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18, 7(2), 85-97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18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se 
https://doi.org/10.12677/mse.2018.72011  

文章引用: 孙国强, 薛婷, 张宝建. 网络导向对在孵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J].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18, 7(2): 85-97.  
DOI: 10.12677/mse.2018.72011 

 
 

Study on the Effect of Network Orientat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Incubated  
Enterpris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lationship Matching 

Guoqiang Sun1, Ting Xue2, Baojian Zhang1 
1Research Center of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and Network Governance,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Shanxi 
2Business Department, Jinshang Bank Limited by Share, Taiyuan Shanxi 

 
 
Received: May 20th, 2018; accepted: Jun. 6th, 2018; published: Jun. 13th, 2018 

 
 

 
Abstract 
A lot of informal relations among enterpris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trust and communica-
tion, because of the features of new and small. They are advantageous for enterprise to obtain the 
scarce resources, to expand rapidly, and overcome the disadvantages of new bir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mportant effect of network orientation and re-
lationship matching on the performance of incubation enterpris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the selected business incubator in Xi’an area. The method of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etwork orientation and incubating performance, and between relationship match-
ing and incubating performance, and relationship matching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net-
work orientation and incubat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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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孵企业由于新与小的特征，决定了企业间在信任和沟通的基础上建立了许多非正式的联系，这种联系

有利于企业获取稀缺资源、快速扩张，克服新生劣势。本文从中国情景出发，提出网络导向、关系匹配

对在孵企业绩效的重要作用，选取西安地区发展良好的孵化园区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多元统计回归

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网络导向与在孵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关系匹配与在孵企

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关系匹配在网络导向与在孵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关键词 

网络导向，关系匹配，企业绩效，孵化网络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企业孵化器在数量上呈现持续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2007 年，我国企业孵化器数量为

614 家，而截至 2013 年底，各地火炬计划体系内的企业孵化器数量达到 1500 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达

到 500 家，同比增长 19.94%，在孵企业达到 10 万家以上，迎来由“孵化大国”向“孵化强国”发展的

机遇期[1]。但同时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 2.5 年，与欧美企业平均寿命 40 年相比相差甚远，创业存

活率低于 30%，创新潜力缺乏、成长空间狭窄，情况不容乐观。国内科技创业、孵化园区存在着高孵化

率、低存活率的特点，不能完全发挥创业网络内的资源优势，能力与资源不匹配的问题十分严重，亟待

解决。 
传统的观点认为，网络是促进新创企业沟通、合作的重要平台，通过与网络内处于关键节点位置的

企业建立联系，将有助于提升企业分享信息、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但网络规模不断丰富的同时也伴随

着信息冗余，加大企业筛选成本的问题，因此优化网络结构、构建合理的网络关系是网络化的必经之路。

同时，现有的网络研究仍然是一个普适的(宏观的)网络，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个体孵化企业，只有厘清各个

孵化企业的特征，建立与之匹配的孵化网络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 
网络导向始于 Tolsdorf 基于心理学的研究，即通过网络关系表现出不同的生活信仰和态度。而在孵

化企业中，网络导向是一种寻求各方主体帮助的倾向。与创业导向、市场导向一样，网络导向也是企业

的一种战略导向，该战略的实施能为企业带来积极的影响。但是网络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传导分为直接传

导和间接传导。关系匹配虽然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但它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配置和组合才能发挥其应

有的价值。因此，本文从关系匹配视角，来分析网络导向对孵化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关系匹配在网络

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传导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对整个孵化过程进行保障和支持，克服创业企业“阶段夭折”，

培养企业“创新潜力”，真正把稀缺的孵化器资源合理配置到入孵企业手中，以实现创业企业由数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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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由外延向内涵发展的转变。本文对于中国独特的“圈子”文化下孵化效率的提高以及创业企业持

续成长，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分析 

2.1.1. 网络导向 
网络导向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由心理学领域引入到经济管理领域，但需要指出相关研究在国内外仍

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网络导向体系化的实证。 
有关创业的研究视角面向很多领域，它不仅关注在创业水平上的网络导向问题，而且注重群体和企

