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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企业能力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以内蒙古资源型产业集群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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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内蒙古资源型产业集群企业为例，以社会资本、企业能力( 组织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和产业集
群竞争力为研究要素，构建社会资本影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概念模型，提出相关假设，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
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关系维度以及认知维度对组织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有促进作用;

组织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对产业集群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社会资本对产业集群竞争力有促进作用。研究
社会资本、企业能力及集群竞争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解释其对集群竞争力的影响，是对相关理论的有效补
充。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化组织学习能力、加强集群企业与外部的交流、完善集群企业整体的发展以及加强
集群的环境建设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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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许多劳动密集型集群都有着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集

群迈进的迫切需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依旧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难
以得到提升。虽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有着广泛研究，但很少将这一问
题置于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层面，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提升而言，仍缺乏系统、深入的实证
研究。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在集群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它既可以帮助集群企业快速获取知识，
降低集群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也能够帮助他们形成有序的竞争与协作，对产业集群竞争力发挥重大
影响。因此，研究社会资本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从产业集群竞争力
的层面来讨论社会资本、组织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对其产生的影响，能够为克服已有的研究障碍提供
理论视角，是对相关理论的有效补充;其次，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证实了社会资本、集群企业能力对
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推动作用。

社会资本对产业集群起重要作用。因此，产业集群在提高竞争力的过程中，首先，要重视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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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培养与保护，打造集群内有序竞争、合作的氛围，为实现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要保持与完善企业与外部资源的联系。本文通过对社会资本、组织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与产业
集群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从丰富社会资本、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
议，从而对于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

社会资本概念最初由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演变而来。Bourdieu［1］把社会资本拓展到社会学领
域，他指出个人资本即指个体参与群体网络后所拥有的资源总和。一些学者也在 1980 年开始探讨其
对产业集群的影响，大多数理论研究和定量分析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的创新［2 － 3］。社会资本在
降低企业的组织学习和知识转移成本的同时使创新的成功率得以提高，从而使企业能更有效的规避
技术和市场风险［4］。Burt［5］、Portern and Kramer［6］从能力、资源等角度解释了企业社会资本的内涵。
陈劲和李飞宇［7］建立了企业社会资本与创新能力的模型，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得出社会资本不仅有
助于企业加强竞争优势，还能够增加企业获取创新所需的各种资源的机会、进而使其竞争力得以提高
的结论。由此可见，社会资本是帮助企业发现和利用机会、整合有形和无形资产、学习和掌握这些网
络新知识的一种能力，是长期创新资源的总和。

Portern［8］在 20 世纪 90 年代正式提出了产业集群理论，研究者们开始利用各种学科手段研究
产业集群现象，分析了影响产业集群的因素和研究学术界对产业集群升级的讨论，主要归结为
两种观点，即“内源论”和“外源论”。“内源论”的代表人 Pietrobelli et al． ［9］主要关注两个领域 :
( 1 ) 内部成分对产业集群竞争力存在一定的作用 ; ( 2 ) 组织学习、创新能力对产业集群竞争力所
发挥的作用。“外源论”代表人 Dicken et al． ［10］认为在外界获得知识的方式不够时，产业集群易
形成“锁定”，成为封闭的系统从而不利于创新的产生。因为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的阶段
中，高度专业化和大规模集聚可以有效减少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所以
许多地方在制定制度政策的时候比较重视产业的集群化发展［11］。但这一过程会受到某些因
素的影响，因此分析这些因素有利于研究者发现问题所在，为决策者制定相关的发展政策提
供帮助。如何实现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资源型产业集群等有特殊优势的领域具有重
要的研究价值及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 社会资本与组织学习能力
组织学习能力指组织比竞争对手能够更高效地学习，在特定环境下，组织内部各成员能及时识别

