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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业集群共性技术不仅是提升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的的技术基础，而且对增强产业竞争力、提升区域

创新能力具有决定性影响。基于共性技术的内涵与特征，政府为载体、产学研为平台、企业间战略合作是产业

集群共性技术供给的三种模式。通过对绍兴纺织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发现，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的研发供给已

经形成以政府研发为主，辅之产学研联合研发和企业间合作研发的供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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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产业集群是学术界近年来关注的热点问题。

从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一直到迈克尔·波特的

新竞争优势理论，结果证明，产业集群以群体替代

个体方式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存在显著规模效

应（蔡宁和杨闩柱，２００４）［１］。但是，随着传统产
业集群向现代产业集群的转变，集群国际竞争的

核心能力演变为科技竞争，并且已经从市场化阶

段的技术竞争走向竞争前技术的竞争，即共性技

术（ｇｅｎｅｒ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为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
始关注产业集群内部共性技术的研究，其主要基

于两方面的动因：一是共性技术作为竞争前技术

（ＴｉｍｏｎｔｈｙａｎｄＢｒｅｓｎａｈａｎ，１９９５）［２］，是一种应用于
未来商业或为特殊商业服务的早期不确定性技

术，它能提供大范围的潜在应用机会，并逐渐得到

政府、行业、企业等相关部门的重视（王硕等，

２００２）［３］；二是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
的主流模式，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

（汪少华和佳蕾，２００３）［４］，研究、开发产业共性
技术，成为集群企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获得某

种领先的技术优势，促进其价值链地位不断向

高端推进的必然趋势。当前，我国大多数产业

集群仍然依靠模仿创新，以低成本、低价格获取

利润和市场份额，导致在消费需求快速变化、市

场竞争日益激烈及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竞争

优势难以为继。然而，共性技术固有准公共产

品属性，容易导致市场供给严重不足（操龙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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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林，２００５）［５］；同时具有缄默性和复杂性，多
数中小集群企业无力识别、研发，导致产业集群

内共性技术供给不足。

虽然已有很多文献对共性技术作了探索和研

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少有文献对产业集群

共性技术做出明确的界定和筛选；二是产业集群

共性技术的供给远不能满足产业集群升级的需

求，迫切需要完善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的研发供给

模式；三是缺乏对典型产业集群的共性技术供给

的个案分析。面对“十二五”新的发展阶段，如何

从基于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场所型简单集群向基于

技术进步的报酬递增型创新集群转变，亟要研究

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的供给机理。因此，基于产业

集群理论和技术经济理论，本文通过对产业集群

共性技术的概念界定和特征梳理，尝试构建了共

性技术研发供给的三种模式为分析框架，并以绍

兴纺织产业集群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２　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的内涵及主要
特征

　　共性技术概念最早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
究院（ＮＩＳＴ）的 ＧｒｅｇｏｒｙＴａｓｓｅｙ和 ＡｌｂｂｅｒｔＬｉｎ于
１９９２年提出。随后，ＧｒｅｇｏｒｙＴａｓｓｅｙ在１９９７年提
出了一个用于科技政策研究的“以技术为基础的

经济增长模型”［６］。该模型提出了共性技术的概

念，并将技术分为基础技术、共性技术和专有技术

（见图１）。此后，虽然许多国家也将支持共性技
术研究作为科技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国际上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共性技术的定义。相对而言，

