清晰的战略目标能够使得企业迅速纠正与目标偏离的行为
,

回到企业正

确的方向上来
。

不仅如此
,

清晰并且被更多企业内部人认同的战略能够帮助企业抓住市场带来的机

会
,

不会由于时间的耽搁而失去成长的机遇
。

所以
,

企业战略的清晰度能够直接影响企业的成长绩

效
,

企业战略目标以及愿景被企业认可的程度影响了企业的成长
。

米歇尔等 ( 200 2 )在讨论企业资源在企业家精神的边际效应中指出
,

企业资源的过度投人会使

得企业的经营模式和战略相对透明
,

他们认为这种透明会泄露企业战略意图
,

最终
,

可能会损害企

业价值
。

虽然他们关于企业资源对于企业价值的负效应是否成立有待进一步检验
,

但是我们认为企

业专用资源的不断积累
,

有利于企业战略的清晰化
,

并且能够让更多企业 内部人认同企业战略
。

这

种战略目标的清晰化与米歇尔等 (2 00 2) 提出的透明化概念区别在于
,

前者强调战略目标在组织内

部的作用
,

而后者则强调了竞争对手可 以通过企业的行为猜测其战略意图
。

专用资源的积累意味着

企业将大量的通用资源投人特殊的业务与职能领域
,

这种在某个领域或者职能方面的大量投人使

得企业在制定
、

确立战略方向与目标时具有一定的限制
,

这种限制同时使得企业战略目标具有相对

清晰
。

综合以上的论述
,

我们提出
:

假设 2a :
成熟企业的战略清晰度对其成长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

假设 Zb :
成熟企业拥有专用资源的丰富程度对其战略的清晰度有正向影响

。

三
、

研究设计

1
.

研究样本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样本
,

样本均来 自中国的非上市公司
。

调查方式包括邮寄
、

电子邮

件和课堂发放三种
。

通过邮寄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调研问卷 6 29 份
,

回收 210 份
,

回收率为 33
.

8%
。

按照答题率 80 %的要求
,

剔除无效问卷 66 份
,

有效问卷为 144 份
。

通过课堂发放方式发出问卷 10 5

份
,

回收 97 份
,

回收率为 92
.

4%
。

按照同样的答题率要求
,

剔除无效问卷 8 份后
,

有效问卷为 89 份
。

因此
,

共有有效问卷 233 份
。

样本的基本特征见表 1
。

我们检验了邮寄
、

电子邮件方式与课堂发放方

式两组样本的均值
、

方差是否有显著差异
,

结果表明
,

两组样本的成立时间等四项基本特征以及 23

个概念测量题项均为方差齐性
,

且 t 检验显示均值不具有显著差异
。

2
.

缺失数据处理
、

未答复偏见检验等统计前的准备工作

可用的 233 份问卷变量测量部分的数据缺失率仅为 0. 69 %
,

明显低于 5%
,

且缺失数据没有明

显规律
,

是随机的
,

因此
,

不会造成统计资料的缺陷
。

鉴于可用 问卷中缺失数据的情况
,

本文采用均

值替代法来处理
。

未答复偏见检验
、

正态分布假设检验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三项 的结果表明
:
较早

和较晚回答的两组数据不存在显著差异
,

数据不存在未答复偏见问题 ;样本的单变量均没有表现出

显著的非正态性 ;H a
rm an 单因素检验法显示不存在一个能够解释大部分方差的因素

,

共同方法偏

差 问题不显著
,

即变量间的关系不是由共同方法偏差导致的
。

3
.

概念的测 t 与检验

成长绩效的测量与检验
。

成长绩效的量表主要参考了 De C le rc q 与 S叩ien za (2 00 5 )
、

w ij be n ga

et al
.

(2 0() 7 ) 的研究
,

采用总体评价和单项评价两个维度
。

总体评价 3 个题项的 C m n bac h a 值为



表 1 样本的基本特征

特特性性 分类类 样本数数 百分比比 特性性 时间(年 ))) 样本数数 累计百分比比

年年销售收入入 10( X) 万元以下下 3 888 16
.