和掌握信息，并能够在遇到组织的运作和方向等情况时进行信息交流和达成共识，做出相应调整使组
织能力最大化［12］。由于社会资本可以加速知识的传播并提供不同的新知识［13］，社会资本的弱关系丰
富网络成员，有助于加强探索式学习［14］，另一方面，强关系可以加强利用式学习［15］。谢洪明等［16］得
出内部的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组织学习的结论。

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对集群企业组织学习能力产生作用:首先，网络中存
在的结构洞使原本无关联的成员产生一定联系，这将有利于处于结构洞的企业掌握信息和赢得优势;
其次，处于网络中心的企业可能与外部组织合作的更为密切，从而可以提高企业对知识的掌握和吸
收;最后，知识和信息的交流程度越高，网络成员间的互动越频繁，越有助于增强他们对信息的获取及
吸收程度，从而可以促进组织学习能力。

关系维度是指通过关系获得资源的过程，强调信任、亲密度等关系质量。首先，合作时间越久、交
流越频繁、处于集群网络的成员会更加相互信任［17］; 其次，信任度越高越能够促进双方的利益合作，
从而达到互惠的目的，为企业学习创造动机。最后，为了建立企业间有效的学习途径、保证学习到的
知识的准确性及知识对应的价值，成员间应培养较高的信任度。

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是一种心理状态，如规范、信任、互惠、共同目标等［18］。一方面，学习者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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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认知，他们便能及时高效地处理信息，并将其运用于知识的创造过程中，使学习能力得以提
升［19］。另一方面，在各种影响因素中，认知通过影响学习能力的发展，以及企业发现问题并及时有效
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对组织学习能力起中心作用。提出假设:

H1a: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能够促进集群企业组织学习能力。
H1b: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能够促进集群企业组织学习能力。
H1c: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能够促进集群企业组织学习能力。
( 二) 社会资本与创新能力
企业的外部社会资本可以激发创新活动的产生［20］。国内外学者经过研究得出社会资本可以很

好地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结论［21］。
结构维度通常由信息共享和网络属性来衡量。它决定了各主体间的互动，这一定程度上会影响

企业在创新中获取的资源质量及数量，企业在容易获得外部资源的情况下就有越多机会与其他企业
交汇。

关系维度里最为重要的因素即信任，它有助于不同组织之间进行有效沟通。企业创新能力提高
与否，是由企业知识在内部网络中的流动性以及企业间的合作程度所决定的，二者都可以使企业创新
能力获得提高［22］。若企业的关系网络特别良好，那么企业间就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关于合作及其战
略目标方向的信息就更多。

企业的认知维度决定了企业能从创新网络中得到何种资源，网络成员互相越认可，他们间的沟通
也就越多、越深刻［23］。由此，社会资本可以加强企业展开一系列的创新活动，打造独特的竞争优势，
进而有利于提升其创新绩效。从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而言，这些无形资本以某种方式对产品创新产
生影响，比如说提高各行为主体间资源的共享水平。利用好企业与顾客间的社会资本还可以提高企
业的产品研发率和获取知识的效率。社会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激发创新
思维，从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提出假设:

H2a: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可以促进创新能力。
H2b: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可以促进创新能力。
H2c: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可以促进创新能力。
( 三) 组织学习和创新能力与产业集群竞争力
冉庆国和黄清［24］认为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升受各种学习模式所影响。如果集群企业具有较强

的学习和理解能力，那么他们将更容易获得成功。林筠等［25］提出对于传统产业集群而言，他们所处
地位较落后，因此集群企业具备足够强大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是很有必要的。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的
主要部分是集群企业，提升的过程即使各相关机构相互学习、共同创新的过程。许晖等［26］指出组织
学习可以使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知识，并可以与企业自身的研发相互联系。

集群企业通过对知识的理解、掌握、改进，将逐渐建立起与众不同的技术创新能力。由于不断
加强的创新能力，集群内部的企业对自己的产品和工艺要求随之提高，渐渐在技术方面减小了与其
他大企业间的差距，从而实现自主创新和研发。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并非是静态的过程，它取决于
企业组织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动态提升。程聪等［27］指出产品提升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少不了创新，实
现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最根本的关注点就是创新。随着企业组织学习能力的不断提高，创新能力
也不断增强［28 － 29］。集群企业的组织学习、创新能力越强，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积极影响越
大［30 － 31］。提出假设:

H3a:组织学习能力可以促进集群企业竞争力提升。
H3b:创新能力可以促进集群企业竞争力提升。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要素是社会资本，因此，本文从

社会资本入手来研究其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影响，并研究集群企业的社会资本与组织学习和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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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会资本、集群企业能力与产业集群竞争力关系的概念模型

力之间的关系，接着运用问卷调查及
实证分析的方法来验证研究假设是否
合理。此处提出了概念模型( 图 1 ) 。
此模型包含三项构成要素:社会资本、
集群企业能力与产业集群竞争力。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内蒙古资源型产业长期依靠资

源禀赋，忽略了更重要的创新和自我提升，也给资源型产业带来了发展中无法协调的矛盾。本文结
合资源型产业的特征，将呼和浩特乳品产业群、鄂尔多斯煤炭产业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放调查
问卷及访谈得到数据。首先，以呼和浩特的伊利、蒙牛为例的乳品产业群、以鄂尔多斯为例的煤炭
产业群等，早已发展成极具内蒙古本土特色的资源型产业集群，这些集群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构
建起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集群企业间，关于技术在合作方面形成的意识早已形成，在集群中
知识流动性较大; 第二，集群一步一步地扩大规模，实现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 ; 第三，对于社会关
系的重构，集群企业都比较看重，他们总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寻找并把握各种机会，与其他企业不
断进行沟通与合作，有效加强企业的学习与创新。结合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与数据等因素，本
研究认为呼和浩特乳品产业集群和鄂尔多斯煤炭产业集群是较为理想的数据来源。

表 1 样本企业描述性统计( N =213)

项目 特征 样本个数 比重( % )

企业规模

100 人以下 23 15

100 ～ 499 人 62 41

499 ～ 1 000 人 48 31

1 000 人以上 20 13

所属行业
煤炭开采 85 56

乳品制造 68 44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58 40

非国有企业 95 60

本文主要集中在 2017 年 8 月对问卷进行发放，
在次年 8 月对问卷进行回收，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
是我们的主要调查对象，其中有企业管理者、部门经
理、技术主管等。以现场、邮寄及 E-mail 发送等形
式进行问卷调查，总计发放 212 份，回收 176 份，其
中包含有效问卷 153 份，通过计算得出有效问卷回
收率是 72. 17%。为了对样本结构有较为全面的了
解，以及对被调查单位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以描述
性统计分析的方法对调查样本进行处理，最后对企
业规模、性质及成立时间等各种因素达成把控性认
知( 表 1 ) 。

( 二) 变量的取值
1． 社会资本的取值
本文借鉴 Nahapiet and Ghoshal［32］ 的观点，即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关系和认知维度。在之前学

者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以联系的紧密程度 ( STＲ1 ) 、频繁程度 ( STＲ2 ) 及企业建立联系的数量
( STＲ3 ) 为结构维度的度量指标;以联系双方的合作真诚度( ＲE1 ) 、联系双方在交流过程中不会为
谋求自己利益而做出不当行为的倾向( ＲE2 ) 、联系双方的相互信任( ＲE3 ) 作为关系维度的度量指
标;以联系双方有效可靠的沟通 ( CON1 ) 、不同的目标和价值偏好 ( CON2 ) 作为认知维度的度量
指标。

2． 企业组织学习能力的取值
本文参考 Baker and Sinkula［33］开发的组织学习量表，形成了共包含 5 个测量指标的量表: ( 1) 企

业将学习视为公司生存不可缺少的要素( LE1) ; ( 2) 企业管理者将员工的学习视作有利于竞争的因素
( LE2) ; ( 3) 将学习能力作为有效的改进方式 ( LE3) ; ( 4) 将学习能力的培养视作一项重要投资
( LE4) ; ( 5) 企业有考虑到员工学习的培训项目( LE5) 。

