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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_X"(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作者简介! 周建华%男%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网络和产业经济研究(张一力%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企业

家研究&

社会网络与区域性企业家集群演进

,,,以温商为例

周建华
%""

" 张一力
"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 广东 广州 1%$&!"$"*温州大学 商学院" 浙江 温州 !"1$!1#

摘'要! 区域性企业家集群(商帮)是具有社会网络特点的群体!网络联系$网络结构对企业

家集群的形成$发展及其演进具有重要的影响#强关系有利于企业家网络的形成!弱关系有利于

企业家网络的创新#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对企业家集群具有两面性!处于结构洞位置的网络节点

拥有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文章以温商为例!对企业家集群网络(温商网络)形成的外部条件$网

络联系$网络结构$变迁现状及路径进行分析!得出社会网络对企业家集群演进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社会网络"区域性企业家集群"网络联系"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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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6(Y_;<,;

"

! 8=!"#$$%$&B"$+$.*"% g*+5+ /+*0,1)*23% H(5+7D#$( G89KE<% 4#*+5(

<=!"#$$%$&'()*+,))% Y,+D#$( /+*0,1)*23% Y,+D#$( E<G9EG% 4#*+5"

&:?43764' PBC/CJ;)?.,C?A/CG/C?C>/DI,>DAC/;D.J/)>G F;AB ABCIB./.IAC/;DA;ID)ED)I;.,?CAF)/MD*(CAF)/M I)??CIA;)? .?H ?CA<

F)/M DA/>IA>/CB.OCJ/C.A;LG.IA)? ABCE)/L.A;)?% HCOC,)GLC?A.?H CO),>A;)? )EABCC?AC/G/;DCDI,>DAC/*RA/)?JA;CKC?CE;ADABCE)/<

L.A;)? )EC?A/CG/C?C>/?CAF)/MDFB;,CFC.M A;CKC?CE;ADABC;??)O.A;)? )EC?A/CG/C?C>/?CAF)/MD*(CAF)/M DI.,C.?H HC?D;ANB.OCH><

.,IB./.IAC/DE)/ABCC?A/CG/C?C>/DI,>DAC/*PBC?)HC)E?CAF)/M% ;? ABCG)D;A;)? )EDA/>IA>/CB),C% B.DK)AB ;?E)/L.A;)? .?H I)?A/),

;?AC/CDAD*@C?QB)> K>D;?CDDLC? ./CA.MC? .DCT.LG,CD;? AB;DG.GC/A).?.,NQCABCCTAC/?.,I)?H;A;)?D% ?CAF)/M I)??CIA;)?% ?CAF)/M

DA/>IA>/C% DA.A>Di>).EAC/A/.?D;A;)? .?H G.AB )EABCE)/L.A;)? )EC?A/CG/C?C>/DI,>DAC/?CAF)/MD*8A;DI)?I,>HCH AB.AD)I;.,?CAF)/MD

G,.N.? ;LG)/A.?A/),C;? ABCCO),>A;)? )EC?A/CG/C?C>/DI,>DAC/*

F1D G23@?' D)I;.,?CAF)/MD( /CJ;)?.,C?A/CG/C?C>/DI,>DAC/( ?CAF)/M I)??CIA;)?% ?CAF)/M DA/>IA>/C

一" 引'言

企业家是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最重要的行为主体
)%*

%企业家行为直接影响着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我国明显存在区域性企业家集群以及不同的区域发展模式%如浙商+苏商和



粤商群体以及相应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珠三角模式$&目前%温州+东莞等先发地区的经济转型

升级频遭瓶颈%企业家集群的影响和作用日益突出%其个体素质和网络属性急需提升和优化&

温州商人作为浙商的主体%其被认为是区域企业家集群的典型样本%甚至是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代

表&据温州市经济合作办公室!招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国内已有"5$个异地温州商会!地级市以上"%国

外也有"7$多个华人华侨社团%已经形成了庞大的+遍及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温商网络&他们更多地被视为成

功商人%关于其形成机制少见于学术研究%而其他区域企业家集群研究更是缺乏&区域性企业家集群的形

成是从点到面%再到网络的过程%已具有社会网络的基本要素和典型特征&本文试图以社会网络为视角%选

择温州企业家集群为对象%在社会网络与企业家集群演进的机理分析基础上%分析其形成+发展及变迁的

网络特性&

二" 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商人群体的研究%比较著名的就是 Y/C;E!%##7"应用历史制度分析方法!U86"对热那亚和马