业层面的网络化发展。Barnir 认为，网络导向是一种帮助创业人员和企业管理者架构和维护网络关系的

倾向[2]。Sorenson 等学者从管理学角度出发，首先从冲突管理的视角分析了合作的重要性，其次介绍了

合作型网络这一问题的核心概念。他指出网络内部的任意联系都能产生绩效，这种联系包括朋友、亲戚、

顾客、竞争对手等，越倾向于构建各种伙伴关系就越能够提升产出水平。并提出建立一个团队，从网络

结构、建设、合作三个维度分析其概念[3]。这个概念体系较好地总结了网络的核心，也为未来的研究指

明了方向。Burt 从结构洞角度出发，指出具有较强网络导向的企业，可选择合作与沟通的网络范围较广，

进而能够利用的结构洞也就越多[4]。而国内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多数新创企业人员都乐于构建关系，

并在良好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商业往来以解决各种问题，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因此普遍具有较高地网络导

向。在网络导向的驱动下，企业内部是一个成熟高效的团队，具有合作与沟通意愿，知识流动速度快。

在外部，企业往往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能够迅速准确地获取资源和信息。 
参考 Sorenson 等人的研究，本文将合作性、关注度、开放性作为网络导向的三个维度[3]。合作性强

调沟通的重要性，无障碍的沟通是开展合作的前提，同时多渠道、多手段、全方位的信息收集也有利于

企业开展对外合作。合作性是企业网络化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网络导向最基本的特征。高度关注的企

业往往是积极沟通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对内部和外部的意见和建议高度重视并积极处理。开放性主要针

对内部组织，表示各级组织工作人员被视为一个团队，团队内部提倡柔性、宽松的管理模式，内部员工

畅所欲言，支持在公开场合合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愿景，整个组织呈现出一种轻松氛围。 

2.1.2. 关系匹配 
“关系”按照字面的解释，是“联系”或“关联”之意，但从这种社会现象的性质可以被定义为“一

个或多个个体或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行为”[5]。Knock 认为网络是一组人，单人或一个特定

类型的事件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特定形态。也指出，“关系”是网络分析的核心概念，不同的网络形态

是由不同类型的关系所形成的[6]。 
新创企业的发展和壮大过程需要企业构建多种关系链条，根据孵化企业业务规划所需要素之间的关

系，企业所需的关系资源可以分为直接关系(客户关系、人才关系和财务关系)和间接资源(技术关系、信

誉关系) [7]。孵化企业的建设需要不断学习和摸索，也是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资源的收集和整理过程。企

业孵化成功案例皆因关系积累充分，其中一些资源的过剩会导致寻租行为发生，从而导致关系资源溢出

的结果。 
客户关系、人力关系、财务关系、技术关系、信誉关系等五种基础性关系对在孵企业的成长具有重

要的促进作用，充裕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资金、充足的客户资源，创新所必备的技术关系网等对新创企业

的作用非常明显。孵化企业通过尝试寻求必要的资本、技术等资源，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从而构建合

理的关系网络，将能实现最大的创业效益。创业者对上述关系网络的构建和利用程度会随着创业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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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而改变。 

2.1.3. 在孵企业绩效 
“新生”、“弱小”是孵化企业面临的共同困境[8]，无论是在资金、技术还是抗压能力等方面都不

具备与成熟企业抗衡的水平。孵化企业绩效的评价不应该是单纯的财务指标罗列，而应侧重每一个在孵

企业的产出和工作效果，并且是过程评定与结果导向的结合，是目标与结果的比较，应涵盖既定目标、

结果、过程等。 
因此，与成熟企业相比，在孵企业的绩效评价在方法上有明显差异。考虑到新创企业成长性问题，

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9] [10] [11]，本文采用财务绩效(投资利润率、市场份额、交易成本等)、成长绩效(销
售增长率、现金流、市场价值等)和创新绩效(新产品开发速度、专利数等)来描述在孵企业绩效。 

2.2. 研究假设 

2.2.1. 网络导向与企业绩效 
1) 合作性与在孵企业绩效 
多渠道、多手段、全方位的信息收集也有利于企业开展对外合作，包括深度会谈、头脑风暴、团队

集体活动等。换言之，团队合作可以化解矛盾和内部冲突。合作性是企业网络化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

网络导向最基本的特征。组织的对外合作，能提升企业知名度、获取合法性、拓宽网络关系；内部合作

有利于知识在内部员工间的传播和模仿。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信任提升取决于频繁的沟通来往，信息传递

