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治理研究前沿与述评术 

。 李维安 林润辉 范建红 

摘要 “网络治理”是一个跨 学科 的研 究领 域 ，是技 

术 网络 、 组 织 网络 和 社 会 网络 研 究 的热 点 问题 ， 企 业 网 

络 治理 也 是 工 商 管理 领 域 的 前 沿 研 究 方 向。 技 术 网络 治 

理 、社 会 网络治理 、组 织网络 治理 以及 三者 的融合 是 当 

前组 织理论 和战略 管理 理论研 究的核心命 题 ，也 是中国 

经 济转型过程 中转换 企业发 展模 式 、实现 后发优势的重 

要 课 题 。 本 文 首 先 对 技 术 网络 治 理 、 社 会 网络 治 理 和 组 

织 网络 治理 近年 来 国内外相关研 究进行 回顾 ；进 而从 网 

络 组 织 与 网络 治 理 的 内涵 、公 司治 理 到 网络 治 理 的 发 展 、 

研 究内容及 科 学问题 以及研 究动因和研 究方法等 视 角对 

已有研 究文献进 行述评 ；在 此基 础上 ，提 出了可供研 究 

者参考的未来研 究方向。 

关 键词 网络 治理 ；技术 网络 ；社会网络 ；组 织网络 

本 文受长江 学者 和创新 团队发 展计 划 (IRTO926)、 国 

家自然科 学基金 重点项 目(71132001)赞助 

引言 

21世 纪 ，人 类 全 面进 入 信息 时代 ，信息 技 术 的持 

续快 速发展 促使技 术 网络成为改 变人类 行为和商业运作 

的重 要 因素。信息 和知识 成 为企业有价值 的 、难 以被模 

仿 的战 略资源 ，特别是 在竞争 日益激 烈的情况下，信息 、 

知识 及其应 用能 力逐 渐取代传 统物质资 源 、资本资源等 

成为企 业获取竞争 优势 的关键 。企业 关键 资源的转变也 

对组 织 结构 及其 治 理模 式 提 出了新 的挑 战 。与此 同时， 

新的世 界观 应运 而生，它强调合作 性 ，在经 济领域 主要 

表 现为 通过 “双赢 ” 的竞合 解 决问题 。作为新 世界观产 

生基础 的信息 技术 革命 ，知识 、信 息、网络 、创新成 为 

竞合 环境下企业有效 运作 的基本平台。社会责任 的要求 、 

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组织 

存 在 的 目的 、价值 和方 式也要相 应转 变，信 息技术 的革 

命催 生了孕育已久 的新 的组织模 式—— 网络组 织。_l】 

受 中国传 统文化及信息技 术发 展的影 响，今 天 中国 

经济和社 会发展 深度嵌 入关 系网络和技 术 网络之 中。技 

术进步使 互联 网等新技 术跨 越式 渗透 ，组织运行 基于以 

各种 网络设备 为结点 的技术 网络之上 ，包 括互联 网 、泛 

在 网络 、物联 网 、云计 算等。这些 技术 网络为企业 的结 

构重组 、组织变 革 和更快 发 展提 供了动力。同时 ，中国 

人情 社会对于关 系网络传 统 的继 承 和强调 ，使得 我们的 

经济组织 、企 业等 更深入 地镶 嵌于社会 网络之 中，例 如 

在中国组织对于人 际关 系的重视 ，国内外对 于 “Guanxi” 

研究的青睐等。而且，技术网络和社会网络不是相互独 

立 的 ，社会 网络 、组织 网络也 在技 术化 ，并 受 到技 术 

网络 的影响 。社 交网络 、维基 模式 、“x—team”、口 战略 

联 盟 、虚拟 组织 、集 团对 抗等企 业组织 网络 以及 网络 现 

象在 现代经 济社 会 中的盛行 体现 出组织模 式正在 向网络 

化 演进 ，“网络”正在 重塑全 球业务架 构。[3 因此 ，研 究 

中国面向全球化 的企业 组织需要 同时考虑 技术 网络 、礼 

会 网络 、组织 网络 以及 者 的融合 带来 的影 响。为了使 

网络组 织 向着既 定 目标发 展 ，需要深 化 对 网络治 理模 式 

的研 究 ，因此 ，关 于网络结 构优化 、网络机制设 计 的网 

络治理 问题成 为理 论研究 和实践探索 的热点 。 

“网络”及 “网络治理 ”快速 发展 的同时，也 凸显 _r 

很 多问题 。比如技 术网络应用 于公司治理 和组织管 理中 

出现 的网络投 票 的实 施 困境 、f4’ IT治理有 效性 、l6 基 于 

互联 网的信息传播 内容风 险控制 、【 新型 电子市场 的监 管 

及有效性 等问题 ，[8,91中国社会关 系 网络 过度嵌 入所带来 

的治 理风 险与网络负效 应 、ll 企业 网络治理机 制缺 失 0 

等。这些 问题 的 出现显 示 了我 周转 型经济 环境下 对加强 

网络治理 的迫切需求 。 同时也 应该看 到 ，我 在 技术 网 

络 、社会 网络 、组织 网络 以及 三者 的交互 方面 面临的挑 

战 ，也为我 国在新 的经济与竞争环境 下提升 “网络治理 ” 

能力提供了机 遇。 

本文 首先 对 国内外有关 技 术网络治理 、组织 网络治 

理 ，技 术 网络 、组织 网络和社会 网络融合及其 治理 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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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研究 ，以及 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 委 (NSFC)对网络治理 

领 域的资助情况进行 回顾 ；然后从 网络组织与网络治理 内 

涵、公司治理向网络治理的拓展、网络治理研 究的主要 内 

容 和科 学问题 、研 究动力和 方法 等 四个方 面对其进 行评 

述 。最后 ，基于 “治理 一般 ”和 “治理 思维 ”的思想 ，̈ 1] 

