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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文章探讨了中小企业创业导向、知识获取与整合能力和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并通过对
长三角地区的462份中小企业有效样本问卷调查，使用SPSS18和AMOS20.0分析测试创业导向对技术创新绩效的直接
和间接影响。结果表明，创业导向中的风险维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在引入知识获取与整合变量后都变弱了，
此时通过知识获取与整合创业导向间接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知识获取与整合可以作为创业导向风险维度与技术创新绩
效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而通过知识获取与整合并不影响创业导向创新维度和前瞻维度对于技术创新绩效正向影响，
因此，知识获取与整合在这种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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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capability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SMEs. It applies SPSS18 and
AMOS20.0 to analyze and test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
mance, based on the survey of 462 valid samples of SME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rect im⁃
pact of the risk dimension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weakened after the intro⁃
duction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variables.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impacts indirectly techno⁃
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integration.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integration can be
a mediating variable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integration does not affect innovative dimension and forward-looking dimension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which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refore,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integration plays partial⁃
ly a mediating role in this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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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改革开放至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中小企业经历了重

大的管理转变，加之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小企业必须加强

自身战略管理和知识获取与整合，因为基于知识的战略管理

会带来一个可持续竞争优势。这种战略一般要求该公司连续

“差异化”其产品和技术，也就是中小企业必须不断进行知

识和技术创新方能生存和发展[1]。

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要么是创新要么是灭

亡，随着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变为了决定性作用，产品和

技术创新被视为中小企业的生存和成功的必要先决条件。关

注创业导向和知识获取与整合成为学术研究人员和企业管理

者的新的重要选题 （Wang 和 Ahmed，2004）。Lumpkin 和

Dess（1996）在其经典的企业创业论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

他们认为可以把创业导向（以下简称EO）描述为导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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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进入过程、实践和决策活动。企业创业文献已经承认了

创业导向对于企业生存和绩效的重要性 （Wiklund和 Shep⁃
herd，2005；Hughes和Morgan，2007）。

创业导向的概念虽然由来已久，中国的管理实践也涌现

出大量的企业创业行为，然而在中小企业中，为了追求效率

而一度忽视了企业长期战略规划，缺少创业战略导向。作为

战略导向之一的创业导向，在中小企业的研究和运用也都远

远不够深入。战略性地运用中小企业创业导向进行技术创新

和竞争优势培育，在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不仅可以丰富已有

的企业创业导向理论，同时也可以指导中小企业的创业和技

术创新实践，这无疑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2]。

目前，学术界从中小企业创业导向研究了其与企业绩效

的关系，并已证实中小企业创业导向对技术创新具有影响。

但是，创业导向如何影响技术创新?是否通过知识获取与整

合的中介作用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影响?企业的不同规模和

生命周期阶段是否会对中小企业创业导向、知识获取与整合

和技术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相关学者未能给

予较多的回答。基于此，本文拟从中小企业创业导向出发，

以长三角地区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探

索中小企业创业导向、知识获取与整合能力和技术创新绩效

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一）中小企业创业导向和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
中小企业创业导向是指中小企业创业者的战略定位，获

