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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导向 、学习模式与

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研究

刘景江 　陈 　璐
（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摘 　要］在快速变化和激烈竞争的环境中 ，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是企业获取新产品开发竞争优

势所必需的两种组织学习模式 。然而 ，以往研究尚未深入细致地探讨创业导向 、学习模式与新产品开发

绩效的关系 。基于国内 １５２家科技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 ：（１）中国创业背景下 ，科技企业的超前行动和风

险承担正向影响探索性学习 ，而自主裁量 、追求创新和竞争侵占正向影响利用性学习 ；（２）追求创新 、超前

行动和竞争侵占正向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 ；（３）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都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呈倒 U 形
曲线关系 ；（４）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的交互作用负向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 。

［关键词］创业导向 ；探索性学习 ；利用性学习 ；新产品开发绩效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

Learning Patterns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Liu Jingjiang 　 Chen Lu

（School o f Management ，Zhe j iang University ，H angz hou ３１００５８ ，China）

Abstract ：In a rapidly changing and intensive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for firms
to implement such two patterns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s exploratory learning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in order to hav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NPD） ．With the
new know ledge brought by exploratory learning ， firms may develop new products to gain new
customers and enter into new markets ． By exploitative learning ， firms utilize their existing
know ledge to improve their products and increase customer satisfaction ．A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behavior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EO） describes a firm摧s
strategic intentions and acts as the basis or foundation for its strategic decisions and actions ．
However ，the extant research has so far not provided a fine‐grained insight into the link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learning patterns and NPD performance ，which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terpret on the basis of relevant theori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China摧s １５２

technology‐based firms ．
First ，we find that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EO affect NPD performance in two ways ：on one hand ，

EO directly affects the performance of NPD ；on the other hand ，EO indirectly affects NPD performance
by influencing th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atterns ．Specifically ，among the five dimensions（autonomy ，
innovativeness ，proactiveness ，competitive aggressiveness ，and risk‐taking） of EO in technology‐based
firms ， both proactiveness and risk‐taking positively affect a firm摧s exploratory learning ；
autonomy ， innovativeness and competitive aggressiveness positively affect its exploitative
learning ，and innovativeness ，proactiveness and competitive aggressiveness positively affect its
NPD performance ．
Second ，we find that both exploratory learning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exhibit an inverted

U‐shaped rather than a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its NPD performance ，such that at low levels ，
learning patterns摧 effects on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are stronger ，but at high levels ，the effects
grow weaker ．

Third ，we find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xploratory learning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negatively affects its NPD performance ，which means the advantages of exploratory learning
decrease as the level of exploitative learning increases while the advantages of exploratory
learning become smaller as exploitative learning increases ．

Finally ，the findings of our study have implications for managers ． In China摧s technology‐based
firms ， EO penetrates those businesses摧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guides them to
selectively conduct exploratory learning and／or exploitative learning for NPD ．The two learning
patterns ，acting as the key intermediate link between EO and NPD ，should be well balanced to
collaboratively and dynamically promote NPD ．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exploratory learning ；exploitative learning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一 、引 　言

新产品开发是企业生存发展及利润增长的关键［１］
。 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 ，探索性学习

（exploratory learning）和利用性学习（exploitative learning ）通常被认为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
素［２ ４］

。近年来 ，企业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的问题日益成为组织学习 、创业管理和战略管理等

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 ，并且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被广泛认为是企业新产品开发过程所必需的

两种组织学习模式［５］
。企业通过探索性学习追求新知识 、开发新产品以开辟新顾客与市场 ；通过利

用性学习在现有知识资源的基础上 ，改进现有产品 ，增加顾客满意度［５ ７］
。新产品开发的过程就是

企业通过各种学习方式获取和利用知识并不断把握新机遇的过程 ［８］
。 同时 ，创业导向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是创业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构念 ，它刻画企业的创业过程 ，是企业进

行创业战略决策和行动的基础和依据［９ １３］
。

然而 ，以往研究并未深入洞察创业导向 、学习模式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 。具体来

说 ，以往文献尚有以下不足 ：第一 ，尚未通过系统的实证研究回答“创业导向的各维度是否显著影

响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这一问题 。虽然以往研究分析了公司外部创业 、高管团队社会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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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单元协调机制 、战略领导 、市场导向和冗余资源等前因变量对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的影

响［６］
，但尚未以创业导向为前因变量而深入揭示它的各维度对企业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的作

用机制 。第二 ，尽管以往文献分析了探索性学习 、利用性学习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 ，但它们的

主要观点相互冲突 ，且实证结果并不一致 。例如 ，一些学者坚持这两种学习模式相克的观点［５ ６］
，

而另一些学者坚持这两种学习模式互补的观点［１ ，４ ，１４］
。因此 ，关于两种学习模式的交互作用对企业

绩效的影响有三种实证结果 ：正向影响［８］
、负向影响［６］和无影响［１５］

。

因此 ，本文试图深入探讨创业导向 、学习模式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 。具体来说 ，本文研究

的主要问题是 ：（１） 中国创业背景下 ，创业导向各维度如何直接影响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绩效 ？

（２）创业导向各维度如何影响企业的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行为 ？ （３）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

习及其交互效应如何影响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绩效 ？

二 、理论与假设

（一）创业导向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

创业研究领域存在两大争论的焦点 ：（１） 创业导向的维度性 ，即创业导向是一个单维度的构

念 ，包括追求创新（innovativeness） 、超前行动（proactiveness）和风险承担（risk‐taking）等三个测量
指标［１６ １７］

；还是一个多维度的构念 ，包括五个维度 ：自主裁量（autonomy） 、追求创新 、超前行动 、竞

争侵占（competitive aggressiveness）和风险承担［１１ １３］
。 （２）创业导向各维度间的共变性 ，即创业导

向各维度是否必须独立变化［９ １０］
。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已证实创业导向是一个多维构念 。虽然各维度间具有相关性 ，但这些