我国对共性技术的研究较少。典型的观点有：李

纪珍认为［７］，产业共性技术是指在很多领域内已

经或未来可能被广泛应用，其研发成果可以共享

并对整个产业或多个产业及其企业产生深度影响

的一类技术，主要包括产业间共性技术、产业内共

性技术、企业内共性技术；马名杰认为［８］，共性技

术是一种能够在一个或多个行业中得到普遍应用

的、处于竞争前阶段的技术，可以分为关键共性技

术、一般共性技术和基础共性技术；王君［９］则根

据研发阶段将共性技术分为基础性共性技术、先

导性共性技术和行业共性技术。

图１　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ｄｅｌ

对于共性技术概念的界定，可以从产业技术

的供给源、技术的动态发展过程来识别、从产业技

术的共性分析、产业技术的需求普查以及技术数

据库的关联分析来判断。在此，笔者认为，产业集

群共性技术是一种潜在的、未来可能在集群中广

泛应用的竞争前阶段的技术，对整个产业集群的

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都会发挥带动作

用，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它可以使

集群企业根据自己的生产或产品需要进行后续商

业化研发，形成企业间互相竞争的技术或产品。

它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１）基础性。共性技术构成产业集群的技术
基础设施（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１０］，是集群企
业专有技术研发、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基础。共性

技术在产业集群所关联产业部门中处于比较基础

和关键的位置，只有在共性技术得到成功研发、解

决后，其他技术才能在它的推动下迅速实现新产

品、新工艺、新技术的创新，例如，集群企业可以根

据自己的生产及产品需要，进行后续的商业开发，

最终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有技术和产品，

构建其核心竞争力。共性技术能够迅速提高整个

产业集群的技术层次，推动集群企业之间形成合

理的分工机制，促进集群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２）外部性。共性技术的外部性是由其“非
争夺性”和“非排他性”所决定的。共性技术的研

发成果可以在一定范围和领域内通用和共享，并

对产业集群内一个或多个产业、企业和用户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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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步产生深度影响，例如信息技术、ＣＡＤ技术、
新材料等可以广泛应用于服装、化工、机械等行

业。因此，共性技术理应是某一个或多个行业内

可以普遍采用，不管共性技术成果处于应用发展

的哪一个阶段（待应用状态、刚开始应用状态或

已应用状态），它都是集群内可以普遍采用的先

进适用技术，是相关企业共同的技术平台。另外，

产业集群共性技术作为“准公共产品”，其研究成

果比应用成果更无形，容易被模仿，难以用专利或

商业秘密等措施给予知识产权保护，表现为技术

经济学的外溢性。

（３）超前性。从研发阶段看，共性技术研究
跨越了应用研究和竞争前实验发展两个阶段。企

业都要在共性技术这一“平台”上进行后续的商

业开发，最终形成企业专有的技术、产品和工艺，

可为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创造基础条件。从科技

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看，技术商品化经历了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和工业化等阶段，而共

性技术是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最新应用和迈向市

场的第一步，在产业集群技术体系中具有承上启

下的作用，相对于企业专有技术属于“竞争前技

术”。

（４）风险性。集群企业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的经济体，而共性技术研发对企业的回报往往小

