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1002 - 980X(2006) 09 - 0006 - 04

基于区域创新视角的产业集群研究
王泽强

(安徽省委党校 经济学部 ,合肥 230022)

　　摘要 :产业集群提高了集群内企业的创新能力 ,而使其成为区域创新的发源地。产业集群所产生的集群效应可

以充分发挥区域内各种资源要素的整合力 ,产生持续的区域创新优势。通过实施产业集群战略 ,培育区域创新优

势 ,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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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集群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优势便是其创新的

效应 ,产业集群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特殊的区域创新

系统。由于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和其他机构聚集在某

一特定区域内 ,具有较为丰富的创新条件和环境 ,各

创新行为主体之间的创新活动呈现系统性或网络

状 ,而使得产业集群和区域创新之间形成特定的耦

合关系。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

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增进区域创新优势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通过实施产业集群战略 ,培育区域创新

优势 ,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优势分析

产业集群是由大量相互关联的企业及支撑机构

在空间集聚而形成的。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之间有

着明显的互动关系 ,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通常衍

生着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 ,而区域创新网络

的形成和发展则又可进一步促进了知识与技术在产

业集群内的创造、储存、流动和应用 ,进而又不断提

高产业集群内的区域创新产出和集群区内创新主体

的持续创新能力 ,使得产业集群最终成为区域创新

的发源地。

产业集群的创新活动是企业及各支撑机构之间

的一种互动学习的集体活动 ,竞争合作在其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活动特别强调集

群内的创新主体 ———企业与相关的支撑机构之间在

创新过程中所产生的互动行为。在产业集群内 ,高

等院校和各种研究机构及中介机构等创新主体或支

撑机构通常都会融入企业的生产和创新活动之中 ,

产学研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互动行为 ,实现了区域内

的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 ,增进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 ,

保证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功能的不断增强。地理上

的接近性、业务联系的紧密性以及信息交流的便捷

性 ,使得产业集群内众多关联企业之间的学习和竞

争效应显著 ,企业及支撑机构间的密切关联性在产

业集群内形成了一种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的竞争合

作的机制 ,使得这种集群式的区域创新活动具有更

高的成功率和更长的持久性。集群内企业之间的既

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促使它们必须边干边学习 ,即所

谓的“干中学”。集群内的创新主体间的集聚 —竞争

—合作 —学习 —创新的互动的动态行为过程 ,使整

个产业聚集俨然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学习型的创新组

织网络 (如下图 1) 。同行之间的相互竞争压力 ,促

使企业必须边干边学 ,将竞争的压力进而转化为创

新的动力 ,竞争压力不断激励着企业的技术创新。

产业集群这种集聚 —竞争 —合作 —学习 —创新过程

则构成了其独特的网络化区域创新模式。对于市场

上任何一个具有市场潜力和前景的重大技术创新 ,

集群内的企业几乎都会通过快速学习、消化和吸收

创新的成果 , 不断推动着企业的创新能力从模仿创

新到自主创新的升级 ,进而促使集群内的企业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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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区域经济从原来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 ,发

