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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社会网络关系对其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 
——基于网络资源观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庄晋财，芮正云 

(江苏大学管理学院，江苏镇江，212013) 

摘要：农民工创业群体逐渐壮大，但是农民工新创企业缺乏竞争优势，导致其创业绩效和创业质量受到很大制约。 

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的异质性资源，然而农民工创业者在创业之初往往受限于内部资源不足，社 

会关系成为新企业获取异质性资源的重要途径。为此，基于网络资源观，构建“网络关系—异质性资源—竞争优 

势”的分析框架，在对安徽、江西和江苏三省创业农民工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农民工创业者的“情 

感型”关系与“工具型”关系对其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理，以及相互间的匹配关系。研究发现：情感型关 

系能促进异质性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的获取；工具型关系能促进异质性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与市场资源的获取； 

财务资源、技术资源以及市场资源与企业竞争优势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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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创业能够有效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和推动新型城镇化。近年来，农民工创业 

逐渐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目前大多数的 

农民工新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因缺乏竞争优 

势而陷入发展困境。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内部资 

源的异质性是形成企业竞争优势差异的原因，而农民 

工的新创企业往往面临着资源短缺的瓶颈。对此，有 

学者从网络关系视角研究中国转型背景下的农民工创 

业问题，发现农民工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关系对其弥补 

资源缺口、提升企业绩效具有重要作用 [1−3] 。可见，网 

络资源观在资源基础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了资 

源获取的途径。不过，目前学术界对基于网络关系的 

竞争优势，以及网络关系与竞争优势的内在联系，尚 

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4] 。为此，本文基于网络资源观， 

构建“网络关系—异质性资源—竞争优势”分析框架， 

运用实地调研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探究农 

民工的社会网络关系对其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 

理，以期深化网络视角下的农民工创业研究，并为农 

民工新创企业增强竞争优势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 

指导。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农民工社会网络关系对其创业影响的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网络关系 

对农民工创业意愿的作用。例如，庄晋财指出，社会 

网络的传导功能对于增强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具有强烈 

的“创业示范效应” [5] ；石智雷和杨云彦研究发现， 

家庭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回流具有促进作用，尤其会 

增加农民工回流后自主创业的机率 [6] 。第二，网络关 

系对农民工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例如，黄洁等运用 

扎根理论方法研究指出，农民工的本地强连带对其创 

业机会识别的影响更大 [7] ；陶欣和庄晋财认为，农民 

工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其信息获取进而促进农民工的创 

业机会识别 [1] 。第三，网络关系对农民工创业绩效的 

作用。例如，朱红根和解春艳实证分析发现，社会资 

本对农民工的创业绩效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2] ；陈聪 

等通过网络能力与农民工创业成长关系的研究也证 

实，农民工的网络关系对其新创企业成长绩效具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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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作用 [3] 。 

然而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以往研究 

创业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文献主要从网络关系的强度进 

行分析(例如黄洁等 [7] 、陶欣和庄晋财 [1] )，忽略了对网 

络关系的属性和功能进行考察。Lin [8] 、李雪灵等 [9] 指 

出，根据社会成员间互动目的或需要的不同，可以将 

“关系”分为情感型(也称表达型)和工具型两类，前 

者主要基于情感因素，通常是在血缘或长期交往中形 

成的，而后者是建立在功利性或交易性基础上的，主 

要体现为彼此间的利益关联。本文认为，不同属性的 

网络关系能够提供的资源存在着一定差异，在研究中 

有必要对这两类关系加以分析。第二，目前关于农民 

工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还很少，导致现有研究成 

果对农民工新创企业缺乏竞争优势进而影响其持续发 

展的现象缺乏解释力，从而不能很好地为政府扶持农 

民工创业提供准确的政策参考。企业缺乏竞争优势不 

仅会影响新创企业的成长，甚至还会导致创业失败， 

因此，农民工创业研究应当对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重 

要性给予足够关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创业农民 

工为研究对象，从情感型关系和工具型关系两个维度 

来考察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关系对其新创企业竞争优势 

的影响机理，以及创业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关系、异质 

性资源与企业竞争优势三者之间的匹配情况。 

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将企业资源分为两大类，即战 

略性资源和运营性资源 [10] 。其中，战略性资源主要是 

指知识技术类的资源，而运营性资源的内涵则比较丰 

富，一般包括资金、人力等。对于新企业运营资源的 

研究，Reynolds 和  Miller [11] 、Kaulio [12] 通过跟踪式研 

究发现， “首次获得外部融资”“首次雇佣关键员工” 