格里布商人群体进行历史和博弈论的比较分析
)"*

&从国内历史上看%区域性企业家集群就是商帮%其中最

有名的是徽商和晋商&徽晋两商以信+义+诚+仁经商%在商界赢得了佳誉%其行为表现促进了商业的发

展
)!*

&虽然明清时期的徽商与晋商群体兴衰轨迹极其相似%但经营机制各具特色%价值取向也迥然有

别
)7*

(对于近代的区域性企业家集群%目前中国存在五个最为有名的地域性商人圈%分别是浙江商帮+闽

南商帮+珠三角商帮+山东商帮和苏南商帮
)1*

%其中浙商是推动浙江经济发展和创造#浙江现象$的主力

军
)&*

&即使是属于同样的浙商群体%由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不同%宁波企业家群体和温州企业家群体也

具有不同的特点
)5*

&

受体制+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我国企业家形成机制存在着先天或后天的不足
)4*

%但区域的特色文

化资本对企业家集群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如果从#瓯文化$等文化资本的角度%可以部分解释温州企业

家集群的形成机制
)#*

&各地企业家在创业动机+创业环境+创业精神方面有较大的相似性%但在生成途径+

创业的区域文化传统+政府的管理理念+创新与进取精神和企业家个体素质等方面却存在一定的差异
)%$*

&

因此%需要采取选择+激励+约束和保障等机制以造就企业家阶层
)%%*

&

社会网络分析已日益成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新切入点%也是企业家集群和网络研究最近使用较多的

一种方法&Y/.?)OCAAC/!%#5!"的#弱连带优势理论$重启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对话
)%"*

%随后的社会网络分

析主要是从网络关系+网络结构两个方面展开&从网络关系强度来看%]QQ;!%##%"认为强连接有利于组织

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并因此获得信息的交流
)%!*

%[/.IMB./HA!%##""提出#强连带优势理论$%分析情感网络

如何带来非正式影响力%进而影响例如离职+工作满意和团队合作等行为
)%7*

(S),CL.?!%##$"认为社区关

系对于组织间信任的建立和信息交换具有重要影响
)%1*

(罗家德!"$%$"则认为群内弱连接有利于新颖信息

的获取%从而促进企业的创新行为
)%&*

&网络结构方面的研究侧重从网络密度+网络核心度+网络层次和结

构洞等角度进行分析%不仅个体组织间直接的连接关系影响到组织的竞争优势%而且组织在网络中的位置

对于其竞争优势也有显著作用&X>/A!"$$4"从信息冗余的角度指出%处于结构洞中位置的组织在网络拥有

更多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
)%5*

&林南!%#4%"强调个体在网络结构的位置可以影响个人在组织中资源的获

得%从而影响其离职意愿
)%4*

&

国内的社会网络分析也有很多应用研究%企业家集群的社会网络形成过程类似一种#撒网$过程%表

现为先紧后松+先强后弱的现象
)%#0"$*

&但大多的研究集中在产业集群或者企业网络方面%包括集群技术创

新与企业网络
)"%0""*

+集群升级与社会网络
)"!*

+企业家的学习网络
)"7*

+企业家与集群的互动演化
)"1*

+企业

家依赖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
)"&*

+海外华人产业集群与企业家网络
)"5*

和海外华人的创新创业与社会网

络
)"4*

&

上述国内外学者虽对企业家集群!商帮"的特点和作用进行阐述和比较%但是却把企业家集群看成一

个网络%具体针对企业家集群网络的研究仍然很少%尤其是关于网络形成的初始条件+作用机制+节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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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变迁路径等方面的研究更是缺乏&目前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学和管理学方面基本上是针对产业集群的

研究%虽然有部分针对集群内企业家的研究%但也只涉及到集群内知识传递+学习+创新扩散等%对于区域

性企业家集群本身的研究比较欠缺&因此%需要以企业家集群为对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系统而

透彻的研究&

三" 社会网络和企业家集群的作用机制

社会网络在图形理论中叫做一个图形%定义为'图 H由一组节点 N%Ne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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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个图形包括一组节点和一组线%节点可以代表一个人+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国

