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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系统工程观的企业集群核心能力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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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次运用知识系统工程的基本原理 ,系统而深入地剖析了企业集群核心能力的构成要素与结

构框架 ,构建了包括知识 - 能力、技术 - 经济和社会 - 文化三个维度的企业集群核心能力结构模型 ,并确

定了每一个维度所包含的核心能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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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余年来 ,企业 (或产业) 集群 (以下简称集

群)与核心能力是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两个热

门研究领域。然而 ,迄今为止 ,这两个热门研究领域

的相关程度一直很低。事实上 ,在集群的核心能力

研究方面 ,国内外学者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寥若晨

星”[1 - 2 ] 。尽管在企业核心能力和集群竞争力两个
方面 ,国内外学者已做过大量研究[3 - 4 ] ,并发表了成

千上万的论文和著作 ,但是集群核心能力 (也称集群

核心竞争力)既不等同于企业核心能力[1 - 2 ] ,也不等

同于集群竞争力 ———仅从字面上理解就能看出前者

是后者的子集。当然 ,集群核心能力也不同于集群

能力 ———前者也是后者的子集。如同企业核心能力

是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 (或竞争力)的能力一

样 ,集群核心能力是能为集群带来持续竞争优势 (或

竞争力)的能力 ,换言之 ,集群核心能力是集群持续

竞争优势 (或竞争力)之源。集群核心能力是如此重

要 ,而关于它的研究又是如此稀少 ,以致我们对它的

了解非常肤浅和有限。因此 ,深入而系统地研究集

群核心能力的构成要素、结构框架和培育途径 ,具有

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Canielsh 和 Romijn[5 ] 是较早开始进行产业集

群能力研究的学者。他们融合微观 (企业)的技术能

力理论和中观的集体效率理论 ,提出了产业集群的
(技术)能力分析框架。这一基于集体效率 (观)的集

群技术能力分析框架存在三个缺陷[6 ] : ①集群技术

能力的构成与形成机制没有阐明 ; ②以偏概全地用

集群技术能力来反映集群能力 ; ③只考虑了影响集

群能力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 ———集体效率 ,而

未考虑其他因素 ,特别是没有明确指出集群能力的

本质是知识。

陈剑锋[6 ]在回顾和分析了基于知识的企业能力
(及其相关)理论和上述基于集体效率的产业集群能

力理论之后 ,提出了基于知识的产业集群能力概念 ,

并分析了集体效率、产业关联、社会资本和空间距离

等因素对产业集群能力的影响。他认为 :产业集群

能力是基于产业集群的知识资源的 ,是产业集群的

知识存量和知识增量的函数 ,即其大小取决于集群

知识存量和知识增量的高低 ;产业集群的知识 (存量

和流量)是产业集群能力的基础 ,而产业集群的能力

则能促进产业集群知识的生产、吸收和利用。但该

文没有涉及集群核心能力的要素与结构。

近几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集群核心能力做过一

些研究。陈剑锋和张乃平[1 ] 认为 ,集群核心能力由

群内企业和机构的核心能力、集群的内部协调能力

和外部协调能力组成。李勇等[7 ] 认为 ,集群的机构

稠密性、根植性、创新能力、战略定位、文化与制度特

征这六个方面对其竞争力有重大影响。换言之 ,集

群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六个要素。顾志

群等[8 ] 认为 ,中小企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由核心技

术竞争力、集群文化竞争力、组织管理竞争力与市场

营销竞争力四个要素组成。龙裕伟等[9 ] 认为 ,产业

集群核心竞争力是产业集群的主导产业及其所横跨

的关联产业和支持产业能力的集合 ,由主导产业和

集群核心企业的能力、集群产业组织运行能力、集群

产业升级能力、集群产业外向化能力等内在要素整

合而成。同上述研究成果相比 ,鲁开垠[2 ] 的论文和
Tallman 等[10 ]的论文对我们的研究更有参考价值。

鲁开垠[2 ]对产业集群核心能力的概念、内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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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他不仅给出了一

