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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视角下的网络组织治理：一个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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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组织治理是实现网络组织协同效应的充分必要条件，许多文献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以协同的视角，从
协同与网络组织治理的关系出发，分析了网络组织的协同动机和协同目标；总结了网络组织治理机制，并重点评述了关系治

理和信任机制；从网络效率、资源配置和风险分担三个方面综述了协同对网络组织治理绩效的影响，对当前网络组织治理研

究现状进行了评述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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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信息和网络等构成企业组织发展的关键
要素。企业通过合作，进而结成联盟，形成网络组

织，具有利益共享、能力互补等特点。这种网络组

织介于市场与科层组织之间，既不像市场那样依靠

契约进行交易，也不像科层组织那样通过权威关系

来协调行动。ＦｅｄｅｒｉｃｏＢｕｌｅｒａ（１９８９）研究认为，网

络组织是一个可识别的多重联系和多重结构的系

统，在组织内部，结点和具有高度自组织能力的网

络组织，在“共享”和“协调”目标，以及松散、灵活

的组织文化理念的支持下，共同处理组织事务，维

持组织的运转，实现组织的合作［１］。Ｄａｖｉｄ和Ｋａｒｅｎ
（１９９４）认为，网络组织是独立的组织，为共同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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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在相互依赖的组织之间建立的联系，这种联系

既体现在价值增值系统的成员之间建立的垂直联

系，也体现在现实存在，以及与潜在的竞争者之间

建立的水平联系［２］。通过文献梳理，很多学者都认

为：网络组织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并在能力互补、

降低交易费用、扩大知识信息交流等方面具有巨大

优势。Ｄｕｈａｉｍｅ（２００２）认为，协同效应的产生需要
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网络组织和协同效应间的非

线性实现路径，不可能仅仅通过网络的形成实

现［３］。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１９７７）从耗散结构理论角度，认为
系统向有序发展的内部关键动因是复杂系统内各

要素的非线性互动，这种互动反应能够促使各要素

间产生协同作用和相关效应，从而使系统变为井然

有序［４］。合作各方期望通过分担研发成本、分散经

营风险、增强核心能力获得协同效应，但是要使预

期转变为现实，就需要借助网络组织治理的手段。

Ｅｔｚｉｏｎｉ（１９６４）指出，组织间关系和相互作用只有通
过多手段方式对组织进行治理，从而提高每个组织

的效能，促进组织间的关系［５］。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和 Ｌｕｃｈｓ
（１９９８）探讨了联盟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矛盾、差
异和信任等问题，指出联盟组织治理的必要性［６］。

本文从协同的视角，对网络组织治理的相关文

献进行梳理，通过对网络组织中的协同效应，网络

组织治理的机制以及绩效进行综述，解析治理机制

下网络组织间各要素的协同，以及协同机理对网络

组织治理绩效的影响，旨在为网络组织治理提供借

鉴和参考。

　　一　协同与网络组织治理的关系

协同表现了元素在组织整体发展运行过程中

协调与合作的性质，组织结构中元素各自之间的协

调、协作，形成拉动效应，推动事物共同前进。Ｈｏ
ｍａｎｓ（１９５１）通过分析组织成员间互动行为、成员亲
密程度以及与组织外部体系间的关系，将研究的视

野拓宽到外部体系，认为高频互动是组织间协同的

来源，并能够促进关系资本对组织的投入［７］。Ａｎ
ｓｏｆ（１９６５）将协同定义为使企业的整体效益大于由
各独立组成部分总和的效应，认为企业实现协同效

应可以通过寻求合理的运营、投资、管理、战略安排

等方式，改善投入要素配置与环境条件［８］。Ｈａｋｅｎ
（１９６９）正式提出协同学，并于１９７１年与Ｇｒａｈａｍ合

作，进一步阐述了协同学的相关概念，认为协同系

统在外参量的驱动，以及在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下，

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在宏观尺度上形成功能有序的

结构、特点及演化规律［９］。Ｈａｋｅｎ之前的学者对协
同的概念进行了定义，认为协同主要是指企业内部

的协同，但网络组织中的协同是具有自组织特征的

多元互补协同。这种网络组织协同主要依赖于关

系体制作用，不同于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作用下的

随机协同和捏合协同，而结点之间的长期互动使合

作各方产生“价值观和谐”的归属感。Ｋａｎｔｅｒ
（１９８９）认为多元化战略能够促进各要素间的协同，
同时增加企业价值，因此多元化企业发展的关键因

素是对协同效应的追求［１０］。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８５）基于价
值链的理论视角，对战略单元间的协同机制和过程

