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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Cultural Industry

R&V Alliance Partner Selection

on Alliance Performance

Abstract

Today，the cultural industry becomes the most potential investment industry，
its development space and the potential is huge．The party’S sixth plenary session

through 1 7th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 to promote socialist cultur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several major issue decisions emphasizes to develop the cultural industry from

global and strategic height．What is more，the size of our cultural industry is

general small，it do not hav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and do not have

adapted to the rapidly changing market．Therefore，we need a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and profound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promote

cultural industry reform which was activated into a new period．The gather of

network in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R(Reality real resources)＆V(Vitality
virtual resources)alliance，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taking pate in R&V alliance becomes a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culture industry performance and create the sustainability of cultural

value．The previous study of the theory about strategic alliance showed that

partner selection of strategic alliance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erformance．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for this paper to study the R&V cultural industry
alliance performance and how to choose R&V coalition partners to raise alliance

performanc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s on the related theory about the R&V alliance of

culture industry，the selection of coalition partners and the alliance performance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studying what impact the culture industry R&V

coalition partners choice plays on the alliance performance．defining and

analyzing the R&V alliance’S concepts and features，it analyzes the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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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R&V alliance based on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 and analyzes the formation paths of the alliance R&V based on the pare to

optimality theory and studies alliance partners by introducing the trial and error

model and improves efficiency of partner selection by using value judgment

model．From the two dimensions market and resources，it analyzes the choice of

R&V partners，deeply studies the microscopic mechanism about market and

resources impacts on the alliance performance based on collective strength，

member conflict，dependence of the alliance conditions of the R&V alliance for

intermediary，and puts forward the relevant hypothesis．A questionnaire survey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and measure method was conducted to study how the

selection of R&V alliance partners influences the alliance performances，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empirical enlightenment and suggestions．To the benefit of

improving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of our country，then

promot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rt and science field in our country．

Keywords Cultural industry，R&V alliance，Partner selection，Allianc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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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背景

第1章绪论

文化产业被公认为新世纪的“朝阳产业”或“黄金产业”，产业特征最具

创新性和感染性，有着极强的市场亲和力，不仅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而且

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很多发达国家经济

的主导产业。随着数字化网络技术在文化领域里的广泛应用，全球经济文化一

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十七大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到推动社会文化发展和

繁荣的战略高度，强调对文化产业的大力发展。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时期，我国

提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重点项目在新形势下扶持政策。然而，当下

我国的产业整体规模仍然较小，发展基础薄弱。因此，在面对网络、信息和传

媒成为社会发展的必需资源时，文化产业应将现实资源转向与虚拟资源联盟来

创造价值。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与文化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问题逐日严

重。新兴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产业的竞争逐步扩大，各种不利因素使得我国文

化产业的发展面临新的风险和机遇。在这种环境下，文化产业发展的最佳方式

还需要将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相结合，即R(Reality)现实资源)＆V(Vitality虚

拟资源)战略联盟，它不仅灵活度大，竞争力强，而且能够适应当代信息网络

化的环境；它是将现实和虚拟两种资源整合后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战略联盟模

式。R&V的竞争力不只表现在资源交换作用上，更反映于发现隐藏在资源内

的传媒作用：它一方面为文化产业提供了可以利用的虚拟资源，另一方面又给

虚拟产业找到了现实资源作为支撑，用现实资源作为开启虚拟产业的钥匙，同

时又使虚拟资源促进现实产业的发展。但是，R&V联盟的竞争优势源于合作

伙伴的资源的互补能力，所以伙伴选择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如何更好地组建联

盟，获得竞争优势关系到整个联盟的绩效和成败。因此，本文分析R&V联盟

伙伴选择对绩效的影响，为理论界和实业界选择R&V联盟伙伴时提供一些有

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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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冲击下，催生了诸多新兴文化产业，国外学者也将开始采用实证研究来分

析文化产业的运营效率，集群竞争力、影响因素、治理结构等方面。

我国对文化产业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较快。国内政府和学者对文化

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产业的区域集群，和如何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的

层面上，比如张佼等学者研究指出，当今的文化产业与很多产业的互动越来越

紧密，而且与商业产业以及新兴产业成为当代研究的前沿问题H1。黄宜芬等人

研究了台湾文化创意产业是怎么推动经济发展问题佰1。邓安球学者则从概念上

重新界定文化产业，认为文化产业是与文化含量有联系的或者参与相关活动的

如生产的相关文化产品，流通到运输等环节运作到服务的集合阳1。祁述裕、韩

骏伟学者在深入研究新兴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后，指出了我国文化产

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动态，文化产业将会是出现新兴的取替传统的文化产业，

一种适应市场竞争需求满足顾客的新兴文化产业，而文化产业的内容也将成为

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盯1。目前，我国在网络时代下如何发展文化产业，以及文化

产业的统计工作和实证研究成为当前研究的主流陋1。

1．3．2 R&V联盟及联盟伙伴研究现状

1．R&V联盟研究现状对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联盟的这种创新理念，最早

出自于产品营销过程中阳I。国外学者对战略联盟的研究颇多，针对广义上的联

盟进行研究的偏多，其中，Khanna认为参与联盟的成员关系具有合作和竞争

的双重性质，同时也受到联盟外部的影响n引。Pierre Dussauge等从企业联盟的

发展或联盟扩张情况，将不存在竞争的伙伴联盟分纵向联盟，跨国合资、跨产

业的联盟等等，并分析联盟形成的原因和管控机理等⋯I。

对R&V联盟的研究，国内学者研究起步较早，目前大多集中在传统战略

联盟和R(realty)&v(virtually)非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区别上。潘勇等学者通过与

原有战略联盟模式比较，指出传统战略联盟具有高成本、竞争性、利益和风险

的不确定性等缺陷，而R&V非竞争性战略联盟确弥补了这些缺点，有着非竞

争性、低成本、高收益、结构稳定等优点n2。。张钢等学者认为传统的战略联

盟，很难避免联盟双方之间的学习壁垒、机会主义等瓶颈，最终导致联盟的失

败率n3。。杨峰等学者通过绿盛集团R&V联盟案例成功经验的得出，R&V联盟

是一种全新的战略联盟模式，它不仅克服了传统联盟固有的一些缺陷，还实现

了非竞争性、目标移动性、零成本合作、用户共享以及闲置资源的互换。他指

出R&V联盟将会成为一种全新的整合全球资源的商业模式n4。。由于R&V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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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战略联盟是基于资源和经营能力平等的伙伴之间建立起来的，所以这种

文化产业联盟是比较稳定的。

2．R&V联盟伙伴选择研究现R&V联盟伙伴选择问题的研究现状，David

Fauckner经过研究认为，使战略联盟得以长期成功合作的最关键的部分是挑选

出合适的战略合作伙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考虑下面两个基本的因素：合

作伙伴间的文化融合和合作伙伴间的战略协同n引。约翰·库仑研究发现，对合

作伙伴来说，相互间必须要具备战略适应性，各个企业在组建战略联盟的时

候，要考虑潜在合作伙伴是否具备较好的战略适应性进而提高在实现企业目标

基础上的成绩n引。Miehael D．Hurt，Edwin R．Stafford等四人对联盟进行了相应

的研究，发现在合作伙伴关系中存在重要的影响因素，即关系承诺、信任、兼

容性¨7。。

同样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对联盟合作伙伴选择做出了相应的研究，他们认为

联盟合作伙伴在选择的同时，还要重点考虑以下几点：联盟伙伴的市场因素、

品牌创新、经营效果、伙伴关系、联盟环境等指标n＆191。施金亮和一些学者对

联盟合作伙伴选择的模型进行了构建，从联盟成员的信誉、核心价值、战略目

标趋同度和成员间沟通四个方面作出了阐述乜0。。部分学者们对联盟伙伴的环境

多变性和文化差异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市场环境变化

的背景下，联盟合作伙伴的文化差异越小，联盟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心1’22。。

1．3．3伙伴选择对联盟绩效影响的研究现状

联盟绩效一直都是联盟研究的热点，有联盟就会存在联盟的失败。很多学

者都在研究联盟失败的原因和联盟成功的影响因素，其中联盟绩效作为联盟成

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外对联盟绩效的研究颇为丰富，主要集中在联盟绩

效的影响因素和衡量等方面。在影响因素方面上，西方学者们对联盟绩效的研

究从联盟的长期和短期绩效、以及联盟的结束三个因素进行探讨。在衡量方面

上，Jeho指出，当伙伴企业通过战略联盟来获取互补性资产和能力，通过联盟

进行学习时，会提高联盟绩效乜引；Nielsen提出的联盟绩效评价模型，包括联盟

前到联盟后绩效的评价，其中涉及到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联盟伙伴之间的关系，

财务情况、文化差异、知识保护主义、资源互补、相关经验等方面乜引。Das和

Teng从主观标准层面衡量联盟绩效，主要考虑了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对联盟

的满意程度乜5‘。Das和Teng对联盟绩效进行了界定，认为联盟绩效就是联盟成

员通过战略联盟方式来实现各自战略的目标程度心6。。

—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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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联盟绩效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联

盟伙伴之间的信任，声誉、承诺、沟通等关系对绩效的影响。根据相关理论的

研究，对于联盟目标的完成程度学者们大都采用联盟成员对联盟满意度的指标

来衡量，而对在组建联盟后，则采用联盟的状况，联盟的能力、联盟的管控关

系等等因素衡量绩效心7。。杨东奇和徐影学者在联盟伙伴影响绩效的过程中，指

出联盟伙伴的整体因素或者自身因素都与绩效呈正相关的关系，而联盟合作后

所产生的某些效应与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堙引。胡杨成认为，影响联盟绩效也可以

从联盟伙伴的独特特征与拥有的资源匹配，以及伙伴间的关系考虑啪1。洪兆平

学者认为，联盟的状况由联盟伙伴关系影响，而联盟绩效却受到联盟的整个状

态特征的直接影响m1。

1．3．4相关研究综述

综合上述学者对有关文化产业R&V联盟、联盟伙伴选择、联盟绩效的相关

问题研究颇多且深入，本文认为在伙伴选择对绩效的影响方面，尚存在许多有

待完善的地方。现有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缺乏新的视角和切入点，其大部分研

究是集中于对其的定义、内涵、特征以及从宏观层面研究产业的发展和演进与

发展对策。文化产业的发展依赖产业能尽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利用优势

资源，因此其研究角度必须从宏观层面转向文化产业R&V联盟。而且已有的理

论研究多数以其它产业联盟的经验和素材为基础，对我国文化产业的R&V联盟

实践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缺乏解释力和指导力。

基于R&V联盟的研究主要集中联盟的构建及优势，从战略层次来看，怎样

选择现实经济实体和虚拟经济实体资源的伙伴联盟，对于提升联盟绩效，提高

文化价值创造的研究还是一个弱势领域。缺乏在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联盟背景

下，对联盟伙伴选择与联盟绩效的相关性研究。从国内文化产业R&V联盟的研

究来看，基于资源理论的伙伴选择研究较少，对伙伴选择影响联盟绩效的实证

更是甚少。而针对不断加强的经济发展与创新趋势，本文将从资源联盟的视角

出发，分析我国文化产业R&V联盟特性及其联盟伙伴选择的分析，联盟伙伴选

择与联盟状况的相关性，以及联盟状况对联盟绩效的影响，以进一步丰富文化

产业R&V联盟等有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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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4．1研究内容

