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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突破性创新能够改变企业竞争格局，并推动企业实现价值创造，但突破性创新往往

具有风险高、不确定性强和失败率高等特征。因此，如何有效推动企业从突破性创新中获利成

为技术创新领域的新焦点。互补性资产作为助力企业从创新中获利的关键资源，是竞争优势

和企业绩效的重要来源，但鲜有研究探讨企业如何借助互补性资产推动突破性创新，进而提升

企业绩效。

　　为探究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借鉴创新获利理论，探讨互补性资产与突

破性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突破性创新在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考虑到营销和制造是互补性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企业从创新中获利，将互补性资产分

为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和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基于 230 份企业问卷调研数据，运用 Spss 25.0 进行

分层回归分析和 Process 插件的 bootstrap 方法，验证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和制造型互补性资产与

企业绩效、突破性创新的正向关系，以及突破性创新在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和制造型互补性资产

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①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和制造型互补性资产都会正向影响企业绩效，但与营

销型互补性资产相比，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更突出。②营销型互补性资

产和制造型互补性资产都会积极推动企业突破性创新。③突破性创新在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

效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其中，突破性创新在营销型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

用，而在制造型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企业能够借助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和制造型互补性资产推动突破性创新活动，进而提升企业

绩效，这揭示了互补性资产作用于企业绩效的内在路径，丰富了互补性资产的相关研究，也为

有效管理和推进突破性创新活动并从中获利给出科学的理论解释。研究结果为企业更科学地

管理互补性资产，合理配置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和营销型互补性资产，推动突破性创新活动进而

提升企业绩效提供理论指导和路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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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突破性创新能够推动技术范式变革和市场竞争