展为基于区域创新能力的竞争优势。

图 1 　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网络构建

二、产业集群区域创新优势的形成机制

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优势的形成是多个方面共

同作用、不断累积的过程 ,即专业化的分工协作、技

术扩散与知识外溢、特定的制度环境以及政府支持

等诸多因素之间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与融合 ,共同

推动而形成的 (如下图 2) 。

图 2 　基于产业集群区域创新优势的形成机制

(一)分工协作

魏守华〔1〕认为 ,企业与企业间形成分工协作的

网络 ,促进了创新活动的展开。产业集群内的企业

和其上下游的供应商 ,甚至竞争对手在生产、销售、

产品开发、售后服务等进行合作与交流 ,通过合作 ,

可以共同解决技术难题、研制新产品、创建“区位品

牌”。赵强等人〔2〕则指出 ,在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

倾向于产品创新 ,大企业倾向于工艺创新 ,这种创新

对象的分工 ,使得企业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 ,减少了

技术创新失败的风险和损失。

产业集群具有很强的分工协作性 ,这也正是其

能不断成长的重要原因。产业集群所创生出强大的

区域创新优势 ,也正是以专业化的分工与协作为基

础的。基于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及相关支撑

机构之间 ,通过地理位置上的集中或靠近 ,而建立起

长期、稳定的创新协作关系 ,产生了具有区域创新功

能的区域聚集效应。当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程度 ,

企业及相关支撑机构间的专业分工与协作网络就会

日趋完善 ,一些特定的生产工艺流程会逐渐从原生

产企业中分离出来 ,形成一批专门从事某种工艺加

工的配套企业。借助于分工协作关系 ,集群内的创

新主体能够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创新某一特定的产

品 ,甚至某一特定环节 ,每个企业专司一个零配件或

部件 ,创新的内容专一 ,大大降低了创新的风险和成

本。集群内的各个企业和机构基于分工协作的网

络 ,保证了创新的协作变得更富有成效 ,提高了创新

的效率和速度 ,推动着集群内的合作创新活动源源

不断地展开 ,为合作创新提供着肥沃的土壤 ,进而促

使产业集群成为区域创新活动的栖息地。

(二)技术扩散

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优势同集群内的技术扩散

之间有着相互促进与增强的关系。蔡铂等人〔3〕的

研究表明 ,知识的外溢效应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降低 ,

产业集群在地理上的靠近性促进了隐含知识和复杂

知识的获取和转移 ,集群化为隐含性知识的交换提

供了一种机制。王永杰等人〔4〕也认为 ,产业集群为

企业提供更多的创新机会 ,而基于共同文化基础的

企业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 ,可以促进知识特别

是隐形知识的交流和传播。由于空间的聚集使交流

变得相对比较容易 ,从而有利于促生新的技术集群

推进技术创新。

产业集群内技术扩散和知识流动的速度要明显

快于非集群化的企业。集群内相互关联、高度专业

化的产业在空间的接近性和共同的产业文化背景 ,

都促进了技术的扩散和知识的流动。技术扩散对企

业生产率的提高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许多情况下 ,技

术扩散与 R &D 投入对创新活动同样重要。例如 ,

日本在 1970 - 1995 年间 ,技术扩散对提高生产率的

贡献甚至比直接加大研究开发支出要大得多。高度

专业化的技能和知识的堆积、密集分布的支撑机构

在地理上或产业组织内的相应集中、相关企业与竞

争者的竞争与合作、各种的正式和非正式合作与交

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形成的技术和知识由产业集

群的中心向四周扩散与传播等方面 ,都为集群内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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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施创新活动提供了重要源泉与物质基础。

(三)创新环境

萨克森宁〔5〕曾对硅谷和 128 公路地区这两个重

要的高技术产业聚集地发展的差异性作了较为深刻

的比较分析后发现 ,造成发展差异的原因在于各自

存在着不同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 ,硅谷的自由创

新、竞争合作的制度环境 ,使其不仅成为高科技企业

的聚集地 ,也是创新精神的栖息地 ,而 128 公路地区

由于继续承袭传统与封闭 ,则逐渐凋敝。王缉慈〔6〕

认为 ,产业集群以多种不同的方法建立了非常有益

于创新的环境 ,产业集群环境下的人与人之间面对

面的交流和劳动力的流动 ,都使商业知识、金融知识

和技术知识的流通得到改善 ,以刺激创新产生。李

植斌〔7〕在对浙江省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环境的研

究中指出 ,产业集群区的经济活力产生于特殊的创

新文化和社会关系根基 ,浙江省产业区中的企业是

根植于本地的社会网络之中 ,具有根植性 ,产业群的

竞争力就在于产业区中企业的根植性。

产业集群不仅是一种经济地理现象 ,更是地理、

历史、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制度变迁的结果。良

好的创新环境以及企业扎根于特定的文化环境 ,是

形成产业集群区域创新优势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地理上的邻近和共同的专业知识 ,企业间存在着大

