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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能力观下的智力资本与企业竞争力关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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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总结已有资源基础观、企业能力理论与知识管理理论三方面研究智力资本对企业竞争力贡献的基础上，基于动态能

力观分析感知能力通过促进外部知识内部化，推动智力资本潜能更新；整合能力通过促进离散知识组织化，激活智力资本潜

能；创新能力通过促进默会知识外显化，拓展智力资本潜能的作用机理。继而构建出感知能力、整合能力、创新能力等3种能

力相互作用，共同促进智力资本向竞争优势的动态转换，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模型。研究为进一步深入揭示智力资本对

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机理提供了理论新思路。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微观经济认为资源是稀缺的，竞争的本质就在于争夺稀缺资源，而竞争力的本质在于获取并有效利用

稀缺资源的能力。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知识技术的发展，各种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变化，智力资

本作为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逐渐取代土地、资本等成为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与稀缺资源。因而越来

越多的学者研究如何通过智力资本提升企业竞争力，本文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深入分析智力资本对企业

竞争力的作用机理，探究如何挖掘和开发智力资本并使之充分发挥价值创造潜能，提升企业竞争能力。以

期为知识经济时期企业提升竞争力提供新的思路，为企业恰当明确智力资本对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机理，从

而做出恰当的提升企业竞争力决策提供新思路。

1 智力资本与企业竞争力关系文献回顾

美国学者Stewart将智力资本定义为“公司中所有成员所知晓的，能为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事

物之和”，引发了学者们对智力资本与竞争力的广泛研究。Sullivan[1]通过对智力资本文献的整理，指出研

究智力资本对企业竞争力的贡献有两条侧重点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路线：一条以资源为基础，侧重于研究

企业通过智力资源创造价值，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另一条以知识和能力为基础，侧重于研究基于知识与

能力塑造的智力资本开发与管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本文选择至2009年12月31日国内外相关文献，

得出当前研究主要基于资源基础观、企业能力理论与知识管理理论基础上研究智力资本对企业竞争力的

贡献。

1.1 资源基础观强调智力资本对企业竞争力的直接作用

企业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是一个资源集合体，企业的竞争优势是由企业所掌握控制的战略性资源决

定。战略资源造就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是经济租的重要来源，也是企业竞争优势和绩效的根本动

力（Connery）。知识经济时代下，智力资本具备战略性资源价值性（value）、稀缺性（rareness）、难以模仿性

（inimitability）、难以转移性（immobility）四大特性。基于资源基础观，学者们研究智力资本直接作用于企

业竞争力。

Bontis[2]是较早基于资源基础观分析智力资本效用的学者之一。他分别选取加拿大、马来西亚两国企

业为样本，研究发现智力资本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Ahmed Riahi-Belkaoui（2003）[3]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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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家美国跨国公司为研究样本，验证了智力资本值增值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文章结论统计上显著地支持

了资源基础观的观点。戴乾文[4]通过对台湾上柜公司随机抽样名单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结

构资本以及关系资本都可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

综上，基于资源基础观的文献表明，无论是智力资

本整体还是其构成要素，智力资本都是知识经济时代

下企业的一项战略资源，直接影响企业竞争力如图1。

但是，一些客观现实经济现象对这种模型产生

了严重的质疑。例如 IBM公司 2005年的财务报告显示，公司个人电脑部门已连续 3年半处于亏损状况。

这种高智力资本储备、低绩效的现象再一次验证了Souder和 Sherper的资源潜能与表现的悖论，同时也暴

露了资源基础理论的不足：过于强调资源对于提升竞争力和创造价值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资源作为一种

客观主体，只具备这些潜能，但是潜能的发挥还需要其他因素来促进[5]。虽然部分学者[6-7]也考虑到企业所

处的区域、企业生命周期以及行业特点等因素影响（Norma A Juma；G．Barathi Kalnath；Chiung Ju Liang et

al），但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其固有的缺陷。因为资源基础观本质上是一种静态分析理论，它没有很好地分

析资源是如何转变为竞争优势的。

1.2 企业能力理论强调智力资本通过转化为企业能力提升企业竞争力

企业能力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企业多方面的资源、技术、能力的有机组合决定企业持续竞争优势。它强

调企业在其长期运营过程中积累形成的、其他企业难以模仿的对于内外部资源配置、协调和均衡的能力才

是最终决定企业边界的因素，只有积累、开发和运用能力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

势。与资源基础理论不同的观点是，他们认为企业资源只是具有带来竞争优势的潜能，但这种潜能不一定

发挥出来，换言之，仅仅是禀赋良好的资源本身并不足以产生企业竞争力。

Liao Jianwen，等人[8]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120家基于互联网的网络公司的创新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

