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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指出滨海新区是中国转型经济的重要理论命题和制度设计 ,对于实现经济第三极的赶超战略具

有重要意义;其次, 文章通过对滨海新区研究型合资企业( R JVs)的根植性发展机制的探讨,描述了滨海新区的制度

设计对于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的内生作用过程, 并借鉴 D Aspremont ( 1988)和 Atallah ( 2002)的相关假设建立三

阶段博弈模型,揭示滨海新区的制度设计通过 RJVs 的根植性发展,对自主创新和扩大开放及经济增长的推动作

用;最后, 提出滨海新区促进研发转化和技术创新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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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天津滨海新区已被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 并

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 正如周立群( 2009)所

言,  发展滨海新区是一个历史命题,是京津冀都市

圈崛起的引爆点!。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

滨海新区作为中国沿海的三个 增长极!, 尽管各地

区改革侧重点不同, 但都是力求建立开放、竞争的市

场体系,加快中国转型经济的发展进程。因而,滨海

新区的制度设计不但是改革实践的前沿, 更是转型

经济的重大理论命题。

为此如何深入分析滨海新区的制度设计, 实现

有限的赶超战略将是研究的重点。Peters 等( 1998)

认为,应该考虑到效率、市场力量、制度的重要性等

才能实现转型的成功。Kolodko( 2001)
[ 1]
认为新的

制度安排是转型成功的决定因素。林毅夫( 2001,

2005)指出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企业对外不具有竞争

优势的问题就变成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 企业

开放与自生能力问题的解决是中国转型经济平稳发

展的关键。因此,滨海新区应寻求新的制度安排, 以

提高制度运行的效率,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并加快经

济的转型步伐,实现对领先经济区域的有限赶超。

金祥荣等 [ 2]针对 原发型!专业化产业园区起源

的解释可以为滨海新区制度设计的演化提供一个解

释,即特定产业要素在特殊地理空间内的集聚。对

于深圳、浦东和滨海新区而言,经济功能区的演化是

建立于不同产业要素基础之上的。多年实践表明,

滨海新区是建立在国际合资企业 ( Internat ional

Joint V entures, IJVs)和研究型合资企业( Resear ch

Joint V entures, RJV s)之上, 并对研发转化过程产

生推动作用,提升了技术的扩散效应,进而加快改革

开放的进程。这种观点可以通过历史经验给出逻辑

解释。IJVs是滨海新区第一种重要的制度设计形

式。如滨海新区利用外资合同外资额占全市的比重

近 80%,外资到位额占全市的比重近 70% ,有 20多

家 500强跨国公司在津投增资 20多个项目。Bart

lett 等( 1995) [ 3] , Kanter( 1994) [ 4] , Parkhe( 1996) [ 5]

指出 IJVs对于适应复杂的投资决策,建立竞争优势

和应对环境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H. Kevin

Steensma等 ( 2008)
[ 6]
则分析了转型经济在运用

IJVs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合资企业被本地或国外母

公司收购的风险。近年来 RJVs成为滨海新区的另

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 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

为了从事研究开发而共同形成的新组织, 成员企业

在研发阶段合作, 在产出阶段竞争,是反垄断法接受

的一种合作创新组织模式(齐欣等 2007) [ 7] 。RJVs



是发达国家节能型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20 世纪

60年代,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鼓

励企业之间的合作研发计划, 其在电子行业开创的

合作研究联盟使日本在计算机主机生产和大规模集

成电路领域中获得了巨大成功。20 世纪 80年代,

美国也出现了明显的技术政策转移以支持各种

RJVs的组建与发展(刘婷婷, 2009)
[ 8]
。在欧洲, 欧

盟竞争法为 RJVs 提供了集体豁免, 欧盟还设立一

系列框架项目, 投资数 10 亿欧元资助 RJVs。Re

us, 等 ( 2004 )
[ 9]

