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高智力劳动力、知识扩散绩效对 

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研究 

徐放达 王增涛
1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基于互联网新创企业的面板数据，考量高智力劳动力、知识扩散绩效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

结果表明：从全样本看，高智力劳动力、知识扩散绩效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分样本的

实证结果看，高智力劳动力对于新创企业成长的作用效果显著高于知识扩散绩效的作用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高

智力劳动力与知识扩散绩效对新创企业成长产生影响的同时，均存在显著的边际效益递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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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知识技术爆炸性发展，国内外新创企业蓬勃兴起，新创企业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1-3]。但新创企业往往面临

极高的市场风险，融资特别困难，存活率相当低[4,5],其发展成长特别依赖于高素质劳动力与知识积累，尤其是高智力劳动力的独

特知识积累与扩散分享，已经成为新创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关键要素[6]。一些学者认为，诸如企业家等高智力劳动力，通过独特学

习创新能力、管理知识、社会资本、决策风格和人格心理等，优化组合新创企业内外资源，调动企业积极性，有助于分散转移

企业成长风险，拓展市场，提升新创企业核心竞争力[7,8],并显著提高新创企业存活率。布鲁金认为，高智力劳动力事实上是一种

知识资本，它与其他三种类型的知识资本共同决定着企业的知识资本结构，对企业成长发展有重要影响，对于新创企业来说，

影响尤为重要
[9]
。新创企业的高智力劳动力是企业员工将自身的知识、技能、思想和技术等各因素的集成融合，是一种在工作和

管理之中呈现出的综合能力[10],这种能力需要劳动力的长期投资积累。新创企业的高智力劳动力源于相关主体的知识以及技术等

方面的长期可持续投资[11],知识、技能、健康等方面的投资是高智力劳动力形成发展的重要原因，并且这些因素是新创企业经营

绩效的重要动力要素[12]。高智力劳动力主要分为专业性和通用性两种类型，专业性高智力劳动力主要通过日常工作中所形成的

岗位专用性知识技能影响企业绩效；通用性高智力劳动力则通过积累的通用性经验、常识性知识和常识性技能对企业发展产生

复杂影响[13]。高智力劳动力嵌入新创企业方式不同，其知识技术溢出效应不同，边际产出也不同。比较而言，高智力劳动力群

体嵌入比个体嵌入更有利于知识扩散传播与创新积累，知识技术的团队边际溢出效应更大，因而更有利于新创企业的成长发展
[14,15]。 

已有研究表明，高智力劳动力的知识扩散作为企业知识活动中的核心，强化了新创企业内在显性与隐性知识有效的转移[16]。

但是，新创企业内部的显性和隐性知识的转移扩散，不只受制于高智力劳动力知识行为，而且还受其他诸多因素的约束，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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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企业内的知识扩散具有更加独立的行为特点和不同影响绩效方式。新创企业的知识扩散绩效是知识扩散行为在结果层面的

客观反映，是知识扩散的领导授权力、利益愿景激励、知识开放性、知识传递能力的叠加集成[17]。领导授权力会加强新创企业

领导知识分享，引导与激发员工知识技术创新主动性与针对性；利益愿景激励使员工为了共同知识绩效目标而协调聚焦行动；

知识开放性因知识共享而突破自身局限，获得更大的创造性知识；知识传递性则确保知识的有效分享和传承[18]。这使得企业获

取资源、整合信息、调动员工积极性更具有优势，也更有成效，知识传递绩效通过独立方式影响新创企业的成长发展。 

不过，现有研究虽然较系统地讨论了高智力劳动力和知识扩散绩效对新创企业的影响，但是没有深入地研究高智力劳动力

和知识扩散绩效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内在机理，没有关注智力劳动力和知识扩散影响新创企业机理之间是否存在溢出关系。为

此，本文讨论这一机理，以期丰富相关研究。 

二、影响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高智力劳动力影响新创企业成长 

新创企业一般属于技术密集型与高智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因此，高智力劳动力会通过复杂机制，积极影响新创企业成长

