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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制造网络为我国本土企业提供了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进行技术学习与

知识积累的重要战略机遇 。在以低成本比较优势及时占据全球制造网络的各

个节点之后 ，我国本土企业如何整合利用该网络中的优质资源以提升自身的技

术创新能力 ，从而实现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就成为我国制造业面临的一个重大

现实问题 。在创新范式日益网络化发展的背景下 ，网络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已

经得到了广大学者的认同 ，学习与创新也成为我国本土企业在全球制造网络中

实现战略升级的关键途径和必然要求 。 但现有的理论研究虽然勾勒了网络的

特性及其给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 ，但对于全球制造网络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机

理及其作用情境的研究仍显不足 ，并且现有的研究结论还存在一定的分歧性 。

基于上述现实与理论背景 ，本书以全球制造网络中的我国制造企业为研究

样本 ，围绕“企业如何构建恰当的网络模式来提升技术创新绩效”这一基本问

题 ，构建了“位置中心度 —联结强度 —网络规模”三位一体的全球制造网络特征

分析构架 ，逐层深入地探究了三个逻辑紧密相关的问题 ：全球制造网络对技术

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 ？不同的环境特性和企业特性对此作用机制有

何影响 ？全球制造网络与组织学习如何动态演变 ？通过问卷调查和案例研究

等方法 ，本书最终得出如下结论 ：（１）全球制造网络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是以

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为中介实现的 ，其中位置中心度对利用性学习和探索

性学习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联结强度对利用性学习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

对探索性学习是显著的负向效应 ；网络规模对利用性学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但对探索性学习没有显著的影响 ；（２）环境动态性和技术战略导向在全球制造

网络对组织学习的作用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企业所在的环境动态性

越高 ，位置中心度和网络规模对利用性学习的正向效应相对下降 ，但弱联结对

企业探索性学习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企业技术战略导向越高 ，位置中心度对

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都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网络规模对利用性学习

的促进作用也更加显著 ；（３）全球制造网络结构和组织学习类型之间存在着耦

合及协同演化关系 ，网络结构的动态变化会影响到企业的组织学习类型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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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选择不同的组织学习类型也需要网络结构进行相应的转变 ，网络结构与组

织学习类型的相互匹配可持续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

本书深入剖析了全球制造网络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本质过程 ，详细阐释了

不同环境动态性和技术战略导向下全球制造网络对组织学习的影响机制 ，充分

揭示了全球制造网络与组织学习的协同演化规律及其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

这对于后发企业根据外部环境特征与内部战略需要构建相应的网络模式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也为我国企业在全球制造网络中的学习演化和战略升级提供

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支持 。首先感谢我的博士生导

师吴晓波教授 ，正是吴老师将我引入创新管理这一引人入胜并愿为之终生奋斗

的领域 ；感谢浙江大学郭斌教授 、寿涌毅副教授多年来对我的不倦指导 ，在书稿

写作过程中 ，二位老师都给予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独到的见解 ，使我受益匪浅 ；

感谢在浙江大学读博士期间 Elite团队的杜健 、许冠南 、郑素丽 、李俊 、范志刚 、

吴东等众多兄弟姐妹 ，一次次与大家的学术讨论交流让我茅塞顿开 ，与团队成

员的共同学习让我感到博士生活很快乐 ；感谢浙江万里学院的闫国庆教授 、揭

明教授 、谢小风研究员 、鞠芳辉教授 、郑长娟教授对我工作和学习的大力支持 。

另外 ，本书得到了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２０１１GXQ４D０８５）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０９YJC６３０２１２ ）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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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也为此书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对我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感谢我的母亲对我无私的

爱 ，祝愿她身体健康 、快乐幸福 ；感谢我的爱人黄海婷 ，是你的宽容 、理解和深深

的爱让我觉得生活充满幸福 、阳光和快乐 ；感谢我的姐姐与姐夫对我读博期间

的支持 ；感谢我可爱的儿子彭源灿 ，你那纯真快乐的笑容是我生活 、工作的不竭

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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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国内创新管理领域的研究开始从单一企业的视角 ，转向更加开阔

