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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新兴经济体后发企业与先发企业技术差距

不断缩小，先发国家对尖端技术实行了严格管控，后

发国家传统的技术引进模式已难以持续。并购国外

先进企业，以此为节点，嵌入国外创新网络已成为

发展中国家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弥补技术和市

场双重劣势，实现技术追赶的有效方式[1-2]。越来越

多的后发企业将跨国并购作为“跳板”，嵌入国外创

新网络，获取先进技术，以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

跑的战略目标。许多从中受益的新兴经济体企业

实施了“一系列”的跨国并购，如均胜集团自2011年
首次并购德国普瑞后，实施了多次海外并购，构建了

国外创新网络，实现了技术升级和跨越式发展，成为

行业龙头企业。

学者们就跨国并购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了深入

研究，大多结论认为，跨国并购有助于企业获得技术

溢出进而促进创新绩效的提升[3]。然而，部分学者认

为，获取外部创新资源的并购作为企业内部创新的

重要补充方式，可能会消减企业内部R&D投入即研

发替代，进而通过不同渠道抑制企业技术创新 [4-5]。

上述研究大多基于发达国家情境，以先发企业为研

究样本展开，为避免研发的外溢效应，增强创新投入

的规模效应，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常将目标企业

的研发活动集中到公司总部 [6]，为强化其所有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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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跨国公司通过内部贸易向目标企业转移知识、技

术等无形资产[7]。与技术领先国的跨国公司相比，新

兴市场的跨国公司不具有所有权优势，倾向于通过

海外并购规避知识产权壁垒，获取目标企业核心前

沿技术，实现技术赶超[8-9]，新兴市场的跨国并购有别

于发达国家[10]。

现有文献通常将跨国并购视为一个“事件”研究

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11]，当样本企业实施跨国并购

时，已有研究常见做法通过虚拟变量表征跨国并购

行为[10-11]，如样本企业实施了多次跨国并购，则将多

次并购视为并购经验使用二值变量粗略测度，无法

准确反映基于跨国并购嵌入的国外创新网络对并购

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实际上，企业的多次并

购是一个战略全局的考量，并非并购经验的简单叠

加[11]。只笼统关注“跨国并购行为”忽略通过跨国并

购嵌入的国外创新网络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可能会

导致结论有偏差。创新网络作为一种外部机制直接

影响企业对国外先进创新知识的获取和配置，企业

嵌入不同的创新网络，会产生不同的创新绩效。基

于跨国并购嵌入的国外创新网络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绩效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论文以 2008-2015期间实施跨

国并购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聚焦如下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嵌入的国外创新网络是

否促进了并购企业的创新质量提升？基于跨国并购

的创新网络嵌入通过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个维度

展开，探讨对企业创新质量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

应。二是网络异质性如何调节基于跨国并购的创新

网络与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使用非线性中介调节

模型，实证检验网络异质性对基于跨国并购的网络

嵌入与创新质量的调节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创新网络是拥有异质性创新资源的不同主体之

