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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元组织文化与双元创新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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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对于组织创新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着开始关注企业双元创新及其前因结果变量，但探讨方向主要还是

集中于领导、组织结构等方面。从组织文化维度探索其与双元创新的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国内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从双元组织

文化和双元创新的概念及相关研究、双元组织文化和双元创新的关系三个方面对文献进行梳理总结，方便后续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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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have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u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its antecedent and result variables, but the research direction is mainly focused on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other aspects.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du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especially in China.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literatur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ncept of dual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dual innovation
and related research,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al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dual innovation, so as to facilitate further in-depth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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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日益紧张和动荡的竞争环境下，企业不得不面临同时维

持现有效率的运营管理和开展突破创新的困局。组织双元理论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是致力于解决这种矛盾的

主导前沿理论。目前的研究集中于对双元创新的内涵、前因、

和不同领域应用的深入研究，且现有的很多研究成果都表明情

境双元会对组织的双元创新产生显著性影响。也有学者指出，

情境双元的基础是促进创造力的不同类型的组织文化。然而，

很少有研学者探究双元文化与组织双元创新的关系及其会对双元

创新带来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在回顾国内外主要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综合阐述了组织双元文化的概念、双元创新的相关

研究以及双元文化与双元创新的关系，最后提出了研究结论和

一些未来可能的探索方向。

1  双元组织文化

1.1双元组织文化的概念及其相关研究

情境双元理论认为探索和利用是两种互补的组织活动，强

调在一个单一的业务单元中同时整合探索和利用，且允许在这

两种活动中付出不同时间和资源。传统上，探索和利用的双重

要求被认为是自相矛盾的，学界仍在探索何种机制可以整合这

两种活动以实现情境双元。而双元嵌入在组织文化的类型中，

同时促进创造力和纪律，有助于整合探索和开发，以促进创新

（熊立等，2 0 2 0 ）。

Wang 和 Rafiq（2014）首次将这种类型的组织文化概念化

为双元性的组织文化。它包括两个方面：组织多样性

（organ i z a t i o n a l  d i v e r s i t y）和共同愿景（share d

vision）。组织多样性鼓励员工从事探索所需的行动，而共同

愿景则将多样性转化为利用所需的有重点的想法和行动。OD和

SV可以集成到一个业务单元中，构成一种高阶结构的双元组织

文化，在这种文化下，探索和开发被整合在一起。S h e r 等

（2019）指出 Wang 和 Rafiq（2014）对于双元组织文化的定

义存在差误，他们认为在现实中没有多少组织可能实现组织多

样性。此外，更高水平的组织多样性可能导致利用所需的管

理、监测和整合成本增加。因此，他们将双元组织文化定义

为绩效导向文化和创新导向文化的协同效应，绩效导向(PO)是

一个组织鼓励和奖励小组成员提高绩效和卓越的程度；创新导

向(IO)是组织中创造力、风险承担和创业心态得到支持的程

度。PO 和 IO 相互加强，构成了一种更高阶的组织文化结构，

这反过来又通过在业务单元中的探索和利用的整合来实现情境的

双 元 。

2  双元创新

2.1双元创新的概念

关于创新的研究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Danneels 将“双

元”概念引入创新领域，并根据创新程度和知识基础的不同将

企业创新活动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B e n n e r 和

Tushman（2003）依照创新与企业当前技术存量或技术发展轨

迹的接近程度将创新分为渐进性创新和根本性创新，同时依照

与现存细分市场的接近程度将创新活动分为渐进性创新和突破性

创 新 。

Jansen 等（2006）进一步延伸了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

新的概念，并指出其是双元型组织的显著特征。利用式创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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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强调通过质量的持续改进，不断延伸现有的技术和知识，扩

