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江中小企业集群关系网络嵌入
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陈莉平棻棳方暋方棽

棬棻福州大学 管理学院棳福建 福州 棾椀棸棻棸椄椈棽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棳福建 福州 棾椀棸棸棸椃棭

收稿日期椇棽棸棻棸灢棸棿灢棻椂
基金项目椇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棬棽棸棸椆斅棸椄棿棭
作者简介椇陈莉平棬棻椆椂棽棴棭棳女棳福建南安人棳管理学博士棳福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棳硕士生导师棳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暍市场营销等椈方方

棬棻椆椂棻棴棭棳男棳浙江东阳人棳硕士棳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主任棳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暎

摘暋要椇福建中小企业集群在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暍推动福建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棳晋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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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棳以实现资源整合暍业务合作和知识学习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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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中小企业的发展及其竞争优势的提升对我国区域未

来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暎中小企业集群既是

福建的特色棳也是福建的优势棳在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棳促

进福建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暎福建晋江

市更是以中小企业集群为主构筑了独具特色的区域经济

优势棳并提升了企业的整体竞争力暎因此棳本 文 依 据 关 系

网络嵌入理论棳探讨关系性嵌入暍结构性嵌入暍认知性嵌入

对 晋 江 中 小 企 业 集 群 竞 争 优 势 的 影 响棳无 疑 具 有 重 要

意义暎

棻暋晋江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及其成长

晋江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棳是全 国 著 名 的 侨 乡棳是 福

建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构想的重要区域板块暎改革开放

以来棳晋江人大胆探索棳积极利用海外资金和技术棳发展多

种所有制经济棳使晋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棳迅

速从福建省的一个农业穷县棬市棭一跃成为综合实力居全

省所有县棬市棭之 首暍全 国 经 济 百 强 县 棬市棭前 列 的 经 济 强

市暎晋江市自棻椆椆棽年撤县设市至今棳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

列全国百强县棬市棭第椂位棳椆个镇入选全国千强镇棳经济实

力连续棻椂年保持暟福建省十强县棬市棭暠首位暎棽棸棸椄年棳全

市生产总值达椂椆棸棶椀棽亿元棳全市工业产值达棻椀棾棾棶棻棾亿

元棳财政总收入达椃棽亿元暎不仅如此棳晋江市还拥有上市

公司棻棾家棳中国驰名商标椄棻个棳中国名牌产品棽棿个棳中国

出口名牌棽个暎在棽棸棸椄年棬第五届棭暟中国椀棸棸最具价值品

牌暠排行榜上棳劲霸暍柒牌暍特步等棻棻个晋江品牌榜上有名棳
品牌总价值达棿椀棻棶椀椃亿元暎

从上个世纪椄棸年代中期开始棳晋 江 从 周 边 乡 镇 形 成

服装和小商品市场暍建筑材料市场暍鞋帽市场暍烟酒杂货市

场等较大的商品市场棳辐射带动了陈埭的鞋类原辅材料市

场暍英林的布料一条街暍青阳的钢材市场等各类生产要素

市场暎这使得在产业链中的每个企业都可以集中于该产

业的某一个工序或某一种中间产品的生产棳不仅节约了成

本棳提高了效率棳保证了产品的质量棳而且通过每个企业都

集中精力于自身的暟战略价值环节暠并实现优势互补棳初步

形成了中小企业集群棳从而为整个产业链及其集群网络带

来了强大的竞争力暎如今棳晋江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逐

渐成长壮大起来棳已形成纺织服装暍制鞋暍陶瓷石材暍食品暍
轻工玩具五大传统产业和车辆机械暍精细化工暍生物制药暍
纸制品暍新 型 材 料 五 大 新 兴 产 业暎这 些 产 业 共 聚 集 企 业

