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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产业集群中大量企业集中在相对较小区域内 ,这种高密度企业集中会对企业社会网络产生多方面影响。

不同类型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呈现许多差异特征 ,因此企业社会网络特征也非常不同。本研究针对价值链型产

业集群与创新型产业集群这两个典型类型产业集群 ,探讨两种产业集群中企业社会网络特征的差异 ,并通过实证统

计分析来检验不同产业集群类型下企业社会网络特征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先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证明本研

究所取样的两个产业集群分别属于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 ,然后再对不同类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社会网络四个维度进

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最终证明不同产业集群类型下企业社会网络特征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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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影响显著 ,因此产业集群

理论研究受到广泛关注。产业集群的最初研究起源

于经济学研究中的地理聚集研究。Hoove[ 1 ] 提出了

规模经济、区位化经济与都会经济等三种形式的产

业集群经济。而 Krugma[ 2 ] 则提出产业集群是为了

获得交易成本的规模经济。Porter [3 ] 指出产业集群

是在特定领域内 ,一群在地理上邻近、有相互联系的

企业和相关的法人机构以彼此的共同性和互补性相

连接的 ,并且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 ,产业集群

是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兴起使得人们开始从社会

网络分析的角度来对经济领域中的人或组织的行为

进行分析。产业集群是企业通过纵向联系、横向联

系和社会联系组成的网络[4 ] 。不同类型产业集群中

的企业 ,在这种纵向与横向联系上存在着很大不同 ,

所以分析不同类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社会网络特征的

差异很有价值。

1 　产业集群类型及社会网络特征

不同类型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了许多不

一样的特点。王缉慈[5 ]从集群的发展道路出发认为

集群有两种差异明显的发展道路 ,会形成两类集群 :

创新型集群和低成本型集群。创新型集群指在良好

的法律制度下企业间自觉的发展合作关系 ,从而实

现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目的。低成本型集群中的企

业在很近的地理范围内一起存在 ,但是企业之间的

主动交流合作很少 ,更多的是因为地理接近所带来

的知识溢出效应 ,企业间信任度低 ,容易形成恶性竞

争。一般而言在发展比较成熟的区域更多的是创新

型集群 ,而在发展中区域更多的是低成本集群。

Bergman 和 Feser [6 ] 则考虑的更加全面 ,他们根据

产业集群的聚集原因、区域集中度、集群的生命周期

阶段三个方面提出集群可以在联系维度、地理维度

与时间维度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划分。所以本研究采

用 Bergman 和 Feser [6 ]中反映了结合类型的联系维

度的价值链型集群及创新型集群这两种产业集群类

型作为本研究所关注的产业集群研究类型。

企业社会网络研究主要的可区分为四个方面 :

一是整体网络的结构特性 ;二是关系联系的性质 ;三

则是关系联系的内容 ;四是网络的动态过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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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结构特性 ,包括网络的规模、联系的密度、联

系的集中或分散性、次团体分布等网络结构 ,成员的

组成同质性或异质性[7 ] ;一般而言社会网络的结构

特质 ,包含以下三个部份 ,分别为网络大小、网络密

度与网络同构型。在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方面 ,最

为重要的是社会网络的中心性。关系联系的性质是

指社会网络联系性质可包含强度、持久性与互惠性

等。而关系联系的最重要特征是联系的强度。而关

系的内容 ,则是指关系的质量 ,若关系的内容是正面

的、能维持情感的 ,则为社会支持 ,如果关系的内容

是负面的、强求的 ,则为紧张的关系[7 ] 。网络的动态

过程在以往的研究中一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

Granovet ter [ 8 ]就呼吁社会网络学者有必要改变静

态分析的模式 ,迈向一个动态的、贯彻的研究设计以

全面理解社会网络。但迄今为止 ,这一领域的研究

还是缺乏系统性。社会网络学者认为社会网络的动

态过程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进行理解 :网络建构、关系

维持与资源动员[9 ] 。所以本研究根据 Whetten[ 10 ]

