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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产业创新集聚现象的关注产生了创新集群理论。从创新集群的概念界定与内涵特征、影响因

素与形成机理、拓扑结构与演进机理等方面，论述了国内外创新集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现状，并指出了其存

在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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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９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ＥＣＤ）在提出“国家

创新系统（ＮＩ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之后，进一步

发展了“集群”的概念，于《集群———促进创新之动力》研究

报告之中正式推出“创新集群”思想［１］。随着人们对创新集

聚效应对产业升 级 及 区 域 经 济 增 长 重 要 性 的 认 识 不 断 提

高，“创新集群”概 念 的 内 涵 也 日 益 拓 展，相 关 研 究 逐 渐 成

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１　创新集群理论发展阶段划分

总体来说，目 前 创 新 集 群 理 论 的 发 展 可 分 为 两 个 阶

段：
第一阶 段，思 想 萌 芽 及 理 论 基 础 形 成 阶 段（１８９０－

１９９９年）。马歇尔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一书 中，最

早研究了产业集群内创新优势思想。随后，学术界将产业

集群的创新行为作为具体研究对象，逐渐形成了产业集群

“创新系统”理 论。而 创 新 与 经 济 发 展 之 间 的 互 动 互 促 关

系又衍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创新集聚现象的内在动

力提供了经济学 研 究 视 角。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ＯＥＣＤ将 上

述关于创新 集 聚 机 制 研 究 的 成 果 进 行 高 度 概 括，推 出 了

“创新集群”概 念，认 为 在 以 知 识 经 济 驱 动、资 源 全 球 配 置

为特点的区域经济增长中，创新集聚的经济增长模式日益

显示出重要的适应作用，“创新集群”理论正式建立。
第二阶段，概念形成及理论初步发展 阶 段（１９９９年 至

今）。２０００年以来，国内外 学 者 在 ＯＥＣＤ“创 新 集 群”概 念

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对创新集群理论边界和内涵的研究进

一步深化，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学者。国外如汉弗里（Ｈｕｍ－

ｐｈｒｅｙ）、博塔戈瑞（Ｂｏｒｔａｇａｒｒａｙ）；国内如王缉慈、刘友金等。
截至目前，通过对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等国际著名

数据库进行交叉检索表明，国际上有关“创新集群”的研究

论文有１００篇左右。目前，对创新集群的研究主要侧重于

概念内涵的辨析与发展规律的探讨等宏观方面，而对于集

群时空演化微观 机 制 等 问 题 还 缺 乏 系 统 性 和 针 对 性 的 研

究。

２　创新集群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分析

２．１　创新集群概念界定与内涵特征研究综述

早在创新集群概念正式提出以前，许多学者就已经开

始了对创新集群内涵的研究。汉弗里［２］通过研究强调了创

新的产业集群内 嵌 特 征，认 为 创 新 集 群 在 本 质 上 是“创 新

性的产业集群或基于创新的产业集群”。该理论基于产业

发展的研究视角，对国内创新集群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国内学者如王缉慈、聂鸣等在研究中均采用这种观点。
利扬纳吉［３］通过研究则认为，创新集群是研究机构和产业

界共同从事 创 新 活 动 所 形 成 的 技 术 网 络 和 联 系。斯 皮 尔

凯普和沃普尔［４］则从创新系统论出发，认为创新集群是一

种多元构成的创新系统。

１９９９年，综合众多学者的前期研究，ＯＥＣＤ彻底 放 弃

了早期那种 认 为“创 新 仅 是 基 础 科 学 研 究 进 步 过 程 的 结

果”的直线式概念，强调创新广泛来源于企业、科研机 构、
教育机构和 公 共 管 理 机 构 的 不 断 相 互 作 用。它 实 质 上 是

将创新集群视为一种简化的国家创新体系［１］。
在此之后，众多 学 者 从 创 新 集 群 的 显 著 特 征 出 发，多

侧面刻画了创新集群的内涵。如博塔戈瑞［５］强调了技术创



新在创新集群中的显著作用，认为创新集群的要义是一些

新的、基于新技术商业化的企业家事业；蒙新春［６］认为，可

从动态性、国际化、科学与技术紧密联系、网 络 化、集 群 成

员创新紧密联系等方面去界定创新集群；孔瑞里［７］研究认

为，创新集群 是“不 同 功 能 企 业 在 垂 直、水 平 和 地 理 的 集

聚，以分享知识和使新产品增值“；马泽蒂［８］则认为，创新集

群是一个“以集群内部部门之间技术流动为纽带的通畅的

简化技术系统”。
国内方面，王缉慈［９］接受了汉弗里的观点，认为创新集

群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高级阶段，产业集群是诱发创新集群

的核心诱因和内在依据。滕堂伟［１０］认为创新 集 群 来 源 于

基于范式的不连续性、技术复杂系统、累积性的学习过程

以及范围经济；钟书华［１１］则强调了价值链和知识链在创新

集群形成中的作 用，定 义 创 新 集 群 为“具 有 集 聚 经 济 和 大

量知识溢出特征的技术———经济网络”。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笔者认为国内外目前对创新

