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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吸收企业竞争优势理论、战略网络理论、社会经济学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博弈理论等相关领域
的研究成果，以动态能力观为融合这砦理论的研究主线，对以下两个父键性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伞面
研究：（1）从动态能力的观点出发，探寻企业遵循动态能力观点，如何整合内外部资源，围绕自身
发展构建战略网络，如何基于企业动态能力及战略网络动态能力的更新获取竞争优势。
（2）揭示企业战略网络合作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此基础上的找出战略网络治理中的关键机制
，实现战略网络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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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战略网络及动态能力理论文献综述　　2.1　组织间关系和网络问题的回顾　　为了准确
理解和界定战略网络的概念，有必要对网络范式兴起的背景以及不同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下的网络内
涵进行分析研究。
　　网络的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
长期以来，组织间关系或网络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市场和科层两种理性组织方式的例外。
直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展开对“关系”（relationship）属性及其功能和本质的探讨，并试图将
其列为市场和科层之间或之外的一种组织形式。
互动、关系和网络在学术界引起关注，并日益被企业界所接受。
　　然而，目前关于组织间关系和网络的研究文献还很分散，缺乏一个广泛认同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框
架。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在借鉴Ritter T．和Gemunden H.G．（2003）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网络相关文献
的回顾，寻求一个全面解析网络研究维度差异的平台，为形成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网络理论提供支
持。
　　2.1.1　互动、关系和网络　　关系的形成是从两个组织之间的互动开始的。
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些经常性的互动导致了组织间关系的建立（在美国文献中也被称为联盟）。
这些稳定的关系就有以下特点：　　（1）长期性。
　　在一个关系中，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具有长期性。
单个主体之间的互动和交换被认为是有助于形成关系发展所需的惯例、制度和适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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