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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高度不确定环境下,新创企业进驻创新平台已成为新创企业破除资源约束的关键手段,然而鲜有

文献考察创新平台赋能对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影响。 本文基于即兴能力和环境不确定性视角,构建创新平台赋能

通过即兴能力影响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概念模型,并采用 451 家企业的一手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

第一,创新平台赋能对新创企业跨界搜索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在即兴能力的维度中,即时性能力与创造性能力

均在创新平台赋能与新创企业跨界搜索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第三,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即时性能力与新创企

业跨界搜索之间的关系,但在创造性能力与新创企业跨界搜索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本文将创新平台赋能研

究拓展到创新平台赋能条件下的新创企业创新创业研究,为揭示创新平台赋能对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作用机理提

供了依据。

　 　 关键词:创新平台赋能　 即兴能力　 跨界搜索　 环境不确定性　 创新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F272.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3)05-0036-20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在《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 《“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

划》等政策推动下,中国新创企业迎来快速发展的契机。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截至 2021 年末,
中国中小微企业达 4

 

800 万户,相较于 2012 年末增长 2. 7 倍。 不过,新创企业在发展中也面临严峻的形势。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和国际贸易争端等事件的出现对企业正常经营产生强烈的冲击。 中研普华产业研

究院《2022—2027 年中国中小企业行业经营战略深度分析及发展前景趋势预测报告》显示,中国中小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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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寿命从疫情前的 3. 5 年降低至疫情发生后的 2. 6 年,而且还在继续下降。 除了要面对外部环境的压力,
新创企业依然存在融资难融资贵、无法获取有价值的技术与信息、缺乏高端智力资本等难题。 在不确定环

境中,新创企业自身的资源与能力已难以为其竞争优势的获取提供充分的保障,新创企业亟需在跨界基础

上识别与整合资源,以突破资源约束和能力陷阱。 在新创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一系列创新平台陆续出现,
如海尔霍普(HOPE)平台、美的开放式创新平台等。 与层级组织和市场组织都不同,创新平台通过汇集、分
配、管理互补性资产打造了一个主体彼此依赖、资源高度互补、价值共创共享的生态系统,能够凭借其在创

新生态系统中的资源支配地位和信息交换枢纽角色,为平台用户能力的增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创新平台的赋能为新创企业跨界带来了契机。 越来越多的新创企业加入创新平台搭建的生态系统之

中,试图利用创新平台在需求与供给定义、资源分配、价值创造等环节提供的场景和工具,将技术、知识、信
息、数据等资源进行整合,为客户提供定制化产品和服务。 与传统的政府帮扶、中小企业自我创新不同,新
创企业入驻创新平台为其成长提供了第三条思路。 新创企业入驻创新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其价值链

和产业链,为其在网络效应、溢出效应等作用下跨界获取资源创造了条件。 从平台赋能与组织搜索理论来

看,新创企业入驻创新平台使其跨界获取资源的能力获得提升,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创新平台赋能新创企业

跨界搜索的过程。 此外,在乌卡(VUCA)时代,组织即兴是新创企业创新创业过程中的普遍行为,也是其有

效应对环境冲击的关键策略[1] 。 从组织即兴角度看,创新平台赋予新创企业的组织能力可能是一种使其在

不确定环境中计划与行动同时进行,并涌现新思想和新行动的即兴能力。 也就是说,创新平台赋能可能对

新创企业跨界搜索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即兴能力可能是创新平台赋能促进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中间路

径,而且环境不确定性可能对创新平台赋能与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 那么,创新平台赋

能对新创企业跨界搜索产生什么影响? 即兴能力在二者之间起何种作用? 环境不确定性对创新平台赋能、
即兴能力与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探究上述问题对于构建创新创业基础设施,完善中

小企业创新创业的管理举措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学术界在创新平台赋能与新创企业跨界搜索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尚未构建二者关系的分析

框架。 一方面,专注于创新平台赋能的学者主要分析创新平台赋能的概念界定[2] 、维度划分[3-4] 、驱动因

素和影响效应[5-8] ;另一方面,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相关研究主要考察概念特征[9] 、测量维度、实现机

制[10] 与影响结果[11-13] 。 此外,有学者注意到创新平台增强了平台用户的组织能力[14-15] ,从而对新创企

业的跨界搜索产生驱动作用,但很少有文献探讨创新平台赋能通过企业能力培育影响新创企业跨界搜索

的内在机理。
基于上述分析和思考,本文从即兴能力和环境不确定性视角,构建环境不确定性下创新平台赋能通过

即兴能力影响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概念模型,并采用中国情境下 451 家企业的调研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

验,以揭示创新平台赋能影响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中介机制与边界条件。

　 　 二、文献综述

　 　 (一)创新平台赋能

现有文献对创新平台和赋能进行了研究。 创新平台是一种特殊的平台。 从平台服务的对象来看,平台

通常包括产品平台、产业链平台和产业平台三种。 其中,产业平台可以根据平台特征的不同分为交易平台

和创新平台[16] 。 交易平台是为平台生态系统参与者交换信息或者交易商品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如信息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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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商品交易平台。 创新平台则是平台企业通过模块化、界面化设计,吸纳供给端与需

求端用户,通过调控资源促进各主体协同创新的基础设施[17-18] ,如将高校、科研机构、大公司、创业公司等聚

集起来为产品创新提供一站式服务的海尔霍普平台。 交易平台与创新平台在组织设计、价值创造与产品提

供方面存在区别。 交易平台的技术复杂度较低、层级模块较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较小,生态价值源自交易

成本的降低,提供的产品通常是最终产品;与交易平台不同,创新平台的技术复杂度较高、层级模块较多、固
定资产投资规模较大,生态价值来自创新型产品及迭代,提供的产品往往是半成品[17] 。 对于赋能,现有文献

提出了授权赋能与能力赋能两种观点。 前一种观点认为,赋能是企业赋予员工权力,让员工拥有某种能力,
达到“增权升能”效果[19] 。 此观点将传统的授权概念进行了扩展,认为授权赋能能够为员工或组织带来益

处[20] 。 与此不同,后一种观点认为,赋能是企业通过对组织要素进行全方位调整促使传统企业向平台企业

转型[21] ,或是平台企业在新技术应用基础上对各要素进行组合,提升平台用户感知与应对环境能力的过

程[22] 。 此观点强调赋能主体通过提供赋能内容,让赋能对象实现能力的获得或提升。 新近研究提出了平台

赋能[23] 、数字化赋能[24] 、工业互联网赋能[7] 等概念。 相较于前面两种观点,这些文献是在数智化背景下对

赋能概念的拓展。 作为创新平台与赋能融合而成的概念,创新平台赋能是创新平台在搭建创新生态系统基

础上,通过聚集与分配创新资源,增强参与者对环境变化适应能力的过程。 此外,创新平台赋能与新近研究

提出的平台赋能概念既存在联系也有区别。 从联系角度看,创新平台赋能的维度、机制与平台赋能基本一

致;从区别角度看,创新平台赋能特指创新平台及生态对平台用户能力的提升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将创新

