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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各国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平衡工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和环境

效益是各国理论界和产业界关注的热点。共生关系强调通过企业问的合作实现双方的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赢，因而是解决工业发展中经济与环境矛盾的一种方式。

论文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

对象涉及到共生关系豹形成机理和共生关系形成的影响因素。

论文首先界定了共生关系的内涵以区别于其他的合作方式，指出共生关系是以企业

间的共赢和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共赢为目标的企业合作。然后，研究了共生关系的形成

机理。论文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为工具，用修正的威廉姆森启发性模型分析共生关系的形

成条件，认为使企业生产成本与治理成本和最小的外界环境变化与资产专用性程度构成

了企业共生关系形成的条件。论文提出了共生关系的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以

博弈论为工具分别分析了企业间和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提出共生关系形

成是关联博弈的一个结果，并提出了实现共生关系均衡的机理。以此为基础，论文提出

企业获得长期经济利益的动机是决定企业是否参与共生关系。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归

纳了共生关系形成的影响因素。论文针对归纳的影响因素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了影响共

生关系的六个主因素：直接经济利益、风险管理、技术因素、伙伴关联关系、环境法规

和政策支持。最后，通过对主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与权重分析，来分析各主因素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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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ffecting factors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in Industrial

Ecological Network

Abstract

Many eotmtri_es are facing the difficulty to achieve economic deve[oDⅡlc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ymbiotic relationship stressed achieving the win-win between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and between the enterpriscs of the two sides．Therefore．

Symbiotic rehfionship is able to solv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paper conducts the research by combining demonstration research with normative

research,quantity research with quality research．ne research object is concerning about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he affecting facto墙of symbiotic relationship．

Firsfly，the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hat symbiotic
relationship is a win-win situati叩between the benefits of enterprises and between the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benefits．Then,the paper analyz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With the tool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the paper identjfies the forillation

condition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11壕paper presents the concept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keholders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nd thinks the formation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 stakeholders and presents the mechanism that

eauses the balance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After that,the paper analyzes the affecting
factors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formation and conducts Factor Analysis of those factors to

get themain factors．Factor Analysis identifies six main factors that are Direct economic benefits，

risk management,Technical concern,Partners’correlation relationship，environment regulation

and the Policy support．In the end,with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the Weight Ratio analys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in factors纽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symbiotic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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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资源开发的迅速

扩大和能量消耗的迅猛增长，我国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目

前中国的GDP增长虽能保持8％以上的水平，但不乏通过生产质量低、价格低、耗能多

的产品换取经济增长的因素存在，这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相悖的。据有关研究机构计

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达到

8％以上。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以生态环境成本为代价的。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可持

续发展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的发展观，提出我们

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生态工业园(Eco．Industrial Park，EIP)是工业生态学理论在实践中最直接的应用方

式。生态工业园(Eco．IndustrialPark,E1P)概念由美国Indigo发展研究所于1992年首先提

出llJ。它是以工业生态学为理论为基础，强调人类的工业活动应当模仿自然生态系统，

使工业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大系统中。

当前世界各国均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平衡工业发展的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理论界与产业界关注的热

点。1989年，Frosh和Gallopoulos在《Scientific AmericaIl》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文章被认为是工业生态学诞生的标志【2J。1991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与贝尔

试验室共同组织了全球首次“产业生态学”论坛，对产业生态学的概念、内容和方法以

及应用前景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形成了产业生态学的概念框架。此后，关于

产业生态学概念的研究和活动日益增多。最基本的，产业生态学描述一个系统，其中一

个企业的废物(输出)变成另一个的原料(输入)．在这样“封闭环”内，物质较少会

被浪费。因此，如果商业能将废物变成原料，他们就会显著地减少污染物排放以及对原

料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生态学发展非常迅速，产业界、环境学界、生态

学届纷纷展开生态学理论、方法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产业生态学思想和方法得到了不断

发展。1997年，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出版了全球第一本《产业生态学杂志》。

该主编Reid Lifset在发刊词中进一步明确了产业生态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内容：产业

生态学是系统科学分支，从局部、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上系统地研究产品、工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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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经济部门中的能量流和物质流，其重点是研究产业界在降低产品生命周期中的环

境压的作用【31。

生态工业园是目前生态工业理论最主要的实践方式。美国各州开展的生态工业园建

设项日已经超过80个，日本的生态工业园建设项目也多达30个，在世界其它地方，如

欧洲、南美洲、澳大利亚、南非和纳比米亚等地也纷纷开展了生态工业园建设项目【3】。

我国在生态工业园建设方面起步较晚，但日前也已建成广西贵港生态工业伟0糖)示范园

区、广州南海生态工业园等，此外，还有部分项日正在建设中，如天津开发区，大连开

发区，烟台开发区等14J。

但生态工业园实践中仍有问题未能解决，未能很好地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平衡。

郭莉指出生态工业园普遍存在三个问题：经济效益问题、环境扩散效应问题和技术创新

问题睁J。经济效益问题指由于生态工业园忽视了企业选址中对原材料供应、销售市场等

因素的考虑，为搭建园区内产业链往往放弃园区外的低价货源或销售渠道，由此造成经

济不合理现象【5l，而这一缺陷对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而言往往是致命的；同

时，由于园区企业数目和类型的限制，结点企业的经营状况欠佳、技术和政策环境的变

化都可能造成系统的瘫痪，进而威胁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因而生态工业园的生存基础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环境扩散效益问题指由于生态工业园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仅占

所在区域的一小部分，而且某些生态工业园强调内部闭路循环，系统吸收外界环境的废

弃物的机会相应减少，由此削弱了其对周边地区环境改善的作用，因而生态工业园的环

境拉动效应是关系生态工业园发展的又一基本问题。生态工业园的技术创新问题指由于

园区内上下游企业的相互依赖、某些下游企业对原料的严格要求以及工业共生为企业带

来的额外收入，可能阻碍企业在生产工艺及产品上的创新。

针对这些问题，部分学者提出将产业生态的研究视角从物理空间相对狭小的生态工

业园转移到城市或者更大范围的观点。19世纪末期已经较为盛行的副产品交换活动，拥

有充分的副产品市场、强大的处理能力和存储能力以及畅通的信息传输渠道。这些特点

势使副产品交换产生很明显的聚集效应，因而当时城市在副产品交换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1927年美国经济学家Clemen指出企业在目前难以降低生产成本和销售费用的情况

下，实现废弃物的价值是获得竞争优势的途径[61。Dcroschers指出，由于价值规律、市

场机制等经济因索的作用，生态工业园强调的闭路循环很难实现，而分散企业的副产品

交换是较易实现原料和排放物减量化的【71。

但副产品交换网络同样有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区域副产品循环网络多源于企业自发

的合作协议，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程度不够，这导致区域副产品循环网络倾向于只能体现

企业间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环境保护等社会效益。因为政府、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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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程度不够，区域副产品交换在环境治理手段上仍属于末段治理，企业建立副产品合作

并非出于环境效益的考虑，企业内部也缺乏有效的污染预防措施，在环境治理上属于无

治理。

生态工业园和副产品交换网络作为生态工业学的两种实践方式，两者各有利弊，导

致两者当前都不能很好的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平衡。生态工业园主要由于地理上

的局限而产生的企业数量和类型的限制，导致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运营成本的加大，降低

了园区企业的获取持续经济效益的能力，降低企业的竞争优势。而副产品交换网多来自

于企业间的自发性合作，形成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不足，导致缺乏对于环境效

益的充分考虑。

在这种背景下，有学者提出了产业生态网络，一种新的产业生态实践思路。产业生

态网络指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通过网络化合作方式减少产业系统运行中的生态环境问

题并促进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发展的集聚性产业关联系统。它以产业网络为基础，

通过识别产业系统中生态环境要素的基本特征，运用网络化合作的方式克服产业对环境

的负面影响，强化网络化合作对环境效益的提升作用，从而实现产业间或产业内部各种

要素间协调、整合、互动并促进区域经济和环境要素的均衡发展。产业生态网络的提出，

源于对当前生态工业园和区域副产品交换网络在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实现程度上的比

较。产业生态网络同时借鉴生态工业园和区域副产品交换网络的优点：相比于生态工业

园，强调企业间的共生关系不应该受到地理狭小的闲置，可以在更广的区域上建立共生

合作关系；相比于区域副产品交换网络，产业生态网络强调要求政府、公众等利益相关

者更高程度的参与，让企业的生产和企业间的合作实现更高层次的环境效益。产业生态

网络同时具备了生态工业园和区域副产品网络的优点，因而，发展产业生态网络可能是

解决当前生态工业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的有效方式。 ．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以工业园区和国有大中型企业集团为主要支柱。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4年9月18日公布的信息显示，2003年我国中央管理企业中的企业集团、国家试点

企业集团、国家重点企业中的企业集团、省部级单位审批的企业集团，以及营业收入和

年末资产总计在5亿元以上的其他各类大企业集团共计2692家，这些企业集团营业收

入达100095亿元。而2000年全国43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81．38

亿元；完成工业总价值1332．16亿元。各类工业园区的发展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就

业机会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提升和技术的进步。上述统计数字表明我国企

业集团和工业园区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普遍存在的产业组织形式，并表现出产业生态网络

的网络化和集聚性特征。产业生态网络强调通过对现有产业系统的优化，以网络化合作

来实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赢。“十一五期间”我国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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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战略目标，使企业家、决策者不断切实地关注环境效益和生态效

率的提升，促进企业聚集区与开展了广泛的绿色合作，这就为产业生态网络这一特殊的

产业组织发展形态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因而，本文认为实现生态工业战略的当前任务是

