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

当前，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推动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构建适合本地经济社会

发展特点和阶段特征的科技政策，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进展，也日渐成为地方

政府政策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传统上，人们主要从拓宽技术引进渠道(跨国公

司R&D投资)、提供基础研发设施(创建技术平台、提供公共服务等)、强化金

融支持(创投资金．资本市场)，推动产业集聚(形成特定领域的技术创新中心)

等角度进行区域创新政策的研究，较多考虑区域创新环境“硬件”建设和政府服

务“软件”政策设计，而对影响区域创新的“社会因素”关注不够。本文主要从

社会资本培育和管理的视角，分析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社会网络和人文环境与区域

内科技创新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系统地研究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

社会繁荣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选题背景与研究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对本文要涉及

的两个基本概念进行必要说明，明确全文的基本研究思路及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最后介绍本文的主要内容与创新．

第二章，对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阐述。论文首先对技术

创新理论的发展演进路径进行分析，归纳出技术创新理论从创新工程现到创新的

社会观的理论发展规律，指明基于社会资本的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核心论点．随

后，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进展进行回顾，厘清已有研究成果脉略，并对

本研究的三个理论渊源：新产业区理论、技术的社会形成，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

理论架构进行说明，为全文的研究奠定一个理论基础。

第三章，主要对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进行界定，指明社会资本作为一种

关系资本或者称为社会组织资本，其在区域发展层面上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群体

的属性扣社会结构性属性，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社会资本实际上就是一种组织关系

资源，它通过对区域创新要素的组织效率提升，发挥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体

现其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价值．
‘

第四章主要从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信任关系．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制度结构

等四个方面论述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的宏观影响机制．社会资本对于区域创新的

宏观层面上的影响主要从重视制度和非制度创新，构建有利于创新的区域人文环



境，激励创新的发生，为区域创新发展培育一个良好的氛围。第一节从区域创新

的整体社会环境角度研究社会资本对于区域创新的影响。论文认为社会资本是区

域创新环境的一种表征，是衡量区域创新环境优劣的一种软性指标。社会资本作

为区域内部的一种组织资源，其所包含的社会网络，共享式社会规范，区域形象

与区域归属感，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区域创新的基本面。随后三节分别从剖析社

会信任，社会丈化以及社会制度结构对于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

第五章以企业社会资本为例，剖析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的社会网络对于区域

技术创新的影响．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本文分

别从组织学习、知识共享，隐性知识传播，非正式网络、内部竞争压力，企业文

化等方面研究内部社会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随后论文将企业的外部社会资

本划分为三个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并分别从这三个维度研究

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后分析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负面

作用．

第六章从区域产业集群的角度分析社会资本对区域技术创新的产业影响。论

文首先研究社会资本在区域产业集群中所发挥的作用，指出作为社会资本重要内

容的根植性，社会网络和制度对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随后论文分别从集体学习效应．产业链整合、区域非正式交往．人力资源市

场等四个方面论述区域社会资本对于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影响。最后论文讨论了

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资本对于维持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性．

第七章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国际知名创新区域(美国硅谷，英国刽桥，印度

班加罗尔)，分析社会资本对于区域创新的影响以及当地政府在培育区域社会资

本方面的成功经验．

第八章在对传统区域创新政策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介绍的基础上，提出基于社

会资本区域创新政蓑的基本思路：构建有利于区域创新的社会环境，培育区域创

新的社会资本载体，密切区域创新的共享式社会网络，积累区域创新的社会资源，

强化区域创新的身份认同，以及遏制社会资本的负面影响．

第九章以上海城市创新体系建设为案例，探讨外资导向型的创新区域如何在

开放型条件下如何运用社会资本管理手段促进本地科技创新发展，提出基于社会

资本管理的区域创新政策的一些思路及具体实施方案． ．

2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推进

有关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目前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本文立足于

我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以上海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为案例，研究全球化背景

下外向型区域社会资本培育与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关系，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

于丰富和发展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2．体系创新

本文将社会资本看作区域创新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粘合剂”，从宏观、微

观，产业三个层面上研究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的关系(社会、科技，网络互动)，

为区域创新的政策设计开辟一个崭新研究视角，形成一个科技社会学的完整研究

框架，在理论体系上有一定的创新．

、 3．实践价值

本文将区域创新政策设计与新一代领导提出的一些新理念(科学发展现，构

建和谐社会)相结合起来，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文化发展战略等内容引入社会

资本的研究框架中来，研究中国社会发展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的现实问题，为

地方政府运用社会资本解决经济与技术创新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政策选择，具有

极强的现实意义。同时，本文也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外资导向型创新区域的社会

资本培育问题，以及跨国公司R&D机构与本地创新网络互动关系，对于现r．,q-R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科技政策设计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区域创新体系社会资本科技创新政策

中图分类号：F062．3



Abstract

Currently,technological innovmion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in promoting

regional developmem．Construc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olicies

that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policy—making．Traditionally，people mainly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technology to broaden channels(TNC’s R&D investmem，etc．)，to

provide the basic facilitie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creating technology

platform,and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ere．)，the strengthening of financial support

(venture capital，capital markets)，promoting induslrial clustering(formation of the

specific areas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centers)and other regional perspective

innovation policies，more considera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

”hardware”and the government”software“policy design,and impact on regional

innovation,the”social factors”are not paying enough attention．This paper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ocial capital and analysis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humanities and the social network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 systematic study of

social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sperity ofthe interactions bet、Ⅳecn．

The first chapter is a in订oducfion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main topics of

research shows the academic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paper to the two basic

concepts necessary to state explicitly in the text of ideas and basic research to solve

也e key issues．introduced the main contents ofthis article and innovafion．

The second chapter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sues elaborated。First on the theory ofthe evolution of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ath

analysis，summed up the theor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ject from the theoretical

concept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pecifi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social capita／ofthe core arguments．Later,at home and abroad

related to the field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gress recalled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connections to clari母strategy,and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three soUreCS：a new

theory of industrial zones and technology society,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conomic sociology major explanation for the text of the study provide a 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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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

Chapter III defines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ofsocial capital．Social capital

as specified in a relationship known as social capital or organizational capital．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s actually all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resources through innovative elements ill the region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the organization，to play a m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innovation,which reflects its

value for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hapter IV mainly from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social trust，social，

cultural，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social capital stnlctBre ofthe system four

of the overall impact of the regional mechanism．Social Capital for Regional

Innovation major impact 011 the n珀啪·level attention from the system and

non-system,and establishing a regional cultural environment that is conducive to

innovation,encouraging innovation,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to foster

a good atmosphere．Section I research the social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for Regional Innovation in social capital．Papers poim out

that social capital is a region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 characterization is a measur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environmem merits a soft target．Social Capital as a regional

organization of internal resoure,es，it includes social network,social nor／iq_8-sharing，

regional and regional image ofbelonging to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is fully reflected

the fundamentals．The other three sessions analyze social trust，social，cultural，and

social systems and s时Ilccures for the achievement ofregional innovation．

Chapter V USeS the social capital enterprises勰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social

networks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for regional technical innovation．Social

capital is to improve their internal capacity on the basis of technical innovation,the

paper from all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sharing，and hidden knowledge

dissemination,and the informal networks，the internal pressure of competition,

corporate 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ofthe study on the social impact of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the enterprise．Subsequently the external social capital thesis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stmclural dimensiom，and the dimensions and

cognitive dimensions,and social capital respectively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rformanee．Finally,we discu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social capital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enterprises．

Chapter VI discusses the industry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it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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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industry cluster．First,the social capital

thesis research in the role played by re垂onal industry dusters that as柚important

element of social capital rooted,social networks and systems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lusters have a vital role tO play．Later essays from the

collective learning effect,the industry chain integration,regional informal contacts，

and the human resources market．Four aspects of social capital for regional industry

cluster innovation．Finally papers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

importance for the maintenance of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hapter VII choice analyzes three of th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innovative

regions(Simeon valley,Cambridge England,Bangalore India)tO analysis the social

capital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nurturing innovation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the alga of social capital region

Chapter VIII studies the social capital-based 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y on the

basis of the traditional 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y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s．The

basic ideas that can help encourage regional innovation social environment：foster

innovwhon vector of social capital，close regional innovative community-sharing

networks，regional innovation accumul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strengthening

regional innovation identity,and tO contai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social capital．

Chapter IX is a c舔e study,We use the Sh肌ghai city’S innovation system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ses the innovation-oriented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缸OIY既I．management tools tO promote the use of social capit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Capital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idea of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y and a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lan．

Keywords：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ocial capital，Innovation Policy

Classifieation Code：F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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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当前，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推动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构建适合本地经济社会

发展特点和阶段特征的科技政策，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进展，也日渐成为地方

政府政策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传统上，人们主要从拓宽技术引进渠垣(跨国公

司R＆D投资)、提供基础研发设施(创建技术平台、提供公共服务等)、强化金

融支持(风险投资、资本市场)、推动产业集聚(形成特定领域的技术创新中心)

等角度进行区域创新政策的研究，较多考虑区域创新环境“硬件”建设和政府服

务“软件”政策设计，而对影响区域创新的“社会因素”关注不够。

本文试图弥补传统区域创新体系与区域创新政策研究的不足，选择从社会资

本培育和管理的视角，分析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社会网络和人文环境与区域内科技

创新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系统地研究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繁

荣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本文的研究对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区域创新政策，而是关于如何增强区域创

新体系建设的社会支撑系统发展的政策思路，或者说是促进区域创新社会文化环

境发育的区域社会政策。这些政策并不直接作用于科技创新活动本身。而是通过

改善区域创新的社会环境，间接地影响的区域创新的绩效。

第二节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界定

本文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基本概念：社会资本、区域创新体系。由于研究渊

源的多学科性，不同视角的研究使得两个概念的表述非常丰富，具有不同的内涵

和外延，为了明确本文的基本逻辑关系，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简要介绍和界

定。

一、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



于1980年提出国。最初只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不断进展，这一概念逐渐被用来解释许多社会现象和一些国

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社会资本，从字面意义上看，至少它是～种资本形式。

但是，它究竟与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的概念有何不同?又在多大程度上区别于一

般意义上的资本的含义?这需要从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的提出和使用中寻找答案。

社会资本概念的最初使用应该说是借用了经济学中资本概念的基本内涵。布

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实际的或潜在的

资源的集中”。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从功能的角度来界定社会资本，他指

出：“所谓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社会

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构成，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弗朗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公民社会与发展》一文中，将社会资本定义为：

一种有助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个体之间相互合作的非正式规范。简·弗泰恩和罗

伯特·F可特金森认为：“社会资本表示的是在一个组织网络能够进行团结协作、相

互促进生产收益的情况下形成的‘库存’。它是公司建立有效合作关系的关键所

在，同时也是一项更具合作性和积极性的政策。因此，政府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

措施，培养企业的相互沟通与相互信任，加快科技创新步伐，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资本是一个定义模糊但又内涵丰富的概念，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一

个关于“社会资本”的统一定义。但是，大多数学者一般都认同社会资本是自然

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必要补充，是用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一个制度性

分析工具。1993年，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给出一个狭义的定义。普特南认为社会

资本是人们组成的一系列水平的社团，组成这些社团的都是能对他们所在社区生

产能力产生影响的人。这些社团包括“市民公约网络”及社会规则。在这个定义

中，社会资本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它有助于社团成员相互利益的调和(Putnam，

1993)。普特南实际上是将“社会资本看成了主观的社会规范(信任)、客观的社

会特征(社会网络)和结果(有效性和效能)的交融物和混合物，将概念的不同

方面以一种有趣的方式结合起来，从而赋予它们以巨大的解释潜力。

科尔曼给出的社会资本定义比普特南的定义更为宽泛。他认为社会资本是

“根据它的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许多不同的实体，它们有两个

共同点：都包括社会机构的某些方面，都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或全体的

。布尔迪厄同时还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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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

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这个定义不仅包含水平的

社团还包括垂直的社团以及其它一些实体，像公司的行为。科尔曼明确提出：“能

有助某些行为的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资本可能对于别的行为是无用的甚至是有

害的”。

制度经济学派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中社会生活和文化内在的粘合剂，包括

调节人们之间行动的规范和价值观念，以及生产这些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制度。显

然这个概念包括了促进规范发展和塑造社会结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除了前两种

社会资本概念包括的非正式的、通常是地方性的、大量的横向的和纵向的联系以

外，这个社会资本还包括更正式的机构间的关系和结构，如政府、政府制度、法

律、司法体制以及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

上述三种社会资本概念是相互补充的。第一种定义主要包括非正式和当地的

横向社团，第二种定义增加了有层次的社团，第三种定义以前两种为基础并加入

了正式的国家范围的体系，如政府和法律规则。这三种观点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它们都将经济、社会及政治领域联系起来，并且它们都认为社会关系影响经济活

动并受着经济活动的影响。它们都关注着经济主体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经济主体中

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方，法。它们都暗示合适的社会关系

及社会制度有着正面的外溢效应。但由于个人不能够擅用这些外溢，主体们都倾

向于对社会资本投入不足，要公众来支持。。

在本文中，我们在综合以上三种社会资本基本定义的基础上，把社会资本理

解为“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既区域

中存在的人际和企业关系网络以及通过人际和企业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资源，包

括信息、构思、线索、商业契机、金融资本、权力与影响、情感支持、信仰和合

作等。社会资本作为给定经济体系中决定个体互动过程的一系列社会网络、规范

和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通过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个体的行

为选择和经济体系的总体运行效率，最终导致经济体系的演进。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组织关系资源，具有4个方面的特性：1)社会资本不会

因为使用而桔竭，相反使用反而会增进社会资本；2)社会资本不易观察和测度：

3)社会资本难以通过外部干预而建立；4)区域性的政府政策对社会资本培育具

有重要的影响。基于以上4个方面的特征，我们将社会资本的内涵概括为三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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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

最初的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一种社会关系。即由于社会体系中各个成员之间

的相互联系而形成的一种网络结构，这种社会关系网络能够对社会整体起到推进

作用。社会个体包括个人与机构，个人社会关系网习惯上称为人际关系网，主要

是基于个人的社会地位、文化差异、价值取向或者血缘关系、共同经历r共同学

习、工作、合作等)而形成的关系网络。机构之间的关系网络则却为复杂，既有

企业之间商业关系，也有上下级机构之间的隶属关系，还包括通过各种媒体建立

的间接关系。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础，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增

值一般都要依赖于这个网络进行。社会网络本身也存在复杂的结构，包括社会网

络的规模、社会网络的紧密度以及社会网络的同质性、异质性等问题。社会资本

以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形式存在，并通过这个网络对个体产生影响。

●以文化为基础的共享式社会规范。

社会资本以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上

又产生了一定的文化规范，以调控社会网络中个体的到动行为。这种文化规范是

由社会个体共同推动并逐步形成的，是维持社会网络规范运行的保障。这种社会

规范可以是正式的制度，也可能是非正式的社会道德约束。这些社会规范作为一

种文化因素和共同价值观念，构成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保持社会运行的稳定性。

一般来说，构成社会资本的共享式社会规范包括社会长期形成的的勤劳、节俭、

理性、创新的社会价值取向，也包括信任、互惠、合作的社会共同行为标准，特

别是社会网络内部的信任关系，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核心。

● 以制度为基础社会资源积累与身份认同。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组织关系资本，具有内在增殖性。这种增殖性一方面来源

于由于社会个体之间合作而形成的“合作剩余”，另一方面来自于信任、互惠、

合作等社会道德规范带来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益。社会资本具有的利他性和情感

性，能够让社会网络个体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获取稀缺的社会资源，并且通过

对这些资源的运用进一步增强彼此间的合作关系，形成更为有效的社会规范。而

作为社会网络个体之一的成员，由于能够从社会资本增殖中获取不断增多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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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也必然会产生较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身份认同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

社会资本的增殖。相反，如果失去身份认同感，社会资本就会受损。另外，社会

资本的身份认同还受到习惯、习俗和文化的影响，从而使社会资本保持相对稳定

性。

二、区域创新体系

区域创新体系(Regmal Innovation System，简称RIS)是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

一个延伸和发展。区域创新体系研究借鉴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和方法，将区域经

济理论与创新理论相结合，研究特定区域的创新问题。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库克教

授(Cooke，1990，1994，1998)对区域创新体系进行较早和较全面的理论和实

证研究，认为区域创新体系主要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

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系统，而这种系统支持并产生创新。魏

格(Wiig，1995)在探讨区域创新体系的概念时认为，广义的区域创新体系应该

包括：1)进行创新产品生产供应的企业群；2)进行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机构；

3)进行创新知识生产与技术生产的研究机构；4)为技术创新提供服务的金融、

商业等专业机构；5)制定创新政策并对创新进行管理的政府机构。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对区域创新体系的定义为：一个区域内有特色的、

与地区资源关联的、推进创新的制度组织网络。其目的是推动区域内新技术或新

知识的产生、流动、更新和转化。北京大学的王缉慈教授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指

区域网络各个结点(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政府等)在协同作用中结网而创新，

并融入到区域的创新环境中而组成的系统。即，区域创新体系是区域创新网络与

区域创新环境有效叠加而成的系统。顾新等人则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在一国内的

一定地域范围内，将新的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或这些发展要素的新组合引入区域经

济系统，创造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新的系统功能，使区域内经

济资源得到更有效利用，从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要素总体。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创新体系的理解与定义尚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来看

区域创新体系的核心涉及一定区域内的创新要素、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创新机制，

以及创新体系内各子系统的结构优化、过程调控和系统间的联系与功能的耦合，

并促进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的良性发展。区域创新体系是在特定的经济区域



内和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各种与创新相关联的主体要素(实施创新的机

构和组织)和非主体要素(创新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以及协调各要素之间关系的

制度和政策所构成的网络。具体来说，区域创新体系由主体要素、功能要素、环

境要素三个部分构成，其中，功能要素和环境要素可以通过主体要素的行为、发

展特征和经济效果反映出来。

●主体要素

即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包括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各类中介组织和地方

政府。其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也是创新投入、产出以及收益的主体，是

创新体系的核心。作为由五大行动主体构成的网络型组织，存在着清晰的区域创

新网络，见图3所示。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要依赖各个参与者在创新活动中所结

成的网络关系，区域创新体系的参与者借助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或者遵循共同的

技术范式形成了一个创新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企业运用所掌握的创新资源开发新

的产品和技术，形成区域创新体系的产出。

●功能要素

即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与运行机制，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

机制和能力。首先是各主体的内部运营机制健全，其次是主体之间的联系合理，

运行高效。企业、科研机构与学校、政府以及中介机构之间构建的信息高效流动、

资源分配合理、发挥各自优势的机制。

·环境要素

即创新环境，包括体制、基础设施、社会文化心理和保障条件等，市场环境

是企业创新活动的基本背景，创新环境是维系和促进创新的保障因素。

区域创新体系是开放系统，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子系统，其重点是培育技术

开发、转移、应用、扩散能力和相应的区域社会支撑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将比国

家创新体系呈现更多的独具特色的制度安排，产业、技术专业化程度更强，企业

的创新性也更明显。区域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转需要面向市场经济的科技资源、不

断衍生和壮大的经营机制灵活的新型企业、新的经济政策与政府管理办法。区域

创新系体系作为一个网络系统，其直接目的是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最终增强

区域竞争力，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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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质量的提高，需要依托区域创新体系的不

断开拓区域经济的新增长点，需要依靠区域创新体系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增

长。这种“火车头”式的带动作用机理是：第一，区域创新体系可以优化、整

合区域内的创新资源，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形成区域的创新合力，从而保证区

域内的市场创新，保证了区域内经济增长的质量：第二，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必

然促进区域内高科技企业和高科技园区的发展，而高科技企业和园区的发展则导

致区域内新兴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第三．区域创新体系不仅可以提高企

业自身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还有利于逐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其

结果是区域内的新产品和高新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不断增加；区域创新体系还可以

为区域内的大量中小企业提供新技术和各种技术服务，进行技术扩散，形成更大

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 ’

第三节研究思路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社会资本理论的梳理，从完善区域

创新社会环境的角度入手，分别从区域创新的宏观社会环境、企业产业和区域三

个层面上研究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关系。并运用国际比较的研究方

法，剖析国际著名的创新区域培育、利用社会资本推动本地区技术创新与经济增

长的成功经验，总结开放条件下，外资导向型创新区域的社会资本及其对本地创

新网络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

本文的研究重心在于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创新网络、技术创新与社

会发展的共生互动，重点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诣社会”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逻辑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十一五规划期间我国面

临的两个重大课题，二者之间应该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但。社会

发展”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到底如何?这不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实践难题。本项目希望通过分析区域创新体系中

的社会网络和人文环境与区域内科技创新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资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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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用“技术创新的社会形成

观”和“区域创新的社会发展观”解答这一难题，或至少提供一些政策思路。

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区域自主创新战略突破与区域创新政策选择。

关于区域创新政策体系的研究，人们一般集中于创新主体培育、创新资源要

素供给、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以及营造创新环境等领域，较多考虑区域创新环境“硬

件”建设和政府服务“软件”等的政策设计，而对影响区域创新的“社会因素”

关注不够，本项目试图突破这一研究框架，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以自

然人为主体、以社会资本培育为手段、以社会网络优化和创新效率提升为方向，

设计一套基于社会资本管理的区域政策组合，为现阶段我国的区域发展和科技创

新政策设计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三，外资导向型区域的自主创新战略及其技术创新的社会根植性。

在开放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社会根植性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特别是在我国东部沿海一些以外资为主导的地区，区域创新网络明显地划分为以

政府和当地企业为主导的本地创新网络和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创新网络两

外互不兼容的技术创新体系。在新的区域科技发展中，如何增强区域创新体系的

开放性，最大限度地提升外资R&D机构的社会根植性，显得非常重要。本项目

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分析外资R&D机构与本地创新网络之间的社会联系，并

试图寻求一种通过基于“自然人”的社会网络，来增强外资R＆D机构社会根值

性，进而不断提升外资导向型区域面向创新全球化的科技发展战略范式。

第四节主要研究内容与创新

本文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选题背景与研究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对本文要涉及

的两个基本概念进行必要说明，明确全文的基本研究思路及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最后介绍本文的主要内容与创新。

第二章，对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阐述。论文首先对技术

创新理论的发展演进路径进行分析，归纳出技术创新理论从创新工程观到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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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观的理论发展规律，指明基于社会资本的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核心论点。随

后，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进展进行回顾，厘清已有研究成果脉略，并对

本研究的三个理论渊源：新产业区理论、技术的社会形成、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

理论架构进行说明，为全文的研究奠定一个理论基础。

第三章，主要对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进行界定，指明社会资本作为一种

关系资本或者称为社会组织资本，其在区域发展层面上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群体

的属性和社会结构性属性，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社会资本实际上就是一种组织关系

资源，它通过时区域创新要素的组织效率提升，发挥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体

现其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价值。

第四章主要从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信任关系、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制度结构

等四个方面论述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的宏观影响机制。社会资本对于区域创新的

宏观层面上的影响主要从重视制度和非制度创新，构建有利于创新的区域人文环

境，激励创新的发生，为区域创新发展培育一个良好的氛围。第一节从区域创新

的整体社会环境角度研究社会资本对于区域创新的影响。论文认为社会资本是区

域创新环境的一种表征，是衡量区域创新环境优劣的一种软性指标。社会资本作

为区域内部的一种组织资源，其所包含的社会网络、共享式社会规范、区域形象

与区域归属感，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区域创新的基本面。随后三节分别从剖析社

会信任、社会文化以及社会制度结构对于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

第五章以企业社会资本为例，剖析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的社会网络对于区域

技术创新的影响。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本文分

别从组织学习、知识共享、隐性知识传播、非正式网络、内部竞争压力、企业文

化等方面研究内部社会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随后论文将企业的外部社会资

本划分为三个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并分别从这三个维度研究

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后分析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负面

作用。

第六章以区域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为例分析社会资本对区域技术创新的产

业影响。论文首先研究社会资本在区域产业集群中所发挥的作用，指出作为社会

资本重要内容的根植性、社会网络和制度对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随后论文分别从集体学习效应、产业链整合、区域非正式交往、人

力资源市场等四个方面论述区域社会资本对于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影响。最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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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资本对于维持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性。

第七章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国际知名创新区域(美国硅谷、英国剑桥、印度

班加罗尔)，分析社会资本对于区域创新的影响以及当地政府在培育区域社会资

本方面的成功经验。

第八章在对传统区域创新政策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介绍的基础上，提出基于社

会资本区域创新政策的基本思路：构建有利于区域创新的社会环境，培育区域创

新的社会资本载体，密切区域创新的共享式社会网络，积累区域创新的社会资源，

强化区域创新的身份认同，以及遏制社会资本的负面影响。

第九章以上海城市创新体系建设为案例，探讨外资导向型的创新区域如何在

开放型条件下如何运用社会资本管理手段促进本地科技创新发展，提出基于社会

资本管理的区域创新政策的一些思路及具体实施方案。

创新环境改善、创新网络健全，创新集聚度提升

』L
区域创新系统改进、区域创新能力增强、创新效率提高

图1—1社会资本管理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相互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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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推进

有关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目前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本文立足于

我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以亲上海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为案例，研究全球化背

景下外向型区域社会资本培育与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关系，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对于丰富和发展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体系创新