所提的中心性、复杂性的基础上 , 结合 Tichy ,

Tushman 和 Fombrun[11 ] 以及 Davern[9 ] 的观点 ,提

出企业社会网络分为四个维度 ,分别为网络中心性、

网络联系强度、网络异质性、网络动态性。

2 　不同类型产业集群的社会网络特征
差异假设及实证检验

　　为了深入考查不同的产业集群类型对企业社会

网络的影响 ,本研究将对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中的

企业社会网络特征进行实证分析。本研究首先选取

杭州 IT 产业集群及乐清低压电器产业集群作为本

研究的两个目标产业集群。并对其中的 108 家企业

进行问卷调查。然后通过统计分析的手段来分析选

定的两个产业集群是不是同一类型的产业集群 ,最

后再从为网络中心性、网络联系强度、网络异质性、

网络动态性四个维度出发来研究这两个不同类型产

业集群中的企业社会网络特征的差异 ,并在综合前

文分析的基础 ,提出以下假设 :

H1 :在企业社会网络中心性方面 ,创新型产业

集群比价值链型产业集群高 ;

H2 :在企业社会网络网络联系强度方面 ,创新

型产业集群比价值链型产业集群低 ;

H3 :在企业社会网络动态性方面 ,创新型产业

集群比价值链型产业集群高 ;

H4 :在企业社会网络异质性方面 ,创新型产业

集群比价值链型产业集群高 ;

211 　产业集群类型的 T检验

首先分析产业集群特征 ,通过对产业集群集聚

情况、价值链型特征以及创新型特征三个指标的分

析来明确所选定的产业集群是否属于某一类型的产

业集群。在这里将对这两个产业集群的特征进行比

较分析 ,以确定它们是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 (见表

1) 。

表 1 　产业集群特征统计

所在集群 样本容量 样本均值 标准离差 均值标准误

集聚情况
杭州 IT 集群 56 4109 1146 0119

乐清低压电器集群 52 4112 1149 0121

价值链型特征
杭州 IT 集群 56 4151 1162 0122

乐清低压电器集群 52 5106 1121 0117

创新型特征
杭州 IT 集群 56 4178 1110 0115

乐清低压电器集群 52 4130 1133 0118

表 2 　产业集群特征 T检验

方差齐性检验 　　等均值 t 检验

F Sig1 T df Sig1 (双尾)
95 %置信区间

低 高

集聚情况
方差齐性 0106 0181 0109 106100 0193 0159 0154

方差不齐 0109 104198 0193 0159 0154

价值链型特征
方差齐性 4185 3 0103 - 2100 3 106100 01048 6 - 1110 0100

方差不齐 - 2102 3 101165 0105 - 1109 0101

创新型特征
方差齐性 1190 0117 2104 3 106100 0104 0101 0194

方差不齐 2102 3 99121 01045 7 0101 0195

　　注 : 3 P < 0105 3 3 P <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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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2 中数据可知 ,产业集群特征的集聚情况

