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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学习的集群中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研究 

叶文忠，岳　检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模型有渐进模型、知识模型和网络模型。集群中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获取经历集群
中国际化先行企业的外部学习、集群中中小企业与先行企业学习交流、集群企业的集体学习三个阶段。研究表明，中小企业

的国际化成长总体上具有渐进性特征，集群具有知识学习的网络优势。集群网络各主体与国际关系网络的交互机制就是向

群外学习和群内学习、扩散并积累知识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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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推动下，
全球分工日益细化和深入，资源要素流动频繁，世界

一体化加快，特别是企业内部分工加速，中小企业国

际化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并表现为集群的特

征，［１］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是企业参与全球分工，不

断融入全球生产体系成为国际化企业的过程。中小

企业国际化成长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不少学者建议

用一种全面的方法来解释中小企业国际化现象（Ｃｏ
ｖｉｅｌｌｏａｎｄＭｃＡｕｌｅｙ１９９９；ＬｅｏｎｉｄｏｕａｎｄＫａｔｓｉｋｅａｓ
１９９６；Ｒｕｚｚｉｅｒ，ＨｉｓｒｉｃｈａｎｄＡｎｔｏｎｃｉｃ２００６），而与国际
化经营相关知识和经验的缺乏是企业所面临的重要

问题之一，［２］企业的知识资源是其国际化的关键指

标，［３］知识是天生国际化企业的引擎，而对企业国际

化创新模型和过程模型则是挑战。［４］因此，本文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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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知识这一角度进行探讨，拟找

出集群条件下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因素，并

分析其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

　　一　知识视角下的中小企业国际化内涵

中小企业国际化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

界定。Ｊｏｈｎｓｏｎ和Ｖａｈｌｎｅ（１９９７）在《企业国际化过
程：知识增长与渐进国外市场投入的模型》中通过

对瑞典企业的国际化研究，建立了企业通过知识积

累实现国际化成长的 Ｕｐｐｓａｌａ模型。在这个模型
中，基于对不确定性风险的规避，中小企业国际化

成长是通过不断地学习经验和获取知识（包括外国

市场知识和企业运作知识），并对国际化成长行为

进行决策的一系列阶段的渐进过程。Ｕｐｐｓａｌａ模型
指出，国外市场上的扩张可以解释为一个不断积累

国外市场知识的过程。［５］较早的垄断优势理论、内

部化理论和国际折衷理论等经典理论作为企业国

际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国际投资作了恰

如其份的解释。但是，垄断优势理论强调的关键因

素是企业的“有形资源”，而忽略了企业的战略性资

源“知识性资源”；内部化理论尽管强调企业国际化

的关键是企业拥有的无法复制的独特知识和技能，

但它是静态而不是动态地看待内部知识的作用，忽

略了外部环境知识的影响；折衷理论关注的是发达

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分析方法仍然是静态的，忽

略了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知识经济

全球化时代，知识是决定企业国际化成败的核心因

素。鲍升华，李巍（２００８）：尤其对中小企业国际化
成长而言，知识经验成为了企业竞争优势最为根本

的来源，中小企业国际化进程实质上是一个持续的

组织学习和积累知识的过程。

　　二　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模型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模

型做了研究，对我们研究集群中中小企业国际化成

长的知识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一）中小企业国际成长的渐进模型

中小企业国际成长的渐进模型，即 Ｕｐｐｓａｌａ模
型，它是以企业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作为主要假

设，认为企业普遍按照“不规则的出口活动—→通
过代理商出口—→建立海外销售子公司—→建立
海外生产和制造分支”的国际化动态成长过程，即

按照“心理距离接近”的原则选择市场。该理论指

出：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不仅需要常规性的知识，

更需要特定的市场知识。市场知识包括：可以从教

育过程、书本中学到的企业经营知识和技术，或称

客观知识；通过国际化成长的实践“干中学”获得的

知识和经验，或称经验知识。它直接影响中小企业

对机会和对风险的识别，及其在外国市场的经营决

策。经验知识在国际市场的拓展中可以从一国转

移至他国，从而加速了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该模型基于市场知识和资源投入两个维度，从