椂棾棸棸多家棳产业链配套完整棳呈现典型的产业集聚趋势棳即

一个乡镇暍一个地区或几个乡镇集中生产同一类产品棳在

专业镇暍专业乡暍专业村存在一群高度关联的生产企业群

体暍供应商群体暍销售商群体和行业协会暎

棽暋企业间的关系网络嵌入及晋江中小企业

集群的关系网络嵌入特性

暋暋斘斸旇斸旔旈斿旚和 斍旇旓旙旇斸旍椲棻椵认为棳企业间的关系网络嵌入

可以划分为关系性嵌入暍结构性嵌入和认知性嵌入暎关系

性嵌入是指通过创造关系或者由关系手段获得的资产棳包

括信任与可信度暍规范与惩罚暍义务与期望以及可辨识的

身份椈结构性嵌入是指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整体模式棳这一

维度主要关心的是网络联系存在与否暍联系强弱及网络结



构椈认知性嵌入是指提供不同主体间共同理解的表达暍解

释与意义系统的那些资源棳如语言暍符号和文化习惯棳在组

织内还应该包括默会知识等暎本文认同他们的观点棳并认

为企业间的 关 系 网 络 嵌 入 类 型 具 有 不 同 的 特 性暎如 表 棻
所示暎

表棻暋企业间关系网络嵌入类型的不同特性

嵌入类型 内涵 特性

关系性嵌入 嵌入直接的双边关系
强调 联 系 在 情 感 方 面 的
质量

结构性嵌入 嵌入系统性的网络结构
强调 关 系 数 量 及 其 所 占
据的位置

认知性嵌入
嵌入暟外在暠的文化暍规范
和认知

强调 联 系 在 认 知 方 面 的
质量

暋暋通过研究棳本文认为晋江中小企业集群的关系网络嵌

入特性比较明显棳通过嵌入关系网络并形成战略协同是晋

江中小企业集群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暎所谓战

略协同棳就是通过嵌入关系网络的企业间的相互协调暍合

作和配合棳实现资源整合暍业务合作和知识学习暎首先棳晋

江中小企业集群通过嵌入关系网络实现了资源整合棳尤其

是在企业的创建阶段棳晋江许多企业依托社会关系获得急

需的互补性资源棳包括资金暍设 备暍技 术 和 信 息暎其 次棳随

着晋江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棳创建了以暟龙头

企业暠为核心的企业间业务分工合作系统棳大量中小企业

开始围绕暟龙头企业暠投资于专用性资产棳从而有利于提升

企业的竞争优势暎再者棳晋江中小企业集群在共同的区域

环境和区域文化的影响下棳培育了共同的价值观暍行为规

范以及信任文化棳有利于企业间的沟通暍交流和协调棳尤其

是依靠晋江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文化倡导棳以及同业公

会的规范和指导棳使晋江中小企业集群能围绕共同的发展

目标形成共识和相互认同棳并实现企业间的知识学习暎
因此棳晋江中小企业集群的关系网络嵌入特性对企业

间竞争优势的影响可以描述为如图棻所示的情况暎

图棻暋晋江中小企业集群的关系网络嵌入

特性对企业间竞争优势的影响

棾暋晋江中小企业集群的关系网络嵌入对竞

争优势的影响

暋暋本文认为棳晋江中小企业集群通过关系性嵌入暍结构

性嵌入和认知性嵌入棳形成企业间的战略协同棳进而影响

企业间的竞争优势暎

棾棶棻暋关系性嵌入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晋江中小 企 业 从 创 业 到 集 群 发 展 的 历 程 中棳基 于 血

缘暍亲缘扩展到地缘暍业缘的家族式和区域性的情感关系暍
信任关系棳是企业在创业和成长阶段获取所需资源并实现

资源有效整合的重要渠道暎
棬棻棭晋江中小企业创业初期的继承性关系嵌入及其资

源整合暎晋江大量的中小企业在创立伊始棳主要通过继承

性关系网络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捷径来获取或配置资

源暎继承性关系嵌入是指企业行为主体嵌入在进入制度

化企业经营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原有的个人人际关系网络

或社会关系网络棳一般包括企业行为主体尤其是创业者个

人拥有的各种血缘暍亲缘关系棳如家庭成员暍亲戚亲友暍同

乡近邻以及同学朋友等关系暎这些社会关系由于一定的

历史渊源在一个高度相关的网络中形成了紧密的嵌入式

结点椲棽椵棳通常是在企业外部的市场关系或较为疏远的其它

关系不愿意提供资源支持和其它帮助时发挥重要作用椲棾椵暎
晋江中小企业的创建主要是在家庭式企业暍联户合作

式企业棬即几户人家共同集资棳自愿联合并以队办企业的

名义挂靠经营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家族企业棳因此晋江

中小企业的创业实际上是依靠亲朋暍好友暍同乡暍同学和各

种裙带关系棳组成原始的利益群体棳开展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的暎如七匹狼集团就是以晋江金井镇周家三兄弟为发

