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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 任作为科技型 企业家重要 的隐性 资本 ，在科技 型企业家社会 网络 中一旦形成往往 不容 易改 变，并呈现 

路径依赖性，这种路径依赖性体现在信任链的形成过程中。信任链体现不同企业家个体间的交互作用，其实质是信任 

流动。信任链的形成和发展基于组织的信任需求而发生和发展，它能赋予企业优势竞争力量，对促进组织间交互沟通、 

减少交易费用、提高信任链整体的创新能力和形成信任链的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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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竞争将不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 

的竞争，而是信任链与信任链之间的竞争。 

信任链的竞争优势是指一个信任链在与其 

他信任链的竞争中昕表现出的相对优势。科 

技型企业家社会网络有利于信任链的核 t2, 

成员——科技型企业通过与资源拥有者保 

持广泛的交往和联系，获得参与竞争所需的 

各种资源。因此，积累了大量社会网络的信 

任链就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它对促进科技 

型企业组织 间交互沟通 、减少 交易费用 、提 

高信任链整体的创新能力和形成信任链的 

竞争优势具有现实意义。 

科技型企业家的社会网络表现为社会 

交往 ，它可 以促进成 员之 间的相互信任 ，提 

高成员的可信赖程度。信任是个体或组织通 

过一系列相互作用所获得的对其他个体或 

组织的可依赖程度的认识，也是一种信 t5，要 

通过一 定 的时间才 能获得 。从 动态角度 来 

看，科技型企业家之间信任水平的演化需要 

经历 3个阶段。一是以合约为基础的信任。 

这种水平的信任是个人基于经济人理性角 

度而做出的，信任行为如同经济行为，即成 

员企业在衡量其机会主义行为的收益与遵 

守合约的未来收益之间做出的权衡，然后决 

定要不要信任对方。波茨认为这是一种可强 

制推行的信任，这种互惠的预期和可强制推 

行的信任两者都是借助于对约束因素的惧 

怕而推行的。信任的维持取决于这种惩罚力 

量的明确性和可行性ll】。二是以认知为基础 

的信任。这种信任建立在对对方行为表现的 

预测能力之上 ，随着双方互动的增加，彼此 

之间持续性沟通有助于行为人了解对方的 

需 求 、偏好 以及 态度等 相关 知识 ，因而 其预 

测能力得到加强 ，并 能通过关 系的持续而逐 

渐扩大双方共同活动的范围。三是以认同为 

基础的信任。这种信任是建立在双方长期互 

惠合作的基础之上 ，谋求长期利益 ，而非机 

会主义的短视行为 。在这个阶段 ，科技 型企 

业家 已经有效地 了解 对方 ，科技 型企业 家将 

对方的需求和意图纳入 自身的行为准则之 

中，双方 能够坦 诚地进 行交 流 ，充分 考虑 对 

方 的利益 。而科技 型企业 家随 着交 往 的增 

加，将有可能逐步从以合约信任为基础的弱 

连带连接逐渐过渡到以认 同信任为基础的 

强连带连接，可以促进双方信任关系的发展 

口
。 事实上，科技型企业家的信任关系之中已 

经隐含着有某种共同的价值和 目标使得他 

们走在一起。波茨曾提出过超出理性选择解 

释的两种社会网络起源 ，承认文化和规范的 

动因。首先，价值和规范内在化或者“价值内 

向投射”，能够推动一个人建立社会联系，与 

对方建立最基本的信任。其次，有限团结也 

能推动一个人建立社会联系，或使个人因认 

同内部集团的需要和 目标而把资源转让给 

他人ll】。因此 ，那些认同组织目标和价值观的 

成员更可能被其它人视为值得信赖的对象。 

信任作为科技型企业家重要的隐性资 

本，在科技型企业家社会网络中一旦形成往 

往不容易改变，并呈现出路径依赖性，这种 

路径依赖性体现在信任链的形成过程中。信 

任链体现不同企业家个体间的交互作用，其 

实质是信任流动。科技型企业家个体的信任 

需求是信任流动的动力源。信任链的形成和 

发展基于组织的信任需求而发生和发展。信 

任需求或是为了弥补信任差距 ，或是为了获 

取互补性隐性资源。对不同要素而言，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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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信任在组织内部或直接被应用于生产 

