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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本文在归纳国内外有关集群中知识溢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知识溢出、高技术产业集群和研发
三个研究要素进行了概念界定和维度划分,提出了这三个要素之间作用关系的研究框架, 分别探讨了显性

知识溢出和隐性知识溢出对高技术集群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 无论是隐性知识还是显性

知识,都可通过研发合作互动实现溢出、提高集群企业的研发产出水平, 并最终导致其竞争能力的提升。

最后,确定了三个研究要素的测量指标,并指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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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企业竞争态势逐渐从静态竞争向动态竞争
转变,知识越来越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之

一。通过知识溢出的技术创新方式获取充足的竞争

资源,实现资源共享, 降低合作研发 (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 R& D)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 有效缩

短产品开发周期,成为企业在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因

素。知识溢出所带来的各主体的长期合作、彼此间

的信任,有利于产业集群中的企业进行长期和稳定

的合作。

1986年罗默开创性地引入知识溢出来解释企

业研发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他指出,企业研发具有

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效用。研发的实质是将新知识应

用于商业目的, 其复杂过程的最终结果是要得到能

够提高自身竞争优势的研发产出。在知识经济时

代,高技术企业想要在剧烈变动的外部环境中求得

生存,单纯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研发创新已不太现实,

过度自信和封闭很容易使企业陷入低技术循环状

态[ 1]。硅谷是高技术产业集群成功发展的典范, 从

硅谷发展的内在机制看, 其研发能力的不断提升是

畅通的知识溢出渠道与强大的学习能力共同作用的

结果。因此,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企业必

须不断搜索、获取、吸收、开发、使用和积累溢出知

识,加快研发步伐,以维持长久的竞争优势。本文在

现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着力分析高技术产业集群

中企业如何通过知识溢出的技术创新方式提升自身

的研发产出能力, 进而增强企业竞争力,以期为产业

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决策者提供建设性的决策支持。

1 � 文献简述

从目前国内外关于知识溢出的研究文献来看,

国内学者主要侧重研究知识溢出对企业集聚成群的

形成以及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的影响作用。例如,

叶建亮的研究认为, 知识溢出是导致企业集聚成群

的重要原因,它不仅决定了集群的规模,还影响到集

群组织内企业的生产函数。同时, 他还从生产效率

的角度提出实行一种补偿机制, 使企业创新的边际

溢出在边际上得到相应的补偿, 从而能维持集群组

织作为一个整体的持续创新能力 [ 2]。郑德渊和李湛

认为,溢出效应有利于增加 R& D数量和最终产品

供给[ 3]。邓莉与梅洪常研究了 R& D溢出效应对企

业集群创新能力的影响, 认为 R& D溢出效应的存

在对中小企业集群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双面性: 一

方面,在不具备内部创新能力时, R& D 溢出效应会

削弱集群的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 如果集群有创新

源, R& D溢出效应则可能增强集群的创新能力[ 4]。

张秀武和王波将产业集群内知识溢出因素引入知识

生产函数,并对知识溢出因素与区域高技术产业创

新产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两个维

度下的知识溢出对区域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产出均

有显著影响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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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主要侧重于知识溢出与集群创新网络

的发展、研发及其创新提升关系的研究,并对它们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比如, F reeman

认为,集群内的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了集群创新网络

的发展和集群经济的增长, 是集群创新产出和生产

率提高的源泉[ 6] 。T odtling 和 Kaufmann认为, �知

识的溢出构成了集群创新能力的本质特征 [ 7]。
Maurseth和 Verspagen 通过对欧洲专利数据进行

追踪,认为编码知识与隐性知识对集群创新能力的

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 8]。Mahony 和 Vecchi利用美

国、英国、日本、法国和德国这 5个国家的统计数据,

结合产业信息中有形和无形投资、劳动力技能构成

等数据,对无形资产和生产率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分

析。结果表明, 知识溢出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研

发能力的提高
[ 9]
。M ichael和 Grit实证分析了企业

间研发合作与知识溢出的关系, 认为合作创新是企

业获得合作另一方知识溢出的途径之一[ 10] 。根据

企业研发合作的对象不同, 可将研发合作模式分成

三类: ∀横向合作, 指与竞争者或合作者的研发合
作; # 纵向合作,指与供应商和客户的研发合作; ∃
社会合作, 指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研发合作。在全

