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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能力如何影响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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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全球化和环境不确定性使企业竞争由相对静止模式转变为动态模式,通

过动态能力获取、整合、重构资源进行创新行为,成为企业在动态竞争环境中获得持续竞争

优势的关键.基于江西赣州和浙江丽水１２３家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调查数据,采用中介

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创新行为、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动态能力

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在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关系间存在中介作用.
具体而言,企业知识获取能力通过作用于企业内部体制改革和市场开拓行为提高企业绩效;
企业整合利用能力通过作用于企业新技术采纳行为提高企业绩效;企业重构转变能力通过

作用于企业市场开拓行为提高企业绩效.提出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可以根据自身能力优

势,采取相匹配的创新行为,来提升自身的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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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业在我国企业中占重要地位,随着网络的普及,“互联网＋农业”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

重要模式,这也为我国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的崛起与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但同时网络环境变化

迅速、市场竞争激增,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企业静态能力已不

足以应对企业间激烈竞争[１],而动态能力成为企业提高绩效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２Ｇ３].企业

动态能力通过获取、整合、重构企业内外部资源,开展创新行为,促进企业开发潜在市场、打破技术壁

垒、完善企业内部体制与信息化的结合,提升企业面对突变的反应速度,使其在动态的竞争环境中占

据领先地位[４].但我国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大多面临着投资少、规模小、标准化程度低、基础设施

差和专业人才匮乏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抵抗风险能力较弱、
对市场波动较敏感[５].因此,基于我国的现实背景,探索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如何在动态环境中增

加企业绩效并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经营环境的动态性,使得动态能力成为众多学者研究影响企业绩效的关

键因素[２].国内外学者对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早期研究大多集中探

讨了动态能力的维度划分以及动态能力和企业绩效模型的拓展[６Ｇ７].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动态能力与

企业绩效之间主要表现出以下两种影响关系:第一,动态能力直接影响企业绩效[８Ｇ９].研究者将动态

能力定义为企业独有的、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的、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能力,认为其可以直接作用于

企业绩效,使企业在竞争中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第二,动态能力间接影响企业绩效,并认为动态能力

是企业非生产性高阶能力,不能直接作用于企业绩效[１０Ｇ１２].苏敬勤等验证了创新战略在动态能力与

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１３];王建军等研究发现动态能力通过对运营能力的重构间接作用于企业绩

效[１４];赵兴庐等将环境的动态程度进行划分,发现中度动态环境中,运营能力在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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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起中介作用[１５].动态能力作为改变企业资源基础的能力,只有在资源变动能有效提升企业竞

争优势时才能显著作用于企业绩效.不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学者大多将动态能力作为一个

整体.
本文研究的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具有投资少、规模小、应对风险能力弱、对市场波动敏感度高

等特点.因此,在面对动荡的环境时,企业更需要通过了解自身知识获取、整合利用和重构转变能力,
并采取相应措施更有效地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那么动态能力到底如何作用于企业绩效? 已有

研究大多认为动态能力通过作用于营销能力、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等来影响企业绩效,但很少有学者

关注到动态能力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作用.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目前处于初创期,机会与挑战并存,
要在动态的环境中占据领先地位,必须进行创新来实现突破,获取持续竞争优势[１６Ｇ１７].因此,为了验

证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如何通过动态能力进行创新行为,进而提升企业绩效,本文首先对中小型农

产品电商企业动态能力进行了界定和测量,然后引入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创新行为作为中介变量,
从知识获取、整合利用和重构转变三个维度深入探讨动态能力对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绩效的影响

机理,以期为我国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发挥自身能力优势、更好地提升企业绩效提供一定的理论与

现实依据.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说

　　１．动态能力

动态能力由 Teece在１９９７年首次提出,并将其定义为企业的一种高阶能力,帮助企业在动态的

环境中整合、重构、建造外部及内部资源,获得与环境相匹配的竞争优势[２].之后,国内外学者对动态

能力展开了大量研究.Eisenhardt等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资源应对市场变革的过程,将动态能

力划分为整合能力、重构能力、获取能力、释放能力四个维度[１８].贺小刚等将动态能力定义为学习和

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１９].Wang等认为动态能力是对资源和能力的整合重构、更新再造以及对核心

