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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背景下创业者社会网络动态结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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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产业集群背景下的创业问题研究正受到国内外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调查了国内七个产业集群

下的 136 位创业者 ,通过实证数据的分析揭示了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要素在创业不同阶段的动态演变过程 ,为今后

开展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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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创业研究领域 ,强调从外部社会环境来研究

创业现象和创业问题的“社会学”视角正受到越来越

多研究者的关注〔1〕。许多学者将社会资本与社会

网络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创业活动的研究〔2〕。

对于创业企业而言 ,创业者的社会交往必不可少 ,业

务、信息、情感等关系在创业者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但目前有关创业社会网络领域的研究缺少

一个概念明确、构架清晰的核心理论 ,网络观的创业

研究还缺乏以过程和结果为导向的实证研究 ,在考

察特定的网络结构与企业的绩效关系时 ,忽视了生

成这种结构的社会与企业环境〔2〕。而与此同时 ,目

前理论界和实践界对产业集群现象日益关注。美国

哈佛商学院教授波特认为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

领域内 ,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

构在空间上集聚 ,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

象。产业集群为研究创业现象和过程提供了恰当的

环境条件 ,因此 ,本论文将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 ,以

我国产业集群背景下的创业者为研究对象 ,探讨其

社会网络结构的动态演进过程。

1 　研究设计

111 　研究假设

以往研究者普遍认为 ,创业企业的生命周期一

般包括种子阶段、创建阶段、成长阶段、扩张阶段、成

熟阶段等几个阶段。同时创业者的社会网络特征对

其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 ,本

研究在以往文献研究基础上 ,探讨国内产业集群背

景下创业者的社会网络结构要素在创建阶段、成长

阶段、成熟阶段等三个不同阶段的动态演进特征 ,并

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特征 (规

模、密度、家庭成员比例、社会地位异质性、所在地域

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 在创业创建期、成长期和

成熟期存在显著差异。

同时 ,我们将以往文献中提到的创业者学历、性

别、以及父母亲创业背景作为研究时的控制变量。

112 　测量

1) 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 :我们借鉴以往研究中

的测量方法〔3〕,请创业者回顾自己在当前创业阶段

与他人讨论如何创办及经营企业等问题的人数 (包

括 :家人、有业务往来关系的朋友、没有业务往来关

系的朋友、政府机构的人员四类人员) ,以此计算创

业者社会网络规模的大小。

2) 社会网络中家庭成员的比例 :我们借鉴以往

研究中的测量方法〔3〕,以创业者社会网络中“家人

和亲戚”人数与社会网络规模的比例 ,作为社会网络

中家庭成员比例的数值。

3) 社会网络的密度 :它是衡量社会网络结构松

紧程度或成员间相互联系的程度。本研究中采用的

方法是以网络中实际关系与所有可能发生关系的比

率来加以计算〔4〕。在问卷中 ,我们请创业者列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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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过程中对其帮助最大的五个人 ,并且由被试标

出这五个人之间关系的熟识程度 ,用 1 - 5 分别表示

两两之间关系从“完全陌生”到“非常熟悉”等 5 个等

级的程度变化。我们将被试所提出 5 个人之间“1 :

