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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营利组织的迅速成长改变了企业的生存环境。企业如何与非营利组织协同发展以获取竞争优势成 

为必须给予关注的现实问题。本文以 “协同网络”的概念界定为研究起点，探讨了协同网络形成的动因，通 

过刻画企业行为的社会嵌入性特征，阐释了协同网络形成及扩展的机制，最后指出构建协同网络并从中获取 

竞争优势是企业在竞争中获得发展的新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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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识到，单凭 

企业自身的力量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20世纪80年 

代以来，西方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迫于强大的竞争压力，开始对企业竞争关系进 

行战略性调整，纷纷从对立竞争走向大规模的合作竞争，也因此使得合资、战略 

联盟等组织形式成为了诸多企业用来实现资源和战略共享而实施的核心战 

略⋯。近年来，作为社会领域的重要组织形式，非营利组织(行业协会、医院、大 

学、社团等)迅速成长起来，日益成为了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 J，这显著地改变 

了企业面临的生存条件和发展环境。因而，企业如何与非营利组织协同发展以 

获取竞争优势成为必须给予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有关企业协同非营利组织获取竞争优势的研究，在国内外仍处于开创阶段。 

企业资源观和企业能力观强调单个企业所拥有和控制的那些能够产生竞争优势 

的资源和能力，但是它们却忽视了企业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与它所嵌入的关系网 

络是相关联的。近年来，许多经济学者已经认识到企业的行为和绩效不仅受外 

部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3 J。进而将企 

业网络的社会结构观点应用于对企业联盟的研究(Gulati，1998)。但是，目前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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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联盟理论多集中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和 

