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创新与发展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27 卷第 1 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27
 

No. 1
 

2021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jg. 2019. 07. 001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张敏,杨灏野. 政府政策供给、企业网络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J] .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1):100-109.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jg. 2019. 07. 001.

Citation
 

Format:
 

ZHANG
 

Min, YANG
 

Haoye. Government
 

policy
 

supply,
 

enterprise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of
 

small
 

and
 

micro
 

firms
 

[ J] .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1( 1):100- 109.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jg. 2019. 07. 001.

修回日期:2019-06-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个体自我认知偏差与创新二元悖论:家长式领导的破解机理” (71402124);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课题“住房路径视角下经济移民冲突与融合研究———以温州为例” (16JDGH096);温州市基础性科研项目“双创升级背景下的

创新政策优化与温州新创企业突破式创新:基于网络拼凑的视角”(R20180001)

作者简介:张敏,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Email:mmchangmin@ 163. com。

政府政策供给、企业网络嵌入
与小微企业转型

张　 敏1,杨灏野2

(1. 温州大学
 

商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2. 中山大学
 

国际金融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2)

摘要:双创升级背景下的小微企业依然是弱势群体。 文章从政府政策供给与网络嵌入的双重视角

切入,探究推动小微企业创新转型的作用机理,挖掘宏观政策供给、中观网络结构与微观企业行为三者

间的交互路径。 小微企业在小微园中的结构嵌入有益于提升小微企业的转型绩效,而关系嵌入对转型

绩效的提升存在倒 U 型关系。 资金支持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对网络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关

系起到调节作用。 文章提出了政策供给类型与网络嵌入形态之间的动态匹配策略,为推动小微企业转

型提供了新的理论构建。 政企互动与企业间互动需要相互关照、细密交织,才能为小微企业创新转型提

供有力的“庇护网”。
关键词:政策供给;网络嵌入;小微企业;创新转型;转型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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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小微企业是实现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中坚力量。 随着打造“双创”升级国家战略的提出,中国

的创新创业形态将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迈进,追求创新质量也成为当前小微企业创新转型所追求

的核心目标。 小微企业的转型过程嵌入于经济制度与市场规则之中,嵌入于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

关系之中。 理论上,小微企业借助“结网”行为实现网络嵌入是获取商机和创新资源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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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进入缺陷”和“合法性门槛”的存在使得上述策略在实施时困难重重[1] 。 一旦借助网络嵌

入获取创新资源的路径受限,依托有效的政策供给来跨越“合法性门槛”则成为小微企业创新转型

的重要战略洞见。 政策供给是打造政商关系的重要内容,企业间的交易关系构成了企业网络的基

础。 政策供给与企业网络分别从良好的政商关系以及开放性的合作关系的层面,试图为小微企业

的成长搭建一张“庇护网”。 尽管宏观政策与微观企业创新行为之间的作用机理一直是学界和业界

热议的话题,而企业间的合作网络也被视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政府政策供给、企业网络构建

以及小微企业转型之间的交互作用规律却鲜有论证,政府、社会网络及企业之间的互动过程依然存

在黑箱。 由于小微企业的社会位置、行动策略和它们之间的结盟方式共同决定了市场的运作逻

辑[2] ,对宏观政策供给、中观网络结构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揭示,不仅有助于分析

小微企业的转型路径,还有益于对政策供给与企业网络之间的桥接机理和匹配策略进行梳理与

呈现。
基于此,本研究关注双创背景下的小微企业创新转型过程,旨在回答以下三个核心问题:企业

的网络嵌入行为如何推动小微企业转型? 政府政策在小微企业转型过程中产生哪些综合效应? 政

策供给如何与网络嵌入加以匹配以更有效地推动小微企业转型? 上述问题的解答不仅能够为搭建

小微企业的“庇护网”提供基本思路,梳理小微企业转型的路径选择策略,还能够为“双创”升级背景

下的政策创新与企业网络的升级提供实践参照,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网络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