动态角度分析它们相互作用的因素，并通过状态变

量和活动变量来构建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模式的

内在演进机制（见图１）。

图１　企业国际化成长动态知识模型
资料来源：ＪｏｈａｎｓｏｎＪ，ＶａｈｌｎｅＪ．－Ｅ．（１９９０），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

另外一些学者提出的出口行为理论，如：Ｂｉｋｅｙ
ａｎｄＴｅｓａｒ（１９９７）的站点模型，［６］Ｃａｖｕｓｇｉｌ（１９８０）和
ＬｅＨｅｒｏｎ（１９８０）的国际化扩张三阶段模型，［７］

ＶｏｚｉｋｉｓａｎｄＭｅｓｃｏｎ（１９８５）的混合国际化模型等，［８］

也从不同角度拓展了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渐进

理论，进一步强调了知识学习和知识积累在企业国

际化成长中的作用。

（二）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模型

ＫａｉｓＭｅｊｒｉａｎｄＫａｔｓｕｈｉｒｏＵｍｅｍｏｔｏ［９］（２０１０）通
过系统梳理其他学者的研究文献，在《中小企业国

际化：关于基于知识的模型》中提出了中小企业国

际化的知识模型，认为中小企业国际化是一个的复

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在已有的研究中，大多没有

全面地解释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机制，但都体现了

知识要素的重要作用。

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包括“知识因素”，基于知

识要素的模型能综合解释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

该模型假定在企业的每个活动中，知识是宝贵的资

源组成，企业的经验知识水平决定了企业在一个特

定的市场而不是所有市场经营，是企业成长阶段的

判断标准。模型假设中的中小企业国际化包括三

个阶段，即：国际化前阶段（无经验知识）、国际化初

级阶段（短期经验知识）、有经验的国际化阶段（长

期经验知识）。这三个阶段分别受市场知识、经验

知识（网络知识、文化知识和创业知识）的约束，体

现了知识在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中的重要影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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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见图２。同时，模型还表明了国际化成长过程
中每个阶段知识获取的种类和知识利用的密度。

模型对知识因素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市场知识指关

于国外市场的客观的或明确的信息，如：市场规模、

竞争对手、法规等；经验知识包括网络知识、文化知

识和创业知识。网络知识涉及社会和商业网络，方

便企业国际化；文化知识指在外国市场的知识的价

值、礼仪、和人的思维方法；创业知识指捕捉机遇并

加以利用的知识。

图２　中小企业国际化知识模型
资料来源：ＭｅｊｒｉＫ，ＵｍｅｍｏｔｏＫ．（２０１０）．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
ｓｉｚ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０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ｄｉａ（ｏｎｌｉｎｅ）．

（三）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网络模型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和 Ｈａｋａｎｓｓｏｎ· Ｓｎｅｈｏｔａ
（１９８９）认为：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不是“原子式”
游离的个体，而是深深地嵌入其所在的社会关系网

络中，并能获取其国际化成长所需的知识。Ｊｏｈａｎ
ｓｏｎ和ＭａｔｔＳＳｏｎ（１９８８）提出的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网
络机制认为：企业的国际化成长就是企业在国际市

场网络中与相关主体建立、发展关系的过程，不同

国家间企业联系越紧密，企业就越能增加自身的国

际化经验和知识，成长速度也就越快。Ｓｈａｒｍａ·
Ｂｌｏｍｓｔｅｒｍｏ（２００３）和Ｂｕｒｇｅｌ·Ｍｕｒｒａｙ（２０００）认为网
络关系有利于中小企业知识积累和网络学习，有利

