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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品牌社群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路径

%%%资源*组织与领导的三维组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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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线品牌社群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外部协同主体!其创新协同路径有待深入揭示"文

章基于双元创新角度!运用 l]6研究方法!通过$27份有效问卷数据!研究了在线品牌社群的资

源特质#组织结构#领导角色的组态效应对企业探索式和利用式双元创新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

(!)在线品牌社群的自组织结构是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共有的必要条件%($)探索式创新通

过领导 资源型和组织 领导型两条等效影响路径发生作用%(")利用式创新通过资源 组织型与

资源 领导型两条等效影响路径发生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展企业外部创新来源!从在线品牌

社群的角度为两类创新范式找到差异化的影响路径!为社群运营提供策略支持"

关键词! 在线品牌社群%双元创新%l]6%条件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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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L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在国际竞争日益白热化)全球经济合作格局不确定

性增加的时代#企业创新显得日益迫切%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与顾客价值共创成为企业创新的重要解决

思路#而在线品牌社群作为集中了顾客和潜在顾客的社群组织正是互联网时代顾客与企业沟通的最主要

平台!朱翊敏# $%!2 "

*!+

%已有研究已经证实了在线品牌社群对企业创新存在影响作用 !6/V+-L等#

$%%!"

*$+

#越来越多实践也印证了这一规律%以海尔 H9bD平台为例#海尔冷柜向 H9bD平台的创新合伙

人社群发出母乳储藏技术项目邀请#得到社群成员)国内知名母婴专家的响应#随后建立专项课题组率先

推出母乳存储冷冻柜并制定产品标准%在理论和实践的共同推动下#深入研究在线品牌社群对企业创新影

响的内在机理和重要路径就变得更为重要%

学者们从多视角开展了企业创新影响机理的研究#如资源特质!王进富等#$%$%"

*"+

)社会网络结构

!G.,N#$%!3"

*7+

以及企业高管团队![.-L?,#$%!4"

*#+

等%其中在线品牌社群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来源#在线品

牌社群具有资源集聚)结构自由和成员角色突出等显著特征!于超#$%!2"

*A+

%基于此#其协同企业创新的

主要机理是以在线品牌社群汇集的各类资源为创新基础!马闻远等#$%$%"

*4+

#以自由)开放的组织结构为

资源流动提供交互平台!张岩和韩复龄#$%!3"

*3+

#长久以来塑造成社群内个性化的角色来引领社群创新

行为!mYVn/o> 和 8F-RF,#$%!4"

*2+

%因此本文基于在线社群特征#围绕资源特质)组织结构)社群成员的领

导角色等三方面展开#并得到既往学者们的论证支持%马闻远等!$%$%"

*4+

从资源的视角展开讨论#实证发

现社群内资源特质可以经社群内创新机会的中介作用对双元创新产生差异化影响%张岩和韩复龄

!$%!3"

*3+

从组织结构层面立足#分析了在线品牌社群的开放)协同以及非线性等自组织特性有利于知识

信息的自由传播从而为社群创新提供组织支持%同时在线品牌社群长期运行过程中基于用户特质等因素

影响逐渐形成不同的角色!mYVn/o> 和 8F-RF,#$%!4"

*2+

#其中意见领袖作为关键的信息媒介为社群中的创

新扩散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王晨筱等#$%!2"

*!%+

%目前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构成的双元创新为新时

代企业向有意义的创新范式转型发挥关键作用!曲冠楠等#$%$%"

*!!+

#作为企业关键外部创新来源的在线

品牌社群#为了配合企业的双元创新战略#在线品牌社群也应当区分两类不同的创新模式进行激发引导%

上述文献提及的三个维度虽然已经分别得到论证#但各因素不同组合状态下的社群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

响路径还未得到研究%在现实情境下#各要素往往以组合常态共存#即存在多重并发因果关系#模糊集定性

比较分析方法!BRl]6"适配多因素组合状态下影响路径的探索#利用这一方法可以打破传统多元回归等

方法对上述三维要素净效应探索的局限性!张明和杜运周#$%!2"

*!$+

#能够从'组态视角(理解资源)组织

与领导要素的多种复杂组合!5?RR#$%!!"

*!"+

对双元创新的影响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资源 组织 领导三维组合状态下在线品牌社群对企业的双元创

新影响路径如何.具体来说&在线品牌社群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必要条件)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分别是什

么.具体影响路径有哪几条.其各自的内在机理与差异如何.文章利用 BRl]6方法在文献归纳 !a+-V+>+

等#$%!2"

*!7+

基础上对在线品牌社群的资源特质)组织结构和领导角色三维度展开研究#以定性定量相结

合的整体视角充分展现不同组合状态下双元创新隶属度%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首次从资源特质)组织

结构和领导角色三维组态的视角#对在线品牌社群成员的创新行为开展研究#为社群 企业协同创新找到

新证据%!$"将企业创新分为探索式与利用式创新的双元创新#有区别地探求在线品牌社群对其影响作用

路径%!""借助 l]6方法分别发现双元创新的差异化可实现路径%本文能够解释在线品牌社群对企业双

元创新影响路径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为企业创新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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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一$ 文献综述

G)双元创新%探索与利用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组织学习领域![.-=M#!22!"

