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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界定区域创新系统内涵的基础上!简要梳理了国内外区域创新系统和高新区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

题!结合我国高新区与区域创新系统发展实际!构建了高新区与区域创新系统联动框架模型!提出了高新区和区域

创新系统各自的运行机制!高新区对区域创新系统的载体作用机制!区域创新系统对高新区的支撑作用机制以及

二者互动演化机制的构成要素!并分析了协同模式和协同路径基础上的协同机制!最后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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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新区是我国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迅速

提高我国高新技术创新能力的重大战略举措的产物$!#

世纪 "#年代以来#国际上高新技术产业对我国的冲击#

促使我国政府为了适应全球化战略#增强我国企业国际

竞争力#在国家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上的一种新的尝试

和创举$ 在借鉴美国硅谷%台湾新竹等地的高新区成功

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大力发展了高新区$ 经过近年来的

发展#我国高新区已经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有效提

升我国竞争力的主要示范$但是高新区本身问题存在复

杂性# 高新区问题主要是由企业和政府两方面构成#政

府和企业目标函数的不同#我国本土的研究数据不足等

多种原因给我国高新区的研究带来了困难$同时高新区

与国家相应的区域创新系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和相

互影响#如何有效利用区域创新系统和高新区的相互作

用关系来研究高新区和区域创新系统成了我国现在的

研究重点$本文主要从高新区和区域创新系统的联动机

制角度来研究二者的关系#以期能建成联动模型#为我

国高新区的建设和区域创新系统的打造奠定理论基础$

一$区域创新系统的界定

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于 ABB!年由英国的菲利普&

库克!C1/,/D E''F4"教授首次提出#逐渐予以使用到区

域创新研究和实践领域# 不少学者命名为区域创新体

系#后来不同学者对区域创新系统进行了定义#但是都

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为了便于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与

定位#本文综合不同学者的观点#总结区域创新系统的

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文章以国家规划的经济区域!珠江三角洲经济

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等"作为研究领域#

并以相关经济区规划范围内的省%市%区等行政区划范

围总和为依据和基础$ 这区别于以往学者大都以省域

为界G$H

$这样界定有利于科学评价区域对创新的整体贡

献#完整挖掘区域创新特色%地域优势#研究国家相关

创新政策$

!?创新系统通常也叫创新体系#主要由创新基础

设施%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创新资源%外界互动等要素

组成# 根据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IIJ&!I!I年"(的精神#创新体系主要包括政府%企

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支撑系统四个四角相倚的子

系统构成#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

基础性作用% 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

的社会系统$

KL



二!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现状及评述

西方国家的学者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近年来持

续升温! 研究成果和文献也不断增多! 综合起来!从

!"#$#% &''()正式提出区域创新系统概念以来!主要围

绕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条主线进行! 应用研究的学

者数量和研究成果更多"区域创新系统的理论研究主

要侧重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理论基础和渊源! 区域创

新环境! 区域创新网络和区域创新类别及划分四大

内容的研究! 区域创新系统的应用研究着重对区域

厂商的创新活动#创新与集聚#创新与位置三大问题

进行探索"

区域厂商的创新活动实证研究主要以 *'++$#,-和

./012/,,为代表!两位学者对奥地利的斯泰利亚运用

比较研究的方法得出该地区的产品创新比工艺创新更

具效果!而其他地区则不然!并得出成熟的产业区创新

特点345

" 创新与集聚研究的代表人物 67'8%)89:;;<=提出

创新与集聚可有效激励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 增强出

口核心竞争力3>5

"创新与位置研究的的代表人物 ?@")#2

和 A@/(@',以挪威为实证研究对象!研究结果表明城市

周围比城市中心的创新系统更完善! 并划分出不同的

位置类别对应不同的创新层次3B5

"

我国学者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是基于国际学术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从理论研究和应用

研究两个角度展开!与西方国家的学者不同!我国学者

更重视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则显得不够重视"理论研究

主要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功能#结构和环境进行研究"

系统功能研究方面!:;;;年黄鲁成在其成果中明确了

区域创新系统必须具备催化#协调#规避风险的功能"

4CC4年柳御林#胡志坚建立了区域创新系统功能的评

价指标体系!探索了区域创新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功能"

在系统结构研究中!主要围绕结构组成元素!系统结构

模式!组织结构相互关系!空间结构网络进行研究" 主

要代表人物有张敦富#王德禄等"针对区域创新系统环

境研究!主要结合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

法律#市场环境!对不同区域#不同级别#不同层次的创

新系统环境进行实证研究"主要代表是盖文启94CC4=和

王缉慈9:;;D=针对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创新区域北京市

中关村国家级科技园区系统环境的研究! 并对北京地

区创新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3DEF5

"

到目前为止! 虽然研究创新系统的国内外学者越

来越多!但从研究阶段来看!仍处于开始和发展阶段!