和分享也更加普遍[12]。 
2) 关注度与在孵企业绩效 
关注度是对内外部网络环境中不同关系行为者的关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广开言路是组织活

力迸发的重要体现。对内而言，创造轻松的工作氛围，与员工积极沟通，赋予基层员工相应的权利，发

挥其主人翁意识，更有利于培育高满意度和忠诚度的员工，有利于工作开展和绩效提升[13]。对外来讲，

关注程度较高的企业往往积极地与顾客、供应商、政府部门等主体开展意见反馈，同时注重对合理的意

见收集采纳[14]。这些意见对新创企业来说非常有价值，有助于管理者扬长避短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获

取相对竞争优势和更佳效益。 
3) 开放性与在孵企业绩效 
开放性主要针对内部组织来说，团队内部提倡柔性、宽松的管理模式，内部员工畅所欲言，支持在

公开场合合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愿景，整个组织呈现出一种轻松氛围。市场经济将企业置于充分的竞

争环境中，闭门造车培养不出优秀的企业，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吸收先进的技术知识及管理理念，不

断增强的开放性也会带来持续的收益[15]。 
由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网络导向对在孵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即： 
Hla：在孵企业越提倡合作性，其绩效越高； 
Hlb：在孵企业越重视关系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其绩效越高； 
Hlc：在孵企业越重视开放性，其绩效越高。 

2.2.2. 关系匹配与企业绩效 
资源基础论认为，关系资源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对关系匹配程度

进行排序，重点培育，有效整合，为企业带来积极的效益。 
对于孵化企业来说，积极寻找潜在客户、培育现有客户资源是盈利的关键，处理好客户关系、创建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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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的沟通体系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企业对内处理好员工关系，对外招才

纳贤，积极参与行业协会、工会等组织，在集体活动中积累社会资本，处理好各种人事关系，将有利于新

创企业健康发展。良好的现金流、较少的呆账坏账、高等级信用是维持企业正常运行的保证。为此企业要

与银行、企业、政府及其他机构建立良好的财务关系，以避免可能存在的财务危机，保障企业长久发展。

创新与发展离不开先进技术的支持，尤其对于初创期企业来说掌握某项专利或保密技术将有助于培育企业

核心竞争力，实现高速发展，摆脱新生劣势。良好的声誉是在经营过程中逐渐累积的，拥有较高声誉的企

业将在行业中树立标杆的作用，更加方便的吸引潜在客户，提升市场份额和占有率，促进绩效提升[16]。 
由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关系的构建与维持可促进在孵企业绩效的提高。 

2.2.3. 网络导向与关系匹配 
如前所述，各种资源尤其是关系资源的整合是形成能力的重要过程。然而，创业者和初创企业之间

的关系获取受到其他因素的强烈干预。员工间乐于互相分享经验，互相学习专业技术知识将极大地促进

组织成员间的默契配合，有助于员工分享经验和技能。由于不同形式的表达会形成不同的认知，进而导

致关系资源的利用效果也不同。通过建立完善的沟通机制，可以避免因认识上的差异而产生的纠纷，也

加强了成员间的相互作用、知识转移、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企业内外的技术关系。关注程度较高的企

业往往积极地与顾客、供应商、政府部门等主体开展意见反馈，不错过任何有价值信息，同时注重对合

理的意见收集采纳。以便进一步培养更加稳固的客户关系、人力关系、声誉关系等。开放性可极大地促

进组织资源的整合率，产生独特的企业文化。如果个体的想法能够充分表达并被管理者采纳，那么个体

的价值便在组织中充分地凸显出来。因此灵活的氛围有助于员工互相学习知识和技能，产生技术关系；

也有利于培植和谐的员工关系，形成益于企业发展的非正式组织，产生人力关系。 
由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网络导向与关系匹配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即： 
H3a：合作性有利于在孵企业进行日常关系的构建与维护； 
H3b：关注度有利于在孵企业进行日常关系的构建与维护； 
H3c：开放性有利于在孵企业进行日常关系的构建与维护。 

2.2.4. 关系匹配的中介作用 
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代表网络导向三维度的合作性、关注度及开放性同时正向作用于在孵企业绩