球化的压力越来越大、市场要求企业不断加快创新

速度的背景下, 短兵相接的竞争对手也可在不损害

各自竞争优势的前提下结成战略联盟。通过合作,

双方不仅可以共同分担产品开发的成本与风险、获

取规模经济效益,还能共享资源与人才。这样,它们

就可以更快地向市场推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或与更

大的竞争对手抗争。

比较国内外的研究,可发现国内研究主要关注

知识溢出与集群产业的竞争优势的关系, 且大多数

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理论或成果, 独立的

理论观点较少, 且理论研究占多数,对集群中的参与

主体关注度不够,研究模型缺乏实证支撑。

国外关于集群中知识溢出与创新产出关系的研

究相对丰富,但多从研发产出的表象利益来衡量研

发产出绩效,很少考虑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非财

务指标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上述文献分析, 本文将就知识溢出对高技

术集群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机制及研究要素的测量

指标问题进行探讨。

2 � 研究要素的概念界定

本文所涉及的研究要素包括知识溢出、高技术

产业集群和研发。下面对它们的概念一一加以解

释。

1)知识溢出。本文认为, 知识溢出是指在非完

全市场化的环境下, 企业间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信

息交流获取(或转让)智力成果, 以达到集群及企业

知识结构优化互补的过程,知识溢出不给予知识创

造者以补偿, 或给予的补偿小于智力成果的价值。

按照知识的性质可将知识溢出划分为显性知识溢出

和隐性知识溢出。本文认为,集群中的显性知识溢

出是指在合作创新中主动溢出的新技术、新专利或

有关行业发展动态的信息,企业可以控制其溢出水

平;集群中的隐性知识溢出是指自然溢出的信息、经

验、技能,是信息的非自愿流动。

2)高技术产业集群。是指在高技术领域内相互

关联(互补、竞争)的企业与机构在一定的地域内聚

集,这种集群通常围绕在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周围形

成,是充满创新活力的有机体。美国硅谷和英国剑

桥都是著名的高技术产业集群所在地。在高技术产

业集群中,企业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制造相似产

品的企业(水平关系) ; 另一类是提供互补产品的企

业(垂直关系)。垂直关系的企业通常倾向于合作,

水平关系的企业通常是竞争对手。在高技术产业集

群中,同行的竞争企业、用户、供应商是知识溢出的

重要源泉,对企业研发创新具有重要影响。而同行

企业之间既存在竞争关系, 同时也是一种合作关系,

这种合作对企业研发创新具有重要影响。许多学者

的研究认为研发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在很多情

况下要依赖于竞争企业之间的信息流动。

3)研发。是指为了增加人类、文化和社会方面

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

统的创造性工作。它包括两项主要活动: 一项是研

究即创造新知识; 另一项是开发即开发知识的新用

途。研发活动具有探索性、创造性、不确定性、承继

性
[ 1 1]
。

本文主要研究水平关系的高技术产业集群企业

之间的研发合作问题。

3 � 知识溢出与高技术集群企业
相互作用的机理分析

3� 1 � 研究框架
知识溢出在高技术集群企业的研发产出中发挥

着关键作用。高技术产业地理集聚、知识溢出和企

业研发产出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 地理集聚使同

一高技术领域内的相同或相似企业或机构形成特殊

的集群,研发产出能力是这一集群中企业长远发展

的动力,而这种研发产出动力又受到知识溢出的影

响。因此,本文将高技术产业集群、知识溢出与企业

研发产出作为基本研究要素,研究它们之间的作用

关系,研究框架示意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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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研究框架示意图

3� 2 � 研究要素关系分析
按照知识的性质将知识溢出分为显性知识溢出

和隐性知识溢出。显性知识一般通过沟通来呈现,

这是由其基本属性所致。隐性知识则一般通过应用

来呈现。若隐性知识不能被编码,只能通过应用来

观测、通过实现来获得,它们在个体之间的转移会呈

缓慢、高成本和不确定的特征。而对于企业研发合

作而言,合作必将导致频繁的直接和间接沟通,通过

这些方式的互动, 显性知识就能得以共享和交流。

集群内企业间的相互交流会促进合作企业各自能力

的提升,这种提升是合作带来的总效应,即实际发生

的知识转移,它们最终都会导致集群内合作企业创

新能力的增强。企业间的合作同样也为隐性知识的

传递与交流提供了可能, 企业间的合作就是对来自

双方企业的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过程,双方的合作也

是对其合作目标的实现过程。

综上所述, 无论是隐性知识还是显性知识,都可

通过研发合作互动实现溢出, 增加集群企业的研发

产出水平, 并最终导致其竞争能力的提升。知识溢

出对研发产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知识溢出有利于激发和聚集集群企业的研发

活动。Audretsch 和 Freldman 以新产品问世作为

创新产出的测度指标, 研究了研发活动的集群性问

题。研究表明, 研发活动的集群倾向在新知识经济

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产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而高技

