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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演化的三类形态及其比较 *

彭华涛,张 琰,王 敏

(武汉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针对我国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演化的特征,分析了我国企业集群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困难,提出

了三种创业经济演化的形态特征,并逐一进行比较。揭示了“衍生经济”借助资源共享嫁接于“原生经济”的演化

机理;通过对区域共生性企业社会网络的研究,剖析了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由“草根经济”向“榕树经济”的演化

机理;认为创业企业借助密切的共生性企业集群社会网络关系,从而达到规避市场风险、谋求长期发展的目的,

论述了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由“短头经济”向“长尾经济”演变的机理。由此构建了创业经济和社会网络的理论

框架及演变机理,对区域性网络型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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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革命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亦改革

了全球的产业结构发展模式,大量研究证明,社会网

络型创业经济是推动世界经济主要动力。著名的管

理学大师德鲁克[1]于1985年提出了创业型经济的

概念,认为国家经济是由众多的中小创业型企业支

撑起来的,而不是那些熟知的大型企业。金潇明

等[2]认为网络经济的发展克服了企业集群中信息、
资源等要素传递的限制,通过对网络效应机理的分

析,基于网络效应空间的特点,提出了企业集群发展

应采取的策略。蔡宁等[3]指出基于社会网络的创业

企业集群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组织拥有很强的竞争力

和经济推动能力。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全球经济竞争

愈加激烈,创业企业亟需构建密切的社会关系网络,
寻求伙伴关系的建立,促进信息的交流及创造性思

维的传递,确立创业企业竞争优势。随着我国“谷现

象”的不断涌现,作为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表征的企

业集群不仅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并且在很大

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本文试图从社会网

络型创业经济演化的三种形态入手,比较分析由“原
生经济”向“衍生经济”、“草根经济”向“榕树经济”、
“短头经济”向“长尾经济”演化的机理,得出基于社

会网络型创业经济演化对我国创业企业经济发展影

响的研究结论。

  一、社会网络型创业“原生经济”向
“衍生经济”的演化

  1.社会网络型创业“原生经济”的发展雏形

纵观我国众多企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多是以

农村或小城镇为基础[4],在市场化进程中,依托内源

性民间力量自发而来,属于原生型的社会网络型创

业经济形态。社会网络型创业“原生经济”多存在于

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创业企业通

过简单的模仿与学习得以迅速建立,从而形成大量

的低端创业企业集群,并以家族创业企业、个体创业

企业为主要经营模式。创业企业起点低、规模小,企
业间广泛存在不正当及过度竞争,成员间缺乏协同

学习及创新行为,内部学习动力不足,普遍表现为

“跟风”或“扎堆”,导致潜在的社会网络资源的极大

浪费。即使在存在社会网络雏形的创业企业集群

内,由于缺乏必要的人才引进手段及培养方式,内部

分工及专业化存在局限性,创业企业产业链延伸存

在困难,导致产业集群内创业企业对于社会网络的

拓展能力以及利用效率均较低[5]。此外,我国有关

促进中小创业企业的创业政策法规相对欠缺,体制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91期)

尚不完善,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从而使得创业

“原生经济”中未能将政府机构纳入社会网络体系。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势在

必行但又举步维艰,但亦是由社会网络型“原生经

济”向“衍生经济”转型,实现创业企业蜕变的大好时

机。

2.社会网络创业“衍生经济”演化的机理

作为现代经济发展中一种重要的经济形态,社
会网络型创业“衍生经济”是在内生性 “原生经济”
基础上演化而成的。社会网络型创业“衍生经济”是
指创业企业依托社会网络中广泛存在的过剩资源进

行产品生产获取企业利润的一种新经济发展模式。
社会网络型创业“衍生经济”与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

益与成本密切相关,受创业企业家能力、创业企业专

业化分工程度、中小创业企业集聚状况及资源分布

状况等多因素制约。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促进了原

生型创业经济中的知识创新和知识扩散,同时,知识

利用的广度与深度反过来促进社会网络的发展。社

会网络型创业“衍生经济”正是通过社会网络这一特

殊的载体和催化剂获取诸多超额利润。社会网络型

创业“衍生经济”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于以技术的广泛

运用为出发点,无论是创业企业管理技术或者生产

设施资源,其应用空间远大于其为产品生产所设计

的服务领域,在原始产品以外的领域拥有广阔的拓

展空间,而拓展的速度与规模取决于创业经济中专

有技术的积累、经济管理的理念以及人力资源的管

理结构。其“衍生经济”形态如图1所示:

图1 社会网络型创业“衍生经济”形态图

社会网络创业“原生经济”与“衍生经济”具有同

源性。在研究“原生经济”向“衍生经济”演化的过程

中,必须重视其共同的根源———内源性的社会网络

关系。社会网络是一种重要而持久的社会资本,是
实际或潜在社会资源的集合体,是为大家所熟悉和

公认的体制化网络,依靠成员的道德规范进行维护。

社会网络的发展拥有一定路径,拓展现有社会网络

可以降低创业企业的启动成本;提高企业合作互惠

率、成功率能增加企业间未来的合作机率。社会网

络型创业“原生经济”是众多的家庭作坊,以亲缘关

系为纽带,形成规模,依靠亲缘、血缘、地缘建立繁杂

的以集群为表征的创业经济社会网络体系,进而在

网络内部进行专业化分工及协作,降低准入门槛及

交易成本,通过迅速快捷的信息交流渠道,分担经营

风险,建立无数多个社会网络“小世界”,增强对外竞

争能力。
社会网络型创业“衍生经济”依托现有社会网络

资源,对衍生网络内部现有资源进行分享,比如利用

社会网络内创业企业生产某一产品的过剩资源,如
人力资源、设备物资、知识资源等,对其进行衍生利

用,免费投入到其他产品或服务中,实现对现有资源

的再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生产效率,压缩创业企

业成本空间,提高创业企业竞争力。在内源性原生

社会网络中,经过特殊的“缘”关系的加持,网络内部

形成较高的信任基础并推动合作的进行,在频繁的

交易过程中逐步扩大现有社会网络规模,加大了知

识的更新速率及信息的涵盖范围,造就“多对多”的
社会网络关系,激发了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利用内

生性资源对新产业或产品的开发,提高了新事物与

原生产业集群的吻合程度,加快发展的同时亦大大

提高了资本收益率。经由社会网络扩散,类似创业

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创业企业数量急速增加,引
起产业规模扩张,形成区域性优势,促进产业内部创

业企业的衍生,对原生态产业集群进行反馈,促进基

于社会网络的产业集群与创业企业衍生的良性

循环。

  二、社会网络型创业“草根经济”向
“榕树经济”的演化

  我国民营创业经济发迹于家庭式小作坊并以燎

原之势迅速扩展到我国的各行各业,形成了社会网

络型创业“草根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网络创

业“草根经济”源于十九世纪美国寻金热,在我国特

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时期,“草根经济”代表了发迹于

民间、实力相对薄弱、与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经济

力量。民营经济继承了“草根”的顽强性与活力性,
产业结构的调整虽会淘汰掉大量的民营企业,但草

根经济所具有的社会网络先天禀赋优势会迅速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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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此即为社会网络型创业“草根经济”的特殊

性[6]。在国家新经济政策发展时期,延长中小创业

企业的生命周期,增强中小创业企业生存能力,促进

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中社会网络资源的合理利用以

及共生性网络建设,实现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由“草
根经济”向“榕树经济”的转型势在必行。

1.以主干衍生为主要带动力量的核心网络辐射

模式

“榕树经济”是张德江同志提出的一种经济发展

思路。在我国所有制经济发展模型中,国有大型及

特大型企业控制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产业且为国

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撑点;在区域性的地方创业经

济中,大型企业历来是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成为带

动地方产业发展的龙头。因此,无论公有制或非公

有制经济的大型企业,均可发挥区域性“榕树效应”。
如图2所示,地方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可形成链状

式或环状式的产业结构,培植完整的社会网络型创

业经济链。

图2 社会网络型创业“草根”经济衍生图

  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工业化水平的进步,社
会化大分工及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使得单一创业企

业产品的一条龙生产模式无法实现,而是在现实中

更多地表现为负责终端产品的组装、销售和研发。
正是由于产品多元化分工的存在,才带来了“一大带

多小”的社会网络型创业“榕树”经济发展模式,形成

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创业园区。创业园区的形成,势
必带来地方性服务产业的生成与发展,最终形成完

整的区域性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产业结构。反之,
以能源开采和生产为代表的大型创业企业落户,则
形成与图示箭头相反的创业经济产业结构链的形

成。资源的富余为衍生创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
此时,位于“榕树”主干的企业不再负责终端产品的

组装,而是进行原材料的供给,新生创业企业则负责

对原材料的加工,从而形成高附加值产品的外销,推
动“供给—外销”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的形成。

2.以枝干衍生为主要带动力量的环状网络发展

模式

榕树强大的生机,给予了枝干生长的活力,须茎

的繁衍促进了榕树的形成,繁杂的枝干体系,一方面

汲取更多的养分反哺榕树;另一方面,则保证了榕树

不会因单个枝干的损毁而坏死。我国长期的创业经

济发展模式中,国有企业是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重

要力量,在带动区域创业企业集群发展后,或因结构

的调整,或因决策的失误导致企业衰落,而新生产业

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以获得了根基性的发展力量,
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力量,在促进新兴企业发展