效，关系匹配的五种表现形式正向作用于在孵企业绩效，网络导向的三个维度均对关系的构建与维护带

来积极的影响。 
网络导向对于孵化企业的作用不置可否。由于新创企业免疫力低下，在成长过程中将有很长一段时

间抵抗外界压力的水平不足，各种资源关系极其匮乏。网络倾向性高的企业通常选择关系匹配网络来解

决问题，也意味着其获取资源的路径更广泛，克服困难、健康成长的可能性越高。但是要想为在孵企业

带来增值，必须将那些稀缺的、有价值的及难以模仿的关系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并用在刀刃上，方能有

效提升在孵企业绩效。 
因此，为实现网络导向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的有效传递，必须有各种关系资源的参与才能确保信息

有限传递、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和资源流失，从而实现新创企业利润最大化。 
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4：关系匹配对网络导向与孵化企业绩效起中介作用。即： 
H4a：在孵企业更多的进行关系建立与维护，将提高合作性对于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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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b：在孵企业更多的进行关系建立与维护，将提高关注度对于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 
H4c：在孵企业更多的进行关系建立与维护，将提高开放性对于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尽量采用成熟量表，如“孵化企业绩效”采用党兴华等所设计的财务绩效、成长绩效与创

新绩效[17]，“网络导向”参考了 Nieves 所设计的网络合作性、关注度与开放性[15]，同时也结合实际因

素考虑问卷发放地代表性，具体考虑选取哪些孵化基地、管理者的身份信息、问卷随机性以及内容可理

解性等问题。最大限度保证数据来源真实、有效。问卷在结构上充分借鉴已经形成共识的标准问卷格式，

考虑了精确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问卷主体部分共有问题 29 个，分别用 Liken 七级量表，在孵企业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评分。 
在本文的研究中，对于三个观测指标的测量均采用国内外经过考证并且做过大量实证研究的成熟量

表，充分保证问卷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信度和效度)。 

3.2. 数据搜集及样本特征 

首先，考虑区域因素，选择典型的内陆地区西安作为样本来源地区。2003 年，西安市作为企业孵化

器建设试点城市得到科技部的批准，近几年，在国家部委及西安市政府及企业界各方促进下，西安市孵

化体系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目前全市范围内的科技型孵化企业超过 1300 家，为社会提供了 30,000 多

个直接就业机会。为西安的经济建设和新经济增长带的形成带来了活力。其次，问卷全部以随机的形式

进行发放，并借助了西安孵化基地的研究成员帮助发放问卷。 
本次调研对象为新生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在参阅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拟采用成立年限为 8 年内的

企业为调研主体。在西安总共发放了 250 余份问卷，共收回 183 份问卷。随后在进行问卷录入时，发现

部分问卷内容不完备，部分问卷所有题项回答一致，不符合企业经营常识。因此，对于这些无效样本予

以删除，最后保留有效问卷 163 份，有效率为 89%。样本特征如表 1 所示。 
其中，企业绩效指标中的财务绩效采用与去年比较，企业投资回报率/利润率、所占的市场份额、新 

 
Table 1. Sample characteristics 
表 1. 样本特征情况 

 数量 比例(%) 企业规模(万元) 数量 比例(%) 

年龄 

1~3 年 90 55.2 <60 46 28.2 

4~6 年 69 42.3 60~120 64 39.3 

>6 年 3 1.8 >120 53 32.5 

 数量 比例(%) 上年营业额(万元) 数量 比例(%) 

行业分布 

软件设计 27 16.6 <600 89 54.6 

航空基地 25 15.3 600~1200 48 29.5 

先进制造 17 10.4 1200~1800 17 10.4 

生物医药 27 16.6 >1800 9 5.5 

新能源 24 14.7    

新材料 43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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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的时间、每笔业务交易的成本等，成长绩效采用与竞争对手相比，公司业绩满意程

度、销售增长程度、现金流量、市场价值增长程度等，创新绩效采用新产品产值占销售总额的比重、新

产品开发速度、申请的专利数等。均采用 Liken 七级量表打分获取企业绩效指标。 

3.3. 信度与效度检验 

国际上认可的信度检验采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来表示，系数越高则说明信度越好，可靠性越高。

Cronbach’s alpha 系数大于 0.8 说明问卷具有较高信度，低于 0.5 则表示信度较低但仍处于可接受的水平。

本文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信度检验结果显示，Cronbach’s alpha 系数全部在 0.8 以上，因此，从信