得具体的创业结果时所表现出来的决策风格、做法和方法

（Lumpkin 和Dess，2001）。研究中小企业创业的学者们试图

解释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创业导向

使小企业或新企业比竞争对手有更好的表现，并提升公司业

绩。然而，实证研究的结果是喜忧参半的[3-5]。实证结果提出

了创业方向是否始终是一个有效的定位，它与绩效的关系是

相对比较复杂的。大多数研究表明，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

影响研究仍存在着隐含因素，虽然这些因素仍在研究和探索

中，但是创业导向和包括技术创新绩效的企业绩效的关系是

一种正向的关系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和实证的验证[6-7]。创

业导向反映了企业如何运作，而不是具体做什么。作为中小

企业往往同时也是刚刚创立的企业，往往有相对有限的财务

和管理的资源[8-9]，所以他们可能要在追求的战略方向特别小

心，在研发方向不敢过度投入资源，导致技术创新胆略不

足，同时不创新企业又会消亡。鉴于技术创新绩效的重要

性，创业导向作为一种企业如何被有效组织和利用市场机会

的变量对于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存在着正向的关系[10-12]。

中小企业作为整个社会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殊子系

统，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主体。随着改革的不断

推进，中小企业更快走向了市场经济体制，其技术创新活动

受市场环境影响越来越大。在当今如此激烈的市场中，中小

企业创业者越来越意识到技术创新对中小企业竞争力、消费

者忠诚度以及企业良好声誉的重要意义 [13]。当然不得不承

认，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仍是一个充满风险、应用周期较长

的过程，要想取得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中小企业必须具有

创业创新导向 [14-15]。准确地把握和监测其外部环境的变化，

不断收集和获取市场需求、技术更新换代和政策变动等方面

的信息资源，提升技术创新绩效，同时也要考虑其他的隐含

因素存在。

（二）中小企业创业导向和知识获取与整合的关系
过去大部分创业导向研究侧重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独立影

响的研究，而忽略了可能中介创业导向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

绩效的其他因素。野中研究日本企业如何管理新产品开发流

程时发现，企业创新过程还包含知识的取得、创造、运用与

保存等内涵，换言之，仅仅处理信息是不足的，创新通常来

自于创新者个人的信念，这些信念是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或

者称为心智模式。随后他们将主观观点转换成客观语言，并

努力争取所处组织的认同，最后才将概念转化成具体产品。

尽管技术创新过程漫长，但是整个过程的开端是一种创业导

向活动，却是相当主观的[16]。

创业的态度和行为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可以有利于中小企

业利用新的和现有知识并发现技术创新机会，具有至关重要

的价值。另一方面，企业创新有一种支持新想法和新点子的

倾向[17-18]，进一步加大参与开发新产品的技术开发[19-20]。新产

品的技术创新涉及广泛而深入的知识获取和整合活动。具有

创业导向的企业往往依赖于知识流程中重点投入部分的员工

知识和技能[21-22]。因此，考虑知识在发现机遇和新想法时具

有显著作用，野中郁次郎（1991）认为，在目前竞争激烈的

环境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不确定性，知识视为企业成功的

主要区别因素可以被看作是创新的基础，因此需要被加以管

理。根据这一点，创业导向的公司更容易对于知识获取与整

合集中注意力和精力。因此，我们可以合理预期创业导向和

知识获取与整合之间的积极关系[23-25]。

（三）知识获取与整合和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
知识获取与整合是一种方法，可以利用更多的知识和专

长以创造价值，提升组织效能。知识获取与整合可以定义为

有计划、有结构化的流程管理采集、共享和应用[26-27]。作为

一个组织的知识资产，以激励创新绩效。知识获取被定义为

利用现有的知识和把握新知识的过程[28]，可以定义为所有参

与过程中活动的个人之间传播知识的过程。知识获取被定义

为知识应用的业务流程，通过这些有效的存储和检索机制，

使企业轻松获取知识。以往的研究证实，有效的知识获取与

整合有利于新的见解和知识在创新过程中所需的沟通和交

流，进一步提高创新绩效[29-30]。因此，知识获取与整合能起

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支持和促进创新。因此，本研究提出，

知识获取与整合对于公司的创新绩效提供了积极的贡献。因

此，通过有效的知识获取与整合，企业将能够将知识转化为

创新的产品和工艺。

三、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假设
应该指出，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是在发达国家，将

他们的研究结果推广到其他研究情境的开放问题就留待以后

解决，如像中国这样的正在面临变革的转型经济体。这种快

速变化的不确定性成为中小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一大挑战。

鉴于这方面的研究有限，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中，通过知识获

取与整合促进创新仍是未知。我们认为，中小企业将为我们

提供一个重要的机会，研究创新创业导向和知识获取与整合

的效果。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试图检查中小企业的知识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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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与整合、创业导向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概念模型如图1
所示。这种模型的焦点是知识获取和整合是如何中介影响创

业导向对技术创新绩效的效果。

在这项研究中，以往的研究只是探讨了创业导向影响企

业绩效的机制，但是创业导向如何通过知识创造过程影响企

业绩效则研究不多。通过前面三个小节的系统分析，我们已

经理清中小企业创业导向、知识获取和整合以及技术创新绩

效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中小企业知识获取和整合为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一个共同的知识交流平台，进而促使中