发展[19]。一是知识技术产出机理。新创企业高智力劳动力有着相对较高的知识存量、技术水平，这些高知识技术分享提升边际

产出、降低边际成本，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发展。二是经验决策作用机理。高智力劳动力有着较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帮助新创

企业更加理性决策，提升新创企业战略决策能力，减少新创企业战略决策失误，降低战略决策风险，提高新创企业生存发展能

力[20,21]。三是团队培育发展机理。企业家等高智力劳动力成长经验提高了新创企业发现与培育高智力劳动力团队的能力，而高智

力劳动力团队的发展壮大进一步增强了新创企业的创新能力，为新创企业的成长注入持久动力[22,23]。四是需要选择机理。高智力

劳动力的知识、技术与经验能帮助新创企业提升识别自身需要与发现市场需要的能力，扩大新创企业产品服务市场竞争力，为

新创企业成长奠定基础[24]。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1。 

假设 1高智力劳动力的知识技术、经验决策、团队培育与需要选择机理非对称推动新创企业成长发展。 

(二)知识扩散绩效影响新创企业成长 

知识扩散绩效通过领导授权力、共同愿景激励、知识开放性与知识传播力四种机理影响新创企业成长。领导授权力机理的

作用过程：新创企业领导授权力增加员工知识分享融合，约束员工知识创新行为，增加知识技术创新针对性，加快企业员工知

识积累增长；同时，强化“一把手”管理经验、决策能力和技术知识等方面的转化效率，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改进效率增加，

降低新创企业技术创新与产品开发风险，增强了新创企业生存机率[25-27]。共同愿景激励机理的作用过程：降低新创企业知识技术

利益冲突，强化员工团队协作，将个体固化的存量知识转化为新创企业动态增量的知识，节约内部资源配置交易成本，提升知

识扩散应用效率，增强新创企业活力，进而提高新创企业成长能力[28]。知识开放性的作用机理：知识扩散开放性在激励新创企

业分享内部显性知识的同时，还加强了外部的政策、制度、环境等方面的隐性知识分享水平，内部显性知识与外部隐性知识分

享，进一步扩大知识扩散传播能力，一方面，激发新创企业员工知识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有益于培育良好的新创企业内部文

化，提升发展理念、价值观、战略目标等的一致性，进而显著提高组织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增加新创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发展能

力[29]。知识传播力的作用机理：新创企业员工内部的横向知识分享、纵向知识的约束引导与员工代际的历史传承，保持了知识

积累增长与适度分享，内外知识的交互扩散推动更大范围内知识积累和竞争创新，增加新创企业的外部竞争压力，提高企业创

新意愿与能力，提高新创企业成长核心竞争力。为此，提出研究假设 2。 

假设 2知识扩散绩效因领导授权力、共同愿景激励、知识开放性与知识传播力提升新创企业成长竞争能力。 

(三)高智力劳动力与知识扩散绩效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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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企业高智力劳动力与其知识扩散绩效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相互溢出影响新创企业发展。高智力劳动力发

展促进了知识扩散，知识扩散反过来促进高智力劳动力发展，高智力劳动力和知识扩散溢出发展共同影响新创企业的成长发展
[30]

。从显性层面来看，较高知识存量的高智力劳动力、较高知识增量的高智力劳动力与较高知识增值素养的高智力劳动力对于

新创企业的成长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31,32]。可见，知识扩散绩效主要扮演着中介变量的角色，并且正向调节高智力劳动力对

新创企业成长的作用效应。不过，知识扩散对高智力劳动力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溢出效应还随产业不同而变化，例如，对制造

行业而言，知识需求和知识转化的效率较为敏感，高智力劳动力对创新企业成长的作用就特别依赖特定知识的溢出作用；而生

产性服务行业往往十分看重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大部分新创企业自身具有较为突出的高嵌入性技术特点，能够将分散于全球

各地的知识主体的知识在短时期内有效地积聚，并且能够有效推动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的面对面交流。高智力劳动力的作用更

为显著和突出，知识传播已经内化为高智力劳动力的自觉行动，知识扩散的溢出效应反而会降低，高智力劳动力对知识扩散的

溢出效益则会增加
[33,34]

