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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rket	and	industry	environment	that	enterprises	face	is	dynamic	and	uncertain,	and	static	
equilibrium	formed	in	the	past	is	easily	broken.	In	a	dynamic	environment,	dynamic	capabilities	
can	help	companies	continually	adjust,	deepen,	and	rebuild	themselve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advantage	that	is	established	for	a	long	time.	In	a	new	environment,	how	to	construct	grid	enter‐
prises’	dynamic	capabilities	so	as	to	adapt	to	the	dynamic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According	 to	properties	of	grid	enterprises,	 this	paper	defines	 the	meaning	of	grid	enter‐
prises’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establishes	measure	system	of	regional	grid	enterprises’	dynamic	
capabilities	 from	 four	 dimensions	 including	 environm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manage‐
ment,	and	builds	the	evaluation	model	by	using	support	vector	machine.	With	regional	grid	enter‐
pri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dynamic	capabilities’	evaluation	based	
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is	useful	to	analyze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trend	of	dynamic	ca‐
pabilities	for	gri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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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所处市场和行业环境充满了动态与不确定性，在以往环境中形成的静态均衡容易被打破。动态能力

可以帮助企业在动态环境中不断调整、深化和重构，保持长期以来所建立的优势。在新的环境中，电网

企业如何理解、运用和分析自身动态能力，以适应动态的环境已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根据电网企业特

性，界定了电网企业动态能力的含义，从环境、技术、变革和管理四个维度建立了区域电网企业动态能

力指标体系，并运用支持向量机方法构建评价模型。以某区域电网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表明，基

于支持向量机的动态能力评价对于电网企业客观分析动态能力的现状和趋势具有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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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对新的环境，电网企业比以往更加重视其优势，而企业的优势来自于企业能力。关注能力理论的

一些学者指出，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企业精心培育的核心能力将出现核心困境  [1]。企业的核心能力非

但不能成为企业的优势，反而制约着企业的发展。核心能力困境主要表现在事后理性、路径依赖和核心

能力脆化三方面  [2]。在此背景下，Teece 等 初提出了动态能力的概念，动态能力指企业构建、调整、

整合、重构内外部资源与能力的能力  [3]。随着研究的深入，多数学者认同动态能力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

的来源，但对于动态能力的定义出现了一定的差异。Zollo 和 Winter 认为动态能力与组织惯例有着密切联

系，是指组织能够在需要时产生或改变经营性惯例  [4]。Wang 和 Ahmed 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不断地整合、

再配置、更新和再创造资源和能力的行为导向，它能够利用独特的资源升级并重构核心能力以获得并维

持持续竞争优势  [5]。冯军政认为，对于动态能力的界定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动态能力是完

成抽象的组织和管理过程的能力，如：机会和威胁感知与识别能力、资源剥离或释放能力、学习能力等；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动态能力是完成具体的战略和组织过程的能力，如开发新产品和新流程的能力、营销

能力等  [6]。尽管学者们对动态能力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学术界对动态能力理论具有一定的共识。首先，

动态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应对外部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其次，动态能力是企业的高阶能力，可以对常规

能力进行扩展、改进或重造； 后，动态能力能够通过对企业资源或能力进行重构，从而帮助企业获取

较好绩效  [7]。 

由于电网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客观分析电网企业动态能力、评价电网企业动态能力

水平成为电网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的重点。借鉴已有文献，本文认为电网企业的动态能力是指企业根据外

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对资源以及能力进行整合、重组，通过技术创新，以安全、高效和清洁方式满足

社会电力需求的能力。 

本文从电网企业的特性出发，以区域电网企业为研究对象，确定电网企业动态能力维度并建立指标

体系。在研究方法上，运用支持向量机对区域电网企业动态能力进行评价。支持向量机对于有限样本有

着较强的学习性能，能够评价区域电网企业动态能力水平。动态能力概念对于企业增强应对环境和市场

变化具有关键作用。本研究将动态能力概念引入电网企业，关注新环境下区域电网企业动态能力的构成、

评价及预测分析，拓展了动态能力评价研究体系，对于电网企业准确把握自身动态能力的状况，提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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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能力水平具有参考意义。 

2. 区域电网企业动态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电网指标体系的建立，必须确定好电网企业动态能力的维度。目前，动态能力

