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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绪　论

１．１　研究背景及意义

ＩＴ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兴起的最重要的新技术之一。随着信

息经济、网络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企业将ＩＴ融入内部的业
务流程，同时，也开始利用ＩＴ对传统经济模式进行改造，通过
改变传统服务质量以吸引消费者。企业信息化１９９３年起源于美
国率先提出的 “信息高速路计划”，此后，日本、德国等纷纷效
仿提出各自国家的信息化发展战略，当时他们提出的信息化泛指
整个社会的信息化，而企业信息化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研究中心出具的一份调查数据显
示，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国内中小企业已达

１０２３万家，其中９０％以上的企业实现了互联网接入。

既然各国都非常重视信息化发展，那么信息化应该能够为企
业带来更多的利润与收益，但是，事实并非如此。１９８７年，摩
根集团的经济学家Ｒｏａｃｈ在比较使用信息技术的工人和一般工人
的生产效率时发现，美国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大量投资并没有
换来相应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他认为信息技术应用并未带
来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诺贝尔经济学得主Ｓｌｏｗ也认为，虽然
有很多企业经过长期、大量的ＩＴ投资，但是，这些投资很难在
企业的经营绩效中体现出来，或者即使是有贡献，也很难界定

ＩＴ投资为企业做了哪些贡献。基于学者们的普遍认识，从而形
成了著名的 “ＩＴ生产率悖论”。据统计，我国已有数千余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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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了 ＭＲＰＩＩ／ＥＲＰ软件，投资额度超过８０亿美元，成功率却
只有１０％～２０％。国外也仅有４０％左右的成功率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Ｊ．
Ｕｍｂｌｅ，２００３）。正如联想集团的总裁柳传志所言 “上信息化是
找死，不上信息化是等死”。

自从 “ＩＴ生产率悖论”出现之后，大量的实证研究却证明
了ＩＴ投资与ＩＴ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Ｌｕｃａｓ，１９７５；Ｓｔｒａｓｓ－
ｍａｎ，１９８６；Ｒｏｃａｈ，１９８７；陈升，２００５）。为此，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 （ＭＩＴ）的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教授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对此进行了解
释，他认为，ＩＴ生产率悖论产生的四个根源在于：测度方法错
误、ＩＴ收益存在时滞性、ＩＴ间接收益或隐性收益被忽略、缺乏
对信息价值事前事后的准确评价。Ｂａｋｏｓ（１９９８）也解释了出现

ＩＴ生存率悖论的原因：测量失真、管理不善、扩散延误以及资
本存量 （ＩＴ投资较少）。

可以看出，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与Ｂａｋｏｓ的解释共同之处在于，ＩＴ
投资没有对企业产生绩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企业对ＩＴ管理不
善，即企业在实施、应用ＩＴ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因此，针对
这一原因，国内外学者陆续提出了ＩＴ能力概念，认为ＩＴ能力才
是企业获得绩效的真实原因，而非ＩＴ。

从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与Ｂａｋｏｓ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们为后来的
进一步研究指出了一个方向，ＩＴ生产率悖论是一个较为普遍的
现象，但这并不是行业所导致的，答案应该到企业内部去找，因
此，资源基础观理论 （ＲＢＶ）开始用于ＩＴ的研究。

传统的资源基础观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资源具有价值性、稀
缺性、难以模仿、替代性。早期的ＩＴ资源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先
动优势，然而，ＩＴ资源不具有资源壁垒性质，实施成本不高，
随着竞争企业的模仿，先动企业必然会失去这种竞争优势，因
此，单纯的ＩＴ并不能够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Ｃｌｅｍｏｎｓ　＆
Ｒｏｗ，１９９１；Ｋｅｅｎ，１９９３；Ｎｅｕｍａｎｎ，１９９４）。在此基础之上，

ＩＴ能力的概念才开始被提出，并进行了广泛研究、应用 （Ｒｏｓｓ
等，１９９６；Ｂｈａｒａｄｗａｊ，２０００；Ｐｅｐｐａｒｄ，２０００；Ｔｉｐｐｉｎｓ　＆Ｓｏｈ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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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张嵩、黄立平，２００３；吴晓波、胡保亮，２００６；吴增源，

２００７；张鹤达、毕新华，２００８；王东清、罗新星，２００９；杜维、
司有和等，２０１０）。在ＩＴ能力研究的过程中，从传统的资源基础
观逐渐演变至动态能力观，并将ＩＴ能力由传统的资源转变为资
源结构，以适应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Ｗａｄｅ，２００４；张鹤
达、毕新华，２００８）。