以及“取得首笔销售收入”是决定创业成败的关键因 

素，与这三个“里程碑式”事件相对应的就是财务资 

源、人力资源和市场资源的获取 [13] 。因此，技术资源、 

财务资源、人力资源和市场资源是构成企业资源的关 

键维度 [14]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将从这四个维度对异 

质性资源进行分析。 
(二) 研究假设 
1. 情感型关系与创业农民工异质性资源获取 

根据费孝通先生在 《乡土中国》 一书中提出的 “差 

序格局”理论，在中国乡村的人际格局中，个体都是 

按照与自己关系的紧密度来划分亲疏 [15] 。情感型关系 

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基于血缘的家人和亲戚，一个 

是基于地缘、学缘形成的老乡、同学等“熟人关系” 。 

情感型关系往往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具有“义务” 

和“人情”的特征。因此，农民工在创业初期，由于 

自身“地位弱势”与企业“新生弱势”的双重制约， 

主要依赖于家人、亲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来完成创业 

任务。创业者对于商业活动的认识和参与，客观上受 

到自己网络地位的影响 [16] ，其中，网络规模与关系质 

量是两个基本方面。 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关系规模越大， 

网络成员的异质性越强，就越容易接触到一些稀缺性 

资源 [17] 。朱秀梅和费宇鹏 [10] 、杨俊等 [14] 研究都发现， 

关系质量对双方资源交换的数量和质量有着直接影 

响。农民工创业者通过与掌握资源的网络成员进行沟 

通互动，加深彼此间的感情和信任，能够获得创业所 

需的资源，并且，彼此间的关系质量越高，在资源搜 

寻和获取过程中所需付出的代价越小。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  情感型关系能正向影响创业农民工获取异 

质性的技术资源 
H1b  情感型关系能正向影响创业农民工获取异 

质性的财务资源 
H1c  情感型关系能正向影响创业农民工获取异 

质性的人力资源 
H1d  情感型关系能正向影响创业农民工获取异 

质性的市场资源 
2. 工具型关系与创业农民工异质性资源获取 

工具型关系主要指创业者与供应商、客户、银行 

等经济主体建立的业务联系，这类关系往往基于明确 

的经济利益。李雪灵等认为，工具性社会关系是一种 

资源交换性质的市场关系，交往主要是为了满足彼此 

需要 [9] 。由于家人、 “熟人关系”等情感型关系的同质 

性较强，难以提供创业所需的全部资源，因此，创业 

农民工还需要通过工具型关系来满足创业资源需求。 

李新春和刘莉 [18] 研究指出，具有交易性质的工具型关 

系作为家族关系和熟人关系的补充，也是创业者获取 

市场机会和创业资源的重要途径。不过，工具型关系 

容易出现机会主义，且往往不会无条件提供资源。根 

据 Granovetter 的观点，交往频率能够增进网络成员间 

的认同和信任 [19] ，因而创业农民工提高与供应商、客 

户等网络成员的交往频率，可以降低利用工具型关系 

过程中面临的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一般来说，工具 

型关系的规模越大，关系质量越高，越有利于创业者 

接触和获得情感型关系无法提供的异质性资源 [20] 。例 

如，与相关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进行技术交流、从 

供应商那里获得特殊的优惠(折扣、赊销等)、通过客 

户关系管理保持和提升顾客忠诚度。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  工具型关系能正向影响创业农民工获取异 

质性的技术资源 
H2b  工具型关系能正向影响创业农民工获取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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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的财务资源 
H2c  工具型关系能正向影响创业农民工获取异 