起人棳并结伙其他好伙伴共 椃人共同创建的椈安踏鞋业集

团也是因为有一个暟爱拼敢赢暠的年轻人丁志忠棳与父兄共

同创造了暟安踏暠品牌暎这种基于情感和信任的关系不仅

成为企业发展初期凝聚亲朋好友在一起共同奋斗的纽带棳
也是企业创业初期资源配置的主要来源暎

首先棳面对创业之初所需的资金 问 题棳许 多 创 业 者 通

常依靠自己的资金积累并向家人或好友寻求帮助棳主要依

托血缘暍亲缘关系等筹集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棳包括

通过亲戚朋友共同集资棳以及通过家庭网络将侨胞侨眷手

中的闲散资金和闲置房产集中起来加以利用暎例如在陈

埭镇早期创办民营企业的椀棻棸棸万元资金中棳利用暟三胞暠
眷属闲散资金的占椀椀棩棳利用侨属闲房的占椄棽棩棳陈埭人

就是这样把暟闲钱暠暍暟闲人暠和暟闲屋暠有机结合起来的暎其

次棳从人力资源的配置来看棳晋江中小企业在发展初期棳主

要依靠家人暍亲友和挚友充当管理者或劳动力棳并担任企

业的一些 重 要 职 位暎这 不 仅 大 大 降 低 了 支 出 成 本 棬如 工

资棭棳而且由于是为自己人干事棳相对于暟外人暠而言彼此之

间的情感关系更强棳更能相互信任暎此外棳由 于 企 业 的 目

标与个人的 利 益 目 标 相 对 容 易 统 一棳使 大 家 的 工 作 积 极

性暍主动性和创新性较强棳从而使个人的社会资本得到充

分的释放暎毫无疑问棳家族成员及亲朋好友对企业的凝聚

力暍向心力和忠诚度棳在企业初期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

大的效力暎再 者棳从 设 备暍技 术暍市 场 信 息 等 资 源 的 配 置

看棳许多晋江企业在创办伊始棳处于既没有生产管理经验棳
又缺乏市场信息和必要的技术暍设备的窘境棳这时晋江华

侨等社会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棳他们帮助企业获得生产设

备暍原辅材料暍新技术以及开拓市场暎如很多 华 侨 利 用 赠

暏椃棾暏暋第棻椂期暋 暋暋暋暋 暋暋陈莉平棳方暋方椇晋江中小企业集群关系网络嵌入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送小额生产设备可以免税的优惠政策棳把原来寄回的赡家

款改为寄回电动缝纫机等小型生产设备椈还有些在海外办

企业的华侨棳干脆运进制作服装的原辅材料棳由亲属或乡

亲在家乡开设家庭作坊进行加工装配棳再把产品运到海外

销售暎当然棳企业创业者也常常向其他具有深厚感情的业

主寻求技术资源暍市场渠道或管理经验等方面的支持暎在

这种继承性关系网络中棳由于成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社交

义务和强制性的信任棳从而推动了成员间不对称的资源交

换暎可见棳在特定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中棳继承 性 关 系 网 络

充当了晋江中小企业资源配置的主要渠道棳正是利用这种

基于暟血缘暠暍暟亲 缘暠的 非 正 式 关 系 自 发 地 实 现 了 资 源 整

合棳才使晋江中小企业生存下来并向集群网络发展暎
棬棽棭晋江中小企业成长期的生成性关系嵌入及其资源

整合暎随着晋江中小企业进入扩张阶段棳生成性关系嵌入

成为企业获取或配置资源的途径暎生成性关系嵌入是指

企业行为主体嵌入在进入制度化企业经营之后与其他利

益相关者之间在价值交换暍业务合作过程中产生的人际关

系网络或社会关系网络棳一般包括企业行为主体在价值创

造活动中形成的各种业缘暍地缘暍情缘关系暎这 些 社 会 关

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棳而是伴随着企业经营活动的开展以

及与其它企业间的经营互动棳关系各方在交换资源及共享

信息的过程中逐步演变形成的棳并通过信任暍信誉机制的

建立棳使企业能够从其它企业那里获取优势资源暎
继承性关系网络嵌入虽然为晋江中小企业的 生 存 和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棳但由于家族企业内部人情至上