无论是资源基础观或者动态能力观，企业对ＩＴ能力的管理
实际上就是不断创造出ＶＲＩＮ特征，从学习成本、时间上形成动
态的资源壁垒，从而使得竞争对手不能轻易模仿。从整个企业的
角度看，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等人针对 “ＩＴ生产率悖论”的解释原因实
际上是基于传统经济时期的企业战略范式 （ＳＣＰ范式）的，传统
企业对ＩＴ应用的理解等同于ＩＴ替代人工操作，由于传统企业的
竞争优势来源于规模经济，这种简单的ＩＴ操作并不能为企业带
来大批量生产优势，因此，也就出现了所谓的 “ＩＴ 生产率悖
论”。当资源基础观将ＩＴ能力视为资源或者资源结构时，ＩＴ能
力开始对企业的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市场反应、员工素质等方
面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不可模仿、替代的战略资源，而企业战略
也相应转变为核心竞争优势战略，同时，战略范式也发生了变
革。总的来讲，企业获得ＩＴ能力的最终目的就在于通过核心竞
争力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其作用仍旧属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的
范畴。

然而，随着互联网与电子商务的普及，ＩＴ能力的作用开始
超出企业内部，并在行业中进行扩展，电子商务开始流行。２００８
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已突破３万亿人民币，占ＧＤＰ总量
的１０％，年增长率达到５０％。截至２００８年年底，中国网络购物
人数达到７４００万人。截至２０１１年６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４．８５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３６．２％；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

３．１８亿，在总体网民中的比例达到６５．５％；我国微博用户数量
增长到１．９５亿，相比２０１０年增长率高达２０８．９％；网民的商务
应用在稳步发展，网络购物使用率提升至３５．６％，团购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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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至８．７％。这表明，消费者对ＩＴ的依赖性逐渐增加，并且

ＩＴ已经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这为ＩＴ新的应用模式奠定了
消费者基础。

当人们生活习惯开始随互联网的普及开始转变时，大批的电
子商 务 企 业 开 始 涌 现，例 如，淘 宝 网、当 当 网、卓 越 网、

ＶＡＮＣＬ、腾讯拍拍网等。淘宝网成立于２００３年，仅用短短两年
的时间就在国内Ｃ２Ｃ市场中占有率排名第一。２００８年，淘宝网
全年交易总额突破９９９亿元，超过沃尔玛集团在华的全年营业额
（９９．３亿元），是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全年销售额的９．４倍。拍
拍网是腾讯旗下的电子商务网站，成立于２００６年。在经营策略、

业务流程上，拍拍网与淘宝网极为相似，呈现趋同性，但是两者
的经营绩效却相距甚远。２００８年，拍拍网的市场份额仅为

９．８％①。

当当网与卓越网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两者在功能、业务流
程等方面也具有趋同性，但是，当当网在市场竞争中明显优于卓
越网。２００９年，在出版物市场，当当网占据５３％的市场份额，

排名第一，其次为卓越网，市场份额为３３％②。目前，当当网逐
渐趋于平台化。

除了电子商务企业之外，一些传统企业也开始利用成熟的电
子商务模式，以整合自己的产业链。例如，ＺＡＲＡ、ＶＡＮＣＬ
等。ＺＡＲＡ为西班牙Ｉｎｄｅｔｉｘ集团的子公司，２００８年销售额达

１０４亿欧元，拥有１５００多家店铺。ＺＡＲＡ的战略就是 “快速设
计、快速生产、快速出售、快速更新”。为实现这一战略，

ＺＡＲＡ只是利用非常普遍的ＰＯＳ系统与数据库，但是，不管是
直营店或者加盟店其信息系统都必须使用ＺＡＲＡ的标准 （陈蔚
珠，２００９）。

·４·

①

②

郎咸平．中国企业没戏了吗？产业突围需要的新思维 ［Ｍ］．北京：东方出
版社，２０１０．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化网站，ｗｗｗ．ｃｉｉａ．ｏｒｇ．ｃｎ，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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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成立的ＶＡＮＣＬ选择自有服装品牌网上销售的商业
模式。２００９年，在服装自有品牌Ｂ２Ｃ网站中，以２８．４％的市场
份额排名第一①。对比当当网、卓越网，ＶＡＮＣＬ的在线支付、
货到付款以及物流配送等业务流程具有较大的通用性，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消费者的转移成本，使消费者能够尽快从其他Ｂ２Ｃ网
站转移到ＶＡＮＣＬ。