于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也有学者认为：国际化关

系网络有利于中小企业知识获取、经验学习及机会

创造。［１０］总体来说，国际化网络机制具有“学习优

势”，尤其是经验知识（隐性知识）的学习优势，是

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重要路径。

（四）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相关知识模型评述

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渐进模型、知识模型和

网络模型，都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深刻反映了中小

企业国际化成长，是一个基于知识积累的过程。这

些知识包括市场知识（客观知识）和经验知识，其

中，经验知识能帮助中小企业发现国际市场的机

会。学习、积累知识以及企业的认知能力是企业国

际化成长的关键因素，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是一个

复杂的知识获取、扩散、整合与创新的过程，不同种

类的知识在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阶段的作用是不

一致的，中小企业国际化知识水平决定了其进入国

际市场的模式序列及其后续的演进，中小企业在国

际化成长过程中还可以增长相关知识存量。但是，

以上相关的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模型淡化了中小

企业的认知能力，没有分析中小企业知识学习的相

关环境，尤其是全球分工背景下，中小企业国际化

成长的集群环境，更没有探讨中小企业在集群环境

中共享知识、协同学习、共同创新的国际化成长机

制，以及集群网络内企业知识学习的“乘数效应”和

“循环效应”，尽管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网络机制

为研究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集群机制奠定了基

础，但仍然没有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小企业集

群国际化成长的背景。

　　三　集群中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获取
机制

　　知识是中小企业国际化的核心，集群是中小企
业参与全球分工和国际化成长的重要载体。［１１］集

群内中小企业频繁接触和沟通，其空间的相似性有

利于隐性知识的交流、转移和共享（Ｌａｗｓｏｎ，１９９９；
Ｋｅｅｂｌｅ·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９），而集群中隐性知识基本
上为国际化的经验知识。综上所述，中小企业国际

化成长过程即为：中小企业→集群→国际化。因
此，我们研究的重点是中小企业在集群中如何学习

和积累知识并成长为国际化企业。

（一）集群的定义及结构

目前，比较公认的是波特（１９９８）对产业集群的
定义，他认为：“产业集群是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

系的、地理位置集中的企业和机构的集合”。归纳

不同学者的定义，Ｓｏｃｔｔ（１９９２），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８），王缉
慈（２００１）等都认为 “地理集中”“本地网络或地方
网络”是其关键性的特征。可见，集群就是产业的

地方集聚形成的网络。同时，波特还指出：产业集

群包括“一系列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

产业和其他实体”以及相关机构，包括生产者、消费

者、供应商、政府部门、集群代理机构、中介机构等，

这些集群主体相互作用构成地方性网络（见图３）。
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开放网络和区域与全

球网络有着密切的沟通和联系。具体表现在：集群

嵌入全球生产网络，而且很多的集群就是跨国公司

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为集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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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界市场创造了条件。由产业集群的定义和构

成可知，集群是一个特殊的关系网络，其共同的制

度、特征和关联性，［１２，１３］以及集群中企业的认知邻

近性、地理邻近性和组织邻近性等，有利于集群学

习及获取外部知识，［１４］加速群内知识的扩散并提

高集体学习效率。正如 Ｒａｔｔｉ（１９９１）指出的那样，
集群内供应商和客商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形”，他

们间的关系受经济空间、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支

撑。因此，产业集群是提高中小企业学习效率和国

际化知识水平的一种制度安排。

图３　集群的网络结构模型

（二）集群中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机制

Ｍａｉｔｌａｎｄ和Ｒｏｓｅ·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２００５），李卫宁和罗
旋（２００７）等认为：集群中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
识机制，是集群内中小企业通过建立、维护、开发和

利用集群网络关系并向全球网络关系延伸、链接、

整合，学习、积累国际化知识以成长为国际企业的

过程。地域集聚为企业全球经营提供了一个最佳

的环境，由于地方的学习过程和“粘性”知识植根于

社会互动中，［１５，１６，１７］Ｗｉｎｋ（２００３）认为每个企业都
有自己对内的学习组织，但仍然和集群内外其它组

织保持着密切且弹性的联系。集群中中小企业的

国际化知识流动、获取和转化是一个复杂的网络过

程。集体学习和个别学习、群内学习与群外学习、

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相结合等方法，为中小企业国

际化成长的知识学习提供了全方位、全通道式的国

际化知识学习模式。Ｆｏｒｓｇｒｅｎ（２００１）和 Ｈｕｂｅｒ
（１９９１）认为：网络学习、移植学习、模仿学习和搜索
学习等方式可以缩短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时

