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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区域创新系统中企业创新策略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 ,探讨了影响区域中企业创新动力的因

素 ,建立了区域创新系统中企业创新和模仿的博弈模型 ,并分不同的时间区间计算了企业在创新和模仿策

略下的收益 ,得出了企业选择创新策略的混合纳什均衡解。研究表明 ,区域创新系统中企业创新策略的选

择受区域内的企业结构和市场竞争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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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创新系统 (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

RIS) ,也称区域创新体系或区域创新网络 ,是国家

创新系统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的延伸 ,是主

要由在地理上较邻近的、相互关联的企业、研究机构

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 ,支持并产生创新的区域性

组织体系[1 ] 。区域创新系统作为一种社会系统 ,其持

续运行的首要条件之一是具有持续的内在推动力 ,即

驱动系统内各种创新主体不断进行创新的动力。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创新动力进行了研

究 ,比较典型的有技术推动说、需求拉动说、推拉综

合作用模式、技术规范 - 技术轨道模式、社会需要 -

资源关系模式、创新动力多元论、创新多元动力作用

时序论等[2 ] ,但有些理论往往将创新形成的条件与

促进创新的直接动力并列起来 ,没有明确创新的真

正动因。从创新的传播过程来看 ,企业是创新的最

重要动力源 ,是连接技术与市场、需求与供给的中间

桥梁。企业是否进行创新 ,决定于其能否从中获得

收益或取得竞争优势。从本质上说 ,企业追求利润

的本性是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因此 ,本文的目的

就是将企业利润与企业创新和模仿的策略联系起

来 ,建立模型 ,以反映三者之间的关系 ,进而明确促

使区域创新系统内企业不断创新的核心动力因素。

关于创新与模仿的比较研究文献有很多。

Thomas 和 Huang[3 ]对规制不均匀的产业中企业创

新和模仿进行了比较研究 ; Pepall [4 ] 调查了垂直区

分的产品市场中企业创新和模仿的激励情况 ,研究

了消费者的多样性对企业创新和模仿策略选择的影

响 ; Iwai [5 ]建立了创新、模仿和投资三因素相互作用

而推动的产业结构发展的动态模型 ; Zeng[6 ] 构建了

动态发展模型 ,以分析在提升技术、促进经济发展、

增加福利的过程中创新和模仿的交互作用 ,并探讨

了对企业创新和模仿行为分别采取补贴或征税政策

的影响 ,Cellini 和 Lambertini [7 ] 发现产业研发投资

与企业数量呈单调增函数关系 ; Zheng[ 8 ] 通过对北

京、广州和上海等地的企业进行调查 ,比较了创新和

模仿的不同作用。

虽然有关创新和模仿的比较研究较多 ,但目前

还未见到对区域创新系统内企业的创新和模仿行为

的博弈分析研究。本文运用博弈理论 ,建立区域创

新系统中企业创新和模仿的博弈模型 ,分不同的时

间区间计算出企业在创新与模仿策略下的收益 ,明

晰影响区域内企业创新动力的因素 ,并从区域层面

出发 ,为营造良好的区域创新氛围提出政策建议。

1 　模型的基本假设

假设 1 :区域创新系统中有许多同质企业 ,它们

生产同类产品 ,每家企业都有两种策略选择 :创新和

模仿 ;区域内的企业在策略选择上会相互影响 ,为了

研究问题的方便 ,本文将多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影响

简化为两家企业 (即企业 A 和企业 B) 之间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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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假设 2 :设企业 A 采取创新策略的概率为 x

