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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orptive capac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which is used to explain 

various organizational phenomena.Absorptive capacity refers to the ability of an enterprise to identify 

and analyze external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by combining its existing knowledge wit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fforts, and to use and transform it into its own innovation output.In this paper, the 

related concepts and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are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to further expand 

the research on absorption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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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吸收能力是战略管理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用来解释多样的组织现象。吸收能力是

指企业通过研发努力，结合自身现有知识识别、分析外部信息和知识，并将其利用、转化为

自身创新产出的一种能力。本文通过对目前相关的概念以及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和总计，进

一步拓展吸收能力的研究。 

1．引言 

企业的研发工作是创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经济个体的高度

重视。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在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方面有了长足进步。

然而，与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在全球领先的技术和产品为数不多，导

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国企业长期的创新活动中，主要以粗放型发展方式来进

行研发活动，模仿跟随未能有效将研发投入高效率的转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因为市场

空间庞大，使得以往不那么重视真正的创新，现在各类市场趋于饱和、竞争越来越激烈，长

期以模仿为主的工艺层面的创新已经不足以带来竞争力。因此，怎样有效利用有限的企业资

源，优化企业对于研发投入的篇日志，提升企业研发效率与产出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急需

解决的重要问题。 

组织资源主要包括企业所拥有的资产、能力、属性和知识所组成，当企业拥有着市场中

独一无二的组织资源时，就会拥有竞争优势，就实践方面而言，在一个非常动态的商业环境

中，关于知识型的资源独一无二的价值很容易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被淘汰。

企业只有树立创新意识，进行持续性的创新，才能在高度动态的环境中生存。然而，受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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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身的资源以及高度激烈的竞争环境，企业不能仅仅依靠自身的创新能力，它还需要寻

求外部力量的帮助来加速创新进程，减少成本，提升创新绩效。对于企业而言，有很多战略

可以帮助其提高创新能力，包括内部研发、购买专利许可、战略联盟等。在创新能力方面， 

Cohen&Levinthal(1989)认为仅仅让企业获得外部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有相应的能力

对外部知识和信息进行消化与吸收。 

进一步地，从理论层面而言，已有文献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

的吸收能力。创新过程中，人是关键的组成部分，创新驱动是人才驱动。高管、中层管理、

研发人员是企业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一方面高管股权激

励对于研发投入的影响等因素的研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探究企业骨干成员的

股权激励对创新积极性、创新效率等因素的影响。 

2. 股权激励与吸收能力综述 

2.1 股权激励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在使用股权激励这一激励方案时，

应该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对公司主要人员进行的长期激励。股权激励最初兴起于美国，随

后在其他国家迅速发展，并且得到广泛应用。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股权激励做了

不同的研究。 

  Larcker(1983)以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对其实施股权激励的影响效应开展了研究，发现企

业的管理人员持股对企业的市场表现具有良好的刺激效用。B.J.Hall&Liebman(1998)对美国工

业企业的数据进行了探究，发现企业管理者持股的比例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

持股比例的提高，对企业绩效提升的越明显。Kothari,leone,&Wasley(2005)以三个国家的上市

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高管激励的水平会正向激励企业绩效，高管激励水平越高，

越能积极影响企业的成长能力。同时我国学者也对高管股权激励做了大量研究，刘淑朋（2010）

等以国内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对高管进行激励能够积极影响企业绩效。

上市公司应当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徐小萍（2012）收集分析了三十余家企业的年报，发现

在存在高管股权激励的公司中，高管的激励水平正向影响企业的当年绩效。 

2.2 吸收能力   

吸收能力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成为组织和战略管理领域非常重要的主题，大量学者进

行了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突破。Cohen & Levinthal（1989）在“创新和学习：研发的两个方面”

和 Cohen&Levinthal（1990）在“吸收能力：一种新的学习和创新视角”中正式引出吸收能力的

概念。他们将吸收能力定义为企业对环境中新信息进行辨别、利用、吸收并实际运用于商业

化的能力。这一概念的提出，得到了战略管理研究领域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成为了重要的研

究方向。后来 Cohen&Levinthal（1994）进一步扩展了吸收能力的定义，作者认为吸收能力作

用不仅包含辨别、吸收和开发利用能力，还包括根据当前状况准确预见未来技术和创新机会

的能力。明确提出了吸收能力的三个维度：识别、消化和应用能力。Kim（1998）进一步探究

吸收能力，认为吸收能力主要包括学习和解决问题能力两个部分，并将其分为已有知识基础

与学习努力程度两个维度。此后，吸收能力的概念在这几位学者的文章中形成并受到广泛的

研究。 

吸收能力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借鉴、采用了很多其他相关理论的内容。如在资源基础理论

中，企业内部资源被强调是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充足

的资源能够保障企业的稳定发展。而吸收能力也需要企业内部的资源，但识别、分析、处理

的过程是一种动态能力。由此，Zahra&George（2002）通过总结之前学者们对于吸收能力的

研究成果，以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础，对吸收能力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认为吸收能力主要包

括获取、消化、开发和转化能力。两位学者基于此项研究结果将吸收能力区分为潜在吸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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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实际吸收能力。 

2.3 融资约束 

融资约束指企业面临的一种状态，即在投资项目过程中缺少资金但又找不到可以投资本

项目合适资金的状态，当企业处于这种情形时称为企业面临融资约束。广义的融资约束是企

业用于投资的资金不足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往往是因为企业内外部资金不足但外部资金成