平台赋能定义为:创新平台通过搭建生态系统为平台用户提供或分配创新资源,平台企业与用户在网络效

应或溢出效应基础上实现协同创新,使得平台用户能力增进或者高阶能力形成的过程。
创新平台如何赋能? 现有文献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一,权力或权威的授予;其二,资源或条件

的供给;其三,环境或情境的创造。 从权力或权威授予来看,赋能是一种广义的授权,通常表现为管理者通

过调整企业内责、权、利及其匹配关系,实现组织成员的增权升能[25-26] ,最终提高企业对环境的适应性;从资

源或条件供给来看,平台赋能一般是平台企业凭借生态位优势,通过对资源的调控,激活或增强参与者的创

新能力[27] 。 从环境或情境创造来看,赋能往往是政府或龙头企业搭建基础设施,且不干预用户运营,但在网

络效应作用下会增强平台用户对资源和机会的掌控能力。

　 　 (二)即兴能力

即兴能力是企业在紧急、不可预测环境下[28] ,计划与行动同时进行[29] ,通过对资源进行利用和整合呈

现出创造性[30] ,从而自发地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 即兴能力的定义限定了维度划分的方式。 有学者根据表

现形式,将即兴能力分为即时性能力和创造性能力。 即时性能力反映的是主体在应对意外事件时计划与执

行的重叠程度;创造性能力体现的是偏离传统惯例的程度[31] 。 也有学者从过程角度,将即兴能力分为自发

性能力和创造性能力。 自发性能力是组织及其成员动用可获得的资源有意识地对突发事件做出反应的能

力;创造性能力则是组织在应对环境时,积极寻求创新和突破的能力[32] 。 还有学者强调即兴能力的立即反

应和意图创造两个特征。 其中,立即反应是指突发事件的出现迫使企业在时间压力下根据现有信息立即执

行;意图创造则是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对原有执行方式进行修正,有意识地采取新行动和新方案[33] 。
个体、团队和组织三个层次的因素对即兴能力产生影响。 在个体层次上,员工工作技能、经验和创新能

力对员工即兴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如员工的即兴行为以员工的技能和经验为基础,而且员工对意外事件的

处理依赖于员工的创新能力[34] 。 在团队层次上,团队技能和协作是团队即兴能力形成的决定因素。 团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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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能力不但与团队成员的专有技能有关[35] ,而且需要团队成员为达成共同的目标相互协作[28] 。 在组织层

次上,文化氛围、领导风格、组织学习等是即兴能力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 开放的文化气息能够激发新思

想,包容型领导风格能够容忍失误,组织采取的知识创造或转移的过程能够丰富知识基础,从而有助于即兴

能力的形成。
即兴能力产生多种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即兴能力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如阿克金等(Akgün

 

et
 

al.,
2007)发现,新产品开发团队的即兴行为通过团队信息共享和知识的应用提高新产品开发的成功率[36] 。 不

过,过度的组织即兴也可能给企业带来消极影响。 当组织即兴收到积极的反馈时会让企业将即兴作为应对

突发事件的有效手段,造成非必要的决策和行动,而且也会给组织成员带来承担即兴行为的焦虑感[30,37] 。
即兴能力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双重影响促使学者们探索影响效应的边界条件。 不同类型企业、不同成长阶段

的企业即兴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 与大型、成熟企业不同,新创企业受到严重的资源约束,风险承担能力

弱,在不确定性中做出的决策可能对企业产生系统性、根本性影响[38] 。

　 　 (三)跨界搜索

跨界搜索是组织或个体跨越边界[39] 获取信息、资源和知识[40] ,以解决问题或发现机会的过程。 那么,
什么因素对跨界搜索产生影响? 现有研究集中于技术、组织与环境三个方面。 从技术方面来看,新技术的

采纳以及旧技术的迭代促使企业跨界搜索,如王宛秋等(2022)研究发现,企业在跨界技术并购过程中将技

术视为双方并购前的资源特质与并购后异质性资源形成的资源基础,双方技术基础扩展到技术领域的广度

与企业新产品开发和市场范围拓展存在逻辑关联,而且双方在技术经验和知识基础上的邻近性对企业之间

的合作或联盟产生积极、消极等多种影响[41] 。 从组织方面来看,企业可利用的创新资源与吸收能力是跨界

搜索的重要影响因素。 根据资源基础观,企业在内部研发和创新合作时投入的创新资源是其跨越边界搜寻

资源,将资源消化、吸收的前提条件。 其中,内部研发有助于积累创新经验,克服技术临近程度低的情况下

隐性知识独特性、专用性带来的转移壁垒[42] ,从而增强企业对非本行业或不熟悉知识的掌握能力。 创新合

作则为企业带来社会资本,使其在获得更多创新资源的同时,强化对创新知识的吸收。 创新资源只有转变

为吸收能力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从吸收能力理论角度看,企业在消化与应用知识方面的能力有助于迅速转

化外部知识和内部现有资源,从而提高跨界搜索能力[43] 。 从环境方面来看,技术、市场和制度环境的不确定

性对企业维持独特资源产生影响,从而对企业跨界搜索产生限制。 赵艺璇等(2022)以美的集团成功跨界地

产领域为案例研究对象,发现美的集团之所以能够实现跨界扩张是因为美的利用生态优势嵌入社会网络,
通过各主体之间的技术网络合作和市场网络包络两个耦合网络价值共创的迭代演进机制,实现了跨界的技

术可行与市场接纳[10] 。

　 　 (四)环境不确定性

环境不确定性是企业面临的复杂、不稳定状态,表现为企业对技术环境、市场环境等的变化以及环境变

化对企业产生的影响难以预测[44-45] 。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的运营产生影响。 一方面,环境不确定性可能带

来知识与经验的匮乏。 环境越复杂、越动荡,相应地要求企业依赖越丰富的知识基础,具备更强的环境理解

能力。 然而,企业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基础和认知能力,这给企业吸收和整合资源带来困难[46] 。 另一

方面,环境不确定性往往导致企业在转型时付出更高的成本。 在环境动荡和要素快速变化条件下,中小企

业往往善于发现和利用市场机会,发挥“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对既有产品进行更新或者推出新产品,从而提

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47] 。 与中小企业不同,大企业可能囿于路径依赖和沉没成本难以根据环境变化灵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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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竞争战略,即使注意到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在重构市场势力时力不从心。

　 　 (五)研究述评

相关文献对创新平台赋能、即兴能力、跨界搜索与不确定性进行了探讨,为解释创新平台赋能对新创企

业跨界搜索的作用机理提供了依据,但存在不足:第一,较少将创新平台赋能与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纳入同一

分析框架。 对创新平台赋能的研究主要关注平台赋能与参与者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研

究主要考察技术、组织与环境三个方面因素产生的影响。 第二,尚未厘清创新平台赋能影响新创企业跨界

搜索的中介机制。 虽然即兴能力前因与后果的研究可以为解释二者的关系提供思路,但鲜有文献从即兴能

力视角探讨创新平台对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作用路径。 第三,较少分析创新平台赋能驱动新创企业跨界搜