与制度规范管理之间的矛盾棳家族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

暟集权情结暠暍家族成员和泛家族成员的有限知识和能力等

因素开始对企业的成长起着制约作用椲棿椵暎因此棳晋江中小

企业从最初利用继承性关系网络逐步过渡到更多地利用

生成性关系网络实现资源整合暎如在人力资源配置上棳晋

江许多中小企业在用人观念上都有了较大的改变棳开始摒

弃看似暟求贤若渴暠实则却是暟叶公好龙暠的错误用人观棳引

进职业经理人棳并吸收一些有能力暍懂管理的专业管理人

才担任企业 重 要 岗 位 的 职 务棳同 时 大 力 引 进 高 级 技 术 人

才暎目前棳晋江已建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棳设 立 专 家 活 动

中心暍留学人员创业园棳引进中高级人才棿棸棸棸多名暎这些

举措都表明了企业暟炒庸亲暠暍暟用贤能暠棳按照市场选拔机

制举贤纳才的态度和决心暎此 外棳从 资 金暍设 备暍技 术暍信

息等资源配置来看棳依托晋江的海外侨胞关系以及他们给

予故乡的全面支持棳加上福建沿海特殊的地理位置棳晋江

许多中小企业在海外侨胞的暟穿针引线暠下棳于棻椆椃椄年就开

始进行来料加工暍来样加工暍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暟三来

一补暠业务棳在此基础上又于棻椆椄棻年开始逐步建立三资企

业棳并进一步成片开发工业区暎因此棳随着晋 江 进 一 步 参

与到国际大分工的劳动协作中棳以及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棳
大量的资金暍设备暍技术暍信息不仅依靠企业的血缘暍亲缘

关系棳也依靠企业的地缘暍业缘关系涌入晋江棳从而推动了

晋江中小企业的聚集暍创新和发展暎因此棳晋 江 中 小 企 业

间的生成性 关 系 网 络棳包 括 企 业 与 相 关 利 益 群 体 如 供 应

商暍经销商暍顾客暍竞争对手以及外部其它合作伙伴的联盟

及合作关系的不断扩展棳更好地实现了合作各方的竞合协

同棳资源共享棳为企业获取外部互补性资源暍稀缺性资源创

造了良好的战略协同机制棳并实现了暟双赢暠或暟多赢暠暎如

晋江许多中小企业通过与供应商暍经销商建立长期紧密的

合作关系棳获取了优势资源的供给和完善的经销网络椈通

过建立与竞争对手在技术开发暍市场开拓方面的合作棳最

大限度地达到了企业间在技术或营销方面的优势互补椈通

过与大学暍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棳不断吸纳暍整合和创

造新的知识棳形成了企业新的知识链和创 新 链暎可 见棳晋

江中小企业间不断的耦合及互动棳已建立了超越血缘暍亲

缘的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棳使企业可以依托地缘暍业缘关

系网络获取更多的优势资源棳并通过业务合作棳更好地抵

御日益加剧的外部环境威胁以及减少企业在发展中的不

确定性暎
棾棶棽暋结构性嵌入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晋江中小企业经过 棽棸多年的发展棳从暟满 天 繁 星暠般

