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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新创企业往往面临资源困境，导致创业失败率较高。 裂变创业作为一种特

殊的创业形式，其资源获取途径和价值实现路径具有独特优势，可以有效提升新创企业成

功率。 本文基于竞合战略和资源行动双重理论，聚焦裂变企业与母体企业的紧密嵌入关

系，深入探究裂变创业的价值创造机制。 本文通过对源自“海尔系”与“蒙牛系”的四家裂

变企业进行细致剖析，发现裂变企业通过策略性实施依附式竞合战略、联盟式竞合战略以

及共生式竞合战略，逐步采取内向型资源拼凑、外向型资源编排以及生态型资源协奏的资

源行动方案，可以成功实现各类资源的跨组织流动，最终促成裂变企业的价值捕获与母体

企业的价值增值。 研究结论揭示了“竞合战略驱动下裂变创业价值创造机制”的黑箱，阐
释了竞合战略驱动裂变创业价值创造的底层逻辑，论证了裂变创业通过资源行动实现裂

变企业和母体企业价值创造的内在机制，为裂变企业高效借力母体资源以及母体企业转

变员工创业观念提供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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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资源是实现成功创业和企业快速成长的关键要素。 由于存在后来

者劣势，新创企业往往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资源困境（Ｓｏｅｔａｎｔｏ 和 Ｊａｃｋ，２０１８） ［１］ ，导致创业失败率较

高且成长速度缓慢。 与一般创业活动不同，裂变创业是从母体组织衍生出新创企业的过程，裂变

企业与母体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嵌入关系，导致裂变创业的资源获取方式和价值实现过程具有

特殊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提升新创企业成功率。 遗憾的是，一般创业活动的资源获取路径

和价值实现过程研究成果相对比较丰富，但是裂变创业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却鲜有涉及。 与理论

研究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尔、蒙牛等母体企业以裂变创业形式，培育出众多具有一定竞争力

的裂变企业，为从互动关系视角开展价值共创案例研究提供了颇具启发的实践素材（李志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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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２］。
围绕裂变企业与母体企业互动关系，现有研究多从身份认可、业务互补以及知识转移等角度，

对裂变创业的前因要素进行探讨（Ｋｌｅｐｐｅｒ 和 Ｓｌｅｅｐｅｒ，２００５［３］；蒲明和孙德升，２０１３［４］ ）。 但是，针对

裂变企业与母体企业的互动关系如何增强裂变企业的资源优势尚存在诸多研究不足，尤其是裂变

企业与母体企业如何实现价值共创与价值共享的研究鲜有涉及。 实际上，裂变企业与母体企业之

间可能表现出竞争关系，同时也存在合作意愿与空间（李志刚等，２０１７） ［５］。 竞争主要由于裂变企

业与母体企业在产品和市场方面存在重叠，相似的业务不利于裂变企业获得母体企业的资源支持；
合作主要得益于裂变企业能够与母体企业在技术、人员和供应链等方面进行互补，信任基础与业务

协同有利于裂变企业从母体企业获得资源补给。
裂变企业与母体企业的互动关系，往往呈现出既合作又竞争的态势（李志刚等，２０１９） ［６］ 。 这

种竞合关系动态演化，对主体间互动结构与稳定性产生重要作用，从而影响了裂变创业的价值创

造效果。 在裂变企业与母体企业构建的价值网络中，这两大主体的竞合关系是实现价值创造的

关键所在（郭润萍等，２０２２） ［７］ 。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从竞合战略视角研究裂变创业价值创造问

题的理论成果非常缺乏。 由于资源行动理论能够有效刻画裂变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情境，
从而为系统诠释裂变创业价值创造过程提供了一个比较契合的视角。 因此，借助资源行动理论，
可以识别裂变企业在阶段性竞合战略驱动下的资源利用策略，能够观测裂变企业与母体企业互

动关系的调整行动，进而通过连接更多利益相关网络以实现更高效的企业价值创造（Ｒｉｔａｌａ 和

Ｔｉｄｓｔｒöｍ，２０１４） ［８］ 。
本文通过多案例研究设计，对源自“海尔系”与“蒙牛系”的四家裂变企业进行深入剖析，挖掘

裂变企业的价值创造机制。 研究发现，裂变企业通过策略性实施依附式竞合战略、联盟式竞合战略

以及共生式竞合战略，逐步采取内向型资源拼凑、外向型资源编排以及生态型资源协奏的资源行动

方案，实现各类资源的跨组织流动，最终促成裂变企业的价值捕获与母体企业的价值增值。 本文研

究创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揭示了裂变企业与母体企业竞合关系的动态演化，打破了裂变企

业与母体企业竞合关系单一静态的研究现状，发现裂变企业会根据自身发展情形选择更有益的竞

合策略。 其次，探讨了裂变创业的持续性价值创造过程，拓宽了裂变创业过程研究的既有边界，纵
深剖析了裂变创业对新创企业与母体企业价值共创的影响效应。 再次，阐释了裂变创业的资源行

动方案。 不同于一般新创企业在战略导向驱动下的资源行动策略，裂变企业往往具有独特的资源

获取路径，能够从母体企业获取广泛的资源支持。

二、 文献回顾

１．裂变创业相关研究

学术界普遍认为，裂变创业是由既有企业产生新创企业的过程（程丽和张骁，２０１９） ［９］。 根据

战略决策的不同，可以将裂变创业划分为业务互补型与业务创新型（杜鑫等，２０２２） ［１０］。 由于裂变

企业与母体企业存在人力资本、创业资源以及所有者权益的转移（Ｄａｈｌｓｔｒａｎｄ，１９９７） ［１１］，使得二者

之间有着密切又复杂的嵌入关系（Ｕｚｕｎｃａ，２０１８） ［１２］。 近年来，裂变创业研究已经开始关注裂变企

业与母体企业的互动关系，强调要重视挖掘这种互动关系蕴含的作用机理及其带来的溢出效应

（Ｓｅｍａｄｅｎｉ 和 Ｃａｎｎｅｌｌａ，２０１１） ［１３］，为从互动视角探讨裂变企业与母体企业的协同价值创造提供了

适合的切入点。 事实上，裂变创业作为一种“有基础”的独特创业形式，一方面，从创业伊始就能够

获取来自母体企业的资源支持，拥有优于一般新创企业的资源情境（Ｓａｐｉｅｎｚａ 等，２００４） ［１４］；另一方

面，裂变企业秉持与母体企业相似的文化理念与组织认知，更容易与母体企业建立协同共赢关系

（Ｓａｈａｙｍ，２０１３）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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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企业与母体企业的互动关系，为促进并推动企业间价值创造奠定了理论基础。 价值创造

