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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制造企业集群网络协作关系可以创造集群网络协作收益�形成协作剩余�并促使制造企业
集群优化与升级转型。集群网络协作关系因集群背景、企业特质和协作目标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协同运作模
式。维系和促进集群网络协作关系固化的动因�不仅在于制造集群对经济性协作剩余的追逐�还在于对社
会性协作剩余的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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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传统单个企业向具有集聚效应的网络形态演变

的形势下�集群网络协作关系的发展正在经历产业升级
与转型的动荡期�很多新兴行业和技术不断涌现�制造
集群面临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制造企业为了获取竞争
优势�都致力于以最短的周期 、最好的质量 、
最低的成本 和最佳的服务 提供最好的产品或

劳务。同样�如何快速响应市场机遇�通过协作实现核
心资源的分布式共享�以满足有限市场需求�进而在竞
争格局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空间�也成为当今制造集群网
络中所有成员企业共同追求的目标。

可将网络组织分为三类 一是基于资源互补形成的网络

组织 二是外生资源依赖形成的网络组织 三是内生嵌

人型资源形成的网络组织。①网络协作关系所依赖的企
业超工作中心资源和超工作中心任务在

�面向服务架构 系统中被封装为

服务�集群网络协作关系则主要体现为各类网络服务间
的匹配与协调�②因此�按集群网络协作的目的不同�企
业间的协作关系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基于服务互补形成的

网络协作关系 二是外生服务依赖形成的网络协作关系

三是内生嵌人型服务形成的网络协作关系。因此�本文在
有关集群网络协作关系的论述中所提到的服务均包含集群

网络中超工作中心资源服务和超工作中心任务服务两种形

态�是经段 封装之后的超工作中心资源与任务。

一 、制造集群 网络协作
关系运作模式

理查德森曾指出� “层级和市场之间直接协调和 自
动协调的两分法……忽视了企业间合作的事实 ” 威廉
姆森发现�除了层级和市场形式之外�还存在介于两者
之间的网络协调形式�这种协调形式就是典型的受协作
驱动的网络组织形态。根据网络组织形成 目的的不同�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制造集群网络创新机
制研究 ” 批准号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
组组长 左小明。
李新春 《专业镇与企业创新网络 》�《广东社会科学 》 。。。
年第 期。
左小明 “基于多层次列表的多核制造集群网络资源计划体
系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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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互补型网络协作关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

工�即企业所从事的活动只是社会分工活动中某个阶段
所需要执行的任务 该任务又隶属于某个产业之中。集
群网络是由其所从事的诸多子任务分解的活动构成�其
成员企业是从该子任务集合中截取某些过程从事相应的

分工活动�如某类市场需求的部分订单等。执行这些任
务需要企业具备相应的资源和资源映射的能力 本文将

企业参与任务执行过程时所提供的资源或提供的外部资

源消耗的机会统称为服务 而根据企业在执行任务过程

时所提供服务的替代性和互补性的不同 该活动又可分

为替代型活动和互补型活动。替代型活动就是在单个企
业边界内部可以完成的任务 互补型活动则是需要跨越

企业边界�与外部企业合作才能完成的任务。本文将所
有由于需与外部企业合作才能完成任务进而形成协作关

系所构成的网络形态称为服务互补型协作网络�而这种
网络形态下的成员企业间协作称为服务互补型网络协

作。在该网络形态下�由于协作企业的服务互补 有效

避免了扩张层级组织边界和规模所导致的高管理成本和

经营管理风险。
外生服务依赖型网络协作关系

汤普森和麦克埃文从理论上确立了组织之间合作关

系的联盟、协商和共同抉择三种类型�并创建了企业
“权力一依赖’�模式 邑 一

洲 。① 本文认为集群网络中成员企业对其他成员企
业的依赖主要源 自以下几方面 协作资源对于企业执

行网络任务的重要性 集群成员企业内部或外部获得

协作资源或处理资源的能力 协作资源被替代的可能

性大小。因此 若某成员企业对某类协作服务的需要

程度很高�而企业的该类服务非常稀缺�特别是在替
代服务非常有限的时候�企业将会高度依赖集群网络
中可提供该服务的其他企业 �共同协作实现相应的集
群网络目标 进而改善传统的独立企业形态 形成介