对现有产业系统进行改造，实现产业生态网络的升级。

传统的管理科学强调企业竞争，丽产业生态网络作为一种网络组织形式要求企业问

不仅仅是竞争关系，更是要建立起一种“超越门户”的共生关系，保证资源最优化利用

的管理合作。通常产业生态网络内任何一个企业均无法由组织内部提供生产所需的全部

资源，也无法以一己的力量对抗环境的压力，因此，企业间基于本身的专业形成自然分

工，同时又互相依赖、共同发展，形成一个有共同利益的共生关系。而产业生态网络本

质上可看作一群企业基于专业分工、资源互补的理念所形成的、长期共存共荣的某一特

定的共生关系的总和。产业生态网络是由企业间的错综复杂的共生关系组成，共生关系

是产业生态网络的基础。可见，企业问形成良好的共生关系对于产业生态网络目标的实

现非常重要。

那么，产业生态网络中的企业建立共生关系的机理是什么呢?企业在进行关于开展

共生关系、中止共生关系、改变共生关系等相关决策时，受那些因素影响呢?本文将从

企业关系层面出发，运用工业共生理论和企业合作理论对产业生态网络中企业间共生关

系形成的影响因素作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1．2研究意义

一方面，本文对产业生态网络的理论研究可能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当前理论界对于

产业系统中共生关系的形成机理方面涉及还较少。本文运用交易成本理论试图解释企业

共生关系的形成条件，运用博弈论分析共生关系形成过程，进而试图解释产业生态网络

中共生关系的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共生关系形成的影响因素。运用因子分析方

法识别影响因素的主因素并进行重要性评价。因而，本研究可能丰富了共生关系理论。

另一方面，本研究可能对政府决策部门在制定促进产业生态网络中企业共生关系形

成的相关政策和企业进行共生关系的相关决策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促进产业生态网络中

共生关系的形成对于发展产业生态网络至关重要，因而理解企业共生关系的形成机理对

于制定有效的促进政策有一定的帮助作用。而且，对于产业生态网络中的企业共生关系

形成机理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准确把握各因素对共生关系形成的影响程度，有助于企业

在进行决策时，能更好地把握自己所处的环境，了解其他企业的合作动机。这对于企业

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可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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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本论文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通

过文献综述界定产业生态网络中共生关系的内涵。然后结合相关理论和共生关系的内涵

来分析共生关系的形成机理。共生关系形成机理分析由两部分构成：1．运用交易成本经

济学工具分析共生关系的形成条件；2．运用博弈论理论分析共生关系利益相关者间的相

互影响。以共生关系形成机理为基础提出共生关系形成的影晌因素，然后进行实证研究

识别主因素并对主因素的重要性进行评价。最后，结论和建议

图1．1为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示意图。

图1．1论文技术路线图

Fig．1．1 Procedures of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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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与概念界定

2．1工业共生的研究进展

工业共生(Industrial Symbiosis)的概念是借鉴自然生态系统的共生含义逐渐丰富而

来的。1997年《清洁生产杂志》的工业生态学特刊刊载了科学记者Suren Erkman一篇

关于工业生态学起源的文章。文中，Erkman追溯了20世纪70年代始于联合国下属机

构的一些学者的关于工业共生的基本思想，其中包括1976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一

次主题为“无废物技术和生产”的会议论文，提出了对工业共生的最初构想【81。Frosch

和Gallopoulos在描述“工业生态系统”时受到启发，后来发展成为“工业生态学”的

主要思想，他们认为在工业生态系统中，“能量和物质消耗被优化，一个过程的输出成

为另一个过程的原材料”，形成了“工业共生”比较具体的概念121。同年，Ayres文章

中提到生物圈和工业经济都是“物质转换的系统”，存在“工业共生关系”，工业代谢

(Industrial Metabolism)能够导致物质流和废物流向更高效率的方向变化【9】。实际上，早

在《工业生态学杂志》首刊中，Reid Lifset就评论了共生的物质交换以及在卡伦堡

(Kalundborg)的实现过程，但又提醒读者“工业共生并不仅仅是关于共处的企业之间的

废物交换，而是一种全面的合作[31。Engber舀’1993)认为：“工业共生是以共生理论和工

业生态学相关理论为基础研究不同企业间的合作关系，通过这种合作，共同提高企业的

生存能力和获利能力，实现对资源的节约和环境保护，在这里该词被用来着重说明企业

因相互利用副产品而发生的各种合作关系”。由该定义可知，共生的本质就是企业间的

合作，只是这种合作是以副产品的交换为纽带，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保护环境为目标

而已。

由此，本论文将试图应用企业合作的相关理论，结合产业生态网络中企业共生关系

的特点来展开研究。

2．2企业合作理论研究进展

合作是一个被学者们广泛研究的概念，但各个学者会出于各自的研究目的而采用不

同的名称，如：战略联盟、联盟、合作、战略网络等。Richardson首先指出企业间合作

内涵的两个维度：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组织形式与联结不同企业异质资源的组织形式。

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使得企业间合作成为可以研究的内容，也指出了研究企业间合作的

两个重要的理论从础【101。另外，Richardson也指出合作可以是二元的，即两个企业之间

的合作关系；也可以多元的，即多个企业之间的合作所形成的合作网络。Richadson在企

业闯合作方面所做出的这两点贡献为后来研究奠定了基础。虽然随后的学者从各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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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但其对企业间合作定义的本质没有超出Richardson对合作定

义中所提出的两个维度。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合作是参与者与其他参与者通过策略互动以实现集体理性的

策略均衡。这里就必须区别合作博弈与合作这两个概念。其中，合作博弈主要强调参与

人之间可以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Oineing agreement)，双方在该协议下实现集体

理性伽Uective rationality V11J。合作博弈强调的是剩余的创造，即共同做大蛋糕的结果，

这与合作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合作博弈认为做大蛋糕的过程依赖于一个外生的具有

约束力的协议，而合作则强调个人基于个体理性，通过自愿的行为实现集体理性的策略

均衡，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一致，这也正是合作的本质所在(王雷，2004)。所以从

博弈论的角度研究合作的起点是非合作博弈【121，即假设博弈参与人在选择策略时是个体

理性的，是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原则以。

从威廉姆森对治理模式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他对混合型组织的定义中就包含了企业

间合作的影子。沿着威廉姆森对混合型组织的定义，Anderson认为正式的组织间合作是

指两个或多个组织之间在生产的一个或多个环节上进行协作的战略一体化模式，这种合

作包括最初的研发到市场营销再到分销等环节。合作的协议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长

期的，包含了介于外部购并到市场交易一系列的协作【13】。Porter和Fuller认为，企业间

合作是联结不同组织活动的一种正式的、长期的，但并非购并的联盟【141。虽然Anderson
和Porter的定义存在差异，但本质上都认为企业间合作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混

合型组织形式。

战略管理学者强调了合作是具有互补资源／能力，知识的企业之间的一种协作行为。

Gulafi提出企业间合作是两个或多个企业自发的共同投入一定的资源来把握市场机会，

具体包括成立合资企业、合作研发、技术交换、直接投资、授权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协议

【15，l叼。 ．

部分学者开始引入社会学的社会网络理论来分析企业间合作，认为企业问合作不仅

仅包括二元的企业间关系，还包括多家企业之间合作所形成的合作网络1切。因此，

UNCTAD(United Natio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1997)在对企业间合作的

回顾中，认为集群、网络以及战略联盟都是企业间合作的主要形式。其中，集群是一个

空问概念；网络常常用来的描述企业之间的像转包关系一样的市场互动关系。而联盟则

是企业之间的一种双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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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本文中共生关系内涵的界定

根据对工业共生和企业合作理论相关文献的理解与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认为共生

关系是以合作双方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共赢为目标，企业间通过投入一定资源而建立

的一种联系。本文的定义强调共生关系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

共生关系的目标是“双赢”，这个“双赢”有两层意思。

首先，共生关系强调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共赢。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产业生态网

络中的共生关系形成动因。而产业生态网络在本文中的概念是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通过

网络化合作方式减少产业系统运行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并促进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

发展的集聚性产业关联系统。

其次，共生关系强调共生关系参与者的双赢。当两个企业通过投入一定资源而建立

的一种联系后，双方都持有共同获利的合作态度是共生关系形成的重要特征。例如，互

相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配合对方生产，不随意损害对方的利益。因而本文中的共生关系

本质上是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共赢的企业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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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生关系形成机理分析

3。1 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共生关系形成条件分析

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作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解释了企

业间合作存在的原因。本文以交易成本理论为研究工具，分析了共生关系形成的必要条

件。

3．1．1 交易成本经济学关于企业边界的静态分析框架

科斯第一次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指出市场交易并非无摩擦的进行，而是需要一

定的成本，即交易成本，认为企业的存在是对市场交易的替代。威廉姆森创立了交易成

本经济学，并提出治理结构的概念，认为从市场到科层制(企业)之间是一个连续的谱系。

威廉姆森首先指出了企业间合作是介于市场和科层制之间的混合型组织形式，并分析了

其存在的原因。威廉姆森认为有限理性与投机心理是交易成本理论的两个关键假设。

有限理性理论由西蒙创立，将“有限理性”定义为在某些实际情况下人们处理复杂

信息的能力有所限制，即决策者虽然企图追求利益极大化的理性行为，但却经常被精神、

生理、语言等所限制。由于限制程度的不同，追求私利有程度深浅之分，程度最强烈的

就是投机问题，即机会主义行为(投机指的是损人利己，包括那种典型的损人利己，如

撒谎、偷窃和欺骗，但往往还包括其他形式)；最弱的(实际上就是不去投机)乃是顺从；

介于二者之间的是简单的自私自利。

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行为的假设，机会主义行为会使交易成本增加，使得对机会主

义行为的治理成为交易成本经济学首要关注的闯题。而对机会主义的治理主要是采用各

种形式的治理安排：市场、科层制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混合型治理(即企业问合作)。

威廉姆森提出区分交易的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不确定性以及

交易发生的频率。其中，资产专用性包括地点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

性和资产用途专用性。资产专用性低意味着买者或卖者可以很方便的在市场上找到可替

代的交易合作伙伴。威廉姆森提出了交易特征决定治理结构并最终决定效率的分析框

架，即交易特征一治理结构一效率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框架。在不确定性适中的情况