本文将社会资本看作区域创新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粘合剂”，从宏观、微

观、产业三个层面上研究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的关系(社会、科技、网络互动)，

为区域创新的政策设计开辟一个崭新研究视角，形成一个科技社会学的完整研究

框架，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

3．实践价值

本文将区域创新政策设计与新一代领导提出的一些新理念(科学发展观、构

建和谐社会)相结合起来，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文化发展战略等内容引入社会

资本的研究框架中来，研究中国社会发展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的现实问题，为



地方政府运用社会资本解决经济与技术创新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政策选择，具有

极强的现实意义。同时，本文也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外资导向型创新区域的社会

资本培育问题，以及跨国公司R＆D机构与本地创新网络互动关系，对于现阶段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科技政策设计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第二章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的理论探索

第一节技术创新理论的社会资本化发展趋势

自从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并建构了其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理

论体系以来，技术创新就一直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汪。随着对技术创新研究层次的

深入及研究范围的拓展，而且也随着技术创新活动逐渐越出单纯的经济系统并在

社会整体系统之中功能凸显趋势的增强，其所具备的社会行动性质和社会关系结

构等非经济特征，为对技术创新进行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契机。

一、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新理论

技术创新理论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期。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瑟夫·

阿罗斯·熊彼特(Josepl：LA．Scohumpeter)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

创新概念，将将其视为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熊彼特特别强调组织创新、管理创

新、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技术创新的三种模式，

即技术推动创新说、创新与企业规模的关系说和创新与市场结构创新说。

目前，国外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已形成了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

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体系学派等四大理论流派。其中，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

派以索洛(S．C．Solow)等人为代表，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是

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技术与其他商品一样存在公共商品、创新收益和非独占性，

外部性等市场失败，适当的政府干预将极大地促进技术创新的进行，并建立了著

名的技术进步索洛模型，专门用于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7年

索洛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量增长函数》一文中，对美国1909～1949年间

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发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此期间，劳动生产

率提高的主要贡献来自于技术进步。在继续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

同时，新古典学派还开展了技术创新中政府干预作用的研究，提出当市场对技术
，

创新的供给、需求等方面出现失效时，或技术创新的资源配置不能满足经济社会

发展要求时，政府应当采取金融、税收、法律，以及政府采购等间接调控手段，



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以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带动作用。

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派以曼斯非尔德、卡曼等人为代表，该学派坚持熊彼

特创新理论的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认为企

业家是推动创新的主体，侧重研究企业的组织行为、市场结构等因素对技术创新

的影响，提出了技术创新扩散、企业家创新和创新周期等模型。通过对技术创新

与市场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和深入研究，新熊彼特学派认为当市场结构处于完全

竞争与完全垄断之间，即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状态时，由于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

又保持一定程度的竞争，该市场结构最有可能促进技术创新，而且可能出现重大

的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以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期等人为代表，该学

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对技术创新的

外部环境进行制度分析，认为：“由于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

巨大差距，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个能持续人们创新的产权制度，

以提高个人收益才会出现。”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

创新，不好的制度设计将扼制技术创新或阻碍创新效率的提高。同时，制度创新

学派在充分肯定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决定性作用，也并不否定技术创新对改变

制度安排的收益和成本的普遍影响，认为技术创新不仅可以增加制度安排改变的

潜在利润，并且可以降低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从而使建立更为复杂的经济

组织和股份公司变得有利可图。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体系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

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该学派通过对日本、美国等国家或地区创新活动特征

的实证分析后，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

而是由国家创新体系推动的。国家创颓体系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

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

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

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绩效。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侧重分析

技术创新与国家经济发展实绩的关系，强调国家专有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等为寻求一系列共同

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将创新作为国家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动力系统。由

此，弗里曼提出了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将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与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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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相继发展了区域创新、产业集群创新等概念和分支

理论。

二、技术创新理论演进：从创新工程观到创新的社会观

熊彼特的理论研究构成了现代技术创新理论的基础和起点。在熊彼特之后，

随着人们对技术创新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技

术迅猛发展，技术创新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影响日益加深，许多学者沿着熊彼

特的创新思想对技术刨新理论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完

善，并逐步形成了以技术变革与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工程观向以制度变革

与社会网络形成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社会观化方向的发展趋势。

根据丁焕峰在其博士论文中的归纳，自熊彼特提出技术创新概念并形成技术

创新理论以来，有关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1．基于技术创新工程观的理论(the engineering theories ofinnovation)

这种创新理论认为提升产品和生产过程的创新机会来源于对基础研究与产

业R&D成果的理解和应用；研究成果的理解和应用过程是一个遵循从研究结果

到产品和生产过程设计的线性过程；生产是一个具体工程问题的解决过程，产品

生产技术建立在专利或科学出版物的基础上；创新仅仅由技术、物质资本、人力

资本和金融资本等有形资本形式来解释。

2．基于市场拉动的创新理论(the market pull theories ofinnovation)

产生于1960年代的工程观创新理论的局限使得人们认识到解决问题的思维

灵感很多来自于市场，这种理论认为除了研究是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知识之源

外，还引入了组织因子：技术可行性只是成功创新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为确保

创新的成功开发，组织上的可行性必须予以考虑；创新不仅仅由有形资本来解释，

还引入了一个无形资本因子：关于市场的信息数据。
，

3．市场链环型技术创新理论(the chain-link theories ofinnovation)

人们逐渐发现知识和市场之间的联系并不是自发的、直接的，企业生产过程

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创新点，研究与市场、工程技术及开发、生产过程、营

销及销售等之间都可能有创新发生，创新是非线性过程：创新的来源也扩展到企

业的供应商、客商及企业内部的市场化过程；～种重要的无形资本，即供应商和



客商的信息对创新至关重要．

4．基于技术网络的创新理论(the teehnologieal network theories ofinnovation)

创新体系(Steen，1999；Camagni。1991；Anderson。1998；de la Mothe et al，

1998；冯之浚，2000)非常关注技术网络，这种理论认为创新企业通过合作、网络

和与伙伴关系等与其他行为主体有广泛的信息交流等联系；强调企业外部信息来

源的重要性，如来自客商、供应商、咨询顾问、政府机构、公共实验室、大学研

究等，主张与这些主体进行有效的交互作用；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和改进需要技

术可行性、市场可行性及网络可行性同时满足：重视一种无形资本，即技术网络

作为企业知识(信息)获取和吸收的重要工具。

5．基于社会网络的创新理论(the social network theories ofinnovation)

这种理论认为研究成果和企业与其他主体问的交互作用对创新依然重要；知

识对促进创新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知识的长期积累和全球范围内的交

流，使得知识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创新的决定因子。该理沦强调混杂的持续交

互作用这个无形资本，也就是社会资本对创新的重要性，这种交互作用是有机统

一和相互依赖的，受历史、社会价值、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引日图日H日圈日圈
图2—1创新理论的演进路径

三、基于社会资本的技术创新理论

技术创新社会资本理论是应用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原理来

解释技术创新机理和路径的，它认为企业运用长期积累形成的相互信任、相互帮

助和资源共享的社会资本，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通过与外部行为主体的广泛合作，



不仅可以获得企业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信息、技术、人才等，而且更重要的是新知

识(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获取。知识的创造和获取以及内、外资源的整

合是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早在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弗泰恩和阿特

金森教授等学者，通过对意大利、巴西等国家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路径的长期研究，

得出了技术刨新更多地是靠动态的生产关系或合作创造价值的社会网络来实现

的结论。认为基于企业社会资本的构建，各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交流和沟通速度

得以大大提高，企业通过与外部知识源和信息源r如大学、科研机构等)建立广

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提高了技术创新的能力，社会资本将成为技术合作和创

新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技术创新社会资本化趋势突破了传统技术创新理论研究对社会网络和信任

机制的忽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和解释技术创新的路径以及成功的社会条件

环境，认为在推动技术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物估资

本、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该趋势将技术创新理论体系与

社会学、经济学进行有机的整合，为技术创新理论研究与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视

野。

第二节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综述

虽然社会资本对于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

注，但有关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理论研究目前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这一

方面是由于社会资本理论本身还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学者们要将社会资本与创新

理论很好的结合还需要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技术创新理论本身的不断发展，特

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不断演化发展的条件下，技术创新模式与路径不

断演进，而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范式还没有形成。本节主要对相关领

域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理清已有研究成果的脉略，明确下一阶段研究的方向与

重点，为全文的研究奠定一个基础。

一、国外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综述

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最初这一领域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社会学领

域。后来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学者们逐渐将这一理论引入到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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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绩效的分析领域，开始研究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这种网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影响。关于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在国外学术界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关

注。许多研究认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再来源于其所拥有的

异质性资源(资源基础论)，而更多地体现在企业独特的难以模仿的关系网络结

构(关系基础论)，通过在关系网络中建立关系性专用资产(relation．specific

asset)、知识共享路径、关系治理机制，企业可以通过关系网络获取和利用外部

的知识资源而促进创新，而知识的获取、扩散和吸收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化的

过程，故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绩效至关重要。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Putnam)在其《让民

主运动起来》一书中，较早用社会资本文意大利经济区的产业集群与发展问题。

此后一些经济学家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用来解释科技创新和经

济发展。

1994年，萨克斯尼安(SaxenianA)对硅谷社会文化，人力资本网络的实证

研究则在研究创新以及高科技产业发展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社会资本的重

要性。

1997年，Fountain对社会资本在推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

究，认为企业通过与外部信息源和知识源的广泛社会联系是推动技术创新能力提

高的重要动力。

1999年，波赫尼等人(Boahene ctal．)以加纳杂交可可的采用为例，研究社

会网络在发展中国家农业技术扩散的应用问题。

2000年，哈佛大学弗泰恩和阿特金森对新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本与科技创新

的关系进行研究，并对政府的创新政策设计提出一些建议。他们认为，政府在进

行政策设计时，目标不仅仅是把自己转变为一个学习型组织，而是要尽可能地推

动社会资本的发育。

同年，加拿大学者Rejean Landry等人从交易成本理论、区域创新要素构成

等角度研究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行了实证研究。

2003年，Mikel Landabaso等人通过对欧洲地区发展基金的创新政策的研究，

对社会资本在区域竞争力提升和创新效率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Hans Westltmd则通过对瑞典、日本、美国的比较研究，探讨知识经济时代

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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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对技术创新与社会资本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提出了一些

有影响的理论，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研究目的、角度及方法的不同，得出的结

论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并且大多属于经验研究和理论探索阶段，关于社会资本

与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成果很少(Rejean Landry，2003)。目

前，国际学术界针对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网络理论、社会

资本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企业创新战略与产业集群等若干领域。

二、国内相关理论的研究进展

国内于上一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关注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1999年，中

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其仔博士、中共中央编译局的李惠斌、杨雪冬研究员等人最早

把社会资本理论引入中国。其后，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董辅初、吴敬琏等)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社会资本。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技术创新问题，在国

内尚属于～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国内学者虽然也有不少涉及，但研究深度与理论

创新方面还非常有限。

2000年5月，苏州工业园区的薛普文在《城市规划汇刊》上发表“创新发

展与社会资本一一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发展策略”一文，从高新园区产业发展与

技术创新的制度因素、社会结构及社会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研究，虽然文中也使

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但其主要研究内容还是区域创新体系的相关要素。

2001年4月，复旦大学樊圣君博士在《经济评论》上撰文分析区域集群中

的社会资本优势对区域和国家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从以印度的班加罗尔为例，

研究社会资本对于减少区域集群的交易成本方面的作用。

2002年5月，中国台湾东海大学的熊瑞梅、林亦之等人在对台湾加工出口

区和科学园区的社会资本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得出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社会网络

倾向于知识网络专业化的特性，而加工出口区的社会网络倾向于传统的公会与工

会的政治社团模式的结论。

2002年6月，北京大学盖文启博士出版《创新网络一区域经济发展新思维》

一书，对区域创新网进行深入研究，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到社会网络与区域技术创

新问题。

2002年12月，浙江大学学者陈劲、张方华等人出版专著《社会资本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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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对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但其研究视角主要

集中于企业微观层面上，并且没有将二者在理论层面进行很好的融合。

2003年9月，西南交通大学顾新等人在《科研管理》上撰文剖析社会资本

在知识链中的作用。

2003年12月，清华大学薛澜教授在对河北省清河县的若干产业聚群中社会

资本的作用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得出三个相关的基本结论：1)社会资本

是促使并保证高流量的经济活动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2)区域性网络的发展促

进了专业化的发展，提高了生产效率并随着网络的的发育，网络自身及其所孕育

的技能成为聚群经济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3)在聚群经济的动态演进

中，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促进了对产业发展的特定方向的集体选择。

2004年6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商学院的李红艳等人在《科学学研究》上

撰文对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扩散机制进行研究，重点分析了社会资本在促进隐性

知识传递与扩散、提高资源配置能力与技术扩散速度、潜在技术采用者范围与数

量、提升技术创新扩散源等方面的作用。

2004年10月，华中理工大学的柏遵华、聂鸣在《科技进步与对策》杂志上

撰文分析产业集群背景下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的互动，指出社会资本是提高产业

集群竞争力的根源与本质。 ·

2005年10月，浙江工业大学的池仁勇教授在《管理世界》上撰文，应用社

会网络理论，对浙江省中小企业的区域创新网络形成、网络结构属性、形成机理

特征进行分析。

2005年11月，复旦大学李志青博士出版本人博士论文《社会资本、技术扩

散与可持续发展》，对社会资本与技术扩散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2005年12月，浙江大学范晓屏在其《特色工业园区与区域经济发展》一书

中，从区域经济发展的社会根植性、特色工业园区与社会资本等角度研究区域创

新体系的社会网络问题。

2006年3月，沈阳理工大学梁云飞、赵维双在《经济师》上撰文研究社会

资本视角下的高新技术园区发展问题，指出社会资本作为区域创新体系各种要素

的粘合剂，是高新技术园区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公开发表的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外，近年来国内也有一些高等院校的博

士、硕士研究生论文以技术创新与社会资本为题进行研究。其中代表性的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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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中山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的陈焕峰博士以《区域创新与区域可持续发

展一一知识·学习·SRIS》为题的博士论文中，对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社会资本要素

进行研究。

2005年10月，浙江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朱亚明在其硕士论文中，对社

会资本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管理的影响进行研究。

2005年11月，浙江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吴影在其硕士论文中，对企

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迸行研究。

2005年12月，福州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石岩在其硕士论文中，以福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为个案，对社会资本对产业集群的效应进行研究。

第三节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理论的若干渊源

一、新产业区理论(Theory of New Industrial District)

新产业区理论是目前国际经济地理学领域较为重要的前沿研究课题。20世

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地区陷入了经济衰退与停滞，伴

之而来的是社会劳动条件的严重恶化。而此时，美国的硅谷、意大利的艾米利亚

一罗马格纳区等少数几个地区的经济却呈现复苏甚至增长的势头，成为成功战胜

衰退的“经济之星”。这些地区有多种多样的产业，不仅包括技术先进部门，而

且包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部门。意大利艾米利亚一罗马格纳区等从乡村工业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发达区域与美国硅谷等高技术区域在经济运作模式上有相似性，同

19世纪马歇尔研究的具有创新环境的小企业聚集产业区有惊人相似之处，学者

们将它们归为一类，称之为新产业区(New Industrial District)。

关于新产业区的概念，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定义。我国学者王缉慈最早引入

新产业区概念时，给出的定义是：“新产业区是指一种以地方企业集群为特征的

区域，弹性专精的中小企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集聚，并结成密集的合作网络，根

植于当地不断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王辑慈并指出新产业区是弹性生产的地域

系统，是学习型的区域和区域创新体系。

盖文启博士2002年在其《创新网络》一书中，认为“新产业区是指大量的

中小企业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集聚成群，集聚区内企业在生产经营中进一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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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工，并在市场交易与竞争过程中，彼此之间形成密集的合作网络(包括正式

的和非正式的)，协同创新。这种创新网络根植并融入当地不断创新的社会文化

环境，进而形成具有较强创新动力和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或柔性生产地域系

统。这样形成的区域创新体系或柔性生产地域系统称为新产业区”

周维颖博士在其2004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新产业区演进的经济分析》一书

中将新产业区定义为：“弹性专业化创新型企业集群及相应生产要素集聚在一定

的经济空间的地区发展模式。”这一定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弹性专业化、

创新型企业及相应生产要素集聚和集聚经济空间。

虽然学者们关于新产业区的定义表述不完全相同，但是，其基本内涵都是一

致的。一般来说，新产业区理论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柔性生产系统(flexible production system)，这是与大批量生产标准化产品

的刚性生产相对应的一种生产方式，强调的是小量定制生产产品和专业化分工的

灵敏企业的动态集成，与企业规模的小型化、企业之间分工与协作、企业之间的

密切结网有关。

2．本地结网，这是新产业区的核心内容，区域内行为主体(包括企业、大学

和科研机构、中介机构、政府机构等)之间有选择地长期合作，结成正式或非正

式的较为稳定的关系，以减少不确定性、空间成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及增强

柔性等。

3．企业的根植性，也就是企业的本地化，经济地理学家认为根植性是新产

业区运营的关键，通过企业的根植性可以使企业理解当地或非当地背景下的实际

生产网络，企业的发展和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只有企业

文化与当地的消费文化融为一体时，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4．行为主体之间的对称关系，各行为主体不论规模大小都是独立的、平等

的，没有支配与依附的关系，传统的等级制度被以合同为基础的网络所取代，大

企业与小企业并存，国际联系与区内联系并存，贸易联系与非贸易联系并存。

5．企业是新产业区的核心单元，可以通过对新产业区企业生产、服务、信

息流的调查，了解新产业区内的产业网络状况、新产业区与外界的联系，迸而对

新产业区发展理论和过程作实证分析。

6．新产业区是一个学习型区域。认为新产业区形成与发展实际上就是各个

行为主体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进行集体学习的过程(Capelo，1999)，区域内各行为主



体通过相互学习，密切合作，实现知识、信息与创新技术等的迅速扩散，共同推

动区域的发展。

7．新产业区是一个区域创新体系，区域各行为主体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形

成区域创新网络，并深深地根植于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形成具有强大自我

调节机制与创新功能的区域创新体系。

8．不同发展阶段的新产业区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历史背景、经济基础、

社会文化基础及制度差异，必然导致新产业区发展动力与创新功能的差异。

总之，新产业区理论核心就是依靠内源力量发展区域经济，区内各行为主体

通过中介机构建立长期的稳定关系，结成一种合作网络，促使企业不断创新，从

而营造一种独特的区域创新环境，使区域经济、社会、技术三者协调并持续发展。

二、技术的社会形成观(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是一种对技术与社会复杂关系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

理论。这一理论着眼于分析与技术发展有关联的个人、群体与机构，剖析本身在

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利益所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势能与着

力点，从而看它们对技术发展及其进程的影响。

SST理论起源于对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批判研究。早期关于技术与社会关系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爱丁堡大

学的一些学者在“技术转向”的研究过程中，开始运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观

察和分析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并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The Social Sllapmg of

Technology)，这一理论在中文中意译为“技术的社会形成”。SST的理论对技术

与社会关系进行了换位思考，认为技术是由社会因素塑造的，希望用社会学的研

究方法来打开技术创新这个黑箱，这一理论开辟了研究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新视

角。

对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以及它们与技术政策和及其社会背景的关系考察是

SST理论研究和关注的主要问题。SST理论研究阵营中的学者通过大量的案例研

究表明，技术并不是按一种内在的技术逻辑发展的，而是社会的产物，由创造和

使用它的条件所规定；某种技术被选择，是体现不同社会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大量

的技术争论的结果，而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单向的逻辑程序的展开；因此，技术不



能只依据过去技术状况来推知，一种技术的特质和形式是技术的形成过程中多种

社会前提条件的结果。这些社会性的前提条件包括体制、习惯、价值、组织、思

想和风俗等等，都是强有力的力量，它们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技术。

SST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罗宾·威谦姆斯教授认为SST

理论研究的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

技术决定论简单地认为技术变迁有其自身发展的轨迹，由此影响社会配置和

社会经济模式。

2．SST理论拒绝简单化的创新模式。

SST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模式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创新不仅仅是由科技发明

决定的，而是由一系列社会因素共同推进形成的结果。

3．强调技术的复杂性、不可预见性。

SST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作用过程，更加强调多元化社会

一技术因素参与的作用。

4．关注技术的可选择性和技术创新路径的多样性。

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技术创新过程是可塑的。其最终成型是

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狭义的“技术的考虑”，更有经济、政治和文化诸

多因素的影响。

5．注重广义的“社会”与“技术”之间不可分离的互动关系。

对这种互动关系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某一特定社会一技术的理解之上，要考

虑社会、经济对技术选择的影响和社会作用的物质基础。

．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已经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一种研究方法，伴随着这一领

域的研究进展，许多新的分析工具与概念被引入到理论研究之中。在技术的社会

形成视野中，技术的发展不再被看作只是按其自身的逻辑展开的过程，而是聚焦

于社会对它的种咱规定和影响作用。技术本身不再是技术创新的全部原因，社会

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技术创新的重要原因。在技术手段与社会手段，技术开发

与社会条件开发的比较中，往往后者才是最为重要、更为关键的因素，尤其是当

技术机会和技术能力被社会条件所抑制而不能涌现的情况下，常常需要从造就能

够促进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入手，以社会的整体发展为切入点，致力于社会条件

的开发，如人力资源的开发、体制的创新、文化的发展，这些社会条件构成了技



术创新的前提与基础。没有相应的社会条件就没有相应的技术创新。技术发展的

不顺利，往往不是技术本身存在问题，甚至也不是单一的社会原因，而是一个复

杂的社会背景与社会条件不具备。

三、新经济社会学(Se,v Economic Sociology)

经济社会学是一种将经济学与社会学相融合，通过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引

入社会学领域，以及将社会学的分析研究方彦引入经济学领域，实现学科交叉，

深化人们对经济社会问题的认识。经济社会学创立至今，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

演化阶段。以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社会学已为该学科确立了

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和学术空问。至20世纪50年代，以帕森斯

和斯梅尔瑟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社会学家，以其理论整合的方式，在古典经济社会学

确立的研究范围内，建立了一个抽象力和形式化俱强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即

功能一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为

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流提供了极佳的概念与方法，为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视野，

逐渐形成了新经济社会学的分析与研究框架。

一般认为，马克·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1985年发表于《美国社

会学杂志》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是开创新经济社会学的

里程碑性的文献。新经济社会学主要是指用网络理论、组织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来

研究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强调中观层面，尤其是强调其在连接宏观和微观两

个层面时的作用。

作为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新发展，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主张主要建立在对新古

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学派以及演化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批判与继承

之上。1992年，斯威德伯格与格兰诺维特将新经济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主张概括

为三个方面：第一，经济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与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假

设不同，经济社会学将经济活动中的人视为“社会人”。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

主体(个体或组织)并不是简单的、原子式的理性行动者，社会价值观念、规范等

因素渗透于经济行动者的决策与具体行动过程之中。第二，经济行动是受社会定

位的(situated)。经济行动者，不管是个体或组织都是在与其他社会群体发生联系

时而存在，行为者之间频繁的交往与联系构成了群体关系网络，一个个相互交错、

互相联系的网络在更大层面上又构成了其所依存的社会结构。第三，经济制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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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社会建构。经济制度并不一定如新制度经济学所认为的只是单纯解决经济问

题的最有效率安排，而是经济活动者之间的稳定、持续社会网络互动的结果，它

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

在概念框架上，新经济社会学主要运用三个核心概念阐述其基本观点，它们

是嵌入性、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

1．嵌入性(cmbeddedrleSS)

嵌入性是近年来经济社会学研究中一个基础性概念。20世纪50年代波拉尼

在有关经济制度的研究中论及了嵌入性。80年代格兰诺维特进一步扩展了和丰

富了嵌入性的概念，建立了“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波拉尼提出的“嵌

入性”概念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

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

制度之中的”。格兰诺维特进一步将嵌入性分为两种：关系性嵌A．(relational

embedded heSS)，即经济行动者是嵌入于其所在的关系网络中并受其影响和决定

的；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 hess)，在更宏大层面上，行为者们所构成的

关系网络是嵌入于由其构成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受到来自社会结构的文化、价值

因素的影响或决定。

2．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

社会网络是指社会单位之间的政治、经济、管理以及文化、传统和人与人之

间多种关系结合而形成的网络关系。社会网络具有动态性、根植性、中心性和开

放性的特征。社会网络按密度可分为密集网络和稀疏网络。按性质可分为同质性

网络和异质性网络。同质性是指进行沟通的两个个体之间相似的程度，这种相似

包括信仰、所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相似。而异质性是指相互交往的两

个个体之间在某些秉性方面的差异性。异质性网络则是指在一个社会系统中连接

一个跨越社会不同个体的网络。在经济社会学视野中，社会网络一般有两种含义：

一是指一种源于社会学和组织理论，将网络视为阐明存在于社会主体之间以及社

会组织环境之中关系纽带的分析工具：另一种是指作为一种组织发展状态与逻辑

治理结构的社会存在状况。

3．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在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社会资本具有三个研究层面：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

文主要着眼于个体行动者的关系指向特征及其自身社会地位状况对其所能获取



社会资源的影响。中关层面的社会资本文主要关注行动者所在社会网络整体的结

构性特征及网络间的互动。宏观层面上的社会资本文主要分析区域或者国家层面

上社会资本存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三章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社会资本

自从白尔迪厄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以来，社会资本理论逐渐

被引入对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分析研究领域。目前，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世

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区域发展中的社会资本文融合了技术创新理论、

科技哲学、经济社会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从社会文化的

视角剖析区域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

第一节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社会资本的涵义

区域创新体系概念是指区域内参与创新的各种主体(企业、大学、研究机构、

中介组织等)在相关制度与规范的约束下构成的一种网络系统。各创新主体在区

域内进行技术创新的要素交易与扩散，形成一个有市场中介服务组织广泛介入和

政府适当参与的为创造、储备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的相互作用的创新网络

系统。“网络”是理解区域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基于区域内企业的技术创

新以及知识的分享与扩散的创新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区域创新的能力。正是

基于对区域创新体系网络性的认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对

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网络关系进行分析。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关系资本或者称为社会组织资本，其在区域发展层面上主