度上看，本问卷达到了进一步分析的要求。 
由于三个观测变量的题项设计都借鉴了前人已经开发出来并经过验证的成熟量表，所以只需要进行验证

性因子分析。从 SPSS 17.0 计算的结果可以看出，选取题项的因子载荷结果：财务绩效第四题载荷数为 0.609，
成长绩效第三题载荷为 0.667，关注度第五题载荷为 0.672。这三个题项的载荷位于 0.6~0.7 的区间内，其余

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全部大于 0.7。因此可以认为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水平，满足下一步分析的要求。 

4. 实证分析 

4.1. 假设检验 

本文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 10 个研究假设逐个验证。 
首先，检验各个观测变量在分布上是否呈现出正态分布的形状，即需要在多元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进

行两两相关分析，从而及时发现变量间是否有高度的相关关系。结果如表 2 所示。 
其次，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按照控制变量(成立年份、上年营业额、企业类型及在孵时间)，自变

量(合作性、关注度及开放性)，中介变量(关系匹配)，因变量(在孵企业绩效)，构建多个线性回归模型。 
1) H1 假设的检验 
构建两个回归模型，模型 1-1 是对各控制变量下的测量(成立年份、上年营业额、企业类型及在孵时

间)与企业绩效关系模型；在模型 1-1 的原有项目上引入自变量(合作性、关注度、开放性)，构建自变量(网
络导向)与因变量(企业绩效)间的关系模型。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each variable 
表 2.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及描述性统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成立年份 1           

上年营业额 0.029 1          

企业类型 −0.344** 0.038 1         

在孵时间 0.111 0.010 −0.023 1        

合作性 0.062 0.468** −0.038 −0.091 1       

关注度 −0.036 0.580** −0.015 0.020 0.570** 1      

开放性 −0.042 0.530** −0.026 −0.018 0.501** 0.499** 1     

关系匹配 0.141 0.548** −0.080 0.029 0.587** 0.656** 0.683** 1    

财务绩效 0.112 0.562** −0.196* −0.010 0.459** 0.661** 0.421** 0.609** 1   

成长绩效 0.033 0.527** −0.106 0.010 0.507** 0.573** 0.659** 0.789** 0.570** 1  

创新绩效 0.048 0.538** −0.066 0.084 0.734** 0.616** 0.614** 0.689** 0.444** 0.6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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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3 模型 1-1 所示，考虑各控制变量：成立年份、在孵时间变量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即两个变量在本文中对于模型产生的影响并不大，但是上年营业额和企业类型对绩效的影响出现了显著

关系，结合实际情况营业额是绩效的直接体现，而不同类型的企业由于行业性质不同必然对于绩效也有

不同的评价标准，因此属于合理的显著关系，有助于分析其他重要的观测变量。 
从模型 1-2 可以看出，网络导向维度之一，合作性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 β = 0.322，尾概率 Sig. 

= 0.000。由此判断假设 Hla(合作性对于新创企业绩效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得到了验证。第二个维度，关注

度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 β = 0.371 > 0，尾概率 Sig. = 0.000，p < 0.05。因此可知关注度同样在新创

企业绩效间产生作用，即假设 Hlb (关注度对于新创企业绩效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得到了验证。第三个维度，

开放性的回归系数 β = 0.161 > 0，尾概率 Sig. = 0.002，小于 0.001。因此认为开放性也是企业在发展过程

中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开放性高低直接影响创业企业绩效水平。从而假设 Hlc 也得到了数据支持。 
2) H2 假设的检验 
构建两个回归模型，模型 2-1 首先是对各控制变量下的检测：成立年份、上年营业额、企业类型及

在孵时间与企业绩效关系模型；模型 2-2 是对原有模型 2-1 的拓展，是加入中介变量(关系匹配)与企业绩

效的关系模型。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 
从模型 2-2 可以看出，中介变量(关系匹配)对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 β = 0.322 > 0，尾概率 Sig. = 0.000，

即 p < 0.05。符合原有假设，即关系匹配程度高低直接影响新创企业绩效，即 H2 (关系的构建与维护积极

促进孵化企业绩效的提高)这一假设得到了数据支持。 
 
Table 3. Regression model 1 
表 3. 回归模型 1 

变量 
在孵企业绩效 

模型 1-1 (β值) 模型 1-2 (β值) 