*!#+

#探索是对新的领域)事

物)知识的搜索#利用是对现存事物的利用)改进与发展%经创新领域学者们的持续研究#探索)利用作为一

组新的范式被应用于技术创新领域并形成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双元创新模式 !E?, 和 ]M.,N#

$%!#"

*!A+

%早期研究主要基于探索与利用对立冲突的视角!钟竞和陈松#$%%4"

*!4+

#但有学者提出#在同一

组织中始终坚持利用式创新容易导致'能力刚性(#仅有探索式创新会导致企业进入'核心惯性(#探求两

者平衡更有利于企业绩效提升![.-L?, 等#$%!4"

*#+

%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企业面临更加动态化)不

确定的外部环境#催化了追求双元创新的动态平衡的研究%[.-L?, 等!$%!4"

*#+

从领导者的视角出发#发现

高管团队可以通过充分挖掘现有能力的同时探索新的动力实现双元创新的平衡%许晖和李文!$%!""

*!3+

从

动态能力观出发#发现不同类型的组织学习可以分别对双元创新起促进作用%也有学者从资源拼凑!王进

富等#$%$%"

*"+

以及社会网络结构!G.,N#$%!3"

*7+

等视角对双元创新陆续展开探索%近期#随着移动互联网

的快速发展以及研究视角向企业外部转移#在线品牌社群逐渐进入研究者视野#少量研究从社会网络和资

源特质角度证实了在线品牌社群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作用机理#但涉及多维度组合情况下的影响路径还有

待揭示%

H)在线品牌社群%品牌社群是对特定品牌具有共同兴趣)爱好或需求的个体组成的社群组织#是链接

企业与顾客实现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单项价值传递到双向价值协同的转化以提高顾客价值与企业利益的关

键中介组织!罗珉和李亮宇#$%!#"

*!2+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品牌社群主要表现为在线的形式%在线品牌社群

的研究最初主要聚焦在社群组织界定和特征分析)消费价值及其对品牌忠诚的影响!gF(和 5+,N#$%!""

*$%+

%

近期学者们开始聚焦品牌社群促进企业创新的研究#认为品牌社群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来源#能够协同企业

和顾客价值共创#最终提高顾客价值和企业效益!H.</?等#$%!4"

*$!+

%学者们将品牌社群促进创新的原理

归结为企业 顾客价值共创理论!迟铭等#$%$%"

*$$+

#而品牌社群氛围)内部人身份感知!朱瑾#$%$%"

*$"+

)社

群认同!朱翊敏#$%!2"

*!+

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上述研究为品牌社群影响创新的研究提供了非

常好的参照#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扩展品牌社群促进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探索实现路径是亟待解

决的问题%

#二$ 研究框架

图 !&研究框架图

基于已有文献对前因条件的探究#结合在线品牌社群

背景下社群成员的双元创新行为及其特征#本文从资源特

质 组织结构 领导角色三维度出发经理论分析构建如图!

研究框架%

G)资源特质%企业资源学派的代表人物 .̂-,+P早在

!22!年就提出资源基础观#他认为企业是由各类资源组成

的集合体#企业内异质性资源利于企业创造独特的顾客价

值#构成企业竞争优势夺取创新先机赢得创新绩效! .̂-,+P#

!22!"

*$7+

%传统资源观视角集中于企业内部#强调企业自备

'硬件(!如生产设备)厂房"和'软件(!如初创团队经验)社

会资本"的核心作用#但极易受资源约束%随着经济全球化

以及互联网的不断推进#企业坚守的静态资源观开始发生

变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管理者将视野转向外部#通过提

升自身资源整合与动态能力为企业创新探求更丰硕的外部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资源!许晖等#$%!3"

*$#+

%在线品牌社群作为链接企业与顾客的关键桥梁#其所承载的用户资源备受学者们

重视%受益于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在线品牌社群成员可以跨时空即时交互!朱瑾#$%$%"

*$"+

%由此形成社群

内信息维度)情感维度丰富的社会网络#通过顾客契合等媒介协助企业 顾客实现价值共创!陈慧和杨宁#

$%!2"

*$A+

%伴随价值共创带来的良好品牌体验#社群用户更积极地参与品牌创新创业活动#频繁互动带来

社群内资源的充盈与多样化从而强化价值共创路径%马闻远等!$%$%"

*A+

研究品牌社群中知识和资源的同

质性与异质性这两种特质对组织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不同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通过上述文献回顾#

社群内资源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作用具有逻辑合理性#因此本文将资源特质作为关键维度探究在线

品牌社群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路径%

H)组织结构%组织结构对任何类型的组织发挥绩效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线品牌社群的组织结构具有