提 出可供 研究者参 考的进 一步研究方向。 

一

、 国内外 研 究进 展 

“网络 治理 ”是 国 内外 学术 界 有关 技 术 网络 、组织 

网络 和社会 网络 研 究 的热点 问题 。“网络 ”是 一 个跨 学 

科 的概 念 ，在 自然科学 中的技术 网络主要是计 算机 网络， 

指用通 信线 路和通 信设备将 分布 在不 同地 点的多 台自治 

计 算 机系统 互相连 接起 来 ，按 照共 同的网络协议 ，共享 

硬 件 、软件 和数 据资源 的系统 。在 社会 学领域 ，社会 网 

络近 年来 受 到学者 的重视 ，指社会个 体成 员之 间因为互 

动而形成 的相对 稳定 的关 系体系，社会 网络 关注 人们之 

间的互动 和联 系，强调社会互 动会 影 响社会 行 为。在经 

济学 和管理 学 中，网络资源 配置 的一种模 式 ，是 组织存 

在的一种 结 构与形态 ：宏观 而言，是与市场 和层级 并列 

的一种 资源 配置方 式 ；微 观而 言，包括 企业 内部网络化 

的组织 以及企 业之 间通过合 作 、联 盟 、连锁 等形成 的组 

织 网络。虽 然不 同学 科 中 “网络” 的具体 含义 不一 ，但 

具 有相 同内涵。 网络组织 是 一个 由活性结点 的网络联 结 

构成 的有机 组织 系统 。信 息流驱动 网络组织 运作 ，网络 

组织 协议保证 网络组 织的正常运转 ，网络 组织 通过 重组 

适应 外部 环境 ，通 过 网络组 织成 员合 作创新 实现 网络组 

织 目标 。_1 治理 是资 源所有 者合作 的制度 设 计，网络 治 

理指关 键 资源所有者 基于 网络结 构进 行合作 ，为实现 协 

同目标 进行 的规 则生 成 、合 规运 行 和违 规 问责 的过程 。 

简 言之 ，网络治理 就是 网络组织 中关 键 资源所有者 围绕 

协 作 目标 进行 的制度 设计与 过程 。网络组织根 据不 同学 

科 可 以划 分为技 术 网络、社会 网络和组织 网络 ，相应 地 

也 存在 技术 网络治理 、社会 网络治理和组 织 网络治理 等 

网络 治理形式 。 

接下来 ，本文 对技术 网络治理、组织网络治理，技术 

网络 、组 织网络和社会 网络的融合及其治理三个方面的文 

献 ，以及 NSFC对网络治理相关研究的资助情况进行梳理 。 

1．技 术网络对公司治理 和经济治理方 式 的影 响 

在信息社会，技术网络是企业有效运作和取得较高 

绩 效 的基 础 。技 术 网络 会影 响公 司治理 和经济治理 的方 

式 ，包括 企业 间的交 易方 式 、公 司治 理 的发 展 以及 组织 

创新模 式等。 

(1)技术 网络对交 易方 式的影 响 ：电子市场 的治理 

信 息技 术 及 技 术 网络 的发 展 改 变 了传 统 的交 易模 

式 ，电子交 易和 电子商 务模 式被 实业 界广泛 采用 ，其 理 

论模式 和现实 存在 的问题 也成 为学术 界研 究的热点 ，主 

要包 括 电子 商务市场交 易 中的治理 机制 以及 电子市 场的 

运行 问题 。有关 电子 市场治理 机制 的研 究 主要集 中在 对 

声誉 机制 、价 格机制 的分析。例如 ，声誉 机制会 影 响互 

联 网商品的价格，[1 3-1 5]电子市场 (淘 宝网 )交易中声誉机 

制 的作用 ， 搜 寻成本对 电子市场声誉机制 的影 响，_】 搜 

寻成本及 其与 声誉 的相互作用对互 联 网市场 价格 的影响 

机 制，_1 C2C网络交 易 中的交易方信用 评 价模 型与评 价 

方 法。l】 有关 电子市 场 的运行 问题包 括关 系营销 策略对 

网络 交 易信任 的能力维 度、可信 性维 度、善意 维 度的影 

响机 理 ，̈ 网上市场 与传 统市 场 的产 品价格对 比，[20 消 

费者与网络商店的关系价值对顾客忠诚 的影响机理 、[21-251电 

子市场与传统渠道同时存在情况下供应链的契约设计 [261等。 

互 联网对传 统市场及其 营销体制和 营销实践 产生很 

大 影响 ，特 别是 电子商务市 场 的发展 需要 与之 相 匹配的 

治理 机制和运行 机制 ，虽然 已经有学 者对其 进行了分析， 

但 还不够 深入 。 目前从 理论 角度分析 ，电子市场 作为一 

种市 场治理 模式 需要进 一 步完善 ；从 实践 角度 看，中国 

的相关 法律 以及 电子市 场 的制 度还不够 健 全 ，电子商务 

这一新型商务模式如何在转型市场经济国家有效运行和 

发 展还 值得进一 步研究 。 

(2)技 术 网络 从 治理 工 具 到治 理 对 象 ：IT治 理 日 

益受到 重视 

在信息和知 识密集 型企业 ，信息技 术是 企业 的重要 

资 产之一 。IT资 产包 括 企业 所 有 的信息 、知 识 、流 程 、 

标 准、IT人 才、IT社会 资本等 ，是企业 的战略资源 ，影 

响企 业核心竞 争力。IT价值 的实现不仅 取决于是 否拥有 

好 的技术，更在于如何用好这些技术，使其真正发挥 

价值 。因此 ，IT治 理 随 之 出现。IT治 理需 要通 过 董事 

会 、高管层 的 IT决 策 提 升公司 的 IT价值 ，并 进 一步改 

变公 司资 源 和决 策 权 力 的配置 。IT治理 是 组 织信 息技 

术活动 中决策权 力 、责任 的配置 以及 相应机 制的形成 过 

程 。不 同的组织 层 次应 拥 有不 同的决策权 力 和责任，并 

且通过机制建设保证决策权力和责任的适当归属。_6 有效 的 

IT治 理 ，必 须 能 够 明确 IT利益 相 关 者 的权 利 和 责任 、 

与公 司的 战略 相 匹配 、有 效 的利 用各 种 信 息 资源 以及 

对 IT投资 进行 计划和评 价。随着企业 对 IT治 理重要性 

认识 的加 强 ，IT决 策 开始进 入 董 事 会。Nolan等 提 

出，董 事应该掌握一定 的 IT知识 ，以在信息技术 投资方 

面做 出正 确 的决 策 。孙 晓琳 等 从研 究 层面 、研 究 框 

架 、绩效评 价方 法和 IT决 策权配置 四个方 面对 比分析 了 

COBIT(Control Objectives for Information and Related 

TeehnologY)模型 和 CISR(Center for Information System 

Re S earch)模 型 。 饶 艳超 [3o1认 为 ，企 业可 以通 过关 键 

成 功因素 (Critieal Sueee s s Fact0r s，CSF)、成熟 度模 

型 (Maturity Mode1)、关键 目标 指标 (Key Goal Index， 

KGI)和关 键绩 效指标 (Key Performance Index，KPI)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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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方面的相互作用 ，建 立企业 目标 和 IT之 间的联 系，实 

