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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战略研究者和创业研究者一致认为 , 网络在创业企业

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从关系的角度和资源观

的角度来看 , 创业企业的网络关系代表着企业获取生存和

成长必要资源的关键渠道。

很显然 , 研究者一致认为网络对于新创企业的重要

性 , 但却很少同意在企业的早期阶段 , 网络特征是最有优

势的。一方面 , 有些研究认为新创企业倾向于从家庭成员

和朋友关系中获得构建企业生存能力的关键资源。比如 ,

调查全球500强企业发现: 比起银行或投资者 , 家庭和朋友

会提供最初的资本支持[1]。因此 , 从嵌入关系的有凝聚力的

网络中获得资源是企业家的一个象征。另一方面 , 相反的

观点认为有凝聚力的网络对于新创业企业的形成更多的

是一种觉醒而非优势[2]。作为网络中结构洞的“桥”会为企

业提供更多的优势。因此 , 新创业企业会在更分散的、相互

关联的网络中占据关键位置 , 这样才能为成功提供更多的

机会 ; 如果企业家希望享受长期的成功 , 就必须远离密切

的、有凝聚力的网络[3]。

这些相反的观点所坚持的立场是因为有大量的网络研

究已经验证了企业在某一阶段只有单一的、静态的企业网

络[4]。然而 , 因为企业要求有新的和更多的资源去支持其不

断发展 , 因此 , 企业是动态地从萌芽向早期成长阶段进步。

企业所需的资源可以按照常规的和可预测的方式演化。企

业资源的这种动力本质认为 : 理解企业网络 , 需要更加动

态的方法 , 而且有助于协调两种不同的网络观点。本文认

为演化的资源在网络转变中成为企业是从出生到早期发

展阶段的必要因素。在诞生时, 创业企业网络要确保必需

的资源 , 但是对于获取更多元化的、分散的、保持后期阶段

成长的资源却是不够的。

1 创业企业网络演化特点

创业企业从萌芽到早期成长阶段要面对3个独特的获

取资源的挑战: 可用性、可接近性和不确定性。资源可用性

包括企业能够确定在哪里获得必要的资源 , 其本质在于寻

求的价值和困难。一旦创业企业确定了可用资源 , 它的注

意力就转向了接近资源。资源接近包括创业企业能够获得

必需的资源。在许多例子中, 新创企业不能够获得理想的

资源 , 甚至当新创企业找到愿意提供资源的供货商时 , 还

要考虑交换条款的有利程度。第三个挑战是不确定性———

对创业企业周围条件的预测程度。这种不确定性是一个多

维度的 , 包括任务不确定性、需要和技术不确定性[5]。不确

定性是新创业企业遇到的获得资源的问题。创业企业不愿

意在面对不确定或危险的未来时去交换资源。它也会加剧

寻求可用资源的代价和困难。这3种获取资源的挑战会在

萌芽环境和早期成长战略阶段变化, 并且为网络演化创造

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从根本上来讲 , 创业企业网络演化在诞生阶段主要基

于确认的纽带 , 而在早期成长阶段更多地基于精明的关

系。基于确认的网络作为自我中心的网络, 拥有更高比例

的纽带 , 拥有其他活动者的个人和社会的确认网络或者影

响经济行为的纽带[6]。这种网络更倾向于多元化、有更多的

路径依赖。因此 , 基于同一性的网络很少会获得一个创业

企业需要的资源 , 去满足早期成长阶段所要求的日益增加

的资源。而精明的网络拥有提供更大的可用资源的优势 ,

可以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Williamson借用精明这一术语 ,

认为焦点活动者的纽带主要是受到经济利益激励的自我

中心网络。精明的网络包括一个更大的、更多元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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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纽带或者是基于工作的纽带 , 这种纽带积极管理网络