1．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与联盟绩效的相关研究综述对文化产业、

R&V联盟、R&V联盟伙伴选择以及联盟绩效的研究现状和演进进行分析与评

价，为研究我国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对联盟绩效的影响奠定理论基础。

2．R&V联盟的形成机理分析界定和分析R&V联盟的概念和特点，运用

战略联盟理论分析R&V联盟形成的动因；基于动态博弈理论分析R&V联盟

形成路径：基于R&V联盟伙伴选择的试错模型，构建R&V联盟伙伴选择的

价值模型。

3．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对联盟绩效的假设基于R&V联盟视角，

从市场和资源两个维度对R&V联盟伙伴选择进行分析，并结合文化产业在

R&V联盟伙伴选择的环境下进行分析与提炼关键影响因子；为研究文化产业

R&V联盟条件对联盟绩效的影响，并以文化产业R&V联盟状况因子为中介，

研究R&V联盟伙伴选择市场和资源对联盟绩效的影响及提出相应假设。

4．实证分析采用我国较成熟的文化产业区作为问卷发放对象，对数据进

行描述性统计i探索性因子分析，构建R&V联盟伙伴属性影响联盟绩效的相

关假设的SEM模型。根据实证结果分析，提出我国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

择对绩效的相关对策建议。

1．4．2主要研究方法

1．运用文献分析与比较研究方法对R&V联盟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文献进

行系统分析与归纳总结。结合战略联盟管理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分析

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的属性，主要包括市场分析和资源分析。

2．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通过定向分析，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理

论假设，并进一步构建理论模型；采用PASW Statisticsl 8．0软件对数据进行定

量处理，以验证理论假设的合理性。

3．问卷调查、数理统计分析方法通过设计和发放对我国文化产业R&V

非竞争性战略联盟的问卷以及回收，收集有关R&V联盟伙伴选择属性影响联

盟绩效的相关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和相关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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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技术路线

本文的技术路线，如图1-1所示。

问题的提出

√王

文化产业R&V联盟形成机理及伙伴选择分析

上
一 R&V联盟L_J R&V联盟L-J R&V联盟 L

l 形成动因 l I 形成路径 l I 伙伴选择 l
· 』L

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对联盟绩效的假设

l
士 ◆ ◆

．I R的属性分析衄I 肭p-假设 l I 假设

上jr

我国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对联盟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Lj，

对策建议

1-1技术路线

Fig．1-I Technical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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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文化产业R&V联盟形成机理及伙伴选择分析

R&V联盟的迅速发展改变了文化产业战略方式，将产业间的竞争转变为

非竞争行业的联盟方式。R&V联盟已成为文化产业经济实体竞争市场上新的

组织形式，为揭示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对联盟绩效的微观影响，首先

要研究文化产业R&V联盟形成的动因、过程以及联盟伙伴选择的微观机理。

2．1 R&V联盟的概述与联盟绩效的界定

2．1．1 R&V联盟的内涵特征

R&V联盟，是将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重新整合，其中R是指现实资源，

看得见的资源比如市场交易中的产品，V是一种虚拟资源如知识经济中的网络

资源中的网络产品。该联盟是合作双方达成一致协议，把自身拥有的各种资源

为对方所共享，实现资源的互动和共享，并从产品研发、市场推广到售后服务

等各方面实现更深入的合作，让资源拥有双方都享受到共享带来的额外收益，

实现资源的效用最大化。它具有以下特征：

1．非竞争性参与R&V联盟的双方或多方是互不关联的产业和企业领

域，各自不存在竞争关系，在联盟的过程中，联盟成员不会学习共享对方领域

的核心能力，合理地规避了双方之间的竞争，克服了由联盟带来的竞争问题，

实现战略联盟的进一步发展。

2．稳定性R&V联盟中将双方利益捆绑在联盟利益中，从而减少联盟中的

机会主义行为，即使联盟成员在追求各自利益，也会给联盟带来共同利益。而

且，由于联盟双方所属行业不同，不存在知识保护主义，有效地避免了因学习

竞争而导致的联盟失败，加强了联盟的稳定性。

3．开放性R&V联盟可以对联盟进行拓展，不断地接收第三方，将现实资

源和虚拟资源获得更多整合和利用的机会，使得联盟成员拥有更丰富的资源，

最终是联盟双方资源和利益最大化。

4．利益的合理分配 因为R&V联盟是一种非竞争的资源联盟，因此联盟

的成本微乎其微，但是双方的收益却很大。这种成本小利益大的联盟，让对方

忽略了在利益分配上的争夺比较的心理，同时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自身也无法

比较，因此淡化了双方在利益分配上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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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R&V联盟绩效的界定

联盟绩效从定义上来说，就是联盟成员所得到的收益。比较相关文献得

出，联盟绩效研究的重点体现在：首先，怎么衡量联盟绩效，探讨运用什么样

的评价体系来度量绩效；其次，联盟绩效受到什么样的因素影晌，怎么影响，

与联盟绩效的互动关系体现在那里。比较分析来看，这两个重点是相互联系

的，只有确定什么因素影响绩效，才可以确定什么指标来评价联盟绩效。然

而，在双方都确定的条件下，由于评价指标的数据收集困难以及度量的难度，

在理论界引发了很多分歧和争论。早期对联盟绩效的研究进展并不深入啼¨。总

结相关文献得出，在联盟绩效的度量上，主要有三种评级体系。第一，运用联

盟成员对战略联盟目标完成的总体程度和彼此对联盟是否满意的程度；第二，

使用联盟成员的财务指标来衡量联盟绩效，主要指标包括销售增长率和收益率

等指标：第三，运用联盟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的相关主观指标来评价。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由于文化产业中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经济实体建立联

盟目的各不相同，而且战略联盟具有动态发展性。如果只关心联盟的财务数据

指标的投入和产出，会忽视联盟运行过程。因此，对R&V联盟绩效的考察，

应针对联盟资源的特点，结合R&V联盟的运行过程所产生的文化产业的核心

能力进行系统考察。在此，R&V联盟绩效可定义为：将文化产业的经济实体

和虚拟实体作为联盟主体，在彼此结盟经营的过程中，联盟双方各自取得的经

济效益水平，其财务衡量指标包括资产收益率、销售收益率，同时依托资源、

能力、机制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构建和改善资源联盟，使其内外部资

源有效整合与优化配置，呈现出比对手更有优势的良性循环态势，以获得可持

．续发展的能力，对联盟运行中的衡量指标包括伙伴的满意度和产品创新能力。

2．2文化产业R&V联盟形成机理

2．2．1文化产业R&V联盟的形成动因

通过分析R&V联盟成员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R&V联盟的形成是由以

下原因促成的。

1．传统战略联盟发展的诱因 全球经济一体化为众多产业的经营带来了困

难，相关产业不能利用自己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满足市场对产品的个性化需求

时，它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更为有效的竞争武器。此时，战略联盟成为他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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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调整的手段和方法，通过战略联盟，联盟成员可以共享资源、优势互补来

创造更大的竞争优势来战胜竞争对手。但是，传统战略联盟最根本的特点就在

于它是竞争性合作组织，而合作与竞争的潜在冲突也就成为战略联盟的核心问

题b引。由于联盟双方之间的文化冲突、利益分配、交易成本等问题影响了联盟

的稳定性，阻碍了战略联盟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市场竞争下，R&V联盟克

服了利益分割的敏感性、竞争性、交易成本高的问题，实现了战略联盟的进一

步发展。

2．资源创新的诱因 传统的联盟大多集中于同一行业的组建，由于资源创

新的日益艰难和联盟双方的知识保护主义，让联盟成员的限制资源不能充分利

用，技术不能得到更好的创新。因此，众多产业从同行业开放合作转变为非行

业的联盟，R&V联盟可以促进闲置资源的研发，加快技术创新，使联盟以及

参与联盟的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生存发展。同时，要求联盟双方都要拥有

可以互补的闲置资源，还要考虑双方文化和战略目标的兼容性。双方在满足联

盟条件后，将双方的闲置资源非线性整起来，达N／},J新的目标并创造延伸价值
133]

o

3．市场需求的诱因 实现R&V联盟优势的场所是市场，同时，市场需求

则是联盟的动力。当代是网络的时代，传统的产业很难实现与网络资源的战略

联盟。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市场不断地将产品推向高科技化和复杂

化，因此，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以成本上讲，单个产业依靠自身的能力是无法面

对当今市场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R&V联盟可以把各种非竞争产业联成

一体，为着共同的战略目标，通过将虚拟和现实资源整合，共享双方的资源优

势，规避双方风险，减少甚至几乎零成本的合作模式来应对市场的需求，最终

占领更大的市场。

2．2．2文化产业R&V联盟的形成过程

文化产业在联盟前的发展初期，只能获得局部的利益实现单赢。为迎合当

前的网络信息环境，获得更多的利益，文化产业开始将现实产业与虚拟产业结

成联盟，该联盟方式是一种非竞争的战略联盟。联盟成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双方的收益，减少联盟的风险，有利于占有更大的市场，提高产品在市场