是组织与利益相关者通过一系列商业活动获得产出的过程（Ａｍｉｔ 和 Ｈａｎ，２０１７） ［１６］，现有价值创造

研究主要关注成熟企业，认为价值创造是成熟企业的创新产出（Ｆｏｓｓ 和 Ｓａｅｂｉ，２０１７［１７］；刘丰和邢小

强，２０２３［１８］），关于新创企业的价值创造则较少涉及（Ｃｈｅｓｂｒｏｕｇｈ 等，２０１８） ［１９］。 就创业活动中的价

值创造而言，学者们从成熟企业角度，指出要发挥技术孵化平台的资源扶持作用（李梦雅等，
２０２２） ［２０］；也有学者从新创企业角度，提出可以通过知识学习（云乐鑫等，２０１７） ［２１］ 与数字化技术

（郭润萍等，２０２２） ［２２］实现价值创造。 而裂变创业将新创企业与成熟企业之间建立有效连接，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新创企业的资源困境，为新创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与利益相关者互动，进而找

寻价值创造缺口、识别价值创造路径提供新洞见。
２．竞合战略相关研究

传统企业价值理论强调竞争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性，然而随着经营环境的日益复杂，企业越来

越意识到单纯以竞争为核心的战略逻辑，已难以满足实践发展的要求（刘衡等，２００９） ［２３］。 在新经

济时代，不同类型的企业形成相互依存关系，需要通过竞合互动的协调作用构建独特的利益结构，
进而实现价值创造与协同发展（Ｐａｄｕｌａ 和 Ｄａｇｎｉｎｏ，２００７） ［２４］。 自竞合战略理论成为战略管理研究

的重要命题以来，成熟企业一直是竞合战略研究的主要对象。 相比之下，针对新创企业的研究明显

不足。 相较于成熟企业，新创企业面临更高的环境不确定性，出于对生存的渴望萌生了更强烈的竞

合动机（Ａｍｉｔ 和 Ｈａｎ，２０１７） ［１６］。 例如，Ｒｉｔａｌａ 等（２０１４） ［２５］ 研究发现，新创企业采取竞合战略能够

与利益相关者共享销售通道，降低销售成本；Ｂｌａｎｋａ 和 Ｔｒａｕｎｍöｌｌｅｒ（２０２０） ［２６］研究指出，新创企业通

过实施竞合战略可以搭建知识传播桥梁，促进组织学习。
这些研究虽然初步讨论了新创企业的竞合战略，但相关观点只是提及竞合战略对新创企

业具有一定的影响，缺乏从新创企业的价值创造以及多主体互动关系的角度展开深入剖析。
事实上，新创企业的价值创造纷繁复杂，且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 （ Ｖａｎ 和 Ｖ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９） ［２７］ 。 随着当前数字化趋势逐步深化，有学者针对数字化创业情境展开研究，指出数字化

企业通过竞合战略可以实现有效资源整合，从而助力新创企业成长，最终提升竞合双方的共同

价值创造能力（郭润萍等，２０２２） ［７］ 。 裂变创业作为一种独特的新企业创建形式，自建立伊始

就在依赖母体企业获取资源的合作与构建自身独立优势的竞争中反复交迭。 结合裂变创业特

性，本文将裂变创业的竞合战略界定为，裂变新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基于自身发展情境，以实

现价值创造为目标，与母体企业展开不同形式的互动与交流。 为深入探讨竞合战略下新创企

业的价值创造规律，尤其是在裂变创业情境中竞合互动对价值创造的影响，资源行动理论提供

了适宜的研究视角。
３．资源行动相关研究

资源行动是企业为应对不同发展情境，对各类资源进行搜索、配置和调动，以满足自身需求、提
升竞争优势、实现价值创造的过程（谢洪明等，２０１９［２８］；张璐等，２０１９［２９］ ）。 从广义上讲，“资源拼

凑”“资源编排”以及“资源协奏”等概念，都可以视为组织在不同情境下采取的资源行动（Ｃｕｉ 等，
２０１７［３０］；林菁菁等，２０２１［３１］）。 资源拼凑聚焦新创企业情境，是新创企业面临资源限制时，运用手

边资源把握新机遇，以解决企业发展与价值创造问题（米莉和苗馨，２０２１） ［３２］；资源编排关注一般组

织情境，是对资源进行创造性利用、挖掘潜在价值的过程，强调资源在各流程间的合理配置（张青

和华志兵，２０２０） ［３３］；资源协奏适用于资源宽裕情境，意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优质资源持续开

发与价值提升（鲁喜凤和郭海，２０１８） ［３４］。
苏敬勤等（２０１７） ［３５］聚焦资源行动的前置要素，分析新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资源情境的变化对

于资源行动的影响；米莉和苗馨（２０２１） ［３２］聚焦资源行动的结果要素，分析资源行动策略对新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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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效价值的影响；张璐等（２０１９） ［２９］则进一步将前置要素与结果要素整合，探讨新创企业战略驱

动下的资源行动对价值创造的影响。 这些研究关注了新创企业、战略导向、资源行动、价值创造等

关键主题，认同战略能够指引并驱动组织实施资源行动，竞合战略能够支持构建更大的资源网络结

构，提升新创企业资源获取能力（蔡莉等，２０１９） ［３６］。 不过，针对竞合战略与资源行动共同作用下的

裂变创业价值创造机制却鲜有研究。 资源在母体企业与新创企业之间流动是裂变创业的典型特征

与重要优势（李志刚等，２０２０） ［３７］，从竞合互动和资源行动视角挖掘裂变创业价值创造规律非常必

要且极为可行。
４．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待继续完善：（１）目前部分研究涉及新创企业在创业过

程中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但遗憾的是，已有研究成果只提及新创企业在价值创造中与利益相关者

存在资源流动，忽视了这种互动关系的动态变化以及资源流动的影响效应，相较于单一、静态的

互动方式，动态的互动关系更符合创业过程中的价值塑造实践；（２）已有研究多将成熟企业作为

战略主体展开竞合分析，但相较于成熟企业，新创企业往往遭遇资源困境而催生更强烈的竞合动

机，就创业过程中的竞合战略来说，竞合动机如何转化为战略导向，从而驱使新创企业在不同资

源情境下开展创业活动，当前的讨论尚且难以对此进行回应；（３）目前文献关注到新创企业战略

导向对资源行动的驱动，以及资源行动对价值创造的影响，但针对裂变创业活动中的资源行动缺

乏探讨，而裂变创业凭借信任基础与母体纽带能够更大限度发挥资源优势，驱动新创企业与母体

企业协同共创。

三、 研究设计

１．研究方法

鉴于“竞合战略如何驱动裂变创业价值创造”尚属新兴议题，且是“如何（Ｈｏｗ）”型问题范畴，
适宜采用案例研究方法（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１９８９） ［３８］。 一方面，这种方法可以刻画竞合战略、资源行动以及

价值创造三维层面的内在互动规律与动态演化过程，细致挖掘裂变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和资源瓶