下，威廉姆森通过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两个维度的分析来界定交易类型以及与之匹配

的治理结构。

威廉姆森启发性模型

威廉姆森(1967)从静态角度提出的关于企业边界与规模的理论框架，认为不确定性、

交易频率与资产专用性决定企业边界与组织规模的变化，不确定性越大，内在化程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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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交易频率越高，越需内在化：资产专用性越强，越需内在化，以这三种因素为维度的

启发性模型(aheuristicmodel)能分析企业边界的确定问题。

假设p(k)为企业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M(k)为市场的治理成本，k表示资产的专用

性指数。当k=0时，13∞>M(k)，这是因为市场在生产成本控制方面优于内部组织。随
着k的提高，交易对治理结构的应变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市场的治理成本也就越来越

高。市场治理成本与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会在某一点达到相等，随后，市场治理成本逐

渐高于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令AG=13 o【)．M(k)，即为图3．1中的AG曲线。并且，令

△C为在稳定状态下(排除应变因素)企业自己生产某一物品时的成本与在市场采办该物

品时的成本之差。企业可以通过兼并其他企业来生产某种元器件，也可以在市场向其他

厂家购买，但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同一元器件在两种场合会有不同的成本，表现为

△c是k的减函数。因为，当k较小时，元器件的生产企业由于产品的市场规模较大而

可以提供价位较低的产品，使得外购方式成本降低。当k较大时，市场规模小，外购成

本也因此上升。

但是，由于企业内部市场的规模经济永远不会大于外部市场的规模经济，因而企业

自己生产的成本必然永远不小于采办成本，即AC>0。见图3．4中的△C曲线。企业追

求的目标是使△G+△C最小化，因此，将△G和△C相加而得到图3．1中的△G+△c的

曲线。而图3．1中的k·也就构成了将交易在市场和企业之间分配的分界点，当交易所涉

及的资产专用性小于k·时，市场治理占优势；相反，内部组织占优势。这时共生关系无

存在的必要性，企业和市场两种机制表现所有的形态，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形式并不常

产生，且不稳定ll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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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威廉姆森启发性模型 图3．2共生关系启发性模型

Figure3·1 the heuristic model ofWilliamson Figure 3．2 heuristic model of Symbiosis Relationship

3．1．2改进的共生关系启发性模型

随着社会经济的向前推进，威廉姆森的启发性模型与现实的不符越发明显：当消费

需求较为一致，变化较为稳定的市场逐步向细化的，动态的，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的市场

演变时，当现代信息技术大幅度地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时，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随之增强，

此种情况下并非像威廉姆森推理那样应该内在化，因此模型必需修正。通过对此模型的

演绎，得出变动环境下的共生关系启发性模型，对共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有一定的解释

作用。

假设s∞为共生关系的治理成本，当k=0时，B∞，s(k)=M(k)。随着k的提高，共

生关系与市场的治理成本也越来越高。令AC2)}j在变动状态下企业内制与共生关系的生

产成本之差。由于共生关系生产成本与市场采办成本无太大差别，因此△cl与△Q相

似，在这里用ACI表示。当市场发生深刻变化后，企业面对多交环境的治理成本和生产

成本必然上升，即B∞增大，△G和AC曲线上移。此时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企业决策者

们就会努力寻找在相同的外界环境变化及资产专用性条件下的更佳战略，共生关系作为

市场的一种衍生方式产生，并逐渐从不稳定状态走向稳定。此时令△G1=8∞．s(1【)。共
生关系通过长期的契约形式节省了部分的治理成本，则S体)<M(k)，所以△G。>AG，，曲

线如图3．2所示。AGI’+AGl曲线右移，与横轴相交于k(M)·，ACl，4-AGl交于k(S)·。

k(M)。就构成了市场治理与共生关系之间的分界点，k(s)·构成了共生关系与企业之间的．
分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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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小结

改进的共生关系启发性模型分析说明特定的外界环境及资产专用性的程度是共生

关系形成和存在的条件。外界环境及资产专用性的程度影响着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治理成

本，而生产成本和治理成本最终决定了企业交易方式的类型。在特定的外界环境及资产

专用性的程度下，企业采取共生关系交易方式的治理成本与生产成本之和最小。这样的

外界环境及资产专用性的程度即构成了共生关系形成和存在的条件。

3．2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分析

最早记载“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一词的上具书是《牛滓词典》，它于1708年

就收入了“利益相关者”这一词条，用来表示人们在某一项活动或某企业中“下注”(have

a stake)，在活动进行或企业运营的过程中抽头或赔本【191。

在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定义中，弗里曼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利益相关者是能

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

体”。弗里曼不仅将影响企业目标达成的个体和群体视为利益相关者，同时也将受企业

目标达成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影响的个体和群体看作利益相关者，并正式将当地社区：、

政府部门、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实体纳入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研究范畴，大大扩展了利益相

关者的内涵。

基于这个定义，本文将可能参与共生关系的成员企业划分为共生关系的内部利益相

关者；将政府、公众、环保组织和科研院所划分为共生关系的外部相关者。然后，分别

分析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对共生关系形成的影响。

3．2．I 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

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被引入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研究，由此许多经济问题得

以用数学方式来解决，经济学也因此更为科学。博弈论作为信息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

能对企业行为分析一即为什么会选择开展共生关系进行有效的论证，这又助于对共生关

系形成的影响因素的识别。

(1)博弈论中的“非零和博弈”

博弈论(Game Theory)是一门研究博弈中局中人(Insider)各自所选策略的科学。纳什、

弥尔腾和海萨尼等学者拓展和深化了博弈论，并将其应用于经济行为分析中。在博弈论

中，根据全局中局中入支付总和是否为零，分为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根据局中人是否

合作，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现实生活中博弈各方会发现合作产生的价值，而由

非合作博弈转向合作博弈。研究发现，在多次博弈过程中，参与博弈的各方会依靠记忆

来寻求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因为每个人的理性都会对合作还是不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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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进行斟酌比较，最终发现通过合作得到利益往往比个人单独进行决策得到的利益要

大得多，因而会选择一个使自己利益最大、社会利益最大的有良好信誉的合作伙伴。“非

零和博弈”与“合作博弈”的理论为企业经营者提供了启示。共生关系是以一种契约组

合而成的关系，各成员企业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运作逻辑，客观

上会追求对自己最有利的交易，这种组织制度安排的本身就暗含了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

的非合作博弈可能性。因此，共生关系参与双方的博弈过程，决定了共生关系最终能否

形成。

(2)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

假设现有两个参与者企业A与企业B，将他们参加共生关系的策略选择看作一个博

弈过程。假定在这个博弈中，双方具有完全的行为理性，且具备完全的信息，即各自不

仅知道自己每个行为的收益，而且也完全知道当对方选择某个策略时的收益以及应对策

略。此外，双方具有相同的策略空间：合作与不合作。合作表示双方愿与对方共同利用

设备资源或进行副产品交换，例如互相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配合对方生产，不随意损害

对方的利益。不合作表示各方为自己暗地谋取自身利益，例如独自进行工艺改进和设备

更新，与对方合作同时又暗地寻找另外的合作伙伴，暗自改变副产品性质和结构等。因

此，双方可有四个策略组合，见图3．3。

在图3．3中，U3>'U1>U4>U2，之所以取这样的数值大小顺序，是因为当一方不合作而

另一方合作时，不合作的一方不仅获得比合作方高的收益，而且由于不合作一方在对方

合作的同时，还利用对方的合作谋取了额外的收益，因而不合作方的收益U3不仅高于合

作方的收益U2，而且也高于双方都合作时的收益ul；如果合作的一方由于采取了合作行

为，当对方不合作时，导致自己利益受损，从而U3>II。>u2；双方都不合作时的收益为“，

且Ill>t14>U2，这可以理解为如果双方都不合作，双方都可以有防备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虽然收益不高，但不至于在自己无采取防备合作策略时对方不合作而侵占自己的利益。

从上述双方博弈组合策略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类的非合作博弈模型。一次博

弈的结果只有唯一个纳什均衡，即(不合作，不合作)策略组合，收益为“，u4)，而不可
能出现(合作，合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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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共生关系形成的博弈矩阵图

Fig．3．3 The G锄e Matrix of Symbiosis Relationship

如果将这个一次博弈扩展为有限次完全且完美重复博弈，利用博弈理论对有限次完

全且完美重复博弈的定理总结，对有唯一的纳什均衡的博弈而言，有限次重复博弈的结

果是一次性博弈均衡结果的简单的反劐1”。因而，这个有限重复博弈结果仍是(不合作，
不合作)策略。但是，如果将这个博弈扩展为无限次重复博弈，则结果就会发生变化。

这是出于如下考虑：由于无限次重复，因而将涉及到对未来收益的时间价值判断问题，即

存在时问贴现因素。为简化分析，设A，B双方的时间贴现因子相同且都为6(o<8<1)。

6越接近于I，则表示博弈方很有耐心，对未来的收益价值评价与当前收益相近；反之，

6越接近0，表示不耐心，对未来收益不关心或评价不高。

在这个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可以考虑这样的博弈规则：假设双方试图先选(合作。合

作)策略组合，但如果有一方(例如A方)在某一阶段选择了不合作策略，那么将引起“触

发策略”，从下阶段开始的以后所有阶段中，B方肯定也选择不合作策略，A方从而也

只能以不合作策略应对B方的不合作策略。因此，一旦有一方某次选择不合作策略，那

么以后将永远只能选择不舍作策略，即双方此后均衡的策略组合为(不合作，不合佾。
可证明双方在这个无限重复博弈中始终选择(合作，合作)策略是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加1。

因此，有理性的双方将会在对选择合作与不合作策略下所得收益进行比较之后做出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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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始终选择(合作，合作)策略组合，则一方的总收益u1为：

U1=Ill+6U1+6 2111+6 3u1+⋯=U1(1+6+6 2+6 3+⋯)，贝ⅡU1--ul／(1—6)