质性的人力资源 
H2d  工具型关系能正向影响创业农民工获取异 

质性的市场资源 
3. 异质性资源与农民工新创企业竞争优势 

新企业的发展是不断探索和学习的过程，也是对 

拥有的各类资源进行整合和配置的过程。资源基础理 

论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企业对关键资源的有效 

获取和开发。在此基础上，Wang 和 Ahmed [21] 、董保 

宝和李全喜 [22] 等学者都认为，网络资源对新企业的竞 

争优势有重要影响。党兴华等指出，资源异质性不仅 

有助于企业提高难以被竞争者模仿的复杂技能水平， 

还能缩短研发时间、降低创新成本与风险 [23] 。可见， 

新创企业的长期发展需要创业者从外部获得有效的技 

术支持，才能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另外，农民工创 

业者主要集中在那些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的行业，面临 

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能否获得充足的财务支持对其实 

施创业以及新企业的存活具有直接影响。同时，为了 

增强自己的获利能力和生存能力，创业者需要以较低 

成本从外部吸引到必要的人员，员工的创造力能够为 

企业的发展提供智力保障。最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 

还必须通过商业化来最终实现价值创造，外部的商业 

支持能使企业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耿帅研究发现， 

集群内部的共享性资源是集群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 

要源泉 [24] 。也就是说，企业对外部网络资源的积累有 

助于构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并可以为新创企业带来 

“李嘉图租金”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  创业农民工从社会网络关系中获得异质性 

技术资源正向影响新创企业竞争优势 
H3b  创业农民工从社会网络关系中获得异质性 

财务资源正向影响新创企业竞争优势 
H3c  创业农民工从社会网络关系中获得异质性 

人力资源正向影响新创企业竞争优势 
H3d  创业农民工从社会网络关系中获得异质性 

市场资源正向影响新创企业竞争优势 

二、实证研究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江苏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创 

业与区域发展研究所“创业研究课题组”的问卷调查。 

课题组选取了我国安徽、江西和江苏三个省作为调研 

地点，在调查中采用面对面填写问卷的方式，问卷均 

由企业负责人填写，确保了数据收集的质量。课题组 

通过实地调研共获得问卷 220 份，其中有效问卷 183 
份，问卷有效率为  83.2%。具体的样本特征分布情况 

如表 1所示。 
(二)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问卷设计采用了 Likert  5 点计分法来对 

各变量进行测量，赋值如下：1表示“完全不同意” ， 
2表示“比较不同意” ，3表示“中立” ，4表示“比较 

同意” ，5表示“完全同意” 。 
1. 社会网络关系的测量 

情感型关系。 参考贾生华等 [25] 、 蔡莉等 [26] 的研究， 

本文从创业农民工的网络规模和关系质量两个维度来 

测量其社会网络关系。其中，情感型关系从创业农民 

工与亲朋好友的关系来考察，关系规模指主要联系的 

网络成员数量，关系质量则包括信任、沟通、承诺三 

个方面 [25] 。 

工具型关系。参考 Wu 等 [27] 学者的研究，结合农 

民工创业的实际情况，本文从创业农民工与合作伙伴 

的关系来考察创业农民工的工具型关系。同样从关系 

的规模和质量两个维度进行测量，具体测量题项见 

表 2。 

表 1 调查样本的特征分布情况 

特征 类别 频数 比例(%)  特征 类别 频数 比例(%) 

男  132  72.1  25岁及以下  13  7.1 
性别 

女  51  27.9  26~35岁  52  28.4 

20人以下  134  73.2  36~45岁  80  43.7 

21~50人  27  14.8 

年龄 

46岁及以上  38  20.8 

51~100人  9  4.9  小学及以下  18  9.8 

101~200人  4  2.2  初中  77  42.6 

200~500人  5  2.7  高中(中专)  60  31.7 

企业 

规模 

500人以上  4  2.2 

文化 

水平 

大专以上  28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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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需要对测量指标及数据的 

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检验。本文通过统计软件 
SPSS18.0来检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信度检验采用克 

尔巴赫(Cronbach)系数和项目总体相关系数(以下简称 
CITC)两项指标来考察。经统计，情感型关系与工具 

型关系的克尔巴赫系数分别为 0.856和 0.834，且各题 

项的 CITC均大于 0.5，说明量表的可信度较高。效度 

检验采用因子分析的载荷值来判断，由于各题项的因 

子载荷均大于 0.6，故认为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表 2 
为创业农民工情感型关系与工具型关系的信度、效度 