。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新创企业的组织模式、管理模式和制度体系柔性化水平极高，能有效地规避新创

企业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行为决策失误，因此，在互联网情境下，高智力劳动力与知识扩散绩效的交互溢出有着更大的企业成长

效应[35]。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3。 

假设 3高智力劳动力与知识扩散绩效溢出机理对新创企业成长有着正向作用效应。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结合调查样本数据，同时，考虑到高智力劳动力、知识扩散绩效对新创企业成长影响的复杂性，

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y为新创企业成长性指标，是企业规模、市场份额和企业盈利能力的综合合成指标；x为高智力劳动力知识技术、经

验决策、团队培育和需要选择的综合变量，是高智力劳动力总特征指标，描述高智力劳动力综合水平；z为领导授权力、共同愿

景激励、知识开放性、知识传递能力综合而成的总知识扩散绩效变量，反映知识扩散绩效总水平；xz 为高智力劳动力与知识扩

散绩效的交互溢出效应。a0、ai、bj(i=1,2,3,4;j=1,2,3,4)、c是对应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中ε为随机冲击变量。 

式(1)中， 给出了高智力劳动力机理独立的作用效应， 给出了知识扩散绩效的机理独立作用效应，cxz

给出了高智力劳动力与知识扩散绩效交互溢出机理的作用效应。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多案例的研究中，最适合的案例包括 4～8个案例，为此，选取四个案例作为研究主体，形成四个案例企业所构成的相互合

作关系[36]。为提高研究的针对性与实效性，选取沿海地区的四家新创企业作为研究对象[37]。通过查阅案例企业的相关信息，了

解企业的网站，整理公司的相关手册和宣传册，得到四个企业的相关信息材料见表 1。 

表 1样本企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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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生产产品 
营业额/亿

元 
基本情况 

浙江迪茉互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A1) 
涉及研发、生产和销售互联网软件 3.212 

成立于 2017年的互联网民营企业，员工 198

人 

浙江舒云互联网 

传媒有限公司(A2) 

以互联网会议系统、网络音视频工具等为主要产

品 
1.852 

公司成立于 2015年，集产品开发、 

设计和销售于一体 

安徽名庄互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A3) 
主要提供互联网游戏开发、运营服务 2.175 

公司成立于 2014年，市场范围覆盖 

亚洲及部分北美地区 

宁波工业互联网 

研究院有限公司

(A4) 

主要提供基于新媒体技术的互联网运行维护保

障服务 
2.889 

主要面向大型企事业单位提供全链条 

互联网运行维护保障业务，目前有员工 20

人 

 

样本变量数据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以及网上资料查阅等方式获得。分别于 2018年 1月 1日和 2018年 6月 30日进行

调查问卷，调查对象包括基层、中层和管理层，收集数据并与团队成员进行开放式访谈，详细了解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

要时机和事件。共计发放调查问卷 450份，收回 441份，回收比例为 98%,符合调查研究要求。 

对样本企业成长变量进行如下处理：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成立专家小组对各个案例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由两名学

术界专家和一名业界专家组成，当遇到意见不一致时，通过协商进行再次定夺。结合李克特五点定量表分析法，将研究的结果

定为差、较差、中、较好、好五个层次，并进行实际打分。其中，“差”代表的是行业内的落后水平，评分为 0～2;“较差”指

的是稍微低于行业的水平，评分为 3～4;“中”指的是相较于本行业呈平均的状态，评分为 5～6;“较好”指的是较行业水平来

说稍微高于平均水平的状态，评分为 7～8;“好”指的是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状态，评分为 9～10。通过打分可以发现，选取的

A1、A2、A3、A4四个企业水平皆为“优”,即选择作为研究对象的企业可保障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利用 Cronbach’sα系统