2某一阶段有一方选择不合作策略，从而引发“触发策略”，另一方在此后也选

择不合作策略，则最先开始不合作一方的总收益U2为：

U2=U3+6lJ4+6 2U4+6 3114+⋯=U3+6 u40+6+62+6 3+⋯)=u3+6u4／(1·6)

当U1>u2时，将始终采取(合作，合作)策略，即求解上式，得当6≥(U3-U1)／(u3-u4)

时，双方将采取合作策略。上述6的取值特点说明：只要6足够大(6≥(U3．U1)／(113一114))

u3与U1趋近，u3远大于'14，双方的合作收益将是可以获得的，从而走出了不合作的博

弈困境。根据以上U1，113,U4的数值大小的分析，可知以上条件可以成立，也就是只要双

方看重未来收益，有足够的耐心，看重合作给双方未来带来较大收益时，彼此将采取合

作与信任态度。这样也就解释了共生关系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意图和行为满足什么条件

时，共生关系才会实现。

3，2．2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共生关系的作用分析

共生关系的外部环境由政府、科研机构、环保组织以及公众等角色构成，各角色对

企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政府对环境的干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失灵造成的

环境损失，使政府认识到没有必要的强制干预和激励是无法解决企业污染环境和损耗资

源的行为，保护环境成为政府越来越重要的职能之一12¨。(2)公众的监督。伴随环境问题

的日益突出以及媒体、环保组织的宣传教育，公众的环境意识越来越强，公众在环境方

面的监督作用也越来越重要1221。④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广泛合作。未来区域的发展核心是
大学、研究机构与产业之间关系的发展，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开展R&D创新活动具有

广泛的空间【23l。由此可见，共生关系形成过程中，企业与政府、科研院所和公众等行为

主体之间交互合作，进而构建以企业为核心的各角色相互关联的网络形态。

(1)政府与企业的交互作用

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企业无须考虑环境暴露和风险，因为环境污染问题没有

引起人们的重视，随着环境质量的恶化和人们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政府已经开始通

过对环境的干预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政府通过强制性制度安排限制企业的环境不友

好行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施加压力。政府出台环境政策法规监督企业为单纯追求经

济效益而忽视环境保护的种种做法，并通过环境政策和市场经济手段监督和控制各个企

业、部门和公众的社会经济活动，以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促进非营利性机构和非政府组

织的发展。我国先后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并确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排污收费、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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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总量控制等多项环境管理制度。随着我国环境法律法规和资源价格体系的健全，企业

会越来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并开展相关的共生关系。

另一方面，政府为企业共生合作提供信息平台和政策支持。由于共生关系需要兼顾

环境和社会效益，可能造成企业成本高，而且企业所使用的环保技术很可能与现有工艺、

技术水平冲突，由此削弱了企业使用环保技术的积极性，在遇到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

作为“第三方”的政府需要对其资源配置功能进行干预。政府对环保技术使用的激励强

度可以通过加强技术供给和提供资金援助减少企业运营的风险，也可以鼓励金融机构对

企业给予支持。总之，政府在企业间共生关系中发挥着良好政策环境和信息环境的建设

者的作用，利用市场调节机制，调节着共生关系博弈参与企业的经济利益，进而促进了

共生关系的形成。

(2)．第三部门和公众与企业的交互作用

第三部门主要指非政府组织(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包括协会机构、

研究、教育和培训机构、项目实施机构以及筹资机构等。第三部门在监督企业行为、参

与企业创新活动和辅助政策制定、提供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一，非政府部

门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日渐强大，比如印尼的450个非政府组织曾迫使政府对环境污

染和环境破坏问题予以充分重视，敦促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遏制了对热带森林的乱砍乱

伐[2叼。非政府部门的强大影响力是促使企业在制定和实施战略过程中吸纳非政府部门参

与的主要原因。第二，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进行联合创新活动。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合

作，可以获得科研院所的先进技术成果。尤其在我国企业自主开发能力较低，而大学与

科研机构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后自主权和风险同时加大，寻求国家拨款

以外的科研经费成为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的内在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与大学、科

研院所具有广泛合作空间。Cooke认为，未来区域的发展核心是大学、研究机构与产业

之间关系的发展1251。从这个意义上考虑，加强企业与科研院所在环境技术、原料替代和

能源保护等方面的研发合作和风险分摊是促进共生关系形成的关键环节。第三，非政府

部门还可以辅助政府制定政策、为政府提供新方向和新方法、反馈社会群体愿望和需求

以及协助基层政府提供服务，负责对公众开展环保教育培训。

(3)社会公众与企业的交互作用

社会公众在生态工业发展中的作用臼益壮大。一方面，公众在消费过程中积极推广

环保选购，并开始注重垃圾的分类和回收。据2001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向全国发放1000

万份《承诺调查卡》的调查结果表明，95％的消费者认可和支持绿色消费，98．9％的消

费者愿意为推动绿色消费尽力【矧，这说明公众在环境保护中的影响将日渐强大。为迎合

消费者的需求变化，缓解社会舆论的压力，企业已经开始着手通过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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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试图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选择、产品生产到产品包装的所有环节

考虑是否对环境友好，以绿色产品的形象赢得消费者信赖；另一方面，公众可以通过政

府上网工程、听证会等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和需求，直接参与环境管理。公众在社区和

环保组织等方面的宣传教育下，不断提高自身环保意识，他们通过各种环保组织和环保

活动干预企业对环境的不友好行为。与此同时，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运行机制日益完善。

如2002年10月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

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从而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

(4)外部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博弈分析

上面的分析说明政府、第三部门和公众组成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运营直接关注

的是企业运营的生态效益，并不直接关注于企业经济利益的实现，但对企业经济效益的

获得有很强的支持作用。与之相反，企业对自身运营直接关注的是企业运营的经济利益，

并不直接关注于生态效益的实现，但自身运营的生态效益。因而双方利益实现都同时取

决子双方的策略选择。

假设企业对于自身运营环保决策的策略组合为；Al和A2。其中，A1代表企业运营

保护生态效益，A2代表企业运营破坏生态效益。假设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于影响企业经济

利益的策略组合为：B1和B2。B1表示外部利益相关者将采取措施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

即对于保护生态效益的企业行为予以奖励，对破坏生态效益的企业行为予以惩罚。B2

表示外部利益相关者将不采取措施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双方可能有四个策略组合，见

图3．4。

· 企业

A1 A2

外部利益

相关者

al，bI a2，b2

a3，b3 ‰b4

图3．4共生关系形成的博弈矩阵图

Fig．3．4 The Game Matrix of Symb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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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采取A1时，因外部利益相关者采取Bl相比B2给企业带来更大的保护生态

利益的激励和支持，故假设外部利益相关者采取B1大于采取B2得到的生态效益，即bt>

b3；当企业采取～时，因为企业采取破坏环境的策略，外部利益相关者采取B1等于采

取B2得到的生态效益相等，即bl=b3。因而，外部利益相关者采取Bl得到的生态效益

大于或等于采取B2彳导到的生态效益。出于生态效益最大化的考虑，外部利益相关者将

选择策略B1。

外部利益相关者始终采取策略Bl的情况下，企业采取A1将受到奖励，企业采取策

略A2将受到惩罚。在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非常显著的情况下，企业破坏生态效益所

带来的经济方面的收益远小于企业因保护生态效益所受到的经济方面的奖励，即at>a2，

出于获得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企业将选择策略B1，得到策略组合为(Al，B1)的纳什

均衡。而在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度不足的情况下，企业破坏生态效益所带来的经济

方面的收益远小于企业因保护生态效益所受到的经济方面的奖励，即al<a2，企业将选

择策略B2，得到策略组合为(Al，B2)的纳什均衡。

上述分析表明：(1)外部利益相关者发挥作用，影响企业经济利益的获得，以促使

企业采取保护生态效益的运营方式。无论企业如何选择，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策略都

是最理性的选择。(2)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度决定了企业是否采取保护生态效益的

运营方式。只有在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度足够大，使企业破坏生态效益所带来的经

济方面的收益远小于企业因保护生态效益所受到的经济方面的奖励的时候，企业才会选

择保护生态效益的运营方式；否则，企业将采取破坏生态效益的运营方式。

3．2．3小结

共生关系形成的过程本质上是利益相关者间的关联博弈过程。这个关联博弈由两部

分构成：一、作为共生关系参与者的企业间的共生关系博弈；二、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

者的博弈。共生关系博弈中，参与双方主要是追求各自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本文中企业

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企业主要是关注自身经济利益的实现，而外部利益相关者

则主要关注于企业环境效益的实现。当前，政府、第三部门和公众组成的利益相关者已

经具备了很高的生态意识和很强的博弈能力。因而，在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

企业要想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失，必须保证自身行为不破坏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环

境效益。这进而影响到企业在进行共生关系博弈的目标，即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

共赢。

作为共生关系直接参与者的企业，双方的行为都为合作时共生关系才能形成。而根

本上影响共生关系参与企业策略和行为的主要是共生关系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虽然

环境效益虽然对企业外的共生关系利益相关者非常重要，但在企业共生关系博弈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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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过程中企业并没有直接考虑环境效益的实现。也就是说同为共生关系目标的环境效益

的实现，是以参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为基础的。

同为共生关系利益相关者的政府、第三部门和公众，它们对共生关系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调节参与企业的经济利益方面。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综合调节作用使得内部利益相关

者的经济利益只有在满足环境效益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在这种作用下，参与企业保护环

境的行为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会增大，而破坏环境的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将减少。这影响

参与企业的共生博弈过程，进而实现了共生关系利益相关者间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共

赢。

3．3激励企业参与共生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共生关系形成条件分析表明企业参与共生关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企业预期共生关

系能给该企业带来最大化的长期经济利益。当企业预期参与共生关系大于企业独自得到

的长期经济利益，企业选择参与共生关系；当企业通过共生关系得到的经济利益小于企

业独自运营效益，企业选择退出共生关系；当前共生关系带来的经济利益小于另一种共

生关系预期带来的经济利益，企业间的共生关系发生演化。因而，对共生关系形成影响

因素的分析实质上是对于企业参与共生关系所获得的长期经济利益影响因素的分析。

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分析说明表明共生关系的形成是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及

