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传统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企业网络组织形式，在我国经

济发展中已经普遍存在。该类产业集群主要是传统的手工

业或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如纺织、服装、制鞋、家具制

造等行业的大量中小企业在空间上的互相集中，并形成一

个有机联系的市场网络 ［1］。 由于我国传统产业集群的产业

特征和特定的成长环境， 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科技含量

低、创新投入力度不够、创新能力薄弱、缺乏良好的创新环

境等不足。因此，传统产业集群提升核心竞争力，进行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就是走创新的发展道路。 那么，如何帮助传

统产业集群选择正确的创新策略就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
本文延用主流学术界关于创新模式的分类方法， 将其分为

创新和模仿两大类。 创新主要是指建立在竞争者现有技术

水平之上的技术突破，超越竞争者的原发型创新行为。模仿

是指通过模仿竞争者的技术，充分利用企业现有资源，改造

企业现有的技术水平， 实现企业相对技术改进的二次创新

行为［2］。 目前，大量文献倡导传统产业集群应该采取“创新”
这一发展模式［3-6］。 同时，也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传统产业

集群的发展现状，认为“模仿”是更合适的创新策略［7-8］。 总

体看来，现有研究局限于对传统产业集群创新策略的某一

种创新模式进行分析，而对集群实力积累过程中创新策略

的动态演化规律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国内学者疏礼

兵等 ［9］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浙江上虞伞业集群的创新

策略进行研究，发现不同规模、不同成长阶段的集群企业

在创新策略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 那么，这个实证研究的

结论是特例还是具有普遍适用性？传统产业集群创新策略

的动态演进过程又遵循何种规律？ 鉴于此，本文运用博弈

论理论模型，对传统产业集群在实力积累过程中的创新策

略选择进行分析，得出集群在不同实力发展阶段，集群企

业创新策略选择有所不同：集 群成 立 初 期，企 业 多 以“模

仿”主；随着企业实力的增加，集群中既有“模仿”策略，又

有“创新”策略；集群成长壮大后，虽然更多的企业具备了

创新实力，但是由于集群企业之间存在“机会主义”，集群

中仍然有“模仿”策略。传统产业集群在实力积累过程中的

创新策略是一个由“模仿”到“创新”的动态演变过程。

1 传统产业集群创新策略选择的博弈模型建立

传统产业集群由于具有地域相近、 生产相关等特性，
在市场参与的条件下，其创新策略选择实际上是一个复杂

的博弈过程。 所以，本文利用博弈模型分析所得的均衡结

果恰好符合机制设计原则，即：某一给定前提下，个体利益

和集体利益都达到了最优， 这也是该研究的现实意义所

在，集群企业创新策略选择博弈的均衡结果实现了单个企

业和集群整体的利益最优。以下我们建立一个创新和模仿

的博弈模型。 为方便研究，特做出以下假设：
（1） 以一个由两个企业构成的集群作为研究对象，聚

焦于企业的实力积累过程， 假定创新产品市场需求足够

大；两企业成立后如果全力以赴投入生产，产量分别为 q1、
q2 ， qi（i=1、2）也代表企业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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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企业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创新的动力是

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设 p0、a0 分别为创新前的单位产品市

场价格和成本，p、a 分别为创新后单位产品市场价格和成

本，△πi（i=1,2）为创新前 后 的 差额 收 入，则△πi=［（p-a）-
（p0-a0）］×qi。 为了简化表达形式，将单位利润差（p-a）-（p0-
a0）记为△pπ；

（3）假定如果为了响应特定的市场机遇，如果企业选

择具有突破性的自主创新， 必须付出一次性创新成本 Cz，
由于集群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内部信息流动比较完

