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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全球生产网络内产业升级理论框架为基础，研究相关产业在参与全球化分工过程中不断实现升
级的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并对中国相关产业网络内升级现状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促进中
国相关产业网络内产业升级的对策措施。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采用交易费用等理论观点探讨了全球生产网络这种生产组织方式
的本质特征，综合了垂直专业化分工理论、产品内分工理论、新兴古典经济学等不同理论的研究成果
，认为全球生产网络产生的动因与发展演变的决定因素主要包括静态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内生比较
优势、交易费用、市场竞争压力、投入品比例差异以及不同生产环节的有效规模差异等方面。
②借用知识管理的有关理论观点分析了全球生产网络内部独特的知识转移与扩散机制，为网络中的供
应商获取知识、实现升级提供了重要机制与渠道。
③分析了网络内产业升级的内涵与机制，将与全球生产网络相关的升级类型分为不同产业问的升级、
产品升级、价值链升级、企业能力升级、角色升级、关联与溢出效应升级六种类型，并分析了几个相
关案例作为支撑。
④建立了全球生产网络内产业升级影响因素模型框架，系统分析了影响网络内升级的诸多因素，包括
不同的网络治理模式、政策体系、外部环境、企业特征等。
⑤采用合理指标具体评价中国相关产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升级地位。
根据相关调研结果，我国已参与网络内分工的相关产业基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升级，主要表现为由
劳动密集型环节逐步向技术密集型环节过渡，但仍需向网络中高附加值、核心环节升级。
同时，着重分析了服装业、电脑及外设等产业网络内升级的具体现状。
⑥提出了针对中国相关产业网络内进一步升级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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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个人知识与组织知识　　知识也可以被看作是存在于个体或者集体中（Nonaka，1994）。
个体知识由个体创造并存在于个体中，而社会知识由一个团队的集体行动所创造，并在集体的行动中
内在化。
由于知识的产生来自人的实践与认识，知识是由个人产生的，所以离开个人，组织就无法产生知识。
组织知识是将个人产生的知识与其他人交流而形成并结晶于组织的知识网络之中。
个人只能获得与产生专门领域的知识，而在创新活动中，需要综合各种知识并转化为生产力，这就需
要组织知识。
组织技艺包括文件、图纸、规程等等，可以认为是组织的显性知识；此外，还有组织的隐性知识，存
在于个人记忆和已形成的人与人的默契之中。
　　除了被广泛引用的上述知识的分类，还有各种其他的分类法，他们避开了晦涩难懂的显性一隐性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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