企业与合作伙伴两个博弈的一个结果。因而，在企业自身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是否

愿意参与共生关系将取决于合作条件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激励程度。按照影响主

体的不同，本文将企业参与共生关系的影响作用划分为：企业参与共生关系的内部影响

作用和企业参与共生关系的内部影响作用。内部影响来自于合作条件，外部影响来自于

以政府为代表的外部利益相关者。

3．3．1 影响企业参与共生关系的内部影响因素分析

(1)直接经济利益
。

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企业参与企业间合作的动机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

王兆华认为有效降低交易费用是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生产效率以及促进企业建立

共生关系的市场决定因素。生态工业园中的企业出于节约生产成本和提高环境绩效的目

的，相互之间会在资源的使用、信总交流和副产品的利用方面建立密切的联系，从而形

成共生关系I蚓。

更多的学者运用企业资源观理论对企业间合作的动机进行了研究。Contractor和

Lorangc(1988)认为获得规模经济是企业开展合作的动机之一阳l。Forrcst和Martin认为

企业间合作的动机包括降低生产成本、接近国外市场、获得财务支持和获得规模经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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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以上列举的这些影响企业间共生关系的因素根本都是企业对直接经济效

益的考虑，即企业通过参与共生关系来减少交易费用和联结对方所拥有的资源获得竞争

优势，以实现直接经济利益最大化。本文从企业直接经济利益方面考虑，归纳了了5个

激励企业参与共生关系形成的因素：

·共生关系能给企业带来市场机会

·共生关系能满足企业的供应链需求

·合作伙伴相对于企业的某项业务更具专业化

●合作伙伴具备企业需要的特有资源和特有能力

●展开和维持合作关系的成本更低

(2)风险管理

在生态工业园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为避免依托型工业共生网络中因核心企业经营的

波动给网络带来的强烈震动，参与共生的各企业并不是“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往

往倾向于与其它多家企业建立长期稳定关系，以备核心企业经营出现变故时另有选择．

从而避免了由对单一核心企业的依赖所带来的风险，这也正是其它类型网络组织模式不

断出现的主要动力【4】。
。

从企业资源观理论出发，Tsa．g认为企业间合作的动机包括资源使用多样化动机，指

将企业资源应用在多个领域，降低企业所必须承担的风险的合作动机团l。例如，一些大

制药企业尽管拥有完全开发某种新药的能力，但是还是要寻找一些合作伙伴来共同开

发。这主要因为企业可以将其他资源用于其他项目，通过将鸡蛋放在多个篮子的做法降

低了企业风险。本文从企业风险管理方面考虑，归纳了了3个影响共生关系形成的因素：

·降低企业自身生产运营风险的需要

·避免对合作伙伴过于依赖的需要

·合作关系所需专用性资产投入较少

(3、技术因素

Forest和Manin认为企业间合作动机包括接近新的科技创新成果、快速转移科技、

为特定市场立即开发新产品129l。Tsang指出企业间合作动机包括资源模仿动机，指企业

通过组织学习获得对方资源的动机。因为资源的隐性特征，使得企业必须通过组织学习

才能够获得对方所拥有的资源，这就要求企业之间必须建立合作关系【四l。

在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企业合作关系的形成往往通过技术作为主导，

合作关系在这些行业中异常活跃。这是因为在高技术领域产业市场状况通常是大量分散

的专业化公司，高级的产业内部相互依存性以及高速的产业扩张，使得高技术产业出现

形形色色的合作关系。绝大多数高技术公司涉足到数十个、数百个甚至上千个产业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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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联盟中(IBM有2000多个战略联盟)。因为联盟为公司提供了除传统发展和购买

以外的第三种方式。战略联盟还使得公司在不是它们核心竞争能力的技术市场上显得活

跃，这又并不损害它们原有的核心竞争能力㈣。

技术方面对共生关系的支持也影响了企业参与共生关系的决策。比如：副产品循环

网络的障碍在于信息技术，副产品循环网络超越地域空间的限制，大量企业信息增加了

信息管理的复杂性，电子商务技术和数据库技术是副产品循环网络的有力保障【9】。本文

从企业技术因素方面考虑，归纳了了3个可能影响共生关系形成的因素：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需要

●共生关系能得到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支持

●合作在技术上的可行性

(4)伙伴关联关系

一些学者从社会网络理论出发，认为企业间信任也同样影响了企业参与共生关系的

决策。Zajac和Olsen(1993)认为威廉姆森将企业间每次交易视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没有

动态的看交易与交易之间的关系，这就过多的强调了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3l】。在现

实中，企业之间通过多次交易关系而建立的信任关系对企业参与共生关系的决策选择具

有重要意义【翊。威廉姆森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契约的不完全性，双边治理(即企业

间合作1所需要面对较为复杂的经济环境需要建立一定程度的信任以保证双方的良好互

动，并适应环境变动。企业间信任除了具有一定的治理意义之外，还有利于双方建立企

业间惯例【121。企业间惯例可以有效协调双方行为，保持集体行动。因此，企业间信任不

仅仅具有防范机会主义的作用，同时还具有很强的协调合作双方行为的作用。当企业与

合作伙伴有一定的股权联系时，企业将对合作伙伴产生很大的信任。本文从企业伙伴关

联关系的角度归纳了5个因素：
。

·企业与合作伙伴有深厚的社会关系

●合作伙伴的信誉好

·合作伙伴处于同一企业集团

●企业的合作需要服从母公司战略
。 一

●合作伙伴与母公司有股权合作

3．3．2影响企业参与共生关系的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1)环境法规

当前环境保护问题被各国重视，各国政府为保护环境都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法律和法

规，尤其是对企业运营过程中的环境问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符合国家及地区的环境法

律法规企业生存的前提。只有在首先满足环保要求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获得长期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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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在环保法规日益严格的大背景下，企业仅靠自己的力量采用末端处理办法，将很

难满足环保法规的要求，并且这有可能成为企业的一项沉重负担。提高资源利用率和降

低污染是环境法规关注的两个重点，这促使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必须考虑这两个问题，来

避免受到环境法规的惩罚。王兆华指出治污成本对单个企业而言是非常高昂的，往往使

企业背负沉重的负担，这种仅靠单个企业的末端处理方式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

题，最终的结局可能是企业花了大量经费从事污染物的处理工作，并且最终经过努力总

算达到了法规的标准，然而过不了多久法规又更改了，排放标准又提高了，必须再花上

更多的金钱方能再次达到法规的要求。面对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政策压力，企业若

想摆脱环境问题的束缚，将主要精力和资金用于生产过程中，最为经济和可行的途径就

是与其它企业合作，建立副产品交换系统，通过工业共生网络实现经济和环境双重效应

l切。本文从环境法规的角度，归纳了4个影响因素：

●提高资源利用率的需要

·降低治污费用的需要

●减少企业废弃物排放的需要

●企业周围居民的环境需要

(2)政策支持

除了环境保护法规外，政府的税收、建立激励机制和制度改革也是政府干预企业间

共生关系的重要手段。由于产业生态网络在经济和环境效益方面的双重目标，在产业生

态网络发展中，市场的作用是仍然是巨大的：然而很多情形下，市场的资源配置方面却呈

现出低效运行的非理想状态。市场并非完美无缺。反之，市场失灵却呈常态，是市场经

济的普遍规律。由于公共物品缺位、外部性、垄断等市场缺陷的存在，市场失灵不可避

免。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的公益物品性质，在产业生态网络中出现的外部性、

高交易成本、不确定性、产权不明晰等市场失灵理所当然需要政府干预。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是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而且，政府干预能存在的

理由，不仅是因为市场失灵，也是因为政府必须创造比市场机制更好的效果，得到比政

府本身干预的成本更大的收益。从理论上讲，政府千预的目的在于通过税收、管制、建

立激励机制和制度改革等手段来纠正市场失灵。政府行为具有广泛性，通过各种政府行

为可以协调各个微观经济单位之间、各个部门之间以及各个地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产

业生态网络作为产业生态系统的一种形式，网络中企业在进行共生关系决策时，会受到

除环保法规外的政府干预手段影响【331。由此本文认为企业对于法律政策环境的考虑会影

响企业间共生关系的形成。

本文从政策支持方面，归纳了5个企业共生关系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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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企业良好社会形象的需要

·银行贷款支持

·地方财政项目性资金支持

·税收减免优惠支持

·政府行政手段的支持

·企业经营所面对的法律环境

3．4 本章小结

通过改进的共生关系启发性模型分析，本文认为共生关系形成和存在的条件是使企

业的治理成本与生产成本之和最小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外界环境变化及资产专用性

的程度。也就是说当这种条件具备时，企业间的共生关系将形成并存在。 ．

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分析说明企业间的共生关系实质上是共生关系利益相关者

间的关联博弈的一个结果。博弈过程能否最终实现共生关系的均衡，取决于合作条件与

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

综合共生关系形成条件分析和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分析，本文认为共生关系给企

业带来最大化的长期经济利益是企业参与共生关系的根本原因。从合作内部条件与外部

利益的影响出发并结合相关文献，本章从六个方面，共提出了25个共生关系形成影响

因素。 一．，．

4产业生态网络中共生关系形成影响因素的因子识别

本章主要通过对问卷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影响因子。

本部分的研究属于多维度量表开发过程。因此研究过程按照一些著名学者对多维度

量表开发的建议，参考一些知名量表的开发过程具体展开。首先，生成初始的测量题项，

并按照Churchill等人的做法，对量表的表面有效性和内容有效性进行考核。然后，用调

整后的题项集汇编成问卷，进行数据收集。最后，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生成测量的

量表，并对其进行检验。
’