与合作伙伴建立联盟网络是小微企业参与竞争的重要方式。 联盟网络的构建基于专业化分工

与协作,嵌入多样化的经济联结和社会联结,形成结构相对稳定的合作网络[3] 。 小微企业需要借助

网络平台的优势,获取关键资源,掌控市场信息,提升合法性,而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则是有效融入

网络平台的主要方式[4] 。 由于小微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较短,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对小微企业的

转型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常,产品升级、增长方式转轨和产业转行是小微企业实现转型的基

本路径[5] ,转型的基本目标是实现价值创造、盈利能力提升和创新能力提高[6] 。 小微企业的网络嵌

入能力对企业的转型创新将产生直接影响。 一方面,如果小微企业在网络平台中占据中心位置,或
者承担结构洞的角色,则更有益于获取丰富的资源、掌控更有价值的信息,在扩大合作范围的同时

提高议价能力[7] 。 上述结构嵌入特征能够帮助小微企业拓展业务辐射能力,有效探索潜在市场,推
动资源集聚。 尤其是处于中心位置的企业能够在较短的时空范围内获取非冗余资源,小微企业在

网络中的相对位置越有利,则越有益于推动小微企业顺利转型。 另一方面,如果小微企业能够与合

作企业建立信任,维系有效的互动与信息共享,则能够推动对汇集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引导资源流

向更具竞争性的商业机会。 上述关系嵌入特征能够帮助小微企业与合作伙伴建立默契的合作关

系,提高合作效率。 但是与结构嵌入特征不同的是,关系嵌入对资源聚合的引导容易滋生惰性,虽
然互动提升了合作效率[8] ,但过度信任以及由此引发对特定资源的过度依赖会使小微企业产生认

知偏差和投机行为[9] ,外在的默契增加了内在的创新惰性,抑制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小微企业的关

系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存在倒 U 型关系。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1:小微企业的关系嵌入水平与小微企业的转型绩效呈倒 U 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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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2:小微企业的结构嵌入水平能够提升小微企业的转型绩效。
(二)政府政策与小微企业转型

小微企业转型是基于企业的转型动机、转型目标和转型行为的共同产物[10] 。 政府政策作为企

业极为重要的外部环境,能够直接影响小微企业的决策过程、实施行为与实践绩效[11] 。 通常,国家

制定的相关政策主要围绕激发企业创新动机、识别市场机会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来展开制度设

计[12] 。 自 2014 年双创战略提出以来,中央政府主要基于普惠性的税收优惠、直接的专项资金支持

(如专项补贴)以及提高政府服务水平等三种模式来制定各项政策,国内学者大都将上述政策划归

为资金支持政策与公共服务政策[13] 。 资金支持政策的目标主要在于直接降低小微企业运营成本,
精准弥补企业的资源短板。 公共服务政策的目标主要在于直接提高政府效率和服务水平[14] 。

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对资金支持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的评价也一直

存在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资金支持政策能够纠正市场失灵,推动小微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和创新绩

效[15] 。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资金支持政策可能是导致企业寻租行为的直接诱因,扭曲了政府的补贴

动机[16] 。 由于现阶段的小微企业多处于新创期和成长期,生存周期普遍较短,面临更为严峻的资源

约束和生存压力,使得当前小微企业中出现的资源配置扭曲现象较为常见。 相对而言,公共服务政

策以提高政府效率和服务水平为直接目标,虽然间接为企业提供资源扶持,但更能有效提升企业的

盈利水平与创新能力[13] 。 政府服务水平的提高能够为小微企业转型发展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提
高企业的运营效率,降低组织创新的风险。 政府效率和服务水平的改善,能够帮助企业更倾向于作

出引进新设备和新技术的决策,更愿意主动拓展新兴市场。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政府借助资

金支持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可以有效引导产业活动聚集和创新链的构建,不仅能够提高知识的溢