而非简单地受到先前基于同一性网络纽带的路径依赖的

限制[7]。

网络从基于同一性确认的纽带向更精明网络转变的

基础是: 创业企业试图获得必要的资源以在企业网络中成

长和产生转变。这些变化包括嵌入纽带的网络向平衡嵌入

纽带与近距离的关系转变[8]; 从强调凝聚力的网络向使用

结构洞网络转变[10]; 从更多的路径依赖向有目的的管理网

络转变[11]。如果企业采用这一模式 , 会获得更好的绩效。

2 创业企业网络演化的维度

2.1 从主要嵌入纽带的网络向平衡嵌入纽带与嵌入近距

离纽带的网络转变

当一个纽带的社会关系影响了创业企业的经济行为

时, 根植关系就是存在的。根植的纽带在创业企业的早期

阶段更为重要, 其一是因为他们有助于使企业克服获取资

源的困难 , 克服已有资源和机会的限制。比如 , 当银行和资

本商不愿意提供资源时 , 新创企业可以从亲密的朋友或者

家庭成员那里获得资本。其二是由于新创企业只有有限的

搜索能力, 很少能了解全部潜在的商业纽带。第三 , 也许更

重要的是 , 新创企业很少像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后期阶段那

样被其它企业认为是有潜力的纽带, 他们缺少明显度。新

创企业只会感觉到有一个高不确定性的未来和低互惠的

可能性 , 因为隐藏着高风险 , 所以缺少对嵌入关系的企业

信任的知识。由于存在这种不确定性 , 依赖于非根植纽带

的新企业通常不能获取必要的资源。相反 , 尽管新企业缺

少资源 , 缺少短期经营的互惠、合理性和由于新而带来的

责任, 来自根植关系的支持会继续下去[11]。因此 , 嵌入关系

能够提供的已有资源 , 对于新企业非常容易接近 , 在企业

早期阶段是这一模式。

企业进入早期成长阶段后, 嵌入网络的纽带就很少会

提供必要的资源去支持成长, 企业需要寻求和发展一个更

宽泛的新纽带 , 这种纽带拥有提供新资源的潜力、克服已

有资源限制的挑战。这种近距离的新纽带同商业纽带是相

似的, 其功能是两个团体之间没有任何延伸的人际接触和

社会接触。近距离纽带更有可能在诞生期提供给早期成长

企业所需的资源。事实上, 拥有太多的嵌入关系的纽带和

拥有嵌入近距离的纽带, 都不会为一个早期成长企业带来

最大利益 , 这种纽带仍然需要通过关系纽带和商业纽带提

供各自适应性的利益 [8], 故应该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一个平

衡[8]。近距离的纽带通常被转换到更多的关系纽带中 , 因为

他们要在严格的经济利益基础上交易 , 承担更多的社会维

度。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和搜索能力在后期阶段更多倾向

于作为近距离的延伸而拓展出来, 嵌入网络的纽带的比例

将会随着企业从诞生阶段向早期成长阶段下降。这种日益

减少的关系纽带网络意味着企业从一个基于同一性的网

络向一个更精明的网络转变。

因此, 企业网络的嵌入关系纽带的比例将会随着企业

从诞生阶段转向早期成长阶段时减少。

2.2 从有凝聚力的纽带的网络向架构结构洞的纽带的网

络转变

有凝聚力的网络特征是纽带之间的高密度和相互性 ,

团队内成员要比那些非团队成员拥有更高频率的纽带 , 一

个开拓结构洞的网络必须分离“非冗余接触”[2]。因此 , 一个

架构结构洞的企业要同那些没有联系的企业之间建立关

系。

在诞生阶段 , 当一个企业在闭合的、有凝聚力的网络

中共享成员身份时 , 它就会享受可获得资源的优势。在那

种网络中 , 由于其他人会基于相互的同一性、社会责任感

和“强迫性信任”提供帮助 , 资源将会更容易获得 , 强迫性

信任会降低应对一个新企业而产生的风险。但是有凝聚力

的网络在获得已有资源方面会提供优势 , 对于新企业而言

也拥有一个根本的弱点: 已有的资源可能会限制在那种多

少有些闭合的网络中。关系和资源, 尤其是信息 , 在这些密

网络中有可能存在高冗余和低多元化。因此 , 向早期成长

阶段推进 , 企业需要超出最初的、密切的和有凝聚力的网

络 , 在这种网络中 , 为了找到和发现能够提供更多的已有

资源的新纽带, 他们会表现出这一趋势。

Burt有助于架构结构洞的术语允许一个企业 控 制 其

他个体需要的资源, 会增加附加值。对于一个新企业而言 ,

一个拥有丰富结构洞的稀疏网络不能抵消潜在纽带觉察

到的风险。然而 , 当企业证明了它的生存能力并且向早期

成长阶段推进时 , 架构结构洞的纽带可能是最有价值的。

这种离开凝聚力, 朝着架构结构洞的转换代表着更多的向

精明网络的推进。因此 , 网络的凝聚力将会随着新企业从

萌芽阶段向早期成长阶段的推进而下降。架构的结构洞数

量将会随着新企业从萌芽阶段向早期阶段的推进而增加。

2.3 从路径依赖的网络向有目的的管理网络转变

路径依赖同有目的的管理网络自相矛盾的观点是新

企业存在的一个现实。如果新企业依赖于企业家先前存在

的网络或者企业家的社会网络的话, 新企业的网络会由高

路径依赖延伸出来 , 即如果新企业发现很难提供嵌入纽带

的商业关系的话 , 这些嵌入纽带和具有凝聚力的网络会限

制积极主动管理网络。在萌芽阶段, 这种相似的根植作为

一种优势可以获得可接近的资源, 也限制了企业网络的灵

活性和适应性[15]。此外 , 如果存在很多机会和高资源 , 网络

的适应能力增加 , 新企业在萌芽阶段的有限资源和机会会

强化路径依赖。因此 , 资源的获取继续通过已有的网络和

路径依赖的网络渠道产生。

然而 , 由于企业试图向早期发展阶段推进 , 因此网络

会变得更有责任而有目的的管理。企业会寻求更多可获得

的资源 , 增加声誉 , 增加合理性 , 增加有目的的管理网络的

能力和愿望, 向着超越最初的、核心的网络推进。比如, 企业

机会和潜在的、可获得的资源的延伸会由于机会识别技能

的增强而增加。有目的的网络管理也通过企业日益提升的

声誉和社会地位、网络经验和网络适应的机会而得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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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这种区别性的网络管理能力的结果是企业从路径依

赖向更有意识的管理网络转变, 速率上存在差异。新企业

网络将会承担高度路径依赖的责任, 企业将会以日益增加

的精明的方式管理外部网络。企业网络的演化在萌芽阶段

将会受到路径依赖过程的控制, 但是随着企业推进到早期

成长阶段会变得更有目的地去管理网络。

3 小结

本文为战略研究和网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对于战略研究而言, 新企业应用网络作为一个战略手段去

获取资源、支持企业绩效的理论说明了网络的战略本质。

此外, 战略和结构的概念可以被融合和进一步加强。因此 ,

影响企业绩效的一个关键因素有待于进一步确认和验证。

在萌芽阶段和早期成长阶段, 理解企业网络的演化是本文

的重点。这种动态的研究方法使我们能够协调两个表面上

看起来有矛盾的网络理论观点, 进一步启发我们理解网络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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