(0 ≤ x ≤1) , 采取模仿策略的概率为 1 - x ;企业 B

采取创新策略的概率为 y ,采取模仿策略的概率为 1

- y。企业只有在预计有正收益的情况下才会采取创

新策略。

假设 3 :企业 A 和企业B 在时间原点 ( t = 0) 处

决定是采取主动创新策略还是模仿策略 ,如采用主

动创新策略 ,则各自的研发成本都为 I (用货币折算

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等投入要素的总和) ,研发时

间都为 L 1 ,研发成功的概率都为μ; 如采取模仿策

略 ,由于区域内的技术溢出效应 ,研发成本为 kI

( k ∈[0 ,1 ]) , 模仿必能成功 ,且模仿成功的时间都

为 L 2 。

假设 4 :企业在新产品研发成功后立刻投入市

场 ;由于两企业处于同一区域内 ,所以一家企业的新

产品在研发成功投入市场后 ( t = 1) , 另一家企业能

够立刻开始模仿工作。

因此 ,参照假设 3 和假设 4 ,我们可将产品从研

发到退出市场的整个周期分为 3 个阶段 ,见图 1。

图 1 　产品从研发到退出市场的整个周期

图 1 中 , L 1 为产品研发成功所需时间 ; L 2 为产

品模仿成功所需时间 ; L 3 为产品从模仿成功到退出

市场的时间长度 ; L 2 + L 3 为新产品的生命期。

假设 5 :企业 A 和企业 B 在新产品推出前的原

产品是同质、同价和同成本的 ;由于一家企业进行开

发 ,另一家企业进行拷贝式模仿 ,所以两者的新产品

也是同质、同价和同成本的。设原产品的单位收益

为 p ,企业 A 的市场份额为 q1 个单位 ,企业 B 的市场

份额为 q2 个单位。

假设 6 :新产品比原产品的优势体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 :具有成本优势 ,新产品的单位收益为 p +

cr ; 新产品可以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如两企业同时

创新成功 ,则两者的份额不变 ,如一企业创新成功 ,

而另一企业模仿成功 ,则创新企业新产品的市场份

额为 qi +αq - i ( qi 为创新企业原产品份额 , q- i 为模

仿企业原产品份额 ,α为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 ,

α∈[0 ,1 ]) 。顾客如使用了某企业的新产品 ,则将

保持品牌忠诚度 ,在新产品的生命周期内都将是该

企业的顾客。

假设 7 :以上所有假设中提及的信息为企业 A

和企业 B 所共知。

2 　模型建立

根据以上假设 ,对企业 A 和企业 B 在选择创新

和模仿策略时各种不同的收益情况进行分析。

1)如果企业 A 和企业 B 都创新成功。

设企业 A 和企业 B 的收益分别为Π1 A 和Π1B ;

两企业在 L 1 阶段都获得各自原产品的收益 ,同时支

付新产品的研发费用 I ; 两企业在 L 2 和 L 3 阶段都

将获得新产品的收益 ,各自的市场份额不变。所以 ,

Π1A = pq1 L1 - I + ( p + cr) q1 (L2 + L3 ) , (1)

Π1B = pq2 L1 - I + ( p + cr) q2 (L2 + L3 ) 。 (2)

2)如果企业 A 创新成功而企业 B 模仿。

设企业 A 和企业 B 的收益分别为Π2 A 和Π2B ;

企业 A 在 L 1 阶段将获得原产品的收益 ,同时支付

新产品的研发费用 I ;在 L 2 和 L 3 阶段将获得新产品

的收益 ,并获得企业 B 的αq2 的市场份额。所以 ,

Π2A = pq1 L 1 - I + ( p + cr) ( q1 +αq2 ) ( L 2 +

L 3 ) 。 (3)

企业 B 在 L 1 阶段将获得原产品的收益 ;在 L 2

阶段由于被企业 A 夺取了αq2 的市场份额 ,只能获

得原产品的 (1 - α) q2 的市场份额收益 ,并支付新产

品的模仿研发费用 kI ;其在 L 3 阶段虽然推出了新产

品 ,可以获得新产品的单位收益 ,但仍然只有 (1 -

α) q2 的市场份额。所以 ,

Π2B = pq2 L 1 + p (1 - α) q2 L 2 - kI + ( p + cr)

(1 - α) q2 L 3 。 (4)

3)如果企业 B 创新成功而企业 A 模仿。

设企业 A 和企业 B 的收益分别为Π3 A 和Π3B ;

这时企业 A 和企业 B 的收益与情况 2 中企业 A 和

企业 B 的收益是相对称的 ,即 :

Π3A = pq1 L 1 + p (1 - α) q1 L 2 - kI + ( p +

cr) (1 - α) q1 L 3 ; (5)

Π3B = pq2 L 1 - I + ( p + cr) ( q2 +αq1 ) ( L 2 +

L 3 ) 。 (6)

4)如果企业 A 和企业 B 都模仿。

设企业 A 和企业 B 的收益分别为Π4 A 和Π4B ;

此时两企业都获得原产品的收益 ,即 :

Π4A = pq1 ( L 1 + L 2 + L 3 ) ; (7)

Π4B = pq2 ( L 1 + L 2 + L 3 ) 。 (8)

