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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集群内的合作创新是在一定制度框架下构成的组织模式中进行的 , 其开展过程涉及到复杂的

知识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集群企业合作创新突破了传统的线性创新模式, 通过对集群组织模式的演变研

究发现, 产业集群的创新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内部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基于集群

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就是要为企业和产业集群的成长创造适宜的技术、制度环境和创新资源要素的

社会网络, 促进区域产业集群创新机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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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合 作 创 新 行 为 很 早 就 存 在 于 国 外 的 企 业 理 论 研 究

中 , [1](Lissoni F, 2001)。人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大都认

为技术创新过程遵从技术拉动的线性模式 : 基础科学!
应用科学!制造!销售。显然 , 在这种模式中 , 组织结构

特别是产业组织结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不很明显。实际

上 , 企业技术创新都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和组织模式中

进行的 , 它是在与供应商及销售商或公共部门进行合作

相互学习交流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 , 其开展过程涉及到

复杂的知识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行

为主要是技术方面 , 我们将产业集群合作创新定义为集

群内企业之间以及与外部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在技

术、原材料采购平台、营销以及组织管理等方面的联合创

新行为 , 这种合作创新可以归结为两个层面 : 第一个层面

是建立在非正式交流产生溢出效应的基础上的、低层次

的联合创新 , 即企业间对彼此的模仿采取一种默许的态

度 , 这是通常意义上的集群创新 [2](金祥荣、叶建亮 , 2001);

第二个层面是创新主体通过正式的协议而建立的、高层

次的联合创新 , 这种合作主要发生于企业与高校及研究

机构、上下游企业和龙头企业之间。由于技术创新过程的

动态性 , 研究开发和生产的组织也随之改变 , 创新过程也

越来越多地依赖技术战略和企业间的联系 , 这就为技术

创新的网络化奠定了需求基础。技术创新涉及的所有活

动之间已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 而是一个企业内部组

织间以及企业与其它企业或机构相互依赖的复杂系统。

1 集群企业合作创新优势的一般分析

在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 , 企业都是创新体系的主体 ,

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和其它的非正式互动关系就成了知

识转移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而集群企业因为地域接

近和相互理解信任的密切联系, 易形成共同的正式或非正

式的行为规范和惯例 , 彼此间更易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

从而有效降低了合作的风险和成本。

1.1 产业集群增加了产业链体系(企业)的创新能力

集群是培育企业学习与创新能力的温床。集群对创新

的影响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 ①集群能够为企业提供一种

良好的创新氛围。在产业集群中 , 企业彼此接近 , 由于存在

着竞争的隐形压力 , 迫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管

理创新 , 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需要。同时企业间密切合

作 , 通过实地参观访问和经常性的面对面交流 , 一家企业

的知识创新很容易外溢到区内的其它企业 , 有利于各种新

思想、新观念、新技术和新知识的传播。由此形成知识的溢

出效应,获取“学习经济”(Learning EConomics), 增强企业的

研究和创新能力; ②集群发展与知识技术扩散之间存在着

相互促进的自增强关系。产业集群由于空间接近性和共同

的产业文化背景,容易将外部新的人员、技术、公司、机构

吸引到集群中,从而引发知识技能的聚集过程。知识技能

的聚集作用将引发新一轮更大规模的知识技能的扩散过

程。知识技能在产业集群中的聚集和扩散作用的循环进

行, 不仅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的创新优势 , 而且.还有助于

产业集群的创新优势的可持续发展; ③集群可以降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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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成本。由于相互关联的企业及其支撑企业、相应辅

助机构有规律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柔性生产综合体,长

期发展起来的集群模式方便了“集体学习进程”,不仅可以

加强显性知识的传播与扩散 , 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加强隐

性知识的传播与扩散, 并通过隐性知识的快速流动进一步

促进显性知识的 流 动 与 扩 散 。由 于 存 在着 “学 习 曲 线 ”