5999 企业业 111 777 3. oooo

111110( 刃万一4 99 9 万元元 4000 17
.

4777 成立立 222 666 5
.

5888

55555《兀k) 万一2. 99 9 亿元元 6 777 29
.

2 666 时间间 333 l lll 10
.

3000

33333 亿一ro 亿元元 3777 16
.

166666 444 l 333 15
.

8 888

111110 亿元以上上 4 777 20
.

5 22222 555 1666 22
.

7 555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777 25
.

7 555

777777777 555 27
.

9000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777 30
.

9000员员工人数数 100 以下下 5444 2 3
.

188888 999 999 34
.

7 666

11111(X) 一4 9999 6 lll 2 6
.

188888 l 000 3333 4 8
.

9 333

55555以〕一199 999 5 lll 2 1
.

899999 l lll 777 5 1
.

9 333

22222 (K减)一5侧洲〕〕 2666 1 1
.

166666 l 222 777 54
.

9444

55555《XX) 以上上 4 lll 17. 600000 l 333 555 57
.

0 888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444 111 57
.

5 111

lllllll 555 777 60
.

5 222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666 333 6 1
.

8000

行行业业 信息业业 6555 2 8
.

0 22222 l 777 333 63
.

《为为

制制制造业业 8777 3 7
.

5 00000 l 888 l 000 67
.

3 888

服服服务业业 6666 2 8
.

4 55555 l 999 444 69
.

1000

其其其他他 l 444 6
.

0 33333 20 以上上 7222 100
.

0000

注 :
每一特性下的样本数总和为填答该项内容的样本数(填写行业的样本 2 32 个

,

有一份问卷未填答行业信息
。

销售收人也有

4 份问卷未填该项
。

但是这些样本特征数据的缺失
.

并不影响统计分析
。

详细见缺失数据的处理 )
。

0. 86 7
。

剔除一个题项后
,

单项评价 3 个题项的 C ro n bac h a 值为 0. 84 0
,

成长绩效总量表的 Cro nb ac h

a 值为 0. 8 9 1
。

成长绩效概念测量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结果是
: GF卜0. 9 94

,

N n =0 .9 95
,

A GF卜

0. 98 5
,

R MR =0 .0 20
,

xz( 8 ) =4
.

110
,

P=0
.

84 7
,

且所有因子负载的标准化系数和测量误差均在可接受范

围内并在 p 二0. 00 1 下显著
。

因此
,

成长绩效的概念测量具有良好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

战略清晰度的测量与检验
。

依据我们对战略清晰度的概念界定
,

其量表主要围绕战略陈述是否

清晰
、

内部员工对战略是否认同等内容进行设计
。

这与 Bru sh an d c hag an ti ( 19 99 )通过测量具体战

略类型来替代战略的清晰度有所区别
。

我们认为
,

本文采取的方法更容易减少答题人的误解
。

测量

用总体评价 (3 个题项 )和单项评价 (3 个题项 )两个维度
。

剔除一个题项后
,

总体评价的 Cro nb a ch a

值为 0. 84 8; 单项评价的 C ro nb ac h a 值为 0. 7 6 8
,

总量表的 C ro nb ac h a 值为 0. 853
。

战略清晰度概念

测量模型 的验证性 因子分析拟合结果是
: GR =0 .9 99

,

Nn =0 .9 98
,

AGH = 0. 99 5
,

R MR =0 .0 16
,

x Z (4) 二

0. 790
,

P=0 .9 40
,

且所有因子负载的标准化系数和测量误差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并在 p =0
.

00 1 下显著
。

因此
,

战略清晰度的概念测量具有 良好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

专用资源丰富程度的测量与检验
。

对专用资源的测量与 Barn ey ( 19 9 1 )所做的工作一致
。

总体评

价和单项评价的 Cro n b a e h a 值分别为 0
.

7 19 和 0
.

7 16
,

总量表的 e ro n b a e h a 值为 0
.