较强的自组织特性%自组织理论源于系统论#逐渐由物理学领域渗入到社会学领域#并在组织创新层面得

到重视!于超等#$%!3"

*$4+

%在线品牌社群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实现自我运作#形成自组织结构%张岩和韩

复龄!$%!3"

*3+

以学习类在线社群为对象#从生态学视角构建了基于自组织结构的知识传播模型#凸显了

在线社群的开放性与自主性%在具备自组织结构特征的在线品牌社群中#社群成员具有极大的个体主动

性#他们积极自发地参与组织交流并搭建广泛的社交网络#开辟了社群内异质性资源)信息的流动渠道#有

利于社群创新与价值再造!于超等#$%!3"

*$4+

%但当前研究主要聚焦于自组织理论视角探析社群活动#对于

自组织结构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与作用机理较少涉及%而只有揭示在线社群的自组织结构对企业创新

的影响机理#才能够真正解释社群对企业创新的有效路径%

I)领导角色%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企业价值创造模式由单向产品主导逻辑转向强调供给与顾客需求

双向匹配的服务主导逻辑!b-.M./.Q 和 Z.T.RX.TP#$%%7"

*$3+

#搜寻目标客户群体分析特定需求并实现精

准创新才是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基于现实约束企业无法了解每一位顾客的需求#此时需要顾客端少数有

代表性又能在顾客群体中产生显著影响的角色与企业建立联系#在线品牌社群中意见领袖就扮演了这一

重要角色%社群意见领袖是处于高中心度节点上#利用其专业的知识得到其他成员信任并取得威望以引领

社群风向)影响他人行为决策的少数代表性群体!王秀丽#$%!7"

*$2+

%Z(N+-R!!23""

*"%+

的创新扩散理论表

明#领导角色是影响创新采纳与创新扩散的关键因素#而在线品牌社群中的意见领袖就是典型的领导角

色%一方面#基于社群中意见领袖的高代表性可以使企业准确获取客户需求#降低创新成本的同时取得更

高的创新租金,,,'熊彼特(租金!罗珉和李亮宇#$%!#"

*!2+

$另一方面意见领袖具备专业的知识和强影响

力#a., 等!$%!!"

*"!+

发现他们不受规范的限制更具有创新性#并通过角色引领实现组织内创新扩散促进

企业双元创新%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意见领袖作为影响因素探究这一领导角色对在线品牌社群与企业双

元创新的因果关系及影响路径%

三" 研究方法

#一$ Z-&定性比较分析

Z.N?,!!234"

*"$+

提出 l]6!lF./?L.L?S+](TO.-.L?S+6,./PR?R"#与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同#l]6是

一项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其定性体现在以案例为导向对特定结果进行理论分析与探索#定量体现在

其条件变量与组态分析需经过布尔算法在专业软件中完成%l]6基于整体与组态的视角强调因果关系复

杂性#关注事件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及多条可行路径!5?RR#$%%!"

*!"+

%经国内外学者的论证与实践#l]6

适用范围由最初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逐渐拓展#在国内学者的引入下于组织战略管理与技术应

用方面得到重视!张明和杜运周#$%!2"

*!$+

#目前已涉及管理学)教育学)物流)情报学等众多学科#使用

l]6方法的队伍正日益壮大#国内有一批学者正致力于该方法的探索与广泛传播#以期为当前的科学研

究作出贡献%本文试图在整体论的基础上以组态分析为切入点研究在线品牌社群成员的双元创新行为#故

选择 l]6展开实证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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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在线品牌社群进行文献梳理发现#既往研究以回归分析为主流方法验证双元创新的单一影响

因素#并借助结构方程模型融合多要素分析其因果介导关系#而技术创新管理是一项复杂型)应用型的研

究#且在线品牌社群中的各要素是协同互联的#对多重实现路径的探索更具现实意义%社群内的用户基于

共同的兴趣点以自由)开放的自组织形式展开交流%同时在互联网环境下#社群内组织与社群外个体或平

台即时即兴地进行交流互动#开拓了社群知识来源#丰富了社群资源的异质性#引发更加频繁的信息交互%

由此逐渐形成社群用户间的社会网络!周志民等#$%!#"

*""+

#其中活跃度高的用户逐渐形成社群内意见领

袖并占据网络中心位#发挥着创新扩散的关键媒介作用!王晨筱等#$%!2"

*!%+

#继而引领社群创新风向#促

进社群演进与企业创新%在现实中各要素以组合常态共存#交互影响双元创新#即存在多重并发因果关系#

因此本文选用 l]6方法对变量集合及结果路径进行考察!张明和杜运周#$%!2"

*!$+

%

#二$ 变量识别及测量

G)结果变量!以问题导向原则确定本文的结果变量!张明和杜运周#$%!2"

*!$+

%为探究在线品牌社群成

员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路径#本文将结果变量界定为在线品牌社群成员的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水

