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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视角下产业集群竞争优势 ：

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

吴结兵 　徐梦周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７）

［摘 　要］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改变了商业竞争的基础 ，集群间竞争正成为商业竞争的一种重要形

式 。但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机制不同 ，集群整体竞争优势主要受到动态能力和企业网络结构的影响 。

以国税数据库系统和问卷调查取得的数据为基础 ，以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４年 ９个浙江纺织业集群为样本的检验

结果表明 ：（１）集群竞争优势的累积过程是一个基于企业网络动态能力发展的过程 ；（２）企业网络结构

属性对集群动态能力的发展具有多维度的影响 ；（３）网络密度显著促进了集群效率的提高 ，且资源获取能

力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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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Clusters摧 Competitive Advan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firm Network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Wu Jiebing 　 Xu Mengzhou
（College o f Public A dministration ，Zhe j iang University ，H angz hou ３１００２７ ，China）

Abstract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has changed the basis of business
competition ．The competition among the clusters has been becoming one of the important forms
of the said competition ．Unlike the mechanism of forming a firm摧s competitive advantage ， the
clusters摧 overall competitive advantage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the
inter‐firm network structure ．Based on data obtained from the National Taxation Database as well
as questionnaire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nine tex tile industrial clusters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２００１ through ２００４ show s （１） that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clusters摧 competitive advantage is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firm network摧s dynamic capabilities ； （２） that the
attribute of inter‐firm network structure will exercise a multi‐dimensional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lusters摧 dynamic capabilities ； and （３ ） that the network density will greatly
enhance cluster efficiency ，which is achieved by resource acquisition capability as an intermediary ．

Key words ：industrial clusters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ter‐firm network ；dynamic capabilities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正在改变商业竞争的基础 。正如 Carrie指出的 ，经济全球化使得个体企

业间竞争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 ，竞争的基础不仅仅是个体企业的内部能力或是供应链 ，还包括产业

集群［１］ ２９０
，２００４年 ９月发生的“埃尔切火烧温州鞋”事件就是集群间竞争的形象体现 。

埃尔切是西班牙制鞋工业的摇篮 ，被誉为“欧洲第一鞋城” 。温州鞋革业在 ２０世纪末进入埃尔

切 ，到 ２００３年鞋店规模发展到 ５０多家 ，成为温州鞋走向欧洲的一个重要集散地 ，其中 ２００３年从温

州进口鞋子 ６ １９０万双 ，占西班牙鞋类进口总额的 ４７％ 。随着温州鞋的进入 ，当地制鞋业无法同质

优价廉的外来鞋业竞争 ，２００２年埃尔切有 １２个鞋厂破产 ，２００３年增加至 １４个 ，至 ２００４年 ７月增

至 ２６个 ，造成了 １ ０００多名工人失业 。随着竞争程度的加剧 ，该市近千名鞋商和制鞋工人涌进温

州鞋商聚集的“中国鞋城”游行示威 ，乃至发生了当地人火烧温州鞋的恶性竞争事件［２］
。相似的集

群间竞争还发生在中关村与印度班加罗尔软件集群之间 、日本丰田城与美国底特律汽车城之间 、纽

约金融业集群与伦敦金融业集群之间 ，在劳动力密集 、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型等产业领域都有着许

多实例 。

对此可以借用一个比喻 ，即开放市场中的企业就像是广袤海洋中一个个岛屿 ，而产业集群正填

补了众多岛屿间的间隔 。通过企业间的连接 ，集群创造了市场竞争的新方式 ，许多岛屿间不再是开

放外延的海洋 ，“群岛”在商业世界中成为一个新的力量单位 。当这种情况出现时 ，竞争越来越多地

发生在集群之间 。在这种新兴的以集群为基础的竞争中 ，所有成员通过集群创造的竞争优势发挥

着显著的作用 。因而 ，将集群作为整体来研究其竞争优势就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

一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作为新的竞争单位和组织形式 ，集群竞争优势的形成机制与传统战略领域对企业竞争优势的

