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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R &D 战略联盟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成为中小企业提高自身实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

效途径。本文分析了我国中小企业 R &D 战略联盟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联盟合作伙伴选择的基

本策略和原则 ,建立了基于含偏好 DEA 的中小企业 R &D 战略联盟合作伙伴选择模型 ,并对模型进行了实

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 ,本文建立的模型能够针对企业的不同需求使企业对候选伙伴进行评价选择 ,从而

可以帮助企业寻找到符合自身要求的 R &D 战略联盟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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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D 战略联盟是提高我国中小企业竞争力的

一个有效途径[1 ] ,它有助于降低企业风险、提高企业

的技术水平、增强企业的学习能力 ,不过目前联盟失

败率仍比较高。对于实力偏弱、风险抵御能力不强

的中小企业来说 ,如果联盟失败 ,必将给中小企业带

来沉重的负担。造成 R &D 战略联盟失败的因素有

很多 ,其中合作伙伴的选择是最重要的原因[2 ] 。因

此 ,对于我国中小企业来说 ,如何选择合适的合作伙

伴是成功进行 R &D 战略联盟的关键。

1 　中小企业 R &D 战略联盟的发展动
因及现状分析

　　企业建立 R &D 战略联盟源自于企业自身的动

机[3 ] 。中小企业可以通过 R &D 战略联盟获得联盟

中其他成员的能力和资源 ,如先进的管理经验、领先

的组织模式以及高超的技术水平 ,这对提高其自身

的实力有很大帮助 ;企业还可以和联盟中的其他成

员进行分工合作 ,产生协同效应[4 ] ,同时 ,由于研发

成本由联盟中各成员共同承担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占用率 ,从而降低了企业研

发风险[5 ] ;中小企业还可以成为联盟中其他成员的

产品加工商或供货商 ,使自己变成它们的“卫星工

厂”,这样不但可以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 ,而且可以

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的良好关系 ,获得价格上的优

惠以及技术上的优势 ; R &D 战略联盟还能够很好

地发挥中小企业机制灵活、方案贯彻能力强、技术专

一的自身优势。

近几年来 ,我国企业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 ,也开

始逐步构建 R &D 战略联盟[6 ] 。但是 ,R &D 战略联

盟在我国尚处于较低层次水平 ,对于实力普遍较弱

的我国中小企业来说 ,其在 R &D 战略联盟中还存

在着很多缺陷和不足。首先 , R &D 战略联盟成员

中的中小企业比例较低 ;其次 ,中小企业在 R &D 战

略联盟中依赖性很强 ,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 ;再次 ,

目前中国市场的法制建设还不完善 ,不能很好地保

护我国中小企业在联盟中的利益 ;最后 ,我国中小企

业构成的 R &D 战略联盟的寿命不长 ,其成功率有

待提高。在这些缺陷和不足中 ,有些源于外部条件

的局限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有些则源于企业自身

存在的问题。因此 ,一方面 ,我国应该加强有关的法

制法规和市场建设 ,为我国中小企业组建 R &D 战

略联盟创造良好的经济与政策环境 ;另一方面 ,中小

企业自身也应该改善组建 R &D 战略联盟的途径和

方法。

2 　中小企业 R &D 战略联盟合作伙伴
选择框架

211 　选择的基本策略

1)选择合适的 R &D 战略联盟形式。契约式

R &D 战略联盟比股权式 R &D 战略联盟更应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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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建立 R &D 战略联盟时选择的类型[7 ] 。在

