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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量研究表明 ,社会资本是企业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有效的治理机制 ,因而企业社会资本理论成为

当前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 ,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分析

维度和测量方法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归纳 ;并从公司治理、融资行为、技术创新和企业家 4 个方面 ,对现有关

于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梳理。最后 ,就企业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现状和

趋势进行了简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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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经济资本的概念主要基于个人主义的理性假设 ,忽视了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对经济运行的作用。Nort h 通过研究发现 ,非正式制度

对于促进市场交易具有重要作用 ,而且会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 20 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

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 ,该理论一经社会学家提出 ,就

受到了来自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学者的关注。虽

然经济学界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

认识 ,但一般而言 ,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影响经济行为

和经济绩效的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要素的综合

体。经济学领域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

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

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移民和贫困问题以及劳动力市

场发展等研究领域。

尽管社会资本理论引起了经济学者的关注与兴

趣 ,但大部分研究侧重于从宏观层面考察社会资本

对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后

期以来 ,国内外学者将研究视角延伸到企业层面 ,关

注社会资本在企业组织理论中的应用 ,该研究成为

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尽管有关企

业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 ,但是对于基

本概念尚缺乏一致的认可 ,而且对于现有纷繁的研

究缺乏系统的归纳整理。本文通过回顾企业社会资

本理论的相关文献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该理

论的发展进行简要总结。

1 　社会资本及其理论发展

为了解释单纯用经济资本 (包括物质资本和人

力资本)所不能解释的诸多问题① ,社会学家提出了

“社会资本”的概念。1980 年 ,法国社会学家 Bour2
dieu 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

本随笔》的短文 ,首次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

念 ,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 ,这些资

源与由相互默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 ,而

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1 ] 。美国社会学

家 Coleman 在其经典论文《人力资本创造中的社会

资本》[2 ]和专著《社会理论的基础》[3 ] 中对社会资本

理论做了更加系统深入的阐述 ,他认为社会资本具

有两个基本性质 :一是不可转让性 ,二是社会资本的

公共物品性质。美国政治学家 Putnam 对社会资本

的研究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 ,他认为“社会资本指

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 ,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 ,它们

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

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4 ] 。

社会资本理论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学、政治学和

经济学等领域学者的关注。社会学家研究的内容是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因

此在社会学命题中 ,社会资本被看作是一种嵌入社

会网络的资源 ,通过社会组织作为媒介来影响人的

行为和社会规则的运行。在政治学的视角下 ,社会

资本强调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在社会政治发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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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 ,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

政治行为和制度绩效的关系。经济学家对社会资本

的研究 ,主要关注的则是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问题。通过将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因素纳入经济

学研究框架 ,人们发现社会资本在促成合作和交易、

保证交易制度良好运转、降低交易成本和契约的实

施成本、提高资本运行效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

从而有利于提高经济绩效。

经济学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

两个层面进行。从宏观层面来看 ,对社会资本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对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

即把社会资本看成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外的资

本要素 ,以解释和说明区域、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

展的成就。从微观层面来看 ,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主

要表现在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企业理论 ,从而对新

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了修正。

2 　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分析维度

211 　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 ,企业不是孤立的行动个体 ,

而是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种种联系的企业网

络上的纽结 ,企业的经济活动是通过嵌入各种各样

的社会关系中来运行的。在此基础上 ,有关学者提

出了“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Burt 是第一个将企

业作为社会资本研究主体的学者 ,他认为社会资本

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 ,通过它们可以

得到使用 (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 ⋯⋯企业内部和企

业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5 ] ;此外 ,Burt 将企业社会

资本看成是企业内部和企业间存在的各种关系。真

正提出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分析的

是 Leenders 和 Gabbay 等 ,他们以企业作为研究主

体 ,分析了社会结构与企业目标实现之间的内在关

系 ,认为社会资本是根植于关系网络内部、可通过关

系网络利用的资产 ,并将企业社会资本概念界定为 :

