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经济全球化时代，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

定性因素。 “十七大”明确了“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

集聚”的战略规划，指出“促进科 技 成 果 向 现 实生 产 力 转

化”，“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加大

对自主创新投入”等自主创新举措，其旨在“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使得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成为

国家创新能力提升与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的关键。 据此，挖

掘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内涵，从理论上探析创新要素向

企业集聚的机理，意义重大。
学界已对企业创新要素的协同、区域创新要素的整合

进行了初探。许庆瑞[1]基于全面创新管理的视角，研究了企

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各创新要素（包括技术要素、非技术要

素）的协同，提出创新过程中各创新要素的全面协同，一般

应经过沟通、竞争、合作、整合、协同 5 个阶段。 朱苑秋[2]基

于竞合理论， 研究了长三角大都市圈创新要素的整合，提

出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长三角区域管理协调机构、建立网络

化的基础设施体系、共享技术资源、共建技术市场等整合

对策。这些研究文献表明，学界主要从企业角度，探析了企

业创新要素的协同过程、影响因素及评价；从政府角度，探

究了长三角等区域创新要素的现状及问题，以及区域创新

要素的整合政策。 但尚未从政府视角，对引导和支持创新

要素向企业集聚机理加以研究。

1 对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内涵探析

有关集聚的研究多集中于产业层面。马歇尔[3]在《经济

学原理》上卷第 10 章“工业组织：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地

方”中，重点阐述了产业集聚的观点。 韦伯 [4]在《工业区位

论》中，将集聚界定为“集聚理论研究工业的集中化，工业

在集中化的生产综合体中， 因单位产品的生产更加经济，
并以一定数量节约而进行生产”。 集聚是指经济活动在地

理空间上的群集，使经济活动者为了获得某些优势条件或

利益而向特定区域聚集的过程。产业集聚是指同一类型或

不同类型的相关产业向一定地域的集中和聚合。与集聚类

似的概念有：协同、整合 ／ 集成、耦合、匹配，它们彼此间的

关联[5]见表 1。

表 1 集聚相关概念辨析

相关概念 英 文 含 义 重 点

集 聚 Agglomeration

为 了 更 优 完 成 组 织 任
务，吸纳组织外部各种
要 素 ， 与 内 部 要 素 整
合、协同

强调整合、协同
内外部要素

协 同 Synergy

各 子 系 统 间 的 非 线 性
作用，以使整体实现单
独所不能实现的效果，
1+1>2

强 调 协 同 产 生
单 独 所 不 能 的
整体效果

整合/集成 Integration
为完成组织任务，使组
织 各 子 系 统 达 成 一 致
的过程

强调一致性、一
体化

耦 合 Coupling 相互配合、结合 配合

匹 配 match 配合；搭配，适合 适合

有关协同、整合 ／ 集成、耦合、匹配的研究对象限于现

有要素或组织内部要素， 集聚不仅研究组织内部要素，注

重吸纳组织外部要素，更强调整合、协同内外部要素，以更

优地实现组织目标。
基于集聚内涵的认知，本文将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界

定为：以政府为推动，以市场为引导，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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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目标，促使创新要素在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

技中介、金融机构间，呈现网络状的转 移、吸 纳、整 合、协

同、反馈等系列互动循环活动的总和。

2 对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系统结构的解析

在明晰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内涵的基础上，探究创新

要素向企业集聚的系统结构，具体解析如下：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系统是一个开放式的系统。系

统中含有推动主体（政府）、创新源主体（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金融机构、企业）、通径主体（科技中介）和效益体现主

体（企业）。 在市场拉动和政府推进两大机制耦合作用下，
政府整合协调创新源主体和通径主体，通过推动行为促进

效益体现主体吸纳获取创新要素（创 新 人 才、资 金、技 术

等），经企业科学配置与利用形成名牌产品，名牌产品市场

价值的实现即创新要素的增值， 部分增值反哺各集聚主

体，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促进创新要素持续向企业集聚（见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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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系统模型

2.1 系统特征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系统具有整体性、自组织性和

动态性等特征。
（1）整体性。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不是创新要素的简

单相加和偶然堆积，而是各创新要素非线性相互作用。 在

集聚的过程中，各创新要素、各主体及彼此之间存在着有

机联系， 其相互作用的绩效超越某一创新要素的创新效

用。
（2）自组织性。 系统自组织行为通过各行为主体在环

境的刺激和约束下， 不断调整创新要素的转移、 吸纳、整

合、协同、反馈等实现的。系统的自组织性在适应知识经济

对于创新能力的要求条件下，通过各行为主体充分发挥其

主观能动作用而实现。因此只有充分调动起各行为主体的

主观能动性，才能自发、持续地产生出推动创新的动力，从

而更好地实现其整体功能。
（3）动态性。系统中的各行为主体、各创新要素及其相

互之间的联系是处在动态变化中的。 如企业、科研院所等

是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的（如新企业的成立、企业战略目

标的转变等）， 技术与市场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

性，故系统所处的环境也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可以说创新

要素向企业集聚的本质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呈现出动

态性的特征。
2.2 系统结构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系统由集聚客体、 集聚主体、
集聚行为[6]构成，具体解析如下：