的同时,亦能反哺原生主干企业,使其重新焕发生

机,从而实现社会网络型创业“草根经济”向“榕树经

济”的转变。
在图3中,黑圈区域表示区域内的原生型支柱

创业产业,灰圈区域代表在龙头创业企业带动下迅

速发展并“生根”新支柱创业企业,白圈区域代表在

新经济产业结构下衍生的新兴创业企业。新兴创业

企业依托创业经济内的社会网络而发展并迅速进一

步繁衍,市场需求必将带来新一轮创业经济发展热

潮,或演化成为代替原有支柱创业经济的新支点,在
“榕树效应”的带动下,现有创业企业集群有效地庇

护了区域内生型创业经济的发展,而在成熟创业企

业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将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
使得衰落创业企业在社会网络的辅助下催发新生,
重新发挥其在产业集群中的作用。从图3中可见,
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中创业企业存在关联却又具有

完整的独立性,单个创业企业的消亡虽会对区域网

络带来负面影响,但不会产生决定性作用,依附的创

图3 社会网络型创业“草根经济”与
“榕树经济”的“衍生—反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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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会自动脱离而寻求新创企业的网络支持,在
原有网络结构的基础上新网络诞生并完善。

社会网络型创业“草根经济”向“榕树经济”演化

时,不能忽视内生型社会网络结构在创业经济产业

集群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无论内生型大型创业企业

或外源型新迁入龙头创业企业,若无法融入创业经

济社会网络中,则无法发挥其带动作用,并意味着创

业企业发展将受到制约。以家庭作坊起步为代表的

民营“草根经济”,拥有强大的活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在融入“榕树经济”之后,创业企业间相互关系更加

密切。
经济效益的扩大主要通过专业化分工细化引起

的产业规模扩大、技术创新周期缩减、资源的循环利

用和产品信息共享等途径实现。在共生型社会网络

的主导下,创业个体间信任程度较高,准组织性质的

信息传递渠道得到强化,创业企业间既是相互竞争

又是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在区域集群空间中形成

创业企业间相互作用,内生出合理有效的制度体系、
持续的产品创新能力、合理有效的创业衍生氛围,自
发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机制。“榕树效应”所构建的

创业企业谱系中包含了不同强度的组织结构,网络

结构既以产业链分工为基础,又以社会网络进行维

系,区域创业企业集群在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的相

互作用下不断发展壮大,以此推动社会网络型创业

“草根经济”向“榕树经济”的演化。

  三、社会网络型创业“短头经济”向
“长尾经济”的演化

  现今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下,多数创业企业沿用

社会网络创业“短头经济”模式,即创业企业以物理

为基础工业经济为起点,用短期热门产品立足于市

场,获取短期锁定利润的“短头”增长。长尾理论诞

生于21世纪初,是对“二八理论”的进一步补充和扩

展,是继“蓝海战略”之后,又一种经济业态分析的经

济管理理论。长尾理论由克里斯·安德森于2004
年提出,认为只要存储和流通渠道足够大,需求或销

量不佳的产品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仍然可以和热门产

品所占有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超越。社会网络型

创业“长尾经济”立足于网络经济时代的来临,其重

点在于大热门产品与冷门产品产生等同的利润,换
言之,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经营“短头”热门产品

的利润与融入“长尾”产业链产生的利润是相等

的。社会网络型创业“长尾 经 济”的 形 成 如 图4
所示。

图4 社会网络型创业“长尾经济”形成示意图

  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络成熟应用为标志的网络

时代的降临,在改变人类生活、消费方式的同时,亦
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的改革,新经济增长模式的调

整及传统产业的突破,使得中小创业企业在与大企

业的竞争过程中的绝对劣势地位将不复存在。长尾

定律的提出,使得中小企业获得了与大企业相匹敌

的市场竞争地位[7]。在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形态

中,产品链中出现了众多为市场和大企业所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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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产品和隐性配套业务,形成了以小产品为基础

的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规模产业。社会化大分工及

产品专业化的进步,导致产品生产的细化,以隐形产

品为盈利的中小企业战略中,利基策略的出现扩展

了创业企业的市场生存空间,表现为产品差异性、高
利润性及难模仿性。创业经济产业链的成熟,带来

创业企业集群范围经济的形成,而产品专业化分工

的细化,使得范围经济内必定存在长尾理论。然而,
长尾、利基与隐性经济相互交错,单个长尾中必定能

进行进一步细分,均有相对的“短头”存在。区域性

产业集群的完善,形成和谐的创业经济产业链,促进

了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的共生性发展,在竞争中相

互支撑并谋求协同发展。
网络经济的迅猛发展,知识与科技的进步是带

来“短头经济”向“长尾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消费

理念的转变及市场竞争的加剧,促成了“短头”向“长
尾”演进的迫切性。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在促进创