企业拥有的有形或虚拟的资源 ,它们可通过促进目

标达成的社会关系而增加[6 ] 。Nahapiet 和 Ghoshal

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也具有代表意义 ,他们将企

业层面的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在企业内外部关系

网络中 ,并可加以利用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总

和”[7 ] ,在这个定义中 ,企业社会资本由网络和可通

过网络而获取的资源组成。

国内最早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研究的学者是

香港科技大学的边燕杰和丘海雄 ,在其《企业的社会

资本及其功效》论文中 ,他们将企业在经济领域的联

系分为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 ,并将企业社

会资本界定为企业通过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

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一种能力[ 8 ] 。在此之后 ,国内

很多学者开始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研究企业组织。

张方华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指的是企业建立在信任和

规范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范围与质量以及在此

基础上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9 ] 。周小虎则将社会资

本看成是企业的一种战略资源 ,认为企业社会资本

是指那些能被企业所控制的 ,有利于企业实现其目

标和实现目标活动的 ,嵌入企业网络结构中显在的

和潜在的资源集合[ 10 ] 。

关于企业社会资本概念 ,现有的研究尚无统一

的认识 ,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基于资源的

观点 ,一类是基于能力的观点。基于资源的观点将

社会资本视为企业的一种特殊资源 ,它与企业物质

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 ,具有“资本”的属性 ,并能为企

业带来收益。而基于能力的观点则将社会资本视为

企业获取网络关系中资源的一种能力 ,着重强调社

会资本在企业获取各种资源中的功能属性。

212 　企业社会资本的分析维度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企业社会资本 ,许多学者从

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划分 ,如表 1 所示。其中 ,最

具有代表性的是 Nahapiet 和 Ghoshal 的研究。Na2
hapiet 和 Ghoshal 从企业社会资本自身特征出发 ,

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

度三个维度[7 ] 。“结构维度”指个体之间联结的模

式 ,包括网络联系、网络配置形式和专门组织 ,此维

度主要关心的是网络联系存在与否、联系强弱及网

络结构。“关系维度”是指通过创造关系或者由关系

手段获得的资产 ,包括信任与可信度、规范与惩罚、

义务与期望以及可辨识的身份。“认知维度”指的是

提供不同主体间共同理解的表达、解释与意义系统

的那些资源。Nahapiet 和 Gho shal 对企业社会资

本三个维度的划分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并成

为许多学者研究的理论框架。

除此之外 ,也有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界定了企

业社会资本的分析维度。Cooke 和 Clif ton 在对社

会资本与中小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中 ,将企业社会

资本按照网络及联合中的非正式和正式联系进行划

分[11 ] 。Westlund 则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内、外两

个部分 ,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指企业内管理者与员工

个人的关系 ,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指与企业生产相关、

环境相关和市场相关的社会资本[12 ] 。国内学者边

燕杰和丘海雄将企业在经济领域的联系分为纵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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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 ,并以企业法人代表的纵

向、横向和社会联系的情况来衡量企业社会资本[8 ] 。

张其仔在研究企业社会资本对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

影响时 ,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存

在于工人之间的社会资本 ;二是存在于工人与管理

者之间的社会资本 ;三是存在于管理者之间的社会

资本。这种划分的缺陷在于只看重企业内部的社会

资本 ,而忽视了企业外部存在的各种联系和资

源[13 ] 。

表 1 　关于企业社会资本分析维度的研究

学者 企业社会资本的分析维度 特点

Nahapiet 和 Ghoshal 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 从企业社会资本自身特征出发进行划分

Cooke 和 Clif ton 企业的正式联系和非正式联系
根据企业与外部联系的特征进行划分 ,但是忽视了

企业内部的联系

Westlund 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 按企业社会资本涉及的范围进行划分

边燕杰和丘海雄 企业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
强调企业与外部的联系 ,并且用企业家的各种联系

来替代企业的社会资本

张其仔
工人之间的社会资本 ;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资本 ;管

理者之间的社会资本

强调企业内部的各种联系 ,但是忽视了企业外部的

联系和资源

3 　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

在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中 ,对其进行测量和

定量化是非常重要的。现有关于企业社会资本定量

化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企业组织层面和企业家个体

层面两个维度 ,如表 2 所示。

表 2 　关于企业社会资本测量的研究

测量维度 学者 测量指标

企业组织层面

企业家个体层面

Fukuyama “管理溢价”

