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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自20世纪 80年代以来，企业 网络凭借 

其特有的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的发 

展 ．在现实经济实践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企业网络已经遍 

及经济领域的各个角落。从 日本的分包制企 

业 网络组织 。到意大利的中小企业联合生 

产 、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群 ，再到跨 国公司 

的跨 国连锁经营和跨国生产 ，继而到美国硅 

谷的微电子工业 、底特律的汽车工业 ，荷兰 

阿姆斯特丹的花卉业．瑞士巴塞尔的制药业 

等区域性的工业带，企业网络组织的规模和 

影响正在迅速地扩张。本文将分析 3种类型 

的企业 网络组织 ：日本的产业分包制 、台湾 

的中小企业网络和美国的联合企业体制 这 

3种企业网络组织涵盖了传统类型和现代模 

式，又兼顾了企业网络组织在大、中、小企业 

中的运用。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1 日本的产业分包制 

日本分包制度是历史和社会相互的复 

杂进化结果，其形成基本上可分成 4个阶 

段：明治维新到“一战”前为早期发展时期 ； 
“

一 战”和“二战”期间为起始时期 ；战后到 

1960年为发展阶段 ；1960—1990年阶段为转 

变时期，其中战争对分包制的最终形成有着 

重要的促进作用。早在明治维新时期 ．日本 

的制造商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分包 

制，但由于当时 日本工业经济仍处于发展的 

早期 ，国际竞争力较弱 ，难以开拓国际市场， 

加上国内市场需求有限。因此分包制并未被 

广泛运用。自从 1931年 日本入侵中国东北 

满洲开始。日本经济开始围绕战争运转之 

后 ，军备需求的急剧上升刺激了日本经济的 

总需求 ，日本制造商不得不利用分包的方式 

来迅速扩张 自己的生产能力 ，产业分包制才 

得以普遍应用并固定下来。战争使得需求急 

剧变动．使生产商无法在短期内依靠的组织 

来满足，因此利用中小企业的力量就成为了 

一 条捷径，大的生产商便将业务分包给中、小 

企业来生产。随后 。日本政府在保持分包制 

这类企业 网络组织的稳定性方面发挥 了重 

要的作用，成立了中小企业局(SMEA)，一方 

面改变了大企业单方拖欠支付这一造成 网 

络不 稳定 的不公平 状况 ．另一方 面促进 了企 

业间的合作。战后 ，产业分包制在日本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个阶段 ，总需求的扩 

张仍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因。此时的市场需求 

是由 50年代电气化热潮所带来的。大企业 

为了不失去市场份额而实行了“全产品线战 

略”。产品线和产量的迅速扩张正是承袭 了 

“二战”时期的经验，利用分包来完成的，这 

种方式较之兼并和收购其他企业的方式，不 

仅役有了后者的繁杂手续和一系列的企业 

融合的难题 ，而且更为迅捷 ，更具可操作性。 

日本的许多知名企业也是在这个阶段 ，利用 

分包制度成长起来的，例如 日立、三菱、丰田 

等。 

1949年和 1953年。日本又组建了大众 

财务公司和中小企业财务公司．建立了向中 

小企业融资的金融制度。上述措施保证了中 

小企业的独立性 。分包制得到了持续的发 

展。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 ．日本的产 

业分包制得到了新的发展。此时的动因主要 

在于 日本企业实现了跨国性的业务分包．越 

来越多的国外厂商被纳人 日本的分包 网络 

组织 中。 

日本企业之间以产业分包制为核心内 

容的网络经济结构被人们称为“联盟资本主 

义”(alliance capitalism)。其特征是 ：在广泛 

的市场范围内．企业之间形成长期性的战略 

合作 ，在资本市场上与银行及保险公司联 

盟；在初级货品市场 ，与综合贸易商社合作 

而在零配件上则与分包厂商结盟；在发展新 

技术上则与竞争对手联手 ．其最大的网络 

“优势”在于专业化分工合作带来的总成本 

的下降以及独特的规模经济。就产业分包制 

而言 ，这一制度使得中小企业能够迅速地获 

取和吸收大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创新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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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则可以集中资源于具有战略意义的 