颈情境中的价值创造机制；另一方面，该方法利用“复制”逻辑，对比并识别多案例企业在相似发展

情境下的行为表现与因果逻辑，在案例资料中反复穿梭、持续凝练与归纳关键证据链，可以增强研

究结论的普适性与准确度。
２．案例选择

遵循多案例研究的理论抽样原则，选取源自“海尔系”与“蒙牛系”的裂变企业“日日顺物联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日顺）、“青岛雷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神科技）、“内蒙古正时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时生态）与“内蒙古田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田牧实

业），与母体企业构成四组案例分析单元（企业基本情况如表 １ 所示）。
鉴于代表性裂变创业现象以及典型性价值创造实践的双重考虑，初步选取雷神科技作为

研究对象。 在对海尔进行长期跟踪调研中发现，同为“海尔系”裂变企业，与雷神科技开辟全

新领域不同的是，日日顺围绕母体企业互补业务展开价值创造活动。 两者在裂变创业过程中

具有相似的互动关系，但也存在差异化的发展内涵。 雷神科技与日日顺同属于母体主导型裂

变创业活动，对于非母体主导的裂变创业活动可能在互动关系上存在不同。 因此，研究团队在

案例库中提取非母体主导的“蒙牛系”裂变企业正时生态与田牧实业的案例资料，探讨不同类

型裂变创业的价值创造机制。 选取以上四组裂变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团队具有丰富研究

基础以及相对完善的资料储备，能够深入挖掘“竞合战略驱动下裂变创业价值创造机制”的动

态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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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案例企业简介

母体企业 海尔 蒙牛

新创企业 雷神科技 日日顺 田牧实业 正时生态

创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４ 年

主营业务

以游戏本硬件为主开

启创业，延伸至电竞

生态全产业链

以物流为主，提供供

应链管理解决方案及

场景物流服务

以牧场为起始，延伸

至冰激凌和低温奶等

全产业链业务

以牧草种植为主，包括贸

易、牧草托管等草牧结合

业务

裂变类型 业务创新型 业务互补型 业务创新型 业务互补型

３．数据收集

遵循“三角验证”原则，汇集多重渠道与来源对案例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提升案例研究的信度

和效度，收集到的资料如表 ２ 所示。 其中，一手资料主要来源于裂变企业创始人半结构化访谈、母
体企业高管半结构化访谈以及参与体验观察与微信、电子邮件等沟通渠道；二手资料重点取自公开

资料（如公司网站与新闻采访等）和出版物（如书籍著作和期刊论文等）。 研究团队对案例企业的

跟踪调研均在 ３ 年以上，在此期间进行了多次访谈与观察，深度了解裂变企业各阶段竞合关系演变

与资源行动变化的具体内容。 形成初步概念框架并进行回访，基于历史数据与实时数据的比较、验
证，有效避免回溯性解释与印象管理等可能影响案例研究信度的问题出现。
表 ２ 资料来源、内容与编码

类型 来源 内容 编码

一手资源

日日顺创始人与雷神科技创始人

半结构化访谈

访谈录音文稿

（平均 ３ 小时 ／ 人次，共 ７ ５ 万字）
Ｌ１ａ
Ｌ１ｂ

正时生态创始人与田牧实业创始人

半结构化访谈

访谈录音文稿

（平均 ２ ５ 小时 ／ 人次，共 ６ 万字）
Ｌ２ａ
Ｌ２ｂ

海尔高管半结构化访谈 访谈录音文稿（２ 小时，共 ３ 万字） Ｍ１

蒙牛高管半结构化访谈 访谈录音文稿（２ 小时，共 ２ ８ 万字） Ｍ２

参与体验观察 观察记录、内部文档 Ｓ１

电话及移动网络交流 电话、微信与邮件内容 Ｓ２

二手资源
公开资料 公司网站与新闻采访 Ｓ３

出版物 书籍著作与期刊论文 Ｓ４

４．数据分析

参照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 等（２００７） ［３９］的编码策略，将数据分析工作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对收集到的数

据资料进行筛选与简化。 筛选出与裂变创业过程相关的数据，剔除与研究内容无关的资料，用简化

后的关键词与编码代替原始数据，识别裂变创业竞合战略、资源行动以及价值创造的现象与内涵，
生成一阶概念。 组建两组研究团队以一阶概念为基础，反复将涌现概念与已有文献进行迭代，分别

独立完成更具理论基础的二阶主题数据编码工作。 然后，将二阶主题凝练为具有理论内涵的聚合

维度，两组成员对凝练的编码进行共同探讨，若存在分歧，进行反复验证与比对，以达成一致。 具体

编码构念如图 １ 所示。 最后，结合现有理论与编码结果构建理论框架，并与现有文献对话，挖掘背

后的理论机制，以获取普适性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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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资料编码过程

四、 案例分析

对四家案例企业的创业历程与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围绕裂变企业与母体企业之间的复杂互动与

嵌入关系，分析裂变创业过程中的关键事件与组织行为。 沿裂变创业的发展脉络，识别不同时期的发

展特征，将裂变创业过程划分为蓄力期、联动期与稳固期。 阶段性的划分有益于从过程视角深入剖

析裂变创业价值创造的底层逻辑，揭示在不同发展情境下裂变企业“伺机而动”的差异化竞合战

略，以及竞合战略驱动下的阶段性资源行动策略，识别裂变企业与母体企业价值创造的内在机制。
１．蓄力期的价值创造

蓄力期的典型特征是创业初期的高度不确定性与资源紧缺。 该阶段的初级裂变体首要解决的

是生存与资源困境问题。 经过对案例资料进行分析，提炼出裂变企业在蓄力期采取的竞合战略类

型为依附式竞合，驱动资源行动表现为内向型资源拼凑，实现裂变企业锁定价值来源与母体企业拓

展价值范围，相关数据编码例证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蓄力期数据编码例证

二阶主题 一阶概念 数据例证

依附式

竞合

面临资源困境
创业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资金问题，再就是第一批的订单，能够有长期的

订单或者稳定的大客户，这个企业才能活下去（Ｌ２ａ）

依赖母体生存
蒙牛需要好多个牧业基地，我们就给他们建，完全按照蒙牛的需求，签了一

个长期合同，建好了他们把牛奶全部都给收购了（Ｌ２ａ）

内向型

资源拼凑

主动汲取资源
海尔与世界顶级电脑代工厂广达、蓝天有合作，雷神科技作为小体量的新

创企业，通过海尔能够与大牌代工厂建立直接的合作联系（Ｌ１ｂ）

被动吸收经验
我在蒙牛在这个行业待了将近 １８ 年，对中国的草业、牧业、乳业，包括乳品

市场、快消品这块很有经验，我太清楚了（Ｌ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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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二阶主题 一阶概念 数据例证