契约式 R &D 战略联盟中 ,企业间合作的程度相对

较浅 ,结束方式比较简单 ,所以中小企业不但可以通

过联盟获取自身相对稀缺的资源 ,而且还能发挥自

身灵活的特点。而在股权式 R &D 战略联盟中 ,由

于中小企业的力量过于弱小 ,很容易失去在联盟中

应有的权利 ,导致技术外溢风险的增加[8 ] ,从而逐渐

丧失自己本来的优势 ;同时这种方式的退出成本相

对较大 ,对风险抵御力差的中小企业来说 ,很容易面

临破产的危险。

2)多与大型企业建立 R &D 战略联盟。虽然企

业规模上的不平衡会使联盟的稳定性有所欠缺[9 ] ,

但是 ,中小企业要想加强自己的竞争力 ,扩大自己在

市场上的影响力 ,就必须加强与大型企业的合作。

通过与大型企业建立这种委托代理性质的 R &D 战

略联盟 ,中小企业可以获取稳定的利润增长点 ,同时

也能学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为自身以后的发

展打下基础。

3)寻求政府的扶持和帮助。我国政府创立了科

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很多省市也建立了相

应的匹配资金。创新基金资本成本低、额度较大 ,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中小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 ,并

且创新基金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声誉 ,在企业开拓市

场、寻求 R &D 战略联盟伙伴时 ,可以起到很好的宣

传作用。因此 ,中小企业应积极申请创新基金来帮

助自己的发展。

212 　选择的原则

1)明确建立 R &D 战略联盟的合作目的。企业

不能只是单纯为了联盟而去联盟 ,而应该更多地从

自身的需求出发 ,明确自己建立联盟的目的。联盟

伙伴的资源与能力互补是保证联盟成功的关键因

素 ,有效的通讯网络、文化融合性、经常的联系、信

任、合作目标与企业远景目标的一致性是实现不同

企业业务过程合作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2)考虑构建 R &D 战略联盟所耗费的成本。从

长远来看 ,中小企业通过 R &D 战略联盟能够降低

企业成本[10 ] ,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实力 ,但是这些

好处可能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体现出来。然而 ,

构建联盟时所耗费的成本却是现实的 ,它会造成中

小企业现阶段的经营压力并影响其营业利润 ,如果

该成本过大 ,这种影响往往会危害企业正常的生存

和发展。

3)考虑合作伙伴的规模和实力。合作伙伴的规

模和实力是影响 R &D 战略联盟成功与否的重要因

素。在考虑此项内容时 ,应该更看重其在合作领域

的能力 ,而不是过分偏重于其综合实力。尽管中小

企业与大型企业联盟可能很难保证自身在联盟中的

权力 ,但从长远考虑出发 ,中小企业还是应该更多地

选择大型企业作为联盟伙伴。

4)考虑合作伙伴的兼容性。由于联盟伙伴机会

主义行为的存在[11 ] ,目标分歧及文化差异就使得冲

突成为 R &D 战略联盟的本质。兼容性是一个成功

的 R &D 战略联盟所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之一 ,可

以从企业文化、企业战略、企业管理组织模式等方面

对兼容性进行评价。不过一般认为 ,对联盟兼容性

影响最大的是联盟内各成员的企业文化。所以 ,企

业在选择合作伙伴时 ,要着重考虑合作伙伴的企业

文化 ,避免因文化冲突而产生的不必要损失 ,从而提

高联盟的兼容性。

5)考虑合作伙伴的信誉。联盟绩效受高信任水

平的积极影响 ,为了保证联盟伙伴的诚信 ,企业应考

察潜在联盟伙伴的诚信记录和口碑 ,并应优先选择

曾有过合作经历的伙伴。因为有过合作经历的两个

企业 ,彼此的信任感相对较高 ,同时还可以减少联盟

融合时双方企业所付出的精力和时间 ,相应地降低

联盟成本。

3 　中小企业 R &D 战略联盟合作伙伴
选择模型

311 　基于含偏好 DEA的选择模型

由于中小企业在 R &D 战略联盟中对输出量比

较重视 ,因此本文引入面向输出的含偏好的 D EA

(Data Envelop ment Analysis)模型。模型如下 :

max
uT y0

vT x0

s1 t1 uT y j

v T x j
≤1 ( j = 1 ,2 , ⋯, n)

uT ≥εe T

vT ≥εe - T

(1)

x j = ( x1 j , x2 j , ⋯, x mj ) T ,表示第 j 个决策单元

的投入 ; y j = ( y1 j , y2 j , ⋯, ysj ) T表示第 j 个决策单
元的产出 ; v i 表示第 i 种资源投入重要程度 ; ur 表

