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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性企业家集群（商帮）是具有社会网络特点的群体，网络联系、网络结构对

企业家集群的形成、发展及其演进具有重要的影响。强关系有利于企业家网络的形成，弱关系

有利于企业家网络的创新。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对企业家集群具有两面性，处于结构洞位置的

网络节点拥有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文章以温商为例，对企业家集群网络（温商网络）形成的

外部条件、网络联系、网络结构、变迁现状及路径进行分析，得出社会网络对企业家集群演进

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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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企业家是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企业家行为直接影响着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我国明显存在区域性企业家集群以及不同的区域发展模式

，如浙商、苏商和粤商群体以及相应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珠三角模式”。目前

，温州、东莞等先发地区的经济转型升级频遭瓶颈，企业家集群的影响和作用日益突出，其个

体素质和网络属性急需提升和优化。 

温州商人作为浙商的主体，其被认为是区域企业家集群的典型样本，甚至是中国新一代企

业家的代表。据温州市经济合作办公室（招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国内已有 270 个异地温州

商会（地级市以上），国外也有 240 多个华人华侨社团，已经形成了庞大的、遍及全国和世界

各地的温商网络。他们更多地被视为成功商人，关于其形成机制少见于学术研究，而其他区域

企业家集群研究更是缺乏。区域性企业家集群的形成是从点到面，再到网络的过程，已具有社

会网络的基本要素和典型特征。本文试图以社会网络为视角，选择温州企业家集群为对象，在

社会网络与企业家集群演进的机理分析基础上，分析其形成、发展及变迁的网络特性。 

 

二、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商人群体的研究，比较著名的就足 Greif( 1994)应用历史制度分析方法（HIA）

对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商人群体进行历史和博弈论的比较分析。从国内历史上看，区域性企业家

集群就是商帮，其中垠有名的是徽商和晋商。徽晋两商以信、义、诚、仁经商，在商界燕得了

佳誉，其行为表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虽然明清时期的徽商与晋商群体兴衰轨迹极其相似，但

经营机制各具特色，价值取向也迥然有别[4)；对于近代的区域性企业家集群，目前中国存在

五个最为有名的地域性商人圈，分别是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山东商帮和苏南商

帮，其中浙商是推动浙江经济发展和创造“浙江现象”的主力军。即使是属于同样的浙商群体

，由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不同，宁波企业家群体和温州企业家群体也具有不同的特点。 

受体制、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我国企业家形成机制存在着先天或后天的不足，但区域

的特色文化资本对企业家集群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如果从“欧文化”等文化资本的角度，可

以部分解释温州企业家集群的形成机制。各地企业家在创业动机、创业环境、创业精神方面有

较大的相似性，但在生成途径、创业的区域文化传统、政府的管理理念、创新与进取精神和企

业家个体素质等方面却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需要采取选择、激励、约束和保障等机制以造

就企业家阶层。 



社会网络分析已日益成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新切人点

用较多的一种方法。Granovetter(

，随后的社会网络分析主要是从网络关系

1991)认为强连接有利于组织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并因此获得信息的交流

出“强连带优势理论”，分析情感网络如何带来非正式影响力

和团队合作等行为；Coleman(

影响；罗家德(2010）则认为群内弱连接有利于新颖信息的获取

网络结构方面的研究侧重从网络密度

个体组织间直接的连接关系影响到组织的竞争优势

也有显著作用。Burt(2008)从信息冗余的角度指出

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林南

的获得，从而影响其离职意愿

国内的社会网络分析也有很多应用研究

”过程，表现为先紧后松、先强后弱的现象

，包括集群技术创新与企业网络

互动演化、企业家依赖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

新创业与社会网络。 

上述国内外学者虽对企业家集群

集群看成一个网络，具体针对企业家集群网络的研究仍然很少

件、作用机制、节点特征和变迁路径等方面的研究更是缺乏

理学方面基本上是针对产业集群的研究

集群内知识传递、学习、创新扩散等

要以企业家集群为对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系统而透彻的研究

 

三、

社会网络在图形理论中叫做一个图形

，和一组线 L,L=｛l1,l2,l3

人、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国家。

点是企业家、行业协会和异地商会

域是“关系―行动”，这是个体社会网络研究的主要领域

关系及自我中心社会网络的广度

，进而影响其生存和发展。另一领域是

结构位置对网络成员的资源及权利取得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构洞”和弱连带网络中“桥”

取得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进而掌握商业机会

如图 1 所示。 

社会网络分析已日益成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新切人点，也是企业家集群和网络研究最近使

Granovetter(1973）的“弱连带优势理论”重启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对话

随后的社会网络分析主要是从网络关系、网络结构两个方面展开。从网络关系强度来看

认为强连接有利于组织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并因此获得信息的交流, Krackhardt(

