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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曾几何时，跨国公司一度是世界经济与贸易增长的主要微观主体。二战后，

随着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浪潮，跨国公司按照各国或地区不同的比较优势、竞

争优势状况，将同一产品价值链的不同环节配置在全球的最低成本生产地，形成

了以全球生产网络为纽带的国际一体化生产体系。正是由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兴

起，为中国制造企业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实现以技术创新

为前提的战略提升提供了契机。但是，随着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等资源越来越

紧缺，以及新兴的低成本地区的侵蚀，中国制造企业传统的低成本制造优势正在

逐步下降。因此，当前的中国制造企业正处于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能从依

靠廉价劳动力等资源投入的低成本经营战略转型到依靠持续的技术创新与先进

的市场管理的高附加值经营战略，已成中国制造企业发展的一个重中之重。本文

正是在此背景下，以中国制造企业为样本，研究中国制造业如何在嵌入的全球生

产网络中，充分利用其独特的知识扩散机制，积累知识与能力，从而实现技术创

新能力的提升，最终带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本文总共分为六章，首先考察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概况，以及全球生产网络的

主要分工模式和基本特征；继而对全球生产网络知识扩散机制的相关理论进行了

梳理和述评；然后，围绕嵌入性理论的发展以及网络嵌入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研

究进展和主要问题等进行了回顾探讨与对比分析，并提出了中国制造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升级的演变过程；最后，本文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以 143 个中国制造企业

为样本进行了统计实证研究，对创建的网络嵌入性与知识获取的模型进行检验，

并对全球生产网络中知识扩散机制以及隐性知识获取与技术创新能力的相关性

等问题进行了专门分析。 

通过本项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中国制造企业要

想实现产业升级，必须根据所嵌入网络的类型来选择不同的策略。2．全球生产

网络下的企业技术创新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知识创新和知识扩散的过程。3．嵌入

性与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很大的相关性，网络嵌入性的信任、信息共享与共同解

决问题这三种机制在企业的知识获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中国制造企

业要实现自主技术创新，通常需要经过四个阶段：技术学习阶段、能力积累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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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突破创新壁垒阶段、自主技术创新阶段。5．以中国制造企业为样本，假设与检

验了网络嵌入性与知识获取的模型，验证了信息嵌入对显性知识获取有正向的影

响、工作嵌入对隐性知识获取有正向的影响、显性知识获取对隐性知识获取有正

向的影响、显性知识获取在信息嵌入影响隐性知识获取中起中介作用的这四条假

设。6．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应当尽快熟悉全球生产网络的知识扩散模型与

渠道，这样才可以从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获取尽可能多的知识。7．隐性知识获取

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是十分重要的，对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有相当大的推动

作用。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可以概括为：1．提出了网络嵌入性的信任、信息共享

与共同解决问题这三种机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模型。2．归纳总结了中国制造企

业实现自主技术创新需要经历的四个阶段：技术学习阶段、能力积累阶段、突破

创新壁垒阶段、自主技术创新阶段。3．创建了网络嵌入性与知识获取的模型，

并提出了五点假设。在进行理论分析的同时，还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创建的模

型进行了统计实证研究，对提出的五点假设逐一进行了验证。 

 

 

关键词：全球生产网络；知识扩散机制；网络嵌入性；隐性知识；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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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ce upon a time, multinational firms always were the main microeconomic 

entity of the growth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trade. After World War II, with the 

wave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ransferring, multinational firms set the different 

product segments of the same value chain at the lowest cost place of the production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different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untries or regions, to form the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systems as a link to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s). Due to the 

rise of GPNs, it wa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to realize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ransferring, and to realize strategies to 

enha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embedding GPNs. However, with the shortage 

of raw materials, energy, labor and other resources increasingly, and the erosion of 

the emerging low-cost regions, the traditional low-cost manufacturing advantag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is gradually declining. Therefore, the Chinese firms are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strategic transition now, how to realize the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which from relying on the low-cost business strategy of cheap labor 

and other resources to relying on high value-added business strategy of continu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dvanced market management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key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With such 

backgrounds, based on the sampl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this dissertation 

carries out researches on how these firms embedded GPNs, and how to accumulate 

knowledge and ability with fully using of knowledge diffusion mechanisms of GPN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upgrading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ultimately bring to 

enhanc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firms. 