出效应,帮助企业谋取“创新租”,还能够使小微企业形成较高的创新收益预期,推动转型进程。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1:政府的资金支持政策有助于推动小微企业转型。
H2-1:政府的公共服务政策有助于推动小微企业转型。
(三)政府政策、网络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

资金支持政策主要包括税费减免、专项补贴和政府采购政策[13] 。 税费减免和专项补贴政策能

够直接缓解小微企业转型过程中的资源瓶颈,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和创新门槛,减少资金压力,推
动小微企业在新兴市场中的拓展能力,帮助小微企业提高自身在网络中的地位,逐渐获得中心节点

的位置。 政府采购能够直接降低新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和市场进入壁垒,不仅能够为小微企业提

供更多的商业机会,催生更多的创造性的商业模式,还能够有效提升小微企业的市场认可度和网络

知名度,更易于占据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掌握更多的异质性资源,更为敏锐地感知市场机遇。 小

微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优势和地位优势能够借助资金支持政策直接转化为先发优势,帮助小微企

业在技术、管理、资源、顾客锁定等方面获得有效提升[17] 。 换言之,资金支持政策能够使小微企业在

网络中的地位优势更为明显,帮助其提高对非冗余信息和关键资源的获取,提高资源的整合与控制

能力,洞悉更多的合作空间和市场机会,有效地抢占先机或率先规避和对冲风险,从而有效推动小

微企业转型。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1:资金支持政策对网络的结构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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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持政策水平越高,结构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
公共服务政策主要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简政放权[14] 。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加速了创新资源的

有效聚集,提高了小微企业参与合作的创新意愿,能够引导小微企业主动识别创新机会。 简政放权则

提高了小微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推动了新产品、新行业和新模式的产生,激发了小微企业的创

新活力。 当小微企业处于较低的关系嵌入水平,公共服务政策在为其营造更为便利、开放的创新氛围

的同时,提高企业的社会资源撬动能力与配置能力,降低了合法性门槛,推动企业与合作伙伴建立更为

密切的联系,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更为重要的是,当小微企业处于较高的关系嵌入水平,公共服务

政策的有效执行有利于小微企业获得异质性资源并推动市场中非冗余信息的高效传递[18] ,保持对市

场信息的敏锐度,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过高关系嵌入带来的信息同质化风险。 换言之,有效的公共服

务政策所营造的公正、开放的网络环境,能够降低合作壁垒,帮助小微企业与合作伙伴快速建立正式与

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增强企业的协同创新能力,公共服务政策能够削弱关系嵌入对小微企业转型绩效

的倒 U 型影响。

图 1　 研究框架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2:公共服务政策对关系嵌入与小微企业

转型绩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公共

服务政策的力度越大,关系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

绩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越平缓。
综上,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和数据收集程序

以产业集聚为基本原则构建的小微园是当前企业合作网络的重要载体,本研究将小微园视为

小微企业的网络嵌入平台。 初始问卷的设计主要以国内外文献中的经典量表和焦点群体访谈为基

础,结合预调查样本的因子分析,确定最终的问卷题项。 正式调查在浙江、湖北、广东等省份的小微

园展开。 选取的小微企业成立时间超过 3 年,能够对自身的网络能力和政府政策供给进行有效感

知和客观评价。 问卷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收集:一是与各地的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园区管理委

员会和园区开发商沟通,获得小微企业的联系方式,通过随机抽样确定问卷样本并借助电子邮件推

送调查问卷。 二是利用各类调研机会,直接对小微企业主分发问卷,并邀请其推荐 3 名入园的小微

企业主参与问卷填答,以滚雪球的方式获取样本。 两种方式共发放问卷约 850 份,经过整理筛选,共
回收有效问卷 735 份,有效回收率为 86. 4%。 样本的基本统计信息如表 1。