业企业利益关联的同时,亦将创业企业牢牢地镶嵌

于共生性创业经济社会网络图谱之中。产品生命周

期的缩短意味着创新性技术开发的加快,随着客户

需求层次的升级和产品结构的多样化、个性化发展,
社会网络型创业“短头经济”带给创业企业的利润锁

定周期将大大缩减,其在促进创业经济产业结构升

级的同时,亦加大了创业企业市场生存的难度。在

市场经济刺激下,为获得生存空间,创业企业借助社

会网络实现由“短头经济”向“长尾经济”的演变已成

为大势所趋,放弃高额的短期性回报,成为长期利润

中的一环,是社会网络型创业企业寻求发展的新模

式。在基于长尾理论的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发展模

式中,围绕不同社会网络环节的专业化细分,创业企

业既避免了单独抵抗风险,又以其灵活性,快速与产

品结构链相匹配,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和空间。

  四、社会网络创业型经济演化的交
互性探析

  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演化的三种演变途径不是

单一存在的,并不会只存在一种社会网络型创业经

济的演化模式,更多的是在相互交错中共同推进,但
无论何种演化方式,其基础必定为创业经济中存在

的共生型社会网络关系。如图5所示,社会网络与

创业经济的共同发展,改变了创业企业间传统的敌

对竞争模式,形成了以产品、业务、通道等为核心的

利益共同体,增强了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联合抵御

风险的能力。共生型社会网络关系促进了准组织信

任关系的发展,优化了信息传播的渠道并提升了有

效性,缩减了创新产品的研发周期,而新利益链和社

会网络型创业群体的出现,势必推动社会网络型创

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图5 社会网络创业经济交互效应影响图

社会网络创业经济的三种演变机制在交互效应

的作用下,通过“榕树效应”的共生性企业带动、“长
尾理论”的产品细化分工、“衍生模式”的生产资源共

享,迅速改变原生性的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的发展

模式,在三角区域内形成大小不一、功能异同的新兴

企业发展,促进产业集群的规模化拓展,并在原生性

社会网络的基础上形成新型的、共生的社会网络关

系。同时,良好的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将拉动新企

业、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衍生,进一步扩大区域产业规

模,增强产业集群的多样化,提高区域创业经济的抗

风险能力。资源的循环利用、技术的共享将带来产

品能耗率的降低,促成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循环经济

的形成,形成区域经济的良性增长方式。

  五、结 语

金融危机的阴影逐渐消散,新一轮经济发展的

机遇近在咫尺。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的发展,加之

我国全民创业工作的逐步开展,新一轮的创业热潮

已经拉开帷幕。在新经济形势下,国家加大了产业

结构调整的步伐,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增

长模式必将被摒弃,新型的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体

系正逐步建立,在此背景下,构建创业经济和社会网

络的理论框架,研究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的演变机

理,对促进地区全民创业工作的开始,指导区域性网

络型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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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ofSocial-Network-TypeStart-upEconomy:
ThreeTypesofMorphologyanditsComparison

PENGHua-tao,ZHANGYan,WANGMin
(SchoolofManagement,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Basedonthefeaturesofevolutionofsocial-network-typestart-upeconomy,thispaperan-
alyzesthestatusquoanddifficultiesofenterprises’clusterdevelopmentinChina,presentsthreemor-
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evolutionofstart-upeconomyandcomparesthesethreetypesonebyone.
Then,thispaperrevealstheevolutionalmechanismthatthe“derivativeeconomy”,withtheaidofthe
sharingresources,graftsinthe“nativeeconomy”.Whatismore,thispaper,throughthestudyofregional
symbiosiscorporateofsocialnetworks,pointsouttheevolutionmechanismfromplanting-basedecono-
mytofocuseconomyofsocial-network-typestart-upeconomy,andsuggeststhatstart-upsshouldclosely
dependonthesocialnetworkrelationshipofsymbioticcorporateclusterssoastoavoidmarketriskand
seeklong-termdevelopment.Besides,thispaperdiscussestheevolutionmechanismfrombrachycephaly
economytolong-tailedeconomyofsocial-network-typestart-upeconomy.Inconclusion,atheoretical
frameworkandanevolutionmechanismofstart-upeconomyandsocialnetworkarebuilt,withthepur-
poseofguidingthedevelopmentoftheregionalnetwork-basedeconomy.

Keywords socialnetwork;start-upeconomy;evolution;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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