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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过于强调区域内外大公司的作用转向重视新创企业的力量，是促进产业集群升级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通过将创业和创新搜寻理论引入产业集群研究，本文实证检验了外部创新搜寻战略对新创集群企业产品创

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创集群企业在创新活动中采取本地搜寻宽度、本地搜寻深度、全球搜寻宽度和全

球搜寻深度四种不同的外部创新搜寻战略，不同的搜寻战略对新创集群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产生了不同影

响，全球搜寻宽度战略具有促进作用，本地搜寻深度战略呈现倒 Ｕ型的复杂影响，本地搜寻宽度战略和全球
搜寻深度战略则都没有影响。论文最后简要讨论和总结了相关的理论贡献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新创集群企业；创新搜寻；产品创新；产业集群升级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０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１　问题的提出

目前，我国大部分产业集群正面临着升级的压

力。总体上，现有研究主要从两大理论视角提出破

解我国产业集群升级难题的策略思路。一是从区域

创新系统视角强调本地知识的作用，二是从全球价

值链视角重视全球知识的作用。但是，相关研究表

明，一方面，过于强调与龙头企业等本地机构合作容

易使集群企业陷入“本地知识冗余”危险；另一方面，

跨国公司对集群企业的知识外溢较为有限。这种本

地知识冗余和全球知识不足并存的困境，引发了集

群企业必须直面的新问题：如何有效利用本地知识

和全球知识？针对这一新问题，创业理论和创新搜

寻理论为集群企业有效利用本地知识和全球知识提

供了新的视角。

２　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现有产业集群研究存在着一个重要不足，即较

少关注普遍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新创企业（Ｇｉｌ
ｂｅ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１］。由于要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
谋求存续和成长，新创企业表现出主动进取、愿意

承担风险和注重创新等鲜明特征（Ｃｏｖｉｎ＆Ｓｌｅｖｉｎ，
１９８９）［２］，对产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Ｓｃｈｕｍ
ｐｅｔｅｒ，１９３４；Ｎｅｌｓｏｎ＆ｗｉｎｔｅｒ，１９８２）［３，４］。但是，它
们在创新活动中也面临着内部知识有限等严峻挑

战（Ｓｔｉｎｃｈｃｏｍｂｅ，１９６５）［５］。外部创新搜寻也就成
为新创企业增强创新能力的关键战略。

近来的研究指出，企业的外部创新搜寻活动同

时涉及搜寻范围和搜寻深度两个维度。其中，搜寻

范围或者搜寻宽度刻画了企业在多大的范围内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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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新知识，搜寻深度描述了企业在多深的程度上重

复利用现有知识。后续的相关研究采用这两个维

度来检验搜寻战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Ｋａｔｉｌａ
＆Ａｈｕｊａ，２００２；Ｌａｕｒｓｅｎ＆Ｓａｌｔｅｒ，２００６）［６，７］。对于
新创集群企业而言，由于它们处于特定区域的产业

系统内，其各种行为具有鲜明的地理空间特征，本

地的企业、科研院校等机构就成为他们创新搜寻的

重要对象。不过，在经济全球化下，集群企业也会

同时向国外的企业、科研机构学习。

本地搜寻战略是指搜寻企业现存知识及其相

近知识，远距离搜寻战略则指搜寻与企业现存知

识差别较大的知识。因为知识的分布具有浓厚的

空间特色，而且，知识的特性直接影响到企业对其

进行获取和吸收的能力，如默绘知识往往需要面

对面的人际接触才能学会，编码知识则更容易流

动和远距离知晓（Ｎｏｎａｋ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８］。正是
由于知识这种在自身特性和空间分布上的特点，