上的覆盖率，最终实现多赢。因此，对R&V联盟伙伴选择研究也就显得尤为

重要，联盟双方应该不断加强协商与沟通，达到双方文化兼容和资源创新的共

识、最终结成联盟。同时，联盟成员提供各自闲置资源，它们以资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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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为联盟条件，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最终促进R&V联盟的形成。

作为整个联盟的支撑着，联盟成员之间相互的动态选择构成了联盟的稳定

性，最终促进联盟双方的文化、资源的协同，达到联盟的资源技术共享效应。

然而，联盟内的成员只在联盟的某一个环节上或者某一个技术上拥有自己的优

势，随着市场的竞争和需求，技术的专业化、精细化和环境的复杂化，让联盟

出现断续和孤立的资源环节。因此，一些相关产业的第三方也加入了R&V联

盟中，完善了断续和孤立的资源环节，多层次多角度的实现联盟成员的资源利

用价值，最终让整个联盟产生原来所不能拥有的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共

享等方面的功能，达到联盟的扩张效应和共享效应。其中R&V战略联盟的形

成过程如图2-1所示。

R&V联盟形成过程，也是非竞争性双方不断权衡自身资源与利益获取的

过程。因此，我们也可以将R&V联盟的形成称为潜在的R&V联盟伙伴之间

的博弈行为。当现实产业认为和潜在的虚拟产业结盟后，能从潜在R&V联盟

中成员的博弈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它才会选择参与R&V联盟的策略。同理，

潜在的虚拟产业认为与现实产业结盟后，在与联盟的博弈中增加收益，它们也

会加入该联盟。这样不断的动态博弈行为才能促使R&V联盟的形成。

图2-1 R&V联盟的形成过程

Fig．2-1 The formingprocess ofR&V alliances

在R&V联盟形成过程中，因为文化产业本身的非理性和R&V的多变

性，让现实产业和虚拟产业之间的R&V合作面临不确定性。R&V联盟的形成

是潜在的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之间的动态调整过程，文化产业中的现实产业可

以和多个虚拟产业建立契约合作关系，同时参与多个R&V合作伙伴选择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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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由于联盟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作为博弈双方的现实产业和虚拟产业很难准

确判断联盟伙伴选择的最优博弈均衡解，但是可以根据各自的能力和经验以及

联盟方发送的结盟信号，分析了解潜在联盟伙伴的预期策略。因此联盟双方不

可能在一次博弈中准确判断最优方案，博弈双方之间是需要多次调整才能达到

最优均衡阳制。本文通过建立R&V联盟双方选择的动态博弈模型，来分析探讨

R&V联盟形成的博弈过程。

假定R&V联盟形成过程中，现实产业和虚拟产业都面临两种选择策略，

即参与或不参与。在双方对等的条件下，如果两个产业都参与R&V联盟，联

盟双方都可以获得同样的收益增加值彳；如果其中一方不参与R&V联盟，但

是一方参与该联盟，参与的一方就会产生经济亏损，其中收益增加值为一曰；

不参与的收益值为O；如果双方都不参与，双方的收益增加值都为O，其中

A>O，B>O。将文化产业中的现实产业和虚拟产业随即配对进行博弈，得到的

收益矩阵如表2．1所示。

表2．1 R&V联盟形成的博弈支付矩阵

Tab．2—1 The game pay-offmatrix of the formation of strategic alliances

博弈方乙 参与 不参与
博弈方甲

参与 么，么 一B，O

不参与 0，一B 0，0

假设参与R＆V联盟的文化产业的比例为口，不参与联盟的文化产业比例

为卜口，分别用U和％、U表示文化产业参与联盟的两种策略方式的期望收

益和整个R&V联盟的期望收益，有：

虬=口彳+(1一口)B (2-1)

q=口o+(卜a)0 (2—2)

U=口虬+(1一口)％ (2-3)

两种博弈方式的比例口和卜口不是固定的，它随着时间t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将两种博弈方的比例写成关于时间f的函数即口(f)和(1一口(f))，我们选择
参与R&V联盟策略类型的博弈方的比例作为案例，那么它的动态速度变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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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动态微分方程表不：

F(口)=idot=口(％一u)

=口1．虬一aUx一(1-a)U．vj

=口(1一口)(口彳+口曰一B) (2-4)

我们将F(口)记为动态微分方程，其中等为选择参与R＆V联盟博弈方的
比例随时问变化的变化率。在该动态微分方程下，首先要选择参与和不参与

R&V联盟策略的博弈方比例不变的水平状态，然后在稳定的基础上找出最优

的稳定策略。

这里，我们令F(口)=o，求出口‘=o、口‘=1、口’=旦A+B三个稳定状态。
我们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得知，当F7(口)<o时，稳定状态可以归为稳

定化策略。上述三个稳定状态下的动态趋势及稳定性如图2-2所示。

da

dt

O

L

I L
r

l

dot

dt

优
0

去B／／弋．
A+ ＼

／ ＼ ．V ·’

口<0 口 >0

图2-2文化产业R&V联盟形成博弈中的动态相位图

Fig．2-2 The Try-Fault of R&V strategic alliances’choice about partners

当初始值在[o，去卜间时，它盼=。的稳定状态趋向’贝|J所有文化产
业都选择不参与R&V联盟的策略，则不会形成R&V联盟；如果初始值在

[去，1]之间，耐=1的稳定状态趋向，贝0所有的文化产业都选择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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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联盟的策略。联盟方均能获得最优均衡的收益增加值。在R&V联盟形成

过程中，作为博弈方的文化产业在初次博弈时，采用参与和不参与的策略比例

在fo，11任意一点的概率都相同，通过不断地调整，选择能实现最高的收益概率

D1一去，随着收益值A的增大，文化产业选择参与R&V联盟的概率也随之
以+∥

增大，并逐步形成R&V联盟，最终文化产业形成R&V联盟也是必然趋势。

2．3文化产业R&V联盟的伙伴选择分析

2．3．1文化产业R&V联盟合作伙伴选择的试错

在联盟的过程中，很难一次就成功地选作联盟伙伴，总是在不断地尝试过

程中，为弥补在尝试中所带来的错误选择成本，本文引入波普尔的试错思想对

联盟伙伴进行选择，减少伙伴选择的沉没成本。首先定义R&V联盟伙伴A的

资源属性为(％，％)，这里％为该联盟伙伴A能为联盟所创造的价值，其对联
盟的对方B为不完全信息；S。为联盟伙伴A传递给联盟伙伴B的信号(包括A

的市场能力、价值、资源、品牌效应等)，联盟伙伴B可以通过调研考察得到

该信号。在R&V非竞争联盟双方对于联盟伙伴的选择过程中，决定于需要联

盟的伙伴所传递的信号，来甄别联盟伙伴所带来的价值期望。

假定联盟伙伴B对联盟伙伴A的评价标准为(M，S．)，Vl表示联盟伙伴A

在R&V联盟中所带来的实际价值，J，表示联盟伙伴B选择联盟伙伴A的预期

标准。在选择中出现的试错情况如表2．2所示。由于联盟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性，出现了试错失败的情况，从而导致了试错成本的增加。

表2．2 R&V联盟合作伙伴选择试错情况

Tab．2-2 The Try-Fault of R&V strategic alliances’choice about partners

条件 结果 选择／放弃

％>sI 屹>巧 选择
试错成功

％<量 场<嘭 放弃

％>sI 炀<巧 放弃
试错失败

％<SI 场>巧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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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的试错模型

假定R&V联盟伙伴选择中，因联盟伙伴B对联盟伙伴A有初步的认识了

解，形成对联盟伙伴A所带来的信息的先验概率，即p(％≤v1)=兄，
p(1lD>M)=卜兄，且o≤旯≤l。同样，假定联盟伙伴不同的有效价值变化条件
下，联盟信号随之变化的先验概率为：

p(so<s，l％≤u)=口 (2—5)

p(so<而11ID>u)=∥ (2—6)

上式(2．1)和(2-2)中，0≤口≤1，0≤∥≤1。根据贝叶斯过程，联盟伙伴B

对联盟伙伴A所带来的价值判断，都是经过在对联盟伙伴的全面考核之后，得

出对联盟伙伴有效价值判断的后验概率为：p(％>HI％≥岛)2褊 (2-7)

p(％>1j I％<西)=而硒(1-丽a)2
p(驴uks。)=而O而-z),e

(2—8)

(2．9)

p(％>Ml禺≥而)=币F历O丽可-二五)习Oi-丽P) (2一l。)

由(2-1)～(2-6)，得出选择联盟伙伴的试错成本概率如下：

p(％≤H I％<s。)一p(％≤M)=糕
p(％>M 1％≥墨)一p(％>H)=可二力2页(1可-二2,五)F(ai-玟,Br)乏万

根据上述判断后，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如表2-3所示。

(2—11)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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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联盟伙伴选择的有效价值判断

Tab．2-3 The effective value judgment of alliances’choice about partners

有效价值 选择／放弃

口>∥ P(Vo<vI k<而)->p(vo<Vi) 呈正相关，有必要

p(vo>V1[So≥s。)≥p(％>Vf) 试错

oc<p p(vo>V。k≥s。)>-p(vo>V1) 呈负相关，导致试

p(vo≤hIs。<s。)>-p(vo≤1，。) 错成本增加

2．3．3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的价值模型

由上述得出联盟伙伴选择的价值判断后验概率后，我们可以对联盟伙伴个

体创造的利润进行选择。假定联盟伙伴A传递给联盟伙伴B的信号为X，如果

联盟伙伴A在未联盟前创造的利润为to(x)，在结盟伙伴B后创造的利润为
，，其中，服从lo，9I均匀分布，秒为伙伴B掌握的确切值和真实利润。如果联
盟不顺利，那么创造的利润则为，一r，r表示联盟失败后损失的利润。假设伙

伴A的最高利润是联盟前后预期利润的加权平均值，即：

R(x,lo(x)，p)=(1一缈)厶(x)+纠’ (2．13)

其中：缈为伙伴A在联盟后预期盈利的权重，R O___rp<l。因为s(t)在

【0，臼】服从均匀分布，所以r纩(，矽=詈，r厂(，矽=砉(其中万X为联盟失败的概
率)。则，7=圭秒一万rx，将该式代入(2-9)得：

尺(五乇(功，功=(1一劝乇(习+畦目一号)(2-14)
联盟伙伴B对伙伴A发出的信号考察后，得到后验概率声(臼Ix)，故联盟

伙伴B推断A的期望利润为：

乇(z)：，矿(，皿：掣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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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号传递准确的情况下，联盟伙伴B对A发出的信号x可以得出正确