的企业分布到建立较完善的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结构棳促进

了以暟龙头暠企业为核心的业务合作及创新棳进而提升了竞

争优势暎
棬棻棭晋江中小企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类型暎晋江中小企

业集群的网络结构主要有两类椇一是联邦型中小企业集群

网络结构棳即在晋江的一些区域棳如几个乡镇棳由于资源禀

赋暍地理位置暍传统工艺的影响棳逐步形成了专业生产某一

种或少数几种相关产品的现象棳表现为区域内同一类企业

的聚集棳区域分工只是相对于其它区域提供不同的商品或

服务棳而集群企业之间不一定存在产业链上的上下游分工

关系棳大多 数 企 业 提 供 同 样 的 商 品 或 服 务暎如 晋 江 的 石

材暍玩具等产品的生产集群暎在这种集群网 络 结 构 中棳聚

集着大量专业化生产暍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暍规模经济效

应不明显的 同 业 中 小 企 业棳它 们 在 生 产 经 营 中 建 立 了 直

接暍密切的联系并长期共同合作棳以独立暍平等的关系及地

位相互交换所需的信息和共享资源暎二是金字塔型中小

企业集群网络结构棳即在晋江一些区域内的企业主要生产

一种和少数几种产品棳但企业之间按照产品生产的价值链

进行分工协作棳一种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由不同的企业单

独完成棳即从获取原材料暍加工生产到装配暍销售等环节都

是由不同的企业来完成的暎如晋江的鞋业集群棳分工协作

链相当齐全完整暎在这种集群网络结构中棳集群内各企业

立足自身的优势资源及核心竞争力棳选择产品生产价值链

中最能发挥自身优势的生产环节棳既强化了产业配套的效

应棳降低了企业间的交易费用棳又形成了柔性生产的优势暎
棬棽棭晋江中小企业集群以暟龙头暠企业为核心的业务合

作暎目前棳晋江的中小企业集群已经不再只是简单的暟扎

堆暠聚集棳更注重通过品牌带动或者资本纽带走向更紧密

的合作暎以晋江最常见的金字塔型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结

构为例棳企业通常以专业化分工合作为主线棳在非正式社

会关系和制度安排下棳由产业暟龙头暠企业牵头棳其它相关

企业分工协作棳形成产业配套完整暍集聚趋势明显的网络暎
其中棳暟龙头暠企业占据一定的暟结构洞暠棳即成为连接其它

暏椄棾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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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之间关系的暟桥梁暠棳推动集群网络以良好的态势迅速

发展并获得暟结构洞暠优势暎
晋江许多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发展常常遵循 这 样 的

路径椇一些产业先驱者在某个行业的产品和市场开拓中大

获成功棳带动一批模仿者群起而效之棳从而引起业内的激

烈竞争并经过优胜劣汰的分化棳使得一批形成一定规模暍
创出名牌的企业脱颖而出棳成为产业暟龙头暠企业棳进而带

动更多中小企业发展棳并在产业集聚的过程中完成企业间

的分工协作暍弹性精专生产暍营销网络完善棳实现产业链的

上下游整合和相关产业的逐步配套棳而暟龙头暠企业也因为

自身的特殊位置获得更大的优势暎图 棽 描述了以暟龙头暠
企业为核心的中小企业集群网络暎

图棽暋以暟龙头暠企业为核心的晋江中小企业集群网络

以晋江鞋业集群网络为例棳晋江市共有制鞋企业棾棸棸棸
多家棳年产值棻棸棸棸万元以上的企业有棻棸棸棸多家棳其中以

安踏暍爱乐暍亚礼得暍三兴特步暍别克等鞋业企业为网络暟龙

头暠企业棳另以安凯暍富士达等 棾棸多家鞋类制造企业为中

坚棳同时带动意大利满誉鞋机暍兰峰制革等棾椃家规模配套

企业入驻棳从而形成了以暟龙头暠企业为支柱棳以中型企业

为中坚棳以一大批小型制鞋及配套企业为辅助的完整的产

业价值链和较合理的分工协作系统暎仅就鞋材而言棳当地

就涌现出宏伟鞋材暍泰亚鞋材暍盛辉鞋材暍兴业皮革暍峰安

皮革等规模化鞋材生产企业和福建最大的制 革 基 地暘暘暘
安海镇许慕 制 革 基 地棳从 鞋 的 配 件暍鞋 植暍鞋 底暍鞋 跟暍鞋

衬暍轻泡暍炼胶暍吹塑到纸盒暍包装盒等均由专业厂家生产棳
形成了社会化分工暍自主配套的生产协作网络暎在这个网

络中棳暟龙头暠企业通常瞄准国际市场及中高端市场棳并拥

有最前沿的制鞋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棳构建了广泛的市场

网络及客户资源棳具有强大的品牌优势和销售网络棳因而

在网络中通常占据暟结构洞暠位置棳拥有稀缺资源并结构性

地分配这些资源棳依托其在网络中的地位棳拥有更多的关

系优势和控制优势棳获得利益回报的机会较多棳产品附加

值也越大棳同时引领集群内大量的暟下包暠企业及互补品生

产企业协同发展棳从而实现了群体优势暎而其它中小企业

则通过与暟龙头暠企业的对接棳围绕产品链实现专业生产分

工以及技术联盟暍市场联盟等方式的合作暎这些中小企业

通过向暟龙头暠企业提供成本低暍质量好的产品棳实现与暟龙

头暠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以及默契棳从而形成较稳定的供

给关系棳达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棳并创造了令人惊奇的竞

争优势暎
棾棶棾暋认知性嵌入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由于晋江中小企业集群嵌入在晋江的区域环境中棳区