进行分析，认为协同过程就是资源和技术共享的

过程［１１］。

以上对协同内涵的研究，以及协同与网络组织

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从网络组织治理相关研究

来看，协同与网络组织治理具有一定的联系，Ｋｏｏ
ｉｍａｎ＆Ｖｌｉｅｔ（１９９３）在对网络组织治理进行了界定，
指出网络组织治理所需要的结构和秩序不能由外

部强加，需要依靠相互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和协

作［１２］。Ｂｒｙｓｏｎ＆Ｃｒｏｓｂｙ（１９９２）认为，在单个组织单
元无法独自完成各自使命的情况下，网络组织设计

运用有效的制度进行治理的行为被称为网络组织

治理［１３］。Ｍｅｓｓ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将网络组织治理定义
为一定程度上相互作用的自治行为主体之间的谈

判［１４］。Ｍｉｌｗａｒｄ＆Ｐｒｏｖａｎ（２００３）提出了网络组织治
理的核心、目标和治理主体，他们认为网络组织的

核心在于管理规则的设计，并且以为协同效应创造

条件为目标，治理主体一般包括企业、非盈利组织

以及公共部门的代理人［１５］。

结点的互动是网络组织治理的基本特征，依靠

结点间的彼此协同完成。利益相关者理论衍生出

共同治理概念，进而奠定了网络组织治理理论的基

础。在网络组织治理理论中，合作结点被认为互为

利益相关者，其治理实际上是利益相关者（合作结

点）之间多向的互动治理。合作结点从追求网络整

体利益（即协同效应）出发履行合约，进而分享合作

利益。孙国强（２００４）扩展了关系与互动的 ＪＭ模
型，从关系、协同、互动三者之间的联系，探讨网络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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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治理逻辑［１６］。李维安（２００５）等认为，协调
方式是网络组织治理目标实现的关键参数［１７］。彭

正银认为网络组织治理目标在于协调与维护［１８］。

Ｊｕｇａ（１９９６）认为，网络组织中协同效应的获得，取
决于企业间的互动交叉程度，以及与业务过程、外

部环境等相互协同的能力［１９］。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９９７）研
究发现，在经济系统转型过程中，大型跨国公司与

中小型企业会通过建立合作关系，形成交互的密集

网络，以此来获取协同效应［２０］。从依赖关系来看，

网络组织中的个体单元为了获得单个个体单元不

可能获得的合作收益，向合作伙伴提供其核心资源

和功能，，形成了一个互动协同与资源共享的活动

集合。所以，从整体来看，网络结点在合作关系中

都具有内外资源相互融合特征，网络组织治理也是

基于对协同效应，以及互补资源的追求开展的，治

理行为则依靠合作关系结点的协同运作。

　　二　协同与网络组织治理机制

网络组织治理机制是网络构成要素之间的关

系，以及如何协调网络间关系。目前的网络组织

中，合作各方由于追求私利的本性，往往试图利用

不对称信息和不完全契约谋取私利，而网络组织治

理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抑制合作各方采取投机行为

的动机，保证其同步互动并高效有序地协同。网络

组织合作结点间的协同过程，不仅是一个学习过

程，也是一个适应过程。

为了获得显著的协同效应和自由的发挥空间，

合作结点间频繁地进行互动。在演化方式逐渐固

定形成之后，合作结点则受到这种演化方式和网络

组织整体互动模式的支配，因此，网络的演化方式

和运行规则制约与推动着合作结点间的协同过程。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ｈｅ＆Ｓｔｕａｒｔ（２０００）的研究认为，在复杂的网
络组织中，有效的治理机制可以抑制结点间机会主

