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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从社会资本的定义出发棳对关于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暍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与创新的关系的研究进

行了详细的梳理棳提出以网络规模暍网络密度暍关系强度和网络中心性为基础的结构维度暍以信任为基础的

关系维度和以共识为基础的结构维度对创新有显著影响的假设暎
关键词椇社会资本椈社会网络椈创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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棸暋引言

罗杰斯指出棳创新的传播是一种 社 会 过 程棳任 何 一 种

新观念暍新技术以及新的管理经验都是透过一组关系来进

行传播的暎作为社会网络重要形态之一的社会资本棳为关

于社会嵌入分析架构中行动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

新的视角暎研究表明棳通过利用内部和外部 社 会 资 本棳企

业可以积累知识和智力资本棳并转化为基于知识的竞争优

势棳合作创新成为企业重要的战略选择暎
社会资本理论近年来引起了管理学界越来越 多 的 重

视暎社会资本是有助于行动的社会结构棳是一种可利用的

资源暎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一个广义概

念棳包含了社会网络的众多方面棳如社会联系暍信任关系和

价值体系等暎在实证研究中棳很多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某一

层面与合作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暎社会资

本包含了多种形式和多个分析层次棳纳皮尔与高秀椲棻椵将社

会资本分为 棾个基本维度棳即结构维度暍关系维度和认知

维度 棳此分维方法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暎本文旨在以

纳皮尔等的分维方法为依据棳揭示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对

合作创新的不同影响棳为微观或宏观的合作网络探索新的

治理机制暎

棻暋结构维度与创新

结构维度是指行动者之间相互 联 系 的 整 体 模 式暎这

一维度主要 关 心 网 络 联 系 存 在 与 否暍联 系 强 弱 及 网 络 结

构暎在以结构维度为基础的创新管理研究中棳主要涉及棿
个网络指标椇网 络 规 模暍网 络 密 度暍关 系 强 度 和 网 络 中 心

性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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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棶棻暋网络规模与创新

史密斯等椲棽椵指出网络规模对创新有着正向影响暎网络

的规模越大棳行动者接触的人员和组织就越多棳从而与他

人有更多的社会互动棳可以为行动者带来诸如知识分享暍
降低交易成本等潜在利益暎同时棳公司的联盟网络必须与

公司现有的技术能力相结合棳才有利于创新棳网络规模与

创新之间存在着二元关系暎而 斚斺旙旀斿旍斾的实证研究得到了

相反的结论椇网络规模与组织创新之间没有显著关系暎
我们认为棳网络规模越大棳行动者 接 触 的 人 员 与 组 织

越多棳创新的机会就越大暎但是棳较大的网络规模棳需要行

动者花更多的时间去维护棳相应的网络维护成本就越大椈
同时棳行动者自身掌控信息的能力会影响网络规模与创新

的关系暎由此棳我们提出椇
假设棻椇社会网络规模与创新之间存在倒 斦 型关系暎
假设棽椇个人棷组织的技术能力对网络规模与创新之间

的关系有显著影响暎
棻棶棽暋网络密度与创新

网络密度在整体网络分析中一直是学者们测 量 的 重

点棳因为密度的高低代表群体成员平均互动程度的多寡暎
需要指出的是棳只有在网络的规模大致相同的前提下棳才

可能对不同网络的密度进行比较暎
魁克哈特椲棾椵创造性地提出了组织粘性棬旓旘旂斸旑旈旡斸旚旈旓旑斸旍

旜旈旙斻旓旙旈旚旟棭的概念棳指出有点黏又不太黏的网络密度才适合

快速地传播知识暎史泼尔暍林顿与魁默的研 究 表 明棳工 作

咨询网络中群体的密度越高棳越有利于绩效表现的假设不

被证实暎罗家德椲棿椵以一纺织公司为研究对象棳考察网络特

征对知识管理的影响棳得出网络密度适中不一定适合知识

的分享与管理的结论暎而 斄旇旛旉斸椲椀椵的研究却认为网络密度

与创新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暎
分析不同学者的观点棳我们认为棳网络密度越大棳表明

成员互动关系越多棳往往成员之间交换的资源与信息也越

多棳可能的创新也就越多暎不过棳成员之间的 互 动 过 多 所

导致的过度内部团结也会损害网络外部知识的获取暎网

络内的交流和信任所导致的强大的内部一致性限制了自

主空间棳限制了对更多异质性信息的获取棳从而阻碍创新暎
由此提出椇

假设棾椇网络成员互动密度与创新之间存在一种倒 斦
型关系暎

棻棶棾暋关系强度与创新

学者们普遍认为棳以个体为中心的网络内关系强度与

创新之间存在着正向联系暎斖斻斊斸斾旟斿旑 和 斆旓旑旑斿旍旍斸提出了

网络强度与创新的二元关系论点暎他们认为棳考虑到结构

洞的影响棳人们总是对关系与创新之间的联系想象出更多

的意义棳但实际上组织或成员之间的互动意义并不如想象

中的大暎当关系强度增加时棳与外界联系并寻找创新性新

点子的几率会同时减少棳因此棳实际状况可能更类似于一

种二元关系棳嵌入性的强关系可能会产生锁住效应暎
另一些学者则用格兰诺维特椲椂椵的暟弱连带优势理论暠解

释社会资本与创新的关系暎研究发现棳组织中的弱连带有

助于公司找到有用的知识棳取得创新暎弱连带不适合转换

复杂的知识棳但对于组织中的知识传递有着良好的效果棳
因为群体的弱连带关系使成员们有更多的交流互动机会棳
更容易实现资源与信息的交换暎

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其实并不存在根本分岐棳在很

大程度上是分析角度的不同棳或者说是因任务导向不同而

得出不同的结论暎闭合观试图解释的是协作问题棳寻求的

是一种共有社会资本棬斻旓旐旐旛旑斸旍旙旓斻旈斸旍斻斸旔旈旚斸旍棭椈弱连带优

势观点则试图解释效率问题棳寻求的是一种链合社会资本

棬旍旈旑旊旈旑旂旙旓斻旈斸旍斻斸旔旈旚斸旍棭暎通过上述讨论棳我们提出椇
假设棿椇关系强度与创新之间存在一种倒 斦 型关系椈
假设椀椇团体中如果存在小团体棳则有利于创新暎