索的边界条件。 一些学者注意到环境不确定性是企业同质性运营产生异质性绩效的重要因素,但没有文献

对环境不确定性下创新平台赋能与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关系进行研究。

因此,本文将从即兴能力和不确定性视角,搭建创新平台赋能影响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理论模型,并采

用本土调查数据进行假设检验,为理解平台领导赋能对中小企业的作用机理提供依据。

　 　 三、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一)创新平台赋能与跨界搜索

作为创新生态系统的建构者,创新平台负责平台用户的进入、退出或更新,制定生态系统的管理制度和

规则,实施价值分配机制,直接关系到平台用户可获得的资源多少、资源类型与资源整合的方式,以及平台

用户解决问题和发现机会的行为。

首先,创新平台是一个连接双边或多边主体,对主体之间供给与需求进行匹配的中介,能够为新创企业

获取跨界资源创造条件。 为了充分发挥网络效应,平台生态系统聚集了规模庞大的、多种类型的供给方与

需求方,而且该系统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 在此条件下,平台用户可以从同边或跨边网络中获取异质性资

源,而且这些资源能够根据情境需要进行迭代或更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中小企业面临的资源约束和

资源刚性。

其次,在生态系统中,多模块构成松散耦合的时空结构,能够极大拓展新创企业获取资源的广度和深

度,也可以极大降低其获取资源的交易成本。 在多主体构成的平台架构中,每个主体都携带稀缺资源,而且

资源之间具有互补性[48] 。 在此情况下,平台用户可以通过平台企业提供的资源聚合效应和供需匹配功能撬

动生态资源,从而拓展其资源空间。 不仅如此,平台领导还可以对子平台、平台模块、界面规则等进行灵活

调整,为平台用户赋予“即插即用”功能,使得平台企业在跨界搜寻交易伙伴、与交易伙伴签订资源整合协议

等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大幅降低。

最后,平台领导进行跨界竞争,而且新创企业往往加入多个平台,为新创企业聚集多种资源提供了可能

性。 在新技术支持下,平台企业的竞争不再局限于同业,而是跨界竞争、降维打击。 平台领导在生态系统中

的生态位为新创企业识别与接触更多资源创造了机会[49] 。 与此同时,新创企业进驻多个平台,也在一定程

度上有助于平台用户获取更多资源,从而进行产品创新[50] 。 从上述分析可知,平台赋能对新创企业跨界搜

索产生推动作用。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创新平台赋能正向影响新创企业跨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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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即兴能力的中介作用

新创企业往往面临意外事件频发和高时间压力,促使其无准备地、自发地做出反应。 从组织能力

角度看,此种反应能力是新创企业应对组织任务突然变化的即兴能力 [ 51] ,而且此能力是企业跨界的重

要条件 [ 52] 。 即兴能力表现为设计与执行相融合的即时性能力和产生新想法和新行动的创造性能

力 [ 35,53] ,因此创新平台赋能可能通过即时性能力与创造性能力的双路径对新创企业跨界搜索产生

影响。
创新平台赋能可能通过泛在连接、数据感知和智能决策增强新创企业的即时性能力[54] 。 泛在连接是指

在生态系统中,新一代通用技术将人员、物体和信息等进行广泛、实时连接,加快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周

转。 各要素的无缝连接在促使新创企业以零延时的方式将资源在各环节进行传递的同时,提高新创企业精

准把控客户需求的能力,使其行动与思考步调一致[55] 。 数据感知是指新创企业嵌入平台生态系统极大提高

其快速感知、捕获和吸收知识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新创企业能够对业务及流程的进展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及时发现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 智能决策是指当创意贡献者、风险投资机构等加入生态系统之后,各主体

便可以凭借算力、算法从大规模、实时交互数据中挖掘有效信息,促使各主体进行价值共创和利益共享。 作

为生态系统的成员,新创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数字孪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增强其数据分析的广度和深

度,最终使得基于历史数据分析的决策转变为基于实时数据挖掘的决策[56] 。
即时性能力可能通过机会把握、产品迭代、商业模式创新等诱导新创企业跨界搜索。 机会把握是指客

户需求的随时变化与模糊不清迫使新创企业通过不断试错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以便抓住商业机会。 在新

创企业与客户交互中,新创企业对客户需求随机应变,助推其识别商业机会[57-58] 。 当商业机会的开发需要

新的资源作为支撑时,新创企业便从本地搜索转变为跨界搜索。 产品迭代是指新创企业为客户提供的产品

往往是半成品,需要根据客户需求不断升级和更新[59] 。 新创企业与客户的互动通常要求其根据客户需求对

产品进行改动、更换或调整。 当新创企业无法在充分利用自有资源基础上实现产品迭代目标时,便可能通

过嵌入平台生态系统获取所需的互补性资源。 商业模式创新是指新创企业根据商业逻辑的变化对价值创

造过程进行调整[60] 。 作为非计划性的高阶能力,即时性能力的形成促使新创企业突破先前经验和有限理性

的限制,根据客户反馈对商业模式进行创新[61] 。 与商业模式创新相一致,新创企业跨越边界以强化其资源

基础。 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2a:即时性能力在创新平台赋能与新创企业跨界搜索之间起中介作用。
创新平台赋能在对即时性能力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可能通过组织学习、资源拼凑与协同效应助推

新创企业突破路径依赖。 组织学习是指在平台领导对平台用户增权升能条件下,平台参与者不断地对

信息、技能等进行更新,对知识之间的关系架构进行重构,提高其核心竞争力。 在创新平台赋能条件

下,新创企业能够在吸收新技能的同时,从试错过程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而在与环境交互过程中提

出新想法、推行新惯例 [ 62] 。 资源拼凑是指平台用户可以凭借平台企业提供的模块以及界面规则,识别

和组合所需资源,破除平台用户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制度和资源约束。 在平台企业为新创企业提供互

补性资源的条件下,新创企业可以凭借对生态系统中冗余资源的灵活配置,解决紧迫性问题,发现新

的机会 [ 63] 。 协同效应是指创新创业者、平台企业、监管部门等在相互协作条件下获得的经济效益要高

于它们作为独立单元获得的经济效益。 在生态系统中,网络效应与溢出效应的存在可能导致产品设计

灵感在主体之间进行分享,并根据目标市场的反馈进行调整,从而极大降低新创企业追踪新创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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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新需求的成本。
创造性能力可能通过技术创新、惯例更新、智力资本迭代对新创企业跨界搜索产生影响。 技术创新是

