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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性”(embeddedness) 理论是新经济社会

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理论。Polanyi [1 ] 、Granovet2
ter [2 ] 、Uzzi [3 - 4 ] 、Barber [5 ] 、Lee 等[6 ] 、Whiteman 和

Cooper [7 ] 、Hagedoorn[8 ] 等诸多学者对嵌入性理论

进行了发展。目前“嵌入性”概念深受学者们的关

注 ,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经济社会学、联盟的网络理

论、组织与战略、社会资本、网络与组织、市场渠道、

创业、组织适应等领域对嵌入性进行了理论与实证

的研究[9 - 10 ] 。

1 　嵌入性理论的发展脉络

1. 1 　嵌入性概念的初创

Polanyi [1 ]在《大变革》( T he Great T rans f orm a2
t ion)一书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 ,并将此概念用

于经济理论分析[2 ,4 - 5 ] 。他认为 ,“人类经济嵌入并

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 ,将非经济的制度

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 ,

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他提出 :互

惠、再分配和交换这 3 种经济活动形式在不同制度

环境下的嵌入形态不同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非市场

经济中 ,市场交换机制尚未占据统治地位 ,经济生活

以互惠或再分配的方式为主 ,是嵌入在社会和文化

结构之中的 ;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市场经济中 ,经济

活动仅由市场价格来决定 ,人们在这种市场上按照

金钱收益最大化的方式行事 ,此时的经济体制是“去

嵌入”(disembed)的 ,即不再受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影

响[10 - 11 ] 。

Polanyi [1 ]所提出的嵌入性思想在当时并没有

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而且 Polanyi 认为“市场经济是

去嵌入性的”观点具有很大局限性。实际上 ,有学者

认为 Polanyi 自己后来修正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去

嵌入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同样嵌入在社会和文化结

构当中[ 11 ] 。

1. 2 　嵌入性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嵌入性”概念的提出对后来的经济社会学研究

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要理解市场问

题、克服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约束就必须深入研究人

和组织所处的社会关系。1985 年 , Granovet ter [2 ] 重

新对“嵌入性”进行了阐述 ,从而把嵌入性研究推向

了新的阶段。他指出 ,“我们研究的组织及其行为受

到社会关系的制约 ,把它们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分

析是一个严重的误解”。

Granovet ter 于 1985 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

发表的重要论文《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 :嵌入性问

题》[2 ]是关于嵌入性观点的创新之作。此文一发表

就引起了社会学界的关注 ,在以后的 20 年间 ,该文

章被引用了超过 5000 次 ,成为《美国社会学杂志》创

刊以来被引用最多的文章 ,“嵌入性问题遂成一时显

学”。尽 管 嵌 入 性 概 念 源 自 Polanyi [1 ] , 但 是

Granovetter 和 Polanyi 对此概念的界定还是存在差

异的 : Polanyi [1 ]主要是强调经济活动是一个制度化

的过程 , Granovet ter [ 2 ]则认为这一社会过程应该被

视为人际互动 ,并在研究组织理论时强调人际互动

产生的信任是组织从事交易的基础 ,也是决定交易

成本的重要因素①。

Granovet ter [2 ]认为 ,经济活动是在社会网络内

的互动过程中做出决定的 ,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

济行为时存在“社会化不足”,社会学理论中则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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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社会化”。嵌入性理论成为了连接经济学、社

会学与组织理论的桥梁。自从 Granovet ter [2 ] 的《经

济行动和社会结构 :嵌入性问题》发表后 ,嵌入性概

念的思想内核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 ,但关于嵌入性

问题的描述与表达还是在经济社会学、管理学中继

续演化[9 ] 。

Granovet ter [2 ]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 3 个方

面 :一是“复活”了源自 Polanyi [1 ] 的“嵌入性”概念 ,

并对其重新解释 ,确立了“嵌入性”理论基础 ;二是建

立了经济社会学分析的基本假定 ,即经济行动者的

自利行为受所处社会网络中的影响 ;三是提出了把

网络分析作为研究经济社会学的主要方法[12 ] 。

在 Granovet ter [2 ]的关于嵌入性研究的基础上 ,

Zukin 和 Dimaggio [13 ]对该概念进行了拓展 ,提出嵌

入性分为 4 种类型 :1) 结构嵌入性 ;2) 认知嵌入性 ;