而更具现实意义的企业网络方向 。这不仅仅是研究视角的一种简单转变 ，更是

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所处的创新环境变迁密不可分 ，即中国企业创新正全

面进入到更加全球化 、开放化与网络化的环境中 。

我们深切关注到 ，正是这种新环境为中国企业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新的创新

追赶的战略机遇 。中国企业不只是简单地依赖低成本优势切入全球制造分工

体系 、谋求全球价值链底端的代工利益 ，更是在不断的网络化背景中学习和积

累起攀向更高附加价值的高端所必需的组织知识与技能 。

更为重要的是 ，这种新环境带来了两方面的新趋势 ：一方面 ，中国企业可以

足不出户就与世界一流的企业建立联结关系 ，从而接触到相对先进的技术知识

和管理经验 ，这无疑为资源普遍匮乏 、整体能力较低的中国企业打开了一扇便

捷而低成本的学习窗口 ，非常有利于本土企业及时运用全新技术开展探索性学

习 ；另一方面 ，中国企业可以依托本土多层次的市场空间 ，充分开展利用性学

习 ，从而不断深化和杠杆从外部环境所学习到的知识 ，并将其改进为更加适应

本土市场需要的新商业应用 。但是 ，由此产生的一个新问题却不得不引起我们

的高度重视 。显然 ，这两种学习活动会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中国企业并不充裕的

有限资源约束 ，因此 ，对于紧资源约束条件下的中国企业而言 ，如何实现这两种

学习活动的平衡就成为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科学问题 。

本书很好地刻画并剖析了当前在中国企业中显得日益突出的这种现象 。

作者遵循经典的“结构 —行为 —绩效”的分析逻辑 ，建立了“网络结构 —学习类

型 —创新绩效”的理论框架 ，并通过严谨缜密的 、逐层深入的研究设计 ，综合运

用大样本调查研究和纵向案例研究的混合研究方法 ，深刻揭示了当前环境下全

球制造网络对中国本土企业学习和创新的作用机制 。

本书有效地分析了中国本土企业在网络条件中学习和创新的成功经验 ，为

更多企业在网络中开展学习并通过平衡探索性和利用性学习来利用好有限资

源并掌握创新能力提供了有效的路径引导 。此外 ，其研究成果还为相关政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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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更好地理解高度全球化 、开放化 、网络化环境中所蕴藏的巨大学习机会 ，从

而为中国本土企业创造更加适宜的创新政策环境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更具

重要意义的是 ，基于扎实的中国实践研究 ，它将使中国学者所研究的全球制造

网络环境下的创新理论成为能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认同 、更具广阔应用空间的

理论模式 。

本书是彭新敏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历经近三年的反复修改和充实提

升后完成的 。作为彭新敏曾经的博士生导师 ，我深知他在该书的写作中倾注了

极大的心血 ，亦为他身上所体现的学者锲而不舍 、执著钻研之精神而深感欣慰 。

彭新敏博士的博士论文曾获得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２００９年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奖 ，之后又不断有创新性的学术论文陆续发表 ，我为他取得的成就由衷地感到

骄傲 ，当然乐于为之作此拙序以期鼓励 。

吴晓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２０１２年 ６月 １２日于求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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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 　论

1 ．1 　全球制造网络兴起与创新范式网络化转变

1 ．1 ．1 　我国本土企业在全球制造网络中的升级困境
全球化制造为后发国家企业提供了接入国际分工体系 、进行技术学习与战

略升级的重要机遇（Ernst & Kim ，２００２） ，我国制造企业也顺应全球化制造的趋

势以低成本比较优势及时占据了全球制造网络的各个节点（吴晓波和刘雪锋 ，

２００６ ；曹亮 ，汪海粟和陈硕颖 ，２００８） ，目前 ，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亦是