能力的升级,因此将动态能力划分为吸收能力、创新能力、适应能力三个维度[２０].苏敬勤等认为动态

能力是从知识获取到知识整合的过程[１３].寇元虎将动态能力划分为组织学习、整合重构和组织变革

三个维度,认为企业可通过动态能力学习、整合资源快速适应动态环境获取竞争优势[２１].虽然近几

年动态能力在学术界备受关注,但其核心概念的内涵和维度划分并不统一.
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资源的集合体,“资源”是企业战略决策的出发点和重点.企业不仅包括自然

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还包括知识、信息以及教育等隐形资源.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已有的资源,
通过获取、整合和重构相关资源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动态环境中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而我国

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大多具有规模小、资源有限等特点,更加注重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基于此,本
文将借鉴 Teece的研究把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的动态能力划分为知识获取、整合利用和重构转变

三个维度[２].知识获取能力指面对新技术新环境快速接纳学习的能力;整合利用能力指整合、利用内

外部资源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重构转变能力指为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重构、转变企业内

部资源的能力.

２．研究假说

在动态的环境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动态能力对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１３].资源和能力是支撑企业

战略和行为的关键因素,Teece等认为动态能力可以通过获取、整合、重构等方式,在复杂的环境中对

企业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使企业在动态环境中获取独特的竞争优势,提升企业绩效[２].在动荡的环境

中,企业需要通过不断的创新来满足多变的市场需求,但在新的创新行为实施过程中原有资源的价值

在不断下降[１３],若企业能够及时识别市场风险并获取外部新技术、新信息等新资源,进行整合、重构

为企业提供持续不断的竞争优势,才能够将企业现有资源与创新行为的实施相协调,最终实现组织创

新,获得企业绩效的持续增长.因此,动态能力的知识获取、整合利用、重构转变能力可以帮助企业进

行创新,进而提升企业绩效.
(１)动态能力与企业创新行为.企业能力是影响企业战略决策与创新行为的关键因素.叶峥等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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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浙江产业集群企业的调查发现,企业创新行为受到企业认知能力、机会获取能力以及资源整合

能力的影响[２２].苏敬勤等也在研究中指出动态能力的知识获取、整合利用、重构转变三个维度在企

业创新战略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１３].在动态环境中,企业具备较强的知识获取能力,会促使企业不

断学习外部知识;企业整合能力强,可促使企业更有效的对内外部知识进行筛选并进行整合利用,并
将筛选出的资源与企业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重构转变.也即企业在面对动态的外部环境时,可以通

过动态能力及时吸取外部知识并结合内部资源,实施创新行为.因此,提出假说:

H１: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动态能力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２)企业创新行为与企业绩效.企业创新行为直接决定企业绩效水平,是企业采取的可以为企业

创造价值的行为,是企业在动态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３].李宏贵等从制度和

技术两个角度衡量企业创新行为[２３],而在实际调研中发现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大多是小规模企

业,拓展新兴市场的创新行为有利于企业充分展示企业新兴技术、迅速获取大量关注并吸引更多潜在

顾客.因此,本文从新技术采用、内部体制改革和市场开拓三个方面衡量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的创

新行为.已有研究证明企业创新行为与企业绩效密切相关[１１,２４].新技术采用有助于企业研发新产

品和有效地进行技术扩散并获得技术领先优势和超额利润[１７,２５],采用新技术对企业创新增收效果越

明显,企业对新技术采用力度就越大[２６].市场开拓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拥有市场

就拥有了更多的现实和潜在顾客以及强大的市场竞争力[２４].而企业内部体制改革则可以显著提升

生产效率,增加企业绩效.因此,提出假说:

H２: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创新行为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
(３)企业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动态能力是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关键因素,

并在国内外众多企业中得到证实[１６].众多研究表明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是间接作用,企
业知识获取能力能有效提升企业绩效保持持续竞争优势[２４],但企业知识获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图１　动态能力和企业创新行为