展现有产品和服务，提高现有产品的利用率和营销策略的效

率，是为了满足当前的顾客需求和市场需求；探索式创新与复

杂搜寻、基础研究、创新、变异、风险承受有关，不断追

求新知识和开发新的产品与服务，是为了满足潜在或新兴的顾

客需要和市场需求。

2.2双元创新的相关研究

在双元创新的相关研究中，分析影响双元创新因素的研究

为数众多。一些研究认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在思维方

式、组织资源需求等方面是不同的，无法在同一组织内同时开

展双元创新；但近年来，学者指出可从组织内部非正式的协调

机制、创业导向等某些前因变量来同时开展双元创新。我国学

者也开始探讨影响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因素，例如焦豪

（2011）在研究中指出企业动态能力作为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机

制，提高了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

用式创新均是显著的正向影响。

同时，也有学者对双元创新产生差异影响的因素进行研究。

其中，组织学习、合作伙伴间的关系、伙伴联结的强度及合作伙

伴的数量等都是影响双元创新的重要因素。合作伙伴的关系情况

会对双元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Ozer & Zhang（2015）的研究

指出集群核心企业与供应商和消费者的联系能够增强产业集群对

开发式创新的效应，与消费者的联系能够减弱产业集群对探索式

创新的消极效应。同样地，网络伙伴间的强联结会更有利于隐性

知识传递和建立高度信任，有利于开展利用式创新，而不利于探

索式创新（曾德明等，2012）。

3   双元组织文化与双元创新

从本质上讲，情境双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独特的组织能

力，它是复杂的、广泛分散的和需要发展的时间，是组织创新的

一个重要前提。现有的很多研究成果都表明情景双元会对组织的

双元创新产生显著性影响，但是探索和利用对于突破性创新和渐

进性创新的影响是不同的。利用会增加渐进性创新，但阻碍突破

性创新。与之相反，探索会通过创造新知识带来很高但不确定的

回报并损失一部分效率，促进突破性创新，但阻碍渐进性创新。

因此，需要在组织内部整合探索和利用，实现探索和利用的平

衡。对于情境双元化，最重要的是在组织成员之间阐明和明确传

达双元的必要性和组织的愿景，以确保在探索和利用方面的不同

努力不会阻碍部门在探索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取得成功。

有些学者认为，情境双元的基础是促进创造力和纪律的不同

类型的组织文化（马晓苗，于天琪，2018）。为了在探索和利用

之间取得健康的平衡，必须同时创造一种有利于绩效和创新的文

化，建立独特的组织文化和背景。Wang和Rafiq（2014）发现了

双元组织文化与情境双元之间的积极直接关系。在他们看来，多

样性鼓励组织的创造力，不仅有助于探索，而且有助于产生新的

想法；而共同愿景则规定了公司正式的规则，有助于组织成员将

个人目标和行动与集体目标相结合，将不同的想法转化为利用所

需要的有重点的行为。因此，组织多样性和共同愿景结合在一

起，形成双元的组织文化，有助于整合对双元性的探索和利

用，进而促进组织双元创新。Sher&Ajaz（2019）也认为绩

效导向文化和创新导向文化的相互加强，构成了一种更高阶的

组织文化结构，这反过来又通过在业务单元中的探索和利用的

整合来实现双元创新。

总之，双元文化使组织整合利用和探索性活动，从而发展

一种以绩效为导向的独特能力。正如有些学者认为，双元组织

文化是双元创新的一个关键先导，正是通过情境双元，双元组

织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能力，才能为部门单位带来的不同绩效

和创新结果。双元组织文化是一种促进创新的文化，员工可以

感知到而导致他们的创新行为。从双元组织文化到通过心理赋

权的创新行为的道路是一个员工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和内在动机被

激活的过程。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读，在了解组织文化的概

念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双元组织文化的概念和内涵在最近

几年逐渐被一些学者所界定，其中组织多样性和共同愿景是最为

广泛应用的概念。本文对双元创新的概念及学术界对其前因结果

变量的相关研究做了一定的探讨，发现现有文献较少研究双元组

织文化对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机制和路径。仅有研

究大部分是以情境双元为中介变量，研究双元文化与双元创新的

关系。但是这些研究还是侧重于情境双元对双元创新的影响，在

双元文化对双元创新的影响机制方面还比较模糊。因此，通过本

文的研究综述，希望能在双元文化与双元创新的关系后续探讨方

面，发挥一定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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