平或意愿%参考 0.,R+, 等!$%%#"

*"7+

以及 H+和 c(,N!$%%7"

*"#+

的量表#针对在线品牌社群情境进行问卷

改良%

H)条件变量!本文的研究问题与变量均以在线品牌社群为背景#变量涉及社群特征属性与内部成员行

为#目前没有标准统计指标或官方调查数据作为研究的数据来源%因此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分别在

已有的调查问卷基础上进行改良#各条件变量的测量指标与分析如下&

!!"资源特质&基于不同的竞争模型可以将企业资源禀赋划分为同质性与异质性资源两类![?>>(#

$%!A"

*"A+

#品牌社群作为企业的关键外部链接#其内部资源是企业资源的关键补充%有学者证实在线品牌

社群同质性资源与异质性资源对企业双元创新存在差异化影响!马闻远等#$%$%"

*4+

#同时资源基础观认

为#异质性资源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取得创新绩效的核心%因此本文将资源异质性作为资源特质的测量指

标#并参考杨鑫等!$%!""

*"4+

的量表进行改良%

!$"组织结构&组织结构的形成与变革对企业创新具有强大的驱动引导作用!谢康等#$%$%"

*"3+

%在线

品牌社群借助开放便捷的互联网#其在建立与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具备开放)信息自由流动)竞合共存等自

组织特征#以资源共享)知识共享和社群新稳态耦合域协同共演的形式为企业双元创新提供驱动力!于超

等#$%!3"

*$4+

%因此本文将自组织作为组织结构的测量指标#参考于超等!$%!3"

*$4+

的问卷重新设计量表%

!""领导角色&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在线社群成员与其他用户的互动程度越高#自我认同感越强#越容

易激发其角色感知#在强烈的内部人身份驱动下提高创新意愿#激发创新行为!朱瑾#$%$%"

*$"+

%这类成员

往往是社群内的领导角色#发挥关键的传播媒介与创新引领的作用#并逐渐成为社群意见领袖!王秀丽#

$%!7"

*$2+

%现有研究多采用'网络中心度(来识别意见领袖%因此本文以意见领袖代表领导角色#并用'网

络中心度(作为测量指标#自拟量表用于问卷调查%

四" 研究数据

#一$ 研究数据

本文以问卷调查为方法#根据研究问题#遵循理论性抽样原则! +̂-N@d=M/(RR+-和 [+F-#$%%2"

*"2+

确定

本文的研究对象,,,在线品牌社群成员%在案例选择时#一方面要确保案例相似性便于切题研究#另一方

面要保证案例最大异质性!张明和杜运周#$%!2"

*!$+

#避免过多逻辑余项的同时可以对更多影响路径加以

分析%故本文选择的在线品牌社群涉及旅游!去哪儿网)自家 +族)跑友会等")手机!小米之家)华为花粉)

魅族论坛等")游戏!王者荣耀)绝地求生大逃杀等")知识!知乎)得到等")汽车!雪佛兰 I]EÎ 车主俱乐

部)宝马车友会等"多领域#通过设置'是否参加过上述社群活动(题项来筛选确保调研对象为社群成员%

以滚雪球方式#利用微信)微博)论坛和相应粉丝群在线发放并实时回收调查问卷%调查范围涉及山东)北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京)陕西)广西)重庆)四川)安徽)江西)上海以及国外等区域#其广泛性可有效排除网民的地理分布差异%

此次调查共发放#!#份调查问卷#保留有社群经历的"%!份问卷%其中女性用户!#2位!#$)3_"#男性用户

!7$位!74)$_"#后再次进行筛选#基于反向题项的设计将答案一致性明显较高以及作答时间低于"%秒的

显著非合理问卷删除#最终保留$27份有效问卷用于研究%

#二$ 信效度检验

表!&信效度检验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V.=MiR

条件

变量

资源

特质

组织

结构

领导

角色

问题!

问题$

问题!

问题$

问题"

问题!

问题$

问题"

%)3A4

%)3A"

%)4A2

%)3$#

%)3!3

%)34!

%)3#%

%)3A%

%)422

%)433

%)2$!

结果

变量

探索式

创新

利用

式创新

问题!

问题$

问题"

问题7

问题!

问题$

问题"

%)43$

%)42A

%)3%"

%)4$"

%)A42

%)A#4

%)A"4

%)33%

%)2!!

