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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基础：各产业的钻石体系和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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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一个城市众多产业的钻石体系的形成、完善和升级构成了创新动力系统，而建立在各产业的钻石体系基础上的产业集群则是创新

的源泉和环境。钻石体系中有四个关键要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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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城市众多产业的钻石体系的形成、完善和升级构成了创新动力系统，而建立在各产业的钻石体系基础上的产业集群则是创新的

源泉和环境。钻石体系中有四个关键要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 1、创新的人文

基础：文化、教育、学习、人才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是由城市精神中的创新因素来推动的，这取决于城市的教育、文化和学习，而教育、文

化和学习都离不开人才。 (1)文化。文化具有指引、调整、约束和控制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的作用，创新文化的核心是激励探索、鼓励实

践、包容个性、宽容失败。因此，创新型文化是创新型城市的重要内容和本质内涵。上海在构建创新型城市过程中，需要始终实施文化创

新战略，在既有的文化基础设施和历史文化底蕴基础上，培养创新型城市的思维方式，健全创新型的文化体系，进而提高上海城市文化的

综合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 (2)教育。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构建创新型城市教育体系。上海是中国现代教育的龙头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上海逐步形成了由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组成的综合教育体系。在这些

既有教育体系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构建和提升上海的创新型教育体系。 (3)学习。创新的前提是获得有用的知识，而获取知识的过程就是

学习。学习过程就是不断修炼的过程。上海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路径之一就是要建设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机关、学习型社区、

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家庭，塑造人人学习、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的城市学习氛围。 (4)人才。创新型城市呼唤创新型人才。当今世界，知

识经济正在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型城市的重要特征就是知识创新。知识创新的主体只能是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

一要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宽广的知识面并具有获取各种有用知识的能力；二要具备科学研究的素质和创新思维，用创新思维发现问题和

解决问题；三要具有不畏艰难、勇于攀登的科学精神和严谨学风；四要具有脚踏实地、敢于实践的企业家精神和实干风格。 2、创新的经

济基础：钻石体系和产业集群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种组合是在城市的众多产业集群中完成的。根据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

势理论，产业集群的前提是钻石体系的形成、完善和升级。因此，一个城市众多产业的钻石体系的形成、完善和升级构成了创新动力系

统，而建立在各产业的钻石体系基础上的产业集群则是创新的源泉和环境。 (1)钻石体系钻石体系是由迈克尔·波特在他的《国家竞争优

势》中提出来的。钻石体系中有四个关键要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这四个关键

要素各自的特征直接决定着钻石体系的等级层次，彼此的联系、互动和相互强化推动着整个钻石体系的良性运转、日益完善和不断升级，

反之则推动着整个钻石体系的衰退。当钻石体系的四个关键要素不断升级并且四个关键要素彼此之间的联系、互动和相互强化日益强盛

时，就会支撑着所在地区的经济日益发展，产业体系日益完善和健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集群日益繁盛。总起来看，每一个产业的

钻石体系既有一个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有一个向更高阶梯演进的过程；城市众多产业的钻石体系各自的自我完善和梯级演进，形成共

震效应，推动着城市的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和创新。上海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每一个产业都形成了钻石体系中某种或某

几种关键要素的优势。所以，上海应当按照上述产业钻石体系的运行规律和不同产业钻石体系之间的共震效应规律，推动上海每一个产业

钻石体系的完善和升级，推动上海整个产业钻石体系的强共震效应，最终达到使上海的每一个产业和上海整个产业体系都实现产业升级、

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和不断创新的目标。 (2)产业集群钻石体系是从单一产业的生存和发展视角来考察区域创新体系，而产业集群则

是从众多产业集聚在一个区域这一地理集中性视角来考察区域创新体系。产业集群是指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产业以及相关的各种机

构、组织等集中在一个特定区域内这一现象。一旦产业集群形成，集群内部的产业之间就形成互助、互动、互强的累积关系，这种累积效



应还不断地向上下左右前后各个方向扩散、渗透，形成创新的氛围。 3、上海需要培育和完善各类产业集群 (1)优化创新基地布局，实施

“三区联动”(校区、园区、城区)战略，建立以复旦大学为核心的杨浦知识创新区，以上海交通大学为重点的闵行紫竹科学园区以及“松

江大学园区”和“南汇科教园区”。 (2)“三聚焦三加强”：聚焦企业主体；聚焦国家战略；聚焦创新基地。加强投融资机制创新；加强

市区联动；加强人才培养。 (3)构建企业技术创新体系。2005年，上海已形成29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60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上海还

需积极筹建若干国家级实验室。 (4)引进国外研发机构。目前，一共有124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170家研发中心落户上海，到2010年，上

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将达到200家，研发中心力争达到250家。 (5)建设公共服务平台。目前，上海五个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科技公共服务

平台、人力资源服务平台、科技创业投融资平台、知识产权服务平台、信息服务平台)均取得进展。 (6)推进重大科技示范工程建设。未来

五年，上海将集中力量建设几个重大示范工程——科技世博园、智能新港城、崇明生态岛以及张江药谷等，争取在创新中药、基因工程疫

苗、太阳能、平板显示、电子标签等领域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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