锁定价值来源

锁定自身优势
２００８ 年开始电脑量下滑，一直在寻找突破口，围绕用户的长期调研后来锁

定了游戏本群体，我们本来在笔记本研发上也有自己的优势（Ｌ１ｂ）

锁定外部需求
中国 １４３５ 万头奶牛，现在的需求草量 ７００ 多万吨，中国只能产 １００ ～ ２００ 万

吨左右，从国外进口也就 １５０ 万吨，市场还有巨大的缺口（Ｌ２ａ）

拓展价值范围

释放潜在价值
这种战略关系我觉得是一种拓展，它本来是运输板块，它在这个战略下将

物流场景化，调动海尔闲置的物流资源去实现价值（Ｌ１ａ）

延伸价值主张
自三聚氰胺事件后，蒙牛致力于让国人喝上高品质的牛奶，从蒙牛离职的

高管也沿袭同样的价值理念，在不同领域共享蒙牛的价值主张（Ｍ２）

　 　 （１）依附式竞合。 该战略是指新创企业在竞争与合作关系中背靠成熟企业，成熟企业在竞争

与合作中均占据主导地位（万幼清和王云云，２０１４） ［４０］。 在缺乏关键资源与能力以及合法性欠佳的

情境下，新创企业具有强烈的竞合动机。 在创业初期的裂变企业如同“嗷嗷待哺”的婴孩，具有旺

盛的资源渴求，然而自身能力不足以构建与外部的连接。 但裂变企业从创业伊始就与母体企业保

持着紧密联系，能够依赖母体企业获取紧缺的经验与资源。 因此，该阶段的竞合战略表现为依附式

竞合。 创业初期合法性的欠缺，致使新创企业在竞争与合作中均不具备自主性，仅能掌握手头有限

资源，导致资源利用捉襟见肘，“面临资源困境”。 如正时生态创始人谈到，“在对草牧行业进行考

察之后，决定创业但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资金，然后就是客户。 买地建厂以及引进机械化种植

设备均需费用，牧草如何开拓销路又是另一个问题。”为摆脱资源束缚，谋求生存与寻求发展，选择

背靠母体企业庇荫（Ｆａｃｋｌｅｒ 等，２０１６） ［４１］，“依赖母体生存”。 正时生态在成立之初就与蒙牛签订了

长期合作协议，以蒙牛标准建立牧业基地，生产的牛奶主要供给蒙牛。 蒙牛具有众多的牛奶供应

商，而对于创业初期的正时生态来说，蒙牛却是其最重要的采购商。
（２）内向型资源拼凑。 资源拼凑是指在创业初期资源存量较为匮乏的情境下所采取的资源行

动（林菁菁等，２０２１） ［３１］。 该阶段的初级裂变体在遭遇资源困境的情境下，选择背靠母体生存，从而

萌生了依附式竞合。 在依附式竞合战略驱动下，初级裂变体将资源行动的方向指向母体企业，将资

源行动范围聚焦于母体企业内部拼凑，因此，该阶段的资源行动可定义为内向型资源拼凑。 雷神科

技创业之初急需高质量代工厂，但大牌代工厂不愿与新创企业合作，雷神科技“主动汲取资源”依
靠母体海尔背书，获取了世界顶级笔记本代工厂广达与蓝天的合作订单。 同样，新创企业由于订单

量小难以实现低成本采购，而雷神科技通过与海尔一同打包订购的方式，实现较低客单采购价格，
在源头上拼凑优异的关键创业资源。 除“主动汲取资源”外，母体企业往往具备成熟的组织惯例与

知识储备，裂变产生的新机遇刺激母体企业输出相关的知识积累与经验。 如海尔内部推出“人人

创客”的概念，为推进组织小微化运营，海尔设立海创汇事业部对创业项目进行专业孵化与培育。
雷神科技、日日顺等裂变企业在诞生之初，便能够吸收来自母体内部的创业经验指导与知识经验

交流。
（３）锁定价值来源。 初级裂变体在资源拼凑的过程中，识别自身创业优势，通过感知需求与机

会，将自身优势与外部需求匹配，从而发现价值源头。 雷神科技依托海尔拼凑到大牌代工厂的生产

资源，能够迅速处理海量反馈需求，从而达到远超同类企业的创业起点，“锁定自身优势”由初级裂

变体成长为裂变企业。 同时，母体内部积累的知识与经验输出也使得初级裂变体对于需求侧的

感知更加敏锐。 雷神科技最初团队通过海尔内部调研发现了游戏本用户需求，并“锁定外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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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从用户痛点出发，生产满足多元需求的专业游戏本产品，指明了雷神科技游戏本产业的价值

创造方向；正时生态发现了我国牧草需求的巨大缺口，于是萌发了围绕牧草展开的裂变创业活

动，进而在此基础上推出有机肥、循环生态等业务，将牧草产业进一步提升，捕获具有成长未来的

价值突破口。 通过将自身优势与需求侧的潜在机会迅速匹配，进而锁定价值来源，实现裂变企业

的新价值捕获。
（４）拓展价值范围。 母体企业借助裂变创业的资源拼凑行动，经由资源输出打破价值创造边

界。 母体内部存在大量冗余资源，在内向型资源拼凑的过程中，初级裂变体将其汇聚、利用与转化

为关键创业资源，通过溢出效应“释放潜在价值”。 如海尔作为家电制造领军企业，在各个板块配

套独立的物流团队负责采购、零部件运输以及成品的分拨，但重叠的物流业务造成了人员、车辆与

仓储等资源的浪费与闲置。 日日顺的建立充分调动了海尔内部的冗余资源，并升级为高效物流渠

道与一体化运输链条，实现海尔的价值增值。 同时，价值主张与认知也会随着裂变创业活动在母体

企业与裂变企业之间传承（李志刚等，２０２０） ［３７］。 “三聚氰胺”事件后，蒙牛萌生了“为中国人提供

高品质乳制品”的价值主张，通过正时生态、田牧实业等裂变企业的继承，具有蒙牛特色的价值主

张延伸至整个乳业产业链，“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是健康的，要打造一个和谐的生态圈，实现共赢发

展”。 经由资源输出的过程，传递出的价值主张逐渐成为产业内的共识，也为蒙牛提供了更高品质

的牧草与原奶，促使蒙牛的价值提升与增值。
２．联动期的价值创造

与第一阶段的谋求生存不同，联动期的裂变企业谋求的是如何在已锁定的价值来源领域获

取更多优质细分资源，完成企业规模与影响力的扩大。 经过对案例资料进行分析，将裂变企业在

联动期采取的竞合战略定义为联盟式竞合，并根据连接价值链的不同方向，细分为纵向竞合与横

向竞合。 联盟式竞合战略驱动下的资源行动表现为外向型资源编排，对裂变创业价值创造的影

响，体现在裂变企业连接价值网络与母体企业丰富价值结构两个维度，相关数据编码例证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联动期数据编码例证

二阶主题 一阶概念 数据例证

联盟式

竞合

资源诉求升级
内部能提供的资源毕竟有限，当我们孵化的企业对资源有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会推荐到平台上，在平台上能找到很多更专业的资源（Ｍ１）