于市场与层级之间的协作网络。这种因外生服务依赖
所形成的协作网络称为外生服务依赖型协作网络 该

网络形态下的企业协作过程称为外生服务依赖型网络

协作。由于企业在特定集群环境下的协作会存在特定
的约束�如地理集聚的约束、供应关系的约束、知识
共享的约束等�因此 外生服务依赖型网络协作过程

多属共生型而非竞争型依赖关系。在外生服务依赖型
协作网络中�协作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任务执
行成本�加大各企业退出集群网络的壁垒 比层级组

织和市场协调的形式更为有效。
内生服务嵌入型网络协作关系

由于社会关系而嵌人其中进行协作活动的集群网

络是内生服务嵌人塑协作网络 该网络中所执行的协

作活动称为内生服务嵌人型网络协作。在嵌人型网络
形态中 成员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成为 尸他们避

免市场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的条件 也成为彼此之间

协调的关键手段 更是产业集群构建、形成和成 长的
动因。嵌人型协作网络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 从协作

的行为、协作双方成员企业的角度来看 嵌人塑网络

协作过程是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 石的过程 囚为在嵌

人型协作结构的互动过程中会产生新的服务击求和资

源融合力一式 而这些资源与资源融介方式的增加会促

使成员企业句获得关系租金井形成企业间的竟争优势

和超额绩效 场 匕 � ” 。心 这为成员企业司
协作关系的加强提供 ’坚实的基础 也是集群网络进 �
步演化的动力。

二 、制造 集群 网络协 作动 因分析
集群网络协作关系的形成条件

社会学家 以加 于 年址早提出弱连带关

系理论�是指 一种低度感情涉人、没有未来承诺、缺乏
相互信任的关系 强连带关系则是指 一种经常互动 井

月有高度情感涉人的关系。两者的区别在于联系通道的
可用性和多样性不同 而有效连带关系是由强连带发展

而来形成满足网络协作目标的一种关系 耿光锋、何志
哲 。 。③ 这种连带关系是网络协作关系的雏形�企
业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趋势如图 所小

图 集群网络协作关系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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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耿先锋、何志竹 阴 中冬 作恰王‘’〕
修改

企业之间协作关系的产生条件 基本可以概括为如

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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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先锋、何志哲 《基 于社会网络的联盟协作关系治理 》
《现代管理科学 》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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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制造能力的互补性

在制造集群中�企业在于创造价值�而各个企业间
能力的差异和互补性是形成企业连带关系的主要动力。
特别是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各 自的优势和专长已经显
现�彼此之间迫于外部市场竞争的压力�会相互连接
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以增强集群内企业间的交
叉运作能力�进而实现集群网络的整体创新。尤其是
企业因长期经营形成的资产专用性可能成为其他企业

执行任务的重要资源�当某类超工作中心资源专用性
程度较高时�企业间的互补性协作体现得更为充分。
而集群网络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加强成员企业依靠规模

效应和节点型分工优势取代传统的离散型制造形态的

单一成本优势。
集群网络信息的高度共享

信息是企业连带关系维系的基础 也是集群网络企

业合作的前提。离散型制造企业构成的集群网络�具有
特定的信息网络结构�既有正式的依赖制度传递的信
息�也有非正式的依赖社会关系传递的信息。这两种信
息传递途径的融合不但会降低网络信息的搜寻和识别成
本�而且可以扩大信息共享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为成
员企业间的动态合作奠定基础。

网络成员企业运作的动态性和柔性

网络成员企业运作的动态性和柔性是确保其可以融

人集群网络协同运作过程的条件�因为只有动态变化和
可重构的特性才能根据协作企业的需要提供相应的共享

服务�更加充分地体现企业对协作网络环境不确定性的
适应能力。这种动态的分工协作方式彻底打破了传统市
场交易或层级结构中的条块分割�取而代之以呈网状交
叉的集群网络的动态组织结构。在这样的动态网络结构
中形成了知识、技能和超工作中心资源专用性的交叉�
即集群网络的专用性资产网络化�或叫专用性资产
联网。

由此可知�集群网络协作的条件既是协作活动的前
提�也是协作关系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网络组织是
一个拥有 “剩余分配权 ” 的 “集体签约人 ”�即全体网
络成员和网络组织能够创造网络租金�外在表现为集群
网络协作剩余的形成。

集群网络协作剩余的机理研究

集群网络协作剩余的产生

集群网络可分为静态网络和动态网络两种类型。
静态网络中�超工作 中心资源与任务相对 比较稳定�
其执行的协作活动较为频繁�网络成员之间关系的维
系时间比较长久。动态网络则能够保证成员企业在网
络协作过程中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优化的超工

作中心资源配置而做出快速的反应�能够很好地对付

集群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创新风险。本文参考集群
剩余①的概念�提出集群网络协作剩余的定义。集群网
络协作剩余是指集群网络成员企业参与网络协作时获