完全陌生”和“2 :有点不认识”视为该两人之间不存

在联系 ;并将其他情况视为该两人之间存在联系。

4) 社会网络异质性 :我们对地域、社会地位、职

业背景异质性的测量采用公式 (1 - ∑
m

i = 1

( yi p2
0) 来计

算〔4〕,其中 yi 表示网络成员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或交

往关系 ,如有则其值为 1 ,否则为 0。异质性的变化

范围为 0 到 1 之间。测量时请创业者列举在创业过

程中对其帮助最大的五个人 ,并请被试回答这五个

人的三方面的背景信息 :1、该人目前所在地 : (a) 、本

地、(b) 、本地区、(c) 、本省、(d) 、外省或国内 ;2、该人

的社会地位 : (a) 、比你低、(b) 、与你一样、(c) 、比你

高 ;3、该人的职业背景 : (a) 、亲戚朋友、(b) 、有业务

往来关系的朋友、(c) 、无业务往来关系的朋友、(d) 、

政府机构人员、(5) 、其他 (请说明) 。

113 　样本界定及样本情况

　　1) 样本界定 :本研究对创业者的定义借用“全

球创业观察 ( GEM) 2003 中国报告”中的操作定义 ,

特指创业企业中的企业创立者 (并不要求是发起人 ,

可以是参与者) 、或是新企业 (指创立至今不超过 32

个月的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

2) 样本情况 :本研究选取了位于北京、上海、浙

江、广东等地 7 个传统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集群中

创业企业的创业者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 440 份问

卷 ,回收有效问卷 136 份 ,有效回收率 3019 % 。其

中男性创业者 88 份 ,占 6417 % ; 40 岁以下创业者

92 份 ,占 6716 % ;大专学历以下创业者 82 份 ,占

6013 % ;父母为创业背景的 36 份 ,占 2615 %。

2 　数据分析结果

211 　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创业社会网络结构的各个要素在不同

创业发展阶段和产业集群类型下是否存在差异 ,我

们以创业发展阶段、产业集群类型作为自变量 ,以创

业者的社会网络规模、、家庭成员比例、网络密度、社

会地位异质性、所在地域异质性和职业背景异质性

作为因变量 ,并且将创业者的学历、性别、以及创业

者父母亲创业背景作为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进行回归方程分析。结果如表 1。

表 1 　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特征回归模型

因变量

社会网络

规模

家庭成员

比例

社会网络

密度

社会地位

异质性

所在地域

异质性

职业背景

异质性

β β β β β β

控制变量

学历 1051 1016 1039 1079 1063 1094

性别 1014 1023 1011 1005 1027 1022

父母亲创业背景 1044 1066 1065 1088 1058 1043

自变量

阶段 1358 3 3 - 1222 3 - 1122 3 1030 1480 3 3 1409 3 3

产业类型 - 11042 3 3 3 - 1227 3 1388 3 3 1365 3 3 1290 3 3 1057

ΔR2 1279 1356 1250 1341 1116 1278

F 111699 3 3 71879 3 3 51162 3 41114 3 21099 3 41183 3

　　注 :上表中所有β系数值为标准回归系数 ,R2 为校正 R2 ,ΔR2 是加入自变量后对方程预测能力的增量 ; 3 P < 105 3 3 P <

101 3 3 3 P < 1005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创业发展阶段和创业者

所属产业类型两个变量对于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

创业者社会网络中家庭成员比例、密度以及创业网

络所在地域异质性等四个要素均有显著影响 ;创业

发展阶段对创业者社会网络中的社会地位异质性影

响不显著 ,但产业类型对该变量影响显著 ;另外 ,创

业阶段对创业者社会网络中的职业背景异质性影响

显著 ,而产业类型对创业者社会网络中的职业背景

异质性影响不显著。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创业发展阶段和创业

者所属的产业集群类型对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的大

多数变量均有显著影响 ,因而 ,我们进一步采取了多

重平均数方差检验的方法来验证这些结构要素在不

同创业阶段以及不同产业集群类型上呈现的差异变

51

　　　　　　　　　　　　　　　　　　　　　　　　　　　产业集群背景下创业者社会网络动态结构实证研究



化。

212 　多重平均数方差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处于不同创业发展阶段上创业

者社会网络结构的各个要素是否存在差异 ,我们在

上述回归分析的基础上 ,采用多重平均数的方差检

验 ,对不同创业发展阶段和不同产业集群类型下创

业者社会网络结构的各个要素的强度进行比较。检

验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创业发展阶段下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特征比较分析

社会网络

规模

家庭成员

比例

社会网络

密度

社会地位

异质性

所在地域

异质性

职业背景

异质性

公司阶段 N

1、创建期 48 12105 (4128) 131 (0120) 179 (0124) 133 (0127) 130 (0137) 145 (0132)

2、成长期 56 15111 (4133) 118 (0109) 156 (0127) 137 (0120) 149 (0138) 143 (0140)

3、成熟期 42 12163 (3140) 110 (0111) 150 (0119) 135 (0127) 160 (0141) 168 (0143)

总体 146 13139 (4160) 120 (0121) 162 (0134) 135 (0130) 146 (0129) 151 (0132)

F 值 481089 3 3 21955 3 41305 3 3 11086 21799 3 31007 3
组间比较 2 > 1 ,3 1 > 2 ,3 1 > 2 ,3 1 ,2 ,3 3 > 2 > 1 3 > 1 ,2

集群类型 N

传统产业 85 14133 (5171) 126 (0126) 151 (0127) 141 (0121) 138 (0119) 153 (0126)

高科技产业 61 12108 (3132) 111 (0118) 177 (0155) 127 (0138) 157 (0142) 139 (0140)

总体 146 13139 (4160) 120 (0121) 162 (0134) 135 (0130) 146 (0129) 151 (0132)