施 IT治理 ，提 高企业 的公 司治理 水平。林 润辉 等 ”对 

美国和中国企 业的IT治理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石鉴等 _2】 

在分析 IT治理机制特 征的基础上 ，提 出有助于我国国防 

信息化建 设 的 IT战略和具 体执 行措施 。胡 晓明等 基 

于 IT治理视角 ，从 IT目标确立 到 IT流程运作 、从管理 

控制 活动 到结果 评价 与绩效 考核 的整 个 IT治理 实践 过 

程 ，构建企业 IT控制框架 。 

从现有 文献 回顾 可见 ，IT治理已经引起 了理论界和 

实践界的注意。然而，当前关于 IT治理还存在一些 问题 ， 

有待于进 一步深 入探讨，例如 IT治理如何包含于公 司治 

理 的框架 之中、IT治理 的有效性 、IT治理如何发挥作用 

以及 IT治理效用 的评价 等，特别是在 中国这样的转型经 

济 体中，IT治理应 当如何适应中国公 司治理 的现状 。 

(3)技术网络对组织创新治理方式的影响 ：开放创新 

技 术 网络 的发 展 和普及 不 仅 影 响企 业 问交 易的 方 

式 ，也影 响企业产 品 、技 术创新 和财富创造 的模式 ，使 

得 传 统 的创 新 模式 突破 企 业 边界 ，企 业 开始 从 外 部 获 

取创新 要素和资源 。开放创 新 (Open Innovation)作 为 

创 新资源优化配 置的方 式也 是基于互联 网应用 的一 个热 

点 。IBM、思科 、宝洁等 都很 注重开放创新 理念 及其实 

践 在提高 企业创新 绩效 中的应用 。开放创 新是基 于技术 

网络 和企业 间合作 网络，各种创 新要素互 动 、整 合、协 

同 的动 态 过 程 ；该 过程 中要求 企 业与所 有 利 益相 关 者 

之 间建 立 紧密 的合 作 联 系， 以实 现创 新 要 素在 不 同企 

业、个 体之 间的共享 ，构建创新 要素整 合 、共 享 和协 同 

的网络体 系。开源软件 、威 客模 式 、维 基创 新 、众包等 

成为开放创新 和大众创 新 (MasS Innovation)的典 型模 

式 ，宝洁公 司、加拿大 黄金公司成 为企 业 开放创新 领域 

的先驱 ，学 术界 也对这一 问题 进 行了众 多研 究。HiPPel 

等 [3 揭示 了开源 软 件 创 新 的 “私 有一 集 体 (Private— 

collective)”模 型 的机 理 。Dodgson等 分析了宝 洁 “联 

接 和开发 (Connect and Develop)”作为其组织 和技 术改 

变主 要开放 战略 的模 式 。周 庆 山等 对 维 基百 科信 息 

自组织模 式进行 了探析，提 出就 知识 的平 等发 布和共享 、 

知 识 的自组织演 进和 自组 织管理 方面来 看，维 基百 科是 

有益且 成 功的尝试 。Dahlander等 分 析了在 线社 区的 

治 理 以及 价值创 造 的四种不 同模 式 。王丹 丹 }3 从技 术 

和社 群两个 角度揭示 维基 百科 自组织模 式下的工作 流程 

控制及 其对维 基百科 内容质 量带来 的影 响。谢伟聪 等 

对维 基百科贡献 者 中的人类动力学模 式进行 了分析 。“众 

包”的概 念最早 由杰 夫 ·豪 (Jeff Howe)于 2006年 在 《连 

线 》杂 志中首次提 出，众包 的任务大多 是有关创 新 的主 

题 ，让 大众 广泛地 参与到创 新活动 中来 ，从 而为企业创 

造更 大 的价 值。0gawa等 ” 提 出，企 业利 用 Et渐 普及 

的 IT技 术 ，让 外部人 员参 与到产 品设 计 过 程是 一 种有 

效降低 新产 品风 险、提高 创新绩效 的做法 。 

综上 所述 ，基于互联 网的开放创新 不仅 改变 了人 类 

创新发展 的模 式 ，提高 了创 新的效率 和效 果 ，同时 在理 

论界 也为创 新 理论 的研 究从 网络 视角提 供 了新 鲜 证 据， 

丰富了创 新理论 的 内容，扩展 了组 织创新治 理的模 式 。 

2．组织 网络及其 治理相 关研究 

(1)网络治理概念 和 内涵 

制度经 济学 中，网络 是和市场 、层级 并列 的资源配 

置方式 。基于交 易费用理论 ，新 制度经 济学提 出市场和 

科 层组织 之 间的中间环节是节约交 易 费用 的手段 。这种 

介 于市场 和科层之 问的混合模 式作为一种新 的组织 安排 

模 式 能够提 高交易专用性资 源利用 的效率 ，理论界将 其 

称 为 网络组 织模 式 。20世 纪 90年代 提 出该 概 念 以来 ， 

学 者们不断 进行研 究 ，深化 并明确了网络概 念的 内涵 。 

从组 织网络 角度，最早 提 出市场 、企业 与网络三分 

法 并将网络看作一 个独立交 易模式 的是 P0Wel1，【4”他认 

为中间观的混 合模式 既不精 确又过 于静态 ，而且不 利于 

我 们解释 不 同合 作交 易模 式的有 效性 。La rs son[421对其 

进行 了发展 ，提 出了著名的 “握 手”观点，指出科层 是 “看 

得见的手”，市场是 “看不见的手”，网络组织模式的协调 

则是两者 的 “握手”。“网络”概念 的发展催 生了 “网络治 

理 ”这一新 型治理 模式 。Jo11 e s等 提 出，网络治理 是 

一 个有选择 的 、持久 的和结 构 化 的自治企业 (包 括非 盈 

利组织 )的集合，这些 企业 以隐性 契约 (Imp1iCit)或 开 

放式 契约 (0Pen—ended)为基 础从事 生产与服 务，以适 

应 多变 的环 境 ，协调和维 护交 易，并 进一 步指出这些 契 

约是社会 性联结 而非法律 性联结。进而他 们将传 统 的交 

易费用理 论的三个维度 扩展 到包 括任 务复杂性 的 四重维 

度，认 为资产 专用性 、交 易频率 、环境不 确定性 与任务 

复杂性共 同构成了网络治理 的理论 基础。A1 styne] 从计 

算 机科 学 、经济 学和社会 学三个理 论学 科角度 阐述了网 

络组织 的不 同特点 ，但 是他也认 为 ，不 同理 论科 学角度 

存 在一些共 同的主题 ，包括稳定性 与灵活性之 间的平衡 、 

专用性和通用性 之间的平衡 、集权 和分权 之 间的平衡等 。 

孙 国强 _4 认为，网络 治理 是以治理 目标 为导向 、治理结 

构 为框 架 、治理机 制为核心 、治理模 式 为路径 、治 理绩 

效 为结果 的复杂 运作系统 。综 合 以上研 究和观 点可以看 

出，网络治理 是通 过 网络 手段和 工具，对关键 资源拥 有 

者 (网络结点 )的结构优化 、制度 设计，并通 过 自组织和 

他组 织实现 目标 的过程 。 网络组织 的治理 远不是 通过 少 

数 几个环 节或子 系统 所能 解决 的问题 ，它涉及治理 的环 

境 、边界 、目标 、结构 、模式 、机制与绩效 等多个方面， 

而且各个 方面密切联 系、交互 影 响，因而是 一个 复杂 的 

大 系统 ，本身也需要系统性创新。 

可见 ，早 期关于 网络、网络组织 和网络治 理 内涵 的 

界定偏 向于从 其形成 和动 机方面着 手，而之后及 近期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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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定义更 着重 其运 行 特点、治 理要素 和治理 过程 。这也 

反 映了理 论界对组织 网络研 究关注点 的变化 和路径 特征 。 

(2)网络治理 目标 

公 司治 理 目标 不 仅 仅是 利益 相 关 者 之 间 的相 互 制 

衡 ，更 重要 的是实现公 司决策 的科学化 。 网络治 理是 公 

司治理 的延 伸 ，网络治 理 目标也 不仅仅 在于 网络 运作 过 

程 的治理 ，更 重要 的获得网络协 同效 果 。JoneS等 认 

为 ，网络 治理 的 目标 在于协调 与维 护交 易，使 其 能够适 

应 多 变 的环境 。林 润 辉 等 提 出，网络组 织 的治 理 目 

标是协 作创 新和适 应性创新 ，协 作创 新 即通 过 网络 结点 

间资 源要素 的组合 产生 多种可行 的合作创 新 的方案 ，适 

应性 创新 即通过 网络协作互 动 ，实现 对制度 、技 术 和市 

场 的适 应 性 发展 。从 本 质上 说 ，网络不 是 自发 的关 系 ， 

而是 建立在 有意 识 的协调努力基础 之上 ，如 果没有这 种 

协调 努力 网络就将 解体 。 因此 ，协调是 网络治理 的基 本 

目标 。 网络治 理 的另一重 要 目标 是要 维护 网络 的整 体 功 

效 、运作 机能 以及参 与者间 的交 易与利 益 的均衡。【4 孙 

国强 _4 提 出 网络治理 目标包 括 三个 方面 ：一 是 增 进 信 

任 ，防范 “道德 风险 ”、“搭 便 车” 等机会 主义行 为 ；二 

是 提 高 网络 组织 的运 行质 量，保证 网络 组织有 序运作 ； 

三是 促 进结点协 同互动 ，挖掘 蕴藏 在结点之 间的潜 在价 

值 。 因此 ，网络治 理 的终 极 目标 不 仅包 括资 源的优化 配 

置 、企 业及 市场运作 效率 的提 升，还包 括协 同创新 和创 

造 共享价值 。_4 世界 经济论 坛创始人 及 主席施 瓦布倡导 

全 球 治理 ，其 实质是 政府 和国家层面 的创新 治理 ，他 强 

调所有 的国家 、全球 的公司 、各 国的公 民建立 起合 作伙 

伴 关 系，并 构建全 球 治理 网络，其 目标是 创新 性地 解决 

人 类面 临的全球性 的问题 。 

从学者 们对 网络治理 目标 的定 义 和研究 可见 ，网络 

治理 目标 不仅包 括治 理过 程 目标 ，如 信任 的建 立 、协 同 

效应的达成等，还包括网络组织运行结果 目标，如资源 

配置 的优化 、共享价 值 的创 造 ；同时，治 理 过程 目标能 

够 保证 和促 进治理结 果 目标 的实现 。 

(3)网络治理 结构 

GulatiI 提 出，治理结构是组织间伙伴关系的正式 契 

约结构 (Formal Contractual Structures)，并以外生资源依 

赖 (Exogenous Re source Dependencie S)和 内生嵌入驱动 

(Endogenous Embeddedness Dynamic)为起点分析了联 盟 

网络 的动态演化 过程 。孙 国强 认 为，将治理结 构定位 

于 “正 式的契约结构”似乎值得商榷 ，他认为，一般来说 ， 

网络结构是 自组织演化 的结果 ，并随着内外环境与条件的 

变化不断演化 ，因而网络结 构通常表现为非正式的企业间 

跨边 界合作 。林 润辉 等 认 为，网络治 理结 构主要包 括 

网络 中的结点 、结点之 间的联系以及 网络整体形态三方面 

内容。对网络治理结构的研 究包括对组织网络结点 (企业 、 

非营利性组织等 )的活性 、开放性 、多样 性及其在 网络 中 

位置的研究 ，结点之间联 系的直接性 、互动频率 、联系强 

度等二元关 系的研究 以及组织 网络作 为一个整 体 的密集 

度 、稳定性 、嵌 入性及动态演化机制的研 究。 

复杂 网络 研究学 派关注 网络 作为一个 复杂系统 的结 

构和演化性 质 。网络治理 的结构 特征 可以用复杂 网络和 

社会 网络研 究 中的一 些参 数来 描述 。有关 点在 网络中的 

位 置 的研究 常用 中心性指数 ”来 描述结点在 网络 中占据 

的优势 地位和 拥有权 力 的大 小。Freeman【5”提 出了三个 

中心度指数 ，即点 度中心度 (Degree Centrality)、中间中 

心度 (Betweenness Centrality)和接 近中心度 (Closeness 

Centrality)。结点之 间关 系的描述 主要 有关 系的强弱 、 

关 系的冗余 程度 等。关 系的强弱通常用联 系的频率 、 

亲近性等指标测量 ；关系的冗余程度用结构洞指数来测 

量。网络整 体 的特征 描述 有 网络 密度、小世 界特 征、无 

标 度特 征等。 网络 密度用来测 量整 个 网络 中结点之 间关 

系的密集 程度 ，网络 内结点 间相互联 系越 多那 么网络 的 

密度 就越高。Watts等 提 出六度分离的概念 ，Newman 

等 [551正式提 出了网络 中的小世界 现象。拥有小世界特 征 

的网络具 有较 小的平均路径 长度 和较大 的聚集 系数 。后 

来 的学 者研究 发 现，企 业 网络 、投资银 行 网络 、战 略网 

络 、连锁 董事 网络 、专利发 明者 网络、企 业所有者 网络 、 

作者合作 网络 、好莱 坞电影演员 网络 、美 国音乐家 网络 、 

电力 网络 以及 互联 网等都 具 有小世 界 网络 的特征 。【5 网 

络 的无标 度 特征 体 现为 网络结 点 的度 服 从幂 函数 分布。 

Barabfisi等 ”发现 ，网络服从 无标度 的幂 律分布 ，并证 

明了互联 网、新陈代 谢 网络 、病 毒 网络 、人类沟通 网络 、 

科学 引文 网络 、演 员合作 网络 、科学 家合作 网络等均 具 

有普遍 的无 标度特性 。 

综 上可见 ，物理 学科 和社会 学科关 于 网络测 度的发 

展 推动了组织 网络 的研 究 。对 组织 网络结 构和构成 的探 

讨在 借鉴物 理学 和社会 学关于网络结 构和动态 演化等 的 

基础上 更加科学化 ，Barab~isi【5引甚至提 出了 “网络科 学” 