得的利润减去不参与网络协作时获得的利润差额的总

和�即集群网络成员因参与网络协作所获得的额外剩
余的总和�它是集群网络组织形式比企业和市场两种
组织形态更具协同效应的体现。当然�在集群网络成
员企业的协作过程中�既有正面的集群网络资源分布
式共享的协调机制在发挥作用、创造效益�也存在负
面的集群网络的锁定性效应�可能会把企业锁定于非
生产性的关系之中�或者是阻止企业寻求更为有效的
合作伙伴 � �② 带来集群网络协作风险。③
基于该考虑�本文就集群网络成员企业参与协作而产生
协作剩余的原理分析如下。

假设企业 �执行某项集群网络超工作中心任务�
若其不参与集群网络协作的运作总收益为 、运作成本
为 参与集群网络协作执行该任务的总收益为 凡

包含隐性收益 、总成本为 《 包含机会成本仪几

参与集群网络协作前后的利润分别为 尸、尸 该企业参

与该集群网络的协作剩余为 硬��则
尸一 �一 公式

尸一 一〔乌 公式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公式

当口坂三 时�企业 �在执行某项超工作中心
任务时就不会参与网络协作 只有当口卫夏三 。时�企
业 �才会参与网络协作�与其他成员共同执行网络任
务。由此有

推理一 在集群网络中�至少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
企业的协作剩余大于零时�才有可能维持集群网络协作
活动。

推理二 集群网络的整体协作剩余为

撇 二一艺撇 公式

其中� 为集群 网络 中参 与协作 的成员企业 的

个数。

陈雪梅、赵坷 《中小企业群形成的方式分析 》�《暨南大学
学报 》 年第 期。

二 一 〔‘ 一 一

‘ � 一

� 二 一

蔡宁、杨门柱、吴结兵 《企业集群风险的研究 一个基于

网络的视角 》�《中国工业经济 》 。。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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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网络协作效果分析

假设集群网络在某个时刻�其网络目标映射的网络
任务由 个成员企业协作执行�创造的总价值为 �则
个成员企业协作所共同创造的价值利用 级数

展开式离散为 多项式

� ①

一。、十艺。尸 户 。 �· 公式

其中� 表示集群网络系统环境的影响因素�二。
一 〕�。任 一 � �召任 一 � 〕� 任 一 �

〕�一次项艺。 为集群网络各成员企业超工作中心
才一

之间协作的线性集成�高次项召· 。为集群网络成
员企业超工作中心之间协作的非线性集成� · 表

示集群网络更高层次上协作的集成。高次项的物理意
义是成员企业超工作中心间的协作效果�系数月的物
理意义是协作系数。当召 时�表示非线性系统协
作效果明显�由此带来协作剩余 当月 。时�表示
非线性系统 由于协作导致锁定效应�由此产生锁定
损失 。

如图 所示�当召 时�集群网络非线性系统协作
效果明显�产生协作剩余�此时集群网络的协作收益大
于企业间线性系统协作的收益 当月 。时�集群网络
非线性系统协作导致锁定效应�此时集群网络的协作收
益小于企业间线性系统协作的收益�并因此产生锁定
损失。
图 集群网络成员企业协作效果图

非。性�统�。 �
集群网络协作效果

协作络网

线性系统协作

统钱定效应

中或与某些企业的低频率协作过程中因共享专用性资产

而收到成效�而是在后续协作关系的执行过程中逐步呈
现�该专用性资产共享所产生的集群网络协作剩余会形
成协作成员企业未来的收益来源。所以集群网络协作剩
余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意味着集群网络剩余与每个阶
段的协作过程并非形成紧密的映射关系。用 ’ �表
示第 个周期的协作剩余� 表示第 �个协作周期

·表示网络协作关系到协作剩余的映射关系�由协
作剩余滞后性得出如下关系

叮 二一 工�工一�工 ……工 �
其中 任 �且 公式

上式说明集群网络协作关系在某一协作周期的协作

剩余是该周期以及其后若干周期的函数。
其次�集群网络协作剩余具有多维特征。一个是以

货币化外显的协作收益�即经济性剩余 一个是以非货

币化形态进行累积的隐性协作收益�即社会性剩余�如
协作所形成的资产专用性、声誉等�会演变为集群网络
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个体依赖群体结构中的成员资
格来调配稀缺资源的能力�该能力不是个体固有的 而