影响企业绩效的假设模型

是通过市场导向和创新行为的中介效应间接作用

的[１６],而企业的整合利用和重构转变能力通过组织

创新影响企业绩效[５].合适的创新行为能更有效地

获取外部知识资源,并整合、重构,转变成自身独特竞

争优势,提升企业绩效.因此,提出假说:

H３:企业创新行为在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动

态能力与其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创新行为解释了动态能力三个维度与企业绩效

之间的作用机理,用于理解企业动态能力的获取、整合和重构能力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产生持续竞争

优势.因此,本文提出了动态能力和企业创新行为影响企业绩效的假设模型(图１).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信效度检验

　　１．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根据我国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营业收入在５００万元以下的企业为小型企业,在５００万元~２０００
万元的企业为中型企业①.本次研究对象选取营业收入１０００万元以下的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
江西赣州市是世界脐橙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也是全国最大的脐橙主产区,近年来借助“互联网＋”、大
数据等创新模式,赣南脐橙逐渐销往全国乃至全世界.浙江丽水市是全国第一个农村电商全域覆盖

的城市,５１个行政村获得了２０１９年浙江省电商专业村称号,实现了电商专业村市域全覆盖.因此,
选取赣州市和丽水市作为研究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２０１８年７月课题组联系当地政府并获取企

业相关资料和名录,于２０１８年８月前往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和信丰县以及浙江省丽水市的莲都区、

３５

① 工信部联企业〔２０１１〕３００号«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网址:http://www．whsia．org．cn/ueditor/php/upload/

file/２０２００５０７/１５８８８３５０６５４００７２２．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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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县和庆元县,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县城选取２０~３０个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对该

企业直接负责人或者对该企业经营状况有充分了解的企业管理人员展开一对一的访谈,并由调查员

填制问卷.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调研前对调研人员进行专题培训.调研中共收集问卷１５０份,因调

查过程中访谈被强制终止或访谈对象被替换,考虑到问卷数据的有效性,剔除２７份此类问卷,最终剩

余有效问卷１２３份,其中中型企业１５家,小型企业１０８家,样本有效率为８２．０％.
从调查的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基本统计结果(表１)看,抽取的样本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

(１)样本中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的管理者年龄分布相对均衡,４０~５０岁人数稍多,受教育程度大部

分处于高中或中专以下;(２)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中有５６．１％的企业网络销售收入占比低于３３％,
普遍偏低.企业资产规模大部分呈现小规模情况,企业资产规模在５０万以下的样本占比７３．１％.经

营年限普遍偏低,３年以内的企业占比６５．０％.从不同区域样本的统计结果来看,组间差异不明显.
表１　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基本特征统计

特征 分类
样本占比/％

全样本 江西 浙江

卡方
检验

特征 分类
样本占比/％

全样本 江西 浙江

卡方
检验

主管
年龄

３０岁及以下 ２５．２ １１．４ １３．８
x２＝７．２７０
(P＝０．０６４)

互联网销售
收入占比

３３％以下 ５６．１ ３１．７ ２４．４
x２＝１．０６５
(P＝０．７８６)(３０,４０]岁 ２６．８ １０．５ １６．３ [３３％,６６％) ２４．４ １２．２ １２．２

(４０,５０]岁 ３０．１ １７．９ １２．２ [６６％,９９％) １９．５ ９．０ １０．５
５０岁以上 １７．９ １３．０ ４．９

企业资产
规模/万元

１０万元以下 ３４．１ １８．８ １５．３
x２＝２．４３０
(P＝０．４５２)

教育
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２９．３ １７．９ １１．４

x２＝５．４７３
(P＝０．３６１)

[１０,５０)万元 ３９．０ ２１．１ １７．９
高中或中专 ３５．０ １７．９ １７．１ ５０万元以上 ２６．９ １２．９ １４．０

大专 ２０．３ ７．３ １３．０
经营
年限

３年及以下 ６５．０ ３９．０ ２６．０
x２＝４．７０９
(P＝０．０９５)本科 １３．８ ４．９ ８．９ (３,５]年 ２４．４ ９．８ １４．６

硕士及以上 １．６ ０．８ ０．８ ５年以上 １０．６ ４．１ ６．５

　　２．变量选择

本文根据农产品电商企业动态能力的定义将动态能力分为知识获取、整合利用和重构转变.选

取农产品电商企业绩效作为因变量,企业资产规模、经营年限、网络销售收入占比和地区变量作为控

制变量.依据前文的分析,中介变量主要选取了新技术采用、市场拓展和内部体制改革三项企业创新

行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测量题项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测量题项 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知识获取(A)
A１ 您进行生产经营需要学习互联网新知识