个比较合理的产业集群核心能力定义 ,而且提出了

产业集群核心能力由集群的知识累积、学习能力、社

会网络、协调能力和创新能力有机整合而构成的新

观点。他认为 ,产业集群核心能力是指集群内企业

和组织在社会网络体系中对知识累积、学习能力、社

会网络、协调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有机整合能力 ,其本

质基础是集群的知识资本 ,其现实基础是集群的社

会资本 ,其空间基础是产业的空间聚集。一言以蔽

之 ,产业集群核心能力是知识资本借助社会资本对

其他内外资源有机整合的结果。这一研究存在的主

要问题是 ,它缺乏一个系统的集群核心能力结构框

架 ,而且其所确定的核心能力要素也不够齐全和恰

当。

Tallman 等[10 ] 在详细分析元素知识 ( compo2
nent knowledge) 和构架知识 (architect ural knowl2
edge)特性的基础上 ,运用基于知识的竞争优势观

点 ,深入研究了不同层次 (企业层 - 集群层) 、不同类

型 (元素 - 构架)的知识的存量和流量对集群及其成

员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 ,从而比较深刻地揭示了知

识类型、组织层次和竞争优势之间的内在联系。但

是 ,他们所建立的基于知识的集群竞争优势 (形成机

制)模型仅考虑了知识因素 ,而未包含其他因素 ,因

而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集群核心能力结构

框架。尽管如此 ,该研究仍给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

要的启示。

2 　从三种企业核心能力观看集群核心
能力的本质与载体
　　尽管集群核心能力并不等同于企业核心能力 ,

但两者之间的联系———后者是前者的基础 ———是显

而易见的 ,更重要的是 ,两者的本质 (基础) 都是知

识[2 - 3 ] ,因此 ,充分而正确地借鉴企业核心能力方面

比较成熟的相关研究成果 ,不啻为深入解读集群核

心能力的一条捷径。

关于企业核心能力 ,国内外学者已经提出了多

种观点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8 种 ,即整合

观、网络观、协调观、组合观、知识载体观、元件 - 构

架观、平台和技术能力观[3 ] 。其中 ,知识载体观 (也

称为知识观)认为 :核心能力是使企业独具特色并为

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知识体系 ,它包括 4 个相

互联系与作用的维度 ———技巧和知识基、技术系统、

管理系统和价值观系统 ;核心能力的基础是知识 ,其

核心是企业的学习能力[11 ] 。无独有偶 ,另一种有代

表性的核心能力观 ———组织与系统观也认为 ,核心

能力的核心内涵是知识体系 ,而人、组织、资产和机

制等是知识体系所附着的载体[ 11 ] 。

王毅等[3 ]对上述 8 种企业核心能力观的优缺点

进行了分析和归纳 ,并将构架 (能力) 概念引入企业

核心能力的逻辑结构之中 ,进而提出了一种全新的

核心能力概念框架 ———层次系统模型 ,用以剖析企

业核心能力的内在逻辑结构。该模型指出 :企业核

心能力是蕴藏于企业所涉及的各个层次、由能力元

和能力构架组成的、能使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

动态发展的知识系统。究其实质 ,我们认为该模型

阐述了一种新的核心能力观 ———知识系统观。

基于上述的知识观、组织与系统观和知识系统

观 ,以及集群核心能力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2 ,6 ,10 ] ,

我们在这里给出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 :集群核心能

力是使集群独具特色并能为集群带来持续竞争优势

的知识系统 (或体系) 。它寓于“集群知识系统”
(cluster knowledge system)之中 ———后者由集群内

部的知识存量、知识流量及其相关组织系统等要素

构成 ,其结构和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集群的知

识活动能力 ,从而对集群竞争力有至关重要的影

响[12 ] 。也就是说 ,集群核心能力是集群知识系统的

子系统。虽然集群内部并存着两类系统 ———生产系

统 (p roduction system)和知识系统 (knowledge sys2
tem) ,但前一类系统仅与集群中的常规生产经营活

动相关联 ,几乎不涉及新知识的生产、转移和应用 ,

即其对集群知识存量与流量的影响微不足道[12 ] ① ,

因此 ,它既不是集群核心能力的源泉 ,也不是集群核

心能力的载体。换言之 ,集群知识系统才是集群核

心能力的惟一 (至少是最重要的)源泉和载体。这意

味着 ,要想准确辨识出集群核心能力的构成要素并

进而构建科学的集群核心能力结构体系 ,就必须从

分析集群知识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及其相关因素入

手。而知识系统工程正是我们深入分析集群知识系

统的科学的方法论和新颖而先进的工具。

3 　基于知识系统工程观的集群核心
能力 :维度、要素与结构
311 　知识系统工程概述

上文中提到的知识系统工程 ,是我国著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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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献[ 12 ]中所说的生产系统与大多数文献 (如王缉慈等 [13 ] 、陈剑锋 [6 ])中所说的生产系统 (网络) 的内涵显然不同———在大多数文献