搭建竞合联盟
我们推出场景化之后找我们的供应商特别多，３０ 多个集团的供应商一起来

做这个事，我们有合作，肯定也有竞争在里面（Ｌ１ａ）

外向型

资源编排

纵向资源捆绑
物流场景化之后，将采购、原材料配送和成品分拨等原本几大板块分散的

业务进行汇总，打通物流一体化的应用场景（Ｌ１ａ）

横向资源建构
我们电竞空间现在是跟租葛亮合作，它们在法务、风控各方面都更专业，能
够给我们搭建起笔记本领域更有优势的资源（Ｌ１ｂ）

连接价值

网络

打通母体网络
借助集团平台，找到我们需要的，包括售后、物流、供应链、采购以及财务、
人力等等，对我们来说平台带来很大的价值（Ｌ１ａ）

嵌入全新网络
想通过风投带来跟游戏相关的这些产业，把它们作为一个我们与游戏圈的

连接，我们将来不只做硬件，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新领域（Ｌ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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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二阶主题 一阶概念 数据例证

丰富价值

结构

开发互补市场
牧业、草业这些板块被开发，控制的牲畜头数越多、草越多，上游就更稳固，
这一些产业的开发形成比较稳固的乳业上游产业链（Ｍ２）

开发利基市场
游戏本是在笔记本业务基础上做得，现在做电竞空间，是以游戏本硬件为

基础，给到一些电竞级的体验，来满足市场更新迭代需求（Ｍ１）

　 　 （１）联盟式竞合。 供应链中纵向合作伙伴之间开展的竞争与合作被描述为纵向竞合（吴东等，
２０２２） ［４２］；而横向竞合被认为是企业在新产品开发中获取异质性资源和实现技术协同攻坚的重要

途径（吴霞等，２０２２） ［４３］，围绕不同方向价值链上的竞合统称为联盟式竞合。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裂变企业“资源诉求升级”，不再满足于限制性资源渠道。 雷神科技创始人谈到，“我们现在想做的

不仅仅是简单的游戏本，我们希望打造一站式的游戏服务平台”。 雷神科技提出了更高的发展目

标，“它有优势我们就用，但如果没有优势了，我们就需要去找更厉害的东西”，去建构游戏领域的

优质资源。 基于此，裂变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方主动“搭建竞合联盟”，以加速融入市场获取发展

所需的优质资源。 其中，日日顺等业务互补型裂变企业的价值来源于母体既有业务互补，发展急需

的是与母体供应链中的利益相关者建立纵向连接以获取更多互补性资源。 雷神科技等业务创新型

裂变企业的价值来源于母体企业既有业务的创新，迫切需要与全新领域内的头部企业建立横向连

接以获取更多异质性资源。
（２）外向型资源编排。 资源编排是企业构建资源组合、转化资源能力以及创造价值的重要过

程（张媛等，２０２２） ［４４］，强调资源在各流程间的合理配置。 在联盟式竞合战略的驱动下，裂变企业的

资源行动方向指向母体企业外部，对母体企业互补利益集合以及相关产业利益集合的资源进行有

效组合与合理配置。 因此，可将该阶段的资源行动定义为外向型资源编排。 通过案例分析发现，日
日顺与海尔供应链上的致果科技、和而泰、福田时代等多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针对原本分散

的前端运输、中端仓储与末端安装等物流业务资源进行“纵向资源捆绑”与高效利用，构建独具自

身特色的物流价值网络。 雷神科技以打造一站式的游戏服务平台为目标，与租葛亮、银河数娱等多

家企业签署合作协议，高效利用横向竞合联盟关系，深入游戏产业领域进行“横向资源建构”，如资

料所述，“大家同属于游戏这个范畴，我们把行业里面非常知名的公司拉来一起做”，联合开发加速

新产品的转化效率，不断强化在游戏市场的深耕细作。
（３）连接价值网络。 在已锁定价值来源的基础上，裂变企业主动与外界目标群体建立竞合

联盟关系，依托资源编排实现在特定领域与范围内的新价值渠道构建。 通过纵向资源捆绑，裂
变企业连通母体企业供应链伙伴“打通母体网络”，从而构建纵向价值网络。 日日顺最初只是

海尔价值网络中的一个派生节点，仅与海尔存在单边连接。 通过裂变创业的纵向资源捆绑，日
日顺与致果科技等多个海尔供应链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借助母体网络高效连接合作伙伴，并构

建以自身为核心的新价值网络。 而雷神科技依托海尔的强大资源背书，借助紫辉创投、赛富基

金等风投机构的高效路径，迅速“嵌入全新网络”游戏产业，与同方信息、和硕科技等企业建立

稳定的联盟关系，搭建专业游戏平台“神游网”，同样实现以自身为核心的全新价值网络构建。
现阶段的裂变企业以联盟竞合为战略导向，驱动资源编排在纵向与横向上串联合作伙伴，形成

以裂变企业为核心、以资源交互为网链的新价值网络的连接与构建，完成裂变企业的网络价值

捕获。
（４）丰富价值结构。 经由不同类型裂变企业的资源编排行动，将母体企业的价值节点扩散

至更广阔的市场。 该阶段的母体企业见证了裂变企业的快速成长，同时，也受到外部竞争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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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刺激，有转型与发展的强烈意识（陈逢文等，２０２０） ［４５］ 。 因此，在联动期的母体企业借助裂变

企业实施的纵向资源捆绑与横向资源构建，一方面，在供应链上下游“开发互补市场”，从提升

互补性的角度实现了更加丰富的价值结构（ Ｓｈａｋｅｒ 等，２０１２） ［４６］ 。 蒙牛员工在乳业产业链上进

行裂变创业与资源捆绑，逐步建立了以蒙牛为核心的乳业互补市场，“牧业、草业这些板块被开

发，控制的奶牛头数越多、牧草越多，上游就更稳固”。 正时生态进一步向下游开发，从事奶牛

托管业务，从牧草到奶牛再到粪便处理，形成闭环的生态农业。 另一方面，在原有业务领域的

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利基市场”，实现产业深耕与拓展，从增强异质性的角度丰富价值结构

（Ｓｈａｋｅｒ 等，２０１２） ［４６］ 。 对于海尔来说，雷神科技在原笔记本业务的基础之上，聚焦游戏本的细

分领域，为海尔引入游戏产业资源的同时，也“给海尔增添了娱乐化、科技化的标签”，推进海尔

战略转型与升级。
３．稳固期的价值创造

稳固期的裂变企业从追求个体独立发展，升级为推进整个裂变圈层的协同共建。 随着联盟规

模持续壮大与价值网络日渐成熟，裂变圈内部狭义的“利己”思维逐渐升级为通过共享“利他”而实

现广义“利己”，凸显“共生”的理想态势，裂变企业在该阶段将竞合战略调整为共生式竞合。 通过

案例分析发现，共生式竞合战略驱动下的资源行动表现为生态型资源协奏，对裂变创业价值创造的

影响，体现在裂变企业赋能创新系统与母体企业重塑商业生态两个维度，相关数据编码例证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稳固期数据编码例证