全球价值链中重要的商品供应商和组成部分（彭新敏 ，２００７） 。

但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本土企业在全球制造网络中的升级过程并不像事先

预期的那样顺利 。借助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 ，所谓升级是指处于价值链之中的

企业借助价值链以获取技术进步和市场联系从而提高竞争力 ，向能带来较高收

入的经济活动转移的一个动态过程 ，包括四种升级模式 ：通过对工艺 、生产流程

的改造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工艺升级 ；引进新产品或改进已有产品的产品升级 ；

通过重新组合价值链中的环节如增加设计或营销环节来获取竞争优势的功能

升级 ；企业把从一个特定产业中获得的能力应用到新的产业领域的跨越价值链

升级（Humphrey & Schmitz ，２００２） 。根据国际经验 ，升级一般遵循从工艺升级

到产品升级 、再到功能升级 ，最后到链条升级这样一个渐进过程（张辉 ，２００４） 。

我国本土企业在嵌入全球制造网络之后 ，获得了接进以前无法进入的国际

出口市场的机会 ，并且在短时期内迅速提升了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 ；但是 ，当本

土企业完成工艺升级 、产品升级并向功能升级以及跨越价值链升级的过程中 ，

国际旗舰企业会利用排他性的采购供应关系来极大地提高本土企业转向其他

采购商和新市场的成本及壁垒 ，同时由于本土企业创新能力和品牌能力的功能

性升级与国际旗舰企业所固有的研发设计或品牌渠道等核心利益相冲突 ，国际

旗舰企业会通过战略隔绝机制（isolating mechanisms ）避免关键知识向本土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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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扩散 ，并有意阻止其实现更高层次的升级（王益民和宋琰纹 ，２００７） ，由此本土

企业往往被锁定在微利化的低端价值环节 ，即陷入“升级困境” 。

另外 ，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 ，任何企业都逃脱不了“创造性毁

灭”的过程（Schumpeter ，１９３４） ，创新能力不仅决定着企业的兴衰 ，也决定着工

业和国民经济的兴衰（陈劲和王方瑞 ，２００７） 。良好的技术学习与创新管理可以

培育和提高企业的核心能力 ，可以改变企业原有的竞争基础 ，因此也是我国企

业在全球制造网络中实现战略升级的关键途径和必然要求 （许冠南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８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风暴已大规模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全球制造业正经

历着多年以来的低谷期 ，作为在全球制造网络中有着重要地位的中国制造业也

难以幸免 ；但与此同时 ，全球经济形势的动荡也将引起全球制造业的重新布局 ，

这也为我国制造业进一步推进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契机 。

因此 ，如何借助全球制造网络的动态变化以及通过本土企业适时的战略调整来

不断提高其创新能力从而突破“升级困境” ，就成为目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的重大

现实问题 。

1 ．1 ．2 　创新范式网络化是当前企业成功进行技术创新的基础
随着信息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网络日益成为企业营

造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邬爱其 ，２００７） 。网络容许企业更好地从环境中获

取知识 、资本 、人才等关键资源 ，使得企业的资源和能力难以被竞争者模仿 ，从

而有助于企业拥有持久的竞争优势 。实际上 ，技术创新也同样发生在网络之

中 ，只有从网络角度才能理解技术创新（王大洲 ，２００６） 。这是因为 ，随着技术的

迅猛发展和全球竞争的不断加剧 ，技术创新活动日趋复杂化 、网络化和国际化 ，

一方面技术创新对资源投入的要求不断增长 ，另一方面创新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不断上升 ，这使得企业完全依靠自身资源来完成技术创新变得越来越困难 。人

们注意到 ，在全球市场上 ，产品开发越来越需要广泛的专业能力 ，企业的技术创

新不仅依赖于企业内部资源 ，同时也受到企业网络所提供的资源和能力的

影响 。

因此 ，当前企业技术创新已向网络化范式转变 ，企业内外部网络是成功创

新的基础 ，创新更可能存在于广泛的企业 、供应商 、客户 、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

相互交织的关系中（Powell ，Kogut & Smith‐Doerr ，１９９６） ，因而在这些相互联

结的组织之间建立起基于协同性伙伴关系的有利于促进持续创新的利益协调

机制是当前企业创新急需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吴晓波和吴东 ，２００８a） 。
综上所述 ，在全球制造网络范式下 ，我国本土企业迫切需要提高学习水平