产品与生产过程中。 

日本 现代 产业 分包 制包 括 了 以下几 个 

重要 的体 系 ： 

(1)战略采购 (strategic industrial sourc- 

ins)。这是指位于最高位置的大装配商(发包 

商 )从第一级分包商的集中化基地采购整体 

装配件和系统零配件．而第一级分包商又从 

第二级分包商处购入专用部件 ．依次分包下 

去。每级分包商(发包商)只需要协调下一级 

的分包商 ，从而将复杂的技术工艺层层分 

解 。大大缓解了生产和控制的压力。 

(2)成本 目标(target costing)。这是作为 

新产 品发展中 的一个 关键过 程 ．这 一方 法用 

“市场价格倒减”而不是“成本叠加”原则来 

计算成本。日本汽车厂商这一方法大大降低 

了成本。首先，汽车商根据市场需要新车型 

的售价 ，将 目标价格分解成本和利润 。再分 

解到各个零部件的成本利润上，上级分包商 

与汽车商共同评估零部件的成本 ，各方都有 

可能从生产效率的提高、资源的节约和创新 

成本的降低获得好处。 

(3)价格分析(value analysis)。这是分包 

过程中用于复杂的成本结构进行分解以找 

出成本敏感性因素的分析技术。通过价格分 

析找出降低成本的可能性所在。利润共享原 

则分包体系各方参与者愿意合作以降低成 

本的重要保障。 

(4)共同设计 (bilateral design)。由于供 

应商在专门零配件上有长期的经验和知识． 

共同合作进行创新设计是对双方有利的。发 

包商与分包商的技术人员在批量生产前进 

行密切合作，不仅有于利各 自的生产。同时 

也形成了技术的扩散、信息的共享。 

2 台湾的中小企业网络组织 

台湾经济在战后迅速发展，与香港、韩 

国、新加坡并称东南亚“四小龙”。是继 日本 

经济崛起之后又一个亚洲奇迹。与日本以大 

企业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有所不同．台湾经济 

的腾飞主要是依靠众多中小企业的发展。中 

小企业 网络 组织则 是 台湾 中小 企业 发展 的 

一 大特 色。 

台湾经济主要依靠中小企业的力量，有 

着政治、历史、地理位置等多方面原因。1949 

年以前，台湾本地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使 

得台湾即便是拥有大量的资金也无法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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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影响了大企业 

的发展 。当时的大企业主要是从 大陆转 移过 

去 的一 些 国有企业 。多为基础性 产业 。为满 

足大量的私人资金的投资需要以及岛内日 

益膨胀的需求，众多的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出来。有人粗略地估计过 ，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台湾有 2 000万人 口，就有 70 

万注册企业 。这意识味着 。每 l5个中就有一 

个 “老板”!由于台湾特殊 的地理 位置 ，台湾 

政府适时地选择 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 

战略．这一战略无疑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小企 

业的发展 ．而抑制 了大企业 的成长 。因为 出 

口导向型经济要求对 国际市场变化十分敏 

感．各企业能够针对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迅 

速做出相应的调整。显然。灵活机动的中小 

企业是最适合这种方式的。 

台湾的中小企业网络则充分体现了“华 

人经济”的烙印。台湾中小企业组织的核心 

是家族 ，实际上台湾企业最典型的特征就可 

归结为家族企业经济。正如前面所论述的， 

家族血亲信任使得家族企业很容易形成企 

业网络组织。家族企业内部管理主要依靠家 

族的兴衰 ．这被 Gordon Redding称之为“弱 

组织”(weak organizations)，但企业问基于各 

种关系网络而呈现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即所谓 “强联 系”(strong linkages)。台湾 中小 

企业 网络 组织 正是 主要 由这类 “弱 组织 ”、 

“强联 系”的众多 中小企业 而构 成的 。 

在台湾出口导向型经济中．中间贸易商 

的作用不可忽视，它是联结生产商和国际市 

场的桥梁。台湾中小企业网络中，中间贸易 

商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贸易商直接与国外 

市场接触 ．搜集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各种信 

息，将之提供给生产商；同时，贸易商还要将 

所接受的定单 中所规定的各项要求翻译成 

中文，与生产商一起研究；有时 ，贸易商还要 

帮助生产商获得新设备和新材料 ，以利于更 

好地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贸易商和生产商 

往往是“一对多”的，即一个贸易商为多个生 

产商提供服务 。这有些像前面提到的 日本 

“贸易商社组织生产型企业网络”。但与之不 

同的是 ，台湾的贸易商一般规模比较小，经 

营领域也没有 日本贸易商社那么宽 ．往往是 

专注于某一个产业。这样，由贸易和生产商 

就 构成 了 台湾 中小企业 网络的第 一层 次 的 

分工合作。 

台湾 的 中小企业 在 发展早 期 主要 从 事 

简单的“接单加工”(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turing)模式转变 ，生产商不仅是按照 