Landry、Amara 等 ;

王霄和胡军

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 (网络) ;

企业认知性社会资本 (信任、价值观等)

韦影
“矩阵式测量结构”:企业内 (外)部结构维度 ;企业内 (外) 部关系维度 ;企业内 (外) 部认

知维度

边燕杰和丘海雄

“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过职”;

“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跨行业的其他任何企业工作过及出任过管理、经营等领导职务”;

“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交往和联系是否广泛”

Shipilov 和 Danis 高管团队的“对外沟通社会资本”和“对内团结社会资本”

　　一是从企业组织层面来测量企业社会资本。

Fukuyama 提出用公司在接管前后的“管理溢价”

(management p remium)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资本 ,他

认为任何企业的资本总额都等于有形资产和无形资

产之和 ,社会资本就包含在无形资产中 ,管理溢价可

以代表企业的社会资本[14 ] 。Landry 等在区分企业

社会资本两种形式的基础上 ,认为可以从企业结构

性社会资本 (网络)和认知性社会资本 (信任)两个层

面进行测量[15 ] 。王霄和胡军在 Landry 测量体系的

基础上 ,采用结构性社会资本和非结构性社会资本

对中小企业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 ,与 Landry 不同

的是 ,非结构性社会资本采用多指标测量信任和价

值观[ 16 ] 。韦影在 Nahapiet 和 Ghoshal 对企业社会

资本三个维度划分的基础上 ,兼顾内外部视角 ,通过

调查问卷运用 Likert 七级打分法对企业社会资本

进行了测量 ,由此得到企业社会资本的矩阵式测量

结构[17 ] 。

二是从企业家个体层面来测量企业社会资本。

由于企业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具有抽象性 ,部分学

者提出从企业家行为角度来测量企业社会资本。边

燕杰和丘海雄在将企业社会资本界定为企业的纵向

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的基础上 ,分别使用三个

指标来测量这三种联系 ,以此来反映企业的社会资

本 ,即用“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过

职”来反映企业的纵向联系 ;用“企业法人代表是否

在跨行业的其他任何企业工作过及出任过管理、经

营等领导职务”来反映企业的横向联系 ;用“企业法

人代表的社会交往和联系是否广泛”这样一个定序

的主管评价指标来反映企业的社会联系[8 ] 。此外 ,

Shipilov 和 Danis 认为可以通过企业高管团队来测

量企业社会资本 ,提出采用“对外沟通社会资本”和

“对内团结社会资本”来测量 ,并从考察团队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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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研究了企业社会资本的存量[ 18 ] 。从企业高管