域环境中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暍历史传统以及区域文化中

的价值观暍行为规范暍认知模式等弥漫在整个区域内棳并促

进晋江中小企业集群网络内价值观暍规范的认同和信任文

化的生成棳进而影响企业间的交易行为以及合作行为暎因

此棳晋江中小企业集群网络成功的重要基础在于社会资本

充足暍人际相互信任暎而社会资本的聚集主要基于人们对

某种文化习俗和人际关系的认同椲椀椵棳从而有利于中小企业

集群网络竞争力的提升暎
棬棻棭晋江中小企业集群所处的区域文化及资源整 合暎

首先棳晋江区域内具有强烈暍内聚的家族和乡土观念棳其最

大的特征就是形成暟差序格局暠暎费孝通先生认为棳中国社

会结构是一 种 暟差 序 格 局暠棳即 以 暟我暠为 伦 理 和 认 知 的 中

心棳其它一切关系暘暘暘父母暍兄弟暍夫妻暍朋友暍君臣等都由

暟我暠而派生棳仿佛一个同心圆棳圆心与圆心外一圈圈散开

的涟漪棳就 构 成 了 传 统 中 国 社 会 暟不 断 扩 展 的 秩 序暠暎因

此棳这种由个人暍家庭暍家族暍邻居暍家乡暍祖国等由近及远暍
亲疏有别的暟圈子暠就构成了晋江文化的暟人和暠棳使得晋江

人的家庭及 家 族 观 念暍乡 土 观 念 极 强棳并 依 照 暟和 为 贵暠暍
暟知恩图报暠的原则保持与亲戚朋友和谐暍良好的关系暎而

浓郁的乡土观念及乡情更使得旅居海外的侨胞与家乡保

持密切的联 系棳并 在 企 业 发 展 初 期 提 供 了 主 要 的 资 金 来

源棳以及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积极推动了晋江外向型经济的

发展棳这也是晋江作为有暟海内外三百万晋江人暠之说的全

国著名侨乡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暎因此棳晋江中小企

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晋江人浓郁的家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暎
如晋江中小企业最初的联户经营生产组织形式棳各家各户

本身就属于同一家族或互为亲戚关系棳这种血脉相连的关

系以及共同的家族认同感棳使得他们在联户合作中能够齐

心协力棳相互信任棳一旦企业在经营中获得成功棳就会有更

多的亲戚朋友进一步投资或在资金上给予更多的支持棳从

而推动本地企业在规模和数量上不断扩张暎改革开放后棳
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外晋江人回乡寻根问祖棳在暟族亲暠暍暟乡