与创新能力 ，以使得它们能迅速地开发和推广新的产品和服务 ，从而建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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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章 　绪 　论 　 　 　 　 　 　 　 　

竞争力 。技术创新能力具有内在性 ，需要通过系统的安排和战略实践才能获

得 。随着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推行 ，我国企业在创新方面加深了认识 、提高了

觉悟 ，部分企业也做了看似成功的尝试 ，但是大多数企业还没有把握网络范式

下的创新规律 ，还尚未找到有效提高创新能力的关键路径 ，它们迫切需要相应

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的指导 。本书在综合考虑环境特征和企业特性等情境因素

的前提下 ，紧密结合我国制造业的现实情况 ，重点关注转型升级中的我国制造

企业如何构建恰当的网络模式来有效地实现技术创新从而赢得持续的竞争

优势 。

1 ．2 　企业网络国内外研究现状 倡

　 　 倡 　 本节内容根据作者发表在 ２００９ 年枟科研管理枠第 ３０ 卷第 ３ 期的文章枟权变视角下的网络联结与

组织绩效关系研究枠基础上改写而成 。

　 　全球化迅猛发展 ，加快了制造业全球化 ，促进了一种创新的制造组织形

式 ———全球制造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进行全球制造网络的

相关研究具有极大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本节主要对企业网络与全球制造网络

相关研究进行回顾 。

1 ．2 ．1 　企业网络内涵
网络从不同的维度来划分 ，具有不同的类型 。从构成网络的主体维度来划

分 ，可以分为个人网络 、组织内网络和组织间网络三种 ；从网络研究视角来划

分 ，可以包括从社会学视角研究的社会网络 、从战略管理角度研究的战略网络 、

从技术创新视角出发的创新网络以及从知识管理视角出发的知识网络 。本章

首先对这些概念做一梳理和比较 ，并提出本书的企业网络定义和分析维度 。

企业网络概念首先由“网络”演化而来 。网络是节点（nodes）及节点间联结
（ties）的集合（Brass ，Galaskiewicz ，Grenve et al ．，２００４） ，或者说网络是由具有

行为能力的节点联结而成的组织 ，因此可以通过节点和联结的不同来辨别出不

同的网络组织（邬爱其 ，２００７） 。节点作为网络的行动者 ，在构成上具有层次性 ，

可以是个人 、群体 、组织乃至国家 ；作为网络节点的行动主体都具有某种存量的

资源 ，具有处理信息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而且其资源水平还会在行动中不断调

整（王凤彬和李奇会 ，２００７a） 。
联结指节点之间存在或缺少一些关系 ，是网络间相互关系的稳定模式

（Brass ，Galaskiewicz ，Grenve et al ．，２００４） 。联结所代表的特定关系内容受研
究者视野的限制 ，有着多样性和多层性 ，包括资产 、产权 、法律合同 、契约 、指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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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章程 、信任 、感情 、共同的价值观 、兴趣 、地缘 、业缘 、血缘等 （林润辉 ，

２００４） 。典型的联结有战略联盟 、合作 、信息流 、情感 、商品或服务 、影响以及交

叉小组成员等 。

根据网络的焦点对象 、分析视角和关系性质三个维度可以识别当前不同企

业网络的研究 ，如图 １ ．１所示 ，本书主要把基于商业关系 、以自我为中心的企业

间网络作为研究对象 ，其研究范畴为图中阴影部分 。

图 １ ．１ 　企业网络分析层面
注 ：图中阴影部分为本书企业网络研究范畴 。

（１）从焦点对象来看 ，目前对企业网络的研究有三个层面 。第一 ，个人网络

（interpersonal networks） ，主要研究不同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对个人自身或企

业的影响 ，企业内的个人尤其是管理者个人的社会关系是研究的焦点对象 ；第

二 ，企业内网络（intrafirm networks） ，主要研究企业内部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