的判断，即当x(口)是类型为秒的B的最优选择时，有万Gp”=秒。将该情况下

的概率求偏导，积分后得到：

x(口)=等0z+C,(C为常数)，
联盟伙伴A应选择x(01向伙伴B发送，同时B能准确的分析A的资源属

性等等情况，所以，

广 11

扎卜)-C)篙]2 (2-16)

将(2．16)式代入上式(2．15)得到联盟伙伴A的收益为

乇-I譬妙|- 协㈣

该公式(2—17)即为伙伴B对A发出的信号而推断出来的收益水平。由于在选

择联盟伙伴时信息的不对称性，双方之间不能得到彼此的信息，但是可以通过

后验概率考察联盟伙伴发送的信息，最终来判断联盟伙伴带来的价值，从而决

定是否选择该联盟方。

当文化产业联盟双方在面对潜在合作伙伴时，可根据联盟伙伴的试错模

型，以及所创造的价值收益，对潜在伙伴的实力，创新能力、规模大小以及信

誉进行大量的调研，根据这些相关的调查，来检验是否符合选择伙伴的试错成

本概率，是否会减少双方联盟失败的概率，最终依据对联盟伙伴的价值进行判

断，选择最优的联盟伙伴。

2．4本章小结

本章在分析文化产业R&V联盟内涵和形成动因的基础上，解释了文化产

业R&V联盟形成的动态博弈过程，在分析联盟伙伴选择时，为减少因选择伙

伴所带来了沉没成本，本文在联盟伙伴选择的试错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伙伴

选择的价值判断模型。为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提高效率，也为下文研

究伙伴选择对联盟绩效的影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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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对联盟绩效的

影响及假设

通过前面两章的分析，根据联盟伙伴选择的试错模型和价值模型，对

R&V联盟进行伙伴选择。进而分析R&V联盟伙伴选择对文化产业联盟绩效的

影响因素。特别对于我国文化产业来说，怎样在参与R&V联盟中，通过对联

盟伙伴的选择，获取资源、知识、能力，提升文化产业的联盟绩效显得尤为重

要。尽管研究者己经考虑到联盟伙伴选择时应注意战略互补、技能互补和管理

思想一致性等问题，但是并没有给出联盟伙伴影响联盟绩效的内在依赖关系。

因此，本章提出文化产业参与R&V联盟如何影响联盟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

并提出包含于其中的基本假设。

3．1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3．1．1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的市场因素

传统战略联盟失败的案例亦表明，联盟伙伴的选择对联盟的成功与否事关

重大。例如联盟伙伴间的声誉问题、信任问题、文化产权问题、资源配置组合

问题、战略冲突等问题导致联盟的失败。事实上通过选择合适的伙伴能避免很

多联盟失败。以往研究联盟伙伴的关系都关注在伙伴的信任，关系资本等方

面，很少涉及伙伴如何选择的问题。本文首先引入试错模型提高联盟伙伴选择

的效率，接着考虑到文化产业R&V联盟时以资源结合为动机，更应重点考虑

研究联盟伙伴选择时资源的分配以及利用影响绩效等问题。

市场因素考虑到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的选择问题，特别是资源在市场

中的占有率情况。因此，探讨市场关系对参与R&V联盟伙伴选择显得尤为重

要。而市场协同性在市场关系中的地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市场的协同性

主要是战略联盟伙伴彼此在市场中所投入的资源相似或者有彼此互补重叠的程

度。分析对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市场的协同性应该从两个维度考虑，

即资源在市场中占有率和资源所在市场对企业的重要性程度。考虑到联盟伙伴

所投入资源在市场中占有的份额，以及资源所占市场的影响力，来考虑是否联

盟该伙伴，如果联盟是否会提升绩效，反之是否会威胁到自己企业或者经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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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利益。在R&V联盟的过程中，由于双方之间存在一种不竞争的关系，双

方的协同性程度可能会不一致，比如现实资源的协同性程度高，而对于虚拟经

济实体企业的协同性程度低，但不能仅以此为考虑的重点而放弃联盟，应该以

联盟的整体绩效为重，实现双方的整体战略目标。

3．1．2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的资源因素

根据文化产业R&V联盟的特点，本文主要分析该联盟的两种资源，即现

实资源和虚拟资源。R(Reality)指实体产业中的现实资源，主要是传统经济中

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如货物流通的市场、信息传递的载体、以及媒体宣

传的工具等普遍的资源，V(Vitality)指虚拟经济中的虚拟资源，一般是指文化

知识经济中的信息，网络、数字等资源，往往是一种看不见的资源。例如：信

息、网络、虚拟的市场、网络平台、以及各种电子网络产品。我国的学者总结

出企业能够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所具有的特征有资源的稀缺性，资源的流

动性、资源的不可替代性、资源的不可模仿性滔。。文化产业R&V联盟中的现

实资源和虚拟资源，是资源拥有双方组建联盟的重要条件。因此，在构建

R&V联盟时，应该关注联盟伙伴双方资源的结合方式和自身资源的特性，还

应考虑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的特性。因为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的共享与结合是

组建文化产业联盟的最初动机，所以联盟伙伴资源的状况是影响联盟绩效的关

键。对资源的状况分析主要考虑联盟伙伴所提供资源的特征和资源组合类型。

资源的特征主要是指，资源在市场中的流动性，可替代性、可模仿性三个

主要特性。资源结合分析主要是指联盟伙伴所投入的资源之间的组合类型。传

统的资源结合主要包括互补型和增加型，但是它只涉及到资源之间的相似，而

忽视了资源的利用价值。经过学者的研究以及企业的实践总结得出，联盟的可

持续价值创造不仅只关系到资源的相似性，更关系到资源的利用性。因此，文

化产业在组建R&V联盟提升文化价值的同时，要综合考虑联盟双方资源的互

补性、相似性和可利用性，将资源组合的类型发展到增加型、互补型、剩余

型、浪费型四种组合方式。

对于增加型的资源组合方式，是指参与R&V联盟的伙伴提供的资源是可

以相互利用的。正如我国的华为公司和中国联通等开展业务合作，构建了数字

资源服务平台，大大加强了双方的综合实力。这种增加型的组合有利于规避风

险，提高市场占有率。

对于互补型资源的组合方式，是指联盟成员所提供的资源是不同的而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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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后充分实现了各自的价值。本文的R&V联盟就属于该类型，文化产业中

的现实资源与虚拟经济中的虚拟资源相结合，实现了文化产业在文化价值上的

可持续创造。比如，我国的绿盛和天畅结成的R&V联盟，通过绿盛集团的现

实产品和天畅的《大唐风云》网络游戏，实现了网络游戏的玩家会因游戏需要

而购买绿盛集团生产的现实产品，最终实现了双赢。

对于资源的剩余型组合方式，它是指联盟双发所投入的资源中有未被利用

的资源。例如：当文化产业在选择R&V联盟伙伴中，虚拟经济在提供虚拟资

源的同时总会将其它资源混合在一起，这样当实体经济提供资源时会与某些资

源相类似，从而造成资源的多余。相对于剩余型的浪费型资源组合是不同类型

资源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资源组合，因双方资源彼此的不兼容导致资源不能充

分的利用。

3．1．3文化产业R&V联盟状况因素

当下，随着信息和网络平台的快速发展，很多文化产业也成立了R&V联

盟。文化产业R&V联盟是为实现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的共享、双方利益共赢

的目的而组建的，以文化产业中的现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为主体，结合相关资源

和网络平台，按照协议和合同组成的联合体。其中，联盟状况一般是在联盟伙

伴组建联盟后的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具体某个时期，联盟所体现的特征。相关的

研究表明，联盟伙伴之间的学习，知识传递与获得、协议的签订、双方的协调

能力、伙伴冲突和管控关系等等都会影响联盟的绩效b引。因此，联盟状况是联

盟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

文化产业R&V联盟的绩效本质上是多种因素的动态影响过程，对于R&V

联盟环境下的文化产业而言，仅仅依靠联盟一方的能力是很难维持联盟的稳定

性，也很难提高联盟双方的绩效。依据联盟状况各因素在联盟绩效中的影响差

异，可将文化产业R&V联盟的联盟状况分为联盟的综合优势、联盟成员的冲

突、联盟成员的依赖性三个关键因子。因此，在文化产业R&V联盟的情况

下，文化产业联盟状况的三个主要因子成为影响联盟绩效的关键。因此，研究

文化产业R&V伙伴选择对联盟绩效的影响转变为研究R&V联盟伙伴选择对

联盟状况三个关键因素的影响，而联盟状况的三个关键因素成为文化产业

R&V伙伴选择对联盟绩效的中介变量。

其中，联盟的综合优势是指，参与R&V联盟伙伴的综合实力，主要体现

在参与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所能创造文化价值的可持续能力，取决于现实

Administrator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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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虚拟资源的组合类型方面。联盟成员的冲突，主要是指联盟内部的冲

突，即双方的文化、战略的发展、风险的管理和利益的取向等方面的不同而引

发的冲突。联盟成员的依赖性则是指，为实现联盟和提高绩效，联盟成员之间

的相互需要，以及资源的相互需要等程度。同时，联盟状况的这三个主要中介

变量也存在着相互的影响。首先，联盟成员之间的冲突会减弱联盟的综合优

势，最终影响联盟的稳定性；其次，如果联盟的综合优势下降时，会加大联盟

成员之间的矛盾，进而引发联盟成员的冲突，削弱联盟成员的依赖性；最后，

如果联盟成员的依赖性较强，则会减弱联盟成员的冲突。

3．2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对绩效影响的相关假设

3．2．1文化产业I峨V联盟市场对联盟状况影响的假设 ·

参与文化产业联盟的伙伴之间的资源组合有利于联盟绩效的提升。因为联

盟伙伴的资源行业，分别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中生产的不同产品，不处于同

一竞争的市场，联盟后市场的占有份额会是联盟双方的市场占有份额叠加，有

利于市场份额的集聚。例如，文化产业中的传媒与图书联盟(如美洋洋和灰太

狼的动漫产业带动了该图书类的发展和兴起)，又因为二者的消费群体的一致

性，让双方的联盟增强了在市场中的份额。如果联盟伙伴的市场协同性高，则

会促进联盟伙伴交易的次数，提高联盟的综合实力，进而提高联盟绩效。

假设H1：市场趋同性与联盟的综合优势正相关。

在联盟的过程中，总会因为联盟双方的文化差异，知识的保护主义而引起

联盟成员之间的冲突。虽然伙伴的市场协同性较高，但有时也难以避免双方的

冲突。但是由于文化产业结盟的动机是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的联盟，二者的联

盟本来就存在着一种不竞争的关系，在市场上不会因为竞争而丢失客户，只会

因为相同的客户群体而相互增长。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的依赖性，也取决

于联盟成员之间的市场协同性，如果有相同的市场或者消费群体，那么彼此的

依赖性会更强。因此得出：

假设H2：市场趋同性与联盟成员的冲突负相关。

假设H3：市场趋同性与联盟伙伴的依赖性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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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文化产业R&V联盟资源对联盟状况影响的假设