中 ,生产系统是集群知识活动的主要场所。我们认为 ,在研究集群核心能力的来源、载体和结构问题时 ,文献[ 12 ]的说法更为科学而

有用。



学家王众托院士为解决知识系统的有效运作与科学

管理问题而建议创立的一门新的系统工程分支学

科 ,其定义为 :“知识系统工程是对知识进行组织管

理的技术学科。”[ 13 ]换言之 ,知识系统工程是研究知

识系统有效运作和科学管理的学科 ,它运用系统工

程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各类知识系统的目标、功能、

结构以及其规划、设计、建立和运作问题[14 ] 。一言

以蔽之 ,知识系统工程是系统工程在知识系统上的

应用。

由于知识系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与抽象性 ,因

而人们研究知识系统时常常感到无从下手 ,为此王

众托院士建议知识系统的研究应从分析其体系结构

入手[ 15 ] 。所谓系统的体系结构 ,就是系统的亚结

构 ,它被用来表述系统某一方面特点的结构方式和

模块组成[15 ] 。

王众托院士[14 - 15 ] 提出了一种企业知识系统的

体系结构 ,该体系结构包括五个亚结构或维度 ,即组

织体系结构、人员体系结构、技术体系结构、经营体

系结构和文化体系结构。由于集群知识系统和企业

知识系统在结构、功能、运行环境、管理模式和影响

因素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因而该体系结构不宜

作为集群知识系统的体系结构。接下来 ,我们从研

究集群知识系统的本质特征入手 ,建构一种集群知

识系统的体系结构。

312 　集群知识系统的三维体系结构

由于集群知识系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 - 技术系

统[16 - 17 ] ,其内部并存的两类系统 (网络) ———社会系

统和技术系统 (更准确地讲是社会 - 文化系统和技

术 - 经济系统) ———都会对其运作绩效和演化模式

产生重要的影响 ,因此 ,我们考虑用两个亚结构 ,即

社会 - 文化体系结构和技术 - 经济体系结构 ,来分

别表述集群知识系统中两类亚系统的结构方式和模

块组成。此外 ,由于集群知识活动具有明显的“路径

依赖性”,其成效与集群原有的知识和能力水平密切

相关 ,而集群内各种原有知识和能力之间也构成一

个亚结构 ———知识 - 能力体系结构。这样 ,我们就

构建了包括技术 - 经济体系结构、社会 - 文化体系

结构和知识 - 能力体系结构三个维度 (亚结构)的集

群知识系统体系结构。

虽然从表面上看 ,这种三维体系结构有些简

单 ———甚至比企业知识系统体系结构的维度少 ,但

我们认为 ,其内涵却比上述企业知识系统的五维体

系结构更加丰富 ,它既能全面反映集群知识系统的

主要结构特征 ,也能涵盖集群核心能力的所有主要

构成因素 ,而且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因此 ,我们将

其作为构建集群核心能力结构模型的基础。

313 　集群核心能力的三维结构模型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 ,集群核心能力由三个维度