(Network Science)的概 念 。因此 本文认 为，作 为横 断、 

交 叉学科 的 网络科学 的兴起 ，有 利于更深入 地 揭示 网络 

的共 同性质 和运行 规律 ，推动 网络治 理 的研 究 ，跨学 科 

的交融 对于 网络组织和 网络治理理论 的发 展至关 重要。 

(4)网络治理机制 

网络 治 理机 制 指 维 护 结点 之 间 联 系 以促 使 网络 有 

序 、高 效 运作 ，对 结 点行 为 进 行 制 约 与调 节 的 资源 配 

置、激 励 约束 等 规 则 的 综 合，其 作用 是 维 护 和 协调 网 

络 合 作 ，通 过 结 点 间互 动 与共 享 ，提 高 网络 整 体 的运 

作 绩 效 。Powel1[411提 出， 网络组 织 的治 理 机 制包 括 信 

任 、学 习 和 创 新机 制 。Jone s等 [431认 为， 网络 的社 会 

机制包 括 限 制性 进 入 (Re StriCted Acce s s)、联 合 制裁 

(Collective Sanctions)、宏 观文化 (Macroculture)与声 

誉 (RePutation o Hakan s son等 从 网络 的观点来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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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战略联盟 ，提 出信任、利益分配等机制是联盟成功 的基 

础。Grandori 提 出企业之间关 系的协调与学 习机制。孙 

国强 在 JOne S等 的基础上，提 出网络治理的微 观机 

制 ，包 括学习创新、激励约束、决策协调和利益分配。他 

在扩展 Johan Son等 关 系模型和互动模型的基础上 ，利 

用系统科学理论构建了以关 系、互动与协同为主要 内容的 

三维治理逻辑模型，并分析 了治理机制与治理逻辑之间的 

关 系，使网络组织的治理实践落脚到治理逻辑的平台之上。 

由此可见 ，网络治理机制包 括信任 、学习 、利 益分配 、 

协调 、声 誉 、文化 、激 励 机制等 ，可 以概 括为 网络形成 

和 维护机 制 、互动机制 和共享 机制三类 。其 中网络形成 

和维 护机 制主要包 括信任 、决策平衡 、利 益分 配 、声誉 

和联 合制 裁等 ，互动机制 包括沟 通和学 习，共享 机制包 

括资源 配置 和知识共享 。 

对 网络 治理 机 制 的研 究 大多 数 局 限于 理 论 和规 范 

的分析 和描 述 ，少有 的实证分析 也仅仅 是 对 网络治理 机 

制 的探讨 和归纳 。未来 的研究 应该 运用 多种方 法 ，比如 

案例研 究 、实证 研究 、比较分析 以及模 拟分析 、实验 分 

析等 ，对 网络治 理机制 、治理结 构和治理绩 效之 间的关 

系进行更 深入的分析。 

(5)网络治理绩效 及评 价 

李维安 等 提 出了网络组织运作绩效 的概念 ，这个 

概念与孙 国强 [4 界定 的 “网络组 织治理绩 效” 的概 念在 

内容上相同，只是概念 的表述不同。本文认为，如前所述 ， 

网络组织治理 是具有 自组 织特性 的自我治理，其运作过程 

是在 网络组织成 员共 同遵 守的约定 或协议 的基 础上进 行 

的自我运作，因此 ，“网络治理绩效 ”与 “网络运作绩效 ” 

没有实质 区别 ，正如李维安和孙国强将其定义为 ：不同市 

场主体在 网络 化协作 的框 架之 内，相 互依 赖，相互 补充， 

资源共享 ，风险共担 ，通 过一系列协同互动的交互作用在 

一 定时间内所增加和创造的价值总和，即协同效应的大小。 

现有关 于网络治理绩效 和评价 的研 究通常 都是从 网 

络组织各具体模式 展开的。O Sland等 [6 提出了用于指导 

企业 建立 战略联 盟 的过程 模 式，在这一 模式 中，绩 效评 

价使用 满意 和不满意两 个指标。Dunning【6 认为 ，联盟 

企业的成功与否要从每一合作方 的创新成长能力 、各方互 

动合作 的范 围和 程度 、产业层 面的合作 效果 三个方面来 

判断，其实质即提 出联盟 的绩效评价指标 。Kale等 从 

联 盟成 功 的管 理评 估和价值创 造 的股市测度 两个方面构 

建 联盟 的绩效 指标 ，其 中前 者用 7个 分值 从 4个维度 来 

衡 量，分别为 ：实 现预期 目标 的程度、提高母公司竞争地 

位 的程 度、母公 司从合 作伙伴 中学 到关键 技术 的程 度和 

联 盟伙伴 间和谐 水平。 叶飞等 I661根 据虚 拟企 业 的特征 ， 

对虚 拟企业 成 员企业 的绩 效进行 研究 ，设计 出一种 动态 

的绩 效考核 方法 —— 基于虚拟企业 的绩效 协同模糊监 控 

系统 。Ahuj a等 ”研 究了虚拟组织 的绩 效问题 ，她认 为 

合作 绩效 的评 估 需要 将主 观与 客观两个 方 面结 合 起来 ， 

以克服任何单一角度 的评 价 的局限性 。李维安等 『6 从 网 

络组织整体 视角建立了基于 “能力”的网络组织评价 指标 

体系，从 6个 维度用 27个指标进行了研 究。林 润辉 等 

结合 企业 集 团的特 性 和系统 评价 理论构 建了企业 集 团网 

络治理 评价指 标体系，选 取 宏基集 团为研 究对 象 ，用案 

例分析方 法研究 其 网络化 演进过程 ，综合 评 价宏基集 团 

各 阶段 网络治理状 况。孙国强等 从 网络治理 目标 、治 

理结 构 、治理机 制和治理 环境 4个方 面对 网络组 织治理 

绩效的影响凶素进行了实证检验。 

现 有关 于网络治理绩 效和评 价指标 体系的研究 多从 

网络治理 不 同模 式 的角度 出发 进行 研究 工作，从 网络组 

织整体视角研究的较少，而且各指标体系研究 的出发 点不 

同，没有一 个统一 的指标 建立 规则 。因此 ，不 同模 式是 

否具 有相通 的网络治理评价指标还有待进 一步研 究。 

3．技 术 网络 、组织网络和社会 网络 的融合 

在企 业现实 的运作过程 中，技 术 网络 、组织 网络和 

社 会 网络 并不是 相互 独立 的，而是 相互融 合 的。技 术 网 

络 基础 上 的信息流 是 网络组织 的血液 ，它带 给 网络组 织 

营养与 能量 ，_l 企业 网络组织 以及公 司治理 的健 康发 展 

需 要技 术网络来支 撑信息的流动 。个体是 企业 最基 本 的 

组 成单位 ，企 业 网络 的形成 、构成 及治理会 受到企 业 中 

个 体之 间社会 网络 关 系的影 响。另外，以互联 网为核心 

的技术 网络的发展也 改变 了个体 社会 网络关 系的表现形 

式 和治理方式 。 

技 术 网络和社会 网络对公司治理 及组 织网络治理 具 

有影 响。在 网络关 系下，公司治 理 的关 键是协 调各利益 

相关 者的关 系，网络关 系是利 益相关 者关 系的核心。基 

于 网络关 系的公 司治理 的本质就是 通过 网络关 系开展公 

司 治理 ，实 现 企业 效 益 和社会 效 益 的最 大化 。 李 建 

标 等 ” 对 股改试 点 第一 批 、第 __-批 以及 全面股 改 第一 

批公司的网络投 票数据 进行 实证 研究 ，根据 实证 结果设 

计了一 个 网络 投票 实验 ，在实验 室 中检验了网络投 票方 

式 与现场 投 票方 式 的差 异。何小 杨 认 为，公 司外 部 

网络 关 系常常作 为正式 制度不完 善 的替 代 机制，而企业 

内部的网络关系更多的是对关系型交易的一种自然延伸。 

公司治理中，由于董事的兼任而形成 的连锁董事 网络对公 

司间网络治理 以及公司治理 的影响得 到了研 究者 的关注 。 

Gulati等 研 究了连锁董事 的社会 网络对企业 战略联盟 

形成 的影 响。任兵 等 根 据对 中国上市公司中收入 最 

高的 100多家公司的调查 ，具体 描述了样本公司因连锁董 

事 而形成 的公司间关联联系的分布，并探讨 了连锁 董事及 

公司间的连锁董事网对公司治理 的影 响。 

基 于 互 联 网 的 社 交 网 络 的 出 现 改 变 了人 类 的 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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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模 式 ， 也 在 一定 程 度 上 对 商 业 模 式 产 生 影 响 ，如 