1．R&V联盟资源特征对联盟状况的影响根据资源理论的解释，企业的资

源是集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的组合实体。单个的企业想充分利用所有的资源是

很难实现的，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前提下，去寻求自己不拥有的资源来发展壮大

自己的企业。因此，企业的资源对战略联盟的构成有着重要的作用¨7。。对于文

化产业R&V联盟来说，资源更是重中之重，因为该联盟就是以资源共享为目

的进行的联盟。文化产业R&V联盟中，现实经济实体和虚拟经济实体联盟

后，某些成员自身因为文化差异或者知识的保护主义而影响其它联盟成员的利

益，资源的可模仿性就会难以进行而引发联盟成员的冲突。同理，资源的流动

性和可替代性也会因个别联盟的保护主义防止泄露自身的专有资源，而预防其

它成员替代自己的资源，进而推动了联盟成员的冲突。因此，文化产业R&V

联盟中，资源的特征与联盟成员的冲突有负向影响。

假设H4：文化产业R&V联盟中的资源特征与联盟成员的冲突负相关。

当R&V联盟形成后，经济实体和虚拟实体投入各自拥有的资源，这些资

源之间的替代性、模仿性、流动性会影响联盟成员的依赖性，最终影响到联盟

绩效。例如杜邦公司和大众公司，都是涉及汽车行业的，两者将涂料加工和汽

车产品资源相融合，分别实现了设计和工艺的创新。由于联盟的综合优势是参

与R&V联盟伙伴的综合优势，主要是联盟伙伴所能创造文化价值的可持续能

力的体现，它涉及到资源特征即替代性、流动性、模仿性的影响。同时资源的

特征的不可替代加强了双方的依赖性。由此得出：资源的流动性、替代性、模

仿性对联盟成员的依赖性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H5：文化产业R&V联盟中的资源特征与联盟的综合优势正相关。

假设H6：文化产业R&V联盟中的资源特征与联盟伙伴的依赖正相关。

2．R&V联盟资源组合类型对联盟状况的影响 资源的四种组合类型中，资

源的增加型组合会为联盟成员充足资源的储备；同样资源之间的互补实现了联

盟成员的价值创造。例如：为广大青少年喜爱的赛尔网络游戏，游戏中涉及了

好多参与联盟的文化经济中的现实产品，书籍和电影生产商为游戏爱好者提供

网络点卡，而游戏为现实产品进行游戏的设计，让广大游戏迷认识并购买该产

品，联盟实现了双赢。由此得出假设：

假设H7：资源的增加型和互补型组合类型对联盟综合优势正相关。

在组建R&V联盟时，资源的增加型和互补型会让联盟成员更有信心结成

联盟，因此不会引起联盟成员的冲突。资源的剩余型组合会减少联盟成员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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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因为，资源的多余不会给联盟成员带来资源短缺而造成的限制行为。然

而，当资源的类型为浪费型时，也就是联盟成员提供的资源不利于双方的利

用，反而为联盟带来过多的交易成本或者其它决策风险旧1。通过上述分析得

出，资源的过剩型会减少联盟成员之间的冲突，而浪费型的资源组合和加剧联

盟成员之间的冲突。由此得出假设：

假设H8：资源的多余型组合对联盟成员的冲突呈负相关，资源的浪费型

组合对联盟成员冲突呈正相关。

据资源依赖理论得出，联盟成员依赖程度与资源多少和种类有关岫引。例

如，绿盛和天畅的R&V联盟，实现了闲置资源的创造价值，绿盛集团借助天

畅的网游来宣传自己的产品，而天畅的网络游戏也在现实产品中得到了广泛的

宣传，最终实现双方的利润增值。然而，资源的多余性和浪费型对联盟成员的

依赖性负影响，过多的资源没有利用，只会损失双方的资源，最终影响到联盟

组织的绩效。由此得出假设：

假设H9：资源的增加型和互补型组合对联盟成员的依赖性呈正相关，而

资源的多余型和浪费型组合对联盟成员的依赖性呈负相关。

3．2．3文化产业R&V联盟状况对联盟绩效影响的假设

1．文化产业R&V联盟综合优势对联盟绩效的影响Beamish认为决定联盟

绩效的因素是联盟合伙成员的综合优势n引。根据联盟建立的原理，通过资源的

组合实现单个联盟成员不能利用资源以及创造价值的目标。而且文化产业

R&V联盟伙伴所投入的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因资源的集聚效应而加强联盟

的综合优势，从而提高联盟的绩效。也许在联盟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某些目标的

不一致，但因其中联盟一方的目标强大，也会带动联盟整体，最终提高联盟绩

效。在文化产业R&V联盟环境下，联盟的绩效依赖于比联盟对手更强的联盟

综合优势能力，因而是否拥有较强的联盟综合优势已成为文化产业R&V联盟

提高绩效的关键因素。基于上述分析，得出假设：

假设H10：文化产业R&V联盟综合优势对其联盟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2．文化产业R&V联盟成员冲突对联盟绩效的影响 联盟成员之间的冲突

主要是指在联盟中因为资源、利益、知识等多方面的表述不同时而引发的，这

种冲突主要体现在联盟成员的协作过程当中，而且联盟成员的冲突是导致联盟

失败与否的关键H¨。西方学者Mohr认为，失败的联盟伙伴关系将会提高联盟

分歧的频率和持续性H2|。文化产业R&V联盟目的是为共享资源，联盟双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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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知识的传递和风险的共担都需要联盟伙伴的互动。联盟成员之问的冲突阻碍

了双方资源、信息、知识的传递，降低了信息和资源的有效利用，进而减少了

成员的互动。尽管对联盟成员的冲突进行管理和调节，对联盟绩效也不利于提

高。因为，在管理冲突的同时会浪费双方的资金以及精练，影响联盟做出决策

而降低联盟绩效；同时，还因如果联盟成员的冲突即所谓的共同目标不一致

时，之间关系到联盟的成败，冲突越多，联盟更不稳定，更不会提高绩效¨3’。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假设H11：文化产业R&V联盟成员冲突对其联盟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

3．R&V联盟成员依存度对联盟绩效的影响Thompson认为联盟成员的依

赖，是指联盟组织之间的一种双向的依赖关系，也就是甲方需要乙方，同时乙

方也依赖于甲方。它是联盟成员为各自伙伴提供资源的一种依赖结果n引。文化

产业R&V联盟中，现实经济中需要虚拟经济的资源，而虚拟经济也依赖现实

经济的现实资源，二者是一种以来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相互依赖，减少

了联盟冲突，提高了绩效。Inkpen&Beamish研究表明，促使联盟形成的前提

就是联盟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如果联盟成员彼此之间都不在需要对方，

那么联盟终将会解散，但是联盟成员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会加强成员之间的

彼此信任，有利于提高联盟绩效H引。Weiss&Kurland认为，自有专用资产会降

低各成员的单渠道销售，表明这种专有资产会加强联盟成员的相互依赖|4引。

假设H12：文化产业R&V联盟成员依赖性对联盟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3．3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对绩效影响的模型构建

3．3．1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的定位决策模型

组织理论研究认为，对联盟伙伴的选择除了建立双边的关系标准来提高联

盟绩效外，然而选择不适当的联盟伙伴会对联盟的绩效产生不利的影响。根据

本文对分析文化产业R&V联盟的研究发现，组建联盟是根据自身的能力、选

择恰当的伙伴、要承担一定联盟风险的过程。联盟伙伴从资源的角度，基于

“从伙伴中能够获得好处”的思想，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该过程如图3．1所

示。但是该理论模型并没有体现联盟伙伴选择对绩效的影响，更是很难通过实

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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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文化产业R&V联盟定位策略模型

Fig．3-l The strategy positioning model ofculture industry R&V alliance

从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对绩效的影响来看，文化产业R&V联盟

定位模型与伙伴选择和联盟绩效是一种互动关系。其中，联盟伙伴的选择和联

盟绩效受文化产业R&V联盟定位模型的决策的影响，而联盟的构建也会考虑

该方面的因素。本文以伙伴选择的资源联盟为依据，考虑R&V资源与联盟状

况的关系，进而探讨联盟状况与绩效的关系。综上所述，本文为提出文化产业

联盟R&V伙伴选择对绩效的影响路径模型，如图3．2所示。

图3-2联盟伙伴选择对绩效影响的路径分析

Fig．3—2 The path analysis of alliance partner selection effect 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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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R&V联盟伙伴选择对联盟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

为了实证检验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对联盟绩效的影响，本文把文

化产业R&V联盟模型与联盟伙伴选择对绩效影响的路径分析模型进行总结，

从影响文化产业R&V联盟的绩效的伙伴分析中的市场和资源分析2个维度对

文化产业R&V联盟与联盟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以联盟的状况作为二者之

间关系的调节因素，构建了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影响联盟绩效的理论

模型。该模型验证了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影响联盟绩效的主要因素，

箭头方向表明因素之间关系的影响方向，如图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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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模型加以实证的步骤如下：

据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分析，研究联盟伙伴的资源和市场特

性，联盟状况作为影响联盟绩效的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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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根据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的市场分析，探讨市场占有力分别与