÷
。。 ⋯

4．1调研问卷与样本

4．1．1问卷设计

通过对文献检索、与环境专家的探讨和对相关管理人员访谈的结果，我们设计了产

业生态网络中共生关系形成的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问卷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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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资料和共生关系形成的影响因素。共生关系形成的影响因素包括25个变量，问题

回答分5级(如1=非常不重要，2=不重要，3=无所谓，4=重要，5=非常重要)。

4．1．2数据收集及样本分析

(1)数据收集

为了确保问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项目组在收集国内外相关问题测量题项的基础

上，分两个阶段进行实证研究：预调研阶段(2006年8月)和正式调研阶段(2006年9月一
一2006年11月)。

调研过程分为预调研和正式调研。预调研基于回答情况改进问卷的提问方式，调整

所选指标，修正问题的语言歧义。

正式调研通过委托北京蓝天冀腾咨询有限公司在筛选调查企业的基础上，对分属国

家级、省级和地方级的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

区、沈阳高新技术产业、盘锦经济技术开发区、旅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吉林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长春汽车工业区13个园区760家企

业进行电话访问，并筛选出303分有效问卷以备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2)样本描述

样本中企业性质分为：私营企业(占43．9％)、外商独资企业(占20．1％)、中外

合资企业(占14．9％)、合伙企业(占8．3％)、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7．9％)、联

营企业(占3．6％)、集体所有制企业(占1．3％)；所在园区级别分为：国家级工业园

区(占84．8％)、地方工业园区9．9％)、省级工业园区(占5．3％；)；所在行业领域

分为：电子、软件(占17．2％)、机械制造(占9．6％)、汽车及其配件(占9．6％)、

化学、石油化T(占8．3％)、建筑材料(占8．3％)、生物制药(占6．9％)、机电设备

(占6．6％)、精密仪器及用具(占5．6％)、橡胶与塑料(占5％)、商贸服务(占4)、

金属制品陶瓷(占3．6％)、食品(占3．6％)、物流(占2．6％)、造纸、印刷及相关行

业(占2．3％)、纺织制衣(占2．3％)、木料和家具(占2．3％)、其它(占1．3％)、

家电(占1％)。分布情况如表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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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样本描述

Tab．4．1 sample descriptive

企业统计变量 企业数量企业百分比 企业统计变量 企业数量企业百分比

企业性质： 所在行业领域：

私营企业 133 43．9 电子、软件 52 17．2

外商独资企业 61 20．1 机械制造 29 9．6

中外合资企业 45 14．9 汽车及其配件 29 9．6

合伙企业 25 8．3 化学、石油化工 25 8．3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24 7．9 建筑材料 25 8．3

联营企业 11 3．6 生物制药 21 6．9

集体所有制企业 4 1．3 机电设备 20 6．6

企业规模： 精密仪器及用具 17 5．6

中型 180 59．4 橡胶与塑料 15 5

小型 79 26．1 商贸服务 12 4

大型 44 14．5 金属制品陶瓷 ll 3．6

所在园区级别： 食品 11 3．6

国家级工业园区 257 84．8 物流 8 2．6

造纸、印刷及相关
地方工业园区 30 9．9 7 2．3

行业

省级工业园区 16 5．3 纺织制衣 7 2．3

企业所处发展阶段： 木料和家具 7 2．3

发展阶段 180 59．4 其它 4 1．3

成熟阶段 97 32 家电 3 1

创业阶段 19 6．3 所在园区类型：

再次创业阶段 7 2．3 非专业园 196 64．7

所在园区性质： 专业园 54 17．8

经济技术开发区 203 67 国有 4l 13．5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90 29．7 其他 12 4

汽车工业园区 lO 3．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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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影响因素的效度与信度检验

因子分析是一种多变量统计技术，其实质是将为数众多的观测变量缩减为少数不可

观测的“潜变量”，用最少的因素概括和解释大量的观测数据，从而达到简化观测数据，

建立起简单结构的目的。因子分析所发现的因素是高度概括的，用它能描述观测变量中

的大部分信息，而且使观测数据更容易解释。经过因子分析，观测变量的总变异被分解

为共同变异(与其他因素共有的变异)、该变量所独有的特殊变异和随机误差变异三部分。

因子分析就是通过发现共同变异，找到有普遍性影响的若干共同因素，进而探讨各观测

变量与共同因素间的关系。由于所有的因子提取方式均是根据数学变换中伴生的权数来

确定的，不是人为确定的，这与以往经常使用德菲尔法或是层次分析法相比，剔除了其

中的主观性，而增加了对问题分析的科学性和客观性l卅。

4．2．1影响因素的效度检验

(1)KMO和Bartlett检验

对影响因素的26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首先要经过KMO和Bartlett检验以决定数

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表4．2为共生关系形成影响因素的KMO和Bartlett值。

该分析结果用于判断原始数据能否进行因子分析。表格中第一行为检验变量间偏相

关性的KMO统计量，它比较的是各变量间的简单相关和偏相关的大小，取值在O．1之

间，大于0．7效果较好。本文分析KMO数值为0．822，因此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第二行

Bartlett’S球形检验的结果，该值检验相关阵是否是单位阵，即各变量是否相互独立。表

中结果显示，近似卡方值为3258．567，自由度325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0(该数据小于

0．05时，拒绝统计量相关矩阵为单位矩阵的假设，即认为适合做因子分析)，因此因子

分析在此时适用。

表4．2 KMO和Bartlett‘S检验值

Thb．4．2 KMO and Bartlctt’s’r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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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测性因子分析

本文对收集的数据使用SPSSl3．0进行探测性因子分析，从调研数据中对共生关系形

成的影响因素的题项进行归类，提取主要因素以明确和简化问题分析。提取主因子的流

程如下：

①以主成分分析法抽取特征根大于1的共同因素，再以最大变异法进行共同因素正

交转轴处理，使转轴后的每一共同因素内题项的因素负荷量大小相差尽量达到最大，以

利于共同因素的辨认与命名。

o为了保证项目区分度，根据每一个题项在各共同因素上的最大因素负荷量来挑选

题项，并删除在各因子的负载值小于0．5，或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因子上的负荷量同

时大于0．5的题项I捌，以更清晰的看清问卷的结构，之后重新进行因子分析，直到所保

留的题项经再次因素分析时无需删除的状态。

根据上述因素提取的方法进行探测性因子分析，表4．3为影响因素第一次主因素提

取的结果。根据上述的删除要求，去除负载值小于0．5的题项“合作伙伴的信誉好”，

对剩余的25个题项进行第二次因子分析，结果如表4．4，去除负载值小于O．5的题项“提

高资源利用率的需要”， 对剩余的24个题项进行第三次因子分析结果如表4．5。

从表4．5中可以看出共生关系形成的影响因素题项经过旋转后可提取7个主因素。

并且题项的最大负载量均大于0．5，具有很好的项目区分度。

4．2．2结构效度和信度分析

项目一总体相关系数(crrco用来检验题项与其所在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并结合量

表的可靠性检验来探查这种相关性是否具有理论意义，分析结果可以用来检验量表的结

构效度13研。所谓内部信度指的是每一个主因素是否是测量单一概念，同时组成量表题项

的内在一致性程度如何。本研究采用李克特量表中最常用的CronbachAlpha系数法检验

量表的内在一致性。根据Henson、吴明隆的观点，因子的信度系数在0．50．0．60之间可

以接受使用，在0．70以上最好taT,3s]。
‘

为了验证因子分析得出的同一主因素下的各个题项是否测量同一问题，我们进一步

利用样本数据对因子分析生成的7个因子所包含的题项进行项目一总体相关系数和信度

分析，结果如表4．6所示。题项“保持企业良好社会形象的需要”、“企业与合作伙伴

有深厚的社会关系”和“企业经营所面对的法律环境”在因子7维度上的相关系数小于

删除标准0．3139,40!。说明维度的结构效度较差，需作进一步分析。

题项的Alpha ifItem Deleted值表示题项从所在维度删除后，该维度的Alpha值。表

4．7显示“保持企业良好社会形象的需要”的Alpha if Item Deleted值为0。648，表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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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该题项能够使Alpha值提升为0．648，也就是能够提高因子7的信度，则应考虑删除题

项“保持企业良好社会形象的需要”。

从谨慎性方面考虑，本文对删除题项“保持企业良好社会形象的需要”后的23个

题项进行了第四次因子分析，结果如表4．8所示。结果显示，23个题项共分成了6个因

子，因子2中题项“保持企业良好社会形象的需要”的负载值为0．48低于删除标准O．5，

故考虑在进一步分析中将其删除。另外的22个题项在各自所属因子下的负载值均满足

保留条件。对删除题项“保持企业良好社会形象的需要”后的22个题项重新进行因子

分析，结果如表4．9所示。从表4．9中可以看出共生关系形成的影响因素题项经过旋转

后可提取6个主因素。并且题项的最大负载量均大于0．5，具有很好的项目区分度。

为了验证因子分析得出的同一主因素下的各个题项是否测量同一问题，我们进一步

利用样本数据对因子分析生成的6个因子所包含的题项进行项目一总体相关系数和信度

分析，结果如表4．10所示。分析结果显示所有题项的CITC均高于删除标准0．3。但题

项“企业经营所面对的法律环境”的AlphaifItemDeleted值为0．830，高于其所在因子

的Alpha值O．798。这说明若将题项“企业经营所面对的法律环境”删除可提高因子2

的信度。故将题项“企业经营所面对的法律环境”删除，再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如表4．11

所示。

本次因子分析KMO数值为O．789，Bartlett。S球形检验的结果显示近似卡方值为

2567．142，自由度为210，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0，结果如图4．12。根据上文提到的KMO

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标准，可以判断因子分析在此时适用。

本次因子分析生成了6个因子，21个题项在各自所属维度上的负载均大于0．5，且

不存在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因子上的负荷量同时大于0．5的题项。因而可以判断本次