3)文化嵌入性 ;4)政治嵌入性。其中 ,第一类和经济

分析中所引入的网络化观点更为接近 ,即组织所融

入的网络类型决定了其可能获得的潜在机遇 ,企业

在网络中的位置和其所维系的企业关系决定了企业

能否把握住这些机会[14 ] ;后三类则是从内部个体认

知及外部文化和政治环境等不同角度来分析影响经

济行为的嵌入性。

Barber [5 ]在 Granovetter [2 ] 研究的基础上对嵌

入性概念及其发展意义做了进一步分析。他提出 ,重

新构架嵌入性概念对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将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特别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中 ,市

场交易是理性的、非人格化的、独立的 ,尽管这种假设

在理论研究中有助于简化研究过程 ,但是实际上客观

世界的经济运行规律、组织选择和个体行为并不是按

照既定假设运行的 ,所以嵌入性理论对经济学和社会

学的传统观点的修正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Uzzi [ 3 - 4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深入研究

嵌入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提出了“关系嵌入性悖

论”。Uzzi [3 - 4 ]基于美国纽约制衣工厂的研究 ,发现

嵌入性强度与企业绩效呈现倒“U”型分布 ,网络嵌

入性的理想强度是处于中间状态 ,嵌入性关系过强

反而会影响企业绩效 ,但是嵌入性强度太弱则会导

致关系无法形成。一家企业可能会“嵌入性不足”或

者“过度嵌入化”,只有在市场交易关系和长期稳固

联系之间取得平衡的企业才是最成功。但是随着理

论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对 Uzzi [4 ] 的判断和结论提出

了质疑 :一方面 ,其研究结论并没有对社会关系如何

影响经济行为做出很好的解释 ,而嵌入性概念同时

具有促进经济活动和阻碍经济活动的观点则缺乏理

论精确性 ,其政策含义不清[9 ] ;另一方面 ,Uzzi 的研

究实际上并没有充分挖掘此概念的内在构成和影响

机理[8 ] 。

20 世纪 90 年代末 ,在 Granovet ter、Barber、Uz2
zi 的研究的推动下 ,嵌入性理论迅速发展 ,并从新经

济社会学领域逐步向外拓展 ,区域经济、产业集群、

战略管理、组织理论、创新理论研究很快借鉴了该理

论的研究成果。

2 　嵌入性理论的分析框架

随着嵌入性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 ,不同学者根

据研究主题的需要对嵌入性进行了分类 ,形成了较

为典型并在后续研究中被大量引用的几种分析框

架 : Granovet ter [2 ]的关系嵌入性 ( relational embed2
dedness) 和结构嵌入性 ( st ructural embeddedness)

框架 ; Zukin 和 Dimaggio [13 ] 的结构嵌入性、认知嵌

入性、文化嵌入性和政治嵌入性框架 ; Andersson、

Forsgren 和 Holm[15 ] 的业务嵌入性 ( business em2
beddedness) 与技术嵌入性 ( technology embedded2
ness)分析框架等[9 - 10 ,12 ] 。