(Learning Curve), 集 群 区 域 化生 产 体 系 减 少 了“动 态 不 确

定性因素”, 增加了企业决策的可靠性和前瞻性 , 使集群内

专业化小企业学习新技术变得容易和低成本。同时 , 集群

内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竞争合作机制 , 领先企业一旦

某项核心技术获得创新性突破 , 在集群区内各专业细分的

企业很快会协同创新, 共同参与这种网络化的创新模式 ,

从而降低了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成本。

1.2 产业集群创新的中间性组织模式具有持续创新优势

类似于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之间的“马歇尔冲突”, 有

人也将技术创新活力与创新规模经济性之间的矛盾称为

“熊彼特冲突”。中小企业由于体制的灵活以及竞争的压

力, 往往创新意识较强 , 对新的技术机会非常敏感 , 而且由

于对新的技术机会不存在太高的技术转换成本 , 反应更加

迅速 , 具有明显的行为优势。但过度竞争以及脆弱的经济、

技术基础 , 使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难以在一个合理的经济

规模内实现 , 相反大企业具备较充足的创新资源 , 具有技

术创新的资源优势能获得较高的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收益。

但垄断地位和企业科层组织的刚性会阻碍创新的涌现 , 创

新活力不足。

大量 的 事 实 证 明 , 中 小 企 业在 技 术 创 新 中 所 存 在 的

劣 势 , 并 不 完 全 是 因 为 他 们“小 ”而 造 成 的 , 在 很 大 程 度

上是因为他们孤立和 分离 所 致 。如 果 在 一 定 的 环境 下 ,

那些相互关联的中小企业 能 够 形 成 空 间 集 群 , 实 现 集 群

式创新 , 既不会损失单个 独 立 的 中 小 企业 所 具 备 的 创 新

行为优势 , 又可以获 得 大 企 业 才 拥有 的 创 新 资 源 优 势 ,

从而达到创新活力和创新规模经济的有机结合。而大企

业置身于激烈的市场竞 争空 间 , 既 保 证 了 大 企 业 的资 源

优势 , 又获得了小企业 才 具 备 的 行 为 优 势 。即 小企 业 的

纯市场组织和大企业的纯 科 层 组 织 都 得到 了 强 化 , 形 成

一 种 类 似于 威 廉 姆 森 [3](2001, Williamson)的 所 谓“双 边 规

则”型中间性体制组 织 。产业 集 群 中 无 论 大 企 业 还是 中

小 企 业 , 它 们 的 联 系 十 分 密 切 , 这 种 组 织 既 可 以 克 服 单

个企业规模扩张而产生的 企 业 内 部 组 织成 本 过 大 、市 场

反应刚性、官僚主义等 , 又可以 降 低 不确 定 性 较 大 、交 易

效率低等纯市场机制缺陷 引 起 的市 场 交 易 费 用 , 使 得 企

业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 , 减少 技 术 创 新 失 败 的 风 险和 损

失。

1.3 产业集群有利于形成创新优势的“区位品牌”