7 69
。

专用资源

概念测量模型 的验证性 因子分析拟合结果是
: GR =0 .9 82

,

N n =0 .9 60
,

AGFI 二0. 9 53
,

R MR =0
.

06 6
,

xz( 8 )二 12. 55 9
,

P=0
.

12 8
,

且所有因子负载的标准化系数和测量误差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并在 p =0
.

00 1

下显著
。

因此
,

专用资源丰富程度的概念测量具有良好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

通用资源丰富程度的测量与检验
。

本文对通用资源的测量
,

借鉴 c oo Pe : e t al
.

( 19 94 )的研究
,

用人力资源 (2 个题项 )和财务资源 (2 个题项 )两个维度
。

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的 c o n bac h a 值分

l 9



别为0. 74 7 和 0. 7 18
,

总量表的 C ro nb ac h a 值为 0. 7 82
。

通用资源概念测量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拟

合结果是
: Gn =0 .9 91

,

Nn =0 .9 85
,

AGn =0
.

90 8
,

RMR=0
.

04 2
,

扩( 1 )二2. 67 7
,

P=0
.

102
,

且所有因子负载

的标准化系数和测量误差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并在 p =0
.

00 1 下显著
。

因此
,

通用资源丰富程度的概念

测量具有良好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

四
、

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SE M )分析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来检验理论假设
。

采用的统计软件

是 A MOS4 .0
。

在参数估计的方法上
,

采纳了对于较小样本下非正态问题最为可靠的最大似然法
。

模

型设定中
,

我们遵循结构方程模型的简约性原则
,

对两阶的概念测量模型采用部分聚合模型
,

以减

少大规模观测变量和估计参数对模型拟合效果的不良影响
,

以及大规模自由估计参数对样本容量

的过高要求
。

我们遵循 n i一R e n k。 e t al
.

(2 (X) l )以及 r i s e h e : a n d R e u b e r (20() 4 )在研究中对新创企

业的界定
,

按照企业成立时间不超过 10 年与超过 10 年将样本分为两组进行统计分析
。

新创企业

(成立时间不超过 10 年 )的样本数为 114
,

成熟企业 (成立时间超过 10 年 )的样本数为 119
。

1
.

新创企业资派一战略一成长绩效之间关系的统计结果

按照假设 la
、

lb
、

I C
设定模型

,

数据点大于需要估计的参数数目
,

满足模型识别的必要条件
。

修

正前
,

模型拟合效果一般 (见表 2)
,

存在修正空间
。

我们增加 3 个残差之间的相关关系
,

重新进行参

数估计和模型拟合效果评价
。

修正后的模型拟合效果有了较大改进 (见表 2 )
,

综合各项拟合指标来

看
,

拟合效果良好
,

可以用来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
。

衰 2 修正前后新创企业资源一战略一成长绩效模型拟合结果摘要

假假假设模型型 假设模型型 饱和模型型 独立模型型 修正后指标计算结果解释释

(((((修正前 ))) (修正后 )))))))))

扩扩( P ))) 59
.

45 555 27
.

59 111 0. (X旧旧 364
.

2 8 111 很好
,

小于 222

XXXZID FFF (0
.

(扣旧))) (0
.

0 16 ))) 1
.

《X旧旧 (0
.

0以) ))) 很好
,

大于 0. 9000

GGGF III 3
.

49 777 1
.

97 111 1
.

《XX))) 13
.

0 1000 介于 0
.

0 8 和 0
.

10 之间间

RRRMSE AAA 0. 91拓拓 0. 94 666 1
.

(X洲))) 0
.

4 1222 很好
,

大于 0. 0000

NNNF III 0
.

14999 0. 的333 1
.

〕吠】】 0
.

32 666 非常好
,

大于 0. 9555

IIIFIII 0
.

83 777 0. 9 2444 0. 《XX))) 仓(以 ))) 很好
,

大于 0. 9000

TTTLIII 0
.

87 888 0
.

9 6 111 72
.