资源共享，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很少在文 

献中被提及，理论落后于实践。社会网络作为企业 

的竞争优势新的来源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广泛重 

视。目前，虽然有从社会网络角度对企业从外部社 

会环境获取竞争优势的研究，却没有将视角拓展到 

非营利组织的范畴。因此，如何基手网络理论把非 

营利组织纳入网络分析框架，将非营利组织作为网 

络的基本要素来构建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协同网 

络，进而考虑企业从协同网络中获取竞争优势的问 

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 

本文以网络理论为指导，在界定了协同网络的 

概念的基础上，从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不同视角分 

析了协同网络形成的动因，进而基于嵌入性观点阐 

释了协同网络形成及扩展的机制，最后指出企业构 

建协同网络并从中获取竞争优势是企业在激烈竞争 

中获得发展的新的战略选择。 

二、协同网络的概念界定 

按照 Hakansson(1987)的观点，网络应该包括三 

个基本的构成要素：行为主体、活动的发生和资 

源 J。其中，行为主体不仅包括个人、企业或企业 

群，而且在更广的范围上包括政府、中介组织机构、 

教育和培训组织等；网络中的活动包括网络中行为 

主体内部知识、信息等的传递活动、企业外部的交易 

活动、企业内部的传递活动、联接到企业外部的活 

动，以及整个网络中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知识、技 

术等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流动等相关活动；而资源则 

包括物质资源、金融资产和人力资源等。 

通过对网络构成要素的分析可以发现，网络的 

形成是由于具有参与活动能力的行为主体，在主动 

或被动地参与活动过程中，借助资源的流动，形成了 

一 些彼此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总和(Hakansson， 

1987；盖文启，2002)。例如，在一个企业的外部网络 

中，既可以看到企业在与供应商、客户交易过程中建 

立的产业价值链上的纵向关系，又可以看到企业与 

政府、非营利组织(如行业协会、大学或研究机构)等 

中介组织建立的横向关系等。所以，从微观经济学 

的角度来看，结网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企业如何与辅 

助部门联接，供应商如何与客户联接，区域内的各种 

机构如何在研发活动中合作，技术、信息等资源如何 

在各个经济主体之间扩散等。因此，从这一意义上 

讲，协同网络就是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在交换资 

源、传递资源活动过程中发生联系时建立的各种关 

系总和，这些关系有时是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 

和信任基础上结成的非正式关系，有时是发生在市 

场交易或知识、技术等创造过程中的正式合作关系。 

因而，可以这样来定义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协 

同网络，即：相互独立的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在协同交 

互作用中基于各种关系类型而相互关联所共同构成 

的一种具有指向性的、稳定的合作联结系统。该定 

义突出了四个要点：首先，协同网络是由一定数量规 

模的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构成的；其次，协同网络是企 

业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属于企业外部网络，而非企 

业内部的网络；第三，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协同 

是有指向性的，是稳定的；第四，企业与非营利组织 

之间的联结是基于某种关系类型而存在的。这种关 

系类型可以是纯粹经济性的市场关系，如企业与非 

营利组织进行产品合作、渠道合作；也可以是社会性 

的社会关系，如企业的员工与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 

进行私下讨论和信息交流。当然，更一般的情形是 

二者的结合，是社会网络与市场网络的叠加。 

三、协同网络形成的动因分析 

从协同网络的概念可以看出，企业和非营利组 

织是基于某一类型的关系而相互联结的，那么，这种 

联结的动因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一问题，汤普森曾 

给出了互倚性或互依性(interdependence) 概念，以 

表明联结的动因，即，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存在着 

一 定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需求，这样才能保证它 

们之间彼此的联结而构成网络。借鉴霍基和安索利 

教授对企业间建立关系的动机的研究，笔者从企业 

与非营利组织不同视角，对协同网络形成的具体动 

因予以归纳，如图 1所示。 

(一)企业视角 

1．高收益成本比 

“成本一收益比”意味着经济单位进行经济活动 

时。要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当成本小于收益时， 

有利可图，可以进行此项经济活动；反之，则不进行 

此项经济活动。企业在与非营利组织建立协同网络 

时，需要做出一定的牺牲 ，如要贡献出某些资源，或 

放弃一定的自主权等，当然，它也会从中受益。当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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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协同网络形成的动园 

益大于成本时，就有建立协同网络的可能。 

2．增大权力 

一

个企业组织如果通过与非营利组织建立某种 

网络关系，可以使它在环境中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也 

会促使它去建立这种联系。如企业可以以捐赠者身 

份担任非营利组织或其所组织的活动中的顾问、理 

事等职务而获得一定的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权力。 

3．解决资源稀缺困境 

这一点不难理解，当一个企业难以获得所需要 

的资源或者难以实现其目标时，它就会寻求其他组 

织，试图建立网络关系，这样既可增大权力又可分享 

稀缺资源。这也是中小企业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 

与非营利组织构建协 同网络以获得成长的一种 

方法。 

4．群体认知度和声誉的建立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 

企业体现社会道德而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有效方 

式。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和行为体现着社会诚信与社 

会公益。企业若以扩大群体认知度和建立企业声誉 

为目标，与非营利组织相关联而共同开展公益活动， 

构建稳定 的协同网络，则是实现社会责任 的最佳 

途径。 

5．规范或合作的机会 

当外在环境的规范支持组织间的活动或存在着 

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契机时，网络关系更容易 

形成，尤其是当企业曾经有过成功的历史，非营利组 

织具有良好的社会公信力时，它们就可能更倾向于 

相互之间建立网络关系。 

(二)非营利组织视角 

1．筹集资金 

非营利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 

款，但是近年来，政府的财政拨款日益减少。同时由 

于 “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大部分非营利组 

织缺乏自营收入；加之，源于传统筹资观念和组织目 

标和宗旨之间的冲突，非营利组织虽然处于市场环 

境中，但在筹资运作方面却没有运用市场化的渠道。 

非营利组织面临着生存困境，寻找新的筹资来源迫 

在眉睫，而营利性领域无疑是最具前景的资金来源。 

基于这一动因，非营利组织有与企业建立协同网络 

的可能。 

2．组织能力的提高 

专业管理人才和志愿者的缺乏致使非营利组织 

组织能力低下，效率不高，这已经成为制约非营利组 

织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营利性领域则拥有丰富的 

人力资源和较高的组织管理能力，非营利组织与企 

业建立协同网络，不仅可以从中获取大量的优秀人 

才，而且有机会向企业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方法， 

从而可以提高自身的组织能力，较好地完成组织的 

使命。这是促使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形成网络关系的 

重要动因。 

3．知名度的提升 

作为社会领域中的重要部门，非营利组织要在 

群体当中建立良好的社会公信力，必须要以提升社 

会知名度为前提。通过与成功的企业共同参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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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而建立协同网络关系，非营利组织不仅可以获 