间跨越自身组织边界，从外部获取创新资源的重要

方式[12]。后发企业需构建跨国创新网络以获取来源

不同地域的先进技术知识从而实现创新追赶 [13-14]。

基于跨国并购嵌入的创新网络对并购企业技术创新

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渠道：

1.研发边界拓展效应。基于跨国并购的创新网

络嵌入有助于并购企业拓展研发边界，推进研发国

际化进程，提升创新质量。企业通过并购国外技术

领先企业进而嵌入到标的方的创新网络，通过与标

的方创新网络中有关联关系的企业建立更广泛的联

结，展开更大范围的研发合作，拓展了企业研发的组

织边界、地理边界和知识边界，多次跨国并购意味着

可接触更多节点企业的联系网络，潜在地扩大了并

购企业的技术知识范围，丰富了企业的技术知识，有

利于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12]。

2.异质创新要素获取及编排效应。通过跨国并

购嵌入创新网络，并购企业可获取来源于不同区域、

不同技术领域的知识，这些与企业既相关又异质的

知识会形成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有价值的独特的

“知识库”。通过与创新网络节点互动，并购企业对

来源不同标的企业的创新资源进行重组、编排，创造

出新知识 [15]，形成原目标企业各自不能企及的创新

能力，获得为技术创新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的能

力 [12]。目标企业也可充当技术“监听站”，让并购企

业从国外创新网络中准确及时地获取技术发展最新

资讯，动态追踪前沿技术。

3.非生产性的规模经济效应。以跨国并购标的

企业为桥头堡，并购企业可链接当地的创新资源，通

过后续并购将行业优势拓展到更多东道国的同行，

或通过并购将地区优势拓展到上下游企业，规避了

“外来者劣势”，进一步完善了产业链，丰富了创新

网络，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互补，创新协同 [11]。并购

企业对国外创新网络中节点企业异质的技术知识

库的整合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16]。集中化

的研究开发，可减少研发投入的重复和冗余[17]，降低

技术创新的风险和要素成本，提升创新资源有效配

置。跨国并购扩大了技术创新的成果适用性和更大

规模的生产，进一步激发了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了创

新效率。

基于跨国并购的创新网络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个维度。关系

··90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0.1 创新政策与管理
INNOVATIVE POLICY AND MANAGEMENT

嵌入体现为直接联结和间接联结。通过系列跨国并

购，并购企业与更多目标企业建立直接联系，有助于

并购企业探寻到更丰富的知识源和信息源，具有知

识搜索优势 [18]；有助于并购企业获取全球创新网络

中的前沿技术知识[19]，具有知识获取优势；有助于并

购企业在国外创新网络中匹配最优的目标企业，吸

收整合高质量的互补技术，具有知识配置优势 [20]。

直接联结越多，并购企业接受的知识溢出越多，有助

于并购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21]。

出于成本考虑，企业没法通过跨国并购建立过

多的直接联系，间接联系具有成本低、信息丰富的优

势，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基于跨国并购的创新

网络间接联结具有信息收集优势，丰富的间接联结

让并购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处于更佳的位置搜

寻前沿技术，拓展了信息交流的渠道，扩大了信息涉

猎范围，使并购企业获得多样且有效的信息，弥补直

接联系不能提供的创新资源和信息。间接联系可以

充当并购企业监视外部环境，获取行业前沿技术发

展趋势的工具 [22]。间接联系具有信息筛选优势，通

过识别和筛选，助力企业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20]。直

接联系和间接联系有助于并购企业获取不同类型技

术知识，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23]。综上，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定 1a：嵌入跨国并购创新网络中的直接联系