义的产生，并为合作结点之间的信息分享、分工合

作、决策协调与协作利益的合理分配提供基础［２１］。

如果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合作者因利益分配所引

起的分歧和矛盾将会扭曲合作关系和行为并使合

作伙伴关系瓦解。

（一）关系治理机制

关系治理是指影响企业间个体行为、非正式协

议与默认的行为准则。Ｍｅｓｑｕｉ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基于购

买者与供应商间关系的视角，分析认为关系治理机

制主要包含基于信息交换的承诺，基于互助的承诺

和基于互惠的承诺的三种治理机制，并且通过实证

研究证明了关系治理机制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

系［２２］。Ｄｙｅｒ＆Ｓｉｎｇｈ（１９９８）通过研究关系性租金的
获取，认为关系治理机制包括自我实施机制和第三

方实施机制，但是由于自我实施机制具有降低契约

成本、监督成本、适应成本、重新缔约成本等特征，

导致其更加有效［２３］。Ｐｏｐｐｏ＆Ｚｅｎｇｅｒ（２００２）认为，
交易治理机制是以契约约束为主要治理手段，强调

网络组织治理的过程性，而关系治理机制主要借助

信息交换、互助与互惠等工具，更加强调协同效应

的实现［２４］。尹建华（２００４）基于网络结构治理和网
络关系治理视角，分析了资源外包网络的治理特点

和作用机制［２５］。

Ｌａｒｓｏｎ（１９９２）的研究认为，经济层面的网络组
织治理机制是指企业通过密切的沟通、共享管理系

统，协调合作的项目等方式的一种协同机制，明显

区别于企业间一般性交易关系；社会层面的网络组

织治理机制则主要依靠信任、道德和义务等因素，

结合声誉树立等手段，推进企业间的协同［２６］。Ｌａｒ
ｓｏｎ从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分析了企业网络组织
的治理机制。Ｇｒｅｖｅ＆Ｓａｌａｆｆ（２００３）的研究在此基础
上进行了逻辑延伸，提出运用契约或委托代理机制

等经济手段，约束合作双方的协作行为；运用信任

与互惠机制等社会手段实现对合作双方行为的约

束［２７］。Ｊｏｎ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７）以社会治理手段为切入
点，将社会治理机制和结构嵌入理论融合到关系契

约模型当中，并将传统的交易费用理论的三个维度

扩展到包括项目复杂性的四重维度［２８］。我国学者

彭正银（２００２）认为，网络组织治理机制具有内生、
外生的双向动态均衡特性，主要由互动机制和整合

机制构成的［１８］。郝臣（２００５）认为，网络组织治理
需要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治理机制，正式治理机

制和关系治理机制分别适用于组织创建初期和发

展时期［３０］。武志伟等（２００５）通过实证研究认为，
保持一定的关系强度有助于提高网络组织结点的

合作满意度和进一步合作的意愿［３１］。李琼（２００６）
指出虚拟企业网络组织治理本质机制是关系型契

约机制，这种机制会促使合作成员投入足够的关系

专用性资源［３２］。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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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任机制

信任是建立互相依赖合作关系的基本条件，双

方由信任得到的回报收益是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

由于信任本身的传递特征，可促使信任在网络组织

不同结点间转移，进而形成多分协同关系。网络结

构以及复杂的网络关系不但有利于获取合作伙伴

的资源和能力，而且有利于合作主体间的交流和共

享。Ｇｕｌａｔｉ（２０００）指出网络组织治理中的契约主要
是以信任为基础的隐含契约或心理契约［３３］。

已有文献研究，大多都是从信任的角度，研究

网络组织的治理机制。很多学者认为，信任机制是

网络组织治理最主要的机制，认为信任机制是建立

在组织之间的人际关系。有的研究主张选择单一

的“信任机制”，作为网络的治理机制。Ｐｏｗｅｌｌ
（１９９０）认为协同主要发生在紧密个体之间，交换对
象间的关系也较为密切，且协同主体间往往结成利

益共同体，彼此间形成相互依赖关系。这种协同关

系常以可信承诺与情感作为纽带［３４］。张喜征

（２００４）将信任作为唯一治理要素建立了虚拟治理
机制模型，认为信任在网络组织治理中具有决策、

协调、约束和简化等功能［３５］。Ｌａ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研
究了声誉、信任、互惠等因素在网络治理中的作