小企业从整体上把握技术创新的要领与精髓。通过创业导

向，中小企业在充分利用内部资源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尽

最大努力从外部组织获取价值性资源，并将其与内部资源进

行整合，从而提高技术创新绩效。故而，本文遵循前文的

“结构—行为—绩效”的理论分析脉络，构建如图1所示的概

念模型。

图1 本文研究概念模型

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中小企业创业导向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是正

向的；

H2：创业导向对于知识获取与整合正相关；

H3：知识获取与整合与技术创新绩效正相关。

（二）数据来源
样品和数据收集：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

据，所有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题项运用李克特7点量尺，范围从

1=“强烈不同意”，5=“中等”，7=“强烈同意”。在问卷中的

变量包括背景资料，创业导向、技术创新绩效以及知识获取

与整合。样本总体是中小企业，以长三角地区中小企业为样

本，我们选择了成立一年以上的企业，分发800余份问卷，并

要求高层管理人员（即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和

技术主管等）熟悉这一研究话题完成问卷。共收到 502份答

复，其中剔除不合格和不完整问卷40份，其余462份有效和

完整的调查问卷用于定量分析，涉及企业数为116家。

四、变量及其测量

（一）创业导向
Brock（2003）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各种维度已经被发现

以鼓励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效益有助于推动新办企

业的创业能力。根据上面的讨论，Lumpkin和Dess（2001）
认为创业导向可视为组织创新过程、实践、理念和决策活

动。国际著名学者已经将创业导向界定包括五个维度：创

新、承担风险、积极主动、有竞争力的攻击性和自主性，这

几乎包含在所有的创业过程中，针对中小企业也是适用的。

创业是一个组织从事和支持新的想法和新奇事物、实验和创

造性的过程的倾向，创业过程可能会产生新产品、新服务或

技术工艺以及追求创造性的、不寻常的或新的技术创新解决

方案（ Certo，et al.，2009）。承担风险是指中小企业从事高

风险的技术项目和管理倾向，大胆同时又非常谨慎地行动，

以达到中小企业战略目标的倾向（Miller，1983）。主动性是

对未来需求的预测和行动，可能会或可能不会涉及当前业务

流中寻求新的机会，在引进新的产品和品牌竞争优势的过程

中，战略性地消除那些处于成熟或衰退阶段生命周期的运营

部分（Lumpkin和Dess，2001），同时也可定义为在市场上超

越对手，企业直接挑战其竞争对手的强烈倾向。Lumpkin和
Dess（1996）认为创业意义上的自主性则是由一个团队或个

人的独立行动所带来的愿景或想法，然后使之顺利形成战略

目标并落实。我们借鉴Lumpkin和Dess（1996）的创业导向

三个维度的题项。创新包括 4个问题来衡量公司在引进新产

品/服务支持创造力和实验、新颖性和开发新工艺的研发意

愿，承担风险包括 4个问题来衡量公司的倾向，冒险进入未

知的新市场，承诺很大一部分资源给企业以追求不确定的结

果。前瞻性也包括了 4个题项。在企业创新性维度量表设计

中，采用如下4个题项：① 企业是否总是积极推动员工进行

产品／市场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创业导向)；② 企业

能够对新技术研发及持续发展进行适当投资(创业导向)；③
企业推出了很多新产品或新服务(创业导向)；④ 企业总是对

创新进行物质和精神重奖。

在企业风险承担性(后文简称风险性)维度量表设计中，

采用如下4个题项：① 企业是否倾向于选择高风险、高回报

的项目(创业导向)；② 企业在实现经营目标方面是否倾向于

采取大胆和迅速的行动(创业导向)；③ 企业在不确定情况下

进行决策时是否喜欢采取大胆、积极的态度来挖掘潜在的获

利机会(创业导向)；④ 如果某一管理者承担了风险，但失败

了，他(她)是不会被惩罚(创业导向)。
在企业超前行动性(后文简称先动性)维度量表设计中，

采用如下 4个题项：①企业是否重视不断开发外部环境的机