明具有异质性的资源本身并不足以推动企业创新和持续竞争优势的形成，需要通过企业整合能力的中介

作用实现其价值潜能。Hsu & Fang[9]从组织学习的角度出发，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智力资本与组织学习的

联系非常紧密，并通过组织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张林、于福生（2008）[10]从竞争优势内生性特征考虑，认为智力资本可促进企业技术能力、制度能力、市

场能力的形成与发展，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的可持续成长。许红胜，王晓曼[11]为了使企业更好地配置

和管理智力资本，以深沪两市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产业的56家公司2008年的年报数据为样本，

以企业能力为中介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智力资本、企业能力及财务绩效的关系，文章分析了智力

资本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程度及各要素通过企业能力对财务绩效的作用程度。实证结果表明，智力资本

的三要素——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不仅对企业的财务绩效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而且能够通过企

业能力的部分中介作用对其产生间接影响，尤其是人力资本，企业能力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吴俊哲和韩

颜超等[12]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他们还指出人力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正向推动作用尤为显著。

概而言之，企业能力理论认为智力资本是企业竞争力的基础来源，是形成和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必要条

件，而非充要条件，还需要通过企业能力的中介作用来发挥效用，如图2。

企业能力理论更加强调企业自身能力，能更好地

调动人力资源的主观能动性，从某种角度而言，能很

好地解释资源对竞争力和绩效的延迟作用[13]。但是该

理论没有具体论证如何创造企业未来发展需求的异

质性资源，换言之，没有说明在变化的环境中企业当

前战略资源是如何更新的，运用该理论指导实践，容

图1 资源基础理论下的智力资本与企业竞争力的
关系模型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enterprises’competitiveness under

Resources-based View

图2 企业能力理论下的智力资本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
模型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enterprises’competitiveness under Enterprise

compe ten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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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产生核心刚性的问题，而不适应于变化的环境。

1.3 知识管理理论强调智力资本通过知识转化等活动提升企业竞争力

知识管理理论认为企业智力资本是在其生产及管理活动中由组织知识转化而来的能够提升企业竞争

力，进而实现其市场价值的知识资源的总和（Pablos；Alexander et al；Roland，et al）[14]。具体而言，人力资本

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知识，企业赖以运作、生存和发展的一切知识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企业的人力资

本所有者；相对于人力资本承载个人知识，结构资本承载了组织内部共享性知识；关系资本则是企业与外

部环境联系的一种内外部的关系知识。正是由于智力资本的知识资源的特性以及各种知识之间相互作用

的独特性，造就了企业某个或某些方面的独特优势，进而造就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

Bollinger and Smith[15]认为知识是影响企业在全球化市场上维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因为基于知识的

产品或服务能够将知识转化产品或服务的独特性能，满足消费者的独特需求，这就是智力资本产生并提升

企业竞争力的原因所在（Edvinsson & Sullivan）。 另外，Nonaka认为知识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还在于知

识作为一种新型资产，知识共享后形成的集体知识能够产生“1+1>2”的效应，而不是像传统资产仅能产生

“1+1=2”的效应。研究者多数认同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而作为知识载体的

智力资本当然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在国内，宋竞[16]从负熵理论和收益递增效应两种理论分析了智力资本转化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微观机

理。其中，无论是负熵理论还是收益递增效应，最终归结到知识的转移、共享与创新。周辉[17]利用演化经济

学的观点，分析企业竞争优势，认为竞争优势就是企业内部知识的发现和产生、传播、有效创造与利用。

综上，基于知识管理理论的智力资本与企业竞争力研究

的基本假设是智力资本是企业知识与能力的综合，知识是

竞争力的最终来源，其研究重点是如何将它们挖掘出来，

并通过特定的渠道传递、分配、转化、共享和创新知识，如

图3。

虽然，知识管理理论对竞争优势来源以及竞争力形

成机制均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述，该理论也备受推崇。

但是，由于知识管理与企业竞争力的研究大多建立在规

范分析与讨论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难免存在一定的主观

臆断。并且在知识爆炸时代，知识管理的推行过程中，对

于海量知识的整理、识别已经消耗企业管理人员的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而知识效用的发挥还要受制于

知识所有者的情绪资本等复杂因素，因此知识管理理论对于实践活动的指导意义受到制约。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与思考，我们不难发现知识经济时代下智力资本对企业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知

识价值创造流程中，这点已得到广泛认同，只是对于具体的知识内容以及和知识价值创造的流程等问题，

不同学派有不同见解。资源基础理论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探索哪些资源能够促进企业竞争力的形成与提升

上，而没有深入的研究资源向竞争力转换的机理；企业能力理论在资源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引入了企业能力

这一中介变量，却忽视对资源自身的更新考虑。知识管理理论既指出知识是企业竞争力的唯一的资源来

源，又研究了其转换机制，但美中不足的是，知识以及知识管理的复杂性限制了其实践指导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的不足，Teece等[18]提出动态能力的概念，认为动态能力就是“整合、建立和重构企业内外