Faceb0ok、Twitter、微博 的出现影 响了舆论 的传播 ，使 

个体之 间的沟通更 加便 捷 ，改 变了个 体 间社会 网络的结 

构和 模式 。基于这些社 交 网站的 电子商 务 (E—commerce) 

和社会商务 (SOcial Commcrce)等商业模式 的出现也为 

企 业 的营销传播 推广 以及 资源 的有 效配 置提供 了新 的机 

遇 。管理学领域 对这方 面的研 究还 比较缺 乏 。 

移动互 联 网时代 来 临，技 术 网络、组织 网络和社会 

网络深度 融合，催生 了互联 网金 融等 新兴商业 业 态。这 

对 传统 治理 造成 冲击 的同时也为公司治 理提 供了耨 的手 

段 ，启发了对新兴商业模式有效 治理的思考。移动互联 网 

时代带来的公司治理变革 ，主要表现为 以下几个方 面 ： 

第一，降低公司治理成本，致使新的股东主体、社群主 

体应 运而生 。新的股东主体开始焕发活力 ；移动互联 网络 

群体及社会化媒 体成 为公司外部治理 的关 键主体 。第二 ， 

助推公司治理 进入 “大 数据”时代，新 的治理手段 开始 出 

现。基于公 司治 理大数 据 、对 潜在外 部治理 主体 和投资 

者进行分析，有 助于倡导 “精准治理 ”，更好 地适 应顾客 

和投资者这两个上帝。第三 ，驱动公司治理 权力重组，新 

的治理模 式得 到创新 。对 于网络组织 来说 ，“垂直化”治 

理 模 式 已经不 再适 用移动互 联 网时代 ，需 要调整 以技 术 

核心为主的管理层在治理链条 中的位 置 ，探索 向 “扁平化” 

治理 模式发展创 新。第四，强化信息自披 露和非官方披露 ， 

使公 司治理链的信息不对 称得到弱化。 

正 如前 文 所 述 ，网络 是 一 个 跨 学 科 的 概 念 ，网络 

治理是 一 个跨学 科 的研 究领域 ，包括技 术网络 、社会 网 

络和组织 网络，只有 充分 运用物理 学 、计 算机 科学 、社 

会 学 、管理 学 等 多个 学科 的理论 和 方 法才 能全 面 而深 

刻 地 揭 示 网络 治 理 的 内涵 和 运 作 规 律 。 从 对 现 有 文 献 的 

回顾可知 ，跨 学科 的研 究和合作 还有待 于进一 步加强 。 

4．国家 自然 科学基 金委 (NSFC)对 “网络治 理”相 

关领域 的资助 

从 1999年开始 ，NSFC持续 资助网络治理 (包括各 

种 网络治理 模式 ，如 供应链 网络 、战略联 盟、企 业集 团、 

集 群 网络 等 )、IT治 理 和互 联 网治 理 相关 领 域 的研 究 。 

1999—2014年 l2年 问，NSFC共 资助网络治理相关课 题 

l53项 (其 中，网络组 织与网络治理 相关 研究 33项 ，供 

应链 网络研究 l9项 ，企业 集 团相关研 究 14项 ，战略联 

盟相关 研 究 25项 ，集群 网络 40项 ，虚拟 企业 22项 )； 

IT治 理相 关 研究 2项 ；互联 网治 理 1项 。特 别是 2002 

年李 维 安主持 的 “网络治 理结 构 、机 制与应用 研究 ”项 

目，是 国内较早 系统研究 网络治理 基 本理论 和 实践 问题 

的项 目。④NSFC对 网络治理 、IT治理 和互联 网治理 的资 

助促 进了相关 领域 的发展 。 

从 资助情况可以看出 ：①从 总体上看，有关 网络组织 

和 网络 治理基 础理论 的研 究 比较欠 缺，大多数 研究 都从 

网络组织 的具体 模式人手，较少 涉及对基本理论 的研究。 

②从不 同治理模 式 的研究 和资助强 度看，有关 企业 集 团 

和供 应链 网络 的研 究 资助较 少，虚拟 企业 、战略联 盟和 

企业 集群 的资助较 多 ；而企业 集团和供 应链 网络 作为 网 

络治理 的两种重 要模 式 ，需要 得到 更多关 注和资助。③ 

从研究具体 内容上看，现有研 究关注 网络组织伙伴选 择 、 

合作关 系管理 、知识共 享等机制 问题 ，而对 网络治理 效 

率 和效果 的测量 和评 价，以及 网络治理 风 险和负效 应 的 

研究 不足 。④ 由于 网络 数据 的获取 困难以及研究 成 本等 

问题 ，现 有研 究主 要从静 态角度 ，关于 网络动态演 化的 

研究资助较少。为了有效 解决该问题 ，系统揭示网络治理 

的机制及 其动 态演进 ，需要综 合 运用多种 研究 方法 ，特 

别是 像模 拟仿真 、实验研 究等方 法 的采用 可以克 服 上述 

困难 ，例如林 润辉 等采用 实验 室实验 中的公共 品实 验方 

法，模 拟 临时型 知识 团队的构成 和运作过 程，验证 社会 

约束 对临 时型知识 团队合 作 的影 响 ；另外就是 多种方 法 

的综合运用 、相互验证 ，这方面的研究 应该 得到更多资助。 

⑤跨 学科 研 究应 进一 步关 注和资助 。如前 所述 ，网络治 

理是 一个 跨 学科 的概 念，技 术 网络 、社会 网络 和组织 网 

络融合互动 ，而 现有研究 大多数 局 限于单一领 域，对 IT 

治理 、互 联 网治 理 的研 究资助 有限 ，对跨 越互联 网 、组 

织网络和社会网络的研究 和资助就更是凤 毛麟角 。 

从 以上 国内外 研究 以及 NSFC的相关 资助情况 的分 

析 中可见 ，网络组 织 以及 网络治理得 到 了研究 者 越来 越 

多 的关 注 ，技术 网络 、组 织网络 、社会 网络 以及 三者 的 

融合 都有一定 的研究 基础 ，但 是还有 待进 一步深入 。从 

研究 内容和研 究方 法来 看，一方 面，在 关注基 础理论 的 

同时，需要更加 关注 网络理论对 新经济 现象 的研 究 和理 

论 解释 ；另 一方面 ，应综 合运 用多种研究 方 法，如 模拟 、 

实验 等 ，克服 网络研究 数 据难 以获得 的问题 ，而且要 特 

别注 重多种 方法 的相互印证 ，以提高研 究结果 的可信 度。 

二 、研 究述评 

1．网络组织与网络治理 

网络 是 一 个跨 学科 的概 念 ，通 过 以上 对 相关 文献 

的回顾 可知 ，从 广义上而 言，网络是 由具有 特定联 系 的 

结 点组成 的一个 复杂系统 。结点不 同，所处 的环境不 同， 

就会 形成 不 同的网络形式 ，如技 术 网络 、社会 网络和组 

织 网络 。治理是 指关键 资源所有 者间有效合作 的制度 设 

计，即用 规则和 制度来 约束 和重 塑利益相 关者之 间的关 

系 。从 治理 角度来 看 ，网络治理 就是 指 网络 中所 有结点 

有 效合作 的制度设 计，包 括对 结点 的治 理 、对 结点 问关 

系 (线 )的治理 、对 网络 整体 (面 )的治 理 以及 对 网络 

内容 (流 )的治 理 。对点 的治 理指对 网络 主体 在 与网络 

中其 他 主体合作 中的行为 治理 ，比如互联 网电子 市场 中 

对 卖家 的治理 以保 持 电子市场 的秩 序，对 社会 网络 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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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合作 行 为的治 理以及 自我行 为约束 ，对组织 网络 中结 