家&本文以区域性企业家集群为研究对象%符合社会网络的特点%节点是企业家+行业协会和异地商会&关

系和结构是社会网络的两项主要研究领域&其中一个领域是#关系,,,行动$%这是个体社会网络研究的

主要领域%具体就是%一个个体或一个企业的关系及自我中心社会网络的广度+高度+深度及多元性如何影

响行动者的商业机会和资源获取%进而影响其生存和发展&另一领域是#个体结构位置,,,个体行动$&它

强调在社会网络中%结构位置对网络成员的资源及权利取得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尤其是处于网络中心

性的#结构洞$和弱连带网络中#桥$位置的网络成员%可以使位置所有者掌握多方面的信息%因而能取得

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进而掌握商业机会&社会网络对区域性企业家集群演进的作用机制如图%所示&

图%'社会网络的关系0结构维度与企业家集群演进的作用机制

#一$ 网络关系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能用量化特征的指标来描述网络节点之间的联

系&在格兰诺维特!%#5!"

)%"*

关于弱连带的著名论断之后%过去的三十多年%有许多关于网络关系强度的推

断和预测在社会网络分析中涌现出来&简言之%亲属之间+朋友之间的关系是强连带%而同事之间+同学之

间和一般认识的人之间的联系就是弱连带&强联系由于联系的紧密性+亲密性和互惠性等特点%有利于执

行%弱联系则由于具备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建立网络的非冗余联系%更有利于创新&在企业家社会网络

中%节点和节点的关系%可以是生产+营销+信息交换+知识共享+财务和合作创新等经济关系%也可以是信

任+承诺+人际+规范+威胁等社会关系&

强关系一方面保证了企业家对某些资源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保证企业家之间建立较为牢靠的信任

关系%这些靠强关系积累的社会资本能在以下方面发挥作用'首先是突破创业的资本壁垒%解决创业初期

资金匮乏的问题&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融资困难的现象%强关系在融资方面利用的主要形式是

私人间的低成本融资和产业链条的相互赊欠(其次是信息收集和技术模仿%这些能促进企业家集群的萌

芽+复制和繁殖&企业家人力资本提升的一个途径是#干中学$%通过日常生产+生活行为中的耳濡目染获

取新知识和新工艺%这些强联系使得企业家可以在同一个产业获取知识和资源%而这些是建立一个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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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组织体系所必备的&

弱关系有利于创新%有利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资源的获取%导致企业家的正常流动%包括外迁

和回流&从一个产业集群内强关系的社会网络发展到跨区域+跨产业的社会网络%可以形象地概况为#撒

网$模型&在一个巨大的+稀疏的+弱关系的社会网络中%信息质量的甄别变得异常重要%#你认识谁$将决

定#你知道什么$&因此%要通过次级结构洞和簇群来建立与非冗余信息的关系%通过最优化社会网络中的

非重复性关系人的数量%以最优化每个关系人的产出&

#二$ 网络结构

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是网络结构的重要指标&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企业家拥有一个巨大而多元

化的网络%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在有用信息的地方%总有自己的联系人%这对于收集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在

一个群体的结构形态指标中%密度也是一项重要变量%因为一个团体可以有紧密关系%也可以有疏离关系%

紧密团体的社会行为与疏离团体的行为迥然不同!罗家德%"$%$"

)%&*

&一般说来%关系紧密的团体合作行为

较多%信息流通容易%团体合作的绩效也会较好%而关系十分疏远的团体则常有信息不通等问题%网络密度

的计算公式为' C̀?D;AN

)

e

"J

7!7 0%"

%J e网络图中线的数目%7 e网络图中节点的数目&网络密度就是平均

节点程度%指的是整个图形中线的数量有多少%计算一个节点有多少线与其相连%平均数越大%则整个图形

中的线的密度就越大&

网络密度也具有两面性%企业家的利益必然随着规模扩大与多样性增加而出现线性增长%只是说多样

化的网络比同质性的网络%能够带来更大的利益&对比两个网络%一个是分散网络%一个是密集网络&分散

网络意味着网络中的关系人之间很少甚至没有联系%而密集网络即所有关系人都是强关系&因为网络中关

系人都需要花费成本!时间或精力"去维持%分散的网络提供的是非重复性的关系人%带来的是不同领域

的信息(而密集网络的关系人是强关系%会导致大家在同一时间发现同一个机会%可是时间和精力是有限

的%密集关系中关系人获取的信息将比分散网络要少很多&

网络位置和结构洞是企业家网络的另外两项重要影响变量&企业家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状态是指企业

家或组织是否处于网络中心位置%或者拥有结构洞的数量%衡量指标有程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和结构洞