集群概念与内涵 的 界 定 主 要 存 在 着３种 观 点：①它 是“高

技术开发区 的 高 级 发 展 阶 段”；②它 是“创 新 性 的 产 业 集

群”；③它是“一种基于技术的组织结构”。图１显示了以产

业链、价值链、知识链层层递进视角划分的创新集群内涵

分层概念模型。

图１　创新集群分层概念模型

根据以上分层模型，本文界定创新集群是产业集群发

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的，知识要素聚集、具有较强创造力、由

创新驱动的 知 识———经 济 网 络 系 统。它 的 内 涵 已 经 从 集

群内各个产业部 门 之 间 基 于 一 定 技 术 经 济 关 联 的 创 新 协

作，逐步扩展到集群内成员通过信息、知识、物 质、资 金 等

的价值交换所形成的知识获取、传递和共享的协同循环知

识经济环链。

２．２　创新集群分类研究综述

国外对创新集群的分类方法很多，最基本的分类方法

是１９８４年美国经济学家罗森伯格［１２］从时间和空间意义上

对创新集群进行的分类。时间意义上的 Ｍ 型创新集群主

要表现为由于需求的全面旺盛，在同一时期集中出现成群

的在技术上并无直接联系的创新；空间意义上的Ｔ型创新

集群，则主要表现为在某一区域涌现出一系列在技术上相

关的创新。关于创新集群的分类研究，基本是在上述两种

创新集群分类基础上的进一步细化。如夏 保 华［１３］从 空 间

分布角度进一步研究了 Ｍ 型和Ｔ型 创 新 集 群，认 为 从 技

术经济空间角度看，Ｍ 型发生式 集 群 是 虚 假 的，Ｔ型 发 生

式集群才是真实的。
同时也有一些 学 者 从 其 它 视 角 提 出 了 不 同 的 分 类 方

法。如骆静［１４］从内外部联系的角度，将创新集群分成内聚

性集群、新工业区、创新环境集群、邻近集群４种不同的类

型；田桂玲（２００７）［１５］从 创 新 集 群 内 部 创 新 产 生 条 件 的 角

度，将创新集群分为产业创新集群、区域创新集群、网络创

新集群等。但从整体看来，目前对创新集群的分类研究大

体上仍是围绕创新集群的时间、空间分类来进行。从理论

上揭示时间和空间角度下的技术创新相互关系、平衡状态

特征及变动 趋 势 方 面 的 研 究，现 阶 段 仍 具 有 一 定 的 局 限

性。

２．３　创新集群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综述

加拿大著 名 创 新 研 究 专 家 德 布 瑞 森 Ｄｅｂｒｅｓｓｏｎ［１６］认

为，创新集群来源于范式不连续性、技术复杂性、累积性的

学习过程以 及 范 围 经 济 性。德 布 瑞 森 实 际 上 奠 定 了 创 新

集群的 成 因 理 论 研 究 框 架，国 外 一 些 学 者 和 机 构（如

ＯＥＣＤ）均是在其假设下展开进一步具体研究的。

２００３年，帕克［１７］通过对环太平洋地区经济空间变化的

动力学机制研究，首次明确强调了知识溢出效应是创新集

群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卡特尔斯［１８］从更宽 广 的 交 易 成

本角度研究后认为，创新集群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创新在

企业和 地 区 竞 争 中 的 决 定 性 地 位。马 泽 蒂［１９］则 通 过 对

ＯＥＣＤ１５个成员国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创新集群的形成

来源于集群内部技术创新系统的建立。在国内研究方面，
宁钟［２０］基于经济地理理论对创新集聚的研究进展，总结出

创新集群的３个主要形成动力：聚集经济、知识溢出和 技

术多样性。彭灿［２１］对集群创新模式进行了研究，强调了内

部知识 溢 出 能 力 在 创 新 集 群 学 习 中 的 重 要 作 用。陈 亚

辉［２２］认为，创新集群的形成动因与群内社会资本具有高度

相关性。李顺才［２３］则特别强调，知识的流动及互动学习机

制在创新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从以上国内外研究来看，它们普遍承认创新集群形成

的３个主要推动因素：知识溢出效应、聚集经济性和技 术

多样性。同时，知识溢出、社会资本、学习机制等因素的重

要作用也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

２．４　创新集群演进机理研究综述

李空瑞［２４］研究认为，持续 稳 定 的、利 于 创 新 的 科 技 政

策环境是促进创新集群发展的重要原因。马丁娜、基特［２５］

认为创新集群的演进路径具有多样性，具体可从政府在集

群形成路径中发 挥 的 作 用 大 小 和 创 新 集 群 发 展 的 动 力 来

源两个维度来衡量。莫雷诺［２６］则通过分析创 新 活 动 的 关

键因素，认为知识溢出在创新集群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弗朗茨［２７］则进一步从发展模式的“知识经济”转变特性出