格局演变 [1]，它一般具有高不确定性、高风险和高失

败率等特征 [2]。与此同时，突破性创新会破坏甚至替

代既有技术，并对在位企业造成创造性破坏 [3−4]。然

而，若掌握必要的互补性资产，在位企业能从突破性

创新产生的破坏性变革中得到缓冲，并在适应技术

变革过程中获取竞争优势 [5−6]。因此，有必要深入探

究互补性资产对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及其对企业绩效

的作用机理。

已有研究探讨了互补性资产对产品创新 [7]、双元

创新 [8]、商业模式设计 [9] 和企业绩效 [10] 等要素的影响，

也有学者论证了互补性资产与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

系 [11]，但鲜有研究对二者之间的作用机理给出可靠

的实证证据。已有研究也从个体、团队和企业等多

个层面挖掘突破性创新的驱动因素 [12−13]、突破性创

新 如 何 实 现 [14−15] 和 突 破 性 创 新 对 企 业 绩 效 的 影

响 [16−17] 等，并关注外部关系如何帮助企业从突破性

创新获利 [18]。诚然，突破性创新能够使企业拥有强

劲的竞争优势，但突破性创新并不总能使在位企业

从技术创新中获利。目前鲜有研究关注在位企业如

何有效应对突破性创新这种技术变革并从中获益。

鉴于互补性资产在企业突破性创新与绩效提升

方面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借鉴创新获利理论，探讨互

补性资产对突破性创新和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将

互补性资产划分为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和制造型互补

性资产，基于 230 份企业调查问卷，验证互补性资产

与突破性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突破性创新

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能够为企业

有效管理互补性资产和突破性创新活动以实现提升

绩效这一目标提供理论指引。 

1  相关研究评述

突破性创新在变革技术范式和发展轨迹方面的

重要价值，不仅体现为技术层面的突破性进展，而且

体现为技术驱动下的新产品开发和新市场创造 [19]。

对突破性创新的探讨，首要的是对其进行准确的概

念界定，但目前对突破性创新的概念尚未达成一致。

此外，在明确界定突破性创新这一概念之前，还有必

要明确突破性创新与渐进式创新、激进式创新、颠

覆式创新和突破性技术创新等相近创新概念之间的

区别。

有关突破性创新与渐进式创新、激进式创新和

颠覆式创新之间的区别，可以借鉴 PISANO[20] 有关创

新类型的论述。从技术能力和商业模式的角度看，

突破性创新与渐进式创新、激进式创新和颠覆式创

新的区别在于，渐进式创新一般建立在已有技术能

力和商业模式的基础上，并在既有技术轨迹上进行

微小改变。激进式创新更多涉及技术方面的重要突

破，而颠覆式创新则与激进式创新相反，它一般需要

新的商业模式但不必一定是技术突破 [20]。突破性技

术创新则只能通过参考在位企业在技术创新出现之

前使用的技术来进行定义，这种技术一般包含对在

位企业来说更新颖的技术、方法和工具 [21]。即使不

同创新类型之间的边界已经较为清晰，但仍有研究

者没有将激进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进行明确区分，

并认为激进式创新和突破性创新都是沿着特定技术

轨迹改变主流技术范式的创新活动 [1]。更进一步地，

已有研究在探讨突破性创新时，尝试从技术、市场和

组织维度对突破性创新进行概念界定，并一致认为

突破性创新会改变技术范式、市场竞争格局甚至产

业发展版图等 [2]。沿此思路，本研究认为突破性创新

是指产品类别中新颖、独特或最先进的技术跃迁，它

能够显著改变顾客消费方式和市场竞争格局等。更

进一步地，从创新特征的角度来看，突破性创新一般

指为企业和市场创造新的业务线，这里的“新”是指

这种创新涉及前所未有的性能特征或已经熟悉的特

征的产品或工艺，并且这些特征使企业绩效提高 5 倍～

10 倍或更高，或使产品生产成本降低 30%～50% 或更

多 [22]。

如前所述，针对突破性创新研究，已有研究证实

了突破性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16−17]，也有研究从个

体层面、团队层面和企业层面挖掘可能影响突破性

创新的因素。其中，个体层面和团队层面的驱动因

素主要包括 CEO 距离退休的时间 [12] 和创始团队人力

资本 [23] 等，组织层面的因素包括企业知识 [24]、能

力 [25] 和技术资源 [26] 等。也有学者探讨互补性资产与

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系 [3,11]，但鲜有研究对二者之间

的关系给出可靠的实证证据。虽然突破性创新能够

改变市场竞争格局和产业竞争版图，但它具有高风

险、高失败率甚至破坏性等特征，率先开展突破性创

新的企业并不总能从创新中获利。因此，在位企业

如何有效应对突破性创新这种技术变革活动并从中

实现绩效提升成为亟待探究的管理难题和学术研究

议题。

创新获利理论认为，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配备相应

的互补性资产能够帮助企业从创新中获利 [27]，即创

新与互补性资产的有效结合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

关键，也是企业实现赶超的重要途径 [28]。对于互补

性资产的探讨，首先，要明确互补性资产从何而来，

即互补性资产是源于企业内部还是企业外部。对此，

有学者认为互补性资产源自企业内部，如彭新敏

等 [29] 在探讨互补性资产与核心技术能力的动态作用

机理时，将互补性资产分为既有互补性资产和新建

互补性资产，这两种类型的互补性资产本质上都属

于企业内部资源。也有学者认为，企业可以从外部

获取互补性资产。这主要是因为，受制于资源稀缺

性，企业之间需要通过开放协作、合同、许可或者联

盟等方式，才能获取彼此创新和发展所需的互补性

资产 [30−31]。本研究探讨的互补性资产主要是企业自

身掌握的互补性资产。其次，已有研究探讨了互补

性资产对技术能力 [29]、组织双元 [8,32] 和企业竞争优势 [33]

等因素的影响，以及互补性资产与突破性创新的辩

证关系 [3,11]。也有学者尝试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二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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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与市场营销相关的专有性互补

性资产和与专业化设备制造相关的通用性互补性资

产都对突破性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34]。由此看来，不

同类型的互补性资产对突破性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

的作用机理还不明确。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构建互补性资产、突破性

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整合研究框架，并将互补性

资产分为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和制造型互补性资产，

验证不同类型的互补性资产与突破性创新和企业绩

效的关系，以及突破性创新在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和

制造型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  互补性资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互补性资产对于技术变革和企业创新的作用机

