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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是基于资源观运用于产业集群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 ,提

出基于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的集群企业技术创新模型 ,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并探讨了相关的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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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集群以其柔性专业化生产和多企业自组织

模式 ,在推动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优

势 ,已经成为各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热点。近二十年

来发展起来的基于资源观 ,凭借其对企业竞争优势

探究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与逻辑

分析框架 ,已经占据了战略管理领域的主导地位[1 ] 。

通常基于资源观的理论研究聚焦于企业层面 ,而将

其运用于产业集群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Enright

指出 ,并不存在任何本质的东西来阻碍将基于资源

观运用于产业集群层面的分析研究[2 ] 。Molina -

Morales 分析了基于资源观与产业集群研究相结合

的切入点 ,认为基于资源观来对存在于产业集群内

部而集群企业外部、难以流动的有价值资源进行分

析与研究 ,是明晰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极具前景的

研究方向[3 ] 。波特认为 ,产业集群对竞争的影响 ,主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提高集群企业的劳动生产

率 ;第二 ,对支撑集群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创新方

向和创新速度的影响 ;第三 ,激发有助于促进产业集

群规模扩张与能力增强的新集群企业的形成[4 ] 。由

此可见 ,集群企业的技术创新及其所依赖的创新资

源已经成为影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本文

将以基于资源观在产业集群层面的拓展研究为基

础 ,围绕集群企业技术创新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力

求为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研究展开新的视角。

1 　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111 　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

近十几年来 ,基于资源观从企业层面向跨企业

组织层面的拓展研究已成趋势。产业集群共享性资

源 ( shared resources) ,作为基于资源观运用于产业

集群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引起广泛关注。

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产业领域内 ,通过公

共活动与互补性活动相互联系的企业及相关机构在

地理位置上的群集 ,一个集群的地理范围从一个城

市到一个国家甚至于一个相互临近的国家构成的网

络。波特认为 ,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 (what hap2
pens inside companies) 是重要的 ,而集群表明了企

业外部、与企业紧临的商业环境 ( t he immediate

business environment out side companies) 同样发挥

重要的作用。[ 4 ]这种集群企业紧临的商业环境 ,实际

上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类似的

概念还包括了网络能力或网络性资源[ 5 ] ,以及集群

效应[6 ]等。

Molina - Morales 认为 ,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

是指那些被集群企业共享的资源[3 ] ,包括资产 (as2
set s) 、能力 ( capabilities ) 和专长 ( competence ) 。

Molina - Morales 和 Mart′inez - Fernández 在此基

础上 ,又进一步将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定义为那些

被集群企业共享的无形资源和能力 (intangible re2
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它们为集群企业所共享但

非独占 (t he p roperty) ,而产业集群以外的企业不能

够获得[ 7 ] 。耿帅认为 ,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是指不

被集群企业所独占但被其所共享、对集群外企业 (或

非集群企业)产生隔离、能够产生李嘉图租金的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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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能力[8 ] 。在对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构成要素

的认识上 ,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Becat tini

认为 ,产业集群存在着集体声誉或共同声誉 (collec2
tive or common rep utation) ,能够为集群企业所共

享[9 ] 。Uzzi 认为 ,在集群成员组成的密集网络中 ,

集群成员之间的紧密互动和相互信任[10 ] ,促进了集

群企业之间有关资源的紧密交换和组合 (intensive

exchange and combination of resources among

firms) 。McEvily 和 Zaheer 则认为 ,产业集群由于

当地机构的参与 (participation of the local instit u2
tions)而成为行政活动的场所 ,能够为整个产业集

群提供支持和服务[11 ] 。Nelson 和 Winter 由此认

为 ,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的生成 ,由于具有路径依赖

(pat h dependent ) 、因果模糊 (causal ambiguity) 和

规程 (routine)等特征 ,因而是有价值、稀缺、难以模

仿和难以替代的 ,对集群外部企业 (或非集群企业)