于对社会的回报，并且单个企业还不能控制与获

得其研发投资的全部收益。同时，共性技术往往

涉及到多个技术领域，开发周期更长、资金规模更

大、预期收益波动也更大，再加上共性技术具有超

前性等多方面原因，被美国经济学家 Ｅｖａｎｓ称为
科技投入的“死亡谷”（ｖａｌｌｅｙｏｆｄｅａｔｈ）［１１］，其技术
风险、投资风险和市场风险都很大。

（５）集成性。共性技术成果往往凝聚着多学
科的知识，涉及到多产业部门所包含的技术，尤其

是关键共性技术突破，需要多学科研究人员的联

合攻关，同时也受益于其他产业技术进步的扩散

效应，所以共性技术具有集成性。另外，共性技术

一般处于科学技术的前沿，往往隐藏在若干技术

瓶颈的背后，多数集群中小企业尚未关注或无力

研发，但它代表某一领域技术创新的方向，并且经

常涉及到多个产业部门所包含的关联技术，因此

需要多学科科研人员的联合攻关才能成功。

３　共性技术的三种研发供给模式

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的特征决定共性技术开发

者容易被仿制的风险巨大因而可能放弃创新投

入，导致共性技术的研发存在市场和组织的“双

重失灵”，这也为政府介入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的

研发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１２，１３］。因此，本文借

鉴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将产业集群共性

技术的供给分为政府为载体、产学研为平台和企

业间战略合作三种模式。

３１ 政府为载体的研发供给

从国际经验看，政府为载体供给产业集群共

性技术的运作模式，主要有以下两类：一是以美国

为代表的政府引导型产业共性技术供给体系，包

括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市场经济非

常发达，共性技术的研发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政府

只负责引导、鼓励；二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

型产业共性技术供给体系，包括日本、韩国等国，

这些国家长期实施技术追赶型战略，在引进模仿

的基础上实现自主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支

撑集群经济发展主要是引进外资及其技术，我国

自行研发的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同时

集群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自主研发能力薄弱，选择

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产业共性技术供给模

式不符合我国现实，而应以政府主导供给共性技

术为主。

在我国产业集群从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

变过程中，政府主导型共性技术供给体系主要包

括三类：一是国家技术研究院（研究中心）。从国

际经验看，从事共性技术研发的国家研究院主要

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府全额拨款的政府内设部

门，如美国的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ＮＩＳＴ）和加
拿大的国家研究委员会（ＮＲＣ）；另一种是由政府
提供绝大部分经费的非盈利性组织，如日本的产

业技术综合研究所（ＡＩＳＴ）。其主要特点是国家
提供全部或大部分资金，进行共性技术的研发和

扩散。对我国而言，可以通过国家财政全额或大

部分拨款，成立事业性质的国家技术研究院，承担

基础性共性技术和重大关键性技术的研发，促进

共性技术向产业集群的扩散，如国家发改委支持

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９４家，科技部支持的国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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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术研究中心１２０余家，但这些尚不能满足目
前产业集群对共性技术的需求。二是区域科技创

新服务中心。这类中心也称生产力促进中心，根

植于产业集群内部，为众多中小企业提供科技服

务，尤其是承担关键共性技术的选择、扩散的科技

服务实体。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一般都是由地

方科技部门组织建立，主要有挂牌在市（县）科技

局的事业单位、依附于特色产业园区的科技部门

和服务于产业集群的三类国有科技型企业。其

中，第三类具有内在的发展动力，生命力较强，代

表科技创新服务的发展方向。例如在浙江省，区

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大多属于第三类，如绍兴市

生产力促进中心，由绍兴市科技局组建，服务于全

市中小型科技企业、各级高新技术企业、特色产业

基地内的骨干企业等。三是产业集群共性技术开

发基金，即以政府财政资金为引导，吸引企业出

资，同时，拓宽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金，构建公共

财政扶持产业共性技术创新的框架。当前，在我

国专门资助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研发的政府专项基

金很少，仅在浙江、广东等省份建立了一些以集群

技术创新平台形式为依托的政府资助项目，这种

地方政府资助方式还处于起步阶段，其管理体制、

运行模式尚不成熟，需要政府主导，避免因为共性

技术的准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导致市场失灵。产业

集群共性技术开发基金只提供一定的资金资助和

项目管理，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及实验等具体工

作由项目申请者负责，以避免“既当裁判又当运

动员”的角色混乱问题。

３２ 产学研为平台的研发供给

共性技术的研发费用高、偿还时间长，单纯依

靠政府有限的财力，不可能完全主导产业集群共

性技术的研发工作。大学、科研院所在基础研究

方面是最重要的研究主体，也是集群共性技术一

个不可忽略的创新源。实践证明，有大学、科研院

所参加的共性技术开发平台中，共性技术的研究

成果能针对企业所需，将应用技术与科学研究相

结合，有利于集群企业更好地吸纳、转化研究成

果，具有较高声誉、造诣的研究人员能获得企业资

金的支持，同时产业界很少限制大学、科研院所对

技术成果的公开发表，有利于共性技术的快速传

播和扩散。可见，大学或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承

担共性技术的研发，可以充分发挥其创新源作用，

有利于共性技术研究成果的扩散和企业的商业应

用。

产学研为平台的供给同于 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８４）所
指的 Ｒ＆Ｄ共同体，他认为，此类共同体特别适用
于共性和使能（Ｅｎａｂｉｎｇ）类技术研发，即共性技
术［１４］。这里的“产”是指有技术需求的所有集群