本又过高从而使企业找不到合适资金满足生产时受到的约束。 

国外学者 Fazzari,Hubbard,Petersn,Blinder&Poterba(1988)最早提出融资约束的问题，通过

调查研究发现，企业在融资的成本以及渠道等方面存在差异。主要由于企业内外部融资成本

差异的存在，使得企业在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很难达到最优投资水平，所以企业在进行投资方

面的决策时往往更多的是依据自身的现金流。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普遍存在于

各个企业中，此类问题放在企业投资行为时就会引发融资约束问题的出现。这些由理性人组

成的市场中天然存在的问题使企业使用内部资金与外部资金的成本不同，从而使企业产生了

融资约束问题。 

2.4 股权激励与吸收能力 

在创新的过程中，吸收能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能够提升企业内的研发能力，

还能充分利用外部知识与信息进行创新，提升创新效率。现有的研究表明，已有的研究表明，

股权激励的方案会影响高层管理与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以及企业关键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和进取精神。 

一方面，委托代理的问题得到大量研究人员的重视，并且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提出

了相应的解决对策，通过股权激励可以有力的缓解和解决公司高管以及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

问题，该机制可以将高管利益与公司利益紧密连接起来。在企业激励方案中设计股权激励机

制，企业通过高管持股这样的方式最大限度的减少委托代理问题，刺激高管的积极性，改善

其风险意识，提升企业绩效。在当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企业要提升产出效率，

提高绩效，增强自身竞争优势，必须进行创新。企业在日常的运营管理中，高管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地位，高管是否愿意承担风险，做出有利于创新的决策，实际上是其与企业所有中之

间的利益博弈。对高管进行有效的股权激励有利于改善其风险意识，促使高管承担风险支持

企业的创新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才能快速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学习外部知识，并

且培养技术人员增强研发实力，所有这些最终都提升了企业的吸收能力，Larker（1983）、

Mehran（1995）、kothari（2005）、潘文燕（2013）、巩娜&刘清源（2015）等学者的研究结论

都支持了上述路径分析。 

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作为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在企业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吴文华和姚丽华（2014）认为核心技术员工在企业技术创新发挥着主导作

用。核心技术员工精通专业技能、熟悉部门运作，可以对工作中的关键资源进行合理的协调

与调配。Bettis,Bizjak,Coles,&Kalpathy(201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核心员工进行股权激励能

够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工作效率。Yael V.Hochberg &Laura Lindsey(2010)认为核心员

工的股权激励计划使员工调高了对公司未来的预期，将员工利益与公司利益连接起来，加强

员工关注公司的关注度。Ederer 和 Manso（2013）研究发现，股票期权可以将员工收入与公

司收益进行紧密联系，同时因为股票期权的执行期较长，恰好匹配了创新中所需要的条件，

对促进公司技术创新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根据上述研究，对于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与员工的

工作积极性息息相关的，通过股权激励可以提升员工积极性，更加关注公司根本利益，改变

员工的风险偏好而且对于企业创新产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企业的吸收能力也能够得

到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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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融资约束与吸收能力 

在国内外早期的大量文献中，大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融资约束的存在。B.H.Hall

（1992）通过对美国制造业公司的数据手机分析，发现企业的内部现金流与企业的对于研发

的资金投入存在的显著的正向关系。而 Himmelberg&Petersen(1991)通过研究调查美国高新技

术企业，研究发现这些企业的研发投资支出对于内部现金流过度敏感，也就是说研发投资的

强度对于企业内部的现金流相当敏感。在我国，有学者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现金流的关系进

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学者肖虹（2008）从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的角度，研究企业研发支出与

企业内部现金流的关系，发现我国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唐清泉&徐欣（2010）通

过对中小企业的调研分析，发现我国企业在创新的过程中，研发投资对于内部资金的依赖程

度较高，利润的有限性和支出的无限性的矛盾，使得在面对研发投入的消耗时对内部资金过

于敏感。 

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人力资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企业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方面靠引进优

秀科研人员;另一方面通过对自身已有的科研人员进行培养来实现。这两种人力资本积累的方

式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然而对于吸收能力而言，企业的技术人员可以识别外部知识的有

效性，可以处理、转移外部技术为企业所用（李小芳，2017），所以当企业融资约束越弱，企

业就有充裕的资金来投入研发或者培养研发团队、引进高端人才，从而提升企业的吸收能力 

3. 未来研究展望 

吸收能力作为战略管理领域的重要概念，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目前多数前沿文

献是由国外学者研究发表，且数量仍在上升。一方面，现有从公司治理层面对于吸收能力的

研究主要是从董事会异质性和团队异质性等方面进行的研究，对于股权激励与吸收能力的关

系研究还存在一定理论空缺。另一方面，国内外学者多集中关注企业高层对企业创新等主题

的影响，对于中层管理以及研发人员的关注度还不足，需要后续学者进行补充研究，不断拓

展这一新兴领域。 

本文认为，未来学者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从宏观层面加强对公司吸收

能力的前因研究，进行拓展，将企业嵌入环境层次，探索宏观环境对企业的吸收能力的促进

作用。第二，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具体过程，部分文献也提到需要研究者对此重视。

第三，进一步研究“吸收速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同时探索我国情景下的“吸收速度”，发现独

特性与差异性，并且进行实证检验，从而贡献有价值的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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