&&本文使用的调查问卷针对五个维度共设计!A个问

题#在对各个题项对应潜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时发现#资

源异质性变量对应的第"个反向设计题项因子载荷低于

%)7#]-(,V.=MiR6/OM.为%)"A#低于正常值%经删除第"

题项处理后#对各变量的再次信度分析发现所有变量对

应题项的 ]-(,V.=MiR6/OM.都大于%)4!如表!所示"#符

合数据要求#表示被测变量信度较高%通过探索性因子

分析法对所有变量进行效度分析%结果显示的变量

g[9取样适切性测量值都大于%)3# .̂-L/+LL球体检验的

近似卡方值的显著性概率都为%)%%% !小于%)%%!"#说

明数据具有相关性#各个变量适宜于进行因子分析%最

终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如表!所示"#各个变量

所应用的题项载荷系数超过%)A#代表各变量测量具有

较高效度%

#三$ 数据校准

校准!]./?V-.L?,N"指的是给案例赋予集合隶属的过

程!张明和杜运周#$%!2"

*!$+

%即为了使收集到的数据在不同案例间具有可比性#通过采取既定标准或人为

设置锚点来将数学语言转化为 l]6语言的形式#进一步确定特定案例对于指定条件特征的隶属程度%具

体而言#研究者需要根据已有的理论知识和案例情境将变量校准为集合%校准后的集合隶属度将介于%1!

之间%为了将条件变量的取值校准到% !̀的区间范围内#研究者需要结合案例中条件变量的实际取值分

布#并根据案例的实际情况来选取能够体现条件变量中间程度的取值来选取校准的锚点!完全隶属)交叉

点)完全不隶属"%

表$&校准锚点

变量名称
锚点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资源特质

"资源异质性$

$ " 7

组织结构

"自组织结构$

$ " 7

领导角色

"网络中心度$

$ " 7

探索式创新 $ " 7

利用式创新 $ " 7

本文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为便

于统一校准本文以各变量对应题项的均值代表被测变量%

其中资源特质)组织结构)领导角色)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

创新的统计均值分别为")7A)")A4)$)4!)")""和")"A#通过

均值等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可见各变量均值靠近"#且围绕

均值集中分布#'!(和'#(等极端值较少%对此#本文统一设

置三个锚点&7)")$!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详细

信息见表$#并借助 BRl]6软件对变量校准赋值%

#四$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集合论特定的稳

健性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张明和杜运周#$%!2"

*!$+

%首先#在

保留4#_以上案例数量的原则下#本文分别设置案例频数为!和$#所得相应必要条件和条件组态相同#结

果路径及对应一致性与覆盖度无显著差异%其次#本文采用%)3#与%)2两个不同的一致性门槛#且均满足

bZ:一致性
%

%)4#的原则#得到的必要条件与结果路径并无变化%综上稳健性检验#本文分析结果可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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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果分析

#一$ 必要条件分析

表"&必要条件分析

隶属维度 条件变量
探索式创新 利用式创新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资源特质
资源异质性 %)3%!473 %)4AA43" %)442A2! %)4A7!34

资̀源异质性 %)7%%$# %)4$4!2$ %)"23##2 %)47$%3#

组织结构
自组织结构 %)2%!7!4 %)4#2"A7 %)2%4!7! %)43"!77

自̀组织结构 %)$42!2$ %)A3$4$2 %)$44%2# %)A277!!

领导角色
网络中心度 %)#3!#A# %)322"7# %)#3%A$" %)2$%!A#

网̀络中心度 %)A!!$%# %)A7"3!" %)#324"# %)A"AA%3

&&注&( )̀表示相应数据的(非)的!例& 网̀络中心度表示非高网络中心度

&&应用由 Z.N?, 教授开发的模糊

集分析软件 BRl]6对上述三个角

度进行逻辑组合#经过布尔最小化

后得到中间解的多条路径并对必要

条件)核心条件)边缘条件等进行理

论分析%借助 BRl]6软件分析结果

变量的必要条件#结果如表"%

l]6方法中的必要条件是指

能够作为结果变量集合的超集而存

在的前因条件#即只有该条件存在

才能导致特定结果产生!张明和杜运周#$%!2"

*!$+

%一般代指一个条件#在充分的理论或实践支撑下也可以

将条件组合作为必要条件加以分析%必要条件公认的衡量指标是一致性#一般将一致性高于%)2%的条件定

义为必要条件 !张明和杜运周#$%!2 "

*!$+

%由此#根据表 "可见 '自组织结构 ( 同时作为探索式创新

!%)2%!7!4

!

%)2%"与利用式创新!%)2%4!7!

!

%)2%"的必要条件#一致性水平均超过了%)2%%因此分析结

果显示'自组织结构(是导致社群成员双元创新行为的必要条件#即在在线品牌社群中具备自发性)开放

性)自相似)非线性协同等特征的自组织结构将更加有利于社群成员构建社交网络#开拓广泛的思维#积极

获取内外部知识)信息并激发创新行为%同时是否具备'自组织结构(也将成为限制品牌社群开展创新活

动的关键瓶颈%

#二$ 条件组态分析

表7&利用式;探索式创新的组态

条件变量
利用式创新的组态 探索式创新的组态

资源 组织型 资源 领导型 领导 资源型 组织 领导型

资源异质性
& ' (

自组织结构
' '

网络中心度
' ' '

一致性&& %)3# %)2# %)2" %)2$

原始覆盖度 %)"4 %)72 %)# %)#4

唯一覆盖度 %)!4 %)" %)%! %)%3

总一致性& %)32 %)2!