间，改善中小企业获取国际化知识的方式，中小企

业在集群环境中，可以同时具有以上四种学习方

式，如模仿性学习、与其他企业合作、引入专业人才

等，较非集群企业具有学习成本低、效率高、匹配能

力强等优势（见图４）。
同时，集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知识综合体，

集群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成为影响中小企业国

际化成长的重要因素。Ｌｉｐｓｈｉｔｚ，ＲａａｎａｎＰｏｐｐｅｒ，
Ｍｉｃｈａ等（１９９６）指出，如果要使个人层次的学习上
升到群体层次，并最终达到组织层次，就必须有意

识地设置组织学习机制。为此，我们有必要从集群

内部结构分析，构建集群内中小企业收集、分析、储

存、扩散、使用、更新和创新知识等机制，以促进中

小企业通过集群机制实现国际化成长。

图４　集群内中小企业知识学习优势图
Ａ为群内企业；Ｂ、Ｃ为国内群外企业；Ｄ、Ｅ为外国企业

（三）集群中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学习

机制

我们在充分学习企业国际化过程理论、中小企

业国际化成长知识模型和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中

的网络机制基础上，借鉴集群理论、网络理论和国

际化理论构建了集群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

模型（见图５）。该模型假定集群中存在焦点企业，
并与全球网络有联系、主要由中小企业组成、集群

内有畅通的网络渠道。

１—集群内部的中小企业；２—集群内中小企业间知识要素的
大量流动；３—集群内国际化先行企业，或知识守门人；４—国
际关系网络中相关主体；５—国际关系网络中知识要素的大量
流动；６—国际关系网络中地位重要的主体；７—嵌入国际关系
网络中的先行企业子公司或先行企业联系紧密的主体

图５　 集群网络与国际关系网络知识流动框架图

集群中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知识获取机制可

分为三个阶段：

１．集群内国际化先行企业的外部学习。所谓
国际化先行企业是指在集群中具有企业家精神的

中小企业，通过政府、中介结构的推动或其它网络

嵌入，率先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先导企业（见图５中
的３），可以是集群中世界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天生
国际企业等。先行企业在开展国际化中，通过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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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较早学习和掌握特定市场先前的国际化经验

和知识，并与国际市场建立了国际市场网络关系，

比如生产网络、技术网络、商业网络等，国际关系网

络中存在大量的知识流（见图５中的５），先行企业
以其在海外经营的业务为载体，通过与中间机构、

国外市场或合作企业的联系，以及正式或非正式的

渠道，学到特定市场的市场知识和经验知识（见图

５中的７），企业在之前海外市场的国际化活动中获
得的一般性国际化知识，对后续海外市场的进入模

式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１８］其通过企业内部信息

网络平台，加深企业内部组织传播、学习和分享，进

行分析和内化，转化为组织的国际化成长优势，并

在今后的国际化市场开拓中得到运用和推广，构建

了“开展国际业务→学习→反馈→学习创新→开展
新业务过程”等知识学习模型。

随着国际化业务的不断深入和频繁，先行企业

在国际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和加强，有机会

与国际关系网络中的主体（见图５中的６）进行交往
和学习，知识存量不断得到增加。国际关系网络中，

包括技术、生产、商业等各方面的相关结点，逐渐成

为先行企业国际知识的“知识池”和传播源，其中，有

的先行企业还在国外开设子公司，这些子公司成为

“知识池”，通过先行企业的内部学习、整合和创新，

转化成先行企业国际化成长的战略资源，不仅包括

获取的特定市场知识，而且也包括一般性的国际化

知识。为此，先行国际化企业的知识结构得到持续

完善。这意味着先行企业能有效地开展和管理国际

化活动，同时也意味着其能了解国际化成长过程中，

不同经营模式下，在国际化关系网络中实施各种相

关活动，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以及如何去获取这些知

识，而且还可以减少其进入其他国际市场的交易成

本和学习成本，加速国际化成长的过程。

２．集群中中小企业向先行企业学习交流阶段。
对于先行企业来讲，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已经很高，