部资源的能力”。它一方面说明了企业资源和能力如何保持与时俱进，即动态性；另一方面也阐明了企业

资源和能力如何共同促进企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因此，本文尝试从动态能力视角对智力资本对企业

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做进一步的探讨分析。

2 基于动态能力观的智力资本对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分析

动态能力观认为企业竞争力是企业资源、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战略分析的基本元素不再是单一

图3 知识管理理论下的智力资本与企业
竞争力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enterprises’competitiveness

under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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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或“能力”，而是涵括资源和能力的3P框架，即资源定位（positions）、组织过程（processes）和路径依赖

（paths）（Teece）[18]。由资源定位及路径依赖决定的感知能力、整合能力与创新能力贯穿于企业组织过程中，

共同促进企业资源，特别是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保持对环境的动态适应性，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地位。

2.1 感知能力促进智力资本的开发与利用，促进企业知识流动，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

感知能力主要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感知，表现为发现变化的环境中企业将面临的机会与威胁。

动态能力的提出正是基于传统的竞争优势理论已无法解释企业是如何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持续生存与发

展。

该理论先进性的表现之一就是引入了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监测与感知。一方面，企业通过监测环境变

化，预知市场和技术的变化趋势，发现企业现有资源的价值与存在的不足，推动企业进行资源整合。另一

方面，企业通过了解消费者需要的产生、传播和反映的过程，挖掘市场需要的变动信息，及时进行产品、服

务生产的调整，促进新产品、服务的发展。在快速变动的竞争环境中，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获取很大

部分取决于企业对变革需要的认识和实施必要的调整的魄力，而这些又依赖于企业是否拥有善于观察市

场、评价市场和竞争者以及在竞争者之前快速实现资源重整的市场感知能力。企业只有积极搜集消费者

和竞争者的市场情报以及产业内相关技术革新信息，并将之融入到战略决策过程中，将外部环境中的信息

吸收、转化为内部生产信息，向消费者、市场传递更为独特的产品/服务，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综上所述，感知能力通过对变化的外部环境的感知（Teece）[19]，了解消费者需求和欲望，识别环境中技

术水平的变化，并针对竞争对手的竞争策略，分析和利用机会，洞察未来市场的发展趋势，发现潜在的市场

信息知识，将外部知识内在化，引导智力资本的创新，从而保证企业活力，为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提供源源

不断的动力。

2.2 整合能力提升智力资本存量的利用效率，提升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

感知到外部环境中的机遇与威胁，接下来就是抓住机会，规避威胁，调整已有的资源不断适应变化的

环境。

整合能力是指企业对已有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使之能符合外部环境变化需要的能力（Eisenhardt &

Brown）[20]。整合的实质是指企业对内部的不同部门和人员的工作任务的协调与配置，尽量做到物尽其用，

人尽其才。整合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企业对自身资源配置活动进行鉴别，在抛弃不再适应竞争环境需要和

没有竞争优势的资源的同时，进行配置调整和创新，从而更好地满足市场需要。

知识管理学派认为企业是由各种知识信息要素按照一定的关系连接而成的综合系统，因此企业整合

能力就是对知识的整合能力，包括战略知识整合能力、组织知识整合能力和技术知识整合能力三个层次，

它们贯穿于企业的实际管理过程当中。战略知识整合能力从整体上把握企业经营环境和在市场中的定

位，从企业发展方向上整合内外部知识；组织知识整合能力主要是整合企业内部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内部

资源达到最优配置；技术知识整合能力是从操作层面来说，整合各个工作流程中的知识，提高流程运转速

率和效率。各个层面上的知识整合能力相互促进，共同增进企业知识的增值化，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不可

模仿性，维护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

归纳而言，整合能力通过合理配置各项技术、技能以及知识，协调工作任务和人员分配等整合活动协

调企业的内外部环境的契合。从实质上讲，这些整合活动就是通过协调企业内部各部门和成员之间的动

态关系，充分进行知识共享，交流和整合，使组织各部门形成一个整体有效地完成活动。简而言之，整合能

力通过促进离散知识组织化，激活智力资本潜能，充分利用智力资本。

2.3 创新能力促进新智力资本（增量）的产生，增强企业满足市场诉求的能力

虽然智力资本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源泉，但其本身也存在贬值和被替代的可能。在超竞

争时代随着环境的变化，企业现有的特殊的智力资本也会逐渐失去其优势潜能。此时就需要企业创新能

力来更新智力资本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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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太胜[21]认为创新能力是以企业已有的智力资源和组织能力为载体，通过组织中的积累创新过程，最

大程度地激活企业自身资源潜力，不断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制造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最终获得竞争优