不具有方差齐性 ,t 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 P = 0193 ,

表明本研究所选定的两个产业集群在集聚特征上没

有显著区别 ,这说明两个产业集群在企业聚集情况

上没有显著差异。

产业集群特征的价值链型特征具有方差齐性 ,t

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 P = 010486。说明本研究所选

定的两个集群在价值链型特征上在 P < 0105 水平

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乐清低压电器集群的价值链

型特征的均值为 5106 ,大于杭州 IT 产业集群的价

值链特征均值 (4151) 。这说明了乐清低压电器集群

与杭州 IT 产业集群相比更加倾向于价值链型集

群。这也与访谈与初步研究的结果相符 ,所以在本

研究中将乐清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界定为价值链型产

业集群。

产业集群特征的创新型特征不具有方差齐性 ,t

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 P = 010457。说明本研究所选

定的两个集群在创新型特征上在 P < 0105 水平上

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乐清低压电器集群的创新型特

征的均值为 4130 ,小于杭州 IT 产业集群的价值链

特征均值 (4178) 。这说明了杭州 IT 产业集群与乐

清低压电器集群相比更加倾向于创新型集群。这也

与我们的访谈与初步研究的结果相符 ,所以在本研

究中将杭州 IT 产业集群界定为创新型产业集群。

通过这一部分的统计分析 ,我们证实了本研究

所选定的两个产业集群分别属于不同的类型 ,且杭

州 IT 产业集群更加倾向于创新型集群 ,乐清低压

电器集群更加倾向于价值链型集群 ,所以本研究就

以杭州 IT 产业集群以及乐清低压电器集群分别作

为创新型集群以及价值链型集群的代表来开展下一

步研究。

212 　不同类型产业集群的企业社会网络特征检验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已经检验出本研究所选定

的两个产业集群分别为价值链型产业集群和创新型

产业集群 ,在接下去部分我们将以这两个产业集群

为代表来检验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中企业社会网络

特征的差异 (见表 3) 。本部分的研究将试图分析创

新型产业集群与价值链型产业集群在企业社会网络

特征方面存在的区别 ,分别讨论本研究所提出的假

设。
表 3 　产业集群企业的社会网络特征

所在集群 样本容量 样本均值 标准离差 均值标准误

网络中心性
创新型集群 56100 4174 1109 0115

价值链型集群 52100 4113 1135 0119

网络动态性
创新型集群 56100 4182 1108 0114

价值链型集群 52100 4126 1124 0117

网络联系强度
创新型集群 56100 4183 1118 0116

价值链型集群 52100 4160 1129 0118

网络异质性
创新型集群 56100 4122 1141 0119

价值链型集群 52100 3131 1123 0117

表 4 　产业集群企业的社会网络特征 T检验

方差齐性检验 　　等均值 t 检验

F Sig1 T df Sig1 (双尾)
95 %置信区间

低 高

网络中心性
方差齐性 0190 0135 2159 3 106100 0101 0114 1108

方差非齐 2157 3 97194 0101 0114 1108

网络动态性
方差齐性 1113 0129 2150 3 106100 0101 0112 1100

方差非齐 2149 3 101137 0101 0111 1100

网络联系强度
方差齐性 0111 0174 0197 106100 0133 0124 0170

方差非齐 0197 103130 0134 0124 0170

网络异质性
方差齐性 0181 0137 3157 3 3 106100 0100 0141 1142

方差非齐 3159 3 3 105166 0100 0141 1142

　　注 : 3 P < 0105 3 3 P < 0101

　　由表 4 中数据可知 ,网络中心性不具有方差齐

性 ,t 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 P = 0101 ,说明本研究所

选定的创新型集群与价值链型集群在网络中心性上

以 P < 0105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创新型集群中

的企业社会网络中心性均值为 4174 ,大于价值链型

产业集群中的企业社会网络中心性均值 (4113)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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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创新型产业集群中的企业 ,它们的社会网络