非常不同意＝１;较不同意＝２;一般

＝３;较同意＝４;非常同意＝５

４．２８ ０．９１７
A２ 您及时学习互联网新知识 ４．０６ ０．９６９
A３ 您为学习互联网知识进行了投资 ３．６３ １．２０４

整合利用(B)

B１ 您能够筛选出有用的互联网知识信息

非常不同意＝１;较不同意＝２;一般

＝３;较同意＝４;非常同意＝５

３．７６ ０．９９５
B２ 您会结合实际将学习到的互联网新知识进行整合 ３．７４ １．１３７
B３ 您将学到的互联网新知识进行存档 ３．５７ １．１４６

重构转变(C)
C１ 您运用互联网新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非常不同意＝１;较不同意＝２;一般

＝３;较同意＝４;非常同意＝５

４．０６ ０．７８２
C２ 您运用互联网新知识解决问题时效率更高 ４．１１ ０．８９８
C３ 您运用互联网新知识解决问题提高了自身的技能 ４．２１ ０．７７１

企业绩效(Y)
Y１ 企业运用互联网提高了网上平台销量

非常不同意＝１;较不同意＝２;一般

＝３;较同意＝４;非常同意＝５

４．０５ １．００７
Y２ 企业运用互联网提高了销售收入 ４．１８ ０．７６９
Y３ 运用互联网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４．１６ ０．８２４

企业创新
行为 M

M１ 新技术采用:您引入了新的管理信息系统 是＝１;否＝０ ０．５７ ０．４９７
M２ 市场拓展:您调整了市场竞争策略 是＝１;否＝０ ０．８７ ０．３３８
M３ 内部体制改革:您建立了新的雇工和薪酬体系 是＝１;否＝０ ０．６８ ０．４６７

控制变量

企业资产规模 ２０１８年总收入/万元 １０．７７ ４．１０１
经营年限 企业经营时间/年 ３．１６ ２．１２０
互联网收入占比 互联网收入/总收入 ０．３９ ０．２９８
地区变量 江西＝１;浙江＝０ ０．５３ ０．５０１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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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动态能力.动态能力是指企业通过对外部资源的获取、内外部资源的整合利用以及企业经营

过程中的重构转变来快速应对动荡的外部环境,形成竞争优势的能力.本文参照１９９７年 Teece对动

态能力的界定,结合林家宝等对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能力的测度[２６],从知识获取、整合利用和重构

转变三个维度对动态能力进行测量.其中,知识获取指农产品电商企业面对互联网给农业带来的巨

大冲击时,从外部获取相关知识和资源的能力,通过“需要学习、及时学习和为学习投资”三个题项进

行测量;整合利用指农产品电商企业协调组织内部已有资源和外部资源的能力,通过“信息筛选、对新

信息整合和对新信息存档”三个题项进行测量;重构转变指农产品电商企业将拥有的资源进行再配

置,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的能力,通过“运用新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以及提高自身技

能”三个题项进行测量.
(２)企业绩效.企业绩效是一定经营期间内的企业经营利润,其存在多种衡量指标,目前国内学

者对企业绩效的衡量一般分为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本文参照田刚等对企业绩效的衡量方式[２７],
用市场绩效替代企业绩效,代表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如企业价值(销售量、销售收入)和企业成长性

(市场竞争力).
(３)企业创新行为.借鉴李宏贵等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２３],结合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的实

际情况,从新技术采用、市场拓展和内部体制改革三个维度对企业创新行为进行测量.具体研究中用

“您是否引入了新的管理信息系统”“您是否调整了市场竞争策略”和“您是否建立了新的雇工和薪酬

体系”分别测度三个维度.
(４)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企业绩效的变量,根据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特征,选