越多，并购企业的创新质量越高。

假定 1b：嵌入跨国并购创新网络中的间接联系

越多，并购企业的创新质量越高。

基于跨国并购的网络结构嵌入主要指企业嵌入

创新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通过对不同目标企业的

并购，并购企业可接触到各不关联的其他合作伙伴，

连接起技术知识不一致的主体，占有结构洞位置优

势的并购企业犹如中介，具有接触、获取、整合多样

且非冗余技术知识的优势，有助企业技术创新[24-25]。

作为互不相连网络部分的桥梁，并购企业拥有对创

新网络中技术资源和信息流动的控制优势，有助于

快速获得最新资讯，对新颖、异质性的技术进行整

合，进而提高创新效率。占据结构洞位置的并购企

业基于最低成本来构建创新资源丰富的网络，占据

的结构洞越多，不同伙伴多样化的信息通过并购企

业传递到网络中，并购企业获益越多 [20]。占据的结

构洞越多，给充当桥梁的企业带来更多具有动态性、

时效性的异质资源和更高的运行效率 [26]。综上，本

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定2：嵌入跨国并购创新网络中的结构洞越丰

富，企业的创新质量越高。

基于跨国并购的创新网络嵌入有助于并购企业

接触并获取国外关键战略资源，通过创新资源重组

和撬动，提升创新质量。网络节点企业间资源禀赋

具有差异性，网络异质性不容忽视[27]。首先，异质创

新网络中节点企业各自迥异的先进的创新管理理念

有助于开阔并购企业决策层的国际视野，打破思维

惯性，进而制定更优的创新决策[28]。其次，异质性的

网络为并购企业提供新颖、多元但非冗余的知识和

信息等创新要素 [29]，有助于并购企业形成更多更优

的创新组合；有利于网络节点企业间的互动交流，推

动技术知识和信息的流动；有利于并购企业优化配

置创新资源，提升创新绩效。再次，异质性的创新网

络有利于激发并购企业的创意。网络节点企业异质

的技术知识让并购企业更易获得新产品、新设计的

创意，对新颖知识和先进理念的整合让并购企业从

不同视角获得创新灵感，触类旁通，形成创造性思

维，避免“路径锁定”，有利于并购企业做出高质量的

创新方案，提升创新绩效[29]。

然而，网络伙伴间异质性过大，会增加创新网络

的复杂性，并购企业识别和吸收技术知识的难度会

提高，技术资源尤其隐性知识的迁移、管理及协同

等成本都会增加，创新不确定性增加，抑制创新绩

效 [30]。然而，网络伙伴间资源异质性过小，即伙伴

间技术知识、背景等资源相似度大，会减少并购企

业的学习机会 [4]，只能扩大原有技术知识基础的规

模，导致技术创新路径依赖，不利于突破性创新。

网络异质性对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影响呈现倒U型

关系，网络异质性应适中[31-33]。综上，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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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3：网络异质性对跨国并购创新网络与企业

创新质量之间呈倒U型的中介调节效应。

三、变量测度及数据来源

(一)重要变量测度

1.创新网络测度。论文聚焦企业通过跨国并购

后，与目标企业及其他主要股东之间构建的企业国

外创新网络嵌入。①国外创新网络嵌入通过关系嵌

入和结构嵌入两个维度展开[34]。关系嵌入通过直接

联系和间接联系两个层面测度，直接联系使用国外

创新网络中的直接联结数即与并购企业直接联结的

节点数度量。间接联系使用与并购企业没有直接联

系，需要通过一个或多个节点才能达到的联结数测

度，基于距离衰减效应，论文仅计算距离为2的间接

联结。

结构嵌入通过创新网络中的结构洞表征，借

鉴 Burt(1992)[35]的测算方法，节点 i 受 j 的限制度测

度公式：

Cij= ( )mij +∑p,p≠ i,p≠ jmipmpj
2 (1)

其中mij表示节点 i与节点 j的联系强度，测度

公式：

mij= (tij + tji)
∑n(tin + tni) (2)

其中 tij表征节点 i与节点 j两点间的权重，节点 i
的总限制度指数：

Ci=∑jCij (3)
结构洞丰富度：

Zi=1-Ci (4)
节点在网络中受到的限制度越大，意味着节点

在网络中运用结构洞的能力越匮乏，反之，亦然。基

于跨国并购的创新网络嵌入的直接联系、间接联系

以及结构洞丰富度通过UCINET软件测算获得。

2.创新质量量化。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是其

能够将新的思想成功转化为新产品或者新的生产

工艺[36]，而专利作为技术创新成果的重要载体，已然

成为现有文献直接测度技术创新的常用指标 [37]。

专利质量是指专利具有的技术创新性和技术经济质

量[38]，一定程度代表了创新成果的质量，借鉴已有研

究的做法，论文使用专利质量表征创新质量。专利

被引次数是国外评价专利质量使用较广泛的指标

之一，然而，受数据可获得性限制，需使用适合中国

情景下测度指标[39]。企业专利技术覆盖范围指企业

专利技术类别的广泛度和所含知识的复杂性。专

利技术覆盖的领域越广，创新程度越高，被模仿的

难度越大，潜在竞争者进入的难度越大，给企业创

造的市场价值越大 [40]。吴菲菲等(2014)[41]通过对国

内外相关文献检索，发现技术覆盖范围是测度专利

质量使用频率最高的三大指标之一。专利技术覆

盖范围是测度技术创新质量的合理指标之一[39]。跨

国并购后，并购企业技术范围的扩大，表明企业在现

有技术范围之外取得了一些新发现，反映企业专利

质量提升。

基于数据可获得性和中国情境，使用专利技术

覆盖范围测度专利质量。发明专利国际专利分类号

采取“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格式，Lerner(1994)[42]
最早提出运用 IPC小类的数量来衡量专利的技术覆

盖范围。论文采用 Lerner的测度方法，如果一家企

业的专利分类号中不同小类越多，表明企业发明专

利技术覆盖范围越广，技术复杂度可能越高。

3.网络异质性。网络异质性通常使用企业技术

知识的异质性 [27]，或企业所处背景如地域异质性进

行刻画 [43]。鉴于数据可获得性，使用标的企业地域

异质性衡量跨国并购网络异质性，使用熵指数反映

网络国别多元化，网络异质性指数测度公式如下：

D=1-∑inSi2 (5)
(5)式中，n表征 i企业样本期间跨国并购总次数，

S表征 i并购企业样本期间在某一国家(地区)跨国并

购的占比，当样本期间实施的跨国并购均为一个国

家或地区时，网络异质性D值最小为0；当企业 i样本

期间进行的跨国并购均为不同国家(地区)时，D值最

大，意味着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构建的创新网络的异

质性最大。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过程

本文以 2008-2015期间完成海外并购的制造业

中国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样本遵循以下原则

··92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0.1 创新政策与管理
INNOVATIVE POLICY AND MANAGEMENT