5)如果企业 A 和企业 B 都进行创新 ,但企业 A

创新成功而企业 B 创新失败。

此时 ,企业 A 相当于其创新成功而企业 B 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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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即情况 2) ,故企业 A 的收益为Π2 A ; 而对于

企业 B 而言 ,不仅其处于情况 2 ,而且因为创新失

败 ,企业B 多投入了研发投入 I , 所以企业B 的收益

是Π2B - I。

同理 ,如果企业 B 创新成功而企业 A 创新失

败 ,则企业 A 和企业 B 的收益分别为Π3A - I 和

Π3B 。

6)如果企业 A 和 B 都创新失败。

此时 ,企业 A 和企业 B 不仅只能获得原产品的

收益 ,而且会损失研发投入 I , 故企业 A 和企业 B

的收益分别为Π4 A - I 和Π4B - I。

7)如果企业 A 创新失败而企业B 采取模仿策略。

此时 ,企业 A 和企业 B 的收益分别为Π4 A - I

和Π4B 。

同理 ,如果企业 B 创新失败而企业 A 采取模仿

策略 ,则企业 A 和企业 B 的收益分别为 Π4 A 和

Π4B - I。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可构造出企业 A 和企业 B

的收益矩阵 (见图 2) 。

企业 A 和企业 B 在各种情况下的收益

企业 B

以概率 y 创新 以概率 (1 - y) 模仿

成功率 (θ) 失败率 (1 - θ) 成功

企业 A
以概率 x 创新

以概率 (1 - x) 模仿

成功率 (θ) Π1A ,Π1B Π2A ,Π2B - I Π2A ,Π2B

失败率 (1 - θ) Π3A - I ,Π3B Π4A - I ,Π4B - I Π4A - I ,Π4B

成功 Π3A ,Π3B Π4A ,Π4B - I Π4A ,Π4B

图 2 　企业个体在不同策略选择下的收益矩阵

3 　模型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根据上述的收益矩阵 ,本文采用支付等值法来

求解此博弈模型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9 ] 。给定企业

B 选择创新的概率 y ,则企业 A 选择创新 ( x = 1) 的

期望收益为 :

EπA (1 , y) = θ[ y (θΠ1 A + (1 - θ)Π2 A ) + (1 -

y)Π2 A ] + (1 - θ) { y[θ(Π3A - I) + (1 - θ) (Π4 A - I) ]

+ (1 - y) (Π4 A - I) } = yθ2 (Π1 A +Π4 A - Π2 A - Π3 A )

+ yθ(Π3 A - Π4 A ) +θ(Π2 A - Π4 A ) +Π4 A + (θ- 1) I。

企业 A 选择模仿 ( x = 0) 的期望收益为 :

EπA (0 , y) = y (θΠ3 A + (1 - θ)Π4 A ) + (1 - y)Π4 A

= yθ(Π3 A - Π4 A ) +Π4 A 。

令 EπA (1 , y) = EπA (0 , y) , 即 :

yθ2 (Π1 A +Π4 A - Π2 A - Π3 A ) +θ(Π2 A - Π4 A ) +

(θ- 1) I = 0。

解得 : y 3 =
θ(Π2 A - Π4 A ) + (θ- 1) I

θ2 (Π1 A +Π4 A - Π2 A - Π3 A )
=

θ(Π2 A - Π4 A ) + (θ- 1) I
θ2 (Π2 A - Π4 A ) +θ2 (Π3 A - Π1 A )

。

同理 ,给定企业 A 选择创新的概率 x ,通过比较

企业B选择创新 ( y = 1) 和选择模仿 ( y = 0) 的期望

收益 ,可以解得 :

x 3 =
θ(Π3B - Π4B ) + (θ- 1) I

θ2 (Π3B - Π4B ) +θ2 (Π2B - Π1B )
。

所以 , ( x 3 , y 3 ) 是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即企业

A 会以概率 x 3 来选择创新 ,而企业 B 会以概率 y 3

来选择模仿。

4 　结果分析

根据上节解出的关于企业创新和模仿策略选择

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影响 x 3 和 y 3 大小的重要因

素是 :Π3B - Π4B 、Π2B - Π1B 、Π2 A - Π4 A 和Π3 A - Π1 A 。

由假设可知 :Π3B - Π4B 和Π2 A - Π4 A 的意义是 ,只有

一企业选择创新策略并成功时该企业的收益与两企

业同时选择模仿策略时该企业的收益之差 ; Π2B -

Π1B 和Π3A - Π1 A 的意义是 ,只有一企业选择模仿策

略时该企业的收益与两企业同时创新并成功时该企

业的收益之差。

设Δ1 = Π3B - Π4B = (crq2 +αpq1 +αcrq1 ) (L2 +

L 3 ) - I ;

