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科技型中小企业集群创新可以有效弥补自身创新资源与能力的不足，使单

个企业的创新成本降低，风险减小，收益增加。科技型中小企业集群创新的直接效应主要

表现在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效应、增加产业规模效应和提升区位品牌效应等三个方面，而

集群的规模、结构、创新能力、资源和环境等要素，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效识别企

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准确测度各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范围，采取有效措施帮助

企业化解风险、趋利避害，有益于广大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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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数众多，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

料、新能源和高效节能、光机电一体化、资源与环境以及高新技术服

务业等领域，广泛分布在国家和地方的科技园区内，具有科技含量高、创新能

力强、决策机制灵活、市场适应性强等特点，在国家创新战略活动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广大科技型中小企业利用集群优势进行创新，能够弥补自

身创新资源与能力的不足，使得创新的总体绩效大于单个创新活动经济绩效

之和，让单个企业的创新成本降低，风险减小，收益增大[1]6-7。由于集群创新活

动本身的特点以及竞争优势的存在，在企业间竞争的压力、市场需求的拉力、

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力、科学技术的推动力、政府的推动力以及地区创新文化的

推动力等各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为了弥补自身创新资源的不足，发挥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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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灵活的优点，广大的科技

型中小企业选择了集群创新的

模式。反过来，如果一定地区的

科技型中小企业选择了集群创

新的组织形式，通过相互之间的

竞争与合作，究竟能够产生哪些

社会和经济效应、集群创新的各

种效应又要受到哪些具体因素

的影响、各种影响因素所能够产

生何种程度的影响力、通过什么

路径和方式来影响创新效应等

等，是本文在研究中所要解决的

另外一些关键问题。为了进一步

从更深的层次揭示科技型中小

企业集群创新的机理，研究科技

型中小企业集群创新的效应及

其影响因素，本文将通过理论研

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

集群创新所产生的创新效应进

行分析。

一、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产业集群与技术创新

效应的研究成果颇丰，国内学者

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产业集群创

新的效应进行了研究。康晶等通

过对企业集群的效应进行分析

后提出，中小企业集群创新的效

应主要表现在竞争与协作效应、

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学习效应和

品牌效应等方面[2]29-31。任巧巧通

过对中小企业集群内共生效应的

研究，提出中小企业集群内的技

术创新活动有利于知识的传播与

扩散，能够促进中小企业集群内

产业的扩张和品牌成长，容易形

成区域品牌效应[3]110-113。孙刚等通

过对民营企业集群的集聚效应

进行研究后发现，我国民营企业

通过产业集群进行创新，能够促

进城市化发展，产生外部规模效

应，推进产业联系，构建区位品

牌，提高区域的竞争力[4]38-40。徐

建敏提出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通

过互动合作与交流，可以发挥规

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同时

产生强大的溢出效应，集群有利

于促进知识和技术的转移扩散，

大大加快创新的频率[5]165-166。王

凤洲等提出，中小企业集群创新

能够产生品牌创新效应、互动学

习效应、环境创新效应和技术扩

散效应[6]311-313。杨青等认为，企业

集群的存在可以促进知识的溢

出和信息的传播，可以促进知识

的创造，能够在集群发展中形成

的良好社会资本，提高知识交流

的效率[7]111-113。李明武提出，产业

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它有利于降低成本,增强

企业市场竞争力，帮助企业创新

和技术进步，促进地区产业升

级。有利于形成专业市场,创立

“区位品牌”，促进资本、人才等

生产要素的聚集与投资效应放

大,推动区域经济总量扩张[8]6-9。

陈柳钦提出，产业集群是一种世

界性的经济现象，通过产业集群

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产生创

新效应，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能

力，加强集群内企业间的有效合

作，形成“区域品牌”，保持产业

集群区位的持续发展[9]71-76。高雪

莲通过对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企

业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产业集群

的衍生效应，并指出这一效应够

强化集群专业化分工，促进技术

扩散，促进企业规模化和专业化，

同时强化集群内部的竞争，促进

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10]62-67。龚荒

通过对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外

部经济效应的研究提出，集群内

成员整体的创新规模达到一定

程度后，产业集群就能提升企业

产出量，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创

新的固定成本，达到集群内企业

关于产业集群与技术创新效应的研究成果颇丰，国内学

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产业集群创新的效应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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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经济[11]253-254。