指新创企业根据实际需要,在技能、知识和工具等方面进行的革新。 作为一种创造新事物的能力,组织即兴

为新创企业赋予新的任务完成技能[64-65] ,助推其调整学习模式[66] ,甚至促使其创造新知识。 从知识基础观

来看,创造性能力引发的技术创新能够有效拓展新创企业资源搜索的范围,降低资源搜索的成本,最终使得

跨界搜索成为现实[67] 。 惯例更新是新创企业常规运作程序或模式的变化。 在新创企业为客户创造价值过

程中,创造性能力的发挥促使其采用新的管理诀窍和运作模式[66] 。 当新惯例与既有资源不匹配时,新创企

业需要搜寻新资源。 当新资源处于边界之外且获取成本较高时,通过入驻创新平台获取资源对于新创企业

就是明智之举。 智力资本是人力资本、组织资本与关系资本的集合。 作为涌现新颖性的高阶能力,创造性

能力的形成往往伴随着智力资本的迭代。 在此过程中,当新创企业自身智力资本不足,外部并购成本又过

高时,跨界搜索就成为合理的选择[67] 。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b:创造性能力在创新平台赋能与新创企业跨界搜索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企业无法完全掌控环境资源会将其置于不确定性状态,此状态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68] 。 在意外事件频

发、利益相关者行为难以预测的背景下,环境动荡和复杂成为常态。 作为创新生态系统的建立者,创新平台

在动态调控资源基础上,利用网络效应和溢出效应,破除平台用户面临的资源约束、交易成本高等难题。 创

新平台的搭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平台及用户对环境的适应性[69] 。 从此角度看,环境不确定性对创新平台

赋能与即兴能力或跨界搜索的关系的影响较为微弱。 相反,新创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中面临更多突发状况,
更容易组织即兴,更有可能跨界。 因此,环境不确定性可能对即时性能力与创造性能力与跨界搜索的关系

产生显著影响。
作为难以对环境变化进行判断的状态,环境不确定性越高,即时性能力对跨界搜索的影响可能越强烈。

当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黑天鹅”“灰犀牛”的出现将新创企业置于高度的紧张和压力状态之中。 在此情形

下,即使是组织即兴存在试错成本高、成员焦虑感突出等问题[70] ,新创企业也可能倾向于对市场需求的变化

做出及时反应,以便抓住稍纵即逝的商业机会。 与此同时,即便是跨界搜索比本地搜索消耗更多的资源、交
易关系更复杂[71] ,新创企业也可能倾向于选择跨界搜索。 与此相反,当环境不确定性较低时,新创企业面临

的意外事件较少。 出于规避高昂的试验成本,加之路径依赖的作用,新创企业可能不愿意“边行动边计划”,
而且即时性能力对跨界搜索的促进作用也可能较弱。 总之,环境不确定性越高,新创企业越可能形成即时

性能力,即时性能力对跨界搜索的影响越强。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环境不确定性调节即时性能力与跨界搜索的关系。 环境不确定性越高,此关系越强,反之则越弱。
环境不确定性也可能对创造性能力与跨界搜索的关系产生影响。 当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新创企业面

临的紧迫感和压力感更加明显。 虽然创新型产品提供面临研发失败、投入成本高等问题,但新创企业也可

能在获得超额收益,成为业内垄断者[72] 的刺激下尝试新方案。 当采用新方案解决问题成为普遍的价值观

时,新创企业面临突出的资源匮乏问题。 在此情况下,新创企业除了对内部资源进行整合,可能更多的是从

外部环境获取资源。 与此相反,当环境不确定性较低时,新创企业面临的紧迫感和压力感不明显。 在权衡

成本与收益之后,新创企业可能更加愿意遵循既定的竞争战略和商业模式。 这时,新创企业可能选择对既

有的资源加以利用,而不是从外界获取资源。 可见,环境不确定性越高,新创企业越可能具有创造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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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力对跨界搜索的影响也更强。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b:环境不确定性调节创造性能力与跨界搜索的关系。 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此关系越强,反之则

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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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概念模型

根据上述研究假设,本文的概念

模型如图 1 所示。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首先,课题组结合研究问题以及

构建的概念模型,从国内外核心期刊

寻找成熟量表,将英文表述翻译为中

文,形成初始量表;其次,邀请三名管

理学博士对量表进行校对,并发放给

入驻创新平台的新创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进行预调研,根据反馈的情况对问题项进行修改和完善,最后形

成正式问卷;然后,设计电子问卷,将问卷链接推送给入驻创新平台的新创企业的高管。 问卷收集时间为

2021 年 2 月到 3 月,共发放问卷 500 份,实际收回 470 份,回收率为 94. 00%,剔除其中 19 份无效问卷后,最
终得到 451 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5. 96%。 从样本分布的地区来看,广东占 15. 96%,山西占 11. 09%,
山东占 9. 09%,河南占 8. 65%,河北占 6. 43%,江苏占 5. 10%,黑龙江占 4. 43%,湖南占 4. 21%,湖北、浙江、
上海均占 3. 55%,内蒙古、福建、四川、陕西、安徽、江西、吉林、广西、重庆、天津、云南、北京、宁夏、青海合计

占 24. 39%。 样本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

基本特征 具体类别 样本数 比例 / % 基本特征 具体类别 样本数 比例 / %

性别 男 238 52. 77 年龄 18 ~ 26 岁 137 30. 38

女 213 47. 23 27 ~ 36 岁 229 50. 77

受教育程度 专科以下 44 9. 76 37 ~ 46 岁 69 15. 30

专科 93 20. 62 46 岁以上 16 3. 55

本科 271 60. 09 使用频次 每月≤1 次 48 10. 64

硕士 32 7. 09 每月 2~ 3 次 130 28. 82

博士 11 2. 44 每周 1 次 103 22. 84

跨行业业务数量 1 个 15 3. 33 每周 2~ 3 次 79 17. 52

2 个 20 4. 43 每天≥1 次 91 20. 18

3 个 81 17. 96 使用时长 半年以下 58 12. 86

4 个 159 35. 26 半年到 1 年以下 162 35. 92

5 个及以上 176 39. 02 1 年到 2 年以下 132 29. 27

2 年及以上 99 21. 95

　 　 注:N=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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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变量测量

为了保证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本文尽量采用已有相关文献中使用过的成熟量表,将英文量表翻译

成为中文,并根据创新平台的具体情况进行略微修改和调整,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 问卷采用李克特

(Likert)5 点打分法测量变量,要求问卷填写者根据所在新创企业及入驻的创新平台经营情况进行打分,1 ~
5 分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不符合、一般、符合、完全符合。 调查问卷中主要包括以下量表:

第一,创新平台赋能。 参考哈迪和莱巴-奥沙利文( Hardy
 

&
 

Leiba-O’ Sullivan,1998) [73] 、阿诺德等

(Arnold
 

et
 

al.,2000) [74] 、朱勤等(2019) [23]的研究,用 6 个问题项来测量创新平台赋能,包括:“该平台使我司

更了解市场需求情况”“该平台使我司更了解商品供给情况” “该平台为我司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支撑条件”
“该平台有利于我司学习新技术、新知识”“该平台有利于提高我司的知识增量”“该平台为我司提供了良好

的创新环境”。
第二,跨界搜索。 参考卡蒂拉和陈( Katila

 