点企 业的声誉 治理 等。对 网络结点 间关 系的治 理指二元 

关 系涉及 的结点 对双方关 系强度 、关系亲 密度 等的治理 ， 

以保持对 双方而言都 较 为适 应的关 系程 度 。对 网络整体 

的治理指 网络 中所有结点 或网络外部 环境 中的规制 主体 

对 网络整 体运行 结构和机 制的规范 ，以保证 网络运行 的 

效率 ，如地方政 府对 当地 中小企 业集 群 网络发 展的相关 

政 策约束 和法律规制 ，以保证 集群 的健 康发 展等 。对 网 

络 内容的 治理指 对 网络 主体 间传 递 的 “信息”、“内容 ”、 

“流 ”的管 理 和规制 ，以使 其符 合 法律 法规 ，并能促 进 

各结点 以及 网络整体 的利益最大化 。 

值得 注意 的是 ，文献研究 中的两个概 念—— 网络组 

织 和网络治理 ，学者们 并没有 对其进 行严格 的区分。从 

狭 义角度说 ，两 者是不 同的概念 ：网络 组织这一概 念强 

调组织 网络化发 展 和运作 的结果 ，强调 组织之 间合 作形 

成 的网络 形态 ，是 一个 静态概 念 ；网络治理强 调运用 明 

示或 隐性暗含 的契 约对 网络组织进 行治理 ，是 一个 动态 

概念 。从广义角度 说 ，网络治理 是网络组织的治理 特征 ： 

网络组织作为 一个双边 或多边 契约 ，其持 续运作 和维 持 

需要对其进行 治理 ，以获得协 同效 果 。从 这一意义上讲 ， 

网络组 织这一概 念 已将治 理特征 包含在 内，网络组 织和 

网络治理具 有一致性 。 

通 过 文 献 回顾 可见 ，现 有 文献 对 网络 治 理 的研 究 

在内容方面较为分散，学者们多从单一视角关注网络治 

理中的一个方面，或者只关注网络中点的治理，或者只 

关 注关 系治理或 网络整 体治理 。而且在研 究过程 中，没 

有 将研 究 对象 置于 网络治理 的系统 内，未看 到对点 的治 

理 、对关 系的治理 、对 整体 网络 的治理 以及 对 网络 内容 

的治理 之 间的相 互作用机 制，对任何一方面治 理的有 效 

性 都会 受到其他 方面的影 响，必 须 同时 考虑这些不 同方 

面 。因此 ，未来 研 究呼 唤从 系统层 面出发 的集成 研 究 ， 

研 究者必 须看 到网络治理各方 面的联 系 ，才 能揭示 网络 

治理 的 内涵 ，进而设 计出真正有效 的治理制度 。 

2，从公 司治理 到网络治理 

网络组织是 公司边 界拓展的产物 ，因而网络治理也 

是 对公 司治理 的拓展。从 提高公 司治理 效率 和绩效 角度 

而言，公司治理理论 主要包 括 制度设 计理论 、利 益相关 

者理 论 和决 策 理论 。 因此 ， 网络 治理 也要在 制度 设 计 、 

利益相关者和决策方面将公司治理理论进行延伸，对拥 

有关键 资源 的主体 之 间的合 作进行有 效 的制度设 计、对 

网络利益相 关者之 间的合作关 系进行治 理 、促 进科学 的 

群体 决 策 ，实现 网络 治理 协 同、创 新 和适 应 性 的 目标 。 

网络组 织的出现 和网络治理模 式 的发 展 ，不仅 对公司治 

理提 出了新 的挑 战 ，而且会深 化 对公 司治理 的认识 、促 

进公司治理理 论的发展 。 
一 方面，随着企 业不断做 大做强 ，企 业集 团 、跨 国 

企 业集 团等组织形式 的出现对公 司理论 和 实践 提 出了更 

高 的要求 。集 团内部母公 司和子公 司分别 有各 自的法人 

治理 结构 并行使 治理 职责。 同时，集 团企 业本身又构成 

了一个 统 一的治 理机 制运作 系统 ，母公 司 、子 公司 以及 

关 联公 司之 间由于业 务、资金 、人事等 方面 的联 系，形 

成 了股 权 网络、经理人 流动 网络 、连 锁董 事网络 等治理 

网络 ；这使得公 司治理不 仅要关 注 内部股 权配 置、高管 

激 励和约束等 问题 ，还要关 注集 团整 体 网络 的股 权控制 

关 系 、经 理人 流动 以及 董事 派 驻和协 调等 问题 。而 且， 

企 业 的社会 责任决 定了集 团企 业公司治理 的主体从 股 东 

扩 大 到更 多利 益相 关 者，如 员工 、集 团所处 地 区环境 、 

母公 司和 子公司领 导团队等 。治理 主体 网络的进 一步扩 

展 以及公 司的跨 国运营使 得集 团企业治 理更 加复杂 ，也 

更加需要 对整体 网络的关注和研 究 。 

另一方面 ，网络治 理结构 和机制也会 深 化公司治理 

的 内涵 ，以更 好地 满足转 型 经济 时代企 业 发 展 的要求 。 

转型经济 背景下对 网络治理 的关 注将进 一步深 化公 司治 

理 内涵 。公司治理 主体 的多样 化 扩展 ，主体之 间关 系由 

对立和控 制向合作 的转 变 ，治理 网络形成 及演化 对各主 

体及 主体 间关 系变化 的要 求等，都对单体 公司治理结 构 

内涵 的深 化具 有启 示意义 。 同时，对单体 公司内部资源 

的分 配和能力 的配 置、经 理人 的激励 和约束等 问题 的解 

决也可以在网络治理机制 的框 架 下得 到提升。 

3．主要内容和科学 问题 

网络和 网络治理 的系统研 究 ，是住 多学 科王里论研 究 

的基础上 ，运用 科学 的研 究方 法 ，并在有 效的测度 和工 

具支 持下的一个 渐进过 程 。网络结 构是网络存在 的基础 ， 

即网络结点 (点 )、网络联 系 (线 )和 网络整 体 (面 )形 

成 了网络形 态。 网络机制是 网络有效 运行 的基础 ，各种 

明示 的 、默会 的契 约和规 则会 约束 网络主体 的合 规行 为， 

并 对违 反 规 则 的 行为 实 施 问 责， 以维 护 网络存 在 的 结 

构 基 础。通 过 文献 的回顾 可 以得 知 ，“网络治 理 ”～ 词 

中，“网络” 既可以作为 “治理 ”的工具 (Governance by 

Network)，例如用 “用技 术 网络”对规 制对象 进行 治理 ， 

用 网络 结 构 和流 改 变 网络 关 系 ，比如 网络 投 票 就 是 利 

用互联 网技术进 行公司治理表 决权配 置和实施 方 面的实 

践 。同时，“网络”也可以充 当 “治理 ”的对象 ，即对 “网络” 

这一系统的治理 (Governance of Network)，比如对战略联 

盟网络的治理、对集群网络的治理等。李维安等 在研 究 

公司治理 的未来发 展时 就提 出网络治理 有两条 路线 ：一 

是 利用 网络进 行公司治理 (网络作 为公司治理 的工具 )， 

二是 对 网络组织 进行 治理 (网络组织 成 为治理行 为 的对 

象 )。纵观有关 网络治理的文献，大多数学者将注意力 

置于后 者，即 “对 网络的治理 ”，而 “用 网络治 理” 的研 

究文 献较 为缺乏 ，仅有 的少数有 关 网络 投票 的文 献也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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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对这一利 用互联 网提升公 司治理 效率 和效 果 的新 型模 