使得产业集群研究领域涌现出了许多相关概念，

如本地学习、集群学习、跨区域学习、全球学习等。

尽管这些概念各有侧重，但都不排除和否定本地

知识与全球知识各具的独特作用。所以，结合创

新搜寻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我们将外部创新搜

寻分为搜寻宽度和搜寻深度两个维度，将知识空

间分为本地知识和全球知识两个维度，将两者组

合成为四种不同的外部创新搜寻战略（图１）。其
中，本地搜寻宽度战略强调拓展对本地知识的搜寻

范围，全球搜寻宽度战略则重视增加企业对全球知

识的搜寻广度；本地搜寻深度战略重视加大对本地

知识的重复搜寻，全球搜寻深度战略则强调增强对

全球知识的重复搜寻。据此，我们就可以检验不同

外部创新搜寻战略对新创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

响，进而提出促进产业集群升级的对策。

图１　新创集群企业外部创新搜寻的四种战略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Ｆｏｕ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ｎｅｗ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由于产品创新是新创企业在快速变化的技术
和市场环境中谋求存续和发展的关键性战略

（Ｓｃｈｏｏｎｈｏｖ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９］。产品创新也是一
个向客户、供应商等相关外部机构搜寻知识的典

型过程。同时，产品创新也是产业集群升级的核

心内容。所以，本研究聚焦于外部创新搜寻战略

对新创集群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现有研究

表明，增加外部创新搜寻的宽度至少可以在两个

方面促进新创集群企业提升产品创新绩效：（１）
向多样化的主体进行搜寻知识，丰富了新创集群

企业可用的知识类型，为新创集群企业在解决相

关问题时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和方法，有助于增强

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Ｋａｔｉｌａ＆Ａｈｕｊａ，２００２；
Ｌａｕｒｓｅｎ＆Ｓａｌｔｅｒ，２００６）［６，７］。（２）多样化的创新
搜寻，可以增强新创集群企业开发复杂产品的能

力，因为多种来源的知识可以为开发复杂产品提

供各种支持（Ｂｒｕｓｏ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１０］。由于其难
以模仿和复制的特性，复杂产品成为企业持续竞

争优势的重要来源（Ｐｉｔｔａｗａ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１１］。
对于自身内部知识存量有限的新创集群企业而

言，无论是增加对本地知识还是全球知识的搜寻

范围，每增加对一种新知识的搜寻，都不仅增加了

企业可用的知识量，还会丰富企业的知识结构，增

多知识组合的可能性，从而创造更多的创新机会

（Ｋａｔｉｌａ＆Ａｈｕｊａ，２００２）［６］。需要指出的是，扩大
外部创新搜寻宽度是指增加对新的知识主体的搜

寻，如客户、供应商、中介服务机构等知识主体，不

同主体所拥有的知识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

性，因此，增加外部创新搜寻宽度不会显著地增加

各种不同知识之间的重复性，从而导致严重的知

识冗余问题。所以，我们提出：

假设１：增加本地搜寻的宽度能够提高新创
集群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

假设２：增加全球搜寻的宽度能够提高新创
集群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

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增加外部创新搜寻的深

度或强度，至少存在三种机制促进新创集群企业

的产品创新绩效。（１）增加搜寻深度能够增强新
创集群企业识别和利用有价值的外部知识和机会

的能力，因为通过不断的重复利用特定类型的知

识，会加深企业对这种知识的特性和应用价值的

理解，进而增强企业将这种知识有效整合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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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过程的能力（Ｋａｔｉｌａ＆Ａｈｕｊａ，２００２）［６］。（２）
在熟悉的领域内重复利用特定的知识，使得搜寻

活动的结果更具可预测性，能够降低出现错误和

误差的可能性，促进组织惯例的形成，提高搜寻活

动的有效性（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Ｔａｂｒｉｚｉ，１９９５）［１２］。
（３）深度搜寻有助于企业开发基于特定伙伴知识
的吸收能力，建立共享知识的组织惯例，促进对外

部知识尤其是复杂知识的消化吸收，也有助于形

成联 合 解 决 问 题 的 机 制 （Ｄｙｅｒ＆ Ｓｉｎｇｈ，
１９９８）［１３］。所以，深度搜寻可以在识别和利用创
新机会、提高搜寻效率和可靠性、开发吸收能力等

