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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断均衡和双元均衡模式下企业多元化与绩效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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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组织学习理论将企业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看作企业多元化活动的两种形式, 而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

习对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分别有正向和负向影响,故需要保持这两种学习模式的均衡。通过对企业 /间断均衡0和 /双元均衡0

这两种基本均衡模式的分析, 笔者发现,在企业多元化过程的不同时期, 企业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之间可能呈现出或正、或负、

或 U型、或倒 U关系,这从理论上对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不一致的研究结果给出了合理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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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元化文献中, 一个颇具争议的议题是 /多元化是否

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0。无论是市场机制发达的国

家, 还是市场不太成熟的国家,研究的结论是不一致的: 多元

化与企业绩效或正相关 ,或负相关, 或呈 U型关系, 或呈倒 U

型关系。例如, 同样是从核心能力角度分析海尔多元化, 陈

之昶认为海尔的多元化是不成功的 [ 1], 而王江则认为海尔的

多元化非常成功 [ 2]。我们认为, 结果差异的原因之一在于各

研究者考察的时期不同, 如陈之昶考察的是海尔多元扩张的

后期, 而王江考察的是多元化的前期。由此也发现, 以前对

多元化的经验研究, 基本上都是静态的 ( Castaner, 2002[ 3];

Kum ar& Se th, 2001[ 4] )。用静态方法考察动态过程, 很难真实

反映多元化与绩效的关系。从动态的角度看, 在不同的时

点, 企业多元化与绩效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关系。那么是

什么导致这种随时间不同企业多元化与绩效之间呈现不同

的关系呢? 我们认为, 多元化企业的学习模式是其中一个重

要的影响因素。

一  学习视角的企业多元化过程

多元化是企业进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企业总是展现

各种行为来扩展他们的能力边界。各种理由激励企业进行

多元化扩张。企业多元化扩张动因最具代表性的是以科斯

( Coase, 1937) [ 5]和威廉姆森 ( W illiam son, 1985) [ 6]为代表的

交易成本理论和以彭罗斯 ( Penrose, 1959 ) [ 7]为主的资源基

础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认为, 企业的本质是市场的替代工

具, 一项交易活动是在市场上还是在企业内部进行, 取决于

二者在进行该项交易活动时的相对效率。而所谓效率是以

交易成本来衡量的,如果一个企业发现在其内部组织资源交

换比在市场交易更有效率,那么它就有可能突破原有的发展

界限,实行企业扩张。彭罗斯则认为, 伴随企业的成长, 企业

将不断积累起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如果过剩的资源和能力由

于市场的不完善而不能在市场上交换, 那么企业就会考虑怎

样在企业内部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和能力,这样, 就会导致企

业的多元化行为 [ 3]。尽管交易成本理论以交换的效率,而资

源基础理论以交易时市场的完善度来衡量是否进行企业的

多元化,但无疑两者都认为企业多元化就是要充分利用资源

(特别是知识资源 )所产生的范围经济。但正如 Kum ar& Seth

所指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观在知识资源这一观点上也

存在重要的差别:交易成本理论认定利用范围经济的主要刺

激是既有知识,因此, 其主要焦点在于有效转移既有知识到

各种市场。而彭罗斯则认为,企业多元化的主要刺激来源于

管理资源 (以未使用的生产性服务的形式 )的持续释放。一

旦这些未使用的生产性服务被释放完, 就会促使企业经营者

为寻求增加效率和利润而搜索新的知识; 而且更好地利用已

存资源也需要找到新的使用或整合资源的方式。因此, 在彭

罗斯看来,企业多元化不仅是利用既有知识的范围经济, 而

且不可避免的与知识增加相关。两者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