产生隔离 (isolating mechanism) ,而为集群企业所

共享并促进其竞争优势的形成 ,使集群企业增加了

一条获取李嘉图租金的重要源泉[12 ] 。

Molina - Morales 和 Mart′inez - Fernández 在

基于资源观应用于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所获成果的基

础上 ,将共同声誉、资源的紧密交换与组合、当地机

构的参与等三方面要素 ,整合为产业集群共享性资

源 ,并且通过集群内外企业之间的对比分析 ,实证支

持了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的存在性 ,以及集群企业

竞争优势来自于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的结论[7 ] 。耿

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 ,将集体声誉、资源交换与

组合渠道、企业间高度的相互信任、集体学习与知识

共享网络、紧密的竞合互动氛围、当地机构的参与和

支持等六方面要素 ,整合成为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 ,

并且进一步验证了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 ,通过集群

企业战略性资源的中介作用 ,促进了集群企业竞争

优势的形成[8 ] 。

112 　组织学习与产业集群集体学习

组织学习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一直以来受

到组织行为和战略管理领域诸多学者的关注 ,相关

文献极其繁多[13 ] 。Marengo 认为 ,组织学习一般具

有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 :第一 ,组织学习依赖于组织

成员的某些共享知识 ( Shared Knowledge) ,这些知

识大多是缄默的 ,并且隐含在组织规程和运作程序

中 ;第二 ,组织学习具有惯性 ;第三 ,组织新知识的产

生依赖于对各种不同知识的整合[14 ] ,包含着企业外

部资源的内部化过程。Mahoney 和 Pandian 认为 ,

企业的发展过程往往被视为对企业资源缺乏的障碍

克服。通过企业间合作来获得合作对方的资源 ,则

是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 ,因而资源共享成为了企业

间合作的重要方式[15 ] 。然而 ,不同的外部资源获

得 ,要求组织规程、组织学习和组织能力都有不同程

度的响应 ,并进行相应的改变 ,而企业的吸收能力

(absorptive capacity) 则是重要的基础。Cohen 和

Levint hal 将企业层面的吸收能力定义为认识外部

新知识的价值、吸收以及商业化的应用[16 ] 。Lane

和 L ubat kin 在此基础上 ,拓展至跨组织层面 ,发展

并提出了相对吸收能力 ( relative absorptive capaci2
ty)的概念。他们通过分析后发现 ,当被吸收的新知

识与企业原有知识结构相关时 ,企业的学习效率才

能实现最大化[17 ] 。

Aydalot 和 Keeble 提出了集体学习 (collective

learning)概念 ,用于表明一种特定的地区创新环境

(a particular regional innovative milieu) 对于形成

或推动构成这一环境的企业的创新能力的作用[18 ] 。

Camagni 认为 ,集体学习处于一个地区环境成功发

展 (a successf ul milieu)的中心位置 ,而所谓的“当地

环境”(local milieu) 则是指一系列的具有连贯性的

地区性关系 (a set of territorial relationship in a co2
herent way) ,包含着生产系统、不同的经济和社会

主体、特定的文化和代理系统 (a rep resentation sys2
tem) ,从而产生动态的集体学习过程[ 19 ] 。因此 ,一

个成功的地区创新环境表现为隐藏着的、并且主要

是缄默的功能 ( hidden , mainly tacit f unctions) ,以

集体学习过程的方式 ,通过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的技

能劳动力的转移、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技术和组织

互动、模仿过程、反求工程、非正式的“自助餐厅”效

应 (informal ’cafeteria’ effect s) 、互补信息和专业化

服务的提供等方式来表达。Keeble 等人综合以上

观点 ,将集体学习定义为跨越一系列地理邻近企业

的基础性共同语言和规程的发生 ,从而有助于推动

合作并且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20 ] 。Camagni 认为 ,

集体学习受协同效应 (synergy effect s)的支持 ,而这

种协同效应来自于当地“集体性代理”(collective a2
gent s)促进下的共同文化 ,以及心理和行政背景 ,因

此学习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信息获取 ,而将获得的

信息转变成有用知识才是学习的核心[19 ] 。

113 　研究问题的提出

波特将集群企业的技术创新及其所依赖的创新

资源明确为影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关键因素[4 ] 。

Nelson 和 Winter 则认为 ,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能

够为集群企业所共享并成为其竞争优势的来源[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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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Aydalot 和 Keeble 运用集体学习概念 ,来表明一

种特定的地区创新环境对于形成或推动构成这一环

境的企业创新行为的能力[ 18 ] 。总结以上 ,本文研究

的焦点是集群企业如何在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的基

础上 ,通过集体学习的中介作用 ,来影响集群企业的

技术创新。

2 　集群企业技术创新模型及影响因素
分析

211 　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与集体学习的要素构成

按照基于资源观中 Barney 的资源选择 ( re2
source picking)理论[21 ] ,本文将集体声誉、当地机构

的参与、补充性资源的异质性、紧密的竞合互动氛围

等四项明确为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的构成要素。同

时 ,按照基于资源观中 Peteraf 的能力构建 (capabil2
ity building)理论[22 ] ,本文将集体学习视为产业集

群共享性资源能够获得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和难

以替代等特性的动态能力 ,因而将组织学习、相对吸

收能力、资源的交换与组合等三项确定为集体学习

的构成要素。而以集群企业的技术创新作为集群企

业异质性和企业价值产生 (Value Creation) 的表征 ,

已经被 Molina - Morales 和 Martínez - Fernández

的文献[7 ] 所证实 ,表明将集群企业的技术创新作为

因变量 ,既具有实际意义 ,也符合基于资源观的一般

观点。

212 　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集体学习与集群企业技

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21211 　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与集群企业技术创新

