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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振兴东北是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之后，中国内地经济的第四增长极。
进入21世纪，人们一直在期望东北抓住新一轮经济增长中重化工业兴起的机遇，走出一条新的东北老
工业基地的振兴之路。
卜长莉博士后从社会资本这一崭新的视角来研究东北振兴问题，并以此作为博士后研究的课题，探讨
东北工业企业的社会资本状况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试图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与发展提供新思
路，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社会资本与东北振兴关系的探讨还是一个创新性比较强、难度比较大的选题，为了使此项研究工
作能够持续进行并能有一个完整的结局，作者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还延长了博士后研究时间，这部
著作的写作从2003年到2006年用了长达3年多的时间。
后来，这一研究课题还获得了2004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应当说，作者敢于对社会资本与东北振兴这一重大而棘手的选题进行研究是有比较充分准备的，其博
士论文就是关于社会资本理论方面的，这篇博士后论文可以说是其博士论文的一种延续，但确是裂变
中的延续。
　　在此项研究中，作者以社会资本概念为分析框架，以对东北地区142家工业企业的调查为依据，深
入探讨了一个特定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这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该项研究的特别之处在于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分析潜力进行了挖掘和拓展，力图以此来开阔相关领域的
基本问题研究视野，并通过将之可操作化，应用于对老国有企业和新民营企业的研究。
该项研究据此提出的基本结论具有理论启发性和政策意涵。
该项研究的突出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验研究之前，作者用了较长的篇幅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理论和社会资本的理论做了较全
面和深入的回顾性研究，这有助于掌握前人关于企业社会资本思想的积累和成果，有助于对企业社会
资本进行深化研究，明确方向，同时也能为实际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第二，该书在企业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新进展，提出了一个富有文化意义的多层次
的社会资本概念，为深化和拓展企业家社会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在该项研究中，作者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了社会资本概念，即把社会资本视为企业和企业家在
经营中可以使用的各种社会资源。
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市场的网络化和信息的网络化，使得嵌入于一定社会结构的企业，其结构也朝
着网络化发展，企业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比企业的股东（stockholder）对企业的发展具有更加
重要的意义，企业组织的经营网络、企业信息的获得网络以及企业经营者的社会网络，在企业竞争中
越来越重要，这也是企业集群兴起的原因。
该项研究，实际上是把社会资源的获得网络以及维持这种网络的文化规范，视为企业发展的关键性因
素。
　　第三，该书对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在经验层面做了较为深入的探索，认为社会资本不足，既包括
存量、流量，也包括性质和构成。
社会资本多层面的构成应该是相互协调的，在实际的企业家行动中应该是相互补充、互相联系的。
某种类型或某种性质的社会资本较多，而其他类型和性质的社会资本不足，对企业发展也会造成不利
的影响。
社会资本不足是东北国有工业企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这种不足主要表现为企业家的社会资本以及
企业的社会资本在性质和构成上的不合理，因此积累和重建企业社会资本，应从完善企业社会资本构
成上入手，这是东北振兴的重要途径。
第四，该书还对社会资本的转换和生成问题在理论和经验层面进行了研究。
东北的民营经济起步晚，数量少，至今很少有学者对东北民营经济的发展特点及其走向进行过深入的
研究和探讨。
本书以通化民营企业为典型案例，在东北区域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揭示东北民营企业的发展特色，指出
社会资本的创造和转换是东北民营企业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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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的民营经济可以作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既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反映了东
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改造的具体路径。
以客观的态度剖析通化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解读其资本个性，有可能揭示或发现某些重要的但迄今
没有被注意到的问题。
　　此外，该书作者还对东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社会资本状况做了比较分析，还以10个鲜活的典
型案例真实地再现了东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改革大潮中的变迁轨迹。
该项研究表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间创业精神和嵌入社会关系中的市场网络（如小商品专业市场
和民间融资网络），并不一定完全适合大规模组织的东北经济。
在东北社会发挥关键作用的社会资本，有别于在东南沿海地区发挥关键作用的社会资本，这是一个带
有点“文化”色彩的议题，但却是一个能够进一步把企业社会资本研究引向深入的议题。
　　通过博士后研究，卜长莉博士实际完成了她研究道路的一种转变，即从理论研究到经验研究的转
变。
在我看来，这个转变还在持续，还没有真正完成，还要加倍努力，不断地探求社会学的真谛。
　　《社会资本与东北振兴——对东北地区142家工业企业的调查》这本著作是卜长莉博士后在其出站
报告的基础上，经过加工、修改和完善而撰成的。
这是一部在企业经营的社会学研究方面很有开拓精神的著作。
但该书也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完全回答人们的疑问，同时我也不太同意作者在“社会资本”的概念之下
，使用过多的次属概念，从而使理论体系变得过于复杂，这种复杂性影响了理论体系的清晰性，但这
种复杂性也的确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拓宽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视野。
卜长莉博士为了此项研究，在经验调查方面花了很大力气，这是我很赞赏的，不仅做了大量的个案调
查，还进行了规模较大的问卷调查，这对一项博士后研究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尽管其在问卷统计数据的分析方面还是一个新手，但进步很快。
卜长莉博士对深入调查的执著、对东北振兴的情愫和从事研究的使命感，为其今后学术研究工作的开
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希望作者脚踏实地，不断地努力追求，完善自我，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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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资本是一个悄然兴起的、日益引起我们重视的新理念，已经成为推动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
因素。
　　本书以社会资本概念为分析框架，以东北地区142家工业企业的调查为依据，深入探讨了一个特定
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这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书中不仅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社会资
本状况分别进行了经验研究、分析阐述和比较分析，还以十个鲜活的典型案例真实地再现了国有企业
和民营企业在改革大潮中的变迁轨迹，同时还能获得理论性的启发和政策性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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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问题和理论探讨　　一 问题的提出：萦绕我心的东北振兴　　我对社会资本与东北振兴
问题的思考，可以溯源到2001年的盛夏，在吉林大学举办的“当代社会学与中国东北地区经济社会结
构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时。
虽然以我当时的学生身份，并不足以成为该会的正式参加者，但我却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这次会议，
受这次国际会议主题的启发，还写了一篇参会论文——《企业社会资本与吉林工业经济振兴》。
选择这个题目时我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还很朦胧、很含混，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概念在当代社会学中
所富有的生命力、创新性和启发性，但我却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把社会资本与东北振兴结合起来，
从企业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企业家的社会联系三个方面着手分析了吉林省工业企业的社会资本状
况，指出社会资本不足是吉林工业企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要振兴吉林省老工业基地就必须积累和
再生产社会资本。
虽然在那次会议上我没有机会宣讲我的论文，但我关于“社会资本与东北振兴”的这一最初思考，形
成了我继续深入研究此课题的基本假设、基本逻辑和基本规则，为在此方面的进一步探索埋下了一颗
种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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