控制变量 

成立年份 0.000 0.039 

上年营业额 0.653** 0.197** 

企业类型 −0.177* −0.124* 

在孵时间 0.036 0.063 

自变量 

合作性  0.322** 

关注度  0.371** 

开放性  0.161* 

注：**表示 p 值在 0.01 水平上显著，*表示 p 值在 0.05 水平上显著，ns (not significance)表示不显著，表格中显示的是标准回归系数，下同。 
 
Table 4. Regression model 2 
表 4. 回归模型 2 

变量 
在孵企业绩效 

模型 2-1 (β值) 模型 2-2 (β值) 

控制变量 

成立年份 0.000 −0.050 

上年营业额 0.653** 0.336** 

企业类型 −0.177* −0.130 

在孵时间 0.036 0.029 

中介变量：关系匹配  0.322** 

https://doi.org/10.12677/mse.2018.72011


孙国强 等 
 

 

DOI: 10.12677/mse.2018.72011 93 管理科学与工程 
 

3) H3 假设的检验 
构建两个回归模型，模型 3-1 是对各控制变量下的检测：成立年份、上年营业额、企业类型及在孵

时间与关系匹配的模型；模型 3-2 为在保留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网络导向的三维度对关系匹配的回

归模型。结果如表 5 所示。 
如表 5 模型 3-1 所示，涉及到的各控制变量(成立时间、企业性质、在孵时间)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并

不显著，即三个变量对于模型产生的影响并不大，但是上年营业额这一变量对绩效的影响出现了显著关

系，结合实际情况营业额是绩效的直接体现，营业额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答卷者对于绩效的判断，

因此属于合理的显著关系，有助于分析其他重要的观测变量。 
从模型 3-2 可以看出，网络导向维度之一合作性对关系匹配回归系数 β = 0.150，Sig. = 0.018，达到

预期判断。由此判断合作性对关系匹配产生正相关关系，即本研究的假设 H3a (新企业越重视合作就越能

建立更多的内外部关系)得到验证。网络导向的维度之二关注度对新创企业绩效回归系数 β = 0.344 > 0，
Sig. = 0.000，即 p < 0.05。由此可以看出，关注度对关系的匹配程度的作用得到数据检验。即假设 H3b (新
企业越重视关系成员的批评和建议，并不断改正能带来更高的关系匹配程度)得到证实。网络导向维度之

三，开放性对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 β = 0.407 > 0，Sig. = 0.000，即 p < 0.001 通过检验。由此可以看出，

开放性网络对关系匹配程度产生正向影响，研究假设 H3c (越是开放式管理的企业，越能吸引各种关系资

源)得到验证。 
4) 假设 H4 的检验 
中介效应的成立需要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首先，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显著。本文在加入控制变

量后，将自变量(网络导向)放入回归方程，分析网络导向对在孵企业绩效的影响；其次，自变量对中介变

量显著影响，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本文将自变量(网络导向)放入回归方程，分析网络导向对关系匹配的影

响；再次，中介变量对因变量显著影响，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本文将关系匹配放入回归方程，分析关系

匹配对在孵企业绩效的影响；最后，中介效应验证，在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加入基础上，本文将中介变量

加入回归分析，验证网络导向和关系匹配对因变量在孵企业绩效的共同作用，如果中介变量仍然显著但

自变量作用消失，则属于完全中介效应，如果自变量作用减弱，但依然显著，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分析结果列在表 6 中。 
本研究根据的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将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基础上。第一步检验网络导向各维度对在孵企

业绩效的影响，发现显著性成立；第二步，网络导向与关系匹配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合作性对关系匹

配(β = 0.150, p ≤ 0.01)、关注度对关系匹配(β = 0.344, p ≤ 0.01)以及开放性对关系匹配(β = 0.407, p ≤ 0.01) 
 
Table 5. Regression model 3 
表 5. 回归模型 3 

变量 
关系匹配 

模型 3-1 (β值) 模型 3-2 (β值) 

