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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产业集群包括一系列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集中的企业和机构，“地方
网络”和“根植性”是其两个关键性的特征。
在产业集群中，企业一般都会同时构建起正式网络（主要是商业网络）和非正式网络（主要是社会网
络），这两种地方网络相互缠绕、彼此增强和制约，在产业集群演进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广大集群企业普遍采取了集群化成长模式，即一个企业的成长依赖于在同一区域、同一产业的其他企
业的资源能力。
同时，科研院校、中介组织、地方政府等地方性机构的存在和发展也为集群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支撑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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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第二次企业访谈之后，在大量文献阅读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了本书的研究框架和主要研究变量．即
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产业环境一网络模式一能力状态”综合匹配模型。
随后开始设计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中的变量选取、变量定义及测量指标主要来自已有文献中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实地访谈资料
。
经过努力，在2006年lO月完成调查问卷的第一稿。
并在课题组课题研讨会上进行了多次讨论，主要集中在问卷整体结构的合理性、变量测量条款的科学
性、语言表述的易读性等三个方面。
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调查问卷的第二稿。
利用第二稿问卷，我们开始进行试调查。
试调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我们和课题组其他成员参与的第三次访谈企业进行调查，二是通
过个人关系发放一批问卷。
第一种方式回收lO份，第二种方式回收16份，总共26份。
问卷填写人大多在10-15分钟完成问卷的填写工作，同时对问卷的用词、条款排序和逻辑关系提出了相
应的意见。
同时，基于回收问卷数据的初步统计分析表明，研究主要变量具有较好的结构性。
因此，在课题组其他成员的协助下，我们进一步根据试调查中发现的用词、条款排序和逻辑构思方面
的问题，对问卷进行逐行修正，最终形成问卷的第三稿，即用于大样本调查的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基本信息、企业网络、外部环境、企业内部能力和企业成长性。
第一部分是基本信息，主要包括企业的成立年份、企业的主营业务、企业的员工规模以及企业在价值
链上的位置；第二部分是对企业网络特征的测量；第三部分是对集群企业外部的技术和市场环境不确
定性的测量；第四部分是对企业内部制造能力和吸收能力的测量；第五部分是对集群企业成长性的测
量。
其中，企业基本信息和企业网络特征主要采用客观数据测量，环境不确定性、内部能力和企业成长性
均采用Likert5分量表测量(具体见附录2)。
在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之前，我们进一步确定了被调查产业集群、被调查企业和被调查人的选择标准
。
首先，在被调查产业集群选择上，为了提高实证研究的外部效度，我们认为应该从多个产业集群进行
抽样；同时为了保证实地调查的可行性，我们还应该获得这些地区被调查集群企业的支持。
因此，基于抽样的多样化标准和可得性标准，最终选择浙江海宁皮革产业集群、慈溪小家电产业集群
、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永康小五金产业集群和绍兴轻纺产业集群这五个产业集群。
这五个产业集群虽然都属于制造业产业集群，但是每个产业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保证了样本的多
样性，提高了最终实证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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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区域产业集群演进中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与模式研究》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演进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
在演进的力量下，集群企业在网络化成长的过程中不仅表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也表现出显著的多样
性特征。
这就要求我们识别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不同模式，也表现出显著集群企业选择不同的网络模式以实
现企业成长的内部机理。
基于集群企业的异质性假设，《区域产业集群演进中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与模式研究》理论结构
建并实证分析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产业环境-网络模式-能力状态”综合匹配机制模式。
具体来说，产业环境是集群企业选择差异化网络模式的权变因素，内部能力状态则是集群企业有效利
用特定网络模式所提供网络资源的驱动因素。
利用浙江省五个产业集群实地调查数据，《区域产业集群演进中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与模式研究
》归纳出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四种典型模式。
其中，模式I和模式两种传统的网络化成长模式，模式和模式则是未来集群企业升级的两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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