联盟的综合力量、联盟成员冲突、联盟成员的依赖关系，并分别将影响因素与

市场的关系提出研究假设。

第三，根据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的资源分析，探讨资源特性与现实和

虚拟资源组合类型与联盟状况的关系，并提出相关的影响假设。

最后，对联盟的状况进行研究，将联盟的综合力量、联盟成员冲突、联盟

成员的依赖作为联盟绩效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假设。

3．4本章小结

本章运用战略联盟与资源理论，从联盟伙伴的市场和资源分析了联盟伙伴

选择对联盟绩效的影响机制。同时，得出通过伙伴选择直接影响文化产业

R&V联盟状况而实现对联盟绩效的影响。‘文化产业R&V联盟状况则成为影响

联盟绩效的中间变量。通过研究推理，提出相关假设，构建了文化产业R&V

联盟伙伴选择对绩效影响的路径模型和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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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对联盟绩效的

实证研究

为了深入研究分析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对联盟绩效的作用机制，

不但需要完善的理论分析，更对理论分析中的相关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

主要从数据的获取、变量的设计、指标的选取、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为

前面所做的假设提供合理的数据支持，最后采用结构方程为实证检验提供合理

的依据。

4．1实证对象介绍及调研过程

4．1．1调研对象介绍及问卷设计

当代，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的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

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其中网络和手机出版、数字印刷以及动漫网游等产业的

增长速度超过50％，201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国民经济5％的地方包括：北

京、云南、上海、湖南、广东、湖北等地。本文针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广播影视

业，动漫产业、音像业、出版业、网络文化产业以及其他细分产业参与过虚拟

和现实资源联盟，重点对象是文化产业中以提供虚拟资源的经济实体为主进行

调研，其调查对象见附录。

本问卷针对我国文化产业参与R&V联盟的实体进行调查。主要分为四个

部分：(1)文化产业R&V联盟的背景；(2)伙伴选择因素；(3)联盟状况因素；

(4)联盟绩效因素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化产业及R&V联盟背景资料，主要内容

为文化产业联盟的背景、涉及资源对比以及联盟合作的经验。第二部分市场协

同性因素、资源特性因素、资源组合类型因素，共计13题。第三部分联盟状

况因素，共计13题，包括联盟的综合优势、联盟成员冲突、联盟成员的依赖

性三个变量。第四部分为联盟绩效，共计5题。以上问卷的三个部分的形式均

采用李科特7级量表开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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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调研过程

我们首先通过我国文化厅研究室取得重点文化产业园区的详细企业名单。

寄发问卷前先查询了各联盟伙伴的基本资料，通过大量发放、电子网络和邮件

等形式发放问卷。总计发出302份，回收231份，除去填写信息不全的问卷，

共获取210份有效问卷。具体情况如表4．1所示。

本文交替采用SPSS和AMOS进行数据分析，其中，对于结构方程的建模

需要大量的样本，因为足量的样本可得到良好的模型拟合优度、降低非收敛

性，加强模型的可靠性。外国学者Loehlin指出样本的规模数量至少100份。

而且Gentler等认为样本估计的参数最小应为个数的5倍。本文共选取样本210

份，涉及参数31个，样本个数远远超过参数的5倍，因此符合本文数据分析

的样本数量要求。

表4．1问卷发放及回收情况表

Tab．4—1 The questionnaire and recycling table

方式 集中发放 网络邮件 关系网络 总计

发放的数量 135 118 49 302

回收的数量 87 107 37 231

有效问卷数 76 99 35 210

有效率 56．29％ 83．9％ 71．43％ 69．5％

4．2变量设计

4．2．1 R&V联盟伙伴选择的变量设计

在文化产业R&V联盟绩效的影响中，伙伴选择是主要的关键因子，然而

针对R&V联盟即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之间的联盟，主要从资源考虑联盟伙伴

的选择，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其中，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的评价主

要是从联盟伙伴的市场和资源维度来刻画R&V联盟伙伴，其中测度主要是市

场协同性、资源特征、资源组合类型等指标。

Mentzer研究表明伙伴关系的衡量，一般采用信任及承诺两个维度，当伙

伴彼此之间承诺和信任的程度越高，越容易组建联盟提高绩效。Seth Raman认

为评价联盟伙伴关系市场协同性主要包括市场的渗透力、技术能力、产品的开

发等。Vorhies认为，市场的感知能力也是伙伴选择的重要因素。Thompson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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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特征视角考虑，认为联盟伙伴资源应该是不可模仿和替代的。学者Pfeefer

和Nowak将资源的流动性，替代性和价值性作为资源依赖三个的维度¨7。。西

方学者研究认为，从资源的差异性和资源的利用度两个维度来分析资源的组合

类型。故本文将借鉴相关文献，从研究文化产业R&V联盟绩效的视角将联盟

伙伴选择分为市场，资源特征和资源组合三个变量，并设计了相应的度量测

向，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的测度表如表4—2所示。

表4．2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的测度表

Tab．4—2 The measurement table about the partner selection in culture industry R&V alliance

变量名称 测度题项 来源、依据

1．双方市场占有份额大
Seth Raman et a1．

2．顾客消费群的一致性 +

市场协同性
3．双方的品牌效应高 (1998)

4．联盟合作伙伴的市场需求相似

5．联盟合作双方在技术能力上相似

1．从联盟中获得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

资源特性 2．从联盟中获得资源具有不可模仿性性
Thompson(1 967)

3．从联盟中获得资源具有流动性

4．联盟合作方贡献了不同的资源

1．联盟资源的组合类型为互补型

资源组合类型 2．联盟资源的组合类型中存在多余型 Das(2000)等

3．联盟资源的组合类型中存在浪费型

4．联盟资源的组合类型中存在增加型

4．2．2 R&V联盟状况的变量设计

在文化产业R&V联盟的环境下，文化产业R&V联盟的状况是由联盟的

综合力量、联盟成员的冲突、联盟成员的依赖性等衡量的。因此，本文将从

R&V联盟综合力量、联盟成员的冲突、联盟成员的依赖性三个维度来设计联

盟绩效的变量。

本文按照第三章对文化产业R&V联盟状况的分析，得出文化产业R&V

联盟状况是联盟绩效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以前学者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对联盟

状况测度进行了研究。如Kale从联盟的能力探讨联盟状况的动态过程H引。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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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成员的冲突关系到联盟伙伴关系的管理，Lin研究认为，可以用冲突发生次

数、持续周期、规模大小和解决冲突的方式来衡量联盟成员的冲突。西方学者

研究认为，联盟伙伴的依赖性能够影响联盟的稳定性，双方依赖性弱会破坏伙

伴之间的信任，相反会提高联盟的绩效。闫立罡等认为联盟的综合能力是联盟

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9。。周青等学者认为联盟伙伴的依赖性测度指标为：联盟

伙伴的关系、伙伴提供的核心技术、资源三方面嘞1。Pfeefer和Nowak研究表

明，联盟合作中伙伴的相互依赖过程，取决于完成联盟所需的技术资源等需求

的程度旧¨。学者Gulati认为，联盟伙伴的分工细化程度越高，对彼此的依赖越

强哺21。本文将资源结构依赖性用6个测量条款来测量，如表4．3所示。

表4．3文化产业R&V联盟状况的测度表

Tab．4—3 The measurement table about culture industry R&V alliance situation

变量名称 测度题项 依据来源

1．联盟伙伴的声誉均高

2．联盟合作伙伴的财务情况较好

3．产品的创新性强 Gulat(1998)，
联盟的综合优势

4．合作伙伴冲突，对营销带来负面影响 闫立罡等

5．合作伙伴的产品和服务是国内行业中比较好的

1．冲突时间的长短

2．冲突事件的次数 Lin(2007)，

联盟成员冲突 3．冲突的规模大小 William(2008)

4．联盟合作伙伴冲突，对营销质量的负面影响

1．资源的依赖，对联盟目标很重要

2．双方技术的互不依赖
Gulati(2004)，

3．分工的细化，对实现目标很重要
联盟成员依赖性

4．联盟双方有独立的能力，当二者结合在一起 周青等

时，超越了各自所能实现的目标

4．2．3 R&V联盟绩效的变量设计

运用那些指标评价联盟绩效在理论界还未达成共识，Aulakh从关系特征角

度考虑，采用联盟的销售增长和市场份额等指标测度联盟绩效晦引。Fryxell，

Dooley&Vryza从信任和控制角度，采用联盟的ROE和技术进步作为绩效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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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指标旧41。张坚从企业的初始，进展和效益三个方面构建绩效评价框架，表明

单一的财务指标或者伙伴的满意度指标都无法全面阐述联盟绩效的最终成果，

仅仅用单一指标测量联盟绩效是有缺陷的瞄引。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本文对于

资源和知识密集的文化产业经济实体来说，文化产业产品生命周期短、顾客需

求的多样性以及创新是提高联盟绩效的主要渠道等特点。本文采用资产收益

率、销售收益率、产品创新过程以及伙伴满意度作为度量联盟绩效的指标，对

文化产业R&V联盟绩效的测度表如表4-4所示。

表4—4文化产业R&V联盟绩效变量的测度表

Tab．4_4 The measurement table about performance variables of culture industry R&V alliance

测度题项 来源和依据

1．销售收益率 ． Aulakh，KoTab．e&Sahay(1 996)
2．总资产收益率 ．

3．伙伴对联盟的满意度
Fryxell，Dooley&Vryza(2002)

4．R&V联盟合作强化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Beamish(1987)

5．R&V联盟合作扩大市场份额

4．3数据分析

4．3．1样本资料统计分析

根据有效性调查问卷，本文的问卷样本是关于资源类型分布、行业类分

布、合作等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来掌握样本的特征、属性、资源分配等情

况，进而为下一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做铺垫。见表4．5至4—7所示。

表4．5提供资源类型的样本分布

Tab．4—5 The sample distribution ofproviding resources t)，pe

样本数 百分比

现实资源 72 34．29％

虚拟资源 91 43．33％

资金 23 10．95％

技术 15 7．14％

其它 9 4．29％



表4-6文化产业的行业类别样本分布

Tab．4-6 The sample distribution of the industry of culture industry type

行业类别 样本数 百分比

广播影视业 32 15．24％

新闻出版业 27 12．86％

网络文化业 46 21．9％

动漫业 53 25．24％

音像业 18 8．57％

新媒体业 1l 5．24％

培训业 10 4．76％

文化演出业 13 6．19％

表4．7合作类型样本分布

．Tab．4—7 The sample distribution of cooperation type

样本数 百分比

资源协议 98 46．67％

技术协议 57 27．14％

委托生产 18 8．57％

合资 25 11．9％

其它 12 5．71％

4．3．2效度与信度分析

本文信度与效度检验的步骤如下：

首先，利用SPSSl9对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Bartlett球形检验及Kaiser-

