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产业集群是一种空间聚集现象。 波特 ［1］认为，产业集

群是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一

群企业和相关机构的集合。产业集群常常向下游发展到销

售渠道和客户，横向发展到辅助性产品的制造商以及与技

术技能或投入相关的产业公司。产业集群中包括提供专业

化培训、教育、信息服务和技术 支 持 的 政 府、大 学 研 究机

构、培训机构、行业协会等。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

今天，为了抢占国际竞争力的制高点，各国各地区都高度

重视发展高技术、 高附加值和高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集

群，如美国的“硅谷”、日本九州的“硅岛”、印度班加罗尔软

件园以及中国的中关村等高技术产业集群。
高技术产业集群是一种具有地域特征的知识创新体

系，群内的社会网络、生产网络、地方制度网络将各集群中

的企业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一张覆盖范围广阔的知识网

络。 知识转移在这个知识网络中频繁发生，通过网络上两

两节点间知识的转移，它最终能在集群范围内形成知识共

享，为创新提供源动力。知识转移与创新密不可分，创新过

程中的合作交流、创新成果的转化以及创新成果、产品的

应用都离不开知识转移。本文对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知识转

移主体进行分析， 建立高技术产业集群知识转移网络模

型。

1 高技术产业集群知识转移主体

高技术产业集群知识转移主体是指直接参与或作用

于集群中的知识交流等知识活动的集群经济要素。高技术

产业集群中大量的企业和服务机构都参与到知识溢出、知

识吸收和创新的过程中，它们都是集群知识转移主体。 高

技术企业是集群的主导，也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主体。 知

识转移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创新，而高技术企业是创新的主

体，也是创新投入、产出以及收益的主体，因此高技术企业

是集群知识转移的核心主体。知识转移网络是否畅通直接

决定了集群中的高技术企业的知识获取水平及其之间的

知识共享水平，从而影响到集群的创新绩效乃至整个集群

的竞争力。
高技术企业的成长离不开辅助机构的支持。一个成熟

的产业集群中往往有完善的辅助服务机构，主要包括金融

机构（银行、风险投资机构等）和中介服务机构（技术服务

中介机构、管理咨询机构、法律服务机构等）。 这些辅助服

务机构各司其职，分别为群内高技术企业提供资金、人力

资源外包、技术咨询、法律咨询等服务。它们增强了集群调

动和协调各方面服务资源的能力， 为高技术企业提供支

持，促进集群创新环境的营造和完善 ［2］。
另外还有一些机构，本身并不位于或属于集群的范围

之内， 但是它们也参与到了集群的知识交流与学习互动

中，并发挥显著作用。 这类机构主要包括：①教育研究机

构，如高校、研究所、人才培训中心等。 教育研究机构是集

群的外部知识中心，它们对集群的创新过程发挥了重要的

知识输入和人才输入作用，并且通过各种方式推动创新知

识扩散和科技成果转移 ［3］。 ②政府机构。 在波特的钻石结

构［4］以及产业集群网络理论的网络模型中，政府及附属公

共部门都是集群网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节点。政府往往在

集群发展的早期阶段就有所介入，发挥制定政策、园区建

设的职能。 政府并不直接参与经济生产和创新活动，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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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制定规则进行引导和鼓励，为创新提供条件支持。 ③行

