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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思维、企业转型、平台战略的推动下ꎬ越来越多企业将开放式创新社区作

为其创新过程中的重要节点ꎬ通过开放式创新社区从外部用户寻找、识别、获取和利用各种创新

资源ꎬ促进企业内部创新绩效的提升ꎮ文章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ꎬ将企业开放式创新社区的管理

过程分为创意产生、创意转化和创意扩散三个重要环节ꎬ以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观为理论基

础ꎬ构建企业开放式创新社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ꎮ通过仿真模拟发现ꎬ用户个性化需求、用户奖励

水平、用户生成内容以及企业动态能力是开放式创新社区成功运营的关键影响因素ꎮ文章旨在为

企业能够对开放式创新社区实施有效管理提供新的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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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新经济形态下ꎬ知识扩散速度加快、技术外溢效应增强、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用户需求也日趋复杂化

和多样化ꎬ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模式逐渐显现出其局限ꎬ企业应适当地打开组织边界ꎬ综合利用内外部的创

新资源以实现开放式创新[１－２]ꎮ互联网思维推动了企业开放式创新理念与 ＩＣＴ 应用的深度融合ꎬ越来越多

企业开始创建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协同创新平台———开放式创新社区(Ｏｐ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简称

ＯＩＣ)ꎬ如戴尔的 ＩｄｅａＳｔｏｒｍ、星巴克的 Ｍｙ Ｓｔａｒｂｕｃｋｓ Ｉｄｅａ、海尔的众创意等ꎮ目前ꎬＯＩＣ 已发展成为企业创新

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ꎬ企业通过 ＯＩＣ 与外部用户进行有效互动ꎬ充分利用社区中低成本、高质量的用户

生成内容推动开放式创新的实施[３]ꎮ实践证明ꎬ在全球竞争环境中ꎬＯＩＣ 为外部用户参与企业内部创新提

供了重要渠道ꎬ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市场价值和很好的应用前景[４]ꎮ因此ꎬ如何提高用户的创新积极性

以确保 ＯＩＣ 的成功运营?如何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充分利用 ＯＩＣ 中创新资源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这些

问题都将成为企业 ＯＩＣ 管理中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ꎮ
目前ꎬ关于开放式创新社区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技术应用[５]、资源管理[６]、用户激励[７] 和创新绩

效[８]四个方面ꎮ纵观现有文献ꎬ学者们多是仅从用户创新视角或企业创新视角对 ＯＩＣ 展开研究的ꎬ而 ＯＩＣ
的有效运行是基于企业 用户之间互动的价值共创过程ꎬ需要将外部用户的创新思想有效地融入到企业的

内部创新过程中ꎮ而且ꎬ现有研究倾向于采用静态视角的定性或实证分析方法ꎬ而对影响企业 ＯＩＣ 运行的

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和动态演化关系尚缺乏探讨ꎮ系统动力学强调以系统思考的方式来解决问题ꎬ是以定

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基础ꎬ从系统的微观结构入手ꎬ模拟系统的功能ꎬ被作为研究复杂系统

结构和动态行为特征的有效方法[９－１０]ꎮ因此ꎬ本文将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ꎬ结合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观

的理论分析ꎬ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企业基于 ＯＩＣ 的开放式创新过程展开系统性的研究ꎬ以期为企业有

效管理 ＯＩＣ 的创新实践提供理论指导ꎮ

二、 理论分析

根据创新价值链理论[１１]分析ꎬ企业基于 ＯＩＣ 的开放式创新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由创意产生、创意转化

和创意扩散三阶段首尾相连构成的链状流ꎬ如图１所示ꎮ国内学者魏谷和孙启新[１２]从资源基础观视角分析

了企业的组织资源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ꎬ强调了从组织资源向竞争优势的转化才是企业成长的关键所

在ꎮＯＩＣ 中的用户生成内容是企业的重要创新资源ꎬ也是 ＯＩＣ 创新价值链的系统输入端ꎬ经过一系列的创

新活动转化为新的创新成果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ꎮ江积海等[１３]从动态能力观视角分析了企业动态能