Meyer-Oklin(KMO)测度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检验，表明可以对

变量进行效度和信度分析，如表4．8所示。

表4．8 KMO和Bartlett的检验

1’ab．4．8 The test ofKMO and Bartlett

取足够样本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 0．828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开方 680．918

Df 465

Slg ．009

通过模型计算得出的KMO值为O．828大于O．5，其中Bartlett’S球形检验近

似卡方值为680．91 8，显著性概率P=0．009小于0．05，因此，该数据适能够进

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于信度与效度检验，本文主要以Combach’a系数值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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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变量的信度值。本文针对内容效度进行分析，各指标在借鉴文献的基础上并

加以修正，对问卷设计的词也进行了修正。对结构效度的分析，本文从问卷中

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主成分法作为因子提取的主要方法，进而分析变量的

相关性矩阵，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作为因子选取的标准，进而采用正交

旋转最大方差法对各因子进行旋转，计算结果如表4．9所示。

本文所采用的31个指标根据表4．9显示，各要素都有较高的因子载荷，

且可靠性均超过0．70，符合统计检验的要求。其中，各变量表的标准差、平均

数和Person的相关分析结果如表4．10所示。

根据表4．10相关分析显示，资源特征、资源组合、联盟的综合优势、联

盟成员冲突、联盟成员依赖性均有显著相关关系表明这些因素在联盟绩效确实

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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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效度与信度分析

Tab．4—9 The analysis of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潜变量 观测变量 因子分析 Combach’a

V1：双方市场占有份额大 0．901

市场
V2：顾客消费群大体一致 0．901

协同性 V3：双方品牌效应高 0．897 0．767

V4：联盟合作伙伴的市场需求相似 0．765

V5：联盟合作双方在技术能力上相似 0．798

V6：从状盟甲狱得资源具伺个HJ替代住 0．894

资源 V7：从联盟中获得资源具有不可模仿性 O．810

V8：从联盟中获得资源具有流动性 0．821
0．885

特征
V9：联盟合作方贡献了不同的资源 0．831

VIO：联盟伙伴的资源为互补型 0．773

资源 O．75lVl l：联盟资源的组合类型中存在多余型

V12：联盟资源的组合类型中存在浪费型 O．906
0．796

组合
V13：联盟资源的组合类型中存在增加型 0．879

V14：联盟伙伴的声誉均高 0．842

联盟
V15：联盟合作伙伴的财务情况较好 0．785

综合

优势 V16：产品的创新性强 0．808 0．848

V17：联盟合作伙伴规模实力相当 0．812

V18：合作伙伴产品和服务是国内行业中比较好 0．789

联盟 V19：冲突的时间的比较长 0．765

成员 V20：冲突事件的次数比较多 0．812

V21：冲突的规模均比较大 0．853
0．690

冲突
V22：联盟合作伙伴冲突，对营销质量的负面影 0．652

联盟 V23：双方资源的依赖性强 0．726

成员 V24：技术的依赖强 0．852

依赖性 V25：分工的细化程度高 0．900
0．738

V26：双方合作后超越了各自所能实现的目标 0．743

V27：销售收益率 0．835

联盟 0．798V28：总资产收益率

V29：伙伴对联盟的满意度 0．863 0．785

绩效
V30：联盟合作强化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0．756

V31：联盟合作扩大了公司市场份额 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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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T{lb．4．10 The correlation matrix ofvariables

l 2 3 4 5 6 7

市场协同性 1

资源特征 0．5l枣木 l

资源组合 0．42}宰 0．37木幸 1

联盟的综合优势 O．44·幸 0．52木幸 0．38·· 1

联盟成员冲突 0．56}幸 0．45宰幸 0．23事奉 0．39幸} 1

联盟成员依赖性 0．35幸幸 0．28奉} 0．44}· 0．41幸幸 0．23幸} 1

联盟绩效 0．32奉幸 O．31幸誊 0．29}幸 0．3l幸· 0．56，I} 0．43}事 1

平均数 4．83 5．32 4．97 5．00 4．84 5．12 5．87

标准差 O．68 0．77 O．60 O．83 0．71 0．74 O．83

注：料表示p<0．01；宰表示p<0．05

4．3．3结构方程分析

如表4．11和图4一l所示，本文使用AMOS7．0软件进行了模型总体拟合。

表4．11模型总体拟合优度表

Tab．4-1 1 The overall goodness-of-fit table ofthe model

拟合指标 指标值 拟合情况
绝对拟合指数P O．117 大于0．05

拟合优度指数GFl 0．982 大于0．90

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数AGFI O．962 大于0．90

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 O．018 小于0．05

标准拟合指数NFl 0．983 大于0．90

非正态化拟合指数TLl 0．995 大于0．90

比较拟合指数CFl 0．997 大于0．90

阿凯克信息标准AIC 277．240 值相对较小

一致性阿凯克信息标准CAIC 766．057 值相对较小

期望交叉证实指数ECVl 0．457 值相对较小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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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实证结果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讨影响我国文化产业R&V联盟绩效的联盟伙伴的特征和联

盟状况因素，包括联盟伙伴的资特征、资源组合类型、市场协同性、联盟的综

合优势、联盟成员的冲突、联盟成员的依赖性等六大要素。从上表中可以看

出，假设H1认为R&V联盟的市场趋同性能有效提高联盟的综合优势。因为

联盟伙伴的市场重叠程度越高则在合作过程中越能保证联盟的效益。本次验证

通过了假设检验。

假设H2认为R&V联盟的市场趋同性与联盟成员的冲突负相关，这一假

说得到验证，这表明即使在组建时联盟成员市场占有额高，联盟成员实施机会

主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说明市场协同性能很好的反映联盟成员冲突程度。

假设H3认为R&V联盟的市场趋同性与联盟伙伴的依赖性正相关，这一

假说得到验证。在建立R&V联盟时，重点考虑联盟伙伴之间的依赖性，当联

盟伙伴通过对市场趋同性的分析确定与之联盟的成员时，往往会发现市场的协

同程度越高，成员的依赖性会更强。同时市场的叠加会让联盟成员的市场占有

率更大，因此，R&V联盟的市场趋同性能加强联盟伙伴的依赖性。

假设H4认为R&V联盟资源特征与联盟成员的冲突负相关，这一假说得

到验证，这表明联盟成员的冲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联盟组建之初的所投入资源

的特性，资源之间的流动性，替代性都可能引发成员的冲突。

假设H5认为资源特征与联盟的综合优势正相关，这一假说得到支持。因

为对联盟伙伴而言，在双方彼此资源的不可模仿性的情况下，组建联盟后在市

场上的竞争力提升，说明资源的特点可以起到提升联盟综合优势的作用。

假设H6：文化产业R&V联盟中的资源特征与联盟伙伴的依赖正相关。因

为，联盟的高失败率还体现在联盟伙伴不能提供给对方期望的资源。文化产业

联盟R&V联盟是将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相组合而联盟的，双发彼此提供的资

源具有可流动性，不可模仿性等特征，也就是其它伙伴不可提供的资源，由此

得出，资源的特征会提高双方之间的依赖程度。

假设H7认为R&V联盟资源的增加型和互补组合类型对联盟综合优势正

相关。这一假设得到验证。因为文化产业联盟的动机是资源的共享，双方资源

的互补弥补了各自的缺陷，提升了自身的综合实力。同时，资源的增加组合类

型也给联盟成员带来了充沛的资源，在竞争中实现资源的创造价值。

假设H8认为R&V联盟资源的多余型组合对联盟成员的冲突呈负相关，

资源的浪费型组合对联盟成员冲突呈正相关。这一假说得到支持。这说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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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联盟合作中，联盟伙伴的冲突总会因资源的浪费而引发冲突，最终影响

绩效，而资源的结余则会减少成员的冲突，增强联盟的稳定。

假设H9认为R&V联盟资源的增加型和互补型组合对联盟成员的依赖性

呈正相关，而资源的多余型和浪费型组合对联盟成员的依赖性呈负相关，这一

假说未通过验证，这说明联盟中资源组合类型的重要性，尤其是文化产业中联

盟合作方之间的资源共享能够促进双方紧密合作从而提升联盟的整体状况，资

源的浪费以及结余反而会松散联盟成员彼此的依赖性。

假设H10认为R&V联盟综合优势对其联盟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假

说从实证中得到了验证。联盟合作者的综合优势越高越有利于文化产业R&V

联盟的发展。

假设H11认为R&V联盟成员冲突对其联盟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一假

说得到了支持。联盟的绩效与联盟成员的冲突有很大的关系，冲突越大绩效越

差，联盟越不稳定，最终会导致联盟失败。

假设H12认为R&V联盟成员依赖性对其联盟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因为

联盟成员的依赖性程度越高则联盟双方在合作过程中能够顺利完成联盟合作目

标进而保证联盟绩效，本次验证通过了这一假说。

4．4对策建议

4．4．1加强政府政策的导向

市场份额作为文化产业占领市场的核心，而市场环境影响市场份额的拓

展，因此，我国政府要提倡完善市场保障制度，健全文化体制、维护市场环境

等措施。特别是针对我国文化产业中的书版业，音像业、印刷业的侵权，以及

娱乐业的不正当服务有待打击和完善，全方位多角度的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市

场环境；在文化市场体系方面，政府要鼓励文化产业转变从单一投资到多元投

资的方式，支持文化产业要跨国家，跨地区、跨行业的发展战略，建立一个有

序繁荣的文化市场环境。

文化产业作为我国繁荣发展的前提，要想提高文化产业的增长点，就的抓

住新的国民经济增长点。参照曾经在文化产业落后的国家取得的成功经验，正

如：韩国的政府在确立文化产业为强国之本后，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结构的改

革，提高人们的文化意识，鼓励风靡一时的韩剧影视业扩大规模，现已成为全

世界公认的文化产业大国。因此，我国应该借鉴它国成功的经验，提倡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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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来，走出去"的思想，同时，加大政府对其相关的出版业、影视业、音