团队角度来研究企业社会资本 ,是当前研究的一个

重要趋势。

4 　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实证研究

　　社会资本对于提高经济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 ,

这一点已经得到诸多学者的认可 ,其影响机制可以

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减少信息搜集的成本 ;二

是减少市场交易的成本 ;三是产生溢出效应 ,具有正

外部性 ;四是可以节约正式制度的实施成本[19 ] 。企

业社会资本作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重要资

源 ,同样对于提高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作用 ,诸多学

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

411 　企业社会资本与公司治理

现代企业理论的核心之一就是治理问题 ,传统

公司治理理论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所有权与经营

权分离情况下的代理问题 ,即如何降低代理成本 ,使

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相一致。在解决代理问题

上 ,新制度经济学的思路就是通过设计和选择正式

制度来减少机会主义的威胁。然而也有学者认为 ,

法律等正式制度并不是契约得以执行的惟一制度 ,

即使不借助国家权威 ,非正式的契约也可以支持交

易的进行 ,在法律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 ,非正式的契

约则更为普遍[20 ] 。

因此 ,解决治理问题的另一个思路就是采用非

正式制度的方法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即通

过社会资本来解决市场和组织中的机会主义问题。

社会资本治理机制是在行动者相互间建立可重复的

持续性的交换关系 ,同时依靠企业的社会资本而不

是组织的权威来促进行动者的合作 ,并解决交换过

程的冲突[21 ] 。

在此基础上 ,有学者将企业社会资本概念引入

到公司治理的研究中 ,试图对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

进行补充。周小虎认为企业社会资本不仅是企业重

要的战略资源 ,同时也是企业组织的有效治理机制 ,

企业比市场更能有效地创造社会资本 ,并降低交易

费用[ 10 ] 。也有学者提出公司治理应当关注人力资

本所有者与社会资本所有者等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和

诉求 ,由股东单边治理调整为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 ,

并主张将社会资本嵌入到公司治理结构中 ,把社会

关系和文化因素等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内生变量

纳入公司治理分析范畴。将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一种

治理机制的观点丰富了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 ,为研

究企业治理结构拓宽了思路。

412 　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

Coleman 首先从金融的角度考察了社会资本对

融资与经济的影响 ,认为社会资本强化了诚信的普

遍程度 ,促进了人们在资本市场上的合作[3 ] 。Im2
pavido 提出的信贷组织理论进一步指出 ,基于社会

资本而产生的“社会惩罚机制”在融资过程中实际上

起到了抵押品的作用[22 ] 。Guiso 等还研究了意大利

南北地区社会资本的差异及其对民间金融发展的影

响 ,发现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北部地区 ,人们更愿

意投资股票和使用支票 ,而以现金方式进行投资和

交易的数量非常少 ,从而会影响金融发展的程度 ,尤

其是资本市场的发展[23 ] 。

也有学者研究发现 ,基于社会资本 (例如网络关

系、信任等)的民间金融行为是普遍存在的 ,并且对

企业融资行为有重要影响。通过对小额信贷和中小

企业社会资本问题的研究 ,Woolcock 发现社会资本

对于中小企业获取资源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对于资

源有限的不发达地区 ,社会资本能够起到促进市场

交易完成的作用[24 ] 。Chakravarty 等还特别关注社

会关系网络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 ,提出了“关系融

资”理论 :中小金融机构因在竞争性信贷市场上与大

机构相比存在劣势 ,因此通过维持与中小企业的社

会关系获取一些软性信息 ,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的

程度。其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 ,借款者与银行间的

“关系变量”显著地影响信贷的可得性[25 ] 。Berger

和 Udell 从企业组织方面对此提出佐证 ,认为关系

融资的有效性取决于信贷机构本身的组织结构 :大

银行组织结构复杂 ,委托代理层级多、成本高 ,因此

关系融资在较为扁平的中小信贷机构中更为有

效[26 ] 。

由于经济体制、企业规模和行业特征等原因 ,民

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 ,而融资困境是

一个重要的表现 ,在这方面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更为显著。利用企业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来获取企业

所需的资金和其他资源 ,这是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

广泛存在的现象。因此 ,从社会资本角度研究其对

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 ,进而探究社会资本与企业绩

效的关系 ,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413 　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

随着企业技术创新重要性的提高以及对企业社

会资本研究的深入 ,近年来相关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

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这些研究普遍发

现 ,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有利于企业降低技术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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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成本 ,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