数量等&程度中心性是计算一个人!或组织"在一个团体网络中最主要的个体结构指标&程度中心性的主

体在社会学意义上%就是最有社会地位的人(在组织行为学上%则是最有权威的人(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

最多经济!商业"联系的人&拥有高程度中心性的人%在这个团体网络中也具有一个主要的地位%企业家处

于网络的中心地位%并享有一定的内部声望&中介中心性指标衡量了一个作为媒介者的能力%也就是占据

在其他人快捷联系时重要位置的人%他拒绝做媒介%这两人就无法沟通&占据这样的位置越多%就越代表他

具有很高的中介性%越多的人联络时就要通过他&如果一个社会网络的中介中心性越高%意味着这个网络

有严重的割裂%已形成了一个个分离的组件%这正是社会学家兼企业管理专家博特所说的两个网络间存在

#结构洞$位置的节点&

图"'基于结构洞理论的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

结构洞能产生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使得某个参与者在关系谈判中占据优势&信息利益的实质是信息

通路+先机和举荐&参与者的网络使得他获得比通过自己一个人更多的信息通路&社会网络也能让他更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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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获知信息%从而使其在利用信息上占据先机&同时%一个提供信息利益的结构洞也衍生出控制利益%这让

某些参与者在关系谈判中占据优势&社会学家运用第三方这个概念认为%人们从结构洞中获取控制利益%

这就是渔翁得利的第三方%是通过离间别人关系而获利的第三人&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是相辅相成的%从

网络的结构洞中产生并相与增长%结构洞是第三方活动的条件%最终形成企业家社会资本%它们的作用机

制如图"所示&

四" 区域性企业家集群演进与社会网络)))以温商为例

#一$ 温商网络形成的外部条件

首先是历史因素&有着良好工商业传统的区域%容易形成企业家集群的社会氛围%而能工巧匠的普及

则为产业的兴起带来扎实的基础&例如温州工商业的繁荣始于宋代%.宋书0地理志/记载%温州人#善进

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

!宋代时温州的手工业和商业已经有相当的水平%温州的手工业门类在宋

代时逐渐齐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造船+漆器+瓷器+丝绸+造纸+纸伞以及黄杨木雕等闻名全国&由

于手工技术是通过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来传承的%因而会形成以村落为单位的专业化分工%这些都为社会

网络的形成奠定历史底蕴&由于偶然的原因导致产业集群萌芽%企业家的#潮涌现象$将会通过社会网络

表现出来&

其次是文化因素&一群人共有的生活经验+共有的语言表达%会塑造出这群人的品味&一个社会群体会

透过社会化过程将其文化符号和品味传递给成员%因此在不同群体争取社会资源甚至支配地位时%品味会

变成高耸的大旗%成为成员相互认同的标志&例如温州的方言就是温州人认同的一个标志&温州方言被认

为是中国最难听懂+最难学会的方言之一%无法沟通的属性非但没有使走南闯北的温州人感到难以适应外

面的世界%反而具备其他乡土俚语所缺乏的本土文化的亲和力%成为一种精神归宿上的整合力量&其他群

体%例如客家人群体的文化也有类似的情况&靠文化符号传达的信息%人们很快就可以找到谁属于 #我

群$%谁属于#他群$&这种相吸和相斥的作用%又进一步加强了群和群之间的界限%巩固了社会网络的边

界&

考察广东+浙江和福建等地的企业家集群形成的历史来看%这些区域似乎都有着独特的地域性的文化

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例如浙江#功利和仁义$并举+#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福建泉州靠海上#丝绸之路$

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宗教之间和睦相处理念引入当地%影响着泉州的包容性(广东人!尤其是潮

汕人"的互助合作性更是全国有名&这些文化禀赋极大地促进当地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但文化的两面性同

样也不容忽视%例如广东潮州#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文化%导致潮州本土的陶瓷产业集群和食品产业集

群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分工与合作的程度低%产业集群的竞争力难以提升
)"#*

&温州的情况也十分类

似%在温州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出现企业强强联手的情形%即使有几家联手的企业%也最后不了了

之&

再次是要素条件&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要素条件与区域的供给存在偏离%例如土地要素的制约+工资等

成本上涨导致的劳动要素紧缺和专业人力资源的缺乏%都会促使企业家集群的变迁&在产业发展的初期阶

段%要素条件中劳动资源禀赋是丰裕的%成熟的技术或传统的工艺说明来自于技术的风险是较低的%而产

品短缺的状况证明市场风险也是极低的&一个企业家的成功会带来#致富效应$和#示范效应$%技术和产

品的模仿会催生许多新的企业家出现&在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劳动力丰裕的优势仍然存在%产品价

