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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change of market environment, the applica-
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y is significant for the Internet enterprises to obtain and maintain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dynamic capability and the divi-
sion of dimensio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ynamic capability of Internet enterprises in combi-
n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companie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companies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based on the dynamic capabil-
ity perspectiv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perspective. The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dy-
namic capability of Internet companies can be divided into recognition opportunities,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t last, it puts forward the way to realize the com-
petitive advantage by developing the dynamic capability of the Internet enterprise, which is to in-
novate the enterprise culture, and transform the organization form and knowledg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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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动态能力的应用对于互联网企业获取并维持竞争优势具有十

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整合国内外关于动态能力概念及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互联网企业的特征，

对互联网企业的动态能力进行研究。同时，基于动态能力视角和竞争优势视角分析了互联网企业和动态

能力之间的联系。认为互联网企业动态能力的三维度构架可以划分为识别机会、整合资源和创新发展。

最后提出了互联网企业通过发展动态能力实现竞争优势的途径，即创新企业文化、变革组织形式和知识

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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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94 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有着全球最多的网民、全世界最大的互

联网基础设施和最丰富的网络应用。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臻成熟，以网络为依托的互联网企业不

断涌现，纷纷加入市场竞争。相较于传统企业定性、可预测的思维模式和计划管控的管理模式，互联网

企业所表现出来的变化、随机和不可预测以及去中心化的商业模式拥有很多传统企业不具备的优势。这

一发展趋势刺激许多传统企业推行电子商务变革，尤其伴随“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市场上互联网企业

数量急剧增加，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变化的动态背景下，互联网企业更要意识到动态能力的重要

性，运用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的作用机理，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以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 

2. 文献回顾 

2.1. 动态能力 

2.1.1. 动态能力的概念 
动态能力这个概念已经为广大学者所接受，但是对于动态能力概念的界定在不同学者的视角下仍存

在一定的差异。Teece 在 1994 年首次正式地提出了动态能力的概念，将动态能力定义为：动态能力是企

业整合、构建和配置内外部资源的能力以满足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1] Zorro 和 Winter 在 1997 年提出，

动态能力是一种通过集体活动学习而得到的固定模式。Winter 还认为动态能力是一种扩展、修正或创造

普通能力的能力[2]。Wang 和 Amed 则在 2001 年认为动态能力是整合、重配、更新和再创造组织资源和

能力的一贯的行为[3]。Eisenhardt 和 Martin 于 2000 年提出组织动态能力为企业通过利用自身资源来适应

甚至改变市场的过程，具体是通过企业整合、重新构造、获得和释放组织资源来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的

过程。这一理论与 1997 年 Teece 等人经过整理和归纳后阐述的对动态能力的重新定义“企业通过整合、

重新构建和重新组合企业内外部的资源和能力来适应变化的环境的能力”，一样受到普遍认可。总结来

说，“动态”指的是与环境变化保持一致而更新企业的能力；“能力”强调的是整合和配置内部和外部

资源的能力，以此来使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因此，只有具备动态能力的企业，才能适应市场变化，

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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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动态能力框架 
国外学者中最早提出分析框架的是学者 Teece，将动态能力划分为三个维度：流程、位势以及路径。

佐罗和温特认为，组织学习是动态能力的源泉之一。沃纳和拉沃斯把企业对外部新知识的获取、同化已

有的内部知识以及创新知识的能力看作是动态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佐哈等人则认为，重新配置公司资

源和管理方式是动态能力的一个重要功能体现[2]。 
国内学者对动态能力的维度大致通过能力、环境和组织等方面进行分析。学者罗珉通过运用模糊聚

类分析方法对过去有关动态能力理论的 39 篇具有代表性文献进行参考并且提出四个维度：感知市场导向

的能力、企业社会网络的关系协调能力、组织的学习吸收能力和沟通协调及整合的能力[4]。曹红军、赵

剑波等人通过对中国企业的实证调查研究并通过数据处理分析，提出了动态能力的五个维度：企业对动

态信息的利用能力、获取动态资源的能力、组织内部整合的能力、释放动态资源与企业外部协调的能力

[5]。 

2.2. 互联网企业 

2.2.1. 互联网企业的定义 
互联网企业是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渗透与融合，并非简单相加，而是通过互联网平台、互联网思维，

对传统行业进行思维模式和经营模式的颠覆，进而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和

整体机遇。这样的融合带来力量和机会，也会日益流行。互联网企业广义上是指以计算机网络科学技术

为基础，利用网络平台提供服务并由此获得收入的企业；狭义上的互联网企业是指通过在互联网上注册

域名、建立网站，利用互联网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的企业。现代意义上的互联网企业必须是依附于互联网