要表现为一种社会群体的属性和社会结构性属性。罗伯特·D·普特南认为：“社

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 它们能够通过推

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按照克里曼的理解，社会资本是将交易的社

会环境赋予经济涵义，主要指的是社会关系或者社会结构，存在于行为人的关系

结构中，而不是存在于行为人或者物质产品中。罗纳德·伯特则提出：“(社会

资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

本的机会～⋯．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的最后

决定者。”从以上一些学者对社会资本的认识来看，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社会资本

实际上就是一种组织关系资源，它通过对区域创新要素的组织效率提升，发挥对

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体现其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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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概念还有不同的认识，特别

是对于社会资本概念本身的争议也影响着在区域创新这一具体领域的概念运用。

为了统一理论概念，本文严格按照在第一章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界定，对安全

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涵义进行概括。

首先，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社会资本是一种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这一网

络是特定区域内企业与相关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外相关实体、群体之间的

社会联系等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包括企业获取并利用这些关系来摄取外部信扈，和

其他资源的能力总和。

其次，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社会资本是一种以文化为基础的社会共享式规范总

和。这种共享社会规范包括区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正式、非正式的制度、区

域创新文化、创新价值观念与创新业绩的评估倾向。如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各创

新主体之问的合作倾向、共同的创新文化、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社会对创新的

认同以及由政府、市场组织指导下形成的法律、法规体系。

第三，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社会资本还是一种基于区域社会资源积累而形成的

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如同区域的品牌，通过第个区域创新主体的共同努力，

并同各创新主体共同受益的一种社会资源。这种社会资源有两种含义。一是区域

的共同形象，如美国硅谷的第一个企业都以出身硅谷为荣，并以此作为企业与外

部发生联系的资本。另一种身份认同是区域内部的人际身份确认。如共同来自一

个创新区域的技术人员，会由于共同的区域工作、生活经历而更加容易沟通与发

生业务联系。

第二节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分类

根据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定义，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对区域创新

体系中的社会资本进行分类。有些学者将社会资本划分为政府社会资本和民间社

会资本。前者被定义为影响人们为了相互利益而进行合作的能力的各种政府制

度，这些制度已有文献分析的包括契约实施效率、法律规则、国家允许的公民自

由度。民间社会资本包括共同的价值观，规范，非正式网络，社团成员这些能够

影响个人为实现共同目标进行合作的能力的制度因素。也有些学者根据社会资本



的存在形式将其分为正式联系的社会资本与非正式联系的社会资本。所谓正式联

系的社会资本是指根据一些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产生的区域创新网络，如合同关

系、法律关系、社团组织关系等。非正式联系的社会资本是指一些由于地理位置

上的相近性，在区域内部各主体之间产生的自发性联系，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

度、社会传统与文化、对持续创新的认识与社会评价等等，

本文在对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网络理念的基础上，根据我们的研究重心，将

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社会资本划分为以下六类：

1．基于制度关联的区域社会资本

这类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一些根据区域内部各种正式、非正式制度层面的安排

而形成的社会资本，如地区的经济体制、市场机制、法律法规、社会诚信以及文

化传统等因素形成的一个区域规范，这种规范根植于区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并

且伴随着区域制度创新和社会发展不断发展演变。

2．基于人际联系的区域社会资本

人是区域创新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基本构成要素，同时，人也是区域社会发展

的基本单元。因此，从根本上说人际关系是区域社会资本的核心。区域经济发展

与仓q新中的人际关系既可以表现为区域中的家族关系、也可能是由于共同的经历

而形成的关系(同学、同事等)。人际关系主要表现为非正式制度安排下的社会

资本，当然也有可能表现为正式制度下的社会资本，如某一社团组织中的上下级

隶属关系。

3．基于机构关联的区域社会资本

区域创新体系包括各类机构，诸如大学、企业、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业余

俱乐部、专业组织等等，而这些组织之间会由于种种业务形成一种区域性的社会

交际网络，如行业协会举办的会展、政府组织与企业之间的服务与监管、大学与

企业之间的技术创新合作等。这种社会资本与人际社会资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一方面，机构之间的关联是通过具体的个人来实施的，另一方面，这种联系虽然

由个人来实施，但主要表现为机构行为，而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形成的社会网络，

人际网络往往与机构网络形成一个交集，但不重叠。

4．基于工业结构的区域社会资本

工业结构联系是指一个产业内部各产业链或者产业环节之问，或者相关产业

之间，由于产业关系而形成的区域发展网络，这些网络形成了区域内部企业(机

30



构)拥有的社会资本。在一定区域内，基于工业结构而形成的社会资本使得上下

游企业之间、相关联企业之间、企业与技术服务机构之间形成价值增殖的供应链，

使它们能够以松散的团队的形式在一起生存，形成产业集群区，推动区域创新的

发展。

5．基于市场联系的区域社会资本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的经济发展一般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这种基于

市场交易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就构成了区域社会资本的一个方面。市场交易有多种

形式，其中最主要的市场交易是企业与用户之『日J的互动，来自市场需求的创新意

识往往成为推动区域创新的重要动力。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用户不能简单地理解为

一般商品的最终消费者，还应该包括中问产业的供应与消费、技术产品的供应与

消费、专业服务的供应与消费。

6．基于组织内部联系的区域社会资本

基于内部联系的社会资本是指组织内部存在的，有利于推动组织创新与发展

的组织成员间的信任与合作，促进组织内部各部门沟通与协调的各种制度性安

排，增强组织内部凝聚力的人际关系网。组织机构通过这种社会资本形成内部良

好的组织体系架构，促进内部信息交流与合作，部门之间的协调，从而实现技术、

知识的共享，提高组织效率。

第三节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基本特性

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区域内部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传播与

扩散，从而有助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社会资本还有助于降低区域发展的不确

定性，区域内部组织在相互交流沟通中形成共识，强化身份认同。社会资本广泛

存在于区域创新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具有一些共性特征。

1．社会的嵌入性

区域社会资本是区域内企业、政府、中介机构、大学与科研机构之间通过正

式或非正式组织的交流和沟通网络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网络根植于社会诸

多要素之中(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社会道德)，并且随

着社会的发展演变而不断演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资本是区域社会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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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表征，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发展之外。

2．存在形式的无形性与不可度量性

资本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物资资本表现为厂房、机器等，是

有形的。社会资本不具有实物形态，它是一种无形的资本，是一种能够感觉得到，

但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正是由于社会资本的无形性，所以社会资本也难以被

度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曾经对社会资本有过很好的描述，他将社会资

本的概念概括为一种非货币形式的货币价值。也就是说，社会资本不可以用货币

作为度量单位，它具有不可量度性。

3．使用价值的公共性

社会资本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社会资本一旦形成。就不是一个人能够使用

的，它必须通过与其它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发挥作用。同时，区域社会资本

一定的共享性和非排他性，即区域内的组织都有可能从区域的社会资本中获得益

处，并且社会资本并不会由于其它人的使用而降低其使用价值。

·4．存在与影响的持久性

社会资本一旦形成就不会很快地消失，它的存在与产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结

果，因而基于区域社会发展形成的规范、关系与身份认同将会在社会发展中存在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且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革命家逐渐增强、减弱或者消失。在

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社会资本可以被视为稳定不变的。

5．布局的非均衡性

区域社会资本虽然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但是，它却并不是均衡分布于整个

区域社会之中的。在不同时间、空间位置上，区域社会资本的存量不同，这就会

使得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的社会资本拥有量有着先在的差异性，从而使其社会

行动所受到的制约不同。如区域内部有些企业拥有良好的市场信誉、广泛的社会

认可，其长期形成的社会资本存在使其在区域创新发展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而另

一些机构则往往会由于种种原因，在享有区域社会资本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6．地理上的根植性

区域社会资本是一种基于血缘、地缘、业缘之上形成的制度、网络、信任与

承诺等的合作关系。这种基于血缘、地缘、业缘而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具有地理

“根植性”，来源于区域的文化背景，并非像经济资本的形成那样可以从一种投

资决策中形成，而是在实践当中由区域内的成员长期的规范、诚信合作的习惯行



为逐步展现出来的，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社会成员彼此间的信任与承诺及往

来关系深深地扎根于区域环境中，已经成为区域的一种风俗习惯，不易被其它地

区复制，而且迁移的机会成本高。



第四章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影响的宏观机制

社会学家布朗(Brown)将社会资本总结为三大类——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

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以及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从本章开始，本文借助布朗对

社会资本三个层次的划分，分别从区域创新的制度层面、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分

别对区域创新中社会资本的创新效应与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从宏观层面上来看，

区域社会资本主要包括社会的信任程度、区域发展的历史传统与人文背景、区域

内部的制度性因素以及社会法制化程度等几个方面。区域社会资本对于区域创新

的宏观层面上的影响主要从重视制度和非制度创新，构建有利于创新的区域人文

环境，激励创新的发生，为区域创新发展培育一个良好的氛围。

第一节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环境

创新是区域经济和区内企业发展的基石和推动力，而区域创新又来自于动态

的区域创新环境之中。在区域创新体系中，有关区域创新环境的的理论研究一直

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北京大学的王缉慈教授在其《创新的空间》一书中，甚

至将刨新环境的研究称为“创新环境”学派o。在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体系的研

究中，学者们一般将区域社会资本被视为区域创新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

社会资本置于区域创新环境的理论研究之中。

一、区域创新环境的概念及其构成

区域创新环境(或称区域创新氛围)是理解区域创新与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

概念。概括地说，区域创新环境是指区域内一组有利于创新的实物、非实物因素

的集合，它既包括社会制度、法律体系、社会心理、社会习俗、经营文化、社会

网络等软环境因素，也包括区域基础设施、劳动力、技术与经济存量等硬环境因

素。按类别划分，又可分为包括物质技术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旌在内的基础设施环

境、包括制度、历史传统、社会氛围、经营文化在内的制度环境以及包括人力资

源、资金、技术在内的资源环境三个方面。

。王缉慈：‘创新的空问》。北京丈学出版杜，2001年版，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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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盖文启认为，区域创新环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是促进区

域内企业等行为主体不断创新的区域环境(静态的环境)：二是为了进一步促进

区域内创新活动的发生和创新业绩，区域环境自身随客观条件的变化，随时进行

的自我创新与完善的过程(动态的创新环境)①。

Brusco和Tyebjee在1988年曾经归纳出12个成功区域的环境因素：风险投

资的易得性、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大量成熟的劳动力、供应商的相互接近、接近

客户与薪市场、令人满意的政府政策、大学r研究机构)与企业相邻分布、用地

便利、交通便利、善于接受新知识的群体、有辅助支持作用的服务业、宜人的居

住条件o。

无论是从概念定义还是从具体创新环境构成要素的罗列，都可以看出，区域

创新环境是区域创新的空气，只有适当的区域创新环境存在，区域内部的要种创

新要素资源才能有效地结合，进而产生技术创新的化学反应。

二、区域创新环境的社会文化研究视角

区域创新环境与区域创新之间保持紧密的联系。创菊f环境对于区域创新的重

要性在于，它是区域技术创新的基础与推动技术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传统的区

域发展理论主要重视区域硬环境对于区域创新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多地分析区域

经济要素集聚、区位优势、基础设施、政策条件等对于区域内产业发展与创新的

推动作用，而将区域的社会文化要素、历史传统视为既定的区域发展现实。伴随

着新产业区理论的研究进展，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由重视区域创新环境的硬要素

转向重视区域创新发展的软环境。从社会背景、文化要素及制度因素等方面分析

区域创新发展的绩效与潜力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有些学者甚至将创新环境研

究直接定义为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如北京大学的王缉慈教授就认为：创新环境，

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必须的社会文化环境，它是地方行为主体(大学、科研院

所、企业、地方政府等机构及其个人)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的

基础上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o。

1895年，欧洲成立的创新研究小组(GREMI)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区域

。盖文启；‘创新网络一区域绎济发展新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李青等；‘区域创新视角下的产业发展：理论与案例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9页．

。王缉慈：‘知识创新和区域刨新环境)，载‘经济地理》1999年第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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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环境问题。他们将区域创新环境定义为：“有限区域内，主要行为主体(结

点)通过相互之间的协同作用和集体学习的过程，而建立的非正式的复杂的社会

关系。这种关系提高了本地的技术刨新能力”。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GREMI

主要研究区域创新的软环境，并且提出一个近乎社会资本的核心概念。

Maillat(1998)也认为区域创新环境的内容不仅仅包括区域内企业对于生产

问题与市场机会的共同理解、企业家精神、企业的行为模式、企业利用技术的方

式等，更应该考虑到企业外部的技术文化、技能、劳动力市场等非物质的社会文

化因子的创新环境。盖文启也认为：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区内的社会文化环境、

制度环境、劳动力市场等软环境的建设是代表性的内容。。

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区域创新环境已经成为当前区域创新体系理论发展的

一个新领域。这一领域以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为研究重点，将创新环境描

述为由制度、法规、实践等组成的系统，强调区域制度建设、创新文化的发展对

于区域刨新发展的促进作用。

区域创新环境中的社会资本

区域社会资本无疑是区域创新环境的重要构成，而区域创新环境也对区域社

会资本的培育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区域创新环境与区域社会资本毕

竟仍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区域创新的基础与条件。如

果说区域创新环境是区域创新的空气，那么区域社会资本就是区域创新空气的密

度。区域社会资本是区域创新环境的一种表征，是衡量区域创新环境优劣的一种

软性指标。虽然衡量区域创新环境有多种指标，但社会资本作为区域内部的一种

组织资源，其所包含的社会网络、共享式社会规范、区域形象与区域归属感，无

疑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区域创新的基本面。

社会资本同时也为区域创新环境的优化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这种环境优化

可以是完善区域制度平台，建立信任、互惠规范，增强区域组织、个人间的信任

程度，发育区域创新网络，完善区域创新的微观机制(学习机制、扩散机制、竞

争合作机制)、区域创新网络、区域形象等，进一步改善区域创新环境。

。盖文启；‘刨新网络一一区域纾济发展的新思维’，北京大学出敝社。2002年版．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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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社会信任关系与区域创新

信任是经济学与社会学共同研究的主体，也是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之一。在

区域创新体系的视野中，信任主要表现为区域内部各种创新要素结合的可预测性

程度，也就是参与区域创新活动的各创新主体基于对对方的信任，从而降低了相

互联系的不确定性，进而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的总体运行效率。

一、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

在最近关系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中，关注社会信任关系、聚焦社会诚信成

为一个重要方向。人们对于信任这种反映社会生活的“软的”文化变量、无形的

方面、不可估量的社会属性，表现出不断增长的兴趣。虽然社会信任早就是古代

哲学与社会学的研究中心议题之一，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关于信任的研究

与早期研究不同的是，早期的研究一般把信任看作个人的态度，而当前的研究则

主要把信任看作人际关系的特征或者个体在他们的社会行动中可供利用的资源，

作为一种社会资本进行深入研究。

1979年，尼古拉斯·卢曼发表了一篇关于信任的有影响的分析文章，把信任

与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当代社会特征联系起来，第一次提出信

任不是传统社会特有的，已过时的东西，而是随着现代社会发展而发展。1999

年，波兰学者彼得·什托姆普卡(Pio仃Sztompka)在其《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

一书中，对信任给出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他认为“信任就是相信他人未来可能

行动的赌博”o。根据这个定义，信任有两个主要组成元素：信心与承诺。第一，

信任包括明确的预期，是建立在对他人在未来如何行动的个人推测的基础之上，

第二信任也包含了行动并承担义务，既是别人的预期行动之前，自己采取的行动。

彼得·什托姆普卡并且分析了社会信任的三个基本维度：

1．作为一种关系的信任

信任首先是一种关系，它建立在直接或者间接的交换基础之上。个人之间的

信任无疑是一种关系，而建立在单个信任基础上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构成一种信任

与不信任的社会网络系统(或者称之为信任系统)。基于相互信任关系，还会产

。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种社会学理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3页．
37



生合作关系。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信任感增强，人们更愿意进行相互问合作，

从而进一步增强这种信任关系。

2．作为人格特质与区域形象的信任

对于个人来说，信任是一种人格品质，它是信任关系在参与主体上的积淀，

是由于相互之间的信任、互惠以及由此产生愉快经历而带来的体验。人际之间基

本的信任关系一旦形成就会让人际交往更加人性化，合作意识更强。从一个地区

来说，信任)丕是一种区域形象，足一种由于单位主体的信任度上升，而营造的程

度区域环境。

3．作为文化规则的信任

把信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文化取向进行研究，澄清了信任的第三个研究维

度。信任一般被认为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信任与其它社会规则一起视为

一种文化。一旦信任文化形成，它将会牢牢扎根于社会系统之中，变成推动社会

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因素。

二、区域信任的社会形成

信任文只是区域社会结构、规范系统、制度、组织及其它宏观社会实体塑造

并定型的一种过程，它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通过一系列的宏观社会因素与微

观个体的社会认同，形成一种统一的社会规范。一般来说，有五种宏观社会环境

有利于信任文化的形成。一是社会规范的一致性，法律、道德、风俗的规范为社

会生活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框架，这些规范使得社会生活更加有秩序、可预测，进

而提高了人们对于未来的安全感，有利于促进社会信任文化的形成。二是社会秩

序的稳定性，如果社会群体、组织、政权等网络是稳定的、持久的、连续的，它

就为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点，人们遵循不断重复的惯例预测他们的

行动也就更加容易，社会信任水平也就会高。第三是社会组织的透明度，在一个

透明的、信息公开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社会预期会更加准确，失信与信任的收

益成本也会拉大，防止社会失信现象的发生。第四，人们对社会环境的熟悉程度

也促进社会信任的提升。在一个相当熟悉的环境中，对于未来的预测更加容易，

社会信任度也会更高。第五，人与机构的责任性。在一个处处充满责任的社会中，

人人都为社会运行提供自己的服务，并对社会失信提供监督，社会文化容易形成。



除了上面提到的五个宏观环境因素之外，社会信任文化的形成还取决于当前

的社会信任水平。社会信任文化形成往往存在一种临界点，在达不到这个社会临

界点之间，由于整个社会信任感不强，守信的社会成本加大，而不守信的机会收

益上升，社会的信任文化不旦不会增强，反而会出现更因中严重的不信任文化现

象。相反，如果社会信任度达到一定程度，社会信任文化就会具有一种自我增强

的能力(self-enhancing capacity)．

图4--1信任文化的社会形成

资料来源：[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

177页。



三、社会信任对于区域创新的影响

信任文化是区域创新新软环境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区域创新网络形成的基

础，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有了信任文化，则整个区域

就像有了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区域内创新活动主体相互交易成本降低、效率提

高，相互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增多，区域创新网络逐渐形成，知识流动加快，整个

区域创新体系绩效迅速提高：相反，如果缺乏信任文化，则区域内创新活动主体

相互交易成本提高、效率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减少，区域创新网络无法

形成，知识流动缓慢，整个区域创新体系绩效不断下降。信任文化除了对区域创

新中个体发挥作用之外，还会对更广大的社区参与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

具体来说，信任对于区域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1．信任激励了社会性，扩展区域创新的网络边界

信任让区域创新的不同主体基于相互信任关系参与到各种形式的社区联合

中来，通过不断扩大区域发展的社会性，形成更大的区域创新网络。而不信任，

是会让区域创新主体之间相互猜疑，导致合作关系断裂，侵蚀社会成本。

2．信任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区域创新效率

区域创新网络之间的相互联系，除了联系密度之外，还有联系成本问题。在

一个缺乏信任的区域中，各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交易或者合作)往往充满风险

性，为了降低交易风险，创新主体就不得不运用各种手段以弄清交易的风险性质。

而在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中，契约的签订与执行都往往基于对对方的信任，而无

需另外的费用，这样就大大降低合作(或交易)双方的成本，提高区域创新的效

率。

3．信任强化了区域创新体系的容纳性

信任往往表现为对新加者的宽容与认同，鼓励现有区域创新主体以一种没有

威胁性的方式看待新加入者，而这对于一个区域创新网络特别重要，特别是在一

个技术快速更新的社会中，新的创新主体(企业或者研究机构)往往会伴随着新

技术、新产业的产生而大量增加。信任文化为它们快速融入区域创新网络创造了

条件。否则，原有创新主体对新加者的不信任，形成。晕轮效应”(halo erie．c)，

在不断警戒中推动合作机会，增强创新成本。

4．信任促进了区域技术创新扩散



区域创新技术的扩散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技术合作、技术转让、技术学

习等，当区域内部信任文化较好的情况下，技术合作与交易的风险降低，交易的

积极性提高，人际之间的交往和谐，隐性知识得以传播，技术创新得发扩散。

5．信任增强了区域创新发展的认同意识，提升区域形象

信任文化还导致区域创新主体之间的集体意识，使它们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区

域特征的集合体。在区域内部，它们会以在不影响自身发展的情况下帮助其它创

新主体的发展为荣，在区域之外，它们又会展示一个共同的区域形象。

第三节社会文化环境与区域创新

人类的创新活动表明，文化对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区域创新文化是指区域内

长期形成的区域创新的共同理念以及共同的风范和精神，是区域社会资本的重要

组成部分。许多学者多创新文化的角度研究区域创新的发展，萨克森宁所著的《地

区优势一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以美国硅谷与128公路地区的发
展为例说明两个地区相近的技术在同一市场上活动，结果是硅谷的发展蒸蒸日

上，28公路地区则逐渐衰落。萨克森宁指出两个地区出现这种差异性结果的根

本原因就在于两者之间的文化背景不同。由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良好的创新文

化是区域创新发展的温床，一个和谐的、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对于区域创新发

展和区域创新成果应用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一、创新文化的内涵

在社会资本的研究含义中，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基础而存在。文化具有

多重内涵，通常用来指一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包括它的价值观、习俗、体制

和人际关系等等。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从最

深层次上影响着社会组织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创新文化是指与创新活动密切

关联的文化形态。它是社会成员对创新活动的基本态度，是社会制度安排的观念

基础。中国工程院院士、原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认为：“创新文化是一个有利于

创新活动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社会环境的综合体，是激发活动的精神家园。

简而言之，创新文化就是有利于催生创新灵感、激发创新潜能、保持创新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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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科研生态环境。在这种生态环境中，创新主体创新欲强、敢于探索冒险、

勇于标新立异、善于开拓进取，创新主体之间乐于团结、协作、竞争、共享成功

的经验与教训，社会能够容忍失败、能够给创新者自由的创新空间、能够给创新

者恰当的评价和鼓励。”。

区域创新文化可区分为内在文化和外在文化。内在文化就是观念文化，外在

文化即是制度文化。两种文化从不同的方向作用于创新活动，观念文化为制度文

化提供实现的思想基础，制度文化又使观念文化有了社会载体。观念文化是影响

创新活动的最主要的东西，它是创新的内在动力。观念文化中所包含的信仰、理

性、价值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决定了人的活动是否能够“创新”，它表现为人们

对创新活动的态度。一种适宜创新的观念文化其自身也必定是一种创新，它使人

有一种广博的思维视角，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从而使人具有博采众长的

技艺。制度文化是指创新活动时的社会环境，它是创新活动的外在动力。创新活

动不仅仅是技术活动，它更主要地表现为创新人群的社会活动。创新人群所处的

社会环境，如政策、法规、五大流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知识流渠道、

市场等等，这些因素的变化可以影响到是否能形成创新活动的“吸引子”，产生

创新活动，聚集创新人才，放大创新活动即创新成果的影响。因此适宜创新的制

度文化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勇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的制度文化，具有宽容的、

宽松的特点。

二、区域创新文化的构成

区域创新文化是一个地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区域特色、

有片于摧生创新灵感、激发创新潜能、介质区域创新活力的综合文化系统，它由

若干个要素构成，主要包括区域社会中的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新氛围等三个

方面。

1．创新思维

技术创新的实质就是对现有技术的突破与变革，而要突破和变革原有技术，

就必须开拓前所未有的思维边界，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也就是要依靠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既是一种个人的思维习惯与能力，同时也是一种区域创新能力，表现为

。引自潘云鹤在2001年lO月19日在“西湖论坛一一科技文化与创新国际研讨会”上所作的题为“大学在

创新文化环境构建中的使命”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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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区域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

2．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人在创造活动中逐渐凝聚而成的一种胆识与气魄，能够推动区域

创新的不断发展。创新精神首先表现为一种敢于质疑、敢于批判的精神。其次，

创新还是一种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精神。第三，创新精神还是一种勇于探索、

不断开拓的精神。美国硅谷科技创新与发展中所形成的“硅谷精神”就是一种典

型的创新精神，它是根植于硅谷的社会文化发展中的“神”，是一种无法复制与

仿效的精神。

3．创新氛围

一个好的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能让人思想解放，精神振奋，不断追

求创新，即使在创新失败时，获得的也是鼓励和支持。创新氛围是创新者的精神

家园，在它的滋润哺育下，火花可以结出果实，幼苗能长成大树。美国硅谷是创

新发展就利益于这个地区特有的良好创新氛围，这里鼓励冒险，容忍失败，吸引

着大量的世界各地创新人才向硅谷集中，从而进一步推动硅谷区域创新的升华。

三、区域社会文化的创新功能

社会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最深厚的底蕴，它营造区域经济发展的

社会氛围，激发区域创新活力与内在活力。社会文化通过创造、激励、渗透、整

合、导向与规范等机制对区域创新活动中的宏观影响因素和微观主体产生作用，

这种作用包括影响企业家的生成与决策、企业产权制度安排、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和集群生成等方面。