维度独立变化并影响企业绩效［９ １３ ，１８ １９］
。特别是 Rauch 等通过对 ３７ 个研究进行元分析 （meta‐

analysis） ，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１）创业导向是一个五维构念 ，包括自主裁量 、追求创新 、超前行

动 、竞争侵占和风险承担 ；（２）这五个维度可以独立变化 ；（３） 创业导向正向影响企业绩效［１０］
。刘

景江以中国科技企业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获得了与 Rauch等类似的结论［１９］
。

根据 Dess 和 Lumpkin的研究［１１ １２］
，自主裁量是指企业拥有以产生业务概念或愿景并使之得

以完成为目标的自治行为 。具有自主裁量行为的企业允许一些部门 、团队或个人拥有足够的自主

决策权 ，从而提出 、实施和完成新创意或新想法 ，采用多种举措持续支持它们进行新产品开发 ，进而

获得较高的新产品开发绩效 。追求创新是指企业以开发新产品 、新服务和新工艺为目标 ，从事和支

持新设想 、新实验和创造性过程的努力程度 。因此 ，企业越追求创新 ，越有可能开发具有较高创新

性的产品 。超前行动是指企业有远见地预期未来市场需求 、寻求新的创业机会并率先把新产品或

新服务引入市场而成为市场领先者 。因此 ，超前行动的企业可能构筑新产品开发的先发优势和市

场领先地位［２０］
。竞争侵占是指企业努力战胜行业竞争对手的强度 ，它的主要表现是以提高竞争地

位或克服竞争性市场威胁为目标的进攻性态势 。因此 ，企业的竞争侵占性越强 ，它更愿致力于新产

品开发以构建产品竞争优势［２１ ２２］
。风险承担是指在不知道某项新事业能否成功的情况下企业愿

意抓住创业机会并大胆行动 。因此 ，企业越愿意承担风险 ，就越有可能抓住技术机会和市场机会而

实现较高的新产品开发绩效［２］
。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

H１ ：创业导向各维度正向影响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绩效 。

（二）创业导向与学习模式的关系

创业导向影响公司的创业战略决策 ，指引组织的创新学习方向［２２ ２３］
。一方面 ，拥有追求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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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等特质的企业更容易在组织内部形成创新型学习氛围［２４ ２５］
。在浓厚的创新

氛围中 ，企业鼓励新想法 ，大胆支持员工对新技术与新市场进行探索和尝试 ，通过深入洞察环境变

化趋势 ，搜集前沿尖端科技或市场动态信息 ，开拓全新的产品与市场 。与此同时 ，企业将在更大程

度上容忍新产品与新市场拓展的不确定性 ，推动企业探索性学习 。

另一方面 ，拥有自主裁量 、追求创新和竞争侵占等特质的企业更具灵活性 ，授权创业团队成员

进行自主创业决策 ，充分发挥团队的学习能力与合作创造力 ；在自主学习与创新学习的氛围推动

下 ，企业将更为主动 、高效地利用和挖掘现有资源信息 ，并通过企业各职能部门 、各层级内部或相互

间的交流学习 ，加速企业知识的整合 、复制 、流动与传播［２２ ２４］
。因此 ，创业导向有助于组织营造持

续的内外部学习氛围 ，推进企业的利用性学习 。综上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

H２a ：创业导向各维度正向影响企业探索性学习 。

H２b ：创业导向各维度正向影响企业利用性学习 。

（三）学习模式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

组织学习在提升企业资源能力以及促使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是组织

创业成功的关键要素［２６］
。学习型组织创造了良好的组织学习氛围 ，可以充分调动部门成员积极

性 ，为新产品开发项目的有效实施提供组织保证［２７］
。作为产品开发过程所必需的两种学习模式 ，

探索性学习的本质是增加知识或经验的差异性 ，而利用性学习的本质则是提高现有知识或经验的

可靠性 ；两者之间既因争夺有限的组织资源而相互对立 ，又相互依赖 、协同发展［２ ３ ，７］
。

以往研究认为 ，探索性学习与利用性学习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显著影响 ，但对该作用的具体

影响尚存在争议 ：一部分学者认为 ，两种学习模式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３ ，８］
；而另一部分

学者认为 ，两者对绩效的作用并非总是积极的 ，过度的学习可能负向影响企业绩效［２８］
。

本研究认为 ，组织在已有技术与市场的基础上 ，通过利用性学习快速吸收知识并推进产品渐进

性创新 ，能够有效提高产品研发效率 ，降低研发成本及研发风险 ；同时 ，基于研发团队对特定研究领

域知识的重复学习与利用 ，能够累积形成产品的突破性创新 。然而 ，过度的利用性学习可能导致企

业遭遇“相似性陷阱” ，致使研发产品缺乏差异性 ；长期而言可能导致企业形成“核心刚性” ，弱化了

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响应速度和响应能力 。

另一方面 ，组织通过探索性学习敏锐捕捉前沿技术及市场走势 ，大胆预测商机 ，有助于产品突

破性创新 ，有效提高产品差异化 ，避免企业陷入“相似性陷阱”
［２９ ３０］

。然而 ，过度的探索性学习也可

能导致企业其他问题的产生 ，如研发成本增加 、研发风险增大和企业核心能力缺失等［２８］
。

因此 ，本研究认为 ，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均呈先增后减的非线性

关系 。 Nerkar通过实证研究指出 ，组织知识探索与组织知识创造之间存在先增后减的曲线关系 ，

而知识利用与知识创造的曲线关系不显著［２８］
；Ahuja和 Lampert 研究指出 ，探索尚未使用的技术

和新兴技术均与企业的突破性创新存在倒 U 形曲线关系 ，而探索开创性技术正向影响企业的突破

性创新［２９］
。 Atuahene‐Gima和 Murray的 研究表明 ，利用性学习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存在 U 形曲

线关系 ，探索性学习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存在快速上升的曲线关系［６］
。综上 ，本研究提出如下