Δ2 = Π2B - Π1B = I (1 - k) - (αp + cr) q2 L 2 -

α( p + cr) q2 L 3 ;

Δ3 = Π2 A - Π4 A = ( crq1 +αpq2 +αc rq2 ) ( L 2 +

L 3 ) - I ;

Δ4 = Π3 A - Π1 A = I (1 - k) - (αp + cr) q1 L 2 -

α( p + cr) q1 L 3 。

则 : x 3 =
θΔ1 + (θ- 1) I
θ2Δ1 +θ2Δ2

, y 3 =
θΔ3 + (θ- 1) I
θ2Δ3 +θ2Δ4

。

首先 ,我们讨论 x 3 与Δ1 的关系。

当Δ2 =
θ- 1
θ I 时 , x 3 =

1
θ , 因为 0 ≤x 3 ≤1 ,

0 ≤θ≤1 , 所以 x 3 ≤ 1
θ , 因此Δ2 ≥

θ- 1
θ I , 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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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3 >
1
θ , 即 x 3 > 1 , 与假设 2 矛盾。

因为 5 x 3

5Δ1
=
θΔ2 + (1 - θ) I
θ2 (Δ1 +Δ2 ) 2 , 当Δ2 ≥

θ- 1
θ I 时 ,

5 x 3

5Δ1
≥0。由此可知 :随着Δ1 的增加 , x 3 增加 ;考虑

到Δ1 的表达式 ,同时或分别增大 cr 、p、α、q1 、q2 、

L 2 、L 3 或减小 I , 都将会使 x 3 增加。

再来讨论 x 3 与Δ2 的关系。

因为 5 x 3

5Δ2
= -

θΔ1 + (θ- 1) I
θ2 (Δ1 +Δ2 ) 2 , 当 5 x 3

5Δ2
≥0 , 即

- θΔ1 - (θ- 1) I ≥0 时 ,随着Δ2 的增加 , x 3 增加 ;

当 5 x 3

5Δ2
< 0 , 即 - θΔ1 - (θ- 1) I < 0 时 ,随着Δ2 的

增加 , x 3 减小。

- θΔ1 - (θ- 1) I = - [θ(Δ1 + I) - I ] = I -

θ( crq2 +αpq1 +αc rq1 ) ( L 2 + L 3 ) 。

根据假设 2 ,企业单独创新成功的收益总额与

企业继续生产原产品的收益之差一定大于或等于企

业投入的研发费用 ,否则企业不会进行创新。对于

企业 B 来说 ,

θ[ pq2 L 1 + ( p + cr) ( q2 + αq1 ) ( L 2 + L 3 ) ] -

pq2 ( L 1 + L 2 + L 3 ) ≥ I。

即 :