2. 1 　结构嵌入性和关系嵌入性框架

结构嵌入性和关系嵌入性框架是嵌入性理论的

经典分析框架 ,也是在产业集群嵌入性研究中被引

用最多的一种分析框架 ,它最早由 Granovet ter [2 ] 提

出 ,大部分后续研究应用了这一框架。

结构嵌入性的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源自经济

学中的网络分析 ,研究视角是网络参与者间相互联

系的总体性结构 ,它一方面强调网络的整体功能和

结构 ,另一方面关注企业作为网络节点在社会网络

中的结构位置。结构嵌入性研究的网络关系是多维

的 ,研究重点是网络的密度、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对

企业的行为和绩效的影响[4 ,16 ] 。在结构嵌入性研究

中 ,Burt [17 ]提出的“结构洞”( st ruct ural hole)观点日

益受到学界的关注。该观点认为 ,企业在网络中拥

有的结构洞的数量越多 ,企业在整个信息传递网络

中占据的位置越有利。“结构洞”位置体现了企业在

网络中的“桥梁作用”。

关系嵌入性的理论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学

研究中的社会资本研究 ,其研究视角集中于基于互

惠预期而发生的双向关系。关系性嵌入主要用关系

的内容、方向、延续性和强度等指标来测度 ,

Granovetter [16 ]提出可用 4 个指标来衡量关系的联

系强弱 ,分别是互动频率、亲密程度、关系持续时间

以及相互服务的内容。关系嵌入性在很多方面影响

组织间的合作、资源的交换和组合、共享性知识的开

发等 ,其中 ,行为主体间的紧密程度、信任、合作规

范、对未来价值的预期以及通过资源交换、组合参与

知识创造的动机对企业当前的经济绩效和未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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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直接影响。

总之 ,作为嵌入性理论的经典分析框架 ,在与其

他理论研究领域的融合中应用得最为广泛 ,关系嵌

入性主要强调网络的关系特征 ,结构嵌入性主要强

调网络内主体的结构特征。

2. 2 　结构、认知、文化和政治嵌入性框架

Zukin 和 Dimaggio [13 ] 提出嵌入性可分为 4 种

类型 :1) 结构嵌入性 ———关注网络结构以及公司间

社会联系的质量 ,应用于分析公司在网络中所处位

置与其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4 ] ,源自 Granovetter [ 2 ]

的基本概念 ;2) 认知嵌入性 ———关注与经济逻辑相

关的网络认知过程 ;3) 文化嵌入性 ———关注促成经

济目标实现的共有信念和价值观 ; 4 ) 政治嵌入

性 ———关注经济能量和激励的某些制度特征 (障碍

或缺失) 。

认知嵌入性是指经济活动主体在进行行为选择

时受周边环境和原有思维意识的引导或限制 ,企业

组织长期以来形成的默会的群体认知对企业的战略

选择、执行和日常运营具有影响。认知嵌入性观点

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假设基础提出了质疑 ,从

理论上解释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经验形成的固

有思维和群体思维对个体决策的影响。

文化嵌入性是指行为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受

传统价值观、信念、信仰、宗教、区域传统的制约[13 ] 。

正如 Hagedoorn[ 8 ]提出的 ,国家不同 ,特别是文化不

同 ,组织进行合作选择的倾向也不同。从目前有关

集群研究所得的结论来看 ,区域商业文化传统对内

部企业进行商业活动、区域内经济活动主体间的合

作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政治嵌入性是指行为主体所处的政治环境、政

治体制、权力结构对主体行为形成影响。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2
tion and Develop ment ,O ECD) 通过研究发现 ,政府

在公共政策制定与公共信息平台建设上的推动对区

域内经济主体经营活动和行为的引导或限制作用非

常明显[18 ] 。Grabher [19 ]通过对德国 Ruhr 地区的钢

铁业集群进行研究发现 ,Ruhr 地区的政府及其他组

织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行政系统”,这种紧密

的网络联系赋予了该地区特殊的生产使命和功能定

位 ,阻碍了区域生产系统根据市场时机进行自我更

新和业务转型 ,因此政治嵌入性可能变成“负债或负

外部性”[14 ] 。

2. 3 　业务嵌入性与技术嵌入性框架

大多嵌入性研究框架将外部环境、网络机构与

社会关系纳入分析范围 ,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分析框

架。同时 ,嵌入性研究也逐步向企业内部行为的分

析深入 : Andersson、Forsgren 和 Holm[15 ] 将研究视

角聚焦于企业内部的运营和价值链 ,提出把嵌入性

分为业务嵌入性与技术嵌入性 ,并进行了实证分析。

除上述分析框架外 ,学者们还提出了其他框架 ,

如许冠南[10 ]提出的上游嵌入性和下游嵌入性框架 ,

她认为企业与其上游供应商企业以及下游客户企业

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建立起合作关系 ,形成相

应的嵌入特征 ,从而能够实现专业化经营、市场化联

动、社会化协作和规模化效应 ,这种协作共赢的上游

和下游制造网络具有极强的内生发展动力 ,能给企

业带来竞争优势[10 ] 。

3 　嵌入性的层次结构

Hagedoorn[ 8 ]在组织间合作、伙伴关系构建的

研究中 ,提出了嵌入性特征直接影响组织间合作关

系形成 ,但是企业嵌入性特征与其所处的环境、网络

和双边关系情景有密切关系的观点 ,因此他提出嵌

入性可分为 3 个层次 ,即环境嵌入性 (environmen2
tal embeddedness) 、组织间嵌入性 ( interorganiza2
tional embeddedness)与双边嵌入性 (dyadic embed2
dedness) ,这 3 个不同层次的嵌入性可被分别理解

