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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索成员竞合战略的选择对网络组织的影响 ,构建的复杂适应系统模型模拟了既定规则下成员

的战略选择过程。仿真结果发现 ,系统整体产生了复杂的“涌现”现象。研究结果表明:竞争普遍存在;合作成

本足够小时 ,主体趋向合作;环境影响主体战略。由此可知 , 充分发挥主体的主动性 、努力构建良好声誉和积

极发挥环境影响作用 ,可促使其调整战略获得竞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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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urvey how the co-opet ition choices of members influence netw ork organization in a

complex adaptive sy stem this paper simulates agents' strategy-choice process under certain rules

through game experiments.The result reveals a macroscopic law Emergent Phenomena , and that

competition is w idespread , agents w ill cooperate w hen the cost of cooperation is low enough , and

the environment affects the members' st rategy choice.It is concluded that adjustment of co-opeti-

tio n strategy and realization of co-opet ition advantage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initiatives , reputa-

tio n building and envi ronmental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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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组织是一个由诸多个体按照一定的方式

相互联系起来的复杂适应系统 ,组织内个体成员

之间 ,以及个体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合作与

竞争 。已有研究利用演化博弈和系统动力学等相

关理论分析说明了合作竞争是网络组织形成和演

化的推动力[ 1-2] 。目前对网络组织内部行为的研

究内容和方法已统一了观点 ,即已由过去纯粹的

竞争型行为转变为竞合型行为 ,博弈类型也由个

体间的博弈延伸到群体之间博弈[ 3] 。传统的博

弈论对竞合行为的研究 ,主要体现在通过实验模

拟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行为 ,发现竞合规律 ,寻求出

现(或不出现)合作均衡的条件[ 4] 。而目前包括

典型的 ESS 策略和 TFT 策略也没有解决个体策

略类型的转变对整体的影响及群体战略改

变[ 5-6] ,也就难以对网络组织成员竞合战略的选

择和调整有深入的认识。为了明确网络组织在动

态环境中其成员选择合作战略还是竞争战略 、竞

合作用强度如何以及对其整体网络的影响 ,仍需

考虑成员的个性特征和行为偏好。虽然现实操作

中很难做到对大规模的网络组织内的竞合关系进

行长期的跟踪 ,但随着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发展

和计算机模拟技术的进步 ,复杂系统仿真为网络

　
第13卷 第1期

2014 年 1 月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Beijing Jiao 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13　No.1
　Jan.2014



组织的研究提供了不同于用牛顿科学范式分析问

题的新手段。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对网络组织

中适应性主体行为进行动态模拟 ,描述网络组织

内主体之间交互的动态过程 ,以揭示造成这一复

杂性的影响因素 ,期望能达到对网络组织成员实

施竞合战略更透彻的理解 。

一 、模型思想

群体成员在一次合作之后 ,由于在一定规则

下的各成员的实际分配收益与该成员进入群体前

的先验基准收益存在偏差 ,这就构成了有些成员

行为发生改变的动因 。实际收益低于基准收益的

成员就会降低自己的合作意愿而部分地选择非合

作战略[ 7] 。基于上述观点 ,模型认为群体成员在

“预期-实际-行动”的反馈回路中进行着有限理

性的交往行动 ,即每个主体可采取的行为有两种:

竞争与合作 ,采取何种战略取决于主体在前一时

期选择某一种行动方式后所获得的“实际收益”和

“预期收益”的关系 ,即通过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

的比较后 ,按照规则在“竞争”和“合作”之间进行

决策 。

在一个大小为 31×31的视图所形成的 961

个瓦片上定义三种主体类型:由于网络组织的演

化处于动态开放的环境中 ,因此设定了黑色的环

境主体 ,模型中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主体的活动 ,而

主体的活动也改变着它的取值;红色的合作主体

在交往中选择战略合作 ,即该主体从周围的合作

伙伴那里获得一定的合作利益 ,但是同时要付出

一定的合作代价;绿色的竞争主体本质上的自私

性 ,即在群体活动中仅考虑从周围主体获取自己

所需的资源 ,而不付出任何代价。

根据在 Nelson&Winter(1982)在演化经济学

中对企业主体的描述 ,设定模型主体满足如下

假设:

假设 1:主体是异质的 ,且各具特色的行为个

性。按照 Moore型邻域定义 ,每个主体与周围的

8个主体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网络组织

“邻域” ,该邻域中的主体由黑红绿三种类型主体

随机构成 ,每个中心主体与周围邻域中的“主体”

进行着不同的交往活动。

假设 2:主体本质是自私的 ,以追求收益最大

化为目标。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 ,不断地利用邻

域资源来实现收益值 ,且主体总是优先比较邻域

内不付出任何成本的竞争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的

情况 ,如果邻域内竞争实际收益大于预期收益 ,那

么中心主体选择竞争战略;而在不满足的情况下 ,

主体考虑合作 。

随着模型时钟计数器启动 ,各个主体在满足

假设的前提下 ,重复执行模型的规则。

二 、模型设计

本模型实现了主体合作竞争战略选择的模

拟 ,其仿真流程如图 1所示。

图 1　主体战略选择流程图

初始 t 时刻 ,主体按照既定概率在视图中随

机分布 ,每个主体的“邻域”成员在位置和数量上

随机生成 ,且主体采取合作条件需要付出一定合

作成本 ,而采取竞争战略则不考虑从其他主体获

利的成本。因此 ,不同类型中心主体的收益就可

以表示为

P
t
(0 , 0)=

1 +α∑b
t
ij 　　i , j =0 ,1

　　　且 Agent(0 , 0)=1

1 +α∑b
t
ij -C　　i , j =0 ,1

　　　且 Agent(0 , 0)=2

1　　　　i , j =0 ,1

　　　且 Agent(0 , 0)=3

(1)

其中 , Agent(i , j)=1 、2 、3时分别表示该主体为竞

争主体 、合作主体 、环境主体 ,特别是 Agent(0 ,0)

为中心主体 。α为获取交往收入的系数 , b tij标记

了主体是否收获其他主体共享的收益 , 若 A-

gent(i , j)=2 时 ,则 b
t
ij =1;而 Agent(i , j)=1或 3

时 , btij =0;而 C 为主体合作所付出的成本 。

t时刻 ,某中心主体观察其所在网络组织邻

域内不同类型的收益情况以更新其收益值。模型

中合作收益用 COP
t 表示 、竞争收益用 CMP

t 表

示和环境收益用ENP
t
表示

CMP
t =∑P

t
ij 　i , j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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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 Agent(i , j)=1 (2)

COP
t
=∑P

t
ij 　i , j =0 ,1

　　　且 Agent(i , j)=2　 (3)

ENP
t
=∑P

t
ij 　i , j =0 ,1

　　　且 Agent(i , j)=3　 (4)

　　最后 ,确定 t+1时刻主体所要采取的交往战

略。为了便于与随机产生的预期收益 ω比较 ,本

模型将 COP
t
、CMP

t
和ENP

t
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COPW
t =

COP
t

∑P
t
ij +η

　　i , j =0 ,1　(5)

CMPW
t
=

CMP
t

∑P
t
ij +η

　　i , j =0 ,1　(6)

ENPW
t =

ENP
t

∑P
t
ij +η

　　i , j =0 ,1　(7)

其中 , η表示环境变量 ,初始值为 0。依据自利主

体假设 2 ,通过竞争收益与随机产生预期收益 ω

相比较 ,如果竞争收益大于预期收益 ,那么主体在

t+1时刻将采取竞争战略;反之主体将会采取合

作战略 ,所以有

Agent(0 ,0)=1 ,且 b
t+1
ij =0 , ω<CMPW

t
(8)

Agent(0 ,0)=2 ,且 b
t+1
ij =1 ,

　　　CMPW
t <ω<COPW

t +CMPW
t(9)