因子分析提取的6个主因子结构性维度较好。进～步利用样本数据对因子分析生成的6

个因子所包含的题项进行项目一总体相关系数和信度分析，结果如表4．11所示。分析结

果显示所有题项的CITC均高于删除标准0．3，且所有题项的Alpha if Item Deleted值均

小于其所在因子的Alpha值，可以判断本次因子分析提取的六个因子信度较好，因此较

好的保证了因予构造的一致性。把这六个因子依次F1、F2、F3、F4、F5和F6。根据主

因子所包括题项的内容，我们把6个主因素命名为：F1表示政策支持环境；f2表示直

接经济利益；F3表示技术因素；F4表示环境法规；F5表示风险管理：F6表示伙伴关联

关系。

4．2．3因素对整体解释的变异数

从表4．13中可以看出各因素累积解释了总体67．4％的变异数，因素提取的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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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共生关系形成影响因素旋转因子负载矩阵1

Tab．4．3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a)

因子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因子4 因子5 因子6 因子7

税收减免优惠支持0．83 0．05 0．14 0．01-0．04 0．09 0．30

银行贷款支持0．79 0．07 0．01 0．19 0．14 0。1．2-0．09

政府行政手段的支持0．77 0．08 0．16-0．01—0．03 0．21 0．34

降低企业自身生产运营风险的需要0．13 0．19 -0．02 0．06 —0．06 0．65 —0．10

合作关系所需专用性资产投入较少 O．18 O．25 一O．05 0．12 0。33 0．62 -0．13

避免对合作伙伴过于依赖的需要0．19 0．13 0．08 -0．05 0．23 0．61 0．35

淆菲，铰弹韵借誉菇，粥；尹F。搿；。帮2零i镄孽谶，磁j～硒．晓嚣。国j糍蹬”灞：锄。糟渤：§§镪：谶钎髯”磷溯
企业与合作伙伴有深厚的社会关系0．05 0．23 一O．04 0．04 —0．03 0．26 -0．74

企业经营所面对的法律环境 0．36 O．20 0．34-0．03 0．09 0．04 0．60

保持企业良好社会形象的需要0．28 0．02 0．29 0．24 0．03 0．26 0．5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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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关系能满足企业的供应链需求

共生关系能给企业带来市场机会

合作伙伴相对于企业的某项业务更

具专业化

展开和维持合作关系的成本(交易费

用)更低

0．02

O．08

O．79

0．72

O．03

O．17

—0．09

-0．03

0．23

O．23

O．03

O．Ol

—O．16

0．27

0．13 0．61 0．08 0．43 -0．03 0．06 -0．08

0．12 0．59 —0．08 0．46 0．07 0．Ii -0．07

嘉篡等嚣雒蠕醐黼嬲o．ns o．s，叭t叭z-o．⋯．一o．o，
塑璺塑望塑型里兰堂堂塑兰：薹竺!二!!：薹曼!登二：箜塑：翌塑篓薹鎏翌：：篓篓墅!：!i塑堡!二鐾望茎

萋妻耋系能得到现代信息技术的有。．。7 。．15 。．87-o．。6_o．。4。．oo 。．。5

合作在技术上的可行性0．06 0．04 0．87 0．07 0．07—0．04 0．07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需要0．08 0．03 0．79 0．05 0．07 0．02 0．2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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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共生关系形成影响因素旋转因子负载矩阵3

Tab．4．5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a)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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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提取因子的信度检验1

Tab．4．6 Reliability Analysis—scale(a)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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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共生关系形成影响因素旋转因子负载矩阵4
Tab．4．7 Rotated Component Matrlx(a)

合作在技术上的可行性0．02 0．82 0．06 0．08 0．07 —0．09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需要 0．10 0．81 0．01 0．04 0．06 0．01

共生关系能得到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支持 0．03 0．81 0．18 -o．04 —0．05 -0．04

企业经营所面对的法律环境0．50 0．54 0．08 0．02 -o．05 0．16

辣糊篦i誉瘫会绷稀要瑚晖了i诺譬i0面霉矽9否Xi?i琵餮磷隔≮酽哪翁礴if戮
共生关系能满足企业的供应链需求 _o．02 —0．Ol 0．82 —0．05 0．23 0．ol

共生关系能给企业带来市场机会0．14 0．30 0．69 -0．06 0．23 0．05

合作伙伴相对于企业的某项业务更具专

业化

展开和维持合作关系的成本(交易费用)

更低

合作伙伴具备企业需要的特有资源和特

有能力

0．10 0．07 0．61 0．47 -0．01 0．03

0．12 -0．07 0．57 0．48 0．06 0．11

0．06 0．13 0．56 0．46 -0．08 0．0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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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共生关系形成影响因素旋转因子负载矩阵5

Tab．4．8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a)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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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需要

共生关系能得到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支持

0．691

0．679

0．709 0．798 4

0．713

合作在技术上的可行性0．654 0．725

；釜业经营所面对的法律环境“一i’：””’～?’警i”≯⋯⋯一’0．43s’“”‘矗囊3i；?孽”“罗鬈霹8 4。；”鬻：．．．．．。．．．．。．．．．．．．．．．．。．．．．．．．．．．．．．，．。．．．．。．．．．．．。．．．．．．．．．．．．．．．．．．．．．．．．．．．．．．．．．．．．．．．二．．．．．．．．．．．．．．．；．．．．．．．．．．．．．．．．．．．．．．．．．．．．：：．：．．。．．．．．．．．．．．．．．-．．．。．：二：．．．．．．．．．．．．．．．．．．。．：．；．．．：．1．．．：．．。趔，
共生关系能给企业带来市场机会0．518 0．746 0．776 5

共生关系能满足企业的供应链需求

合作伙伴相对于企业的某项业务更具专业化

合作伙伴具备企业需要的特有资源和特有能力

0．530

0．605

0．542

O．742

0．716

0．738

展开和维持合作关系的成本(交易费用)更低0．554 0．7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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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提取因子的信度检验3

Tab．4．11 Reliability Analysis·—scale(a)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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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KMO和Barflett's检验值

Tab．4．12 KMO and Bartlett’s Test

表4．13总体方差解释

Tab．4．13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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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生关系形成的影响因素重要性分析

5．1指标权重评价方法说明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来确定6个影响因素的权重【411。

6个影响因素对影响共生关系形成方面所占的权重，可以运用各个因子对总目标的

贡献率ai来确定。通过把主因子的贡献率ai，进行标准化处理，所得结果A即为该因子

在总目标上的权重值。计算方法如式5．2，其中：Ai为影响因素R在总目标上的权重值，

ai为Fi的贡献率。

Aj=ad似J+口2+⋯+口砂 仃=五2⋯印 (5．1)
’

题项变量X“在其所对应的影响因素Fi的权重可以根据因子分析所得因子得分系数

矩阵来获得。计算方法如式5．2，其中：Bii为题项变量酗在其所对应的影响因素Fi的权

重值，b“为题项变量对R的回归系数。

上

曰F。bo 7乏b0 (5．2)
J‘■

5．2共生关系形成的影响因素权重

前面的分析提取了6个因子(分别设为Fl，F2，F3，F4，F5，F6)作为21个量表题项的

主因子。这六个主因子表示共生关系形成的六个影响因素，即Fl表示政策支持环境，

F2表示直接经济利益，F3表示技术因素，F4表示环境法规，F5表示风险管理，F6表示伙

伴关联关系。6个主因子的累计贡献率为67．399％，提取得6个主因子的特征根和贡献

率见表5．1。

表5．1因子的特征值和贡献率

Tab．5．1 Eigenvaluc and cumulative percentage of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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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这6个因子的贡献率作归一化处理．令Fi的权重为Ai，其贡献率为at，根据

式(1)(n=6)即可求得这6个主因子即二级指标在其一级指标上的权重值。通过计算得到

6个影响因素的权重值，分别为0．360，0．175，O．147，0．131，O．115和O．115。所提取的

主因子、主因子所代表的影响因素和在影响共生关系形成方面所占权重见表5．2。

表5．2 6个影响因素所占权重

Tab．5．2 6 factora and theirweight ratio

5．3量表题项在影响因素上的权重确定

根据前面所述，三级指标在对应的二级指标上的权重确定可通过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来获得。通过因子分析所得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如表5．3。

对因子得分进行归一化处理，根据式(2)(其中i=l，2，3，4，5，6，n=6，4，5，

4，5，2)计算出三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上的权重Bij，所得结果见表5．4。

表5．4综合说明了各主因子、各影响因素在影响共生关系形成方砥的重要性。根据

表5．4可得各主因素和其包含的因素的回归方程，即

F，=0．276X。+0。247X”4-0，231X13+0．246X“

F2=0．274X2l+0．186X∞+0．209X∞+0．173X“+0．158X∞

F3=0，341X3。+0．333X∞+0．326X"

F．=O．370k，+0．322X∞4-0．308)(．3

F6=0．317X+，+0．365XB+0．318X∞

F6=0，352X+}+0．393Xn+0．25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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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Tab．5．3 component score coefficient matrix

题项变量

主因子

Fl 艮 F3 F． F5 F6

政策支 直接经 技术 环境 风险 伙伴关

· 持环境 济利益 因素 法规 管理 联关系

税收减免优惠支持X11 0．353 -0．020 0．011 -0．083 -0．097 -0．003

政府行政手段的支持x12

地方财政项目性资金支持x13

银行贷款支持x1．

0．316 --0．027 0．027 -0．097 -0．027 —0．005

0．2贴0．007 -0．093 0．002 -0．066 0．035

0．315 0．021 -0．093 0．027 -o．074 加．036

合作在技术上的可行性】【3I --0．065 ．o．035 0．364 0．028 0．041 -0．030

共生关系能得到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支持x∞ -0．028 0．052 0．356 -0．060 -0．074 0．033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需要)b -0．041 -0．065 o．349 0．031 0．031 0．010

减少企业废弃物排放的需要‰ 一0．048 0．002 —0．049 0，453 —0．044 -0．074

降低治污费用的需要】【‘2

企业周围居民的环境需要x∞

-4)．067 -4)．040 -0．026 0．394 0．069 -0．045

--0．020 -0．153 0．098 0．377 0．043 -0．047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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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回归系数与权重值