二阶主题 一阶概念 数据例证

共生式

竞合

多边资源共享
蒙牛打造的奶业生态圈，最终愿景是重拾消费者对奶制品质量的信心，实
现上下游资源互惠共享，积极推动整个行业向健康、良性发展（Ｓ３）

开放主体交互
交互之后产生新的需求，我们会跟上游的供应商进行交互，形成产品的概

念和草图，把产品做出来，相互激发、高效互动（Ｌ１ｂ）

生态型

资源协奏

撬动资源杠杆
在游戏本行业我们目前做的不错，就以有限的自身资源为基点去撬动外部

更丰富的优质资源，聚合构建生态实现更大的发展目标（Ｌ１ｂ）

多元生态连接
就是把这个生态圈里的或者一站式服务平台相关的资源把它连接起来，靠
产业里边非常有影响力的公司，吸引社会上一流的资源（Ｌ１ｂ）

赋能创新系统

激活创新动能
管理技术壁垒和科学技术壁垒，把这两个壁垒突破了，研发出来新的生物

有机肥帮助草生长，在这个技术支撑下才能建立这样的草业（Ｌ２ａ）

共享创新市场
雷神科技开始打造电竞生态领导品牌，电竞酒店从市场上来看还是一个蓝

海，硬件作为承接去布局，着力打造共赢共生的生态圈（Ｌ１ｂ）

重塑商业生态

商业模式跃迁
人单合一模式下，将传统的单企业、单品牌各自竞争转向生态内资源共享

共赢的竞争与合作，提升整体组织整合能力与连接能力（Ｍ１）

驱动生态演进
海尔进入第六个战略发展阶段，生态品牌战略，孵化的众多小微和创客，推
进了海尔的生态化建设进程（Ｍ１）

　 　 （１）共生式竞合。 该战略是指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并无强弱之分，而是保持长期稳定的共生

关系（何得雨等，２０２２） ［４７］。 经由前两个阶段的积累，裂变企业已解决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进而

探寻的是如何在日渐激烈的竞争中与时俱进、保持优势。 该阶段的裂变企业意识到，独立内化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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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以及“替代化”的竞争模式都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场景需求与突变迭代的技术要求（孙凯和

郭稳，２０２１） ［４８］，协同共生才是企业发展的长远目标，因此，该阶段的竞合战略调整为共生式竞合。
裂变企业在构建了以自身为核心的价值网络后，对资源的利用提出了更广泛更全面的“多边资源

共享”诉求。 雷神科技创始人谈到，“我们想做电竞生态圈，整合最好的资源一起来共享，整个电竞

行业好了我们才有更大的发展，才是最快的发展路径”。 在共享资源诉求下，为实现资源的流通，
要求生态圈内“开放主体交互”打破行业壁垒，协同合作。 日日顺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诚品鲜在物

流配送与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诚品鲜是集生鲜全产业链智能技术、智能制造为一体的

企业，它为日日顺提供最新的冷藏保鲜与冷链运输技术，日日顺为其提供一体化物流运输与仓储资

源，双方交互合作可以高效利用资源，激发共创共赢。
（２）生态型资源协奏。 资源协奏是指在企业资源较为宽裕的情况下，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从而实现优质资源的持续开发与价值提升（鲁喜凤和郭海，２０１８） ［３４］。 在共生式竞合战略驱动下，
借助母体企业的纽带关系，多个以裂变企业为核心的小生态串联形成以母体企业为核心的共生大

生态。 为实现多边资源共享，裂变企业的资源行动目标与要求被再次提升，资源行动的范围也扩展

至整个生态圈内资源的优化配置。 因此，将该阶段的资源行动定义为生态型资源协奏。 在生态圈

中，裂变企业以自身资源为基点，撬动其他产业的优质资源。 雷神科技创始人谈到，“１５ 万台的销

售量背后精准对应 １５ 万个游戏玩家。 哪家公司跟我合作一块来开发的话，它就直接有 １５ 万个精

准的用户，要是它自己去弄的话，至少要覆盖 ２０００ 万的用户才能找到这 １５ 万。”同时，在共生式竞

合战略驱动下，裂变企业渗透并嵌入不同产业，进行多元生态连接。 “内蒙古企业要么做乳制品，
要么做牛羊肉，顶多把产业链伸到终端餐饮”，而田牧实业依托互补价值网络，将业务拓展至肉业、
乳业及牧业等多领域，进行多元生态发展布局。

（３）赋能创新系统。 创新系统指的是裂变企业依托连接的价值网络，源源不断被赋予创新

活力，实现创新激励与新价值挖掘的体系。 裂变企业在生态型资源协奏的过程中，一方面，撬动

的资源杠杆实现“激活创新动能”，激发自身资源开发利用与成果转化。 正时生态与内蒙古大学

等高等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同进行项目研发，推进科研成果的迅速转化，从而带动新的创

新生产力；与农业农村部的饲草实验室进行科研合作，带领团队从科学管理与生物技术出发，创
建了“有机肥 － 优质牧草 － 奶牛 － 粪便”的循环生态牧场，提升了创新效率与创新产出。 另一方

面，雷神科技与合作伙伴“共享创新市场”，共同打造电竞生态领导品牌，在推进电竞综合体建设

的过程中，发现了电竞酒店“蓝海”。 雷神科技凭借自身硬件优势承接多元生态，挖掘并打造电

竞酒店的创新市场。 目前，雷神科技已完成了电竞酒店、电竞赛事、电竞教育、电竞产业园等电

竞全产业链的多个创新市场布局，为其注入持续的优势资源，从而催化资源的有效配置与新价

值捕获。
（４）重塑商业生态。 裂变企业在竞合战略驱动下开展资源行动，不断推动母体企业组织结

构与动态能力的迭代与升级，是母体企业商业生态系统重塑的重要动力（李志刚等，２０２０） ［３７］ 。
母体企业以共同的价值主张为纽带，通过裂变创业活动拓展自身价值范围，并在新价值范围上

构建丰富的价值结构。 然而，新价值结构无法与既有的传统商业模式相匹配，因此引发了商业

生态重塑的需求。 具体来说，母体企业经由裂变创业的资源行动，实现了商业模式由裂变平台

向多边生态的“商业模式跃迁”。 以“海尔系”裂变创业活动为例，海尔从科层制组织结构向平

台型组织结构更替，在雷神科技、日日顺等众多裂变企业与裂变圈层的加持下，进一步向生态型

组织结构升级，实现将传统制造型企业单企业、单品牌独立竞争的商业模式转向生态内资源共

享、协同共创的新商业模式。 同时，在共同价值主张指引下，裂变创业起到了驱动以母体企业为

核心的商业生态演进的重要作用。 以“蒙牛系”裂变创业活动为例，正时生态与田牧实业等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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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共同维系与践行了蒙牛的价值主张，将该价值主张辐射至整个裂变生态，并开发与构建出