方面增强新创集群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

但是，外部搜寻深度的持续增加会对新创集

群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产生负面作用。学者们认

为，搜寻深度产生消极作用的主要原因在于，不断

重复利用特定种类的知识会使得这种知识的边际

效用递减（Ｄｏｓｉ，１９８９）［１４］。同时，不断地重复利
用某种知识，会强化企业的技术轨迹，导致企业不

断强化自己的成功经验，最终出现组织僵化和失

去探索精神等问题，从而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缺乏足够的反应能力（Ｋａｔｉｌａ＆Ａｈｕｊａ，２００２）［６］。
相关研究也证实，搜寻深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

存在着非线性的倒 Ｕ型关系（Ｋａｔｉｌａ＆Ａｈｕｊａ，
２００２；Ｌａｕｒｓｅｎ＆Ｓａｌｔｅｒ，２００６）［６，７］。对于新创集
群企业而言，如果持续强化对本地知识的搜寻深

度，一方面会引起这些熟识的本地机构所提供的

本地知识冗余程度不断增加，本地知识对产品创

新的贡献逐渐减少，甚至导致企业的认知和行为

与本地同行高度同质，从而使企业陷入日益严重

的低价竞争和低成本模仿的不良循环之中，失去

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区域内部的交往便利和较

高信任会不断加深企业对本地机构的依赖，使企

业陷入不断紧密和稳固的本地网络，动态调整本

地合作关系的成本不断增加，最终导致企业深陷

“沉闷”的小生境而缺失新创企业的灵活性、进取

性和创新性（Ｂｅｌｕｓｓｉ＆Ａｒｃａｎｇｅｌｉ，１９９８）［１５］，产业
集群就会面临陷入技术锁定和被边缘区域赶超的

高风险。可见，本地搜寻深度在开始阶段有助于

新创集群企业的产品创新，但超过某一点后，其作

用就会逐渐下降。所以，结合相关理论研究成果

和对现实的考察，我们提出：

假设３：本地搜寻深度与新创集群企业的产

品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着倒Ｕ型关系。
一般而言，全球知识与本地知识的异质性较

高。因此，全球知识能够为新创集群企业的知识

构成带来了新的变异，从而提供更多的创新机会，

也为企业通过组合本地知识和全球知识创造更多

类型新产品提供可能。所以，相关研究指出，构建

集群外部联系对于集群企业避免本地网络锁定十

分关键（Ｋｒａｆｆｔ，２００４）［１６］，有助于集群企业实现
持续创新和突破成长瓶颈（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Ｍａｒｔｉｎ，
２０００）［１７］。但是，持续地深度利用某种全球知识，
也会带来这种知识的冗余，同时利用全球知识的

成本也较高。具体的，在企业其他知识种类不变

的情况下，对某种全球知识的重复利用，无法给企

业增加新的知识组合方案，难以提供更多的创新

可能，这种知识对产品创新的贡献也就逐渐下降；

另一方面，获取全球知识尤其是默绘知识相对困

难，成本较高，持续加强对某种全球知识的利用，

企业依然需要支付较高的搜寻和利用成本，但与

此同时，这种知识对创新的作用正逐渐减少，这就

导致重复利用这种知识对创新的作用由正转负。

所以，在初始阶段，全球知识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

新创集群企业的产品创新，但超过某一点后，其作

用就会下降。所以，我们提出：

假设４：全球搜寻深度与新创集群企业的产
品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着倒Ｕ型关系。

３　数据收集、变量测量与研究方法

３１　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浙江省绍兴纺织、机械制造和台州

医药化工这三个典型产业集群的新创集群企业作

为实证研究对象。２００９年至 ２０１０年，我们进行
问卷发放和回收工作。共发放１０００份，回收有效
问卷３７６份，回收有效问卷率为３７６％，其中，新
创集群企业的有效问卷１４６份，占３８８％。为了
判断无反应偏差，我们比较了早期回收问卷和后

