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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敏捷性、惯例更新与制造企业
服务化转型绩效

杨蕙馨 刘如月

摘要:服务化转型是制造企业为了应对动态环境的挑战而不断改造自身,优化内部能力以期与复杂动荡的

市场环境动态匹配的过程。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运营能力的微观基础为切入点,深入分析推动制造企业

高质量发展情境下企业能力升级与演化的过程,构建从战略敏捷性到惯例更新,再到服务化转型绩效的过

程逻辑,并分析战略一致性对该过程的限制性作用。通过对373家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

究发现:(1)惯例修正行为和惯例创造行为在战略敏捷性和服务化转型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2)战略一

致性通过加速敏捷性企业惯例更新的进程,进而提升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绩效。研究表明,敏捷地整合

并利用企业内外部资源和能力可以推动企业能力的适应性演化,助力企业突破现有能力禀赋,更好地响应

新需求、解决新问题等,同时随着战略一致性程度的增加,战略敏捷性对服务化转型提质增效的驱动作用

不断被强化。
关键词:战略敏捷性;惯例修正行为;惯例创造行为;战略一致性;服务化转型绩效

DOI:10.19836/j.cnki.37 1100/c.2020.05.014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激活内生动力,深化制造

业的转型升级无疑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心。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要求企业寻找竞争优势新引擎,
而沿着行业价值链向高价值环节攀升可以为制造企业带来更高的客户满意度、更好的盈利能力和更

稳定的收入来源①。制造企业从生产产品到注重提供服务的战略转变,也是企业发展的主导逻辑从

以产品为中心转变为以服务为中心的过程②。动态能力作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帮助制造企业

完成从产品到服务的过渡、向高价值解决方案或服务嵌入的转变③。
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是对客户需求升级、技术变革速度加快和竞争条件加剧的有效回应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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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势必面临着与服务设计、运营战略和组织转型相关的各种挑战①,有效的服务

化转型需要企业流程和能力的转变②,构建与服务化需求相匹配的投资与运营过程③。动态能力理论

强调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创建、扩展和修改当前资源和能力的基础来维持企业竞争优势④,动态能力

对制造企业实现服务化的驱动作用逐渐被发现⑤。已有研究关注了不同类型的动态能力、动态能力

间的复杂交互效应等对服务化转型的影响⑥⑦,强化了动态能力对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驱动价值,
但未能解释动态能力如何修改和扩展能力基础,以更好地实现能力演化与环境变化的动态匹配。事

实上,企业能力植根于知识的组织过程和惯例,动态能力的输入是资源和流程、惯例的初始配置,其输

出则是资源和惯例、流程的新配置,因此动态能力势必涉及惯例的转换过程⑧。与以往研究不同,战
略敏捷性不仅具备感知、抓住和重新配置等动态能力微观基础的特质⑨,而且是一种能持续快速地感

知和响应环境变化的动态能力,使企业始终保持对行业发展、用户需求变化的洞察力,加速服务化

转型计划的实施。当出现机会或威胁时,战略敏捷性作为企业识别市场变化并有效配置资源以抓住

机遇的动态能力,能够帮助企业确定停止或扭转现有资源能力承诺的时机,引导企业惯例进行不同

程度的演化和更新,加速服务化转型的提质增效。
因此,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惯例更新为切入点深入分析战略敏捷性作用于制造企业服务化

转型绩效的内在逻辑。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是:第一,关注服务化转型过程中动态能力对运营能力基

础的修改和扩展过程,厘清服务化转型企业如何适应变化、创新价值捕获机制的动态过程。第二,发
掘战略敏捷性引导惯例更新驱动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绩效的内部适用条件,强调企业的战略变革并

非一蹴而就,需要企业各部门、各层级间达成一致并密切配合,弥补以往研究仅考虑环境不确定性、市
场动荡性等外部情景因素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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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设

(一)理论机制

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是企业从销售产品转向销售产品服务系统的过程①,对以产品为中心的

制造企业而言,新增的服务导向往往涉及向新的战略方向、新的组织结构和新的技术等重大转变②。
已有研究证实了客户③、供应链整合④、信息技术等通过对服务化方向和组织结构等发挥作用而影响

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⑤,但以上驱动因素的作用机制都是基于企业能够完全感知、抓住和适应机

会。换言之,成功的服务化转型需要感知和抓住市场机会,以持续不断重新校准服务化方向,有效满

足市场中的新需求。为了不断开发新服务并理解服务提供的基本逻辑,企业必须开发能够实现服务

创新的动态能力,战略敏捷性作为企业转型的关键动态能力,可被视为长期保持高绩效的关键驱动因

素⑥。由此可见,战略敏捷性通过有效和高效地帮助企业在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实现战略转变,已成