之间的关系

产业集群的集体声誉具有如 Dierickx 和 Cool

所述的“资产富集效率”,即产业集群的集体声誉越

高 ,其对集群外部资源的吸引力就越大[ 23 ] 。具有良

好声誉的产业集群 ,不仅可以吸引大量专业技术人

才的加盟 ,而且容易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包括科研

机构、学者、企业管理及产业技术专家等 ,从而促进

了大量具有相同或相似产业基础知识、而专门知识

具有一定差异性的企业或机构的进入。Molina -

Morales & Mart′inez - Fernández 也认为 ,集体声

誉能够直接促进集群企业的技术创新[7 ] 。

Suchman 认为 ,与产业集群外部网络紧密联结

的当地机构 ,能够通过广泛地参与集群内相似问题

的解决 ,从而对集群成员的能力和规程作出汇集和

传播[ 24 ] 。Mc Evily & Zaheer 也认为 ,当地机构通过

提供信息和资源渠道 ,推进集群企业作出变革与创

新 ,从而使集群企业能够获得新的创新能力 ,或者能

够拓展已有的创新能力[11 ] 。因此 ,当地机构的参与

能够对集群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促进作用。

Teece 认为 ,补充性资源的存在性是产业集群

的基础 ,是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的组成部分 ,也是集

群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25 ] 。Rot haermel 认为 ,

补充性资源的差异性可以丰富参与集体学习的集群

企业的资源交换与组合的类别 ,提高资源交换与组

合的频度 ,共同应对风险 ,并且最终促进成功的创

新[26 ] 。

Porter 认为 ,产业集群中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态

势是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竞争同时能够

促进集群企业的组织学习 ,增强研发能力 ,促进差异

化发展[ 4 ] ,因而也是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

因此 ,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能够对集群企业技

术创新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

21212 　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与集体学习之间的关

系

Becat tini 认为 ,产业集群作为分享相似文化价

值观 ( similar cultural values) 的同质性集团 ( homo2
geneous group) ,享有集体声誉[ 9 ] ,并且具有集群成

员之间行为相互熟知的特点 ,因而能够促进集体学

习。

Molina - Morales 和 Martínez - Fernández 认

为 ,当地机构在产业集群中的作用 ,体现了对于同质

性和异质性资源的整合能力 ,担负着为那些具有互

补性和信息交换潜力的交换伙伴提供中间通道的职

能[7 ] ,因而是集体学习实现的重要平台。

Nagarajan & Mitchell 认为 ,补充性资源的差

异性会促进并提高集群企业的相对吸收能力[ 27 ] ,进

而影响集群企业之间资源交换与组合的方式 (包括

资本性组合、非资本性组合、内部 R &D 等) ,并影响

集群企业的集体学习。

集群企业的竞争能够促进集群企业的组织学

习 ,增强研发能力 ,促进差异化发展。而集群企业的

合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面对市场环境出现

的威胁或机会 ,集群企业在某一领域开展合作 ,以实

现整个产业集群的集体性的趋利避害 ;第二 ,部分具

有上下游关系或类似于“产业联合体”( indust ry

complexity)的集群企业之间开展合作 ,以实现这部

分集群企业的“集团性”的趋利避害 ;第三 ,具有共同

产业基础知识、而在各自的专业技术发展水平和方

向上具有差异性的集群企业之间所开展的合作。这

三种形式大多需要依赖于集群企业之间的相对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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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并且通过资源的交换与组合 ,转化为集群企业

的内部知识 ,因而能够对集体学习产生作用。

因此 ,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能够对产业集群集

体学习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

21213 　集群学习与集群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Hunt 和 Morgan 将组织学习视为能够产生竞