为企业行为选择受特定国家与产业环境、企业组织

间网络的历史背景及合作企业间的双边关系影响的

程度。图 1 显示了嵌入性的层次结构。

图 1 　嵌入性的层次结构

3. 1 　环境嵌入性

环境嵌入性是指企业行为受其所处的国家特点

和产业特性的影响。Hagedoorn[8 ] 提出 ,环境嵌入

性分为 2 个层次 ,即宏观层次和中观层次。宏观层

次的嵌入性是指企业所处的国家环境会影响企业合

作关系的形成 ,表现为不同国家的企业建立合作关

系的倾向存在差异。实际中 ,这种差异在国际经营

方面比较明显 :相对封闭、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化

进程缓慢的国家的企业在进行跨国经营时 ,与相对

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有很大差异 ,两者表现

出不同程度的参与合作倾向。中观层次的嵌入性是

601

技术经济 　　　　　　　　　　　　　　　　　　　　　　　　　　　　　　　　　　　　　　第 28 卷 　第 1 期



指企业所处产业的特点会影响企业间合作的倾向 ,

如处于全球竞争激烈的高科技行业的企业更多选择

建立较多的联盟关系 ,共同进行产品研发和生产制

造。Hagedoorn[8 ]认为 ,将环境嵌入性划分为宏观

层次与中观层次能避免将其看成是一种广阔的、无

差别的企业行为的环境或限制[9 ] 。

3. 2 　组织间嵌入性

组织间嵌入性是指企业行为受其所处的网络环

境、关系积累、合作历史的影响。Hagedoorn[8 ] 认

为 ,组织间嵌入性反映的是企业与其他公司建立合

作关系的经验 ,也是企业过去参与多种网络的历史

经验的展现。成功的、配合紧密的、推动合作项目顺

利执行的合作经验有助于下一次合作机会的把握。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的观点 ,组织间合作经验的累积