冻精、农业合作等新兴市场价值结构。 在裂变创业的推动下，实现了蒙牛向可持续发展的乳业

生态系统演进。

五、 竞合战略驱动下裂变创业的价值创造机制

围绕“竞合战略驱动下裂变创业价值创造机制”的核心问题，基于“蒙牛系”与“海尔系”裂变

创业实践，构建出如图 ２ 所示的理论模型。 竞合战略驱动下裂变创业价值创造机制表现为：随着裂

变创业过程中企业规模、发展诉求与资源情境的动态变化，裂变企业会审时度势地选择更有益的竞

合战略，通过策略性实施依附式竞合战略、联盟式竞合战略以及共生式竞合战略，采取内向型资源

拼凑、外向型资源编排以及生态型资源协奏的资源行动，最终实现裂变企业的价值捕获与母体企业

的价值增值。

图 ２　 竞合战略驱动下裂变创业价值创造机制理论模型

１．裂变创业价值创造机制

（１）蓄力期的价值创造。 面对创业初期的高度不确定性与资源紧缺，在该阶段的初级裂变体

急需摆脱资源困境，谋求生存与发展。 但在缺乏关键资源、能力以及合法性欠佳的情境下，初级裂

变体难以与外部建立可靠联系，只能借助情感纽带与母体企业形成强依赖关系，实施依附式竞合战

略。 依附式竞合驱动该阶段的资源行动明确指向母体企业内部的有限资源拼凑，初级裂变体在汲

取所需资源的同时，刺激母体企业汇集相关行业知识与经验。 拼凑的创业资源与外部需求相匹配，
达成裂变价值的源头捕获。 同时，母体冗余资源的潜在价值被释放，并随着裂变创业活动将自身价

值主张传递与延伸，实现价值创造量与传播力的增值。
（２）联动期的价值创造。 将蓄力期的初级裂变体看作是依赖母体、嗷嗷待哺的“婴儿”，那么联

动期的裂变企业已成长为发现自身优势、渴望自由翱翔的“少年”，但母体内部的有限资源已经无

法满足该阶段专业化的资源诉求。 为此，裂变企业实施联盟式竞合战略以深入价值来源领域，通过

外向型资源捆绑与建构等资源编排行动，将原本自身孤立的节点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连接，形成

以自身为核心的价值网络，实现裂变价值的路径捕获。 同时，母体企业也通过裂变企业的外向型资

源编排，向互补市场与利基市场展开新的价值创造活动，对母体企业的既有价值结构进行丰富与优

化，实现价值输出量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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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稳固期的价值创造。 联盟式竞合为渴望自由翱翔的裂变企业插上了“健硕的双翼”，而想

要持续飞翔就需要栖息的生态为其源源不断的补充动力。 基于此，裂变企业采取共生式竞合战略，
在以母体企业为纽带的裂变生态圈中，进行生态资源的组合协奏。 以自身资源为基点，撬动生态内

的多边资源，从而激活自身创新动能；与多元生态建立连接，共同挖掘潜在创新市场，实现裂变价值

的创新力捕获。 同时，母体企业经由多个小裂变圈层的发展，从平台化向生态化的商业模式跃迁，
全新的组织结构也进一步驱动母体生态加速演进，完成对既有商业生态的重塑，实现生态价值量的

增值。
２．裂变创业竞合战略演化与价值创造

网络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企业的价值构建提出了更高要求，独立内化的发展模

式以及替代化的竞争模式都难以满足快速更迭的新要求（孙凯和郭稳，２０２１） ［４８］ ，在此情境下，
联合外部力量以构建竞合态势，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竞合思想蕴含在价值创造的过程

中，是揭示价值创造主体关系与资源行动迭代升级的关键要素（何得雨等，２０２２） ［４７］ 。 深入挖掘

价值创造的内在逻辑，首要厘清竞合战略动态演化的过程与路径。 通过对四家裂变企业的案例

分析发现，在裂变创业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竞争与合作关系经历由“依附式竞合 － 联盟式竞合 －
共生式竞合”的动态演化升级，并在该过程中实现了裂变企业价值捕获与母体企业价值增值（如
图 ３ 所示）。

图 ３　 裂变创业竞合战略演化模型

基于裂变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面对差异化资源情境与发展诉求，裂变企业与母体企业的竞合

关系也发生改变。 蓄力期的初级裂变体存在严重资源匮乏，从而萌生依赖母体的生存动机，在竞合

关系中倾向于采取强合作、低竞争的依附式竞合战略。 联动期的裂变企业不满足于母体内部资源

的简单拼凑，尝试深入目标领域建立联盟关系，在竞合关系中实施强合作、强竞争的联盟式竞合战

略。 基于差异化发展方向，联动期的竞合战略异化为两条路径，分别是互补型裂变的纵向竞合以及

创新型裂变的横向竞合。 稳固期的裂变企业从追求自身发展到谋求生态协同共建，以母体企业为

纽带汇聚形成庞大裂变生态圈，追求更为稳定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因此裂变创业的竞合战略最终升

级为超合作、超竞争的共生式竞合。 在这一过程中，裂变企业的竞合定位从依附者成长为独立个

体，蓄力蜕变为生态系统的重要参与者。 从在母体企业内部敏锐察觉价值来源的涌现，到聚焦目标

价值来源的内核创新力提升，裂变企业实现了以新来源、新路径、创造力为特征的价值捕获。 母体

企业借助裂变企业捕获新价值的过程，助力自身实现了价值范围的延展与拓宽，从而引入多重利益

相关者网络，搭建丰富价值结构，在此基础上发挥联动、协同与共建作用，最终实现了以自身为核心

的生态系统价值总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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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讨论

１．研究结论

研究聚焦竞合战略的驱动作用，深入剖析裂变创业价值创造机制，特别利用资源行动理论对裂

变创业价值创造过程进行诠释。 最终，发现在裂变创业情境下，竞合战略经历依附式竞合、联盟式

竞合以及共生式竞合的迭代演进，进而驱动资源行动表现为“内向型资源拼凑—外向型资源编

排—生态型资源协奏”的动态升级，实现裂变价值捕获与母体价值增值。 此外，互补型裂变与创新

型裂变在联盟式竞合中可细化为纵向竞合与横向竞合两条路径，而裂变是否由母体主导对竞合战

略的演化不存在明显差异。
２．理论贡献

研究聚焦裂变创业情境，借助竞合战略和资源行动理论基础，建构了竞合战略驱动下裂变创业

价值创造机制模型，对竞合战略、资源行动以及裂变创业研究做出具体理论贡献。
首先，将竞合战略理论应用于裂变创业情境，探讨了竞合战略对裂变创业价值创造的驱动作

用，补充了竞合战略理论在创业领域的研究不足。 以往研究中，学者更多将成熟企业作为战略主体

展开竞合分析，少有研究针对创业活动中的竞合战略和价值创造深入探讨（郭润萍等，２０２２） ［７］。
裂变创业作为一种“有基础”的创业类型，与母体企业之间存在“与生俱来” 的复杂嵌入关系