0以〕〕 0. (X旧旧 非常好
,

大于 0
.

9 555

CCC FIII 0
.

79 222 0
.

9 199999 0. (XX))) 可以接受
,

大于 0. 80 接近 于 0. 0000

AAAG凡凡 0
.

87444 0. 9 600000 0. 0以))) 可以接受
,

接近 0. 5000

PPP Cnnn 0
.

80 111 0
.

8 622222 0
.

24 333 小于饱和模型值
,

且远小于独立模型值值

AAA ICCC 0
.

53000 0
.

4 800000 0
.

侧叹】】】

99999 7
.

4 5555 7 1
.

59 11111 3 80
.

28 11111

修正后模型的完全标准化参数估计结果如图 1 所示
。

新创企业 的战略清晰度对专用资源的影

响关系为正
,

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 83
,

P <0
.

00 1
,

具有很高的显著性
,

假设 I C
得到支持

。

新创企业 的

通用资源对专用资源的影响关系为正
,

标准化路径 系数为 0. 84
,

P<0
.

00 1
,

具有很高的显著性
,

假设

1b 得到支持
。

新创企业的专用资源对成长绩效 的影响关系为正
,

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 74
,

P<0
.

00 1
,

具有很高的显著性
,

假设 la 得到支持
。

新创企业的成长绩效方差 比率 0. 54
,

说明专用资源对成长绩

效具有很好的预测能力
。



...........

人力资源源单单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

0
.

4 8

图 1 新创企业资源一战略一成长绩效模型的完全标准化参数估计结果

2
.

成熟企业资源一战略一成长绩效之间关系的统计结果

按照假设 Za 、

2b 设定模型
,

数据点大于需要估计的参数数 目
,

满足模型识别的必要条件
。

修正

前
,

模型拟合效果一般 (见表 3)
,

存在修正空间
。

我们增加 1 个残差之间的相关关系
,

重新进行参数

估计和模型拟合效果评价
。

修正后的模型拟合效果有了改进 (见表 3 )
,

虽然不是非常理想
,

但是可以

接受
,

可以用来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
。

表 3 修正前后成熟企业资源一战略一成长绩效模型拟合结果摘要

假设凑型 (修正而 「孩设模画i奋企后川一 饱和夜亘 }

姗姗000

XZ
(P )

X相F

G曰

RMSEA

N n

IF I

叨J

CFI

AGFI

P Cn

A IC

78
.

138 ( 0
.

(冗心)

4
.

59 6

0
.

87 2

0
.

17 5

0
.

8 52

0
.

88 0

0
.

79 8

0
.

87 7

0
.

72 9

0
.

5 33

116
.

13 8

65
.

924 ( 0
.

以扣 )

4
.

120

0
.

88 7

0
.

163

0
.

87 5

0
.

90 2

0
.

82 5

0
.

驯X)

0
.

74 5

0
.

5 14

105
.

924

0. (众 )

72
.

(拟 )

独立模型

5 26
,

5 80 ( 0
.

《洲洲) )

18
.

806

0 .3 4 0

0 3 88

0
.

(洲犯

0
.

(以 )

0
.

《洲X)

0
.

《兀旧

0
.

15 1

0
.

《X旧

54 2
.

58 0

修正后模型的完全标准化参数估计结果如图 2 所示
。

成熟企业的专用资源对战略清晰度 的影

响关系为正
,

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 80
,

P < 0
.

00 1 ,

具有很高的显著性
,

假设 2b 得到支持
。

成熟企业 的

战略清晰度对成长绩效的影响关系为正
,

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 74
,

P<0
.

00 1
,

具有很高的显著性
,

假

设 Za
得到支持

。

成熟企业的成长绩效方差 比率 0. 54
,

说明专用资源对成长绩效具有很好的预测能

力
。

此外
,

统计结果显示
,

成熟企业的通用资源对战略清晰度的影响关系为正
,

标准化路径 系数为

0. 59
,

P <0
.