术集群产业较一般产业有更明显的地理集聚倾向,

产业中知识溢出效应更显著, 知识溢出机制对研发

活动的影响更为明显
[ 12]
。在集群内部, 知识溢出机

制的存在以及非正式交流网络的形成, 强化了相关

行为主体间的知识整合与碰撞效应,激发与聚集了

集群内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 使集群有限的空间内

集聚高密度的研发创新活动。

2)知识溢出有利于增加集群企业的知识积累水

平。高技术产业集群内相关行为主体间的基于交互

作用的非正式交流网络的形成, 提升了集群内成员

企业间的知识共享水平, 使企业在不断扩散知识的

同时又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其他企业的知识, 从而

大大提高了集群整体的知识积累水平。基于知识的

创新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是研发创新的影响因素之

一,研发创新主体的知识积累水平直接影响其研发

创新能力。当知识溢出产生的知识累积效应达到一

定临界点时, 就会产生创新。这种知识累积在孤立

的企业中难以达到临界点,而集群内的企业突破临

界点的概率则较高,因而具有较强的研发创新优势。

因此,知识溢出提高了企业的知识积累水平,企业知

识积累程度的提高使得决策的知识限制得以突破,

进而加快了知识的创造与发展, 提升了企业的研发

创新能力。

3)知识溢出有利于降低集群企业的研发成本与

风险。集群内企业因知识溢出而产生的研发低成本

效应,在高技术集群产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

结论已被相关经验性研究所佐证。我国学者魏江指

出,集群中的企业可利用率先研发创新者溢出的知

识、市场信息和所带来的市场机会,使企业在研发创

新中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缩短研发创新的技术实现

周期和市场实现周期, 从而减少研发创新中的风险

和不确定性 [ 13]。每个企业自有的知识是远不能满

足其发展要求的, 知识的 R& D周期长且费用昂贵,

尤其是中小企业受其自身条件的限制, 自己不可能

生产所需的全部新知识。对于集群外部企业来说,

新产品的研制和开发是一个高风险、高成本和低成

功率的行动。而集群环境加速了企业间的知识溢

出,使群内企业能低成本地获取溢出知识,从而降低

了企业获取研发创新资源的成本与研发创新的不确

定性,提高了企业的研发创新产出。

4)知识溢出加强了集群企业间的有效合。知识

溢出的存在,使得在以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为基础的

产业集群内企业间存在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持续

联系,便于信息集中、传递与扩散, 促使企业间相互

学习,并积累其他企业的经验和技术,尤其是一些难

以具体化、系统化的知识,有助于集群内企业进行研

发创新。且相对于地理上分散的产业竞争者而言,

集群内部知识溢出的存在,使得群内企业可以共享

知识、技能等。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集群企业更容易

进行 R& D 合作, 共同促进研发创新绩效的提高。

因此,知识溢出加强了集群企业间的有效合作, 使企

业在技术开发方面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取长避短,共

同推动集群研发创新活动的开展。在合作创新中,

合作方为了使创新产出最大化, 往往会利用自己精

干的科研队伍,因此在合作过程中会产生许多主动

的或非主动的知识溢出。同时, 地区内的重复性互

动能够导致区域内集群相互信任的增加及公开交

流,加强了生产中的合作,扩大了合作领域。

总之, 随着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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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研发合作的趋势已越来越