力与产品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ꎬ认为动态能力能够促进企业价值链的运作ꎬ通过创新资源的整合来提高企

业的创新绩效ꎬ进而确保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持续性ꎮＯＩＣ 的创建目的就是通过动态能力整合用户的创意

思想实现创新价值ꎬ进而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ꎬ也是 ＯＩＣ 创新价值链的系统输出端ꎮ在此ꎬ结合资源基础

观和动态能力观理论ꎬ主要对企业如何将 ＯＩＣ 中用户生成内容这一重要创新资源转化为持续竞争优势的

创新过程进行具体分析ꎬ以作为本研究建模依据ꎮ

图１　 ＯＩＣ 的创新价值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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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创意产生阶段ꎬ主要包括创意收集与筛选活动ꎮ企业以外部导入作为获取创新资源的主要途径ꎬ通
过 ＯＩＣ 直接与外部用户进行有效互动ꎬ捕捉客户需求、寻找创新灵感[１４]ꎮ在 ＯＩＣ 中ꎬ使用企业产品或服务

的终端用户被视为主动的价值创造者而非被动的价值接受者ꎬ同时企业也被视为价值共创的促进者而非

标准化产品的生产者[１５]ꎮ企业作为创新主体ꎬ在收集与筛选用户创意时还需要具备市场导向的感知能力ꎬ
即企业能够响应外部环境变化ꎬ了解客户价值需求ꎬ可以尽可能广泛地收集外部用户的创意内容ꎬ并能利

用强有力的筛选机制从海量创意中快速准确地获取到既符合市场需求又切合创新目标的有用信息ꎮ
２. 创意转化阶段ꎬ主要包括创意吸收与转换活动ꎮ对企业创新而言ꎬＯＩＣ 中并非所有的用户创意都具

备创新价值ꎬ甚至只存在很少的一部分创意与企业的开放式创新战略相匹配[１６]ꎬ而这些创意能够为企业

创新提供所需要的用户需求信息和解决方案信息ꎮ其中ꎬ用户需求信息描述了用户对企业产品使用或服务

体验的需求与愿望ꎬ企业吸收此类创意有助于促进其开发出能够被大众广泛认可的新产品ꎻ解决方案信息

描述了与创意利用与开发相关的具体信息ꎬ企业吸收此类创意能够为用户创意的实施与价值增值提供很好

的技术支持[１７]ꎮ在此过程中ꎬ要求企业具备组织学习的吸收能力ꎬ即企业应该通过组织学习将所采纳的创意

信息进行内化和整合ꎬ以创新方案的形式储存于企业知识库中ꎬ以促进企业内部创新资源的转化与积累ꎮ
３. 创意扩散阶段ꎬ主要包括创意实施与商业化活动ꎮ企业内部员工受 ＯＩＣ 中用户创意启发而提出的

创新方案ꎬ需要经过一系列研发过程转化为新的创新成果ꎬ并以新产品或新服务的形式扩散到目标市场和

客户群中ꎬ才能真正实现 ＯＩＣ 的客户价值ꎮ在企业的创新过程中ꎬＯＩＣ 不仅被视为企业导入用户创意的重

要途径ꎬ也是其将投入市场使用的创新项目传递给目标客户的有效信息渠道ꎮ例如ꎬ星巴克的 Ｍｙ Ｓｔａｒ￣
ｂｕｃｋｓ Ｉｄｅａ 社区公开发布了用户创意的实施状态ꎬ其中近３００条创意的转化成果已推向市场应用ꎮ在此过

程中ꎬ要求企业具备适应变革的创新能力ꎬ即企业应该根据外界环境变化对资源和能力进行重组再配置、
更新再创造ꎬ不断推出适应市场需求的优质产品或服务ꎬ以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１８]ꎮ