为服务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因素。
在服务化转型过程中,战略敏捷性的高低决定了企业将资源、流程等与客户需求和期望进行协调

的速度和效用,而能否成功的关键则取决于企业惯例。这是因为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是企业的“跨
界”升级过程,而企业现有的流程、惯例、组织设计等不能匹配服务化进程,惯例更新的速度和程度决

定了企业能否迅速纠正组织的错位并快速响应新的机会。与战略敏捷性相比,企业的流程、惯例和组

织设计等是低阶的能力,只有受到动态能力的影响才可能发生改变⑦。动态能力帮助企业在不断变

化的商业环境中重新配置、构建和整合其资源和能力⑧,亦即战略敏捷性作为一种战略选择,引导企

业在机会或需求出现时更新现有的惯例,以使组织和环境保持一致。通过支持创新活动的最佳配置,
不仅有助于维持公司的适应性进化并防止僵化,而且可以有效弥补惯例与战略不匹配的差距。

虽然制造企业基于财务、战略和营销方面的考虑制定了服务化转型的决策,但决策的内化、接受

和行动过程需要企业内部各职能领域对战略决策有基本的了解⑨。高战略一致性的企业容易就竞争

优先级、结构决策和运营决策表现出高度的共识,这种高度共识以及恰当的决策可以带来卓越的绩

效;战略一致性程度较低的企业对这些相同的竞争优先事项、结构和基础设施决策的看法不一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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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每项职能都旨在促进其在战略规划过程中的目标,各职能部门会努力将企业拉向不同的方向,导致

实现的结果与预期的决策完全不同,实施的错位干扰了转型绩效的实现①。随着战略一致性程度的

改变,通过协调和调整公司内部的关键系统、流程和决策来促进战略决策实施的进程会受不同程度的

影响。因此,提高目标一致性和达成共识等,可以创造性地利用每个参与者的潜力,更有效地推动转

型决策的落地实施。
因此,本文引入动态能力理论打开能力的不同层级驱动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绩效的黑箱,以战略敏

捷性为起点分析动态能力引导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作用路径,旨在揭示具有动态能力的制造企业如何

通过更新现有惯例完成服务化转型的运营能力升级,并揭示战略一致性如何发挥其限制性作用。
(二)研究假设

1.战略敏捷性和服务化转型绩效。战略敏捷性是企业感知、识别环境变化并据此不断调整战略方

向,更新价值创造方法的能力。服务化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应始终保持自我更新和灵活性的能力②,调
整必要的组织配置以便持续快速地感知和响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具备敏捷性的制造企业以环境为依

据不断重新配置企业能力,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和市场趋势,为服务化转型提供了先决条件③。
制造企业并不拥有设计和提供服务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想法等④,实时信息的获取有助于提升制

造企业服务化的时效性和实效性。首先,战略敏捷性帮助企业在更高效获取客户信息的基础上明确

当前服务与客户需求之间的差距,有效识别市场需求和机遇,为制造企业采用更健全的生产计划以应

对市场的突然变化提供了方向,并加强服务提供与服务设计周期之间的反馈循环⑤。同时,敏捷性高

的制造企业更能检测到市场中的技术变革和竞争对手的行为,感知市场环境中嵌入的机会、威胁和变

化,然后通过重新配置其战略和资源实现快速响应。其次,战略敏捷性越高,意味着企业先发制人的

概率越大。监管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带来新的市场或地理区域,敏捷性高的制造企业可以优先

竞争对手获取稀缺资产来获得优势,这些资产可能是物质资源或其他过程投入,而早期进入的制造企

业可以塑造客户的成本和结构偏好⑥。最后,战略敏捷性意味着企业能够根据新事件和外部环境的

变化,动态地审查或重构企业的服务化决策,以动荡的外部市场环境为基准,不断地优化企业的服务

化方向和进程,通过前瞻性努力有效感知、抓住和识别服务创新的机会,以提供更具响应性、效用性的

服务。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1:
假设H1:战略敏捷性正向影响服务化转型绩效。

2.战略敏捷性和惯例更新。Nelson和 Winter将惯例概念化为类似反射的自动过程,使团体中的

个体用一系列特定的重复动作对特定的刺激做出反应⑦。通过强化或调节,某些行为反应随着时间

的推移变得与某些刺激相关联,导致重复的行为模式。由于惯例是自动执行的,并不随着时间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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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显著变化,因此企业惯例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受到的环境刺激,而不是由执行惯例的个