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可以看

出，产业集群内集群创新的效应

主要集中在外部规模效应、品牌

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竞争与协

作效应等方面。结合在研究中与

企业界人士的访谈和交流，考虑

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笔者

将科技型中小企业集群创新的

直接效应归纳为三个方面，分别

是加快集群内知识溢出和技术

扩散的速度、扩大高新技术的产

业规模以及形成具有一定社会

影响力的区位品牌等效应。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

集群创新的直接效应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经济发

展中最具活力的群体，是我国技

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

化的重要载体，是促进经济增

长、带动就业、培育新兴产业的

重要源泉。由于笔者所研究的是

科技型中小企业集群创新的内

在机理，主要分析的是集群创新

的直接效应，因此本文确定科技

型中小企业集群创新的直接效

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知识溢

出和技术扩散效应、增加产业规

模效应和提升区位品牌效应。

（一）集群创新的知识溢出

与技术扩散效应

知识溢出是指知识的非自

愿性扩散，是经济外部性的一种

表现。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集群

创新，加快了人才、信息和技术

在集群内的流动，通过各种创新

资源的共享，以及非正式组织之

间的交流与学习，使得集群内与

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相关的信

息、技术、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创

新和成果迅速地被各个创新主

体共享和仿效。各个企业通过集

群的优势降低了创新技术的信

息搜寻成本和创新风险，为创新

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

一般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规

模相对较小，创新能力也相对有

限，通过集群的形式进行创新活

动，必须在群内进行大规模高频

率的合作。由于共同利益的驱

使，企业必须将自己的核心技术

或者部分技术与其他企业共享，

或者进行共同的科技攻关活动。

一旦某项尖端技术被攻克，集群

内各专业类别的企业很快会协

同创新，通过创新网络以及产业

链上的互动，使得技术创新的信

息和知识在集群内广泛传播和

交流，技术扩散速度不断加快，

在很大程度上也减低了技术创

新的转换成本，提高了创新效

率，从而提升了整个集群的产业

竞争力。事实证明，在集群内知

识溢出和技术扩散的效果明显

快于集群外的企业。通过集群创

新所产生的知识溢出和技术扩

散的速度以及创新效率，都是非

集群化的企业所不可比拟的。

（二）集群创新的产业规模

效应

集群创新作为一种独特的

创新组织模式，在区域经济发展

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科技

型中小企业通过集群创新，在集

群内结成紧密联系的创新网络，

利用集群的优势参与研发活动

和市场竞争，可以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的

差异性，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

这样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

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得更大的

收益。另一方面，由于创新技术

成果在集群中的广泛传播和应

用，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集

群，从而加快集群地区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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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型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群体，是我国