总覆盖度& %)A4 %)#3

&&注&

'

代表核心条件存在!

(

代表边缘条件存在#

&

代表核心条件缺

乏!代表边缘条件缺乏#空白代表该条件是否存在并不重要

&&l]6方法运行结果可得到三类

解#分别是复杂解 !不包含逻辑余

项")中间解 !纳入简单的逻辑余项"

和简约解!纳入简单和复杂的逻辑余

项"%经过中间解与简约解的对比可

以区分两解共存的条件为核心条件#

仅存在于中间解的条件为边缘条件#

体现了条件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实践

证明简约解中必要条件有被简化掉的

风险#对此在结果路径中主流观点是报

告中间解!张明和杜运周#$%!2"

*!$+

%遵

照研究者们的经验#经过真值表分析#

可以得到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

路径结果如表7%

为更加清晰地比较各条件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本文采用由 Z.N?, 和 5?RR!$%%3"

*7%+

提出的结果表示方

法得到表7%以利用式创新结果分析为例#每一列各代表引致利用式创新行为的一条可能的路径#总一致性

为%)32#表明在具备表格中所示的组态条件的所有成员中有32_的成员表现出了较高的利用式创新行为

或倾向#总覆盖度为%)#3#表明上述解中所示条件组合可以解释#3_的利用式创新成员的行为或倾向#对

于探索式创新的分析同上%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各自对应两条等效影响路径#即'条条大路通罗马(#

本文对每条路径进行详细解析%

7#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G)利用式创新路径G!该路径对应的核心条件为资源异质性与自组织结构#无边缘条件#用布尔语言表

示为&自组织结构
!

资̀源异质性
)

利用式创新%表明品牌社群内资源异质性缺乏可以带来利用式创新#这

可以理解为利用式创新主要需要的是同质性资源而非异质性资源#这与马闻远等!$%$%"

*4+

的研究结论一

致#此时无论社群成员是否承担意见领袖角色均存在较高的利用式创新意愿#本文称该类组态为'资源

组织型(%这一结论显示#企业的利用式创新主要依靠社群成员的自组织模式#通过同质性资源的利用#达

成为企业利用式创新服务的效果%

H)利用式创新路径H!该路径对应的核心条件为资源异质性与网络中心度#无边缘条件#用布尔语言表

示为资源异质性
!

网络中心度
)

利用式创新%显示占据高网络中心度的社群意见领袖可以借助异质性的

资源开展利用式创新活动#此时自组织结构并不产生显著影响#这种结果路径被称为'资源,领导型(%基

于意见领袖自身的角色特征#其扩散)分享的信息资源得到社群其他成员的积极反馈与交换#使意见领袖

具备更大资源储备的同时激励其利用)吸收既得物质)信息并通过溢出效应创造新价值#产生新能量再次

进入社群网络实现优质)高效良性闭环%同时高网络中心度代表社群网络中的强联结关系!Z?,QB/+?R=M 和

]M-?RL?,+#$%%!"

*7!+

#这种紧密型的关系结构搭建了成员间交流合作的有效渠道#促进知识)信息共享流动

以及隐性知识的传播#从而拥有支持利用式创新的功能%这一路径的探索突破了自组织结构作为必要条件

的瓶颈#使得不具备自组织结构的'他组织(社群仍然可以通过创造丰富的异质性资源激发意见领袖成员

的创新积极性#实现创新扩散%

I)探索式创新路径G!该路径的核心条件为网络中心度#边缘条件为资源异质性#用布尔语言表示为网

络中心度
!

资源异质性
)

探索式创新%表明在不具备自组织结构这一关键条件的在线品牌社群中#占据高

网络中心度生态位的成员可以依赖于社群内差异化的资源探索)开拓和创造#为企业提出更有创意的产品

设计)开辟新的销售渠道或发掘更广阔的消费者市场空间提供创新灵感来源#故称其为'领导,资源型(%

M)探索式创新路径H!该路径的核心条件为自组织结构与网络中心度#无边缘条件#用布尔语言表示为

自组织结构
!

网络中心度
)

探索式创新%显示在组织层面上#自组织结构为社群营造了自由)良好的创新

氛围#使得具备高网络中心度条件的成员足以顺畅地开展探索创新#此时资源的异质性不起显著作用#这

种结果路径被命名为'组织,领导型(%基于耗散理论#社群内外存在密切的能量流动与物质交换#伴随而来

的是来源广泛的差异化资源#开放式的自组织结构弥补了社群内资源异质性方面的缺陷%此时#居于社群内

社交网络中心的意见领袖成员具备资源)知识获取的天然优势#掌握着社群内关键资源%在自组织社群营造

的广纳谏言)鼓励创新的氛围下#意见领袖面临与外界更多的思维碰撞机遇从而激发探索式创新的活力%

#三$ 双元创新路径比较

基于上述7条创新路径的内在机理分析#进一步对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内部及双元创新之间的路

