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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 on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and f  lexibl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theory，using the

    survey  data  from  168  high -tech  companies，we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  lexibl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and firm performance.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unction f  lexibility

    strategy significantly facilitate the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dimensions of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while

    skill f  lexibility strategy significantly facilitate the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dimensions of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both functional f  lexibility strategy and skill f  lexibility strategy improve firm performance

    partly through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which means that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part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  lexible HRM and firm performance.The results support that HRM do have functional

    strategic effects on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revealing the mechanism of HRM and firm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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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研究背景    对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功能的关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是人力资源管    学者们普遍认同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功能对企业目标

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末，大量的实证研究表    实现具有关键作用这一结论闭。然而，对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明，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可显著提升企业绩效【”，引起了学界    提升企业绩效的机理仍然存在争议“3】  ，对人力资源管理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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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与企业绩效关系原理仍然处于“黑箱”状态（4-5），特别是人    素。开发活动主要目标是满足已有顾客或市场，可改善已

力资源管理战略功能的实现机制，即人力资源管理如何连    有销售渠道和技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对企

接和支撑企业战略行动进而促进企业目标实现，也一直存    业短期绩效有积极影响。但在日益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仅

在争议。从Atkinson（1984）提出柔性企业模型嘲  ，人力资源    仅从事开发活动难以长久地维持企业竞争优势和绩效，

柔性理论迅速发展，柔性人力资源管理成为解释人力资源    顾客需求变化、技术进步和产业内竞争力量的消长必然

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新方向，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背景。    要求企业在开发利用已有能力基础上，还要不断探索新

    本文拟通过探索人力资源管理和战略创业之间的关    机会，为企业的下一轮发展开发新产品和服务、开拓新市

系来揭示人力资源管理提升企业绩效的机理，并解释人    场，提升企业的长期绩效。持续追求开发可能导致企业能

力资源管理战略功能的实现机制。战略创业是公司创造    力的刚性，难以自我更新以适应环境，而过度强调探索学

性地进行资源新组合获取竞争优势的过程【7-9]  ，而人力资    习会导致企业低效运作，妨碍企业充分获取现有能力的

源是高科技企业最为关键的资源，预示着人力资源管理    回报。实证表明，企业同时进行开发和探索比仅集中于探

策略是促进公司战略创业的重要战略性工具。近期的研    索或开发更为有益和成功【l4】。因此假设：

究已初步论证了人力资源战略对创业的影响作用[lo-ll]。基    假设1  ：战略创业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提升作用。

于战略创业的观点为理解人力资源策略在高科技创业组    柔性人力资源管理是资源基础观和战略性人力资源

织中所扮演的战略角色及其独特性提供了新思想，柔性    管理的混合产物【1习  ，指为准备应对战略更替组织采取的一

人力资源管理可透过嵌入企业内部情景和外部环境中，    系列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使组织员工能够提供给组织所

形成难以替代或模仿的人力资源配置，促进和优化高科    需的职能、技能和行为的灵活性程度【l叼。柔性是指能根据

技企业的战略创业行动策略，从而提升企业的生存和发    周围的环境和机会的变化灵活迅速反应与变化，柔性人

展能力。本文将基于这一研究视角，在回顾以往研究成果    力资源管理能增强组织对变化环境有效反映的能力【1刀，使

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    组织最大化地利用人力资源能力以实现组织战略目标，

2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给公司层面的战略行动提供职能性支持。

    Irjeland，Hitt和Sirmon（2003  ）认为，战略创业是指组织    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主要包括三个主要维度：职能柔

为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和创造企业价值，同时追寻机会和寻    性策略、技能延展策略和行为柔性策略【lS。职能柔性策略