用［３６］。Ｈａｋａｎｓｓｏｎ（１９９６）的研究强调了信任因素
对于网路组织成功的重要作用［３７］。Ｊｏｎｅｓｅｔａｌ
（１９９７）认为网络治理机制的社会手段包括信任、限
制性进入、联合制裁、宏观文化与声誉［３８］。张青山

等人（２００３）将目标、信任与群体协商纳入到企业动
态联盟的协调管理范围，研究了企业间动态联盟

的协同机制［３９］。卢福财（２００５）利用动态博弈模
型，分析了信任与网络组织治理绩效的关系。他指

出，信任效应是网络组织成员合作的重要激励机

制［４０］。Ｂｒａｄａｃｈ（１９８９）等学者则对信任作为网络
组织的治理机制提出了挑战，认为信任并非网络组

织治理的唯一重要变量，价格、权威与信任的要素

集合是影响组织内部或组织间的互动的关键［４１］。

Ｚａｈｅ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７）研究认为，基于个人与组织间的
信任机制对交易关系的绩效有正向影响［４２］。Ａｒ
ｃａｒ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２）从战略密切程度与技术经济整合程
度两个维度，论述了不同的网络组织治理机制，如

信任机制、协调机制和学习机制等［４３］。芮鸿程

（２００２）指出网络组织的联结与运作机制除契约之

外，还要靠信任与信用来保证运行［４４］。蒲惠荧、陈

和（２０１０）提出了网络组织治理的五个基本机制：信
任机制、适应机制、协调机制、整合机制和维护机

制［４５］。信任治理机制可以提高网络组织的运作效

率，相互信任的结点之间趋向于沟通和理解，实现

不同背景的融合。而且，信任机制可以在网络组织

治理中降低继续搜索信息的成本和犹豫不决对网

络组织结点的影响。

　　三　协同与网络组织治理绩效

现有的关于网络组织治理绩效的研究通常都

是从网络组织各具体模式展开的，在对前人研究成

果的整理、归纳、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网络组织治理

绩效为：网络组织中各结点在共同遵守约定或协议

的基础上自组织运作所带来的结果，包括网络组织

整体能力以及运行效果的提升。Ａｄｏｂｏｒ（１９９９）认
为，网络组织成员经过充分的共同调整、相互适应

后，实行有序、对称的功能衔接，在过程上达到耦合

的状态，从而实现协同效应［４６］。协同对网络组织

治理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网络效率、资源配置

以及风险分担上。Ｌａｄ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７）解释了如何通
过网络组织的协同作用分享资源、分担风险而获得

持续性的经济租金，强化了对协同影响企业网络绩

效提升的作用［４７］。

（一）协同对网络效率的影响

协同的建立及其深化，有助于网络组织的高效

率运转。在一般的网络间互动关系中，交易双方往

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交易，价格谈判、合

同签订、获取信息等交易活动需要充分的准备，以

确保复杂交易的完成。由于信息搜寻成本、交易协

调成本和合约缔结成本的存在，不但增加了交易风

险并且损害了网络运转的高效性。Ｐａｒｋｈｅ（１９９１）
提出，协同超越了以价格为导向的市场交易关系和

交易方式，在合作双方信任的基础上，双方紧密高

校的协同合作所导致高质量的信息传递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了上述的交易成本，降低了机会主义行为

发生的可能，为网络组织间协同机制的形成扫清了

障碍［４８］。

Ａｎｎａ（２００５）认为：一些社会性因素，如制度和
文化等会影响网络组织的运作绩效，进而影响网络

的效率，但是这种社会性因素会由于网络组织成员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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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而改变［４９］。Ｄｏｚ（１９９６）认为，高效的任务合
作水平可以有效改进网络组织的运行效率，从而影