3． 企业创新能力的取值
本文对创新能力测量的具体指标为: ( 1) 公司开发新产品的频率高( IC1) ; ( 2) 企业经常对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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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技术进行创新( IC2) ; ( 3) 企业的创新成果取代了原先的主要产品与服务( IC3) ; ( 4) 企业常作为
全新技术的引领者( IC4) ; ( 5) 企业经常能对产品、服务引入全新概念( IC5) 。本研究用 Likert 的量表
评分方法测量各变量，设置 1 ～ 7 分( 由“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的顺序) 。每一测量项的分数由
受访者对自己及所从事行业的认识做出的主观评价得出。

表 2 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测量
题项

测量
指标

因子
载荷

AVE CＲ Cronbach'α值 累计解释
变量( % )

结构
维度

STＲ1 0． 876

STＲ2 0． 800

STＲ3 0． 858

0． 714 5 0． 882 3 0． 931 69． 941

关系
维度

ＲE1 0． 869

ＲE2 0． 764

ＲE3 0． 833

0． 677 6 0． 862 8 0． 926 80． 678

认知
维度

CON1 0． 820

CON2 0． 854
0． 700 9 0． 824 1 0． 897 88． 575

组织
学习
能力

LE1 0． 804

LE2 0． 821

LE3 0． 861

LE4 0． 833

LE5 0． 827

0． 731 7 0． 876 3 0． 922 64． 757

创新
能力

IC1 0． 868

IC2 0． 849

IC3 0． 824

IC4 0． 817

IC5 0． 885

0． 724 2 0． 940 3 0． 924 72． 436

表 3 变量相关分析

变量 结构维度 关系维度 认知维度 集群企业组
织学习能力

集群企业
创新能力

标准差 1 ． 160 75 1． 103 96 1． 097 81 0 ． 884 65 0． 872 16

均值 5． 077 3 5． 423 6 5 ． 231 7 5 ． 258 3 5 ． 263 0

结构维度 1

关系维度 0． 703＊＊＊ 1

认知维度 0． 721＊＊＊ 0． 674＊＊＊ 1

集群企业组
织学习能力 0． 503＊＊＊ 0． 472＊＊＊ 0． 467＊＊＊ 1

集群企业
创新能力 0． 731＊＊＊ 0． 712＊＊＊ 0． 645＊＊＊ 0． 621＊＊＊ 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

( 三) 信度与效度的检验
本文采用信度和效度两个技术

性指标来建构和评估测量。由表 2
得出，各题项的Cronbach’α值均大
于 0. 8，因此各题项均存在比较好的
一致性。本文还使用因子分析法来
验证收敛效度。结果显示，各变量
测量量表的 KMO 值都在 0. 8 以上，
CＲ都在 0. 8 以上，各个变量的平均
变异萃取量 AVE 都大于 0. 5，这些
指标均象征着该量表较为良好的解
释能力以及较高的效度。通过各测
量项的因子负荷量都在 0. 5 以上，
累计贡献度比必要的最小临界值
60%要大，反映出各测量题项较强
的结构效度。

四、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 一 )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

分析
由表3可知，社会资本的结构维

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与集群企
业组织学习能力显著正相关，相关
系数分别为: β = 0. 503，P ＜ 0. 01;
β = 0. 472，P ＜ 0. 01; β = 0. 467，
P ＜ 0. 01。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与
集群企业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相关
系数分别为: β = 0. 731，P ＜ 0. 01;
β = 0. 712，P ＜ 0. 01; β = 0. 645，
P ＜ 0. 01。

( 二) 模型拟合及检验
1． 变量因子结构
选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关系

维度和认知维度为自变量，选组织
学习、创新能力、产业集群竞争力为
因变量，得到因子结构( 表 4 ) 。用 t
值检验法来对各路径系数进行验
证。由表 4 可知，各 t 值均远大于
2． 62，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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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路径系数检验