三、 模型构建

(一) 系统边界确定与基本假设

１. 系统边界确定ꎮ 系统动力学认为ꎬ内因决定系统行为ꎬ外因对系统行为往往起不到决定性作

用[１９]ꎮ 因此ꎬ选择合理的系统边界是建立模型的关键ꎮ 企业 ＯＩＣ 创新价值链可视为由若干相互关联的创

新要素构成的一个协同创造价值的开放系统ꎬ该系统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创意产生子系统、创意转化子系统

和创意扩散子系统三个组成部分ꎮ 其中ꎬ创意产生子系统行为是由创意收集与筛选活动的内在影响因素

决定的ꎬ主要包括 ＯＩＣ 用户数量、ＯＩＣ 创意数量、ＯＩＣ 创意质量、用户创新积极性、企业感知能力等ꎮ 创意

转化子系统行为是由创意吸收与转换活动的内在影响因素决定的ꎬ主要包括 ＯＩＣ 创新方案数量、ＯＩＣ 创新

方案质量、企业吸收能力等ꎮ 创意扩散子系统行为是由创意实施与商业化活动的内在影响因素决定的ꎬ主
要包括 ＯＩＣ 创新成果数量、ＯＩＣ 创新收入、ＯＩＣ 创新投入、企业创新能力等ꎮ 上述三个子系统的内部影响

因素都是属于本模型的系统边界以内ꎬ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ꎬ共同决定着 ＯＩＣ 创新价值链的运行

模式ꎮ 而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外界的创新环境变化则都是模型系统边界之外的影响

因素ꎮ
２. 基本假设ꎮ 为规范研究本文所提出的问题ꎬ依据 ＯＩＣ 创新价值链模型ꎬ提出基本假设如下:
假设 １:企业基于 ＯＩＣ 的开放式创新系统是一个由创意收集、筛选、吸收、转换、实施与商业化六个关

键活动构成的一个连续、渐进的价值创造过程ꎮ
假设 ２:系统输入端是 ＯＩＣ 为企业所提供的创新资源ꎬ主要包括用户、创意和评论ꎬ系统输出端是企业

基于 ＯＩＣ 创新所获得的竞争优势ꎬ主要通过创新收入这一指标来衡量ꎮ
假设 ３:在线用户之间的互动与评论有利于社区创意内容的改进与完善ꎬ以帮助企业内部员工更好地

理解 ＯＩＣ 中创意所提供的信息ꎬ因此获得评论数量多的创意更容易被采纳ꎮ
假设 ４:企业 ＯＩＣ 的技术资源是有限的ꎬ用户发布的创意都是存在一定的在线周期ꎬ创意数量累计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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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定的阈值ꎬＯＩＣ 会按时间顺序选择保留最近的创意ꎬ而将最早发布的创新信息进行删除处理ꎮ
假设 ５:企业的动态能力主要包括感知能力、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ꎬ并且这三种能力分别在 ＯＩＣ 创新

价值链的创意产生阶段、创意转化阶段和创意扩散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ꎮ
假设 ６:对于因重大政策变动、自然灾害等不可预知的突发事件或偶然因素引起的系统行为变化暂不考虑ꎮ

(二) 因果关系图

通过对企业 ＯＩＣ 的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系统内各要素之间因果关系的整体分析ꎬ构建企

业 ＯＩＣ 管理的因果关系图ꎬ如图２所示ꎮ根据系统动力学理论中确定反馈回路极性的一般原则分析得知ꎬ
该系统模型共包括１２个正反馈环和４个负反馈环ꎬ它们共同影响着系统的运行模式ꎮ

图 ２　 ＯＩＣ 管理的因果关系图

(三) 系统动态流图

基于企业 ＯＩＣ 管理的因果关系图ꎬ本文将进一步构建模型的系统动态流图ꎬ通过对系统内各要素的

量化和方程设置ꎬ以便对企业 ＯＩＣ 的系统运行模式进行定量分析ꎮ如图３所示ꎬ主要包括４个状态变量、５个
速率变量和３１个辅助变量ꎮ由于 Ｍｙ Ｓｔａｒｂｕｃｋｓ Ｉｄｅａ 是目前国内外 ＯＩＣ 成功运营的典型案例ꎬ星巴克已经通