控制变量 

成立年份 0.087 0.144 

上年营业额 0.550** 0.060 

企业类型 −0.082 −0.022 

在孵时间 0.013 0.027 

自变量 

合作性  0.150* 

关注度  0.344** 

开放性  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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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Intermediary effect of relationship matching between network ori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hatching enterprises 
表 6. 关系匹配在网络导向与在孵企业绩效间的中介效应测量 

步骤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β值 成立条件 

步骤 1 

自变量 因变量 β1-1，β1-2，β1-3 

β1 应具显著性。网络导向具显著性(p ≤ 0.01)。 
合作性 

在孵企业绩效 

0.322** 

关注度 0.371** 

开放性 0.161* 

步骤 2 

自变量 中介变量 β2-1，β2-2，β2-3 

β2 应具显著性。网络导向 
对关系匹配具显著性(p ≤ 0.01)。 

网
络
导
向 

合作性 

关系匹配 

0.150* 

关注度 0.344** 

开放性 0.407** 

步骤 3 

自变量 因变量 β3-1，β3-2，β3-1 

β4 应具显著性。(关系匹配应具有显著性)； 
β1 > β3，0.322 > 0.052； 

β3 不具显著性，完全中介效应成立； 
β3 具显著性。中介效应部分成立。 

合作性(+关系匹配) 

在孵企业绩效 

0.122* 

关注度(+关系匹配) 0.181* 

开放性(+关系匹配) 0.052ns 

中介变量 β4-1，β4-2，β4-3 

关系匹配(+网络导向) 

0.290* 

0.657** 

0.588** 
 

具有显著影响；第三步是把网络导向的三个维度分别与关系匹配放入回归方程中，结果表明关系匹配仍然

具备显著性，但合作性减弱仍然显著(β = 0.122, p ≤ 0.01)。说明关系匹配在合作性与在孵企业绩效间发挥部

分中介作用。关注度显著性降低，但仍然具备显著性(β = 0.181, p ≤ 0.01)，说明关系匹配在合关注度与在孵

企业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开放性显著性降低且不显著(β = 0.052, p > 0.01)。说明关系匹配针对开放性

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由此，假设 H4a、H4b、H4c 得到验证。 

4.2. 结果讨论 

结果表明，10 条假设中的 8 条都得到了数据的验证。从最后 3 条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来看，三条假

设中一条完全支持，两条部分支持，其中：关系匹配在提升开放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完全

中介的作用，关系匹配在提升合作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关系匹配在提升

关注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 

4.2.1. 网络导向与在孵企业绩效 
对于新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网络导向的作用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利用网络关系寻求合作共赢的倾

向，能够极大地促进在孵企业绩效提升。由于大多数孵化企业是市场的新进入者，抵抗风险能力不足，

难以跨越市场壁垒，行业竞争限制。在多方压力下，即使企业孵化器具有各种天然优势与政策支持，在

孵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仍是头号难题。在此情境下，网络的出现极大的缓解了孵化企业的困境，作为网络

内部成员的企业与非网络内部的企业相比，更易获取资源，信息传递速度更快，沟通交流更顺畅。所以

越来越多的入孵企业开始主动构建或者进入网络关系中，呈现出较高的网络倾向和追随意愿。 

4.2.2. 关系匹配度与在孵企业绩效 
结果显示，积极培育客户关系有利于企业增加订单和业务量；处理好人力关系易于企业协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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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融洽的合作环境，随时得到人事方面支持；保持良好的财务关系可以帮助企业减小资金压力；重视

技术关系有利于新创企业技术创新，赢得竞争优势；积累声誉关系益于企业树立口碑，占领行业地位，

进而提升孵化绩效。 
科技型企业不仅具有一般企业的基本特征，还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高技术支撑等一系列特殊的象

征。因此，这类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更需要合理选择关系匹配的方式，以技术关系为主，始终保障企业资