示第 r 种产出重要程度。

对式 (1)变换可得 :

maxμT y0

s1 t1 vT X - μT Y ≥0 ( j = 1 ,2 , ⋯, n)

vT x0 = 1

- uT ≤- εeT

- vT ≤- εe - T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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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2) 中 , X、Y分别为各输入向量和各输出向

量组成的输入矩阵、输出矩阵。假设输出的权向量

之间有一定的顺序 ,设其最后的 p个分量有如下“偏

好序”:

um- p+1 ≥um- p+2 ≥⋯≥um ≥ε ,

将其与式 (2) 综合在一起 ,可得面向输出量的含偏

好的 DEA 模型 :

maxμT y0

s1 t1 vT X - μT Y ≥0 ( , j = 1 ,2 , ⋯, n)

vT x0 = 1

- ui ≤- ε ( i = 1 ,2 , ⋯, m - p) 　　　　　　(3)

uj+1 - uj ≤0 ( j = m - p + 1 , m - p + 2 , ⋯, m - 1)

- uT ≤- εe T

- vT ≤- εe - T

含偏好的 DEA 模型在真实评价客观事实的基

础上 ,能够更好地满足决策者的个性化要求 ,使评价

结果更加符合实际情况[12 ] 。

312 　模型输入量和输出量的确定

中小企业在选择 R &D 战略联盟合作伙伴时 ,

必定会有一定的投入成本 ,包括企业的调查费用和

交易成本。本文认为应该把中小企业组建 R &D 战

略联盟所耗费的成本作为该模型的输入量 ,但是 ,并

不能简单以最低成本、最少时间作为选择伙伴的基

础。本模型主要的选择依据便是让企业在较低的成

本下选择出较好的合作伙伴 ,而这也更加符合企业

的实际情况。

输出量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的是企业所要求达

到的某种效果 ,这种效果是全面的 ,需要从不同的角

度来进行考虑。本文选择“企业利润增长率”、“企业

主要产品市场份额增长率”、“企业 R &D 经费投入

增长率”以及“合作企业综合素质”作为该模型的输

出量 ,其中我们把“企业合作需求”、“企业文化兼

容”、“对象企业信誉”、“对象企业规模”作为构成“合

作企业综合素质”的主要评判因素 ,以 A HP 法为基

础 ,通过建立判断矩阵 ,评价出各个层次的权数。

4 　实证分析

本文以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为鑫龙公司) 为例 ,从实际应用的层面阐述企业

R &D 战略联盟伙伴的选择过程。通过基本调查可

知 ,目前有 6 家企业有与该公司组成 R &D 战略联

盟的意向 ,这 6 家企业中有一家企业亏损严重、财务

状况很差 ,有一家企业的声誉在业界不是很好 ,经常

出现拖欠货款或延期交货的情况。因此 ,鑫龙公司

决定把这两家企业从候选对象中排除 ,而从剩下的

4 家企业中选择合适的联盟对象。

首先 ,对这 4 家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企业

综合素质”评价 ,并据此对每家候选企业进行排序。

主要评判因素有企业合作需求、企业文化兼容、对象

企业信誉和对象企业规模。利用 A H P 法建立候选

合作伙伴综合素质层次结构。在该层次结构中 ,目

标层为合作企业综合素质 ,准则层包括企业合作需

求、企业文化兼容、对象企业信誉、对象企业规模 ,以

这些为主要的评判因素 ,对象层的主要内容是 4 家

候选企业。这个过程旨在通过层次分析法对每家候

选企业的综合素质进行评价排序。

笔者通过专业的咨询公司组织一定数量的专

家 ,然后由这些专家采取 9 分位法分别对各层次之

间的关系进行评判打分 ,最终便可得到层次的总排

序结果 ,见表 1。

表 1 　候选合作企业的层次总排序

企业

编号

企业合作需求 企业文化兼容 对象企业信誉 对象企业规模

01079 1 01566 7 01 283 4 01070 8
权重

A1 01030 1 01135 4 01 290 5 01302 5 01183 9

A2 01287 9 01523 8 01 101 4 01105 5 01355 9

A3 01161 9 01070 0 01 058 7 01537 8 01107 4

A4 01490 1 01270 8 01 549 5 01054 2 01352 8

　　从表 1 可知 ,4 家候选企业的权重排序为 A2 >

A4 > A1 > A3 ,即企业 A2 的权重最高 ,但其与企业

A4 的权重差距并不太大。接下来 ,把“合作企业综

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一项输出数据 ,根据鑫龙公司

对 R &D 战略联盟所要求的效果 ,确定其他输入量

和输出量 ,见表 2。

表 2 　候选合作企业的输入、输出数据

输入/ 输出
决策单元

A1 A2 A3 A4

输入 耗费成本 (万元) 46 54 51 48

输出

企业利润增长率 ( %)

企业主要产品市场份额增长率 ( %)

企业 R &D 经费投入增长率 ( %)

合作企业综合素质

