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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处制度环境相适应的组织容易生存和成

长是制度理论的核心原则之一。适应外部环境的组

织行为和组织形式会增进内部参与者对组织的向

心力，同时也会提升组织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从

而促进组织成长与绩效提升。一个相关的，但我们

了解很少的研究问题是：制度变革是否也必须与认

知、规范和规则层面的制度环境相符合才能对组织

产生预期的影响？现有研究均指出，通过

改变激励措施和调整适应标准等，制

度变革会对组织产生显著影响，然

而这些发现往往建立在变革具有

“制度一致性”这一隐含假设的基础

之上。 

我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杨德林老师

与其合作者，斯坦福大学的 Charles E. 

Eesley 和新加坡国立大学 Jian Bai Li 共

同 完 成 的 论 文 “ Doe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Universities Influence 

High-Tech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China’s Project 985”

将“制度一致性”定义为，变革中贯彻执行的理念

与制度环境相符合、相一致的程度。但研究却通过

考察与大的制度环境“不一致”是如何影响组织制

度变革。这里具体考察的制度变革是中国政府推动

的“985” 工程（创建一流大学）：一项尝试向大

学生贯彻创新理念、提升创新能力的教育改革。作

者的兴趣在于，在一个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执行力

度有限，而社会关系建设等活动更有可能使创业者

获得丰厚回报的大的制度环境中，“985”工程对

“985 校友”创办的企业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研究发现，“985”工程确实成功地在学生当中

建立起关于创新的重要性理念，新的理念也确实使

得这一部分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提升，并在毕业后

创办企业时更倾向于从事科技密集型活动。作者在

期待着他们从创新及其应用中得到创业绩效提升

的时候，却发现事实恰好相反：“985”工程对“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