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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创新集群的基本概念和类别，对目前国内创新集群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归纳。

当前关于创新集群的研究主要包括创新集群基础研究、创新集群相关概念、创新集群机制、创新集群

政策、行业创新集群、区域创新集群、中外创新集群对比、创新集群评价 8 个方面。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为定量研究较少、研究不够系统、政策研究有待深入。建议在今后集群绩效、技术转化等方面的

研究中适当加入量化的方法，在中外创新集群对比研究中考虑城市基础、时代机遇等因素；在政策研究

中更多地加入对政策实践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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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9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

出“创新集群”概念后，创新集群便逐渐成为国际

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创新集群之所以受到学者们的

广泛关注，是因为它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

产业层面来说，创新集群的研究有利于为产业结构

调整升级提供思路；从地区层面来说，创新集群的

发展能够提供区域经济发展新思维；从国家层面来

说，发展创新集群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

1　创新集群概述

1.1　创新集群内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 2001 年出版的《创新

集群 : 国家创新体系的推动力》报告 [1] 从构成要素

角度出发，将创新集群定义为通过产品链或价值链

连接起来的一系列供应商、消费者和知识中心，它

们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促进创新和技术的发展。

以王缉慈 [2] 为代表的学者们强调了创新集群是产

业集群的升级或高端化，着重点在于创新集群与

低成本的产业集群 ( 或低端道路的产业集群 ) 是有

显著区别的。李琳 [3] 认为，创新集群是指在某一

产业领域内，一组交互作用的创新型企业和关联机

构由于具有共性或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的一种区域

性网络组织，侧重从网络结构角度对创新集群进

行研究。马颂德 [4] 从网络互通性角度将创新集群

定义为由一定地域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服

务机构等组成的，能够无阻碍地利用集群内外的

各种资源并向外输出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网络，

重点强调的是创新集群间的技术和成果输出。宋

琦等 [5] 认为创新集群是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

而形成的知识要素聚集，是具有较强创造力和创

新驱动的知识经济网络系统。目前国内并没有一

个为大家所公认的创新集群概念，不同的学者研

究角度不同，对创新集群的定义也就不太一样，

这也决定了创新集群研究的多样化。总的来说，

国内学者对创新集群的定义侧重点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从形成条件上来看，创新集群是在一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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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范围内形成的复杂系统；从构成要素来说，创

新集群是由各种要素连接起来的一个网络组织；

从创新能力上来说，创新集群是传统产业集群的

一种升级或者说高级形式的表现。

1.2　创新集群分类

根据创新集群发展的不同形式和方式，可将创新

集群分成不同的类型。骆静、聂鸣 [6] 从创新集群的内

外部联系角度，将创新集群分为内聚性集群、新工业

区、创新环境集群、邻近集群四种集群。部分学者从

创新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角度，将创新集群分为由市场

推动发展的自下而上型和由政府主导发展的自上而下

型。按照创新之间有无直接联系 [7]，创新集群可分为

技术上无直接联系、只由需求等条件共同刺激形成的

M 型创新集群，以及依靠某些重要创新诱发大量技术

改进的 T 型创新集群。从技术联系范围来看，创新集

群可以分为微观层次上基于企业内技术关联而形成的

企业内创新集群和宏观层次上基于不同企业间技术关

联而形成的企业间创新集群 [8]。

2　国内创新集群研究现状

我国创新集群的研究晚于国外，自国家提出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后，创新集群作为创新型国家

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其有关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目前创新集群主要包

括理论和实践两大方面的研究，其中理论研究主要

是针对创新集群的概念、类型、特征等的一些基础

研究；实践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创新集群的发展模

式、成功经验探索、集群创新能力评价等。将这些

研究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 8 个方面。

2.1　创新集群研究

理论研究是实证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是研究的

基础。国内学者对创新集群的最基本研究主要包括

创新集群的概念、特征、分类等方面，不同学者从

不同角度对创新集群进行阐述。如上文所写，李琳
[3] 从组织层面对创新集群的概念进行阐述，宋琦等
[5] 从网络系统角度对创新集群概念进行阐述，王缉

慈 [2] 则从产业集群发展角度来解释创新集群。

2.2　创新集群概念研究

创新集群是一个包含多种元素的复杂系统，也

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目前对与其发展相关

的各概念要素研究比较普遍。创新集群与产业集群

间的关系，创新集群与创新、创业活动等的关系是

学者们的关注点和研究点。作为创新集群最显著的

推动力，创新一直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很多学者

对创新与创新集群间的关系和创新在创新集群中的

作用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尤其是国家提出建设创新

型国家的目标后，创新、创业和创新集群的研究论

文显著增长，加上近两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提出，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会越来越深入。