会(创业导向)；② 企业在面对竞争时，是否会采取超前行动

成为行业领先者(创业导向)；③ 企业是否能够领先于竞争者

引进或开发新的产品或技术(创业导向)；④企业总是在市场

中抢占先机。

（二）知识获取和整合
我们借鉴 Chen and Huang(2009)知识获取与整合维度，

知识获取的因素包括 4个问题，主要测试受访者在何种程度

上以及如何获得客户、合作伙伴和员工的显性和隐性知识。

知识整合的因素包括 6个问题反映在何种程度上公开分享知

识，上司和下属之间、同事之间、不同单位之间显性和隐性

知识。这两个变量在知识应用的因素是投入实际使用的有效

管理和利用知识。在企业创业导向量表设计中，本文从创新

性、超前行动性和风险承担性 3个方面进行测量，重点参考

了刘预等人所设计的量表，形成最终量表。

知识获取与整合的量表主要参考了 Jansen 等人的研究成

果。知识获取与整合分为获取能力和消化能力两个维度；实

现知识获取与整合分为转化能力和应用能力两个维度。获取

能力反映了企业对外部知识的识别和获得能力；消化能力体

现了企业对外部知识分析、处理和理解的能力；转化能力体

现了企业对获取的外部知识进行整合的能力；应用能力体现

了企业在获取、消化、转化的基础上进行知识创造和运用的

能力。每个维度各3个题项，共12个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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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知识获取。根据 Lyles、 Salk （1996） 和 Rollins、
Halinen（2005）的研究，对企业知识获取的测量主要采用以

下三个指标进行测度：①具有完整的制度和程序进行企业知

识的搜集、分析和整理；②经常与企业互动来定义和澄清项

目需求；③项目小组能够快速吸收项目中所需的新知识。企

业知识整合。根据 Kogut 和 Zander(1992)、Boer 等 (1999)
以及 Campbel（2003）对知识整合的研究及本研究的实际特

点，采用以下三个指标对接包企业知识整合进行测量：①经

常与企业进行沟通以对项目产品概念进行修订；②通过对企

业知识的开发，将当前的各类知识进行有效的合成利用；③
获取的企业知识被充分集成到项目实施当中。最后经过整合

和整理，制定条目为：知识获取主要是搜集外部知识的能

力；持续搜集行业发展新的相关信息的能力；员工记录和存

储新知识以备将来使用的能力；能够很快识别外部新知识的

用处。知识整合主要包括员工之间分享实践经验；同事分享

获取的新知识；新知识和已有知识的融合能力；利用外部新

知识开发新机会的能力。

（三）技术创新绩效
在Wang和Ahmed (2004)创新维度的定义在基础上提出

技术创新绩效包括6个问题来衡量商品和服务方面对环境变

化的响应程度，以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综合Hagedoorn和

Cloodt (2003)、Cooke 和 Clifton(2002)、张方华 (2006)和韦影

(2005)等的测量题项，从R&D的投入、专利数、新技术使

用、创新市场效果、产品创新成功率以及工艺性，重新设计

调查问卷。问卷由六个题项所构成，采用1～7的李克特量表

测量。通过两次探索性因子分析，剔除了部分题项,使各题项

归为一个因子，具体均符合相关题项的质量要求。

五、实证分析结果
利用描述性统计对样本的基本特性进行分析，包括企业

规模、企业发展阶段和企业类型。具体结果如下：①按《中

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划分企业规模：在所有的样本企业

中，中等规模企业有65家，占样本总数的56%；小规模企业

有 51家，占样本总数的 44％。②按企业发展阶段划分：在

所有样本企业中，初创期企业有 54 家，占样本总数的

47％；发展期企业有 26家，占样本总数的 22％；成熟期企

业有 36家，占样本总数的 31％。本次研究所抽取的样本覆

盖范围较广且在地域分布上比较均匀，兼顾了多个产业，具

有良好的代表性。

如表 1所示，除知识获取量表Cronbaca’s Alpha系数为

0.255，比较低以外，其它分量表的 Alpha 系数均在 0.7 以

上，且总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达到了0.891，表明此

量表的可靠性较高。

表1 潜变量的信度检验

潜变量

创新性

风险性

前瞻性

知识整合

知识获取

技术创新绩效

χ2 (df)