体进行的内生变化。企业的转型过程是企业为了更好地匹配外部环境进行的战略选择,市场环境的

波动性和复杂性增加引起企业惯例的持续演化。惯例更新是企业通过环境扫描,对企业现有惯例进

行拆解、变异、选择和保留等一系列活动以使企业惯例匹配企业发展的过程。高洋等在总结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通过类比进化理论中的遗传和变异两种形式,将惯例更新细分为惯例修正行为和惯例创造

行为两个维度①。其中,惯例修正行为是在遗传部分惯例的基础上,对不适应企业环境的惯例进行优

化,以修正和完善企业惯例;惯例创造行为是对现有惯例的变异,通过试错和迭代,创造出新颖的、与
环境耦合匹配的惯例。对惯例更新的维度划分体现了惯例变化程度的高低,因此本文采用该分类以

分析惯例更新的传导机制。
敏捷的制造企业善于感知市场环境的变化,识别机会和威胁、搜寻和检索相关知识,积累的资源

和能力等被不断转化和嵌入到企业惯例中,当前的惯例被持续改进和改变以及时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首先,战略敏捷性为企业惯例改进提供了方向。敏捷企业能够检测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变革需求信

号的释放引导企业不断发展和加强其能力,通过迭代、事前反馈、事后反馈和严格的调试等方法创建

和重新组合新资源,打破企业现有内部流程和惯例的一致性和互补性,触发惯例的复杂性,以期及时

有效地调整和修改其惯例或商业模式②。其次,战略敏捷性为企业持续创新流程提供了更高的资源

配置灵活性,更有效的集成、构建和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可以加速企业进行流程和惯例规划设计,以
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程度响应市场,实现企业惯例优化与环境动态性、不确定性的匹配。再次,高战

略敏捷性的企业其高层管理团队往往更加团结并更易快速开展大胆的战略行动③,敏捷企业的领导

更易认识企业内外各级发生的具有潜在价值的实验,并鼓励和激励所有部门和外部合作者积极参与

实验,以确定流程或惯例的持续运作中的新颖解决方案,不断探索和尝试新的业务模式④。最后,高
敏捷性的企业会持续创建复杂的多层次动态创新系统,企业日常环境突发事件警报反应机制更加健

全,环境中不可预测的离散变动更易被企业感知并记录在案,有利于响应客户表达和潜在需求所需的

流程和能力的发展,加速企业将资源重新分配到新路径的过程,重新部署企业的价值捕获机制。因

此,本文提出假设H2a和H2b:
假设H2a:战略敏捷性正向影响惯例修正行为;
假设H2b:战略敏捷性正向影响惯例创造行为。

3.惯例更新和服务化转型绩效。服务化是制造企业实施转型的关键市场战略,随着服务化程度

的提高,制造企业需要开发和改变其商业模式,从产品提供商转变为解决方案、甚至是绩效提供商,以
提高竞争优势、客户满意度、运营绩效等⑤。随着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制造企业面临着服务化转型速

度、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增加,惯例更新帮助企业持续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不可预见的变

化,从而有效缓解企业当前状态与其市场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客户需求的个性化和定制化转

变,惯例更新程度较高的制造企业能够减少启动和实施服务化转型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可以更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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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实现其变革目标,迅速利用市场机会或对内、外部变化做出响应①。持续的流程和惯例改进加

速了企业服务创新的进程,可以有效避免行业生命周期造成的技术过时,企业差异化竞争优势不断增

加,差异化服务的不断涌现不仅可以有效地锁住现有客户,还可以吸引新客户,与客户构建长期的共

赢关系。同时,惯例更新可以帮助企业整合资源和能力、精简人员、简化流程环节,并通过功能开发和

资源集成来调整市场策略和方法,更好地提升转型绩效。换言之,惯例更新通过增益和释放资源有效

降低运营成本,实现精益服务以构建持续竞争优势。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3a和H3b:
假设H3a:惯例修正行为正向影响服务化转型绩效;
假设H3b:惯例创造行为正向影响服务化转型绩效。

4.惯例更新的中介作用。战略敏捷性为企业快速感知机会和威胁、有效抓住新的服务机会提供

了条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市场新趋势、客户需求、新兴技术和新兴生产流程等。客户需求、竞争对手

行为等驱使制造企业不得不重新思考和创新现有流程或开发新流程,推动企业从产品提供商到产品

服务系统、一体化解决方案、绩效等提供商的转型,以支持服务化转型和新的价值主张获得更高和更

稳定的利润②。高惯例更新的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将市场机会转化为创新性增值服务,通过提供完全