发，强调了知识共享在集群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目前，国内关于创新集群演化机理方面的研究较有代

表性的观点，是借鉴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理论对创新集群进

行阶段划分。陈剑锋［２８］从创新产出角度划分 创 新 集 群 的

·８５１·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０年



生命周期，认为划分技术创新集群所处阶段的指标是参与

企业在技术集群中所发挥的作用。张敏［２９］同 样 从 集 群 创

新驱动角度来分析创新集群演化过程，初步建立起了企业

技术创新 集 群 技 术 演 化 路 径 模 型 与 一 套 阶 段 指 标 体 系。
滕堂伟［３０］强调，应可在特定的创新集群环境下提供专业化

技术研发服务，而这对于以中小企业为主、处于发展中的

集群而言极其重要。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外目前对

创新集群演化机理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集群创新驱动机制、
创新轨道的跃迁条件、最终创新系统形成这样一条研究思

路。然而，它们多限于对各种影响因素综合效应的宏观描

述，而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还不多见。

２．５　创新集群与相关理论交叉研究综述

创新集群是一 个 新 的 研 究 领 域，由 于 其 具 有 复 杂 性、
系统性特征，因此部分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开始借鉴复杂理

论、自组织理论、生态学原理等对其形成和演进进行研究。
国内外有关创新 集 群 与 相 关 理 论 交 叉 研 究 的 主 要 进 展 详

见表１。
表１　国内外有关创新集群问题的交叉研究进展

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

者（年份）
主要问题和关注重点 研究层面

创
新
集
群
与
复
杂
系
统
理
论
交
叉
研
究

Ｒｙｃｒｏｆｔ　＆
Ｋａｓｈ［３１］

借鉴 复 杂 系 统 理 论，从 技 术、生

产和组织３个 方 面 分 析 了 技 术

创新向复杂性的转变

宏观和

中观

Ｂｅｓｔ［３２］
认为创 新 集 群 的 发 展 动 力 有４
种：集中专业化、知识 外 溢、技 术

多样化和水平整合及再整合

宏观

Ｃｈｉｌｅｓ［３３］
认为集 群 创 新 是 在 企 业 家 精 神

作用下的复杂动态过程
宏观

Ｓｗａｎｎ［３４］

将创新 集 群 演 进 的 动 力 机 制 描

绘成包括企业优势、企业 孵 化 环

境、文化资本等共同作用 的 复 杂

正反馈系统

宏观和

中观

Ｂｒｅｎｎｅｒ　＆
Ｇｒｉｅｆ［３５］

应用自 组 织 理 论 探 讨 了 技 术 创

新集群内的两个主要机 制：技 术

创新集 群 临 界 规 模 和 集 群 在 当

地的共生互动

宏观和

中观

Ｌｉｃｈｔｅｎ－
ｓｔｅｉｎ
［３６］

通过运用企业孵化器模拟技术创

新集群的生态 环 境，寻 求 技 术 创

新集群现象涌现的条件和时机

中观和

微观

赖迪辉
［３７］

借鉴复杂系统自组织理 论，讨 论

了创新 集 群 技 术 范 式 从 稳 定 态

向巨涨落状态迁移的过程

中观

创新集

群与生

态系统

理论交

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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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我 们 可 以 看 出 目 前 对 创 新 集 群 的 内 涵 特

征、形成机制、演化规律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研

究多以宏观理论分析为主，缺乏系统深入的定量分析，尚

未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具体来说，创新集群研

究领域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１）目前的研究普遍强调技术创新环境对集群形成和

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对知识共享、隐性知识溢出，特别是广

义知识扩散下技 术 商 业 成 熟 度 对 创 新 集 群 发 展 的 影 响 缺

乏系统研究。具体表现在：①缺乏衡量创新集群形成发展

中知识溢出效应的有效技术工具；②缺乏关于知识外部性

以及知识溢出效应在创新集群形成过程中作用的研究。
（２）创新集群空间经济变动演化研究有待深入。对于

创新集群空间区域分布的形态、原因和动力机制的研究缺

乏系统性。特别是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创新集群内发生的

知识积累、溢出与扩散效应无疑具有空间不连续性及粘连

性。因此，对知识溢出影响下的创新集群空间经济学动力

机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３）创新集群时间演化变动规律研究有待深入。目前

在知识溢出影响 下 创 新 集 群 的 时 间 演 化 规 律 方 面 缺 乏 相

关定量研究，特别缺乏对创新集群发展阶段的判定与跃迁

定量条件的分析。同时，关于创新集群时空进化规律的协

同模式，以及协同对集群创新效果、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

等问题，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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