This dissertation has six chapters. Firstly, it takes an overview of mainly 

specialization mode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GPNs. Then, the theories of 

knowledge diffusion mechanism in GPNs are organized and commented. 

Furthermore, the dissertation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mbeddedness theory 

and takes the review and comparis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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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ness theory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pres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upgrading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Finally, based on 

the data of 143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from questionnaire, this study tests the 

hypothesizes one by one that a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created model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knowledge acquisition by statistical empirical research. Also it 

analyzed knowledge diffusion mechanisms in GPNs and the correlation of tacit 

knowledge acquisition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city according to the same 

data. 

Through the discourse of the full text,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reached: 1. In 

order to realize industrial upgrading,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which embedded 

in GPNs must choose different strategies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the embedded 

GPNs. 2.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firms in GPNs is essentially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diffusion. 3. Embeddedness has 

great correlation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firms, and three mechanisms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which including trust,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joint problem 

solving,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4.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want to achieve the independ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which 

usually need to go through four stages: the stage of technology learning, the stage of 

ability accumulation, the stage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innovation barriers, and the 

stage of independ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5.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this study hypothesizes and examines the model between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the empirical results proves 

these four assumptions: information embeddednes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xplicit 

knowledge acquisition, job embeddednes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acit knowledge 

acquisition, explicit knowledge acquisi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acit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explicit knowledge acquisition has mediating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formation embeddedness and tacit knowledge acquisition. 6. 

Those firms which embedded in GPNs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knowledge diffusion 

model and channels in GPNs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ey can get much knowledge 

from GPNs. 7. Tacit knowledge acquisition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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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firms, and has great promoting effection on independ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the firms. 

The major innovation of this dissertation can be as follows: 1. Presented a 

relationship model between three mechanisms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trust,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joint problem solving,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2. 

Summarized the four stages which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need to go through 

as to realize independ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stage of technology learning, 

the stage of ability accumulation, the stage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innovation 

barriers, and the stage of independ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3. Created a model 

between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proposed five 

hypothesizes. This study not only take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method, but also 

takes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tests these five hypothesizes one by one with 

a statistical empirical research on created model. 

 
 
 

Key word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Knowledge Diffusion Mechanisms; 
Network Embeddedness; Tacit Knowledge;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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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从 1978 年 12 月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

长。2011年 1月 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经初步测算，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 397983

亿元，按照年末人民币汇率计算（1 美元对人民币 6.6227 元），2010 年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约为 60094 亿美元。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成为全球仅次

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①从中国的制造业领域来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众多

的制造企业依靠所谓低成本劳动力、丰富的资源及市场等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制

造业的分工合作，再加上中国政府制定的及时合理的开放政策，中国制造企业

较好地把握了全球化制造带来的机遇，在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多年中，中国制造

企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中国也成为了全球的制造业大国，世界的制造工厂。 

但是，中国制造业在取得巨大发展成绩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尤其

是近些年由于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等资源越来越紧缺，以及资源价格、劳动

力价格的不断上升，再加上新兴的低成本地区（如越南、老挝等）制造业的侵

蚀，中国制造企业传统的低成本制造优势正在逐步下降，先前的比较优势正在

逐渐被磨蚀。次贷危机发生后，由于出口量的逐步萎缩，中国沿海地区的很多

制造企业都处于停工或者半停工的状况。因此，当前的中国企业正处于战略转

型的关键时期，如何从依靠廉价劳动力等资源投入的低成本经营战略转型到依

靠持续的技术创新与先进的市场管理的高附加值经营战略已成中国制造企业发

展的一个重中之重。从国家层面上来说，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中国制造业面临的

危机。中国“十一五”规划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

方式转变。这正是因为当前我国的制造业虽然在规模和成本上有一定优势，参

与全球产业分工的程度也不断的加深，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制造业仍处

于全球生产网络中劳动密集型的、技术低端的、利润率低的加工制造环节，另

外是近些年来，由于一些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周边国家的经济的快速增长，

                                                        
① http://www.stats.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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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对我国这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的制造产业造成了很大