制主要有管道机制和棱镜机制 [5]，管道机制主要是指

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需要配备的生产制造、分销和售

后服务等市场资源和财务资源，这种资源在突破性

技术变革中一般起缓冲作用。棱镜机制则是指互补

性资产能够传递产品质量和组织合法性的信号，并

为企业决策和技术创新轨道选择提供依据。由于本

研究主要聚焦在位企业如何利用互补性资产推动突

破性创新并提升绩效，因此，本研究主要考察具有管

道机制作用的互补性资产对突破性创新和企业绩效

的影响机理。

创新获利理论认为，互补性资产是企业在创新过

程中实现获利的重要筹码，主要包括通用性资产、专

业化资产和共同专业化资产 3 种类型，按照企业创新

与互补性资产之间的依赖关系，对以上 3 种互补性资

产类型进行如下区分：通用性资产主要是指不需要

针对企业创新而进行专门调整的资产；专业化资产

主要是指企业创新与其所需的互补性资产之间存在

单边依赖的资产；共同专业化资产是指企业创新与

互补性资产之间存在双边依赖的资产 [27]。在此基础

上，后续研究者认为互补性资产包括市场型互补性

资产和非市场型互补性资产，市场型互补性资产包

括企业的专业知识、企业品牌、营销渠道和客户群

体等，非市场型互补性资产包括研发补贴、税收优惠

和社会网络关系等 [35]。也有学者将互补性资产分为

既有互补性资产和新建互补性资产，既有互补性资

产主要包括企业原有的营销品牌、分销渠道、售后

服务和厂房设备等，新建互补性资产主要涉及企业

新增加的品牌、分销渠道、售后服务和生产基地等 [29]。

因此，不管是从创新与互补性资产的依赖关系还是

从互补性资产本身包含的具体资产看，制造和营销

两个要素都是理解互补性资产的重要方面 [36−37]。因

为制造型互补性资产是将技术或者产品推向顾客的

必要环节，尤其是在独占性机制较弱时，创新者比模

仿者付出较高的制造成本，使模仿者从创新中获得

巨额利润。同时，较好的营销策略，如产品宣传和售

后服务能帮助创新者从创新中获益。因此，本研究

在考察互补性资产时，将其分为营销型互补性资产

和制造型互补性资产。营销型互补性资产主要是指

创新商业化过程中所需的与营销相关的互补性资产，

包括市场推广、分销和售后服务等；制造型互补性资

产主要是指创新商业化过程中所需的与制造或生产

相关的互补性资产，包括新工艺技术和生产设备配置等。

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掌握的有价值的、稀缺的、

不可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的异质性资源是企业获取持

续竞争优势的关键 [38]。互补性资产作为帮助企业从

创新中获利的关键资源，在帮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

并实现价值创造方面至关重要 [39]，因为互补性资产

的建立通常需要很长时间，并且通常是有价值且难

以模仿的，这种资源将为企业创新，尤其是成功商业

化奠定稳固可靠的资源基础。具体来讲，一方面，企

业掌握的营销渠道、企业声誉和品牌忠诚度等营销

方面的互补性资产，促使企业在突破性技术出现后

能够快速实现市场化。新渠道、物流系统和客户关

系网络也能帮助企业提升绩效 [4]。另一方面，嵌入在

产品和服务中的所有技术知识必须将价值传输给顾

客，换言之，只有将创新产品生产出来并为顾客所用

才会实现价值创造，而制造型互补性资产是将先进

技术转化为产品的关键要素，并且，较强的制造能力

和较低的生产成本能够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

导优势。特别地，在强独占性机制和零交易成本的

传统商业理论下，创新输出过程中的专利授权、技术

授权和竞争性生产等都会提高绩效表现。但是，当

独占性机制较弱且制造型互补性资产是创新必备的

专业化资产时，创新者能从创新中获取独占性租金，

而比模仿者付出较高的生产成本使创新者损失部分

创新收益。由此可知，在创新过程中配备制造型互

补性资产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H1a 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

响；

H1b 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

响。 

2.2  互补性资产对突破性创新的影响

技术研发是实现经济效用和商业价值的必要但

不充分条件，在技术研发上占据先发优势的企业并

不一定能从中获益，而掌握不可被模仿的互补性资

产是率先开展创新的企业在创新中实现价值创造的

重要前提 [27,40]。更进一步地，突破性创新往往意味着

破坏或替代已有技术并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企业特

别是在位企业因组织惰性或核心刚性选择采取防御

措施，进而对企业既有核心技术能力和主导地位造

成威胁，但配置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在一定程度上能

够帮助企业在面临突破性创新这种技术变革时依然

能够从中获益。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品牌、销售渠

道、客户关系等营销型互补性资产的建立一般耗费

时间较长，并且这种资产一般较难被竞争对手模仿

和复制，它一般是企业开展创新的重要资源基础 [41]。

其次，企业掌握的市场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意味着企

业能够有效捕捉环境变化，进而及时调整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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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业务领域等。换言之，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为企业突破性创新指引方向。最后，企