分析情感网络如何带来非正式影响力，进而影响例如离职

Coleman(1990）认为社区关系对于组织间信任的建立和信息交换具有重要

则认为群内弱连接有利于新颖信息的获取，从而促进企业的创新行为

网络结构方面的研究侧重从网络密度、网络核心度、网络层次和结构洞等角度进行分析

个体组织间直接的连接关系影响到组织的竞争优势，而且组织在网络中的位里对于其竞争优势

从信息冗余的角度指出，处于结构洞中位置的组织在网络拥有更多

林南（1981)强调个体在网络结构的位置可以影响个人在组织中资源

从而影响其离职意愿。 

国内的社会网络分析也有很多应用研究，企业家集群的社会网络形成过程类似一种

先强后弱的现象。但大多的研究集中在产业集群或者企业网络方面

网络、集群升级与社会网络、企业家的学习网络、

企业家依赖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海外华人产业集群与企业家网络

上述国内外学者虽对企业家集群（商帮）的特点和作用进行阐述和比较，

具体针对企业家集群网络的研究仍然很少，尤其是关于网络形成的初始条

和变迁路径等方面的研究更是缺乏。目前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学和管

理学方面基本上是针对产业集群的研究，虽然有部分针对集群内企业家的研究

创新扩散等，对于区域性企业家集群本身的研究比较欠缺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系统而透彻的研究。 

、社会网络和企业家集群的作用机制 

社会网络在图形理论中叫做一个图形，定义为：图 G 由一组节点 N,N=｛n1

3……Ln｝。一个图形包括一组节点和一组线，节点可以代表一个

。本文以区域性企业家集群为研究对象，符合社会网络的特点

地商会。关系和结构是社会网络的两项主要研究领域

这是个体社会网络研究的主要领域，具体就是，一个个体或一个企业的

关系及自我中心社会网络的广度、高度、深度及多元性如何影响行动者的商业机会和资源获取

另一领域是“个体结构位置―个体行动”。它强调在社会网络中

结构位置对网络成员的资源及权利取得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尤其是处于网络中心性的

”位置的网络成员，可以使位置所有者掌握多方面的信息

进而掌握商业机会。社会网络对区域性企业家集群演进的作用机制

也是企业家集群和网络研究最近使

重启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对话

从网络关系强度来看,Uzzi( 

, Krackhardt(1992）提

进而影响例如离职、工作满意

认为社区关系对于组织间信任的建立和信息交换具有重要

从而促进企业的创新行为。

度进行分析，不仅

而且组织在网络中的位里对于其竞争优势

处于结构洞中位置的组织在网络拥有更多

强调个体在网络结构的位置可以影响个人在组织中资源

企业家集群的社会网络形成过程类似一种“撒网

但大多的研究集中在产业集群或者企业网络方面

、企业家与集群的

海外华人产业集群与企业家网络和海外华人的创

，但是却把企业家

尤其是关于网络形成的初始条

目前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学和管

家的研究，但也只涉及到

对于区域性企业家集群本身的研究比较欠缺。因此，需

n1,n2,n3,…Nn｝

节点可以代表一个

符合社会网络的特点，节

关系和结构是社会网络的两项主要研究领域。其中一个领

一个个体或一个企业的

深度及多元性如何影响行动者的商业机会和资源获取

它强调在社会网络中，

尤其是处于网络中心性的“结

可以使位置所有者掌握多方面的信息，因而能

会网络对区域性企业家集群演进的作用机制

 