期回收问卷在企业规模变量上的差异，结果没有

发现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这表明不存在明
显的无反应偏差问题（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Ｏｖｅｒｔｏｎ，
１９７７）［１８］。在问卷填答者中，５４８％是企业的高
层管理者，４０５％是企业的市场、技术和制造部门
的负责人。由这些熟悉企业情况的中高层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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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填答问卷可以确保本研究数据的质量。

３２　变量测量
３２．１　因变量的测量

在本研究中，新创集群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

的测量采用 Ｚｈａｎｇ和 Ｌｉ（２０１０）［１９］的五个条款。
该测量方法对于中国新创企业的有效性已得到多

次确认。我们要求被调查者评价其所在企业相对

于主要竞争者在如下方面的表现：（１）导入新产
品的频率，（２）业内首次导入新产品的次数，（３）
导入新产品的速度，（４）新产品的质量水平，（５）
使用新产品开拓市场的进展。Ｌｉｋｅｒｔ五点量表
中，１表示很低，５表示很高。因子分析发现这五
个条款生成一个因子，信度检验表明五个条款内

部具有较好的一致性（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
０８４７３）。
３２．２　自变量的测量

（１）本地搜寻宽度与全球搜寻宽度。本研究
采用 Ｌａｕｒｓｅｎ和 Ｓａｌｔｅｒ（２００６）［６］、Ｓｏｆｋａ和 Ｇｒｉｍｐｅ
（２００９）［２０］对搜寻宽度的测量方法。这些研究将
搜寻宽度定义为企业创新搜寻的范围，即向多少

家不同的机构搜寻知识。参考这些研究所采用的

社区创新调查方法，本研究的外部创新搜寻对象

具体包括供应商、客户、竞争者、其他行业的企业、

面向本行业的研发机构，面向其他行业的研发机

构、专业性会议和论坛机构、大学、中介服务机构、

会展机构十类。在此基础上，将这十类对象分别

具体化为十类本地对象和十类全球对象。本研究

中，本地是指产业集群所在的县市区域，这符合国

外相关研究用邮政编码来定义产业集群区域的通

常做法。这样，本地搜寻宽度和全球搜寻宽度的

取值都分别在０至１０之间。
（２）本地搜寻深度与全球搜寻深度。对搜寻

深度的测量方法同样来自 Ｌａｕｒｓｅｎ和 Ｓａｌｔｅｒ
（２００６）［６］、Ｓｏｆｋａ和 Ｇｒｉｍｐｅ（２００９）［２０］的研究。这
些研究将搜寻深度定义为对不同对象的知识的利

用程度。参考该方法，我们要求被调查企业回答

所在企业对十类本地对象和十类全球对象的知识

的利用程度，１表示很低，３表示一般，５表示高。
其中，取值５的主体界定为深度搜寻的对象。然
后，通过计算有多少家搜寻对象被深度搜寻（取

值５的对象），其总和就是该企业搜寻深度的取
值。这样，本地搜寻深度和全球搜寻深度的取值

区间都在０至１０。
３２．３　控制变量的测量

借鉴相关研究，本研究对不属于研究范围、但

对产品创新绩效可能有影响的三个变量进行控

制：企业规模、企业绩效和产业类型。企业规模用

２００９年企业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来测量。本研
究也将控制企业绩效对创新绩效的可能影响。参

考Ｋａｔｉｌａ和 Ａｈｕｊａ（２００２）［６］的方法，我们也采用
资产收益率来测量企业绩效。最后，我们创造两

个虚拟变量来控制产业类型的影响，分别是纺织

业变量和医药化工业变量。

４　数据分析与结果

表１给出了有关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
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情况。

多重共线性检验表明没有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ＶＩＦ的取值都在１至２之间）。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产品创新 ２．９９３７ ０．７５１６