是网络成员协作关系中包含的一种资本�是社会关系嵌
人的结果。这部分协作剩余不能如同经济性剩余进行分
配�只能在多次协作过程中逐步积累�达到一定程度
时�才可以在未来的协作过程中分期体现。因此 甄

别、计量和有效利用集群网络协作剩余中社会性剩余部
分�是能否发挥集群网络形态与市场、层级制度相比的
优势的关键所在。

用 〔 表示网络协作剩余�〔丫 三 表示经济性

协作剩余�〔尺三 表示社会性协作剩余�则协作剩余的
构成关系如下

〔艰 一 三 三 公式

由其滞后性特点可知�协作关系第 个周期的协作

剩余可记为

〕尺 二一以 坂瓜 〔飞次三
一 瓜 〔双 �〔� 《��
…… 玩 尹 公式

即在某协作关系于第 个协作周期产生的协作剩余

中�经济性剩余在当期全部体现出来�但社会性剩余会
在未来的协作过程中以经济性剩余形式逐步体现出来�
是未来若干个协作周期经济性剩余的函数。集群网络协
作剩余构成关系如图 所示。

今与协作的超工作中心

集群网络协作剩余的特点

首先�集群网络协作剩余具有滞后性。各类超工作
中心资源中�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不可能在一次协作过程

① � 、

� 一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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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集群网络协作剩余构成

协作剩余协作剩余

经济性剩余

认 饭 ‘ 协作时间

图 中�在协作周期 助�。〕阶段�社会性剩余没
有凸显出来�经济性剩余与协作剩余相等 在协作周期

� 〕阶段�协作剩余不仅包含当期创造的经济性协
作剩余�还包含由上期社会性剩余在本期实现的协作剩
余部分 依此�第三个协作周期协作剩余除当期所创造
的经济性剩余之外�还存在前面两期社会性剩余在本期
实现的协作剩余部分�后期构成类同。

再次�集群网络协作剩余具有外溢性。即协作剩余
不仅仅会在协作成员之间分配�还会由于关系连接导致
协作剩余溢出协作子网�存在于协作过程所处的各种社
会关系之中�也即协作剩余的外部性效应。这种外部性
效应与经济外部性概念不一样�是由于社会关系嵌人而
在整个网络协作过程中产生的。用 表示集群网络

协作剩余�集群网络协作对协作子网外部的影响为
只�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尸�则有 。 川 镇 。
最后�集群网络协作剩余具有不均衡性。协作企业

参与网络协作会形成协作剩余�无论是经济性剩余还是
社会性剩余�在协作企业间的分配都是不均衡的。这与
嵌入于协作关系中的社会关系的广度与深度、节点企业
前期社会性协作剩余积累的程度有关。某节点企业在某
次协作中所处的社会关系广度与深度越明显�前期协作
剩余积累越多�则其在该次协作过程中所获得的经济性
剩余与社会性剩余都会越多。集群网络在某协作过程创
造的协作剩余可以定义为一个四元组

一 〔 � 〔 � � 尺马户

镇 少

其中� 肠 。� � �……二�表示参
与第 个周期协作过程的企业构成的集合

〔双 〔支眼。 � 二一 � �··…� 一 � �……
�表示参与第 个周期协作过程的不同企业之间形成

的协作关系�该协作关系与嵌人于协作过程中的社会关
系的广度与深度都有关�该社会关系越广泛�越深人�
协作关系就越紧密�协作效果越明显�创造协作剩余的

可能性也就越大

口下 一 。万 之 � 二一 � �一 � 一� � ‘…‘’
�表示参与第 个周期协作过程的不同企业之间协作

频率构成的向量�该协作频率越高�协作关系越紧密�
协作效果越明显�创造协作剩余的可能性越大

了一

撇 一 艺撇 �簇� ��表示参与第
一

个周期协作过程之前协作过程创造的协作剩余的矢量

和�前期协作剩余积累越多�对后期的协作剩余创造越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集群网络协作社会性剩余的层次影响分析

集群网络协作过程中社会性协作剩余会对参与协作

的节点企业以及集群网络整体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如下四个层次

战略层次。集群网络协作过程除了对协作企业有影
响外�还对集群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产业监管机构、投
融资机构、科研院所与行业贸易协会等外部机构的决策
与管理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集群成员企业参与网络协
作�通过协作伙伴进一步嵌人于各类社会关系中�并通
过社会关系的正确介人与引导�利用协同客户与这些关
键性群体的交往经历和经验获得关键性群体的帮助。这
也是企业外部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各成员企业未来
的潜在成长起着关键的作用。