1．社会文化能够创造区域创新资源，特别是隐性区域创新资源

区域创新资源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有形区域创新资源，如基础设施、资金、

技术专利等，另一种则是无形的、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创新资源，如创新意

识、创新精神等。区域社会文化能够激发人们的创新活力，形成一种创新的精神，

推动区域创新的发展。

2．社会文化能够激发区域创新的活力，推动区域创新发展

区域创新的社会文化通过激励机制，激发经济行为者的创新意识，形成一个

有利于创新的宏观氛围，进而推动区域创新发展。如美国硅谷的勇于创新的创新



文化激励着许多具有潜在创业优势资源的创业者去尝试实践创业活动，并在创业

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与阶段后，追求更大成功的持续动力会激励创业者们不断进

行技术创新。

3．社会文化能够形成一种渗透机制，影响区域创新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创新组织(企业、研究机构等)的决策和组织制度的演进过程中，文化发挥

着重要的影响力。文化通过知识观念和意识形态对组织决策发生影响，通过渗透

机制对组织的产权安排和制度变迁路径发挥作用，进而促进组织的制度演进。美

国硅谷具有一种开放的社会文化，这使得硅谷地区企业能够形成较为开放的治理

结构，能将企业外部创新资源与内部治理相结合，进而推动区域创新的发展。

4．社会文化能够通过整合机制，影响区域创新活动中制度安排路径

社会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内容，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区域的创新发展

需要用一个一致的创新文化将整个区域进行整合。文化整合是以教化为前提的，

先进的区域创新文化通过对区域创新的潜移默化的教导作用，培养人、感化人，

培养人、塑造人，将区域创新要素整合到一个相对一致的方向上来。

5．社会文化能够通过导向作用，形成产业集群，促进创新的实现

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对该地区的实践能够形成一种导向性约束，提供了一种

标准范本与行为规范。创新来源于社会化的学习过程(包括文化、制度等非经济

因素)，产业集群是在企业空间集聚基础上强调产业内各种要素的有机聚合和协

同整合，进而汇聚成多层次的创新网络系统。从文化来看，产业集群反映着一个

地区的分工与合作观念，是促进创新的有效经济组织形式，它具有降低创业成本

和促进创新的功能。
‘

6．社会文化能够发挥规范作用，影响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社会文化也具有规范化的一面，特别是经过长期的时间积累之后，区域社会

文化会形成一定的规范。如人们对于区域发展的共同价值观念取向、技术创新的

行为准则、区域创新典范与楷模的示范效应、共同的生活习惯与交往礼仪、共有

的文化传播工具与传播网络。凡此种种，区域长期发展所形成的文化内核将会形

成良好的区域创新软环境，成为区域创新发展的巨大文化财富。



第四节社会制度结构对区域创新

制度是对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的总称。在社会资本的定义

中，制度属于社会共享规范的范畴，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类。正式制度

是指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并创造出的行为规则，包括法律、规章以及经济主体之间

签订的正式契约等等。非正式制度则指伦理道德、传统文化、风俗习惯、意识形

态等等，乃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无意识地接受的行为规范。在区域

创新发展中，制度的作用非常重要，它能够规范各创新主体的相互关系，确保创

新网络的稳定性。本节将对区域社会制度结构对区域创新的影响进行较为详细、

系统的分析。

一、技术创新研究的制度化发展趋势

虽然早在1912年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时，就把“实现一种新组织”作为创

新的五个方面之一，具有一定的制度创新的内容，但是，人们通常认为，新制度

经济学的出现正式将制度创新列为经济学的基本文内容之一，并且逐渐将制度创

新引入到技术创新的研究领域中来。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相互关系中，新制

度经济学提出“制度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而不是技术

创新决定制度创新，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不好的制度安排将会将技术创新

引离经济社会的发展轨道，扼制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研究的融合，既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是当

前国内外技术创新研究领域的新趋势。这一趋势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受

到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决定论”观点的启示与影响。从静态上来看，不同

有制度安排决定了不同的技术创新模式，不同的制度安排规定了创新要素的互动

方式与结合方式，产生不同的技术创新动力，形成不同的技术创新结果。从动态

来看，制度的发展方向决定着技术创新的发展方向。制度创新是将一种新关系新

体制或者新机制引入人类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并且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过

程，制度的发展变化成为技术创新发展的一个基本变量。

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规范系统。我国学者袁庆明在其博士



论文中，认为技术创新制度具有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①：

1．复杂性

技术创新制度的结构是复杂的，既有经济制度，也有政治与思想制度及文化

制度；既有正式制度，也有非正式制度。

2．层次性

按重要程度不同，技术创新制度可划分为根本性制度、重大性制度和辅助性

制度等三个不同层次。

3．关联性

技术创新各种制度之间是相互依存与相互影响的，各种制度是通过与其它制

度的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发挥对技术创新的规范作用与影响。

4．演迸性

技术创新制度本身也在随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这是由于

社会本身的发展就表现为制度的发展，新的社会形态、新的技术领域出现、新技

术在社会中的应用都会对制度产生影响，促使制度的创新与发展。

5．特殊性

不同的区域技术创新制度安排具有不同的结构与特征。这是由于区域所在国

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背景、人文传统以及国家所处的国际地位所决定的，制度

是难以完全模仿的，具有自己的独特特征。

6．趋同性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制度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趋势

非常明显，各个地区在保持本地区独特制度特征的同时，也呈现出制度趋同的现

象，特别是一些被证明有效的技术创新制度，如硅谷的风险投资制度、期权激励

制度等，都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模仿与复印。

二、区域社会制度的创新功能分析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减少外部

性、带来规模效应、中性制度效应、获得比较利益、降低交易成本、惩罚离经叛

道行为、减少不确定性等七个方面。这七种功能又隶属于二种更基本的功能：即

。袁庆明：‘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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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刺激(正向与反向)与提供预期(制度安排下的信息透明度)。笔者认为，

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制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为区域经济主体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提供激励，使经济主体在技术

创新和产业创新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与收益相联系。制度为经济主体的技术创新

和产业创新提供有效的激励，使经济主体在从事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时付出努力

所得到的个人收益接近于或至少正比例于社会从其努力中得到的社会收益，使经

济主体所付出的成本与所得到的收益真正相联系。

2．为区域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提供约束，为经济主体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创

新中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一定的制度可以提供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所要求的各种

有关的技术规范、框架以及行为与活动的准则等，从而使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的

实现具有行为度量的标准，为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中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促进

合作以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规范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就能够减少或降低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中阻碍合作的因素，使行为主体形成稳定

的预期，为人们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中达成合作创造条件。

3．降低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中的交易费用。制度可以降低技术创新和产业

创新中的交易费用，通过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抑制“经济人”的机会主

义倾向、提供稳定的预期等而降低交易费用，促进技术进步，并使技术产业化，
＼

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4．可以协调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减少由于不协调而带来的成本费用。经

济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但是创新只有在创

新主体之间关系协调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永恒。因此，只有进行制度创新，不断强

化制度安排，在创新主体之间建立起一套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制度安排，才能实

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有效联系，才能降低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成本，使技

术产业化，并促进经济发展。

三、社会制度对技术创新：两个案例

在技术创新的制度化研究中，我们也不能停留在哲学思维与抽象研究之中，

而要结合具体的制度设计进行具体的研究。近年来，许多学者展开了这方面的探

索。本部分选择区域创新体系中两个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企业治理制度与知识产



权制度，对此进行具体分析，说明制度因素对区域创新体系的影响。

(一)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表现

企业治理结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项微观企业制度。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

对企业的管理者、所有者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态度不同。一般认为，企业的所有者

(股东)追求的是企业长期经营利润或者是企业长期利润贴现值的最大化，而管

理层则追求企业当期利润最大化。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高投iX．--般来说意味着高

风险高回报的战略，这对股东而言是有吸引力的，因为这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

而且股东可以通过实施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来分散风险。相反，经营者一般不愿意

对长期性的技术创新项目冒险投资，因为这种投资往往意味着较高的失败率，从

而经营者必须面对所带来的职业风险。除了职业风险以外，经营者也会考虑避免

作为这类决策所需付出的个人成本，包括付出额外努力去掌握新的技术或管理新

的风险。而且，针对财务绩效指标来评价经营者，也使他们倾向于那些可测量的

短期性回报的项目，而回避那些具长期风险的创新项目。

企业股权结构是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决定了企业不同利益相关者在企业治

理中的相互关系与相对地位。从企业技术创新的角度看，影响企业经营者从事技

术创新活动积极性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企业经营者持股水平，二是企业大股

东对技术创新的支持。

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对创新的激励和制约状况有明显的差异。以国际上典型

的二种企业治理制度为例。英美等撒克森体系的国家，外部市场体系在公司治理

中占有重要地位。股权的分散和高度流动性以及持股的短期性质，迫使公司将最

大限度地攫取利润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因此往往十分注意短期经营状况，如

资产利用率、利润率、销售额、市场份额等。股票的升值与总裁位置的稳定有直

接关系，经理人员迫于股东“用脚投票”压力以及主要股东的分红压力，只能偏

重于追求短期盈利，对技术创新不太重视，在创新方面这类企业相对偏向短期项

目和机会，善于抓住快速见效的新技术机会，但缺乏长远眼光。

与此相对应，日本和德国是属于内部治理模式。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和相互

持股的法人组织长期拥有公司的大部分股权，从而内在地实施对公司的治理。日

本公司的经营目标是综合性的，由于其根本目标是长期增长、最大限度地提高企

增长速度，因此对短期出现的经济利润问题不作过分追究。所有者与经营者

比较密切，有利于公司保持长远的战略眼光，以较大的自由度去追求经营行



为的长期化。经营者受到的分红压力较小，也可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技术创新与

新技术的应用方面。

(二)知识产权制度与区域技术创新表现

知识产权制度是保护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成果的重要法律制度，伴随着人类

文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诞生的，并日益成为各国保护智力成果、促进科学技术

和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国与国之间、区域之间竞争的有力措旎。大量事实已经并

将继续证明，知识产权制度贯穿于技术创新的全过程，是支撑技术创新的一种重

要制度，对于技术创新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技术创新活动以及创新成果的价值是通过知识产权来实现的。知识产权制度

是关于知识这种无形财产的法律制度，它倡导知识的有价值性，并确立了知识、

技术等无形财产的权利特征，将其纳入权利的范畴，以行政强制力为后盾来保障

权利的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赋予知识所有者某种权利或法律地

位，保护权利人的权利，鼓励创造知识，促进科技、文化和艺术等事业的进步。

知识产权对创新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1．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方向的引导作用。技术创新具有不确定性，而高新

技术表现的“高”、“新”特点，使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进而

导致企业对创新产品和技术路线选择上的盲目性。而知识产权由于是以公开技术

内容为代价的私权，会使企业及时获知自己从事的相关技术领域的技术状态和技

术的法律保护状态。知识产权制度所保护的技术创新成果必须具有新颖性，由此

在企业对比分析以后，便可以已公开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产品开发方向，

确定技术开发路线，既可避免重复研究，又可保证技术创新难题在可能的技术领

域和可行的商业领域中解决。

2．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成果的传播作用。高新技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在

知识产权制度的保障下，一方面可获得高收益，另一方面引导其它企业对这种高

收益的追求进而进行技术模仿，在模仿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形成持续创新。对

国家而言，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通过持续创新，技术得到传播、扩散，形成新的

产业群。授予主体以知识产权是将专有权和促进技术信息公开统一起来，其公开

的技术内容为传播提供了前提，为知识的传播、技术的转移提供了极大便利，促

进企业生产要素根据市场原则合理流动。

3．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主体的利益保障作用。知识产权对高新技术企业利



益的保障作用还体现在：如果企业的知识产权被侵害，就会产生基于这种对知识

产权支配权而形成的一系列的请求权和抗辩权，以保障企业利益的最终实现。如

果对技术创新成果没有给予法律上的保障，技术创新的成果就会白白地“流失”，

高新技术企业每年总销售额的5％的研发投入就会付之东流，30％的科技人员的

技术创新劳动成了徒劳。

4．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活动的规范作用。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竞争的存在

使得不正当竞争成为可能，因为侵权仿冒的成本要比企业进行“高投入”的研发

成本低得多，“寻租”行为成为可能。由技术创新形成的高新技术，因其易流动

和无形性，使得技术秘密被侵权经常发生而认定侵权十分困难，知识产权制度追

求权利人的技术垄断与公众利益的平衡，这种立法的“二元”价值目标决定了知

识产权主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时又要遵守公平竞争原则。其次，知识产权所

具有的专有性，使其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由此在知识产权制度中确立的合理使

用、在先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就是对权利主体垄断权的限制。再次，知识

产权制度确立了发明人、专利权人和单位对技术创新收益的分配机制。



第五章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影响的微观机理

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区域内部各种组织内部

与组织之间的社会联系网络，这种网络主要基于组织内部个人的社会交往与社会

关系而形成的。由于企业是区域创新组织的典型代表，并且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其

它组织f研究机构、大学、政府组织J的运行或多或少地都与企业存在一定的相

似性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以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剖析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的

社会网络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第一节企业社会资本的定义、构成及其来源

在社会资本的研究当中，企业社会资本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经

济活动的主体主要是企业，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对企业从事社会活动，并且通

过社会网络获取了展资源，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要素，能够引领人们从更加

宽广的视野研究企业的发展问题。

一、企业社会资本的内涵

自从布尔迪厄创立社会资本的概念以来，早期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对象多局

限于个人。1992，罗纳德·伯特最早把社会资本由个人层次延伸至企业层次的是，

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行为者从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获得的一种资源，企业作为有

目的的社会行为者，社会资本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会扩展到企业层次。企业内部和

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的最终决定者。但真正系统提出企

业社会资本的概念并对其进行分析的是盖比(Gabbay，1999)，他以企业作为研

究主体，分析了社会结构如何与企业以及企业内成员目标的实现相关联，他主张

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结构为载体，有助于企业目标实现的那些资源，最终他

把企业社会资本界定为“企业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获得的能够促进其目标实现的

有形或无形资源”，这一定义显然扩展了社会资本的内涵，因为它不仅包括了关

系中的信任、规范等促进合作的无形资源，也包括企业(或其内部成员)从关系

伙伴处所获得的其他有形或无形资源。



我国国内较早发表的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是2000年3月美国明尼苏达大

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边燕杰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丘海雄，署名在《中

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企业社会资本及其边界”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提出企

业社会资本的概念为：企业“社会资本是通过行为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

种联系涉取资源的能力。”，他们认为，企业的社会联系有三种类型：纵向联系、

横向联系以及社会联系。所谓纵向联系是指企业与上级领导机关、当地政府部门

以及下属企业、部门的联系。所谓横向联系是指企业与其他企业的联系，如业务

关系，协作关系，借贷关系，控股关系等等。所谓社会联系则是指企业法人或者

是企业经营者的社会交往关系。在确立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之后，边燕杰、丘海

雄的文章还用三个指标对企业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第一个指标是是否在上级领

导机关任过职。第二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跨行业的其他任何企业工作过

及出任过管理、经营等领导职务。第三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交往和联系

是否广泛。国内其它学者也曾经对边燕杰、丘海雄提出的企业社会资本概念进行

过不同的探讨。中山大学社会系的刘林平教授就曾经在《社会学研究》上撰文对

此进行分析，他认为边燕杰、丘海雄提出的以企业法人的社会联系作为企业社会

资本的研究与测量虽然是有意义的，但也是存在局限性的。企业的社会资本不仅

仅局限于企业法人，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一般工作人员的社会联系都

是企业的社会资本。另外，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网络与关系都是企业的社会资本，

只胡那些有用的社会网络才是企业的社会资本①。

综合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资本的论述，本文认为，所谓企业的社会资本

就是蕴藏在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中，能够产生或者获取企业发展所需

要的稀缺资源的一种能力。这概念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首先，企业的社会

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企业社会资本的外在表现形式。不管是企业内

部的社会资本，还是企业外部的社会资本，它都表现为一种社会网络。其次，企

业的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只有那些对企业发展的用的社会网络才能称为企业的

社会资本。因为资本本身具有生产的性质，只有能够为企业所用，并且为企业的

发展带来效益的社会网络才是企业的社会资本。由于企业社会资本的主体是企业

而非个人，而企业社会资本又是由个人的社会资本转化而来的，所以，只有与企

业生产有交的个人社会资本才能转化为企业的社会资本。如～个企业总经理有多

。刘林平：‘企业的社会资本；概念反思与测量途径，，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二期．

52



种社会关系，既有生意上的社会关系，也有个人爱好方面的社会关系，那么，那

些与生意无关的纯个人爱好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就不是企业的社会资本。当然，如

果该总经理通过个人爱好交结生意上的朋友，那么，其个人爱好所形成的社会关

系也就成为企业的社会资本了。

二、企业社会资本的构成

企业的社会资本包括企业的社会资本与外部社会资本两大类别。前者是指企

业内部存在的，有利于推动企业成员之间、各部门之间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关系总

和。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是指一个企业与相关企业之间的社会网络联系。传统社会

学关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一般较多关注企业外部的社会资本，而管理学领域关

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较多关注企业内部资本。

(一)企业内部社会资本
～

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内部机构与员工之间相互关系形成的一种企

业发展资源，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类：

1．企业内部各部门的组织网络关系

企业内部的组织体系决定了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在一些大型企

业中，生产部门、研发部门、营销部门之间的设置是否合理，联系是否密切，直

接影响企业的运营效率。企业组织是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而企业组织之

中蕴藏的关系网络也是企业社会资本的一项重要内容。

2．企业员工之间的协同关系与知识共享

企业员工之间有相互信任与知识共享程度是一个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重要

内容。如企业员工的轮岗制度能够促进员工之间的交流，也会产生生产效率，企

业内部培训也会促进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产生。

3．管理团队的凝聚力与领导能力

管理团队的协同能力、团结能力以及对下属员工的影响能力，都是企业发展

的必要保障，这也代表企业内部管理的有效性与否。

4．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内部社会资本规范化、制度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企业社会

资本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整合企业内部关系网络形成合力一种重要载体。



(二)企业外部社会资本

企业外部的社会资本包括企业与其它组织之间各种联系与关系的总和，一般

来说，与企业发生联系的外部组织包括供应商、用户、大学、研究机构、政府等

其它社会组织或者个人。

1．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所谓与供应商的关系．是指企业与提供原材料、零件、设备及服务的供应商

问的一切联系。与供直商保持良好的关系是确保企业生产经营正常进行的重要保

障，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一般通过压低库存的方式降低成本，这就需

要供应商的配合，有时为了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也需要供应商的支持。

2．与用户之间的关系

企业的最终生存与发展都需要通过市场将自己的商品或者服务销售给用户

来实现。因此，没有一个企业不重视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客户关系管理是当前市

场营销领域的一个重要热点，一对一管理、客户服务中心、积分卡管理等手段与

方法的运用，都是企业运用关系营销获取经营利润的手段。

3．与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

企业一般会与大学、研究机构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市

场竞争已经越来越多地转向技术创新领域，企业需要通过与大学、研究机构保持

密切的技术创新合作，维持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大学作为企业发展的人力

资源摇篮，也需要通过与这些机构保持联系，以获取人才或者培训现有员工。

4．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与政府是一种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在不完全市场

经济条件下，企业往往通过政府公关，获取寻租收益或者行政垄断地位。另外，

政府的政策也需要企业的配合，企业也需要政府的政策优惠，无论在何种条件下，

企业与政府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



图5—1企业内外部的技术创新环境

资料来源：陈劲、张方华：《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99页。 ·

三、企业社会资本的来源

社会资本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但是不同企业之间的社会资本差异很

大，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除了先天性因素之外，也与企业自身社会资本的累

积方式有关。一般来说，企业社会资本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来源：

1．继承

企业社会资本的来源之一是对企业发起人原有社会资本的继承。如是新设企

业，其股东原有社会资本会对企业的初期发展及发展战略定位发生重要影响作

用。如，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的产生往往是由于企业发起人借助某一项技术专利

或者某一产品进入市场，并通过个人关系打开市场，不断推动企业的发展壮大。

2．引进



当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要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社会资本，一
‘

种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引进具有较多社会资本人管理人员或者兼并其它企业，实

现社会资本的增殖与扩张。如，我国一些小型商业银行，为了尽快开展业务，往

往通过从国有银行“挖人”的方式，带来客户资源，实现企业业务增长。

3．培养

内部培养是企业社会资本的另一来源。特别是对于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往

往伴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形成一种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决定了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

存量与增殖方式。比如，我些企业通过设立企业大学，对员工进行培训，经常性

地对员工进行轮岗，通过举办一些企业内部的文化活动或者技能比赛，促进员工

的交流，增进企业的社会资本。

第二节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

可以改善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交流的效率，方便对技术信息的评估，并大大提高

个人解决问题的技术能力。个人要有效的交流和共享企业内部非常专业化的技术

知识，他们必须拥有一些共同的知识。而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可以促进这些共同

知识的建立，“人们进行相互沟通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取决予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拥

有共同的语言。”再者，由于知识是通过提出新概念和与其他的知识相联系而发

展的，企业内部频繁的交流会有助于新的技术知识更快地建立。通过频繁的内部

交流而建立的共同语言还可以使企业更快地获取新知识和摒弃不相关的旧知识，

从而提高知识搜寻的效率。当大家都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标准方法和个人拥有的专

业知识被广泛地为企业内部的员工所共享时，企业可以减少重复投资，进而大大

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

一、组织学习、知识共享与企业技术创新

学习是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于个体中也存在于社会组织之

中。对于个体来说，学习是一个积极的智力过程，个体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各种各

样的技术与知识，提高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参与社会组织的能力。对于组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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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群体来说，学习则是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技术型企业中，企业的

组织学习能力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企业通过一定的制度安

排让内部员工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不断提高个人知识与技术创新能力，同时推动

企业内部个人与个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个人与部门之间、企业内部与外部

之间形成良好的学习互动关系。

组织学习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非常重要。一个学习型组织要么组织自身进行

学习，要么支持组织成员进行学习。所谓学习型组织(1earning organization)通

常是指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符合人性的、有机

的组织。在学习型企业中，一方面要求企业员工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提高自身

能力，还要学习如何在一起工作，发挥参与精神以及如何适应不断变革的组织和

环境。

Denton(1998)认为，一个学习型组织应该具有以下五个特点o：

●学习策略；学习应该是组织整体策略中有意识偏重的一部分，创造新知

识应该成为组织工作的核心，组织内部发展的新知识是学习型组织的创

新源。

·灵活结构：组织内部的结构应该简单，不能形成官僚体制，阻碍组织学

习，畅通的网络联系是组织学习的重要保障。

●无责备的环境：一个宽容的学习环境是学习型组织所必须的，任何时候

的学习都应该被重视与鼓励。

·学习的目标：一个组织应该有一个学习目标，只有组织确立了这个目标，

并且鼓励组织成员向这个目标前进，学习才有效率。

●外部环境：组织内部的环境与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组织学习要对外部环

境做出回应。

企业内部的学习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知识共享的过程，有效的组织学习能够

极大地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学习过程，学习的根本任务就是推动企

业创新。企业的学习包括同一部门内部员工之间的相互学习，这样有利于本部门

知识的积累与创新能力提高。不同部门之间的学习，能够形成一种创新链，在企

业内部形成一个刨新网络系统。而企业开放式学习，向客户学习、向供应商学习、

甚至向竞争对手学习都能够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Dcllt峨J．Organisational latching and E蚴v∞№London：Routhledge,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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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创新学习有多种方法和多种层次。一种方法是对员工进行轮岗，让同

一员工在不同部门之间经常变动工作，熟悉企业的运作规范与技术规范。不同领

域的员工经常性调换，也可以促进知识的汇集，促进新思想、新观念的形成。员

工之间的交流也有利于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知识也得到了积累与分享。另一种

方法是加强不同层次员工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如让技术研发经理经常性地与一线

技术人员进行沟通，让研发经理了解具体的技术困难，让一般科研人员了解企业

的技术创新战略。第三种方法就是让不同领域的员工在一起工作，在共同工作中

促进相互学习。如将技术创新部门与市场销售部门放在同一办公地点，派遣不同

部门的员工参加一些共同的工作，如让研发技术人员与销售代表一起为客户提供

技术支持服务。不同部门员工通过相互学习，共同明确问题和探讨可能的解决方

案，双方都在创新能力方面得到提高。

二、隐性知识、非正式网络与企业技术创新信息获取

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于知识、信息的占有与共享。特别是对

于高新技术企业而言，由于技术产品的周期非常短，如何在企业内部更新科研信

息，并且实现科研信息的共享非常重要。虽然当前电子网络在企业技术创新中的

应用已经非常普遍，但仅仅通过电子网络的信息交流与沟通还远远不够，特别是

对于一些隐性知识，往往需要由企业员工面对面的交流才能实现。

所谓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主要是指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知识，它蕴

藏在人的大脑之中，特别是一些专家的大脑之中，很难用语言直接表达，个人属

性非常强。由于隐性知识总是与人的直觉、灵感、技能、洞察力和实际经验联系

在一起，因而要将隐性知识在个人之间进行传输非常困难。一般来说，企业通常

通过员工之间的直接对话的方式进行交流，如师傅带徒弟、让新进研究人员在旁

边进行观察，在共同进行一项任务时通过模仿获取一些技能。

企业的社会资本对于企业技术创新信息的交流发挥着重要作用。良好的社会

资本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基础之上的，主要由各种社会关系

网络组成。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又可分为基于正式制度的关系网络和基于非正式制

度的非正式关系网络两种类型。由于隐性知识属于主观性知识，非正式网络往往

能够实现更好的传播。一些研究成果也表明，非正式网络在隐性知识的传输要比



正式网络快得多，科学家40％的知识是通过非正式网络获取的，工程师通过非正

式网络获取的知识则高达60％回。

非正式网络促进信息与知识的传输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非正式网络形成的环境一般比较宽松、自由、积极，这样就为知识的