（一）网络关系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之间的联系。在格兰诺维特（

于网络关系强度的推断和预侧在社会网络分析中涌现出来

系是强连带，而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和一般认识的人之间的联系就是弱连带

的紧密性、亲密性和互惠性等特点

立网络的非冗余联系，更有利于

、营销、信息交换、知识共享

范、威胁等社会关系。 

强关系一方面保证了企业家对某些资源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

靠的信任关系，这些靠强关系积累的社会资本能在以下方面发挥作用

壁垒，解决创业初期资金匾乏的问题

系在融资方面利用的主要形式是私人间的低成本融资和产业链条的相互赊欠

和技术模仿，这些能促进企业家集

“干中学”，通过日常生产、

业家可以在同一个产业获取知识和资源

弱关系有利于创断，有利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资源的获取

，包括外迁和回流。从一个产业集群内强关系的社会网络发展到跨区域

可以形象地概况为“撒网”模型

甄别变得异常重要，“你认识谁

立与非冗余信息的关系，通过最优化社会网络中的非重复性关系人的数量

人的产出。 

（二）网络结构 

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是网络结构的重要指标

巨大而多元化的网络，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在有用信息的地方

集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群体的结构形态指标中

可以有紧密关系，也可以有疏离关系

德，2O1O)。一般说来，关系紧密的团体

较好，而关系十分疏远的团体则常有信息不通等问题

L=网络图中线的数目，g

个图形中线的数量有多少，计算一个节点有多少线与其相连

的密度就越大。 

网络密度也具有两面性，

只是说多样化的网络比同质性的网络

，一个是密集网络。分散网络意味着网络中的关系人之间很少甚至没有联系

有关系人都是强关系。因为网络中关系人都需要花费成本

提供的是非重复性的关系人，

致大家在同一时间发现同一个机会

将比分散网络要少很多。 

网络位置和结构洞是企业家网络的另外两项重要影响变量

是指企业家或组织是否处于网络中心位置

中介中心性和结构洞数量等。

个体结构指标。程度中心性的主体在社会学意义上

，则是最有权威的人；在经济学意义上

的人，在这个团体网络中也具有一个主要的地位

内部声望。中介中心性指标衡量了一个作为媒介者的能力

要位置的人，他拒绝做媒介，

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能用量化特征的指标来描述网络节点

（1973)关于弱连带的著名论断之后，过去的三十多年

于网络关系强度的推断和预侧在社会网络分析中涌现出来。简言之，亲属之间

同学之间和一般认识的人之间的联系就是弱连带。

亲密性和互惠性等特点，有利于执行，弱联系则由于具备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建

更有利于创新。在企业家社会网络中，节点和节点的关系

知识共享、财务和合作创新等经济关系，也可以是信任、

强关系一方面保证了企业家对某些资源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保证企业家之间建立较为牢

这些靠强关系积累的社会资本能在以下方面发挥作用：首先是突破创业的资本

解决创业初期资金匾乏的问题。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融资困难的现象

系在融资方面利用的主要形式是私人间的低成本融资和产业链条的相互赊欠；

这些能促进企业家集群的萌芽、复制和繁殖。企业家人力资本提升的一个途径是

、生活行为中的耳濡目染获取新知识和新工艺，这些强联系使得企

业家可以在同一个产业获取知识和资源，而这些是建立一个全面的企业组织体系所必备的

有利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资源的获取，导致企业家的正常流动

从一个产业集群内强关系的社会网络发展到跨区域、跨产业的社会网络

模型。在一个巨大的、稀硫的、弱关系的社会网络中

你认识谁”将决定“你知道什么’因此．要通过次级结构洞和簇群来建

通过最优化社会网络中的非重复性关系人的数量．以最优化每个关系

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是网络结构的重要指标。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在有用信息的地方，总有自己的联系人

在一个群体的结构形态指标中，密度也是一项重要变量

也可以有疏离关系，紧密团体的社会行为与疏离团体的行为迥然不同

关系紧密的团体合作行为较多，信息流通容易，团体合作的绩效也会

而关系十分疏远的团体则常有信息不通等问题，网络密度的计算公式为

 

g＝网络图中节点的数目。网络密度就是平均节点程度

计算一个节点有多少线与其相连，平均数越大，则整个图形中的线

，企业家的利益必然随着规模扩大与多样性增加而出现线性增长

只是说多样化的网络比同质性的网络，能够带来更大的利益。对比两个网络，

分散网络意味着网络中的关系人之间很少甚至没有联系，

因为网络中关系人都需要花费成本（时间或精力）去维持

，带来的是不同领域的信息；而密集网络的关系人是强关系

致大家在同一时间发现同一个机会，可是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密集关系中关系人获取的信息

网络位置和结构洞是企业家网络的另外两项重要影响变量。企业家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状态

是指企业家或组织是否处于网络中心位置，或者拥有结构洞的数量，衡量指标有程度中心性

。程度中心性是计算一个人（或组织）在一个团体网络中最主要的

程度中心性的主体在社会学意义上，就是最有社会地位的人；

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最多经济（商业）联系的人。拥有高程度中心性

在这个团体网络中也具有一个主要的地位，企业家处于网络的中心地位

中介中心性指标衡量了一个作为媒介者的能力，也就是占据在其他人快捷联系时重

，这两人就无法沟通。占据这样的位置越多，就越代表他具有很高

它能用量化特征的指标来描述网络节点

过去的三十多年，有许多关

亲属之间、朋友之间的关

。强联系由于联系

弱联系则由于具备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建

节点和节点的关系，可以是生产

、承诺、人际、规

保证企业家之间建立较为牢

首先是突破创业的资本

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融资困难的现象，强关

；其次是信息收集

企业家人力资本提升的一个途径是

这些强联系使得企

企业组织体系所必备的。 

导致企业家的正常流动

跨产业的社会网络，

弱关系的社会网络中，信息质量的

要通过次级结构洞和簇群来建

以最优化每个关系

，企业家拥有一个

总有自己的联系人，这对于收

密度也是一项重要变量，因为一个团体

紧密团体的社会行为与疏离团体的行为迥然不同（罗家

团体合作的绩效也会

的计算公式为： 

节点程度，指的是整

则整个图形中的线

企业家的利益必然随着规模扩大与多样性增加而出现线性增长，

，一个是分散网络

，而密集网络即所

去维持，分散的网络

而密集网络的关系人是强关系，会导

密集关系中关系人获取的信息

企业家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状态

衡量指标有程度中心性、

在一个团体网络中最主要的

；在组织行为学上

拥有高程度中心性

企业家处于网络的中心地位，并享有一定的

也就是占据在其他人快捷联系时重

就越代表他具有很高



的中介性，越多的人联络时就要通过他

络有严重的割裂，已形成了一个个分离的组件

个网络间存在 “结构洞”位置的节点

结构洞能产生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

实质是信息通路、先机和举荐

社会网络也能让他更早地获知信息

益的结构洞也衍生出控制利益

这个概念认为，人们从结构洞中获取控制利益

系而获利的第三人。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是相辅相成的

结构洞是第三方活动的条件，

 