, Hall 等 ( 2000 ) 和 Reuer 等

( 2005) [ 10]在考察 RJVs 的绩效时,指出应该吸引政

府、工业企业和大学等共同参与研究过程。齐欣等

( 2005)
[ 11]
认为 RJVs 根植性发展确实有助于改善

现有制度设计下战略性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 并实

现最大的效益。

综上所述, 以往的研究都与本文研究 RJVs 对

于滨海新区的制度设计和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及加

强研发转化地位的研究视角存在差异。因此, 本文

没有遵循以往大部分研究对滨海新区管理体制研究

的思路(牛立超, 2008;陈桂生, 苏文卿, 2009) , 也没

有单独考虑 RJV s的运作机制(刘婷婷, 2008; 赵宏,

马涛, 2008) ,而是从滨海新区新兴的独特的产业要

素基础 ∀ ∀ ∀ RJVs为出发点,考察 RJVs根植性发展

问题,分析这种核心要素对于滨海新区制度设计、进

而推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的作用机理。这也是本

文的创新之处。

2 滨海新区 RJVs根植性发展的关键要素

与机理

从深圳、浦东到滨海新区,每一次经济重心的迁

移都是扩大开放的必然要求, 并对于资本形成、就

业、出口贸易、市场发育和产业提升具有重要的意

义。人们通常把吸引外资作为对外开放和市场换技

术的重点,即用中国的市场价值和空间换取国外跨

国公司的先进技术, 以加快技术溢出效应,提升本地

产业的技术水平,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实现国家以

点带面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也正是在这样背景

下,滨海新区的发展战略就是依托前期 IJVs的坚实

基础,力图推动科技的研发转化,建立技术先导的新

的经济增长极, 推动 RJVs的建设与壮大,打造自己

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

2 1 滨海新区 RJVs根植性发展制度安排的科学

性

从理论演进的历史逻辑看, 对 RJVs地域根植

性的解释,经历了从古典区位理论、新古典主流经济

学的经济因素分析,到社会经济网络理论、新产业区

理论、企业竞争战略理论等对制度设计关注的转变

(庄晋财, 2003) [ 12]。古典经济学认为, 企业合作能

够在一定区域内集聚并在生产、技术和分配等方面

发生紧密地联系, 其本质就在于成本的节约以及产

业在那个合体的形成, 而这也正是滨海新区这种制

度安排的优势所在。同时,这种制度安排还受到城

市等级的影响( W alter Christallo r, 1933) , 为此选择

天津滨海新区对于实现优势的产业要素和研发资源

的集聚发展具有突出的优势。这种简单的区位集聚

似乎还不能解释 RJVs在滨海新区根植发展的内在

机理, 为此新古典经济学者 Francois Perroux

( 1949)经济增长极通过产业关联、外部效应以及最

终的产业集聚, 确保 RJV s作为推动性工业在特定

的空间内的聚集发展, 并通过关联产业的深入分工

以及产品内的分工实现经济规模报酬递增发展, 并

降低交易成本, 推动滨海新区的赶超战略。这种产

业关联的分析视角虽然揭示了产业要素相互关联的

优势,却没有揭示制度在其中的作用,即滨海新区是

否能够对 RJV s在研发转化中产生作用做出合理解

释。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 Granover ttor ( 1985)

指出经济行为是根植在网络与制度之中的,这种网

络与制度是由社会构筑并具有文化意义的。

Yannis Caloghirou 等( 2004)
[ 13]
在对 RJVs 的

相关研究中指出, 发展 RJVs 的动机就在于进行研

发成本分摊,减少重复性研发, 风险分摊, 减少不确

定性;将外溢内部化;保持连续性研发投入的融资渠

道畅通;获得互补资源和技术的途径;促进研究的协

和作用等。滨海新区通过提供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

安排来增强创新和地方才智,实现 RJVs在本地的

扎根和结网所形成的地方聚集, 构筑起企业(组织)

间交流与合作的系统, 从而增强技术创新的能力和

竞争力。

2 2 滨海新区 RJVs根植性发展制度的关键要素

滨海新区能够实现对领先经济区域有限赶超战

略的特殊产业要素是独特的 RJVs 企业和研发资

源,为此很多学者对这种制度设计的关键要素进行

了归纳:即基础研究实力( Nicholas, 1989)、产业厂

商的接近程度 ( Kam ien, 2000) [ 14] 和 RJVs 的规模

( Atallah, 2002) [ 15]。对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实现

自主创新的 RJVs来说,基础研究实力不容小觑,因

为离开了大学和国家实验室等重要的产业依托

( Bronw yn H H al l等, 1993) [ 16] , RJVs 就不能在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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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新区的制度框架内发挥其产业价值。但是, 仅仅

是科技实力的支撑还没有办法实现研发成果在产业

内的转化,这就要求滨海新区的产业要素具有较好

的产业关联,充分发挥技术的溢出效应,加强对国外

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创新能力。此外,滨海新区要实

现成为第三经济增长极并带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

的战略目标,还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规模, 并

壮大 RJVs 的合作研发能力, 充分发挥滨海新区的

制度优势。

2 3 滨海新区 RJVs根植性发展的资源条件

滨海新区是京津大学和科研机构最为集中的区

域,拥有众多的世界 500强企业和合作研发网络, 已

经成为高新技术制造业等高度集聚发展的战略区

域。滨海新区拥有强大的科研队伍和实力。天津市

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60 余万人, 科研院所 159

个,国家级实验室 8 个, 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个,国家级和部级技术检测中心 27个。全市有