得口碑效应，而且可以借助企业的宣传，赢得更多的 

社会关注，提升知名度，从而有利于社会公信力的 

建立。 

四、协同网络的构建 

持开放系统观点的组织理论学者和结构社会学 

家们很早就坚持认为，组织环境中最重要的就是其 

外部联系所构成的社会网络。他们强调，经济行为 

和其他社会行为一样，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深深地 

嵌入社会网络之中 (Powel等，1994)[61。社会网络可 

以定义成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 

结点所构成的集合。社会关系可以是朋友关系、上 

下级关系，也可 以是纯粹的经济关系等等  ̈

(I舢mann，Galaskiewicz和Marsden，1978)。这种观点最终 

可以归结为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 (social embed— 

dedness)，通过关系网络，行动者可以获得他们所需 

要的资源和信息。嵌人性(Embeddedness)是网络内 

主体问关系的本质特征，它促成网络的形成，并成为 

早期竞争优势的来源。 

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双方基于组织问的信任在交 

互作用中形成了协同网络。从嵌入理论的观点看， 

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的，而社会结构的核 

心就是人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网络。因此，企业与非 

营利组织所形成的协同网络与社会网络并不是截然 

分开、相互无关的，正确的理解应当是协同网络是嵌 

入于更为广大的社会网络之中的，而嵌人的网络机 

制就是信任。信任可以表示成对一个交易伙伴不会 

损人利已的信心 J，这种信心的形成是启发式的，把 

其他人的动机和行为假设为最好的偏好(Uzzi，1997)。 

由于信任来源于社会网络且嵌入社会网络之中，因 

此组织的经济行为也嵌人于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 

中。协同网络使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相互间 

联系的纽带来获取信息收益。 

作为社会领域中的重要部门，非营利组织必然 

在履行社会职能的过程中与政府、社会群体以及其 

他社会机构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组织间信 

任的传递 】，协同网络中的企业与政府、社会群体、 

其他社会机构得以接触，逐步建立紧密的纽带，形成 

嵌入性连接。非营利组织就是企业协同网络嵌入社 

会网络的节点，发挥着传递信任、信息及社会关系资 

源的桥梁作用，使得协同网络深深嵌入于社会网络 

之中。相应的，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关联机构之问的 

连接也会形成，而企业的关联机构与非营利组织的 

关联机构也最终建立了嵌人性连接。因此，随着嵌 

人性连接数量的不断增加，网络关系也在不断扩展。 

直至各个行为主体之间都建立了嵌人性连接 ，(扩展 

的)网络结构便呈现出来。最终形成的网络结构可 

以用图2进行表示。 

图2嵌入性纽带与网络结构的形成 

图2中Al、A2代表企业，Bl、B2代表非营利组 

织，c代表非营利组织的关联机构和群体(地方政 

府、社会群体、其他机构)，D代表企业网络中的其他 

机构。图中实线分别代表企业网络和非营利组织网 

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之间通过信任机制建立联 

结，形成协同网络，由图中圆点连接线表示。企业通 

过协同网络，将非营利组织 B1、B2作为节点，与非营 

利组织的关联机构和群体 c建立了联系Al—c和 

A2一c，同样，非营利组织也通过协同网络相应的将 

企业A1、A2作为节点，与企业相联系的机构 D建立 

了联结 B1一D和 B2一D，图中以短划线来表示。随 

着联结的增加和信任的传递，c—D也建立了联结， 

最终，社会网络得以构成。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协 

同网络也通过这些联结而深深嵌人在整个社会网络 

之中。 

五、案例研究：东方彩虹文化公司与浙江慈善总 

会合作构建协同网络 

东方彩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以开发经营文化 

产品、策划承办文化活动为主要方向的综合性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热衷于慈善公益事 

业，通过慈善捐助、合作义演等多种方式与非营利组 

织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浙江省慈善总会成立于 

1999年l2月，是一个由热心慈善事业的公民、法人 

及其它私企组织自愿参加，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非营利公益社会团体，总会宗旨是：筹募 

慈善资金，开展社会救助，扶助弱势群体，促进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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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业的发展。 

1．协同网络构建的动因 

慈善义演在把慈善事业“爱满人间”的精髓推向 

广大群众的同时，可以最大程度提高人们对慈善事 

业的关注。涉及面广、影响力大。对于浙江省慈善总 

会而言，慈善义演既是弘扬慈善文化的重要载体，又 

是慈善筹款的有效方式。而对于东方彩虹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来说，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企业 

