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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过程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即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在某一区
域内的大量集聚，人称产业集群、块状经济或专业化产业区。
浙江的这种“块状经济”有300多个，绍兴的纺织业、嵊州的领带、温州的打火机、义乌的小商品、诸
暨大唐的袜子、海宁的皮革等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典型例证。
这种产业集群或企业集聚的意义也非同小可，它占到浙江工业产值的60％以上，而且加入这种集聚中
的企业效益往往好于单个企业。
这种现象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经济学者的注意，许多学者纷纷加入研究行列，与此有关的研究文献与日
俱增。
　　朱海就所著《企业网络的经济分析：产业区能力差异的解释》一书是这类研究的优秀成果之一，
是一部有特色、有深度、有创新的著作。
　　该书的理论价值首先在于其建立起了一个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即企业网络的经济学分
析框架。
主流的经济学把交易与生产分开，而本书则着眼于企业间关系的分析。
在作者看来，各种小企业集聚在一起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活力与能量，底蕴在于“关系”。
在生产区中，“关系”对于“生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
主流经济学假设的个人或企业，都是孤立的“点”或“黑箱”，而作者则要考察企业网络的整体生产
能力，这种网络是由“关系”联结的。
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难以用于对企业网络的分析，也有意回避了这一问题，但企业网络是一种客观
存在，并且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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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网络的经济分析：产业区能力差异的解释》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构造一个分析企
业网络的理论框架；二是用这个框架解释产业区能力的差异性。
一、企业网络的分析框架：“企业网络”的经济学分析框架目前在国内还没有见到，对企业网络的经
济学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
《企业网络的经济分析：产业区能力差异的解释》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在主流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
的假定：将交易（企业间关系）与生产分开处理，认为交易（企业间关系）不影响生产。
在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价格理论与成本理论是分开作为不同章节的，这个假定说明主流经济学孤立地
处理企业或个人的行为，但多数学者没有注意到这点。
而这种假定和处理方式与网络本身的最主要特征显然是相违背的：交易（企业间关系）与生产是不可
分的。
为什么企业或个人要组成网络？
显然是因为企业间的关系对生产有影响。
为什么单个企业能力小而组成网络后能力会大大提高呢？
显然是从“关系”中得到了资源。
企业的生产受到“关系”的影响。
在产业区中，“关系”对“生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
因为大多数产业区中的企业是非常小的，但通过企业之间的各种关系，这些小企业表现出非常强的活
力。
在网络中，我们显然不能孤立地看待企业，主流经济学的假定显然是不适合于网络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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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美国公司：动态扩展企业。
　　动态扩展企业是指美国的企业通过生产过程重组和组织再造，来提供适应新的环境所必须的灵活
性和快速响应能力，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大公司和小公司都通过业务上的重组与组织再造来实现上述目标。
这一目标的实现除了会对生产产品、提供服务以及联系客户的手段进行改进外，另一重要的方面就是
前面说的组织再造。
这种再造过程的中心内容就是建立“网络”：这些企业认识到它们不能孤军奋战，只有通过雇员、供
应商、分销商和零售商共同参与，并且请最终客户参与进来，共同挖掘和满足他们的需求，才能实现
大规模定制（派恩，2000）。
这里“雇员、供应商、分销商和零售商共同参与”的组织形式构成了一张“网”。
　　上面三种大规模定制的形式，即日本企业、灵活专业化和美国公司有一个共同之处：生产组织形
态都是“网络”。
从组织间“网络关系”的紧密程度来看，日本企业显然是最紧密的，灵活专业化次之，动态扩展企业
（美国企业）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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