土暠观念的驱动下棳他们为了家乡的发展不仅慷慨解囊棳出

资金暍出闲房帮助亲朋好友投资建厂棳更带来了现代经营

理念暍先进设备和技术暍最新的信息以及市 场 支 持暎可 以

说棳晋江中小企业的发展棳海外晋江人功不 可 没暎正 是 晋

江人的爱乡情结和文化认同棳才使晋江中小企业能快速把

握发展机会棳并通过合作融入到国际化分工协作体系中暎
其次棳晋江区域内形成的特定的 价 值 观暍精 神 以 及 行

为规范成为企业间合作的暟粘合剂暠和暟催化剂暠棳是维持中

小企业集群网络运行的重要条件暎从区域的角度看棳晋江

人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深厚的商品意识暍竞争意识和开放意

识棳具有暟敢为天下先暠暍暟爱拼才会赢暠暍暟输人不输阵暠的气

魄暎为了加深企业间长期的合作关系和对外树立整体的

区域形象棳晋江市委暍市政府将暟晋江精神暠总结为暟诚信暍
谦恭暍团结暍拼搏暠暎暟晋江精神暠概括反映了晋江人的价值

观暍人生信条暍精神风貌暎用晋 江 人 自 己 的 话 说棳诚 信暍谦

恭是立世做人的准则棳拼搏是晋江人的精神风貌棳团结则

是晋江人成功的支柱暎因此棳倡导暟晋江精神暠棳就是 帮 助

晋江中小企业集群网络树立共同的价值观棳并愿意与合作

伙伴建立长期互利暍互惠的关系棳实现资源共享暎

暏椆棾暏暋第棻椂期暋 暋暋暋暋 暋暋陈莉平棳方暋方椇晋江中小企业集群关系网络嵌入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棬棽棭晋江中小企业集群的沟通交流及知识学习暎晋江

中小企业主要隶属于鞋帽暍纺织服装暍建材暍食品等具有鲜

明区域特色的产业棳这些产业从暟一镇一业棳一村一品暠开

始创业棳逐步形成规模棳成为某种特定商品的专业市场棳形

成产暍供暍销一体化的专业镇经济暎由于地理位置靠近棳晋

江中小企业的许多业主大多是亲朋好友棳他们之间具有千

丝万缕的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棳这使得在集群网络中企业间

的交流互动频繁棳并且它们之间的合作也是多次重复的暎
这种地区特有的地缘暍亲缘关系网络的存在棳使得企业间

的信任度增加棳并提供了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交流渠

道棳促进了企 业 间 的 知 识 学 习棳尤 其 是 默 会 知 识 的 学 习暎
因此棳晋江中小企业凭借其社会关系棳有利于获取信息资

源棳愿意分享有价值的知识棳这对新信息的传播和新知识

的共享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暎它使得企业间通过合作技

术创新以及共享知识棳大大缩短了产品的生命周期棳提高

产品升级换代的能力暎
嵌入集群网络的晋江中小企业间紧密的关系 催 生 了

共同认知棳拥有了共同的语言并易于沟通交流棳从而可以

避免企业间在沟通上可能发生的误解棳且有较多的机会自

由地交换资源及想法暎晋江的中小企业集群网络作为地

方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柱棳地方政府往往提供良好的支持和

服务平台棳如优惠政策暍信息支持暍招商贸易活动以及洽谈

会暍博览会暍推广会等棳为企业间的交流和对外协作网络的

生成提供了一个新型的平台棳从而促进了企业之间知识暍
信息和经验的沟通与交流暎此外棳晋江同业公会在协调企

业间以及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棳促进彼

此间建立共同的目标棳以及通过相互沟通暍协调并形成共

识暎晋江先后 成 立 了 玩 具暍纺 织 服 装暍烟 酒 食 杂暍机 械 五

金暍建材暍皮业暍摩托车工贸暍机动车市场暍鞋材暍印刷暍种植

养殖暍短裤暍拖鞋暍伞业暍美容 美 发暍石 业 等 共 棽棽 个 同 业 公

会棳会员总数棻椀棸棸多家棳涵盖晋江的重要产业暎这些同业

公会有的是由地方政府出面组织成立的棳有的是由企业自

发组织形成的棳它们在对行业内企业进行统一规范与提供

指导服务中充分发挥协同作用棳有利于企业间关系的协调

和维持暎如晋江安海玩具公会就是玩具业者出自生产和

市场竞争需要组织起来的棳它有自己的章程和行业会规棳
其宗旨在于 协 调 同 业 关 系暍团 结 共 进暍互 通 信 息暍活 跃 商

务棳达到共同提高暍共同发展的目的暎可见棳晋江的同业公

会在企业间 构 建 起 暟人 际 网 络暠棳创 建 了 企 业 间 的 沟 通 平

台棳维系了企业间的信任和情感关系棳有利于企业间合作

的长期开展暎
综上所述棳面临更加风云变幻暍激 烈 竞 争 的 动 态 经 营

环境棳晋江的中小企业集群要做大做强棳还需要克服在关

系网络方面的一些负面效应棳进一步提高区域的总体信任

水平棳改革部分企业暟家族式管理暠的不足棳按照晋江市委暍
市政府提出的暟诚信暍谦恭暍团结暍拚搏暠的暟晋江精神暠棳不

屈不挠地继续努力棳晋江企业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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