业建立品牌、声誉、顾客群体和分销渠道等营销型

互补性资产，意味着企业能够将突破性创新技术或

突破性创新产品传递给顾客，并由此实现使用价值

到商业价值的价值转换。同时，若企业未能在技术

研发中占据先发优势，则可以借助其在营销和售后

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使现有技术成果快速得到顾客

的广泛认可，这是激励企业不断在产品结构和业务

领域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此外，营销型互补性资

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在开展突破性创新这种技

术变革活动面临的技术冲击和创造性破坏 [42]。因此，

企业掌握的营销型互补性资产有助于推动其突破性

创新活动。

拥有制造型互补性资产也能够推动企业开展突

破性创新活动。首先，与营销型互补性资产类似，建

立制造型互补性资产一般耗资较大、耗时较长，并且

很难被新进入的企业模仿或复制，因此，制造型互补

性资产一般是在位企业应对技术不连续性的重要资

源基础 [43]。其次，成功的创新不仅需要挖掘新创意

或创造新产品，还需要将这些创意或产品实现规模

化生产，并为顾客所用。企业在研制出突破性技术

和产品后，应当具备相应的新工艺技术和先进生产

设备，从而在规模化、精细化生产过程中降低生产成

本，保证突破性技术或产品能够尽快交付给市场，这

是企业实现价值创造并率先抢占市场的重要契机 [28]。

最后，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配置相应的制造型互补性

资产，意味着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新技术、新设备

和先进生产工艺，并逐步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

这本身会促进企业在产品结构和工艺流程等方面做

出重大突破。总体来说，掌握必要的制造型互补性

资产在突破性创新过程中至关重要。因此，本研究

提出假设。

H2a 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对突破性创新具有正向影

响；

H2b 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对突破性创新具有正向影

响。 

2.3  突破性创新的中介作用

互补性资产是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配备的营销、

竞争性生产和售后服务等关键资源，它在技术的市

场交易和商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6]，拥有互补性

资产意味着在位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有机会掌握主导

优势 [8]。即便如此，互补性资产可能并不会直接显著

提升企业绩效 [44]，换言之，互补性资产对企业绩效的

促进作用往往需要创新加持。一方面，对于营销型

互补性资产，企业在开发品牌、维护客户关系和供应

商关系、开发市场等方面的投入可能直接促进企业

提高顾客满意度，但要从长远角度推动企业市场份

额、销售额和利润等绩效指标的提升，还必须外力加

持，即开展突破性创新活动。具体地，借助所掌握的

企业品牌、顾客关系、供应商关系和分销渠道等营

销型互补性资产，企业应有效顺应顾客和供应商等

利益相关方的要求，积极主动地在产品结构和主要

业务领域做出重大调整，而这能极大提升企业在主

营业务销售额、市场份额和利润方面的绩效表现。

同时，对市场突发事件的响应能力和应对机制也使

企业在调整产品结构和业务能力过程中能够稳定顾

客情绪，从而保证顾客满意度持续提升。因此，营销

型互补性资产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必须要依靠持

续推进突破性创新活动，才能实现企业在顾客满意

度、市场份额、现金流和利润等绩效指标上的稳固

提升。

另一方面，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新技术、新机

器设备、先进生产工艺和先进生产技术，意味着企业

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和低成本优势，直接促进企业

市场份额和利润等绩效提高。但是，要全面、持续提

升绩效表现，还需要开展突破性创新活动。具体来

讲，企业在新产品制造过程中使用新技术、新机器设

备、先进生产工艺和先进生产技术是企业在工艺流

程和产品结构等方面做出重大调整的坚实基础，企

业不断提升的生产能力和制造水平也使企业能够快

速向市场交付突破性技术或产品 [45]。更进一步地，

企业在新技术、新设备使用、先进工艺技术采纳等

制造能力方面的诸多优势，还需要凭借企业在产品

结构和主营业务领域的战略优化和结构调整，才能

够促成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并从中

获取丰厚利润。因此，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对企业绩

效的正向作用，还应加强在产品结构、主营业务领域

和工艺流程等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和战略性变革，才

能促使企业在市场份额、利润和顾客满意度等方面

取得满意成效。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a 突破性创新在营销型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

之间的正向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3b 突破性创新在制造型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

之间的正向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和数据收集

为了保证数据收集的质量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本研究在样本企业来源、问卷调研对象选择和数据

收集方式等方面都进行了科学设计。本研究主要对

重庆、成都、绵阳、德阳、广元等西南地区以及上海、

杭州、无锡等东部沿海地区的部分企业进行问卷调

查，主要调研对象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

研发人员。问卷发放途径主要包括：①借助作者所

在院校的 MBA、 iMBA、EMBA 和 DBA 资源，面对面

发放纸质问卷；②借助作者所在研究机构以及其他

社会网络资源，通过问卷星发放电子问卷。本研究

的数据收集主要分为预调研和正式调研两个阶段，

在预调研和正式调研过程中，一次仅向一家企业发

放纸质问卷或电子问卷，对同一家企业不重复发放

问卷。本研究的预调研时间为 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11 月，为了确保填写者能够真正理解问卷中各题项

的内容，并希望填写者在问卷填写完成后对问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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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出建设性意见，故在此阶段发放纸质问卷，共计

发放纸质问卷 100 份，回收 93 份，有效问卷数量为

75 份。正式调研时间为 2019 年 4 月～6 月和 2019 年

9 月～12 月，为扩大样本的地域范围和样本数量，借

助邮箱、微信或 QQ 等社交软件发放电子问卷链接，

此阶段共计发放电子问卷 329 份，回收 228 份，有效

问卷数量为 155 份。本研究中，预调研所用到的纸质

问卷与正式调研的电子问卷相比仅部分题项在文字

表达上有所调整，并且预调研采用一对一的发放方

式，问卷填写效果较好，数据质量较高。因此，本研

究将预调研阶段的数据也纳入数据分析中。本研究

的问卷发放及回收情况见表 1。
 

表  1  问卷发放和回收

Table 1  Sample Size and Response Rate

问卷发放
和回收方式

发放
数量

回收
数量

回收率/%
有效
数量

有效率/%

纸质问卷 100 93 93 75 80.645

电子问卷 329 228 69.301 155 67.982

合计 429 321 74.825 230 71.651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主要包括企业绩效、互补性