式 进行 深入 的探讨 和系统 的研 究。本文认 为，可能 的原 

因在于网络治理 研究领 域的学 者大 多从 事企 业管理 、公 

司治理 等方面 的研究 ，而正如 前 文所指 出的，网络治理 

是 一个跨 学科 研究的领域 ，需要多学科知识 的融会贯通 ， 

需 要多学 科学 者的合作 才能从 多角度 系统解释 网络治理 

的内涵 和治理 机制 。网络治理 研 究学者们 由于 自身 精力 

和专业领 域 的局 限性 ，或者 单纯研 究 互联 网电子市 场 的 

治 理 、互 联 网内容的治 理 ，或 者只关 注 组织 网络治 理 以 

及公 司治 理 ，而用 技术 网络对 电子市场 、公 司以及 组织 

网络治理 的研 究很 鲜见 。因此 ，不 同学科 的学者 们应该 

进 行合 作研究 ，将互 联 网治 理理论 和技术 应用 于组织 网 

络治理 和公 司治 理中，进 一步深 化组 织理 论和 公司治理 

理论 ，同时提升互联 网治理 的应用深度 。 

基 于以上背景及研 究进 展可 以发 现 ，基于 信息资源 

的权 力配 置 改 变 了利益 相 关 者之 间的关 系形 态 。 当前 

有关 网络治理 的研究 主要 包括 以下三个层 面的内容 ：首 

先 ，信 息技 术推 动了以 “规则 、合 规和 问责 ”为主要 内 

容 的公 司治理 向网络治理 的发展 ，如 网络 投票 、公司治 

理信 息系统等 改 变了中小股 东及其 他投 资者在 公司治理 

中的地位 ，IT和 IT治 理推 动了企业 内部 治 理结 构 的变 

化 ，CIO等 职位和制度 应运而生 ，IT进入董 事会 得以实 

现 。因此 ，基 于互 联 网和其 他 网络 通信技 术而产 生的公 

司治 理 问题 是研 究 内容 之一。其 次 ，对企 业 网络治 理 的 

多种 形式 的研究 ，包 括 集团治理 、供应链 治理 、联 盟治 

理 、集 群 治理等 都应该关 注 网络治理 的基 本要素 ，包括 

治理 目标 、结构 、机制及 其互动关 系 ，以及 这些 要素及 

其互 动对治理 绩效 的影 响。最 后，电子商务、电子市场 、 

社会商 务等新 型经济治 理模 式 的出现 和发 展 ，使得 研 究 

者 开始关注 上述 与互联 网相关 的电子市 场的治 理以及基 

于互联 网的创新行 为。 

以上研 究 内容中蕴含 的科学问题包括 ：网络 的结点 ， 

即网络主体 在网络 中如何与其他主体互动 ，并对其 网络行 

为进 行模 拟与预测 ；如何 对组 织网络结 构进行 设 计与优 

化 ，以促 进 网络整体 绩效 的提 高 ；如 何设计 有效 的网络 

治理 机 制，以保证 网络 运行效 率 的发 挥 ，并 达成 网络治 

理 目标 ；网络治理中不 同层 次绩效的测度与评估等 。科学 

研究 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揭示现实规律 ，还在于能够预测未 

来 ，为现实提 供 参考。 网络 主体行 为的模 拟与预测包 括 

对 网络结 点与其他 网络主体 的互动行 为、博 弈 行 为等 的 

现 实模 拟 以及 对其 未来行 为趋 向的预 测。对于 网络组织 

而言，网络结 构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网络 运行 的有效性 ， 

因此 ，对于 网络结点而言，如何调整 自身行 为，占据有利 

于自身的网络位置 ，对于网络 整体而言，如何平衡 结点之 

间的利益 ，以构 建能 带来 网络 整体 利益 最大化 的网络结 

构，是 现实 网络利益 相关者及 网络研 究者 需要关 注 的问 

题。但是 ，网络结 构的优化并不一定 带来 1+1>2的效 果 ， 

还需要 有效 的网络治理机制来 维持网络结构 的有效 运行， 

包括微 观治 理机制 和宏 观治 理机制 等。网络结构 和网络 

机制效 用发挥 的程度需 要在 网络治理绩 效衡 量 的基 础上 

进行，网络治 理绩 效的测度 和评 估 能够对 网络结 构和网 

络机制 以信息反馈 ，从而促进其进 一步优化 。 

4．研 究动因和方 法 

对 网络治 理研究 的关注顺 应 了战略管理理 论 和实践 

发展 的需要 。 目前 ，战略管 理领域 的前 沿理论 都对 网络 

治理 提 出了要求 。李 维安 等 提 出 ，网络 治理 是 企业 

适应 网络经济 报酬 递增这 种价值创 造机制 的组织 能力表 

现 。网络治 理是 组 织企 业 交 易方 式连 续体 的组 成 部分。 

网络治理 推动企 业战 略转型是从 治理结 构层次 向战略层 

次 的网络战 略进行 的，以便 实现 网络治理特 有的 网络 价 

值 。动态能力理 论强调 组织为使 产品快 速地 上市 、有 效 

地掌握 快速 多变 的商机 ，以及 持续 地建立 、调适 、重 组 

其 内外 部 的各种 项资源与信息 来获得竞 争优 势 的弹性 能 

力。企 业 内部 网络组 织有 利于 有效 配 置企 业 内部 资源 ， 

促 进各部 门之 间 的资源流动 ；企业 外部 网络组织有 利于 

市场 资源在企 业 问的优化配 置 ，因此 ，网络组 织成 为企 

业获取动态能力的有效途径。柔性战略强调企业为更有 

效 地实 现企 业 目标 ，在动态 环境 下，主动适应 变 化 、利 

用变 化和 制造变 化 以提 高 自身竞 争能力 而制定 的一组可 

选 择 的行 动规 则 及相 应 方 案 。柔 性 战略不 仅 强调 企 业 

家 的创新 而且 强调员工与组织 的整体创 新。 网络组 织和 

网络治 理以其 柔性 和适 应性 特点成为适 应企 业柔 性战略 

的有 效 的组织模 式 和治理模 式。 

此外 ，“环境一 结 构一 行 为一 功 能一绩 效 ”是 战略 

管 理领域 分析问题 的基 本逻辑 和路径 。在网络 化背景下， 

这一路 径不 同环 节 的具 体 内容 有新 的表 现 ，需要 进行深 

入分 析。随着全球化 和信息化 的发展 ，来 自技术 、市场 、 

政 治 以及 文化 等方 面的不 确定性 ，使 得企 业面对 的外部 

环境愈 加复 杂。这种不确定 和复杂 的环 境对企业 组织结 

构提 出了新 的要求 ，网络 化组织 应运 而生。 以企业 集 团 

为例 ，企业 集 团是 由拥有 独立决 策权 的子公 司、拥 有 自 

主经 营能力 的分 公司以及拥有 法人 主体地位 的关 联公 司 

等构成 的企 业群体 。这些 主体之 间由于不同的股权关 系 、 

人事关 系和组织 结 构关 系而形成 了企业 集 团的不 同治 理 

模式 ，包 括投资控股 型和经 营管理 型等。不 同治 理模 式 

下，企 业 集团中子公司 、分公司和关联 公司的角色不 同， 

其行 为选择 也不 同，如投 资控股 型治理 模式 下的子公司 

在 经营管 理方面拥 有较 大的 自主权 和创新 性 ，而经 营管 

理 型治理 模式下 的子公司受 总公 司控制力度较 大 ，缺 乏 

战 略主动 性 和创 新 性 。林 润 辉 等 指 出，网络 组织 是 

一 个 由活性 结点的 网络联 结构成 的有机 的组织系统 ，网 

络主体之 间的平 等 、协 作和互 动是 网络治 理 的本 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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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 视角看，投 资控股 型集 团治理模 式 更具 有网络治理 

的特 征 ，而经 营 管 理 型治 理 模 式更 受 到 层级 思 维 的影 

响 。网络组 织的优势 在于其 具有 动态性 、适 应性和柔性 ， 

能够 在不确 定性 的复 杂环境 获得竞争 优势 ，保持核心能 

力。 因此 ，理想 的集 团治理模 式应 该 以投资控 股型 为原 

型 ，给 予子公 司更大 的经营 自主权 ，以发 挥其 主动 性 和 

创 新 能力。另外 ，网络 组织 由具 有 不 同目标 的行 为主体 

构 成 ，是一 个 多 目标 的系统 ，对其绩 效 的衡量也 需要从 

不同角度 展开，在 适 应性 和创新 性 的基本 要求下，需要 

开发 能够有 效衡 量网络组织绩 效 的工具 和指标 。 

通过 文献 回顾可见 ，从 时间维度 看，可 以划 分为静 

态研 究和动态研 究。 网络组织研究 所需要 的数据量 大且 

不易 收集，这是 阻碍网络组织 理论应 用和发展 的关 键 问 

题。因此 ，当前基于网络视角的研究大多集 中在静态分析， 

少有的动态研究也只是选取几个 时点的截面数 据进行比较 

分析，直到 20世纪晚期 ，仍集 中在静 态属性 方面。从研 

究方法角度看，当前网络治理 的相关研究大多采用了实证 

研究和理论推演 ，实证研 究的数据收集方法主要是 问卷 、 

二手数据和电子邮件调查。采用模拟仿真、实验研究方法 

的文献则很少，而这两种方法在一定程 度上恰好可以弥补 

网络数据不足 的问题 。而且 当前研究一般 采用单一方 法， 

采用两种及以上研究方法进行互相印证 、互相补充 的文章 

较 少。未来研究除了可以在静态维度分析变量之 间关系外， 

还 可以搜集网络发展的历史数据，进行面板数 据分析和事 

件 分析，揭示 网络变量 的动态变化 以及治理效 应。同时， 

从 数据来 源来 看，要注重 多种数 据源以及研究 方法 的相 

互验证 ，以进一步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三 、未来 研 究方 向 

“网络”是 信息社会 组织 存 在 的基 本形 态 ，是 一种 

客 观存 在 ，表现为 结点和结点 间互 动结构 ，与治 理机制 

的相互 匹配对 协 同和适应性 目标 的支持。 网络可 以作 为 

治理 方式 ，也需要 接受治理 ，网络 既是治理 的手段 ，也 

是治 理的对 象。从 以上文献 回顾 可 以发现 ，“治理 一般” 

已经 成 为必 然趋势 。从营 利性组织 的公司治理 、金 融机 

构 治理 、集 团治理 、跨 国公司治理 ，到 非营利组 织 的大 

学 治理 、慈善机 构治理 、礼 区治理 、政 府治理 ，再 到宏 

观 层面的环境治 理 、国家治理 、全球 治理 ，“治理 思维” 

成为个体、公司、各类组织机构以及宏观层面的一种普 

适性 思维模 式 。治 理思维 来源于公 司治理 ，公 司治理是 

“治 理一般 ”的缩影 和具体 体现 。II” 