37所高等院校每年约有 2万多学生毕业。多层次、

多领域、高素质的人才可以为滨海新区各类企业特

别是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源(温惠子, 赵

宏, 2008)。RJVs已经显示出独特的聚集效应。如

今, 130家世界 500强跨国公司已经在天津投资 368

项目。自本市实施 三年引进百家国内 500强优势

企业!战略以来,国内 500强优势企业已有 95 家在

天津安家落户,总投资额达 1633 5亿元。目前, 本

市正成为国内大企业战略投资的首选地之一。产业

关联性较强,重点强化高新技术专业领域。这些企

业的研究涵盖国家重点支持的电子信息技术、生物

和新医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新材料技术、高技术

服务业、新能源及节能技术、资源与环境技术和高新

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等 8个领域。滨海新区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占滨海新区生产总值比重已经达到 47% ,

到 2010年,滨海新区将初步形成高科技企业的聚集

效应,高新技术企业将达到 1200 家左右,高新技术

产值将达到 5000亿元(刘婷婷, 2009)。

3 RJVs三阶段博弈模型的设计

D Aspr emont ( 1988) [ 17] 较早采用两阶段双寡

头博弈模型对合作创新展开研究, Kamien( 1992)等

学者更是将该博弈模型引入到 RJVs的研究中。但

是这些学者的研究仅仅是对 R& D 水平和产品市场

产量的关注,具体而言就是指研究了企业研发以及

绩效层面的问题,缺乏对制度层面的考虑,这对于本

文研究滨海新区的制度安排对自主研发创新和经济

开放发展的要求相比, 存在明显的不足。

为此, 本文借鉴 Nicholas ( 1989 ) , Kam ien

( 2000) , Atallah( 2002)的研究思路,通过引入基础

研究、厂商接近程度和 RJVs 规模三个新观察变量

构建三阶段博弈模型。同时, 本文参考胡婉丽等

( 2004) [ 18] 在研究合作创新问题上的三阶段博弈分

析方面的有益工作。在考察滨海新区 RJVs 的制度

安排及其对研发转化的作用时, 本文分为三个阶段

进行设计:第一阶段是滨海新区的制度设计阶段,主

要是加强引入 RJVs, 形成滨海新区的制度优势和

产业资源基础; 第二阶段是加强 R& D投入水平和

企业(组织)间的信息共享意愿和程度; 第三阶段是

提升 RJVs 的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 深化改

革开放的步伐,借助滨海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 带动

环渤海经济圈的快速发展。为了保证每阶段子博弈

精炼 Nash均衡解的实现, 这里采用逆向解法,即首

先研究滨海新区制度设计的合理性, 进而揭示这种

制度诱发的自主创新和改革开放模式的可行性, 同

时对于 RJVs对研发转化作用的机理做出解释。

第一,假设需求函数为:

p i = a- qi - q j , 其中 a和 为参数, ∃ [ 0,

1] 。当 = 0时,合资企业的产品是不相关的,当

= 1时,二者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第二, 假设成本与创新投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

系:

ci = ci0 - x i - x j ,其中 c i 为企业创新后成本,

ci0 为企业创新前初始成本。 ∃ [ 0, 1] 表示企业间

的作用程度, x i , x j 分别表示本企业和其他组织创

新活动对企业成本降低的贡献。

第三,利润函数为:

 i = ( p i - ci ) qi。

3 1 阶段三:滨海新区改革开放、实现赶超战略

由于滨海新区的制度设计是提供市场进入和税

收制度等方面的优惠, 来实现于外资企业合作以及

加强技术转移, 为此大部分以 RJVs 的方式存在。

假设企业之间的合作类似寡头市场的双寡头竞争博

弈,每个合资方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决定产量水

平和合作的努力程度。

 
*
i = ( q

*
i )

2
- f ( x i )

 *j = ( q
*
j )

2
- f ( x j )

其中, f ( x i ) 和 f ( x j ) 为企业 i和企业 j的研发

投入水平,这里为常数。根据边际利润为零,可知最

优产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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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i =

a( 2- ) + c j - 2ci

4-
2

q
*
j =

a( 2- ) + c i - 2cj

4-
2

因此,

Z( q
*
i - q

*
j ) = Z( cj 0 - ci0) + (1 - ) ( x i - x j )