&
 

Chen,
 

2008) [75] 、奥卡斯等( O’ Cass
 

et
 

al.,2014) [76] 的研

究,用 10 个题项来测量跨界搜索,包括“我司非常了解所在行业的技术与工艺的发展情况” “我司收集与

我们使用同类技术的所有行业的信息” “我司密切关注与我们技术相关联的行业和领域” “我司密切关注

潜在对手的情况” “我司密切关注产品和工艺技术的进步” “我司密切关注消费者对产品的偏好信息” “我

司密切关注那些同样能满足顾客相同需求但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产品或者服务” “我司密切跟踪那些提供

互补性产品的公司的活动” “我司非常了解所在市场或区域的重要机会” “我司密切关注本行业其他地区

企业的活动” 。
第三,即兴能力。 参照孙元等(2019) [31]的做法,用 7 个题项对其进行测量,包括即时性能力和创造性能

力两个维度。 其中,即时性能力包括 3 个测量题项,包括“对于预料之外的事我司能当场做出决策”“采取行

动时我司能够随机应变”“对于预料之外的事我司能够立即采取行动做出应对”;创造性能力包括 4 个测量

题项,包括“我司会尝试用新方法来处理问题”“我司能够识别可能带来新的解决方案的机遇” “我司勇于承

担运用新方法来完成工作所带来的风险”“我司倾向于通过独创性的工作来表现自己”。
第四,环境不确定性。 参照德霍赫等(De

 

Hoogh
 

et
 

al.,2005) [77] 、张文慧和王辉(2009) [78] 的研究,用 3
个题项测量环境不确定性,包括“企业外部环境中充满了挑战”“企业外部环境富于变化” “企业外部环境提

供了非常多的变革机会”。
第五,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企业的实际情况,本文选

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创新平台使用时长、创新平台使用频次及企业跨行业业务数量作为控制变量。

　 　 (三)同源性偏差问题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方法主要包括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本文采用两种主流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

检验。 一是采用哈曼(Harman)单因素检测方法,对问卷中的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在未

旋转时第一因子解释了所有解释变量的 41. 46%,小于 50%。 二是借助 Amos 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将
所有的测量项放在一个因子里面进行分析,如果模型的拟合指标的各项数据无法达到标准值,则说明所有

的测量题项并不同属于一个因子,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通过检测,卡方自由度比( / df) 为

4. 096,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为 0. 083,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RMR) 为 0. 048,相对拟合指数( CFI) 为

0. 902,增值适配指数(IFI)为 0. 903,这些指标都无法达标,说明本文选择的变量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创新平台赋能、跨界搜索、即兴能力(即时性能力和创造性能力两个维度)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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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相比于其他四个竞争模型,五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好,说明本

文选择的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 /
 

df RMSEA RMR CFI IFI

cxptfn,kjss,jsnl,cznl,bqdx 674. 625 289 2. 334 0. 054 0. 028 0. 959 0. 960

cxptfn+kjss,jsnl,cznl,bqdx 1
 

045. 037 293 3. 567 0. 076 0. 044 0. 921 0. 921

cxptfn+kjss+jsnl,cznl,bqdx 1
 

104. 215 296 3. 730 0. 078 0. 046 0. 915 0. 915

cxptfn+kjss+jsnl+cznl,bqdx 1
 

180. 911 298 3. 963 0. 081 0. 047 0. 907 0. 907

cxptfn+kjss+jsnl+cznl+bqdx 1
 

224. 592 299 4. 096 0. 083 0. 048 0. 902 0. 903

　 　 注:cxptfn 为创新平台赋能,kjss 为跨界搜索,jsnl 为即时性能力,cznl 为创造性能力,bqdx 为环境不确定性。

　 　 五、研究结果

　 　 (一)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文的量表主要参考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使用的成熟量表,并在实际调研中进行检测,问卷具有较好

的内容效度。 量表的信效度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可以看出,各变量内部一致性系数符合量表信度的可接

受标准,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问卷信度良好。 问卷的总信度克朗巴哈系数( Cronbach’ s
 

α)为

0. 975,也显示了较高的信度。

表 3　 信度、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指标题项 载荷 克朗巴哈系数 组合信度 平均方差提取

创新平台赋能 cxptfn1 0. 837∗∗∗ 0. 914 0. 934 0. 701

cxptfn2 0. 843∗∗∗

cxptfn3 0. 831∗∗∗

cxptfn4 0. 844∗∗∗

cxptfn5 0. 830∗∗∗

cxptfn6 0. 837∗∗∗

即时性能力 jsnl1 0. 884∗∗∗ 0. 851 0. 910 0. 771

jsnl2 0. 884∗∗∗

jsnl3 0. 867∗∗∗

创造性能力 cznl1 0. 827∗∗∗ 0. 881 0. 918 0. 737
 

cznl2 0. 831∗∗∗

cznl3 0. 835∗∗∗

cznl4 0.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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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指标题项 载荷 克朗巴哈系数 组合信度 平均方差提取

跨界搜索 kjss1 0. 812∗∗∗ 0. 945 0. 953 0. 670

kjss2 0. 834∗∗∗

kjss3 0. 814∗∗∗

kjss4 0. 853∗∗∗

kjss5 0. 812∗∗∗

kjss6 0. 793∗∗∗

kjss7 0. 798∗∗∗

kjss8 0. 810∗∗∗

kjss9 0. 841∗∗∗

kjss10 0. 816∗∗∗

环境不确定性 bqdx1 0. 856∗∗∗ 0. 838 0. 903 0. 755

bqdx2 0. 868∗∗∗

bqdx3 0. 883∗∗∗

　 　 注:∗∗∗P<0. 001,后表同。

　 　 (二)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假设检验之前,对各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从分析结果

可以看出,创新平台赋能与即时性能力( r= 0. 709,P<0. 01)、创造性能力( r = 0. 714,P<0. 01)、跨界搜索( r =

0. 786,P<0. 01)、环境不确定性( r= 0. 680,P<0. 01)的相关系数显著,即时性能力与创造性能力( r = 0. 827,
P<0. 01)、跨界搜索( r= 0. 858,P<0. 01)、环境不确定性( r = 0. 762,P<0. 01)的相关系数显著,创造性能力与

跨界搜索( r= 0. 840,P<0. 01)、环境不确定性( r = 0. 778,P<0. 01)的相关系数显著,跨界搜索与环境不确定

性( r= 0. 814,P<0. 01)的相关系数显著,初步表明模型和假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表 4　 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性别 1. 53 0. 50 1

2. 年龄 1. 92 0. 77 -0. 092 1

3. 受教育程度 2. 72 0. 83 0. 027 0. 000 1

4. 使用时长 2. 60 0. 97 0. 011 -0. 019 0. 231∗∗ 1

5. 使用频次 3. 08 1. 30 0. 125∗∗-0. 069 0. 216∗∗ 0. 502∗∗ 1

6. 跨行业业务数量 4. 022 1. 02 -0. 027 0. 149∗∗ 0. 175∗∗ 0. 139∗∗ 0. 139∗∗ 1

7. 创新平台赋能 3. 90 0. 90 -0. 019 0. 104∗ 0. 212∗∗ 0. 178∗∗ 0. 190∗∗ 0. 707∗∗ 1

8. 即时性能力 4. 00 0. 89 -0. 119∗ 0. 140∗∗ 0. 206∗∗ 0. 098∗ 0. 119∗ 0. 650∗∗ 0. 709∗∗ 1