表 1　 样本企业统计特征描述

统计特征 样本量特征分布

行业 传统产业占 57. 2%;新兴产业占 42. 8%

企业规模 20 人以下占 65. 8%;20~ 50 人占 16. 8%;51~ 100 人占 12. 3%;101 人及以上占 5. 1%

企业年龄 5 年以下占 32. 5%;5~ 10 年占 40. 2%;11~ 15 年占 21. 5%;15 年以上占 5. 8%

企业家年龄 30 岁以下占 21. 5%;30~ 40 岁占 65. 2%;41~ 50 岁占 12. 6%;51 岁及以上占 0. 7%

教育程度 高中以下占 2. 6%;大专占 10. 2%;本科占 61. 5%;硕士及以上占 2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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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变量测量

除控制变量外,其他变量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测量,5 表示非常赞同,1 表示非常不赞

同。 变量定义如下。

1. 自变量

网络嵌入程度的测量主要参考 Granovetter[18] 对个体网的嵌入程度的测量方法。 关系嵌入主要

考察小微企业与合作伙伴(园区内部主要客户和供应商、园区管理部门、园区其他服务中介结构)之

间的沟通频率。 结构嵌入主要考察小微企业在合作网络中的相对位置及其对合作伙伴的影响,包

括合作伙伴对企业产品和技术能力的评价,企业经营行为对合作伙伴的影响等。
2. 因变量

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主要从产品(服务)层面进行测量,包括运营绩效和创新绩效两个维度[19] 。

运营绩效关注企业成本、产品质量和市场份额,创新绩效关注专利数量、新市场或新产品的推出速

度及市场占有率的变化。
3. 调节变量

结合转型期政府政策的供给现状,本文将政府政策分为资金支持政策(政府采购、税费减免和

专项补贴)与公共服务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和简政放权)两类[13-14] 。 问卷中罗列了近期各地政府出

台的各类政策,要求小微企业主结合自身体验和主观感知对每项政策进行评价。
4. 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择行业类别(1 =传统产业,2 =新兴产业)、企业规模(1 = 20 人以下,2 = 20 ~ 50 人,3 =

51~ 100 人,4 = 100 人以上)、企业年龄(2018-企业成立时间)、企业家年龄、企业家受教育程度(1 =

高中以下,2 =大专,3 =本科,4 =硕士及以上)、网络规模(园区内企业数量)为控制变量[20] 。

(三)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问卷设计中采用反向用语、随机调整题项顺序等方法削弱同源误差的影响。 问卷回收后

进一步采用 Harman 单因子分析进行检验,将所有变量放入探索性因子分析框中,观察未旋转

因子分析结果。 析出的 1 个因子最大方差贡献率为 25. 691%,小于 50%,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在

可接受范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

所有题项源于成熟量表和专家访谈,能够保证量表的内容效度。 各量表的 KMO 均介于 0. 7 ~

0. 8 之间,适宜进行因子分析。 主成分分析和正交旋转之后,所有构念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超过

0. 7,保证了量表的较高信度。 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 CFA),测量模型的拟合指数分别为:χ2 / df =

1. 48、RMSEA = 0. 061、NFI = 0. 93、IFI = 0. 95、CFI = 0. 96、NNFI = 0. 98,保证了量表的区分效度。 各构

念组合信度(CR)均大于 0. 8,变量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均大于 0. 5 这一临界值,保证了量表的收

敛效度。 任何一个构念的 AVE 均方根都大于与其他构念的相关系数,保证了量表中各构念间的区

分效度。 检验结果见表 2 和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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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

构念 标准载荷 KMO Cronbachs’α CR AVE

资金支持政策 0. 673 0. 786 0. 832 0. 817 0. 538

公共服务政策 0. 652 0. 783 0. 813 0. 810 0. 527

关系嵌入 0. 786 0. 792 0. 809 0. 817 0. 518

结构嵌入 0. 692 0. 778 0. 811 0. 820 0. 529

运营绩效 0. 812 0. 799 0. 858 0. 815 0. 516

创新绩效 0. 826 0. 768 0. 873 0. 832 0. 531

表 3　 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皮尔逊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年龄 35. 23 6. 55 1