径异同点进行比较#具体分析如下&

G)同一结果变量的多路径比较%首先#比较利用式创新的两条实现路径%两条路径都强调社群资源特

质的关键作用%但不同之处在于#路径!是以同质性资源和自组织结构相组合#路径$是异质性资源和意见

领袖相组合带来利用式创新%路径!突破了传统资源基础观所强调的异质性资源禀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

利用自组织结构这一必要条件#为社群成员的利用式创新提供结构便利%

其次#比较探索式创新的两条实现路径%两条路径都凸显了领导角色的关键作用#在意见领袖的作用

下#社群的自组织结构和资源异质性对探索式创新具有等效替代作用%但不同之处在于路径!在缺乏'自

组织结构(这一必要条件下#仍然可以通过社群成员间丰富的知识)背景等异质性资源激活成员思维#激

发探索式创新活力%

H)不同结果变量的多路径比较%首先#这7条创新路径均为在线品牌社群促进企业双元创新提供了可

行的建议%现实中符合任一条件基础的在线品牌社群#均可以在企业引导下发挥促进创新的作用%

其次#这7条路径对应的条件基础不同#相应地侧重于双元创新的不同维度%前两条路径更强调资源特

质的重要作用#丰富的资源储备为利用式创新提供了基础条件%后两条路径则强调领导角色的关键作用#

思维活跃)开放)超前并有号召力的意见领袖角色为探索式创新激发了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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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利用式创新路径$和探索式创新路径!的要素组合相同#但其内在作用机理存在本质差别%这两

条路径均满足'资源异质性(和'网络中心度(的要素组合#但利用式创新路径$强调基于异质性资源和意

见领袖的作用#而探索式创新路径!主要依赖于意见领袖的领导角色#对资源异质性的要求不高%

六" 结论"启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 l]6定性比较分析探究了在线品牌社群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路径#并得出三条主要结

论%其一#组织结构是决定在线品牌社群成员创新的关键瓶颈#具备自组织结构是社群成员创新不可或缺

的必要条件%这与组织结构驱动企业创新相呼应!谢康等#$%$%"

*"3+

#为在线社群自组织结构驱动企业双元

创新提供新的佐证!于超等#$%!3"

*$4+

%

其二#在线品牌社群成员的利用式创新主要受到资源特质的限制#可以经由'资源 组织型(与'资源

领导型(两条等效路径影响企业创新%与资源基础观强调资源异质性的关键作用不同! .̂-,+P#!22!"

*$7+

#

在具备丰富的同质性资源的自组织社群中同样可以开展利用式创新%

其三#探索式创新行为主要受到意见领袖的领导角色的引领#可以通过'领导 资源型(与'组织 领导

型(两条等效路径影响企业创新#印证了社群内的领导角色对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朱瑾#$%$%"

*$"+

%

#二$ 管理启示

第一#根据在线品牌社群的特征和企业双元创新重心#有的放矢地促进创新%由于不同在线品牌社群

在资源)结构和领导方面的特征存在差异#加之企业双元创新的重心不同#因此可以有目的地选择上述四

条路径中一条或者几条促进创新的实现%例如#企业可以有意识地引导资源异质性强且意见领袖影响力强

的社群或资源同质性强且自组织特征明显的社群开展利用式创新#而自组织结构明显而意见领袖影响大

或具备一定程度的资源一致性及意见领袖作用强的社群开展探索式创新%

第二#在线品牌社群应当积极采用资源)结构和领导的7条有效组合路径为企业双元创新赋能%为了促

进探索式创新#对于不具备自组织结构的社群#要以意见领袖为突破点#着重激活该群体的创新思维#并以

异质性资源为辅助补充其创新探索所需的条件$对于资源异质性并不显著的社群#要营造开放互通的组织

氛围#以自组织结构为基础)创新思维的意见领袖为触发点#利用结构优势将意见领袖的创新引领作用最

大化#刺激探索式创新%为了促进利用式创新#对于具备自组织结构的品牌社群#要充分发挥这一条件的必

要作用#以开放)自治的优势为信息获取提供良好环境#便于激活成员思维#利用现有条件开展创新$对于

不具备自组织结构的品牌社群#要以丰富社群资源的异质性为关键#为社群成员创新提供更多的可利用资

源并借助意见领袖的力量实现创新扩散%

第三#企业可以为社群提供异质性资源以拓宽社群成员的创新场域%依据本文结论可见异质性资源和

同质性资源与自组织和意见领袖的不同组合对利用式创新起到促进作用%在线品牌社群内部的资源异质

性主要来源于成员的专业差异)知识储备等#异质性资源需要配合意见领袖的作用才能对利用式创新发挥

作用#因此需要充分激发意见领袖的积极性#两相配合才能取得利用式创新%此外#如果社群内成员具备的

知识结构较为同质化#那么成员创新行为可以由成员自己实现#不需要意见领袖的额外协助%对此#企业可

以在社群中介绍同类产品的相关信息#使得社群成员在更了解产品的情况下基于自身需求提出更多的建

设性建议%

第四#企业与品牌社群应当创设支持性氛围鼓励成员创新的自组织热情%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自组织结