取企业年限、企业资产规模、互联网收入占比和地区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随着企业年限和企业规模的

增长,企业制度会越来越完善,但同时也可能产生组织惰性阻碍企业的发展.此外,还控制了农产品

电商企业的互联网收入占比(互联网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而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策环

境等宏观因素也可能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３．信度和效度检验

运用SPSS１９．０软件对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的测度题项依次展开KMO检验、Bartlett球形检验、
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见表３和表４).首先,样本适应性检验 KMO值均大于０．６,且Bartlett球形检

验P 值均为０．０００,通过１％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也即该样本数据适合做进一步的因子分析.其次,
检验结果显示两者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α)均大于０．７,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信度.最

后,知识获取、整合利用、重构转变三个变量的 AVE值分别为０．７４５、０．７７１、０．７５０,均大于０．５,表明模

型收敛效度良好.而平均萃取方差 AVE平方根大于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表明模型具有良

好的区分效度.
表３　因子分析和可靠性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代码 因子载荷 Cronbach’sα值 AVE AVE 平方根 因子分析适宜性

知识获取
A１ ０．８６５

０．８２０ ０．７４５ ０．８６３
KMO＝０．７２１Bartlett形检验值为

(１３５．３９２)０．０００A２ ０．８７５
A３ ０．８５０

整合利用
B１ ０．８３０

０．８５１ ０．７７１ ０．８７８
KMO＝０．７０６Bartlett检验值为

(１６６．８５５)０．０００B２ ０．９０７
B３ ０．８９６

重构转变
C１ ０．８２４

０．８３２ ０．７５０ ０．８６６
KMO＝０．７０７Bartlett检验值为

(１４５．１７５)０．０００C２ ０．８８８
C３ ０．８８５

企业绩效
Y１ ０．７８９

０．７７４ ０．７０１ ０．８３７
KMO＝０．６８８Bartlett检验值为

(１０８．２９８)０．０００Y２ ０．８６１
Y３ ０．８６０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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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变量间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知识获取 整合利用 重构转变 新技术采用 市场拓展 内部体制改革 企业绩效

知识获取 ３．９９ １．０７０ １

整合利用 ３．６９ １．０９５ ０．６０６∗∗ １

重构转变 ４．１３ ０．８１９ ０．３５４∗∗ ０．５７８∗∗ １

新技术采用 ０．５７ ０．４９７ ０．３８９∗∗ ０．４５２∗∗ ０．２９０∗∗ １

市场拓展 ０．８７ ０．３３８ ０．３９０∗∗ ０．２７７∗∗ ０．３１３∗∗ ０．２４９∗∗ １

内部体制改革 ０．６８ ０．４６７ ０．４４５∗∗ ０．３７８∗∗ ０．１７４ ０．５７１∗∗ ０．３６０∗∗ １

企业绩效 ４．１３ ０．８７２ ０．４７７∗∗ ０．４５２∗∗ ０．４１２∗∗ ０．４７９∗∗ ０．４４２∗∗ ０．５７５∗ １

　注:∗ 和∗∗ 分别表示１０％和５％的水平上显著.

　　三、实证分析

　　１．动态能力、企业创新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回归分析

本文构建模型检验动态能力、企业创新行为与农产品电商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１、模型２、
模型３是控制变量以及动态能力各个维度分别对新技术采用、市场拓展及内部体制改革三项企业创

新行为的回归方程,具体模型如式(１):

Yi＝ln(pi

１－pi
)＝α＋∑

n

j＝１
βjxij (１)

式(１)中,Yi 表示农产品电商企业i的某种创新行为,pi 表示农产品电商企业i有某种创新行为

的概率;β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j表示自变量序号;xij表示影响农产品电商企业i某种创新行为的

第j个自变量,即农产品电商企业动态能力的各个维度以及控制变量;n 表示自变量的个数.模型４、
模型５、模型６是包含中介变量在内的所有变量对农产品电商企业的稳健回归方程,检验企业创新行

为与农产品电商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体模型如式(２):

Zi＝β０＋∑
n

j＝１
βjxij＋βlxil＋εi (２)

式(２)中,Zi 表示农产品电商企业绩效,β０ 表示常数项系数,βj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j表示自变