四、区域性企业家集群演进与社会网络

（一）温商网络形成的外部条件

首先是历史因素。有着良好工商业传统的区域

巧匠的普及则为产业的兴起带来扎实的基础

志》记载，温州人“善进取，

相当的水平，温州的手工业门类在宋代时逐渐齐全

瓷器、丝绸、造纸、纸伞以及黄杨木雕等闻名全国

来传承的，因而会形成以村落为单位的专业化分工

由于偶然的原因导致产业集群萌芽

其次是文化因素。一群人共有的生活经验

个社会群体会透过社会化过程将其文化符号和品味传递给成员

甚至支配地位时，品味会变成高耸的大旗

州人认同的一个标志。温州方言被认为是中国最难听懂

性非但没有使走南闯北的温州人感到难以适应外面的世界

土文化的亲和力，成为一种精神归宿上的整合力量

似的情况。靠文化符号传达的信息

这种相吸和相斥的作用，又进一步加强了群和群之间的界限

考察广东、浙江和福建等地的企业家集群形成的历史来看

域性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传统

建泉州靠海上“丝绸之路” 

影响着泉州的包容性；广东人

大地促进当地企业家的创业精神

不做风尾”的文化，导致潮州本土的陶瓷产业集群和食品产业集群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分

工与合作的程度低，产业集群的竞争力难以提

程中，始终没有出现企业强强联手的情形

再次是要素条件。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要素条件与区域的供给存在偏离

约、工资等成本上涨导致的劳动要素紧缺和专业人力资源的缺乏

。在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要素条件中劳动资源察赋是丰裕的

来自于技术的风险是较低的，

越多的人联络时就要通过他。如果一个社会网络的中介中心性越高

已形成了一个个分离的组件，这正是社会学家兼企业管理专家博特所说的两

位置的节点。 

结构洞能产生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使得某个参与者在关系谈判中占据优势

先机和举荐。参与者的网络使得他获得比通过自己一个人更多的信息通路

地获知信息，从而使其在利用信息上占据先机。同时，

益的结构洞也衍生出控制利益，这让某些参与者在关系谈判中占据优势。社会学家运用第三方

从结构洞中获取控制利益，这就是渔翁得利的第三方，是通过离间别人关

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是相辅相成的，从网络的结构洞中产生并相与增长

，最终形成企业家社会资本，它们的作用机制如图

区域性企业家集群演进与社会网络―以温商为例

温商网络形成的外部条件 

有着良好工商业传统的区域，容易形成企业家集群的社会氛围

巧匠的普及则为产业的兴起带来扎实的基础。例如温州工商业的繁荣始于宋代

，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宋代时温州的手工业和商业已经有

温州的手工业门类在宋代时逐渐齐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纸伞以及黄杨木雕等闻名全国。由于手工技术是通过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

因而会形成以村落为单位的专业化分工，这些都为社会网络的形成奠定历史底蕴

由于偶然的原因导致产业集群萌芽，企业家的“潮涌现象”将会通过社会网络表现出来

一群人共有的生活经验、共有的语言表达，会塑造出这群人的品味

个社会群体会透过社会化过程将其文化符号和品味传递给成员，因此在不同群体争取

品味会变成高耸的大旗，成为成员相互认同的标志。例如温州的方言就是温

温州方言被认为是中国最难听懂、最难学会的方言之一

性非但没有使走南闯北的温州人感到难以适应外面的世界，反而具备其他乡土理语所缺乏的本

成为一种精神归宿上的整合力量。其他群体，例如客家人群体的文化也有类

靠文化符号传达的信息，人们很快就可以找到谁属于“我群”，谁属于

又进一步加强了群和群之间的界限，巩固了社会网络的边界

福建等地的企业家集群形成的历史来看，这些区域似乎都有着独特的地

域性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例如浙江“功利和仁义”并举、“经世致用”

” 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宗教之间和睦相处理念引人当地

广东人（尤其是潮汕人）的互助合作性更是全国有名。

大地促进当地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但文化的两面性同样也不容忽视，例如广东潮州

导致潮州本土的陶瓷产业集群和食品产业集群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分

产业集群的竞争力难以提升。温州的情况也十分类似，在温州经济发展过

始终没有出现企业强强联手的情形，即使有几家联手的企业，也最后不了了之

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要素条件与区域的供给存在偏离，例如土地要素的制

工资等成本上涨导致的劳动要素紧缺和专业人力资源的缺乏，都会促使企业家集群的变迁

要素条件中劳动资源察赋是丰裕的，成熟的技术或传统的工艺说明

，而产品短缺的状况证明市场风险也是极低的。一个企业家的成功

如果一个社会网络的中介中心性越高，意味着这个网

这正是社会学家兼企业管理专家博特所说的两

 