声誉是文化娱乐活动顺利开展、保证企业持续发展 

的必要条件。基于以上动因考虑，自2002年开始至 

今，东方彩虹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慈善总会持续合作 

开展了众多场次的慈善文化演出活动(见下表)。双 

方通过长期合作举办慈善义演活动，建立了良好的 

联系，逐步形成对彼此的信任，在交互作用中形成了 

稳定而紧密的网络关系。 

表 东方彩虹有限公司与浙江慈善 

总会合作举办的慈善义演项目 

2．紧密的合作促使慈善义演成功举行 

慈善义演的成功举办与双方的紧密合作是分不 

开的。在筹备阶段 ，东方彩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利 

用慈善总会的社会关系对慈善义演进行了广泛的前 

期宣传，开展企业品牌推广，同时结合慈善理念，关 

注企业可从慈善活动中得到的有形及无形的回报， 

提高企业参与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完善的策划方案 

是义演得以成功举办的必要条件。为弘扬“善心暖 

人间”的宗旨，东方彩虹文化公司利用自身的演艺资 

源，与慈善总会积极商议和交流，为演出设计了多种 

可操作的方案，同时网罗专业人才对节 目安排、舞台 

背景、灯光设计、现场气氛等进行详细的策划，使得 

义演精彩纷呈。在义演从筹备到顺利举办的过程 

中，公司员工与慈善总会志愿者不断地进行信息交 

流、共同探讨，开展深度而广泛的合作。 

3．慈善义演提升东方彩虹公司竞争优势 

东方彩虹有限公司在弘扬慈善价值观，推进慈 

善文化建设的同时，提升了自身品牌的影响力。建立 

了良好的企业声誉和社会形象，还与许多组织建立 

了伙伴关系。通过与慈善总会联合举办义演活动， 

东方彩虹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民政厅、中华慈善总会 

等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有利于公司开展更为广 

泛的文化服务和社会活动。义演筹集的资金大大缓 

解了慈善总会资金不足的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减 

轻了政府财政拨款的负担，因此，这一做法也获得了 

政府的支持和关注。自2000年以来，浙江省慈善总 

会相继举办了扶贫慰问、应急救助等诸多慈善活动， 

在社会群体成员中拥有着较高的信任度。通过与浙 

江省慈善总会长期稳定的合作以及各类慈善义演的 

成功开展，东方彩虹有限公司在广大的社会群体中 

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构成了企业独特的社会资本，这 

不仅使原有的客户提高了对企业的认知度，进而加 

强了和企业的交易关系，而且赢得了更为广泛的社 

会群体的青睐，这成为企业潜在价值创造的来源。 

六、结语和研究启示 

通过东方彩虹文化公司成功经验不难看出，在 

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协同网络构建过程中，一方面， 

企业可以从网络中获取信任、规则等社会资本，降低 

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形成低成本优势；另一方面，企 

业以非营利组织作为节点与政府、社会群体建立联 

结，嵌入广阔的社会网络之中，从中获取独特的关联 

优势，由此企业可以获得机构性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同时，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企业通过学习吸收非营 

利组织中的知识和能力，充实企业自身知识和提高 

内部能力。这又成为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来源。非营 

利组织的发展表明，非营利组织不仅可以有效弥补 

政府社会保障之不足，而且有利于缓和社会各阶层 

矛盾，推动社会和谐发展。随着对非营利组织越来 

越强的兴趣和关注，企业与其协同发展获取竞争优 

势是企业在激烈竞争中获得发展的战略新选择。 

从Mitchell(1969)构建的描述网络特征的要素 

体系，到Burr(1982)结合分析单元和分析方法两个 

维度总结出的典型的网络分析模型，直至Granovetter 

(1990)的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观点 引̈，网络作为一 

种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被广泛认同，并得到不断发展 

和完善。从各种网络特征分析模型可以归纳，基于 

“结构一关系”网络特征分析方法对企业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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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绩效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因此，从结构和关系 

两个维度，剖析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协同网络的特征 

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以促进企业持续发展，是值 

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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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Choice of the Corporation in Strategy： 

Research on Establishment of Coordinating Network 

TIAN Xue—ying，CAI Ning 

(School ofEconomics，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7，China) 

Abstract：NPO has grown up rapidly，which changes the existing environments．The fact that the corporation 

coordinates NPO to at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has been a practical problem which must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concept of coordinating network and explores the motive to establish the coordinating 

network．By describing the social embeddedness of firm behavior，this paper sets forth the establishing and expen— 

ding mechanism of coordinating network．Finally it proposes that corporation attains competitive advantage by build— 

ing coordinating network，which is the new choice of the corporation in strategy． 

Key words：coordinating network；motive；estab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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