根据客户的需求和目标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或产品服务系统等为客户创造更高的价值,缩小企业交

付的服务与客户需求之间的差距,以期对现有和潜在客户更具吸引力。可见,惯例更新在战略敏捷性

与服务化转型绩效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传导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4a和H4b:
假设H4a:战略敏捷性通过惯例修正行为正向影响服务化转型绩效;
假设H4b:战略敏捷性通过惯例创造行为正向影响服务化转型绩效。

5.战略一致性的调节作用。战略一致性是指企业内部各层级、层级的各部门对企业战略和目标

的共同理解,以及就如何实现战略目标的方法和方式达成一致性认知的程度。战略一致性可以促进

行动的沟通和协调,创造协同效应,加速变革和创新,并改善转型绩效③。
企业想要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必须同时兼顾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④。战略敏捷性厘清了企

业应该做哪些正确的事,而正确地做事不仅包括构建与企业战略匹配的流程、惯例和能力等,还需要

企业内部就战略和目标达成一致认知。换言之,企业寻求和保持竞争优势需要各级和各部门对战略

的一致认可与支持,增进不同部门或团队之间的协调。当企业战略一致性较低时,企业内部会对企业

战略重点的理解和承诺不足,当企业的战略因环境变化而发生剧烈变化时,既定的惯例和结构会阻止

企业更新当前的资源和能力基础,导致结构和认知惯性以及更高的失败概率⑤。当企业战略目标一

致性较高时,企业感知的环境信息和战略变更信息会更快地在企业内传播,企业内部拥有和理解共同

的战略目标,企业各级和各部门可以根据战略目标分析其各自应承担的绩效、计划和行动,明确他们

对实现战略目标的贡献,助推流程、能力、惯例等更新过程,更好地实现战略目标、能力和流程等之间

的契合与匹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5a和H5b:
假设H5a:战略一致性正向调节战略敏捷性与惯例修正行为的关系;
假设H5b:战略一致性正向调节战略敏捷性与惯例创造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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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一致性会影响整个企业各个层级的战略、目标、行动计划和决策的配置,从而对企业追求组

织目标的合作、协调工作或实践产生影响,因此,各级管理人员和各个部门内部对企业战略和分级目

标的共同理解是企业将机遇转化为绩效的关键。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是制造与服务融合的跨界转

型,制造企业感知客户需求升级以制定总体战略变动时,一致性程度越高,低层级的决策越可以与上

层决策保持一致,各职能部门的活动和决策也可以实现相互补充、支持和协调,从而推动战略敏捷性

通过惯例更新驱动制造企业服务转型绩效的全过程。因此,综合以上所有假设,本文提出假设 H6a
和H6b:

假设H6a:战略一致性正向调节惯例修正行为在战略敏捷性与服务化转型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即战略一致性程度越高,战略敏捷性通过惯例修正行为影响服务化转型绩效的作用越强。

假设H6b:战略一致性正向调节惯例创造行为在战略敏捷性与服务化转型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即战略一致性程度越高,战略敏捷性通过惯例创造行为影响服务化转型绩效的作用越强。

根据以上假设及推导,本文的有调节的中介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测量

战略敏捷性主要参考了Idris和Al-Rubaie的量表①,包含8个题项;惯例更新采用高洋等基于中

国情景提出的量表②,惯例修正行为和惯例创造行为各3个题项;战略一致性采用胡查平等开发的量

表③,共4个题项;服务化转型绩效主要参考了Oliva等和张雅琪等的量表④⑤,共7个题项。对于成

熟的英文量表,研究采用双向互译法确定中文题项,并根据中国情景进行完善和修正。研究量表均采

用5点式里克特量表,其中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研究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对服务化转

型支持程度(被试自评)、企业成立年限作为控制变量,以期更好地探究研究变量之间的效应。研究变

量的具体题项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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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收集

样本选择的标准是提供产品延伸服务的制造企业,问卷中设置选项跳题,无服务提供的样本企业

会自动结束答题,调查对象为制造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从而确保被试对调查内容有明确认知。问卷

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发放,一方面通过课题组成员在制造业聚集的产业园区进行陌生拜访,另一