的竞争压力，因此，中国制造业若不通过自主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升级寻求新的

增长模式，将很快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从很多经历过类似中国制造企业现状的成功企业（如中国台湾地区的电子

产品制造企业、韩国的制造企业等）的成长历程可以得出一些经验，这些企业

通过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合作活动，从网络中获取一些需要的知识和技术，从

而积累了能力，提升了技术创新能力与市场管理能力，最终这些企业逐步实现

战略演化，并在战略提升的过程中赢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制造企业

为了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应当改变以往的低成本生产战略，发展自主技术

创新的战略。 

当前，全球经济正迅速融合一体，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生产网络模式已成

为跨国公司制定其全球战略的重要依据，同时全球生产网络模式也为中国的制

造企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中国制造企业可以在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

中进行知识与能力积累，实现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实现自主技术创新发

展的战略。本文试图研究如何实现中国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并且研

究全球生产网络中网络嵌入性与知识获取的关系，以及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的影响。本文紧密结合中国制造业当前的现实情况，关注中国制造企业如何在

嵌入的全球生产网络利用知识扩散机制吸收知识，实现技术创新能力提升，逐

步向价值链高端移动，从而实现向“微笑曲线”①的两端移动。因此，本文的研

究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以中国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了网络嵌

入性与知识获取的关系、全球生产网络中知识扩散机制、隐性知识对企业技术

创新绩效的影响。先前学者关于网络嵌入性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涉及到这样一些

方面：直接把网络嵌入性与企业绩效联系起来的研究；网络嵌入性对企业吸收

能力与知识获取的之间关系起调节作用；网络嵌入性对企业获取竞争能力的影

响研究；从信任、合同和共享目标的角度分析了它们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获

取的影响等（McEvily & Zaheer，1999；Rowley，Behrens & Krackhardt，2000；

                                                        
① “微笑曲线”理论由台湾宏基电脑创始人施振荣先生于 1992 年提出。曲线的两端向上，中间下凹，形

状类似于人微笑的嘴形。曲线的左边代表产品研发；曲线的右边代表营销，品牌和服务；曲线的中段代表

制造。曲线形象地解释了产业链中端的制造业利润低，而位于两端的产品研发，营销，品牌和服务附加值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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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ls & Tsai，2005；McEvily & Marcus，2005；Li，Poppo & Zhou，2010；等

等）。而本文则是通过创建一个网络嵌入性与知识获取的关系模型，并通过实证

分析，证明了该模型，即信息嵌入影响显性知识的获取隐性知识获取，显性知

识获取与工作嵌入影响隐性知识获取，显性知识获取在信息嵌入影响隐性知识

获取过程中起中介作用，隐性知识获取最终又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因此，

本研究的结论对于网络嵌入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做了一定

补充与扩展，因而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方法 

 

根据以上阐述的研究意义，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如下： 

1．分析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知识扩散模式与渠道，深入研究全球生产网络的

知识扩散机制，对比了溢出理论、创新理论、模仿理论、沟通理论、组织间学

习理论等相关理论，为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中国制造企业如何获取知识提供理

论支持。 

2．根据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中国制造企业自身的一些特点以及对全球生

产网络中存在的创新壁垒的研究，分析中国制造企业创新能力升级的演变过程。 

3．以制造企业为样本，理论假设与实证检验网络嵌入性影响知识获取的机

制，验证信息嵌入与显性知识获取的关系、工作嵌入与隐性知识获取的关系、

显性知识获取对隐性知识获取的影响作用、显性知识获取在信息嵌入影响隐性

知识获取中的中介作用。 

4．以制造企业为样本，对全球生产网络中知识扩散机制的影响因素以及隐

性知识获取与技术创新能力的相关性等问题进行分析。 

为了使针对以上内容开展的相关研究达到预期的研究目标，本研究拟采用

理论回顾与对比、模型创建、问卷调查和统计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理论研究与

实证研究，具体的研究方法如下： 

1．通过对相关文献和以往学者的研究结果的对比与分析，梳理好国内外的

相关研究结果，把握好相关研究的现状，为后续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奠定良

好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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