进行筛选：(1)剔除非制造业、ST类上市公司；(2)剔除

样本期间发生跨国并购少于2次的企业；②(3)剔除发

明专利等关键变量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论文最终

获得 113家企业跨国并购数据样本。论文将考查的

时间节点设定为跨国并购前后各三年。

使用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WIND上市

公司财务数据库与企业并购交易数据库；二是国家

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检索与分析数据库；三是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DII)专利检索数据库等。论文以

2008-2015年间完成跨国并购的中国上市公司名称

为检索对象，在专利检索数据库中进行专利信息识

别匹配，以发明专利申请时间对应观测年份企业的

技术覆盖范围。因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影响具有延

续性，为准确获取海外并购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创新

质量时间样本为海外并购的前后三年。

四、计量方法与结果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资源编排理论和网络嵌入

理论，基于跨国并购的国外创新网络对创新质量影

响的计量方程式构建如下：

Quαlityit=α1DLit+α2RDit+α3Hit+α4Ownshipit+α5Sizeit+
α6Profitit+α7IPit+α8KSit+εit (6)

Quαlityit=α1IDLit+α2RDit+α3Hit+α4Ownshipit+α5Sizeit+
α6Profitit+α7IPit+α8KSit+εit (7)

Quαlityit=α1SHit+α2RDit+α3Hit+α4Ownshipit+α5Sizeit+
α6Profitit+α7IPit+α8KSit+εit (8)

计量模型式(6)～(8)中被解释变量Quality为企业

i的创新质量，跨国并购网络分别由关系嵌入的直接

联系(DL)和间接联系(IDL)及结构嵌入的结构洞(SH)
表征，系数α1衡量跨国并购创新网络的创新质量效

应，是论文关注的重点。

技术创新是企业内部因素与外部制度环境共同

作用的产物，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应包含企业

特征变量和外部制度变量。根据知识生产函数，研

发投入和研发人员是创新产出的重要影响变量，RD
表示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H为企业 i在 t年的研发

人员比重，不同规模、不同盈利能力的企业通常创新

战略不同 [44]，控制变量中加入企业规模(Size)和盈利

能力(Profit)，分别使用企业年末员工数和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表征。新兴市场制度背景下，企业所有

权性质不同，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表现差异[45]，加入

企业产权性质虚拟变量，控制企业产权异质性对技

术创新质量的影响，国有企业为1，非国有企业为0。
知识产权保护是极其重要的一项制度安排，直

接影响着企业技术创造水平，变量中加入知识产权

保护变量(IP)。在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背景下，

我国各地区只存在执法力度区别，借鉴已有研究，使

用专利未被侵权率表征知识产权保护，测算公式：IP=
1-Fit/Pit，其中Fit为 i地区 t年受理专利侵权案的增量，

Pit为 i地区 t年授权专利的存量，IP变量为正向指标，

值越大意味着该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越到位[46]。知

识中介扮演着知识“桥梁”“经纪人”和“顾问”等角

色，提供技术识别和预见、协助知识资源的检索、获

取和整合等服务[47]，有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模

型中加入知识中介发展变量(KS)，使用并购企业所在

地的专利代理机构的数量测度。专利未被侵权率和

知识中介发展变量的初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

局网站。

(二)计量结果

以创新质量为因变量，对跨国并购嵌入的国外

创新网络的创新效应进行面板负二项式回归。表 1
中的1～3列是基于跨国并购的国外创新网络嵌入对

并购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基

于跨国并购的创新网络的直接联系对企业创新质量

的回归系数为 0.064，且统计显著，表明基于跨国并

购的创新网络的直接联系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具有

显著的正相关。跨国并购创新网络构建的直接联系

越多，其获取国外创新资源越多，越有利于企业创新

质量的提升，研究假设1a得到支持。

然而，跨国并购创新网络的间接联系对企业创

新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013，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

跨国并购创新网络的间接联系抑制了企业创新质

量提升，研究假设1b没有得到支持。跨国并购创新

网络的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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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接联系。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先进创新资源提