F 值 731224 3 3 31787 3 3 21539 3 21790 3 31044 3 3 11007

组间比较 1 > 2 1 > 2 2 > 1 1 > 2 2 > 1 1 > 2

3 　研究结果讨论

311 　创业者在成长期的社会网络规模的平均数显

著地大于在创建期和成熟期的平均数

由于目前对国内企业家社会网络动态结构特征

的实证研究还非常少 ,笔者无法找到相关的研究数

据作比较 ,但如果我们以本研究数据和国外的文献

作比较 ,则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结论。Marsden

应用 1985 年美国一般社会调查的数据进行研究后

发现 ,平均每个美国人与 3101 个其他人谈论生活中

“重要的事项 (important matters)”;Sawyerr &Mc Gee

发现制造业企业的所有者、总裁或 CEO 平均拥有的

社会网络规模是 418 ;相似地 ,Burt 通过分析组织间

的网络后发现 ,平均每个企业家的社会网络规模是

1216。相比之下 ,本研究所得到的创业者在各个阶

段的社会网络规模数均较大 ,这部分反映了在我国

高“关系”( Guan Xi)文化背景下 ,个人通常更注重扩

大其社会网络的构建 ,通过扩大“人脉”关系来提升

自己的资源状况〔5〕。同时 ,本研究数据表明创业者

在企业成长期的社会网络规模显著地大于企业创建

期 ,这可能的原因是创业者在企业创建期 ,通常只在

很小范围内与其他人讨论建立企业的想法 ,他们有

选择性选取讨论对象的原因是他们不希望过早公开

其创业想法 ,否则他们难有回旋余地。而在企业发

展壮大之后 ,创业者又倾向于将社会网络集中于能

提供所需资源的关键人群。

312 　创业者的家庭成员比例在企业创建期的平均

数均高于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平均数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 Rosenblatt 等认

为创业者的家庭成员在企业创建和发展的不同阶段

起不一样的作用 ,在企业创建期 ,创业者较多依赖家

庭成员来获得对自己最初创业想法的评价 ,并且从

家庭成员那里获得资金和信心等方面的支持帮助。

而在企业的发展与成熟阶段 ,创业者过多依赖家庭

成员限制了创业者在更大范围内寻找补充资源。

313 　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密度在企业创建期的平均

数均高于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平均数 ,而成长期和

成熟期的平均数差异并不显著

以往研究者认为 ,社会网络的密度对创业者的

作用体现在两个不同的方面 ,一方面低密度的社会

网络比高密度的社会网络冗余信息更少 ,但同时高

密度的社会网络在传播信息方面比低密度网络更快

速〔6〕。本研究的数据表明 ,创业者在企业创建期拥

有较大密度的社会网络 ,其联系人之间通常相互熟

悉 ,这有助于在这一群体中形成和维系信任关系 ,有

助于为创业者提供快速确切的信息反馈。而在创业

成长期和成熟期 ,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密度降低 ,创业

者的各个联系人之间彼此陌生程度增加 ,这有助于

创业者从更广泛和更异质的渠道获得外部信息等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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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创业者社会网络的社会地位异质性特征在创

业三个阶段的差异并不显著

创业者社会网络的所在地域异质性在创业成熟

期的平均数最大 ,成长期次之 ,在创建期最小 ;创业

者社会网络的职业背景异质性在成熟期的平均数大

于成长期和创建期 ,而成长期和创业期的平均数差

异不显著。这表明创业者在企业创建期 ,与其讨论

创业想法和业务经营等的联系人多集中于某一相同

区域 ,而随着企业不断发展成长 ,创业者的社会交往

网络不断扩大 ,其社会网络中来自不同地域的联系

人增多 ,因而随创业阶段的变化社会网络结构中的

地域异质性呈增大的趋势。同时我们的研究表明在

创业成熟期的创业者 ,与其关系密切的联系人职业

背景呈现更大差异 ,而在成长期或创业期 ,创业者社

会网络中的联系人更多来自同一职业群体。

4 　结论

鉴于以往对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缺乏实证

研究 ,而以国内企业的创业者为样本的社会网络研

究就更少见。因此 ,本研究中我们采用横切面研究

方法 ,应用了社会学研究中的自我中心社会网络的

分析技术 ,对我国产业集群背景下创业者社会网络

结构的动态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表明创业者

在不同创业发展阶段其社会网络结构各要素的强度

存在显著差异 ,这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相关创业问题

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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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projects. This needs trade2off decision2making principles and its relevant models through the study of relationships among project resource ,

project time and project cost so that improvements of practical project management can be expected by applying the solutions of this artic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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