资产和突破性创新这 3 个关键变量，对这些变量的测

量均借鉴发表在中英文顶级期刊上的成熟量表，但

沿用原始量表可能在研究情景和研究语境上存在偏

差，本研究采用回译法。即由工商管理专业的 1 名博

士研究生和 1 名硕士研究生分别将英文量表翻译成

中文，再将中文翻译回英文，相互校正，确保量表在

语义上易于理解。此外，本研究涉及的题项均采用

Likert 5 点评分法测量，1 为完全不同意，3 为不确定，

5 为完全同意。

(1) 因变量：企业绩效。HOGAN et al.[46] 从财务表

现和市场表现两个方面考察企业绩效，测量财务表

现的指标包括企业的销售额、现金流增长和利润情

况等，测量市场表现的指标包括市场份额和顾客满

意度等；余传鹏等 [47] 将企业绩效视为单维概念，并用

主营业务销售额增长、现金流增长、利润增长、市场

份额增长和顾客满意度增长进行测量。借鉴他们的

研究，本研究也从销售额、现金流、利润、市场份额

和顾客满意度 5 个方面考察企业绩效，形成 5 个题

项。

(2) 自变量：互补性资产。营销和制造这两个要

素是理解互补性资产的重要方面，本研究将互补性

资产分为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和制造型互补性资产。

CHRISTMANN[48] 从是否为行业中首次采用的新方法

和新技术、在生产中采用最新技术、投资新设备和

工具、近 3 年在推出产品创新中处于领导地位、近 3
年在推出流程创新中处于领导地位 5 个方面考察企

业互补性资产；李泓桥 [34] 从市场营销和专业化制造

两个方面考察互补性资产，并分别用两个题项测量

市场营销和专业化制造。本研究综合这两位学者的

测量方法，分别用 5 个题项测量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和

制造型互补性资产。

(3) 中介变量：突破性创新。目前基于问卷调查

的实证研究主要借鉴 ZHOU et al.[17] 的测量方法，即从

技术和市场两个方面理解突破性创新，并分别用 4 个

题项测量基于技术的创新和基于市场的创新；李泓

桥 [34] 则基于技术不连续性，从产品和流程两个方面

理解突破性创新这种技术变革活动。由于突破性创

新具有不连续性，因此，本研究借鉴李泓桥 [34] 的测量

方式，从产品结构、工艺流程和业务领域 3 个方面测

量突破性创新。

上述变量的测量题项见表 2。
(4) 控制变量：本研究控制企业所有制、企业年龄

和企业规模等情景变量的影响。企业所有制分为国

有及控股企业、外资及控股企业、民营企业、其他类

4 种，并将国有及控股企业、外资及控股企业和民营

企业设置为虚拟变量。企业年龄为 2020 年与企业成

立年份之差，分为 5 年及以下、6 年～10 年、11 年～

15 年、15 年以上 4 类。企业规模按照企业人数测量，

分为 50 人及以下、 50 人～ 100 人、 101 人～ 500 人、

501 人～1 000 人、1 000 人以上。 

3.3  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了考察问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本研究采用

Cronbach′s α系数和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评价。由表 2
可知，企业绩效、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制造型互补性

资产、突破性创新的量表的 Cronbach′ s α系数均大于

0.700[49]，营销型互补性资产的 5 个题项中，A3 和 A4
删 除 该 题 项 后 的 Cronbach′ s α系 数 分 别 为 0.674 和

0.686，趋近于 0.700，表明该题项的信度水平基本可接

受。因此，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和

突破性创新 3 个变量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研究数据质量能够得到保证。此外，企业绩效和突

破性创新的各个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

0.700，同时，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和制造型互补性资产

的各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基本大于 0.700，A5
和 B2 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分别为 0.532 和 0.652，
小于但趋近于 0.700，但 A5 所考察的分销渠道和 B2
所考察的机器设备投资是理解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和

制造型互补性资产的重要方面，因此，本研究保留这

两个题项。此外，各个题项的平均方差提取量大于

0.500，KMO 值大于 0.700。总体看，该量表的效度水

平较高。 

3.4  同源偏差分析

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借鉴 PODSAKOFF
et al.[50] 的研究，用两种方法避免因共同方法偏差而

导致的研究结果误差。一是保证每个变量至少用 3
个题项进行测量，并将预测变量和效标变量放在问

卷的不同位置，以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的发生概率 [51]。

二是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分析，

结果表明，读取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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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92%，解释变异量小于 40%。因此，本研究的测量

量表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3，
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和制造型互补性资产都会正向影

响突破性创新和企业绩效，这为后续检验假设奠定

了可靠基础。进一步地，企业规模与突破性创新、企

业绩效显著相关，但企业所有制和企业年龄与企业

绩效、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和突

破性创新均不显著相关。考虑到企业年龄和企业所

有制对于研究企业创新和绩效有着重要作用，即新

创企业和成熟企业以及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开展突

破性创新活动时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

仍将企业年龄和企业所有制作为控制变量。 

4.2  假设检验

在进行假设检验前，运用 Spss 25.0 检验多重共线

性问题，结果表明，本研究所有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

均低于 10，DW 值均接近 2，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

题。运用 Spss 25.0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
由表 4 可知，模型 1 检验控制变量对企业绩效的

影响。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营销型互补性

资产，检验营销型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

系，β = 0.212，p < 0.010，表明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对企

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1a 得到验证。模型 4 在

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制造型互补性资产，检验制造型

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β = 0.244， p <
0.001，表明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H1b 得到验证。

模型 7 检验控制变量对突破性创新的影响。模

型 8 在模型 7 的基础上加入营销型互补性资产，检验

营销型互补性资产与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系， β =
0.533，p < 0.001，表明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对突破性创

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2a 得到验证。模型 9 在模型

7 的基础上加入制造型互补性资产，检验制造型互补

表  2  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Table 2  Test Results fo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变量 题项
因子
载荷

删除该题项
后的α系数

企业绩效
α = 0.852
KMO = 0.812

D1 本企业提高了主营业务销售额 0.930 0.900

D2 本企业提高了现金流 0.746 0.810

D3 本企业提高了利润 0.930 0.773

D4 本企业提高了市场份额 0.826 0.802

D5 本企业提高了顾客满意度 0.837 0.793

互补性
资产

营销型
互补性资产
α = 0.786
KMO =
0.746

A1 本企业注重品牌的建设和维护 0.711 0.726

A2 本企业注重市场开发和营销资本投入 0.930 0.824

A3 本企业具有应付市场突发事件的能力 0.831 0.674

A4 本企业与客户和供应商关系良好 0.882 0.686

A5 本企业有广泛的分销渠道 0.532 0.778

制造型
互补性资产
α = 0.797
KMO =
0.735

B1 本企业注重在新产品制造中使用新技术 0.930 0.840

B2 本企业注重在新机器设备上进行投资 0.652 0.736

B3 本企业的制造工具和设备自动化程度高 0.787 0.703

B4 本企业通过购买或合作获得先进的生产工艺或技术 0.783 0.730

B5 本企业通过整合内部生产力或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生产能力 0.781 0.762