除了可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外 ,还有助于彼此信

任关系的建立 ,因而可大幅降低交易成本[20 ] 。此

外 ,从知识基础理论的观点来看 ,过去的合作经验是

一项正面的学习情境 ,有助于合作研发的学习效果。

由此可知 ,过去的合作经验可被视为是企业进行下

一阶段合作行动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关的实证研究

也表明 ,企业与其他企业合作的经验能促进其现有

合作关系的存续 ,通过积累合作经验 ,企业可集聚能

力 ,成功建立新的合作关系[20 ] 。Teece 等也指出 ,组

织过去的知识经验会影响其获取新知识的程度 ,企

业在过去创新过程中的合作经验会直接影响其在新

知识开发和获取时对合作伙伴的选择[21 ] 。

3. 3 　双边嵌入性

双边嵌入性是指企业行为受合作企业不断重复

的关系影响[8 ] 。在现实的商业经营中 ,任何企业和

个人都不可能获取所有的相关信息 ,在信息不对称

的情况下 ,企业倾向于与已有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 ,

因为这样做可以节省合作伙伴的搜索成本和选择成

本[22 ] 。企业间不断重复的合作关系直接带来了相

互信任 ,学者们将其称为“关系基础模块”和“经济交

换的关键要素”,其被认为是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和发

展长期的合作关系的基本要求。在经济交换中 ,信

任意味着对合作伙伴信守承诺、在谈判中诚实、谴责

机会主义行为的预期。大量文献指出 ,组织间信任

是以双边预期特性和相惠性为特征的 ,信任包含了

认知和行为成分 ,合作关系中相互信任是其中一方

认为对方诚实的信心。承诺或对当前合作关系重要

性的认可 ,是双方建立关系资本的关键要素。维持

关系的持久期望代表着一种长期的预期 ,这些持续

预期影响着合作者对独特关系的投资。总之 ,当关

系信任嵌入企业间的重复联系时 ,它就与企业关系

的稳定性呈正相关关系 ,企业间的熟悉程度对现有

合作关系的稳定与持续非常重要[9 ] 。

Hagedoorn[ 8 ]指出 ,企业嵌入性的 3 个层次的

交互作用对企业新合作关系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作

用。从国别、产业特性 ,到企业间已有的关系网络 ,

再到合作双方的双边关系 ,它们都会直接影响企业

进行外部合作的预期。但是 ,这 3 个层次往往是一

起发挥作用的 ,单独强调其中一方面的影响对于企

业的嵌入性研究来说是不够的 ,因为任何企业在进

行合作选择、关系建立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外部环

境和组织惯例的影响 ,与外部机构和个人形成的长

期关系网络是组织惯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4 　简要述评

经济社会学在对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 ,建

构了一种可综合分析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宏大的经济

社会理论 ,其主要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嵌入性”的

概念 ,建立了一种研究经济行动的新视角 ,即从社会

结构或社会网络的角度来研究经济生活的“合法

性”[23 ] 。嵌入性理论从诞生到发展有其必然的、独

特的理论演进路线 ,我们必须从 2 个方面对其进行

观察和研究 :“一是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对话 ;一是

它的方法论的个性 ,可以上承大理论 (grand t heory)

的社会网络理论 ,下开可验证的因果推论模型”①。

在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对话中 ,嵌入性观点对理性行

动理论 ( rational action theory ,或称理性选择理论 ,

rational choice t heory) 进行了批判性评价 ,也正是

在对经济学的模型化策略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找到界

定的基础和依据。理性行动理论主要基于以下“经

济人”的假定 :人类的经济行为发生在一个信息完

全、决策独立、买主垄断的竞争、交换自由和固定偏

好的世界中。但是 ,社会学家普遍观察到 ,实际的经

济决策并不完全遵从这一理论。实际上 ,在理论研

究中 ,“嵌入性”概念最早由 Polanyi [1 ] 提出 ,伴随组

织经济学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与新制度经济

学交易成本理论 ( t ransaction co st t heory) 的发展 ,

Granovetter [2 ]将关系连带 (即弱连带概念) 和信任 2

个变量结合起来讨论交易成本的决定问题 ,进一步

拓展了嵌入性理论。Granovetter [ 2 ]“复活”了源自

Polanyi [1 ]的“嵌入性”概念 ,并对其重新解释 ,确立

了“嵌入性”理论基础 ,同时建立了经济社会学分析

的基本假定 ,即处于社会网络中的自利行动者 ,并把

网络分析作为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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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一书的译者序。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嵌入性理论取得了突

破性的进展 ,虽然其仅经历了 20 多年的发展 ,但理

论发展迅速、成果丰富 ,嵌入性理论已经与经济地理

学、社会学、管理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创新

经济学等理论快速融合 ,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析

工具。但是 ,从嵌入性理论的最新发展来看 ,目前还

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突破 :第一 ,在已有

的研究中 ,嵌入性概念的理论化和抽象化的程度很

高 ,具有“概念伞”的性质 ,其涉及范围开阔且具有弹

性 ,未来的理论研究必须进一步深入才能推动其发

展 ;第二 ,当前嵌入性研究仍处于企业个体行为的外

围 ,没有与行为主体的个体行为建立有效的链接 ,实

际上嵌入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

的战略选择、执行和运营等密切相关 ,这是一个非常

值得深入研究的主题 ;第三 ,嵌入性理论认为 ,嵌入

性对企业的合作行为、经济绩效、市场竞争优势的发

挥具有关键作用 ,但这一分析结论缺乏足够的实证
(尤其是大样本的定量分析) 支持 ,目前现有的嵌入

性研究基本集中于定性研究。从我国来看 ,嵌入性

相关研究起步较晚 ,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大多局限

于国外研究成果的简单整合 ,针对中国企业实践的

实证分析非常缺乏 ,这也是我国理论研究者值得尝

试的、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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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reviews t he evolution process ,t he research f ramework and t he levels st ructure of t he embeddedness t heory t hrough anal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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