2.3　创新集群机制研究

创新集群的内在发展机制是推动创新集群成

功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其发展机制的探索和研究有

利于总结其发展规律，为后来的集群发展提供经验。

国内学者对创新集群的机制研究集中在演化路径和

知识转移机制两方面。

在演化路径方面，卢戎、于丽英 [9] 在波特钻

石模型基础上提出了由生产要素、核心网络、辅助

网络、环境变量四个维度构成的创新集群发展机理

分析框架，从要素间相互作用的角度对创新集群的

发展演化进行了探索。黄少坚 [10] 通过分析硅谷的

创新集群发展机制，提出产学研之间的互动机制是

创新集群的主要演化路径，并提炼出我国创新集群

可以从中获得的启示。李平 [11] 则根据动力源的不

同将创新集群演化路径总结为市场自组织、政府主

导和混合驱动型三种发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针对

不同发展模式设计了政府创新集群政策。

在知识转移机制方面，王炳富、刘芳 [12] 根据

创新集群的特点和组织间的关系，将创新集群的知

识转移分为二元点式知识转移、链式知识转移和网

络式知识转移三种模式，总结出创新集群知识转移

是一种有保留的转移，过程中受网络特征因素和正

式控制的双重影响，转移的过程同时也是知识价值

增长的过程。李彦琴等 [13] 从起作用的重要程度方

面将创新集群的知识转移机制分为由创新机制、信

任机制组成的核心机制，以及由合作机制、沟通机

制、共享机制、学习机制组成的外围机制；其中前

者是关键，后者是保证，在两者的配合下，知识转

移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促进创新的作用。

2.4　创新集群政策研究

政府政策在推动创新集群的发展过程中起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也是创新集群研究的重要方面。

目前国内对创新集群的研究主要包括培育创新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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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维护创新集群发展环境等方面。李顺才、王

苏丹 [14] 从集群创新的机理和市场失灵的角度探讨

了创新集群政策的意义，并提出将技术创新政策与

产业创新政策相融合的建议。张梅、张纯 [15] 从新

竹模式下管理部门的主导作用及其解决问题的模式

中得到启示，提出将发展创新集群上升为国家战

略；科学规划，合理引导创新集群发展；建立创新

集群管理协调机制；创造有利于创新集群发展的市

场环境；制定培养和吸引创新型人才的政策。王福

涛、钟书华 [16] 通过对中国集群政策现状进行分析，

提出了优化创新集群政策手段（谨慎使用目前的政

府补贴手段，力图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市场机制对资

源的合理配置）、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与创新集群

政策定位、建立科学的政策绩效评价体系等集群发

展政策。刘昱 [17] 从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不同市场

发展机制的角度，提出了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应采

取的创新集群政策：分类别、分阶段设置具体政策，

实现由“自上而下”逐步向“自下而上”的政策转变。

2.5　行业创新集群分析

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发展特性，不同类型的行

业创新集群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了更加细致地了

解创新集群的发展模式和影响因素，学者们对具体

行业的创新集群展开了研究。吴晓隽、高汝熹 [18]

对我国生物医药创新集群进行了分析，认为生物医

药创新集群是由科技集群、产业集群和中介组织三

大部分相互作用形成的，并从科技集群建设以及推

动科技集群和产业集群互动发展两方面阐述了生物

医药创新集群的发展机制。冯梅 [19] 对我国装备制

造业竞争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并从创新

集群网络功能整合和跨区域网络体系建立的角度来

思考如何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水平，提出

提高企业的集成能力、重视创新平台网络的软件建

设、制度与环境相互配合的发展建议。李晓红、王

丽 [20] 在问卷和实地调研基础上，分析了上海集成

电路 （IC）创新集群的构成要素（企业、政府、

大学及科研机构、金融及风险投资机构、中介机构

等），构建了构成要素的创新模型，通过统计方法

论证，提供了创新集群优化升级的依据。

2.6　区域创新集群分析

区域创新集群的分析主要针对的是我国一些

典型地区 ( 上海、长春、北京等 ) 的创新集群。对

这些典型地区的创新集群进行研究和总结，有利于

将其成功经验推广到其他地区。刘昱 [21] 通过对广

东的高新技术产业 ( 如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

料 )、先进制造业等主要创新集群的发展障碍进行

分析，提出相应的发展政策意见。杨伟清、于雷 [22]