企业，“学”指大学等专业教育、培训机构，“研”指

各类科研机构，三个主体围绕某一共性技术研发

建立资源互补的“柔性研究所”。产学研联合研

发的机理是：集群企业对共性技术有需求且能提

供研发资金，但缺乏研发能力，而“学”和“研”具

有研发技术和能力，但因为远离产业集群，对集群

企业的技术需求不够敏感，研发成果不易向企业

扩散，研发资金也有限。因此，三方联手合作，针

对某一共性技术建立研发联盟，使得研发资源投

资主体多元化，这样既保证了研发资金需求，也分

散了风险，降低了研发成本。

与政府研发供给模式相比，产学研联合研发

一般是针对发展速度较快、规模较大的龙头企业

碰到的技术难题，这种技术虽具有共性技术特征

但其他企业可能尚未认识到其重要性，而政府研

发供给模式更偏重于已明显制约整个集群发展的

较公开、明朗的共性技术。当然，如果产学研联合

研发项目符合政府研发供给模式中的第三类要

求，也可以采取产业集群共性技术开发基金的资

助，实现“官、产、学、研”联合研发。例如，２００９年
３月４日，浙江省科技厅向国家科技部报送的“高
档数字化纺织装备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正式立项

为国际支撑项目，同时成立了浙江省重大项目咨

询专家组总体协调项目的技术方案和实施过程的

技术难题，并规定每个子课题都由行业内的龙头

企业参与，发挥当地高等院校（浙江理工大学）、

科研单位在基础理论研究的特长、人才培养方面

的优势和在纺织装备行业的总体协调能力，实现

了“官、产、学、研”的有效合作。

３３ 企业间战略合作的研发供给

企业间战略合作研发是指集群企业之间联合

进行共性技术研究开发，即对产业集群中的某项

共性技术，集群企业共同投入、共同参与、共担风

险和共享成果。企业间合作研发比其他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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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灵活、更有效率。由于绝大多数共性技术和知

识是隐含或缄默的，在某些企业独有的情况下，参

与合作可以使其他企业掌握外部技术的发展动态

而不需要大量投资，从而可以提高集群企业的技

术能力［１５］，共享技术并促使技术转移［１６］。正式

的、法律形式的组织只会减少管理者、科学家和工

程师之间的非正式的信息交流，而这些交流对处

于共性技术阶段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１７］。但是，

集群企业必须具备相当的内部技术研发能力与经

济实力，才能更好识别、选择合作伙伴，更加严密

地鉴定合作协议（包括详尽的风险分担协议，利

益分配协议等），更加有效地监督合作者的行为，

更加顺畅地将研发成果融入自身的创新过程，因

此，在产业集群中进行合作研发的多为龙头企业。

以浙江为例，集群经济龙头企业研发中心的组织

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企业自建研发中心，配备

专门的技术力量，柔性引进有关兼职专家；另一种

是研发中心建在科研院所或高等院校，以项目委

托的方式实施研发。

由于产业集群共性技术具有外部性特征，龙

头企业在关注和研发自身关键技术的同时，客观

上会对解决共性技术难题作出了贡献［１８］。换言

之，由于集聚经济的关键共性技术往往是许多集

群企业共同碰到的技术难题，攻克这些难题对于

提升企业经营水品和产品质量具有重大作用，因

此龙头企业对研发共性技术是有积极性的，只要

政府有关部门引导得当，龙头企业的研发中心可

以成为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的重要创新载体。以浙

江嘉善木业集群为例，集群中的“裕华木业有限

公司”是一家龙头企业，先后研究攻克了“蕊板、

中板的板面缺陷弥补技术”、“薄片蒸煮色差技

术”等，在当地产业集群不推自广。

目前，我国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的供给模式主

要以政府研发供给和产学研联合研发供给为主，

集群企业之间合作研发与国外相比可能要少得

多，这与国外企业间创新网络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相比，是一个相当大的反差。鉴此，笔者认