在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方面出了不少成果! 为今

后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区域经济发

展和区域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 从已有的文献研究表

明!成果的理论系统性不够!应用研究也多注重个案研

究!研究还有不少问题!主要包括$%:&区域创新系统的

内涵至今未能有统一的界定" %4&研究方法#研究体系

和研究内容不明确" %>&对区域特点研究不足!对比研

究很缺乏" %B&实证研究的个案性过强!缺乏推广意义"

三!高新区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对于高新区的研究国际国内综合起来主要集中在

高新区发展理论研究#高新区功能研究#高新区创新环

境研究#高新区创新环境及其功能关系研究#高新区政

策研究五大方面"

:G高新区发展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孵化器%苗床&理

论#区域竞争优势理论#'增长极(理论#空间扩散理论

和产业集群和技术创新理论" :;;<年!H)@7")/+

3<5提出

孵化器原产地的最佳选择是高新区):;I;年!J/K)$//8

和 L2#M(/2%

3I5对荷兰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大型城市与

孵化器之间的紧密联系):;;4年!.$)#,(,)N"7和 !''7

3;5

探讨了 OPJ在高新区的技术创新的贡献" :;;B 年!

Q'@@和 R'S#(#@

3:C5开始了对高新区企业的研究!探索企

业各项特征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同年!!1#882/,,

3::5对德

国中西部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T)$@),@7)#,

3:45

则重点对大学科技园区进行了实证研究):;;D年!U)0,-

和 H0

3:>5以香港为例!实证研究了环境!技术创新及

OPJ" :;;>年!!/0$ .80-2/,

3:B5率先提出技术创新理论!

并论证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在国际贸易中的推动作用"

:;;F年!王缉慈3:D5在高新区提出了空间扩散理论" :;;C

年!波特3:F5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此基础上!产生了

产业聚集理论3:<E4C5

!同时不少经济管理学家开始了探索

跨国公司的聚集与海外集团的聚集理论34:5

"

4G对于高新区功能的研究!上述五大发展理论中

均有对功能的划分与界定!在此不再累述!:;;I年!张

向先3445等最早对我国高新区功能进行研究V界定高新区

功能主要具有集聚#孵化#扩散#渗透#示范和传播六大

功能"4CCC年!陈文化34>5进一步把高新区的功能界定在

孵化功能上"

>G国内外学者对高新区创新环境的研究主要从宏

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国内宏观创新环境分析

的代表人物有肖广岭和柳卸林34B5

)荣飞和李荣平34D5则是

中观层面分析的代表!主要从区域层面!分析高新技术

创新环境及评价指标体系)罗鸿君和杜跃平 34F5开创了

从企业角度分析创新环境的先例! 重点从不同企业维

度和层次研究技术创新环境)倪明和傅利 34<5论证了技

术创新的微观和其他环境对企业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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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学者对于高新区功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不少!但大多集中对创新环境促进聚集功能和溢出功能

的研究!很少对其作用机理进行探索" #$%&'$(()*+,-.

/0+1

#

2%%34 )*,50.

/0,1和 6378)*,+5.

/9-1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证了

在特定的地区产业聚集效应!:;7 )*,,<.

/9*1

#=3>>$??;

$0--*%

/901探索了产业聚集中技术创新对产业贡献&

*,,0年!@8AB8%&3A

/991则对产业聚集效应进行了实证研

究!认为产业聚集对技术创新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此

基础上!0--<年!@&;8ACD'8 E$; $AB F3&8G' H"I'JK

/9!1借

助于迈克尔波特的竞争理论! 对台湾地区的科技创新

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 我国学者邱成利$0--*%

/9<1

#钱平

凡等$0---%

/951

#李刚等$0--*%

/9L1

#纪德尚)0--0.

/9+1

#吴寿

仁)0--9.

/9,1

#徐飞等)0--!.

/!-1

#殷醒民)0--!.

/!*1也根据我

国实际情况!分别对高新区功能的技术创新#产业聚集

效应#溢出效应#形成机制#评价系统#作用机理和互动

机制进行了研究"

<"美国#德国和日本对高新区政策的研究开始最早!

效果也最为明显!这三个国家的政策支持力度也是最大

的!我国学者马忠/!01对上述三个国家高新区的风险投资

模式#风险金的筹措#投资的各种影响因素等进了对比

研究"我国主要通过立法和出台相关政策对高新区进行

支持!学者多对政策进行实证研究!理论研究这较少"

四!高新区与区域创新系统联动模型构建

高新区和区域创新系统的联动研究主要集中在高

新区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高新区导致产业聚集#知识

溢出的规律! 高新区的技术创新# 知识创新和协同创

新!创新环境与创新的基础设施!以及各种创新及创新

活动的繁衍与传播&区域创新#区域创新竞争优势与核

心竞争力!区域创新政策!区域创新的科学发展/!9C!51

"这

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分别阐述了高新区和区域创新系

统的功能和作用!但未能很好的把二者有效结合起来!