过该社区发布了很多创新成果ꎬ具有较高的知名度ꎬ并且该社区的用户创意信息以及企业创新方案较为全

面并且是公开可用的ꎬ便于我们从平台中直接获取客观数据ꎮ因此ꎬ本文将以星巴克的 ＯＩＣ 应用为例ꎬ根
据 Ｍｙ Ｓｔａｒｂｕｃｋｓ Ｉｄｅａ 平台中的创意相关数据来设置本模型中变量的初始值以及方程ꎮ

限于篇幅ꎬ在此仅列出模型涉及到的主要公式ꎮ
(１)ＯＩＣ 用户数量 ＝ ＩＮＴＥＧ(年净增用户数ꎬ３５０００)ꎮ该式表示２００９年星巴克 ＯＩＣ 中共拥有３５０００个在

线用户ꎮ
(２)ＯＩＣ 创意数量 ＝ ＯＩＣ 用户数量∗(用户创新积极性 ＋用户创新能力)ꎮ
(３)ＯＩＣ 创意在线周期 ＝ ＩＦ ＴＨＥＮ ＥＬＳＥ(ＯＩＣ 创意数量 / ７ > ９５００ꎬ０. ６５ꎬ１)ꎮ该式表示星巴克 ＯＩＣ 中每

个创新栏目最多显示９５００条用户创意ꎬ当 ＯＩＣ 创意数量超过这一阈值ꎬＯＩＣ 中创意的在线周期将会缩短ꎮ
(４)ＯＩＣ 创新方案数量 ＝ ＩＮＴＥＧ(创新方案增加量 －创新方案减少量ꎬ１８５)ꎮ该式表示２００９年星巴克内

部员工受 ＯＩＣ 创意启发ꎬ共发布１８５个创新方案ꎮ其中ꎬ“创新方案增加量”是指企业在 ＯＩＣ 的创意转化过

程中所形成的新的创新方案数量ꎬ创新方案减少量是指企业根据当年的创新环境变化所淘汰的那些无法

适应新环境的创新方案数量ꎮ
(５)ＯＩＣ 创新成果数量 ＝ ＯＩＣ 创新方案数量∗创意实施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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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ＯＩＣ 管理的系统动态流图

(６)ＯＩＣ 创新收入 ＝ ＩＮＴＥＧ(ＯＩＣ 创新年收入 － ＯＩＣ 创新年投入ꎬ２０)ꎮ该式表示模型假设２００９年星巴

克基于 ＯＩＣ 的开放式创新活动共为企业带来２０亿的收入ꎮ

四、 模型检验

图 ４　 不同时间步长下 ＯＩＣ 创新收入仿真结果比较

(一) 运行检验

运行检验贯穿于系统建模的整个

过程中ꎬ主要通过观察模型在运行过程

中是否有病态结果输出ꎬ来验证模型的

有效性ꎮ在此ꎬ分别选取不同的仿真步

长(即仿真时间间隔)进行仿真模拟ꎬ
并将不同的仿真结果进行比较ꎮ如图４
所示ꎬ以“ＯＩＣ 创新收入”这一参数的仿

真为例ꎬ通过比较观察得出ꎬ对于 ＴＩＭＥ
ＳＴＥＰ 分别为０. ２５、０. ５、１三个仿真步长

下的模型运行过程中没有出现病态结

果ꎬ系统行为是基本稳定的ꎬ因此可以

认为模型是有效的ꎮ

(二) 历史检验

历史检验是指将模型的仿真结果与实际的历史数据进行拟合度检验ꎬ检查模型是否存在问题ꎬ以确保

所构建的理论模型与现实的开放式创新社区运行系统的吻合度ꎮ在此ꎬ根据 Ｍｙ Ｓｔａｒｂｕｃｋｓ Ｉｄｅａ 自２００９年至

２０１５年在创意产生阶段积累的创意数量、创意转化阶段整合的创新方案数量、创意扩散阶段实施的创新成

果数量ꎬ分别对模型的仿真数据进行历史检验ꎮ如表１所示ꎬ模型中 ＯＩＣ 创意数量和创新方案数量在各年

度的预测值与真实值之间的相对误差均不超过１０％ ꎬ创新成果数量在各年度的预测值与真实值之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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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误差均不超过１５％ ꎬ可以得出本模型的拟合度较好ꎮ

