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 
第 7 卷◆第 10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28 

Economics 

互补技术对生态系统价值捕捉影响研究 
 

王一林  董广茂 

西安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DOI:10.12238/ej.v7i10.1982 

 

[摘  要] 本研究聚焦互补技术对价值捕捉的复杂影响,显示其在竞争格局中的关键作用。企业虽倚重互

补技术创值,却面临瓶颈风险,影响价值获取。新技术重塑价值路径,引发在位者与新入者间价值分配变

局,替代风险与主导权转移并存。颠覆动力源自互补资产演变,本研究剖析互补技术颠覆机制及时点,弥

补学术空白,指导企业策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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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mplex impact of complementary technologies on value capture, 

highlighting their critical role in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While incumbent firms rely on complementary 

technologies for value creation, they face the risk of technological bottlenecks that affect their ability to 

appropriate value.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reshapes value creation pathways and triggers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value between incumbents and newcomers, with both substitution risks and shifts in 

dominant positions coexisting. Disruptive forces arise from the evolution of complementary assets. The study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and timing of disruption by complementary technologies, filling academic gaps and 

guiding corporate strategy formulation. 

[Key words] Complementary Technologies; Value Capture; Incumbent Firms; Disruption; Ecosystem 

 

引言 

对互补技术的依赖是当今企业所处竞争环境的基本特点之

一,这为企业和互补技术拥有者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

一方面,几乎所有企业的技术创新都需要与互补技术相结合,才

能完成整体的价值创造；另一方面,一项关键的互补技术很可能

成为技术瓶颈,从而威胁或者削弱企业依靠自己创新进行价值

捕捉的能力。因此,互补技术如何影响在位企业的价值捕捉是一

个值得研究的问题[1]。 

首先,Teece(1986)在其开创性论文中指出,由于在价值创

造中对互补技术的依赖,创新者甚至无法从自己的创新中获利,

强调了互补性资产对于企业的价值获取的重要作用[3]。由于创

新过程中技术的相互依赖,在价值创造中发挥关键作用或者不

可被替代的技术很可能成为系统中的“瓶颈”,限制企业创造价

值的能力,同时还会影响各关联企业价值捕捉的份额。因此,在

研究生态系统中各参与者的价值捕捉时,应该重点关注互补性

技术。 

其次,一项新技术的进入首先会改变原有的价值创造路径,

形成新的互补关系结构,进而影响各企业的价值捕捉,而由于在

位企业与新进入者之间关系的不同,这种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

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可以被新进入者所替代的企业可能会失去参

与价值创造的机会,失去其市场份额以及价值捕捉,甚至完全被

其替代。另一方面,拥有不可替代技术的企业在价值创造中发挥

着主导地位,由于互补企业的竞争拥有了成为系统瓶颈的机会,

在价值捕捉中“坐收渔翁之利”,获得最多的价值[5]。 

研究在位企业被颠覆的文献要么关注竞争本身,即新技术

如何在一个明确定义的市场中改变定价和利润动态,要么关注

新替代品进入造成的竞争动态,即可以替代市场领导者的产品

或技术。然而研究发现,在生态系统方面,在位企业所面临的颠

覆威胁不仅是因为新的替代品,而且也可能来自于互补性资产。

但关于通过互补进行颠覆的文献仍然高度分散和不深入。因此,

一项创新的互补性技术能否以及何时颠覆在位企业是一个值得

研究的问题。 

1 互补性技术与价值捕捉问题 

创新者如何从创新中获取价值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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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关注竞争性创新或模仿的视角不同,本文主要关注互补