分析知识技术、经验决策、团队培育、需要选择、领导授权力、共同愿景激励、知识开放性、知识传递能力指标的问卷调查信

度，发现调查问卷信度水平较高(见表 2),符合研究信度要求，可确定为研究指标。 

表 2样本指标调查信度 

主指标 指标 Cronbach’sα数值 

高智力劳动力 

知识技术 0.857 

经验决策 0.985 

团队培育 0.978 

需要选择 0.968 

知识扩散绩效 

领导授权力 0.875 

共同愿景激励 0.824 

知识开放性 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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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传递能力 0.897 

 

主要变量的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1。由表 3 可知，新创企业成长的均值为 2.451,标准差为 1.489,说明新创企业成长差异性

较大，即新创企业成长受到不同指标的影响程度不一致。其中，知识技术均值为 0.880,标准差为 1,则可确定，新创企业知识技

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经验决策均值为 0.085,标准差为 0.075,说明新创企业经验决策总体差异较小。其他统计变量的统计特征

表明，新创企业高智力劳动力的知识技术均值最大，团队培育的均值次之，需要选择均值第三，经验决策的均值最小。知识扩

散绩效变量中，领导授权力均值最大，波动性也最大；而共同愿景激励、知识开放性、知识传递能力均值与变异性较小。可见，

新创企业具有明显的高智力劳动力团队与知识技术分享特征。 

表 3主要变量统计特征 

指标 均值 标准差 

新创企业成长 2.451 1.489 

知识技术 0.880 1.000 

经验决策 0.085 0.075 

团队培育 0.751 0.651 

需要选择 0.251 0.234 

领导授权力 0.657 0.621 

共同愿景激励 0.241 0.195 

知识开放性 0.235 0.212 

知识传递能力 0.247 0.199 

 

(三)实证回归结果 

采用 Eviews软件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由表 4可知，高智力劳动力中知识技术变量的协同效应模型回归系数为

0.124,通过了 1%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高智力劳动力知识技术机理对新创企业成长有显著正效应，高智力劳动力知识技术每

增加 1 单位，新创企业成长增加 0.124 单位。高智力劳动力经验决策回归系数为 0.110,统计显著性为 1%,说明它正向影响新创

企业成长。高智力劳动力团队培育回归系数为 0.009,统计显著性为 1%,高智力劳动力团队培育机理正向影响新创企业成长，单

位经验决策的新创企业成长正效应为 0.009。高智力劳动力需要选择回归系数为 0.140,统计显著性为 1%,说明需要选择机理正向

影响新创企业成长。从回归结果来看，高智力劳动力四大机理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效应不同，其中需要选择的正向效应最大，

知识技术效应大小排位第二，经验决策效应大小排在第三位，团队培育正效应最小。因此，高智力劳动力主要通过自身与市场

需要识别、知识技术与经验决策机理影响新创企业成长，各机理作用具有非对称性。这与假设 1一致。 

表 4多元回归分析结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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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变量 分变量 
协同效应 

回归模型 

均衡效应 

回归模型 

高智力劳动力(x) 

 

知识技术(x1) 
0.124*** 0.012*** 

 

经验决策(x2) 
0.110*** 0.021*** 

 

团队培育(x3) 
0.009

***
 0.098

***
 

 

需要选择(x4) 
0.140*** 0.024*** 

知识扩散绩效(z) 

 

领导授权力(z1) 
0.109*** 0.029*** 

 

共同愿景激励(z2) 
0.051*** 0.051*** 

 

知识开放性(z3) 
0.194

***
 0.028

***
 

 

知识传递能力(z4) 
0.187*** 0.027*** 

高智力劳动力×知识扩散绩效(xz) 0.142** - 

|高智力劳动力-知识扩散绩效| - -0.212*** 

DW 1.851 1.847 

 

知识扩散绩效各变量对新创企业成长作用具有非对称性。领导授权力变量的协同效应模型回归系数为 0.109,统计显著性为

1%,因此，领导授权力机理对新创企业成长有显著正效应，领导授权力每增加 1单位，新创企业成长增加 0.109单位。共同愿景

激励回归系数为 0.051,统计显著性为 1%,共同愿景激励机理正向影响新创企业成长，单位共同愿景激励的新创企业成长正效应

为 0.051。知识开放性回归系数为 0.194,统计显著性为 1%,知识开放性机理正向影响新创企业成长，单位知识开放性的新创企业

成长正效应为 0.194。知识传递能力回归系数为 0.187,统计显著性为 1%,知识传递性机理正向影响新创企业成长，单位知识传播

能力的新创企业成长贡献为 0.187。从回归结果来看，知识扩散绩效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效应不同，其中知识开放性的正向效