对于更加全面发挥高新区和区域创新系统的作用存在

瓶颈! 本文试图建立国家高新区和区域创新系统的联

动模型$如图%!以期能更好的寻找到联动机理!以便国

家提高二者的综合效率"

国家高新区和区域创新系统的联动模型主要由运

行机制#相互作用机制和协同机制组成"运行机制是基

础!协同机制是目标!相互作用机制是路径"

运行机制研究主要是为了寻求国家高新区和区域

创新系统内部运行规律! 分析影响这种运动各因素的

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因素产生影响#发

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及其运行方式"

国家高新区的内部运行机制主要包括高新技术企

业动力机制!高新区核心网络内部的创新学习机制!外

部网络#辅助网络的学习创新机制!高新区内部资源的

资源协调机制!品牌协同机制!竞争协调机制" 区域创

新系统的内部运行机制重点包含技术创新系统机制!

市场创新机制!传导传播创新机制!协同创新机制!服

务创新机制五大类" 技术创新机制核心部分有技术创

新激励机制!技术创新培育机制!技术创新孵化机制和

技术创新产业配套机制& 市场创新机制主要包括创新

市场动力机制! 创新市场竞争机制! 创新市场管理机

制&传导创新主要指网络传导传播机制!临近传导传播

机制!传统传导传播机制&协同创新机制核心包含集中

协同机制!分散协同机制!混合协同机制&服务保障创

新机制由服务创新机制#保障创新机制"

相互作用机制主要研究区域创新系统和高新区的

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作用

机理!核心部分是区域创新对高新区的支撑作用机制!

高新区对区域创新系统的载体作用机制! 高新区与区

域创新系统的互动演化机制! 并最终建立行之有效的

作用机制运行办法和互动演化机制保障措施"

高新区对区域创新系统的载体作用机制可以从理

论视角#结构视角#实证视角多角度考虑" 理论视角主

要研究高新区对区域创新系统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

持续竞争能力增长极的载体作用!从人力资源#信息#

固定资产#高新区企业成员#服务机构等为区域创新系

统提供载体!同时为区域创新系统的技术创新与扩散#

资本的聚集于输出#规模经济效益#地区综合经济实体

提供载体" 结构视角主要研究高新区对区域创新系统

的企业#科研院所$创新行为主体.!政府#金融机构#中

介机构)支撑行为主体.的作用机制"实证角度主要以自

贡国家级高新区与成渝经济区为研究对象! 建立高新

区对区域创新系统的贡献评价体系和方法! 并有针对

性的对策建议" 区域创新系统对高新区的支撑作用主

要囊括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促进高新区产业集群的聚

高新区与区域创新系统联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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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区域创新系统内部的经济增长与高新区企业聚集

的良性互动!区域制度创新"经济环境创新"知识创新"

战略创新对高新区的拉动与推进作用#在此基础上!借

助于系统动态学和耗散结构理论! 就可建立高新区与

区域创新系统互动演化的系统动力学结构模型! 进一

步研究两者之间存在的互动演化关系! 解释两者之间

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细致结构与互动演化路径$

协同机制主要研究高新区与区域创新系统的协同

形成机制和协同实现机制!重点包括协同模式构建!协

同路径选择!主要涉及领导%组织"执行"督察"考评"奖

惩等方面的制度建立与运行$ 协同创新模式就是指把

元素与整体要素以及元素之间的多层面多角度联系起

来$同时!优化配置好协同创新各元素在协同支持结构

中的地位和层级! 同时建立各元素之间的联系的行为

保证机制和工作协同机制!"#$

$ 协同路径侧重对政策&宏

观'%金融%投资体系&企业投资机构%风险资本%银行贷

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创业板市场%技术产权交易市

场%债券市场'%技术%制度&区域'的协同研究$ 同时我

们还将从地域%目标%结构%运行和功能等视角研究协

同模式和协同路径$

五!结 语

国家高新区与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内容非常丰

富! 文章在界定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与研究范畴基

础上! 对国际国内关于高新区与区域创新系统文献进

行了综合研究!明确了该领域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本文我们主要建立起高新区与区域创新系统联动模

型!明确了模型中运行机制!相互作用机制和协同机制

的构成框架$要使联动机制有效%持续%稳定运转!我们

在后续研究中还必须进一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明确各自运行机制的内涵%特征%结构%构成要

素!研究运行机制的功能!运行机制内部的作用机理!

运行机制的运行环境和保障措施$高新区的发展模式%

中国高新区的绩效分析与评价$

'&高新区与区域创新系统相互作用机制的作用机

理!借助效率评价模型!研究作用贡献及作用贡献的测

度!借助系统动力学理论%复杂系统理论对高新区与区

域创新系统互动演化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和完善!

协同演化过程建模分析和实证研究$

(&研究协同机制中协同机理!协同范畴!协同模式

构建方法!构建路径!协同路径的优化与重构!协同过

程的控制与监管!协同政策!协同技术!协同制度和系

统金融体系$

)&借助于模糊数学%层次分析法和综合评价理论

探索高新区与区域创新系统的互动效应综合评价体系

的设计!评价模型构建与优化$借助成渝经济区实证研

究高新区与区域创新系统互动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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