分析存在着两点显著差异 。首先 ，与企业组织的内部管理不同 ，集群缺乏财产权利的控制 ，更多的

是一种对集群内资源的治理体系 。一方面 ，这种治理体系重新构架了传统组织（群内企业或机构）

中的资源 ，形成了独立于企业之外的集群共享性资源［３］１１８
；另一方面 ，集群在集中 、配置和升级各种

资源时具有更大的空间 ，具有灵活性的资源组织优势［４］４６
。因此 ，虽然集群没有类似企业组织的资

源运用过程 ，但集群作用于群内资源的获取 、配置和整合这一组织过程 ，体现出其区别于企业组织

的能力特征 。其次 ，在集群环境下 ，集群中的企业不是孤立的个体 ，而是相互依赖的单元 ，正是这种

反复的 、持久的企业间联系将集群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一点与传统战略领域将企业视为

“自主原子”的分析框架有着本质上的差异［５］２１２
。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来看 ，企业网络结构表征

了内部成员间的互动关系 ，对集群企业行为及其整体竞争优势具有重要影响［６］５１９ ５２１
。

对此 ，本文初步构建了一个企业网络结构 、动态能力和集群竞争优势的基本分析框架 ，并提出

了相应的研究假设 。

（一）集群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

如前所述 ，产业集群的能力更多地体现在对资源投入 、配置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产出等资源调动

过程中 ，是集群对企业 、网络乃至更大范围内的资源的重新构架 ，具有动态的性质 。此外 ，产业集群

本质上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转换器 ，集群在环境中生存 ，同样必须依赖外部环境的资源输入和外部顾

客对其产品和服务的接受 。因此 ，集群的资源获取 、资源配置和资源整合过程也是对环境的动态适

应过程 。

与企业动态能力相比 ，集群动态能力具有集体性质 ，不仅是群内企业活动的简单汇总 ，而且还

包括企业间的互动行为和协同过程 。这些活动的不同类型构成了集群动态能力与企业动态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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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见表 １） ：

表 1 　集群动态能力与企业动态能力的比较

动态能力 企业动态能力 　 　 集群动态能力

资源获取能力 购买 、联盟 、合作 、释放
个体企业的资源获取活动 、集群集体性的资源获
取活动

资源配置能力 分配 、合并 、拆分 、转移 、复制 、链接 资源在组织间的分配 、复制和转移

资源整合能力 研发 、学习 企业间集体性研发与交互性学习

大量研究为动态能力在集群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证据 。从资源获取的角度来看 ，集群企业的

外部联系有利于获得新的信息 、知识和机会 ，特别在全球化背景下本地企业的全球化联系被认为是

集群发展的核心 ，而缺乏外部联系的集群发生锁定的可能性则远远大于进化的可能性［７］１６３４
；从资

源配置的角度来看 ，劳动分工和基础设施的共享有利于企业获得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 ，在

个体层面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８］２８０ ２９０
，集群作为一个整体也获得了更高的集群效能［９］７８ ７９

；从资

源整合能力来看 ，集群组织间的互动 ———包括企业衍生 、劳动力流动和合作研发 ———是集群内知识

产生 、传递与积累的重要机制 ，是集群创新发展的基础［１０］３５６ ３５７
。

因此 ，本研究预期 ：

H１a ：集群的资源获取能力对集群效率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

H１b ：集群的资源获取能力对集群效益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

H２a ：集群的资源配置能力对集群效率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

H２b ：集群的资源配置能力对集群效益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

H３a ：集群的资源整合能力对集群效率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

H３b ：集群的资源整合能力对集群效益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

其中 ，效率和效益是本文对集群竞争优势测度的两个维度 ，效率是指集群在竞争中以尽可能少

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 ，而效益是集群在竞争中的效果 ，即目标的达成度 ，两者分别从“过程”

和“结果”两个方面衡量集群的竞争优势 。

（二）企业网络结构与集群动态能力

网络机制被认为是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 ，但总的来看网络结构对集群发展的影响是

两面性的 ，如何理解好的网络结构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１１］３７０［１２］
。对此 ，本文将网络结构属性置于

不同的背景下考察 ，并将集群动态能力作为中介因素考察网络结构与集群竞争优势之间的相互关

系 ，以期获得更为明确的作用机理 。

１ ．企业网络密度与集群动态能力

乌兹指出 ，如果交易的社会性方面取代了其经济职责 ，网络嵌入性就有可能抑制有效的经济活

动 ，而网络密度代表了交易的社会性和企业在网络中的嵌入程度 ，在此可以推导出 ：高密度的网络

可能抑制有效的经济活动 ，即乌兹所称之的“过度嵌入性”
［１３］６０

。其原因是在密集网络中 ，企业之间

更容易建立相互间的信任 、行为规范和一般的行为模式 ，形成较为固定的交易对象和合作伙伴关

系 ，网络中企业间集中交易减少了企业获得有用信息和面向新机会的路径 ，因此网络具有一定的封

闭性 ，减少了企业网络从外部获得资源的可能性 。

密集的网络关系虽然不利于网络成员在网络外的资源获取 ，但密集结构的社会网络保证了相

互信任 、规范 、权威和制裁等制度的建立和维持 ，这些团结力可以保证能够动员网络资源［１４］６１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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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嵌入于紧密联结网络中的企业成员 ，更容易拥有共同的行为预期 ，因此有利于网络中行为规范的