值链的分工需要一部分人从事营销等市场扩张%这部分人积累一定的市场经验后%会在其他地区建立新企

业%从事生产和其他经营活动%例如温州企业的区域外经销商也在外地从事和本土相同或相似的产业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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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这就是后来的#温州街$+#温州村$和#温州城$形成的原因之一&在技术方面%大多数的企业进行模仿

式创新%只有少部分龙头企业从事探索式创新&到产业的成熟阶段时%劳动力资源相对稀缺%其他要素成本

不断上升%来自产品市场的风险加大%部分靠成本和价格优势生存的企业将进行产业转移%转移至劳动力

等其他要素丰裕的地区%这会带来一部分企业家集群的变迁&企业家为了占有更大的市场%或者是采取

#虚拟经营模式$%总部设在本土%把生产基地分割在其他区域(或者是和区域外的研发机构联姻%在产业

链的研发上获取竞争优势&或者龙头企业外迁%导致配套企业的整体外迁&例如温州灯饰产业外迁至广东

中山%部分配套的企业也相应迁移%这会带来企业家集群的变迁&

最后是企业分工与协作&专业化分工能提高效率%又能降低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壁垒和资金的进入壁

垒%并推动企业家集群的形成&产业和企业的分工%通过纵向一体化把更多的生产工序纳入到产品价值链

中来&原来依靠#血缘+亲缘和地缘$形成的企业家社会网络%慢慢地变成基于#业缘$的企业家社会网络&

例如温州鞋业产业集群萌芽阶段%吉尔达鞋业创始人余阿寿先生%共收了%&个嫡传弟子%除有一个弟子成

为他的女婿留在原企业工作%其他的%1个弟子都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成为鞋厂的老板
)!$*

&发展到今天的温

州鞋革产业%龙头企业和配套企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属于#业缘$的生产合作关系&

#二$ 温商的网络结构和网络联系

在温商网络结构中%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和网络位置是需要重点考察的内容&其中网络规模 !总人

数"+网络密度!国内"5$多个异地温州商会+国外"7$多个海外侨团和本地几十个行业协会"+网络位置!会

长+副会长的重要地位"+簇群结构&本土行业协会!商会"也是温商网络的重要节点&自%##"年邓小平发表

南方谈话以后%全国结束#姓社姓资$的大讨论%温州的民营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温州行业协会!商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急剧发展起来&在这一期间%工商联系统成立了家具+服

装+眼镜+五金+合成革等%#家同业商会和行业商会%经贸委系统和其他主管的行业协会也大多在这一时期

成立&行业协会为会员提供信息服务+技术服务+教育培训+融资服务和开拓市场等服务%加强了商会成员

的联系%发挥着网络的中心作用&

网络联系是动态变化的%各个节点可以逐渐形成自己的局部网络%例如温州本土的行业协会商会+一

些大中城市的异地温州商会和海外侨团等%就联系着周边众多温州商人&

!从某种意义上看%温州商会!侨

团"是特殊意义上的#温州人$%是温州人相互联系的具有一定特色的基本中介&由于商会会员之间+会员

与温州本土机构之间存在信息沟通和联系的断口%因此异地温州商会!侨团"处于温州人经济网络中结构

洞的位置%商会负责人发挥结构洞的作用%具有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温州商会!侨团"同时也是一个网络

的节点%具备社会网络#桥$的属性%是温州人之间沟通交流的纽带&

同时%在外温商具有很密集的网络节点%有着很高的联系强度%如温州商会%一方面会长可以与众多的

会员联系%另一方面以商会的名义同当地政府+温州政府联系&在外温商之所以热衷于商会+协会+联合会

等%真正的动力就是创立一个网络%将散落的温商进行集聚%资源予以整合%以获得更大的资源&这样的制

度设计%一方面是在外温商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相互帮助和提高(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组织%他们更加

方便地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

温州网络的弱联系可以带来一定的创新创业优势&温商网络可以集聚全球的创新创业要素和资源%这

是它的独特和潜在优势&温商在外创业过程中所形成的遍及全国乃至全球的温商网络%能够带来各种创新

创业资源%如信息+产品+资金+技术+教育+文化+人才+政府关系和对外合作关系等%这些要素和资源均可

以通过温商网络进行联系和聚集%以支持产业集群的转型发展&无论国内还是海外%在外温州人在创业过

程中%已经深深地融入所在地的网络&由于温州人的热情+慷慨+执着和友好%他们与所在地的高校+科研机

构+中介机构以及众多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进行交往%这些人士均会与温州人建立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