“治理 ” 首先 是一 种系统 思维 。公 司治 理要 求通 过 

正 式 及非 正 式 的制 度 来 协调 各利 益 相 关 者与公 司 的关 

系 ，在 权衡各方 利 益 的基 础 上实 现公 司决策 的科 学化 。 

因此 ，“治 理思 维 ”要 求从 系统 观 的角度 出发 ，识 别 治 

理 对 象系统 中各 要素主体 的关 联性 ，在综 合 考虑各方 利 

益 的基 础上 ，通过 多元 博弈 调整使其 达到均衡 ；构 建适 

应性 治理 结构 和机 制，最终 保证 治理 x,t象 利益最 大化 。 

对 于营 利性 组织 ，除 要认识 到 企业 内部所 有者 、董 事 、 

雇员与经营 者的利害关 系外 ，还 要看到企业 外部 供应 商 、 

顾客 、政 府 和社 区在 公司治理 中的影 响作用 。对 于非营 

利性 组织 ，由于其 非 营利性 和公益性 特征 ，除了要正确 

处理 与社会公 众 的关 系外，尤 其要重 视处理 与营利性 企 

业 的关 系 ，以保 持其 独立性 。宏观 治理层 面，包 括环境 

治理 、国家治理和全 球 治理在 内的治理 形式的关键 在于 

识别 各类 利益相关 者及其 在治 中的相膻 角色 ，以明确 

其 在实 现治理 有效 性 中的责任和义 务。 同时，不管是 营 

利组织治理 、非营利组织治 理还是 宏观 治理 ，都是 一个 

自组 织系统 ，各治理 主体协 同互 动，在治理结 构 和治理 

机制 的基础 上 ，共 同维护 自组织 系统 的运行。 

同时 “治理 ”也是一种 过程 思维 。 中国公 司治 理改 

革 已经 历了 20年 的发 展历程 ，在这 20年问 ，中国公司 

治理 的演 进 经 历 了从 治理 结 构 到治 理 机制 的规 则 化 转 

型，从 “违 规”、强制性 治理到 自主性治 理的合 规化转 型， 

以及从不负责任到承担相应责任的问责化转型。可见， 

“治理 思维 ”的建 立需要逐 步完善的过程 ，是围绕 “规则 、 

合 规 和 问责 ”不 断演进 的建 设 过程 ，是 规 则制定 主体 、 

合 规 主体和 问责主体 在治 理思 维引导下，对公 司治 理不 

断完善 的过 程 。纵 观 中国公 司治理 以及 其他方 面治理 的 

发 展 历 程 ，在 发 展 初期 缺 乏合 理化 规 则成 为治 理有 效 

性 实现 的瓶 颈 ；规则 制定后 ，是否遵守 规则 以及 违反 规 

则之 后的问责是治理 效率和效 果实 现的障碍。 

基 于以上研究 内容，本 文认 为，网络 治理研 究 的根 

本在于还原 网络 的形态 ，利用 “网络”这一治理工具 ，对 

不 同层次 和类 型的 “网络 ”治理对 象 进行 治理 ，以实 现 

网络 目标 。未来该领域 的研究可 以从 以下几个方 面展开 ： 

第一 ，技 术 网络 、电子市场及其 治理 应该得 到研究 

者 的关 注。具体而 言包 括 ：互联 网治 理及其 对 网络企 业 、 

电子商务 创业环 境的影 响 ，电子市场作 为新型 网络业态 

的 治理 ，互联 网内容 治理与信息传播 ，基 于互联 网的洗 

钱等犯 罪行为 的宏 观治理等 。 

第 二 ，IT治 理 及其 与公 司治理 的关 系。虽 然 已经 

有学 者对其进 行研 究 ，但 是在 中国 目前 的情 境 下，相关 

内容 的探 讨并不充 分，也不够 深入 。未来研 究可 以进 ～ 

步关注 ：IT决策与 cIO等治理机制的制度设计，网络 

投票制度 设计与股 东治理 ，基 于网络的信息披 露与 投资 

者关 系管理 ，公 司治理信息 系统 (CGIS)与 治理效 率的 

提升，以及移动互 联 网、大数 据对 于公 司治理 、网络治 

理变革 的推 动和影 响等。 

第三 ，深入分 析不 同网络模 式 的运作 机制 。企 业 网 

络治理 从 20世 纪 90年 代 已经得 到研 究 者 的广泛 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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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不管是 基本 理论 问题 的探讨，还是 对各种 网络模 

式运作 机制 的具体 分析都 有待 深入 。未 来研究 尤其是 中 

国相 关研究 应该 重点 关注 ：中国集 团企业 网络治理及 其 

竞争 优 势的获得 ，中国集团企 业跨 国网络治理 及其 国际 

化 能力评 价，供应链 网络治理 及 中国高 效供应链 系统 设 

计与优化 (突破 中国目前 物流发 展 的瓶 颈 )，产业联盟 网 

络治 理与产业 自主创新 ，网络治 理与共享价 值创造等 。 

第 四，网络过 度嵌 入与网络负效 应 。现 有对 网络 组 

织 的研究 大多数 将着眼点 置于 网络 的积极效 应 ，但 实践 

表 明，过度 的网络嵌 入会带 来负效 应 。因此 ，网络组 织 

负效 应 及其 治理 应该得 到研究 者的关注 ，应重 视 中国社 

会 过度 网络 化及 其对企业 组织 的影 响。 

四、研究 结论 

网络 治理 是 组织 理 论 、网络 理 论 和 治理 理 论 交 叉 

的重要 学术前 沿 问题 。技术 网络推 动了企业 内 、企业 间 

以及 市场等层 面治理 结构 的变化 ，环境 的变化 和竞争 的 

激烈化使得网络组织和网络治理成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 

式 ，网络治理研 究成 为理论 前沿 。信 息网络技 术 的快 速 

发 展 重新 凸显 了信 息对 于企业 的价 值 ，改 变了企业利 益 

相 关者 间的责权 关 系，从 而改 变 了治理 结构 ；信 息网络 

技 术 推动了企业 内组 织模 式 的网络化 ， 凸显了 网络治理 

的必要 性 和重要 性 ；信息 网络 技 术的发 展催 生了企业 间 

合作 的新模 式 ，提 高了组 织 间网络 合作 的 深度 和广度 ； 

信息 网络 技术发 展催 生了电子市场 等经 济资源 配置方 式 

和经 济治理模 式 的出现 。 

网络治理 是 中国企 业发展 、经济转 型的重 大实践课 

题 。技 术 网络应 用及 IT治理 为 中国企业 组 织变 革 ，提 

高创 新 能力 、核心 能力及 国际竞 争力提 供了机 会 ；网络 

治理 为 中国企业 、政府 、非营利组织合 作实 现共享价值 ， 

实现 创新 国策提 供了新 的有效 制度模 式 ；网络 治理也是 

中国互 联 网治 理 、网络 负效应 研究 面临的严峻课 题 ，中 

国企 业社会 网络 的深 度或 过度嵌 入也为有效 的 网络治 理 

带来 了特有 的挑战 。因此 ，作 为研 究者 ，我们应 该对 “网 

络 ”以及 “网络治理 ”进 行重 新审视 ，还原 网络 的客 观 

存 在 ，并认 同 “治 理 一般 ”。 网络思 维 和治 理 思维 能 够 

推 动网络治 理研 究 ，辅 助中国网络治 理实践 。对 于网络 

以及 网络治 理 的系统研 究符 合 时代 发展 的脉搏 ，虽任 重 

道 远 ，但恰 逢其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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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推 已成为IT安全和控制最佳实践所普遍适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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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Weill等提出，该方法主要从权力配置角度进行IT治理 

的研究，并发现了五个IT关键领域，即信息技术原则、信息 

技术结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企业应用需要和信息技术投 

资及优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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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twork governance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ield，which is a hot point in the research of technology network， 

organization network and social network．Meanwhile，enterprise 

network governance is the frontier research direction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Technology network governance，organization net— 

work governance，social network governanc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m are the core research propositions of the current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top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evelopment model and realization of 

backwardness advantage to the transformation enterprise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ition．First，this paper reviews recent re— 

searches on technology network governance，organization network 

governance and social network governanc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anabrzes the funding situation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o the research of network governance．The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above from four perspectives， 

including network organization and network governance，the de— 

velopment from corporate governance to network governance，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s and scientific problems，research motiv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Based on this，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in network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the 

thought of“general governance’’and‘‘governance thinking”．in— 

eluding technology network，electronic market and the governance 

to them，IT governa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the operation mechanisms of different 

network governance modes，excessive embeddedness in the net— 

work and the network negative effect．The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network and network governance conform s to the direction of 

academic development，therefore，this study can make the scholars 

to re—examine the research of network and network governance，to 

return to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network，and to agree with the 

thought of‘‘general governance’’and‘‘governance thinking”．At the 

same time，network thinking and governance thinking can promote 

the research of network governance，and can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network governance in China． 

Key W ords Network Governance；Technology Network；Organ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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