形成和实施［１５］１７５
。也就是说 ，随着企业网络密度的加大 ，网络内部更容易形成协调一致的行为规

范 ，因而能够促进网络中分工协作的开展 ，加速网络资源的快速传播和相互共享 。

在资源的内部整合上 ，密度网络可能形成密度冗余和结构冗余［１６］２６
。前者表明在密度网络中

行动者的信息范围非常小 ，集群由于缺乏外部联系 ，在技术变革中往往容易迷失方向 ；后者表明企

业在密度网络中获得的将是重复的信息 ，不利于企业间的学习和集群的创新 。

综合上述讨论 ，本研究预期 ：

H４a ：企业网络密度对集群资源获取能力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

H４b ：企业网络密度对集群资源配置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

H４c ：企业网络密度对集群资源整合能力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

２ ．企业网络群体中心性与集群网络动态能力

中心性表示群体中关系分布是否均衡 。集群企业网络群体中心性高 ，意味着集群企业间权力关

系的不平等 ，核心企业在集群中扮演着“领袖”的角色 。这种核心企业的存在能够较好地协调网络内

企业间的矛盾和冲突 ，加快决策过程 ，加强集体性的力量 ，因此有利于网络对外的资源获取 ［１７］３
。

另外 ，分权式企业网络内各个企业之间的关系一般较为松散 ，相互之间的合作常常是短期的 、

随机的 ，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但在集权式企业网络里 ，合作是制度化的 、长期的 ，核心企业对附属企

业有非常大的约束力 ，如对其生产的产品 、工艺都有一定的限制 ，有时还会限制合作期内与其他企

业的合作［１８］５５
。除了对合作行为的约束力外 ，核心企业在资源配置中还起到枢纽的作用 ，成为网络

资源配置的中心 ，有利于企业网络加快决策进程 ，统一调配资源 ，并根据集群外市场的变化快速地

调整生产 。

集群中的知识溢出效应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核心企业来完成的 ，在一个以龙头企业为主的集群

内 ，企业网络内部开放程度要比分权式的企业网络高得多 ，因为对于“领袖”企业来说 ，把知识传播

给其附属成员所创造出来的效益其自身也能直接地享受到 。类似地 ，在集权式企业网络内企业间

的信任度 、知识扩散经验 、知识扩散的内容和渠道等都会由于长期紧密的合作而比松散网络内的企

业要高［１８］５４ ５６
。

因此 ，本研究预期 ：

H５a ：企业网络群体中心性对集群资源获取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

H５b ：企业网络群体中心性对集群资源配置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

H５c ：企业网络群体中心性对集群资源整合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

３ ．企业网络对等性与集群网络动态能力

在集群企业网络中 ，对等性高意味着大多企业占有相似的网络位置 ，众多企业提供相同或相似

的生产和服务 ，企业间以横向联系为主 ；反之 ，对等性低则意味着企业差异性明显 ，企业间以纵向联

系为主 。从网络对等性出发 ，产业集群可以分为垂直型与水平型两种典型类别 。在垂直型产业集

群中 ，企业间相似性程度低 ，互补性程度高 ，能够形成广泛的分工与协作 ；在水平型集群中 ，企业间

由于高度的相似性和较低的互补性 ，企业更倾向于从外部获取资源 ，具有更为广泛的资源获取渠

道 。因此 ，垂直型集群代表了企业网络内纵向的资源配置效应 ，而水平型集群代表了企业网络更具

开放性的资源获取效应 。

相似性还降低了资源整合的效率 。集群中创新过程取决于生产者 、供货商 、客户之间紧密的联

系和积极的相互学习 ，集群中企业与同在集群中的供货商 、客户之间建立了基于信任 、相互依存的

长期而紧密的联系 ，技术创新是这种集群内社会关系和联系行为的结果 。而网络中对等性高则减

少了组织间的异质性 ，减少了组织间的交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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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在企业网络中 ，相似性也减少了组织间学习的可能性 ，对等性高实际上也代表了信息的