突破性创新
α = 0.901
KMO = 0.724

C1 本企业的产品结构出现了重要突破 0.963 0.812

C2 本企业的工艺流程发生了重大变化 0.783 0.904

C3 本企业的业务领域出现了重要变革 0.857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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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产与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系，β = 0.436，p < 0.001，
表明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对突破性创新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H2b 得到验证。

借鉴 BARON et al.[52] 的中介效应检验步骤，本研

究用 3 步法检验突破性创新的中介作用。分别以营

销型互补性资产和制造型互补性资产为自变量、以

企业绩效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突破性创新，检验突破性创

新在营销型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突破性创新的回归系数为 0.215，p < 0.010；营销型互

补性资产的回归系数为 0.097，p > 0.050。表明突破性

创新在营销型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完

全中介作用，  H3a 得到验证。模型 5 在模型 4 的基础

上加入突破性创新，检验突破性创新在制造型互补

性资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突破性创新的

回归系数为 0.199，p < 0.010；制造型互补性资产的回

归系数为 0.157，p < 0.050，显著性下降。表明突破性

创新在制造型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部

分中介作用，H3b 得到验证。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和制造型

表  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le 3  Results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企业
绩效

营销型
互补资产

制造型
互补性资产

突破性
创新

企业
所有制

企业
年龄

企业
规模

企业绩效 3.341 0.868 1

营销型互补性资产 3.490 0.692 0.187** 1

制造型互补性资产 3.263 0.791 0.247** 0.795** 1

突破性创新 3.397 0.936 0.202** 0.554** 0.402** 1

企业所有制 2.648 2.132 0.083 0.056 0.093 0.121 1

企业年龄 1.743 0.770 0.014 − 0.082 − 0.108 − 0.056 − 0.372** 1

企业规模 1.896 0.900 0.199** − 0.111 0.074 − 0.260** − 0.044 0.144* 1

　　注：样本量为230， **为p < 0.010， *为p < 0.050，下同。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4  Results for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

企业绩效 突破性创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营销型
互补性资产

0.212** 0.097 0.148* 0.533***

制造型
互补性资产

0.244*** 0.157* 0.392*** 0.436***

突破性创新 0.215** 0.199**

企业年龄 − 0.013 0.001 − 0.003 0.018 0.010 0.053 − 0.018 0.019 0.037

企业规模 0.221** 0.244** 0.285*** 0.208** 0.262*** − 0.284*** − 0.246** − 0.190** 0.269***

企业所有制 0.057 0.060 0.052 0.084 0.068 0.075 0.031 0.038 0.079

R2 0.043 0.087 0.117 0.100 0.130 0.276 0.069 0.348 0.253

调整的 R2 0.030 0.071 0.097 0.084 0.110 0.262 0.056 0.337 0.239

F 值 3.352* 5.347*** 5.935*** 6.266*** 6.677*** 18.493*** 5.552** 30.065** 19.012***

　　注： ***为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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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性资产对企业绩效的差异化作用，将营销型互

补性资产、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和企业绩效进行标准

化处理，运用 Spss 25.0 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由

表 4 的模型 6 可知，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对企业绩效的

回归系数为 0.148，p < 0.050；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对企

业绩效的回归系数为 0.392，p < 0.001。结果表明，与

营销型互补性资产相比，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对企业

绩效的正向作用更强。 

4.3  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检验

本研究运用 Spss 25.0 中的 Process 插件，对突破性

创新的中介效应进行 bootstrap 检验，重复抽样次数

为 5 000 次，检验结果见表 5。由表 5 的路径 1 可知，

间接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为 [0.054, 0.251]，不包含 0，
表明存在中介效应；直接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为

[− 0.065, 0.309]，包含 0。表明突破性创新在营销型互

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H3a

再次得到验证。由表 5 的路径 2 可知，间接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为 [0.032, 0.168]，不包含 0，表明存在中

介效应，直接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为 [0.020,  0.325]，
不包含 0。表明突破性创新在制造型互补性资产与

