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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集群是现代社会实现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探讨产业集群中的技术创新动力机制

问题旨在提出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介绍了关于产业集群技术创新形成的动力、产业集群的技

术扩散和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政策体系 3 个方面的研究，并分别作出了评价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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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仅靠单个企业的力量已经很难满足当代的技术创新活

动要求，它必须通过企业间的协同合作方式来推动，还涉

及到政府、社会文化环境、科学研究以及资源条件等各个

方面。产业集群是具有高度创新性的产业组织形式，是提

高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产业集群能

使技术创新各个要素联结起来，提高技术创新的发生频率，

使技术创新变得更加容易。本文试从产业集群与技术创新

相结合的角度，认真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对产业集群技

术创新的动力机制进行综述。 

1 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动力问题 

归纳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群技术创新动力问题的研究

成果，大体可分为 3 类：一是对产业集群进行技术创新所

形成的有利创新环境的分析；二是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内

在竞争优势；三是提高产业集群技术创新力的要素分析及

促进创新所形成的相应动力模型。 

1.1 产业集群进行技术创新所形成的有利的创新环境 

创新环境是在某区域内形成并随技术进步不断调整的

各种网络关系的总括。环境是创新赖以进行的一个重要意

境，环境为创新提供了条件，集群学习是创新环境的标志

性特征。第一个比较系统研究产业集群现象的经济学家马

歇尔(Marshall)［1］认为，产业区域内的企业间的相互关系建

立在合作、相互依赖和信任的基础上，这些联系促进了创

新，产业集群有利于技术、信息、技术诀窍和新思想在集

群企业之间的传播与应用。马歇尔关于集群研究的最大贡

献是他发现了一种产生集群的“空气”——协同创新的环

境。受研究目的与所处历史时代的局限，马歇尔没有将他

的协同创新环境这一思路充分展开，挖掘集群产生的非物

质原因。梅拉特［2］认为，创新环境是“孕育创新过程的区域

组织”。创新环境，一是指本地化的网络结构，由物质资源

和非物质资源组成，可以降低企业经常面临的静态或动态

的不特定性，并使得各种行为主体之间在功能和信息方面

结成密切而稳定的关系；二是指外部的学习和企业内部创

新相结合，并以此制定经营和创新战略的组织体集合。企

业网络作为创新的组织机制能强化空间聚集优势，在这种

聚集体里，创新网络通过行为主体在多边交易中的学习和

创新学习系统的不断积累而得到发展；三是动态的学习过

程。这种动态的学习过程，使行为主体具有根据环境的变

化调整自己行为的才能，同时也保证了创新的传播、交换

和技术文化的更新，以及创新环境本身的更新。作为本地

现象的创新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些特殊产业集聚或中

小企业区域性集中网络的成功。蔡铂、聂鸣［3］认为技术创

新的实质是知识创造与应用过程，技术创新的成功不仅取

决于企业内部研究开发活动，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企业与其

它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认为学习是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提高的核心，通过集群化可以改善学习效果，并且以区

域创新体系促进区域整体创新能力及竞争力的提高。党兴

华、蒋军锋［4］认为网络环境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

信息资源、多样化的企业间协作、需求足够大的市场环境，

任一时刻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够掠夺准租金的期限大为缩

短，让企业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企业技术创新的组织过

程呈现更为复杂的形态，全社会的平均生产率更有把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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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提高，这是基于人们知识创造的必然结果。 