θ( crq2 + αpq1 + αc rq1 ) ( L 2 + L 3 ) - (1 -

θ) pq2 ( L 1 + L 2 + L 3 ) ≥ I。

因为 (1 - θ) pq2 ( L 1 + L 2 + L 3 ) ≥0 , 所以 ,

θ( crq2 +αpq1 +αc rq1 ) ( L 2 + L 3 ) ≥ I。

所以 , - θΔ1 - (θ- 1) I ≤0 , 即 5 x 3

5Δ2
≤0。由此

可知 :随着Δ2 的增加 , x 3 减小 ;考虑Δ2 的表达式 ,

同时或分别增大 cr 、p、α、q1 、q2 、L 2 、L 3 、k 或减小

I , 将会使得 x 3 增加。

综合Δ1 和Δ2 对 x 3 的影响 ,可得出 :cr 、p、α、

q1 、q2 、L 2 、L 3 、k 的增加以及 I 的减小 ,将会使得

x 3 增加。同理可知 :随着Δ3 的增加 , y 3 增加 ;随着

Δ4 的增加 , y 3 减小 ;也就是说 ,同时或分别增加 cr 、

p、α、q1 、q2 、L 2 、L 3 、k 或减小 I , 都将会使 y 3 增

加。

5 　创新动力因素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影响企业采取创新策略

的主要因素有以下 4 个方面。

511 　区域创新系统的结构

在模型的博弈分析中 , q1 和 q2 分别代表两家相

互竞争的企业的市场份额。根据系统中企业的不同

规模和所占市场份额 ,我们可将区域创新系统分为

3 种类型 ,企业创新的动力与其所处系统的类型有

密切的联系。

第一种类型是区域创新系统中有较多的大型同

质企业。该类型的区域创新系统中 ,竞争对手之间

在规模和技术能力上相差不大 ,且就整个行业而言 ,

每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都较大 ,企业将会倾向于自

主开发。这是因为 :一 ,新产品的单位收益会出现一

个增量 ,而创新的成本却是不变的 ,创新的收益将随

着企业所占份额的增加而增加 ;二 ,率先推出新产品

的企业将会占领对手的部分市场 ,从而获得更大的

收益。例如 ,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聚集了康佳、科

龙、美的、格兰仕等一批家电制造企业 ,这些企业之

间竞争激烈 ,每年这些企业投入技术创新的费用达

十几亿元[10 ] 。另外 ,美国著名的硅谷也是该类型的

代表。

第二种类型是区域创新系统中基本都是中小型

企业。这种类型中竞争对手之间在规模和技术能力

上相差不大 ,但就整个行业而言 ,每家企业所占的市

场份额较小 ,导致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不高。虽

然自主创新可以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 ,但由于本身

所占的份额较小 ,或者企业由于生产规模的限制 ,在

创新收益减去创新成本后可能所剩无几 ,因此其倾

向于模仿。但也存在例外的情况 :当有非常好的创

意即创新的收益高、成功的可能性大时 ,企业也会进

行自主创新 ;这特别表现在 IT 等高科技行业。此

外 ,手工生产集群也具有这种类型的特点。例如 ,英

国伯明翰的珠宝加工业集群仍然保持着形成阶段的

结构 ,动态性和竞争性很低[11 ] 。目前 ,我国大部分

区域创新系统也属于该类型。

第三种类型是由大量中小型企业和个别大规模

的核心企业组成的区域创新系统。区域中的企业会

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新产品新增收益的大小等

因素来决定是否进行自主创新。核心企业在创新过

程和区域发展过程中起基础性作用 ,它有足够的资

源来维持创新 ,并且创新成果会因为其影响力而很

快扩散到整个区域的其他中小型企业中去 ,从而带

动创新系统的创新行为。但是 ,如果核心企业的市

场份额很大而竞争又不激烈的话 ,即核心企业处于

垄断地位时 ,核心企业则不会投入很多资源进行创

新。例如 ,英国威尔士北部的 St1 Asap h 的光电业

集群就属于此种类型 ,集群中的核心企业 Pilking2
ton 推动了整个区域在光电业的发展上取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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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12 ] 。