使得某个参与者在关系谈判中占据优势。信息利益的

参与者的网络使得他获得比通过自己一个人更多的信息通路。

，一个提供信息利

社会学家运用第三方

是通过离间别人关

从网络的结构洞中产生并相与增长，

它们的作用机制如图 2 所示。 

以温商为例 

容易形成企业家集群的社会氛围，而能工

例如温州工商业的繁荣始于宋代，《宋书・地理

宋代时温州的手工业和商业已经有

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造船、漆器、

由于手工技术是通过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

这些都为社会网络的形成奠定历史底蕴。

将会通过社会网络表现出来。 

会塑造出这群人的品味。一

因此在不同群体争取社会资源

例如温州的方言就是温

最难学会的方言之一，无法沟通的属

反而具备其他乡土理语所缺乏的本

例如客家人群体的文化也有类

谁属于“他群”。

巩固了社会网络的边界。 

这些区域似乎都有着独特的地

”的实用主义；福

特别是宗教之间和睦相处理念引人当地，

。这些文化察赋极

例如广东潮州“宁做鸡头

导致潮州本土的陶瓷产业集群和食品产业集群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分

在温州经济发展过

也最后不了了之。 

例如土地要素的制

都会促使企业家集群的变迁

成熟的技术或传统的工艺说明

一个企业家的成功



会带来“致富效应”和“示范效应”，技术和产品的模仿会催生许多新的企业家出现。在产业

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劳动力丰裕的优势仍然存在，产品价值链的分工需要一部分人从事营销

等市场扩张，这部分人积累一定的市场经验后，会在其他地区建立新企业，从事生产和其他经

营活动，例如温州企业的区域外经销商也在外地从事和本土相同或相似的产业和企业，这就是

后来的“温州街”、“温州村”和“温州城”形成的原因之一。在技术方面，大多数的企业进

行模仿式创新，只有少部分龙头企业从事探索式创新。到产业的成熟阶段时．劳动力资源相对

稀缺，其他要素成本不断上升，来自产品市场的风险加大，部分靠成本和价格优势生存的企业

将进行产业转移，转移至劳动力等其他要素丰裕的地区，这会带来一部分企业家集群的变迁。

企业家为了占有更大的市场，或者是采取 “虚拟经营模式”，总部设在本土，把生产基地分

割在其他区域；或者是和区域外的研发机构联姻，在产业链的研发上获取竞争优势。或者龙头

企业外迁，导致配套企业的整体外迁。例如温州灯饰产业外迁至广东中山，部分配套的企业也

相应迁移，这会带来企业家集群的变迁。 

最后是企业分工与协作。专业化分工能提高效率，又能降低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壁垒和资金

的进人壁垒，并推动企业家集群的形成。产业和企业的分工，通过纵向一体化把更多的生产工

序纳人到产品价值链中来。原来依靠“血缘、亲缘和地缘”形成的企业家社会网络，慢慢地变

成基于“业缘”的企业家社会网络。例如温州鞋业产业集群萌芽阶段，吉尔达鞋业创始人余阿

寿先生，共收了 16 个嫡传弟子，除有一个弟子成为他的女婿留在原企业工作，其他的巧个弟

子都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成为鞋厂的老板。发展到今天的温州鞋革产业，龙头企业和配套企业

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属于“业缘”的生产合作关系。 

（二）温商的网络结构和网络联系 

在温商网络结构中，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和网络位置是需要重点考察的内容。其中网络规

模（总人数）、网络密度（国内 270 多个异地温州商会、国外 240 多个海外侨团和本地几十个

行业协会）、网络位置（会长、副会长的重要地位）、簇群结构。本土行业协会（商会）也是

温商网络的重要节点。自 1992 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后，全国结束“姓社姓资”的大讨论

，温州的民营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温州行业协会（商会）

如雨后春笋般地急剧发展起来。在这一期间，工商联系统成立了家具、服装、眼镜、五金、合

成革等 19 家同业商会和行业商会，经贸委系统和其他主管的行业协会也大多在这一时期成立

。行业协会为会员提供信息服务、技术服务、教育培训、融资服务和开拓市场等服务，加强了

商会成员的联系，发挥着网络的中心作用。 

网络联系是动态变化的，各个节点可以逐渐形成自己的局部网络，例如温州本土的行业协

会商会、一些大中城市的异地温州商会和海外侨团等，就联系着周边众多温州商人。从某种意

义上看，温州商会（侨团）是特殊意义上的“温州人”，是温州人相互联系的具有一定特色的

基本中介。由于商会会员之间、会员与温州本土机构之间存在信息沟通和联系的断口，因此异

地温州商会（侨团）处于温州人经济网络中结构洞的位置，商会负责人发挥结构洞的作用，具

有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温州商会（侨团）同时也是一个网络的节点，具备社会网络“桥”的