2 教育 3. 62 0. 47 -0. 101 1

3 行业 1. 83 0. 59 -0. 121 0. 109 1

4 成立时间 8. 99 1. 92 0. 201∗∗ -0. 015 -0. 124 1

5 企业规模 1. 79 0. 61 0. 177∗∗ 0. 109 0. 161∗∗ 0. 202∗∗ 1

6 网络规模 70. 15 13. 67 0. 010 0. 012 0. 115 0. 098 0. 077 1

7 政府政策 4. 12 0. 55 0. 089 0. 113 0. 205∗∗ 0. 137 0. 165∗∗ 0. 121 1

8 关系嵌入 3. 51 0. 63 0. 085 0. 102 0. 122 0. 062 0. 103 0. 101 0. 161 1

9 结构嵌入 3. 78 0. 58 0. 072 0. 092 0. 125 0. 075 0. 122 0. 116 0. 155 0. 151 1

10 转型绩效 3. 76 0. 81 0. 103 0. 102 0. 157∗∗ 0. 120 0. 139 0. 145 0. 326∗∗∗ 0. 402∗∗∗ 0. 315∗∗∗ 1

　 　 注:∗∗∗表示 P<0. 01,∗∗表示 P<0. 05,∗表示 P<0. 1。

(二)假设检验结果

为了降低多重共线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核心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由于企业的转型绩

效涵盖运营绩效和创新绩效[21] ,本研究采用两类绩效之和来测量转型绩效。
借助多元线性回归的基本思路,依次将控制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以及交互项引入回归模型,

回归结果见表 4。 在模型 1 中,结构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 β = 0. 168,
p<0. 01),H1-2 得到验证。 关系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的正效应并不显著(β = 0. 109),在模型 2
中引入了关系嵌入的平方项之后,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倒 U 型影响(β = -0. 243,
p<0. 01)。 过高和过低的关系嵌入水平均不利于小微企业实现创新,H1-1 得到验证。 模型 3 中,资
金支持政策、公共服务政策分别与转型绩效的相关性系数为 0. 142 和 0. 151,且后者在 0. 01 置信水

平上显著,H2-2 得到验证,而 H2-1 未能得到验证。 模型 5 引入了资金支持政策与结构嵌入的调节

项(β= 0. 169,p<0. 01),说明资金支持政策能够显著调节结构嵌入与转型绩效的关系,H3-1 得到验

证。 模型 6 引入了公共服务政策与关系嵌入平方的调节项(β = 0. 183,p<0. 01),说明公共服务政策

对关系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公共服务政策水平越高,关系嵌

入与转型绩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越平缓,H3-2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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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转型
绩效

模型 2
转型
绩效

模型 3
转型
绩效

模型 4
转型
绩效

模型 5
转型
绩效

模型 6
转型
绩效

控
制
变
量

年龄 0. 102　 　 0. 102　 0. 100　 　 0. 101　 　 0. 101　 0. 101
教育 0. 101 0. 101 0. 101 0. 099 0. 098 0. 100
行业 0. 126 0. 123 0. 123 0. 118 0. 120 0. 120

成立时间 0. 096 0. 096 0. 091 0. 087 0. 088 0. 095
企业规模 0. 108 0. 109 0. 110 0. 107 0. 106 0. 105
网络规模 0. 112 0. 105 0. 102 0. 088 0. 087 0. 092