升创新质量更需要伙伴间的直接互动，尤其是技术

的隐性知识更需要派遣研发人员到节点企业学习

及双方研发人员相互交流、合作开发项目等渠道，

促进隐性知识的转移，增强并购企业对前沿技术知

识的吸收和整合，而基于跨国并购的国外创新网络

的间接联结所获取的宽泛资讯对企业提升创新质

量作用有限，同时，当间接联结过多时，可能会干扰

并购企业对网络直接联结伙伴先进技术的学习，增

加技术吸收和整合成本，从而阻碍并购企业创新质

量的提升[20]。

跨国并购创新网络的结构洞对企业创新质量的

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为-0.17，表明跨国并购创新网

络的结构洞抑制了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研究假设2没
有得到支持。究其原因，结构洞效应发挥的先验条

件是并购企业充当创新网络的中介，具有桥接互不

相连网络部分的能力，而目前中国企业在基于跨国

并购构建的国外创新网络中充当的更多为网络利用

方，而非中间人角色，所以没有拥有结构洞位置具有

的创新资讯获取优势和控制优势。

研发人员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研发人员

在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和能力上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RD强度系数为正。企业的产权性质影响系数

显著为负，意味着非国有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嵌入国

注：***p＜0.01、**p＜0.05*P＜0.1。

表1 跨国并购创新网络的创新质量效应计量结果

解释变量

DIR

SH

Size

RD

H

ownship

IP

KS

Pro

C

观测值数

因变量

创新质量(IPC小类中位数)

(1)

0.064***(0.00)

0.91**(0.00)

0.002(0.28)

0.026***(0.00)

-0.18***(0.00)

1.81***(0.00)

0.06***(0.00)

0.003***(0.00)

-4.96***(0.00)

678

0.61

(2)

-0.013***(0.00)

0.91***(0.00)

0.001**(0.29)

0.02***(0.00)

-0.16***(0.00)

1.75***(0.00)

0.07***(0.00)

0.0027***(0.00)

-6.83***(0.00)

678

0.60

(3)

-0.17***(0.00)

0.91***(0.00)

0.002**(0.26)

0.026***(0.00)

-0.17***(0.00)

1.79***(0.00)

0.06***(0.00)

0.003***(0.00)

-6.82***(0.00)

678

0.61

创新质量(专利同族中位数)

(4)

0.06***(0.01)

1.51***(0.00)

0.001(0.35)

0.008***(0.00)

-0.35***(0.00)

0.76*(0.09)

0.03*(0.07)

0.001(0.30)

-2.01***(0.00)

678

0.43

(5)

-0.01**(0.03)

0.20***(0.00)

0.001**(0.01)

0.01**(0.02)

-0.34***(0.00)

0.96**(0.02)

0.02*(0.07)

0.001(0.26)

-1.85***(0.00)

678

0.43

(6)

-0.33***(0.01)

0.22***(0.00)

0.001(0.31)

0.01***(0.00)

-0.35***(0.00)

0.79*(0.10)

0.02**(0.05)

0.002(0.33)

-1.99***(0.00)

678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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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创新网络，获取了前沿技术，有效提升了创新质

量。企业规模和企业利润系数均显著为正，知识产

权保护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在1%的显著性

检验，意味着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越到位，该地区企

业的创新质量就越高。知识中介发展的影响系数显

著为正，意味着一地区的知识中介服务发展越好，越

能为企业提供优质的知识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创造

服务，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

为尽可能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论文采用改

进后的因变量即专利同族数测度创新质量进行稳健

性检验。专利同族是指具有共同优先权文件，在不

同国家或地区获得专利权的一组专利申请。专利同

族数越大，专利权人承担的申请费越多，只有当一项

发明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可观的预期收益，专利

权人才会到多个国家布局，一项发明能被不同国家

授权，意味着这项发明的创新质量较高 [48]，因此，专

利同族数可作为创新质量的一个衡量指标。使用专

利同族中位数测度因变量的稳健性检验计量结果见

表 1的 4～6列，稳健性检验各系数符号基本没有发

生实质性变化，与表1的1～3列大体一致。稳健性检

验再次为论文的研究发现提供了较为有力的支持。

五、网络异质性对跨国并购网络的创新质量调

节效应分析

论文使用中介调节模型实证检验网络异质性对

跨国并购网络的创新质量调节效应。借鉴张祥建等

(2015)[49]非线性中介效应的实证方法，构建计量模型：

Qualityit=α1DLit+α2RDit+α3Hit+α4Ownshipit+α5Sizeit+
α6Profitit+α7NHit+α8NH2it+α9NHit×DLit+α10NH2it×DLit+
α11IPit+α12KSit+εit (9)