应最大，知识传递能力效应大小排位第二，领导授权力效应大小排在第三位，共同愿景激励效应最小。因此，知识扩散绩效主

要通过知识开放性、知识传递能力机理影响新创企业成长，提升知识扩散开放性与传递能力水平，对新创企业成长有重要意义。

可见，回归结果统计上支持验证了假设 2,即知识扩散绩效将提升新创企业成长竞争力。 

回归模型中 xz 的回归系数为 0.142,统计显著性为 5%。可见，高智力劳动力与知识扩散绩效交互溢出对新创企业成长有正

效应，高智力劳动力与知识扩散绩效交互溢出机理能提升新创企业成长能力。表明假设 3的稳健性。 

为了检验模型稳健性，一是协同效应模型换位均衡效应模型，把模型(1)中高智力劳动力与知识扩散绩效交互溢出影响项 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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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为|x−z||x-z|。|x−z||x-z|项表示高智力劳动力与知识扩散绩效交互作用行为一致影响，|x−z||x-z|越大，说明高智力劳

动力与知识扩散绩效差异越大，行为交互作用越小。根据假设 3,理论上高智力劳动力与知识扩散绩效之间的正向交互作用随|x

−z||x-z|反向变化，回归系数应该为负(见表 4)。根据均衡效应回归模型，高智力劳动力与知识扩散绩效分变量的影响依然保

持稳健，假设 1与假设 2在统计上仍然成立。而|x−z||x-z|的回归系数为-0.212,说明样本新创企业的高智力劳动力与知识扩散

绩效有显著的交互溢出效应，假设 3统计结果稳健。 

四、结论及建议 

以上研究表明，高智力劳动力与知识扩散绩效是新创企业可持续成长的重要动力要素。一方面，高智力劳动力对于新创企

业的成长具有正向直接的作用。高智力劳动力通过知识技术产出、激励经验决策、激励团队培育和需要选择激励等机制直接推

动新创企业的稳定成长。其中，需要选择激励的边际正向效应效果最大。另一方面，高智力劳动力与知识扩散绩效彼此间呈现

出较强的交互性作用。高智力劳动力和知识扩散绩效内在的多样化作用机理与交互溢出机理非对称地施加正向作用，为新创企

业成长提供正能量，而且知识扩散绩效的独立作用是主要的，高智力劳动力的独立知识技术转化作用次之，知识扩散绩效与高

智力劳动力交互溢出效应最小。因此，新创企业要提升成长活力，关键要着力发挥高智力劳动力知识技术优势和知识扩散绩效

优势。 

第一，充分发挥高智力劳动力的正向边际效应，大力培育新创企业的高知识型员工。新创企业应该从两个方面强化高智力

劳动力的培育力度：一是采用“引进来+走出去”模式大力培育知识型员工，二是借助“理论学习+实践训练”模式来持续提升

高智力劳动力的总体产出水平。 

第二，释放知识扩散绩效的价值红利，使知识扩散绩效真正成为新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新创企业应充分发挥知

识扩散绩效的价值红利，积极将知识扩散绩效转化为企业持续成长的不竭动力。具体可从如下两个方面开展相关工作：(1)不断

提高新创企业的知识扩散产出效率。如可借鉴百度、阿里、腾讯公司采用的知识扩散管理机制，通过员工持股、管理层持股、

股权激励等激励制度持续助推知识扩散绩效对于新创企业成长的动力作用。(2)从运作流程的角度不断优化知识扩散绩效对于新

创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比如出台一些有助于提高新创企业知识扩散绩效的支撑制度和保障机制，建立健全新创企业知识扩散

的管理体系，使知识扩散绩效能够真正地融入新创企业成长的全生命周期，并服务于新创企业的创新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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