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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资本论》

内容概要

《企业社会资本论》主要内容简介：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内外个人及组织之间的社会信任网络。它是
由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信任网络相互联系、相互平衡所形成的有机整体，构成企业生产能力、
创利能力之源及企业生存发展的社会根基。企业社会资本根源于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无形的原则
”，企业整体运作超越“看不见的手”及“经济资本的逻辑”，遵循着共同体的逻辑，致力于利益相
关者的共同利益、顾客满意度和有利于培育人才、竞争优势的“共同技术”、核心能力。企业社会资
本的重要价值，是揭示了全球化、信息经济背景下，植根于关系、商誉、品牌等无形资源的“体系优
势”、动态“柔性”和“盈利能力”超越传统工业时代的区位优势、静态资源和生产能力，成为企业
创新和竞争优势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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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企业社会资本论》

章节摘录

　　知识资本化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罗默①认为：经
济增长要素除了劳动力与资本外，还有知识。只有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劳动力的持续增长，经济未必保
持增长，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和社会福利水平未必会提高。技术、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作者认
为保持与拥有掌握这些技术、知识的个人、组织之间的信任与互动是企业经济绩效的重要来源。　　
知识——包括编码知识和默会知识——的积累与共享是诱发企业创新的重要元素。特别是默会知识，
它的形成和传递是以人与人之间长期面对面关系为基础的，与人际间、组织间的信任及密切联系相关
联。一个等级森严、缺乏相互信赖的组织，一个缺乏社会信任网络的企业是无从获得、有效传播这种
知识的。人际、组织间的信任及其相互间频繁的交流、互动，营造了有利于知识共享、传递的氛围，
从而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与发展。（4）生产模块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
世界科技进步、国际分工的深化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经济领域中，产品制造过程中包含的不同
式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了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新型国际分工形态——产品内
分工（Davis，1995；Amdt，1997，1998）。　　产品内分工意味着产品生产的不同阶段在国境是高度
分离，国际贸易产品中包含着在一个以上国家实现价值增值的比例越来越大，某一产品最终产品零部
件往往来自多个国家和企业。甚至价值增值过程不是在最终实现“实质性改变”的国家进行的比例也
越来越大。产品的原产地难以准确定义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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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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