战术层次。在战术层次�协作意愿一方面表现为企
业追求参与某次协作过程获得的收益�另一方面需要通
过参与协作提升资产专用性或增强参与集群网络协作的

竞争性优势。集群网络协作的社会性剩余在战略层面可
以实现节点企业和集群网络的共同成长与演进。集群网
络协作过程是集群协作子网中节点企业间进行各类服务

融合与协作的过程�而每一次协作所产生的社会性剩余
会表现为协作子网各成员企业知识资源的积累�进而通
过后期协作甚至是非协作的内部运作过程转化为企业的

知识、质量与成本优势。由此可见�参与协作的成员企
业在实现经营目标的过程中不必拥有全部的知识�在协
作过程中�企业间知识转移才是影响企业参与协作获得
协作剩余大小的关键环节。

运作层次。在运作层次上�集群网络协作的社会性
剩余主要体现为参与协作的成员企业获得的潜在盈利能

力。如图 所示�前期参与协作的社会性剩余会积累为
后期的经济性剩余�而经济性剩余是反映企业盈利能力
的直观指标。通过协作�可以扩张协作节点企业的业务
规模并形成规模经济。虽然在短暂的时间间隔内难以体
现�但长期的社会性剩余的积累最终会以利润的实现得
以呈现 。

综合层次。综合层次贯穿集群网络协作的各个层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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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主要是以规避协作风险为宗旨的社会性协作剩余形
式体现。风险是企业经营的产物�也是集群协作网络形
成的必然结果。成员企业通过参与集群网络协作�充分
利用协作伙伴的专用性资产等与协作企业保持稳定的关

系被视为一种对危机 和困难的预防机制 先

二 。①对风险的控制并不必然意味着利润的增
加 但它可促使集群网络协作过程中的稳定经营。这虽
然不同于传统市场和层级组织结构中市场分散化风险控

制模式 但嵌人于社会关系中的协作网络对不确定性具

有更强的抵御能力。因此 网络对风险的抵御能力可通

过成员企业间的相互协作提升网络柔性�进而提升网络
成员共同应对风险的能力�实现风险规避。

三 、结论 及 对我 国制造
企 业集群 的启示

近期内劳动密集型制造 序的生产在我国具有 比较优

势 按照比较优势参与以劳动密集生产环 竹为 上的集群

网络协作应该是正确的选择 但从长 看�制造集群网
络追求动态比较利益 提高分 的层次才是发展的终极

目标。因为在集群网络协作关系基础 构建的价位链

中�不同环节所获得的协作收益和剩余价位分配差距很
大 往往是知识密集塑 二序获得利益更多。对于已经进
人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环 节生产的集群企业则可以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通过创新和组织学习逐渐提 佰自身

技术水平 最终进人高端环 节 实现集群网络的升级 ’
转型。

另外�我国制造企业集群在进行战略规划 讨不能仅
限于现有业务关系的构建�还要从集群网络协作关系的
层面考虑制造企业集群的动态联盟战略框架的构建�其
核心在于产业组织创新和集群网络协作创新。在制造集
群网络协作关系的分工中则应依据协作关系听处的阶段

重新划分网络组织界限 创造全新 均集群网络组织形

式。当然 制造集群网络协作关系也可以通过服务外

包、代 和全球性采购等手段 在 当地资本市场 几运

作 进而成为一个有竞争实力的跨区域动态联盟网络组

织 形成垂直专业化制造和制造集群网络协作关系分

链 从而最终有助 于延伸制造集群网络的个球价值链井

提升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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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奋 一 、 若 一 矛一 奋 、扭①

制造集群网络协作关系正成为当代区域经济一体化

最重要的特点。网络协作关系不是某几个制造企业的小
范围经济合作�而是其在全球价值链结构层面的整体特
征。制 查集群网络协作关系得益于制造集群网络成员企
业的资源共享�同时又加快了动态联盟协作的步伐。网
络协作关系的发展会使企业因嵌人于社会关系网络而避

免业务合作的冲突 增强集群企业相互协作之间的依赖

性。它为集群网络成员企业个体发展及区域经济动态联
盟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
协作条件下�制造集群网络的竞争优势体现为在协作关
系构建的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 而网络成员企

业主要依据 自身条件�在集群网络协作分工的某一环 节
或某 一 序 上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这也符合我国产

业集群升级转型中所倡导的专业化、科学化创新发展的
整体思路。

同时 制造集群网络协作关系治理为制造集群融人

全球化经济系统提供了一个新的切人点。对我国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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