这可以把温商网络的触角深深地扎进拥有创新资源的其他节点&许多在外温商正是利用这种优势率先实

!#

'第 ! 期 ''周建华% 张一力' 社会网络与区域性企业家集群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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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企业的转型升级&因此%温州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中最为缺乏的专业人力资本和创新资源%可以通过温

商网络的节点予以集聚&

#三$ 温商网络节点的特征

!%"温商数量多%分布地域广&国内温商几乎是遍及全国各地&#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没有市场

的地方一定会有温州人开拓市场$%这句话比较形象地说明了在外温州人遍及全国的情况&同样海外温州

也有这样的特点%从分布情况看%%#7#年%温州华侨还只是分布在亚洲+欧洲+北美洲的%1个国家和地区%

"$%7年已增至五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温州人足迹遍天下$的态势&

!""与温州本地联系是开始多%后来少&无论是国内温商还是海外的温商%在他们创业之初%很多情况

下是与温州相关的&要么直接销售温州产品%要么在温州人店铺生产鞋+服装等产品&但大部分温商会逐渐

减少与温州的联系%并逐步融入当地经济&在外温商与温州!温州人经济网络中心"的关联度出现先高后

低的现象%与温州和温州经济的联系日渐减少&温商以及他们的第二+三代人%随着离开温州时间的增长%

他们回温州的次数和在温州的时间也逐渐减少&近年来随着温州政府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回归温商增加

较快%呈现#+$字形的趋势&

!!"在外温商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犹如温州本土私营个体企业和企业主特点一样%在外温商企业也

是数量多和规模相对偏小%缺乏大企业和知名企业家&#宁波商帮$有著名的大企业家%如包玉刚+邵逸夫

等%#潮汕商帮$也出现了诸如李嘉诚等重量级企业家&温州本土企业的民营企业平均规模也低于浙江省

民营企业的平均规模&海外温商近几年数量增加很快%规模也有较快发展&但侨界真正有实力和影响力的

还是更早在国外生活和经营的广东+福建和香港等地籍人士&

!7"行业分布贸易多%实业少&在外温商所从事的行业中%第三产业尤其是贸易多%而实业偏少%海外

温商则更突出&温州招商局在"$$"年+"$$&年和"$%$年对国内温商的调查结果来看%在外温州人以从事第

三产业活动为主%占4$g以上%其中又以从事商贸流通业占绝大多数&

!

!1"生产的产品是轻工产品多%高科技含量少&在外温商从事的产业有着路径依赖%由于大多从代理

销售温州产品和品牌起步%所以他们经营的商品也大多与温州传统的轻工产品有关&比如%服装+鞋业+打

火机+电压电器等%以及后来的汽摩配+机电等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较少&

!&"在外温商组织数量多%商会互动的少&在外温州人之所以成立了那么多的商会+协会+联合会等

等%每个组织主要是由会长+副会长等掌握资源%在活动中起主要作用&商会之间互动活动的偏少%而且一

部分有实力的温商没有加入商会组织&

!5"偏爱财富积累的多%重视文化提升的少&在外温州人尤其是温州商人%创业初期往往是因为个人

文化程度原因%不能进入体制内的机构%才从事商业活动%或者直接是从农业直接到工商业&一些温州商

人%其个人文化程度相对并不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比较及时和顺利地融入

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轨道%顺应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所以%即使是其中的很多人能够发财致富%但个人

的科学素养+文化修养+价值观+世界观等等%并没有与他们的财富增长同步&无论是国内的温州企业家还

是海外的温商%他们与长三角的苏商+山东的鲁商等还有一些距离&温商给人总体感觉是过分追逐物质财

富%缺乏人文和科学精神&尤其是海外温商%与当地的文化氛围+文明程度形成较大的反差%不能很好地融

入当地经济文化生活&

#四$ 温商变迁的描述性统计

在国外%测算一个区域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方法是计算区域中雇主和雇员的比例%

"研究发现%雇主和

雇员之间的比例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变大&在国内%由于雇主和雇员的统计较为困难%所以采取企业

