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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制造网络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作者彭新敏遵循经典的“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逻辑
，建立了“网络结构—学习类型—创新绩效”的理论框架，并通过严谨缜密的、逐层深入的研究设计
，综合运用大样本调查研究和纵向案例研究的混合研究方法，深刻揭示了当前环境下全球制造网络对
中国本土企业学习和创新的作用机制。
　　《全球制造网络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有效地分析了中国本土企业在网络条件中学习和创新的成
功经验，为更多企业在网络中开展学习并通过平衡探索性和利用性学习来利用好有限资源并掌握创新
能力提供了有效的路径引导。
此外，其研究成果还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高度全球化、开放化、网络化环境中所蕴藏的巨大
学习机会，从而为中国本土企业创造更加适宜的创新政策环境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更具重要意义的是，基于扎实的中国实践研究，它将使中国学者所研究的全球制造网络环境下的创新
理论成为能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认同、更具广阔应用空间的理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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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新敏，浙江万里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
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受资助培养人员、浙江省第一期“之江青年社科学者”行动计划成员、宁
波市领军与拔尖人才第二层次培养人员、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带头人第二批培育对象。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软科学计划等10余项市级以上研究课题，在《管理世界》等刊物上发表
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编教材1部。
　　主要研究方向：全球化网络制造、企业战略与创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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