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H3b 再次得到验

证。 

4.4  讨论和分析

(1) 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均能

提升企业绩效，相对于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制造型互

补性资产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两种互补性

资产对企业绩效有正向作用，主要是由于营销型互

补性资产和制造型互补性资产本身作为一种独特且

难以被模仿的企业资源，是企业从创新中获利的重

要资源池。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可以使企业具备适当

的技能以审查和开发满足客户需求的新技术或新项

目，并在创新性技术或产品开发出来后，凭借营销渠

道、顾客群体和售后服务等方式将创新成果推向市

场。同时，掌握与创新相关的生产设备、先进工艺技

术等制造型互补性资产，能够使企业以较低的成本

和较高的生产效率将创新产品迅速投入市场，并帮

助企业实现创新收益。

此外，要厘清营销型互补性资产与制造型互补性

资产对企业绩效的差异化作用，首先要明确企业绩

效测量的主要内容。吕鸿江等 [53] 的研究用市场份额

等指标测量短期绩效，主要反映短期市场收益；并用

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和项目质量等测量长期绩效，主

要反映组织成长绩效；DELANEY et al.[54] 运用产品质

量、服务质量、项目质量、新产品开发、服务开发、

项目开发、吸收并保持潜在顾客、顾客满意度、管理

层与员工关系和员工之间关系测量感知到的组织绩

效，运用营销、销售增长、盈利性和市场份额测量感

知到的市场绩效。可以说，市场绩效更多地反映企

业的短期绩效表现，而组织绩效更多地反映企业的

长期绩效。在本研究中，通过主营业务销售额、现金

流、利润、市场份额和顾客满意度 5 个方面测量企业

绩效，主营业务销售额、现金流、利润和市场份额更

多地反映企业短期绩效表现，而顾客满意度更多地

反映企业长期绩效表现。鉴于此，针对营销型互补

性资产和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对企业绩效的差异化作

用，可能的解释是：企业在新产品制造过程中使用新

技术、新机器设备、先进工艺技术等，并不断提高生

产能力，能够促使企业在销售额、市场份额、现金流

和利润等短期绩效指标上取得满意成效，这是本研

究测量企业绩效的主要方面；而企业在品牌建设与

维护、市场开发与营销投入、市场突发事件应对等

方面的努力则更多作用于顾客满意度这一长期绩效

指标的提升，这是本研究测量的企业绩效的次要方

面。除此之外，制造型互补性资产是推动企业在市

场份额、销售额和现金流等绩效指标上取得优异表

现的直接推动力，而营销型互补性资产更多是助力

企业创新商业化并由此获取较好绩效表现的助推器。

因此，从两种互补性资产类型的内涵和企业绩效测

量的具体内容看，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对企业绩效的

促进作用相对较弱，而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对企业绩

表  5  中介效应 bootstrap检验结果

Table 5  Bootstrap Test Results for Mediating Effects

路径 效应 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路径 1：营销型互补性资产→突破性创新→企业绩效

直接效应 0.122 − 0.065 0.309

间接效应 0.144 0.054 0.251

总效应 0.266 0.107 0.425

路径 2：制造型互补性资产→突破性创新→企业绩效

直接效应 0.173 0.020 0.325

间接效应 0.095 0.032 0.168

总效应 0.268 0.129 0.406

10 管理科学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22 年  3 月



效的促进作用更强。

(2) 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和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均能

够正向影响突破性创新。考虑到突破性创新的高风

险和高失败率，即使企业在成功研发出突破性技术

或者产品后，若缺乏与之匹配的营销和制造能力，企

业也很难从突破性创新中获利；而企业具备的售后

服务、顾客网络和品牌声誉等与营销相关的资产，以

及新工艺、新设备和生产能力等与制造相关的资产，

一般是独特且难以被模仿和复制的，这是企业开展

突破性创新并从中获利的重要资源基础。同时，拥

有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和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缓解突破性创新这种技术变革带来的技术

能力冲击和技术范式变革，并降低创新风险和不确

定性，从而推动企业突破性创新进程。

(3) 突破性创新分别在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和制造

型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但这种中介作用存在差异。突破性创新在营销型互

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即营销

型互补性资产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完全通过突破

性创新起作用；而突破性创新在制造型互补性资产

与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制造型互补性

资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部分是直接的，部分是通过

突破性创新的。这里需要明确的是，突破性创新在

营销型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

用，这是相对于其在制造型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

关系中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言。①针对突破性创新在

营销型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中的完全中

介作用，可能的解释是：鉴于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对绩

效的促进作用更多体现在顾客满意度等长期绩效指

标上，要想持续推动企业绩效稳定提升，企业可以借

助其在企业品牌、顾客关系、供应商关系、市场开发

和营销投入等方面的优势资源，不断调整优化既有

产品结构和主营业务领域，使企业持有的营销型互

补性资产释放出最大化效用，才有可能使企业同时

在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上取得满意成效。②针对突

破性创新在制造型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

中的部分中介作用，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竞争性

制造、工艺技术和设备等制造型互补性资产的配置

意味着企业掌握较强的生产能力和低成本优势，这

种资产类型本身就会促进企业在市场份额、销售额

和利润等绩效指标上取得良好表现；另一方面，即便

在位企业未能在技术研发中占据先发优势，但其掌

握规范化的生产能力、专业化的生产设备和技能，也

促使企业迅速调整既有的产品结构和工艺流程以适

应技术变革，并尽快在市场交易中实现价值传递和

价值创造，从而提高企业绩效。 

5  结论 

5.1  研究结果

本研究探讨互补性资产、突破性创新和企业绩

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营销型互补性资产

和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均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并且制