全，可以观察到竞争对手的行为，如果企业选择模仿，必须

付出一次性的模仿成本 Cm，且 Cm<<Cz，那么选择创新的企

业因创新所得净收益为△πi-Cz， 采取模仿的企业净收益

为△πi-Cm。
基于以上分析和假设，该项创新给两企业带来的支付

矩阵如下：

创新 模仿

创新 △π1- Cz，△π2- Cz △π1- Cz，△π2- Cm

模仿 △π1- Cm，△π2- Cz 0，0

企业 2

企

业

1

2 传统产业集群创新策略选择的博弈模型分析

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将企业的生产能力 q 视为企业实

力。 传统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企业实力的积累处于动态

演化的状态中。在集群成立初期，两企业的实力都很弱；在

集群成长过程中，由于企业成长的客观规律，企业实力会

出现差异，两企业实力一强一弱；集群发展壮大后，企业实

力得到加强，两企业的实力都很强。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企

业在实力积累过程中的创新策略选择，所以，在以下的讨

论中，把企业的实力增长过程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两

企业的实力都很弱；第二阶段，两企业的实力分别为一强

一弱；第三阶段，两企业的实力都很强。
讨论 1。 在传统产业集群成立初期，也即是企业实力

增长中的第一阶段，实力过小的企业 1 和企业 2 都没有能

力选择“创新”，只愿从事相对成本较低的“模仿”。
分析：以企业 1 为例，（p0-a0）是创新前企业 1 的单位

利润，设为 0.5 元 ／ 个，（p-a）是创新后企业 1 的单位利润，
设为 1 元 ／ 个，则单位利润差△pπ=0.5 元 ／ 个，如果创新 成

本 Cz=20 万元，如果企业 1 创新

由△π1-Cz=［（p-a）-（p0-a0）］×q1-Cz=△pπ-Cz≥0 得

q1≥Cz /△pπ，即 q1 至少为 40 万个。如果企业 1 的生产

能力 q1<Cz /△pπ，假设是 2 万个，那么，该创新的收益为负，
企业 1 会采取模仿策略。 对企业 2 而言，也是如此。

当两 企 业 实 力 都 很 小， 没 有能 力 创 新 时， 即 q1＜Cz/
△pπ，q2＜Cz ／△pπ

得△π1-Cz＜0，△π2-Cz＜0
又 Cm＜＜Cz， 有△π1-Cm＞△π1-Cz，△π2-Cm＞△π2-Cz，此

时该博弈的战略均衡为｛企业 1（模仿），企业 2（模仿｝。 对

任何一个企业来说，对手模仿时自己创新后带来的收益小

于模仿的收益，△πi-c0＜0，因此，理性的企业主体会选择模

仿，博弈就陷入了“囚徒困境”，造成创新活动停滞的现象。
在这一时期，企业实力过小，不足以承担创新成本，只

有采取低层次的产品改进、模仿等创新措施，以实现企业

的利润积累，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直至进入第二阶段。
讨论 2。 在传统产业集群的成长过程中，也即是企业

实力增长中第二个发展阶段，潜力大的企业 1 率先发展起

来，实力达到一定程度的企业 1 有能力选择“创新”，而发

展中的企业 2 在这一时期的最佳策略仍是“模仿”。
分析：参照讨论 1 中的分析，当企业 1 的实力发展到

一定程度能够创新， 企业 2 的实力还不足只能模仿时，即

q1＞Cz /△pπ，q2＜Cz /△pπ
得△π1- Cz＞0，△π2-Cz＜0
又 Cm＜＜Cz， 有△π1-Cm＞△π1-Cz，△π2-Cm＞△π2-Cz，那

么该博弈的战略均衡是｛企业 1（创新），企业 2（模仿）｝。 这

就是博弈论中著名的“智猪博弈”。 当 Cz/△pπ＞q2 时，容易

得出△π2-Cz＜0， 即对小企业 2 来讲存在一个劣战略就是

“创新”，因为无论企业 1 作出什么样的决策，企业 2 选择

“模仿”总比“创新”好。 给定企业 2 选择“模仿”，且 q1＞Cz/
△pπ，△π1-Cz＞0，企业 1 只能选择“创新”。所以此时的均衡

是“重复剔除劣战略的占优战略均衡”。企业 1 随着发展成

长，生产能力和企业资本都能承担创新活动，实现了从“模

仿”向“创新”的转化。而企业 2 还没有完全发展壮大，由于

实力不足，只能选择“模仿”且是最佳创新策略。
讨论 3。 随着传统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即是

企业实力增长中的第三个阶段，企业 2 的实力也得到了增

强，，两企业在资金、设备等 方 面 都 已 经 具 备“创 新”的 能

力，但企业的创新策略选择受对方选择结果的影响，是一

个动态博弈过程。
分析：参照讨论 1 中的分析，当两企业的实力都发展

到能够承担创新时，即 q1＞Cz/△pπ，q2＞Cz/△pπ
得△π1-Cz＞0，△π2-Cz＞0
又 Cm＜＜Cz， 有△π1-Cm＞△π1-Cz，△π2-Cm＞△π2-Cz，此