关系或企业集团内不同事业部之间的关系对单个部门或企业整体的影响 ，职能

部门或事业部是研究的焦点对象 ；第三 ，企业间网络（interfirm networks） ，也就

是通称的企业网络 ，主要从组织层面研究不同企业之间的关系对企业或整个网

络的影响 ，单个企业是研究的焦点对象 ，这是目前研究的重点领域 ，也是本书的

研究范畴 。

（２）从分析视角来看 ，目前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网络 。 一种是整体网络

（whole network） ，是从网络整体层面出发 ，关注同一网络中不同企业之间的互

动和网络整体的运行情况 ，得出的结论也以部分或整体网络为背景 、参考和服

务对象（黄洁 ，２００６） ；另一种是以个体为中心所形成的自我中心网络（ego‐cen‐
tric network） ，是从网络中个体企业出发 ，关注单个企业的网络特征对于企业的

意义 ，主要研究集中在焦点企业如何构建和管理其关系网络 ，并对结果进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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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解释等 ，此时企业称为焦点企业（focal firm） ，所有的研究内容都围绕焦点

企业而展开（陈学光 ，２００７） 。 Provan ，Fish & Sydowet （２００７）对上述两种企业
网络进行了研究分类 ，如表 １ ．１所示 。

表 1 ．1 　组织间网络研究分类
因变量或结果变量

自变量或解释变量 单个组织 全体组织

组织变量
组织通过双方互动对另外组织
的影响

单个组织对整个网络的影响

关系或网络变量 网络对单个组织的影响 整体网络或网络层面的互动

资料来源 ：引自 Provan ，Fish & Sydowet （２００７） 。

自我中心网络一般分析网络联结与网络位置 ，不大适合分析网络结构 。虽

然在自我中心网络问卷中可以问焦点企业的合作伙伴之间是否也相互有联结 ，

并据以绘制出其合作伙伴的网络结构 ，但这是受访者的臆测 ，又是以受访者为

中心 ，所以不太能反映真实企业网络的整体结构情况 ；而整体网络却恰好相反 ，

分析联结的功能较差 ，一般来讲 ，整体网络对联结的定义 、询问联结的设计都较

简单 ，整体网络的资料往往只是 ０或 １的类别资料 ，也就是说 ，它没有更复杂的

种类 、更精确的衡量 ，只有“有”某种关系还是“没有”某种关系的资料 ，不过整体

网络却是衡量网络结构的最重要的方法（罗家德 ，２００５） ，如网络密度 、群体中心

性 、小团体和对等性等网络结构指标 。

网络分析视角的选择与研究者所研究的问题有关 ，中观层面产业集群系统

的研究多采用整体网络分析视角（王晓娟 ，２００７） 。与之不同 ，本书从微观层面

研究企业网络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在研究视角上采用自我中心网络 ，即以

焦点企业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研究的结论适用于企业层面 。自我中心网络的分

析可以采用抽样的方法（刘军 ，２００４） ，本书采用这一视角也方便了实证数据的

获取 ，主要分析焦点企业的网络位置 、联结强度和网络规模等特征对技术创新

绩效的影响 。

（３）从关系性质来看 ，企业网络既包括基于社会交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

络 ，还包括基于长期商业交易而形成的商业网络（Lorenzen ，２００５） ，如图 １ ．２所

示 。社会网络分析的焦点是社会背景中的个人及其社会交换形式 ，而商业网络

关注的是商业过程中组织间的交换关系（吴波 ，２００７） 。商业网络又进一步分为

纯粹的商业网络（图 １ ．２中 B部分）与基于社会嵌入性的商业网络（图 １ ．２中 C
部分） 。社会网络与商业网络又是彼此交织在一起 ，难以完全分离（邬爱其 ，

２００７） ，在企业网络研究中 ，出于实证研究的可行性 ，大多数学者主要关注企业的

商业网络（黄洁 ，２００６ ；吴结兵 ，２００６ ；邬爱其 ，２００７ ；吴波 ，２００７）。因此 ，本书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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