对于企业社会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的机制 ,大部

分学者认可基于社会资本的企业内部和外部网络对

技术创新所发挥的作用。Cooke 和 Wills 指出 ,社

会资本为企业与外部创新网络的联结创造了机会 ,

从而有利于提升商业、知识和创新绩效[27 ] 。Greve

和 Salaff 也认为企业社会资本通过有效整合企业

内、外部资源 ,提高了企业的吸收能力 ,有助于企业

更好地开展技术创新[28 ] 。还有学者研究认为 ,企业

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了部门间资源交换的程度 ,从而

影响了产品创新 ;企业社会资本通过作用于企业研

发的开展 ,从而推动组织内部资源与信息的交换并

促进创新。

在此基础上 ,有学者通过对具体企业的实证研

究验证了以上分析。Reagans 和 Zuckerman 通过对

224 个 R &D 团队的社会网络、组织年限和生产率

等有关数据的分析 ,认为网络联系有助于解释

R &D 团队的生产率[29 ] 。张方华从社会资本研究的

“结构维度”和“关系维度”出发 ,深入而系统地分析

了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研究

发现 ,企业的社会资本能够影响到企业的信息获取、

知识获取和资金获取 ,并进而影响到技术创新绩

效[9 ] 。王霄和胡军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资本结

构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展开研究 ,结论认为

中小企业的认知性社会资本通过影响结构化社会资

本间接地影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16 ] 。

414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

也有很多学者从企业家的角度研究了企业家社

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根据 Nahapiet 和

Ghoshal 的定义 ,企业家社会资本是那些蕴含于、借

助于或源自于企业家个人关系网络而获取的现实和

潜在的资源总和[ 7 ] 。企业家社会资本是通过获取企

业所需的关键资源 ,并将资源通过内部学习和整合

机制转化为动态能力 ,最后达到保持企业竞争优势、

提升企业绩效的目的的。

边燕杰和丘海雄的开创性研究就是从企业家的

角度研究了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他们所设

计的三个衡量企业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

的指标 ,都是通过对企业家的调查所反映的 ,并且通

过实证分析 ,得出社会资本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正

相关的结论[8 ] 。关于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

系研究的另一个视角 ,就是从企业高管团队的社会

资本特征出发来分析其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自从

Hambrick 和 Masion 提出“高阶理论”后 ,高管团队

特征对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的研究一直是高管团队理

论关注的焦点。贺远琼等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

基础上分析了企业高管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

系 ,研究表明 ,企业高管的社会资本由市场环境和非

市场环境中的社会资本构成 ,高管社会资本通过提

高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从而对企业经济绩效

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0 ] 。

从企业家社会资本角度研究社会资本因素在提

升企业经济绩效方面的作用 ,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

角 ,但是存在的问题是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

社会资本”概念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即“企业家

社会资本”到底是指企业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 ,还是

指“企业社会资本”在企业家层面的表现形式 ,在这

些问题上 ,不同学者意见还存在差别 ,还有待进行进

一步的阐释和研究。

5 　总结和简评

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企业组织的研究是对新制

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新制度经济学将

企业看成是与市场相互替代的一种组织形式 ,采用

企业组织生产主要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然而由于

交易的复杂性、信息的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备性 ,企

业在组织交易的过程中仍然会存在“逆向选择”和

“道德风险”问题。因此 ,单纯考虑企业和市场间的

替代关系 ,无法解决复杂性交易中出现的市场和企

业共同失灵的问题。社会资本范式的出现 ,很好地

弥合了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理论真空 ,企业社会资本

不仅是企业重要的隐性战略资源 ,而且是一种具有

效率的治理机制 ,对于提升企业绩效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企业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是当前经济学和

管理学的前沿问题 ,尽管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 ,但是这一理论仍然处在发展和完善的阶段。

笔者认为 ,企业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还需要在以下

方面加以不断完善 :第一 ,在基本理论层面 ,有关企

业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分析维度和测量指标等问

题研究还需深化。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目前尚无统一

的认识 ,需要在深入的研究中不断整合和提炼。第

二 ,在研究对象上 ,需要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细分

研究。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企业 ,尤其

是大量存在的家族企业 ,它们拥有的社会资本及其

企业绩效有何差异 ,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第三 ,

在研究方法上 ,应当加强对企业社会资本的计量分

析和案例研究 ,通过实证数据的检验和典型企业的

剖析 ,可以更好地揭示社会资本影响企业绩效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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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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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Revie w 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Fan Ye ,Zhou Shengchun
(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 Researches have indicated t hat social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st rategic resource and an efficient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enterprises ,

so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t heory has been one of t he research f rontiers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 Through analyzing t he most existing liter2
atures ,t his paper reviews t he researches on t he concept definition ,analytic dimension and measuring met hod of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and dis2
cusses t he empirical researches on t 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f rom four aspect 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financing behavior ,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 repreneur1 Finally ,it briefly summarizes t 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 he future

t rend of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t heor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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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analyzes t he evolution of indust rial st ructure and t he changes on employment st ructure f rom 1985 to 2003 in Fujian prov2
ince as well as t he changes of t he cont ribution of t hree indust ries to economic growt h of Fujian ,and focuses on t 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 hree 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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