方面选择制造业服务型制造较为发达的地区随机抽样,利用邮件向目标企业发送电子问卷。问卷发

放和收回时间为2018年9至12月及2019年6月,在正式发放问卷前,随机发放65份问卷进行了预

调研,对问卷进行修改和完善后展开正式调研,共发放问卷610份,剔除没有开展服务活动的制造企

业问卷和填答无效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37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61.1%,有效样本主要来自山东、河
南、广东、浙江和福建等地,样本描述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描述统计结果

样本特征 频数 频率 样本特征 频数 频率

所有制性质

企业规模

企业成立年限

国有(含国有控股)企业 98 26.3%

民营企业 182 48.8%

三资企业 77 20.6%

其他 16 4.3%

小型企业 152 40.8%

中型企业 154 41.3%

大型企业 67 17.9%

5年及以下 112 30.0%

6 15年 186 49.9%

16年及以上 75 20.1%

行

业

类

型

通讯、电子设备制造业 76 20.4%

化学化工制造业 44 11.8%

通用设备制造业 70 18.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52 13.9%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8 7.5%

金属及非金属制造业 26 7.0%

专用设备制造业 27 7.2%

家具设备制造业 39 10.5%

其他制造业 11 2.9%

(三)信度和效度检验

研究通过SPSS22.0对调研结果进行信、效度分析,使用科隆巴赫系数进行信度检验,各构念的

科隆巴赫系数均大于0.8,因此量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信度;所有量表均是权威量表,在发放前经过课

题组多次讨论,对问卷题项进行了反复修正,因此量表内容效度较高;使用因子载荷、AVE、复合信度

(CR)等进行效度检验,所有研究题项因子载荷、变量AVE和CR均大于0.58,所以量表具有较高的

收敛效度。具体数值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信度与效度

题项 因子载荷 AVE 科隆巴赫系数

战略敏捷性

(简称SA)

会对用户需求的变化做出迅速反应 0.886

可以为用户提供定制的产品/服务 0.826

可以对竞争对手开发的新产品/服务迅速做出反应 0.853

会根据竞争对手的价格变化迅速推出新的定价方案 0.800

可以将销售领域迅速扩展至新地区/市场 0.776

能够迅速调整产品/服务的种类 0.827

经常采用新技术以期更好、更快地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服务 0.835

经常通过更换供应商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0.848

0.692 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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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2

题项 因子载荷 AVE 科隆巴赫系数

惯例修正行为

(简称RR)

如果掌握新的知识或技术,会用它们改进公司的流程规范 0.856

会不断调整标准流程以获得更高的运作效率 0.854

会定期考察和评估现有的组织流程 0.847

0.726 0.888

惯例创造行为

(简称RC)

会主动变革企业流程以迎接外部新挑战 0.859

鼓励员工以“试错”的方式创新组织规范/流程 0.866

有时会无意识地创造性改变一些组织规范,却收效良好 0.875

0.751 0.900

战略一致性

(简称SC)

会根据公司战略目标进行资源的配置与协调 0.856

各部门会根据公司战略目标执行任务或项目 0.857

会密切关注任务或项目的实施或执行情况 0.844

各个任务或项目之间是相互支持的 0.864

0.732 0.916

服务化转型绩效

(简称STP)

服务化转型后年销售收入增长幅度变大 0.751

服务化转型后主营业务利润率增长速度变快 0.694

服务化转型后盈利能力不断提升 0.793

收入中服务收入占比不断增加 0.755

提供产品服务解决方案的有效性不断提升 0.777

提供产品/服务的履约率不断增加 0.793

服务化转型后,客户对产品或服务的满意度不断提高 0.794

0.587 0.908

主要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AVE的算数平方根及Pearson相关系数等,如表3所示。使用

AVE进行判别效度检验,通过AVE和变量相关系数比较可知,所有变量的算数平方根均大于任意变

量间的相关系数,因此量表判别效度较好。同时战略敏捷性、惯例创造行为、惯例修正行为、服务化转

型绩效之间均在小于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相关关系,为验证研究假设的合理性提供了初步

证据。

表3 主要变量相关系数及区别效度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相关系数及 AVE

SA RR RC SC STP

SA 3.5593 1.03669 0.832

RR 2.9687 1.18050 0.564** 0.852

RC 3.1457 1.20851 0.551** 0.685** 0.866

SC 3.1173 1.16879 0.080 0.491** 0.629** 0.856

STP 3.4588 0.86803 0.519** 0.551** 0.539** 0.417** 0.766

  注:**表示在P<0.01,斜对角线上的数值为变量的 AVE。

(四)同源方差检验

研究使用 Mplus7.0统计软件对所有主要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如表4所示。对比分析四