客户的设计订单生产 。而是根据客户提出的 

要求进行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生产装配。还 

包括了生产流程和工艺的设计。完成这一转 

变靠单个的中小企业是难以做到的，这是一 

个网络化组织共同创造的价值。众多的生产 

商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形成合作 ，构成了包括 

产品设计、原材料及设备的供应 、分包厂商 

等在内的生产网络。这是台湾中小企业网络 

的第二层次的分工合作，使得各个中小企业 

在单个企业规模不大的情况下能够获得规 

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生产网络中的精细分工 

和紧密合作又能使整个网络对国外市场的 

需求变化的反应更为迅速和有效。 

大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后，台湾中小 

企业网络开始向大陆延伸。生产商逐渐将一 

些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品或工序转移 

至大陆生产 ，岛内企业则致力于发展创新性 

的、高附加值的产品或工序以及各种营销活 

动。台湾与大陆之问的分工合作进一步促进 

了台湾 中小企业 网络 的发展。 

3 美国联合企业网络 

在美国的经济历史中．大公司和大企业 

一

直是企业组织的主流。福特公司、杜邦公 

司等大型托拉斯组织将传统层级制企业 的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 

国内在赞叹之余。也在悄悄研究和学习 日本 

的经验 ．日本的分包制度等企业网络组织形 

式逐渐被许多公司所借鉴。除此之外．美国 

的联合企业网络也是其在企业网络组织方 

面的重要创新，甚至已经成为推进美国“新经 

济”的主要动力。美国联合企业网络主要是 

指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由企业 、大学或其 

他研究机构、政府、金融部门等联合而成的网 

络组织。美国著名的 128号公路地区和硅谷 

是这种联合企业网络组织的典型代表。 

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内的创新 ，美国 

联合 企业 网络组 织的形成发 展与微 电子 、通 

讯、新材料 、新能源等高新技术的发展是密 

不可分的。这些高新技术最早是为军方提供 

的。为了获得新技术。政府提供给大学等科 

研机构大量的拨款用于研究．然后再交由指 

． 定企业将之产业化。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大 

学、企业之间形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尤其 

是企业和大学之间更是在技术的创新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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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相关设备的设计、生产等多方面进行了 