（Ｕｚｕｎｃａ，２０１８） ［１２］。 研究发现这种复杂关系在创业过程中以竞合姿态呈现，揭示了竞合互动在裂

变企业协同发展与价值创造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
其次，从资源行动视角审视裂变创业发展过程，对过程中产生阶段性策略与效用的缘由予以清

晰的阐释。 在裂变创业情境下，资源在母体企业与裂变企业之间跨组织流动是裂变创业的重要特

征与优势来源（Ｋｌｅｐｐｅｒ 和 Ｓｌｅｅｐｅｒ，２００５） ［３］。 现有研究将技术与市场导向以及组织动态能力等作

为创业企业实施资源行动的驱动要素（张璐等，２０１９［２９］；苏敬勤等，２０１７［３５］ ），本文针对竞合关系变

化导致资源行动策略调整展开讨论。 借助资源行动理论有效刻画了裂变企业不同成长阶段在竞合

战略驱动下的资源情境，并将资源行动作为连接竞合战略与价值创造的关键桥梁。 这些发现为理

解阶段性的资源行动过程提供了深入洞见。
最后，构建了裂变创业理论与组织创新理论之间的接口，推动了关联型创业、跨组织管理理

论的研究进展。 协同发展、生态演进是组织理论和创新理论的关注热点（梅亮等，２０１４） ［４９］ ，“海
尔系”裂变创业案例打破组织边界，实施平台化、生态化建设的实践情境，揭示了裂变创业逐渐

走向开放生态系统的发展趋势。 研究对此进行了回应，强调在裂变创业阶段性发展过程中，主
体之间的互动与组织关系从简单交互走向生态共生。 研究结论进一步证实了在裂变创业情境

中，协同发展与生态演进的组织管理竞合逻辑，深化了裂变创业组织管理创新理论的实践研究

空间。
３．实践启发

研究结论对母体企业与裂变企业均具有实践引领与启发意义。 一方面，母体企业应积极转

变对员工创业的看法与观念。 大多数企业将离职创业视为自身的威胁，而“蒙牛系”与“海尔

系”裂变企业的创业实践，为母体企业如何与员工创业实现双赢带来了新启发。 裂变企业能够

为母体企业塑造众多利益相关主体参与的开放式生态，在实现自身价值捕获的同时，带动母体

企业及更多利益相关者实现价值共创，既维护了健康、和谐的组织间关系，也将成为母体企业

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裂变企业应合理利用母体企业资源。 在蓄力阶段全力拼凑，
在成长后期积极向独立行走迈进，在不同阶段借助母体企业实现最大化的资源效能。 同时，裂
变企业需摆正自身的战略位置，不应仅仅充当母体生态的参与者，更应扮演好生态中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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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者角色。
４．研究局限与展望

尽管研究阐释了竞合战略驱动裂变创业价值创造的内在逻辑，为实现裂变企业和母体企业价

值共创提供了有益启示，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和后续研究空间。 一方面，在采用多案例研究设计时，
虽然遵循理论抽样原则选取了四组案例单元，考虑到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有效性，但相较于大样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未来将持续积累裂变企业样本，对研究结论进行不断修正和检验。
另一方面，将竞合战略作为裂变创业价值创造的关键驱动要素，聚焦竞合战略的驱动作用与裂变创

业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但未充分考虑宏观政策、母体组织战略等其他因素可能对裂变创业价值创

造产生的众多影响。 后续研究将从多重维度关注裂变创业价值创造的其他驱动因素，借助更多理

论视角构建裂变创业价值共创整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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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梅亮，陈劲，刘洋． 创新生态系统：源起、知识演进和理论框架［Ｊ］ ． 北京：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４，（１２）：１７７１ － １７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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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ｐｉｎ⁃Ｏｆ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Ｍｕｌｔｉ⁃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Ｉ Ｚｈｉ⁃ｇａｎｇ１，２，ＧＯＮＧ Ｓｈｕ⁃ｗｅｎ１，ＰＥＮＧ Ｔａｏ１，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Ｑｉｎｇｄａｏ，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２６６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Ｑｉｎｇｄａｏ，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２６６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３．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Ｑｉｎｇｄａｏ，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２６６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ｌａｔｅｃｏｍｅｒｓ， ｎｅｗ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ｆｔｅｎ ｆａｃ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ａ ｈｉｇｈ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ｌｏ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ｓｐｉｎ⁃ｏｆ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ａ ｎｅ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ｉｎ⁃ｏｆｆ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ｉｎ⁃ｏｆ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ｒａｔｅ ｏｆ ｎｅ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ｓｐｉｎ⁃ｏｆｆ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ｆｅ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ｈｏｗ
ｓｐｉｎ⁃ｏｆｆ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ｒｐ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ａｉ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ｎｇｎｉｕ ｈａｖ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ｍａｎ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ｓｐｉｎ⁃ｏｆｆ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ｐｉｎ⁃ｏｆ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ｑｕｉｔｅ ｉｎｓｐｉ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
ｅｍｂｅｄ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ｉ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ａｎｄ ｄｅｅｐ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ｐｉｎ⁃ｏｆ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ｆｉｓｓｉ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Ｈａｉ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ｎｇｎｉｕ 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ｐｉｎ⁃ｏｆ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ｓｐｉｎ⁃ｏｆ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ｄｏｐ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ａｇｅｓ，ｓｏ ａｓ ｔｏ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ｉｎ⁃ｏｆｆ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ｐｉｎ⁃ｏｆｆ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１） Ｉｔ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ｎ⁃ｏｆｆ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ｔ ｂｒｅａｋ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ｔａ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ｉｎ⁃ｏｆｆ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ｓｐｉｎ⁃ｏｆｆｓ ｗｉｌｌ ｃｈｏｏｓｅ ｍｏｒ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ｖａｌｕ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ｐｉｎ⁃ｏｆ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ｐｉｎ⁃ｏｆ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ｗｉｄｅｎ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ｐｉｎ⁃ｏｆ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ｉｎ⁃ｏｆｆ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ｄ． （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ｏｆ ｓｐｉｎ⁃ｏｆ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ｉｎ⁃ｏｆｆｓ ｏｆｔｅｎ ｈａｖｅ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ａｎｄ ｃａｎ ｏｂ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ｐａｒ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 ｏｆ “ ｓｐｉｎ⁃ｏｆ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ｖａｌｕ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ｓｐｉｎ⁃ｏｆ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ｖａｌｕ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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