因子模型、三因子模型、二因子模型和单因子模型,研究模型的模型配适度最优(χ2/df=1.736、
RMSEA=0.044、TLI=0.970、CFI=0.973),显示出量表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可以进行假设检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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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所含因子 χ df RMSEA TLI CFI

研究模型 SA、RR、RC、SC、STP 459.984 265 0.044 0.970 0.973

四因子模型 SA、RR+RC、SC、STP 686.204 269 0.064 0.936 0.943

三因子模型 SA、RR+RC+SC、STP 1365.391 272 0.104 0.835 0.850

二因子模型 SA、RR+RC+SC+STP 2077.510 274 0.133 0.729 0.753

单因子模型 SA+RR+RC+SC+STP 3423.620 275 0.175 0.529 0.568
不可测量潜在

因子模型

固定潜在方差因子的所有载荷值相等,

且方差为1
563.737 250 0.058 0.948 0.957

  注:+表示将变量进行合并

为了削弱同源方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调查问卷采用匿名答题的方式进行。为了进一步了解同源

方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程度,本文使用Mplus7.0进行控制不可测量潜在因子方法检验,由表4可知,研
究模型(χ2/df=1.736、RMSEA=0.044、TLI=0.970、CFI=0.973)的拟合优度明显优于控制不可测量潜

在因子模型(χ2/df=2.255、RMSEA=0.058、TLI=0.948、CFI=0.957)。因此,调研数据虽然是被试在

同时间地点的统一填写,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但是同源方差问题对研究结果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四、实证分析

(一)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使用SPSS中Hays和Preacher教授开发的PROCESS3.3版本通过bootstrapping方法进

行假设检验,进行5000次重复抽样,偏差校正置信区间为95%,以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为显著性判断

标准,表5和表6显示了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由表5可知,自变量到中介变量,即战略敏捷性到惯

例修正行为(β=0.4862,P<0.001)、惯例创造行为(β=0.4554,P<0.001)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假
设H2a、H2b得到支持;中介变量到因变量,即惯例修正行为(β=0.1641,P<0.001)、惯例创造行为(β=
0.1239,P<0.001)显著影响服务化转型绩效,假设 H3a、H3b得到支持;自变量到因变量,即战略敏捷

性到服务化转型绩效的总效应(β=0.2719,P<0.001)、直接效应(β=0.1357,P<0.01)都得到了验

证,假设H1得到支持。

表5 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 路径 估计值 标准误 t值

直接效应

SA→RR 0.4862*** 0.0570 8.5286

SA→RC 0.4554*** 0.0581 7.8429

SA→STP 0.1357** 0.0443 3.0663

RR→STP 0.1641*** 0.0423 3.8766

RC→STP 0.1239** 0.0416 2.9816

企业规模→STP 0.0131 0.0546 0.2393

企业对服务化转型支持程度→STP 0.1741*** 0.0354 4.9214

企业成立年限→STP 0.0128 0.0574 0.2222

总效应 SA→STP 0.2719*** 0.1890 0.3548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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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采用bootstrapping分析方法,以惯例修正行为、惯例创造行为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是否显

著不包含零作为惯例更新中介效应存在与否的判断标准。由表6可知,战略敏捷性通过惯例修正行

为、惯例创造行为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0798(置信区间为[0.0310,0.1336])、0.0564(置信区间为

[0.0032,0.1093]),置信区间均为正且不包含0,因此惯例更新的中介作用存在,假设 H4a、H4b得
到支持。

表6 中介效应bootstrapping分析及模型拟合优度结果

中介变量 效应 标准误 下限 上限 R2 均方误差 F值 自由度1 自由度2

RR 0.0798 0.0263 0.0297 0.1343 0.3615 0.8995 52.0887

RC 0.0564 0.0263 0.0066 0.1092 0.3679 0.9332 53.5541
4 368

(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由表7可知,战略敏捷性(β=0.5540,P<0.001)、战略一致性(β=0.4311,P<0.001)及其交互项

乘积(β=0.0966,P<0.01)正向影响惯例修正行为,即战略一致性正向调节战略敏捷性与惯例修正行

为,同时战略一致性程度高低对战略敏捷性和惯例修正行为的调节效应存在差异,因此假设 H5a得到

支持;战略敏捷性(β=0.5457,P<0.001)、战略一致性(β=0.5860,P<0.001)及其交互项乘积(β=
0.0777,P<0.05)正向影响惯例创造行为,即战略一致性正向调节战略敏捷性与惯例创造行为,同时