产业生存的，以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数据服务、在线处理服务等为主要业务，以技术为核心竞

争力，为互联网产业的存在提供基础服务的企业。 
根据互联网企业的广义定义可将互联网企业分为三大类，首先是基础层互联网企业，主要是主要是

以提供网络设备、通信环境、接入服务等网络运营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为主，基础层互联网企业是整个互

联网产业的基础，提供了网络运营的大环境。这类互联网企业包括基础网络设备提供商，如思科、华为

等；电信网络运营提供商，如中国电信、中国网通等。其次是服务层互联网企业，主要从事网络应用设

施的生产和开发，提供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创新等服务，其产品是网络软件、网站开发等，比如

微软(Microsoft)，IBM。此外还有终端层互联网企业，这类企业主要是基于互联网平台，提供相关的免费

及增值信息服务的公司，它的主要经营模式是通过建立自已的网站，提供网络接入、搜索引擎、门户站

点、电子商务等众多业务，以吸引大量用户从而获得巨大商机，比如亚马逊、搜狐、新浪、网易、百度

等。 

2.2.2. 互联网企业的特征 
互联网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最核心的商业本质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利用云计算提供公共服务，

将数据视为生产资料。互联网企业也以此作为自身经营模式的出发点。互联网可以打通用户的关联，让

分享更直接，评价更真实，同时互联网可以使信息利用率提高，解决企业各部门信息孤岛的问题，它可

以构建一种更简洁、更人性化的模式，并有效解决数据交换的问题。互联网企业的特征可归纳为网络经

济性、动态复杂性、高效便利性和规模性。 
首先，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是以网络为载体，因此具有网络经济的特性，具体表现为网络的价值随着

用户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同时用户的使用成本也显著降低。其次，互联网经济以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为主

要媒介，因此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企业在信息流通迅速的时代，在筛选甄别信息的

基础上，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不断创新以免被淘汰。再次，互联网企业的运营基于网络通信和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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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具有效率性和便利性，主要体现在与传统企业相比，电子商务网站减少了交易模式的中间环节、降

低了交易成本、节省了用户时间，并且使交易不受地域时间限制。此外，互联网企业随着网络技术的不

断改进，进入门槛低，因而数量增加且增速持续上升，表现在传统企业转型，通过电商变革，将自己的

部分领域甚至全部领域打造成互联网企业的经营模式。 

2.3. 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关系 

2.3.1. 动态能力视角分析 
企业动态能力的培育和运用能够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而动态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复杂关系，

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提出了各自的观点。Teece 于 2007 年提出，由于知识的复杂性、制度方面的限制以

及个人理解能力的差异，动态能力是不容易被学习和复制的。Jantunen 2012 年对杂志印刷业中的四个企

业进行了案例分析，结果发现动态能力在同一个行业中既存在特殊性也存在相同点，其中，感知能力存

在相似性，而获取并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是有差异的，管理者应该培育企业独特的动态能力以获取竞争

优势。Helfat 1997 年基于美国石油产业的分析，认为动态研发能力对企业适应外部环境的促进作用[6]。
Zott 2003 年运用计算机仿真方法对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推演后发现，同一产业内的企业之间

因动态能力的不同，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绩效水平[7]。Moliterno 和 Wiersema 于 2007 年提出，动态能力是

企业有目的地创造或调整资源的组织能力，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竞争优势[8]。综上所述，动态能力能够创

造并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动态能力也是难以被复制的。 

2.3.2. 竞争优势视角分析 
企业竞争优势是企业在一定范围内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从而获得更多超额利润的

一种竞争态势。企业竞争优势的最终表现是企业绩效，企业绩效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说明该企业具有竞争

优势。众多学者对竞争优势做出过不同的解释，Robert Grant 认为，当两个或更多的企业在同一市场上竞

争时，如果其中一个企业能够获得高于竞争对手的利润率或具有这种潜能，那么这个企业就拥有了竞争

优势。Michael Porter 从顾客价值角度出发，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为客户(消费者)创造的超过其

成本的价值[9]。Wernerfelt 等人认为企业竞争优势建立在企业拥有的特质资源和企业部署这些资源的方

式的基础之上[10]。企业如果拥有对客户有价值(Valuable)稀缺(Rare)、不可模仿(Inimitable)和不能替代

(Non-substitutable)属性(简称 VRIN)的资源，就能通过实施竞争对手难以轻易模仿或复制的价值创造战略，

赢得可持续竞争优势。 

3. 互联网企业的动态能力及竞争优势的实现 

3.1. 互联网企业的动态能力 

3.1.1. 识别机会 
互联网企业借助科技手段具有快速预见感知环境变化的能力，并且能够在变化的环境中搜索、感知

和识别市场机会，以促进企业发挥动态能力的优势在企业内部及时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使企业内部结