假设 ：

H３a ：企业的探索性学习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存在倒 U 形曲线关系 。

H３b ：企业的利用性学习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存在倒 U 形曲线关系 。

（四）两种学习模式的交互效应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

在探索性学习与利用性学习交互作用对绩效影响的研究中 ，研究者也持有不同观点 ：一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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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 ，探索性学习与利用性学习两者相互融合 ，能同时存在于组织的新产品研发过程 ，两者的交

互作用正向影响企业绩效［４ ，８］
，具备较高探索性学习水平与较高利用性学习水平的企业才能产生

更高的绩效 。

然而 ，另一些学者并不认同 ，他们认为探索活动与利用活动之间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 ，两种

学习模式的理念与实践存在较大差异 ，若企业同时进行高水平的探索性学习与利用性学习 ，可

能导致产品研发思路混淆 ，学习模式间转换成本过高 ，两种模式将共同争夺产品研发过程中的

有限资源（如时间 、资金或人力资本等） ，这样反而会降低研发效率 。因此 ，探索性学习与利用性

学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绩效的影响是负向的［２ ，６］
。较高（较低）的探索性学习需要较低（较高）的

利用性学习与之相匹配 ，实现两者的高低协调才有助于企业绩效提升 。另外 ，Bierly 和 Daly 的
研究认为 ，两种学习模式的交互效应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１５］

。 因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两个

竞争性假设 ：

H４a ：探索性学习与利用性学习的交互作用正向影响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绩效 。

H４b ：探索性学习与利用性学习的交互作用负向影响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绩效 。

综上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 １所示 ：

图 1 　创业导向 、学习模式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的概念模型

三 、研究方法

（一）样本和数据

本研究以科技企业为研究对象 ，样本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１）企业至少成立三个月以上 ；

（２）企业的经营活动包含研发 、生产制造和营销等环节 ；（３）企业所开发的产品或业务应具有一定的

技术含量 ，即要求企业在研发活动中投入必要的研发资金及科技人员 ，且研发成果具有一定的科技

含量 。样本企业的问卷填写对象主要为企业所有者或中高层管理者 、产品开发项目经理或技术中

心主任等 ，采用书面问卷和电子问卷两种方式填写 。

在正式问卷调查前 ，本研究对 ３０ 位符合要求的被试进行了小样本问卷测试 ，并与被调查者

进行交流 ，对问卷中不够妥当的表达进行了适当调整 。 在正式调研中 ，研究人员通过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 MBA 、浙大科技园和各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等渠道发放问卷 ２００ 份 ，剔除不符合要求

问卷后 ，得到有效样本 １５２个 ，有效回收率为 ７６％ 。 t检验结果表明 ，先后回收的两批有效样本

的创业导向 、探索性学习 、利用性学习 、新产品开发绩效 、企业性质 、行业类型 、企业规模和企业

年龄等变量不存在显著差异（p ＞ ０ ．０５） 。因此 ，本研究不存在显著的无响应偏差 。表 １ 为样本

分布情况 。

７４１第 ６期 刘景江 　陈 　璐 ：创业导向 、学习模式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研究



表 1 　样本分布情况（N＝ 152）

基本特征 样本数量 百分比（％ ）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３３  ２１ a．７

民营企业 ８１  ５３ a．３

其他 ３８  ２５ a．０

行业类型

高技术企业 ６２  ４０ a．８

中高技术企业 ５０  ３２ a．９

其他 ４０  ２６ a．３

企业规模

１ — ９９人 ４３  ２８ a．３

１００ — ４９９人 ４６  ３０ a．３

５００人以上 ６３  ４１ a．４

（二）变量及测量

创业导向的测量采用刘景江的量表 ，包括自主裁量 、追求创新 、超前行动 、竞争侵占及风险承担

５个维度 ２１个题项［１９］
，该量表是基于 Dess 和 Lumpkin以及 Covin和 Slevin等文献并以我国科技

企业为样本开发的［１１ ，１３ ，１６］
。探索性学习与利用性学习的测量采用 Atuahene‐Gima 和 Murray 的量

表 ，共 １０个题项［６］
。新产品开发绩效的测量根据 Atuahene‐Gima等的量表编制 ，共 ６个题项［６ ，３１］

。

以上变量采用 Likert ５点量表衡量 ，“１”表示“非常不同意” ，“５”表示“非常同意” 。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 ，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 、行业类型等变量会影响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绩效 ，企业所

有制性质 、环境动态性也会对它产生一定的影响［１３ ，１６ ，２７］
。因此 ，本研究选择以下控制变量 ：（１） 企

业年龄 ；（２） 企业性质 ，按所有制分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和其他三类 ，并进行效应编码 （effects
coding） ；（３）企业规模 ，按全职员工人数分为 １ — ９９人 、１００ — ４９９人和 ５００人以上三类 ，并进行效

应编码 ；（４）行业类型 ，根据 OECD标准分为高技术企业 、中高技术企业和其他三类 ，并进行效应编

码 ；（５）技术不确定性及市场不确定性 ，根据 Atuahene‐Gima和 Murray的量表［６］
，采用 Likert ５点

量表衡量 。

（三）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文采用 Cronbach摧α系数评价量表的信度 ，并采用 AMOS １８和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验证性
因素分析（CFA） ，以检验量表的效度 。在 CFA 中遵循 Kline的建议 ，采用以下四个指标评价模型

的拟合度 ：χ
２
，RMSEA ，CFI和 SRMR［３２］１３４

。

表 ２ 显示 ，创业导向 、学习模式和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各维度内部一致性（Cronbach摧α系数）均

在 ０ ．７以上 ，表明变量具有较好的信度 。各变量的 CFA 模型均具有较好的整体拟合度 ，且 CFA 模
型的所有因素负荷估计值均达到显著水平 （ p ＜ ０ ．０１） ，因此 ，各变量量表也具有良好的聚合

效度［３３］
。

表 ３显示 ，创业导向五维模型的潜在变量相关系数估计值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１ ，限制模型