71 2

81 3

1016

01 183 9

811

111 2

712

01355 9

61 3

71 6

81 3

01 107 4

912

101 8

917

0135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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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在选择 R &D 战略联盟合作伙伴时 ,可能

会对某些指标比较敏感 ,即对某些输出量更为看重。

由于鑫龙公司认为参加 R &D 战略联盟最主要的目

标是实现企业利润的更快增长 ,其次是企业主要产

品市场份额的增加 ,接着是结盟后能够带来 R &D

经费投入的提高 ,而把合作企业综合素质放在较次

要的位置 ,因此输出量的权重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

企业利润增长率、企业主要产品市场份额增长率、企

业 R &D 经费投入增长率和合作企业综合素质 ,即

u 3
1 ≥u3

2 ≥u3
3 ≥u 3

4 。

然后 ,把 4 个决策单元的对应数据分别代入模

型 (3) 中 ,利用 Lindo 软件进行计算 ,并把计算结果

汇总 ,可得表 3。
表 3 　含偏好 DEA模型的计算结果汇总

变量值
决策单元

A1 A2 A3 A4

DEA 有效性值 01916 9 01857 8 01 703 5 1 　 　

u 3
1 31513 4 41444 4 31 169 0 51 000 0

u 3
2 31513 4 41444 4 31 169 0 51 000 0

u 3
3 31513 4 01000 0 31 169 0 01 000 0

u 3
4 01000 0 01000 0 01 000 0 01 000 0

　　从表 3 可知 ,只有企业 A4 的 D EA 有效值达到

了 1 ,因此可认为企业 A4 是鑫龙公司组建 R &D 战

略联盟时可供选择的最佳合作伙伴。

5 　结束语

中小企业在组建 R &D 战略联盟时 ,应选择恰

当的策略并遵循一定的原则、采取合适的流程和评

价模式对 R &D 战略联盟合作伙伴进行选择。基于

含偏好 DEA 的中小企业 R &D 战略联盟合作伙伴

选择模型能够很好地帮助中小企业选择合适的联盟

合作伙伴 ,含偏好因素的引入使得该模型可以使企

业从自己的特点出发 ,针对企业不同的需求对候选

伙伴进行评价选择 ,从而帮助企业寻找到符合要求

的 R &D 战略联盟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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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operative Partner Selection of R &D Strategic Alliance of
Small and Medium2size Enterprises

Liu Changyi
(Management Depart ment ,Anhui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R &D st rategic alliance as a new organization form for SMEs becomes t he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st rengt h and a2
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 This paper analyzes t 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R &D st rategic alliances of China’s SMEs ,and con2
cludes basic st rategies of alliances partner choice1 And it establishes t he selection model of R &D st rategic alliance partner for SMEs based on t he

preference wit h DEA 1 The result s of empirical analysis show t hat t his model can help SMEs wit h different needs evaluate t he partner candidates

and find t he appropriate alliance partners.

Key words : R &D st rategic alliance ; DEA model wit h preference ; alliance st rategy ; small and medium2siz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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