转移提供了较好的氛围，并且交流的内容不受任何限制，参与者能够自由发挥。

在正式交流，如演讲、报告、授课和培训时，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语言和行为的重

要性，人们会感到紧张，担心自己的语言技巧，担心自己的表达是否能够被他人

理解等，而且交流的内容主要围绕固定的话题进行，其主题受到很大的限制。然

而，随机的、非正式的、交互式的交流方式使人们感觉不到任何压力。由于人们

习惯于非正式交往(如聊天)，并认为它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每个人都有更强的

欲望和别人接触。他们几乎可以交流所有的事情和任何观点而不必担心有什么错

误或负什么责任。同时，非正式交往的简单化，可以使交流者直接切入关心的主

题，从而大大促进了交流的效果。

第二，许多隐性知识都是通过非正式交往的形式实现的。由于非正式交往的

频率要比正式交流高得多，而组织一次正式交流非常复杂，许多事情要事前准备

好，相反，非正式交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它可以发生在

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

第三，利用丰富的表达方式，非正式交往可以传播巨大的信息量。非正式交

往利用语言传播清晰的知识，利用非语言传播隐性知识和情感、思想等。在个人

之间的交流中经常会有一些隐含的信息，这种交流具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宽松的

交流环境、交流双方的面对面接触、信息的直接反馈、非语言的信息表达可以使

双方准确理解各自的思想，抓住研究内容的本质和争论的焦点。同时，在非正式

交往中，产生新观念所必需的信息综合过程要比正式交流完成得积极主动。

第四，非正式交往是通过社会网络来传播知识的，因此，其信息传播速度是

逐渐增加的。非正式传播渠道具有最短的时间间隔，在人与人的接触中，甚至专

家的交流中，所需要的信息能够很快获得。通过人际关系网络进行的非正式交往

具有很强的信息搜寻功能，交流者从同事那里获得相关信息要比从无数的出版文

献中搜寻来得容易得多。只要一个成员提出信息要求，许多人就会同时从自己的

大脑中自动搜寻相关信息，并将其提供给需要者。

o陈幼、张方华：‘社会资本与技术剖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舨，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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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技术创新网络中隐性知识流动转化结构

资料来源：黎继子、蔡根女；《．技术创新网络与隐性知识流转分析》，载《研

究与发展管理》，2004年第5期。

三、企业内部竞争压力与技术创新动力

企业内部的社会网络有利于形成群体压力，增强竞争意识，从而增强个体创

新的动力。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来看，人类的许多创新研究就是在社会

经济环境的压力下取得的。企业的技术创新也是如此，企业往往是基于来自外部

的竞争压力(市场压力)和内部的压力(竞争动力)而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

企业内部的社会网络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当一个科研人员通过交往所形成的

朋友圈子，或者通过工作关系所形成的同事，构成一个个群体，群体对个体的影

响主要是通过群体压力形成的。压力是一种势能，这种势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

化为动能，如何有效地促进这种转变，涉及到社会制度、方针政策、管理体制、

科技立法等多种因素，因此，在创新研究过程中，要主动寻找压力势能，变势能

为动能，有效地促进创新研究的深人发展。

群体压力是指群体对其成员的约束力，它直接影响着群体成员行为的一致程

度，影响着群体效力的发挥。客观现实中，社会心理环境无不有效地影响着个体

的心理变化。根据现代心理学的“从众心理效应”，社会心理环境一经形成，就

产生一定的群体压力，对群体成员有制约、规范作用。比如，在一个集体内部，



大家认为不努力工作是不光彩的，那么混日子的人就会感到有压力，就很难再混

下去了，就要改变自己的行动：如果群体中大多数成员认为做人要安分守己，不

要出头露面，那么，敢于坚持原则、敢于讲真话的人就会感到有压力。人的发展

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心理环境，取决于这个社会心理环境所形成的群

体压力。

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而言，通过非正式网络所形成的压力，可能比正式制度

的压力还要大。比如，同时束自清华大学的两个博士，应聘到同一个企业工作，

一个由于积极工作很快做出成果，获得较高的职位，而同时进入企业的另一博士

也会在这种压力之下采取相应的行动，要么积极工作，追赶同学，要么换一个单

位，摆脱这种压力。这是因为人际比较，个体通过与周围的人进行对比，来正确

评价、认识自己。在人的深层意识中，总是存在一种时时想估计自己的内在驱动

力；而且，在缺乏客观的、非社会标准的情况下，人们将通过与他人的对比来估

价自己。

企业内部技术刨新动力还往往来自组织之间，如两个技术创新小组或者多个

技术创新小组共同组成一个技术开发系统，其中一个技术开发小组的开发进度，

会影响其它小组的创新，这种传递往往不是通过企业高层的干预来实现的，而是

由于一些非正式交往，或者员工之间的私下联系而进行的。其性质又时是良性的，

为了完成共同的科研任务，又时则是为了获得上级的奖赏。

四、企业文化对技术创新学习的影响

企业文化也是个复合概念，是代表一系列相互依存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

总和，往往为一个企业所共有，并通过较长时间的积淀而沿续，它有许多相互联

系的要素所组成，包括企业价值观念、精神、道德、习俗、礼仪、榜样、制度、

形象和环境等，其中价值观是核心。深层的企业文化，是渗透于企业员工内心的

一种精神动力，它是企业文化健康成长的“支撑点”。

企业文化是企业内部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本，企业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着

深刻影响。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导向作用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理性文化，集中反映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理念和共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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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对企业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无形的巨大感召力，它规定着企业行动的目标，

反映企业文化精神实质的、合理而有效的规章制度。企业家社会资本的价值导向

建构着企业技术创新的共同愿景，引导企业全体员工向一个方向进行努力，形成

企业的技术创新特色。

2．凝聚作用

企业文化起着维持企业内部团结的“胶合剂”，有着整合企业一体化的作用。

共同的价值观念及利益追求，把全体员工凝聚在一起，增强企业的内聚力。对一

个企业来说，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常常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因为

共同的目标，使企业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共同的价值追求，企业员工才有坚强的

精神支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参与竞争一靠品牌，二靠信誉。而品牌与信

誉的背后则是企业的技术，大家在共同的信念下，形成一个统一的技术创新方向。

3．规范作用

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管理制度，以此规范员工的行为。企业文化是管理制

度的升华，它通过把外在的制度约束，内化为自觉的行为，而真正起到规范约束

的目的。因此，真正的企业文化是引导行为最有用的工具，成功的企业都具有强

大的凝聚力，失败的企业有不同程度的离心力。换句话说，成功的企业或者成绩

卓著的公司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建立了以创新为核心理念的企业文化，推动

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发展。

{

第三节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企业外部的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主要通过密切企业与其它经济组织

之间的联系，加强企业在技术创新领域的信息沟通、强化企业与外部经济组织之

间的合作来实现的。在企业外部社会资本中，有很多的社会联系虽然是以企业为

主体的，但都是通过个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沟通的，所以企业的社会资本与企业家

的社会资本，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同样重要。

一、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三个维度

关于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是一般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最常



用的研究视角。2005年11月，浙江大学韦影博士以我国制药企业为例，研究企

业外部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在研究中，他将企业的外部社会资本划

分为三个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分别从这三个维度研究社会资

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韦影认为，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主要通过网络结构和网络联系强度等方

面影响行为主体获得交换知识和参与理艇活动的方式来影响智力资本的发展。在

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创新过程中，网络结构和网络联系强度起着重要的作用。产

学研中的网络结构指的是以企业为核心，包括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机构

的一系列联系。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作为具有强时效性的高技术信息集散中心，

能为企业提供大量具有发展潜力的“技术种子”，因此企业与其之间的联系为企

业提供了获取技术和信息资源的渠道。此外，网络联系强度对信息资源的获得也

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间接地通过结构维度影响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和认知维

度而获取资源。
‘

企业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在很多方面将会影响智力资本的交换和组合的条

件，其中包括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合作规范、对未来价值的预期和通过交换、

组合参与知识创造的动机。信任是社会资本关系维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

分。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基本目的是实现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这种合作的

基本前提就是合作各方互相需要，各自都能为合作提供自己独有的贡献，即提供

各自掌握的生产要素。这种互相需要、互相依赖的关系是产学研合作关系能够维

持的基础。在产学研合作中，良好的关系可以使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之间

产生信任并对合作各方所关注的事情进行探讨，由此在社会资本向企业的智力资

本转化的过程中使各方更愿意参与合作性的社会互动，使参与各方在开发新产品

和新技术时有非常大的安全感。信任和合作之间存在一种双向式的互动，即信任

使合作更容易，而合作本身又培育了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互动关系将会

产生合作的总规范，而这些规范又会更进一步提高企业合作方参与产学研联合开

发的愿望。在产学研合作创新过程中，建立合作规范能够为企业智力资本的创造

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从社会资本的关系维来看，企业与合作方在交互沟通的过程

中，双方都注重“诚信合作”，建立良好的信任基础，‘将对产学研中利益分配和

风险问题有所缓和。

o韦影：‘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浙征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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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对信息的可获得性有着直接的影响，并通过影响智

力资本的组合能力而影响认知维度。资源的交换和组合过程中有意义的沟通要求

行为主体处于相同的背景之下，而为使不同的行为主体处于此状态则需要通过共

同的语言和共同理解的表达方式来达成共享。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本处于

不同的背景之下，企业专于生产技术而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则长于科技研究，双

方的合作必须建立在有效沟通的基础之下。合作中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和共享过程

都需要沟通双方使用共同的语言。企业作为隐性知识的接收者，需要在产学研合

作的过程主动与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建立紧密的网络联系，配置合适的人员参与

沟通，在多次联系、积极沟通的基础之上关注与合作方沟通的质量和效果并及时

进行调整。这对于企业通过合作积累智力资木有着直接的影响。此外，社会资本

的认知维对于解决产学研合作中技术需求与供给方面的问题有着重大影响。技术

需求与供给方面的问题本质上是合作双方缺乏“有效沟通”引起的。在当前竞争

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能够重视并做到“有效沟通”的企业将更具竞争优势。

二、社会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合作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与信息网络的普及，知识与

技术的增长日益加快，科学技术正在朝综合化、模块化方向发展。单个企业已经

无法满足产业技术发展的需求，任何企业也无法在其内部创造所需要的全部知

识，企业间建立以技术创新合作为基础的创新网络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特征。良好

的企业社会资本，如企业之间的信任与个人联系网络、良好的区域制度环境，构

成企业之间开展技术创新合作的重要条件。

1．企业之间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企业之间的技术创新合作通常是建立在对双方技术创新实力的评估与了解

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只有经常发生业务联系的企业之间才会有技术合作的机

会，在两个互不了解的企业之间是很难进行技术创新合作的。另外，企业技术创

新合作也通常需要一种渠道，这种渠道可能是市场的，也可能是个人的，当然也

可能是行政关系下的合作关系。通过市场关系形成的合作关系，主要是基于对相

同产品、上下游产品的共同开发，如世界10大汽车集团之间，往往会由于对某

一项技术的应用前景的良好预期，共同出资进行合作开发，如最近关于新能源技



术的开发就是如此。再比如rr产业，许多电脑整机制造商与INTEL开展技术创

新合作，基于INTEL的芯片开展相应的产品。

基于个人关系的企业技术创新合作一般是双方的技术创新主管人员之间有

良好的社会关系，双方可能有共同的学术经历、工作经历，比较了解对方，既出

于相互信任进行技术创新合作。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高级技术人员之间

的相互关系，往往对技术合作项目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企业间的技

术合作项目之所以失败，也往往是由于企业双方参与合作的具体行为人之间的关

系没有处理好。相反，取得合作成功的企业技术合作项目，也往往在合作过程中

培养了双方之间的人际关系。

2．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之间的技术合作

社会资本在企业与高校及研究机构之间的技术创新合作中也发挥着重要作

用。通常企业选择技术合作对象是基于对相关高校研究力量的了解，既企业研究

人员与高校科研人员之间的非正式交往发挥着信息收集与决策的作用。同时。通

过与高校、研究机构之间的技术创新合作，进一步密切双方的关系，增进了企业

的社会资本。

由于高校、研究机构一般不参与最终产品的市场竞争，所以企业与高校、研

究机构的合作更多的是一种纯技术领域的合作，它对企业技术人员的要求更高一

些，一方面，企业应该具有一定的技术合作技术，提出相关技术创新要求，另一

方面，企业也要对相关技术成果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否则即便高校提供了相应的

研究成果，企业的产业化环节也可能存在问题，影响技术合作的成功。

3．基于与政府关系的技术合作

基于政府关系的技术合作项目往往发生在外资企业于东道国企业之间。如我

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政策上往往要求外国投资企业与本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

向中国转让技术，或者共同进行技术研发。外资企业为了处理发与政府的关系，

也被动地参与到技术合作之中来。

第四节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

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不全是正面的。实际上，社会资本在促进



企业内部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企业之间技术合作成功的同时，也会产生一系列的

负面效应。如过分依赖社会关系的技术创新团队往往会导致低效率，过多的社会

网络关系会造成技术创新的方向性混乱、个人关系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过大可能

会导致技术的依赖性强。具体来说，社会资本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了它对

技术创新的消极影响。

一、排斥圈外人、造成社会隔离

社会资本在在一定层次上为集体共享的，而这种集体共享的社会资本是有边

界的。社会资本一方面在为内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对外部人形成了

排斥效应，体现了社会团体的排他性。如一个企业内部的研发机构在主要技术负

责人的带领下，形成一定的技术创新风格，并且与自己技术创新风格相近的外部

组织建立技术联系，在网络内部进行创新，这就无形中排斥了那些本来不属于这

个创新网络，而又希望加入的人。一些企业之间形成的技术创新联盟，基本质上

就是团结一定力量，排斥一定的竞争对手，取得市场优势地位。

在一些由强大社会关系所把持的创新实体中，新来的人往往发现他们无法竞

争，不管他们的技术和条件多么好。特别是在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中，基技术创新

模式还依附于传统的社会网络的运作方式之上，对一些新的技术创新模式持怀疑

与批判的态度，造成技术创新的“技术壁垒”，容易形成技术创新的社会隔离，

阻碍技术创新的扩散。

二、限制优秀人才与优秀技术

当一个企业的技术创新形成一个紧密的社会网络之后，其技术创新的动力也

就随之网络化，各种力量主导下的技术发展方向将会影响到网络中个人创新能力

的发挥，这对于一些具有特殊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而言，这种网络反而变为～种

桎梏，对其技术创新是一种约束，影响个人能力的发挥，也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

在一个企业内部，企业文化是一种传统，而有些创新与此传统相抵触时，无疑将

会为企业文化所不容。在企业其它科研人员的科研水平与创新能力既定的情况

下，一个高素质的技术人员是无法与之进行沟通的。当一个企业的市场环境既定，

一项新技术的应用往往面临合作伙伴的阻挠。



三、容易形成腐败，障碍技术创新发展 ．

企业的社会资本的主体是企业，但其最终表现形式仍然是个之间的关系。不

管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还是企业外部的社会资本，都是建立在行为人的社会关系

之上的。当行为人通过这种社会关系为企业谋利益的时候，也面临一定的道德风

险问题，那就是企业利益会不会通过社会关系转化个人利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1．企业内部任人唯亲

由于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强调人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将会造成员工之间的拉

帮结派，形成小集体，不利于企业的总体发展。

2．借技术合作谋取个人利益

在与外部组织进行技术合作时，依赖社会关系的合作项目往往不一定是最优

的合作对象，但出于对自己关系的照应，有些合作项目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损

害企业的利益。如一些企业向高校发包科研项目时，往往由承接方向企业技术人

员支付很高比例的个人佣金，将企业资金转化为个人收入。

3．技术创新成果的个人化

当一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较多通过社会网络进行的时候，科研项目往往与特定

的技术创新群体联系在一起，一旦发生技术创新项目组成员集体跳槽或者主要项

目组成员离开，企业的技术创新进程就会受到重大影响，更有甚者，企业的技术

创新成果也容易随着研发人员的离开而出现泄密。研发人员把企业的技术创新成

果带走，并且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企业原的合作伙伴、供应商、客户等)开展

与原有企业的竞争，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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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影响的产业分析

前面两章我们分别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上讨论了社会资本对于区域创新

的促进作用，本章将主要从产业层次上对区域社会资本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分

析。产业集群在从产业层次上研究区域创新体系的主要概念。所谓产业集群是指

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高度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一种产、比成长现象。传统的

产业集群理论主要围绕产业集群的地理集中性，从交易成本、外部经济性、规模

经济、专业化分式等角度对产业集群进行理论解释，而最近一些研究将区域产业

集群的发展视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从区域企业企业之间的社会互动、共同价值

观念以及文化因素的角度研究企业之间的信任与社会网络对于产业集群发展的

影响，强调产业集群发展的社会因素，提出许多新的观点。

第一节社会资本与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

关于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有许多观点。最初的古典区位理论主要从经济地理

的角度研究企业问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产生的运输成本下降研究区域产业集群的

成因。马歇尔的产业区思想认为产业集群形成的动机来源于企业行为的外部性：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产业集群是由于企业的规模报酬递

增、运输成本与生产要素的运动通过市场传递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新制度经济

学派从交易费用降低与“中间性制度体制”的角度研究产业集群形成机理；而新

经济社会学则把社会结构纳入到分析之中，从根植性、社会网络和制度的角度研

究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本节将分别从经济地理学、制度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三

个方面介绍关于产业集群成因的理论，最后进行分析。

一、产业集群成因的经济地理学观点

产业集群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产业发展在地理位置集聚与集中。而这正是经

济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经济地理学关于产业集群成因的研究又可分为古典区

位理论、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三个阶段。区位理论有四个重

要学说，既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



理论和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形成有关产业空间分析的一条思路。应该说，古典

的区位理论仅仅研究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地理分布。还没有产业的概念，但是，

产业本身就是经济的一种集聚联系，可以说区位理论实际上也是产业集群理论的

前身。

马歇尔于19世纪末期较早研究产业在一定区域内集聚问题，也就所谓的产

业区现象。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用一章的篇幅研究特定产业部门在一定

地区集聚的“本地化”现象，他提出“本地贸易秘密”(10caltrade secrets)和“本

地化技能”(10calized skills)是产业集群的主要原因。在对区域产业集群的考察中，

马歇尔提出了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即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了中间投入品的规模

效应、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以及信息交换和技术扩散，从而可以导致外部规模经

济。

马歇尔之后，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在主流经济学中沉寂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只有经济地理学仍然在关注产业的区域集聚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

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理论为产业集群的产生提供了

很好的解释。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认

为产业集群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

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克鲁格曼的理论强调历史、偶然事件以及制度的重要性，认

为集群往往是一个技术刨新所导致的报递增的结果，技术创新带有偶然性，来源

于产业集群区域的文化、创新精神以及提供激励机制的制度环境。

二、产业集群成因的制度经济学观点

由科斯开创的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作为基本分析工具，分析了交易活动对

市场和企业两种组织方式的权衡选择。科斯运用交易费用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产业

聚集的成因。他认为，由于产业集群内企业众多，可以增加交易频率，降低区位

成本，使交易的空间范围和交易对象相对稳定，这些均有助于减少企业的交易费

用；同时聚集区内企业的地理接近，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对称性，克服交易中的机

会主义行为。并节省企业搜寻市场信息的时间和成本，大大降低交易费用。

在科斯之后，威廉姆森(W'dliamson)和斯科特(Scott)等许多经济学家又

进一步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威廉姆森于1975年和1985年分别出



版了《市场与科层》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两本名著，界定了交易费用的市场

组织分析方法，提出了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即投资的专用

性程度)三纬度来解释经济活动的规制结构的决定。在威廉姆森看来，产业集群

是一种介于纯市场和科层之间的中间性经济组织，这种组织比市场更有效、比企

业更灵活地协调生产。每个企业都根据自身能力从事分工活动中的某个阶段，因

而在生产上存在相互依赖的企业需要进行合作与协调；企业在生产活动中依赖很

多的资源，企业从企业外部获取资源需要同其它企业进行合作与协调，以降低竞

争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问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的不同匹

配，决定了产业集群组织存在的效率边界。

三、产业集群成因的管理学观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产业集聚原理对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得到了国

际上学界、商界和政界的空前重视。迈克·波特(M．E．Porter)在其1990年《国

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使用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词对集群现象的分

析。为了验证区域竞争力对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波特通过对十几个工业化国家的

考察发现，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所有发达经济体中部明显存在

着各种产业集群。波特从组织变革、价值链、经济效率和柔性方面所创造的竞争

优势角度重新审视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和价值。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

通过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集群竞争特点对国家竞争优势作了具体的比较

分析，他认为，国家只是企业的外在环境，政府的目标是为国内企业创造一个适

宜的环境。因而，评价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是该国能否有效地形成竞争性

环境和创新。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

模型”。

“钻石模型”的构架主要由四个基本的因素(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

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和两个附加要素(机遇和政府)组成。

在竞争优势理论中，波特强调各个要素发挥作用时，是一个动态系统性机制的变

化。国内竞争压力和地理集中使得整个“钻石”构架成为一个系统。波特强调，

“钻石模型”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只有在每一个要素都积极参与的条件下，才能

创造出企业发展的环境，进而促进企业投资和创新，因此，地理集中是必要条件。



地理集中造成的竞争压力可以提高国内其他竞争者的创新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

地理集中而形成的产业集群将使四个基本要素整合成一个整体，从而更容易相互

作用和协调提高，形成产业国家竞争优势。

四、产业集群成因的经济社会学观点

新经济社会学将经济与社会关系纳入产业集群的研究框架之中，从经济学不

能提供的理论视角，把社会结构引入分析之中。新经济社会学有三个基本概念：

根植性、社会网络与制度，而这三个基本概念都与社会资本相重叠。因此，可以

说新经济社会学关系产业集群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将社会资本引入产业集群的研

究之中的一种尝试。一般认为，根植性这一概念是Granovertor于1985提出的，

指经济行为根植于网络与制度之中，这种网络与制度具备社会性，并且有文化的

含义。企业通过本地扎根和结网所形成的地方产业集群，可以为企业或者产业构

筑起交流与合作的系统，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根植性之所以对于产业集群具

有重要作用，原因之一在于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发展来源于具有相同的社会背

景的企业家，而这些企业之间长期形成的社会联系和信任关系，为他们之间的市

场联系打下基础。另外，区域的历史传统、文化精神等社会因素也会对产业集群

的形成与演迸发挥重要影响。

社会信任也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产业集群形成的一个重要概念，信任往往作

为非制度安排纳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社会信任关系往往先于企业网络产

生，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源于区域内部不同企业之间基于信任扩展的市场网络与

商业网络的叠加。社会信用增强了企业之间相互合作的积极性，能够减少机会风

险，规范企业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同时信任也是建立在区域共同利益基础之上

的。由此看来，区域企业的集聚行为并非单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企业行为深

深镶嵌于区域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受到社会整合力的约束。

产业集群的形成还与区域历史传统有关。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自然条件、生

活习惯和人文精神，而这些影响因子又会作用于人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形成

不同产业发展的萌芽。如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的产业集群就起源于古老的师傅带徒

弟的手工作坊，这些手工作坊经过技术革新与扩大规范之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

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区域的特色产业。发展成为区域性产业集群。我国宁波市的



服装业发展良好，拥有许多知名品牌，如雅戈尔、杉杉、罗蒙、太平鸟等等。据

统计，宁波现有服装企业1800多家，企业总数虽不到全国的5％，但产量却占全

国的12％，年产服装13亿件，年销售收入千万元以上的服装企业达到80多家。

然而，支持宁波服装产业发展和集聚的正是悠久历史的“红帮裁缝”。“红帮”是

19世纪中叶以来，在宁波奉化江两岸由裁缝发展的而成的一个服装流派，是20

世纪初宁波人“勤劳、肯吃苦、敢于创新”的杰出代表。在20世纪七十年代之

前，以作坊经济为主导的宁波“红帮裁缝”掀起了宁波乃至中国服装产业的第一

次浪潮，宁波人以独特的手工艺加工水平，使宁波人生产制作的服装在全国迅速

闻名，以至“红帮”裁缝的美名一直传颂到现在。九十年代，以杉杉、雅戈尔为

代表的宁波服装企业，在全国最早倡导的“创名牌”做广告的经营方式，以品牌

为核心拉开企业成长，并在“太平鸟”“罗蒙”“洛兹”“培罗”第二集团军的共

同推动下，宁波服装产业迅速崛起，成为宁波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区域文化价值观是对本地区长期历史实践的集体行动的思想概括，为本地经

济活动提供一个共同的行动目标和行为标准。产业集群形成的背后是区域内共同

价值观在经济活动中的一种体现，是行为主体在具体的区域文化价值观念下，根

据本地的要素资源及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种理性选择。区域文化价值观对产业集群

的影响主要通过企业家精神来传导。从熊彼特开始，经济学界开始重视企业家在

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中的作用。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领袖人物，企业