多元化不仅涉及对既有知识的配置和利用, 而且与获取新知

识有关。存量知识的范围经济为企业多元化进入新市场提

供了起始的优势,但是, 除非被进一步开发, 否则这种优势最

终会消失。因此,为持续获得多元化的好处, 企业必须不断

地获取新市场的知识去创新和开发原创优势。

以上分析表明,企业多元化进入新市场既涉及对现有知



识的重新配置和共享开发也涉及学习新知识。从组织学习

角度看, 这两方面正对应着两种不同的组织学习模式 ) ) ) 利

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这一点已被很多研究者逐渐认识

到。从多元化角度看, Castaner将利用式学习定义为企业通

过在业务间共享或转移知识从而试图更加有效地利用现有

知识, 而探索式学习是指企业通过进入不同的业务而学习新

的能力。

二  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以及两者的均衡

M arch指出 [ 8] , 利用式学习就是使用、提炼和延展企业

已存的知识、能力、技术和范式。这意味着生产率、改进、惯

例化以及组合已有的经验 [ 9]。探索包括诸如搜索、变化、风

险承担、试验、灵活性、开发、创新等活动, 如 Sitk in等认为,

探索式学习包括探索新技术与新资源,测试客户需求而不是

被动接受客户需求, 以及从事可能导致突破性思想产生的活

动等。利用和探索是两类自我强化活动,探索式活动常常导

致失败, 这反过来促进追寻新的思想和进一步的探索,因此

产生 /失败陷阱0; 相反, 利用式活动常常导致早期的成功,

这反过来强化进一步的沿原有路径的利用式的活动,因此产

生 /成功陷阱0。M arch认为, 两者本质上的差异造成了企业

平衡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上的困难。因此对企业的生

存与发展而言, 如何适当地维持利用和探索间的平衡就是一

项关键的任务。长久以来此任务广受学者们的关注。研究

表明, 优秀的多元化企业不会受二分法的限制, 他们能够兼

容并蓄, 做到两者间的平衡。如 Gupta& Sm ith [10]在文献分析

基础上指出, 企业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利用式和探索式的

均衡, 即 /间断 ( Punc tuated)均衡0和 /双元均衡 ( am bidexte r-i

ty) 0: 前者是指长期利用式学习和短期探索式学习按间断交

替出现, 也就是说组织可以在进行一段比较长时间的利用式

学习后再进行一段短时间的探索式学习, 如此循环。后者是

指组织中存在两种不同风格的单元, 一种是探索式单元, 其

规模小且分权,文化和过程松散,另一种是利用式单元, 其规

模大且集权,文化和过程紧密 ,企业可以通过两种不同风格

的业务单元来平衡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

三  间断均衡和双元均衡与多元化绩效关系

不同组织学习的均衡模式体现企业不同的多元化过程,

不同的多元化过程体现出不同的动态的企业绩效。下面分

别对 /间断均衡0和 /双元均衡0下的多元化与绩效关系进行

分析。

(一 )间断均衡学习模式下的多元化与绩效关系

间断均衡是指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间断交替出现

的学习模式。当专业化经营的企业拥有产生范围经济的资

源 (且市场交易失效 )时, 理性的企业学习策略就会首先将

这种资源延展或转移到新的业务中去 [ 3] , 即采用利用式学

习。结果,专业化经营的企业就进入到新的业务中,成为多

元化企业。多元化的扩张不仅能够产生范围经济, 而且可能

因学习而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短期内, 通过利用现有资源进

行多元化扩张能增加企业绩效。这反映出多元化与企业绩

效正相关关系。然而, 伴随多元化扩张,在业务单元间转移

或共享知识的相关成本也逐渐增加, 而资源创造价值的潜力

也可能随时间逐渐减少。随着多元化程度不断增加,最终,

增加的成本可能抵消利用现有资源产生的好处。这时多元

化与企业绩效出现负相关关系。因此, 考察的时期不同, 多

元化与企业绩效呈现不同的关系 (见图 1): 考察 T到 T + 1

时期,可能发现二者正相关 ;考察 T + 1到 T+ 2时期,可能发

现是负相关;动态考察 T到 T + 2时期,则可能发现多元化与

企业绩效呈倒 U型关系。

图 1 间断均衡模式下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

  图 1显示,理性的利用式学习应该持续到绩效最优水

平的 T+ 1时刻, 但是正如 M arch指出的那样, 利用式活动常

常导致早期的成功, 这反过来强化进一步的沿原有路径的利

用式的活动,所以利用式学习的暂时结束可能处于 T + 1时

以后绩效下降的某一点 (如 T+ 2)。下降的绩效会驱动管理

者寻求新的突破, 进行探索式学习。而探索式学习往往面临

诸多挑战, 如需要更多的投资, 可能与原有业务在资源配置

上的冲突, 探索产生太多的新思想可能导致解决问题没有效

率,探索常常会出现失误和犯错 (如开发的新产品不符合顾

客需要 ), 这些都会导致探索式学习在短期内对企业短期财

务绩效有负面的作用。因此, T + 2到 T + 3时期 ,探索式学