响联盟的成功［５０］。Ｒａｎｊａｙ和 Ｇｕｌｕｔｉ（１９９８）认为合
作伙伴之间常规信息的交流效率会显著影响网络

组织治理绩效，而这种信息交流效率很大程度上由

网络运行效率决定［５１］。韩炜（２０１１）认为企业间的
互动模式不但有利于高效地解决分歧，协调彼此间

的矛盾，并因此降低协调成本［５２］。Ｐｏｗｅｌｌ（２００５）认
为网络组织能够利用协同机制中的依赖与互补原

则，通过合理分工，使合作主体承担不同的任务，形

成多样化整体性的协同目标驱动，高效地配置与整

合资源［５３］。Ｇｕｌａｔｉ（１９９８）对汽车产业的关系嵌入
和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关系嵌入和绩效呈

正相关关系，合作伙伴之间丰富的信息交流能够对

对机会主义行为产生抑制作用，进而提升联盟绩

效［５４］。Ｕｚｚｉ（１９９６）认为，在协调组织间关系方面，
协同机制比价格机制更有效，更持续［５５］。因为相

较于价格机制，协同机制能够通过高效和高质量的

信息交换，加速信息在企业间的传递，进而大大缩

短了市场反应与企业调整之间产生的时滞，从而提

高双方协同的效率。

（二）协同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通常在市场交易中，随着市场需求波动与生产

者调整之间的时滞增加，会导致市场出现更长时间

的失衡的状态，进而引发资源配置的完成时间增

长，在这种情形下，市场和往往只能实现次优配

置［５６］。从关系学说与资源基础理论的组合视角来

看，企业间的网络关系是企业获取发展所需必要资

源以及和资源互补型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的关键路

径。Ｇｕｌａｔｉ（１９９８）认为网络组织中企业间的联结集
合了不同企业或组织的互补性资源，而企业间经由

信任渠道建立的协同关系能够提升和扩展企业获

取互补性资源的速度和广度，进而改善网络组织层

面资源集合的配置与整合效率［５７］。网络组织结点

间协同的效率和效果，会决定网络中资源周转的有

效性和速率，进一步强化资源交换，并在网络结点

间开拓新的路径，网络组织结点进一步调整自身的

资源配置策略。Ｕｚｚｉ（１９９７）的研究强调了信任对
于企业获取资源机会的重要作用，认为企业间基于

信任的协同能够增加企业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当资

源在企业间进行转化时，信任能够提升这种转化的

灵活性和便捷性［５８］。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１９９１）认为，依靠关
系性契约的协同伙伴关系是产生协同效应的前提，

资源的互补性通过协同关系的建立进而给网络组

织治理绩效带来积极影响［５９］。赫晓峰（２００４）从资
源组合配置角度研究战略联盟的绩效，把网络组织

间信任和协作引入分析框架［６０］。李建等（２００７）对
影响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绩效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

为联盟伙伴之间的资源配置、战略匹配等因素会对

联盟绩效产生显著影响，而联盟伙伴间的资源匹配

主要依赖于成员间良好的信息共享和高效的协同

机制［６１］。

企业间基于信任的协同合作能够产生资源获

取便利性，这种便利性对于单个网络结点和整个网

络组织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网络结点间通

过协同合作，进行高效的资源转化和信息传递，使

企业的生产流程和生产水平更好地匹配于市场需

求的波动，从而解决网络组织中资源的次优配置问

题。此外，网络组织结点间的协同合作能够促进具

有资源优势的结点间进行频繁的要素互动，获取对

方的互补性资源，弥补自己劣势，提升自身的资源

深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源在价值链上乃至

价值网络内的配置不均衡问题，也会由于资源在网

络组织内的频繁周转而得到缓解。

（三）协同对风险分担的影响

由于在不同网络组织中，合作各方参与协同合

作的目标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网络组织的风

险。网络组织的治理绩效，除了表现在对网络效率

的提升和资源配置的优化，更重要的是表现在降低

网络组织风险，获取显著的协同效应上。因此，通

过协同方式降低网络组织风险，需要网络组织结点

间加快信息共享。

Ｄｕｈａｉｍｅ（２００２）等人指出，网络组织的资源与
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了网络组织风险的不同，其