1.2 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内在竞争优势 

波特对产业集群技术创新动力的理解更多着眼于其内

在竞争优势。波特［5］认为，产业集群能够提高集群企业的

持续创新能力，并日益成为创新的中心。企业持续联系有

助于企业通过相互学习来改进技术、机器及部件的适用性，

以及服务与市场观念；精明的买主与“市场窗口”的性质有

助于企业看清楚市场；同时，产业集群的柔韧性及迅速行

动的能力有助于企业抓住市场机会并采取创新行动，本地

的供应商与合作者也卷入了创新；产业集群内的竞争压力、

潜在压力也构成了产业集群的创新动力。 

1.3 提高产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的要素分析及促进创新形

成的动力模型 

帕特卯和吉博森［6］提出了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的技术创

新系统三要素六因素模型，即 GEM 模型。G 指环境要素，

包括资源和基础设施两个因素；E 指企业要素，包括供应

商和相关企业两个因素；M 指市场要素，包括外部市场和

内部市场。帕特卯和吉博森的三要素六因素分析基本涵盖

了集群技术创新的构成要素，对产业集群技术创新力的诊

断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但该模型存在忽视资源的嵌入性

和产业集群内部的合作竞争关系等问题。吕宏芬、余向平［7］

在构建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系统的三要素模型——核心层次

要素、辅助层次要素和外围层次要素的基础上，分析了集

群技术创新系统的内在动力及动态运行模式。陶良虎、陈

得文［8］建立了基于产业集群层面的集群创新动力模型,提出

社会资本、知识资本、企业间竞合关系、市场需求、中介

组织、地方政府是产业集群创新的六大动力因素,并构建了

集群创新动力模型,认为产业集群具有较完善的创新动力系

统,集群创新动力系统由核心动力系统和辅助动力系统构

成,它们的共同作用推动了集群创新的实现。 

以上对产业集群技术创新动力的研究，较侧重于对集

群技术创新的有利环境和内在竞争优势的分析，而对产业

集群技术创新动力的关键问题，即提高集群技术创新力的

要素及促进创新形成的动力模型的分析较少，缺乏对集群

生命周期中创新动力各要素的动态发展规律的分析，没有

考虑区域间技术核心企业的迁入、迁出等动态因素的变化，

忽视了区域产业组织的外部连接与创新。 

2 产业集群的技术扩散问题 

关于技术扩散的研究主要站在企业、产业和国家的角

度，在新经济条件下，产业集群是具有高度创新性的产业组

织形式，从产业集群这个新的角度来研究技术扩散理论,对提

高企业、集群、产业和国家的技术积累水平和创新水平尤为

重要。目前，对产业集群技术扩散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一是企业空间聚集产生的技术扩散效应；二是产业

集群技术扩散的内在机理及绩效评价；三是产业集群的技术

扩散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和促进技术扩散的制度安排。 

2.1 企业空间聚集产生的技术扩散效应 

Stefano Brescchi 和 Francesco Lissoni［9］重新研究了知

识溢出和区域社会网络的关系，认为积极参与区域社会网

络的交流对于知识溢出非常重要。李新春［10］认为在某种意

义上，企业是以关系网络，尤其是企业家个人的关系网络

为基础的地区性企业群体，“企业家协调”尤其是“领袖型”

企业家的创新、带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何颖琦［11］认为从

技术创新的角度看，产业集群以多种不同方法建立了非常

有益于创新的环境，集群中人与人的交流以及劳动力的流

动使知识、技术的流通得以改善并刺激了创新。 

2.2 产业集群技术扩散的内在机理及绩效评价研究 

C.J.Caniels 和 A.Romijn［12］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

下，技术能力的累积对中小企业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建

立了分析地理集聚影响技术能力累积机理的理论框架。巴

帕蒂斯塔和斯旺(Baptista & Swann)［13］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

综述，从聚集过程的内在动力、技术运动的机制、现代创

新活动的特征以及新经济增长理论 4 个方面，分析了集群

与创新之间的正反馈关系，并通过实证研究支持了集群中

企业创新的更多结论。吴添祖、姚杭永［14］研究了创新扩散

在产业集群中的情况，包括理论绩效研究和实证研究，揭

示了产业集群的创新扩散的作用，构建了创新扩散绩效的

评价模式。陈旭［15］对产业集群内技术创新扩散特征进行了

分析,揭示了产业集群促进技术创新扩散的本质；同时对产

业集群内技术创新扩散的动态过程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参数

变化对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为企业正确认识产业集群内技

术创新扩散规律并采取相应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他分

析的是单项技术创新扩散的动态过程,没有考虑其它技术创

新的影响。 

2.3 产业集群的技术扩散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和促进技术扩

散的制度安排 

邝国良是国内探讨产业集群技术扩散问题较多的学

者，他从社会福利与制度安排两个新的角度进行了相关研

究。邝国良、张永昌［16］认为政府和企业不同的技术扩散策

略会影响整个集群经济体的福利水平，在我国产业集群经

济体中，企业针对不同对象出于生产者剩余最大化的考虑

会选择不同的技术扩散策略,具体而言:技术领先企业会选

择技术扩散厌恶策略；技术落后企业会选择技术扩散偏好

策略；技术中等企业针对技术领先企业会选择技术扩散偏

好策略，而针对技术落后企业会选择技术扩散厌恶策略。

这些策略组合虽然使企业达到了生产者剩余最大化的目的,

但却阻碍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在我国产业集群

经济体中，政府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会倾向于技术

扩散偏好的策略,但是企业的策略，特别是技术领先企业的

策略与政府的策略不相容、不统一,所以政府应该扮演一个

协调者的角色,使二者的目标统一,尽量提高企业的技术扩

散偏好水平,以期实现社会福利水平的最大化。目前对产业

集群技术扩散的制度安排进行的研究还不多,而制度这一因

素对技术扩散有着重要的影响。邝国良、曾铁城［17］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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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的制度安排和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两个方面，分析和研