（潜在变量相关系数限制为 １）与非限制模型（潜在变量相关系数自由估计）的 Δχ
２都达到显著性水

平（p ＜ ０ ．００１） ，这些都表明创业导向五维模型具有良好的辨别效度 。探索性学习与利用性学习相

关系数估计值的置信区间为（０ ．５２５ ，０ ．６６１） ，不包含 １ ；限制模型（探索性学习与利用性学习相关系

数限制为 １）与非限制模型（探索性学习与利用性学习相关系数自由估计）的 Δχ
２都达到显著性水

８４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４１卷



平（p ＜ ０ ．００１） ，这些都说明探索性学习与利用性学习具有良好的辨别效度［３４］
。

表 2 　变量信度和 CFA结果

变量 维度 信度
拟合指标

χ
２ df χ

２
／df p RMSEA CFI SRMR

创业导向

自主裁量 ０ .．８５５

追求创新 ０ .．８１５

超前行动 ０ .．７８７

竞争侵占 ０ .．７４５

风险承担 ０ .．８３６

３０６ 貂．１０７ １７９  １ 4．７１０ ０ 觋．０００ ０ 牋．０６９ ０ V．９０６ ０  ．０７２

学习模式
探索性学习 ０ .．８４８

利用性学习 ０ .．７９８
６５ 貂．８５６ ３４  １ 4．９３７ ０ 觋．００１ ０ 牋．０７９ ０ V．９４４ ０  ．０５９

新产品
开发绩效

— ０ .．７０７ 　 １２ 貂．０６１ 　 　 ８  １ 4．５０８ ０ 觋．１４８ ０ 牋．０５８ ０ V．９８１ ０  ．０５１

表 3 　创业导向五维模型的辨别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觋４ 苘５ 挝
１  ．自主裁量 — ６１ o．９４２

倡 倡 倡
８２ `．１２０

倡 倡 倡
８２ R．１８４

倡 倡 倡
６７ D．４０６

倡 倡 倡

２  ．追求创新 （０  ．５８３ ，０ ．７６７） — ７５ `．６３１
倡 倡 倡

８７ R．９０９
倡 倡 倡

６８ D．２８５
倡 倡 倡

３  ．超前行动 （０  ．２５４ ，０ ．４１４） （０  ．５２５ ，０ ．６８１） — ７９ R．６４７
倡 倡 倡

７６ D．８０７
倡 倡 倡

４  ．竞争侵占 （０  ．３９８ ，０ ．５５０） （０  ．５０６ ，０ ．６４２） （０  ．５０７ ，０ ．６６３） — ８３ D．５０１
倡 倡 倡

５  ．风险承担 （０  ．２８３ ，０ ．４６７） （０  ．４５２ ，０ ．６２０） （０  ．２８３ ，０ ．４４７） （０ 骀．３３５ ，０ ．４８３） —

　 　注 ： 倡 倡 倡 表示 p ＜ ０ ．００１ ；对角线下方是潜在变量相关系数估计值的置信区间 ，对角线上方是 Δ χ２值 。

（四）共同方法变异评价

由于本研究采用自陈式问卷收集数据 ，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变异（common method variance） 。
因此 ，我们遵循 Neubert等和 Podsakoff 等的方法与步骤检验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变异［３５ ３６］

。首先 ，

构建三个模型 ：模型 １为单因素模型 ，包含本研究的 ８ 个潜在变量（自主裁量 、追求创新 、超前行

动 、竞争侵占 、风险承担 、探索性学习 、利用性学习和新产品开发绩效）的 ３７个观察变量 ；模型 ２为

包含这 ８个潜在变量的 ８因素斜交模型 ，每个潜在变量只负荷自己原来的观察变量 ；模型 ３是在模

型 ２的基础上增加 １个方法因素的 ９因素模型 ，３７个观察变量不仅负荷在自己的潜在变量上 ，同

时也负荷在方法因素上 。其次 ，进行模型比较 ，表 ４为共同方法变异检验模型比较结果 ：模型 ２较

模型 １的拟合指数相对理想（χ
２
／df ＝ １ ．６０９） ，两者 Δχ

２
＝ ７４５ ．８６１ ，Δdf ＝ ２８ ，p ＜ ０ ．０５ ，表明模型 ２

较模型 １ 更优 ；模型 ３ 较模型 ２ 的拟合指数略有提高 （χ
２
／df ＝ １ ．４７１） ，两者 Δχ

２
＝ １３７ ．８６３ ，

Δdf ＝ ３７ ，p ＜ ０ ．０５ ，表明添加方法因素后 ，模型 ３ 较模型 ２更优 ，因此需要进一步检验共同方法变

异的影响程度 。经过计算得知 ，共同方法变异占总变异的 １９ ．２％ ，小于 Williams 等所观察到的
２５％

［３７］
。尽管添加方法因素后的模型 ３的拟合度得到提高 ，但方法因素解释的变异较少 。因此 ，

我们认为共同方法变异没有对本研究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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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共同方法变异检验模型比较结果

模型 χ
２

Δχ
２ df χ

２
／df

模型 １ 破１ ７１３ 哌．１２３ — ６２９ (２ '．７２４

模型 ２ 破９６７ 哌．２６２ ７４５ B．８６１ ６０１ (１ '．６０９

模型 ３ 破８２９ 哌．３９９ １３７ B．８６３ ５６４ (１ '．４７１

四 、分析与结果

（一）创业导向与学习模式以及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 ５为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均值 、标准差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本文采用层级回归分析验证假设

H１ 、H２a和 H２b ，将控制变量作为第一层级 、自变量作为第二层级进入回归方程（见表 ６）。模型 １和

模型 ２为创业导向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３和模型 ４为创业导向与探索性学

习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５和模型 ６为创业导向与利用性学习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 。各模型中

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介于 １ ．３１５ －２ ．０３９之间 ，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 。