（1）集聚客体，即创新要素。 有关创新要素的构成，学

界目前尚无共识， 本文认同创新要素含有创新人才要素、
技术要素、资金要素、信息与服务要素、管理要素、政策要

素六大部分。它们由集聚主体供给，并在集聚主体间流动，
最终集聚于效益体现主体。

（2）集聚主体。 指参与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个人或

法人实体，其包括效益体现主体（企业）、推动主体（政府）、
通径主体（科技中介）和创新源主体（企业、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金融机构），在此企业既是创新源主体又是效益体现

主体。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力军， 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体

现技术创新的效益。 其中技术创新产生的附加值较高，对

企业经济增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故称为效益体现主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直接面对市场，出于生存和发展

的需要，能够敏锐地洞察市场需求的变化，并通过技术创

新等行动予以响应，最终以创新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实现

技术创新的价值，企业既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投资者，也是

技术创新效益的最大回报者。
政府在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中起推动作

用，扮演着重要角色，推动主体故称为政府部门在总体上

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为重大的技术创新

提供战略方向，并有效协调科技中介、高等院校等。其职能

主要包括：①制度要素的创新与提供职能；②基础设施与

环境条件的完善职能； ③关键资源的聚集与供给职能；④
秩序与安全的保障职能； ⑤经济社会公平环境的创建职

能。
科研中介机构在系统中起润滑作用， 故称为通径主

体。技术的转让和扩散机构、咨询与评估机构、政策研究机

构（思想库）等既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决策支撑，也为企业

进行技术创新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支撑技术创

新活动和促进技术成果产业化，在技术创新活动和创新要

素集聚中起桥梁和辅助作用。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企业（主要指高新技

术企业）是创新要素的主要来源者，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参

与者和合作者，故称为创新源主体。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不断产生新的知识和技术，包括基础知识、应用知识和技

术；且承担着教育和培训的职能，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和技

术人员等创新人才。金融机构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

资金要素。
（3）集聚行为。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系统含有推动

投入、吸纳获取、利用增值、反哺循环 4 种主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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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投入。政府为了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需要进

行一定的投入即系列政策以整合协调相关集聚主体。本文

将推动行为概括为“12345”，即一个结合：政、产、学、研相

结合；两个机制：市场拉动机制+政府推进机制；三大平台：
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服务平台；四大载

体：孵化器+部省级科研基地+工程技术中心+博士后流动

站；五类服务：高层人力资源＋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开

拓性展会＋定制信息服务。
吸纳获取。企业对创新要素的吸纳获取程度直接反映

了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如深圳的“4 个 90%”确定了深圳

企业自主创新主体的地位。吸纳获取包括主动和被动两方

面，主动吸纳获取指的是企业具有自主创新的需求，其在

市场利益驱动下，主动吸纳获取外部创新人才、资金、技术

等创新要素； 而被动吸纳获取是指企业只是消极等待，在

政府的推动下被动地吸纳获取创新要素，缺乏自我需求的

动力。
利用增值。集聚不仅应体现在要素在主体间的流动转

移，而且应体现在企业对创新要素的整合协同效果，即集

聚绩效。集聚绩效体现在创新要素集聚于企业后形成的名

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利润率等。 这就要求企业吸纳获取

创新要素后， 企业的管理者能够不断根据市场和社会变

化，利用新思维、新技术、新方法、新机制，创造一种新的更

有效的要素组合范式，以适应和创造市场，使得要素产权

化、产权产品化以及产品名牌化、市场化，从而实现创新要

素的增值。
反哺循环。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系统是一个反复循环

的过程。 创新要素集聚于企业产生集聚绩效，形成利润后

反哺各集聚主体， 激励创新源主体继续供给创新人才、资

金、技术等，并使得效益体现主体企业形成竞争优势，并促

进其不断加强自身的管理，吸纳且消化创新人才、技术、资

金等，从而促进创新要素持续向企业集聚。

3 结语

在企业、政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科技中

介等多主体的共同作用下， 将实现创新要素向企业的集

聚。 它不仅能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使企业在日益激

烈的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同时随着企业自主创新地位的

确立及巩固，亦提升了整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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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mary Discussion on theMechanism ofAgglomerating
InnovationElements in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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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ages，agglomerating innovation elements in enterprises have been the key point to the
improvement of a country'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y. Based on the acknowledgement of agglomeration，the paper defines
the core traits of agglomerating innovation elements in enterprises，and discusses the agglomeration subject，objec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further analyses the process of agglomerating innovation elements in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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