从影响创新集群发展的内部因素（依托优势，选准

定位）、外部条件（围绕创新，加强孵化）、发展

成果（集群裂变，成果初现）、未来展望（带动升

级，任重道远）四个方面分析了长春高新区创新集

群的发展。陈劲等 [23] 介绍了中关村创新集群的发

展历程、规模、创新能力、国际化和辐射带动能力，

并与国外领先创新集群进行比较，剖析了促进中关

村创新集群快速发展的体制机制，并提出了促进中

关村创新集群发展的相关建议。

2.7　中外创新集群比较研究

硅谷、剑桥科技园、圣地亚哥等国外典型的创

新集群享誉世界 , 各国学者都致力于探索它们的发

展模式和成功经验。我国学者重点研究的是美国、

欧洲、日本等地区的典型集群的发展，并与中国的

集群进行对比，以期借鉴其发展经验和方式，促进

我国创新集群的发展。陈劲、赵新刚等 [24,25] 学者

探讨了圣地亚哥、硅谷等几个美国典型集群的成功

原因和条件，并分析了我国创新集群发展的不足之

处，提出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智力资源、完善

创新集群平台、营造良好的创新集群环境等具有借

鉴性的发展意见。黄军英 [26] 则具体分析全美各州

创新集群的发展情况和模式，总结了美国创新集群

的经验模式。朱滋婷、于丽英 [27] 通过介绍芬兰信

息与通信集群、荷兰建筑业集群、英国信息通信技

术（ICT）创新集群这三个典型创新集群，从内部（历

史背景、地理环境、内部参与）、外部（政策）影

响因素方面分析了欧洲创新集群的成功经验。康青

松 [28] 从创新集群构成要素角度对日本九州半导体

创新集群进行了分析。

2.8　创新集群的评价研究

目前对创新集群的评价方法主要有投入产出

法、区位商法、区位基尼系数法、层次分析法（AHP）、

模糊决策法、灰色评价分析法、专利分析法、神经

网络分析法等 [29]。这些不同的评价方法和模型，

适用于对创新集群不同层面的评价。对创新集群的

评价研究概括起来可分为结构评价、主体要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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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绩效评价、环境评价和综合评价五个方面，而

这些也正是在宏观层面影响创新集群发展的重要因

素。对主体要素的评价主要包括对产业主体要素、

政府要素、市场中介组织和知识主体要素的评价。

对结构的评价包括集群知识网络、集群产业网络、

集群价值网络和集群服务网络评价，可以采用主成

分分析法与聚类分析法作为集群结构评价方法 [30]。

李卫国、钟华书 [31,32] 在创新集群评价方面进行了

一系列的探索，他们构建了一套包括获利能力、社

会效益、创新效率、发展潜力四大指标的评价体

系，以此来对创新集群的绩效做出评价；并从文化

环境、分工环境、交易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资本

环境五大方面设计相应的指标对创新集群的环境进

行评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信息通信技术集群进

行了实证分析，结果与现实发展情况比较一致。李

卫国 [33] 将创新集群综合评价分为规模分析、影响

力分析、创新力分析和发展能力分析四个维度。

3　结语

基于创新集群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推动

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有重要意义这一共识，学者们对

创新集群相关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究。本文在梳理

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创新集群内涵、类

型的概述，从基础理论、相关概念、发展机制、政策、

行业、区域、中外对比以及评价 8 个方面论述了国

内创新集群的研究现状。目前关于创新集群的研究

仍然存在以下的局限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1）基于定量分析的研究较少。国内关于创新

集群的相关研究大部分都采用了定性方法，虽有少

数学者在实证分析中用到定量数据和方法，但都是

作为辅助研究进行。而在创新集群中涉及的创新能

力、产学研转化情况、集群的绩效等方面，定性的

语言描述显得不清晰、不准确，难以直观地体现出

创新集群的发展情况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

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应更加注重利用数据和量

化方法对集群的绩效、技术转化情况进行分析。

（2）创新集群比较研究不够细致。目前已有

许多学者对国外典型创新集群进行研究，并基于国

外成功经验提出对中国创新集群发展的启示。但是

目前的比较研究中很少考虑影响集群发展的地域自

然条件和城市基础，缺乏针对性。在研究国外创新

集群成功经验对国内的启示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城

市基础、时代机遇和市场发展等因素。

（3）政策研究有待深入。国内对于将理论运

用到实践中去的创新集群政策研究起步较晚。目前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如何在创新集群的发展、成

长等不同阶段制定相应的政策体系来鼓励和支持集

群的发展，以及怎样有效处理政府管理和市场经济

两者间的自由度关系。但是这些政策建议和发展对

策都是基于研究者自己对于创新集群发展情况的理

解而提出的，缺乏与实践的对接。在今后的研究中，

可以考虑对典型创新集群中政府政策进行系统研

究，了解其前期调研、新政策出台的背景等情况。

通过对政府政策实践的系统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出

政策规划和实践效果，有利于政府合理地制定符合

实际情况的政策，促进创新集群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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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of innovation cluster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innovation clusters in China.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innovation cluster mainly focuses on 
8 aspects: basic research, related concepts, mechanisms, policies, industries, regions, Chinese and foreign 
comparison and evaluation. Through summarizing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for instance, a few quantitative research, systematic research is inadequate, and the 
research of policy needs further stud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esearch on cluster performance and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quantification method in the future.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innovative clusters, w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factors such as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time opportunity. In policy research, more research on policy practice should b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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