因此,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促进经济快

速发展,初始成本高的企业才有动力进行 R& D 投

资(胡婉丽等, 2004)。但是,根据平新乔等( 2007)的

研究结果显示, 由于传统的经济功能区均实行 市场

换技术!的指导思想,外资企业在劳动力、免税、市场

进入等方面被赋予低成本优势, 缺乏技术换市场的

动力,因此没有很好地实现对合资企业的技术转移

和研发合作。因此, 与传统经济功能区不同的是, 滨

海新区只有打破市场换技术的禁锢,提高外资的经

营成本以促使其加强技术研发投入,进而减少市场

进入成本的激励。

3 2 阶段二:滨海新区 R&D 合作、促进自主研发

转化

为了确定在自主创新阶段,企业的研发投入水

平和信息共享程度对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促进

作用,假设 RJV s的企业根据自己的最大利益做出

R& D的投入决策。

f ( x i ) =
1
2
x

2
i , g( x j ) =

1
2
x

2
j

分别对 x i , x j 求偏导可得最优产量:

q
*
i = x

*
i

4 -
2

2(2 - )

q
*
j = x

*
j

4 -
2

2(2 - )

结合阶段三的均衡产量结果可得:

 q*
i

 x i
=

2 -
4 -

2 > 0

 q*
j

 x j

=
2 -
4 -

2 > 0

因此,当企业合作时,当合资双方达到均衡时,

R& D投入水平越高,双方合作的收益越大, 市场产

量越高。即,合资双方充分的研发合作将有利于自

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实施。

3 3 阶段一:滨海新区制度设计、引入 RJVs

在非正式合作中, 滨海新区的 RJVs企业间选

择自己的合作程度( ) , 与对手分享研发信息、加强

科技产业链条的整合、提高研发合作的有效性,进而

实现博弈的 Nash均衡解, RJVs可以在这种研发战

略联盟合作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令 ! =  i +  j

在双方合作收益最大化时, 满足:

 !
 = (2A

2
- 1) ( x i

 x i

 + x j
 x j

 )

+
2 A

2

2 -
( x

2
i + x

2
j ) = 0

其中, A =
4 -

2

2(2- )
, ( 2A 2

- 1) > 0 , ∃ [ 0,

1] ,所以可得:

x i
 x i

 + x j
 x j

 < 0

当合资企业双方合作意愿相同时, 企业具有对

称性,则

 x i

 
< 0,  x j

 
< 0

因此, RJVs 合作程度的增加导致每个企业更

少的创新投资。说明单纯的市场换技术, 只会让外

资对研发投入更吝啬, 并缺乏技术研发的动力。所

以,研发合作使得创新成为合作者的公共品,企业有

投机行为,希望从合作伙伴的投资中收益。

4 结果讨论:深化滨海新区 RJVs对研发转

化作用的对策建议

由前面三阶段博弈模型的定性分析可以得出,

要想保证滨海新区制度安排能够切实促进自主创新

能力的提升和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 对滨海新区的

制度设计将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建立合理的滨海新

区制度和管理体制才能切实推进研发转化基地的建

设与发展。因此, 根据三阶段博弈模型的定性分析,

本文对滨海新区制度设计及推动研发转化基地作用

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滨海新区区别于传统经济功能

区的独特产业要素是 RJVs 的根植性发展, 这决定

了其不再遵循简单的成本优势和市场换技术的发展

模式,而是承担技术扩散和自主创新的发展使命,进

而带动整个环渤海地区的深化改革开放。此外, 结

论告诉我们,滨海新区应逐步减少外资企业的成本

优势,强化其研发投入强度和多元化的扶持机制,通

过良好的研发转化环境建设和技术溢出效应,形成

对 RJVs的激励效果。

在本研究中只是简单地考虑了滨海新区核心产

业要素 RJVs的根植特性, 但是对于其嵌入程度与

研发基地建设的作用效果还缺乏实证检验,而且在

本文中构建的三阶段模型中,制度设计的关键要素

仅有基础研究、产业近似度和 RJVs规模三个变量,

博弈分析的相关假设和演化过程相对简单,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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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可以引入新的影响变量, 并考虑博弈分析中, 滨