经营中，提高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和组织管 

理水平 ；或经消化 、吸收与组织储备的信任 

存量高度集成和有机整合 ，又产生新的信任 

_3l
。 在信任链中，任何一个科技型企业家个体 

均呈辐射状与其他众多组织或个体之间发 

生信任流动，每一个组织或个体都是网链中 

的一个节点，每一个节点有可能同时归属于 

不同的信任链 ，众多信任链交织成复杂的网 

链式结构。信任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网链中流 

动，并产生增值。主体之间的联系越广，信任 

流动的水平越高，信任链越有效。信任链成 

员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在信任流动过程中 

形成了社会关系网‘络，因而 ，社会网络也存 

在于信任链各成员内部和成员之间。信任链 

中的社会网络是指信任链成员通过成员之 

间信任流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网络关系来获 

取稀缺的信任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 

科技型企业家社会网络越丰富，其隐性 

资本值就越高。影响信任链中科技型企业家 

社会网络的因素_4l，包括： 众多信任链所构 

成的信任网络的规模越大 ，社会 网络越丰 

富。②信任链成员所拥有的各种形式的信任 

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布尔迪厄曾经指出：社会 

网络的数量取决于网络规模和网络成员的 

社会资源状况，即网络规模只是决定社会网 

络的因素之一 ，网络的质量也是很重要的。 

在信任链中信任资源的质量起决定性作用。 

⑧信任链成员之间所拥有的异质性信任资 

源越丰富，异质性越大，互补性越强，社会网 

络的潜力越大。 信任链成员之间的关系强 

度和成员之 间的异质性 ，反映 了社会网络 的 

潜力。而成员之间的关系强度，决定了社会 

网络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关系越强，社会网 

络的作用越大，关系越小，社会网络的作用 

越小。⑤信任链成员的声望是决定其社会网 

络的一个重要因素 ，声望越高 ，拥有的社会 

网络越丰富。信任链在科技型企业家社会网 

络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表现在： 促进组 

织间交互沟通。信任链中的信任流动是一个 

复杂的交互沟通的过程 ，要求成员之间密切 

交流，建立长期的相互信任关系。以相互信 

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有助于促进组织间的 

交互沟通，建立和保持组织之间长期稳定的 

相互作用和信任交流，减少信任流动中的不 

确定性，实现信任共享和共同创造新的信 

任。信任共享又能增强成员之间的信任，从 

而丰富社会网络的积累，形成良性循环。② 

减少交易费用。信任链成员间的信任流动， 

不仅反映了市场关系，也反映了社会和文化 

内涵。成员间的关系受制度环境的影响，制 

度包含社会规则、文化规范、惯例和习俗，规 

范组织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通过限制和激 

励学习和创新而影响组织行为的游戏规则 

_3l
。 制度为组织间的信赖关系打下了基础。因 

此，社会网络有助于建立信任链成员之间的 

互信和互惠的规范 ，促进合作 ，减少在公众 

事务和市场上的“搭便车”或利益互损行为， 

从而减少交易费用。⑧提高信任链整体的创 

新能力。在新经济中，创新更多是通过一种 

借助动态的生产关系或合作创造价值的网 

络实现的。著名管理学家彼得 ·德鲁克和其 

他一些专家主张，在新经济中，一项重要的 

组织原则是网络、合伙与合作创业_51。这种有 

利于创新的合作的成功取决于信任链成员 

之间的相互信任、互惠规范和网络，即社会 

网络在信任链具有促进合作的 “粘合剂”的 

作用 ，确保信任链运行顺畅，使所有成员都 

从合作中受益。信任链所拥有的创新能力还 

能吸引新成员加入 ，扩大信任链规模 ，众多 

的信任链形成信任网络。因此，社会网络有 

助于信任尤其是隐性信任在信任链成员之 

间的传播与扩散，从而有助于信任链创新能 

力的提高。拥有丰富社会网络的信任链整体 

的创新能力远大于单个组织的各 自创新能 

力的总和。④形成信任链的竞争优势。信任 

链的竞争优势是指一个信任链在与其他信 

任链的竞争中所表现出的相对优势。信任链 

要在竞争中获胜，必须形成竞争优势。社会 

网络有利于信任链 的核心成员——企业通 

过与资源拥有者保持广泛的交往和联系，获 

得参与竞争所需的各种资源 ，企业资源是持 

久竞争优势的源泉和基础。因此，积累了大 

量社会网络信任链就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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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rust，as the important recessive capital of tech—entrepreneurs，cannot be changed easily once it was 

taken shape in the tech—entrepreneurs’social network，what is more，it reflects a kind of dependence on route 

that gives its impression in the formation of Trust Chain．Trust Chain reflects the mutual functions between dif- 

ferent entrepreneurs，whose essence is flowing of trus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ust Chain，being 

based on requirements for trust of the organizations，which can give the edge to the enterprises，and it has a 

greatly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mutu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s，reduce their trading cost， 

improve renovation ability of the whole．trust chain and form its competence edge． 

Key words：trust chain；tech—entrepreneur；social network 

2005·1 1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