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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发生在知识创新与知识溢出背景下的创业活动(知识型创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了知识型创

业与产业集群创新存在的关联互动关系。指出知识型创业与产业集群创新的联动是推动区域创新网络演化

的重要动力之一，其核心在于知识吸纳与创新创造能力的提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区域创新网络演化的

三元模型，通过知识型创业、产业集群创新与区域创新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为建设创新型区域的相关政

策规划提供指导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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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创新和创业精神(又称企业家精神)是国家和地区发展

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

的一个关键概念和当前的时代主题之一。20 世纪末以来，

世界经济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及转变，知识和创新

成为经济的决定力量。创新被认为是知识流动和资源活化

的动态过程［1］。与知识经济密切联系的区域创新理论认为，

区域内的知识生产和拥有是获取产业优势和竞争力的基

础，在区域内某一产业内部和不同产业之间，各主体为获

取知识所进行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互动的、有组织学

习和集体学习，则是产业发展中最重要的活动［2］。知识创

新与知识溢出则是这种有组织活动的最直接结果。这其中，

知识作为重要的资源，一方面，区域所拥有的知识存量不

仅成为重要的区位因素和创新环境的内容；另一方面，知

识创新与知识溢出成为创业精神的重要源泉，不仅促进了

所在区域经济量的增长，还吸收和凝聚了创新能量，促使

区域内知识与信息的高效流动，加快了区域内和区域间知

识吸纳与知识创新创造的过程，成为创新的重要来源和载

体。通过创新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根本在于提升知识吸纳与

知识创新创造能力，而发生在知识创新与知识溢出背景下

的创业活动(即知识型创业活动)，与产业集群创新之间的关

联与互动，是围绕这一根本，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推

动现代产业体系动态演进的关键环节和主要动力。 

1 知识型创业的性质与特征 

创业是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是理

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关键概念。创业

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

探讨了创业对于区域创新增长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还未

将创业真正纳入到区域创新的研究范畴中来［3］。区域创新

领域著名学者 Cooke［4］也指出，在今后的创新系统研究中

需要给予创业充分的重视，而结合的难点在于研究视角的

把握和关键环节的联系。 

创业精神和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大多数的产业创新诞生

在现有的企业中。同时，发生在知识创新和知识溢出背景下

的创业尤其值得关注，即创业活动是知识溢出的一种形式［5］。

经典的创业理论认为：创业是一个机会发现过程，知识和决

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机会是创业的核心和关键问题［6］。

根据文献［5］的实证研究，那些没有被商业化或没有被彻底

商业化的知识是创业机会的重要来源，这些知识往往存在于

现有的企业，而且知识聚集的环境更容易创造出创业机会。 

知识型创业作为知识溢出的一种形式和结果，其性质

和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型创业使得新创企业在将知识付诸商业化的过

程中实现了创新的扩散。同时，知识型创业过程也是创新

能力吸引和凝聚的一个过程。知识型创业活动可以看作是

在区域创新网络下形成的若干吸引子，巩固和拓展了现有

产业创新和区域创新网络的边界。 

(2)知识型创业并非是一种简单的个体行为，它非常依

赖生长的环境、网络、产业等，是创新环境、制度与知识

创新的综合作用结果。知识型创业适应了知识和技术的发

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知识与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和产业

创新的锁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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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识型创业活动包含了显性和隐性两种类型知识的

溢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知识型创业是一种隐

性知识溢出以及转化为显性知识扩散的重要方式。隐性知

识的传播与扩散对于区域创新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4)知识型创业促进了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

的重要力量，体现在：知识型创业促进了知识的创新与扩散、

组织创新与管理创新等，并进一步推动了创新的产业化。知

识型创业的核心在于产业知识的吸纳与创新能力的提升。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创业精神与创业活动可以被看

成是与在经济上具有创造精神的人相关。而对知识型创业

的考察，实质上是将创业研究从微观提升到中宏观视角，

将看似无序的个体(包括创业者和微观企业)的创业行为活

动提升到产业和区域层面上来，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把握

其规律性和脉络。因此，知识型创业将是研究产业集群创

新与区域创新网络的关键切入点和关键变量。 

2 知识型创业与产业集群创新联动 

熊彼特在 1912 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强调了“创

新不是随意地均匀分布于整个经济系统中，而是趋于在某

些部门及其周围环境聚集”的观点。产业集群的出现，为创

新活动的聚集提供了良好的载体。传统意义上产业集群指

同一产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众多企业因空间集聚而形成的

一种产业组织形态。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集群概念更强

调了企业之间的互动合作和知识交流，尤其是隐性知识的

交流。后来的新熊彼特主义学者也认为，知识创造是一个

“集体过程”，作为创新行为主体的企业必须与其它企业的

专业化知识进行重新组合才能产生创新结果。 

知识型创业与产业集群创新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两者

存在着联动机制，即在一种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

协调、相互促进发展的动态关联，如图 1 所示。知识型创

业与产业集群创新联动的核心在于知识吸纳与创新创造能

力的提升。如硅谷的崛起被认为是创业精神与产业集群创

新的典型体现［7］。Chiles 等［8］也认为产业集群创新不仅具

备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区位效应、创新能力、竞争优势等

静态特征，更是在独特的创业精神作用下的复杂动态过程。

在产业集群中，创业与创业精神作为一种必要的支撑力量，

发挥着重要作用，创业精神的涌现大大影响着产业集群边

界的拓展与经济性质的动态演进［9］。 

 
图 1 区域创新网络演化的三元交互模型 

知识型创业本质是一种源于知识溢出效应的“机会型”