也获得了海外市场的知识和经验，有的还与外部市

场建立了战略联盟，或合作研发，或合资生产经营，

或设立子公司等，极大地丰富了先行企业的国际化

成长知识。如：“结网”知识，与国际竞争者和客户

关系维护知识，国际创业能力如风险偏好、企业家

精神、机会识别、发掘和利用能力等经验知识。先

行企业国际化成长中并非孤立地存在，其处于集群

的关系网络之中。集群企业存在较强的多维邻近

性，这是因为先行企业的母体依然在集群内部，国

内市场依然占有较大的比重。集群内部的企业，大

都同在一个产业内部存在长期横向和纵向的关联，

要么是竞争或互补企业，要么是上下链关系。为了

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和产品质量，提升产品的竞争

力，必须确保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联动，并不自

觉地将其在国际化成长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回溢”

到集群内部。同时，集群内企业由于相同或相近的

业务，存在畅通的信息网络机制，而且群内企业本

来就存在较强的地缘、人缘和亲缘关系，极易吸收

相关的国际化知识，并转化为本企业知识和集群

知识。

３．集群企业的集体学习阶段。集体学习是指
相邻空间中的行动者行动、劳动力流动、供应商及

客商互动以及面对面交流等活动，是集群网络内网

络知识流动的基础。它分为两种情况：

（１）集群内不同企业的知识学习。集群内的学
习包括集群企业向集群网络的知识扩散、群内企业

向集群网络的知识学习以及集群企业互相的知识

共享和学习。在向先行企业学习的同时，利用自身

能力优势，集群内各企业通过国际化关系网络，渗

透并嵌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情境中（图５中集
群网络向右移动，国际关系网络向左移动，进行交

叉、重合），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与相

关网络体系中的主体相互作用进行学习积累知识，

通过集群内企业间知识联盟，或商业交往的知识交

流，或者社会资本形成的知识合作等路径，回流到

集群网络，再通过集群内关系网络的知识叠加、转

化和创新相关国际化成长中知识，并把不同国别市

场的网络知识、文化知识和企业家知识等翻译、传

递给集群内企业。企业通过集群网络频繁接触并

“传染”知识，形成“一对多”、“多对多”的学习模式

（见图５中２），促进知识的吸收和消化，并获得不
同国别的放大型国际化成长知识。

（２）集群内相关机构的知识转移。在集群内
部，除企业外，还包括政府、中介机构和大学科研机

构等部门。政府的政策不仅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

成长和知识创新，还通过外交、商务、出版和网络等

多种途径，介绍相关国际市场知识、技术知识和商

业知识等，通过达成相关协议来保障、规范中小企

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学习与发展行为。中介机构

在集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可以通过各种平台，

促进国外市场知识向集群渗透，有利于中小企业的

集群学习，也可以孵化国外市场知识，为学习和积

累知识的双方建立外部对话平台。大学和科技机

构，是集群重要的知识源，通过自己的技术网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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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从不同层面对显性知识进行传播，也可以通

过国外的学习和研究，传播隐性知识，这些都有助

于中小企业知识学习和集群学习，也可以通过举办

一些活动或研讨会，充分发挥相关机构在国际化知

识研究的协调和沟通，为中小企业之间国际化知识

学习提供帮助，提升集群知识水平。

在全球分工背景下，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是其

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我国中小企业

正走向国外市场并在国内不同环境中参与竞争。

知识是中小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来源，并对企业的

国际化成长具有引导作用，所以中小企业国际化成

长过程可将其视为不断获取和积累知识的过程。

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表现为集群的特征，中小企业

国际化成长是中小企业与群内主体不断结网学习，

并不断嵌入全球网络的过程。集群的知识水平决

定了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步伐和国际化效益，集

群具有学习、转移、创造和放大知识等功能，为了更

好地学习国际知识，促进国际经验知识，提升集群

知识水平，首先，必须建立集群内信任机制、学习机

制、互惠机制和创新机制，以积极地管理学习过程，

提高集群集体学习效率；其次，必须构建集群与国

际关系网络的有效合作、适时更新的动态机制，促

进集群国际化经验知识的积累。集群是一个以企

业、政府、中介组织、大学科研机构等为主体的学习

网络，有必要从集群内单个国际化企业、集群内主

体间相互作用、集群整体学习优势三个维度，来分

析集群国际化知识水平提升过程，并加强学习管

理，促进集群获取可持续的国际竞争优势，提高中

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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