00 1
,

具有很高的显著性
。

2 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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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8

财财务资源源

整整体体

单单项项

0. 46

圈 2 修正的成熟企业资源一战略一成长绩效模型的完全标准化参数估计结果

3
.

复核效度检验与模型因果结构稳定性分析

对于新创企业与成熟企业的资源一战略一成长绩效模型
,

我们分别进行 了复核效度检验和模

型因果结构稳定性的分析
。

在复核效度检验方面
,

每个模型我们均将样本随机分为两组
,

利用多样

本模型方法
,

宽松策略
、

温和策略和严谨策略的证据表明
,

随着策略严紧度的增加
,

效度样本卡方增

量未达到 0. 05 的显著性水平
,

卡方增量是随机变化量
。

而且
,

三种策略下的 ECVI 值都落在 90 %的

置信区间内
。

因此
,

检验结果理想
,

模型在两组随机划分的样本间具有稳定性
。

在因果结构稳定性分

析方面
,

我们在新创企业模型中增加战略清晰度与成长绩效以及通用资源与成长绩效的两个路径
,

体现其直接效应
,

得到两个标准化路径系数的 p 值均不具有显著性
。

同样道理
,

在成熟企业模型中

增加通用资源与成长绩效以及专用资源与成长绩效的两个路径
,

体现其直接效应
,

两个标准化路径

系数的 p 值均不具有显著性
。

这些结果表明
,

两个模型均具有一定的因果结构稳定性
。

五
、

结论与讨论

我们的实证结果证实了资源与战略这两个因素对于新创企业的成长绩效与成熟企业 的成长绩

效有不同的作用
。

对于新创企业来说
,

战略的清晰程度对于企业成长绩效并没有直接影响
,

这一结

论与 Bru sh an d Ch ag an ti( 19 99 )在研究零售与服务类企业的战略对成长绩效影响所得出的结果具

有一致性
。

但我们对于战略 目标在新创企业成长过程的作用要比他们乐观很多
,

因为我们发现战略

目标对于新创企业专用资源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

而专用资源在我们的成长模型中具有核心地位
。

战

略领域的学者普遍认同战略规划在企业成长过程的作用
,

创业领域的学者则突出创业者的动机
、

能

力以及承担风险的意愿等要素的地位
。

我们的结论并不能简单地支持任何一方的理论
,

即使把范围

缩小到新创企业
,

我们的结论也只能支持 Fi e ge nb au m a nd Karn an i ( 19 9 1 )关于战略在小企业的功能

与在大企业的功能并不一样的发现
。

在新创企业中
,

战略目标的外化
,

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发展专

用资源
。

战略 目标的清晰可以提高通用资源 向专用资源转化的效率
,

使得原本就资源厦乏的新创企

业减少试错行为带来的资源浪费
。

这一结论启示我们
,

创业者不仅要关注如何获取企业发展的必要

资源
,

而且应该通过明晰创业企业的战略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
。

战略上的清晰能够直接提高成熟企业的成长绩效
。

这一结论与大部分战略学者与实践者的发

现是一致的
。

但是
,

与许多学者强调战略与资源之间的匹配关系不同
,

我们发现资源充裕
,

能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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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企业的战略清晰程度
。

结合战略在新创企业中的作用
,

我们发现战略在新创企业成长过程中的

作用是帮助企业更好地配置和利用资源
,

而在成熟企业中
,

资源形成路径则反过来决定了战略的清

晰程度
。

所以
,

对于成熟企业来说
,

战略是否清晰并不简单取决于企业成文的战略陈述或者复杂的

战略工具
,

而在于企业是否能够持续的
、

一致的发展某些专用资源
。

这一推论对于中国的成熟企业

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

目前
,

很多中国的大企业都在发展 自已的管理工具与手段
,

并强调战略

规划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

这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成熟企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投资
。

但是
,

票提高企

业战略的清晰度
,

必须持续地对专用资源进行投人
,

才有可能使得战略得到更多企业内部人的认

同
,

最终提高战略的清晰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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