争优势的一种重要资源 ,企业的创新绩效是其连续

学习过程的结果[ 28 ] 。

Lane 和 L ubatkin 认为 ,只有当被吸收的新知

识与企业原有知识结构相关时 ,企业的学习效率才

能实现最大化[17 ] 。因此 ,“学生企业”( a st udent

firm)学习“教师企业”(a teacher firm) 的新知识并

增强评价、吸收和商业化应用的能力 ,依赖于“老师

企业”所提供知识的特定类型、双方组织结构的相似

性和需要解决的组织问题的相似性。

耿帅认为 ,集群企业之间不仅可以以较低的成

本开展资源的交换与组合 ,以最大可能地接近资源

最优配置状态 ,而且可以更为高效地进行缄默知识

等无形资源的交换组合与优化配置 ,从而最大程度

地扩展集群企业资源配置优化的边界和效率[8 ] 。

Molina - Morales 和 Martínez - Fernández 也认为 ,

要创造新的、更好的产品或服务 ,企业需要交换和整

合新的资源 ,或者在原有资源的基础上找到新的方

法[7 ] 。

因此 ,产业集群的集体学习能够对集群企业技

术创新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

213 　集群企业技术创新模型

以上通过剖析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和集体学习

的构成 ,依据文献综述 ,定性地分析了产业集群共享

性资源、产业集群集体学习、集群企业技术创新三者

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作用机理 ,综合起来 ,可以得出如

下的基于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的集群企业技术创新

模型 (图 1) 。

图 1 　基于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的

集群企业技术创新模型

21311 　集群企业技术创新模型的假设前提和理论

意义

相关文献表明 ,无论 Molina - Morales[ 3 ] 以及

耿帅[ 8 ] 的实证研究 ,都是以集群企业的相对同质性

作为假设前提 ,通过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对于集群

内外企业的差异性作用分析 ,获得产业集群共享性

资源的存在性并且影响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确切证

据。而 后 , Molina - Morales 和 Martínez -

Fernández[7 ] 尽管以集群企业的相对异质性作为假

设前提 ,他们也只能仅仅得出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

对于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的差异性作用分析。而且 ,

上述学者常常将共享性资源中的资源与能力混杂在

一起 ,掩盖了共享性资源中资源与能力之间丰富的

互动关系和作用路径 ,因而留下了“资源黑箱”问题。

本文在吸收和借鉴上述学者研究成果和研究方

法的基础上 ,将基于集群企业之间具有的以同质性

为基础的相对异质性这一符合基于资源观的观点作

为模型设计的假设前提 ,通过产业集群集体学习这

一中间变量 ,来探究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与集群企

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从而打开共享性资源“黑

箱”,使基于资源观在产业集群层面上的理论研究实

现新的拓展。

21312 　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及其政策意

义

上述的集群企业技术创新模型表明 ,影响集群

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很多 ,可以概括为二大类 :第一

类是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 ,包括了集体声誉、当地机

构的参与、补充性资源的异质性、紧密的竞合互动氛

围 ,这是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条件 ;第二类是产

业集群的集体学习 ,包括相对吸收能力、资源的交换

与组合、组织学习 ,这是集群企业依赖共享性资源来

促进技术创新的转换条件。

围绕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来研究并

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才是具有理论依据的。一是

政策的制订要有利于促进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的增

长 ,包括提升产业集群的集体声誉、促进各类服务型

机构的当地化、鼓励引进具有异质性的补充性资源 ,

以及保持产业集群内部适当的竞争和合作氛围。二

是促进集群企业开展组织学习和管理创新 ,构建起

有利于提高相对吸收能力的组织架构 ,推进集群企

业之间高效的资源交换与组合 ,促进各种形式的技

术创新。三是完善多样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为

集群企业提供有效的外部异质资源的识别、获取和

吸收渠道。

3 　结语和讨论

本研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 ,提出了基于产业

集群共享性资源的集群企业技术创新模型 ,为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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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观在产业集群层面的拓展研究提供了相对较新

的分析框架。同时 ,本文不再提出一般意义上的政

策建议 ,而是认为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和集体学习

是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如果能

够从增强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和增强集体学习能力

的各个环节中深入细致地开展研究 ,那么所能得到

的政策意义不但具有理论基础 ,并且更现实和更科

学。

当然 ,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 ,选择国内外的产业

集群案例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 ,来进行验证性

分析 ,从而得出产业集群共享性资源和产业集群集

体学习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及其与集群企业技术创

新之间的作用路径和关系 ,相信能够得出更为丰富

和完善的结论。如果在此基础上 ,进而开展对国内

外产业集群的比较研究 ,相信对于我国产业集群发

展战略和支持政策的设计就更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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