构成 ,即知识 - 能力维度、技术 - 经济维度和社会 -

文化维度 (见图 1) 。也就是说 ,集群核心能力蕴藏

于上述三个维度之内。下面我们进一步剖析这三个

维度 ,以确定集群核心能力的构成要素。

图 1 　集群核心能力的三维结构框架

31311 　知识 - 能力维

上已述及 ,集群核心能力的本质基础和核心要

素是知识资源 ,而集群知识资源的现有基础和动态

变化可分别由集群的知识存量和知识流量来表示。

由相关文献[6 ,12 ] 不难得出如下推论 :集群知识存量

和知识流量越大 ,集群核心能力就越强 ;集群知识存

量和知识流量越小 ,集群核心能力则越弱。换言之 ,

集群知识存量和知识流量的大小对集群核心能力的

强弱有决定性的影响。而集群知识流量一般与集群

知识活动能力 (主要包括知识吸收能力、知识创新能

力、知识转移能力、知识应用能力等) 成正比 ,因此 ,

我们用集群知识存量和集群知识活动能力这两个高

度相关但又不尽相同的变量来构成集群核心能力的

核心维度 ———知识 - 能力维 ,用以反映集群核心能

力在知识存量和知识活动能力 (即知识 - 能力)方面

所具有的水平。由于集群内部蕴藏着丰富的知识资

源 ,开展着各种类型的知识活动 ,因此 ,我们必须根

据核心能力的本质特征 ,从集群丰富多彩的知识资

源和知识活动中 ,准确识别出知识 - 能力维的具体

构成要素。

对于集群中的知识 ,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

分类。按照所属的学科领域 ,可以分为科学技术知

识、生产经营知识、社会文化知识和政策法规知识

等 ;按照所处的组织层次 ,可以分为个体知识、团队

知识、组织知识和集群知识 ,其中前三类知识属于

“组织内知识”,这类知识是各成员企业或机构所独

有的知识 ,一般不在组织之间进行流动和共享 ,而集

群知识属于“组织间知识”,它是集群内所有企业或

机构可以共享的知识 ;按照知识的可转移性 ( t rans2
ferability) ,可以分为元素知识和构架知识两类[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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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知识是关于认知对象整体或者其构成要素