家的作用在于对经济活动的方向做出决策和选择。企业家精神不能简单地理解为

是种冒险精神，而是一种区域文化在具体经济活动中的体现。一个产业集群的形

成可能不是来自于一个企业家的精神，但是，以区域文化和历史传统为基础的企

业家群体往往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文化沃土和创业种子，最终慢慢演变成为一

个产业集聚群落。

第二节社会资本与区域产业集群的创新效率

产业集群企业之间空间上的邻近性、组织文化的相似性，集群内部产业链上

大量的同类企业、上游供应商和下游销售商，以及数量众多的辅助、服务支持机

构和行业协会与民间团体等为区域技术创新提供了先天的优势条件。产业集群内



部的社会资本通过集体学习效应、产业链整合、区域非正式交往、人力资源市场

以及对创新资源的共享，实现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的效率。

一、集体学习与集群创新

在产业集群中，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企业自身

的技术创新能力及其创新资源积累，二是企业对外部新知识的获取能力及其可

能。前者我们已经在第五章中专门进行过分析，而后者则是通过区域的集体学习

机制来实现的。所谓集体学习是指一个区域内部各种创新主体之间通过相互联

系，相互汲取知识与创新信息，不断提升区域创新效率与个体创新绩效的一种社

会机制。产业集群中的集体学习可以看作是一个跨企业边界而局限在集群边界内

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促进集群成员企业之间知识基础共享和知识要素流动的机

制。由于集群成员之间的产业集聚，客观上导致了企业间的知识互惠和共享，从

而达到集体效率的学习模式或过程。产业集群的空间邻近性为企业之间知识的交

流与共享提供了便利条件。不但降低了频繁的正式与非正式面对面信息交流与沟

通成本，而且降低了企业差异化知识资源的搜寻的成本和时间。产业集群的空间

邻近性使得企业之间相互比较了解，组织文化相似，降低了企业合作知识信息的

开发与创造过程中的组织文化与人员行为之间的冲突协调管理的成本。

产业集群的创新文化与创新氛围被认为特别有利于知识的开发与创造，开放

的创新氛围、鼓励创新和允许失败的文化，使得新思想、新方法可以快速的付诸

于实践，为企业之间的学习不断带来新的知识资源。产业集群具有较强的企业家

精神，企业更重视科技发展的新动态和市场发展的新前景，敢于冒风险，更乐于

采用新的思想和新的方法，鼓励人员或者组织积极的学习其他企业或组织的知

识，创造企业新的持续竞争优势。产业集群较低的进入壁垒和退出障碍为集群带

来了持续的差异化知识，是集群企业之间知识不断学习的重要源泉，而大量企业

的倒闭也迫使企业不断进行知识的学习和开发，提高企业市场适应能力。产业集

群许多企业之间有着良好的人际网络结构关系，企业之间人员流动频繁，使企业

在差异化知识的合作开发、创造上拥有优势条件，促进和提高了企业之间差异化

知识学习和吸收与创新速度。



二、技术创新的产业链整合

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还表现为一种产业链上的技术创新。在区域产业集群

中，大量的企业、相关机构围绕着某一类产品进行分工与专业化合作，企业之间

的这种产业联系本身就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由于大量相关、相近产业的企业在

地理位置相对集中，而形成的一种具有共同产业特征的企业群落，这种共同的产

业特征为区域内部的集体学习与共同创新提供了便利条件，有利于区域创新的发

展。由于产业集群是一种基于分工基础上的交易制度的体系安排，特定区域内的

企业都是从自身的比较优势出发，选择产业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进行精耕细作，

在特定产业环节上具有特定的优势与知识，这就为区域的技术创新带来一定的外

部性。一个企业无需掌握整个产业链的其它知识，只需要在其特定领域的相关知

识进行更为深化研究限期可。这种知识上的专业化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节约大

量的经费，最大限度地发挥本企业的技术优势。区域产业集群这种知识的专业化

分工与合作，往往基于区域内部长期形成的信任关系与稳定的运作框架而产生

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结果。如果企业之间没有这种相互信任关系，其它技术创

新不可能仅仅集中于一点，否则将会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市场风险。

创新是一种知识获取与整合的过程，在产业集群这一特定的产业网络中，大

量的企业及相关机构构成一个庞大的信息、知识、技术共享平台和产业利益共同

体。在垂直一体化产业分工中，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与技术互动，通过共

同的利益关系在产业内相互传递。如在一个汽车产业集群中，整车生产厂商的技

术创新动力往往会通过与零部件生产厂商的市场联系向零部件领域传递。产业集

群中的一些核心企业，为了提升自己产品的技术创新能力，一般加大对与自己的

产业关联的中小企业的技术支持，帮助中小企业为其提供中间产品的技术能级提

升，为本商业的技术创新服务。

另外，在区域产业集群中，相同的产业背景也有利于企业之间技术创新能力

的吸收，有利于区域技术创新扩散。虽然区域内每一企业对技术创新的分工不同，

对产业技术路线的认识也并不相同，但是，同一产业的技术总是存在很多的相似

性，特别是对一些基础性知识的共享，为企业之间相互学习，获取信息与知识提

供了便利。有时，一种新思想或者新技术方法在一个企业的应用，就会很快被复

印到区域内的其它企业，形成产业集群的共同财富。



三、非正式交往与集群创新扩散

非正式交往对于区域创新的重要性已经多次强调，这里我们结合产业集群内

部的非正式交往失之探讨这一问题可能具有更多的内涵。一方面，产业集群的相

近领域的企业网络之间可能会产生许多非正式交往的机会，如相关产业的技术人

员有机会在一起共同参加一些产业发展论坛、展销会、技术交易会等，能够促进

相互之间的非正式交往。另一方面，相同或者相近的产业背景也会增强企业员工

之间的非正式交往的吸引力。比如，在参与社交聚会时，企业家往往会对与本企

业相关、相近的其它企业家情况更为关注，也希望多了解一些竞争对手或者合作

伙伴的信息。

产业集群有时也是非正式交往的载体。集群内企业通过企业之间的商业联

系、技术联系建立起个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促进非正式交往网络的形成。产业集

群是区域企业网络的一种表现形式，企业之间的产业关系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

式进行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于是就产生了一定的正式的组织框架结构。

如定期召开产业发展论坛、共同参与一些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组织参加有关产

业产品的推广与营销活动等等。而这些活动本身就是正式交往与非正式交往的混

合体，在这些活动中，既有企业之间基于一些正式安排而进行的观点交流，也有

与会者基于个人爱好或者随意性的观念交流。可以说非正式交往是对产业集群正

式交往的一种补充，让企业技术人员在轻松、自由的环境下了解彼此的想法，感

受对方的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企业的技术创新方向。

四、人力资本市场与创新网络互动

人力资源集聚是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保障。一个良好的人力资本市场

是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产业集群的形成也会带动人力资源的在

区域上的集中。在产业集群形成的初期，本地人力资源状况往往是一个产业集群

形成的～个重要决定因素，如硅谷的诞生就是由于其位于斯坦福大学，而区域产

业集群的发展也依赖于人力资源在集聚程度。人力资本集聚对于区域创新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形成区域创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产业集群最明显的

特点就是生产的专业化程度高，而这些专业化分工的实施需要相应的专业技术人



员，一个完善的区域人力资本市场将相关产业技术人才集聚在一起，供企业利用。

人才市场的专业化也会对区域创新产生促进推动作用。第二，形成区域创新的社

会化协作网络。人力资本市场将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人才集聚在一起，形成一

个产业技术创新的人才群落，而这个群落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协作网络，来自同一

所高校的毕业生，在同一企业有过任职经历的求职者等等，共同构成一个人才网

络，通过这个网络。传播技术创新的信息，推动区域创新效率提升。第二，有利

于形成集群创新的环境。一个人力资本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一个区域性的共享式

隐性知识的产生，人力资本市场不可能睨离本区域特有的文化、规范、网络关系

独立存在，他实际上是这些网络关系在人力资本方面的一种反映，市场越大，这

种网络性资源也越大，为集群创新奠定基础。第四，为区域企业创新扩散提供一

个渠道。人力资本市场本身是一个人才流动与重新配置的机制，而企业的技术创

新知识(信息、技能、管理)往往随着人才的流动在区域内部扩散。

第三节社会资本与开放型区域的产业发展

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强调区域社会资本对于区域创新与产业集群发展的重

要作用。但是，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区域

创新网络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冲击，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影响下，区域社会

资本的内涵也发生变化。当越来越多的外部机构进入到区域发展之中，当更多的

面对面交流被电子网络取代之后，区域原有的社会资本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变

弱了?还是增强了?本节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全球化对区域产业集群的影响

严格意义上的产业集群研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第三意大利”模式。在

随后几十年中，产业集群的研究文献被烙上突出的“内向性特征”一一集中关注

集群区域内的制度、文化、关系网络等因素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o。多数研究

成果将研究重点放在区域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分工、协作网络、信任与合作关系

以及区域“产业空气”等方面，而将区域外部环境作为一种既定的外生变量进行

分析。而实际上，产业集群研究不断发展的几十年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

。韩竟君：‘厨络，社会资本与集群生命周期研究)。上海人民出版杜，2005年版，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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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阶段，区域化与全球化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两大基本特征。全球化发展不

仅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要素资源的区域集聚，同时也对区域产业发展带来一定的冲

击。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球不同区域间的商品、资本、服务、贸

易活动日趋活跃，作为地方生产性组织的产业集群也日益被卷入到全球生产、服

务组织网络之中，成为全球产业、商品链中的一环，产业集群呈现出一种脱离区

域化走向全球化的趋势。如何强化本地网络资源，深化产业集群的社会根植性也

就成为新阶段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全球化对区域产业集群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国际贸易方面，全球贸易的迅

猛增长对全球产业的区域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原有的产业集群可能会随着

国际贸易的发展因失去区域集群优势而消失，而另外一些产业集群可能因国际市

场的扩大丽进一步强化其产业集群地位。在国际投资方面，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

逐渐将全球生产、销售、研发编织成为一个网络，而在这个网络随着企业的全球

性战略调整而不断演进，特别是对其不同产业链环节在全球范围内重组，推动全

球的国际产业转移以及国际产业链的整合，对区域产业发展带来挑战。当前的区

域产业发展已经不仅仅取决于区域内的要素资源，更多的取决于跨国公司的全球

化战略。在技术创新方面，区域创新网络与全球创新网络的联系也日益密切，特

别是伴随着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发展，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范围

内配置其技术创新网络，纷纷到本土以外的地区设立R&D机构。跨国公司海外

R&D投资具有一定的集聚性，特别是在一些全球知名的技术创新中心设立R＆

D机构是许多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首选，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部分区域

在全球范围的积聚。

从总体上来看，全球化极大地扩展了区域产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大大扩大了

区域竞争的范围。原来基于地区、国别存在的产业集群可能会由于全球化的不

断深入发展，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组合，一些在全球竞争中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

集群可能会消亡，而别一些具有独特优势，并且良好社会根植性的产业集群可能

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本地化嵌入与全球性管道的均衡

一个产业集群要想在全球化背景生存并保持竞争优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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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能充分利用好自身拥有的独特区域优势，又能够通过全球性知识管道保持与全

球产业发展的同步，这样既能够发挥区域创新网络对产业集群的持续影响，同时

又能够根掘外部经济波动对区域产业发展进行适时调整。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

区域独特的优势已经不再是可以在全球快速流动的资本，甚至也不是区域性的人

力资源要素，而是一种嵌入到本地社会文化中的产业学习氛围、创新文化以及密

集的区域关系，这种社会的嵌入性及社会关系网络因素往往与本地特有的历史传

统密切相关，不傍其它资本形式可以在不同区域之间进行流动或者模仿。这种社

会嵌入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资本，这些不日丁移动或者复制的社会资本构

成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产业竞争的核心。一旦一个区域的社会资本已经形成，就会

具有自我增强的机制，除非这种社会资本已经不适应区域产业的发展，否则区域

的这种特有竞争优势将会继续维持。

在开放型区域产业发展中，产业集群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本地化嵌入所带来的

优势，同时也应当建立与外部的产业联系，以便从全球范围内为产业集群的发展

输入动态的市场信息与技术信息。否则，区域产业发展可能会陷入封闭、停滞的

状态。区域产业集群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渠道有很多种，可以是市场机制的联系、

也可以是企业内部化的方式获取，特别是在跨国公司全球性生产网络日趋完善的

情况下，区域之间的产业联系往往在一个企业内部就能够完成。一家大型企业可

以在世界上他认为具有市场价值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然后由母公司或者总部进

行整合。史密斯(J．Smith)和鲍威尔(W．W．PoweH)曾经提出“全球化管道”

一词，对产业集群与外部知识的互动进行描述o。他们通过对波士顿生物技术集

群的研究表明，虽然区域内部网络的知识溢出要比跨区域的网络的知识溢出来得

强，但空间距离并不是影响知识创新的惟一因素。新知识的传播往往不是通过本

地的区域创新互动获取，而是通过跨区域的甚至国际性的战略关系得到。

本小节想要说明的是：在全球化环境下，虽然区域社会资本对于产业集群与

‘

技术创新的作用更为稳固，不易被转移与复制，但同时，构建与全球相联通的“管

道”对于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也极为重要。全球性网络与本地网络的互动，在保

持区域网络特色有基础上，吸收全球网络的信息与知识，才能推动本地区产业集

群的发展与创新。

m林竟君：‘网络、社会资本与集群生命周期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页．



三、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案例分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产业集群与全球创新网络相关联最为显著的例子是跨

国公司的海外R&D活动。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战略的带动之下，

跨国公司开始改变其传统的将技术创新活动集中于母国的一贯做法，不断将其R

＆D活动转移到国外或者到国外新设R&D机构，出现R＆D全球化现象。跨国

公司海外R＆D活动打破了传统的区域技术创新的分析框架，将区域性技术创新

网络与全球性技术创新网络连接起来。一方面，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区位选

择往往是一些国际性的技术创新中心，投资的动机也往往是获取当地的技术创新

资源与创新能力。如在20世纪70一80年代，日本汽车企业大量在美国的底特律

附近设立R＆D机构，其目的之一就是融入到美国的汽车技术创新体系，从中获

取美国汽车产业发展的知识与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递回日本国内，让日本的汽

车产业尽快地赶上国际潮流。美国硅谷也是一个例子，目前世界各国IT领域企

业纷纷在硅谷设立R&D机构，希望利用这一区域独特的创新优势为本国企业的

IT信息技术发展提供一个“全球管道”。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公司海外R＆D投

资也是一个由母公司控制的全球化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跨国公司的海外R

＆D机构与当地的技术网络保持一定的联系，但其与母公司控制下的本公司全球

技术创新网络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特别是伴随着电子信息网络在企业技术创新

中的广泛应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研发网络正处于不断形成之中。海外R&D机

构通过各种方式与公司内部的其它R&D机构进行信息交流、人员交流。

在一个特定区域内，跨国公司R&D机构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网络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区域内部的社会资本。跨国公司R&D机构作为区域创新网络的一个组

成部分，它的员工也基本上来自本地，其与本地的社会网络关系也或多或少地存

在，而且其技术创新活动也受到区域的社会创新软环境的约束。二是企业内部的

社会资本，跨国公司的R&D机构同时也作为跨国企业的一个部门存在，其与其

它部门之间保持密切的技术联系，如与销售部门的合作，与其它创新团队的合作

等等，同时，跨国公司海外R&D机构的技术创新活动还受到企业的技术创新战

略与企业文化的影响，体现出超越区域之外的社会资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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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跨国公司全球R&D网络的资源流动模式

资料来源：陈劲，朱朝晖：《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的资源配置模式研究》

《科研管理》2003年第5期。

跨国公司海外R&D机构的人际关系网络也呈现出两面性。～方面，跨公司

海外R＆D机构依赖本地的技术创新人才的支持，特别是中初级创新人才的供应

情况，往往成为决定跨国公司海外R＆D机构选址的一个重要因素。跨国公司海

外R＆D机构与区域内部高校、研究机构之间也会一定的技术合作与交流的机

会，构建一种本地化的人际网络。同时，跨国公司海外R＆D机构也具备企业内

部的人际关系网络，特别是R＆D机构的高级技术人员或者技术主管，往往是由

母公司直接派驻或者由母公司根据其全球战略的需要而全球招聘的，不一定是区

域性的创新人才，也与本地的技术人才市场无关，这些高级技术人才的人际关系

重心更多的是与公司高层的关系(正式、正正式)。所以，对于跨国公司海外R

＆D机构而言，无论是企业的商业网络还是企业员工的个人关系网络都存在本地

化与全球化两个方向上的维度，也需要这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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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发展的国际比较

自从将社会资本引入区域技术创新研究领域之后，国内外已经有许多学者对

世界范围创新区域形成与发展中的社会资本进行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对美国硅

谷的研究。本章主要选择国际上几个有代表性的区域，并结合国内外学者的有关

研究进行归纳与阐述，说明社会资本对于区域创新的影响以及国外政府机构是如

何培育区域社会资本的，为我国运用社会资本管理促进区域创新政策设计提供参

考借鉴。

第一节美国硅谷的社会资本与科技创新

美国硅谷作为一个高技术企业的集聚区域，它是美国“新经济”奇迹的典型

代表，为美国近20年经济的持续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硅谷由于其独特的区域

创新机制而成为各国政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对硅谷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视角进

行，可以研究硅谷IT技术产业的发展过程与路径，也可以研究硅谷的技术创新

模式的组织特征。本节我们从社会资本培育与管理角度，分析硅谷特有的区域创

新文化与社会制度因素对于区域创新的影响。

一、硅谷的社会资本及其构成

作为一个区域创新体系，硅谷具备～般区域创新体系的所有要素构成，但硅

谷的这些要素无论在运作机制，还是在文化制度上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1．有实力的研究型大学

在硅谷附近拥有几所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旧金山医学院等。硅谷里面的大学从事的大多是应用性很强的研究，且

与外部联系非常密切。

2．高科技企业创新集群

硅谷的产业集群在不同的时间呈现出不同的集群组织。在20世纪60、70

年代，在微电子技术、半导体技术成长阶段，硅谷出现了以英特尔公司、AMD

公司、国民半导体公司、惠普公司为核心的产业集群；20世纪70、80年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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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发展阶段，苹果公司、太阳公司等又成为产业集群的中心；20世纪

90年代以来，思科公司、网景公司、雅虎公司等成为产业集群的明星。在这些

核心企业周围还有一大批辅助性技术公司以及潜在的竞争者，构成一个高科技企

业技术创新群落。

3．区域创新文化

199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李·萨克森尼安在其《地区优势：硅

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中比较了波士顿附近128公路周围的高科技公

司与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发展历程，指出硅谷与128公路地区科技创新存在完全不

同体制环境与文化背景。国内有学者将硅谷文化概括为一种“鼓励冒险，宽容失

败，勇于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

4．支持性区域创新环境

在硅谷，除了有良好的硬件基础设施外，还有诸如风险投资机制、宽松的法

制环境、良好的商务服务等适合创新的宏观条件，特别是拥有一些适合高科技人

才工作生活的基础设施。

5．劳动力市场

硅谷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区域内部的大学培养了一大批高新技术创新人才，而

且还在于由于体制、机制原因，吸引全球相关领域的高新技术人才向硅谷集聚，

形成一个庞大的劳动力市场。

图7--1硅谷的科技创新体系

资料来源：张景安、亨利·罗文等，2003



二、社会资本对硅谷创新发展的贡献

1．产业界与学术界的密切互动

在有关硅谷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学与区域创新网络的互动被认为是硅谷成功

的重要因素之一。早在20世纪之初，斯坦福大学还是个小社团和农村俱乐部式

的学校。1939年，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nck

Terrain)说服他的两个学生在喜伊特和普卡德在一个很小的车唪里建立一家电子

公司～一惠普公司，开始推动斯坦福大学与产业界的互动。在此后一个阶段，斯

坦福大学还支持了其他企业如里顿工业、外瑞公司等。斯坦福大学及其员工的努

力模糊了大学和企业的界限，创造了硅谷社会经济结构网络的基础，并为大学与

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开创了先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大学也纷纷效法。高校

和企业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结果是，硅谷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区域创新

能力不断提高。随着硅谷新技术产业的成长，硅谷产业界与学术界的合作机制进

一步增强，事实上，正是由于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高校对硅谷产业活动

的积极参与，使硅谷形成了世界上最具有活力的产学创新体制和广大的技术创新

网络。

2．创新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

对于硅谷高新技术创新集群来说，区域内部各创新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建

立密集的网络联系也是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除了前面刚刚谈到的

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密切的联系之外，硅谷高新技术企业之间也存在密切的联

系。硅谷公司之间横向联系源于硅谷高新技术企业在概念上与传统体制的不同，

硅谷高新技术企业大多采取小型的、有助于发挥其独特核心技术的、扁平的、以

团队为基础的组织结构，这种企业组织形式要求企业与其它有互补性的专门企业

结成伙伴关系。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它们还会采取开放式的技术开发体制。如

太阳公司就在体制上将公司分割为专营芯片、硬件、软件和系统集成的几个分公

司，并鼓励每个分公司和其它分公司建立网络联系，放任各分公司根据自己的需

要自由地在公司之外寻找合作伙伴。沿着价值链纵向联系的公司之间也是如此。

如在硅谷的生物技术产业内，由于高新技术企业一般缺乏巨额投资和销售渠道和

网络，各个公司之间倾向结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网络，通过合作实现自己的创

业计划。一些小型高新的技术公司负责制造专业工具，其它公司将利用这些工具



开发新药产品，然后再将这些产品转买给得到政府生产许可和推广应用批文的大

公司，由大公司负责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3．互信互惠的社群网络

效能良好的伙伴关系和网络关系是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除了企业之间

结成合作网络之外，硅谷中的技术创新人员之间形成的互信互惠社群网络也对区

域创新发挥着重要影响。斯坦福大学在硅谷的社群网络建设中发挥着联系纽带的

作用，这所大学不仅为砬谷提供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和创业人才，同时还通过

强化大学与园区的产业联系，让不同企业的科研人员有机会在斯坦福大学内进行

交流与沟通。另外，技术创新领域的相近性也大大增近了彼此之间的社会联系。

《财富》杂志的一名记者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参观过硅谷，他曾对那里的

技术合作做了这样的描述：“那里的公司之间有一种让人惊诧的合作，其紧密程

度不亚于日本人，这种合作源于个人间的交流，它进一步增强了硅谷的优势地

位。”这名记者将硅谷这种坦诚交往原因归于共同的求学经历和共同的创业经历

以及地理环境因素。硅谷地区许多企业的经理或在斯坦福大学上学时就相互认

识，或在商业活动、政治活动中结交对方，这就使得双方的合作变得非常容易，

形成一种区域性的相互信任的社群网络。美国《微电子新闻》的一篇文章曾经对

硅谷半导体产业的社群网络进行这样描述：“共同的祖先使这个半导体共同体成

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团体。无论到了哪里，以前在仙童公司工作过的人都会对他们

的同事感到亲切，并怀有敬意。妻子们相互熟悉，亲密无间。男人们在一家饭店

吃饭，到同一家酒吧喝酒，参加同样的聚会。尽管在生意场上他们是强有力的竞

争对手，但走出办公室，他们还是亲密的朋友。①”

4．密集的非正式交流与沟通

由于产业的集群与社群网络的互信，硅谷内部讨论技术问题的频繁程度是其

它地区闻所未闻的。硅谷的高新技术经理、研究型大学的教授与研究人员经常接

到合作伙伴甚至竞争对手的电话，讨论碰到的技术问题。硅谷一位资深工程师认

为“竞争者之间相互交流是硅谷的文化，如果在一个领域遇到困难，我会毫不迟

疑地给另一位执行总裁打电话询问。尽管我可能并不认识他，但他肯定会回答我

的问题。”在硅谷，研究人员拥有很多非正式交流的机会，包括行业协会会议、

商业协会会议、商品展示会等，人们利用各种机会聚集在一起交流大家感兴趣有

。李建军：‘产学合作刨新一一高科技产业发展之路》，山东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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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问题。在一些酒吧里，也会经常有工程师在相互交流意见，传播信息。硅谷

公司的雇员之间的非正式交流与协作五花AI'-J、到处可见，他们通过这种非正式

交流获得的信息有时比参加专业技术论坛还要有价值。非正式交流可能产生“众

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鼓励人们说出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使有价值的创意尽

快地商品化、商业化。通过非正式交流不仅能够产生智力成果，而且还能分享成

功的喜悦，进而激发个体的创新意识和情绪。

5．高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

在硅谷，雇员跳槽的情况非常普遍。社会不仅接受这种变动，而且认为理所

当然。对于许多工程师而言，一些富有创见的小公司往往要胜过大型公司有吸引

力。他们认为在一个地方等3年就足够了，因为我已经完成了我所要做的事情，

如果再继续待下去，就推动挑战了。在硅谷“流动”成为常态，换工作甚至都不

需要理由。另外，在硅谷换份工作也不影响个人的职业与社会联系。据统计，在

20世纪70年代，硅谷电子公司平均每年的雇员变动比例为35％，而在小公司，

这一比例则高达59％，很少有技术人员一直待在一家公司工作。由于雇员不断在

公司之间流动，个人关系网络也随之扩大，今天的同事可能成为明天的顾客，今

天的老板可能成为明天的下属。在硅谷，人际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部门与职业

的限制，这种持续不断的流动，促进了硅谷社群网络的扩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区

域技术创新扩散。

6．容忍失败的创新精神

美国硅谷文化的重要特色就在于它具有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价值观念。创

业者有容忍失败的胸怀和强烈的风险意识。他们都不在乎创业为他们带来的得

失，失败了就再找一份工作。一个创业者在硅谷创业失败，不仅不是污点，反而

是一枚奖章。在硅谷，一个有了几次失败经验的创业者，反而被各企业争相雇用。

这种理念极大地保护了科学家的积极性，为他们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提供了广

阔的空间。

7．成熟的风险投资体系

硅谷拥有成熟的风险投资体系，任何有价值的创意、技术在硅谷都能得到很

好的投资和帮助。硅谷的风险投资企业主要是由那些成功的高科技创业者们创

办，这些企业家经常是那些通过建立技术企业然后将其出售而获得资金的创业

者。他们积极参与所投资企业的运作，向创业者提供关于业务计划和战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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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寻找合作投资者，招募关键管理人员，并在董事会任职，为企业提供关系网