全方位的分工合作。这也决定了联合企业网 

络往往是在大学的附近形成的特点。比如， 

128号公路地区是指马萨诸塞州大波士顿地 

区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的地区，这里有两所 

世界著名的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 

大学 ：而硅谷所在 的北加州 的圣克拉 拉镇 的 

附近则是著名的斯坦福大学。事实上，MIT和 

斯坦福大学都有着将科研与工业经济结合 

的传统。在 128号公路工业地区和硅谷的形 

成过程中，某些重要的人物起到了不可或缺 

的作用。如 MIT 的 v·布什(Bush)和卡尔·康 

普顿(Compton)~2 MIT争取到了大量 的政府 

和私人投资；斯坦福大学的 F·托曼 (F·Ter- 

m粕)教授帮助斯坦福建立起与华盛顿军事科 

研拨款的联系。并且。他们都鼓励和支持学 

生将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努力 ，帮助他们联系 

企业进行商业化的生产。高新技术产业化后 

带来的巨大收益进一步刺激 了高校的创业 

浪潮，同时大量的风险资本也开始介入这一 

个领域，成为继军事科研拨款之后推进上述 

两个地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与之 

相应的各种金融服务也接踵而来。这样，一 

个联合网络就形成了。在其后 的发展 中，随 

着效仿行为和集聚效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 

继成立；同时原有企业的“甩出”效应，即员工 

从原企业脱离后重新建立相关企业 ．也进一 

步扩大了联合企业网络的规模。比如硅谷 5O 

年代成立的仙童半导体公司，在其创业之后 

8年时间里就有 lO家“甩出”企业成立。包括 

后来的Intel(英特尔)公司。实际上，20世纪 

6o年代在硅谷成立的4l家半导体企业中 ， 

大多数都与仙童有着派生关系，因而被称为 

“仙童家族”企业。各企业在竞争过程中逐渐 

形成了专业化的分工与合作 ，进一步推进了 

联合企业网络体制的扩展。 

4 比较与启示 

通过以上 3种典型的企业组织的分析 ， 

我们发现：每一种企业组织都有其特殊的形 

成背景和应用类型，对我国不同地区经济的 

发展具有不同程度的借鉴价值。下面我们简 

要对这 3种企业网络组织作一对比分析，并 

谈谈从中得到的启示。 

日本的产业分包制是传统的企业网络 

组织类型 ．其特 点是大企业与 众多 的分 包企 

业之间形成了一个金字塔的类似于传统企 

业的层级制安排，从而使得生产链各个环节 

紧密联系 ，环环相扣。大企业在分包过程中 

不仅动员了中小企业的资源和创造力，实现 

了技术、管理知识 的扩散 ，从而从根本上提 

升了中小企业的生产和技术能力。大企业与 

中小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合作也更有利于各 

方在各自领域内的创新。这种制度最适合运 

用于汽车、机械等传统的大型制造行业。然 

而，采用产业分包制时，应注意其局限性。第 

一

。 日本企业间普遍存在的相互持股的问 

题。分包体系中企业间的相互持股固然有利 

于整个网络的稳定，但是也会使其灵活性和 

适应性大打折扣。第二，在分包体系中，中小 

企业的利益有时难以得到保证。大企业凭借 

主导地位 ，往往会采取单方面压低价格或者 

拖欠支付贷款等手段侵害中小企业的利益。 

因此 ，采用分包制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 ，如 

法律法规的保护。 

台湾的中小企业网络是各 国发展中小 

企业的宝贵经验。与意大利普拉托毛纺企业 

网络组织 相 比．台湾的 中小 企业 网络 更多是 

依靠家族和其他社会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因 

而克服了其地域限制的不足．而且也更为牢 

固。当然这也使之受到新的限制 。即只有在 

家族企业传统盛行的华人经济体系中才能 

很好地将之运用到实践中。另外 ，台湾中小 

企业网络的发展是在台湾大企业不 占主导 

地位的情况下实现的，中小企业进入和退出 

机制完善 ，这些都是其发展的必要条件。鉴 

于中小企业资金、技术能力的限制 ，台湾中 

小企业网络一般只适于在服装、鞋帽 、电子、 

食品等轻工业领域发展 。对于汽车、机械等 

大型制造产业则不合适。但台湾的中小企业 

网络的经验的确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 

美国在 128号公路和硅谷地区企业网 

络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首 

先 。这种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联合企业网络 

要求有 良好的环境和土壤。如工业传统 、充 

足的订货，由大学推动的创业精神 、风险资 

本的投资需要等等。第二 ，由于联合企业网 

络中企业的聚集性 。使之呈现出很强的地域 

集中性 。往往要与某一地区的产业发展政策 

相结合。事实上，区域经济理论中对这个问 

题也有过论述 ．并且世界各国也效仿美国的 

经验 ．在特定地区建立了很多的高新技术开 

发区，建立起 自己的联合网络。第三。大学科 

研机构在联合企业网络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 

是其活力和竞争力的根本来源。因此，如何 

推动大学的创业精神是关键之一。最后，硅 

谷内良好的创业文化是其充满活力的重要 

保障。在硅谷内。脱离原企业建立新企业司 

空见惯 ，员工保持着高流动性，这里不存在 

相互警惕．各企业的技术人员经常在咖啡馆 

里聚会讨论技术难题。交流研究心得。这除 

了能使企业间的合作关系更为融治之外 ，更 

重要的是在硅谷内技术的扩散和传播十分 

迅速，技术创新也变得更为容易。这样的创 

业文化无疑是整个联合企业网络的一笔财 

富。尽管硅谷内企业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但 

是在整体上硅谷的竞争力却是其他相关实 

体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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