数目来代替雇主数目%用地区总人口代替雇员数量的方法
)!%*

&也有学者提出从非国有经济份额+个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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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市场化发展水平+发展指数和内生化五个维度建立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指标体系
)!"*

%但是由于指标权

重的设计难度等原因%本文的研究没有对指标体系进行数学模型化设计&

在全国第五次!"$$$年"和第六次!"$%$年"人口普查中%对地区的劳动力人口进行统计%这可以作为

雇员数目的近似代替&同时%为了考察雇主的数目%可以选取企业数目进行替代%有些研究选取区域中所有

企业的数目
)!!*

&但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管理者大多数是政府任命或董事会安排%所以

选择区域中私营企业的数目更能反映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情况%特别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个体工商户

数目也是雇主数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后援力量&在很多地区%今天的个体工商户可能就是明天的企业主&

同时%政府也在大力推行#个转企$和#小升规$等政策%这些举措和创业环境会极大地提升雇主的数量&因

此%私营企业主数量和个体工商户数量与劳动力人口的比例%能很好地说明和衡量在一个区域内企业家人

力资本的基本情况&本文选取四个区域样本城市温州+苏州+东莞和深圳来进行对比%以期能对区域企业家

人力资本的变迁有一个动态的比较分析&

表%和表"是"$$$年和"$%$年温州+苏州+深圳和东莞四个地区的私营企业数量+个体工商户数量和劳

动力人口数量+劳动力中大专以上程度的人口数量&

表%'"$$$年温州"苏州"深圳和东莞四区域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情况

地区 私营企业数目!个# 个体工商户数目!个# 劳动力总数!个# 企业家人力资本!g#

温州 %!$55 "$5##! 11$7#$$ 7*$$

苏州 "##%7 %7457$ 4%$"41! "*"$

深圳 7!$4& "$$4!1 &!!1&%4 !*41

东莞 #"&$ %"$!$! 15157$$ "*"1

''资料来源%温州'苏州'深圳和东莞的"$$%年统计年鉴和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

表"'"$%$年温州"苏州"深圳和东莞四区域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情况

地区 私营企业数目!个# 个体工商户数目!个# 劳动力总数!个# 企业家人力资本!g#

温州 5""!" !"47&" &4$#"$$ 1*#$

苏州 %4"151 !17#44 4&%%5%! &*"7

深圳 !$#&%4 7"!!15 #%1&!#4 4*$%

东莞 44&1$ 7$"71$ 5!1&!15 &*&4

''资料来源%温州'苏州'深圳和东莞的"$%%年统计年鉴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

从表%和表"的数据可以看出%四地区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由"$$$年发展到"$%$年的动态变化情况可表

示为'!%"温州地区由"$$$年的7*$g上升到"$%$年的1*#$g(苏州由"$$$年的"*"$g上升到"$%$年的&*

"7g(深圳由"$$$年的!*41g上升到"$%$年深圳的4*%$g(东莞由"$$$年的"*"1g上升到"$%$年的&*

&4g&从四个城市的区域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动态数据进行观察可知%温州由当初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最丰裕

的地区变成相对最少的地区%而其他城市的企业家人力资本都得到较大的提升%幅度增加比较多%深圳最

高%东莞其次%苏州第三&

#五$ 温商网络的变迁模式

温州企业家集群!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温州经济和温州模式的一个缩影%也是温州企业家人力资

本不断生成的过程%其路线图就是一个从点到线+再到网络的过程&社会网络是温州人在他乡或别国生存+

发展和融入的重要法宝%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体现&似乎有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支配着温州人的流动%温

州人通过人际关系链流动和迁移出来%又聚集在一起%他们的社会网络主要由族亲+朋友和乡邻三者编制

而成%为他们的就业+融资和情感交流等活动提供支持%并有助于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减少在异国他乡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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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企业家集群可分为本土温商+国内温商和海外温商三部分%若把他们看成是一个网络%并且网络中的成员大多