棻棶棿暋网络中心性与创新

斢旚旛斸旘旚指出棳由于具有较高地位的组织通常拥有许多

建立新的企业联合的机会棳因此棳高声望创造了摄取资源

的机会暎斣斸旍旐旛斾的研究聚焦于以色列快速成长的高科技

部门中软件新生企业的网络中心性棬旑斿旚旝旓旘旊斻斿旑旚旘斸旍旈旚旟棭和

网络粘着性棬旑斿旚旝旓旘旊斻旓旇斿旙旈旓旑棭的特征棳提出组织间网络中

心的关键位置给企业带来了寻租能力棳使商业组织扩充了

收益棳或增加了企业成功所必需的资源暎斍旈旛旍旈斸旑旈椲椃椵针对制

酒业的集群研究得出结论棳组织在网络中居于中心位置棳
与组织创新有着正向联系暎

以上研究均是将企业视为个体棳即一个企业在社会网

络中越是占据中心位置棳就有越多信息利益或资源利益可

以获得棳从而可以有更多的创新暎由此我们提出椇
假设椂椇个体棬组织棭在网络中的中心性越强棳越有利于

创新暎
但是对于 群 体 集 中 性 的 研 究 则 得 出 了 相 反 的 结 论暎

群体中心性代表的是群体集权的程度棳指互动集中于少数

人的状况暎也就是说棳如果一个群体的中心 性 很 高棳那 么

这个群体的互动实际上很集权棳几个关键人物间的互动实

际上就代表了整个群体的互动暎依贝拉椲椄椵针对组织创新的

研究发现棳群体的集中性越高棳组织越集权棳互 动 就 越 少棳
对于创新实际上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暎但是过低的群体中

心性棳权利过于分散也使得命令紊乱棳互动分散而不集中棳
成员的信息创造能力也会因此而下降棳群体过于分权也不

利于团队的发展暎根据以上讨论棳我们提出椇
假设椃椇群体中心性与创新之间存在一种倒 斦 型关系暎

棽暋关系维度与创新

所谓关系维度是指在社会网络中将人们联系 在 一 起

的信任与规范暎信任在社会资本分析中一直是学者们关

注与讨论的重点暎学者们通常认为棳信任有利于企业内外

或者国内外的开放性沟通和合作暍知识分享和创新暎斄斻旊灢
斻旓旐斸旊 和 斣斿旘斪斿斿旍椲椆椵分析了欧洲不同国家的数据棳发现信

任程度越高棳投资者在研发项目上的投资就越多棳同时信

任与专利申请的数量成正比暎根据以上论述棳我们提出椇
假设椄椇信任有利于创新暎

暏棸棾暏 科技进步与对策暋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棽棸棻棸年



棾暋认知维度与创新

迄今为止棳学术界对社会资本认知维度概念的内涵尚

未达成共识棳因此对于认知维度与创新的关系得出了完全

不同的两种结论暎斣旙斸旈斸旑斾斍旇旓旙旇斸旍以共 同 的 愿 景棳斈斸灢
旊旇斸旍旈和 斆旍斿旘斻旕以公民行为来测量认知维度与组织创新的

关系棳研究均表明棳认知维度与组织创新不存在显著的关

系暎而 斄旑旑斿旍旈斔斸斸旙斸暍斎斿旍旉斿斔斸旍斾斸旘旛和 斉旜斿斝斸旘旚旙以 对 避

税的态度暍对贿赂的容忍度和对主张未要求的国家利益的

态度棾个指标棳测量一个国家的社会共识棳得出共识与创

新有正向联系的结论暎黎仁惠和王晓东椲棻棸椵认为棳认知维度

促使在创新网络中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共享经历棳使隐性

知识转移双方实现有效的沟通暎
社会资本认知维度通常被视为无形的隐性资源棳其度

量问题已成为其实证分析的障碍暎将来的研究有必要对

该维度建立统一的测量项目棳同时对其信度与效度进行验

证暎我们认为共享的语言或意义体系能够提高组织对资

源和信息交换组合的能力棳同时在资源和信息的交换组合

中又能够产生新的知识棳这些知识对于创新至关重要暎由

此棳我们提出椇
假设椆椇社会共识有利于创新暎

棿暋结语

由以上探讨可以发现棳社会资本指标或方法跨层次分

析的能力在微观行为与宏观现象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棳从而

为创新管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暎但是棳基于社会

资本视角的创新管理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棳理论上还存在

不少空白棳比较突出的问题有椇栙 社会网络对创新的作用

机理椈栚 以社会资本权变理论为基础的个人暍组织内与组

织间的创新棳包括网络影响因素棳如网络成员的关系是竞

争性的还是非竞争性的暎网络的成分棳即网络由哪些类型

的成员构成等椈栛个体为求私利而对其个人联结的利用是

如何损害集体创新的暎更重要的是棳我们还必须对其进行

实证检验棳以便为自创新活动和合作创新实践提供切实可

行的指导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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