战略一致性程度高低对战略敏捷性和惯例创造行为的调节效应存在差异,因此假设H5b得到支持。

表7 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RR RC

效应 标准误 t值 效应 标准误 t值

SA 0.5540*** 0.0492 11.2642 0.5457*** 0.0430 12.6944

SC 0.4311*** 0.0382 11.2787 0.5860*** 0.0334 17.5433

SA×SC 0.0966** 0.0353 2.7360 0.0777* 0.0308 2.5202

SC低值 0.4412*** 0.0634 6.9594 0.4548*** 0.0554 8.2095

SC高值 0.6669*** 0.0650 10.2605 0.6365*** 0.0568 11.2057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由表7数据可以画出战略一致性调节战略敏捷性与惯例更新关系的调节效应图,如图2所示。
由图2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战略一致性的调节效应。

图2 调节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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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8可知,在战略一致性高值(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值(均值-一个标准差)的不同取值情

况下的条件间接效应。当战略一致性程度较低时,战略敏捷性通过惯例修正行为、惯例创造行为影响

服务化转型绩效的间接效应为0.0724(置信区间为[0.0260,0.1293])、0.0564(置信区间为[0.0051,

0.1116]);当战略一致性程度较高时,战略敏捷性通过惯例修正行为、惯例创造行为影响服务化转型

绩效的间接效应为0.1094(置信区间为[0.0431,0.1820])、0.0789(置信区间为[0.0079,0.1515])。
由所有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可知,无论战略一致性程度高抑或低,战略敏捷性通过惯例更新对制造企

业服务化转型绩效的间接效应都显著存在。同时,根据表7中INDEX等判定指标可知,战略一致性

对战略敏捷性通过惯例更新进而间接影响服务化转型存在调节作用的INDEX值分别为0.0158(置
信区间为[0.0029,0.0332])、0.0096(置信区间为[0.0004,0.0220]),由置信区间均为正且不包含0
可知,战略一致性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通过检验,假设H6a、H6b得到支持。

表8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变量
条件间接效应 有调节的中介

SC 效应 标准误 下限 上限 INDEX 标准误 下限 上限

RR
低值 0.0724 0.0261 0.0260 0.1293

高值 0.1094 0.0353 0.0431 0.1820
0.0158 0.0078 0.0029 0.0332

RC
低值 0.0564 0.0267 0.0051 0.1116

高值 0.0789 0.0359 0.0079 0.1515
0.0096 0.0056 0.0004 0.0220

五、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立足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探讨了推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企

业战略敏捷性驱动服务化转型绩效的内在机理。通过对373份样本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主要

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企业服务化转型战略的快速实施和调整需要强大的动态能力,而高阶动态能力又能通过更

新和重构运营能力的基础,指导低阶运营能力的迭代与升级,以应对新出现的威胁和机遇。与

Bustinza等研究结论一致①,证实了战略敏捷性作为面对新发展机遇时保持灵活性的动态能力和对制

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驱动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转型压力、技术手段和资源

的复杂性在不断变化,战略敏捷性作为企业持续适应变化和动荡环境以确定战略更新和转型时机的

动态能力,是服务化转型的重要先决条件。敏捷性的制造企业可以通过识别和利用客户需求与市场

趋势、迅速感知技术变革、及时获取竞争对手的信息等行为,利用实时信息在稍纵即逝的机会中实现

最优决策。同时,敏捷性的制造企业可以不断审视和调整企业资源配置、惯例和惯例组合、流程设置

等,以服务化转型战略为导向改进和重新部署组织惯例,以更高程度的市场响应构建企业声誉并有效

地增加其客户群。总之,战略敏捷性使制造企业持续感知和抓住机遇,用更高效的方式实现企业能力

的升级与演化,通过为客户提供灵活性、响应性和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缓解了市场环境与企业服务

化战略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二,战略一致性加速了敏捷性企业惯例更新的进程,惯例优化的过程随着战略一致性程度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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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不断缩短,因此,响应市场需求的服务化转型不仅需要企业战略支持,更应是企业各层级与各部

门的协同变革。研究支持了 McAdam等的结论①,在企业面临从简单环境到复杂环境转变的过程中,
有效的战略一致性可以更快地通过迭代过程确定新的、修改的或冗余的企业实践,加速战略调整的落