Agent(0 ,0)=3 ,且 b
t+1
ij =0 ,

　　　COPW t +CMPW
t <ω　 (10)

　　以此决定主体在 t +1时刻将采取的竞合策

略 ,也即主体的颜色 。随着时间推移 ,主体根据 t

+1时刻的邻域值更新主体的合作收益 、竞争收

益和环境收益后 ,再次与预期收益进行比较进而

选择在 t+2时刻的竞合战略 。

三 、模型仿真分析

本文利用 NetLogo平台建立了一个复杂适应

系统模型 ,该技术可对二维空间中大量可移动主

体 ,随着时间推进的交互作用 ,通过微观个体的属

性的不断变化 ,将系统的宏观现象和规律表现出

来。假定初始时刻在 31×31的视图中分别以小

于 0.2的随机概率产生绿色竞争主体和红色合作

主体 ,其余部分生成环境主体 ,此时变量 C=0 , α

=0 ,而 b
t
ij根据随机产生主体的不同 ,分别取 0或

1 ,形成了模型的初始环境 ,生成初始模型如图 2

所示 。以下将编程模拟网络组织成员竞合战略形

成过程。

图 2　模型初始状态

　　改变其中的一些参数进一步仿真模拟 ,发现

各类主体在数量关系上发生了复杂变化 ,并呈现

出以下规律:

1.取 C=0.10 , α=0.40时 ,即中心主体要

为合作付出 0.10成本 ,而与每个合作或竞争主体

交往可获得的收益系数是 0.40。初始时刻合作

和竞争主体的数量相当 ,但经过 101个时间步的

模拟 ,竞争主体变为 734个 ,占据主导地位 ,而合

作主体逐渐减少为 22个 ,如图 3和 4所示。继续

调节变量 ,收益系数相同而存在一定的合作成本

时 ,以上主体演化趋势仍保持竞争主体占优 。模

拟结果表明 ,由于竞争主体获得了足够丰厚收益 ,

所以吸引了新的竞争主体加入到网络组织中来 ,

导致了绿色主体猛增挤占了有限环境;而且考虑

到合作成本 ,原有合作主体改变战略变为竞争主

体 ,这使得红色合作主体减少 ,同时也是绿色竞争

主体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进一步模拟发现 ,通

过改变变量 α值大小并不会改变竞争主体数量

增长趋势 ,这一结果说明第一种情况的竞争是普

遍存在的 。

图 3　竞争主体占优

2.取 α=0.20 ,主体间交往可获得的收益系

数是 0.20;而 C足够小时 ,这里取 C=0 ,表示此

时合作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从初始化模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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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主体数量趋势图(1)

运行 101个时间步 ,得到与第一种截然不同的情

况 ,合作主体增至 751个 ,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竞

争主体减少为 150 个 ,如图 5 和 6 所示。保持 C

足够小 ,调整主体间交往的收益系数发现合作主

体占优趋势不变 。可见 ,在合作成本忽略不计的

条件下 ,若实施获益相同竞争和合作战略 ,那么主

体更趋向于合作 。而事实上无合作成本几乎是不

可能的 ,也就是说 ,此情况趋于理想化。

图 5　合作主体占优

图 6　各主体数量趋势图(2)

3.基于第一种情况(C=0.10和 α=0.40),

若此时调节环境变量 ,如取 η=0.18 ,同样在经过

101个时钟步长后 ,对比视图中各种主体的数量 ,

结果如图 7和图 8所示。与第一种情况下的图 3

和图 4相比 ,此两图中合作主体占多数 ,说明在演

化过程中不再是被动适应环境 ,而是借助主动的

激励措施 ,例如实施鼓励合作的政策 ,可以引导竞

争主体改变战略 ,推动合作的开展 。η取不同值

时对模型影响的结果不同 。这说明环境作用是可

以调节两类主体数量关系并影响主体战略选

择的 。

图 7　环境变化后合作主体占优

图 8　各主体数量趋势图(3)