1.653(3)

2.470(2)

0.505(2)

85.914(9)

1.241(2)

7.668(9)

GFI

0.998

0.997

0.999

0.945

0.999

0.994

AGFI

0.994

0.986

0.997

0.872

0.993

0.987

RMSEA

0.396

0.426

0.421

0.267

0.459

0.223

Cronbach’s
Alpha
0.787

0.862

0.929

0.948

0.255

0.738

（一）信度与效度
可靠性和有效性表示运用内部一致性的方法来评估实证

测量的可靠性。内部一致性指估计使用量表的Cronbach值。

通过使用Cronbach值估计得到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所有 6
个维度量表的Cronbach推荐值为 0.70（Yang等，2005），这

表明了内部一致性的程度比较高。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

验证在这项研究中的测量的有效性是否是可以接受的。

表2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变量

超前

风险

创新

知识获取

知识整合

技术创新绩效

超前

1

-0.116

0.074

0.541

0.071

0.337

风险

1

-0.025

-0.046

0.214

-0.070

创新

1

0.050

0.388

0.120

知识获取

1

0.005

0.401

知识整合

1

-0.006

技术创
新绩效

1

（二）模型检验
分析还提供支持三个研究的假设。结果赞成该命题，相

关的两个概念确实是相关的，因此，支持该结论，假设认为

创业导向对提高技术创新绩效是很重要的。建立创业导向和

知识获取与整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因此，H1、H2和H3都
被支持。公司可以通过采用合适的创业导向和知识获取与整

合更好的服务。知识获取与整合和技术创新绩效有一个显著

积极的关系。知识获取与整合这一变量在创业导向与创新绩

效之间起到了中介影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和间接的

影响是显著的。创业导向中的风险维度对技术创新绩效正相

关主要源于间接效应也在数据上得以证实。通过知识获取与

整合的中介变量发生。因此，这些结果支持了我们的观点，

即创业取向使企业能够有效地获取共享和应用知识，积极正

向地影响创新绩效。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模型来检

验创业导向、知识获取与整合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创业导向积极影响公司的创新绩效，而知识获取与整合

则起到中介变量的作用，增加这些正向的关系，结构方程模

型及参数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结构方程模型及结构参数

为了测试我们的路径分析框架的假设关系，我们采用

AMOS进行假设检验。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代表各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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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被评估的路径系数大多具有统计学意义。经过两轮以上

的模型修订，本研究检验了上述结构方程全模型，对各种假

设关系进行了验证，这个模型符合拟合指数要求（χ2/df为
1.457，TLI为 0.91，CFI为 0.933，RMSEA为 0.087），路径系

数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理论模型的路径系数与检验结果

假设关系

H1中小企业创业导向对技术创新
绩效

风险维度对技术创新绩效正相关

创新维度对技术创新绩效正相关

前瞻维度对技术创新绩效正相关

H2创业导向积极影响知识获取与
整合正相关

创新维度对知识获取正相关

风险维度对知识获取正相关

前瞻维度对知识获取正相关

创新维度对知识整合正相关

风险维度对知识整合正相关

前瞻维度对知识整合正相关

H3知识获取与整合与技术创新绩效
正相关

知识获取与技术创新绩效正相关

知识整合与技术创新绩效正相关

总效应

0.325

0.755

0.690

0.441

0.000

0.666

0.557

0.441

0.000

0.213

0.450

直接
效应

-0.019

0.557

0.549

0.441

0.000

0.666

0.557

0.441

0.000

0.213

0.450

间接
效应

0.344

0.199

0.14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对应
假设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部分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首先，本研究结果是基于具体情境的。虽然它在理论上