为，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研发供给的三种模式既有

区别又有联系，三者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一种供给

体系（见图２）。

图２　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研发供给体系

Ｆｉｇｕｒｅ２　Ｒ＆Ｄ ｓｕｐｐｌｙ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ｌｕｓ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　实证研究：绍兴纺织产业集群共
性技术的研发供给

　　经过多年的发展，绍兴市已经成为全国纺织产
业链最完整、生产规模最大、市场销量最多和设备最

先进的生产区域。其中，绍兴县纺织产业集群、诸暨

袜业产业集群和嵊州领带产业集群都入选全国百强

产业集群，并创造了化纤原料生产量、织布生产量、

印染布生产量、领带生产量、袜子生产量、袜子成交

量、纺织品成交量７个全国第一。绍兴市纺织产业
占其工业总产值的４３４％，而且中国轻纺城市场和
钱清原料市场是亚洲同行业最大的市场，２００９年二
者的成交额分别达３９１５亿元和３１６５亿元，同比增
长１０９％和１２３％。深入分析绍兴产业集群的发展
历程，我们发现集群共性技术的不断突破是绍兴纺

织产业链完整、配套产业齐全的基础。

４１ 主要载体：政府研发供给

绍兴市、县两级政府对纺织产业集群共性技术

的供给主要采取建立区域创新服务中心和设立共

性技术开发基金两种模式。到目前为止，绍兴市已

经建立国家级生产力促进中心１个，省级高新技术
研究开发中心３５个，省级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６
个，市级工程技术开发中心７８个，市级企业科技园
２２个，市级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１９个，作为集群
共性技术研发供给的主要平台，成为集群企业后续

化专有技术研发、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基础。同时，

绍兴市政府以及有关部门从增加科技经费、税费减

免、知识产权保护等七方面支持共性技术的研发，

以分担、化解共性技术研发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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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资风险，例如，绍兴市政府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先
后制定《科技型企业培育发展规划纲要》、《科技型

企业认定办法实施细则》、《关于推进科技创新加

快培育科技型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等１０多个扶
持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研发的政策性文件；同时，专

门制定《绍兴纺织产业重大科技专项试点实施方

案》，计划投入６０００万元，为３０项纺织共性技术的
攻关提供资金支持，资助的基金从２００２年的１４３
亿元增加到２００９年的５９亿元，７年时间增长了
４１２倍，科技投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稳定在
４３％左右，在浙江各地市中占据首位，并连续７年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先进市。与此同时，绍兴县在

２０１０年还安排１０００万元科技攻关专项资金，围绕
大纺织产业、五大优势产业、三大新兴产业转型升

级共性技术、新兴高新技术（高技术）研发及产业

化等展开科技攻关。

此外，绍兴市还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使很多纺织企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了产学研

协作关系，充分利用大学及科研机构在共性技术研

发中的基础性、超前性的作用。同时，政府通过支

持集群创新项目选择，通过技术外溢，把更多的政

策从大企业向大批中小企业倾斜，鼓励中小企业以

共性技术为载体，根据自身的需求和优势进行后续

技术研发，提升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目前，越来

越多的纺织企业把科技创新作为提高核心竞争力

的主要途径，在争取以共性技术为基础进行专有技

术研发的同时，更加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申

请。以绍兴县为例，２００９年１至４月，全县专利申
请１８５７件，同比增长１１６％，其中发明专利４４件，
主要涉及现代纺织、服装加工技术及装备、可再生

能源利用技术、重大机电装备、高档皮塑加工技术、

农产品深加工等，有力地推动了产业的转型升级。

４２ 重要平台：产学研战略联盟

由于共性技术的风险性和集成性，单纯依靠政

府或企业很难完成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的研发。鉴

此，在２００６年，绍兴市人民政府、绍兴县人民政府、
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香港理工大学、东华大学、