的维度并不统一，学者们将动态能力划分为单维度和多维度。 

单维度通常采用动态能力概念，并把动态能力作为一个单维构念来测量。例如，罗仲伟在研究技术

范式转变时期动态能力对创新战略的动力支撑机制时，将动态能力视为一个单维构念  [8]。曾萍在研究环

境不确定性、企业战略反应及动态能力关系时同样把动态能力作为一个单维构念  [9]。 

多维度通常将动态能力划分为二维度或三维度以上。以企业具体战略和组织过程为视角，Danneels

将营销能力和研发能力作为动态能力，并通过题项对其进行测量  [10]。吴航将动态能力划分为机会识别

和机会利用两种能力，并实证检验了其作用于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  [11]。随着动态能力理论的发展，学

者对动态能力的维度划分日益精细化，大部分将其划分为三维度或四维度。Teece 认为动态能力表现为机

会感知能力、机会把握能力和资源重构能力，三者之间具有递进演化关系  [12]。马鸿佳在探索创业能力、

动态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时将动态能力划分为环境适应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学习能力。李彬在

研究动态能力如何影响组织常规时，认为企业动态能力由三个维度构成，包括感知能力、获取能力和转

换能力  [13]。针对双元型组织的动态能力，焦豪认为可以划分为机会识别能力、整合重构能力、技术和

组织柔性能力  [14]。在研究企业动态能力对绩效的影响机制时，刘刚认为企业动态能力可以从感知能力、

学习能力、协调整合能力和创新变革能力四大维度进行测量  [15]。 

构建区域电网企业动态能力的指标体系时，从电网企业特性出发，可从四个维度衡量电网企业的动态

能力：电网环境洞察能力、电网技术柔性能力、电网变革更新能力和电网管理柔性能力。电网企业必须依

靠环境洞察能力，感知、识别外部环境的变化，运用在技术层和管理层上的柔性适应能力，在变革更新的

动力下，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整合及能力提升，以应对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的风险。根据系统性、科

学性和可行性的指标选取原则，选取 17 个区域性电网企业指标作为评价体系的二级指标，见 图 1。 

3. 电网动态能力评价的支持向量机模型 

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建立在结构风险 小化而非经验 小化基础上，通过学习

有限样本而建立的模型具有很强的泛化能力和推广能力  [16]。设 L 个样本的训练样本集 ,i ix y ， n
ix R

为输入变量值， iy R 为对应的输出值。通过输入空间的非线性映射 将输入变量值 x 映射到高维特征

空间，并在此高维空间 F 中进行线性回归，该方法具有计算简单，它避免了过学习和欠学习以及局部极

小等问题。 

非线性函数设为： 

     , : ,nf x w x b R F w F                                 (1) 

式中：w 为权向量，b 为阈值。 

引入  -损失函数，表示当函数  if x 与样本观测值 iy 的距离不超过  时，则认为该点预测值无损失。 

 -损失函数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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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 

为寻求 优回归函数，非线性函数  f x 的回归估计问题转化为一个具有线性不等式约束的二次规划

问题，并求得唯一的全局 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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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easure system of regional grid enterprises’ dynamic capabilities 
图 1. 区域电网企业动态能力指标体系 
 

支持向量机回归的目标函数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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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0  为允许的拟合误差； 0i  和 * 0i  为松弛因子； 0C  为惩罚因子，用于控制对超出误差
的样本的惩罚程度。参数 C 越大，  越小，则表明训练精度越高，推广能力较差；C 越小，  越大，则

得到越高的推广能力。 

通过引入拉格朗日因子 和 *
i ，构造 Lagrange 函数，非线性 SVR 可以转化为对偶二次规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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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求解，得到非线性回归函数为： 

        *

1

,
l

i i i j
i

f x w x b K x x b  


                             (7) 

式中：  ,i jK x x 为核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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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i jx x  表示映射到高维特征空间的内积运算，由于该运算会产生“维数灾难”，通过采用核

函数  ,i jK x x 来代替来解决此问题，即      T
,i j i jK x x x x  。高斯核函数表现出较强的学习能力，通

常选其做为核函数。 

高斯核函数为： 

 
2

2
, 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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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

x x
K x x



   
 
 

                               (8) 

当采用高斯核函数时，非线性回归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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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4. 实证研究 

选择某电网公司下属的五个地市级电网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区域电网企业动态能力指标体系为准，

将 2013~2015年五个地市的指标值作为 SVM模型的输入。根据动态能力发展的状况，由专家对 2013~2014

年五个地市电网公司动态能力进行打分，分数见 Y 值的 1~10 项，其作为 SVM 模型的输出。2013~2015

年的五地市的原始数据值分别为 表 1 的 1~5 项、6~10 项、11~15 项。 

SVM 模型将所有样本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1~10 项为训练集，11~15 项为测试集。通过对训练集