求优势的整合行为策略。战略创业是战略管理和创业研究    主要指运用包含工作设计、工作轮岗等措施，为企业发展

领域交叉融合产生的新概念彻，战略管理的焦点是如何通    通才型人力资本，提高组织员工在不同情况下承担不同

过战略决策和行动策略构建企业竞争优势，而创业研究的    工作任务的能力，以及员工在不同部门快速和低成本流

焦点则是如何识别和利用各种机会创建新业务，两者通过    动的胜任力【l9】。技能延展策略指通过内部配置、晋升、社会

企业的创业导向（创新、风险承担和行动领先）以及企业目    化（如导师制）等员工关系系统和培训开发计划的设计，

标（创造价值）等交叉融合为战略创业这一概念。    促进企业的信任和协作，创造员工快速学习新技能的条

    近期，学者们进一步提出，战略创业是企业寻求成长    件，使组织员工具备迅速学习和承担新任务的灵活性闭。

和价值创造进行的探索和开发过程【13】  ，从而明确提出了战    行为柔性策略指通过工作流程、绩效评估、监管和授权等

略创业包含探索和开发两个维度。战略创业中的探索包    行为控制系统的设计，增加员工自主行动的自由度，提高

括变革、试验、冒险和创新等活动，这些活动依赖于企业    员工在不同情况下行为表现的多样性【2l】。

获取新知识并将其与现有知识进行整合的能力，涉及新    广泛和多元的职业设计、工作轮岗等政策措施[22-23]，

组织、新技术、新业务、新流程和新生产方式等实践；战略    增加了个体体验大量不同任务的机会和动机22-24]，优先考

创业中的开发包括提高效率、复制、选择和实施等活动，    虑员工潜能、对新技能学习的开放性等进行招聘和选拔

通过开发活动，企业将已有的知识复制应用于已有的经    政策，以及超出现有工作要求之外的多元技能的培训开

营活动，通过对已有知识的提炼和对以往惯例的继承来    发，可不断为组织补充多元化知识和新技能，有利于促进

营造组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从而提高组织效能。探索和    企业战略创业的探索活动。而这些政策也能促进组织内

开发是影响组织绩效的两个重要却又有差异的基本要    部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互动，频繁的互动有利于帮助组



织发现现有管理程序中的问题，从而有利于问题的改进    的理论模式是必要的∞。人力资源管理要在组织中发挥战

和完善，提高组织管理效能。具有多元技能的员工也有利    略功能，必须能与企业经营战略联系，协助和支撑企业的

于组织系统地优化组织效能。因此假设：    经营战略实施【31】。Wang和2ang（2005）以及Wang （2008）

    假设2：职能柔性策略有助于提升企业战略创业的探    发现，人力资源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的创业活动，而战略创

索 活 动 和 开 发 活 动 水 平 。     业 是 公 司 创 造 性 地 进 行 资 源 新 组 合 获 取 竞 争 优 势 的 战 略

    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和组织规范的惯例化以及共同    行动7-9]，人力资源管理可通过支撑企业的战略创业活动

的知识结构有利于促进企业战略创业的开发活动。如社    最终实现其战略性功能，从而对企业创业绩效产生提升

会化、基于资历的薪酬以及平均主义的薪酬结构建立了    效果。因此假设：

一系列可降低代理成本和监控成本的准则、规则和程序    假设5：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的三个维度分别通过战略

圈，并促进员工发展和内化共同的建构知识闭，而共同的    创业活动间接地提升创业绩效。

建构知识是企业战略创业开发活动的知识基础。另一方    3  研究方法

面，通过适度的人力资源外部配置策略可为组织内成员    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构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增加了与组织内外部成    高科技企业的战略创业活动相对较为活跃，人力资源

员之间的互动动机叨，可促进不同知识的交换，改善了组    管理也较为规范，为增加各变量的变异度，选定高科技企

织内部知识和吸收能力，从而有利于促进企业战略创业    业作为研究对象。参照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划分标准选取了

探 索 活 动 的 开 展 。 因 此 假 设 ：     信 息 技 术 、 通 讯 技 术 、 医 药 制 造 和 光 电 一 体 化 等 高 新 技 术

    假设3：技能延展策略有助于提升企业战略创业的探    产业的企业作为取样对象。为有效避免同源偏差，采取向

索 活 动 和 开 发 活 动 水 平 。     企 业 发 放 组 合 成 套 问 卷 的 方 法 获 取 数 据 。 每 组 成 套 问 卷 包

    企业可设计不同的行为控制系统调整组织员工的行    含3份子问卷，分别请总经理、人力资源经理和市场经理

为柔性。如通过基于行为结果的评价考核和奖励以及强    独立填写。通过湖北和浙江两省的实地调研发放和回收问

制性从上至下的绩效计划等确保员工与企业目标的一致    卷49套，通过湖北、浙江和江苏三省的在职研究生班发放

性、排除不确定性以及增加员工行为的可预测性，有助于    问卷200套，剔除填写不完整和明显填写不实的问卷，最

企业高效地实施这些管理行为【驾】  ，从而为企业战略创业的    后得到有效问卷168套。样本分布情况如下：企业规模

开发活动提供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扩大授权和自主性，    100人以下占32%，100至499人占49%，500人以上占