造型互补性资产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强于营销型

互补性资产；②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和制造型互补性

资产均正向影响企业突破性创新；③突破性创新在

营销型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中起完全

中介作用，在制造型互补性资产与企业绩效的正向

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5.2  理论贡献

(1) 虽然学术界已经就互补性资产在企业创新获

利中的重要价值达成共识，但针对究竟何种互补性

资产在促进绩效提升方面具有更为突出的作用，目

前尚无定论。本研究证实了营销型互补性资产和制

造型互补性资产均能促进企业绩效，但制造型互补

性资产比营销型互补性资产更能实现提升绩效的目

标。因此，本研究拓展了互补性资产在解释企业创

新获利时的重要价值，并突出强调了不同类型的互

补性资产在解释企业绩效提升方面的差异化作用。

(2) 本研究深化了作为管道机制的互补性资产在

解释企业突破性创新这种技术变革活动中的重要作

用。已有研究证实，在位企业在面临突破性创新带

来的能力破坏和范式变革时，互补性资产不仅是助

力企业开展突破性创新的资源池，还是企业应对技

术变革和创造性破坏的缓冲器 [5]。本研究进一步证

实，互补性资产对在位企业开展突破性创新具有推

动作用，并运用实证研究验证了不同类型的互补性

资产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具有正向作用。

(3) 本研究强化了突破性创新在指引企业资产管

理和绩效提升方面的重要价值。本研究通过实证研

究证实，掌握不同类型的互补性资产仅是实现企业

绩效提升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对于制造型互补性

资产而言，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在销售额、

市场份额和利润等方面取得良好表现；同时，凭借其

在新技术、新设备、工艺技术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企

业能够优化产品结构和完善工艺流程，这也会提升

企业绩效。然而，当企业仅掌握营销型互补性资产

时，就必须依靠突破性创新才能实现提升企业绩效

的目标。因此，本研究突出强调了突破性创新这种

技术变革活动在指引企业资产配置和绩效管理方面

的重要价值。 

5.3  管理启示

(1) 企业应当掌握与创新相适配的竞争性制造、

营销渠道和售后服务等制造型互补性资产和营销型

互补性资产，因为这种独特且难以被模仿的资产是

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资源池，也是其竞争优势

的重要来源。因此，要鼓励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挥

其在竞争性制造、庞大的客户关系网络和优质的售

后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将技术研发成果迅速交付给

顾客，并从中实现丰厚利润。与此同时，企业应充分

挖掘其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和生产能力方面

的优势，使企业在技术研发或产品物化过程中降低

成本、提高生产能力和效率，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获利。

(2) 由于突破性创新一般会破坏在位企业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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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改变技术发展轨迹并颠覆既有市场竞争格局，

在面临这种技术变革带来的技术能力冲击和竞争格

局颠覆时，在位企业可以选择在技术研发中占据先

动优势，并借助营销和制造两方面的互补性资产迅

速将技术研发成果市场化；也可以凭借其在营销和

制造方面的优势资源，将其他创新者的创新性技术

或产品在市场交易中实现价值创造，并由此推动企

业突破性创新活动。

(3) 为实现提升绩效的目标，企业在持有营销型

互补性资产时必须有创新加持。企业应将建立的营

销、分销渠道、顾客关系网络和售后服务等营销型

互补性资产与企业创新紧密结合，只有嵌入在企业

创新活动中的营销型互补性资产才能真正促进企业

在财务和市场上取得满意表现。而对于制造型互补

性资产，其本身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绩效提升，特别是

在面临技术变革和能力冲击时，掌握制造型互补性

资产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在位企业即使未能在突破

性技术创新中占据先动优势，也能从创新中获益。

因此，企业可以在有限条件下适当增加制造型互补

性资产的配置比例，以保证企业在突破性创新过程

中真正实现提升绩效的目标。 

5.4  研究不足和展望

本研究存在不足之处，可以在未来研究中不断深

化。一方面，本研究运用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方法，受到研究资源限制，加之实践中真正开展突破

性创新的企业有限，本研究的样本量相对较少。因

此，后续研究可以拓宽问卷发放区域和范围，以此扩

大样本量，或采用纵向案例研究的方法，增强研究结

果的可信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本研究将突破性

创新视为分析单元，未来研究可以从创新过程角度，

考察影响突破性创新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动力或阻力，

或者运用纵向案例研究方法探索企业突破性创新如

何产生，以此深化突破性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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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Firm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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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Breakthrough  innovation  can  change  firms′  competitive  landscape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value  creation.
However, breakthrough innovations are often characterized by high risk, high uncertainty and high failure rate. Therefore, how
to effectively promote firms to gain profits from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has become a new focus in the field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mplementary assets are a key resource to help firms gain profits from innovation, and they are also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firm performance.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how companies can use comple-
mentary assets to promote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and improve firm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between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Profiting from Innovation
theory  is  used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firm  performance,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mplementary  asset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performance.  Considering  that  marketing  and
manufacturing are important elements of complementary assets that help firms gain profits from innovation, complementary as-
sets are divided into market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manufactur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ques-
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230 firms from China,  this  study uses  Spss  25.0  to  conduct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he
Bootstrap method via the Process plug-in to test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ma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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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ur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manufactur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firm  per-
formance.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① Both market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manufactur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posit-
ively affect firm performance, but compared with market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manufactur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have
a more prominent positive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 ② Both market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manufacturing comple-
mentary assets will actively promote firms′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③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firm performance. Among them,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plays a full mediat-
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firm performance, while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ufactur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firm performance.
　　Firms can use market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manufactur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to promote breakthrough innov-
ations, and thus improve firm performance, which reveals the internal path of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firm performance, and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complementary asset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vide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heoretical explana-
tions for effectively managing and promoting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and gaining profits from breakthrough innovations. This
can also provide strong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ath guidance for firms to manage their complementary assets more scientific-
ally,  and  allocate  manufactur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market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more  effectively  to  promote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Keywords：breakthrough innovations；marketing  complementary  assets；manufacturing  complementary  assets； firm perform-
ance；profiting from innov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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