模型１中 ，控制变量均不显著 。模型２显著（F ＝ ６ ．４３０ ，p ＜ ０ ．００１） ，超前行动和竞争侵占两个维度对

新产品开发绩效均具有显著正效应（前者 b ＝ ０ ．２３４ ，p ＜ ０ ．００１ ；后者 b ＝ ０ ．１１９ ，p ＜ ０畅０５） ，追求创新对

新产品开发绩效的正效应边际显著（b ＝ ０畅１１８ ，p ＜ ０畅１） ，而自主裁量和风险承担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

正效应均不显著 。因此 ，假设 H１部分成立 。模型 ３中 ，控制变量也都不显著 。模型 ４显著（F ＝ ９畅０８８ ，

p ＜ ０畅００１） ，超前行动与风险承担两个维度对探索性学习均有显著正效应（前者b ＝ ０畅２２２ ，p ＜ ０畅０５ ；后

者 b ＝ ０畅３８５ ，p ＜ ０畅００１） ，而自主裁量 、追求创新和竞争侵占对探索性学习的正效应均不显著 。因此 ，假

设 H２a部分成立 。模型 ５中 ，控制变量中仅企业年龄边际显著 ，其他控制变量均不显著 。模型 ６显著

（F ＝ ７畅９９０ ，p ＜ ０畅００１） ，自主裁量和追求创新对利用性学习均有显著正效应（前者 b ＝ ０畅２３６ ，

p ＜ ０畅００１ ；后者 b ＝ ０畅１５９ ， p ＜ ０畅０５） ，竞争侵占对利用性学习的正效应边际显著 （b ＝ ０畅１０６ ，

p ＜ ０畅１） ，而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对利用性学习的正效应不显著 。因此 ，假设 H２b部分成立 。

（二）两种学习模式及其交互效应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层级回归分析验证假设 H３a 、H３b 、H４a 和 H４b 。 为减少多重共线性 ，我们遵循

Aiken和 West的方法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３８］１１
。表 ７中 ，模型 １ 、模型 ２和模型 ３为探索性学习

和利用性学习分别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４和模型 ５为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

学习的交互效应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 。各模型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介于

１ ．０９７ — １ ．９８２之间 ，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 。

表 ７显示 ，模型 ２显著（F ＝ ４ ．４０９ ，p ＜ ０ ．００１） ，较模型 １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 R２
＝ ０ ．１７５ ，

△ F ＝ １６ ．５４７ ， p ＜ ０ ．００１） 。探索性学习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 （b ＝ ０ ．２４６ ，

p ＜ ０ ．００１） ，探索性学习平方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且显著（b ＝ － ０ ．１３７ ， p ＜ ０ ．０５） 。因此 ，假

设 H３a成立 ，即探索性学习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呈倒 U 形曲线关系 。模型 ３ 显著（F ＝ ４ ．６９１ ，

p ＜ ０ ．００１） ，较模型１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 R２
＝ ０ ．１８７ ， △ F ＝ １７ ．９７２ ，p ＜ ０ ．００１） 。利用性学习

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b ＝ ０ ．３０１ ， p ＜ ０ ．００１） ，利用性学习平方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为负且显著（b ＝ － ０ ．１７２ ，p ＜ ０ ．０５） 。因此 ，假设 H３b成立 ，即利用性学习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

呈倒 U 形曲线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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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创业导向与学习模式以及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新产品开发绩效 探索性学习 利用性学习

