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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创业型经济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种不同于传统跨国企业的新型国际组织形
式——国际新创企业，产生和发展起来了。
这类企业从创始起就走上了国际化之路，并能成功地在国际市场上与创立已久的成熟企业展开竞争，
整合全球资源实现快速成长，从而对传统国际商务理论提出了挑战。
　　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企业组织形式，国际新创企业有着迥异于传统跨国企业的特征，也有着不同
于传统企业国际化的路径和成长模式。
本书主要回答和解释国际新创企业相互关联而又层次递进的两大核心问题：（1）国际新创企业的存
在机制，即新创企业何以能够在创始阶段就开展国际商务活动；（2）国际新创企业的发展机制，即
国际新创企业是如何使国际化成为获取经营优势的重要手段。
　　围绕上述两大核心问题，本书通过典型国际新创企业案例进行理论探讨，描述和分析新创企业国
际化成长的基本特征，鉴别和探索国际新创企业快速成长背后的内生驱动因素。
进而，站在企业家精神、社会资本理论与企业知识观等研究领域与视角的交叉点上，构建国际新创企
业成长的理论分析框架：　　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分析，国际市场机会认知与开发是国际新创企业创
立与成长的起点与契机。
创业的核心在于敏锐地感知海外市场机会并快速、有效地采取行动。
具有较强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对存在于国际市场中的机会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并且敢于通过冒险、创
新和前瞻性行为来把握该机会。
　　新刨企业的国际商务活动镶嵌于企业家或企业所构建的国际社会网络。
在资源和能力限制的情况下，通过关系网络整合资源，是新创企业开发和利用海外市场机会、实现国
际化成长的路径选择。
国际社会网络通过资源获取机制、国际化风险与成本降低机制、信息与机会获取机制和海外渠道获取
机制等作用于新创企业的国际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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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围绕国际新创企业的存在机制和国际新创企业的发展机制两大核心问题，通过对典型国际新
创企业案例的理论探讨，描述和分析新创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基本特征，鉴别和探索国际新创企业快速
成长背后的内生驱动因素，力图构建国际新创企业成长的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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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2.2 信息与机会机制新创企业国际化围绕着“海外商机的发现、设定、评估、利用”展开。
创业学的研究表明，市场中的商机通常是通过企业主的个人网络来传递的（边燕杰，2006。
意识到海外市场商机的前提是获取相关信息，网络提高了人们获取非公开信息的能力，为网络中的成
员提供了比他们独自能获得更多信息的通道，以及其他人不容易获得的信息。
网络中有两种机制会使国际新创企业产生信息收益：一种源于关系嵌入性，一种源于结构嵌入性。
关系嵌入性认为行动者可以直接通过网络中结点间的相互联系纽带来获取信息。
一般来讲，直接连接的结点会拥有同质的信息和知识，而且，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是紧密，他们
之间的行动就越是默契，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战略行动。
这将有利于行动者之间的学习和模仿，提高相互间的信任程度，减少不确定性所造成的风险；结构嵌
入性认为网络中不同结点由于位置不同会产生信息优势的差异，处于中心位置的结点或具有更大网络
密度（也称网络的可达性）的网络会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控制优势。
这两方面虽然各不相同，但还是有交叉的部分，比如具有结构优势的结点能够具有更好的信息来源。
　　大多数研究都证实了弱关系在获得国际市场信息和资源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在一个国际社
会关系网络结构中，当企业家或由其创办的企业为了获得信息资源而采取行动时，他拥有的“弱关系
”将比“强关系”更有用。
这是因为弱关系连接着不同关系网络中的个体，充当不同关系网络之间的联系纽带，起着连接不同关
系网络的桥梁作用。
来自这种起桥梁作用的弱关系所传递的信息和交换的资源具有较高的异质性，拥有较多弱联系的个体
能够从网络中获得充分异质的信息和资源。
而在一个关系密切的强关系网络中的成员间往往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包括资源、信息、知识和观点等
。
如果一个人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需要不同的信息和资源时，他就必须要在自己的关系网络之外的其他
关系网络中寻找。
要进入其他关系网络，首先需要找到其他关系网络和自己关系网络之间的联系，即关系节。
这个关系节就是两个关系网络之间的桥梁。
没有它，这两个关系网络相互问就是独立的、没有联系的。
格兰诺维特指出，因为这个关系节是由两个关系网络中的某些个人结交而成，他们又分属于不同的关
系网络，故他们之间形成的这种起桥梁作用的关系节是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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