表１　 模型的历史检验结果

年份
ＯＩＣ 创意数量

实际值(个) 预测值(个) 误差(％ )
ＯＩＣ 创新方案数量

实际值(个) 预测值(个) 误差(％ )
ＯＩＣ 创新成果数量

实际值(个) 预测值(个) 误差(％ )
２００９ ３６６５４ ３３９９１ ７. ２６５ １７２ １８５ ７. ０２７ ４０ ３８. １６ ４. ６
２０１０ ４２２０４ ４０５３９ ３. ９４５ ２４８ ２２６. ５１ ８. ６６５ ５９ ５０. ３１ １４. ７２３
２０１１ ４８５４４ ４９５１１ １. ９５３ ３０２ ２８０. ５８ ７. ０９３ ７８ ６８. １４ １２. ６４１
２０１２ ５５１５９ ５７０３３ ３. ２８６ ３６６ ３５５. ２７ ２. ９３２ １０６ ９６. ６４ ８. ８３
２０１３ ６５７５７ ６３０９２ ４. ０５３ ４０２ ４００. ９５ ０. ２６１ １２９ １２４. ９５ ３. １３９
２０１４ ７１６８６ ７０８５３ １. １６２ ４２８ ４２４. １３ ０. ９０４ １４８ １５７. １６ ５. ８２９
２０１５ ８０８８５ ７８８３２ ３. ２６９ ４３９ ４２２. ５３ ３. ７５２ １５８ １８３. ８１ １４. ０４２

(三) 灵敏度检验

图 ５　 模型的参数灵敏度分析结果

灵敏度检验是指通过改变模型中

的参数、方程或结构ꎬ对模型的输出结

果进行比较ꎬ从而确定这些合理变动

对系统行为的影响程度ꎮ 在此ꎬ 以

“Ｒ＆Ｄ 人才投入力度”这一常数参数

值为例ꎬ分析该参数值在 － ３％ 至３％
范围内的变化量对模型中“ＯＩＣ 创新

收入”这一状态变量的影响ꎬ如图５所
示ꎮ同理ꎬ通过其他参数的灵敏度检

验ꎬ最终得出本模型行为不会因为某

参数的微小变动而发生剧烈变化ꎬ因
此该模型的参数是有效的ꎮ

五、 模型仿真分析

(一) 创意产生子系统行为的仿真分析

如图６(ａ)所示ꎬ企业在创意收集活动中的创意数量呈现近似线性递增的增长方式ꎬ与“ＯＩＣ 用户数

量”和“用户创新积极性”呈正向相关关系ꎮ其中ꎬ“ＯＩＣ 用户数量”和“ＯＩＣ 知名度”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的ꎬ
在线用户规模的扩大可以增加社区的知名度ꎬ从而吸引更多的新用户加入 ＯＩＣꎬ二者呈现一致的上升趋

势ꎮ“用户创新积极性”主要受“用户个性化需求”影响ꎬ用户最初为了满足自身对产品的个性化使用需求

而主动参与社区的创新活动ꎬ只有当需求得到满足以后用户才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新的创新活动ꎬ否则用户

创新的积极性将会大大降低ꎮ随后ꎬ当用户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后ꎬ企业通过各种奖励手段调动用户创新的

积极性ꎬ即“用户奖励水平”的增加将会进一步促进“用户创新积极性”的提高ꎮ
如图６(ｂ)所示ꎬ企业在创意筛选活动中采纳的创意数量最先呈现近似线性递增的趋势ꎬ在２０１４年经