创业(相对于“贫穷型”创业而言)，多是发生在产业内部，是

产业集群创新的主要推动力量。这表现在：首先，在微观

层面，知识型创业通过组织和管理创新，形成对产业内外

资源利用效率更高的新型企业；在经济行为上是通过创新

手段开发、创造，填补市场上潜藏的或未得到满足的需求。

其次，知识型创业企业在产业内部形成知识创造、应用、

转移和扩散的新的节点。通过对各种有利于产业创新性发

展的资源的占有、组合、利用及流动，提高产业的整体竞

争优势［2］。而且，知识型创业对产业组织形式和集群发展

与演化不同阶段的模式变迁产生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在促进创业机制完善的同时［10］，能

够产生更高水平的技术溢出和创新［11］。产业集群为知识型创

业活动提供了孕育的空间和新创企业成长的温床。如 Rocha

和 Sternberg 对德国的研究发现［12］：产业集群对创业有显著

的影响，而单纯的产业集聚(没有形成网络和缺少互动)却不能

对创业产生影响。该研究并且指出，产业集群要比纯粹的市

场机制更能够孕育创业。由于知识在沿着产业集群网络中进

行扩散，培育了适合知识型创业和新企业成长的土壤，并且

这些知识型创业企业建立在产业集群已有的资源、网络和知

识基础上，因此大大增强了其存活的可能性与竞争力。 

3 知识型创业、产业集群创新联动与区域

创新网络演化 

区域创新网络是在一定地理区域内，促使知识快速扩

散和体现集体学习过程中经济、政治和制度联系的最好实

践。区域创新视角下的产业发展是各主体通过创新网络内

的互动合作实现的。产业集群活动是区域创新网络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系统内各主体积极互动的基础之上

的。创新的基础，包括学习、结网和联盟行为，也包括创

业活动。其中知识型创业与产业集群创新的联动是推动区

域创新网络演化的重要动力之一。 

根据协同学支配原理：在一定的环境因素作用下，系统

内部各部件由于它们阻尼性质的不同对环境作用的响应存

在着差异。当系统逼近临界状态时，这种差异会被放大，从

而区分出快变量和慢变量这两类不同的变化模式。其中快变

量数量多但不会左右系统的演化过程，而慢变量虽然数量少

但却支配着系统的有序结构的形成和演化。对于区域创新网

络这样一个开放性系统，环境适应性是其演化的根本目的，

制度与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集群和区域创新网络演化过程

的内在动力。知识型创业与产业集群创新的联动是环境、制

度与技术创新综合作用的产物和载体，核心在于知识的吸纳

与创新创造能力的提升。知识的吸纳与创新创造能力的提升

在区域创新网络演化中扮演着一种“慢变量”的角色，是主导

区域创新网络长期演化的决定性力量。 

区域创新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包括知识创新与创造的环

境、网络、产业等，其中区域创新环境、知识型创业、产业

集群创新是其中 3 类关键因素。区域创新网络的演化机制在

于围绕着知识吸纳与创新创造能力的提升，伴随着知识型创

业与产业集群创新的联动发展，区域创新环境、知识型创业、

产业集群创新这三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如图 1 所示。 

4 启示与建议 

知识创新与创业是当前的时代主题。知识型创业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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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创新与知识溢出背景下的创业活动。关于知识型创业

的研究将考察创业活动的视角提升到产业和区域层面上来，

是研究产业创新与区域创新网络的关键切入点和关键变量。

知识型创业与产业集群创新存在着相辅相成的联动机制。它

们之间的联动是推动区域创新网络演化的重要动力之一，核

心在于知识吸纳与创新创造能力的提升。在此基础上，本文

建立了区域创新网络演化的三元模型，通过知识型创业、产

业集群创新与区域创新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为研究者探索

其中的作用机制和演化过程提供了更精准的视角。 

我国目前已经提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规划目标，

这既是一项极其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极其广泛而

深刻的社会变革。从发展层次看，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任务

必须要落实到具体的区域，即是要进行创新型区域的建设
［13］。基于本文的分析，为创新区域战略与创新政策规划提

供以下启示和建议： 

(1)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核心在于提高知识吸纳与创新

创造能力，不限于高新技术产业，传统产业内部也可能形

成和促进知识创业与产业创新的发展。建设创新型区域的

重心不仅要根据区情选择发展高技术产业，加快技术创新；

同时要把目光放在现有产业的竞争力提升上。 

(2)区域的产业集群与知识型创业活动成为区域发展的

主要推动力量，它们之间的联动不仅促进了所在区域经济

量的增长，还吸收和凝聚了创新能量，促使区域内知识与

信息的高效流动，成为创新的重要来源和载体。因此，需

要针对区域内产业集群和创业活动特点，加强相关区域创

新政策研究，促进制度创新与制度环境建设。 

(3)区域创新是一个互动发展的模式和过程，是建立在

系统内各创新主体积极互动基础之上的，区域层次的创新

政策应当起到催化剂的效果，刺激和协调各创新主体的利

益关系和互动，而非自上而下的线性指导模式。 

(4)政府的服务创新应该适应创新网络发展的需要，设

计促进区域的知识吸纳与创新创造能力的公共服务政策，

促进高效的知识与信息成为创新和创业的重要来源。打造

有效的资源平台和制度环境，促进资本、人才、科技和创

业精神的有效对接。同时，创建创新型区域需要创造一种

创新和创业精神的栖息地环境，并培育有利于创新和创业

发展的区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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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ledge-based entrepreneurship is the critical concept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network. The paper discloses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knowledge-based entrepreneurship with the industrial cluster 

innovation. It also points that the main power of regional innovation networks evolution lies on enhancing the abilities of 

knowledge absorption and 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entrepreneurship.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model of triadic reciprocal 

determinism for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networks for the intensive research. Base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it presents some 

view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y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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