9. 创造性能力 4. 02 0. 85 -0. 090 0. 147∗∗ 0. 198∗∗ 0. 119∗ 0. 090 0. 636∗∗ 0. 714∗∗ 0. 827∗∗ 1

10. 跨界搜索 3. 99 0. 83 -0. 102∗ 0. 159∗∗ 0. 209∗∗ 0. 134∗∗ 0. 161∗∗ 0. 712∗∗ 0. 786∗∗ 0. 858∗∗ 0. 840∗∗ 1

11. 环境不确定性 4. 00 0. 89 -0. 086 0. 180∗∗ 0. 151∗∗ 0. 118∗ 0. 094∗ 0. 611∗∗ 0. 680∗∗ 0. 762∗∗ 0. 778∗∗ 0. 814∗∗ 1

　 　 注:N= 451;∗∗P<0. 01,
 ∗P<0. 05,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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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回归分析

1. 基准回归

数据处理按照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方法进行阶层回归分析。 如表 5 模型 M1、模型 M2 所示,检验创新平台赋

能对跨界搜索的直接影响效应。 将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使用时长、使用频次及跨行业业务

数量)纳入模型 M1 中,模型 M2 在模型 M1 的基础上加入创新平台赋能,检验结果显示创新平台赋能对跨界搜

索(β= 0. 516,P<0. 001)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假设 H1 得到验证。 模型 M3 在模型 M1 的基础上加入即时性能力,
检验即时性能力对跨界搜索的影响效应。 检验结果显示,即时性能力对跨界搜索(β = 0. 630,P<0. 001)产生显

著正向影响。 模型 M4 在模型 M1 的基础上加入创造性能力,检验创造性能力对跨界搜索的影响效应。 检验结

果表明创造性能力对跨界搜索(β= 0. 626,P<0. 001)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表 5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跨界搜索 即时性能力 创造性能力

模型 M1 模型 M2 模型 M3 模型 M4 模型 M5 模型 M6 模型 M7 模型 M8

性别 -0. 149∗ -0. 140∗∗ -0. 030 -0. 075 -0. 190∗∗ -0. 181∗ -0. 118 -0. 110∗

年龄 0. 059 0. 055 0. 030 0. 025 0. 046 0. 042 0. 054 0. 050

受教育程度 0. 081∗ 0. 041 0. 014 0. 022 0. 105∗∗ 0. 067 0. 093∗ 0. 054

使用时长 -0. 011 -0. 028 0. 007 -0. 023 -0. 028 -0. 044 0. 019 0. 003

使用频次 0. 045 0. 022 0. 027 0. 051∗∗ 0. 029 0. 007 -0. 009 -0. 031

跨行业业务数量 0. 552∗∗∗ 0. 245∗∗∗ 0. 210∗∗∗ 0. 234∗∗∗ 0. 543∗∗∗ 0. 252∗∗∗ 0. 508∗∗∗ 0. 210∗∗∗

创新平台赋能 0. 516∗∗∗ 0. 490∗∗∗ 0. 499∗∗∗

即时性能力 0. 630∗∗∗

创造性能力 0. 626∗∗∗

R2 0. 528 0. 678 0. 781 0. 766 0. 445 0. 563 0. 421 0. 556

ΔR2 0. 528 0. 150 0. 253 0. 238 0. 445 0. 118 0. 421 0. 135

F 82. 664∗∗∗ 133. 335∗∗∗ 225. 736∗∗∗ 206. 818∗∗ 59. 441∗∗∗ 81. 608∗∗∗ 53. 832∗∗∗ 79. 145∗∗∗

　 　 注:表中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后表同。

其次,检验创新平台赋能对即兴能力的影响效应。 将即兴能力分为即时性能力和创造性能力两个维

度,如表 5 所示,用模型 M5、模型 M6 来检验创新平台赋能对即时性能力的影响,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M5 中,
模型 M6 在模型 M5 的基础上纳入创新平台赋能,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平台赋能对即时性能力(β = 0. 490,
P<0. 001)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用模型 M7、模型 M8 来检验创新平台赋能对创造性能力的影响,控制变量纳

入模型 M7 中,模型 M8 在模型 M7 的基础上纳入创新平台赋能,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平台赋能对创造性能力

(β= 0. 499,P<0. 001)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2. 中介效应检验

接下来,检验即兴能力在创新平台赋能与跨界搜索之间的中介效应。 如表 6 所示,模型 M1、模型 M2、模型

M9 以跨界搜索作为因变量,依次纳入控制变量、自变量创新平台赋能和中介变量即时性能力。 模型 M9 中中介

变量即时性能力系数显著(β= 0. 515,P<0. 001),创新平台赋能对跨界搜索的影响系数由模型 M2 的 0. 516 下降

为 0. 263,说明即时性能力在创新平台赋能与跨界搜索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 H2a。 模型 M1、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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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模型 M10 以跨界搜索作为因变量,依次纳入控制变量、自变量创新平台赋能和中介变量创造性能力。 模型

M10 中中介变量创造性能力系数显著(β= 0. 503,P<0. 001),创新平台赋能对跨界搜索的影响系数由模型 M2 的

0. 516 下降为 0. 265,说明创造性能力在创新平台赋能与跨界搜索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 H2b。

表 6　 即兴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基准回归 中介效应回归

模型 M1 模型 M2 模型 M9 模型 M10

性别 -0. 149∗∗ -0. 140∗∗ -0. 047∗∗ -0. 085∗

年龄 0. 059 0. 055 0. 033 0. 030

受教育程度 0. 081∗ 0. 041 0. 006 0. 013

使用时长 -0. 011 -0. 028 -0. 005 -0. 029

使用频次 0. 045 0. 022 0. 019 0. 038∗

跨行业业务数量 0. 552∗∗∗ 0. 245∗∗∗ 0. 115∗∗∗ 0. 139∗∗∗

创新平台赋能 0. 516∗∗∗ 0. 263∗∗∗ 0. 265∗∗∗

即时性能力 0. 515∗∗∗

创造性能力 0. 503∗∗∗

R2 0. 528 0. 678 0. 812 0. 796

ΔR2 0. 528 0. 150 0. 134 0. 118

F 82. 664∗∗∗ 133. 335∗∗∗ 238. 491∗∗∗ 215. 682∗∗∗

3. 调节效应检验

在进行调节效应假设检验之前,本文对变量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目的是尽可能减少多重共线性问题。
首先采用阶层回归方法来检验环境不确定性对即时性能力与跨界搜索关系的调节效应。 回归分析结果如