明显。大量研究表明, R& D合作可能是解决知识

溢出和研发产出问题的较好方法。企业间的 R& D

合作让各创新主体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等亲密接

触并充分交流, 不仅实现了彼此间技术知识的流动,

而且能在通力合作中碰撞出新的思想的火花。这些

企业通过与不同的外部组织尤其是竞争对手进行研

发合作,来获取发展机会和交换各种信息、知识和其

他资源,以实现优势互补、知识资源共用、风险共担

及利益共享,从而获得持续发展。

3� 3 � 理论模型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本文构造了知识溢出对高

技术集群企业研发产出作用过程的结构模型, 如图

2所示。

图 2 � 知识溢出对高技术集群企业研发产出
作用过程的结构模型

4 � 测量指标的确定

为了有效地评价知识溢出通过横向合作模式对

研发产出进而对集群企业的竞争能力的贡献程度,

有必要对上述研究变量的指标进行设定。

4� 1 � 指标确定的原则
有效性指标集的选择要反映评价目的和评价内

容,评价指标集的构建应遵循以下原则: ∀全面性原
则。指标体系应较为全面地涵盖评价对象的基本内

容,有充分的代表性,所选择的指标能满足评价的要

求,客观反映评价对象的发展水平。# 独立性原则。
指标集的每个指标要内涵清晰和相对独立, 可分组

建立,然后求各组评价结果的平均值,从技术上避免

投入(产出)集内部指标间具有较强的线性关系。 ∃

可操作性原则。既要考虑指标的重要性, 也要考虑

数据的易获得性。%可比性原则。采用的指标统计

口径要相同,便于各行业或地区之间对比。

4� 2 � 知识溢出指标的确定
在借鉴与参考了国内外学者有关测量指标的基

础上,本文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设计了如表 1所示

的指标,对显性知识溢出和隐性知识溢出这两类知

识溢出进行度量。

表 1� 知识溢出测量指标一览表

两类知识

溢出
测量指标主要内容

显性知识

溢出

∀ 合作创新中主动溢出的新技术; # 合作创新中主动

溢出的新专利; ∃ 合作创新中主动溢出的有关行业发

展动态的信息

隐性知识

溢出

∀ 自然溢出的信息; # 自然溢出的经验; ∃ 自然溢出的

技能

4� 3 � 研发产出指标的确定
本文在借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1964年

确定的研发产出指标体系以及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

卡普兰和咨询企业总裁诺顿[ 11] 和学者孙健民[ 14] 等

对平衡记分卡法的推广, 提出了一些自己对研发产

出评价的构想,从财务和非财务两个维度来刻画研

发产出,具体度量指标如表 2所示:

表 2 � 研发产出评价指标

维度 目标 测量指标主要内容

财务
股东价值 投入回报率

最大化 资本充足率

非财务

客户差别化价值定位 市场占有率

流程优化 产品开发成本

员工价值最大化 员工创新能力

� � 其中,财务指标是从成本收益的经济角度反映
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从事其研发活动所取得的成就即

反映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经营成效的。非财务绩效则

是指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整合能力、服务能力等

组织创新能力角度来反映企业的经营效果和经营成

效的。

4� 4 � 高技术集群企业竞争力指标的确定
本文在借鉴与参考 Char neas和 Cooper [ 15]、魏

江[ 1 6]等学者所提出的高技术集群企业竞争力测度

指标的基础上,设计了高技术集群企业竞争力评价

指标体系,如表 3所示。

表 3� 高技术集群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 测量指标的主要内容

投入指标
∀ R& D经费内部支出; # 年末固定资产原价; ∃ 新产

品开发经费; %技术改造经费

产出指标
∀ 利润; # 新产品销售收入; ∃ 新产品利税增加值; %

市场占有率

5 � 结论

本文在分析归纳有关知识溢出、高技术产业集

群以及研发产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高技术集群企业知识溢出对研发产出的作用

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总结如下: ( 1)知识溢出

在一定程度上可增加高技术集群企业的研发产出;

( 2)无论是隐性知识还是显性知识,都可通过研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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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互动实现溢出、提高集群企业的研发产出水平, 并

最终导致其竞争能力的提升。

本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对发现影响

研发产出的重要因素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存在局限的如下:

第一,受篇幅所限,未对该影响机制模型进行实证验

证;第二, 吸收能力在知识溢出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

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未做探讨。在未来研究中,将对

吸收能力对知识溢出的中介作用机制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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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fluence of Knowledge Spillover on R&D Output of

Enterprises in High�tech Cluster

Yu Jiangpeng
1
, Wu Cuihua

2

( 1. Sch ool of E conomics & Managem ent , T 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 ology, Taiyuan 030024, Chin 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 Tianjin Polytechnic Un iversity, T ian jin 300387, C hina)

Abstract: Th rough review ing th e research result s ab ou t know ledg e spillover in cluster at h 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makes the concept defini�

t ion an d the dim ens ion divis ion for know ledge spills over, high�t ech indust ry clu ster an d R&D, and proposes the research f ram e of role relation�

ship am ong these three elements. T hen it dis cuss es the inf luence m ech anism of tacit and ex plicit know ledge spills over on R& D output of enter�
pri se in high�t ech clus ter respect ively. T he result s show that both explicit and tacit know ledge can be achieved to spills over thr oug h the interac�

t ion of R&D cooperat ion, and increase R& D output of enterpri ses in cluster, then enh ance th eir com pet it iven ess . Fin ally, it determines the meas�

u rement in dex of three res earch essent ial elem ents, and points ou t the research di rect 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high�t ech indust ry clu ster; k nowledge spillsover; res earch and developm ent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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