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机会 ,这就为企业相互学

习和交流提供了基本的环境条件。与此同时 ,产业

集群内往往存在着共同的文化传统、行为规则和价

值观 ,而相同的社会文化氛围则能够促使集群内部

形成一种相互信赖关系。产业集群内部成员间的相

互了解和信任 ,加强了成员间的技术合作 ,降低了合

作的成本。有效的合作与互动关系使产业集群内的

知识要素流动更加频繁 ,各类知识相互融合、碰撞的

概率增大。集群内各行为主体在频繁的互动行为过

程中形成了彼此高度信任、共同价值取向、相同文化

背景等共同促进的非正式组织制度 ,而无须其他高

成本的正式制度安排 ,便能有效地降低和化解了组

织发展过程中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性。另外 ,产业集群内富于冒险和创新的热情与勇

气 ,对创新活动普遍持有积极态度 ,则是构成其创新

的又一原动力。处于这种创新文化环境中的企业 ,

对市场具有特别敏锐的洞察力 ,善于发现市场潜在

的需求 ,并在利益驱动下 ,产生创业及创新的强烈愿

望 ,这又更加强化了产业集群创新的环境氛围。

(四)政府支持

王缉慈〔6〕指出 ,在区域范围内 ,政府需要以集

群政策替代产业政策 ,以促进区域和产业竞争力的

提高 ,这是因为产业政策在为重点发展产业提供更

好的发展空间的同时 ,对市场的高度保护和资源配

置上的倾斜可能有害于竞争。张平〔8〕则认为 ,政府

的作用是促进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活动的关键要素

之一 ,政府支持与其他关键要素具有相互制约和促

进的关系。盖文启〔9〕通过调查发现 ,地方政府在基

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网络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政府的支持作用包括各种优惠政策扶持、资金辅

助及其他方面的服务与支持等。

产业集群所产生区域创新优势的原因在于相关

的企业和机构形成的有利于学习与创新的网络关

系。政府试图通过种种优惠措施招商引资或者以行

政手段将不同产业没有相关性的企业聚集在一起 ,

那么产业集群的创新网络关系就难以建立。实际

上 ,产业集群的产生并非是政府所刻意复制的结果。

但是 ,这也并非意味着政府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

展中毫无作为 ,相反 ,政府在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

的过程中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政府的作用的

着力点不在于“制造”产业集群 , 而是遵循其成长机

理 ,通过各种支持的措施促进和培育产业集群的不

断壮大 ,为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与公

共服务 ,维护竞争规则 ,发展各种中介机构与服务 ,

引导和促进企业与中介服务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协

作 ,为各种非正式交流活动提供便利和空间以及创

造一系列优惠的法律、税收、金融等政策方面的制度

环境 ,来激励着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功能的发挥。

如近几年浙江的许多传统产业集群能够不断向区域

创新集群演化 ,一个关键原因是政府加大了科技投

入和与企业分担技术创新成本 ,并采取了一系列有

利于产学研合作和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

三、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优势培育

由于产业集群能够极大地提升区域创新优势 ,

因此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 ,应根据产业集群发展的特

点及产业集群区域创新优势的形成机制 ,积极实施

产业集群战略 ,不断培育区域创新优势 ,构建基于产

业集群的区域创新网络 ,这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构筑开放的区域创新网络

在开放的区域创新网络内 ,知识、技术和信息能

实现快速的传播 ,可以极大地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实施产业集群战略的关键 ,首先必须努力培育多元

主体参与、多种创新资源流动和开放型的区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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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实现创新网络内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政