量序号;xij是表示影响农产品电商企业i绩效的第j个自变量,即动态能力的各个维度和控制变量;

xil表示农产品电商企业某种创新行为决策,βl表示某种创新行为决策的回归系数,n 表示自变量的个

数.利用SPSS１９．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各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５.
表５　动态能力、创新行为与农产品电商企业绩效关系的回归结果

变量
新技术采用 市场拓展 内部体制改革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企业绩效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控制变量

企业资产规模 －０．０１６ －０．１７７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经营年限 －０．００８ －０．１３９ ０．１７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４
互联网收入占比 －０．９８８ －２．０５７ －０．７６２ ０．３１７ －０．３７９∗∗ －０．３５２∗

地区变量 ０．３６０ ０．４７３ ０．１１８ ０．１８７ ０．２０５ ０．２１５
自变量

知识获取 ０．５２４∗ １．０８２∗∗∗ ０．８３３∗∗∗ ０．２４６∗∗ ０．１９８∗ ０．１５２
整合利用 ０．６９３∗∗ －０．５５６ ０．４７７ ０．０４６ ０．１７３ ０．０５１
重构转变 ０．１８４ １．２７５∗∗∗ －０．１９６ ０．２０３∗∗ ０．１４２ ０．２６０∗∗

中介变量

新技术采用 ０．６２６∗∗∗

市场拓展 ０．８８９∗∗∗

内部体制改革 ０．９９９∗∗∗

模型统计量

调整后的 R２
x２＝３４．０８９∗∗∗

０．２３９
x２＝３１．２８９∗∗∗

０．２２５
x２＝３１．８０１∗∗∗

０．２２８
F 值＝８．６０２∗∗∗

０．３３３
F 值＝８．４２６∗∗∗

０．３２７
F 值＝１２．５５６∗∗∗

０．４３１

　注:∗ 、∗∗ 和∗∗∗ 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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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知识获取能力对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由模型１、模型２和模型３可知,
知识获取能力对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的新技术采用行为、市场开拓行为和内部体制改革行为的影

响分别通过了１０％、１％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方向为正.即企业知识获取能力越强,企业新技

术采用行为、市场开拓行为和内部体制改革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企业知识获取能力越强,获取的

外部信息越丰富,越愿意去了解和学习新技术并为新技术的采用而投资,新技术带来的竞争优势也有

助于企业开拓新市场,随着企业技术更新和市场扩大,内部体制也会不断完善.
(２)整合利用能力对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由模型１可知,整合利用能力对中

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新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通过了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方向为正,但对企业市

场开拓行为和内部体制改革行为的影响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企业整合利用能力越强,越有利于

企业快速掌握新技术的相关知识,加快企业对新技术的应用.但在动态的环境中,中小型农产品电商

企业对外部信息资源的整合利用更多的关注于新技术相关的信息而忽略了对市场拓展和内部体制改

革相关信息的筛选和整理.在实际调研中也发现,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当前更多的是关注微商、淘
宝店、网上商城和旗舰店等相关互联网技术的使用问题.

(３)重构转变能力对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由模型２可知,重构转变能力对中

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市场拓展行为的影响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方向为正,但对新技术采

用和内部体制改革行为的影响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企业具有较强的重构转变能力有利于企业在

动态的环境中结合内外部资源重构转变形成新的持续的竞争优势,进而帮助企业打开新市场.但企

业在重构转变的过程中也存在转变失败的情况,如企业新技术融合失败、新体制并不适合企业当时发

展情况等,从而导致企业重构转变能力对企业新技术采用行为和内部体制改革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
(４)企业创新行为对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绩效的影响.新技术采纳、市场拓展和内部体制改革

行为都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正向影响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的绩效.技术是企业的第一生

产力,新技术是企业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２８],新技术采用行为可显著提高企业效率;开发和探索新

的市场机会则可以维持企业长期的竞争优势[２９];对企业内部薪酬制度体系的改革完善,既可以激励

员工努力工作,又对企业内部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由以上结论可知,企业动态能力三个维度中,只有部分变量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因此

假设 H１ 得到部分验证,该结论与叶峥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２２].而企业创新行为的三个维度对企

业绩效都在１％水平上显著,因此假设 H２ 得到验证.