习导致的多元化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3]。另一方面,探索式学

习也带来诸多好处: 丰富管理者的知识库, 为管理者提供新

的战略思维,为新产品设计提供新的洞见, 用新的视角看待

原有业务,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技术可以用来复兴原有业务,

或从原有业务撤资归核,这些好处使探索式学习对新产品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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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有正面影响。随着创新的成功和稳定,新的知识被管理者

和员工所理解, 探索获得的新技术、知识和能力逐渐被利用

到其他业务中, 学习的探索本质逐渐减弱,利用本质逐渐增

强。从 T+ 3时期开始,企业又逐渐以利用式学习为主。从

T + 3到 T+ 4时期,企业多元化与绩效正相关。但如果考察

企业 T+ 2到 T+ 4时期的多元化与绩效的关系, 我们会发现

二者呈 U型关系。

(二 )双元均衡学习模式下的多元化与绩效关系

实行双元均衡的企业既能有探索式单元为其不断地提

供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能力以及新的产品,又有利用式

单元不断地将其创新性的东西进行商业化转化,使企业进行

多元化扩张。但企业总体的整体绩效变化主要取决于利用

式子系统和探索式子系统所引致的绩效变化的相对强弱。

因为探索式学习虽然能发展多种能力和产生新产品,但它却

会导致企业财务绩效下降; 而采用利用式学习单元虽然在短

期内财务绩效增加, 但长期内, 其财务绩效是会下降的。因

此, 在某一时点上,实行双元均衡模式的企业整体绩效就等

于采用利用式学习单元的绩效与采用探索式学习单元的绩

效之和: 当采用利用式学习的单元获得的绩效增加的幅度大

于采用探索式学习的单元绩效下降的幅度时,企业整体绩效

上升; 当采用利用式学习的单元获得的绩效增加的幅度等于

采用探索式学习的单元绩效下降的幅度时,企业整体绩效会

保持水平发展; 当采用利用式学习的单元获得的绩效增加的

幅度小于采用探索式学习的单元绩效下降的幅度时,企业整

体绩效下降。因此, 从长远来看, 实行双元均衡的多元化与

企业绩效关系也会随时间的变动呈现出不同的形状:或正相

关, 或负相关,或呈 U型关系,或呈倒 U型关系。

本文主要贡献有二 :首先,从组织学习角度,在理论上合

理解释了既有经验研究所反映的多元化与绩效间的各种不

一致的关系。其次, 从理论上论证了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

习对组织的必要性。特别的, 双元均衡并不必然导致好的绩

效, 这取决于不同子系统在利用和探索活动上的强弱。本文

的主要局限性在于简化了多元化与绩效关系的权变因素, 环

境的稳定状态对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所产生的影响有

不小的影响 [ 3]。因此,在不同的环境下, 即使企业采用相同

的学习模式,企业多元化与其绩效关系也可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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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Exploitive learning and exp lo ra tive lea rning a re considered to be two m ode ls o f d iversifica tion, bu t they respective ly

have positiv e and negative e ffects on sho rt- term financia l pe rfo rm ance, so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these tw o k inds o f learn ing models e-

qu ilibr ium. By ana lyzing the punc tuated equ ilibrium and amb idex ter ity equ ilibrium respective ly, th is paper d iscovers corporate d ive rs ity

and corpo rate perform ance m ay have positive, or nega tive, o rU - , or inverted U re lationship a t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process of d-i

versification, wh ich prov ides a reasonab le theoretica l interpretation to the inconsistent resu lts on the relationsh ip betw een diversity and

perform 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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