海新区内生制度变迁对自主创新和改革开放的影响

效果。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相应的对策建议。

4 1 完善滨海新区管理体制,强化制度设计, 促进

RJVs根植性发展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 滨海新区应加强基础研

究和产业近似性方面的吸引力, 充分利用环渤海地

区科研机构集中,大学科研资源雄厚以及科技人员

素质较高的优势,推动高新技术企业联合大学与研

究机构共同组建 RJV s, 以降低研发成本、互补研发

资源,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取得资源、组织和政策等多

层面的研发优势,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为扩大合资企业出口规模,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

滨海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完善

奠定基础。

4 2 加强 R&D合作, 拓宽渠道增强研发投入, 推

动自主创新

由三阶段博弈模型的定性分析得出,当合作达

到均衡时,研发转化的效率取决于研发投入的强度。

为此滨海新区在促进自主创新方面首先要完善相关

管理体制和运作模式,并强化对企业投入的激励, 拓

宽研发融资的渠道。滨海新区应采取一系列资金扶

持和税收减免的优惠举措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入区发

展,促进新区科技投融资体系的建设。如设立科研

成果转化专项基金以提供科技研发费用和购置科研

设备的方式支持落户滨海新区的国家级和省部级重

大科技项目、支持高成长性科技型中小企业项目, 不

断推动自主创新。

4 3 强化研发转化基地功能,深化开放步伐, 加快

改革开放步伐

这种制度安排具体表现在,滨海新区依托的是

高科技人才队伍,同时加强高技术产业链的整体招

商与合作,提高 RJVs在入驻企业中的比重,形成合

资企业的规模效应,这些做法都将增加合资企业双

方研发合作的激励,强化滨海新区高科技研发转化

基地的作用。发挥外资研发机构的 溢出效应!, 制

定政策,鼓励研发机构人员合理流动,与本土企业或

机构合作。

5 结语

本文深入探讨了滨海新区这一理论命题对于改

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的现实影响。与传统研究滨海新

区研发转化基地建设的管理体制和措施探讨不同,

本文认为滨海新区在推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的制

度设计中要打破传统的 市场换技术!的思维禁锢,

立足于 RJVs根植性发展的产业现实, 从强化研发

合作与转化的激励机制出发进行制度层面的考虑。

那么,不用市场换技术,超越传统经济功能区的发展

模式,滨海新区的发展模式又如何促进研发基地建

设和开放发展呢? 本文认为滨海新区制度设计的基

础是快速发展的研究型合资企业( RJVs)的根植性

发展,这也是滨海新区努力建立和完善研发转化基

地、扩大对外开放、加强自主创新、实现有限赶超战

略的关键。滨海新区推进自主创新的核心就是强化

合作研发的意愿和努力程度,而促进改革开放的重

点就是鼓励科技创新, 推动外向型科技合作和发展

模式,推动国际科技合作和研发转化。

因而,本文着重探讨了 RJVs 在滨海新区的根

植性问题,借以揭示滨海新区制度设计对于研发创

新的本质作用;在相关学者的假设和模型基础上,构

建三阶段博弈模型, 以便明确滨海新区的制度优势

对于自主创新和改革开放的影响机理; 针对滨海新

区对于研发转化的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同时,本文还局限于定性的理论框架分析, 未来

将通过实证研究, 深化对相关结论的检验,并为滨海

新区的发展和实现对领先经济区域的赶超战略提供

更具可操作性的建设性意见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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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ransformation of R&D Under Reform and Openness and Self innovation In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the View Point of Development of Embedded Character of RJVs

ZHANG Qiu ying

( T ianjin Univ ersity of F inance and Economics, T 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 In this art icle, it discusss, first of all, T ianjin Binhai New Area is an impor tant theat rical topic

and sy stem design for China t ransitio nal economy, w hich embr aced signif icance of catching up w ith and

surpassing of the third po le of w orld economy And then, through the study o f development of Embedded

Character o f IJVs and RJVs, it descr ibs the process of effect o f reform and openness and self innovat ion

inf luenced by system design of T ianjin Binhai New A rea, and makes a game theo ry model of three stages in

assistance o f relevant hypo thesis of D A spremont ( 1988) and A tallah ( 2002) , w hich reveals that develop

ment of Embedded Character play s an important ro le in the tr ansformation of R& D under reform and open

ness and self innovat ion in T ianjin Binhai New A rea A t last, it suggests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ad

v ices to promo te the t ransformat ion of R& D under reform and openness and self innovat ion in Tianjin Bin

hai New Ar ea

Key words: T ianjin Binhai N ew A rea; refo rm and openness; self innovation; R& D; RJ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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