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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Dimitris G.Assimakopoulos教授2007年的专著——TechnologialCommunities and Network一书的中
译本，原英文版由Routledge出版公司出版，清华大学出版社决定将它翻译出版并介绍给中国读者，是
由于本书为技术创新与管理研究展示了一个新的视角。
这一研究视角把不同参与者与群体所形成的网络视为技术创新的新组织形式，认为创新需要在网络的
产生、采纳和传播的过程中实现，合作与共赢是创新网络的基础。
这一方向的研究最终把技术与社会网络紧密联系起来，认为技术形成与扩散总是伴随着某种社会体系
的形成与发展。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传统的技术创新理论是基于竞争的理念，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单个企业
针对竞争对手的行为，是一个企业为获取超越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而采取的行为。
基于竞争的创新研究视角在经济学与管理学创新研究中长期占统治地位，至少在我国是如此。
这一研究视角在面对知识密集型创新所表现出来的新特征，特别是基于计算机网络的新技术应用领域
，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
本书主张从关心企业竞争到注重协作与合作，从单一企业的创新行为到群体网络的“技术社区”。
这正是我们面对的技术创新表现出来的新特征所要求的。
以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在知识密集型技术创新活动中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加的情况下，
创新常常跨越组织的边界，分布于一系列的公司和其他生产知识的机构中，因而越来越需要关注不同
参与者组成的社团和网络对于技术创新的价值。
技术社区作为知识密集型创新的社会场所，其正规的和非正规的网络联系有利于创新信息的及时和快
速流动，有利于跨越体制的和组织的界限实现“分布式”创新。
促进这一发展的因素是信息与通信技术，基于计算机的技术使形形色色的参与者和群体围绕着新技术
的实施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可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活动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所
形成的以某一参与者网络为核心的个人网络社区对新技术开发产生着关键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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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借用社会学与人类学所发展的网络概念，揭示了知识密集型技术创新的特征。
技术形成与扩散总是伴随着某种社会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创新需要在网络的产生、采纳和传播的过程
中实现，合作与共赢是创新网络的基础。
技术社区作为知识密集型创新的社会场所，其正规的和非正规的网络联系有利于创新信息的及时和快
速流动，有利于跨越体制的和组织的界限实现“分布式”创新。
促进这一发展的因素是信息与通信技术，基于计算机的技术使形形色色的参与者和群体围绕着新技术
的实施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可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活动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所
形成的以某一参与者网络为核心的个人网络社区对新技术开发产生着关键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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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过去，社会学家主要在空间维度上将社区定义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地域性的系统。
从这种意义上，一座修道院、一个村庄或者一个里弄，都是由共同住在某一个地方的人员组成的比较
小的社区（Sampson 1968）。
定义一个社区的关键问题是在于其成员之间的联系方式。
例如，weber（1947：136）将社区关系定义为“基于各个方面的主观情感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这种
主观情感无论是感情性的还是传统习惯性的，它们都属于一种归属感。
”Nisbet（1970：47）认为一个社区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有如下的特征：团结、亲密、深度的情感、道德
义务、社会凝聚力和时间上的延续性。
这些特征对这个社区内成员的和睦相处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特点还可以解释这个社区的成员为什么能聚集在一起，形成并维持一个社会系统。
然而，这种观点常常隐含着这样的一个假设，一个社会系统必须是封闭的、内向型的和地方化的（例
子，请看Nisbet 1970；stein 1960），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上述特点。
但是这一观点在当今社会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对于像在国家范围内新的GIS社区之类的新技术社区（
见第5章）的研究，用处不大。
因此，社区的概念需要利用一种网络的观点来构思，由于参与者和他们之间的连接是这种思想的基石
，以后可以以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利用这些基石，使我们的思维摆脱社区以地域和群体为中心的定义
（wellman 1988）。
非邻近关系社区的观点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Webber 1964），将社区问题讨论的重点转向关注参
与者组成的社会网络内的共同价值、信仰和兴趣，而不是空间的邻近关系、血缘关系或者是社会系统
内存的某种必须的结合，如传统意义的村庄。
非邻近关系社区的观点被明确地用于表示学者社区的概念，或者被称为科学家们的无形学会（Crane
1972），例如，由于有共同的思想或科学兴趣，在加州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与在英国、日本或者澳
大利亚的学者们的联系可能要比与他／她在斯坦福的邻居们的联系好得多。
然而，非邻近关系社区的观点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
中世纪已经存在这样的群体社区了（比如本笃会的修道士们、建造哥特式的大教堂的泥瓦匠们），甚
至更早些出现在罗马帝国和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学院中（Popper 1998）。
人们也许会认为，这种类型的社区自始至终一直都存在。
但是，由于愈演愈烈的全球化趋势，非邻近关系社区今天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普遍得多。
或许，在第三个千年到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将属于这样的社区，没有物理中心、没有明确的地域
界限。
用当今流行的行话来讲，这些社区可以看成是虚拟社区（Rheingold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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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技术社区与网络:创新的激发与驱动》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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