模型 １ _模型 ２ m模型 ３ {模型 ４ 墘模型 ５ 棗模型 ６ ゥ

控
制
变
量

常数项 　 ３ 殮．５１７ 　 １ è．７４０ 　 ３ 抖．１９０ 　 ０ 哪．２６９ 　 ４ 乙．１５３ 　 １ 噜．８６０

国有企业 － ０ 櫃．０６８ － ０ Ё．０２７ － ０ 档．０５０ 　 ０ 哪．０８４ － ０ 蜒．０４２ 　 ０ 噜．０４３

民营企业 　 ０ 殮．０７７ 　 ０ è．０５６ 　 ０ 抖．０５９ － ０ 妹．０７２ 　 ０ 乙．０８２ － ０ 哌．００１

高技术企业 － ０ 櫃．０８８ － ０ Ё．０９１
倡

－ ０ 档．０２９ － ０ 妹．０２１ 　 ０ 乙．０６２ 　 ０ 噜．０４９

中高技术企业 　 ０ 殮．０７９ 　 ０ è．０５７ 　 ０ 抖．１２４ 　 ０ 哪．０８８ － ０ 蜒．０４７ － ０ 哌．０５２

企业规模 １ — ９９人 　 ０ 殮．０８２ 　 ０ è．０７８ 　 ０ 抖．１０２ 　 ０ 哪．０５７ 　 ０ 乙．０４２ － ０ 哌．００１

企业规模 １００ — ４９９人 － ０ 櫃．０７７ － ０ Ё．０３９ － ０ 档．０８６ 　 ０ 哪．０３２ － ０ 蜒．０２５ 　 ０ 噜．０６４

企业年龄 　 ０ 殮．０００ 　 ０ è．０００ － ０ 档．００３ － ０ 妹．００３ 　 ０ 乙．００７
报

　 ０ 噜．００３

技术不确定性 － ０ 櫃．０９８ － ０ Ё．０６８ － ０ 档．０２７ 　 ０ 哪．０４２ － ０ 蜒．０８８ － ０ 哌．０４５

市场不确定性 　 ０ 殮．０７４ 　 ０ è．０４４ 　 ０ 抖．０７５ － ０ 妹．０１２ 　 ０ 乙．０１２ － ０ 哌．０４２

自
变
量

自主裁量 　 ０ è．０１３ 　 ０ 哪．０５２ 　 ０ 噜．２３６
倡 倡 倡

追求创新 　 ０ è．１１８
报

　 ０ 哪．１３３ 　 ０ 噜．１５９
倡

超前行动 　 ０ è．２３４
倡 倡 倡

　 ０ 哪．２２２
倡

　 ０ 噜．１００

竞争侵占 　 ０ è．１１９
倡

　 ０ 哪．０９７ 　 ０ 噜．１０６
报

风险承担 　 ０ è．０２１ 　 ０ 哪．３８５
倡 倡 倡

　 ０ 噜．０７７

R２
　 ０ 殮．０８２ 　 ０ è．３９７ 　 ０ 抖．０４３ 　 ０ 哪．４８２ 　 ０ 乙．０４０ 　 ０ 噜．４５０

Adjusted R２
　 ０ 殮．０２４ 　 ０ è．３３５ － ０ 档．０１７ 　 ０ 哪．４２９ － ０ 蜒．０２０ 　 ０ 噜．３９３

F 　 １ 殮．４０４ 　 ６ è．４３０
倡 倡 倡

　 ０ 抖．７１４ 　 ９ 哪．０８８
倡 倡 倡

　 ０ 乙．６６６ 　 ７ 噜．９９０
倡 倡 倡

△ R２
　 　 ０ è．３１５ 　 　 ０ 哪．４３９ 　 　 ０ 噜．４１０

△ F 　 １４ Ё．２９３
倡 倡 倡

　 ２３ 妹．１５８
倡 倡 倡

　 ２０ 哌．３５８
倡 倡 倡

　 　 注 ： N ＝ １５２ ；报 表示 p ＜ ０ ．１ ， 倡 表示 p ＜ ０ ．０５ ， 倡 倡 表示 p ＜ ０ ．０１ ， 倡 倡 倡 表示 p ＜ ０ ．００１ ；此表报告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

此外 ，模型 ５ 显著（F ＝ ５ ．３１１ ， p ＜ ０ ．００１） ，较模型 ４ 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 R２
＝ ０ ．０２１ ，

△ F ＝ ４畅３６６ ， p ＜ ０ ．０５） ，且两种学习模式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b ＝ － ０ ．１８８ ，p ＜ ０ ．０５） ，说明

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的交互效应负向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 。因此 ，假设 H４a不成立 ，假设 H４b
成立 。为进一步解释该交互作用 ，我们绘制了交互效应图 ，并根据 Aiken和West的方法进行简单斜
率检验［３８］

。如图 ２所示 ，在低利用性学习情况下 ，探索性学习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简单斜率 b ＝ ０ ．２６２ ，p ＜ ０ ．００１） ；而在高利用性学习情况下 ，探索性学习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

影响不显著（简单斜率 b ＝ ０ ．０７４ ，p ＝ ０ ．２９５） 。如图３所示 ，在低探索性学习情况下 ，利用性学习对

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简单斜率 b ＝ ０ ．３２６ ， p ＜ ０ ．００１） ；而在高探索性学习情况

下 ，利用性学习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不显著（简单斜率 b ＝ ０ ．０７８ ， p ＝ ０ ．４７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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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两种学习模式及其交互效应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敂模型 ２  模型 ３ 倐模型 ４ �模型 ５ p

控
制
变
量

常数项 　 ３ 亮．３９２ 　 ３ 8．４５５ 　 ３ �．４４８ 　 ３ &．４０３ 　 ３ 潩．４３７

国有企业 － ０ 亮．０６８ － ０ 8．０５６ －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４９ － ０ 潩．０４２

民营企业 　 ０ 亮．０７７ 　 ０ 8．０５７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６ 　 ０ 潩．０３７

高技术企业 － ０ 亮．０８８
报

－ ０ 8．０６６ － ０ �．０９５
倡

－ ０ &．０９８
倡

－ ０ 潩．０９３
倡

中高技术企业 　 ０ 亮．０７９ 　 ０ 8．０３９ 　 ０ �．０８３
报

　 ０ &．０７０ 　 ０ 潩．０５６

企业规模 １ — ９９人 　 ０ 亮．０８２ 　 ０ 8．０４９ 　 ０ �．０８１ 　 ０ &．０５４ 　 ０ 潩．０６４

企业规模 １００ — ４９９人 － ０ 亮．０７７ － ０ 8．０５０ － ０ �．０６１ － ０ &．０５６ － ０ 潩．０４８

企业年龄 　 ０ 亮．０００ 　 ０ 8．００２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１ 　 ０ 潩．０００

技术不确定性 － ０ 亮．０９８ － ０ 8．０８６ － ０ �．０７３ － ０ &．０７１ － ０ 潩．０７５

市场不确定性 　 ０ 亮．０７４ 　 ０ 8．０４１ 　 ０ �．０６５ 　 ０ &．０５８ 　 ０ 潩．０５０

自
变
量

探索性学习 　 ０ 8．２４６
倡倡 倡

　 ０ &．１７１
倡 倡

　 ０ 潩．１６８
倡 倡

探索性学习的平方 － ０ 8．１３７
倡

利用性学习 　 ０ �．３０１
倡 倡 倡

　 ０ &．２５２
倡 倡

　 ０ 潩．２０２
倡

利用性学习的平方 － ０ �．１７２
倡

探索性学习
×利用性学习

－ ０ 潩．１８８
倡

R２
　 ０ 亮．０８２ 　 ０ 8．２５７ 　 ０ �．２６９ 　 ０ &．２９３ 　 ０ 潩．３１４

Adjusted R２
　 ０ 亮．０２４ 　 ０ 8．１９９ 　 ０ �．２１２ 　 ０ &．２３７ 　 ０ 潩．２５５

F 　 １ 亮．４０４ 　 ４ 8．４０９
倡倡 倡

　 ４ �．６９１
倡 倡 倡

　 ５ &．２７０
倡 倡 倡

　 ５ 潩．３１１
倡 倡 倡

△ R２
　 　 ０ 8．１７５ 　 ０ �．１８７ 　 　 ０ 潩．０２１

△ F 　 　１６ 8．５４７
倡倡 倡

　１７ �．９７２
倡 倡 倡

　 　 ４ 潩．３６６
倡

　 　注 ：N ＝ １５２ ；报表示 p ＜ ０ ．１ ， 倡 表示 p ＜ ０ ．０５ ， 倡 倡 表示 p ＜ ０ ．０１ ， 倡 倡 倡 表示 p ＜ ０ ．００１ ；此表报告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