冗余 ，在对等性高的企业网络中 ，信息和知识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和重复性 ，缺少相互间学习的激励 。

而在对等性低的企业网络中 ，企业接触到的信息更具有异质性 ，更有利于企业间的学习效应 。

因此 ，本研究预期 ：

H６a ：企业网络对等性对集群资源获取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

H６b ：企业网络对等性对集群资源配置能力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

H６c ：企业网络对等性对集群资源整合能力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

二 、数据与方法

（一）变量测度

在集群竞争优势方面 ，本文采用劳动生产率和销售收益率两个指标分别测度［１９］８１ ［２０］７７９
。在集

群动态能力方面 ，采用人才引进数量 、技术引进额以及 FDI 引进额度三个指标测度资源获取能
力［２１］１４４

。同时以流动资产周转率和专用性资产拥有量来衡量资源配置能力 。资源整合能力则以

企业衍生率与劳动力流动率两个指标来衡量［１０］３５９
。

需要说明的是 ，集群企业间的劳动力流动数据难以有效获取 。根据组织人口统计学的研究 ，人

口背景特征对于人口流动性具有重要影响 ，群体内部差别性越大 ，个体流动性也就越大［２２］６２６
。在

集群劳动力构成中 ，外来人口本身所具有多样化的背景特征以及与本地人口在背景上的差异 ，使得

外来人口具有更高的流动倾向 。因此 ，集群中外来人口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集群中劳动力流

动的水平 。因此 ，本文采用“集群中外来人口比例”这一指标间接测度 。

本文以网络密度 、群体中心性和规则对等性三个指标刻画集群企业网络结构 ，其中网络密度与

群体中心性指标的测度沿用了社会网络分析的标准计算方法 ；规则对等性在标准算法的基础上做

了进一步调整 。标准的规则对等性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距离来计算（如式 １） ：

dij ＝ ∑
n

k ＝ １

（xik － xjk ）
２
＋ （xki － xkj ）

２
　 （i ≠ k ， j ≠ k） （１）

在这里 ，两个节点 i和 j 越是相似 ，i和 j 对其他节点 k的关系值相减二次方再加总就会越接近
于 ０ ，而距离的最大数值会是 ２（n － ２） 。在本研究中 ，由于存在一些在网络中没有任何连接的节

点 ，按照标准算法 ，这些节点间的对等性程度完全相同 ，但没有真实反映网络中企业的相似性程度 ，

因此本文在规则对等性分析中剔除了没有任何连接的节点 ，即只计算连通网络中节点间的规则对

等性 ；在此基础上 ，再计算矩阵对角线右上部分的算术平均值 ，结果即为网络整体的规则对等性数值 。

另外 ，本文对可能对集群竞争优势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变量进行控制 。这些控制变量与集群

企业网络的结构属性和动态能力特征无关 ，但它可能会对前面所选取的集群竞争优势指标产生较

大影响 ，选择的控制变量为集群规模 ，采用集群企业数量这一指标来衡量集群规模［２１］１４６
。

（二）数据搜集与处理

本研究搜集的数据 ，一是通过调查问卷获得的集群竞争优势及其动态能力数据 ，二是通过国税

数据库系统获取集群企业间交易记录数据 ，后者用于刻画集群企业网络结构 。由于本次问卷需要

填写跨年度的详细数据 ，因而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研究者采取上门发放与回收 、访谈与问卷填写

相结合的搜集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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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１２个乡镇参与了这次研究 ，其中 ９个乡镇提供了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４年产业集群发展的相关

数据 ，即跨年度混合数据 ，共计 ３６个样本 ，获得集群层面 １３ ７５２家企业的汇总统计数据 ，企业网络

层面 １ １８６家企业的交易数据 ，问卷回收率 ７５％ 。样本集群的年销售产值在 １２畅８２ — １０６畅３９亿元之

间 ，集群内平均企业数为 ３４３家 ，其中 ７５％ 的样本集群都具有年销售产值 ３０亿元以上的生产能力 。

本研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工具 UCINet软件测度网络结构属性 ，并运用 Eview s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 ，对上述各假设的有效性及合理性进行验证 。