络服务和多年积累的一手经验。

第二节英国大剑桥地区的社会资本与科技创新

大剑桥地区位于英格兰东部，它的中心城市就是剑桥。自20世纪70年代以

来，大剑桥地区的科技产业发展迅猛，许多高技术企业在此创建产生，而原柬的

一些高科技企业也从剑桥大学和其它企业中分离出来，独立经营，出现了所谓的

“剑桥现象”。目前，围绕剑桥大学，大剑桥地区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带，聚集

了上千家高科技企业，其业务主要分布在生物技术，信息和软件技术、影像和媒

体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领域，被视为欧洲第一位的技术创新中心，是欧洲最有可

能与美国硅谷相抗衡的高技术驱动创新区域之一。

一、剑桥大学在区域科技创新中的纽带作用

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是世界著名的十大高等学府之一，该校曾经产生

过76位诺贝尔奖得主。剑桥大学有35个学院，有三个女子学院，两个专门的研

究生院，拥有1000多名教师(教授、副教授、讲师)，16900名学生。剑桥大学被

认为对这一地区的智力资本集聚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

在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市场应用方面，剑桥大学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剑桥

大学副校长一一布鲁斯教授，他一直致力于推动剑桥大学与地区商业的发展互

动。为了将剑桥大学的技术成功地转移到商业领域，他试图将自然科学管理科学

结合起来，将大学与企业连接起来。他的这种领导作风对于剑桥大学与区域发展

的互动、推动剑桥地区的商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个因素就是由Peter Hiscoeks领导于1999年成立的剑桥企业中心。该中

心的任务就是发掘剑桥大学未被发现的巨大潜力。中心提出的1：3号是“构建明天

的商业”。这一中心为剑桥大学毕业生成功建立知识型企业训练、开发和支持，

希望最大限度地开发剑桥大学丰富的资源。

剑桥大学对知识产权持自由主义政策。为了尽可能地将研究成果应用到商业

中去，剑桥大学总理事会建议对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应用收入的分配比例尽可能地



向研究人员倾斜。如果是剑桥大学与企业共同开发的项目，企业可以从学校内部

得到各种技术和各种专家的技术咨询服务，并且向企业保证，他们有权使用与其

研究项目相关的任何技术。

二、剑桥咨询业推动地区科技企业的发展

以剑桥大学为基础的咨询业对这一地区企业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咨

询业形成一种特殊的技术转移机制，通过吸纳剑桥大学优秀的毕业生，将他们置

于世界商业思维环境中，孵化与开发高科技企业，为毕业生提供一个最适合的创

业环境。剑桥科技咨询公司是剑桥最早建立的咨询企业之一，这一公司的创建者

是剑桥大学的学生，被公认为是剑桥地区咨询企业的鼻祖。剑桥科技咨询公司拥

有一种特殊能力，它能够将头脑中的想法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运作的企业。这种能

力被视为剑桥大学校园的思维模式，被称为“研究团队的思维模式”，就是从事

同一研究项目、对企业环境有相同认识的入，通过个人之间的信任环境，不存在

集体官僚机构或者等级管理结构的干涉，将自己的创新成果放在市场环境中进行

检验。科技咨询企业还为剑桥地区营造出一种鼓励发展的创业氛围，让越来越多

的剑桥大学毕业生开始在这一地区建立起自己的企业，并取得成功。

三、剑桥关系网一一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

剑桥人际关系网具有独特的风格，它不是由正规的基础体系指导的，而是由

非正式的个人联系活动和熟悉的环境两个因素构成的。剑桥的人际网络可以描述

成一种信用环境，这种信用环境是建立在个人水平之上的，而不建立在机构水平

之上。剑桥的人际关系具有高度的个人主义色彩，剑桥的人不会因为你告诉他们

该做什么而感激你，剑桥的人在一起合作不是因为第三方要求他们在一起而在一

起，而是因为他们基于相互信任而想在一起。

目前，剑桥网络公司是一家推动区域人际交流的正式组织，它由6家公司于

1998年发起，大约由850人组成。剑桥网络公司的目标就是鼓励创意的开发和

新企业的成立，公司网页详细列出成员活动的信息(公司简介、产品、服务、新

闻、职位空缺等)。除此之外，还为公司职员提供有用的信息，公司职员可以进

入企业内部专门的网络，交换信息及技术建议。剑桥网络公司不参与任何信息的



制造，也不主动向其成员收取任何费用，而是将从成员那里获得的信息供大家共

享。

四、“剑桥精神”一一区域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剑桥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关键性的先驱人物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所体现

出的创新与创业精}申是今天“剑桥现象”的中心精神。在剑桥俭都不存在对区域

发展进行正式规划的政府机构，也不存在一个以塑造园区竞争力为F标的长期发

展规划。那些从事创业的人都一些完全相信只要给他们机构就一定会成功的人。

在创业过程中，他们了自发必的主动性，而这些主动性是在非正式关系内部形成

的。剑桥的企业家来自自身的企业家网络，而不是政府、大学以及英国其它地区

的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家愿意承担风险，并乐于管理风险。

五、弱政府一一剑桥发展自主性的保证

在剑桥地区发展中，政府的作用微乎其微，非常有限。政府置身事外的管理

是剑桥地区的独特特点。这一地区对政府干涉造成不安的担忧可以追溯到18世

纪，政府的干涉被认为是对以信任为基础的剑桥精神的一种违背，因此受到怀疑。

剑桥的高科技团体似乎相信政府的干预会抑制企业的创新，他们认为企业的创新

应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不是刻意构建的演化过程。一些专家也认为，如

果政府要在这一地区发挥作用，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影响创新的障碍物上，而不是

一味的促进经济发展。剑桥与政府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连锁反应，在这一地区(除

剑桥大学外)没有政府主导的任何活动与投资，没有国有企业的经营、没有军工

企业，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政府的干预在这里被认为是一种文化不协调的表现，

这里的人喜欢从亲戚朋友那里寻求帮助，对政府始终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六、剑桥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的不利影响

剑桥地区被认为是欧洲的硅谷，但是人们也都承认，无论从创新能力还是创

新绩效方面来看，剑桥地区还远远落后于美国硅谷。当然造成这种结果是有多方

面原因的，但剑桥的社会资本不足也是基本原因之一。首先，剑桥大学重学术轻



企业的学术环境对地区的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其次，剑桥的“社区规范”

最大的特点在于较强的自主性，合作网络不是很宽泛。第三，剑桥地区的非正式

联系不如硅谷，这里的工程师下班后一般直接回家，而不是象硅谷那样聚在一起

闲聊或者讨论技术性问题。第四，剑桥地区创业支持系统的不足也有一定的影响，

剑桥地区的风险投资专家、律师、市场专家等还比较缺乏。

第三节印度班加罗尔的社会资本与科技创新

班加罗尔(Bangalore)是印度卡纳塔卡邦首府，人口600多万，是印度最主要

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之一，素有印度“科技之都”和“印度硅谷”之称。早在

1988年，班加罗尔就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全球10大高科技城市之一。迄今

为止，在印度“硅谷”创立的高科技企业达到4500家，其中1000多家有外资参

与。班加罗尔已成为全球第5大信息科技中心，被IT业内人士认为已经具备了

向美国硅谷挑战的实力。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区域创新的研究都不忘把班加罗尔软

件产业集群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列入其中，本节将从社会资本发展的角度剖析班

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成功的原因。

一、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现状

班加罗尔在印度软件业中占据核心地位。班加罗尔软件科技园区成立于

1992年，核心区面积1．5平方公里。在印度政府和卡纳塔克邦地方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经过lO年左右的发展，如今班加罗尔地区已发展成为印度软件之都。

2004-2005财年，印度软件出口128亿美元，其中卡邦出口达62．7亿美元，占了

一半，而卡邦的软件出口以班加罗尔为主。可以说，班加罗尔的软件出口了整个

印度的半壁江山。

世纪之交，印度班加罗尔抓住全球产业转移趋势，利用本土资源优势，集中

发展软件外包这一新的产业形态，成为全球重要的软件外包中心。可以说，园区

许多机制、要素资源、基础设施等都是围绕软件外包发展进行而设置，并为支持

软件外包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为适应软件外包业务发展需求，园区培养了

大量软件蓝领工人。政府还通过在学校开设软件技术相关课程、把学员送到国外



去培养等措施为软件业的发展储备了大量优秀人才。班加罗尔还特别重视信息化

建设，大力支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实施信息技术政策，为软件企业和海外的

研发机构、客户提供高速可靠的数据通信连接。现在印度的卫星通讯设施和互联

网不仅使国内的各个软件科技园区的联系变的极其方便，而且可以使他们联系到

世界上的任何角落。

为了促进软件出口，班加罗尔政府成立了专门的中介服务机构，如印度全国

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和电子与计算机软件出口促进会，这些机构为软件业的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园区在美国设立第一个国际商务支持中心，以及时反馈美国市

场信息，致力于加强本国公司与美国企业界的联系与沟通。班加罗尔与美国硅谷

之间也存在密切的人员联系和企业合作。政府全力支持软件产业发展。90年代

初，印度制定了《信息技术法》、《软件技术园区(SPT)计划》并成立软件科技园

以促进印度软件的出口。印度政府给予出口导向型软件公司五年的特别免税优

惠，实施政府采购和促进消费政策，强制性购置国产IT产品。这些政策极大支

持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

二、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中的社会资本
f

1．区域社会规范

20世纪80年代以前，印度的大多数产业具有以下特征：局限于不发达的国

内市场，规模和复杂性都比较低，公司之间的竞争处于低水平状态，缺乏产业集

群和有效的制度支持，软件业需求很小，行业萎缩。转机从1984年甘地政府重

点扶持软件业开始，随后印度于1986年颁布《计算机软件出口、发展和培训政

策》，广泛鼓励各种形式的合作与软件职业培训，包括“走出去”(如出国留学、

国外办厂、办研究所)与“放进来”(如国外直接投资、合资办企业等)，直接促进

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合资、合作与各种联盟，带动了软件业的巨大发展，尤其是在

知识密集的班加罗尔，1991年班加罗尔成为印度第一个软件科技园；1999年印

度发布{IT行动计划》，提出成为世界rr超级大国的目标，从各项政策与制度

上保障软件产业的优先发展，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高度鼓励合作，尤其是与全

球知名企业或软件强国合作。正是这些非强制性政策作为促进合作的社会资本因

素，极大地促进了班加罗尔软件集群的发展，造就了今日班加罗尔被誉为“亚洲



的硅谷”的世界地位。班加罗尔的软件企业之间互相合作、共同开发软件项目，

诚信守约是起码的游戏规则，“追求卓越”的职业精神成为一个工作的原则，这

些非强制因素被班加罗尔的软件工程师奉若神明，引导他们精益求精。规范在无

形之中激励或者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使之趋向合作与信任，从而

改善班加罗尔软件集群的关系网络，提高了集群的区域竞争力。

2．合作网络与信任

集群中的企业不是分散的，而是一个建立在信任基础E的合作网络。首先，

组织之间存在着产业内部的配套关系，即所谓的“产业价值链”，种形式的产业

链构成集群内部相互联系的纽带。其次，产业链中的物流过程伴随着复杂的资金

流、信息流、技术流、人力流等，形成各种立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如门路和机会

的网络、权力和影响的网络，以及生产和创新的网络等，正如波特所言：集群融

合了网络的全部好处，与整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密切相联。合作网络的形成大大促

进了产业集群内的互动从而推动创新，但是网络的密度决定了很高的流动性，特

别是人才与知识的流动，班加罗尔的软件人才流动率高达20％。人员的流动传播

了技术和市场信息，营造了班加罗尔互动的空气，但是也导致了信任危机，高层

领导由于害怕人才流失尽量减少甚至阻止软件专业人员的交流和沟通。博弈论的

结果证明：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关键要素，也是产业集群最重要的无形价值。印度

的软件工程师们有一种普遍的认识：信任是培育集群内部组织之间关系的粘合

剂，如果允许他们与其他组织的同事自由沟通，那么他们将更富于创造力和创新。

班加罗尔的软件组织需要创立一种松紧适宜的根植性，紧得足以保护竞争力，松

得足够知识转移畅通。所以，班加罗尔高层领导的信任恐惧无法阻止班加罗尔共

享知识的空气，互相信任和开放的心态使得高手很乐意向初学者传授各种经验，

“导师”也成为班加罗尔软件集群职场的一大特色。各种场合下人们交换创意，

加速了知识的扩散，形成比较充分的信息环境，于是，在集群外很难获取的行业

信息，在集群内部可能是人所皆知。班加罗尔的行业组织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信

任机制的建立，如：印度国家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信息技术产品制造者协会、

电子计算机软件出口促进理事会等，这些行业组织是集群内企业沟通的桥梁和纽

带，在软件产业中起NT沟通联系、协调矛盾、扩大宣传、组织研讨、向有关政

府部门反映企业呼声和促进企业发展等作用，而且还成为企业之间的信托代理

人，信任机制在那里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企业与机构之间互相熟识，每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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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都是可信赖的。如果哪个企业破坏行业规范，不守承诺，轻而失信，它将

受到行业协会的严重惩戒和集体制裁。班加罗尔软件集群的信任机制，还体现在

软件品质可靠、交货准时。目前全球通过最高软件标准SEI--CMM5的52家公

司中有30家落户班加罗尔，他们把软件缺陷率控制到0 02％以下，项目准时率由

原来的30％提高到70％，比一般软件公司高一倍左右；集群内部厂商之间相互

信任结成卡特尔，在技术、市场、价格等方面串谋，共享社会资本带来的超额收

益等等。

3．知识的流动

软件业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因此知识管理举足轻重，知识的流动己成为印

度软件产业集群的关键驱动力之一。合作网络为集群内知识的流动开辟了途径。

但是知识流动的效率还涉及到其他诸多方面。软件产业的隐性知识尤其需要自由

流动，因为隐性知识正是企业获取全球竞争力的关键，也惟其如此，方能充分发

挥社会资本的根植性对效力和效率的有效整合。印度崇尚共享知识的集体主义文

化，班加罗尔的软件工程师也很乐于向他人传递知识，做新手的“导师”。在集

群组织内部，显性知识通过正式培训、企业内部互联网和知识仓库来转移和流动；

而隐性知识本身难于识别和转移，于是班加罗尔的大多数组织采取非正式程序来

转移知识，例如“导师”制就是非常有效的程序之一，通过“导师”制，高手向

初学者直接传输经验法则，甚至关于客户的信息和经验也可以共享，专门技能和

知识在班加罗尔软件集群内得以顺利流动。集群组织之间的知识流动，则通过定

期的座谈会、研讨会以及各组织员工到班加罗尔管理学院进修、培训时交流等各

种形式来实现，类似的对组织双方都有利的主题讨论活动在班加罗尔非常盛行。

三、班加罗尔软件集群社会资本的不足

根植于班加罗尔软件集群的规范、网络、信任以及知识流动构成的社会资本，

使班加罗尔软件产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长足的发展，但是班加罗尔软件集群正

在发展之中，它的社会资本也处于成长、发展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改善集群内组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组织之间的互动和隐性知识的转移，

进一步改进班加罗尔社会资本的效率；

2．信任机制有待完善，如班加罗尔软件集群在业务外包方面缺乏足够的信



任，高层经理担心组织间的知识转移会泄漏商业秘密，缺乏信任使社会资本难以

发挥效率，所以班加罗尔还需要强化信任尤其是组织间的信任，使之成为一种区

域文化：

3．有关集群政策尚待研究，在产业政策与集群政策之间，班加罗尔曾经采

取产业政策重点扶持软件业，但在软件业形成集群以后，怎样培植社会资本使现

有竞争优势得以持续，这个问题有待更加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第八章基于社会资本管理的区域创新政策设计

适当的区域创新政策对于区域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广泛地为政学各界

所接受，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导型发展的国家，制定有效的区域创新政

策是地方政府决策的重要内容。传统上，人们主要从降低区域创新成本、改善区

域创新环境、培养区域要素等方面研究区域创新政策，本章基于区域社会资本培

育与管理，提出一套新的区域创新政策，为地方政策的科技创新政策决策提供一

个新的视角。

第一节区域创新政策与区域创新政策工具

所谓区域创新政策是指区域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本地区的区域创新活动的发

展而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总和。通过区域创新政策，能够在区域科技创新与经

济社会发展之问建立起有效的链接，实现区域创新体系的效率提升。

一，区域创新政策的作用

综观世界各地的创新型区域的发展，虽然在区域创新发展的初期，许多区域

并不存在明显的区域创新政策，主要通过区域内部创新主体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

自发组织形成的，甚至在创新区域形成发展之后，也排斥地方政府对区域创新活

动的干预，典型的如美国硅谷与英国剑桥地区。但是，大多数学者相信，区域内

部自发形成的创新体系一般都会低于社会的最优水平，如果政府能够采取适当的

政策措施，有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的效率。特别是对于一些发展中国

家，如果希望本地区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一个有效的区域创新体系，那么政府的区

域创新政策必不可少。

学术界关于区域创新政策对于区域创新发展的作用主要有三个基本观点：

1，克服市场失败论。

既虽然市场机制作为一项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对区域技术创新活动发挥着

基础性作用，但市场对区域创新资源的配置也会有失败的时候，这就需要政府通

过创新政策进行适当干预，以补充市场机制的不足。



2．提供公共产品论。 。

市场机制虽然能够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但无法向区域提供基于共同利益的公

共产品，需要政府基于公益的需要，提供区域创新需要的基础设施，如公共信息

网络、大型计算中，0、甚至大学、公共研究机构等。

3．战略性区域发展论。

基于市场机制的区域创新发展足一种循序渐进的区域创新发展模式，它往往

根据区域科技创新资源的现状按部就班的发展演进，而不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这样就会产生马太效应，而后进区域政府如果采取一定的创新政策，可能会创造

出新优势，对区域创新发展产生战略性的“跨越”作用。

二、区域创新政策工具分类

区域创新政策有许多种，根据创新政策的功能与作用不同，可以将区域创新

政策划分为激励型政策、引导型政策、保护型政策和协调型政策四种不同类型。。

1．激励型区域创新政策

激励型政策的目的在于激励区域创新主体创新的欲望，为创新主体创造良好

的外部环境。激励型政策包括金融政策(如优先贷款和优惠贷款、设立创新风险

基金等)、财政政策(如对创新的奖励、对研究与开发的投入、拨款等)、税收政

策(如减免税等)、分配政策(如从利润中提取创新基金等)、信息政策(如建立

区域信息化基础结构、为创新主体及时提供准确的信息)、专利政策(如保护创

新成果和知识产权的专利制度等)和其他政策(如提供创新所需的基础设施等)。

2．引导型区域创新政策

引导型政策着眼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使区域内创新主体明确

国家及本地区倡导的技术发展领域和鼓励方法。引导型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如优

先发展高科技产业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策等)、科

技政策(如技术进步政策，技术市场政策，人才交流政策，技术引进政策，对研

究与开发支持政策等)。

3．保护型区域创新政策

保护型政策致力于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的扶持。地方政府必须明确地意识

。何墩明、邹小春：‘论地方政府与区域创新'．载‘经济师，200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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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当地的区域创新活动的重点应该是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因为他们不仅

是信息社会所必须的，而且还是改造当地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力量，可

以通过新的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带动区域各类企业的发展和创新。所以，

地方政府应特别关注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可以采取诸如政府购

买制度等对它们给予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保护型政策包括政府购买政

策、专利制度等。

4．协调型区域创新政策

协调型政策主要是协调创新过程中，区域创新主体之问的关系及其各个不同

地区在创新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协调型政策包括协调区域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

技术转让之间关系的政策，协调跨区域、跨行业、跨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的政策，

以及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政策等。

三、区域创新政策的新发展

早期的区域创新政策主要是激励型的创新政策，地方政府通过给予区域创新

活动优惠政策和创新激励，以推动本地企业投入技术创新活动中去，但随着区域

创新体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区域创新体系构成要素的理解与认识也

在不断发展，区域人力资本集聚、产业集群发展以及区域社会文化环境对于区域

创新的重要作用逐渐被地方政府所重视，于是区域创新政策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

趋势。

1．区域创新政策的综合性越来越强 。

随着科技创新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越不越明显，科技创新政策也逐渐成为区

域政府各项决策的中心内容。区域创新政策辐射到各项区域政策之中，覆盖许多

不同的政策领域，如科技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等，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原

有的政策体系之内。

2．区域创新政策出现间接调控型发展趋势

由于硅谷、剑桥等一批成功的科技创新区域发展表现出的自由创新空气的重

要性，当前创新政策领域倾向于减少政府干预创新的倾向，也就是要求政府不要

直接干预区域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活动，只为区域创新创造条件或者扫清障碍。

3．区域创新政策从注重培育创新要素向培育创新环境转变



区域创新资源对于区域创新发展固然重要，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要素的

全球流动性不断增强，而区域创新环境则无法流动，于是如何构建适合创新的环

境也就成为当前区域创新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区域经济体制、市场环境、

社会文化等都成为区域创新政策所包含的内容。

4．区域创新政策的对象越来越宽泛

传统的区域创新政策对象主要是从事高新技术的企业，但随着知识经济及技

术创新生态化发展，创新政策必须考虐更宽广的部门和产业的需要。区域创新政

策对象也逐渐扩展到包括企业、个人、高校、科研机构、市场中介组织等各个领

域和部门。

5．更加重视产业集群刨新政策的作用

在区域发展中。产业集群表现出很强的竞争优势，政策制定者必须意识到一

个国家或地区专业化的特殊模式，创新政策必须反映这些特殊模式。如何构建具

有较强竞争力的区域产业集群成为当前区域创新政策的重心之一。

6．区域创新政策中社会文化因素重要性日益提升

新经济社会学认为区域创新根植于区域社会网络与制度之中，不同地区的地

理环境、历史经历、地域文化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地方政府在制定区

域创新政策往往需要充分考虑本地区的文化特色，选择好制定创新政策的文化契

入点，鼓励文化创新，营造一个有利予区域创新的文化氛围，使创新意识贯穿于

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之中。

第二节基于社会资本管理的区域创新政策设计思路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区域创新，实际上就是将区域创新看作区域社会发展

的产物，并通过社会政策推动区域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不断改善区域创新的

外部环境，进而提升区域创新的整体效率。运用社会资本管理的方式推动区域创

新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科技创新政策(如政府对科技创新的资助、税收优惠、政

府采购、风险投资、金融支持等)，这一政策不直接作用于区域创新主体，而是

通过对创新区域社会结构进行改造，让这一区域的社会结构更加适应科技创新的

需要，从而激发区域创新主体从事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并且通过创新主体之间的



相互作用(技术竞争、技术学习、技术合作)，不断提升区域科技创新的总体效

率。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优化区域创新的制度环境、培育区域创新的社会环境、

清除区域刨新交流的内部障碍。

一、构建有利于区域创新的社会环境

区域创新的宏观社会环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正式的制度与社会规范，

二是非正式的通过长期社会交往形成的共同区域社会文化。前者毛要包括各种法

律、法规等制度规范，后耆主要指区域创新传统、精神等社会文化因素。区域正

式社会制度的建立往往受制于国家的宏观制度环境的约束，而社会文化则具有典

型的区域特征。美国硅谷的创新之所以成功，良好的区域社会环境就是一个重要

原因，在硅谷，没有等级，没有特权，有的只是对新思想、新创意的追求，人们

崇拜成功者，但决不会鄙视失败者，正是这种所谓的硅谷文化促进了硅谷高新技

术的快速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也认为：“创新

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创新必须有一定的文化做基础”。“创新需要联想、想象和

灵感，需要胆量，要敢于冒险，这就是人文精神。现在提出建立创新文化，就是

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人文环境”o。

当前，我国的一些区域的社会环境还存在着许多不利于人们进行创新活动的

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缺少对创新行为和创新者应有的尊重，其表现形

式之一则是有意或无意地漠视、忽视、无视创新行为的价值以及刨新者的存在。

客观地说，社会忽视创新活动这样的事情，每一个创新者(包括国内外)都会遇

到，因为其他人需要有一个了解和判断的过程；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创新活动屡

屡被社会漠视，或者一个人的创新构思已被采纳、使用、借鉴之后仍遭到忽视，

这就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了。另外，我国传统的社会文化也有一些不利

于科技创新的成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其《科幻一一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发展战略评判》一书中曾经提出“中华文化不养高科技”的论断，并给出七个不

利于科技创新的中华传统观念。虽然郎教授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但也反映出我

国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还有待改善。

营造区域刨新社会环境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一定的机制和配套的制

。许嘉璐：‘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载‘光明日报’2006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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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此，区域创新政策设计需要制度创新先行，只有建立能同创造性经济相适

应的体制和机制，才能真正营造起创新文化环境。政府要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念、

道德规范、风俗等意识形态的非正式制度创新，以保障正式制度的实现。同时还

要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并同中国本土现实文化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特别鼓