构适应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把握机遇，进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企业的竞争优势[11]。当企业在市场环

境中识别一定的发展机会时，应当结合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进行战略分析，适时进行合理的组织结

构变革，部署发展战略。此外，企业可以通过在宏观环境分析、企业资源分析、价值链分析以及 SWOT
分析的过程中识别新的发展机会[12]。 

3.1.2. 整合资源 
资源整合是指企业通过价值分析，重新进行资源配置以形成新的能力与资源组合[13] [14]。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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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涉及企业的内外部资源，其中企业的内部资源和能力包括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和人力资源以及企

业的研发、生产管理、营销、财务、组织管理等能力；企业的外部资源指影响企业发展的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环境，它包括竞争对手、供应商、购买方、潜在竞争者等。首先，互联网企业在获取信息和

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整合现有的内部资源能力以形成统一对外的核心竞争力。其次，企业明确既定战略

所需的核心竞争力同时需要借助外部资源加以实现时，可以选择内部发展、并购和知识联盟的方式引入

外部资源，同时进行恰当的协调和整合以内化成促进企业发展的资源。除上述两种(企业内部资源整合、

企业内外资源整合)整合资源的方式外，互联网企业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革时可能还会面临企业文化、

价值观以及经营理念的整合。总而言之，成功的整合可以帮助企业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实现企业目标并且

持续发展，从而获得并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 

3.1.3. 创新发展 
未来几年，所有只是追求产品利润的企业将不断沦为移动互联网生态品牌加工商，在移动互联网时

代失去品牌运作的权利和机会。当传统行业的生态被打破时，构建新的互联网生态品牌的机会将属于那

些最先明白未来发展趋势并付诸行动的企业和个人。生态系统的竞争与平台竞争截然不同。平台型企业

之间比拼的是规模和开放度，这些更倾向于业务层面，而生态系统之间比拼的是连接物种的丰富度和依

赖度。例如，许多企业还在热衷于把互联网当作销售渠道和传播平台，还停留在电商靠“刷量”，传播

靠“水军”，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纠结迷茫，而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等互联网巨头已经开始构筑互联网

生态体系，涵盖制造业生态、服务业生态、农业生态、金融生态、社交生态、内容生态。由此可以看出，

创新与发展是动态能力中十分重要的环节，通过创新发展才能真正适应变化的环境，从而构建出企业最

佳的经营模式，并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 

3.2. 互联网企业竞争优势的实现 

3.2.1. 创新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创新是动态能力形成的重要条件，构建企业的动态能力，需要强有力的创新型企业文化的

支持。企业文化与企业的战略和绩效紧密联系，企业文化简化了信息处理、补充了正式控制、促进了团

队合作并减少讨价还价的成本，由此构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主要途径。企业文化也是维持竞争优势的重

要条件，作为维持竞争优势的源泉，首先，企业文化必须是特有的，如果一个企业的文化和市场上大多

数的企业是相同的，它往往反映的是国家或地区文化或一系列行业规范的影响，那么它不可能导致相对

竞争优势。其次，企业文化必须是很难被模仿的，如果企业文化容易被模仿，那么文化带给企业的竞争

优势会很快消失。 
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共有的哲学、意识形态、价值观、信仰、假定、期望态度和道德规范。企业文

化代表了企业内部的行为指针，它们不能由契约明确下来，但却制约和规范着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其

中，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创新、变革是企业价值理念体系的核心要素。如果创新价值观能在企业

内部形成并得到企业全体员工的认可，创新制度体系和行为规范就会得以建立和完善，并在实施过程中

高效运转，成为形成企业动态能力的强力支撑。因此，互联网企业必须通过对价值观体系的完善，认识

到创新型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及时更新企业战略理念，以实现企业动态能力的更新与再造。当确认

企业文化带有抵制创新、抵触变革的封闭保守特征时，就应该有步骤地推进企业文化变革，重新提炼、

总结、归纳，确立以创新、开拓进取为内核的能够支撑企业动态能力的创新型企业文化。 

3.2.2. 变革组织形式 
组织结构是组织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各种分工和协调系统，组织结构的调整与完善是战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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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环节。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面对变幻莫测的竞争环境，分权化、扁平化、低规范的“无边界”

组织或“超文本”组织日益被证明对企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例如矩阵式组织、无限水平组织、蛛网结