图 2 　利用性学习对探索性学习与新产品
开发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 3 　探索性学习对利用性学习与新产品

开发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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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 １５２个科技企业为样本 ，揭示了创业导向 、探索性学习与利用性学习以及新产品开发

绩效间的关系 。

第一 ，本文探索性地研究了创业导向各维度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的两条路径 ：一方面 ，创业导

向各维度直接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 ；另一方面 ，创业导向各维度间接地通过影响组织学习的模式来

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 。具体而言 ，本研究发现 ：在科技企业创业导向的五个维度中 ，追求创新 、超

前行动和竞争侵占维度正向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 ；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维度正向影响探索性学习 ；

自主裁量 、追求创新和竞争侵占维度正向影响利用性学习 。这一发现既表明创业导向的五个维度

作为前因变量 ，对两种学习模式的作用不是等同的 ，又间接地验证了 Rauch 等 、Dess 和 Lumpkin
以及刘景江的研究结论［１０ １２ ，１９］

。

第二 ，本文发现探索性学习 、利用性学习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不是线性的 ，而呈倒 U 形曲
线关系 。这表明两种学习模式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态势 。这一研究发现

不同于 Atuahene‐Gima和 Murray 的研究结论［６］
。

第三 ，本文发现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的交互作用负向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 ，随着探索性学

习（或利用性学习）的增强 ，利用性学习（或探索性学习）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正向作用逐渐减弱 。

这一研究发现支持 Atuahene‐Gima和 Murray关于两种学习模式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具有负效
应的结论［６］

，而不支持 He和 Wong 、Bierly 和 Daly 的正效应与无效应研究结论［８ ，１５］
。

第四 ，在创业管理实践方面 ，本研究为我国科技企业的新产品研发提供了重要的管理工具和行

动指南 。创业导向渗透于企业的创业战略决策过程 ，指引企业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有选择性地开

展探索性学习或利用性学习 ；两种学习模式动态协同推进产品研发 ，是创业导向影响新产品开发绩

效的重要中间环节 。

当然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第一 ，本研究主要关注创业导向 、学习模式与新

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 ，实际上 ，创业导向很可能与高管团队社会资本 、组织单元协调机制 、战略领

导 、市场导向和冗余资源等其他前因变量中的一个或几个联合影响企业的学习行为 。第二 ，本研究

把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作为控制变量 ，尚未分析它们对创业导向 、学习模式与新产品开发

绩效间关系的调节机制 。第三 ，由于本研究数据是横截面数据而非多时段的纵向数据 ，因此无法建

立因果关系 。第四 ，本研究未能深入探讨如何根据新产品开发项目的技术和市场特性来确定合适

的创业导向及与之动态匹配的学习模式 。这些构成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要解决的问题 。

［参 　考 　文 　献］

［ １ ］ R ．G ．Cooper & E ．J ．Kleinschrnidt ，″Winning Business in Product Development ： The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 Research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 ．５０ ，No ．３（２００７） ，pp ．５０ ６６ _．

［ ２ ］ J ．G ．March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rganiz ation Science ，Vol ．２ ，No ．１
（１９９１） ，pp ．７１ ８７ d．

［ ３ ］ D ．A ．Levinthal & J ．G ．March ，″The Myopia of Learning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１４ ，Special
Issue（１９９３） ，pp ．９５ １１２ X．

［ ４ ］ R ．Katila & G ．Ahuja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earch Behavior and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 ，″Academy o 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４５ ，No ．６（２００２） ，pp ．１１８３ １１９３  ．

４５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４１卷



［ ５ ］ M ．J ．Benner & M ．L ．Tushman ，″Exploitation ，Exploration ， and Process Management ： The Productivity
Dilemma Revisited ，″A cademy o f Management Rev iew ，Vol ．２８ ，No ．２（２００３） ，pp ．２３８ ２５６ :．

［ ６ ］ K ．Atuahene‐Gima & J ．Y ．Murray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on New Technology Ventures in China ，″ Journal o 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

Vol ．１５ ，No ．２（２００７） ，pp ．１ ２９ J．

［ ７ ］ N ．Kim & K ．Atuahene‐Gima ，″ Using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Market Learning for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 Journal o f Product Innov ation Management ，Vol ．２７ ，No ．４（２０１０） ，pp ．５１９ ５３６ 倐．

［ ８ ］ Z ．L ．He & P ．K ．Won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Ambidexterity Hypothesis ，″
Organiz ation Science ，Vol ．１５ ，No ．４（２００４） ，pp ．４８１ ４９４ 剟．

［ ９ ］ J ．G ．Covin ，K ．M ．Green & D ．P ．Slevin ，″Strategic Process Effects on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Sales
Grow th Rate Relationships ，″ Entrep 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３０ ，No ．１（２００６） ，pp ．５７ ８１ `．

［１０］ A ．Rauch ，J ．Wikaund & G ．T ．Lumpkin ，et al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An
Assessment of Past Research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 Entrep reneurship ： Theory and Practice ，
Vol ．３３ ，No ．３（２００９） ，pp ．７６１ ７８７ 档．

［１１］ G ．G ．Dess & G ．T ．Lumpkin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in Stimulating Effective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 A cademy o f Management Executive ，Vol ．１９ ，No ．１（２００５） ，pp ．１４７ １５６ Ё．

［１２］ G ．T ．Lumpkin & G ．G ．Dess ，″Linking Two Dimensions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to Firm Performance ：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 and Industry Life Cycle ，″ Journal o f Business Venturing ，Vol ．１６ ，

No ．５（２００１） ，pp ．４２９ ４５１ 弿．

［１３］ G ．T ．Lumpkin & G ．G ．Dess ，″ Clarifying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Construct and Linking It to
Performance ，″ A cademy o f Management Rev iew ，Vol ．２１ ，No ．１（１９９６） ，pp ．１３５ １７２ 垐．

［１４］ J ．G ．March ，″Rationality ，Foolishness ，and Adaptive Intellige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２７ ，