２．企业规模 ４．８７２１ １．１０８８ ０．２６３

３．企业绩效 ０．１７２３ ０．１４６１ ０．１０９ ０．１７８

４．医化产业 ０．２６７１ ０．４４４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７ ０．１４２↑

５．纺织产业 ０．４１１０ ０．４９３７ ０．００８ －０．１７１ －０．０８４ －０．５０４

６．本地搜寻宽度 ８．９１１０ １．８５２９ ０．２５５ ０．３１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５

７．本地搜寻深度 １．８３５６ １．９１５６ ０．３９６ ０．１９３ ０．２５９ －０．０７８ ０．１５９↑ ０．３１５

８．全球搜寻宽度 ７．０２０５ ３．５８４４ ０．３７６ ０．３６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７ －０．１９６ ０．３７９ ０．２２１

９．全球搜寻深度 １．１０９６ １．８６１１ ０．２３４ ０．１９２ ０．００５ －０．１０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９３ ０．３９６ ０．３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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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给出了回归分析结果。假设１预测本地
搜寻宽度战略对新创集群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有

促进作用。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该变量与产品创新

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因此，我们不能认为

本地搜寻宽度战略对新创集群企业产品创新绩效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设１没有得到支持。假
设２预测全球搜寻宽度战略可以帮助新创集群企
业提高产品创新绩效。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全球

搜寻宽度变量与新创集群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显

著正相关。所以，假设２得到有力地支持。假设
３预测本地搜寻深度与新创集群企业的产品创新
绩效之间存在着倒 Ｕ型的非线性关系。模型 ４
在模型３的基础上增加了本地搜寻深度变量，回
归分析结果表明该变量与产品创新绩效显著正相

关，模型４比模型３也明显更具解释能力，同时，

该变量在模型５、６和７中的回归系数也都表明显
著正相关。为了检验本地搜寻深度变量的非线性

关系，模型５在模型４基础上增加了本地搜寻深
度的平方项变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该平方项变

量与产品创新绩效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模型５比模型４也更具解释力。可见，本地
搜寻深度与新创集群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之间存

在着显著的倒 Ｕ型非线性关系。所以，假设３得
到支持。假设４预测全球搜寻深度与新创集群企
业的产品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着倒 Ｕ型的非线性
关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全球搜寻深度与新创

集群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之间存在负向但不显著

的关系，这表明全球搜寻深度战略对新创集群企

业的产品创新绩效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

以，假设４没有得到支持。

表２　外部创新搜寻战略对新创集群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ｎｅｗ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Ｍｏｄｅｌ１ Ｍｏｄｅｌ２ Ｍｏｄｅｌ３ Ｍｏｄｅｌ４ Ｍｏｄｅｌ５ Ｍｏｄｅｌ６ Ｍｏｄｅｌ７

常数项
－１．０２１

（０．３１０）

－０．８０５

（０．３２０）

－０．６０９↑

（０．３１３）

－０．４３９

（０．３０３）

－０．３９０

（０．３０３）

－０．４３９

（０．３０５）

－０．４３２

（０．３０３）

企业规模
０．１８２

（０．０５７）

０．１４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９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７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７）