金链不断裂，将投入的重点放在关系资源的整合与配置上。 

4.2.3. 网络导向与关系匹配度 
无论是企业内部网络还是企业间的网络，对于新创企业的关系匹配行为都会产生正相关的影响作用。

对内部企业而言，各部门普通员工间及高层管理者之间或上下级之间的频繁协作与交流会积极地促进人

力关系建设；管理者关注员工的建议有助于融洽内部环境，及时发现运营中潜在的财务问题等。因此，

内部强网络导向对于关系匹配程度的提升起着重要的作用。企业间频繁的合作与贸易往来有助于扩大客

户关系；企业越关注从外部引进人才、先进的技术、参与创新培训将越有助于技术关系的培育；企业间

的正式、非正式组织的存在给企业提供合作、开放的交流平台，参与其中的企业更容易获取客户关系、

人力关系及建立声誉关系。因此，积极地网络导向将有助于企业获取各种形式的关系资源，构建关系网

络，针对企业特性选择适于企业发展的关系网模式。 

4.2.4. 关系匹配的中介效应 
网络导向的作用直接间接并存，不同的网络环境决定了企业采取哪种性质的网络态度与倾向。而在

错综复杂的市场背景下，网络导向的作用多是通过企业间的间接关系实现的。高网络导向的企业，更愿

意主动寻求合作，寻找商业伙伴，从而摄取资源和捕捉信息的能力也强，这些资源需要通过各种关系网

的整合使企业实现资源合理利用，产出效率效果提升的目的。 
合作性的高低部分直接作用于孵化企业绩效，部分通过关系匹配度来影响孵化绩效，因此，对于孵

化企业来说，既要积极同内外部合作，又要处理好各种关系，从而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关注度的高低

部分直接作用于孵化企业绩效，部分通过关系匹配度来影响孵化绩效，因此，对于孵化企业来说，仅仅

关注企业内外部的建议和意见还不够，还要协调各方关系，营造出适于企业发展的关系网络，帮助孵化

真正地摆脱先天劣势，实现良性孵化。 

5. 研究结论 

5.1. 主要结论 

首先，网络导向与在孵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将网络导向分为开放性、关注度以及合

作性这三个维度，并且验证了它们都能从正面影响在孵企业的业绩。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市场信息的

不对称性导致获取资源时成本较高，而利用关系网络则可以低成本的得到企业所需要的资源，进而提升

在孵企业绩效。所以，网络导向对新创企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在孵企业所具有的特殊性质角度，本文分析了不同程度下的关系匹配如何影响企业的业绩，

不同形式的关系匹配程度不同，对于企业绩效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初创企业由于生存艰难，所以更需要

与内外部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有效利用所能获取的资源，在市场竞争中得以存活。但是，对于新创企

业来说，必须将自身的具体环境与各种关系匹配后选择合适的整合方式。 
最后，关系匹配在网络导向和在孵企业业绩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一发现能帮助理解两者之间具体的

作用机制。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关系资源对于企业业绩有关键且重大的影响，网络导向恰恰是通过利用

它对企业的业绩产生影响，而非直接带来企业高绩效。但是，管理者在与关系成员进行合作或者采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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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时，必须运用权变的理念正确选择适合的关系匹配方式。 

5.2. 管理启示 

第一，从转型经济的角度出发，认识网络导向的重要性。我国正处在转型经济时期，创业者会面临

大量的机会与挑战，在市场和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发生了区域不平衡和政策法规的动态变革等问题。网

络关系的利用为创业者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平台。由于市场存在不完善，导致关系网络通过市场

获取资源和信息的成本较高，因此新创企业可以通过关系网络以低廉的成本来获取必需的资源。因此，

具有高网络导向型的企业在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的创业活动往往能突破困境，获取良好的发展。 
第二，从孵化企业性质的角度来看，绝大多数新创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是，孵化企业具有小而新的

特点，导致其在获取资源、博取顾客的认可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障碍。理论与实践表明，关系网络丰富、

网络活动活跃的新创企业在逆境中往往能求得生存。因为网络导向较高的新企业，通常倡导协力合作并

关注关系成员的建议与评价，同时在企业管理中提倡开放性和灵活性，这样就可以促进其利用网络关系

帮助新企业获取资源与培育竞争能力，通过与顾客及供应商的协同合作获取市场信息，最终达到不断改

善自我以赢得各方认可的目的。 
第三，从创业者的角度来看，利用合作网络优势促进成功创业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平台。创业者整

合自身所处的网络关系，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以及可利用的资源，并进行优化配置，方能为新创企业成

功孵化奠定基础。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体制政策的不断完善，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新建企业不仅要面对国内的企业竞争，而且要迎接国外企业带来的冲击。新创企业要在这样复杂的环境

中生存下来，创业者必须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利用所能获取的所有资源，与企业的外部相关者建立良好

的关系，一步步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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