更加具有网络中心性 ,从而验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

假设 H1。

由表 4 中数据可知 ,网络动态性不具有方差齐

性 ,t 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 P = 0101 ,说明本研究所

选定的创新型集群与价值链型集群在网络动态性上

以 P < 0105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创新型集群中

的企业社会网络动态性均值为 4182 ,大于价值链型

产业集群中的企业社会网络动态性均值 (4126) 。这

说明了创新型产业集群中的企业 ,它们的社会网络

更加具有网络动态性 ,从而验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

假设 H2。

由表 4 中数据可知 ,网络联系强度不具有方差

齐性 ,t 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 P = 0134 ,说明本研究

所选定的创新型集群与价值链型集群在网络联系强

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设 H3 没

有得到有效验证。

由表 4 中数据可知 ,网络异质性不具有方差齐

性 ,t 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 P = 0100 ,说明本研究所

创新型集群与价值链型集群在网络异质性上以 P <

0101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创新型集群中的企业

社会网络异质性均值为 4122 ,大于价值链型产业集

群中的企业社会网络异质性均值 3131。这说明了

创新型产业集群中的企业 ,它们的社会网络更加具

有网络异质性 ,从而验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设

H4。

3 　结果讨论及建议

总而言之 ,为了验证不同产业集群类型下企业

社会网络特征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先通过独立样

本 T 检验证明所取样的两个产业集群分别属于不

同类型产业集群。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显示 ,乐

清低压电器集群与杭州 IT 产业集群相比更加倾向

于价值链型集群 ;杭州 IT 产业集群与乐清低压电

器集群相比更加倾向于创新型集群。这也与本研究

的访谈与初步研究结果相符 ,所以在本研究中将乐

清低压电器集群界定为价值链型集群 ,将杭州 IT

产业集群界定为创新型产业集群。

在验证完产业集群的特征后 ,本研究接着对不

同类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的社会网络四个维度进行独

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创新型产业集群中的企

业的社会网络更加具有网络中心性 ,这是因为创新

型集群中的企业更加注重与外界的联系 ,而价值链

型集群中企业的联系往往会局限在本地集群的范

围。结果还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的社会网络

更加具有网络动态性 ,创新是一个相互交流往来的

过程 ,所以也要求企业更加互动。创新型产业集群

中的企业 ,它们的社会网络更加具有网络异质性。

这是因为创新需要不同类型的信息来源 ,只有获得

大量异质的信息才能有效的保证企业的创新活动不

断绩效下去。但是创新型集群与价值链型集群在网

络联系强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这与我们的假设有

所不符 ,在本研究假设中 ,认为价值链型的产业集群

更具有网络联系强度 ,但是数据分析的结果却显示

创新型产业集群也有很高的网络联系强度。总体上

说创新型产业集群中的企业社会网络与价值链型产

业集群中的企业社会网络有显著的区别。通过对产

业集群的企业社会网络特征分析 ,本研究发现不同

类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的社会网络特征存在着很大不

同 ,这将使得企业在衡量与发展自身的社会网络时

能够认识到自己所处产业集群对自身社会网络的影

响 ,并将根据所处产业集群特征来调整自身社会网

络从而获得更好发展。因此 ,本研究在某种程度上

对企业社会网络理论的应用进行了实践上的指导 ,

接下来企业如何根据所处产业集群特征来重构自身

所拥有资源 ,进而构建适合市场环境的企业社会网

络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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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吸收再创新 ;通过系统集成方式创新 ;原始创新 ;

通过技贸结合、国际招标 ;通过国际兼并拥有知识产

权 ;委托国外机构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与

国外合作进行研究开发 ,共享成果 ;由国内设计国外

制造 ,或者进口关键的零部件在国内制造 ;产学研结

合 ,企业跟大学、研究所结合[ 11 ] 。

从上述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区

域聚类分析的结论来看 ,各省、市、自治区应该根据

自身的具体情况 ,积极采取措施。除了切实加大自

主创新的投入、积极培育自主创新体制与机制、加强

区域与产业集群内部合作外 ,还应该通过多种途径 ,

推进自主创新。譬如 ,深化集团煤炭直接液化技术

就是委托国外机构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

技贸结合、国际招标的“三峡模式”;以及东部省份运

用较多的国际兼并模式等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应

该总结汲取这些成功的经验 ,进一步提升自身的自

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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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 t his paper analyzes t 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innovation ability of Chinese big and medium2
sized indust rial companies in two aspect s : t he implement of decisions and t he act ualization of policies. The aut hor divides China into six major

regions and concludes t 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features of self2innovation ability of Chinese big and medium2sized indust rial companies1 Mo2
reover , t he corresponding policy advices are raised to improve t he self2innovation ability of t hese compani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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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 he indust rial cluster , t he massive enterprises concent rate in t he relative smaller region , t his kind of high density enterprise con2
cent ration can have t he various influences to t he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1 Different indust ry cluster present s man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 he developing process ; t herefore t he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characteristic is also ext remely different1 This research reviews t he value chain

indust ry cluster and t he innovational indust ry cluster , discusses t he difference of t he enterprise society network characteristic between t he two ,

and examines t hrough t he empirical study1 The findings indicate t hat ,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type of indust rial

cluster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1
Key words : value chain indust rial cluster ;innovative indust rial cluster ; social network ; independent2samples 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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