为企业家!商人"%则温州企业家集群就是一个温州人经济网络%后文中#温州人经济网络$和#温州企业家集群$表达的是

同一个释义&



生存+生活和发展风险
)!7*

&温商社会网络的发展孕育着潜在的产业进入者%也帮助温州移民进入到意大利

佛罗伦萨的皮具产业集群
)"5*1$

&发展到今天%在这个社会网络中%本土温商+本土行业协会!商会"+异地温

商和异地温州商会!侨团"都是温州人经济网络的重要节点&

从时间发展的纵向角度和区域属性的横向角度来看%可以把企业家网络的变迁路径分为两种类型%一

是基于产业集群的企业家网络变迁路径%另一是基于区域连带的企业家网络变迁路径&

H*基于产业集群的企业家网络变迁路径&企业家的社会网络类似一种#撒网$过程%在产业集群的萌

芽阶段%是范围集中+强联系的企业家社会网络(在产业集群的发展阶段%变成范围扩大+强联系的企业家

社会网络(在产业集群的成熟阶段%最后成为范围扩大+弱联系的企业家社会网络&从地理上看%这些网络

节点会越来越远%甚至跨越边境&从联系上看%总是与温州这个中心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很多在外温

商仍然从事温州产品的代理和经销等商业活动%例如服装+鞋类+印刷+电器+灯具+眼镜+家具和紧固件等&

在外温商所从事的实业大多数是对温州的产业或企业模式的复制%这些行业与温州的产业极其相似&产业

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会涌现出很多企业家和商人%然后需要经销或代理产业集群的产品的温商%形成了

走南闯北的#十万供销大军$%这会不断地增加节点%聚集在一起形成温州店+温州村+温州街和温州城%这

些节点又与温州有着很多联系&据统计%正泰集团在全国省级和地级的总经销商几乎都是当地商会的会

长+副会长或理事%并且全国将近一半左右的温州商会会长是温州乐清人%这与电气产业集群是温州第一

大产业集群有着很大的关系&从经营者来看也极具有产业特征%例如在外乐清人多从事电器行业(泰顺人

多从事建材行业(瑞安人多从事汽摩配行业(苍南人多从事印刷包装行业(平阳人多从事塑编和矿山机械

行业%而这些行业基本上是当地的主导产业集群&

I*基于区域连带的企业家集群网络变迁路径!泰顺建材商帮&泰顺县位于温州西南部%自古以来就有

#九山半水半分地$之称&由于可利用的资源缺少和贫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批泰顺农民走

出大山闯荡天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泰顺人在兴建和经营装饰建材市场+房地产开发+建材贸易等领域取

得了非凡的成就&从业人员达#万人之多%占泰顺县总人口的四份之一&在全国各地投资兴建的建材市场%

装饰城%商贸城等专业市场多达%$$多个&总投资"$$多亿人民币%年销售额在%1$亿元以上%为国家上税将

近"$亿&这个数字是泰顺当地年财政收入的十几倍&据统计泰顺人在上海的从业人员已达"万多人%成立了

上海泰顺商会&泰顺经营户遍布江苏各个建材市场&在江苏建材行业中%已经占据了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市

场份额
)#*%"!

&

五" 结论"启示与展望

在企业家集群的萌芽+发展+成熟和转型过程中%从点到面再到网络%区域性企业家集群的演进实质上

是一个社会网络的形成过程&社会网络的网络联系和网络结构都对企业家集群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初期%

社会网络专用性依赖有助于强化共同体的认同感%有利于维持共同体的稳定和行动的一致性&但是%企业

家集群网络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半封闭和封闭性的特点%这会给带来一些负面作用&如果企业家之间是

从事相同产品生产或面向共同市场的%竞争性强的特点导致私人之间的联系较少&所以%在整个企业家网

络中%能凭借个人的强联系%能及时掌握竞争对手的经营活动%甚至借此获得他们的创新成果&正是基于这

些原因%不少企业家集群内部的知识产权得不到很好的保护%从而降低创新的积极性&企业家创新创业区

域环境的不规范%也将导致整个区域经济创新能力的惰性&从网络结构的角度看%网络规模大和网络密度

高在初期也对企业家集群网络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冗余信息的增加以及维护成本的上升%需要

依靠企业家网络的弱联系来提供创新资源&网络中处于结构洞的行业协会!商会"或者龙头企业%能拥有

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需要依靠这些#知识守门人$推进区域性企业家集群的整体创新&

本文目前只是以温商为例%从网络联系和网络结构的两个维度对区域性企业家集群的形成+发展及演

进进行定性分析%概况其现状+特点及生成路径&下一步需要做的研究是%一是选取其他典型区域性企业家

集群进行比较%以观察社会网络的不同作用机制(二是选择温商网络的典型节点%例如选择某典型异地温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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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商会!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实证分析网络关系和网络结构对企业家集群的作用"三是选取温商网络

的典型生成路径进行分析#以上三个方面能从横向比较和内部剖析的角度!深化区域性企业家集群$商

帮%的社会属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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