表 7 所示,以跨界搜索为因变量,首先将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M1,然后模型 M11 纳入中介变量即时性能力、调

节变量环境不确定性,最后模型 M12 引入即时性能力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方差解释力 R2 由模型 M11

的 82. 30%变成模型 M12 的 82. 50%,ΔR2 从模型 M11 的 29. 50%降到模型 M12 的 0. 20%,交互项即时性能

力×环境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显著(β= 0. 026,P<0. 05),说明环境不确定性对即时性能力与跨界搜

索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假设 H3a 得到验证。
其次,检验环境不确定性对创造性能力与跨界搜索关系的调节效应。 模型 M14 引入了创造性能力与环境不

确定性的交互项后,方差解释力 R2 由模型 M13 的 80. 70%变成模型 M14 的 80. 80%,ΔR2 从模型 M13 的 28. 00%降

到模型 M14 的 0. 00%,交互项创造性能力×环境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但不显著(β= 0. 013,P>0. 05),说明环

境不确定性对创造性能力与跨界搜索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假设 H3b 未能得到验证。

表 7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基准回归 调节效应回归

模型 M1 模型 M11 模型 M12 模型 M13 模型 M14

性别 -0. 149∗∗ -0. 031 -0. 029 -0. 064 -0. 062

年龄 0. 059 0. 008 0. 008 0. 005 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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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续)

变量
基准回归 调节效应回归

模型 M1 模型 M11 模型 M12 模型 M13 模型 M14

受教育程度 0. 081∗ 0. 020 0. 019 0. 028 0. 027

使用时长 -0. 011 -0. 006 -0. 008 -0. 027 -0. 027

使用频次 0. 045 0. 032∗ 0. 033∗ 0. 048∗∗ 0. 049∗∗

跨行业业务数量 0. 552∗∗∗ 0. 159∗∗∗ 0. 156∗∗∗ 0. 182∗∗∗ 0. 180∗∗∗

即时性能力 0. 391∗∗∗ 0. 404∗∗∗

创造性能力 0. 352∗∗∗ 0. 359∗∗∗

环境不确定性 0. 272∗∗∗ 0. 282∗∗∗ 0. 280∗∗∗ 0. 284∗∗∗

即时性能力×环境不确定性 0. 026∗

创造性能力×环境不确定性 0. 013

R2 0. 528 0. 823 0. 825 0. 807 0. 808

ΔR2 0. 528 0. 295 0. 002 0. 280 0. 000

F 82. 664∗∗∗ 256. 561∗∗∗ 230. 293∗∗∗ 231. 492∗∗∗ 205. 889∗∗∗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环境不确定性对即时性能力与跨界搜索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应用图解程序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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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境不确定性对即时性能力与跨界搜索关系的调节效应

析,进一步明确调节变量的调节方向,根据学术界

的常规做法,选取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作为临界值

代入回归方程,获得调节变量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

作用结果(如图 2)。

从图 2 可以看出,不同环境不确定性状态下,

即时性能力对跨界搜索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在

环境不确定性水平较低时,即时性能力对跨界搜索

产生的影响逐渐增强;在环境不确定性水平较高

时,即时性能力对跨界搜索的影响斜率更加陡峭,

即即时性能力对跨界搜索产生的影响会随之增强。

因此,环境不确定性对即时性能力与跨界搜索的关

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在数字经济、创新创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指引下,平台领导构筑创新生态系统成为中小企业成长的

关键手段。 本文基于一手调研数据,探讨创新平台赋能对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创新平台赋能正向影响新创企业跨界搜索。 创新平台构筑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多主体连接、互动

与共生的系统。 新创企业参与到系统之中不仅可以拓展其资源获取的广度与深度,助推其采取更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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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和发现机会,还可以在平台算力、算法运用基础上极大降低资源识别与整合的交易成本,从而使得

新创企业跨界搜索成为可能。

第二,即兴能力在创新平台赋能与新创企业跨界搜索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不仅创新平台赋能正向影

响新创企业的即时性能力和创造性能力,而且即时性能力与创造性能力对新创企业的跨界搜索产生显著的

推动作用。 作为多主体协同基础上的能力输出,创新平台赋能对于新创企业培育“边行动边计划”与“新想

法和新行动”的能力具有强大的驱动作用。 在此基础上,新创企业面对用户需求变化带来的压力,通过嵌入

创新平台获取创新资源。

第三,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即时性能力与新创企业跨界搜索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种高阶能力,即时

性能力是新创企业充分利用内外部资源,立即、灵活解决难题和困境的能力,其对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正向

影响在动荡、复杂环境中表现得更明显。 当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新创企业的现有资源难以满足自身

的需要,也更加需要新创企业缩短战略规划与具体行动之间的时间间隔,在创新平台赋能基础上进行跨界

搜索。

　 　 (二)理论贡献

本文对创新平台赋能与新创企业跨界搜索关系的分析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

第一,从研究领域来看,突破了将平台赋能与企业跨界视为独立领域的做法,而且侧重于需求侧的平台

用户行为。 现有研究基本上将平台赋能与企业跨界视为独立的研究领域。 平台赋能研究主要从动态能力、

双边市场及资源拼凑等角度探讨平台赋能的特征和机制[6] ,企业跨界研究则从内部组织因素和外部环境因

素两个方面揭示企业跨界行为的前因和后果[79] ,鲜有文献将平台赋能与企业跨界有机结合起来。 即使有学

者将平台企业与平台用户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也主要考察平台生态的形成、演化和治理问题[80] ,较少有学者

从平台参与者角度分析平台赋能对企业跨界的影响。 与此不同,本文将平台赋能与企业跨界研究进行了结

合,而且侧重于新创企业嵌入创新平台实现“借力打力”的管理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平台赋能与企业

跨界的交叉研究领域。

第二,从研究视角来看,从即兴能力和环境不确定性视角构建了创新平台赋能影响新创企业跨界搜索

的概念模型。 现有的平台赋能机制研究往往将平台企业置于“领导者”地位,将平台参与者视为被动接受治

理安排的同质化个体,忽略了平台企业可能遭受的资源和能力约束[6] ,也无法对平台参与者的战略选择和

绩效差异进行合理解释[81] 。 虽然有学者呼吁从平台企业与平台参与者价值共创角度分析平台企业对中小

企业能力增进的作用[80] ,但依然没有完全解释在平台企业与中小企业价值共创基础上中小企业高阶能力的

形成与发挥过程。 此外,平台企业与用户的价值共创受到环境的影响,但少有文献对环境因素的影响效应

进行分析。 与此不同,本文将创新平台赋能条件下新创企业具备的能力视为对意外事件冲击做出即时性反

应与展现创造性的即兴能力,将环境不确定性作为新创企业即兴能力能否诱导跨界搜索的重要条件,为理

解平台企业与用户价值共创基础上的赋能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分析环境不确定性对平台赋能与用户