变量 取值 系数值 T值 结果

社会资本
结构维度 0． 814 通过检验
关系维度 0． 736 12． 701 通过检验
认知维度 0． 712 12． 160 通过检验

集群企业组织
学习能力

企业有考虑到员工学习的培训项目 0． 763 通过检验
企业管理者将员工的学习视作有利于竞争的因素 0． 714 11． 209 通过检验
将学习能力作为有效的改进方式 0． 720 11． 307 通过检验
将学习能力的培养视作一项重要投资 0． 748 11． 806 通过检验
将学习视为公司生存不可缺少的要素 0． 766 12． 117 通过检验

集群企业
创新能力

企业开发新产品的频率高 0． 771 通过检验
企业经常对原有的工艺技术进行创新 0． 816 13． 255 通过检验
企业的创新成果取代了原先的主要产品与服务 0． 694 11． 026 通过检验
企业常作为全新技术的引领者 0． 788 12． 743 通过检验
企业经常能对产品、服务引入全新概念 0． 660 10． 415 通过检验

2． 结构模型
由软件 Lisrel18． 70 得出结构模型( 图 2) 。

图 2 社会资本、组织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对集群竞争力影响的结构模型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

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数分别为: x2 /df = 1． 763，GFI = 0． 784，ＲMSEA = 0． 073 6，NFI = 0． 962，
NNFI = 0． 988，PNFI = 0． 845，CFI = 0． 993，拟合度指数均达到标准，表明社会资本、组织学习能力和
创新能力对集群竞争力影响的结构模型拟合度较好。( GFI 为拟合优度指数; ＲMSEA 为近似误差均方
根; NFI为规范拟合指数; NNFI为不规范拟合指数; PNFI为节俭调整指数; CFI为相对拟合指数。)

表 5 路径系数检验

路径 系数 T值 结果

结构维度 －组织学习能力 0． 154 1． 724 通过检验
结构维度 －创新能力 0． 175 1． 921 通过检验

关系维度 －组织学习能力 0． 303 4． 421 通过检验
关系维度 －创新能力 0． 248 3． 459 通过检验

认知维度 －组织学习能力 0． 379 4． 571 通过检验
认知维度 －创新能力 0． 706 6． 182 通过检验

组织学习能力 －集群竞争力 0． 595 4． 142 通过检验
创新能力 －集群竞争力 0． 627 2． 291 通过检验
结构维度 －集群竞争力 0． 386 2． 729 通过检验
关系维度 －集群竞争力 0． 067 2． 611 通过检验
认知维度 －集群竞争力 0． 310 2． 358 通过检验

表 5 为对各路径系数的检验。利用 t 值法
进行验证。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间的路径均
显著。

( 三) 检验结果分析
1． 社会资本对组织学习能力的作用
假设 1a、假设 1b、假设 1c 的成立 ( 路径系

数分别为 0. 154、0. 303、0. 379 ) 表明，企业社会
资本的结构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都对集群
企业组织学习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企业各式各
样的获取知识的途径降低了获取外部资源上的
困难。此外，企业在社会资本丰富的情况下，便
可以更有效地获取、了解及应用知识，这使得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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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可以更快地掌握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减少成本，然后相应地加强组织学习能力。
2． 社会资本对创新能力的作用
假设 2a、假设 2b、假设 2c的成立( 路径系数分别为 0. 175、0. 248、0. 706) 表明，企业社会资本的三

个维度除了可以为企业提供基础条件，还能够丰富企业的创新内容，进一步地提高创新能力。从另一
个角度来看，由于创新并不容易，比如说可能会面临有限的资源，企业通常会与科研所或其他外部企
业合作，然后合作完成产品、技术或服务的开发。如果企业具备丰富的社会资本，那么他们就没有必
要逐个进行产品的开发、设计、加工和组装等过程，他们可以仅专注于自己所拥有的独特性，再经过详
细的分工，有针对性地对自己具备独特优势的技术进行创新，以此来增加创新的成功概率。