（三）集群企业网络的界定

在产业集群的识别上 ，本文以邮政编码的行政区划确定研究样本［３］１１６
，其中将产业集群内相互

关联的企业群体界定为集群企业网络 。在确认集群企业网络主体后 ，研究通过国税数据库系统中

的企业间交易记录考察企业间的网络关系 。也就是说 ，本文中企业网络关系界定于企业间的交易

关系 ，这种交易关系可能是生产性质的（购买原材料 、半成品 、设备等） ，也可能属于非生产性质的

（如购买技术 、经营许可等） ，同时这种交易关系也是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２３］２１６
。此外 ，考虑到交易

本身所具有的交互性质 ，本文没有进一步区分网络关系的方向 。

三 、实证研究结果

为了确保数据的可靠性 ，本研究采用 Cronbach系数 α信度检验 。 经检验 ，集群资源获取能

力 α值为 ０畅７３４ ，集群资源配置能力 α值为 ０畅 ６３０ ，集群资源整合能力 α值为 ０畅 ６７５ ，各变量因子

负荷 Cronbach系数 α值都大于 ０畅 ７ ，达到信度检验的标准 ，指标之间具有内部一致性 。 同时 ，对

数据进行效度分析 ，三个变量的因子合成的 KMO值均大于 ０畅６ ，Bartlett 球度检验值分别为
２１畅９４３ 、７畅３８４ 和 １０畅０７７ ，伴随概率为 ０畅０００ 、０畅 ００７和 ０畅 ００２ ，均小于显著性水平 ０畅０１ ，非常适

合作因子分析 。各变量 Pearson相关系数如表 ２所示 ：

表 2 　变量 Pearson相关系数

变量 １ 摀２ 儋３  ４ d５ ┅６ 镲７ 4８ z９ 靠１０  １１ a１２ Ё
网络密度

群体中心性 ０ !．６７
倡 倡

规则对等性 ０ !．５２
倡 倡

０ f．６０
倡 倡

人才引进 ０ !．２２ ０ f．３２ ０ �．５３
倡 倡

技术引进 ０ !．３１ ０ f．５２
倡 倡

０ �．５１
倡 倡

０ 耨．４８
倡 倡

实际利用外资 ０ !．５３
倡 倡

０ f．３８
倡

０ �．５０
倡 倡

０ 耨．４１
倡

０ 7．５５
倡 倡

流动资产周转 ０ !．５５
倡 倡

０ f．５６
倡 倡

０ �．４８
倡 倡

０ 耨．４８
倡 倡

０ 7．４９
倡 倡

０ �．２６

专用性资产 ０ !．７７
倡 倡

０ f．７４
倡 倡

０ �．７４
倡 倡

０ 耨．２６ ０ 7．２７ ０ �．３５
倡

０ 侣．４６
倡 倡

外来人口比率 －０ !．３３
倡
－０ f．０６ －１ �．１４ ０ 耨．１６ －０ 7．２２ －０ �．２３ －０ 侣．２９ －０ f．０９

企业衍生率 －０ !．３４
倡

０ f．０３ －０ �．０３ ０ 耨．１８ －０ 7．０１ －０ �．２１ －０ 侣．０６ －０ f．１４ ０ M．５１
倡 倡

销售收益率 －０ !．１２ ０ f．０４ －０ �．０９ －０ 耨．１２ －０ 7．１８ －０ �．４２
倡

０ 侣．３６
倡

０ f．０９ ０ M．１３ ０ 排．２２

劳动生产率 ０ !．４７
倡 倡

０ f．３５
倡

０ �．２６ ０ 耨．３３ ０ 7．５２
倡 倡

０ �．４３
倡 倡

０ 侣．３７
倡

０ f．２１－０ M．１０ －０ 排．３４
倡
－０  ．４２

倡 倡

集群规模 ０ !．２５ ０ f．２３ ０ �．０１ ０ 耨．０１ ０ 7．１１ －０ �．０５ ０ 侣．６４
倡 倡

０ f．１７ ０ M．１６ ０ 排．０４ ０  ．５０
倡 倡

－０ |．１２

注 ： 倡 表示 p ＜ ０ ．０５ ， 倡 倡 表示 p ＜ ０ ．０１ ，全部双尾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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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检验结果

集群动态能力对集群竞争优势以及企业网络结构与集群动态能力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３所

示 。其中 ，动态能力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两条回归方程的整体回归模型都达到显著水平