使个体能有效地处理需要创造性和主动性的非常规任务    19%；初创阶段的企业占11%，成长阶段的占48%，成熟阶

和异常情况旧】。通过员工参与决策、建言等鼓励个体发展    段的占41%；行业分布情况为：信息技术行业占37%，通

多样化的企业管理行为，通过“差错容忍”的行为控制系    讯技术行业占26%，医药制造行业占13%，光电一体化行

统来支持，鼓励个体独立决策，允许员工用自主变化的方    业占24%。

式完成工作等都可促进组织内的创新活动㈤。这些举措有    3.2  测量工具与信度分析

利于 组织战略创业探索活动的开展。因此假设：    柔性人力资源管理量表参照Beltran-Martin等（2008）

    假设4：行为柔性策略有助于提升企业战略创业的探    开发的量表，摘选其中9个测量效果较好的项目。采取5

索 活 动 和 开 发 活 动 水 平 。     点 测 量 方 式 ， 分 别 测 量 职 能 柔 性 、 行 为 柔 性 和 技 能 延 展 性

    大量实证研究已证实了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与组织绩    三维度，每个维度分别包含3个测量项目。该问卷由企业

效（主观绩效、生产率、离职率、财务绩效、市场价值等）之    人力资源经理填写。经过对数据的探索性因子分析，三个

间的紧密关系。一般认为，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并不（或并    维度总共解释了69.35%的总体变异，三个维度的测量信

不完全）直接产生绩效，即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和实践与绩    度（  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0，0.78和0.70，柔性人力

效间的关联性可能并不直接，两者之间存在某些过程变    资源管理量表总体测量信度达到0.83  。

量（中介）和条件变量（缓冲）。Becker和Gerhart（ 1996）曾    战略创业量表采用He和Wang （2004）开发的量表，

指出，若要有充分的理论证明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与组织    总共包含8个测量项目。采取5点测量方式，探索和开发