０．０８３

（０．０５７）

企业绩效
０．２８４

（０．４２８）

０．２７７

（０．４２１）

０．３１３

（０．４０６）

－０．０７５

（０．４０２）

－０．０７５

（０．４００）

－０．０７７

（０．４０６）

０．０５７

（０．４１６）

医化产业
０．１０９

（０．１６１）

０．０８６

（０．１５９）

０．１２１

（０．１５４）

０．１２８

（０．１４７）

０．１２９

（０．１４６）

０．１２８

（０．１４８）

０．１２０

（０．１４７）

纺织产业
０．１３９

（０．１４６）

０．１２３

（０．１４４）

０．２０６

（０．１４１）

０．１０４

（０．１３７）

０．１０８

（０．１３６）

０．１０３

（０．１３８）

０．１０１

（０．１３７）

本地搜寻宽度
０．０７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４）

全球搜寻宽度
０．０６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９）

本地搜寻深度
０．１２１

（０．０３３）

０．１６６

（０．０４２）

０．１２１

（０．０３５）

０．１１７

（０．０３５）

全球搜寻深度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８）

本地搜寻深度平方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

全球搜寻深度平方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１）

Ｆｖａｌｕｅ ２．９８６ ３．４９０ ５．１４９ ６．７８４ ６．３６３ ５．８９３ ５．５０３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７９ ０．１４７ ０．２１８ ０．２２８ ０．２１３ ０．２１８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Ｆ－ｔｅｓｔ － ５．１５５ １２．０６３ １３．７６０ ２．７９９↑ ０．００３ ２．２０４

　↑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ｔｗｏ－ｔａｉｌｅｄｔｅｓｔ）；表格报告的是非标准化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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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讨论、结论与展望

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研究发现：（１）
新创集群企业同时采取着本地搜寻宽度、全球搜

寻宽度、本地搜寻深度和全球搜寻深度这四种不

同的外部创新搜寻战略。这不仅论证了组合搜寻

行为和知识空间两个维度深化研究外部创新搜寻

战略的合理性，创新和丰富了现有创新搜寻理论，

也验证了本地知识和全球知识对新创企业和集群

企业的重要价值，支持了开放式创新模式理论。

（２）不同的外部创新搜寻战略对新创集群企业的
产品创新绩效有着不同的影响。具体地，本地搜

寻宽度战略对新创集群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没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全球搜寻宽度战略对新创集群

企业提高产品创新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地

搜寻深度战略对新创集群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影

响呈倒Ｕ型的非线性特征，全球搜寻深度战略对
新创集群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这

意味着产业集群中“本地知识冗余”和“本地网络

锁定”问题的现实存在、以及动态平衡和有效利

用本地知识和全球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本研究的结论对于增强我国新创集群企业创

新能力和促进我国产业集群升级具有重要的实践

指导意义，主要包括：（１）本研究发现，在外部环
境和自身特性的共同作用下，新创集群企业会经

常开展市场导向、学习导向和创业导向的创新活

动，这些创新活动有助于促进产业集群升级。因

此，培育和发展新创企业，增强新创企业的创新能

力，有助于促进我国产业集群升级。（２）本研究
还发现，新创集群企业同时采取着四种不同的外

部创新搜寻战略，不同搜寻战略对其产品创新绩

效有着不同影响，拓展全球搜寻范围有助于促进

产品创新，持续增强本地搜寻不利于产品创新，扩

展本地搜寻范围和改变全球搜寻强度对产品创新

绩效没有影响。因此，支持新创企业积极拓展全

球学习的新领域，引导新创企业开展适度强度的

本地学习，有助于增强新创集群企业的创新能力，

有助于促进我国产业集群的升级。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我国新

创集群企业的申请和授权专利数量较少，专利分

布在不同产业和不同企业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因

此，本研究无法如 Ｋａｔｉｌａ和 Ａｈｕｊａ（２００２）［６］那样
通过改变因变量测量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敏感性和

稳健性检验，以更加确信研究结论，这有待进一步

研究。本研究虽然创新性地将创新搜寻和创业理

论引入产业集群研究，对新创集群企业影响产业

集群升级的机制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分析。未来

的研究可以对这些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这同

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由于本研究重点关注

新创集群企业，所以未对非新创集群企业进行考

察。未来的研究可以同时考察不同成长阶段的企

业群体，比较分析外部创新搜寻战略对不同企业

群体的不同影响，进而从动态视角归纳出外部创

新搜寻战略与企业生命周期之间可能存在的阶段

性匹配关系。这种同时考虑龙头企业、新创企业

等不同企业群体作用的研究，无疑可以为促进产

业集群升级提出更加系统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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