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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技术融合跨越原有技术领域边界，通过创造新市场需求或整合以往不同领域的需求而催生市场融合，被

视为市场融合的重要驱动要素。本文将技术融合细分为替代性和互补性技术融合，探讨其对市场融合的

不同影响机制，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利用2011~2022年间沪深A股上市的

ICT企业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替代性技术融合与互补性技术融合均对ICT企业市场融合具

有促进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在替代性技术融合和互补性技术融合对市场融合的影响过程中均具有正向调

节作用。本文不仅为理解技术融合与市场融合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支撑，同时有助于企业

理解环境不确定性对技术融合驱动市场融合的不同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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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y convergence crosses the boundary of the original technology field, and promotes 
market integration by creating new market demand or integrating the demand of different field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fin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4.142060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4.142060
https://www.hanspub.org/


于贵琪 
 

 

DOI: 10.12677/fin.2024.142060 555 金融 
 

in the past, which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 of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is paper, 
technology convergence is subdivided into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technology conver-
gence, and discusses its different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n market convergence, as well as the 
regulatory role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in this process. Based on the data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listed ICT enterprises from 2011 to 2022,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both alternative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nd complementary technology integration promote 
ICT enterprises’ market integ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
fect on the impact of alternative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nd complementary technology integra-
tion on market integration.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em-
pirical support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convergence and market 
convergence, but also helps enterprise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en-
vironmental uncertainty on market convergence driven by technology con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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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技术的快速变革及其向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广泛渗透，世界进入乌卡时代[1] [2]。复杂

多变的技术和市场环境使得融合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不同学科、技术、市场和产业之间的交叉融合

被视为解决重大科技问题、创造新市场需求、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在方法和途

径[3] [4]。对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而言，深刻剖析企业内部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有助于

企业理解市场融合作为一种新的竞争范式对于改变组织的运作方式和创造价值具有的重要价值。但现有

文献对市场融合如何产生和发展，依然知之甚少。 
本文以中国 ICT 企业为样本，针对技术融合对市场融合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展开

实证研究。通过实证检验揭示企业不同类型技术融合驱动市场融合的影响机理，论证企业技术融合特征

与环境不确定性的协同匹配关系。本研究在理论上增强了对技术融合影响市场融合机制的认识，揭示了

企业内部技术融合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协同模式。在实践上为企业制定研发、联盟和市场等相关战略，

提升企业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丰富了市场融合的现有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2. 理论分析与假设 

2.1. 技术融合与市场融合 

学科、技术、市场和产业层面的融合相互影响和联系，现有研究认为整体而言存在从科学融合到技

术融合，再从技术融合到市场融合，最后从市场融合到产业融合的驱动过程。虽然产业融合的驱动路径

有多种，但相关研究均认为技术融合可以催生市场融合，然而现有研究在如何驱动方面，由于融合测度

的模糊性和复杂性等问题，现有关系研究基本为定性分析和案例研究[5] [6] [7]，缺乏技术融合和市场融

合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 
融合是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原本互不相关的科学、技术、市场或产业领域的边界变得模糊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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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合旧领域来创造新的细分领域的过程[8]。技术融合是通过技术渗透、交叉、重组等手段激发技术

基础结构的分解、重构和功能升级，由此催生出具备新型功能的技术和产品，从而引发市场融合[9]。根

据现有文献对外来技术与产业中已有技术范式之间关系的不同观察，技术融合被划分为替代性技术融合

和互补性技术融合[10] [11] [12]。 
企业拥有不同技术之间较高的替代性融合程度意味着企业的创新成果相对集中，其知识网络涉及的

技术领域，知识元素之间联系紧密，可分解程度较弱[13]。高度的替代性技术融合对企业市场融合主要具

有如下含义。首先，企业在相近技术领域中的深度开发使其对领域内知识元素及相互关系有深刻的认识

和理解，因此，企业可以更好地识别和选择内外部知识元素进行融合，在相近领域内推出融合型产品，

从而实现技术融合驱动的市场融合。其次，企业创新领域的聚焦和相似性技术之间的融合可以降低研发

设备的投入、减少人力资本的重复，降低人员沟通成本，从而降低从技术融合驱动市场融合的成本。基

于这一观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替代性技术融合对市场融合具有正向影响。 
企业拥有不同技术之间高度互补性的融合程度，意味着其知识元素的获取不是随机的，而是基于一