台湾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

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３个政府机构、１０家国
内外纺织科技类的知名高校院所、２２家高新技术
企业，共同成立了以大学及科研机构为主体，政府

和企业参与的纺织产学研战略联盟。首先，该联盟

作为共性技术的研发平台，组建多学科研究人员对

纺织产业集群共性技术联合研发，并帮助组建技术

转移中心推动共性技术在集群的外溢和扩散，例

如，组织“绍兴市科技创新月”、“绍兴纺织产学研

战略联盟科技成果对接及推介会”等活动对联盟内

高校院所和国内其他１０多家高校院所的近２００项
最新科研成果及国家８６３计划项目成果进行了重
点推介；同时，联盟还开通了绍兴生产力促进中心、

绍兴纺织产学研战略联盟网站（ｗｗｗ．ｓｘｐｐｃ．ｃｎ），
及时报道、发布国内外纺织类相关的科技政策、科

研项目、技术信息等各种数据资源，并建立共性技

术信息交流平台，征集技术支持、科研合作需求信

息，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纺织类科技合作项目

库”和“专家资料信息库”，为产业集群提供最新、

最全的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和行业专家资料，保证集

群内各种共性技术信息的及时扩散和反馈。其次，

联盟长期关注世界纺织技术发展方向，通过信息资

源共享，积极帮助联盟内成员申报国家科技部、国

家发改委“纺织专项”、省科技厅、省发改委、省经贸

委等科技项目计划，保持产业集群在共性技术研发

上具有超前性，降低了共性技术研发的风险。据统

计，仅联盟成立之初的２００６年，联盟内２２家成员
企业新上国家、省级各类科技项目７０多项，争取经
费１７００多万元，产学研合作经费投入 ４０００多万
元，专利申请４００多项。
４．３ 关键途径：龙头企业合作研发

对于绍兴纺织产业集群发展意义重大、行业

超前的关键共性技术，大型纺织企业或企业集团

根据自身发展需要组建共性技术攻关小组，借助

自己的研发机构以及通过高校院所的委托研发，

对纺机装备、新材料、织造、印染、助剂产业链主要

环节的关键共性技术联合攻关，如研究开发高性

能新型纤维、混纺复合加工技术、环保染整新技

术、新型涂料印染技术等对龙头企业自身发展、集

群价值链提升、产业升级有重要作用的共性技术。

不仅如此，针对急需解决的关键共性技术，中小企

业积极联合，重点攻关，协同作战，参与龙头企业

共性技术研发的部分环节，并与中国纺织科学研

究院、东华大学、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西安工

程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长期进行科技合作，利用

共性技术的外部性，对于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

的转化，实现共性技术在集群的扩散扮演重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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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提升了绍兴纺织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水平。

５　结论

共性技术的研发是推动产业集群升级的关

键，对于集群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意义重大。在我

国现阶段，共性技术的研发尚面临一系列挑战和

难题，如科研院所转制导致共性技术供给短缺，社

会科技资源整合不足，研究型大学在基础研究方

面的能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等。目前，产业集群

共性技术的供给主要以政府研发供给为主，但是

随着信息交流的畅通和集群企业的成长，产学研

联合研发和企业间合作研发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的供

给并不是由政府、大学、集群企业或中介组织的个

体行为，而是一个由中介参与，政府、大学和集群

企业三者组成的相互联系、互相合作、优势互补的

供给体系。政府在制定共性技术研发政策应注

意：一要对集群产业链进行价值分析，以确定集群

发展的重要环节（或具有潜在优势的环节），保证

共性技术的研发能够使产业集群增加值最大化，

并努力在这些环节上形成产业集群的特色竞争

力；二要努力降低共性技术研发的成本和风险，并

使共性技术研发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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