（p ＜ ０畅０１） ，调整后的 R２ 分别为 ０ ．４０１和 ０ ．２８８ ，企业网络结构对集群动态能力的三条回归方程的

整体回归模型都达到显著水平（p ＜ ０ ．０５） ，调整后的 R２ 分别为 ０ ．３７４ 、０ ．６７５和 ０ ．１８１ ，均具有较好

的拟合优度 。验证后的模型如图 １所示 。

表 3 　企业网络结构 、动态能力与集群竞争优势的回归分析结果

集群效益 集群效率 资源获取能力 资源配置能力 资源整合能力

资源获取能力
－ ０ 崓．４８７

倡 倡

（ － ３ ．０８０） 　　

０ z．４１９
倡

（２ ．４２８）

资源配置能力
０ 崓．４００

倡

（２ ．１９０）

０ z．２０２

（１ ．０１２）

资源整合能力
０ 崓．２６２

倡

（１ ．９５９）

－ ０ z．１９７

（ － １ ．３５２）

网络密度
０ d．０８０

（０ ．４４２）

　 ０ P．４４８
倡 倡

（３ ．４１２）

　 － ０ 媼．６６６
倡 倡

（ － ３ ．１９２）

网络中心性
０ d．１５１

（０ ．７７０）

０ P．３５８
倡

（２ ．５３２）

０ 媼．４３３
倡

（１ ．９２９）

网络对等性
０ d．５００

倡

（２ ．９２５）

０ P．１５４

（１ ．２５０）

－ ０ 媼．０２１

（ － ０ ．１０５）

F值 ６ 崓．８５５ ４ z．５３７ ７ d．９８５ ２５ P．２６５ ３ 媼．５７８

p值 ０ 崓．０００ ０ z．００５ ０ d．０００ ０ P．０００ ０ 媼．０２４

调整后的 R２
０ 崓．４０１ ０ z．２８８ ０ d．３７４ ０ P．６７５ ０ 媼．１８１

注 ： 倡 表示 p ＜ ０ ．０５ ， 倡 倡 表示 p ＜ ０ ．０１ ，括号内数字表示回归系数检验的 t值 ，下表同 。

图 1 　企业网络结构 、动态能力与集群竞争优势之间的作用关系

在动态能力影响集群竞争优势的 ６个假设中 ，共有 ３个假设得到支持 ，分别为 H１a 、H２b和 H３b 。
回归结果表明 ：（１）在产业集群中 ，集群企业网络通过内部的规则 、制度和路径来优化配置集群内

资源 ，并通过企业间互动所带来的新价值创造 ，提高集群整体的效益水平 ，集群资源配置能力和资

源整合能力越强 ，集群的效益水平也就越高 。 （２） 集群从外部获得更为多样化和更为广泛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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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利于集群整体效率的提高 。 （３）集群资源获取能力对集群竞争优势具有负面影响 ，不利于集

群效益的提高 ，这一结果超乎研究预期 ，可能的原因有多种 ：包括由于企业网络的外部资源获取

（如人才引进 、技术引进以及 FDI的引进）增加了集群及群内企业的生产成本 ，从而阻碍了集群盈

利水平的发展 ；产业集群资源获取能力对于集群效益的作用可能是滞后的 ，如人才 、技术的引进可

能存在一段学习和适应的阶段 ；FDI引进也还存在一个投资 、建设的周期 ，同期数据的回归分析没

有考虑到时间上的滞后效应 ，这可能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另外 ，集群资源配置能力对集群效

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呈现出了正向影响的趋势 ，这一假设还需要更大范围样本实证的支撑 。

关于企业网络结构属性对于企业网络动态能力的影响的 ９个假设 ，有 ５个假设得到了支持 ，分

别为 H４b 、H４c 、H５b 、H５c和 H６a 。结果表明 ：（１）集群企业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企业网络内资源流

通的渠道 ，密集的企业间联系有利于提高资源在网络内的配置效率 ，但不利于企业网络新信息的获

得和新价值的产生 ，也就是说网络密度越高 ，网络的资源配置能力越强 ，但网络的资源整合能力越

低 ；（２）企业网络中的核心企业是资源配置和资源整合的中心枢纽 ，网络中心性越高 ，其资源配置

和资源整合能力越强 ；（３）相似企业构成的网络具有资源获取上的优势 ，企业间的相似性具有整体

品牌效应 ，同时企业间互补性不强也更加倾向于从网络外部获得资源 ，因此 ，对等性高的企业网络

具有更高的资源获取能力 。

网络密度对资源获取能力的假设没有通过检验表明 ，密集网络并不一定意味着在资源获取上

的劣势 。虽然在密集网络中 ，企业之间更容易形成较为固定的交易对象和合作伙伴关系 ，网络中企

业间集中交易减少了企业获得有用信息和面向新机会的路径 ，从而可能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网络封