属性，是温州人之间沟通交流的纽带。 

同时，在外温商具有很密集的网络节点，有着很高的联系强度，如温州商会，一方面会长

可以与众多的会员联系，另一方面以商会的名义同当地政府、温州政府联系。在外温商之所以

热衷于商会、协会、联合会等，真正的动力就是创立一个网络，将散落的温商进行集聚，资源

予以整合，以获得更大的资源。这样的制度设计，一方面是在外温商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相

互帮助和提高；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组织，他们更加方便地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 

温州网络的弱联系可以带来一定的创新创业优势。温商网络可以集聚全球的创新创业要素

和资源，这是它的独特和潜在优势。温商在外创业过程中所形成的遍及全国乃至全球的温商网

络，能够带来各种创新创业资源，如信息、产品、资金、技术、教育、文化、人才、政府关系

和对外合作关系等，这些要素和资源均可以通过温商网络进行联系和聚集，以支持产业集群的

转型发展。无论国内还是海外，在外温州人在创业过程中，已经深深地融入所在地的网络。由

于温州人的热情、慷慨、执着和友好，他们与所在地的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以及众多的

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进行交往，这些人士均会与温州人建立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这可以把温

商网络的触角深深地扎进拥有创新资源的其他节点。许多在外温商正是利用这种优势率先实现

了企业的转型升级。因此，温州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中最为缺乏的专业人力资本和创新资源，可

以通过温商网络的节点予以集聚。 

（三）温商网络节点的特征 



(1)温商数量多，分布地域广。国内温商几乎是遍及全国各地。“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

人，没有市场的地方一定会有温州人开拓市场”，这句话比较形象地说明了在外温州人遍及全

国的情况。同样海外温州也有这样的特点，从分布情况看，1949 年，温州华侨还只是分布在

亚洲、欧洲、北美洲的 15 个国家和地区， 2014 年已增至五大洲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

了“温州人足迹遍天下”的态势。 

(2）与温州本地联系是开始多，后来少。无论是国内温商还是海外的温商，在他们创业之

初，很多情况下是与温州相关的。要么直接销售温州产品，要么在温州人店铺生产鞋、服装等

产品。但大部分温商会逐渐减少与温州的联系，并逐步融入当地经济。在外温商与温州（温州

人经济网络中心）的关联度出现先高后低的现象，与温州和温州经济的联系日渐减少。温商以

及他们的第二、三代人，随着离开温州时间的增长，他们回温州的次数和在温州的时间也逐渐

减少。近年来随着温州政府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回归温商增加较快，呈现“V”字形的趋势

。 

(3）在外温商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犹如温州本土私营个体企业和企业主特点一样，在外

温商企业也是数量多和规模相对偏小，缺乏大企业和知名企业家。“宁波商帮”有著名的大企

业家，如包玉刚、邵逸夫等，“潮汕商帮”也出现了诸如李嘉诚等重量级企业家。温州本土企

业的民营企业平均规模也低于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平均规模。海外温商近几年数量增加很快，规

模也有较快发展。但侨界真正有实力和影响力的还是更早在国外生活和经营的广东、福建和香

港等地籍人士。 

(4)行业分布贸易多，实业少。在外温商所从事的行业中，第三产业尤其是贸易多，而实

业偏少，海外温商则更突出。温州招商局在 2002 年、2006 年和 2010 年对国内温商的调查结

果来看，在外温州人以从事第三产业活动为主，占 80％以上，其中又以从事商贸流通业占绝

大多数。 

(5)生产的产品是轻工产品多，高科技含量少。在外温商从事的产业有着路径依赖，由于

大多从代理销售温州产品和品牌起步，所以他们经营的商品也大多与温州传统的轻工产品有关

。比如，服装、鞋业、打火机、电压电器等，以及后来的汽摩配、机电等产品，大多是劳动密

集型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较少。 

(6)在外温商组织数量多，商会互动的少。在外温州人之所以成立了那么多的商会、协会

、联合会等等，每个组织主要是由会长、副会长等掌握资源，在活动中起主要作用。商会之间

互动活动的偏少，而且一部分有实力的温商没有加人商会组织。 

(7）偏爱财富积累的多，重视文化提升的少。在外温州人尤其是温州商人，创业初期往往

是因为个人文化程度原因，不能进人体制内的机构，才从事商业活动，或者直接是从农业直接

到工商业。一些温州商人，其个人文化程度相对并不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成功，在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比较及时和顺利地融人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轨道，顺应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所

以，即使是其中的很多人能够发财致富，但个人的科学素养、文化修养、价值观、世界观等等

，并没有与他们的财富增长同步。无论是国内的温州企业家还是海外的温商，他们与长三角的

苏商、山东的鲁商等还有一些距离。温商给人总体感觉是过分追逐物质财富，缺乏人文和科学

精神。尤其是海外温商，与当地的文化氛围、文明程度形成较大的反差，不能很好地融人当地

经济文化生活、 

（四）温商变迁的描述性统计 

在国外，测算一个区域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方法是计算区域中雇主和雇员的比例，研究发现