套连贯且相互关联的知识基础。因此，企业的知识网络涉及的技术领域相对更多，各知识元素之间可以

更容易地分解并进行互补[13]。高度互补性的技术融合程度对企业市场融合具有如下意义。企业在更广泛

和异质的技术领域进行创新和融合，这意味着它们能够更全面地洞察和把握知识重组的机会。这种做法

赋予企业跨领域的知识、技术和市场融合能力，避免了被特定领域知识所束缚的局限性思维。新的知识

元素与现有知识体系有机融合，有效规避了知识元素组合数量增长的潜在风险，降低了试错成本，并提

高了知识整合的效率和可行性，从而降低了市场融合的难度和风险，对其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企业

更广泛的技术基础能够吸引更多样化的合作伙伴，获取更多元化的技术和市场知识。这种多元化有助于

模糊并扩展现有技术和市场的边界，推动以技术融合为引擎的市场融合。本文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互补性技术融合对市场融合具有正向影响。 

2.2.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2.2.1. 环境不确定性对替代性技术融合与市场融合关系的调节作用 
技术融合对市场融合的作用机制受到企业外部环境的影响。战略管理相关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是

企业异质性的根本来源之一，深刻影响着企业行为选择和组织绩效，对企业产品战略、市场绩效、战略

联盟、并购等市场行为均具有影响。因此，本文在研究技术融合对市场融合的影响时，加入环境不确定

性的调节效应。 
环境作为一种外在约束，企业管理层在制定公司战略和决策时必须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并对其做出

适当反应。动态的环境在带来大量机会的同时，也会大大增加环境的不确定性[14]。环境不确定性对替代

性技术融合与市场融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替代性技术融合是指企业在特定功能或解决方

案上选择不同的技术路径，而市场融合是将不同产品或服务融合在一起以适应市场需求。首先，不确定

的环境加剧了对替代性技术融合的需求。在面临市场波动、技术变革和消费者行为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企业可能需要灵活地选择不同技术路径来应对风险。这意味着企业需要同时掌握多种技术，并在需要时

能够快速切换，以适应环境变化，而这正是替代性技术融合所提供的优势。其次，环境不确定性对市场

融合的影响可能导致更大的市场动态性和需求多样性。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市场需求和偏好可能出现快

速变化，而企业需要快速适应这些变化以保持竞争力。这种市场动态性可能推动企业采取市场融合策略，

将不同产品或服务进行组合，以适应多样化的需求，并更灵活地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要求。综合而言，

环境不确定性对替代性技术融合与市场融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对替代性技术融合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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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增加、推动市场动态性和需求多样性增加，同时也增加了融合过程的复杂性。企业在面对不确定的环

境时，需要更加灵活和敏捷地进行技术和市场融合，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和技术环境，从而保持竞争

优势。本文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企业替代性技术融合与市场融合之间的关系。 

2.2.2. 环境不确定性对互补性技术融合与市场融合关系的调节作用 
在面对环境不确定性时，互补性技术融合与市场融合之间的关系受到多方面的调节作用。首先，环

境不确定性强调了企业对灵活性和适应性的需求，这对于同时进行互补性技术融合和市场融合至关重要。

互补性技术融合通常涉及将不同但相互补充的技术整合在一起，以提供更全面、高效的解决方案。在不

确定的环境中，技术发展可能具有不确定性，某些技术可能迅速过时，而另一些则可能崭露头角。因此，

企业需要在互补性技术上保持敏感，并及时调整其技术组合，以适应变化的技术环境。其次，环境不确

定性加强了市场融合的动因。由于市场需求和竞争态势的不断变化，企业需要更具创新性地设计产品或

服务组合，以满足多元化的客户需求。这促使企业通过市场融合策略，将互补性技术融合的产品或服务

与其他相关产品或服务相结合，以提供更具吸引力和全面性的解决方案。总体而言，环境不确定性对互

补性技术融合与市场融合之间的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企业需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敏捷性，不仅

要灵活调整技术组合以适应技术发展，还要通过市场融合实现产品或服务的多样性，以更好地适应和引

领市场的变化。本文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企业互补性技术融合与市场融合之间的关系。 
本文理论模型及上述假设见图 1 所示。 

 