跨界关系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方向。

第三,从研究发现来看,揭示了创新平台赋能驱动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 现有平

台企业赋能平台用户的研究主要从平台生态系统的架构或机制设计角度对平台赋能机制进行解释[15,82] ,企

业跨界行为研究主要从组织与环境两个方面探讨跨界行为的驱动因素[79] ,但较少从平台用户能力增进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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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平台赋能影响平台用户行为的中间路径。 此外,虽然有许多学者从组织环境层次考察了组织能力与跨

界行为关系的影响因素[71] ,但尚未针对性分析环境不确定性对平台用户能力与跨界搜索关系的调节效应。

与此不同,本文构建了创新平台赋能经由即时性能力与创造性能力影响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双路径模型,

而且探讨了不同不确定性水平下即时性能力与跨界搜索关系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为理解创新平台赋能驱

动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平台赋能、即兴能力和跨界搜索相关理

论的拓展与整合提供了参考依据。

　 　 (三)管理启示

本文对创新平台赋能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研究以及得出的结论,对新创企业管理实践具有如下启示:

首先,从创新创业基础设施来看,政府与平台企业应注意创新平台的搭建与治理。 创新平台对新创企

业跨界搜索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因此,政府与平台企业应有意识地将创新平台建设作为推动中小企业创新

创业的抓手。 一方面,要在高质量推进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将行业领导者、开

发者、应用者、管理者、消费者等进行连接,加快数据要素在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等的流动。 另一

方面,要充分调动政府、企业与公众参与平台治理的积极性,促进基础设施、创意灵感、创新数据、科技信息、

关键人才等在平台与用户之间进行共享,以激活创新平台的赋能属性。

其次,从创新创业过程来看,新创企业应在跨界搜索的同时培育即兴能力。 新创企业即兴能力在创

新平台赋能与跨界搜索之间起中介作用。 这意味着,创新平台对新创企业的赋能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即兴

能力实现。 按照传统的思路,新创企业要么通过内部研发提供新产品或新服务,要么通过外部的收购获

取知识与经验。 前一种方式能获得专用性知识,但成本较高;后一种方式可以低成本获取资源,但难以兼

顾资产专用性。 与上述方式都不同,新创企业即兴是在平台赋能基础上,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同时,获

取互补资源的第三种途径,不仅节约资源获取成本,还可以兼顾资源的适用性。 因此,新创企业应关注即

兴能力的培育。

最后,从创新创业环境来看,创新平台与新创企业要密切关注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环境不

确定性对新创企业即兴能力与跨界搜索关系产生调节作用。 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创新平台通

过即时性能力对新创企业跨界搜索的影响效应增强。 这说明,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新创企业

应该加入创新平台搭建的生态系统,在充分利用网络效应基础上,规避劣势与威胁,从而提高对环境

的适应性。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没有对自变量与因变量划分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变量之间

的非线性关系。 未来可以在对创新平台赋能与新创企业跨界搜索进行维度划分基础上,考察二者之间关系

发生变化的拐点或区间。 其次,仅探讨了即兴能力在创新平台赋能与新创企业跨界搜索之间的部分中介作

用,这说明在上述两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其他的路径,而且这些路径可能存在替代与互补。 未来可以考虑

战略学习、网络嵌入等变量在创新平台赋能与新创企业跨界搜索之间的作用,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 QCA)

方法探讨变量组态的影响效应。 最后,仅考虑不确定性对创新平台赋能与新创企业跨界搜索关系的调节效

应,忽略了其他调节变量。 未来可以从环境、组织和个体等多个层次选取变量,并对各变量的调节作用进行

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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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
 

uncertain
 

environmen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startups
 

to
 

break
 

through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capability
 

traps
 

through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 BSS),
 

as
 

it
 

is
 

difficult
 

to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rom
 

their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novation
 

platform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to
 

platform
 

users
 

in
 

resource
 

acquisition
 

and
 

capability
 

enhancement
 

by
 

absorbing
 

and
 

allocat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For
 

startups,
 

joining
 

the
 

innovation
 

platform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to
 

overcome
 

resource
 

constraints.
 

However,
 

few
 

studies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platform
 

empowerment
 

( IPE)
 

and
 

startups’
 

BBS.
 

Therefor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innovation
 

platform
 

empowerment
 

( IPE)
 

affects
 

startups’
 

BSS
 

in
 

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 EU).
 

Specifically,
 

it
 

develops
 

a
 

conceptual
 

model
 

that
 

IPE
 

influences
 

startups’
 

BSS
 

through
 

the
 

improvisational
 

capability
 

(IC),
 

and
 

conducts
 

empirical
 

tests
 

with
 

first-hand
 

data
 

from
 

451
 

firm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C
 

and
 

EU.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On
 

the
 

one
 

hand,
 

IP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tartups’
 

BSS.
 

Being
 

embedded
 

in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allows
 

them
 

to
 

expan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resource
 

acquisition
 

and
 

adopt
 

more
 

methods
 

to
 

solve
 

problems
 

and
 

find
 

opportunities.
 

It
 

also
 

reduces
 

the
 

transaction
 

cost
 

of
 

resource
 

identification
 

by
 

applying
 

platform
 

computilities
 

and
 

algorithms
 

to
 

conduct
 

BSS.
 

On
 

the
 

other
 

hand,
 

IP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imensions
 

of
 

IC,
 

namely
 

the
 

immediacy
 

capability
 

and
 

the
 

creativity
 

capability,
 

both
 

of
 

which
 

also
 

contribute
 

to
 

startups’
 

BSS.
 

IPE,
 

as
 

a
 

capability
 

formed
 

by
 

the
 

collaboration
 

of
 

multiple
 

agents,
 

plays
 

a
 

driving
 

role
 

in
 

fostering
 

the
 

ability
 

of
 

startups
 

to
 

plan
 

as
 

they
 

go
 

and
 

inspire
 

new
 

ideas
 

and
 

actions.
 

On
 

this
 

basis,
 

according
 

to
 

the
 

changing
 

needs
 

of
 

users,
 

they
 

can
 

access
 

innovation
 

resources
 

by
 

becoming
 

members
 

of
 

the
 

platform
 

ecosystem.
 

Furthermore,
 

although
 

EU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mediacy
 

capability
 

and
 

BS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ity
 

capability
 

and
 

BSS.
 

It
 

is
 

evident
 

that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EU,
 

the
 

stronger
 

the
 

resource
 

constraints
 

faced
 

by
 

startups,
 

and
 

the
 

greater
 

the
 

need
 

to
 

reduce
 

the
 

time
 

lag
 

between
 

strategic
 

planning
 

and
 

specific
 

actions,
 

encouraging
 

them
 

to
 

realize
 

resource
 

acquisition
 

by
 

embedding
 

innovation
 

platforms.
 

These
 

findings
 

reveal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IPE
 

to
 

promote
 

startups’
 

BBS,
 

providing
 

practical
 

inspiration
 

for
 

them
 

to
 

use
 

the
 

support
 

offered
 

by
 

innovation
 

platforms
 

to
 

enhance
 

their
 

capabilities
 

under
 

resource
 

constraints.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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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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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ystem

责任编辑:周　 斌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