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重要载体，是促进

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培育新兴产业的重要源泉。

技术、信息和先进管理理念的聚

集，促使集群的规模不断扩大，

从而带动相关支持性产业进一

步发展。由于集群内协同竞争作

用的加大，集群内的产业竞争力

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规模经济和

外部经济的共同作用下，进一步

突显了区域内产业规模的增长

效应。

（三）集群创新的区位品牌

效应

品牌能够提高企业的知名

度，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单

个企业要想树立自己的品牌，必

须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和大量

的资金投入，同时还要建立庞大

的营销网络。但是对于科技型中

小企业来说，单个企业很难在市

场上树立有影响力的品牌；如果

通过集群创新，在区域里建立集

群创新网络，就可以通过群体的

效应来形成区域品牌。区域品牌

也叫区位品牌，是区域特色产业

发展的产物。与单个企业品牌相

比，区位品牌更直接、更形象、更

持久。区位品牌是众多企业品牌

精华的浓缩和提炼，需要集群中

的全体企业来共同创造和维护。

区位品牌可以由知名产品品牌、

知名企业家和先进的生产运营

和管理模式组成，是一个拥有强

大研发实力和竞争优势产品生

产区位的象征。一个比较成熟的

产业集群应该由生产性企业、流

通性企业、研发机构以及各种门

类的中介机构等共同构成，科技

型中小企业通过集群创新，利用

群体效应,能够推进区位品牌的

创立。同时，产业集群可以利用

产业规模和“区位品牌”优势帮

助单个中小企业树立形象，参与

国际竞争,开拓国际市场。

三、影响集群创新效

应的主要因素

影响事物发展变化及其结

果的因素一般可以分为内因和

外因。外因为事物的发展变化创

造条件、提供机遇，内因是事物

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科技型

中小企业集群创新所产生的社

会经济效应来说，集群的创新环

境与集群资源属于外因，企业自

身条件才是内因，对创新结果起

到根本的决定性影响。外因有时

候并不直接对结果产生影响，而

是通过作用于其他因素间接地

影响结果。经过大量的文献调研

和理论研究，笔者认为集群所处

的创新环境和拥有的创新资源

可以通过影响集群的规模与集

群结构，同时影响集群的创新能

力，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创新的结

果。

（一）集群的规模

集群的规模指的是集群拥

有或控制利用资源的总量状况，

反映了集群利用资源的广度，也

体现了集群的竞争优势。李煜华

等在研究中提出，产业集群的有

效聚集关系到一个集群规模的

问题，集群规模可以影响集群成

员所拥有创新资源的方式，可以

进一步影响到集群的竞争优势

与创新能力的发挥[12]63-70。企业集

群的规模可以从绝对规模和相

对规模两个方面来考虑。企业集

群的绝对规模指的是集群中所

包含成员的绝对数量或者生产

规模的总量，企业集群的相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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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指的是集群中企业所生产产

品的市场占有率。集群规模过小

则不能发挥集群创新的优势，规

模过大则容易引起拥挤效应，导

致劳动力、土地和能源等成本的

上升[13]55-61。所以在科技型中小企

业进行集群创新时必须选择适

度的集群规模。

适度的集群规模能够使外

部经济最大化。首先，由于集群

内企业数量的增加，可以使集群

内知识存量随之增加，导致知识

的外部型增强，同时增加了企业

员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有助于

知识的共享与技术的扩散。其

次，由于空间上的集聚，在一定

范围内可以扩充隐性知识传播

的途径，降低企业知识与技术创

新获取成果转换成本。再次，由

于集群规模具有“磁吸”效应，集

群的优势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

加入，从而进一步扩大区域的产

业规模，在更大程度上实现规模

经济与范围经济。最后，由于集

群中一定规模的人才和技术的

集聚，能够产生合力，从而提高

集群的社会影响力，产生“区位

品牌”效应，增加集群中企业的

社会美誉度。

（二）集群的结构

创新集群是一个包括众多

中小企业、科研院所和中介机构

等关系的复杂的创新网络,是一

个包括企业的供应商、客户、竞

争者和合作者在内的一个创新

群体，各个创新主体因地缘关系

而密切联系、合作互动、互惠共

生。根据集群中不同创新主体所

起的作用以及对资源的占有情

况，集群形成了不同的结构。集

群的结构反映了在集群创新中

协作竞争的方式与效率，不仅影

响集群中各个主体的行为，而且

影响整个集群的创新效果。

首先，如果集群中有一定数

量的高校与科研院所与企业结

成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密切的

产学研合作可以加快知识传播

的速度，加快技术转让的步伐，

使 得 知 识 溢 出 更 加 顺 畅。A -

lessandro、Federico 和 M aurizio 在

研究中提出，集群创新网络的结

构对集群创新的知识溢出与创

新的速度具有显著影响，知识溢

出依赖于集群创新网络的结构

以及集群内企业之间知识的相

似性[14]。其次，如果集群中的高技

术企业比较密集，那么研制出的

技术成果就将带来更大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则该技术成果

会在集群中迅速传播，并在区域

内以较低的成本被广泛应用，在

短期内扩大区域的产业规模，使

集群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产生

良性循环，从而进一步提高集群

的产业竞争力。再次，由于不同

的集群有着不同的结构，容易培

育出区域的特色产业，形成区域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特色品牌，从

而能够在特定市场上提高特色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产生具有区

域特色的区位品牌效应。

（三）集群的创新能力

集群创新能力是蕴含在产

业集群组织结构中的有利于交

互式创新活动的知识总和，以及

创造和积累新知识等方面的总

体能力[15]9-17。集群创新能力是一

个集群的生命力得以强化的重

要因素，主要包括集群中企业的

知识创造能力、创新投入能力、

技术开发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和

创新产出能力等等[16]158-161。一个

集群中各个创新主体的集群创

新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创新

网络的完善程度与创新网络功

能的发挥，对集群内部的知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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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的集群规模能够使外部经济最大化。

