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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区域创新体系的分析 ，提 出区域创新网络结构是把 区域创新的主体要素和对象要素有机结合的有效 

载体，是区域创新的合理构建形式。其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学和科研机构是技术创新的源泉；中介机构是创新，技 

术供需双方的纽带；地方政府是区域政策创新的主体。区域创新网络结构的重要功能是保持 区域持续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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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人知识经济时代和经济全球化过 

程中，区域创新体系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的牵引机 区域创新体系的合理构 

建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提高区域竞争力的 

必要条件。 

1 区域创新体系(Ⅺs) 

创新 (Itmovation)一词源于 1912年奥地 

利经济学家约 ·阿 ·熊彼特(J．A．Schumpe— 

ter)的专著 《经济发展理论》(111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他提出：“创新是建 

立一种新的生产体系，这个体系把生产要素 

和生产条件重新组合，以获得潜在利润”。 

“创新是一个兼有创造和破坏的过程，它破 

坏已经过时的产品、工艺和工业 ，制造新的 

产品、工艺和工业。形成一批又一批的企业 

和工业的盛衰更迭，以保证经济持续不断的 

发展 。” 

创新是区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 ，区域创 

新是区域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区域创新体系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RIS)概念却直到 

1992年才出现，是国际地理经济学研究的一 

个新领域。一般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指由 

某一地区内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 、中介服 

务机构和地方政府构成的创新系统。其实质 

是通过系统内各要素的互动作用，推动该地 

区以市场为基础的人才资源流动、技术扩散 

和产业群活动 ，不断采用新工艺 ，催生新产 

品，并取得巨大投资回报率 ，有效地实现创 

新 目标。RIS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和组成 

部分，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子系统。其目标与 

国家创新体系的总目标一致。但区域创新体 

系又有自己的具体 目标。它的组织设计依赖 

于其 自然条件、经济发展 、科技文化基础和 

政策环境。因而，创新的起点和能力、对创新 

资源的配置以及创新力度和最终实现的创 

新成果都应立足于本区域 ，有效地实现区域 

创新 目标。 

区域创新体的主要功能是知识创新、技 

术创新、知识传播和应用。具体包括创新活 

动的执行、创新资源的配置、创新制度的建 

立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大力促进和广泛 

进行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 ，培育和形成 

能够支撑区域内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 

创新能力是区域创新体系的基础任务。区域 

创新体系的建设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总 

体规划和发展战略为指导，以提高区域创新 

能力为 目标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要 

求以及区域内的条件和能力来确定 区域创 

新体系的具体构架和建设重点。关于区域创 

新，目前较为有影响的理论 ，主要有企业群 

理论、三螺旋理论、区域创新网络结构理论 

等。笔者较推崇区域创新的网络结构理论。 

2 区域创新的合理构建形式——网 

络结构 · 

从空间角度看，网络是由点线面等区位 

要素在空间结合而形成的地理区位实体 (如 

图 1)。用图论的术语表述，网络是指若干条 

线段 (有方向和数值的度量)把若干个点连 

结在一起的连通图，可用来研究各种空间实 

体内联系的状态、变化与趋势。一般而论 ，网 

络是结点和线路的结合体。结点是网络的 

“心脏”，线路则是构成结点之间、结点与域 

面、域面与域面之间功能联系的通道。换言 

之，网络是地域经济空间的“脉络”。点 、线、 

面空间结构要素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几何和 

运动学相互必然的转换关系，即连点成线 、 

交线成网和扩网成面。空间网络化随时间变 

化有 5个基本过程：初始均质状态 a——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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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要素与实体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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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b——线状态 c——枝状态 d——空间 

网络化状态 e——空间一体化状态 f。因此， 

空间网络化贯穿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个时 

空过程。 

区域创新网络就是地方行为主体 (企 

业、大学 、科研机构和地方政府等)之间在长 

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关系的基础 

上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 。这种网络系 

统，从狭义上说是指企业有选择地与其他企 

业或机构所结成的持久的稳定关系；广义的 

区域创新网络还包括地方行为主体在长期 

交易中所发生的非正式交流和接触。这些关 

系都是相对稳定的，通过这种网络关系的构 

筑，区域内企业获得重要的协同作用和技术 

产品的交叉繁殖，从而增强了竞争力，推动 

区域经济的发展。图 2给出了区域创新网络 

结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示意 

国际联系 

图。 
、  

图2 区域创新网络结构示意图 

在图2中，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地方政 

府和培训 中介机构之间结成了网络互动关 

系，形成了区域创新网络结构的雏形。在这 

个网络上 ，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地方政府 、 

培训中介机构是网络的结点；直线则表示信 

息 、技术、、人才 、资金以及政策等资源的流 

动。创新主要发生在结点上。网络的结点既 

可 以是网络中的一个组织单元，如图 2的企 

业、大学等，也可以是组织单元之间通过交 

流而产生的具有进一步扩散价值和作用的 

事物和行为，如新思想、新成果等。结点密度 

越大，联系的结点越多，则交流机遇越多，创 

新能力越强。 

在区域创新网络中，各行为主体 (结点) 

无论其规模实力大小，都是相对独立的。没 

有支配与依附关系，都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区 

域结网，传统的以支配与受支配为主要特征 

的等级制被伙伴关系和以合同为基础的网 

络所取代 ，这种网络是通过结点之间的合作 

交往、依赖来维持的。因此，一般来说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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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支配作用的结点 ，也没有受支配的结点。 