2013~2014 年的学习构建模型以得到预测集 2015 年的动态能力分数，即 Y 值的 11~15 项。引入  -损失函

数对训练集进行训练，经过适应性的学习后，找到支持向量，建立训练模型，得出相应的权值和系数，

进而预测 2015 年五地市的动态能力分数。 

由于动态能力指标的量纲不同，为保证支持向量机的学习能力，首先对数据归一化到[0,1]区间。然后

使用 PC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进行降维预处理，该方法通过线性变换将原始数据变换为一组各维

度线性无关的表示，用于提取数据的主要特征分量。经过变换，样本维数由 17 维变为 7 维，结果见图 2。 

本文选取 REF 核函数，该核函数预测精度较高，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建立模型，需要确认 佳关

键参数 g (gamma)和惩罚参数 c。采用网格参数寻优方法来获取 优参数，该方法同时搜索 c 和 g 达到

优的参数组合，选取 c 小的作为 优的参数组合，因为 c 值越大会发生过学习现象，使得预测准确率

降低， 终 c 为 9.1896，g 为 0.0206，参数优化结果见 图 3。 

对参数寻优后，对训练集进行回归预测。建立的 Model 模型支持向量共 10 个，对应有 10 个支持向

量权重，b 值：−0.7876。因而 SVM 动态能力评价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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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Five cities’ dynamic capability index value in 2013-2015 
表 1. 2013~2015 年五地市动态能力指标值 

序号 Y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1 95 0.27 0.31 2.44 1.20 0.37 2.46 1.03 0.86 

2 87 0.17 0.20 1.79 1.13 0.38 1.68 0.44 0.11 

3 88 0.71 1.01 3.08 0.31 0.82 3.37 0.20 0.05 

4 93 0.11 0.23 1.68 1.19 0.38 2.57 0.58 0.51 

5 90 1.31 0.60 2.12 0.64 0.82 2.27 0.27 0.03 

6 94 1.14 0.29 2.05 0.87 0.83 2.77 1.00 0.35 

7 88 0.17 0.18 1.75 0.86 0.91 3.10 0.93 0.20 

8 87 0.63 1.20 1.91 0.45 0.78 3.45 0.19 0.04 

9 91 0.25 0.25 2.00 0.59 1.00 2.54 0.29 0.17 

10 88 1.11 0.67 2.02 0.39 0.90 2.24 0.31 0.03 

11  1.66 0.29 2.13 1.07 0.88 2.95 1.02 0.49 

12  0.18 0.13 1.79 1.21 0.93 3.93 0.95 0.24 

13  0.58 1.33 1.82 0.45 0.69 3.65 0.20 0.03 

14  0.38 0.24 2.04 0.81 1.00 2.51 0.45 0.36 

15  0.91 0.66 2.01 0.60 0.98 2.22 0.38 0.04 

序号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1 −0.23 0.09 13,918.00 2.73 1.75 3.95 133.14 0.01 607.35 

2 2.54 0.91 164,481.00 3.39 1.96 4.07 137.58 5.65 524.39 

3 0.40 0.23 876,206.00 1.60 0.92 7.01 209.60 3.00 430.07 

4 2.36 2.24 54,702.00 5.68 3.79 3.08 35.91 9.60 406.43 

5 2.88 0.98 424,823.00 1.98 1.46 6.65 135.94 0.07 474.76 

6 −174.44 −0.67 15,139.92 2.44 1.52 3.93 152.91 −0.05 671.82 

7 3.72 0.57 214,347.74 3.49 1.84 5.57 152.38 5.17 700.17 

8 0.65 0.14 935,370.06 1.57 0.88 8.33 219.13 2.00 486.73 

9 0.47 −0.87 62,986.00 5.41 3.59 3.65 43.04 −2.60 402.06 

10 −0.07 0.58 564,917.30 2.06 1.42 5.77 134.04 0.07 489.79 

11 −47.78 0.25 16,462.94 2.40 1.42 4.04 172.96 0.04 798.43 

12 2.51 0.85 223,746.75 3.25 1.76 9.27 174.12 6.93 697.65 

13 0.91 0.05 956,178.39 1.27 0.73 8.44 238.75 3.26 365.03 

14 0.49 0.26 65,245.20 5.05 3.13 3.08 43.39 −5.03 445.78 

15 0.74 0.09 589,532.10 1.82 1.25 5.99 149.15 0.06 488.61 

 

支持向量机对训练集进行学习结果显示 MSE = 0.00628，相关系数 = 0.94。专家评分和 SVM 预测结

果的相对误差较小，说明 SVM 模型对于区域电网企业动态能力评价是可行的。训练集拟合结果见 表 2。 

后，用建立的 SVM 动态能力评价模型对测试集进行预测，得出 2015 年五地市的动态能力分数，

见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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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result of dimension reduction 
图 2. 降维结果 