势的一种动态能力。确切地说，创新能力是企业通过对其拥有的内、外部知识的整合和运用，获得新技术、

新流程，进而为市场提供新产品、新服务的一系列能力。

一般而言，企业内外部抽象的、默会的知识如果没有创新的平台与机制，会很难转化成为企业所需的

实体或资本，也无法充分发挥其全部效用。具体表现为无法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节约成本，提高效

益。但是，企业的创新意识或者创新氛围可以唤醒沉睡于员工头脑中的知识，催生无穷的创意，新创意会

整合为新技术和新产品、新服务，甚至是新的市场机遇，进而使企业占据引领行业潮流的先机，在激烈的竞

争中永葆优势地位。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积极开展客户关系管理、公共关系管理等创新手段，获取有关

提高内部流程质量和效率的信息并加以改进，进而在运营效率和协同竞争方面增加企业的竞争力。

从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来分析，创新能力对智力资本的作用，实质上就是智力资本创造的过程，创新

能力通过对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进行知识创新，促进默会知识的外显化，从而在现有的智力资

本基础上，增加新的智力资本并使得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潜能更加符合市场和消费者诉求，进而提高企业

在竞争市场中的市场份额与市场地位。

3 基于动态能力观下的智力资本与企业竞争力关系模型构建

动态能力的构成要素对智力资本潜能的激发作用是一个动态循环过程，其中，感知能力是前提，整合

能力是本质，创新能力是中介。感知能力使智力资本价值潜能更符合市场和消费者需要，企业通过识别和

获取外部有价值的知识，将其整合到内部已有的惯例和程序之中，并通过创新能力，摒弃过时的、不符合市

场需求的智力资本，修补和开发新的智力资本，最后通过整合能力重构以产生多样化，获得新的组织资源

与技能。综上分析，我们得出基于动态能力观的智力资本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模型，如图4。

图4 动态能力观下的智力资本与企业竞争力关系模型
Fig4. Relationship model between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enterprises’

competitiveness from dynamic capability perspective

注：图中的数字序号分别表示整合能力，创新能力以及感知能力对智力资本与竞争力的作用
动态能力观下的智力资本与企业竞争力关系模型表明：智力资本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具有创造

价值和提升竞争力的潜能。有些智力资本潜能在现有的生产、经营环境中能自发地发挥效用，但是有些智

力资本潜能却需要一定的企业动态能力激活与拓展。其中，整合能力通过收集、整理游离于员工个体，部

门单位中的离散知识并使之有机地融合起来，具有较强的柔性、条理性、系统性，从而激活其价值创造和提

升竞争力的潜能；感知能力通过监测、观察、记录以及分析整理外部环境变化的知识，并结合企业发展战略

和自身状况，筛选、吸收对企业长远发展有益的知识，推动智力资本潜能更新；创新能力通过挖掘企业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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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形知识，并重新配置知识结构，促进默会知识外显化，拓展智力资本潜能。三种能力相互作用，共同促

进智力资本向竞争优势的转换，进而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因此，管理者应该充分意识到从企业整体而言，智力资本和动态能力都是其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资

源，都是其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在实践中，不但要高度关注企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智力

资本，也要培养组织的动态能力，以便更好地开发和利用稀缺的智力资本，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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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Enterprises’
Competitiveness from Dynamic Capability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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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summarizing the existing study on contribution which intellectual capital gives to the enter-

prises’competitiveness from resources-based view，enterprise competence theory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y，and from dynamic capability perspective，this paper finds that perception ability promotes intellectual

capital potential updated by promoting the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 knowledge；that integration ability acti-

vates intellectual capital potential by promoting the organization of discrete knowledge；that innovation ability

expands the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potential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tacit knowledge explicit. And

then we build the model of perception，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ability interacting and together promoting the

dynamic conversion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to competitive advantage，and then lift the competitiveness.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idea for further study to reveal the roles of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in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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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ttitude System in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Fiction Mrs. Dalloway

Guan Shu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appraisal and narratology theories，the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the attitude sys-

tem of the fiction and its realization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ove theme in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fic-

tion Mrs. Dalloway by Virginia Woolf. The study shows：Woolf’s narrative is about people，and so the judg-

ments of characters are foregrounded；Their complicated relations are appreciated；Their affects are also evaluat-

ed. The assessments are made from different characters’points of view via free indirect thoughts. Apart from

some lexical items，mental processes，relational processes and material processes are important appraisal re-

sources of the fiction. By means of some rhetorical devices such as allusion，image，sensuality，simile，metaphor

and symbol，the poetic fiction，Mrs. Dalloway，makes evaluations on characters and events. Many exclamations

and rhetorical questions appear in free indirect thoughts. They convey strong emotions of the characters. In sum，

this study will help the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thematic meaning of the fiction deeply.

Key words：Mrs. Dalloway；appraisal theory；attitude system；engagement；love 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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