No ．３（２００６） ，pp ．２０１ ２１４ 弿．

［１５］ P ．E ．Bierly & P ．S ．Daly ，″Alternative Knowledge Strategies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n Small Manufacturing Firms ，″Entrep 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３１ ，No ．４（２００７） ，

pp ．４９３ ５１６ _．

［１６］ J ．G ．Covin & D ．P ．Slevin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Small Firms in Hostile and Benign Environments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１０ ，No ．１（１９８９） ，pp ．７５ ８７ v．

［１７］ D ．Miller ，″The Correlate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ree Types of Firms ，″Management Science ，Vol ．２９ ，No ．７
（１９８３） ，pp ．７７０ ７９１ 览．

［１８］ P ．M ．Kreiser ，L ．D ．Marino & K ．M ．Weaver ，″Assessing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Scale ： A Multi‐Country Analysis ，″ Entrep reneurship ：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２６ ，No ．４
（２００２） ，pp ．７１ ９２ d．

［１９］ 刘景江 ：枟科技型新创企业创业导向 ：维度 、测量和效度枠 ，枟自然辩证法通讯枠２００９年第 ４期 ，第 ４９ ６７页 。

［Liu Jingjiang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f New Entrepreneurial Firms ：Dimensions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 ，″Journal o f Dialectics o f Nature ，No ．４（２００９） ，pp ．４９ ６７ f．］

［２０］ S ．Zahra & J ．Covin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the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Journal o f Business Venturing ，Vol ．１０ ，No ．１（１９９５） ，pp ．４３ ５８  ．

［２１］ J ．Frishammar & S ．A ．Horte ，″The Role of Market Orient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for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in Manufacturing Firms ，″Technology A 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
Vol ．１９ ，No ．１（２００７） ，pp ．７６５ ７８８ 篌．

［２２］ Y ．H ．Li ，J ．W ．Huang & M ．T ．Tsai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the
Knowledge Creation Process ，″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Vol ．３８ ，No ．４（２００８） ，pp ．１ １０ 潩．

［２３］ C ．L ．Wang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Learning Orient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Entrep reneurship ：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３３ ，No ．１（２００８） ，pp ．６３５ ６５６  ．

５５１第 ６期 刘景江 　陈 　璐 ：创业导向 、学习模式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研究



［２４］ J ．Wiklund & D ．Shepherd ，″Knowledge‐based Resources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d Business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２４ ，No ．１３（２００３） ，pp ．１３０７ １３１４ O．

［２５］ H ．T ．Keh ，T ．T ．M ．Nguyen & H ．P ．Ng ，″The Effects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Marketing Informat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SMEs ，″Journal o f Business Venturing ，Vol ．２２ ，No ．４（２００７） ，pp ．５９２ ６１１ >．

［２６］ C ．M ．Fiol & M ．A ．Lyle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 A cademy o f Management Rev iew ，Vol ．１０ ，No ．４
（１９８５） ，pp ．８０３ ８１３ 览．

［２７］ 吴晓波 、吴东 ：枟基于格／群模型的组织文化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枠 ，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枠

２０１１年第 ２期 ，第 ５２ ６４ 页 。 ［Wu Xiaobo & Wu Dong ，″Th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n NPD
Performance Based on Grid／Group Model ，″ Journal o f Zhe j iang University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２（２０１１） ，pp ．５２ ６４ ǐ．］

［２８］ A ．Nerkar ，″ Old is Gold ？ The Value of Temporal Exploration in the Creation of New Knowledge ，″
Management Science ，Vol ．４９ ，No ．２（２００３） ，pp ．２１１ ２２９ L．

［２９］ G ．Ahuja & C ．M ．Lampert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Large Corporation ：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How
Established Firms Create Breakthrough Invent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２２ ，No ．６／７（２００１） ，

pp ．５２１ ５４３ _．

［３０］ M ．Tsai & Y ．Huang ，″ Exploratory Learning and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gnitive Skills an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The Journal o f H 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

Vol ．１９ ，No ．２（２００８） ，pp ．８３ ９３ x．

［３１］ K ．Atuahene‐Gima & H ．Li ，″Strategic Decision Comprehensiveness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Outcomes
in New Technology Ventures ，″A cademy o 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４７ ，No ．４（２００４） ，pp ．５８３ ５９７ �．

［３２］ R ．B ．Kline ，Princip les and Practice o f S 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２００５ ]．

［３３］ R ．J ．Vandenberg & C ．E ．Lance ，″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the Measurement Invariance Literature ：
Suggestions ， Practices ，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 Organiz 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Vol ．３ ，No ．１（２０００） ，pp ．４ ６９ 弿．

［３４］ R ．Bagozzi & L ．Phillips ，″ Representing and Testing Organizational Theories ： A Holistic Construal ，″
A 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２７ ，No ．３（１９８２） ，pp ．４５９ ４８９ 1．

［３５］ M ．J ．Neubert ，D ．S ．Carlson & K ．M ．Kacmar ，et al ，″Regulatory Focus as a Mediator of the Influence of
Initiating Structure and Servant Leadership on Employee Behavior ，″Journal o f A p p lied Psychology ，Vol ．９３ ，

No ．６（２００８） ，pp ．１２２０ １２３３ 腚．

［３６］ P ．M ．Podsakoff ，S ．B ．Mackenzie & J ．Y ．Lee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 Journal o f A p p lied Psychology ，Vol ．８８ ，No ．５
（２００３） ，pp ．８７９ ９０３ 　．

［３７］ L ．J ．Williams ，J ．A ．Cote & M ．R ．Buckley ，″Lack of Method Variance in Self‐reported Affect and Perceptions
of Work ：Reality or Artifact ？″ Journal o f A p p lied Psychology ，Vol ．７４ ，No ．３（１９８９） ，pp ．４６２ ４６８ 抖．

［３８］ L ．S ．Aiken & S ．G ．West ，Multip le Regression ： Testing and Interp reting Interactions ，Newbury Park ：
Sage ，１９９１  ．

６５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４１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