自
变
量

关系嵌入 0. 109　 　 0. 081　 　 0. 080　 　 0. 077　 　 0. 073　

关系嵌入2
 

-0. 243∗∗∗ -0. 216∗∗∗ -0. 187∗∗∗ -0. 173∗∗∗

结构嵌入 0. 168∗∗∗ 0. 156∗∗∗ 0. 152∗∗∗ 0. 138∗∗∗ 0. 135∗∗∗

调节
变量

资金支持政策 　 0. 142　 　 0. 120　 　 0. 112　 　 0. 113　

公共服务政策 0. 151∗∗∗ 0. 133∗∗∗ 0. 126∗∗∗ 0. 123∗∗∗

资金支持政策×结构嵌入 　 0. 169∗∗∗

公共服务政策×关系嵌入2 　 0. 183∗∗∗

F 值 　 7. 325∗∗∗ 　 10. 662∗∗∗ 　 11. 008∗∗∗ 　 12. 885∗∗∗ 　 14. 391∗∗∗ 　 15. 072∗∗∗

调整后的 R2 0. 109 0. 189 0. 181 0. 359 0. 466 0. 493

　 　 注:∗∗∗表示 P<0. 01,∗∗表示 P<0. 05,∗表示 P<0. 1。

依据 Zheng 和 Yang[22]的方法,绘制了资金支持政策与公共服务政策的调节效应示意图。 在高

水平的资金支持政策下,结构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加显著(图 2)。 进一步分

别验证高 / 低水平公共服务政策情景下的交互项显著性,层次回归表明高水平公共服务政策下的交

互项在 0. 01 水平显著(β= 0. 262,p<0. 01),低水平公共服务政策下的交互项在 0. 05 水平显著(β =
0. 155,p<0. 05),高水平公共服务政策使关系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之间的倒 U 型关系更为平缓,在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过度关系嵌入带来的创新阻力,进一步证实了 H3-2(图 3)。

图 2　 资金支持政策对结构嵌入—转型绩效的调节作用 图 3　 公共服务政策对关系嵌入—转型绩效的调节作用

　 　 由于入园时间可能会影响个体对网络嵌入关系的评价,继而影响创新行为,为了进一步验证结

论的稳健性,本研究按照入园时间对总样本进行分类:入园时间小于等于 1 年(n= 396)和入园时间

大于 1 年(n= 339)。 按照上述研究步骤重新进行层次回归,得到的研究结论与模型 1—模型 6 的结

论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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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和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政策供给与网络嵌入关系的视角探究推动小微企业创新转型的联动机理,试图挖掘

“双创”升级背景下桥接宏观政策供给、中观网络结构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交互机理,提出政策供

给类型与网络嵌入形态的逻辑匹配有助于小微企业转型这一理论洞见,并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首先,小微企业在小微园中的结构嵌入有益于提升小微企业的转型绩效,而关系嵌入对转型绩

效的提升效应存在倒 U 型关系。 虽然网络平台的搭建为小微企业之间建立信任和履行承诺提供了

更为透明和便捷的通道,但过高的关系嵌入水平将导致资源冗余与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影响资源获

取质量与决策质量。 相比之下,获得网络的中心地位将更直接地为小微企业转型带来多样化知识

和互补性资源,更能够激发小微企业的转型潜能。 研究结果显示,由于当前小微园中的信息冗余现

象已然突显,维持适当的关系嵌入水平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重点所在。
其次,政策供给所营造的外部制度环境将引导小微企业形成不同的行为动机,继而影响小微企

业的转型进程。 相对于资金支持政策而言,当前政府的公共服务政策更能够从内在创新动机层面

对小微企业实施有效引导。 一旦各类行政手续和服务流程得到简化,小微企业得以将更多的精力

用于市场拓展和产品创造,结识更多的合作伙伴,扩大企业的网络影响力,合法性的提高又进一步

激发小微企业的创新潜能。 保护知识产权能够为小微企业营造公平合理的运营环境,引导小微企

业构建更为开放的创新网络,从而集聚更为多元的创新资源。 而政府采购、税费减免和专项补贴等

直接的资金支持政策会导致小微企业产生制度寻租,更加依赖外部的直接补给而弱化内在的转型

动机。 既有研究证实企业的各类补贴政策的制定多基于资格类的文本门槛或项目类的实践门槛,
均是基于对既有成果的确认,难以形成对未来创新行为的有效激励[23] 。 本研究从企业的网络嵌入