通过以上模拟网络组织中主体(成员)对合作

与竞争战略选择的过程 ,说明了为能动主体赋予

简单规则后 ,在复杂环境下主体间相互作用 ,呈现

出系统整体稳定的宏观规律即涌现现象 。这些现

象很好地反映了网络组织中主体对合作竞争战略

选择的过程是基于收益比较分析的过程;同时 ,也

揭示了成员在长期的竞争与合作中 ,可根据自身 、

邻居和环境的情况 ,不断调整自身的策略。

四 、策略分析

模型虽然只为位于 Moore 邻域中心的主体

确定了一种颜色即一种战略 ,但从其战略选择过

程可以看出 ,该中心主体所实施的战略是以合作

为主导的或是以竞争为主导的混合战略 。这也表

明了当前组织成员间不存在纯粹的合作和绝对的

竞争。也就是说 ,非完全共同利益网络组织成员

处于“竞合”状态 ,即既合作又竞争。上述模型同

时反映了成员在对其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比较后

进行竞合战略选择时 ,声誉 、自身与外界环境作用

影响主体对战略的偏好 ,进而主体发挥能动性调

整着自身的发展战略。因此 ,这里把影响竞合战

略调整的因素归结为三点并提出以下策略。

1.充分发挥主体的主动性 。网络组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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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表现出来的主观愿望和偏好

导致了战略行为的产生 ,因而 ,认知和需求成为推

动其与其他主体合作的基本动力和先决条件 。成

员是具有适应性的主体 ,其所处环境与所具有的

个性特征 ,文化积淀和价值观影响着他们对价值

和利益的认识 、对未来收益的判断和战略选择。

同时 ,主体所具有的主动性 ,使其不再被动地接受

现状 ,通过对机遇和挑战的分析 ,寻找有效途径来

影响周围环境 ,促进更有益的发展条件的出现。

因此 ,积极利用主体适应性 ,并充分发挥主体的主

动性 ,是系统产生整体 、动态涌现现象并优化的

“活”的机制。

2.努力构建良好声誉 。声誉是利益相关者

对主体过去的行为和结果的感知 ,表现出其为利

益相关者提供有价值的产出能力。声誉的内涵揭

示了选择具有良好网络声誉的个体并与其合作 ,

往往会带来更大的收益;反之 ,为了短期利益的行

为将会通过网络信息传递机制 ,降低合作的意愿 ,

最终影响未来竞合战略的选择 。因此 ,建立声誉

评级系统 ,并侧重行为过程感知的分析 ,必将有助

于个体赢得卓越的口碑 ,构建成熟 、稳定的关系网

络 ,同时也有助于促进系统整体的良性和可持续

发展 。

3.积极发挥环境影响作用。对于特定主体 ,

由于复杂适应系统中的环境是由其他适应性主体

组成的 ,该主体与环境间的交互作用表现为不断

地“学习”或者“积累经验” ,并且根据学习到的经

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 。因此 ,一方面 ,组

织成员间的互动使得知识 、技术和信息等在网络

中得到传播 ,进而主体在信息和资源的交流中获

得经验 ,可实现网络中的共同进步;另一方面 ,为

实现共赢 ,发挥政府和第三方组织的引导和监督

作用 ,努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 、协会等的

参与不仅可以保障其公平的发展环境和稳定的社

会秩序 ,而且制定和颁布合理有效的政策和制度

可以刺激成员增加合作需求 ,促进成员在竞争中

积极合作 ,达到引导其快速发展的目的 。

五 、结　　语

模型模拟结果不仅很好地反映了竞合关系所

产生的“涌现”现象 ,而且指明了网络组织成员根

据主体主动性 、声誉和环境的作用来调整竞合发

展战略的可操作性。尽管模型摆脱了从某个企业

的立场上寻找相关对策的模式 ,分析了网络组织

行为背后各成员相互制约 、相互作用的内在规律 ,

希望后期研究能量化策略的影响效果 ,并进一步

分析选择合理策略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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