，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比例会随着人均收人的提高而变大。在国内，由于雇主和雇员的统计较为

困难，所以采取企业数目来代替雇主数目，用地区总人口代替雇员数量的方法。也有学者提出

从非国有经济份额、个私经济数量、市场化发反水平、指数和内生化五个维度建立企业家人力

资本的指标体系，但是由于指标权重的设计难度，旅圈。本文的研究没有对指标体系进行数学

模型化设计。 

在全国第五次（2000 年）和第六次（2010 年）人口普查中，对地区的劳动力人口进行统

计，这可以作为雇员数目的近似代替。同时，为了考察雇主的数目，可以选取企业数目进行替

代，有些研究选取区域中所有企业的数目”：但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管理

者大多数是政府任命或董事会安排，所以选择区域中私营企 t 的效目更能反映企业家人力资本

的情况，特别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个体工商户数目也是雇主效目的，要组成部分和后援



力址。在很多地区，今天的个体工商户可能就是明天的企业主

转企”和“小升规”等政策，

主致量和个体工商户数量与劳动力人口的比例

资本的基本情况。本文选取四个区域样本城市温州

区域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变迁有一个动态的比较分析

表 1 和表 2 是 2000 年和

工商户数址和劳动力人口数量

从表 1 和表 2 的数据可以看出

变化情况可表示为：(1)温州地区由

的 2.20％上升到 2010 年的 6

莞由 2000 年的 2.25％上升到

进行观察可知，温州由当初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最丰裕的地区变成相对最少的地区

的企业家人力资本都得到较大的提升

（五）温商网络的变迁模式

温州企业家集群。的形成过程

业家人力资本不断生成的过程

州人在他乡或别国生存、发展和融人的垂要法宝

的社会网络支配着温州人的流动

们的社会网络主要由族亲、朋友和乡邻三者编制而成

提供支持，并有助于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

会网络的发展孕育着潜在的产业进人者

群。发展到今天，在这个社会网

州商会（侨团）都是温州人经济网络的重要节点

从时间发展的纵向角度和区域属性的横向角度来看

种类型，一是基于产业集群的企业家网络变迁路径

径。 

1.基于产业集群的企业家网络变迁路径

业集群的萌芽阶段，是范围集中

围扩大、强联系的企业家社会网络

业家社会网络。从地理上看，

温州这个中心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活动，例如服装、鞋类、印刷

大多数是对温州的产业或企业模式的复制

一定阶段，会涌现出很多企业家和商人

走南闯北的“十万供销大军”

街和温州城，这些节点又与温州有着很多联系

商几乎都是当地商会的会长、

今天的个体工商户可能就是明天的企业主。同时，政府也在大力推行

，这些举措和创业环境会极大地提升雇主的数虽。

主致量和个体工商户数量与劳动力人口的比例，能很好地说明和衡量在一个区域内企业家人力

本文选取四个区域样本城市温州、苏州、东莞和深圳来进行对比

区域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变迁有一个动态的比较分析。 

年和 2010 年温州、苏州、深圳和东莞四个地区的私营企业数量

工商户数址和劳动力人口数量、劳动力中大专以上程度的人口数量。 

的数据可以看出，四地区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由 2000 年发展到

温州地区由 2000 年的 4.0％上升到 2010 年的 5.90%；

6.24%；深圳由 2000 年的 3.85％上升到 2010 年深圳

上升到 2010 年的 6.68%。从四个城市的区域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动态数据

温州由当初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最丰裕的地区变成相对最少的地区

的企业家人力资本都得到较大的提升，幅度增加比较多，深圳最高，东莞其次

温商网络的变迁模式 

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温州经济和温州模式的一个缩影

业家人力资本不断生成的过程，其路线图就是一个从点到线、再到网络的过程

发展和融人的垂要法宝，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体现。

的社会网络支配着温州人的流动，温州人通过人际关系链流动和迁移出来，又聚集在一起

朋友和乡邻三者编制而成，为他们的就业、融资和情感交流等活动

并有助于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减少在异国他乡的生存、生活和发展风险

会网络的发展孕育着潜在的产业进人者，也帮助温州移民进人到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皮具产业集

在这个社会网络中，本土温商、本土行业协会（商会）、异地温商和异地温

都是温州人经济网络的重要节点。 

从时间发展的纵向角度和区域属性的横向角度来看，可以把企业家网络的变迁路径分为两

一是基于产业集群的企业家网络变迁路径，另一是基于区域连带的企业家网络变迁路

基于产业集群的企业家网络变迁路径。企业家的社会网络类似一种“撒网

是范围集中、强联系的企业家社会网络；在产业集群的发展阶段

强联系的企业家社会网络；在产业集群的成熟阶段，最后成为范围扩大

，这些网络节点会越来越远，甚至跨越边境。从联系上看

温州这个中心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很多在外温商仍然从事温州产品的代理和经销等商业