 

 

Figure 3. The result of parameter optimization 
图 3. 参数优化结果 

 

如 图 5 所示，在 2013~2015 年，A 市的动态能力分数终保持第一，而 C 市的动态能力分数始终处在

低。观察动态能力指标发现，A 市有 7 个指标值处在第一，分别是：10 千伏人均配变容量、110 千伏

主变 N-1 通过率、市辖 10 千伏互联率、市辖 10 千伏电缆化率、单位电网资产供电负荷、10 千伏及以下

配网线损率和单位电量输配电成本。A 市将近一半的指标表现优异，说明该市在环境洞察、变革更新、

技术和管理方面有着较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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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Fitting result of train set 
表 2. 训练集拟合结果 

序号 专家评分 SVM 结果 相对误差(%) 

1 95 94.92 −0.08 

2 90 90.56 0.62 

3 88 88.08 0.09 

4 93 92.92 −0.09 

5 90 88.46 −1.74 

6 94 93.92 −0.08 

7 89 90.12 1.24 

8 87 86.92 −0.09 

9 91 90.92 −0.09 

10 88 88.24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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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urve: five cities’ dynamic capability scores in 2015 
图 4. 2015 年五地市动态能力分数 
 

C 市的动态能力分数 低是由 8 个问题指标导致的，分别是：220 千伏单位电网支撑等效装机、10

千伏人均配变容量、市辖 10 千伏互联率、市辖 10 千伏电缆化率、单位电网资产供电负荷、单位电网资

产售电量、10 千伏及以下配网线损率和单位电量输配电成本。上述指标值较不理想，220 千伏单位电网

支撑等效装机指标反映了电网对电源的支撑能力，该指标值在三年中均超过了 1，说明线路无法满足现

有规模的装机容量，导致电力无法有效送出，造成了资源浪费。10 千伏及以下配网线损率一直处于 8%

左右，明显高于其他地市的线损率，C 市应当通过管理和技术措施不断降低线损率。由于该市供电半径

较大，市辖 10 千伏互联率三年平均值仅为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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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Five cities’ dynamic capability scores in 2013-2015 
图 5. 2013~2015 年五地市动态能力分数 

 

近年来，D 市和 E 市单位电网投资增供负荷、单位电网投资增售电量这两个指标不乐观，投资项目带

来的效益有所下降，今后两地市电网公司应当科学安排投资项目，做好投资决策工作。此外，E 市的电缆

化率低，仅为 3%左右，该市应当加强电网规划和电缆化改造工程，保证城市电网的可靠性及传输能力。 

在 2013~2015 年，A 市、B 市和 C 市的动态能力分数均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三市共有 4 个指标表现

越来越差，分别是：单位电网资产售电量、10 千伏及以下配网线损率、单位电量输配电成本和每万元电

网资产运行维护费。其中，A 市、B 市和 C 市的单位电量输配电成本和每万元电网资产运行维护费每年

都在增加，表明这三个地市都需要加强成本管理和控制，促使电网成本合理化。 

通过五地市数据可知，在 2013~2015 年，以水电、风电和光伏为主的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均保持稳定

的增长，可以预见未来区域电网企业发展清洁能源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和全球能源

互联网发展为清洁能源的发展带来了契机。电网企业应当承担奉献清洁能源的使命，积极开发清洁能源技

术，加大输送清洁能源的能力，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电力需求，实现清洁能源快速健康发展。 

5. 结论 

本文在界定电网企业动态能力定义的基础上，根据对电网企业动态能力进行剖析后，将电网企业动

态能力维度划分为四维：电网环境洞察能力、电网技术柔性能力、电网变革更新能力和电网管理柔性能

力。在此基础上，对电网企业动态能力进一步量化，以区域电网企业为评价对象构建了电网企业动态能

力评价指标体系。 

针对评价对象是有限的情况，采用支持向量机模型进行评价。实证结果表明：某区域内电网企业的

动态能力水平各不相同，并且近年来该区域内电网企业的动态能力有明显下降趋势。电网企业管理者应

当客观分析和评价电网企业动态能力水平和趋势，不断提升电网企业在环境洞察、变革更新、技术柔性

和管理柔性方面的能力。 

本研究阐述了动态能力概念，对其机制的分析尚停留在理论层面。今后，本研究应结合电网企业动

态能力的特性，对动态能力形成和演化做出更进一步的探索。此外，随着电网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

化发展，应对区域电网企业动态能力指标体系理应做出丰富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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