享与技术扩散产生直接的影响。

创新能力强的集群组织，能够在

协作中协调好每个创新主体的

创造性，能够高效率地提高创新

成果的产业化水平，有效地扩大

集群的产业规模，使每个集群成

员通过集群创新活动而受益。同

时，在创新能力强的集群组织

中，更容易产生明星企业家和明

星企业，创造出具有市场竞争力

的名牌产品，从而进一步扩大集

群的社会影响力，有效地确立区

位品牌。

（四）外部创新环境因素

创新环境是在特定区域内

形成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

不断调整的各种社会网络关系

的总括。外部环境为集群的创新

提供条件，良好的外部创新环境

是创新集群形成和创新活动顺

利开展的重要因素。企业的集群

创新是一个多环节的技术经济

活动，因为集群是一个由众多的

中小企业、科研院所、中介服务

机构、金融机构以及相关政府部

门组成的创新网络，企业的创新

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所处

环境的影响。企业所处地理环境

的优劣、交通设施的完善与否，

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活动范围与

运营成本。Schm enner在研究中

提出，创新资源的可获得性是科

技型中小企业选择创业地点的

重要因素之一，地区政府的相关

政策与科研院所的密集程度也

是影响企业集群结构和规模的

重要因素[17]。集群中的文化氛围

影响到企业集群创新的模式与

集群的规模。集群中其他企业的

构成以及科研院所的数量也直

接影响到集群的规模与结构。集

群中各种基础设施的完善情况

也影响到企业创新能力的发挥

等。此外，政府所推出的一系列

优惠政策以及企业集群所在地

的政治经济环境，都对集群的融

资与成长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主

导着企业运营的发展方向。Cooker

提出，在集群发展的初期，政府

的作用不明显，随着集群的发展

壮大，需要政府制定适当的产业

政策来促进地区技术创新的发

展，解决集群内产品同构的问

题，对集群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

的影响[18]475-491。所以，外部环境的

优劣情况直接影响到集群的规

模与结构，影响着集群企业创新

能力的发挥，从而间接地对集群

创新效应产生影响。

（五）集群创新资源因素

集群的创新资源主要包括

集群中各类技术人才的数量与

结构、各种高新技术与实用专利

的数量与质量、集群的信息化水

平以及各种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的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企业拥有

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是企业创

新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人才是企

业创新发展的根本，集群中拥有

大量的各类人才，建立适应新形

势企业发展的人才流动和技术交

流机制，是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和

提高企业创新效率的前提和基

础，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

因素。Storper研究指出，集群内

的人才资源是影响集群创新绩效

的最重要的无形资产[19]191-221。另

外，为了保证一定区域内集群创

新活动的顺利开展，必须在集群

内拥有一定数量的科研院所和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为企业提供

125



必要的融资、人才培训、产学研

结合以及法律咨询等服务，集群

内科研院所的科研实力以及中

介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直接影

响到企业集群的规模与集群的

结构。F.Lissoni在研究中提出，

高技术企业集群中的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中介机构通

过在地理上的聚集便于相互之

间建立稳定和持久的联系，能够

建立集群组织的稳定性结构，为

集群内知识的传播与扩散创造

条件[20]1479-1500。因此集群中拥有创

新资源的情况通过集群的规模

与结构，间接地对创新效应产生

影响。

我国各个高科技园区内的

广大科技型中小企业，借助于地

理位置的优势，通过资源共享和

优势互补等方式，利用集群的优

势进行创新，对于弥补单个企业

创新资源和能力不足的缺点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广大科

技园区内各类中小企业的实际

调研和理论分析，可以总结出其

创新效应主要体现在知识溢出

和技术扩散效应、增加产业规模

效应和提升区位品牌效应等三

个方面；同时，集群的规模、结

构、创新能力、资源和环境等要

素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一步

加快，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所面

临的市场环境将更加复杂，影响

企业创新绩效的因素也日趋多

样化。在新时期，如何有效识别

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准确

评估各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

影响范围，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企

业化解风险、趋利避害等，对于

广大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生存和

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

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出了新

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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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novation Effec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ME Clusters

Feng Chaojun, Xie Jiajia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of SME clusters can effectively compensate for the shortages of lack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so that the innovation cost and risk of individual enterprises is reduced and the
revenues is increased. The direct effects of innovation in SME cluster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knowledge spillover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effects, increasing industrial scale effects and improving regional
brand effects. The scale, structure, innovation capabilit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f the cluster can directly
affect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company. It is good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SME to
effectively identif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ccurately measure the impact
of various factors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an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help enterprises
resolve risks, benefit and avoid disadvantages.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Cluster Innovation; Innovation
Effect; Reg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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