有数据显示，２００９年，中国生产制造ＥＲＰ软件市场规模达
到４５亿元，其中，通用型软件所占比例为５４．９％，定制型软件
比例为４５．１％，同比分别增长了２１％、１６．８％。可见，通用型
软件的需求明显大于定制型。

综上所述，在ＩＴ 兴起的初期，ＩＴ 作为先进技术，根据

Ｓｌｏｗ的经济增长模型，国内外企业对ＩＴ的期望在于如何提高企
业的生产效率，但是，企业大规模的ＩＴ投资并没有提高企业的
生产效率，使得投入与产出不对等，因此，就出现了 “ＩＴ生产
率悖论”。

基于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等人的解释，企业开始在内部找原因，因
此，ＩＴ能力随之出现。ＩＴ能力所强调的始终是资源的ＶＲＩＮ特
征，如果企业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就通过创新来维持动态
的ＶＲＩＮ特征，因此，资源观理论所描述的ＩＴ能力实际代表了
战略资源的差异化，即通过差异化战略来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

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使用互联网人数的增多，人
们的生活习惯随之改变，并逐渐接受了网上购物等新的商业模
式。同时，更多的电子商务企业或者电子商务化的传统企业纷纷
出现，与传统ＩＴ应用不同，这些企业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通用
性、趋同性非常大，不仅包括产品本身，而且业务流程、技术支
持等都十分类似，并且还产生了标准化，但是，在市场中，却没

·５·

① 资料来源：中国服装Ｂ２Ｃ网络购物研究报告简版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艾瑞市场
咨询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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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现所谓的竞争均势的现象，各企业之间也没有出现恶性的价
格竞争。如果按照资源基础观的核心思想，企业的ＩＴ能力如果
失去了ＶＲＩＮ特征，那么企业有可能转入竞争均势，甚至竞争劣
势。从ＺＡＲＡ的案例看，ＺＡＲＡ所形成的ＩＴ能力并不完全是

ＰＯＳ机与自身业务流程、资源的融合而产生的，因为ＺＡＲＡ无
法准确控制分散于世界各地的１５００余家店铺，并且其竞争对手
也能够对其进行模仿。ＺＡＲＡ真实的ＩＴ能力是其规定的ＩＴ标准
化，它利用标准化能够更高效地控制其零售终端。

由此可见，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ＩＴ能力为企业带来竞争
优势的范式也将发生转变。随着经济自由度的增加，各企业之间
的人员流动也习以为常，ＩＴ能力的隐性知识也随着人员流动开
始转变为显性知识，从而使ＩＴ能力变得不再稀缺，甚至能够替
代。当行业中所有企业都具有等效的ＩＴ能力时，企业又将如何
维持其战略资源的ＶＲＩＮ特征，从而保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呢？

本书认为，互联网加速了资源的流动性，随着ＩＴ能力等效
性的出现，企业利用ＩＴ能力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改
变，由战略资源的ＶＲＩＮ特征转向了技术标准竞争，从而突破了
企业之间的资源壁垒。标准竞争的关键并不完全在于技术本身的
优劣，而是在于标准是否获得消费者基础。

本书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
（１）从ＩＴ能力的知识特征出发，将ＩＴ能力结构划分为核心

ＩＴ能力与基本ＩＴ能力。这种ＩＴ能力结构划分不同于以往的ＩＴ
能力结构。本书的ＩＴ能力结构是由企业内部到企业外部而划分
的，既包括了资源基础观、能力观理论的特点，又融入了知识管
理的特点。本书认为，ＩＴ能力结构的形成并不是单独由企业的
业务流程、战略任务所决定的，而是由企业技术能力的积累轨迹
所决定的，因此，本书研究的ＩＴ能力真实地包含了显性知识与
隐性知识的特点。

（２）ＩＴ能力沿企业技术能力轨迹演进，基本ＩＴ能力必然会
产生网络外部性，同时，由于领导企业拥有基本ＩＴ能力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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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优势，又拥有了核心ＩＴ能力创新的主动权，使其在同一
技术范式内渐进式演进。这就表明，ＩＴ能力演进的结果就是产
生ＩＴ能力技术标准，基本ＩＴ能力与核心ＩＴ能力之间螺旋型演
进，从而改变了企业战略范式，影响了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途
径。