的知识[18 ] ,它由有关的专门知识资源、技能和技术

组成[ 10 ] 。例如 ,技术导向型产业中的元素知识主要

有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工程技能和设计技能等。元

素知识是一种外生性知识 ,它没有环境 (或路径) 依

赖性 ,因而易于在组织间进行转移 ,而且同构架知识

相比 ,元素知识更加容易得到阐明和理解 ,即其具有

良好的透明度 ( t ransparency) 和可转移性 (t ransfer2
ability) ,因而“当仁不让”地成为集群内组织间知识

流量的主体[10 ] 。显然 ,元素知识不能成为集群核心

能力的构成要素。

构架知识是关于系统与相连系统之间的关系或

者其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的知识[18 ] ,其所具有的组

织根植性、路径依赖性、整体性和进化性等特征 ,使

得它不仅复杂、模糊和内隐 ,而且具有很高的组织专

有性、原因不明性和保密性 ,因此 ,构架知识难以在

集群内的组织间进行转移和共享[ 10 ] 。Tallman

等[10 ]还根据构架知识的可转移性 ,将其进一步划分

为企业专有构架知识 (firm - specific architect ural

knowledge)和集群层构架知识 (cluser - level archi2
tect ural knowledge)两类 ,并认为 :前一类知识即使

在集群内也无法转移 ,而且集群内各组织在该类知

识存量方面存在的差异是造成它们竞争优势不同的

主要原因 ;后一类知识对于集群成员而言是公共知

识 ,对于集群外的组织则不是 ;集群层构架知识存量

的增加 ,既能强化集群内跨组织的元素知识转移、吸

收和应用活动 ,又能限制元素知识流出集群 ,从而能

为集群内的组织提供持续竞争优势。换言之 ,集群

层构架知识的存量是集群核心能力的构成要素之

一。

既然集群层构架知识是集群核心能力的构成要

素之一 ,那么 ,与其密切相关的集群知识活动能力就

理所当然地成为集群核心能力的构成要素。尽管集

群知识活动能力多种多样 ,但我们认为 ,对于一个开

放的集群知识系统而言 ,知识吸收能力、知识创新能

力、知识转移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是其最重要的四

种“核心知识能力”。但是 ,由于其中的知识吸收能

力难以为集群提供“不易外泄的集群专有知识”———

从外部获取的知识一般说来也容易流出集群 ,因而

理应被排除在集群核心能力的构成要素之外。由于

集群内的知识可以分为元素知识和构架知识两大

类 ,相应地 ,我们可以将知识创新能力、知识转移能

力和知识应用能力分别地分为元素知识创新能力和

构架知识创新能力、元素知识转移能力和构架知识

转移能力、元素知识应用能力和构架知识应用能力。

顾名思义 ,在上述六种知识活动能力中 ,构架知识创

新能力、构架知识转移能力和构架知识应用能力与

集群层构架知识的流量密切相关 ,所以 ,这三种知识

活动能力也是集群核心能力的构成要素。

既然集群知识系统是集群核心能力的主要载

体 ,那么其结构优劣必然会对集群核心能力的强弱

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资源观的角度看 ,集群知识系

统的结构优劣可以用集群知识的结构与布局状况来

衡量 ;而从能力观的角度看 ,集群知识系统的结构优

劣可以用集群知识活动能力的匹配性 ———即知识吸

收能力、知识创新能力、知识转移能力和知识应用能

力的协调性 ———来衡量。所谓集群知识的结构 ,是

指集群内各种知识间的比例 ;所谓集群知识的布局 ,

是指集群知识在集群内组织间的配置情况。由于隐

性知识和构架知识是集群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源

泉[10 ,19 ] ,因而其在集群知识存量中所占的比例越

大 ,集群核心能力就越高。而集群知识的布局不仅

会严重影响组织间知识转移的速度和成本 ,而且会

严重影响组织间知识整合与创新的效率和效果。显

然 ,集群中的各种知识活动能力并不是彼此独立的 ,

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 ,因

而其匹配性也会严重影响集群核心能力的大小。

由于本地高校和科研院所 (以下简称“学研”)往

往是区域的知识创新与传播中心 ,肩负着创造新知

识和向知识应用者 (如集群内企业和机构)提供新知

识的双重任务 ,因而其知识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能

力如何将对集群核心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大而

深远的影响 ,因此 ,我们将本地“学研”的知识创新能

力和社会服务能力也看成集群核心能力的构成要素

之一。“硅谷”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 ,

对于附近没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集群而言 ,则另当

别论。

31312 　技术 - 经济维

本维度是用来表示蕴藏于集群的技术 - 经济亚

系统中的集群核心能力的。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形

式 ,集群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有效的技术 - 经济活动
(包括采购、研发、生产和营销等) 创造价值。显然 ,

集群的价值创造任务是在其技术 - 经济亚系统中完

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可以把集群的技术 -

经济亚系统称作集群价值网络 (系统) 。集群价值网

络的运行过程伴随着知识的创造、转移和应用活动。

反过来 ,集群知识活动的有效性又决定着集群价值

网络的运行绩效。也就是说 ,集群知识活动与集群

价值网络之间存在着强相关性。而从认知观的角度

看 ,集群的创新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集群的学习 (或知

识活动)过程[ 20 ] 。因此 ,我们认为 ,集群价值网络中

那些对集群式创新[21 ] 演化有重要而持久影响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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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即是技术 - 经济维度的构成要素。

在研究集群式创新的形成与发展机制时 ,刘友

金[21 ]引入了集群单元概念 ,并认为集群单元是集群

式创新形成与发展的集群内核。换言之 ,集群单元

的优劣对集群知识活动的成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

因而其功能水平或比较优势成为集群核心能力的一

个构成要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事实上 ,集群

单元就是集群价值网络的核心子网络 ,它由集群的

核心与骨干成员 (包括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与

服务结构等)组成 ,其在研发、生产、营销和管理 (特

别是战略管理)等方面所具有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集群的竞争力 ,换言之 ,集群单元在研发、

生产、营销和管理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所拥有的可

持续比较优势是集群核心能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从集群价值网络的内部看 ,其结构形式和成员