Tab．5．4 Repression coefficient and weight ratio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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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影响因素的主因素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5．5主因素描述性统计
Tab．5．5 Descriptive Statistics

为了更好的了解主因素的信息，本文利用主因素与其包含因素的回归方程，对主因

素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表5．5是共生关系形成的影响因素的主因素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5．5分析结果讨论

主因素权重分析表明：政策支持环境权重值远高于其他主因素，是影响共生关系形

成的重要影响因素；直接经济利益、技术因素、环境法规和风险管理权重值接近，是共

生关系形成的一般影响因素；伙伴关联关系权重值远低于其它主因素。是共生关系形成

的次要影响因素。 ‘一

政策支持环境和环境法规的影响来自于外部利益相关者。政策支持环境的权重为

O．360，环境法规的权重为0．12,1，可见政策支持的影响作用远高于环境法规。这说明在

本文调研的样本中政策支持环境是外部利益相关者最有力的影响方式，而环境法规并没

有发挥重要作用。政策支持环境主因素包含四个影响因素：税收减免优惠支持、政府行

政手段的支持、地方财政项目性资金支持和银行贷款支持。分析显示，政策支持环境所

包含的四个影响因素所占权重分配较为平均，说明这四个影响因素对于共生关系的展开

都有很强的影响作用。而在日本、德国等环境效益好的国家，环境法规对企业共生关系

的形成有很强的影响作用，这说明我国的环境法规在影响企业共生关系形成的作用上还

有很大的潜力，我国各级政府应当重视环境法规体制的建设并有效落实。

直接经济利益、技术因素、风险管理和伙伴关联关系的影响来自于内部利益相关者

间的合作条件，结果显示内部利益相关者合作条件的影响中直接经济利益的作用最大，

技术因素和风险管理同样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伙伴关联关系的影响作用较小，说明合

作条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直接经济利益、技术因素和风险管理三个方面。本次研究中“伙

伴关联关系”主因素包含“合作伙伴处于同一企业集团”、“企业的合作需要服从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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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战略”和“合作伙伴与母公司有股权合作”三个影响因素，而研究结果中该主因素的

重要性非常小。而已有的合作相关理论和企业案例研究情况显示伙伴关联关系所体现的

信任和较低的交易成本显著地增加了企业间的合作动机，如鲁北化工和贵糖集团，同属

于一个企业集团的企业问往往更容易生成紧密的共生关系。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矛盾的原

因在于本文所选样本中属于企业集团的样本企业较少，样本企业共生关系的形成受“伙

伴关联关系”的影响较小，因而有关“伙伴关联关系”主因素的研究结果很可能与现实

情况不符。

主因素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技术因素的均值最高，超过4．0，说明调研企业认为

技术因素在影响企业共生关系的形成方面是最重要的主因素。政策支持环境、直接经济

利益、．环境法规和风险管理都超过3．0，说明调研企业认为这三个主因素比较重要，影

响了企业共生关系的形成。伙伴关联关系的得分均值最低为2．9069，说明调研企业认为

该主因素在影响共生关系形成方面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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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

6．1主要结论

本文综合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企业间共生关系形成的机理和影

响因素，通过因子分析方法识别了影响因素的主因素并分析了主因素权重值。具体而言，

本文的研究工作和结果如下：

(1)使企业采取共生关系交易方式的治理成本与生产成本之和最小的特定的外界环

境及资产专用性的程度构成了共生关系形成和存在的条件。

(2)企业间共生关系的形成是共生关系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结果，企业参与共生

关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企业预期共生关系能给该企业带来最大化的长期经济利益。

(3)因子分析表明六个主因素影响了企业间共生关系的形成，即政策支持环境、直

接经济利益、技术因素、环境法规、风险管理和伙伴关联关系。其中，政策支持环境是

影响共生关系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直接经济利益、技术因素、环境法规和风险管理是

共生关系形成的一般影响因素，伙伴关联关系是共生关系形成的次要影响因素。

6．2本文研究的局限性

(1)本文所使用的问卷较大程度上体现了企业问合作的影响因素，而对于共生关系

的特性方面反映不足。因而在共生关系影响因素分析的有效性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并

且，本文因子分析过程中提取的主因子并不能解释全部的信息，所以存在一定的不完全

性，并有一些因素在问卷中没有考虑到。

(2)在发放问卷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北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问卷发放范围较小，

调查结果是否适合中国所有地区的制造企业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验证。另外，本文

没有针对属于企业集团的样本企业进行专门研究，造成本文有关“伙伴关联关系”主因

素的研究结果很可能与现实情况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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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产业生态网络中企业共生关系调查问卷

尊敬的先生，女士：

我们正在进行一项国家自然基金研究项目“中国产业生态网络的进化，构建和管理”

的研究．十分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完成此问卷．希望通过您对以下问题的回答，

帮助我们了解有关我国产业在生态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模式、共生关系类型方面的问

题．本问卷只供科研使用，不会在分析报告中出现具体企业的名称或被访者的个人资料，

谢谢合作!

★填答说明：本问卷每题均请作答，并请在相应口内划~／或填写，除特殊说明外
均为单选．

1．贵企业性质是：

口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口台伙企业

口外商独资企业

2．贵企业在本行业中的规模属于：

口大型 口中型

3、贵企业所在的园区的级别；

口国家级工业园区

口省级工业园区

口地方工业园区

第一部分；基本资料

口集体所有制企业

口中外合资企业

口其它——
口小型

口联营企业

口私营企业

4．贵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是：

口创业阶段；企业刚成立不久，效益不太稳定

口发展阶段：企业产品结构基本稳定，生产正常，效益逐步提高

口成熟阶段：产品结构固定，企业效益比较平稳

口衰退阶段：产品市场缩小，企业效益下降

口再次创业阶段：原产品逐渐萎缩，企业产品进入升级换代，或正转产新的产品

5．贵企业所属行业领域：

口机械、五金、加工

口建筑、建材、装饰

口媒体、广告、公关

口农、林，牧、渔

口文教及办公用品

口n、通信

口汽车、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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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摄影、摄像器材

口食品、饮料、酒

口图书、出版，印刷

口化工，能源、冶金

口房地产、物业

口金融、保险、投资

口电子、电器

口交通、物流

口纺织、服装、皮革

口医药保健、医疗设备

口其它：

6．贵企业坐落园区类型：(此题为单选，请选出最贴切的一项)

口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核心的企业集团

口以某类产品生产、加工为主的专业园区

口容纳多个产业、生产加工多种产品的非专业园区

口其它 ．

·

7．贵企业坐落园区的属于我国第几代园区： (此题为单选，请选出最贴切的一项)

口经济技术开发区

口高新技术园区

口生态工业园

口其它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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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影响因素

下面列出了一些激励或促进企业参与共生合作的因素，请您根据贵企业的实际情况做出

判断。

非
非常 不 无 常不 重 所

重
重

重 要 谓
要

要
要

!．∽；謇生关系能给企业带来市场机会 ，。～一．一
口l” 口2： 口3． 口4 au 5：

● = 。' ^

2)共生关系能满足企业的供应链需求 口l 口2 口3 口4 口5

．3)。合作伙伴相对手企业的某项业务更具专业化】．】 ．、 早1i 口2 口3：， 口4‘， ．口51．

4) 合作伙伴具备企业需要的特有资源和特有能力 口l 口2 口3 口4 口5

，5)_展开和维持合作关系的成本(交易费用)更低一 一o 1 口~‘2 ‘口3，： 口4 口5—

6) 降低企业自身生产运营风脸的需要 口1 口2 口3 口4 口5

．珍避免对合作伙伴过于疲赖的需要，·‘’4一．’i 口l o 2 口31 日4 口5
_!

8) 合作关系所需专用性资产投入较少 口1 口2 口3 口4 口5

i。9)1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需要“√。‘ ’．’-!r’ 口“．i。 口2 口3一 口4 一叼《
10)共生关系能得到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支持 口1 口2 口3 口4 口5

j ill合作在技术上的可行性：‘’
。

。‰I，+。 口l 口2 口3 口4； _口‘5
r‘

。J

：

’12)企业与合作伙伴有深厚的社会关系 口l 口2 口3 口4 口5

i“i3)合作伙伴的信誉好 。。” ÷ ：+j．f，i 7‘’{‘ 口。1 ．口2， 口3” 口4 口5：”

14)合作伙伴处于同一企业集团 口l 口2 口3 口4 口5

0，。15)‘企业的合作需要服从母公司战睁』j，÷0：’。。，． 口i 口2 ，口3’ 口4， ’口一5：

16)合作伙伴与母公司有股权合作 口1 口2 口3 口4 口5

。‘l疗提高资源科用率的需要r__”’．。，i一；； 。
口l‘ 口2 口3 口_4； 口．5

18)降低治污费用的需要 口1 o 2 口3 口4 口5

一：19)减少企业废弃物排放的需要。．’。。j“7 1j：。l。。』，2，‘。 口l -口”2 口3j 口4； 口+5

20)企业周围居民的环境需要 口l 口2 口3 口4 口5

．一21)保持企业良好社会形象的需要；， ：。’l一。!：，】 口1 口_2 口3’ 口4 口5·

22)银行贷款支持 口l 口2 口3 口4 口5

：?23)地方财政项目性资金支持；” 。、：：≯1_ 口l Ⅱ12‘ 口3 口4 口．5

24)税收减免优惠支持 口1 口2 口3 口4 口5

。25)政府行政手段的支持 【_ 1，：√，． 口1 口2 口3 口4， 口5：

26)企业经营所面对的法律环境 口l 口2 口3 口4 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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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刘建宇，苏敬勤，刁晓纯．产业生态网络中共生关系动因研究。大连理工大学研究

生院网络学刊．2007．6(属于学位论文第四章和第五章)



产业生态网络中共生关系形成动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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