像业的扶持力度，逐步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进而提高国民经济的增长点。

4．4．2提高联盟伙伴的创新能力

运用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试错机理，结合联盟伙伴的特征及现状

选择联盟伙伴，R&V非竞争性战略联盟，联盟双方一般来自不相关行业的领

域，在市场资源上不存在竞争。文化产业在采用R&V联盟模式前，要考虑

R&V非竞争性战略联盟的特征，其中现实产业要考虑虚拟产业是否有与该产

业相符合的文化元素，来减少彼此之间的文化冲突；同时还要关注虚拟产业在

消费者中的地位，针对性地选择联盟合作对象。以成功联盟的绿盛集团和天畅

网络公司为例，联盟双方之间闲置资源的紧密结合，实体产业的产品充分利用

网络虚拟这种优势资源占领市场，同时，虚拟产业的网络产品也因现实的资源

而发展，成功实现了R&V非竞争性战略联盟这一创新模式。

同时，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提

高文化产业联盟伙伴的创新能力，首先要加强文化产业联盟伙伴各自的科学技

术水平，利用科学技术创造新兴的文化产业，提高双方各自文化资源的利用

率、加大文化生产力度、加快文化传播速度，提高文化服务层次；其次，要改

变传统文化产业的现状，力图从文化创意的理念去发展文化产业，运用手机、

电视、网络、动漫游戏等新兴产业，创造新的文化产业链，扩展联盟伙伴的发

展领域；再次，要不断加强文化的科技创新，建立以产业为主体、市场和政府

为导向的创新体系，促进创新要素向文化企业集聚，最终提升联盟效益。

4．4．3构建R&V资源整合的网络平台

文化产业选择R&V联盟模式，不仅要将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全新整合，

同时也要促进当代流行网络平台的形成，即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整合的全新网

络平台。这种新的网络平台它可针对多元化人群，满足不同消费者对现实产品

和虚拟资源的要求。在新的网络平台上现实产业提供自身的“R”，和虚拟产业

提供的“V”想交换，达到整合资源的优势。这就是R&V联盟多方合作互动

的网络平台。这种基于资源交叉思想的战略合作不只是将网络作为简单的结合

工具，而是带给网络媒介全新的战略合作思维。通过R&V联盟的形成，文化

产业已经感受到虚拟产业与现实产业联盟创新所实现的巨大商业力量，现实产

业与虚拟产业都可以利用闲置资源来提升各自的价值。联盟成员的资源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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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才能实现资源效应最大化，因此，我们应用帕累托最优状态下，整合双

方的资源，最终获得利益最大化。

4．5本章小结

基于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资源属性和市场协同性对联盟绩效影响

的有关假设，本章采对样本问卷的行业特征、提供资源以及联盟类型分布进行

了相关统计，并对样本数据进行了效度和信度检验。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目

的为验证联盟伙伴选择属性影响联盟绩效的有关假设。验证结果显示，大多数

假设通过验证。并进一步对未通过的假设进行解释，从文化产业R&V联盟和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等相关方面，提出了对策及建议，旨在为我国文化产业

R&V联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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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根据文化产业R&V联盟未来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已

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而参加R&V联盟也将成为文化产业提升绩效创

造文化价值可持续性的重要途径。在对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联盟的伙伴选择过

程中，通过对联盟状况的深入探讨，提升了联盟的绩效。因此，将文化产业

R&V联盟的研究拓展到联盟伙伴对绩效影响的研究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紧

迫任务。本文从文化产业R&V联盟形成的动因、路径、联盟伙伴分析研究入

手，以探讨“文化产业R&V联盟状况的中介变量的联盟伙伴选择影响联盟绩

效的分析”为主线，得出以下结果：

(1)揭示了R&V联盟形成的机理。本文首先界定和分析R&V联盟的概念

和特点，运用战略联盟理论分析R&V联盟形成的动因；基于动态博弈理论分

析R&V联盟形成路径；得到了文化产业联盟的主要动机是以现实资源和虚拟

资源的共享，实现联盟双方利益最大化。

(2)构建了联盟伙伴选择的价值模型。研究了文化产业文R&V联盟的动态

博弈形成过程，引入波普尔的试错思想分析联盟伙伴的选择，根据联盟伙伴选

择的价值模型，提高了联盟伙伴选择的效率。

(3)指出了联盟伙伴影响绩效的因素。运用资源组织理论，分析文化产业

R&V联盟的资源属性、特征和市场的协同性。运用定性的方法分析文化产业

R&V联盟状况，并提出联盟的综合优势、联盟成员的冲突。联盟成员的依赖

性三个关键因素；进一步分析以文化产业R&V联盟状况为中介变量的联盟伙

伴选择对联盟绩效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相关假设。

(4)运用我国文化产业参与R&V联盟的有效问卷，对联盟伙伴选择对绩效

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联盟伙伴对联盟绩效的影响研究方面主要采取结构

方程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文化产业的R&V联盟可以从伙伴选择的资源

和市场能力两个方面入手。基于实证结果分别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给出了有

效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建议。

本文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在联盟伙伴选择的因素中只考虑到了资源和市

场等因素，但实际中影响联盟伙伴关系的因素涉及很多方面，因此在今后的研

究中能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对于R&V联盟伙伴选择对绩效影响的建模

与仿真仍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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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问卷调查

本文主要调查文化产业的虚拟经济与其它实体经济联盟情况，从网络公

司、门户类网站、文学类网站、网络安全维护网站等等方面的虚拟经济实体为

实证调查对象。这些虚拟经济实体通过互联网媒体平台，强大的实时新闻和全

面深入的信息资讯服务，为中国数以亿计的互联网用户提供富有创意的网上新

生活，以及利用自研的网络游戏和网络平台与众多现实资源实体经济签约达成

联盟合作伙伴，实现共赢。其中附表l列出了参与调查的主要联盟合作成员以

及样本数量和比例。

附表1 R&V联盟合作成员

Appendix 1 The partner in culture industry R&V alliance

虚拟经济体 与实体联盟成员数量 比例

网游公司 4l 19．52％

新闻门户类网站 27 12．86％

文学类网站 17 8．10％

传媒类网站 35 16．67％

网络安全维护公司 37 17．62％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28 13．33％

媒体技术产业化基地 13 6．19％

网络游戏动漫产业发展基地 12 5．71％

合计 210 100％

以下为调查问卷内容。

贵公司的领导，您好：

首先万分感谢您百忙中，填答本问卷。

该问卷是哈尔滨理工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本论文的题目是

《文化产业R&V联盟伙伴选择对联盟绩效的影响研究》，主要目的是在探讨贵

公司与其他文化产业经济实体或虚拟经济实体联盟的互动关系，了解在联盟的

过程中，因伙伴选择对绩效的影响。您的宝贵意见，对本研究的论证意义重

大，因此，恳请您帮助填写本问卷。

该问卷均为匿名作答，所得的结果仅仅作为学术分析，关于贵公司的资料

Administrator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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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公开。因此再次衷心希望您能协助填答该问卷。在此先致上最衷诚的谢

意。

l、贵公司成立于——年。
2、贵公司在进行R&V联盟合作后已经有——年时间。
3、贵公司所处的产业主要为——。
4、贵公司所在产业市场占有率为——。
5、请问目前担任贵公司负责人参与R&V联盟业务经验有——年，以前从事
该业务经验约有——年。

6、请问贵公司的现实资源或虚拟资源是——。

请根据合作中双方交往的实际情况判断一下各组描述是否符合实际的合作

情况：“l——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不太同意；4——无意见；
5——有些同意；6——同意；7——非常同意”。

附表2调查问卷

Appendix2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此部分请您依据贵公司联盟的实际情况进行勾选。

贵公司的R&V联盟成员的依赖性

1．双方资源的依赖性强 1 2 3 4 5 6 7

2．技术的依赖强 l 2 3 4 5 6 7

3．分工的细化程度高 l 2 3 4 5 6 7

4．联盟双方有独立的能力，当二者结合在一起时，超各自 1 2 3 4 5 6 7

所能实现的目标

贵公司参与R&V联盟的市场协同性

1．合作伙伴的高层管理团队有较为丰富的行业经验 l 2 3 4 5 6 7

2．联盟伙伴在市场的盈利能力高于同行业 l 2 3 4 5 6 7

3．联盟伙伴在市场的形象塑造能力高于同行业 1 2 3 4 5 6 7

4．联盟合作伙伴的市场需求相似

5．联盟合作双方在技术能力上相似 l 2 3 4 5 6 7

l 2 3 4 5 6 7

贵公司参与R&V联盟的资源特性

1．联盟合作方贡献了不同的资源 l 2 3 4 5 6 7

2．从联盟中获得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 1 2 3 4 5 6 7

3．从联盟中获得资源具有流动性 1 2 3 4 5 6 7

4从联盟中获得资源具有不可模仿性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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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附表2)

贵公司参与R&V联盟的综合优势

1．联盟伙伴的声誉均高 1 2 3 4 5 6 7

2联盟合作伙伴的财务状况较好 1 2 3 4 5 6 7

3．产品的创新性强 1 2 3 4 5 6 7

4．联盟合作伙伴规模实力相当 l 2 3 4 5 6 7

5．合作伙伴的产品和服务是国内行业中比较好的 l 2 3 4 5 6 7

贵公司的R&V联盟成员之间的冲突

1．冲突时间的长短，会影响联盟伙伴关系的维护 1 2 3 4 5 6 7

2．冲突事件的次数，会降低联盟的稳定性 1 2 3 4 5 6 7

3．冲突的规模大小，或增加联盟的成本 l 2 3 4 5 6 7

4．联盟合作伙伴冲突，对营销质量带来负面影响 l 2 3 4 5 6 7

贵公司参与R&V联盟的绩效

1．贵公司总资产收益率高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 1 2 3 4 5 6 7

2．贵公司销售收益率高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 l 2 3 4 5 6 7

3．贵公司对联盟伙伴非常满意 1 2 3 4 5 6 7

4．贵公司通过R&V联盟合作强化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1 2 3 4 5 6 7

5．通过R&V联盟合作阔大了贵公司的市场份额 l 2 3 4 5 6 7

问卷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您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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