性技术对企业价值捕捉的影响。 

传统的核心技术创新研究围绕两个关键环节,即新技术的

功能实现和商业价值创造。Teece(1986)指出并强调了技术创新

的第三个环节——技术创新者的价值获取,通过观察现实中的

创新案例,提出一个问题,创新企业为什么不能从创新中获得显

著的经济回报,反而是创新的模仿者以及客户获取了大量的创

新收益。Teece提出了从创新中获利(profit from innovation,

简称PFI)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介绍了决定从创新中获胜的

三个基本因素：独占性机制、互补资产以及主导设计范式[3]。 

独占性机制,由防模仿的外部条件构成,主要涉及技术知识

特性和法律保护(IPRs),如专利等,共同决定创新模仿难度与保

护力度。技术知识属性影响模仿易度,显性知识易仿,隐性知识

难移；法律保护则在特定领域防止创新被竞品复制。 

主导设计,即业内共认的技术标准,源自技术较量,其确立

非但未止创新,反促竞争焦点转至成本,对首创者与追随者利益

分割至关重要。创新者主要在产品的基本设计和基础科学上进

行研究,但是如果创新容易模仿,跟随者就会参与竞争,在创新

者的基础设计上进行改进,而这些改进很有可能会让将修改后

的产品作为行业标准。 

互补性资产是核心技术创新商业化所必须的其他能力或资

产。在几乎所有情况下,一项创新的成功商业化需要将所涉及的

技术与其他能力或资产结合使用。创新总是需要营销、有竞争

力的制造和售后服务等服务。这些服务往往是从专门的互补资

产获得的。例如,一种新药的商业化很可能需要通过专门的信息

渠道传播信息。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当创新是系统性时,互补资

产可能是系统的其他部分。 

长久以来,互补性技术作为一类独特的互补资源,其战略意

义未充分引起管理学界注意。直至互补资产概念问世二十余

载,Teece才特地突出这类技术在创新链中的核心角色,援引历

史视角阐明：缺失或欠佳的关键互补技术足以拖累整个产品或

系统,简言之,互补技术可演变为制约发展的瓶颈资产[3]。 

实际上,互补技术在核心技术创新的三大关键阶段——功

能实施、商业价值生成以及创新主体的价值实现——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角色。获取生态系统内的互补技术对于推动一项创新

成功走向商业化舞台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技术

间的内在相互依赖性可能成为双刃剑”,促进了创新的集成与发

展,也可能引发性能上的制约因素,进而对创新的总体价值创造

形成阻碍。这一观点在许多研究中均有体现,互补技术虽是创新

商业化的重要推手,但也需谨慎应对伴随而来的潜在局限性,以

确保价值创造过程的顺畅高效[4]。 

互补性技术会影响创新者从创新中捕捉价值。创新公司的

成功往往取决于其环境中其他创新者的努力。一项创新技术对

互补性技术的依赖程度决定了企业获取价值的能力。除非发明

者或创新者享有强大的防止模仿的自然保护或强大的知识产权

保护,或者除非互补性资产和其他投入在竞争性供应中可用,否

则互补性资产和其他投入的提供者将迫使创新者向他们提供很

大一部分创新成果。一项成功的技术创新产生的利润往往要么

流向基础发明的所有者,如果受到其他阻碍创新的自然壁垒的

强大知识产权的保护,要么流向互补技术或资产的所有者。 

学者们研究发现,颠覆不仅会因为新的替代品而出现,也会

因为互补而出现,互补性技术可以使在位企业在价值捕捉中的

地位改变。Adner和Lieberman(2021)指出,互补公司最初发挥着

增值作用,但最终可以取代了重点公司或夺取了该公司的大部

分盈利能力,他们描述了一种机制,生产核心产品的公司A最初

在生态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战略变化赋予了生产互补产品

的公司B权力。随着互补者力量的上升,A公司的附加价值下降,

从而导致A公司角色的商品化。 

2 生态系统价值捕捉及进入者颠覆 

生态系统对于定义产品和塑造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许多

占主导地位的公司,如沃尔玛或微软,将它们的成功归功于它们

的生态系统—即它们与之共同创造价值的供应商、买家和互补

者,以及它们的活动为整个系统产生互补性,即溢出或外部性。 

价值创造研究从传统的基于产品和竞争的企业内部视角到

强调合作的开放式创新和价值网络,逐渐转向企业间、多边、多

主体互动的生态系统视角。学者将生态系统定义为一组公司,

它们围绕一个焦点价值主张相互作用,从而在生态系统中创造

的价值高于其独立产品的独立价值。生态系统中的价值创造是

当参与公司将其报价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要素联系起来时产生

的互补性的结果[7]。 

早期企业聚焦产品和技术创新,通过不断打造卓越资源与

能力将技术商业化提供创新产品创造价值。在此背景下,企业价

值创造研究强调“价值链”视角下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资

源和能力对价值创造的重要作用。其中,价值链理论认为企业的

价值创造主要取决于企业设计、生产、交付等价值链上一系列

活动的依赖关系、活动顺序与活动的组合。 

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多主体存在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核心