3． 组织学习和创新能力对集群企业竞争力的作用
假设 3a、假设 3b的成立( 路径系数分别为 0. 595、0. 627) 表明，集群企业组织学习能力和创新能

力是能够促进集群企业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的主体是集群企业，提升的过程就是各相关机
构相互借鉴、共同创新的过程。通过学习能力的不断提高，可以促使产业集群竞争力逐渐提升。企业
应注重强化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注重对外部资源和知识的获取、理解，从而提升集群竞争力。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以内蒙古资源型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就社会资本、企业能力对集群竞争力的影响做出全

面地分析研究。在许多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本如何依靠企业能力来对产业集群竞争力
产生影响的概念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SEM) 并借助于 LISＲEL软件来验证假设，较为全面地对社
会资本、集群企业组织学习、创新能力与产业集群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结论: ( 1)
在社会资本、企业能力对集群竞争力发挥效应期间，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对组织学习和创新能力有促
进作用; ( 2) 组织学习和创新能力对集群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 ( 3 ) 社会资本对集群竞争力有促进
作用。

本文针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升提出如下建议:
( 1) 强化组织学习能力，积极创新。企业需要促进组织学习能力来加强对知识的掌握与转化，促

进组织创新能力来把握技术发展趋势和发展机遇，企业有必要强化自己的学习方式，实现技术创新，
对社会资本进行充分探究并加以利用，使产业集群竞争力得以提升。

( 2) 加强集群与外部的交流。产业集群若想获得成功，需重视与外部的交流与沟通，从而实现
知识的共享。集群如果总是不与外部进行联系，那么知识的流入必定很少，无法在这个更新换代极
为快速的社会实现不断的创新，则产业集群无法升级。因此，企业需不断加强自身获取知识的能
力，发挥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积极与外界沟通获取最新资源和知识，有效把握外部资源获取的
机会。

( 3) 完善集群整体的发展。集群企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集群整体的发展，管理者
不仅应关注集群发展方向，还要构建资源共享机制，鼓励与推动企业间的深度合作，可以定期举办集
群企业间的技术交流研讨会等。

( 4) 加强集群环境建设。政府应严格控制产业集群规模以避免过度竞争，促进相关支持性产业
的发展，使企业获得“集聚效益”，此外，还应制定有利于实现技术创新的法律法规，鼓励创新，从而实
现持续发展。

尽管本文得出的结论具备一定的意义，也有一定的创新性，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具体体现在:
( 1) 虽然内蒙古资源型企业较多，但可发放的问卷数量是有限的，所回收的问卷也并不完全能代表总
体。( 2) 只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其如何影响集群企业创新能力的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但事实上可能
存在多个方面影响集群企业创新能力，如企业的战略目标、企业家精神等。( 3) 尽管本文对研究的变
量进行了测量，然而，在一些情况下，某些指标的衡量仍不够合理，如对创新能力的测量，笔者主要是
由调查问卷来获得主观绩效的，接下来的研究中，应增加一些客观绩效指标来完善，使结果更具说
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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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and Enterprise Ability on
Competitivenes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

Taking Inner Mongolia Ｒesource Industrial Cluster as an Example
WANG Zhiliang，JIA Yuhong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144，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Inner Mongolia resource-based industrial cluster enterprises as an example，takes social cap-
ital，enterprise ability (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bility，innovation ability) and industrial cluster competitiveness as research el-
ements，constructs a conceptual model of social capital affect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ndustrial clusters，puts forward relevant
assumptions，and tests them with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ructural dimension，relational dimension and cog-
nitive dimension of social capital can promot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the ability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can promot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ndustrial clusters，and social capital can promote the competitive-
nes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ocial capital，enterprise ability and cluster competitive-
ness to explain its impact on cluster competitiveness． It is an effective supplement to related theories． On this basis，it proposes
to strengthe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bility，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luster enterprises and the outside world，
improv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luster enterprises，strengthen the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of cluster，and othe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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