印刷、电器、灯具、眼镜、家具和紧固件等。在外温商所从事的实业

大多数是对温州的产业或企业模式的复制，这些行业与温州的产业极其相似。

会涌现出很多企业家和商人，然后需要经销或代理产业集群的产品的温商

”，这会不断地增加节点，聚集在一起形成温州店

与温州有着很多联系。据统计，正泰集团在全国省级和地级的总经销

、副会长或理事，并且全国将近一半左右的温州商会会长是温州乐

政府也在大力推行“个

。因此，私营企业

能很好地说明和衡量在一个区域内企业家人力

东莞和深圳来进行对比，以期能对

深圳和东莞四个地区的私营企业数量、个体

 

 

年发展到 2010 年的动态

；苏州由 2000 年

深圳的 8.10%；东

从四个城市的区域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动态数据

温州由当初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最丰裕的地区变成相对最少的地区，而其他城市

东莞其次，苏州第三。 

实际上就是温州经济和温州模式的一个缩影，也是温州企

再到网络的过程。社会网络是温

。似乎有一张巨大

又聚集在一起，他

融资和情感交流等活动

生活和发展风险。温商社

也帮助温州移民进人到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皮具产业集

异地温商和异地温

可以把企业家网络的变迁路径分为两

另一是基于区域连带的企业家网络变迁路

撒网”过程，在产

在产业集群的发展阶段，变成范

最后成为范围扩大、弱联系的企

从联系上看，总是与

有很多在外温商仍然从事温州产品的代理和经销等商业

在外温商所从事的实业

。产业集群发展到

然后需要经销或代理产业集群的产品的温商，形成了

聚集在一起形成温州店、温州村、温州

正泰集团在全国省级和地级的总经销

并且全国将近一半左右的温州商会会长是温州乐



清人，这与电气产业集群是温州第一大产业集群有着很大的关系。从经营者来看也极具有产业

特征，例如在外乐清人多从事电器行业；泰顺人多从事建材行业；瑞安人多从事汽摩配行业；

苍南人多从事印刷包装行业；平阳人多从事塑编和矿山机械行业，而这些行业基本上是当地的

主导产业集群。 

2．基于区域连带的企业家集群网络变迁路径：泰顺建材商帮。泰顺县位于温州西南部，

自古以来就有 “九山半水半分地”之称。由于可利用的资源缺少和贫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大批泰顺农民走出大山闯荡天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泰顺人在兴建和经营装饰

建材市场、房地产开发、建材贸易等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从业人员达 9 万人之多，占泰顺

县总人口的四份之一。在全国各地投资兴建的建材市场，装饰城，商贸城等专业市场多达 100

多个。总投资 200 多亿人民币，年销售额在 150 亿元以上，为国家上税将近 20 亿。这个数字

是泰顺当地年财政收人的十几倍。据统计泰顺人在上海的从业人员已达 2 万多人，成立了上海

泰顺商会。泰顺经营户遍布江苏各个建材市场。在江苏建材行业中，已经占据了百分之四十以

上的市场份额。 

 

五、结论、启示与展望 

在企业家集群的萌芽、发展、成熟和转型过程中，从点到面再到网络，区域性企业家集群

的演进实质上是一个社会网络的形成过程。社会网络的网络联系和网络结构都对企业家集群产

生了重要影响。在初期，社会网络专用性依赖有助于强化共同体的认同感，有利于维持共同体

的稳定和行动的一致性。但是，企业家集群网络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半封闭和封闭性的特点

，这会给带来一些负面作用。如果企业家之间是从事相同产品生产或面向共同市场的，竞争性

强的特点导致私人之间的联系较少。所以，在整个企业家网络中，能凭借个人的强联系，能及

时掌握竞争对手的经营活动，甚至借此获得他们的创新成果。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不少企业家

集群内部的知识产权得不到很好的保护，从而降低创新的积极性。企业家创新创业区域环境的

不规范，也将导致整个区域经济创新能力的惰性。从网络结构的角度看，网络规模大和网络密

度高在初期也对企业家集群网络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冗余信息的增加以及维护成本

的上升，需要依靠企业家网络的弱联系来提供创新资源。网络中处于结构洞的行业协会（商会

）或者龙头企业，能拥有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需要依靠这些“知识守门人”推进区域性企业

家集群的整体创新。 

本文目前只是以温商为例，从网络联系和网络结构的两个维度对区域性企业家集群的形成

、发展及演进进行定性分析，概况其现状、特点及生成路径。下一步需要做的研究是，一是选

取其他典型区域性企业家集群进行比较，以观察社会网络的不同作用机制；二是选择温商网络

的典型节点，例如选择某典型异地温州商会，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实证分析网络关系和网

络结构对企业家集群的作用；三是选取毛商网络的典型生成路径进行分析。以上三个方面能从

横向比较和内部剖析的角，深化区域性企业家集群（商帮）的社会属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