（３）核心ＩＴ能力与基本ＩＴ能力对竞争优势的作用不一样。
核心ＩＴ能力代表了企业的竞争优势的初始禀赋，决定了企业的
基本ＩＴ能力的网络外部性优势的强弱，具有静态性。当基本ＩＴ
能力的网络外部性强度或兼容度变化时，核心ＩＴ能力的杠杆效
应就更加明显，对企业的基本ＩＴ能力的网络外部性优势能够产
生抑制作用。因此，本书研究的ＩＴ能力匹配主要就是协调核心

ＩＴ能力的纵向差异优势与基本ＩＴ能力的网络外部性优势之间的
关系，从而保证了领导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同时，竞争企业
也能够达到均衡状态。

本书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
（１）证明了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一古老命题在理论上是

正确的。本书具有的一个实践作用就是为政府制定正确的信息化
建设的相关政策，并且纠正了人们对信息化建设的一个认识误
区，即社会信息化、产业信息化依靠的是整体，而并非单个企业
的信息化建设，ＩＴ的主要作用并不是完全为了解决生产效率问
题的，而是通过信息化整体改变行业环境、企业战略范式以及消
费者习惯。

（２）从微观角度看，本书的研究结论也能够指导互联网时代
的企业应该如何进行信息化建设。本书对于企业信息化建设的观
点实际就是，既要重视核心ＩＴ能力的创新，又要努力建立主流
的ＩＴ能力技术标准，并在行业中进行推广，规范企业的竞争行
为，这就是所谓的ＩＴ能力匹配。ＩＴ能力匹配能够改变企业之间
的竞争模式，从而直接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保持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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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研究内容框架及方法

本书选择的研究对象为企业的ＩＴ能力，在资源基础观、能
力观理论以及知识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对其定义、概念以及结构
进行了重新描述，并将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ＩＴ能力要素的核心

ＩＴ能力与基本ＩＴ的特征以及对企业竞争优势的不同作用之上，
由此提出了ＩＴ能力匹配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现将博士论文
全书的研究内容归纳、整理如下：

１．２．１　研究内容框架的提出

基于核心ＩＴ能力与基本ＩＴ能力之间的互补与制约的矛盾关
系，本书对两者之间的ＩＴ匹配进行了理论研究与数理模型研究，
保证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处于均衡状态，实现帕累托最优。具体
研究内容共分为八部分：

第一章，绪论。主要概括了本书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意
义，并就本书涉及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逐一阐释和界定，提出
了本书的主要研究问题；提出了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思路
以及研究方法，总结了本书整个研究中的三个创新点，为后续研
究提供了分析前提和研究方向。

第二章，文献综述。本书从企业能力理论开始，包括对资源
基础观理论、核心能力观理论、动态能力观理论以及知识观理论
进行了回顾与评述，总结了企业能力观理论关于企业战略资源产
生竞争优势的条件。在回顾企业能力理论的基础上，本书对ＩＴ
能力定义、结构以及获得途径等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回顾、评
述，并论述了资源基础观理论所描述的ＩＴ能力的局限性。同时，
针对现有ＩＴ能力的局限性，本书对ＩＴ能力匹配相关文献、资料
进行了评述。

第三章，ＩＴ能力的演进轨迹与能力要素构成。本书在现有
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基于知识特征，对ＩＴ能力结构及特征、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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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演进轨迹，以及ＩＴ能力对企业战略范式的影响进行了规
范性研究。同时，针对核心ＩＴ能力与基本ＩＴ能力之间的相互支
持、相互制约的关系提出ＩＴ能力匹配的概念。

第四章，供应链环境下的初始ＩＴ 能力匹配。本书利用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博弈模型对供应链中的成员企业之间的初始ＩＴ能力
的匹配关系进行研究，证明了ＩＴ能力、ＩＴ运行成本系数与企业
战略之间存在信号传递关系。同时，也证明了初始ＩＴ能力在信
号传递的过程中，能够将经过编码的ＩＴ运行成本系数在行业之
间传播，为ＩＴ能力结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五章，横向市场中的企业ＩＴ能力匹配。本书利用Ｓｔａｃｋ－
ｅｌｂｅｒｇ博弈模型重点研究了企业在横向竞争环境下的ＩＴ能力匹
配关系，分别研究了基本ＩＴ能力的网络外部性强度与兼容度变
化时，核心ＩＴ能力与基本ＩＴ能力的关系，并对在位企业与竞争
企业的竞争优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书研究了横向企业如何
调整ＩＴ能力匹配以实现行业内的均衡。