历短暂的下降之后再次呈现逐步上升的发展趋势ꎬ主要受“ＯＩＣ 创意数量”、“ＯＩＣ 创意在线周期”、“ＯＩＣ 创

意质量”、“ＯＩＣ 评论数量”、“企业感知能力”这些变量的影响ꎬ其中除“ＯＩＣ 创意在线周期”呈跳跃式递减

以外ꎬ其他四个变量均呈现逐步上升的发展趋势ꎮ当 ＯＩＣ 中所收集的创意数量超过一定阈值会缩短创意

的在线周期ꎬ进而导致企业采纳创意数量的减少ꎮ但是ꎬ由于“ＯＩＣ 创意数量”的持续增加可以扩大企业员

工的创意选择范围ꎬ“ＯＩＣ 创意质量”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员工更好地理解社区中的创意内容ꎬ“ＯＩＣ 评论数

量”的增加可以提高社区中创意的关注度ꎬ以及“企业感知能力”的提升可以帮助企业能够根据外部创新

环境的变化快速筛选到有效创意ꎮ因此ꎬ随后企业基于 ＯＩＣ 的“创意采纳数量”继续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ꎮ

５６　 第 ６ 期 　 　 李奕莹ꎬ戚桂杰: 创新价值链视角下企业开放式创新社区管理的系统动力学研究



图 ６(ａ) 　 ＯＩＣ 创意数量及其影响因素的仿真结果

图 ６(ｂ) 　 创意采纳数量及其影响因素的仿真结果

(二) 创意转化子系统行为的仿真分析

如图７(ａ)所示ꎬ企业在创意吸收活动中发布的创新方案数量在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５年期间呈现缓慢上升的

发展趋势ꎬ并预测其在２０１６年之后会呈现快速上升趋势ꎬ主要受“ＯＩＣ 创意质量”、“企业吸收能力”、“创意

采纳数量”、“创新环境变化”这些变量的影响ꎮ“ＯＩＣ 创新方案数量”主要随“创意采纳数量”的增加而增加ꎬ
２０１４年“创意采纳数量”出现短暂的下降趋势时ꎬ创新方案数量也将有所减少ꎬ在此具有一定的时间延迟ꎮ但
是ꎬ由于“ＯＩＣ 创意质量”的提高使员工的创新思维更具发散性ꎬ“企业吸收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企业更好地从

用户创意中获取市场需求和技术信息ꎬ进而能够提出更多的创新方案ꎮ此外ꎬ企业的外部创新环境呈现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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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加后趋于稳步上升的变化趋势ꎬ受“创新环境变化”影响的“创新方案淘汰率”则呈现近似一致的上升变

化趋势ꎬ即企业应该根据创新环境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创新方案ꎬ舍弃那些无法适应新环境的创新方案ꎮ

图７(ａ) 　 ＯＩＣ 创新方案数量及其影响因素的仿真结果

如图７(ｂ)所示ꎬ企业在创意转换活动中所发布的创新方案质量呈现近似线性递增的上升趋势ꎬ主要受

“ＯＩＣ 创意质量”、“企业吸收能力”、“技术引进力度”、“Ｒ＆Ｄ 人才投入力度”、“ＯＩＣ 创新投入”这些变量的影

响ꎬ并与它们呈正向相关关系ꎮ其中ꎬ“技术引进力度”、“Ｒ＆Ｄ 人才投入力度”和“ＯＩＣ 创新投入”这三个变量

共同作用决定了企业的吸收能力ꎮ企业通过加强对相关技术的引进力度ꎬ为 ＯＩＣ 的正常运营提供必要的技术

支撑ꎬ通过加强 Ｒ＆Ｄ 人才的投入来增加企业的知识积累ꎬ通过加强创新资金的投入维持整个 ＯＩＣ 创新价值

链的运行ꎬ进而促进企业吸收能力的提升ꎮ同时ꎬ“企业吸收能力”的提升使得企业内部员工能够提出高质量

的创新方案ꎬ因此“ＯＩＣ 创新方案质量”与“企业吸收能力”之间呈现近似一致的上升趋势ꎮ由于 ＯＩＣ 中用户创

意信息是形成企业创新方案的重要基础ꎬ因此高质量的创意自然会促进高质量的创新方案的产生ꎮ

图 ７(ｂ) 　 ＯＩＣ 创新方案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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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创意扩散子系统行为的仿真分析