地与实施。战略一致性促使企业更加有重点和协调一致地追求目标,内部凝聚力的提升使企业战略

变革的必要性和路径更易被感知,部门间可以开展更有效的非正式协调,以更加灵活地应对市场需求

和惯例之间进行动态交互而出现的新问题,加速了惯例更新通过快速调动集成的资源和能力来提升响

应市场需求的效率。总之,通过澄清组织和运营层面的愿景、减少与实现战略相关的任务的模糊性、提供

组织优先事项的连贯反应等,战略一致性能够为企业各层级和各部门将运营与战略相结合提供动力,帮
助企业更快找到外部定位和内部安排之间的正确匹配,加速服务化转型绩效的实现。

本文通过将战略敏捷性、惯例更新和企业内外部情境相结合,分析了服务化转型背景下敏捷地获

取信息引导企业惯例迭代升级,进而作用于服务化转型绩效的过程机制,得到以下管理启示:
第一,敏捷地整合并利用企业内外部资源和能力可以推动企业能力的适应性演化,打破企业服务

化转型中的能力限制。在动荡、复杂、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创造、积累和利用资源与能力可以实现企业

能力的升级,能力升级是企业持续构建竞争优势的关键。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现有关键资源和能

力可能无法支持企业不断前进,甚至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对现有资源和能力的开发、利用以及

对运营流程的重新部署,为制造企业更新价值捕获机制创造了条件。因此,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需

要打破已有惯例,而加速企业惯例改进或重构的导航虽然可以是组织学习、高管决策等,但更应该是

企业现有的动态能力。动态地、持续地感知环境为企业能力的升级指明了方向,能力的迭代与更新实

现了能力与外部环境的匹配。能力的升级过程意味着匹配和管理服务化转型战略与组织设计之间的

双边依赖,战略契合程度不断提升。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背景下,适用于生产的企业能力虽然不能直

接嫁接到服务提供能力中来,战略敏捷性却可以帮助企业优化累积的能力基础,不断提升其运营能力

以助力企业能力的适应性演化,实现企业资源、能力与环境的匹配,获得高于行业平均利润的经济租

金,最终实现持续竞争优势。例如,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长安

汽车、上海通用五菱、富士康、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等制造企业,借助先进的制造设备、柔性的

生产线、充足的原材料供应等优势,响应政府号召,增设口罩、防护服等防疫产品线,通过敏捷地感知

市场需求和有效地整合内外部资源,实现企业运营能力与市场需求的快速匹配,更好地向市场提供

“跨界”服务。
第二,对用户需求和市场环境变化的透彻理解是制造企业实现跨职能整合与协调的基础,帮助企

业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提高执行力,加速服务化转型的进程。服务化转型战略决策的实施是一个

复杂而苛刻的过程,缺乏共同的目标、抵制变革、期待保持现状等会成为服务化转型的阻力,降低服务

化转型计划的实施质量,而企业内部对服务化转型的共同理解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转型中的变革阻

力,有效提升服务化转型绩效。服务化转型过程中服务不能仅是改进产品的附属物,更应是价值共创

和持续改善价值结果的手段,持续的服务创新成为服务化转型的关键。服务创新不仅需要正确的方

向,还需要企业内部不同层面的运营支持。对服务化转型的理解和认可促使企业各层级和各部门更

清晰地理解并执行运营目标,减少与企业转型战略相关的具体战略目标的模糊性,加速市场环境、企
业能力和惯例、服务化转型绩效的协同演化与匹配。总之,制造企业内部对服务化转型目标和路径达

成战略共识,可以更好地将服务化转型战略与企业内部价值创造的战略举措联系起来,以更高的执行

力实现服务化转型的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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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虽然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揭示了战略敏捷性驱动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绩效的过程逻辑,仍存在

很多不足。首先,研究虽然针对373家制造企业的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但是仍不能包含所有类型

的制造企业,有效样本量相对较少,后续研究可以扩大样本量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其次,虽然实证结

果证实了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论的影响较弱,但是由于研究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每家制造企业的问

卷由该企业一位中高层管理者填写,后续研究可以分时间段对不同研究变量的内容进行调研,也可以将

问卷的自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因变量由企业不同高管分别填写的方式,增加调研阶段的过程控

制,减少同源误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再次,本文认为惯例更新包括惯例修正行为和惯例创造行为,而惯

例的修正行为和创造行为必须通过争夺稀缺的企业资源和市场份额来实现,企业应该如何权衡惯例更新

的方式可以后续进行研究。最后,战略一致性加速了战略敏捷性驱动服务化转型的进程,那么具备能够

传达企业战略愿景、管理持续冲突、建立和维护内部流程设计的企业家或高层管理团队是否能够发挥同

样的调节作用,如何实现部门间协同耦合的最大效应,值得后续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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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tobreakthroughexistingcapacityendowments,respondtonewdemandsandsolve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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