通过各结点相互作用 、相互激发，能产生“整 

体大于局部”的效果。至于网络的交流方式 ， 

有正式的，如契约交易、展销会、商务洽谈、 

各种类型的研讨交流会等；也有很多非正式 

‘的，如企业家之间不定期的聚会等——创新 

就是在这种动态的开放的交流中产生的。这 

样，网络结构就提供了比等级组织更为广阔 

的学习界面，使创新可以在多个层面多个环 

节中发生，具有比等级组织更灵活，比市场 

组织更稳定的双重优势，成为当前复杂多变 

的经济环境中，各行为主体所采取的新型组 

合和运作方式。在网络中，结点要素是空间 

经济活动最密集 、最活跃的地方 ，是创新的 

空间“聚集点”或“制高点”。 

2．1 网络的结点 

(1)结点 1：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 

区域创新体系以技术创新为主，企业是 

技术创新的主体。这具体表现为企业是创新 

的投资主体，是创新研究开发的主体。前者 

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根据国家产业政 

策和技术政策的宏观导向，按照市场需求的 

实际情况和 自身所处的竞争局面，自主地选 

择并实施与本企业 的实力以及发展 目标相 

适应的技术创新项 目，项 目所需资金由企业 

自主筹集 ，相应的投资风险也由企业来承 

担；后者指企业既要培养、引进技术开发人 

才还要进行相关硬件的投人和设置，建立健 

全技术创新机构，通过内部组织或是以课题 

形式支持科研机构、大学进行面向市场的应 

用技术研究和开发。因此，在以企业 、大学科 

研机构、地方政府 、培训中介机构为结点构 

成的动态网络结构中，作为知识生产系统 、 

传播系统和应用系统交叉点的企业是区域 

创新体系的运动中枢，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动 

力强弱是制约以高校、研究所为核心的知识 

生产系统和以培训 、中介机构为核心的传播 

系统的运行效率乃至整个区域创新系统运 

行效率的核心指标。 

(2)结点 2：技术创新的源泉——大学和 

科研机构 

在区域创新网络中，大学、科研机构作 

为知识和技术的重要供给者，直接参与知识 

的生产、传播和应用，是知识创造以及科技 

劳动力生产的源泉。它们的知识储备向企业 

流动，并形成良好的反馈回路，是区域创新 

网络中一种重要的知识流动。这种流动主要 

体现在企业作为技术的需求方，科研院所或 

大学作为技术供给方之间的合作，包括联合 

研究、共享专利 、合作出版以及其他非正式 

联系。区域创新网络为大学和科研机梅提供 

了相互交流的界面，企业直接对大学和研究 

机构提出技术需求、提供科研经费，大学和 

研究机构针对市场需求的技术创新能力会 

明显增强 ，双向互补的需求使交流结点频繁 

出现，创新资源的流量增大，创新机会大大 

增加。 

(3)结点 3：技术创新供求双方的纽带 
— — 培训和中介机构 

技术创新是一种高度智力密集型活动。 

以咨询服务为主要手段的中介机构是促进知 

识流动，尤其是大学科研部门与中小企业知 

识流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中介机构能发挥综 

合社会分工而产生的众多比较优势，互补互 

动，集成于技术创新。中介服务机构支持的 

重心是用方，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当 

然，中介服务机构可以也应该为大企业服务， 

如果大企业需要的话。但由于大企业一般 自 

身能力较强，中介机构的服务对它们可能并 

不重要。中小企业不同，它们不象大企业那 

样有较强的研究开发能力和专家资源，在创 

新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自身难以解决的一些 

难题。结点 3正是为帮助中小企业解决技术 

创新过程中的难题而发展起来的。 

(4)结点 4：区域政策创新的主体——地 

方政府 

地方政府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 

成要素 ，一直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区域创 

新活动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区域创新活动的 

直接参与者。因而，在区域创新网络中，地方 

政府要转换职能，重在提供外控作用变量， 

发挥 区域创新网络结构的创建 和维护功 

能。首先，地方政府要转变在技术创新中的 

角色，逐步退出技术创新主体性地位；其次， 

要完善创新政策 ，强化对企业及企业家的刺 

激 ，确立企业及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 

地位，创造市场需求和良好的创新环境氛 

围。 

2．2 网络的创新环境 

网络的创新环境是影响结点创新能力 

及其作用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所讲的 

创新环境仅指影响结点创新效率 的硬件环 

境。包括区内市场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国 

内、国际联系。 



瑞波赫 (Grabher)认为，网络内松散的链结为 

相互学习和创新提供了满意的条件。网络不 

断开辟途径可以接纳纷繁复杂的信息资源， 

并提供 比等级性组织更广泛、更可观的面对 

面交流的机会，可以使隐含经验类知识 (tacit 

knowledge)能够在区域内转化为编码化知识 

(condified knowledge)；而这种编码化知识是 

区域外竞争对手难以复制的。因此 ，能够不 

断提升区域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由此可见，在区域创新网络中，创新的 

效率不仅取决于各个行为主体的高效运转， 

更取决于各个行为主体间的相互联系和合 

作。而且 ，通过技术和产品的辐射、企业组织 

的扩张、结点的对外延伸，区域创新网络必 

然会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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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twork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bstract： By analyzing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is thesis put forward that the network construction of Re— 

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S the effective medium which combine the major factors with objective factors com— 

pletely，and it is rational construction patter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I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en— 

terprises make up its body；universities and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s constitute its sources；intermediates are the 

link of the deman d and supply in this system； and local governments are the body of regional policies inn ova— 

tion．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Network is to keep the innovation ability uprising in regi0ns and 

keeps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Key words：regional innovation；innovation system；network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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