Qualityit=α1IDLit+α2RDit+α3Hit+α4Ownshipit+α5Sizeit+
α6Profitit+α7NHit+α8NH2it+α9NHit×IDLit+α10NH2it×IDLit+
α11IPit+α12KSit+εit (10)

Qualityit=α1SHit+α2RDit+α3Hit+α4Ownshipit+α5Sizeit+
α6Profitit+α7NHit+α8NH2it+α9NHit×SHit+α10NH2it×SHit+
α11IPit+α12KSit+εit (11)

其中 NH为网络异质性，使用式 (5)测度，模型

(9)～(11)是检验网络异质性对跨国并购创新网络

的创新质量效应的二次曲线关系，关键是α8、α10的显

著性。

采用负二项式非线性模型回归，实证检验网络

异质性对跨国并购嵌入的创新网络与创新质量的调

节效应。表 2是对模型(9)～(11)的估计结果。从表

中的第1～3列可以看出，加入网络异质性后，基于跨

国并购的创新网络嵌入的直接联系、间接联系和结

构洞系数均显著为正。网络异质性平方项的回归系

数显著为负，网络异质性平方项分别与直接联系、间

接联系和结构洞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

明网络异质性对跨国并购创新网络的创新质量效应

具有倒U型调节作用[50]。在网络异质适度情况下，跨

国并购创新网络能为并购企业提供更丰富多元异质

的创新资源，拓宽企业的创新思维，优化和改进现有

技术，引发技术突破，促进了创新质量的提升。因

此，在适度网络异质阶段，网络异质性正向调节跨国

并购创新网络的创新质量效应。而在过度网络异质

背景下，并购企业识别、整合外部技术知识的成本提

高，增加了创新不确定性，抑制创新质量的提升 [30]，

在过度网络异质阶段，网络异质性负向调节跨国并

购创新网络的创新质量效应。因此，网络异质性调

节跨国并购创新网络嵌入和创新质量关系中，发挥

倒U型中介作用。

论文采用专利同族数作为创新质量的测算方法

对网络异质性的调节效应分析进行稳健性检验。计

量结果见表2的4-6列，稳健性检验各系数符号没有

发生实质性变化，与表2的1～3列基本一致。

六、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新兴经济体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嵌入的国外创新

网络能否促进创新质量的提升？论文以 2008-2015
年进行了2次及以上跨国并购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

本，从网络嵌入视角来研究基于跨国并购的国外创

新网络嵌入和网络异质性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研究发现：第一，跨国并购创新网络关系嵌入的直接

联系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第

二，跨国并购创新网络关系嵌入的间接联系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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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网络异质性对跨国并购网络的创新质量调节效应计量结果

解释变量

DIR

IND

SH

NH

NH2

NH×DIR

NH2×DIR

NH×INDIR

NH2×INDIR

NH×SH

DH2×SH

RD

H

Ownship

size

IP

KS

profit

C

观测值数

因变量

创新质量(IPC小类中位数)

(1)

0.58***(0.00)

3.05***(0.00)

-3.19***(0.00)

3.30***(0.00)

-2.68***(0.00)

0.001(0.26)

0.02***(0.00)

-0.10***(0.00)

0.89***(0.00)

1.60***(0.00)

0.07***(0.00)

0.005***(0.00)

-6.64***(0.00)

678

0.65

(2)

0.23***(0.00)

0.75***(0.00)

-0.76***(0.00)

0.77***(0.00)

-0.53***(0.00)

0.001(0.27)

0.03***(0.00)

-0.08**(0.03)

0.91***(0.00)

1.67***(0.00)

0.07***(0.00)

0.004***(0.00)

-6.88***(0.00)

678

0.63

(3)

2.85***(0.00)

7.57***(0.00)

-8.04***(0.00)

0.23***(0.00)

-0.21***(0.00)

0.001**(0.25)

0.02***(0.00)

-0.11***(0.00)

0.88***(0.00)

1.51***(0.00)

0.06***(0.00)

0.005***(0.00)

-6.59***(0.00)