府以及具有创新服务功能的中介机构等各个行为主

体间的相互分工与协作 ,形成以企业为区域创新中

心 ,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政府之

间的密切合作的、中介机构积极参与的、具有知识配

置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区域创新网络 ,从而增强集群

内的企业及整个区域的创新能力和区域创新优势。

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优势的形成

过程中担当着创新源的角色。美国硅谷电子信息产

业群就是以斯坦福大学为创新源 ,并且在其发展过

程中始终得到斯坦福大学在技术和人才上的支持 ,

这为硅谷的迅速崛起 ,继而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的电

子信息产业研发和制造中心奠定了基础。台湾新竹

科技园区的信息和资讯产业群的发展则是以台湾电

子技术研究院为创新源 ,而为台湾成为世界上第三

大资讯产品的生产地区和第四大半导体制造地区做

出了重要的贡献。有鉴于此 ,在构筑我国的区域创

新网络过程 ,需要更加注重和加强产学研之间的合

作与交流。

(二)培育有利于创新的区域文化

培育和内生出一种具有创新和创业精神、鼓励

冒险和宽容失败、支持人才合理流动和竞争与合作

的区域文化氛围 ,对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优势的形

成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中较

为缺乏信任、竞争与合作的观念 ,而产业集群的产生

与发展又十分需要一种彼此信任、相互竞争和合作

的精神。对于集群内的不同主体而言 ,它们既是竞

争者 ,同时也应该成为真诚的合作者 ,这样既能促进

和整合现有知识、技术、信息等资源的传播速度 ,又

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与经营风险 ,而能够提高整个

集群内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因此 ,在实施培育和发

展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网络的战略过程中 ,需

要特别重视加强对彼此信任、竞争与合作以及持续

创新和不断创业的区域创新文化的培植。此外 ,还

应该鼓励和支持人才与创新资源的合理流动 ,促进

企业内外的多种纵向、横向的正式或非正式交流与

合作 ,实现资源的共享 ,努力获取知识外溢效应 ,将

竞争与合作、彼此信任的创新文化氛围渗透并根植

到各个角落 ,实现创新文化的本土化和内生化。

(三)构建分工协作的产业体系

产业集群应围绕主导产业进行重点建设 ,配套

开发 ,努力构建分工协作的产业体系及其相关产业

的网络 ,集群内不应追求产业结构的“大而全”和“小

而全”,而应追求较强的专业化 ,通过专业化地分工

而获取并发挥区域创新的集群效应和协同效应。对

于产业布局要坚持以分工协作、本地结网而形成产

业集群为导向 ,要重视相关产业之间的网络关系的

建立 ,努力形成大、中、小企业的紧密配合、分工协作

的网络体系。在产业集群范围内 ,要积极地为集群

内处于核心地位的大企业、大集团提供产品配套与

相关服务 ,以增加这些企业的当地植根性 ,促使其能

够在当地持续发展下去 ,从而更进一步提高集群内

企业的植根性和竞争优势。产业集群的培育过程

中 ,应以区域特色产业为依托 ,根据本地的区位优势

和资源优势以及现有的产业特色与优势 ,以形成各

具区域特色和区域竞争优势的产业集聚。

(四)转换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职能

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优势完全是在一种非常分

散的市场决策过程中由市场力量自发而形成。虽然

这种优势绝不是地方政府所能刻意设计出来的 ,但

其也固然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世界上的产业

集群基本上有两种形成方式 :一是自发形成 ;二是政

府促成。自发形成的集群多出现在市场经济比较发

达的西方国家 ,而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

业集群则基本上都是在政府引导和规划下形成的。

无论产业集群是自发形成的还是政府促成的 ,政府

的作用都从直接的干预向间接引导角色转变 ,为促

进产业集群发展提供适宜的环境。政府在培育具有

区域创新优势的产业集群战略中所担当的职能应该

是 ,通过积极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 ,将政府控制职能

逐步让位于引导服务职能 ,摆正角色 ,走出政府包

办、直接管理和干预的误区。政府的引导职能包括

规划产业 ,培育创新环境 ,寻求促进企业的集聚并和

区内各行为主体如研究机构、大学、企业、政策部门

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内在机理 ,通过法律、经济和

组织管理手段在制度、环境和政策层面 ,引导创新活

动的方向、激励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 ,并保护

创新成果和协调创新主体间的矛盾 ,促进产业集群

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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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dustrial cluster can improve the lasting innova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s in the cluster region greatly and become the innovation birthplace1

Industrial cluster’s gathering effect can also produce to display each kind of resources conformity ability1 In the same time , it has region innovation abi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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