检验结果。 
2. 异质性资源的测量 

异质性技术资源。Dollinger 认为技术资源主要包 

括生产工艺、技术诀窍等 [28] ，本文据此形成了技术资 

源异质性的测量题项， 即与竞争对手相比，贵企业能： 

利用关系网络获得独特的产品开发技术；从关系网络 

获得领先的生产工艺；从关系网络获得本行业前沿的 

技术知识和信息。 

异质性财务资源。依据蔡莉和柳青对财务资源的 

定义，财务资源主要是指企业创建和成长中所需要的 

运营资金 [29] ，故本文通过以下三个题项来度量新企业 

对异质性财务资源的获取情况，即与竞争对手相比， 

贵企业能：获得企业所需资本的渠道很多；能以较低 

成本获得民间资本；在交易与合作中能获得赊销或更 

多的折扣等优惠。 

异质性人力资源。参考余绍忠等 [30] 学者的研究量 

表，本文通过以下三个题项来测量新企业异质性人力 

资源的获取情况，即与竞争对手相比，贵企业能：利 

用关系网络以较低代价获得企业员工；利用关系网络 

吸引到专业人才；从外部网络中得到针对性较强的指 

导和培训。 

异质性市场资源。王庆喜和宝贡敏 [31] 认为，市场 

资源包括了市场信息、销售渠道和业务支持等，因此 

本文从这三个角度对新企业异质性市场资源获取情况 

进行考察，即与竞争对手相比，贵企业能：利用关系 

网络有效拓宽销售渠道；从关系网络中获得异质性市 

场信息；从关系网络中获得大量特殊的业务支持。 

异质性资源的信度、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其中，人力资源、财务资源、技术资源和市场资源的 

克尔巴赫系数分别为 0.698、0.796、0.722 和 0.753， 

各题项的CITC也均大于 0.5， 说明量表的可信度较高； 

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或接近 0.6， 说明量表具有良 

好的效度。 
3. 企业竞争优势的测量 

对于企业竞争优势的测量， 董保宝和葛宝山提出， 

企业竞争优势会导致企业市场绩效的提高，但是它与 

绩效仍有差异，不能完全用绩效指标来衡量，它应当 

有自己的度量指标 [32] 。前期调研发现，农民工创办的 

企业大多“扎堆”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提供附加 

值相对较低的产品或服务，且同行之间产品或服务的 

差异性较小。 针对这些特点， 本文整合了Walter等 [33] 、 

朱秀梅等 [34] 的研究量表，使用以下 6个题项测量农民 

工新创企业的竞争优势，即与竞争对手相比， 贵企业： 

产品质量更高； 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盈利状况更好； 

开发或引进新产品(或新技术)的速度更快；市场反应 

速度更快；拥有更高的顾客满意度。 

企业竞争优势的信度、 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 

根据竞争优势的克尔巴赫系数为  0.853，各题项的 

表 2  社会网络关系的信度效度检验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T值  CITC 

1．您经常联系的亲朋好友很多  0.738  10.21  0.658 

2．您与亲朋好友拥有深厚的感情  0.712  12.08  0.723 

3．您与亲朋好友有频繁的互动交流  0.803  8.66  0.733 

4．您与亲朋好友的互惠往来很多  0.823  11.07  0.675 

5．您与亲朋好友之间相互信任  0.778  9.69  0.731 

情感型关系 

6．您与亲朋好友都忠实执行各自的承诺  0.760  13.28  0.722 

1．企业拥有很多的合作伙伴  0.797  12.65  0.729 

2．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沟通交流频繁  0.782  13.40  0.622 

3．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相互提醒存在的问题  0.734  9.82  0.688 

4．企业与合作伙伴能相互帮助解决问题  0.815  8.79  0.695 

5．企业与合作伙伴能共同协作克服困难  0.682  10.25  0.753 

工具型关系 

6．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都能信守承诺  0.704  10.33  0.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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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异质性资源的信度效度检验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T值  CITC 