第六章与第七章，互补型企业的ＩＴ能力匹配。在模块化价
值链中，本书重点研究了核心组件企业的基本ＩＴ能力的网络外
部性强度与兼容度对互补组件企业的影响，并得出了核心组件行
业一定不能使互补组件行业处于均衡状态的结论。在此基础上，
本书提出了互补组件企业通过调整ＩＴ能力匹配以恢复所在行业
的均衡状态的途径与方法。

第八章，结论与展望。本书对研究结论进行了全面总结与梳
理，回答了绪论中提出的研究问题以及建议对策，并且就未来的
研究方向也提出了展望与建议。

１．２．２　研究方法

本着 “理论源于实践”原则，本书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出
发点，遵循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
合、探索性研究与确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基于信息系统
基本理论，借助企业资源观理论，首先进行探索性研究，从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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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中发现问题，然后提出研究假设进而形成理论模型，再
进行大样本调研的实证论证并赋予理论解释，最后运用数值仿真
的研究方法对研究结论做进一步的验证。具体运用的主要研究方
法及应用说明如下：

（１）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文献综述对于任何一项
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理论推导与演绎的基础，这种方法主
要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提炼出有关的研究结论，目的在于
结构化研究问题并为研究定位。本书从企业能力理论出发，在此
基础上，阐述了关于ＩＴ能力定义、结构以及ＩＴ能力对竞争优势
影响途径的不同学术观点。最后对匹配的意义、匹配的目的以及
匹配的方法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２）演绎推理。基于文献综述提出的问题，本书利用企业战
略范式理论、技术能力演进理论、知识管理理论以及网络外部性
理论，对ＩＴ能力结构的建立、ＩＴ能力的演进过程以及最终形态
的ＩＴ能力对企业战略范式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推理，从而得出不
同的ＩＴ能力匹配对应不同的企业战略，进而影响企业的竞争优
势。

（３）数理模型分析。数理模型分析方法可使对经济过程和经
济现象研究的表述更简洁清晰，推理更直观、方便和精确，使经
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本书主要利用两
阶段博弈、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博弈模型等博弈论方法对不同环境下的
企业ＩＴ能力匹配进行了研究：①利用两阶段博弈模型研究企业
决策均衡ＩＴ 能力匹配、均衡价格与均衡市场产出；②利用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博弈模型研究不同环境下的企业均衡价格的决策。
（４）数值仿真。在数理模型研究的基础上，利用 Ｍａｐｌｅ　１４

系统软件对所得到的研究结论进行数值验证，在不同的约束条件
下，进行不同数值的分析，并绘制二维图形、三维图形，有助于
直观地检验ＩＴ能力匹配的理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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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研究思路

图１．１　本书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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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框架来看，全书共分为两大部分 （图１．１），首先必
须理清ＩＴ能力的来源、概念以及结构，以便分析、借鉴前人的
观点，然后才能够进行数理模型研究。

在已提出研究问题及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首先需要提出本书
的ＩＴ能力定义、ＩＴ能力结构以及ＩＴ能力要素的特征。然而，

ＩＴ能力、ＩＴ能力结构、能力要素的特征的提出，则必须基于相
应的理论基础进行逻辑推理。本书借助知识管理理论，利用企业
技术能力的演进轨迹进行推导，并得出了ＩＴ能力的演进结果，
即ＩＴ能力的结构以及要素特征，从而形成了研究主线，为后续
数理模型研究指明方向，保证了数理模型的经济学、管理学含义
的正确性。

在理论推理主线的指导下，本书就基本ＩＴ能力的网络外部
性强度、兼容度变化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展开定量研究，重点
研究了企业利用ＩＴ能力匹配来调整基本ＩＴ能力网络外部性强
度、兼容度之间的关系，帮助行业实现均衡状态。而研究的环境
选择了横向市场与模块化价值链，以便更全面地研究ＩＴ能力匹
配在横向竞争与纵向合作中的应用。

基于核心ＩＴ能力与基本ＩＴ能力之间的互补关系，本书对两
者之间的匹配进行了定量研究，保证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处于均
衡状态，实现帕累托最优。根据以上研究思路，本书具体的研究
共分为三部分：

（１）研究ＩＴ能力的演进及能力要素构成。
本书利用现有文献资料对ＩＴ能力对企业战略范式的影响进

行了规范性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１）现有文献的研究表明，ＩＴ能力产生于企业内部，具有

ＶＲＩＮ特征，但是，ＩＴ能力受囿于企业战略、ＩＴ战略，其价值
性就在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本书将改变这一假设前提，认为