如图８(ａ)所示ꎬ企业在创意实施活动中所取得的创新成果数量呈现递增的发展趋势ꎬ主要受“ＯＩＣ 创

新方案数量”、“ＯＩＣ 创新方案质量”、“企业创新能力”这三个变量的影响ꎮ创新方案数量的增加会扩大企

业的选择范围ꎬ进而能够取得更多的创新成果ꎬ同时创新方案质量的提高也有助于企业能够更好地实施创

新成果ꎬ即企业能够生产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被客户所认可的新产品或新服务ꎮ因此综合来看ꎬ“ＯＩＣ 创

新成果数量”与“ＯＩＣ 创新方案数量”和“ＯＩＣ 创新方案质量”整体上还是呈正向相关的发展趋势ꎮ“企业创新

能力”的提升可以促进企业对 ＯＩＣ 创意的资源整合ꎬ使得企业的创新方案能够得到充分地开发与利用ꎮ因此

“ＯＩＣ 创新成果数量”与“企业创新能力”也是呈现正相关的递增趋势ꎮ此外ꎬ“ＯＩＣ 创新成果数量”也将对“企
业服务质量”产生影响ꎬ即随着创新成果实施数量的增加ꎬ企业对终端用户的服务质量也会相应提高ꎮ

图８(ａ) 　 ＯＩＣ 创新成果及其影响因素的仿真结果

图８(ｂ) 　 ＯＩＣ 创新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的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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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８(ｂ)所示ꎬ企业在创意商业化活动中获得的创新收入主要受“ＯＩＣ 创新成果数量”和“创新成果

商业化比率”这两个变量的影响ꎬ呈现稳步上升的发展趋势ꎮ其中ꎬ“ＯＩＣ 创新成果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企

业能够为客户市场提供更多的产品或服务ꎬ进而增加“ＯＩＣ 创新收入”ꎮ而“创新成果商业化比率”主要受

“创新环境变化”这一变量影响ꎬ当外界创新环境剧烈变化时ꎬ企业创新成果中有很多一部分已无法满足

新的市场需求ꎬ因此“创新成果商业化比率”与“创新环境变化”呈负相关的变化趋势ꎬ即“创新成果商业化

比率”会随着“创新环境变化”的增加而减少ꎮ同时ꎬ“ＯＩＣ 创新收入”的增加也会引起企业加强对 ＯＩＣ 的资

金投入力度ꎮ此外ꎬ企业越来越意识到 ＯＩＣ 对企业创新的重要性ꎬ会逐渐加大对 ＯＩＣ 的支持力度ꎬ因此

“ＯＩＣ 创新投入”将在“ＯＩＣ 创新收入”和“企业支持力度”的共同作用下呈近似线性递增的发展趋势ꎮ

六、 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本研究基于所构建的 ＯＩＣ 创新价值链模型ꎬ遵循理论抽样的原则ꎬ以星巴克的 Ｍｙ Ｓｔａｒｂｕｃｋｓ Ｉｄｅａ 为典

型案例ꎬ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企业基于 ＯＩＣ 的开放式创新过程进行仿真分析ꎮ根据分析结果得出ꎬＯＩＣ
创新价值链的有效运行是由多主体、多要素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的ꎬ其中用户个性化需求、用户奖励水平、用
户生成内容和企业动态能力是影响 ＯＩＣ 成功运营的关键要素ꎬ据此提出对企业界关于 ＯＩＣ 应用的几点管

理启示:
(１)用户个性化需求是 ＯＩＣ 用户参与创新的内在驱动ꎬ对用户创新积极性的提高起着主导作用ꎮ根据

奥尔德佛的 ＥＲＧ 理论分析得出ꎬＯＩＣ 中不同用户具有不同层次的需求ꎬ如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使用需求、
在社会交往方面的需求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等ꎮ因此ꎬ企业应该根据 ＯＩＣ 中用户创意所提供的信息