678

0.65

创新质量(专利同族中位数)

(4)

0.93***(0.00)

1.84***(0.00)

-2.71***(0.00)

5.27***(0.00)

-4.67***(0.00)

0.003***(0.00)

0.01***(0.00)

-0.77***(0.00)

1.39***(0.00)

12.28***(0.00)

1.21***(0.00)

-0.01***(0.00)

-16.41***(0.00)

678

0.56

(5)

0.40***(0.00)

3.46***(0.00)

-2.89***(0.00)

1.333***(0.00)

-1.07***(0.00)

0.005***(0.00)

0.01***(0.00)

-0.99***(0.00)

1.45***(0.00)

10.42***(0.00)

1.10***(0.00)

-0.002***(0.00)

-16.37***(0.00)

678

0.59

(6)

3.43***(0.00)

10.41***(0.00)

-12.87***(0.00)

0.36***(0.00)

-0.37***(0.00)

0.003***(0.00)

0.01***(0.00)

-0.81***(0.00)

1.37***(0.00)

11.95***(0.00)

1.20***(0.00)

-0.01***(0.00)

-15.96***(0.00)

678

0.57
注：***p<0.01、**＜0.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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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第三，跨国并

购创新网络结构嵌入的结构洞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

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第四，网络异质性对跨国并

购创新网络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具有倒U型调节作

用，这是适度网络异质性的提升效应和过度异质性

的损害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研究贡献

相对于现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1)突破已有研究将跨国并购视为“单独行为”这一隐

含假定，从创新网络视角来研究基于跨国并购嵌入

的国外创新网络对并购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

然，即使跨国并购的标的规模相同、国别相同，但通

过跨国并购嵌入的国外创新网络不同对技术创新影

响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这不仅拓宽了跨国并购创新

效应的研究视角，并为新兴市场企业的技术获取型

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提升增添了新证据。(2)现有文

献通常以专利个数测度创新绩效，忽视了跨国并购

网络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事实上，不同专利的创新

含量参差不齐，专利计数表征技术创新具有较大争

议[51]。因此，从创新质量的视角，研究跨国并购网络

的创新效应，进而为后发企业实施创新追赶提供一

个以往文献尚未关注的新的研究视角。(3)论文的发

现对创新网络理论亦有一定的拓展。创新网络理论

主要用于专利合作、创新联盟等领域的研究，本文将

创新网络理论延伸到分析跨国并购这一情境中来，

拓宽了创新网络的应用外延。

(三)启示

论文的启示体现在，第一，新兴经济体后发企业

应重视通过跨国并购嵌入国外创新网络，以获取不

同技术领先国多元、异质的前沿技术，发挥“跳板作

用”。构建国外创新网络过程中应注重战略“全局”

考虑，由不同标的企业充当的网络节点，应具有适度

异质性，能提供异质多元且相关的创新资源，让并购

企业及时了解分散在全球的最新技术发展趋势，快

速捕捉新技术，通过资源重组和撬动，实现创新质量

的提升。第二，通过跨国并购嵌入国外创新网络后，

加强与标的企业的深入互动，尤其技术诀窍等隐性

知识，应派遣研发人员到节点企业深入学习，与标的

企业研发人员合作开发项目等，促进隐性知识的转

移，增强并购企业对前沿技术知识的吸收和整合。

第三，优化并购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嵌入国外创新网

络的结构洞位置，提升桥接互不相连创新网络的能

力，充当创新网络的中介人，以获取结构洞位置所享

有的创新资源获取优势和控制优势。

论文存在一些不足，受篇幅限制，对基于跨国并

购嵌入的国外创新网络只使用了股权式网络嵌入进

行测度，对比基于跨国并购网络嵌入的不同类型对

创新质量的影响是未来的研究方向。受数据可获取

性约束，只使用单一指标测度创新质量，技术诀窍是

技术创新成果的一种重要载体，期待未来使用多指

标、多维度综合测度创新质量，考察跨国并购创新网

络的创新质量效应。

注释：

①数据来源：本文侧重股权式网络嵌入，即能为并购企业

提供技术创新的相关信息、知识及资源的股权投资者，故主要

股东包含企业法人股东、投资咨询公司股东、风险投资公司股

东等，相关数据通过对上市公司公告查询或相关企业网站查

询获取。

②为考察的创新网络嵌入更丰富，使用跨国并购 2次及

以上企业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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