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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动态能力理论源自战略管理领域的一个基本问题——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研究。
与波特的企业竞争优势产生的外生理论不同，企业竞争优势的内生理论认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于
企业所拥有的异质性资源和企业运用资源的“核心能力”。
但是，内生理论在解释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时忽略了环境的变化给企业带来的资源和能力的刚性。
为此，研究者在弥补上述理论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能力理论。
　　《技术范式转变视角下的企业的动态能力：一个整合框架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技术范式转变这一
重要的环境变量而展开的动态能力研究。
首先，对动态能力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回顾，分析了现有动态能力理论研究的现
状和不足。
其次，在充分借鉴国外学者有关动态能力的前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战略过程研究的方法。
构建了一个动态能力的双过程——两阶段的扩展模型，并从动态能力的战略过程维度和组织过程维度
深入分析和探讨了企业改变资源基础的战略和组织惯例。
最后，对所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深度的案例研究。
　　《技术范式转变视角下的企业的动态能力：一个整合框架的研究》的研究填补了我国在技术范式
转变背景下企业动态能力理论研究方面的空白，为面临技术战略转型的高技术企业提供了具有较强的
可操作性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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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的经济学。
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中新奇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性的内容是强调新奇的出现，它的不同分支都将创新置于
核心地位，并确实或多或少地都赞同新奇在经济变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演化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系统的历时转变，它对社会经济演化的完整分析框架由三种机制构成：
遗传、变异和选择，其解释、考虑了人类经济活动的特定方面，其企业理论主要存在两个层面的企业
研究：一个是系统发生的企业研究；另一个是个体发生的企业研究。
前者在本质上是一种群体思想，主要是从企业群体或产业层面上分析企业行为，没有代表性企业，只
有不同企业的分布。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纳尔逊和温特（1982）所做的工作。
在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发展的中后期，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了对个体发生的研究，通过更多地关注单个
企业成长的演化过程，来理解企业间重要差异产生的原因。
这一层面的研究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组织学习方法；另一种是能力方法。
组织学习方法以过程导向研究为主，借鉴了组织行为学的很多研究成果，集中关注个体学习的合作以
及组织的知识如何从这些学习过程的交互作用中产生。
能力方法则更为关注学习过程的结果，主要从知识的意会性、社会性、路径依赖性和互补性特征人手
，来解释企业的异质性，并在战略管理领域中广泛应用于理解企业竞争优势的产生和维持问题。
总之，在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中，企业是一个知识（能力）的储存库，通过应用解决问题的技巧和
行为规则，知识得以产生、复制和增长。
知识具有社会性、意会性和路径依赖性，它使得一个企业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企业。
当企业的知识存量具有较高的效率时，就可以在产品市场上产生租金，进而创造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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