是可行的，这项研究扩展到其他情境，中小企业和其他新兴

经济体之间的具体差异限制了这项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因

此，可以在其他新兴国家进行有用的扩展研究。其次，由于

本研究只是横截面数据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所测试的关系

仅为一次的印象。横截面数据研究在下一个时点收集到的数

据变化不大，但也不能完全保证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此

外，如果引入纵向数据，得到的创业导向可能影响技术创新

绩效的结论，但因为这不是一项纵向研究，我们不能评估其

影响。未来的纵向研究可以进一步评估创业导向和知识获取

与整合以及创新绩效的关系。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理论背景和概念模型，研究验证了中小企业的创业

导向、知识获取与整合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在这项研究

中，我们发现，创业导向直接和间接地通过知识获取与整合

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因此，知识获取与整合在创业导向与创

新绩效之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虽然目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

见解，但这一领域的黑箱远未完全打开，需要今后持续研究

和努力，才能更好地理解组织知识、知识获取与整合的过

程、创业过程以及企业创新绩效的综合影响。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知识已经

成为当今企业谋求发展所必需的重要战略要素之一。谁在激

烈竞争中率先掌握了异质性的知识，谁就在竞争中取得了领

先的地位。和其他学科的知识一样，知识也是通过人类主动

创造和整理自身的经验而获得的，可以用文字和数字来表述

的显性知识仅仅是全部知识整体冰山的一角。正如波兰尼所

言：“我们知晓的比我们能够说出的多”。相对于大企业而

言，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成功更加依赖于和取决于隐性知

识，源于企业实践的隐性知识获取和整合能力决定了中小企

业的生存和发展。

综上所述，通过上面对中小企业知识获取与技术创新绩

效的作用分析，结合前人的研究基础及本文的研究特点，提

出如下启示和政策建议：

第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小企业应强化在技术创新联

盟知识网络中获取知识和技术的能力，突出知识管理能力。

Escribano等研究发现，拥有较强知识获取与整合的企业能够

从外部知识流中获得较高的收益。Cohen和Levinthal早在 20
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知识获取与整合是指企业对外部新技术

知识的评估、消化和应用的能力。创业导向在综合相关学者

研究的基础上对知识获取与整合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总

结，认为知识获取与整合是企业获得外部知识并对所获取的

知识加以消化、转化和应用的能力，并将吸收能力划分为潜

在吸收能力(获取能力、消化能力)和实现吸收能力(转化能

力、应用能力)。
第二，中小企业应从外部环境中快速识别和消化有利于

创业项目发展的关键知识和新兴技术，有效整合各种资源。

知识获取与整合主要反映了中小企业从外部环境中搜索、获

取和消化外部知识的能力。企业的知识获取与整合水平对技

术创新扩散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实证研究中发现，企业知识

获取能力越强，则其他成员所获得的隐性知识越多。综上所

述，本文构建了概念模型，有机会将网络内其他企业的外溢

知识引进到企业内部，从而加快企业的知识更新进度。同

时，企业的知识消化能力能够帮助企业理解、分析和处理来

自网络内其他企业的知识，并与自身所拥有的知识相整合，

从而提升技术创新扩散水平。知识获取与整合能够帮助企业

快速识别、消化。

第三，中小企业应强化知识创新中的风险意识，运用知

识获取与整合规避创业项目风险，提高经济绩效和技术创新

绩效。知识获取与整合不仅是一个独立的管理实践，同时知

识获取与整合也起到创业导向风险维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中

介作用，这项研究的结果对解释创业导向、知识获取与整

合、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虽

然Wiklund和 Shepherd（2003）提出，创业导向可以提高知

识资源与企业绩效。我们的发现支持这一论点，通过深入到

知识获取与整合导向以进一步丰富这一学术观点。这项研究

的结果弥补了知识获取与整合在创业导向和创新绩效之间的

关系中介作用的研究。

因此，创业导向通过知识获取与整合可以导致产品和工艺

创新的结果，同时知识获取与整合在创业导向与技术创新绩效

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这项研究对管理者具有重要价值。虽然管

理者认识到创业导向对于组织的重要性，但往往被忽视知识整

合过程在走向组织成功中的作用。这项研究呼吁中小企业创业

者和管理团队要注意知识获取、共享和应用的重要性。通过加

强创业导向、防范风险和强化创新，以提高企业知识的吸收和

应用知识的能力，进而提高他们的技术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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