ＩＴ能力并不是完全产生于企业内部，而是通过技术能力演进轨
迹而形成的，因此，它的价值性就不完全在于企业生产效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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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改变企业战略范式，从而改变企业竞争优势来源及战略收
益。

２）ＩＴ能力的演进轨迹及特征。本书将借助Ｎｏｎａｋａ（１９９４）
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相互转化ＳＥＣＩ模型，由初始ＩＴ能力开
始演进，在信号传递的过程中，经过编码的部分开始在行业之间
进行传递、转移，逐渐使行业内其余企业具有ＩＴ能力。经过演
进，ＩＴ能力的结构转变为基本ＩＴ能力与核心ＩＴ能力，并且两
者之间的螺旋式交替演进。

３）ＩＴ能力技术标准的形成。在ＩＴ能力的演进过程中，基
本ＩＴ能力的网络外部性能够产生网络外部性，领导企业拥有基
本ＩＴ能力网络的控制权与核心ＩＴ能力的创新权力，因此，在这
两项条件下，行业中能够出现ＩＴ能力技术标准。ＩＴ能力技术标
准才能够真正改变企业战略范式。在此基础上，本书基于核心

ＩＴ能力与基本ＩＴ能力的互补与制约关系，提出了ＩＴ能力匹配
的概念。

（２）初始ＩＴ能力的信号传递与传播。
本书将利用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博弈模型对供应链环境中的成员企

业之间的初始ＩＴ能力的匹配关系进行研究，证明了ＩＴ运行成本
系数、ＩＴ能力与企业战略之间存在信号传递，证明了成员企业
之间的初始ＩＴ能力匹配是可以通过信号传递实现的，同时，初
始ＩＴ能力是通过编码后的ＩＴ运行成本系数在行业之间进行传播
的，为ＩＴ能力的演进奠定了基础。因此，这一个问题实际上是
一个承上启下的问题。

（３）基于基本ＩＴ能力的网络外部性与兼容性的ＩＴ能力匹
配。

基于第一个研究问题，本书提出了ＩＴ能力匹配的概念。在
此研究问题中，将利用两阶段博弈与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博弈模型重点
研究企业在横向竞争环境与纵向竞争合作环境下的ＩＴ能力匹配
关系，核心ＩＴ能力对基本ＩＴ能力既有支持作用，又有抑制作
用，而ＩＴ能力匹配的目的就在于使企业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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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更好地利用基本ＩＴ能力的网络外部性，以获得竞争优势。

１．４　特色及创新之处

（１）基于知识管理理论，本书将ＩＴ能力结构划分为基本ＩＴ
能力与核心ＩＴ能力，由于基本ＩＴ能力具有可编码特征，它能够
在市场扩散、流动，并且能够产生网络外部性。本书基于ＩＴ能
力要素的演进轨迹，从理论上研究了ＩＴ能力具有网络外部性是
其演进的必然结果。企业内生理论对ＩＴ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关
系的评价一般都是基于ＩＴ能力的ＶＲＩＮ特征，且多数学者都认
为ＩＴ能力是缺乏流动性、难以模仿与替代的，这与现有文献所
研究的ＩＴ能力结构存在一定的矛盾。从本书研究的ＩＴ能力结构
看，ＩＴ能力具有双重性质，既具有内生理论所认为的隐性知识
特征，又具有资源的流动性特征，因此，ＩＴ能力的双重性质对
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也是此起彼伏的。本书通过理论研究得出这
样的结论：基本ＩＴ能力与核心ＩＴ能力具有互补与制约的关系，
企业只具有某一方面的优势也是无法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而是
需要基本ＩＴ能力与核心ＩＴ能力的匹配。本书的研究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ＩＴ能力促进企业战略范式变革的力量。

（２）ＩＴ能力、ＩＴ运行成本系数与企业战略具有信号传递关
系。本书以知识管理理论来对待ＩＴ运行成本系数、ＩＴ能力以及
企业战略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传统供应链中，生产企业与分销商
的均衡ＩＴ能力是关于ＩＴ运行成本系数的单调递减严格凸函数，
并且ＩＴ运行成本系数与均衡ＩＴ能力存在信号传递关系。作为主
导企业，生产企业能够较为自由地选择均衡ＩＴ能力，并且能够
实现信号传递，然而，分销商作为从属企业，它的信号传递必须
依赖于边际利润与市场环境。在供应链企业实现信号传递的基础
上，两企业能够凭借编码的ＩＴ运行成本系数相互传播均衡ＩＴ能
力，有利于初始ＩＴ能力的分解，为ＩＴ能力结构的形成奠定了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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