时该博弈的战略均衡有 两 种 情 况｛企 业 1（创 新），企 业 2
（模仿）｝和｛企业 1（模仿），企业 2（创新）｝，出现模仿的现

象并不是因为企业没有能力完成创新活动，而是企业之间

存在“机会主义”。 如果企业 1 先决策选择创新，那么企业

2 就会选择模仿，因为△π2-Cm＞△π2-Cz ，企业 2 选择模仿

能得到比选择创新更多的收益。 对企业 1 而言也是一样。
这实际是博弈论中的动态博弈，博弈双方做出决策有时间

上的差异，第二个决策者可以看到第一个决策者的决策结

果。 企业 1 和企业 2 都已经具有了创新能力，在企业 1“模

仿”的情况下，企业 2“创新”是其最佳策略，企业 2 随着实

力的增加也完成了由“模仿”向“创新”的渐进转化。
基于以上对传统产业集群在不同发展阶段创新策略

的研究和分析，将集群在实力积累过程中的创新策略动态

演变规律综述如下：
（1）在传统产业集群成立初期，受生产能力、创新成本

等因素影响， 实力尚未壮大的集群企业不具有创新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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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最佳创新策略是“模仿”。基于自身条件的考虑，集群企

业可能会采取低层次的产品改进、模仿等，积累利润，增强

企业实力。 如果这一时期，打击或禁止模仿，那么，集群整

体和集群企业的实力增长就会缓慢，最后逐渐减少。 事实

上，在这个阶段，模仿策略对刚刚起步的传统产业集群来

说是最合适的创新模式。
（2）在传统产业集群成长过程中，某些集群企业会率

先发展起来，具有创新的能力。 为了追求企业最大经济效

益，这些企业会选择“创新”策略，实现创新策略由“模仿”
向“创新”的转变。相对落后的集群企业受自身实力限制只

能选择“模仿”。 这个时期集群中既有“创新”策略又有“模

仿”策略，是集群企业实力由薄弱走向强大的过渡期。但在

该阶段要注意过度模仿问题，如果模仿对创新企业的收益

影响不是很大，不会导致其实力减少，那么这种模仿对集

群来说是一个最优策略。如果模仿严重影响创新企业的收

益，致使创新企业的实力出现衰退，那么，这种模仿就是劣

策略，也就是过度模仿。 此时，应该防止过度模仿出现。
（3）随着传统产业集群在资金、规模等方面的积累，实

力相对较弱的集群企业得到了发展壮大，具备独立完成创

新的能力，在与竞争对手争夺市场时，会选择“创新”，实现

创新策略的渐进转化。 但是，并不是集群中所有有创新实

力的企业都选择“创新”，由于集群企业之间存在“机会主

义”，仍有“模仿”策略出现，它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 这

一时期，基于对集群整体和集群企业长远利益考虑，应该

打击模仿，引导集群企业积极创新。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传统产业集群在实力积累过程中

的不同阶段，集群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使其创新策

略选择有所不同，是一个由“模仿”向“创新”转化的动态演

变过程。
将以上分析及结论应用于实践，政府可以考虑在传统

产业集群的不同发展阶段制定和实施与之相匹配的产业

政策，如：①在传统企业集群成立初期，集群企业的实力都

很小，没有能力创新，只有采取模仿策略，这时，政府不要

一味地压制和打击模仿，提倡创新。 应该重视集群企业低

层次产品改进、模仿的实力增长方式，可以通过组建行业

协会引导模仿向积极、正确的方向发展；②在传统企业集

群成长过程中，集群企业的实力出现了差异，集群中既有

创新，又有模仿。政府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等公共服务机构，
对相对落后企业因势利导，一方面，对集群整体有积极意

义的模仿，不能盲目反对。另一方面，防止集群中出现过度

模仿现象；③传统企业集群发展壮大后，集群企业的实力

都具备了创新实力，但是，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并不是

集群中的所有企业都采取“创新”策略。 所以，政府应采取

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完善和健全专利法制度，打

击模仿的产业政策。 另外，政府也可以借助行业协会这个

交流平台对集群企业进行疏导和沟通，引导集群企业走差

异化、互补性的创新道路，鼓励合作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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