区位品牌是众多企业品牌精华的浓缩和提炼 , 由企业

共同的生产区位产生的珍贵无形资产 , 具有更广泛、持续

的品牌效应。集群合作创新促进了本地区的学习能力和创

新能力 , 构成了区域的核心竞争力 , 使政府更愿意投资于

相关的培训、检测和鉴定等公用设施 ; 而集群中存在的贸

易网络、技术传播机构和培训协会等组织形式 , 又可以明

显促进集群企业产品质量和技术的提高。随着集群所依托

的产业和产品不断走向区外, 自然就形成了一种全国甚至

世界性的区域品牌。如法国的香水、意大利的时装、瑞士的

手表、温州皮鞋等。单个企业要建立自己的品牌。需要庞大

的资金投入 , 然而企业通过集群内企业的整体力量 , 利用

群体效应 , 更易形成共享的“区位品牌”, 从而大大增强群

内企业的比较竞争优势 , 使每个企业都受益。这种区域品

牌一旦形成之后.其较强的外部效应 , 不仅有利于企业对

外交往 , 开拓国内外市场 , 确定合适的销售价格; 也有利于

提升整个区域的形象 , 为招商引资和未来发展创造有利条

件。

2 产业集群组织模式演变与内部企业合作

创新

产业集群合作创新作为包括制造商、供应商和销售

商 , 有时甚至是竞争对手共同参与的一个协调合作的非

线性过程 , 集群专业化分工的组织模式将对产业集群的

企业合作创新产生重要影响 [4](姚先国、朱海就 , 2002)。在

企业集群中存在两种类型的专业化分工 : 一类是以横向

分工为主 , 即对集群的主导产品 在 内部 按 档 次 、品 种 、款

式横向组织生产 , 这种横向的产品分工表现出来的主要

形态为扁平的分工层系结构 , 另一类是采用纵向分工即

按生产链的上下游来分别组织生产。一般来说 , 集群合作

创新是一个企业内部组织间以及企业与其它企业或机构

相互协调、相互合作的过程 , 这两种组织方式并不是截然

分开的。在发达的集群内这两种生产组织方式同时并存 ,

从而形成 “按照一定专业化生产要求形成的生产组织方

式”的专业化分工网络(Macleod, w.1998)[5]。虽然专业化分

工能使集群中各企业发 挥比 较 优 势 来 构 造 核 心 能力 , 从

而提高整个集群的创新能力 , 但这种横向专业化分工带

来的相互竞争以及纵向分工带来的利益分配上的协调等

因素 , 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集群内的合作创新效率。

2.1 产业集群纵向分工与合作创新

集群内的非线性模式创新, 使得一个企业的创新源大

多要通过其它企业如销售商或供应商获取 , 同时 , 专业化

分工带来的企业资源的互补性也需要企业在创新问题上

的彼此合作。因此 , 信息能否在集群内企业间及时、准确传

递将对企业集群合作创新效率产生关键影响 , 而企业集群

组织的分工模式对信息的传递效率有很大的影响。

其一、先假设集群内分工采用单一的串联方式 , 如果

在信息传输过程中发生信息损失 , 那么整个系统的反馈效

率就会降低。现在假设某一专业化生产中有 4 个企业并联

(如附图所示), 生产链中由 A1、A2、A3、A4 这 4 个专业企业组

成, 每一个专业中只有所有的企业都失效时信息传递才会

失效。从这一角度分析, 集群的纵向专业化分工组织模式

会影响到企业集群合作创新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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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产业集群纵向分工模式