 
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图 1. 概念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样本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 2011~2022 年 ICT 产业上市企业作为初始样本。在此基础上，借鉴现有研究，本文对初始

样本做如下处理：1) 剔除处于 ST、*ST、PT 状态的企业样本。2) 剔除研发数据、财务数据、公司治理

数据披露不全的样本。最后得到 112 家企业完整数据。本文主要数据均源自 Zephyr、德温特数据库、雪

球网，部分缺失数据源自企业年报以及手工整理等。按 3年滚动时间窗将专利数据划分为 10个时间窗口，

利用 Python 软件生成 IPC 共现矩阵，若两个 IPC 号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专利中，则两种技术共现一次，边

权重为共现次数，在此基础上利用 Python 程序计算融合度指标。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工作主要通过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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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和 Stata16.0 来完成。 

3.2. 变量设定 

3.2.1. 因变量与自变量 
市场融合(MC)：利用市场并购数据来测度，如 Aaldering 等[15]通过企业并购数据测度生物技术与周

边市场发生的市场融合及其驱动力。企业并购通过获取外部技术和市场知识，促进行业内部和行业间创

新与融合，是研究市场融合的合适对象[16] [17]。因此本文利用样本企业在特定年份参与且已完成的企业

并购次数来测度其市场融合程度。替代性技术融合(STC)与互补性技术融合(CTC)：本文借鉴 Dibiaggio
等和王媛等[10] [12]的测度方法，通过专利 4 位 IPC 号的耦合结构与替代关系，对每个时间窗的 IPC 共现

网络计算 STC 和 CTC 值，从而对替代性和互补性技术融合进行测度。 

3.2.2. 调节变量 
环境不确定性(EU)。本研究借鉴施宇等[18]和陈子凤等[4]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采用企业过

去５年非正常销售收入的标准差再除以过去 5 年销售收入的平均值的值作为衡量企业面临环境不确定性

的指标。 

3.2.3. 控制变量 
选取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融资约束(FC)、资产负债率(LEV)、研发投入(R&D)作为控

制变量。企业年龄，以企业跨国并购当年与企业成立年份的差值表示；企业规模，采用企业年末总资产

的自然对数表示；融资约束，采用财务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表示；资产负债率，采用总负债与总

资产的比值表示；研发投入，采用研发费用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比值。 

3.3. 模型选择 

本文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了 F 检验，F 检验的 p 值均小于 0.05，故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固定效应模

型比混合效应模型更适合本文的研究；然后再判断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哪个更为合适，为此本

文做了豪斯曼检验，豪斯曼检验中的 p 值均大于 0.05，说明不能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应当选择随机效应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构建模型来验证企业替代性技术融合与互补性技术融合对市

场融合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见表 1 所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低于 0.7，且方差膨胀因子 VIF
系数均低于 2，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可纳入回归方程进行回归分析。 

4.2. 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其中，模型 1 为只包含控制变量的基础模型；模型 2 加入自变量替代性技术

融合，用于检验假设 H1；模型 3 加入自变量互补性技术融合，用于检验假设 H2；模型 4 加入环境不确

定性与自变量替代性技术融合的交互项，用于检验假设 H3；模型 5 加入环境不确定性与自变量互补性技

术融合的交互项，用于检验假设 H4。 

4.2.1. 主效应检验 
从表 2 可知，模型 2 中加入自变量替代性技术融合，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 = 0.089, p < 0.01)，表明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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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N = 1120) 
表 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N = 1120)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VIF 

MC 3.426 6.967 1          

STC 0.377 0.128 0.192** 1        1.209 

CTC 0.525 0.184 −0.012 −0.027 1       1.416 

EU 0.159 0.132 −0.013 0.180*** −0.026 1      1.099 

AGE 2.721 0.466 0.140*** 0.004 −0.208*** −0.084 1     1.001 

SIZE 22.282 1.416 0.193*** 0.034** −0.117** −0.022 0.365*** 1    1.190 

FC 0.024 0.039 0.038 0.001 −0.008 0.230*** 0.008 0.196*** 1   1.060 

LEV 0.500 0.183 0.111*** −0.018** −0.150*** 0.081 −0.173*** 0.317 0.446 1  1.120 

R&D 0.212 0.309 0.032 0.056** −0.078 −0.169*** −0.157*** −0.099*** −0.378*** −0.109** 1 1.082 

注：***p < 0.01，**p < 0.05，*p < 0.1。 
 

Table 2.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2.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AGE −0.212 
(−0.18) 