来捕捉市场的客户需求ꎬ通过提供能够满足用户期望的优质产品或服务来提高用户满意度ꎬ进而不断激发

用户的新需求ꎬ帮助企业在 ＯＩＣ 创意产生阶段能够收集更多的用户创意ꎮ
(２)用户奖励水平是 ＯＩＣ 用户参与创新的外在驱动ꎬ对用户创新积极性的提高具有重要的辅助功能ꎮ

当用户需求基本得到满足时ꎬ企业则需要通过制定各种有效的激励措施ꎬ来进一步调动 ＯＩＣ 用户的创新

积极性ꎮ因此ꎬ企业应该针对 ＯＩＣ 中用户的贡献行为差异制定不同的激励措施ꎬ如产品激励、情感激励、货
币激励等ꎮ同时ꎬ企业还可以采取多种激励措施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用户的创新积极性ꎬ争取以最低的成

本达到最好的激励效果ꎮ
(３)用户生成内容是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的资源基础ꎬＯＩＣ 中用户创意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整个创新

价值链运行的关键ꎮ由于受有限资源的约束ꎬ当 ＯＩＣ 创意数量超过一定阈值时ꎬ会缩短部分创意的在线周

期ꎬ导致创意采纳率的降低ꎬ但随着 ＯＩＣ 创意数量的持续增加ꎬＯＩＣ 创意采纳数量最终也将呈现递增趋势ꎬ
进而促进创新价值链中的创新方案和创新成果数量的增加ꎮ因此ꎬ为确保开放式创新目标的实现ꎬ企业应

通过提高 ＯＩＣ 知名度来增加用户规模、提高奖励水平调动用户创新积极性等方式来促进 ＯＩＣ 中产生更多

更好的创意ꎮ
(４)动态能力是推动企业创新的主要动力ꎬ成为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ꎮ企业动态能力实际上是一

种能力组合ꎬ主要包括感知能力、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三个维度ꎬ而且这种组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ꎬ将会根

据创新活动的变化而自发的进行相应调整ꎮ如创意产生阶段中企业感知能力的提升能够促进 ＯＩＣ 中创意

采纳率的增加ꎻ创意转化阶段中企业吸收能力的提升能够促进 ＯＩＣ 中创意转化率的增加和创新方案质量

的提高ꎻ创意扩散阶段中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能够促进 ＯＩＣ 中创意实施率的增加ꎬ进来带来更多的创新

收入ꎮ而资源是能力的基础ꎬ企业可以通过加强 ＯＩＣ 的技术设施、Ｒ＆Ｄ 人才和创新资金的投入力度ꎬ来提

升企业的动态能力ꎮ

(二)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主要侧重从创新资源和动态能力两方面来分析企业 ＯＩＣ 的管理过程ꎮ然而ꎬＯＩＣ 本身也是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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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化的过程中ꎬ如基础设施的应用、平台的整合能力等ꎬ这些因素也可能会对企业 ＯＩＣ 的创新活动产

生一定影响ꎮ因此ꎬ以后还需要将 ＯＩＣ 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属性考虑进来ꎬ进一步完善本研究中的 ＯＩＣ
创新管理模型ꎬ虽然这将会使我们的研究问题更加复杂ꎬ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后续研究的问题ꎮ再者ꎬ
本研究选择以星巴克 Ｍｙ Ｓｔａｒｂｕｃｋｓ Ｉｄｅａ 社区的客观数据为支撑ꎬ设置模型中变量初始值以及方程ꎮ相对于

多案例研究ꎬ单案例研究方法可以使论文研究内容更深入、更具体ꎬ但在研究的普适性方面可能存在一定

的局限ꎮ因此ꎬ以后还需要结合多案例研究法ꎬ对本文的研究模型和研究结论作进一步的验证ꎬ以使所得的

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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