1．利用网络关系获得独特的产品开发技术  0.605  9.88  0.698 

2．从网络关系获得领先的生产工艺  0.651  13.05  0.636 
技术 

资源 
3．从网络关系获得本行业前沿的技术知识和信息  0.678  9.71  0.712 

1．获得企业所需资本的渠道很多  0.839  10.83  0.711 

2．能以较低成本获得民间资本  0.681  12.68  0.582 财务 

资源 
3．在交易与合作中能获得赊销或更多折扣等优惠  0.685  9.52  0.730 

1．利用网络关系以较低代价获得企业员工  0.736  8.33  0.765 

2．利用网络关系吸引到专业人才  0.598  10.96  0.779 
人力 

资源 
3．从网络关系中得到针对性较强的指导和培训  0.665  10.45  0.615 

1．利用网络关系有效扩宽销售渠道  0.653  7.67  0.733 

2．从网络关系中获得异质性市场信息  0.766  9.80  0.687 市场 

资源 
3．从网络关系中获得大量特殊的业务支持  0.747  10.65  0.695 

表 4  企业竞争优势的信度效度检验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T值  CITC 

1．企业产品质量更高  0.683  8.07  0. 710 

2．企业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0.682  7.88  0. 732 

3．企业盈利状况更好  0.825  10.53  0.655 

4．企业开发或引进新产品(或新技术)的速度更快  0.661  8.69  0. 583 

5．企业市场反应速度更快  0.737  11.32  0. 756 

竞争优势 

6．企业拥有更高的顾客满意度  0.692  9.15  0. 729 

CITC均大于 0.5，可以认为量表的可信度较高；各题 

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  0.6，说明量表也具有良好的 

效度。

(三)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为了验证创业农民工的情感型社会关系和工具型 

社会关系对其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理，我们采 

用AMOS17.0软件对本文的理论模型进行结构方程模 

型分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如下：CMIN/DF  值为 
2.60， GIF值为 0.956， NFI值为 0.975， CFI值为 0.975， 
IFI值为 0.938，RMSEA值为 0.065，均达到了适配标 

准，说明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度。结构方程模型的分 

析结果如图 1所示。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为我们验证了农民工社 

会网络关系通过资源异质性的传导效应进而影响新创 

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路径，路径系数反映了变量间的 

影响强度和显著性，根据显著性检验基本原理得到的 

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 

由表 5 可知，在情感型关系对异质性资源获取影 

响的假设中，情感型关系对获取异质性的财务资源和 

人力资源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异质性技术资源和 

市场资源的获取无显著影响，故 H1b、H1c 通过了检 

验，而 H1a、H1d 未通过检验。情感型关系能够促进 

创业农民工对异质性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的获取，说 

明创业农民工越注重社会关系的积累， 关系规模越大， 

与相关网络成员的关系质量越高，就越容易获得专业 

人员的加盟或者培训指导， 能获得的资金支持也越多。 

但是情感型关系对异质性技术资源和市场资源的获取 

并没有促进作用，可能是因为创业农民工的亲朋好友 

等情感型关系中所拥有的技术资源和市场资源相对较 

少，使得创业者通过情感型关系很难接触到相关的技 

术和市场信息。 

在工具型关系对异质性资源获取影响的假设中， 

工具型关系对获取异质性的技术资源、人力资源和市 

场资源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异质性财务资源的 

获取无显著影响，故  H2a、H2c、H2d 通过检验，而 
H2b 未通过检验。工具型关系能够促进创业农民工对 

异质性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市场资源的获取，说明 

创业农民工与其他组织保持业务联系与合作，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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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表 5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路径系数  T值 结论 