构是促进双元创新的必要条件#企业应为在线品牌社群保留充分空间#保证在兴趣爱好驱动下的顾客不受官

方权力的约束#可以自由地共享信息)资源)知识使其思维活跃不受限#社群内部更易激发碰撞创新性建议%

第五#企业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在社群中的意见领袖身上%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企业经营应

满足'成本,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因此作为企业稀缺资源的注意力要投放在能产生更大影响和更多收益的

意见领袖身上%借助意见领袖这一桥梁可以削弱企业与顾客之间的沟通屏障#更充分准确地了解目标客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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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有的放矢地实现创新#创造顾客价值%企业可以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如针对意见领袖这类领先用户

的创新性建议或行为给予相应的物质)荣誉奖励#更好地依托这类用户激发企业的利用式创新活力%

#三$ 研究展望

首先#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线品牌社群的资源特质为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本文重

点关注资源异质性条件#对于资源的其他属性!资源丰富度等"并未展开深入探讨%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

中可以选择资源丰富度为变量#借助 BRl]6软件为双元创新寻找更多可行路径%

其次#本文所选择的案例为在线品牌社群中的成员#基于行为动机理论#外部环境对成员行为强显著

影响#因此基于不同品牌的社群文化也会导致行为差异%本文旨在探索品牌社群成员双元创新的一般规

律#针对不同品牌可能存在的差异化影响并未涉及#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细分深化拓展研究宽度%

最后#BRl]6软件当前算力足以支撑中)大样本的研究#基于集合与组态的视角#条件组态的数量会随

变量的增加呈指数增长#因此真正影响运算速率的是条件变量的数量%当前软件可以有效满足!% !̀#个条

件变量的运算#本文仅选择三个条件变量使得软件算力存在较大冗余#为充分发挥 BRl]6的功能有待于

归纳)演绎更多的条件#同时提高双元创新前因探索的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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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dD'b#a6'0#a9ÊDZ86H)[.,.N?,NO(L+,L?./.,Q -+./?Y+Q .VR(-OL?S+=.O.=?LP&H(XQ((-N.,?Y.L?(,./.,L+=+Q+,LR

T.LL+-. *0+)WM+6=.Q+TP(B[.,.N+T+,L0(F-,./#$%%##73!A"&2221!%!#)

*"#+HDG#c9'*g)DUO/(-.L?(, SR)+UO/(?L.L?(,&., +TO?-?=./L+RL(BLM+.TV?Q+UL+-?LPMPO(*0+)9-N.,?Y.L?(, d=?+,=+#$%%7#7

!!#"&73!1727)

*"A+ [:gg9 g)b(?,L@=(F,L+-O(?,L&Z+R(F-=+M+L+-(N+,+?LP# O+-B(-T.,=+#.,Q =(TO+L?L?S+.QS.,L.N+*0+)0(F-,./(B9O+-.L?(,R

[.,.N+T+,L#$%!A#7!!!%"&4#14A)

*"4+杨鑫#贾良定#蔡亚华#等)团队认知多样性和个体创造力的关系研究,,,以社会网络和关系性人口学为视角*0+)科学

学与科学技术管理#$%!"!A"&!#$1!A$)

*"3+谢康#吴瑶#肖静华)数据驱动的组织结构适应性创新,,,数字经济的创新逻辑!三" *0+)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A1!4)

*"2 + D̂Z*@d]HE9ddDZ 8# [DIZ * 8)](TO.-.L?S+-+R+.-=M Q+R?N,& =.R+.,Q S.-?.V/+R+/+=L?(,$

=(,B?NF-.L?(,./=(TO.-.L?S+.,./PR?R!l]6" .,Q -+/.L+Q L+=M,?KF+R*[+)]./?B(-,?.&d.N+bFV/?=.L?(,R#

$%%2&!21"$)

*7%+ Z6*:']]#5:dd b)'+L+BB+=LR.,./PR?RS+-RFR=(,B?NF-.L?(,./.,./PR?R&., +TO?-?=./Q+T(,RL-.L?(,

*[+)]M?=.N(&I,?S+-R?LP(B]M?=.N(b-+RR#$%%3&$%"1$%A)

*7!+ Z:'85ED:d]H 6# ]HZ:dW:'D [)WM+.=KF?R?L?(, .,Q FL?/?Y.L?(, (B?,B(-T.L?(, ?, ,+X O-(QF=L

.//?.,=+R&.RL-+,NLM@(B@L?+RO+-RO+=L?S+*0+)0(F-,./(B[.->+L?,N#$%%!#A#!$"&!1!3)

!责任编辑&傅凌燕"

3#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