特征切入,再次对基于“门槛性条件”的资质类优惠政策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因此,政府在资金支持

方面应适当减少针对特定小微企业的财政补贴,并在公共服务政策方面持续加大实施力度并扩大

实施范围。
最后,资金支持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对网络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

作用。 资金支持政策水平越高,结构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 公共服务

政策的力度越大,关系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越平缓。 既有研究认为政策

供给应结合企业发展阶段、创业者的异质性胜任特征等进行动态转变[24] ,而本研究则基于宏

观—中观—微观的协同视角,提出政策供给类型与网络嵌入形态动态匹配的政策供给思路。 在

关系嵌入水平高的企业网络中,公共服务政策更能够释放情感契约的效力,缓解过度嵌入带来的

认知偏差和投机行为,引导企业主动转型。 而在结构嵌入水平高、网络密度大的企业网络中,资
金支持政策更能够有效释放网络地位对企业行动与绩效的积极影响,帮助小微企业获得网络的

核心位置,提高小微企业对资源的控制力度。 政府的政策供给和资源投放需要借助特定的网络

平台进行贯彻和渗透,政府政策通过推进小微企业的网络资源融合和企业家的认知转换,在经历

了网络嵌入过程之后,提高市场化能力,最终作用于小微企业的创新转型。 因此,推动小微企业

转型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借助政策供给与网络特征的合理匹配,实现资源供给与利益驱动的有

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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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贡献及展望

本研究聚焦双创战略下的弱势群体———小微企业,关注当前小微企业最常见的网络聚集形

态———小微园,反思政策供给可能带来的碎片化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

义。 既有领域的研究多阐述宏观政策与微观行动的过程黑箱,抑或分析中观平台对微观绩效的影

响机理,本项研究不仅梳理了桥接宏观政策供给、中观网络结构与微观企业行动的理论脉络,还提

出了政策供给与网络嵌入关系动态匹配的企业转型路径与政策制定策略。 在实践中,政府需要开

辟具有足够广度和深度的政企互动界面,而以小微园为代表的企业网络平台自然而然承担起这一

重要的历史使命。 政府行为与网络行为的边界依托政策类型与网络嵌入的协同作用而发生动态调

整。 企业网络在形成嵌入特征的同时,也间接完成了对政府政策的过程性监管。 国家宏观政策依

托于中观网络结构,进而对微观企业行动产生约束,这是切实推动双创战略的重要路径。 政企互动

与企业间互动需要相互关照、细密交织才能为小微企业创新转型提供有利的“庇护网”。
此外,由于企业网络具有动态发展的特征,企业网络嵌入关系在企业网络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

不同的表现。 政策供给通过改变网络嵌入关系的演化轨迹,又进一步推动企业网络的升级重构。
后续研究需拓展小微企业样本的取样范围,挖掘度量企业网络升级的关键变量,跟踪政策供给的执

行过程与实际绩效,以期获得更为客观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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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enterprise
 

network
 

as
 

the
 

context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small
 

and
 

micro
 

firm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supply
 

and
 

network
 

embeddedness.
 

The
 

government
 

policy
 

supply
 

and
 

enterprise
 

network
 

embeddedness
 

can
 

effectively
 

influence
 

the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The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while
 

the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Financial
 

support
 

policies
 

and
 

public
 

service
 

policies
 

play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Crucially 
 

the
 

dynamic
 

matching
 

of
 

policy
 

supply
 

and
 

network
 

embeddedness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
 

intertwine
 

of
 

government-business
 

interactions
 

and
 

interfirm
 

interaction
 

can
 

provide
 

a
 

strong
 

sanctuary
 

network 
 

for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Key

 

words 
  

policy
 

supply 
 

network
 

embeddedness 
 

small
 

and
 

micro
 

firms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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