512 　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

关于竞争对创新的影响 ,目前还没有定论 ,有些

案例显示竞争强化了创新 ;而有些案例则显示竞争

弱化了创新[13 ] 。在产业组织理论中 ,这一争论的两

方代表人物分别为熊彼德 ( Schumpeter ) 和阿罗

(Arrow) 。熊彼德认为 ,竞争的激烈程度与创新的

速度呈负相关关系 ,而阿罗认为 ,两者呈正相关关

系。本文模型支持阿罗的观点。

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在模型中以α表示 ,α越

大 ,即市场竞争越激烈 ,企业越倾向于创新。为了保

证自身的市场份额不被竞争对手所抢占 ,企业必须

不断创新以巩固市场。尽管创新只能使企业获得暂

时的优势 ,但如果企业持续创新 ,则可以保持这一优

势 ,而如果采用模仿策略 ,则原有市场可能被竞争对

手所侵蚀。因此 ,行业中的竞争越激烈 ,企业越重视

创新。

513 　产品因素

产品因素包括原产品的单位收益 ( p) 和新产品

比原产品新增的单位收益 ( cr) 。原产品的单位收益

越高 ,企业越有动力进行后续研发。因为企业从这

种产品中可获得较高收益 ,如果进一步对其进行开

发 ,将会在该种产品中获得更高的收益 ,市场上很多

改进型的后续产品就是因此而产生的。此外 ,如果

单位新产品的节约成本越大 ,或新增价值越高 ,企业

开发这种新产品的兴趣就越大。

514 　研发因素

研发因素包括产品的研发成本、模仿成本、模仿

所需时间和研发成功的可能性 ,它们可以概括为创

新和模仿的难度。一般来说 ,一种新产品的研发成

功所需投入的成本越低 ,其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 ,但

是单位产品增加的价值可能不大 ,且易于模仿。因

此 ,人为地提高模仿难度 ,如保护知识产权 ,可以促

进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另外 ,好的创意可以不需要

投入很大的研发成本就可获得巨大的收益 ,这特别

表现在高科技行业。

6 　政策建议

保持强劲的创新动力 ,是区域创新系统持续发

展的必要条件。为了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政府应

该通过一定的政策对企业进行必要的引导和规范。

1)保护知识产权。在区域创新系统中 ,企业的

信息联系网络比较发达 ,技术信息溢出较为严重。

尽管许多文献都强调了知识溢出的重要性 ,但过度

溢出将会引发许多问题 ,如“搭便车”问题等。同时 ,

过度溢出还会降低企业的模仿成本 ,从而降低企业

进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因此 ,政府应该加强对知

识产权和技术专利的保护 ,完善制度化规定 ,如规定

模仿企业必须支付给创新企业一定的报酬 ,从而达

到减少创新企业的研发成本、提高模仿企业的模仿

成本的目的 ,即减少 I、增大 k , 或者规定模仿企业

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推出模仿品 ,即延长 L 2 ,

以延长新产品的生命周期 ,提高创新企业的创新收

益。

2)促进合作创新。政府应鼓励大学、科研机构

与企业合作以及企业之间合作 ,增加创新优势。大

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进行合作开发 ,彼此可以形

成一个创新网络 ,这样一方面可以整合网络内各成

员的优势和资源 ,塑造整个创新系统的优势 ,另一方

面可以防止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并在一定程度上

防止“搭便车”行为的发生。

3)对创新企业给予直接的支持。政府作为区域

的领导者和服务者 ,可以通过多种措施来直接对企

业的创新行为进行激励。例如 ,可设立专门的创新

基金 ,对进行自主创新的企业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 ,

以分散企业的创新风险、降低其创新成本 ,还可以对

企业自主研发的新产品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以提

高新产品的单位收益。

4)针对不同结构的区域创新系统采取不同侧重

点的政策。如果区域中企业的实力旗鼓相当 ,且各

自所占的市场份额都较大 ,企业本身的自主创新动

力就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应该侧重于知识产权

和专利的保护 ,为企业之间的竞争提供良好的法制

环境。如果区域中基本是中小企业 ,由于其单独创

新的风险太大 ,而且创新能力也有所不及 ,所以企业

自主创新的意愿不高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应鼓励企

业之间的联合以及企业与科研机构的联合 ,以便形

成创新网络 ,减少企业的创新风险 ,克服独立创新能

力不足的缺陷。对于存在有核心企业的区域 ,政府

应该对创新进行正面支持和激励 ,并对垄断进行限

制 ,从而激化市场竞争 ,促进核心企业和其他企业的

创新。

7 　结语

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方法 ,对区域创新系统内企

业的创新与模仿策略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

现 :企业创新的动力与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新产品

自身属性、研发情况以及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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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联系 ;政策制定者在营造良好的区域创新氛

围时 ,需要根据区域中企业所占市场份额的不同 ,采

取具有不同侧重点的政策 ,或正面激励 ,或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 ,或鼓励合作创新等。

本文的博弈模型只是一个静态模型 ,未来的研

究方向是 ,构建动态模型 ,以更科学地表示创新系统

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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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ame Analysis on Innovation Impetus of Enterprise i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Yang Jian ,Liang Liang ,Qiu Hao
(School of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explores t he R &D st rategy choice of enterprises i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RIS) ,and studies t he factors affecting in2
novate motivity of enterprises in RIS ,and establishes t he static game model on innovation and imitation of enterprises in RIS1 According to differ2
ent periods of product cycle ,it calculates t he profit s based on t he different R &D st rategy choices ,and obtains t he mixed st rategy Nash equilibri2
um on t he enterprise’s innovation probability1 The analysis on t his model reveals t hat t he enterprise’s innovation probability is impacted by t he

st ructure of RIS and t he market competitive intensity1

Key words : innovation impetus ;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 imitative innovation ; independent innovation ;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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