原因是由网络组织结点协同程度的差异［６２］。Ｕｚｚｉ
（１９９６）研究了网络关系对于风险承担的影响，认为
网络关系对于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维度：

首先，网络关系通过社会手段提供一个与已知投资

人相匹配的结构，通过减小结构的复杂性，进而降

低风险；其次，在高风险情况下，网络关系通过将行

动者连接起来，提供了一条担保途径，这种担保措

施能够提高行动者资源获取，风险预见和承担的能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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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６３］。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３）认为，以协同关系为基础的网
络组织能够降低投资发起方的风险，在企业不使用

市场关系寻求投资的情况下，企业通过基于协同的

网络关系能够获得资金支持和投资项目［６４］。陈守

明（２００２）在网络治理的进程中，参与者需要运用协
调方式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完成复杂性任务，这不但

能够维护网络的整体功效、运作机能，而且能够降

低任务风险［６５］。彭正银（２００３）在此基础上又加入
了“分享”这一理念，即网络组织治理的最终目标是

对低风险、稀缺资源与信息以及创造价值的分

享［６６］。Ｐｅｌｔｏｎ（２００２）认为，网络组织成员之间之所
以偏好形成合纵连横的网络化协作，其根本原因在

于，网络化协作可以将部分市场风险内化为协作网

络内部风险从而将其化解，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合

作者共同投入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优势资源，形成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并通过交互作用产生高于平均水

平的协同效应［６７］。

网络组织在企业间建立协同关系时，主要利用

其多维路径的联结性发挥媒介作用，在网络结构

下，资源能够在网络结点间快速周转和传递。同

时，随着这种转移模式的形成，网络结点间容易达

成持续的信任关系，而这种信任关系的存在和扩

散，能够降低企业间协同的不确定性，使得更多的

企业参与协同风险的分担。

从协同视角来考察网络组织治理的相关研究，

可以发现：网络组织间高质量的信息传递降低了再

搜寻的成本；网络组织结点间互动学习强化了知识

的积累；信任与声誉等因素则拓展了获取资源的渠

道，减少了机会主义风险。这些因素提高了组织内

网络效率，促进了资源实现最优配置以及风险的多

方分担。

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是：

１．注意到网络组织整体性治理的必要性与重
要性，提出了基于信任、声誉、学习互动、协调以及

多元化的治理机制，但尚未揭示网络组织治理的一

般性规律。

２．只有少数学者研究了协同与网络组织绩效
之间的关系，大多数文献对治理过程中的机制、绩

效等问题单独进行了研究，但是没有注意它们之间

的有机联系，也没有构建网络组织治理的体系框

架。实际上，网络组织治理的关键要素之间存在着

复杂的交互关系，深入揭示这些关系是掌握网络组

织治理规律的基础。

３．缺乏从系统视角与逻辑过程认识网络组织
治理，对网络组织治理问题的研究分散而肤浅，既

没有构建出整体框架，也未深入研究协同在网络组

织治理中的作用机理。

本文认为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１．网络组织治理的系统性研究。网络组织的
整体性治理，以及多元协同治理模型的构建具有很

高的复杂性，必须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交

叉研究，国外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起步，需要进行针

对性探索。

２．复杂网络下的网络组织治理。在复杂网络
环境下，组织结点不仅悬挂于多重的、复杂的、重叠

的关系网中，而且网络可以表现为不同于单个企业

的无形结构模式，要探讨这种网络结构下的治理问

题，需要超越单个企业分析系统整体。由于复杂网

络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和难点，复杂网络中的网络组

织治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３．网络组织治理绩效的评价。由于协同的理
论意涵在于整体的价值创造和提升，所以网络组织

的治理绩效应主要表现在网络整体的协同效应上。

由于评价过程中，数据收集和测度的难度大，目前

关于网络组织评价的实证研究非常少。因此，绩效

评价需要评价指标、评价方法上的创新，具有很高

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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