绩效间的因果关系，对中介变量的关注并借此建立完整    两个维度各有4个项目。该问卷由总经理填写。探索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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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绩效采用主观的测量方法，采纳了wang和Tsui雾墓
  等（2003）的绩  效量表  ，也采取  5  点测量方式，向总经理和
  市场经理调查了5个方面的主观绩效指标：年销售额、销
  售增长率、市场占有率、竞争地位和整体绩效。探索性因子
  分析结果表明，绩效量表解释了69%的总体变异，测量信
  度为0.83。
  4  数据分析    果。分别对探索策略和开发策略进行回归分析，如表2所
    采用社会统计软件包SPSS 13.0对数据进行分析。表    示，职能柔性策略（p=0.28  ，p  <0.01）和技能柔性策略（p=
  1  报告了相关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0.21，p<0.05  ）对探索策略有较显著解释力，行为柔性策略
    对探索策略的影响不显著，  一起解释了方差的25%（肚
  和变量测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本文在进行相关分析中，
  职能柔性策略、技能柔性策略、行为柔性策略的结果采纳    17.97，p<0.01）。仅有职能柔性策略（p=0.23，p<0.05）对开
  的是因子分析中按照回归方法自动计算得出的结果，由    发策略有显著影响，技能柔性策略和行为柔性策略对开
  于因子分析是采取协方差矩阵的主成分分析，按照方差    发策略的影响均不显著，回归方程的整体解释力也相对
  最大法进行旋转，因此3个变量维度之间的相关分析结    较弱，解释方差为11010（F=7.55  ，p<0.01）。从上述两个回归
  果为0。基于同样的原理，探索策略和开发策略之间的相    分析结果看，研究假设2得到了完全支持，研究假设3得
  关分析结果也显示为0。从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职能柔性    到了部分支持，而研究假设4未得到支持。
  策略、技能柔性策略、行为柔性策略与探索策略和开发策    第二步检验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略都显著相关，其中与探索策略之间的相关要全部高于    结果显示，职能柔性策略（p  =0.23  ，p<0.05  ）和技能柔性策
  与开发策略之间的相关，初步说明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    略（p=0.23，p<0.05）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性影响，而行为柔
  战略创业中的探索策略维度更相关。此外，柔性人力资源    性策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回归方程解释方程为
  管理的3个维度均与企业绩效显著相关。最后，探索策略  43u/o （F=37.86，p<0.01）  。
  和开发策略均与企业绩效显著相关，其中开发策略与企    最后检验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战略创业对企业绩效
    的影响。结果显示，职能柔性策略（3=0.14  ，p  <0.05  ）、技能
  业绩效之间相关高于探索策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
  相关分析结果说明本研究的构思是可行的。    柔性策略（13=0.27，p<0.01）  、探索策略（3=0.16，p<0.01）和
    表 l  相 关 分 析 结 果     FF发 策 略 （ 3=0.53， p<0.01） 对 企 业 绩 效 有 显 著 影 响 ， 行 为
    T  丁   丁 .“   了     柔 性 策 略 对 企 业 绩 效 作 用 不 显 著 ， 回 归 方 程 解 释 了 68%
    的方差（F=63.33  ，p  <0.01），与前一步回归方程相比，解释
    莲 蔷 蠡 升 丽 耐 吾 赢 十 面 d.— 十..1  方 差显 著增 加了 25%（ AF=56.85  ， p<0.01） 。上 述分 析结 果
    F茇甭    29”l o忽..1 0.历■1而’T1面1]支持了研F密-假.设1二部分支=持了研究假.设s战略台II、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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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Baren和Kenny （  1986）提出的检验中介效应的    5  讨论与结论
  分析方法检验战略创业在柔性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绩效    本文以高科技行业样本，检验了柔性人力资源管理、
  之间的中介作用。第一步用柔性人力资源管理解释战略    战略创业和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逐步回
  创业，第二步用柔性人力资源管理解释企业绩效，最后用    归分析验证了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战略创业对高科技企
  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和战略创业解释企业绩效。逐步回归    业绩效表现的促进作用，战略创业在柔性人力资源管理
  分 析 的 结 果 如 表 2所 示 。     影 响 高 科 技 企 业 绩 效 过 程 中 起 到 部 分 中 介 作 用 。 具 体 作 用
    第一步检验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战略创业的影响效    关系如下：（l）  职能柔性策略对高科技企业的绩效有显著



提升作用，提升作用的过程部分通过探索策略和开发策    应【l3】  ，但未能解释战略实施的内容，本文则在探索战略实
略的中介作用完成。（2）  技能柔性策略也能提升高科技    施的内容方面提供了补充。此外，借鉴他们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的绩效，作用过程部分通过探索策略的中介作用完    与经营结果的影响链条两阶段的思路，第一阶段人力资
成。（3）  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行为柔性策略无论是对战    源管理对战略创业的影响，第二阶段是战略创业对企业
略创业的两个维度还是对企业绩效都未表现出显著作    绩效之间的影响，战略创业可作为监控企业人力资源管
用。关于这一结果的解释可能与文化差异及取样有关，从    理效果的更为具体和可靠的度量指标。
作者后续的访谈结果看，在中国企业组织文化背景下，实    当然，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研究取样存在
施行为柔性策略会导致两种较为极端的后果：  一种是的    行业和地域的局限性，未来有必要扩大样本的范围，检验
确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如Google中国公司等，柔性    相关假设在传统行业和现代服务行业等不同行业内是否
工作制激发了员工创新活动。另一种则由于企业文化、激    依然成立；其次，本研究中的企业绩效只采集了短期绩效
励机制等原因导致员工工作的闲散和怠慢，反而导致了    数据，未考虑长期绩效，而以往研究认为探索策略对企业
低绩效。采取行为柔性策略的企业存在行业差异，在有些    长期绩效有较强的影响，未来有必要采取纵向跟踪数据，
行业（如IT行业）倾向采取行为柔性策略，而另一些行业    检验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长期发展的影响效果。最
则很少采用。（4）  战略创业的探索和开发维度都对高科    后，部分研究假设未得到验证，未来可继续检验相关假
技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相对而言，开发策略对短期的财    设，特别是未得到支持的假设。
务绩效更为重要，这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综合上述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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