组织间的学习 (知识活动)分工与协作水平是影响集

群知识活动绩效的两个重要因素[18 ,22 - 23 ] 。集群价

值网络的结构形式多种多样[23 ] ,不同结构的集群价

值网络的知识活动绩效往往也不同[ 22 ] ,但由于任何

一种集群价值网络结构形式都可以被其他集群轻而

易举地“克隆”,因此集群价值网络结构形式不能成

为集群核心能力的构成要素。而不同集群中的知识

活动分工与协作机制往往千差万别 ,具有很强的“地

方根植性”和“独一无二性”,很难被模仿或移植 ,因

而可以为集群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 ,即集群价值网

络中的知识活动分工与协作机制是集群核心能力的

一个构成要素。更完整、准确的讲法是 ,集群价值网

络中的互动学习机制 ———它与文献 [ 23 ]中的“基于

第一层次流程的 (集群) 学习机制”十分相近 ———是

集群核心能力的一个构成要素。

31313 　社会 - 文化维

本维度用来表示蕴藏于集群的社会 - 文化亚系

统中的集群核心能力。集群的社会 - 文化亚系统是

由集群所在地区的各种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

素和制度因素 (包括经营环境、就业环境、生活质量、

文化素质、知识观念、创新传统、风俗习惯、伦理道

德、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人际关系、政策

法规和制度安排等) 组成的。它不仅对集群的学习

行为 (也即知识活动)起着强有力的规制作用[23 ] ,而

且是集群知识活动赖以进行的重要场所之一 ———隐

性知识的生产和转移主要是通过科学共同体、技术

共同体、客户关系网络、个人友谊网络和非正式的学

术交流网络等非正式网络来实现的[24 ] 。我们也可

以把集群的社会 - 文化亚系统简称为集群社会网

络 ,以区别和对应于上面提到的集群价值网络。显

然 ,集群知识活动就是在集群价值网络和集群社会

网络中进行的。

尽管集群社会网络是由众多因素构成的 ,但这

些因素中真正有“资格”成为集群核心能力构成要素

的却“寥寥无几”。事实上 ,我们认为 ,集群社会网络

的优劣可以用集群社会资本存量、集群文化特性和

区域相关政策法规水平这 3 个综合指标来衡量。

所谓集群社会资本 ,就是集群内各知识主体之

间的关系以及集群内外知识主体之间的关系 ,它由

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因素构成 ,是集群内部及集群内

外知识主体之间关系的测度。集群社会资本是一种

资产 ,它通过互动与学习过程在共同体 (集群) 内得

以积累 ,但它具有很强的社会根植性或地方根植性 ,

不能被购买或获取 ,最重要的是 ,它不可能被模仿、

复制或替代 ,因此其存量大小会对集群专有技能的

开发 (即核心能力的培育) 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19 ] 。

例如 ,世界上最成功的集群 ———硅谷之所以能够长

期“独领风骚”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其拥有无与伦

比的优质“社会资本网络”和建立在该网络基础上的

强大社会资本[24 ] 。因此 ,集群社会资本存量应当是

集 群 核 心 能 力 的 一 个 构 成 要 素。许 多 研

究[2 ,6 ,19 ,21 ,24 - 26 ]都支持这一结论。

每一个集群都有其文化 ,而不同地区、不同产业

的集群的文化往往各不相同 ,甚至大相径庭。事实

上 ,集群文化是集群所在地区文化和所属产业文化

的“爱情结晶”,因而与生俱来地具有了“区域文化根

植性”和“产业文化根植性”。魏江[23 ] 将集群在文化

上的这种双重根植性称为集群的“文化根植性”。从

魏江的研究[23 ] 可以看出 :本地社会文化 (或集群文

化)是对集群技术学习行为有重大而深远影响 (但这

种影响又是潜移默化的)的非正式规制因素 ,其特性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集群长期知识活动的绩效 ,从

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集群核心能力的高低。Sax2
enian 的研究[ 27 ] 也清楚地表明 :集群文化上存在的

显著差异是导致“硅谷”和“128 公路”这两个在“硬

环境”方面难分高下的集群却在核心能力上有“天壤

之别”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 ,集群文化特性也应当

是集群核心能力的一个构成要素。

虽然区域相关政策法规也会对集群技术学习行

为产生重大的影响 ,但它是一种用“白纸黑字”表述

的“公诸于世”的政策法规条文 ,很容易被其他地区

所借鉴、效仿或复制 ,而且区域相关政策法规也不是

一成不变的 ,而是会根据区域的发展要求和实际情

况进行适时修订 ,这意味着许多政策法规发挥作用

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因此 ,我们认为区域相关政

策法规不是集群核心能力的构成要素。

根据以上分析的结果 ,我们构建出一个全新的

12

　　　　　　　　　　　　　　　　　　　　　　　　　　　　彭 　灿 :基于知识系统工程观的企业集群核心能力解析



集群核心能力结构模型 (如表 1 所示) 。
表 1 　集群核心能力结构模型

维 度 集群核心能力构成要素

知识 - 能力维度

集群层构架知识存量 ;构架知识创新能力 ;

构架知识转移能力 ;构架知识应用能力 ;集

群知识的结构与布局 ;关键集群知识活动能

力间的匹配性 ;本地“学研”的知识创新能力

和社会服务能力

技术 - 经济维度
集群单元的可持续比较优势 ;集群价值网络

中的互动学习机制

社会 - 文化维度 集群社会资本存量 ;集群文化特性

4 　结束语

同已有的同类模型相比 ,本文所建立的集群核

心能力结构模型具有的明显优点是 : ①所包含的集

群核心能力要素更加恰当和齐全 ; ②集群核心能力

结构框架更加科学与合理。因此我们认为 ,本文不

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而且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

它对于我国各类企业集群有的放矢从而卓有成效地

培育自身的核心能力将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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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re Competence of Enterprise Clusters :From Vie w of Knowledge System Engineering

Peng C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 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 he view of knowledge system engineering ,t his paper studies t he constituting element s and t he st ructure f ramework of core

competence of enterprise clusters ,and builds it s st ructural model including knowledge2capability dimension ,technology2economy dimension and

social2culture dimension1

Key words : enterprise clusters ;core competence ;knowledge system engineering ;knowledge system ;architectur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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