闭性 ，减少企业网络从外部获得资源的可能性 。但随着网络成员互动关系的密集 ，网络内也更容易

形成集体的力量促进网络成员在资源获取上的集体行动 ，而集体行动具有比个体行动更大的力量 ，

有利于网络获得更为广泛的资源 ，例如企业网络中广泛存在的集体招商 、招聘 、引“智” 等活动 。

（二）新的研究发现

在网络结构属性与集群竞争优势的探索性回归分析中 ，我们还发现企业网络密度直接作用于集

群竞争优势 ，其中对集群效益具有负向影响趋势 ，但不是非常显著 ，回归系数为 －０畅３５４（p ＜ ０畅１） ，对

集群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回归系数为 ０畅４８４（p ＜ ０畅０５）。为了进一步考察网络密度对集群竞争优

势的作用机制 ，本文构建了以集群资源获取能力为中介变量的回归模型 （如表 ４所示）。

表 4 　网络密度 、动态能力与集群竞争优势的回归分析结果

效益 效率

企业网络密度
－ ０ 汉．５６９

倡 倡

（ － ２ ．７９９） 　

０ 滗．３４２

（１ ．４１９）

资源获取能力
－ ０ 汉．４６７

倡 倡

（ － ３ ．２６０） 　

０ 滗．４０７
倡

（２ ．９３５） 　

资源配置能力
０ 汉．８３５

倡 倡

（３ ．６８０） 　

－ ０ 滗．０６０

（ － ０ ．２２２）

资源整合能力
０ 汉．１２３

（０ ．９４０）

－ ０ 滗．１１４

（ － ０ ．７３３）

F值 ８ 汉．２６０ ４ 滗．１５１

p值 ０ 汉．０００ ０ 滗．００６

调整后的 R２ ,
０ 汉．５０９ ０ 滗．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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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显著性水平的比较来看 ，网络密度对集群效率的直接效果（p ＝ ０ ．０２８）高于经由资源获取能

力变量而产生的间接效果（p ＝ ０ ．１６６） ，加入资源获取能力后 ，网络密度对集群效率的回归变得不

再显著 ，即网络密度对集群效率的影响是通过资源获取能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也就是说如果企

业网络密度与集群资源获取能力相互匹配的话 ，网络密度对集群效率的正向作用效果将能够得到

进一步提高 。

四 、结 　论

本文在考察集群治理体系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网络结构 、集群动态能力与集群竞争优势

之间的作用机理模型 ，并综合运用统计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 ，主要结论包

括 ：（１）集群竞争优势的累积是一个基于动态能力发展的过程 ，资源获取能力促进了集群效率的

提高 ，资源配置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则有利于集群效益的提升 ；（２）企业网络的结构属性通过动态

能力对集群发展具有多维度的影响 ，网络密度对资源配置能力有显著正向的影响 ，但不利于网络资

源整合能力的提高 ，网络中心性同时对网络资源配置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都有显著正向的作用 ，网

络对等性则与网络资源获取能力有显著正向的作用关系 ；（３） 网络密度显著促进了集群效率的提

高 ，且资源获取能力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

本文结论对我国产业集群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首先 ，从集群竞争优势来看 ，集群效率与

效益存在着权衡性的关系 ，集群效率的提高更多依赖于集群外部力量 ，需要获取外部资源来提高集

群效率 ；集群效益的提升则更多依赖于集群内部的资源配置和资源整合活动 ，需要鼓励企业间的互

动联系 ，以实现集群效益的提升 。其次 ，从企业网络密度出发 ，加强企业间联系与促进群内企业的

外部资源获取是提高集群效率的有效途径 。最后 ，培育龙头企业 ，提高网络中心性有利于集群资源

配置和资源整合能力的提高 ，对提高集群效益具有积极作用 。

（本文撰写过程中 ，得到黑龙江大学社会学系刘军教授的指导和建议 ，特此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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