构、倒金字塔、星暴模式等现代新型组织模式都是知识新型组织结构的有益探索。因此，企业应顺应环

境变化和组织变革趋势构建新型组织形式，以培育企业的动态能力从而获得竞争优势[15]。 
针对互联网企业的特征以及企业培育动态能力的需要，企业可以选择矩阵制组织结构和组织激励制

来实现企业动态能力的培育[16]。其中，矩阵制组织结构是为处理项目中复杂多变的问题而设计的，这种

结构灵活性很强，并且能够有效加强项目之间的联系，优先考虑企业发展中的优先项目，避免职能型结

构对市场和产品的关注不足。通过矩阵制组织形式能够实现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以及各项技能和专门技

术的相互交融，该结构下的双重权利使得企业具有多重定位，因此管理者不会只注重自身的业务范围，

有助于其做出高质量的决策。在动态环境下，矩阵式组织结构具有较大的机动性，促进各种专业人员互

相帮助，互相激发，加强了横向联系，专业设备和人员得到了充分利用，实现了人资源的弹性共享[17]。
组织激励机制旨在克服组织中的惯性影响，通过克服员工的认知惯性实现全员参与，使组织具备组织柔

性与技术柔性，其中，组织柔性指企业在组织权力与职责配置、信息流动规则和程序上保持动态灵活性

的能力，而技术柔性意味着企业技术快速灵活改进，拓展产品线和服务功能，提升顾客产品认同感。激

励机制能够为企业员工主动发现问题、寻求机会提供动力支持，从而对企业动态能力激活机制的建立起

到激励的作用。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与创新活动都将是纸

上谈兵。相反，如果在企业内部建立了企业家主导的以创新与包容为基础的激励机制，企业内部就会充

满创业与创新的氛围，从而激发员工不断向上进取，积极发现机会并与企业资源动态匹配，从而激活动

态能力。因此，动态能力的激活与提升有赖于激励机制的构建与实施。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改进对人才

的管理方式或者选择合理的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员工创新的精神并且建立必要的首次失败宽容机制。通过

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激发员工活力，从而使激励机制成为企业动态能力产生的动力源泉。 

3.2.3. 知识联盟 
动态能力的本质是知识，知识联盟有助于企业共享、获取、创造新知识，从而能够提高企业的动态

能力。知识联盟是指企业在实现创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为共享知识资源、促进知识流动和创造新知识，

与其他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通过各种契约或股权而结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网络组织[18]。互

联网时代下，知识的共享对于企业动态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首先，知识联盟有助于成员企业经过长期

广泛的合作、沟通以及知识共享显著改善企业内部的协调与整合能力，进而提高企业本身的动态能力。

其次，知识联盟有助于提高成员企业的学习能力，有助于企业构建学习型组织，从而发现新的机会以培

育企业动态能力。同时，知识联盟有利于联盟伙伴之间基于不同的知识基础，相互学习对方的隐性知识，

创造出螺旋上升的知识，并把隐性知识转换成更多的可以共享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进而增强企业的

动态能力。此外，知识联盟促进了联盟成员企业的知识转移，它使传统的泾渭分明的企业边界变得模糊

起来，原来封闭的边界变得“多孔”而容易通过，从而削弱了企业边界对隐性知识移动的约束作用，同

时，知识联盟能够使多个企业分摊共享信息和知识的成本，从而减少了企业的资金压力，在促进动态能

力与竞争优势形成的基础上强化动态能力向竞争优势转化，创造市场优势，有利于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实现预期目标。 

4. 结论 

本文在研究动态能力和互联网企业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动态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

系，进而提出了培育企业动态能力从而实现竞争优势的途径。本文将互联网企业的动态能力划分为识别

机会、整合资源和创新发展三个维度。企业可以通过宏观环境分析、企业资源分析、价值链分析以及 SW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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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识别新的发展机会，充分利用并整合各种资源实现企业目标，促进自身发展，同时通过创新发展真

正适应变化的环境，从而构建出企业最佳的经营模式，发挥出新的竞争优势。 
根据第 3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7.1 亿，手

机网民规模 6.56 亿，人均周上网时长 26.5 小时，相当于网民平均每人每天上网 3.8 小时。本文认为，在

此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企业必须紧跟市场变化，在变化的环境下准确识别出机会与威胁，然后整合企业

内外部资源及时做出反应，同时积极培育创新能力以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互联网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

境中，可以通过创新企业文化，提炼总结出以创新和开拓进取为内核的能够支撑企业动态能力的创新型

企业文化；通过变革组织形式，激励动态能力的培育；运用知识联盟的有利条件，强化企业的动态能力，

促进企业获得并维持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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