H1a：情感型关系—异质性技术资源  0.09  5.26  未通过检验 

H1b：情感型关系—异质性财务资源  0.34**  7.92  通过检验 

H1c：情感型关系—异质性人力资源  0.22*  5.82  通过检验 

H1d：情感型关系—异质性市场资源  0.10  6.44  未通过检验 

H2a：工具型关系—异质性技术资源  0.18*  6.12  通过检验 

H2b：工具型关系—异质性财务资源  0.06  3.77  未通过检验 

H2c：工具型关系—异质性人力资源  0.32**  5.91  通过检验 

H2d：工具型关系—异质性市场资源  0.39***  5.79  通过检验 

H3a：异质性技术资源—企业竞争优势  0.48***  8.18  通过检验 

H3b：异质性财务资源—企业竞争优势  0.25*  5.32  通过检验 

H3c：异质性人力资源—企业竞争优势  0.12  6.55  未通过检验 

H3d：异质性市场资源—企业竞争优势  0.30**  7.65  通过检验 

注：* 表示 P<0.1, ** 表示 P<0.01, *** 表示 P<0.001 

新创企业获得商业关系支持。但工具型关系对异质性 

财务资源的获取并无显著作用。由于财务资源主要是 

指资金，创业者的工具型关系往往是建立在契约交易 

基础上的，加之新创企业具有“新生弱势” ，当创业农 

民工需要财务支持时，合作者更多的是出于投入产出 

的理性分析和对风险的考虑，而不愿意提供资金上的 

帮助，导致工具型关系的规模扩大和关系质量提高并 

不能直接促使农民工新创企业获得更多的来自合作伙 

伴在财务上的帮助。 

在异质性资源对企业竞争优势影响的假设中，异 

质性的财务资源、技术资源和市场资源对新企业的竞 

争优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异质性的人力资源对 

新企业竞争优势无显著影响，故 H3a、H3b、  H3d通 

过检验，而 H3c未通过检验。企业的本质是专业性资 

源的集合，充足的资源是企业成长的基础。通过异质 

性资源的积累，农民工新创企业能够克服内部资源不 

足的缺陷，强化组织的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竞争 

优势。然而，实证结果显示，异质性的人力资源对农 

民工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不显著。本文认为，这 

并不是说创业农民工对异质性人力资源的获取不能影 

响其新创企业的竞争优势，而是说明这种资源并不是 

广泛存在于创业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关系之中，人力资 

源通常需要借助社会招聘等正规渠道获得。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网络资源观，引入异质性资源作为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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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实证研究农民 

工社会网络关系对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理。我 

们将社会网络关系分为情感型关系和工具型关系，实 

证结果发现：创业农民工的情感型关系能提供异质性 

的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而工具型关系能提供异质性 

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与市场资源，并且，异质性的 

财务资源、技术资源与市场资源对新创企业的竞争优 

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上研究结论对于农民工创 

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 农民工创业者应当根 

据自身的实际需要来利用不同类型的网络关系。 例如， 

当创业者的异质性技术资源和市场资源较为缺乏时， 

应当建立更多的工具型关系，增强与相关网络成员的 

关系强度； 而当创业者的异质性财务资源较为缺乏时， 

应当拓展情感型关系的网络规模，提高彼此间的关系 

质量。 ② 不同类型的异质性资源对农民工新创企业竞 

争优势的影响存在差别，其中异质性技术资源对企业 

竞争优势的影响最为显著，异质性财务资源的影响较 

小，异质性人力资源则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因而农 

民工创业者需要明确获取网络资源的目标，提高资源 

获取的针对性。 

本研究为创业农民工利用社会网络关系提升新创 

企业竞争优势带来了几点管理启示。 

首先，农民工新创企业的内部资源有限，创业农 

民工应当注重情感型关系的维护，在创业过程中利用 

交流互动保持关系质量，通过家人、亲朋好友等情感 

型关系来获得必要的资源支持。 

其次，要想赢得持续性竞争优势，创业农民工应 

当提高自身的网络能力，跨越组织边界，增进与合作 

伙伴之间的信任，借助工具型关系来搜寻和获取可利 

用的独特资源。 

最后，除了强调对异质性资源的获取，创业者还 

要注重对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运用。创业农民工应当在 

创业过程中培养和增强对资源的识别和吸收能力，不 

断提高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在整合利用这些异质性资 

源的基础上塑造独特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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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network effect of migrant workers on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startup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based on the view 
of network resource 

ZHUANG Jincai, RUI Zhengyun 

(School of Management,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group  of migrant workers  expands  gradually,  but  their  new ventures  lack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which  restricts  their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and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Enterprise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mainly depend on their internal heterogeneous resources, but the lack of internal resources is often faced in 
the early stages of migrant worker entrepreneurship, and relations of social network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m 
to obtain the heterogeneous resources. This paper made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network relationship, heterogeneous 
resourc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based on the view of network resource, used the survey data of migrant worker 
entrepreneurs  to  analyz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migrant  worker  entrepreneur’s  “emotional”  relationship  and 
“instrumental”  relationship  on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ew  ventures.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otional” 
relationship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acquisition  of  heterogeneous  human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instrumental relationship”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acquisition  of heterogeneous human resources, technical resources 
and market resources; heterogeneous  financial resources,  technology  resources and market resource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migrant worker entrepreneur’s new venture.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  emotional  relationship;  instrumental  relationship;  migrant  worker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ew v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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