企业协调其他主体共同按照核心企业制定的方向以竞争和合作

的方式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多主体间相互依

赖性决定了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即多主体围绕用户提供解决

方案的一致性创新活动的安排,不同的结构及结构的一致性程

度会影响为终端用户创造价值的能力[6]。 

生态系统的价值创造是由技术架构和互补性塑造的。互补

者作为传统价值链外的主体成为生态系统结构的重要元素,为

核心企业创新提供关键技术连接,促进技术架构演化并推动产

品创新。创新企业可以通过将其创新与生态系统中可用的互补

技术相连接来扩展其创新的核心功能。这些连接实现了与焦点

创新的核心功能不同的附加功能,同时增强了焦点创新的价值

主张。 

企业在互补关系结构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决定了其价值捕

捉。参与生态系统的公司可以通过利用广泛的互补技术来提高

其创新的价值,然而,关于生态系统的研究也发现,这种技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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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关联的价值创造架构可能会使企业在生态系统级架构变化期

间面临管理技术相互依赖的挑战。互补性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

与相互依赖在生态系统中塑造创新的价值创造并决定了参与者

之间的价值分配。生态系统参与者绩效需要关注其与不同企业

的依赖关系,因为依赖水平决定了价值获取的议价能力。  

生态系统概念旨在捕捉核心产品、其组件及其互补产品或

服务之间的联系,这些产品或服务共同为客户增加价值。产生焦

点创新的企业可能与互补性供应商即互补者有直接联系,也可

能没有直接联系,互补者之间可能是竞争的或没有直接联系的,

企业之间的互补关系将影响它们为最终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

同时,与在位企业的不同互补关系也会导致新进入者对其影响

的不同[9]。 

长期以来对在位企业所面临威胁的研究多集中于竞争的背

景下,新进入者可以通过提供一项破坏性的创新技术来替代现

有技术,完成对在位企业的颠覆。研究在位企业被颠覆的文献要

么关注竞争本身,即新技术如何在一个明确定义的市场中改变

定价和利润动态,要么关注新替代品进入造成的竞争动态,即可

以替代市场领导者的产品或技术,在位企业可能会因竞争被取

代[2]。 

通过更深入的研究发现,虽然一些现有企业因新技术替代

而失去了市场份额,但其他企业可能作为互补者从中受益,需要

结合不同参与者的视角来研究这一问题。新技术的进入同时可

能会使某一类互补性技术的拥有者成为系统瓶颈,因为在价值

创造中的不可替代,在位企业可以从竞争中获利,成为瓶颈企业,

在价值捕捉中占据优势[8]。 

3 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互补技术进入生态系统后的一系列动态研究发现,

互补技术的进入会导致同类技术之间的竞争,使生态系统中的

拥有另一类不可替代技术的在位企业成为瓶颈新进入者实现对

竞争的在位企业颠覆的关键在于其性能提升至足以显著增强整

个生态系统价值创造的点,即所谓的“新价值创造超过原有路

径”的时刻。新进入者通过技术创新和优化,成功缩小技术差距

且提高自身议价能力之后,原先在互补技术结构中占据关键节

点的企业的价值捕捉优势减弱,当这些努力使得新进入者的技

术和市场影响力足以动摇原有技术结构时,原先的瓶颈企业就

丧失了其主导地位。 

从互补技术进入的角度研究企业价值捕捉是一个较新的视

角,研究结果有助于企业更全面地认识到互补技术带来的挑战

和机遇,对新进入企业通过互补技术进行颠覆性创新具有一定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使企业更好地平衡互补技术的两类作用获

得成功,对新进入企业提供了一条成功进入并获得成功的参考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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