−0.265 
(−0.26) 

−0.266 
(−0.25) 

−0.267 
(−0.24) 

−0.313 
(−0.27) 

SIZE 0.325* 
(1.84) 

0.336* 
(1.85) 

0.355** 
(2.19) 

0.332* 
(1.76) 

0.320* 
(1.78) 

FC 1.487 
(0.24) 

1.463 
(0.22) 

0.985 
(0.14) 

1.262 
(0.18) 

1.022 
(0.16) 

LEV 0.986 
(0.67) 

0.988 
(0.67) 

0.949 
(0.67) 

1.050 
(0.70) 

0.949 
(0.64) 

R&D 1.965** 
(2.32) 

1.784** 
(2.26) 

1.941** 
(2.31) 

1.967** 
(2.35) 

1.910** 
(2.29) 

STC  0.089*** 
(2.20)  0.291** 

(−0.16)  

CTC   0.110*** 
(3.14)  0.099*** 

(2.88) 

EU    0.079 
(2.22) 

−0.380 
(−0.20) 

STC*EU    4.279** 
(1.96)  

CTC*EU     1.899*** 
(−2.18) 

_cons −4.690*** 
(−0.611) 

−4.658*** 
(−0.618) 

−5.083** 
(−0.680) 

−4.701*** 
(−0.613) 

−4.478** 
(−0.582) 

R-squared 0.043 0.051 0.052 0.051 0.053 

N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注：***p < 0.01，**p < 0.05，*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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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技术融合与市场融合正相关，假设 H1 得到验证。模型 3 中加入自变量互补性技术融合，二次

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 = 0.110, p < 0.01)，表明互补性技术融合与市场融合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假设 H2
得到验证。 

4.2.2. 调节效应检验 
模型 4 和模型 5 分别在模型 2 和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环境不确定性，检验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环境不确定性与替代性技术融合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 = 4.279, p < 0.05)，假设 H3 得到验证。环境不

确定性与互补性技术融合的二次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 = 1.889, p < 0.01)，表明环境不确定性对互补性技

术融合与市场融合具有正向影响，假设 H4 得到验证。 

4.3.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考虑到技术融合对于市场融合可能存在

滞后效应，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纳入回归模型进行验证。其次，通过计量方法的更换对市场融合的

稳健性进行检验。本文中替代性技术融合和互补性技术融合均为非负变量，且被解释变量“市场融合”

也是非负的，故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稳健性检验结果与核心结论基本一致，从而验证了研究结

果的稳健性。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市场融合可以在技术融合的驱动下发生，本文以中国 ICT 上市企业为例，研究企业不同技术融合类

型对市场融合的影响，并从外部环境角度论证环境不确定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 替代

性技术融合与互补性技术融合均对市场融合具有正向促进关系。2) 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替代性技术融

合和互补性技术融合对市场融合的关系。 

5.2.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首先，突破了现有定性分析和案例研究范式，从定量上研究了技术融合对市

场融合的影响，并将技术融合细分为替代性技术融合和互补性技术融合，探究了不同类型技术融合对市

场融合的驱动作用；其次，从企业外部环境出发，分析了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对技术融合与市场融合关系

的调节作用，剖析了变量间的协同匹配关系及重要性。 
研究结论对企业开展替代性技术融合与互补性技术融合，直面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实现不同类型的

技术融合驱动的市场融合，具有以下管理启示：其一，企业可以通过技术融合实现市场融合，不同类型

的技术融合对市场融合具有不同影响，企业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利用替代性或互补性技术融合，以

新产品和服务满足市场需求并创造新市场，从而实现市场融合。其二，企业应看到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

机遇与挑战，培养创新与适应能力，寻找新的新市场机会，通过变革实现企业发展，提升竞争力的同时

实现高水平的市场融合。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存在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展望主要包括：首先，本文对技术融合与市场融合关系的定量研究进

行了研究，但技术融合驱动市场融合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要素众多，因此，以更多视角针对更多要素

对二者关系进行定量研究很有必要。其次，本文针对 ICT 上市企业为实证对象展开研究，未来可进一步

针对未上市中小型 ICT 企业进行剖析，增强本研究结论的严谨性和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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