其二 , 企业间的技术创新的相互依赖性与专业化生

产 , 使得每一个专业企业的创新活动都无法与系统中其它

企业的创新活动完全割裂开来。这种连锁性的技术创新对

于整个企业集群而言可能带来较大的收益 , 但按照原来的

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 , 可能使产生相互交易的

一方企业收益增加 , 而另一方收益减少。只不过是前者收

益的增加值要大于后者的收益减少值。这种情况下 , 收益

减少一方进行技术创新将会为整个创新链带来一定的外

部经济 , 要使整个链式创新持续产生 , 就必须调整原有企

业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由于技术创新所具有的不确定

性, 这种收益的重新分配只能是在创新之后进行的一种事

后的调整。因此, 对于单个企业来说 , 这就需要企业间通过

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并形成一种信任机制来解决。最后 ,

在上下游企业间 , 可能一方拥有灵活性资产 , 而另外一方

进行技术创新改造后的资产可能只是为前者服务的企业

专有性资产 , 那么后者进行技术改造就会因为存在前者随

时中断与它交易的威胁而承担很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同样

影 响 着 企 业 的 创 新 积 极 性 以 及 上 下 游 企 业 的 合 作 创 新

(Macleod, w.1998)。这一方面需要双方建立相互信任的关

系 , 更重要的是要增加前者对后者的企业专有资产的投

入。如为了鼓励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 , 销售商可以购入设

备 , 然后采用融资租赁的形式转让给制造商使用 , 销售商

对制造商的企业专有资产的投入可以提高制造商的技术

创新积极性 ; 企业通过彼此长期合作建立相互信任 , 或者

企业都进行大量专用性资产投入 , 则能解决这个问题 [4](姚

先国 , 朱海就; 2002)。

2.2 产业集群横向分工与合作创新

由于产业集群是众多相互关联的企业围绕某一特定

领域集聚发展的 , 因此 , 集群的发展方向始终是产业链纵

向与横向的拓展。集群内存在大量横向分工企业必然使一

个企业的技术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溢出效应。合理的横

向分工应该具备能消除或减小这种溢出效应给企业带来

负效应的能力 [6](porter.M.E.,1998), 而这种横向分工合理与

否主要取决于如下因素 : 其一 , 产品的差异化程度及高低

档产品相互区分性。如果集群内企业间产品差异化程度越

大, 那么相互竞争的程度就越小 , 从而技术创新上的“搭便

车”现象对创新企业的经营产生的影响很小 , 这有利于企

业创新积极性的提高。如果不同质量的产品不能很好地区

分 , 那么就会产生类似于永康五金那样的柠檬市场 , 而使

企业更乐意通过偷工减料降低产品的质量 , 而不是通过技

术创新提高产品的档次来获得市场竞争能力。其二 , 集群

内横向分工企业规模的合理布局。如果集群内横向分工企

业为规模相近的中小企业而且数量很多 , 那么 , 在存在溢

出效应的情况下 , 技术创新带来的外部经济性会随企业数

量的增加而加大, 这样大大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动机”(Hen-

derson, D, 1998)。相反 , 如果集群内横向分工模式为少数大

企业与众多的小企业并存, 那么就会缓解以上情况。因为

小企业由于自身吸收能力弱, 对大企业的创新技术很难模

仿 , 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模仿 , 从而使大企业能获取较长时

间的垄断利润 , 所以小企业的存在对大企业的创新活动不

会有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大企业的数量少 , 在进行创新

后 , 虽然会向其它企业溢出 , 但是自己所享受到的份额将

会得到增加 , 同时, 为数不多的大企业相互协调、监督的成

本将会下降 , 有利于形成一个技术共同体。

2.3 产业集群发展阶段与合作创新

我国的许多产业集群 , 都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 , 依

据当地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利用先发优势而在相互模仿

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简单模仿的原始状态阶段 , 企业

集群内的组织模式处于无序状态 , 模仿的技术低层次和集

群内知识传递的低效率 , 使企业相互之间还不可能形成真

正意义上的合作创新机制。企业之间的低信任度以及模仿

的低成本, 使得企业不愿意在创新方面作太大的投入 ; 而

传递主体的保密措施、低传递能力以及吸收主体的低吸收

能力 , 使企业间只能对简单的技术进行模仿 , 而对于复杂

的技术、特别是集群外部的技术很难吸收和传递 , 从而导

致“搭便车”以及价格上的恶性竞争。当集群处于快速成长

阶段时。集群内开始存在局部的合作创新 , 核心企业在与

外部研究机构(知识创新主体)联系紧密的同时 , 将大部分

零部件委托给集群中小企业制造 , 以加大自身的专业化程

度。这一组织模式既有利于技术创新 , 改善中小企业技术

创新或转换能力的不足 , 又避免不同规模、不同技术层次

的企业间的过度竞争 , 使集群发展初期的单一产品经过不

断分工改进 , 形成多产品构成的产业链。浙江嵊州领带企

业集群大体上就属于这种类型 , 在这里的大企业如巴贝

尔、佳友等都与中科院等科研机构有着合作关系 , 但是集

群内部的大企业之间除了有血缘、亲缘关系的 , 一般的大

企业之间几乎不存在合作。而只有当形成以龙头企业为核

心的自主创新以及龙头企业间的合作创新逐渐成为创新

的主导力量时, 集群内部才逐渐形成企业间合作创新网络

和比较完善的自我增强的创新机制, 从而提高集群的整体

创新能力。该阶段龙头企业一方面依靠科研机构以产学研

结合的模式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

另一方面不断把非技术关键性的生产制造环节通过中介

组织转包给集群内的中小企业, 彼此之间建立紧密的协作

关系。浙江柳市低压电器集群初步呈现出以上特征。“少数

龙头企业+众多中小企业”的集群组织模式是形成完善的

集群合作创新网络的前提, 也是众多传统产业中小企业集

群发展的趋势所在。

综合以上分析 , 产业集群合作创新与组织模式的演变

是一个互动的发展过程 , 集群内的企业既以专业化分工与

社会化协作为基础 , 大、中、小不同等级企业并存 , 又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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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产业紧密结合 , 纵向与横向分工相互依赖、功能互补 ,

从而使大部分集群内企业相互影响。发达的纵向分工必然

使得产业链拉长 , 而每一道产业链环的差异都将会使产品

的种类增加 , 这就为产品产生差异化创造了条件 , 因而促

进了横向分工的发展。反之 , 为了获得市场的竞争优势而

追求创新必然会使原来的某些生产环节进行改进 , 这样也

促进了纵向分工模式的改变。另外 , 在集群的组织模式影

响集群合作创新的同时 , 也存在一个反馈的过程 , 即随集

群合作创新的发展 , 必然也会促进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深

化 , 从而改变原有的组织模式。随着其内部组织模式的阶

段性演变, 它的合作创新网络也将会发生相应变化。

3 结 论

从某种程度上说 , 区域技术创新体系构成要素就是区

域经济发展的构成要素。在经济建设和产业集群聚集过程

中 , 技术创新不仅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前提条件 , 而且也决

定产业集聚的竞争力。产业集聚作为集中同一地理区域企

业的空间组织形式 , 使技术创新变得更加容易、增强了其

实现的可能 , 并往往能使主导产业得到相关产业更密切的

配合 , 从而提高和增强区域技术创新体系的系统能力。

产业集群创新系统的有效运转需要建立畅通的信息

交流渠道 , 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 , 促进知识在集群内

部创造、储存、转移和应用 , 特别是隐含类经验和知识的转

移及扩散。地区地方政府应通过建立畅通的信息交流渠道

(包括集群与外部的信息交流和集群内部的信息交流), 完

善信息交流手段和体系 , 促进集群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的

合作 , 促进知识外溢、技术扩散和创新 , 使集群“空气中弥

漫产业的气味”。地方政府应以产业集群内企业为示范 , 积

极向其它企业推广 , 进行产权制度、激励制度、组织制度等

方面的制度创新 , 为企业内部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 提高集

群整体的创新能力。不断完善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竞

争机制、有效率的产权制度、高效的激励制度和组织制度 ,

降低社会各种交易成本 , 提高整个经济体制的运行效率 ,

为企业和产业集群的成长创造一个适宜的技术、制度环境

和创新资源要素的社会网络, 促进区域产业集群创新系统

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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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volving Mechanism in Cooperative
Innovations of Industr ial Cluster

Abstract:The cooperative innovations of full- grown industrial cluster are showing a tendency on self- enhancing. The evolving

mechanism in cooperative innovations of industrial cluster is analyzed in the view of static and dynamic pattern. The coopera-

tive organized system and the mechanism in adopting cooperative innovations of enterprises are also discussed in view of

methodolog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forming o f innovation systems requires local authorities getting involved in initial stage

and seceding in later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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