２．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检验

现有中介效应检验中,Bootstrap方法优于Sloble检验法[３０],是目前研究者们使用较多的一种方

法.但当中介变量是分类变量时,Bootstrap方法将不再适用.本研究中企业新技术采纳行为、市场

拓展行为和内部体制改革行为均为分类变量,因此选择Iacobucci提出的中介检验方法[３１],具体步骤

如下:
首先,用线性回归或Logit回归,建立中介效应模型:

Y＝i＋cΧ＋e１ (３)

M＝i＋αΧ＋e２ (４)

Y＝i＋c′Χ＋bM＋e３ (５)
式(３)~式(５)中,Y 为因变量,X 为自变量,M 为中介变量,α为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

b为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c是X 对Y 的总效应,c′是直接效应.
根据式(３)~式(５)得到的参数,计算出sa 和sb,分别表示对应的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标准误.

然后依次计算出下列指标:

Za＝a/sa,Zb＝b/sb (６)

Zab＝Za×Zb,σ
︿
Zab＝ Z２

a＋Z２
b＋１ (７)

ZMediation＝
Zab

σ
︿
Zab

＝
Za×Zb

Z２
a＋Z２

b＋１
(８)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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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变量 新技术采用 市场拓展 内部体制改革

知识获取 １．６０１ ２．１２２∗ ２．４６７∗

整合利用 １．９６５∗

重构转变 ２．１１２∗

　注:∗ 表示中介效应检验值的绝对值大于１．９６,中介效应
显著.

　　 根 据 ZMediation 的 值 判 断 中 介 效 应 的 显 著 性,若

ZMediation的绝对值大于１．９６,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表６
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知识获取能力通过企业市场拓展行

为和内部体制改革行为作用于企业绩效;企业整合利用

能力通过企业新技术采用行为作用于企业绩效;企业重

构转变能力通过企业市场拓展行为作用于企业绩效.
由此可见,农产品电商企业动态能力的不同维度会发挥

不同的优势,与之相适应的企业创新行为也存在差异,进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具有一定差异;即农

产品电商企业动态能力不同维度优势的体现,是通过采取相应的创新行为而影响的其绩效.农产品

电商企业动态能力的某一维度越强,可能会促进其采取相应的创新行为,从而更好地促进企业绩效的

增长.企业创新行为的部分中介作用得到了验证,即假设 H３ 得到验证.该结论与林家宝等、曹红军

等关于动态能力不同维度与企业绩效之间作用机制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２６,３２],但在本文对动态能力

三个维度与企业绩效之间作用的“黑箱子”,即中介变量进行了新的探索,引入了“企业创新行为”这一

变量.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１２３家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的调查,研究了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创新行为在动

态能力与企业绩效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并深入探讨了动态能力中知识获取、整合利用和重构转变能力

影响企业绩效的具体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动态能力的不同维度会促使

企业采取不同的创新行为.具体而言,知识获取能力会促进企业新技术采用行为、市场拓展行为和内

部体制改革行为的产生;整合利用能力会促进企业新技术采用行为的产生;重构转变能力会促进企业

市场拓展行为的产生.第二,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创新行为在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

中介作用,而且企业动态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企业创新行为的差异.具体而言,企业市场拓展行为和内

部体制改革行为在知识获取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新技术采用行为在整合利用能力与企

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市场拓展行为在重构转变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得到以下启示:第一,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要明确自身动态能力三个维度的状况,有效

发挥企业创新行为重要的中介作用,提高企业绩效.一方面,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要正确分析自身

能力的优劣势,提升自身动态能力.例如,加强与其他企业的交流、加强技术培训等.另一方面,企业

要发挥自身能力优势,采取相匹配的创新行为,产生持续竞争优势,提升企业绩效.第二,政府在推动

农村电子商务的进程中,一方面,要针对性地对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的创新行为提供财政和政策方

面的支持,为企业创新行为提供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要鼓励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积

极参加相关技术培训、完善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多渠道了解农产品电子商务相关信息、多与典型示范

企业交流等,进而提高企业各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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