业协会。 行业协会是政府和企业的桥梁，它一方面向政府

反映企业的利益与要求，影响政府的决策；另一方面将政

府的政策传给企业。行业协会的职能在于维护行业公平竞

争环境，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对行业内的企业进行协调。此

外，行业协会还能为企业提供信息、技术、对外合作、职业

培训等方面的服务 ［5］。
综上所述，高技术产业集群知识转移主体包括高技术

企业、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行业协会、政府机构、教育

研究机构等。

2 高技术产业集群知识转移网络

本文提出的高技术产业集群知识转移网络模型见图

1。它包含核心知识网络、辅助服务知识网络及外围知识网

络3个层次。集群内高技术企业是集群的主导，集群中的所

有高技术企业构成核心知识网络；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

构位于网络的中间层， 它们为核心知识网络提供金融、管

理、法律法规等知识和资源，构成辅助服务知识网络；教育

科研机构、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均位于集群的外围，为集群

内的高技术企业提供外部知识源，构成外围知识网络。
对图1的说明如下：
（1）本模型的构建以一个高技术企业为基本立足点，

由核心知识网络、辅助服务知识网络、外围知识网络3个层

次构成。从各类机构到高技术企业的知识转移用实线箭头

表示，从高技术企业到各类机构的知识转移用虚线箭头表

示。 高技术企业在从各类机构获取知识的同时，存在知识

从高技术企业向各类机构的回流。
（2）核心知识网络中的知识转移主体是集群内的高技

术企业，这些企业相互联系密切，知识转移相当频繁。由于

高技术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多样而复杂的，在本模型中用双

向弧形箭头将高技术企业两两相连，以体现在核心知识网

络层中，多个高技术企业在联盟合作中互动学习、实现知

识转移甚至知识创新的互利双赢局面。
（3）辅助服务知识网络为群内高技术企业提供各种服

务，为企业发展提供帮助。 辅助服务知识网络中的金融机

构为高技术企业提供了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金融知识，中

介服务机构为高技术企业提供技术咨询、管理咨询、服务

外包等服务，解决高技术企业的后顾之忧，让它们有更多

的精力投入到核心业务上。
（4）外围知识网络主要由集群外围的高技术企业提供

知识来源的机构构成。教育研究机构是集群重要的外部知

识中心。 如在硅谷的发展过程中，当地的教育研究机构是

硅谷发展初期最重要的知识来源，除了提供人才外，教育

研究机构还能为高技术企业提供最新的科研成果。政府机

构虽然不能直接提供知识， 但它们可以发挥政府职能，制

定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知识中心进入集群。 本文把政府

归入外围知识网络层就是要凸现政府这种调控作用。行业

协会的作用则是建立规范的竞争环境和知识共享的学习

氛围，衔接企业和政府、促进合作，把集群中的知识资源更

加充分地挖掘出来。

3 结语

本文分析了高技术产业集群知识转移的主体，建立了

高技术产业集群知识转移网络模型。在高技术产业集群知

识转移网络模型中， 核心知识网络是整个网络的核心主

体，辅助服务知识网络通过提供完善的知识服务功能（管

理、技术咨询等），或通过间接的作用方式（如金融机构提

供资金） 为核心网络层中的行为主体的知识活动提供支

持、保障核心网络层知识转移的顺利进行。 外围知识网络

或直接给予知识输入 （教育研究机构为企业提供新思想、

图1 高技术产业集群知识转移网络模型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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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识、人才培训、技术成果转让和技术扩散等），或者牵

线搭桥发挥调控作用，影响核心知识网络中主体行为和主

体间的联结方式。
高技术企业是集群知识转移网络的中心，辅助服务知

识网络及外围知识网络的知识向高技术企业的转移，形成

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源泉和竞争动力。当集群中有影响力的

若干个高技术或者大多数高技术企业都通过知识转移网

络积累了足够的知识，形成自身的创新优势时，集群的整

体竞争优势将得以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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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产业集群在国际竞

争中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竞争优势，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

泛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单纯

用经济资本来解释产业集群是不够的，决定产业集群发展

的不仅仅是技术资本、知识资本或物质资本，而且还有其

它的非经济性资源，如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资本”或社会

网络。可以说，一个产业集群是否具有核心能力，与其拥有

的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数量、质量、结构和密度密切相

关。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多集中在创新网

络和区域创新系统方面，社会经济网络分析逐渐成为产业

集群研究的范式 [1]。

1 社会网络与产业集群

社会网络是指社会单位之间的政治、经济、管理以及

文化、 传统和人与人之间多种关系结合而形成的网络关

系。 网络中的关系强度会影响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强关

系是指经常接触和情感密切。而弱关系是指不经常接触和

情感不密切，它来自偶然的了解，也是一座桥梁,它提供了

通道，创造了更加广泛的联系 [2]。
产业集群归根结底是一种网络的组织形态。从本质上

看，波特 ［3］将集群看作是一个自我增强的系统，这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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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社会网络的构成特性，发现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主要有集群内部的技术学习和对外技术学习

两种模式，这两种技术学习模式对集群的发展产生的作用有明显的差异。 根据我国产业集群实际状况，对

于我国产业集群必须采用“外向型”技术学习模式，通过外部环境的技术信息扫描和学习，吸取、消化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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