究了如何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去促进技术扩散。他们认为政

府的制度安排在于：政府要努力营造公平公开的市场环境制

度，要促进行业成立技术标准化制度，要完善产权结构制度,

主要指企业资本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制度；企业的制度安排

在于：企业要建立产权管理制度和创新体系制度。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企业

空间聚集产生的技术扩散效应,较少深入探讨其内部机理与

绩效评价，定性的分析较多，定量的研究较少。而对集群

内成员的技术扩散行为可从“博弈”的角度，采用模型化、

定量化的方式展开研究；对产业集群技术扩散复杂问题的

动态过程,可采用自下而上的元胞自动机模型，并通过计算

机模拟解决研究案例；建立完善有效的集群技术扩散绩效

评价体系。在促进技术扩散的制度安排中，政府比企业起

着更关键的作用，应进一步探索政府对集群技术扩散环境

进行有效管理与控制的制度，建立扶持集群共性技术的制

度，达到企业、政府的共赢。 

3 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政策体系研究 

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政策体系包括了支持和规范集群

技术创新行为的全部要素，如技术交易、法律、社会、文

化和金融等系列政策。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政策体系按集

群技术创新政策的功能目标可分为两类：一是解决集群技

术创新的“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问题；二是优化集群技术

创新的动力机制。 

3.1 基于市场失灵和创新系统失灵的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政策 

主流经济学在很早以前就认为“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

的基本依据，同样,集群内进行技术创新也存在市场失灵问

题,也需要政府的干预，而集群作为一个组织系统，存在“创

新系统失灵”的问题。创新系统失灵在相互关联的机构、组

织或交易规则之间出现不协调或不一致时才会发生，指在

组织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不能为技术创新提供有效的激励,或

者系统的技术能力与需求不匹配,从而限制了创新潜力的发

挥。集群内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创造知识、产品或服务的

方式和目的有所不同,在经营理念和发展愿景方面也存在差

异。在个体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各企业、机构之间相互独

立,形成一种松散的无组织集聚现象,导致冲突时常发生。而

且,集群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和集体行为的“锁定”可能阻碍

集群的创新，从而难以发挥相应的集群整体效应。因此,有

必要在集群内部建立相互协作的有机组织系统。Hertog ［18］

提出了基于市场失灵和创新系统失灵的产业集群技术创新

政策(见表 1)。 

3.2 优化集群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的政策 

Cairney［19］认为政府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集群制定相应

的集群政策。对于高端集群，政府充当服务者的角色，不

能进行过多的干预，集群政策应着重于从技术创新和交流、

专业技术培训、引进高层次人才等方面，建立企业间的协

作网络，并在集群的竞争策略和规划目标上予以指导。

Thomas 等对集群政策的作用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认为集群 

表 1 应对市场和系统失灵问题的集群政策  

市场和系统失灵  集群政策反应  
市场功能失效  改革竞争规则和管理体制  
信息失灵  搜集战略性市场信息，进行战略性集群研究  
创新系统行为者

间相互作用有限  
发挥中介和网络代理的作用,制订和实施网络

计划；提供建设性对话平台；促进企业网络的

合作(集群发展规划)  
(公共)知识基础

设施与市场需求

不匹配  

设立优良的产业——研究合作中心,促进产研

合作；加强人力资本开发；制订技术转移计划  

消费者需求不足  制订和实施公共采购政策 
政策应该将重心放在优化集群的动力机制上。就产业集群

技术创新政策而言，他认为要促进新技术和新企业的增长，

建立开发市场机会的平台和特殊的信息及技术交流中心，

组织战略性问题的对话，并进行战略性市场信息与集群研

究，建立专门的技术和研究中心，并通过结构性激励措施

促进技术溢出和鼓励风险投资。陈柳钦［20］认为以产业集群

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向纵深发展的政策主要在于:将产业集群

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区域范围内从产业

政策转变为产业集群和区域创新政策；建立以产业集群为

基础的科技创新平台，形成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科技创新

网络；努力消除区域产业集群的制度壁垒，整合区域经济

资源；培育促进产业集聚的区域社会文化环境；推进区域

产业集群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王根索［21］提出了提高

国家级开发区产业集群自主创新力的政策措施：完善促进

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政策；大力培育和引进高新技术产

业集群；鼓励集群内企业的自主创新；搭建技术创新的公

共平台；实施产业集群品牌工程。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政策尚未提出

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实践领域中对某些经济技术发达集群

的分析研究较多，而对于一般集群甚至落后集群如何实现

创新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理论研究方面应借鉴国家技

术创新体系中的某些共性特征，运用管理系统集成的方法，

从宏观层面来研究产业集群的外部制度环境和相关政策，

探讨政府、中介机构等的角色和作用，并进一步与实践相

结合，为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形成与发展提出具有实用性

和可操作性的长效政策机制。 

4 结束语 

目前，关于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产业

集群技术创新的有利环境、竞争优势、集聚效应等方面的

分析，缺乏完善的动力机制研究。为实现产业集群技术创

新的良性发展，应进一步深入探讨推动产业集群技术创新

发展的要素、规律、方法、制度与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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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are the important carriers that the modern society realizes the technology advancement and 

the economic growth.The discussion on dynamic mechanism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ims at proposing 

the power fountainhea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The paper introduces three aspect's research on the 

forming power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the technical diffus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the policy system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and makes the appraisal sepa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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