励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创新意识和竞争精神，在全社会推进文化创新，倡导科学

和创新精神，反对中庸之道、因循守旧，宽容标新立异与失败，营造良好的创新

氛围，形成有利于科技创新发展的良好文化环境。

二、培育区域创新的社会资本载体

区域社会资本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一定的社会组织相联系的，区域社群网络需

要一定的载体。在区域社会发展中，一些非政府的社团组织往往被认为是社会资

本依附的重要载体。根据布迪厄的观点，社会资本根源于“或多或少制度化的、

相互熟识和认可的关系所构成的持续性的网络当中，——换句话说就是组织的成

员关系之中”。帕特南在关于意大利南北方的研究中，认为意大利北方的经济形

势与民主运作的比较好的主要原因就是在那里具有众多的横向社团，如邻里组

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这种理论一样可以应用在地

区经济的发展之中。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看，社团是否独立于国家的控制并非

问题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在结构化的组织形式中人们彼此联结的程度有多高。不

论正式或非正式的社团都可以构筑持续的人际关系网络，为成员提供社会资本。

区域社团组织通过促进成员之间信息交流、建立互惠规范、培育相互信任，推动

社团成员之间自发合作，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处在社团当中的成员更可以慢慢

学会妥协和宽容，培养组织和交流技巧，因此社团常常被用来测度社会资本。

区域社团组织有很多种，广义的社团概念为一种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通

过正式或非正式团体的成员关系把分散的个体或紧或松地联系在一起。社团组织

一般按其组织性质不同可分为正式社团与非正式社团两种。所谓正式社团是指在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具有一定组织机构的社团组织，而非正式社团则是基于个人共

同爱好而形成的松散的沙龙式社群组织。我国正式社团组织包括两种：“社会团

体”(简称“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简称“民非”)。其中，“社会团体”

由民政部门负责管理。目前我国民政部规定的正式社团组织有五大类：学术团体、



行业团体、专业团体、联合性团体和基金会。根据国务院1989年颁布《社会团

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我国所有民间社团必须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并且必须先找到一个政府机构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否则，社团就必须自行解散。

由于我国对社团组织注册做出的严格规定，致使我国正式的社团发展长期受到限

制。除正式社团之外，非正式社团也对区域社会资本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特别

是一些同乡会、同学会等社交组织，其成员之间相互信任，信息沟通便捷。如果

区域创新组织能够与这些非正式社团组织相结合，将会极大提高区域刨新的效

率。

三、密切区域创新的共享式社会网络 ．

社会资本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又可分为组织内部的网络

与组织之间的社会网络两种。在第五章中，我们分别以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与企业

外部社会资本进行过较为详尽的分析。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主要由企业根据自身

的企业文化、组织结构及其管理制度来确定，政府的政策很难直接影响。韦恩·

贝克o(Wayne Baker,2002)认为，提高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途径主要有发下八

种形式。一是在企业内部建立“行为共同体”，指由一个企业内部同一职能部门

或者工作过程中，分布在不同场所的人组成正式或者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二

是让企业内部员工跨越组织界线或者专业领域，参加一些跨行业、跨学科的协会，

将社会关系网络多元化；三是创建企业论坛，形成企业内部信息交流机制，提高

企业的社会资本；四是建立工作轮岗制度，通过员工流动，扩大员工之间的联系；

五是企业内部建立一些“个人社团”。建立个人网络：六是鼓励员工参加各种慈

善活动，让社会关系多元化；七是积极参加地方性社团组织，建立开拓性社会关

系网络：八是培育和创建企业文化，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对于区域创新政策而言，地方政府关注的并不是企业内部社会网络的构建，

而是企业之间的社会网络增强。企业之间的社会网络有很多表现形式，既有企业

与企业之间的横向技术创新合作，也有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之间的技术刨新联

系，还有企业与用户、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以上这些区域创新主体之问

的联系非常重要，也日益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但，除此之外，还有两类区域社

。韦恩·贝克：‘社会资本制胜：如何挖掘个人与企业网络中的隐性资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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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网络联系通道非常重要。一是区域社会交往所依赖的服务业发展状况，二是大

学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前者主要指为区域技术创新人员社会联系提供服务

的场所，如供企业科技人员聚会、交流的餐厅，休闲聊天的咖啡馆、茶楼以及其

它娱乐场所，这些服务设施对于区域创新信息的交流非常重要，是区域隐性知识

扩散与区域社会网络形成的基础。另外，大学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也要重新认识。

传统上人们只重视大学在区域创新中知识与基础技术的提供与支撑功能，以及对

区域创新人才的培养与供给作用，而实际上大学本身也是一种社交场所，企业研

发人员参与高校的一些技术培训、学术会议的过程，也是一种社会网络的扩大过

程。在这里，大学的作用不仅仅体现为知识的创造，更体现为社会网络与社会关

系的创造。

四、积累区域创新的社会资源

社会资本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一种社会资源。所谓社会资源指的是以非物质形

式作用于人类生产过程，并且具有一定“存量”和生产能力的能量和信息，包括

科学资源、政策法规资源、人力资源、文明资源等。社会资源具有以下特点：一

是非物质性。社会资源相对自然资源而言，是“软资源”是一种无形资产，是人

类精神财富的结品。二是可再生性(或称可更新性)。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不断地

创新，“软”资源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地得到更新和发展，创造出更适合人

类社会发展的“软”资源。三是可储存性。创新并非一跳而就，总是要在大量社

会资源累积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四是可调控性。社会资源有很大的能动作用，

不仅能利用和改造自然，而且也能调节人的行为，使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一个

区域只有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源，才有持续不断的“创新”。一些创新区域的崛起

也主要在于其社会资源的不断“创新”及其广泛应用，不断创造出新工艺、新工

具、新材料，不断开发出新资源、新产品。社会资本不仅使原有的传统产业部门

的技术基础得到改造，为新生产部门的创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且改变了整个

社会生产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同时也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流通、分配、消费

等社会经济其它领域，导致整个经济结构的更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区域社会资源除了上面谈到的社会制度因素、历史文化因素外，还有一个很

重要的社会资源就是区域人力资本。在知识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各国、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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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为知识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空间和条件，科技人力资源区域集聚与积累也就

成为区域科技创新的一项重要资源。科技人力资源的有序流动或迁移导致科技人

力资源的集聚，进而产生和形成科技人力资源的集聚效应，达到有效刺激经济发

展的目的，在局部形成增长极，形成区域创新优势。因此，如何在一定的地理空

间、产业空间、知识领域空间、文化空间和市场空间内有效集聚到合理的科技人

力资源，如何最大化最优化地发挥科技人力资源的集聚效应就成为区域创新的主

要任务之一。除了人力资源之外，区域内部与全球的创新联系网络也是全球化背

景下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如跨国公司在本地区的R&D机构密度，本

地区与世界各地、各类机构之间的联系渠道等等，这些联系渠道发挥区域科技创

新“全球管道”的作用，使区域创新网络尽可能地融入到全球创新网络中去，并

从中获得区域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五、强化区域创新的身份认同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要素，它是以某一团体的成员资格为基础，或者说，

社会资本是以整体的认同作为存在的基础的。不管是社会规范、社会信任，还是

社会网络，都体现为一定范围内社会的团体属性。区域创新的社会资本也是如此，

它是由区域内部各个创新主体之间基于共同的社会认知而形成的一种社会财富。

认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社会认同是社会影响内化的心理基础，包括情感、

态度乃至认识的移入过程，在社会学上泛指个人与他人有共同的想法。我们认为，

认同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接受水平，一般指行为主体在认识、情感上与行为上对

规范趋于一致，从而产生自愿对规范的遵从现象。中国传统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

企业家之问的社会资本往往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是一种对血缘的认同和对家

庭的认同。费孝通早在上世纪中叶就提出著名“差序格局”理论。他认为“差序

格局”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在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一切行为不

以一个高踞于所有人、所有团体之上的超越性公平正义理念为基准，判断是非的

标准是家族利益或个人利益，表现为对内讲道德，对外不讲道德。

对于区域而言，区域社会资本也是一种对区域文化、传统、共同创新理念或

者创新范式的认同。区域社会资本的身份认同首先表现为一种情感上的相互肯

定。如基于历史传统的区域文化(上海的海派文化、北京的京派文化、安徽的微



商文化等等)、共同的语言规则及共同的表达方式等。基于情感的身份认同对于

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很大。比如美国硅谷的区域创新已经形成一个知名品牌，硅

谷精神已经融入到每个技术创新人员的思想深处，出身于硅谷的科学家、工程师，

无论身在何处，都会以曾经在硅谷的经历作为一种资本，用硅谷的技术创新范式

指导自己的技术创新方向。社会认同对于区域内部的知识传播也有重要作用，区

域创新体系中的受体和知识源由于共享相似的区域社会文化背景而促进知识传

递。区域内部企业之间较低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以及知识解码的相对容易，因文化

距离近而引起的人员频繁流动，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区域创新的发展。

区域社会资本的身份认同不仅表现为情感上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它还意味

着基于共同利益上的相互支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区域产业集群，由于区域

产业发展的相似、相近性，产业集群实际上就是一个区域产业的集体形象和利益

共同体，具有“一荣俱荣、～损俱损”的性质。产业集群的最大效应是行动主体

的共同行动，它是一种主动的、动态的、持续的效应。在发达的国家中，～个成

熟的产业集群是以获得较强的共同行动效应为特征的，具有强烈的品牌效应。

六、遏制社会资本的负面影响

社会资本对于区域创新的影响具有两面性。社会资本区域创新的负效应主要

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在知识获取和技术创新上，

社会资本的路径依赖也起着明显的作用，容易造成区域创新与外部的隔离，形成

自身创新范式的僵化机制，不利于区域创新的开放式竞争。另一方面，通过社会

资本形成的技术创新决策或者技术选择往往较多依赖于社会网络中处于中心地

位的个人判断，一旦区域技术创新战略决策失误，将为区域创新带来难以估量的

后果。基于社会资本管理的区域创新政策一方面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对区域

创新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要尽可能减轻社会资本对于区域创新的负责影响。

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主导区域发展的往往是各级地方政府，而地方

政府的决策又往往集中于少数领导干部手中。一些地区的技术创新路径以及高新

技术产业的选择，也往往是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量下的即兴决策，缺乏科学性。

而一些技术创新主体出于维持人际关系或者与政府关系的考虑，纷纷加入到区域

技术创新中来，一旦国际市场环境和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变，这种基于各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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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形成的创新网络往往很难进行适时调整，结果会形成一些技术创新的“悲剧”。

贵阳地区微硬盘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贵州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的西部地区，本来不具备微硬盘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但是由于贵州省政府高层

与相关企业负责人之间基于个人关系而决定在贵州建设全球最大的微硬盘产业

基地。当时贵州省制定的产业发展目标是，建立微硬盘产业的国家级研究中心，

推动产、学、研合作，并在整合这些条件的基础上，通过产业的群聚效应和政策

环境的优化加快微硬盘产业的发展。但事与愿违，从2003年至今，已经投资18．4

亿元建成的贵阳市金阳开发区“知识经济产业化基地”已经淹没于一片杂草之中。

在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之下，快速泛起在中国西部的高新技术产业“泡沫”迅速

破灭。



第九章上海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社会资本管理研究

上海作为中国东部沿每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历来重视科技创新在推动城市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始终把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作为不断增强上海经济综合竞

争力和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2003年正式确立“科教兴市”

主战略之后，上海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很

大的进展。但是，截止目前，上海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还基本停留在集聚创新资

源、培育创新主体、健全基础设施、完善科技立法、加强技术创新服务等软硬件

环境方面，城市创新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性不强。本章将以上海为例，探讨社

会资本管理与上海城市创新体系建设的互动关系，并提出一些基于社会资本管理

的创新政策建议。

第一节上海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

上海科技创新体系是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代表中国参

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竞争的国家战略任务。长期以来，上海以其雄厚的科技实力

和健全的产业基础，以及资金、人才方面的优势，在全国的区域创新中居于前列

位置。据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等单位编撰的《中

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研究显示，2005年度上海的区域创新能力再次排名全国

第一。目前，上海已经基本建成了一个由政府与市场共同推动，以企业为主导、

创新资金投入为基础，创新服务网络为中介，法规政策为保障、创新人才为核心

的城市创新体系。

一、上海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历史演进

创新是上海发展的灵魂，是提升上海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不竭动力。上海的科

技创新一直处于全国前列，也是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排头兵。建国初期，上海根

据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的需要，先后建立了一批科研单位。从1957年起，

上海在建立科技领导机构、建设科研基地、培养科技队伍、提供科研条件、发展

新学科技术和国防尖端技术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和部署。1958年成



立中共上海市委科技领导小组，设立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市科委)。

20世纪60年代，上海的科技创新呈现快速发展态势。1960年1月，中共上

海市委在闵行召开全市科技工作会议。会后，全市相继新建了30多个独立的科

研单位，许多企业也建立自己的研究室或中心实验室。1961～1963年，上海在

合理科研布局、加强管理、提高技术基础、改进技术服务以及保证科研条件方面，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3～1966年，上海的科技系统积极参与传统工业的技术

改造。1964年和1966年两次召开的全市科技工作会议。1966年“文化大革命”

丌始后，上海的科研工作遭到严重摧残。

文革之后，上海的科技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1977年，上海市恢复了市科

委，重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市政府各委、办、局也先

后建立了科技管理机构。同年11月，上海制订了《1978～1985年重点科学技术

发展纲要》，标志着上海的科技工作又步入新的发展轨道。1978年2月，上海科

学大会提出在本世纪内把上海建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基地的

奋斗目标。会后，上海抓了10项科研任务的会战，市政府专门增拨了500万元

科研经费，并对15个重点研究所在财政上予以扶植，还由地方财政每年拨款1000

万元，作为推广科研成果专项资金。

20世纪80年代，上海科技工作进一步开拓新兴科学技术的应用，编制了《上

海科技长远发展规划》和《1986～1990年“七五”上海科技发展计划》。确定了

以微电子、新型材料、光纤通讯、激光、生物工程、机器人、海洋工程七大新兴

技术为科技发展重点。同期，上海科技工作逐步实施体制改革。1985年3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上海市积极贯彻了这个决定。上海

还积极推行了科技人事制度的改革。上海市科委、上海市人事局成立人才交流服

务处，一些单位也设立了相应的机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进一步加速。1992年8

月，上海市委、市政府作出《关于发展科学技术、依靠科技进步振兴上海经济的

决定》，通过建立高科技产业技术开发区，实施星火计划和火炬计划，提升传统

产业，培育科技企业。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科技企业。1995

年8月，上海科技大会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同年10月15日，上海

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加速上海科技进步的若干意见》，1998年又制定了《上

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1999年进行修定，有效地推动全市科



技成果转化的进程。

进入21世纪之后，上海市进一步明确了“科教兴市”主战略的定位。2003

年12月，上海市委八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行动纲要》，

将“科教兴市”确定为支撑上海未来发展的主战略。2004年，上海市科委正式

推出“科技创新登山行动计划”，确定了到2010年的科技创新目标和任务。2005

年，重点进行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上海市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工作。

2006年3月，上海正式公布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5月，上海再次

公稚《实施(上海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若干配套政策》。这两个

文件明确提出“三个机制一个体制”为核心的上海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任务，既核

心资源形成机制、企业动力激活机制、市场价值实现机制以及实现科技统筹管理

体制，进一步明确上海中长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目标是：建成要素齐全、布局合

理、运行高效、合作开放、互动充分并具有区域特色的城市创新体系。

二、上海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进程，可以看出，主要围绕服务

平台、人才队伍、创新主体、科技合作、研发投入等方面展开。具体与表现为以

下五个方面。

1．技术创新组织体系

上海的技术创新组织体系主要表现为多元化和高度开放。多元化指企业、大

学与研究机构作为技术创新主体既相互分工又相互协调，在上海创新体系中充当

不同角色，发挥各自功能。高度开放是指上海面向国内外组织研发资源，面向全

国提供科技创新服务，同时作为中国引进技术的中枢，发挥着联系国内创新网络

与全球网络的媒介作用。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是区域创新的三个组织，尽管大

学与科研机构在知识创造与技术创新源方面发挥亲睹重要作用，但人们普遍认为

企业技术创新的强弱决定着区域创新的活力。据统计，截止2005年末，上海的

高新技术企业已经达2303家，累计建成29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166家市级

企业技术中心，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上海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同时，上海也成

为集聚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重要区域载体。截止2006年6月，在上海设立的外

资R&D中心已经超过170家，上海正在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全球重要的研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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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创新投入体系

创新资金投入是城区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也是技术成果产业化转化的摧化

剂。自从2003年提出“科教兴市”主战略以来，上海的科技创新投入逐年增加。

2005年，上海全市用于研究与发展(R＆D)经费支出214亿元，比上年增长25．5％，

相当于上海市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2．34％，比2000年提高O．65个百分点，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1．04个百分点。从投入结构上来看，2005年全年上海的企业技术

研发经费支出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超过50％，企业技术创新意识不断增

强，创新投入持续增长，新产品市场开发经费支出增长明显。2006年上半年，

上海市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达到157．5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5％；投入强

度(技术创新投．h．dr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到1．79％，提高O．28个百分点。上海

的高科技创新投入也带来了较高的科技创新成果。2005年，上海共取得科技成

果1701项，比上年增加72项。2005年，上海专利申请量3．27万件，比上年增

长59．5％，其中发明1．04万件，增长55％。专利授权量1．26万件，增长18．6％，

其中发明专利1997件，增长18．4％。

3．技术创新服务体系

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是指为技术创新主体提供社会化、专业化服务，以支撑和

促进技术创新活动的创新服务机构组成的技术服务网络。上海的创新服务机构建

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已经形成了以上海技术交易所、上海高新技术成果

转化服务中心、上海浦东生产力促进中心、上海企业孵化器、上海科技咨询服务

中心、上海技术研发共享平台等的多层次、全方位、辐射面广的技术创新服务体

系。特别是2004年起正式启动的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在区域创新服务中的

作用日益明显。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是《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行动纲要》布

置的五大平台中第一个开通的公共服务平台，也是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平台包括十个子系统：仪器设施共用系统、科学数据共享系统、科技

文献服务系统、试验基地协作系统、资源条件保障系统、专业技术服务系统、行

业检测服务系统、技术转移服务系统、创业孵化服务系统、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和

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门户系统。平台开通两年来，通过社会化、专业化运作和

管理，促进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各部门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资源共

享，共同服务于科教兴市一盘棋。最近，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的企业服务量连
＼

续上升，其中仅器设施公用系统的企业服务比重已达到72％，比2004年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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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个百分点。

4．技术创新法规政策体系

上海的技术创新体系一贯重视技术创新政策法规的建设。近年来，上海出台

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与政策，引导、规范、鼓励和保护技术创新活动。从已经出

台的法规政策来看，上海的技术创新法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的法规政策，如《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上

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贷款财政贴息试行办法》、《上海市鼓励专业技术人员

和管理人员从事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实施办法》，《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高新技术

成果转化中人才工作的实旌意见》、《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程序》等。

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政策，如《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研

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办法》、《上海市商业秘密保护条例》、《上海市高等学校知识

产权管理办法》等。三是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法规政策，1999年上海市人

民政府发布《关于促进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的决定》，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市场

准入、信用靠4度、金融支持、社会服务等进行一系列制度化规定。四是加快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法规政策，如《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上海市鼓

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关于加快上海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所得税若干具体政策》等。

5．技术创新人才开发体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落实科教兴市的人力资源发展目标，上海不断加

快构筑“人才资源高地”，解决日益迫切的人才问题。为了加快人才培养力度，

上海市分层次制订并组织实施了一系列人才培养计划。一是上海青年科技启明星

计划。上海从1991年开始率先在全国实施“科技启明星计划”，这一计划旨在培

养3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员独立开展科研工作，资助重点放在青年人才成长初

期，打破论资排辈，重潜力不重资厉，以项目扶持的方式，为青年科技人员起步，

领衔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等工作提供经费资助。。2006年度，

上海青年启明星计划共资助A类70人，B类53人，跟踪资助108人。二是白

玉兰科技人才基金。1997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上海市财政局共同出资，

设立“白玉兰科技人才基金”。基金资助境内外优秀人才来沪开展长期或短期的

合作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孵化和转化、科学知识普及教育以及科技管理等



活动所需的部分交通、生活费用。基金资助上海地区优秀科技人才参加境外有一

定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所需的部分交通、生活费用。此外，上海市还于1999年

通过《上海市吸引国内优秀人才来沪工作实施办法》，吸引国内优秀人才来沪从

事科技创新活动。这些措施对于上海构筑“人才资源高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

上海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上海科技创新体系中的社会发展障碍分析

近年来，上海把科教兴市放在“主战略”的地位上，不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

投入力度，城市创新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与发

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上海的科技发展水平还存在相当大差距，特别是在城市创新

的软环境方面，上海目前还存在许多与建设创新型城市不相适应的地方。上海科

技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各个环节似乎都较完整，但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以及全社会

参与科技创新的动能还不足，既促进区域创新的社会资本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

以下四个方面。

一、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还没有真正形成

科技创新环境包括多个方面，既包括科技创新的金融环境、产业环境，也包

括社会环境。上海科技创新的金融环境和产业环境无疑在国内是相对领先的，但

在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方面的表现则相对落后。一方面，上海是典型的海派商业

文化，由于受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上海市民普遍存在一种做“洋买办”的心态，

热衷于西方科技，重视技术引进，向国内同行炫耀，而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意

识。另一方面，由于上海在国内享有较为优越的经济地位，市民也大多属于中产

阶段，生活上安于现状，缺乏的“冲劲”，造成科技创新的动力不足。当然，上

海的这种科技创新社会氛围既与传统的历史文化有关，也与政府的科技创新宣传

教育密切相关。如何发挥政府对企业和个人从事科技创新的“引”“逼”效应，

激发全社会参与科技创新的热情，也是上海建设创新型城市面临的一大瓶颈。

科教兴市的关键是人才，而人才的培育源于教育，创新人才的培育需要现代

化、国际化的教育体制，人才的发展需要整个社会的创新环境。但是，从目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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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教育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来看，还不能适应培养创新人才的需要，表现为，教育

自身体系内尚缺乏长远的规划和持续的创新能力，缺乏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学科

和学科群，教育外部尚未建立能与社会互动乃至引领社会发展的机制，教育依然

存在战略思想保守、政策措施缺乏fi{『瞻性、配套改革滞后等问题，缺乏支持创新

和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创新人才发展缺乏应有的氛围和空间，突出表现为“灌

输式”、“应试型”教育仍主宰整个教学界，教育对市场需求反应迟钝，缺乏个性

化和探究性教育的师资力量，教师培训体制机制跟不上课教改革的要求，教育综

合改革试点推进力度不足，各类社会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力，课外教育基地与

学校教育配合缺乏应有的激励机制，等等。

上海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发育相对滞后，也与上海科技创新的发展模式密切

相关。在当前全国上下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将发展高

科技产业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着力点，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科技创新

的战略突破，而上海的科技创新正是这一发展思路的典型代表。而在短期之内，

上海的科技硬件发展非常迅猛，也为政府部门带来漂亮的“政绩”。但是良好的

科技创新文化与社会氛围却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并且也没有很明显的“政绩”

标志。正是在这种急功近利的科技创新模式下，造成上海科技创新社会氛围的缺

失。正如浦东新区区长张学兵对张江市科技园区评价的那样：“张江的文化，太

硬太千。干，主要是指在张江，听到的多是数字，是销售额、利润：硬，是指这

里文化氛围硬，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不够。”o

二、科技创新的社会网络发展相对滞后

“强政府”一直是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特色，上海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主要足由政府推动的。在过去几十年的科技发展中，不管是宏观层面的科技体制

改革、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科技创新政策法规，还是中观层次的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高新技术园区建设，甚至微观层次上的企业技术创新也都深深地打上“政

府“的烙印。政府参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本也无可厚非，科技创新需要政府的领

导和支持，但政府的作用应该是按照科技发展的自身规律来领导和管理科技，提

供尽可能良好的条件，保证科学民主，贯彻百家争鸣，而不是代替市场，直接参

。张懿：‘张江构建。艺术公共实验室'，‘文汇报》2006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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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到科技创新活动中去。强势政府主导的上海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在快速推进上海

的科技发展的同时o，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其它科技创新组织形式的“挤出”。在

上海当前的技术创新体系中，政府无疑居于这个体系的核心，政府通过各种科技

发展计划直接分配科技创新资金，通过国有企业直接参与高科技产业发展，甚至

对本地高校、研究机构的运行施加直接的影响。在这种以政府为核心和区域创新

网络中，其它创新主体之间的社会联系网络必然会受到自0弱。

上海科技创新的社会网络发展经历了高校、科研院所与乡镇企业自发结合为

主，政府主导的官产学研结合为主，市场和政府双重推动下的产学研强强联合以

及创建高科技园等阶段，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学研创新网络联盟的发展，

而政府科技平台建设的推进也有效地加快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但是，目前上海

产学研战略联盟的创新网络机制尚未真正形成。由于现行高校体制封闭，院系学

科资源分割，科技研究、教育培训与企业生产之间没有建立起密切的沟通交流通

道，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之间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紧密合作、共同发展的合

作机制没有真正形成，现有的各种合作形式大多是政府行政推动的结果，市场利

益机制对产学研各主体结合的推动作用没有很好发挥出来，所以产学研结合总体

上表现为外部板快式的粘和，而不完全是内在有机的融合，产学研战略联盟的规

模效应和制度优势还没有效发挥出来。

三、促进科技创新的产业集群发展存在先天性缺陷

产业集群在区域创新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产业集群内部的产业联系

与技术创新网络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联系纽带。2004年，上海市科委曾经提

出“一区一新”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思路，不断加强对区(县)特色产业集

群的宏观指导和培育力度。市经委也提出“工业向园区集中”，大力发展产业集

群的发展思路，计划将工业向园区的集中度从2005年前的36％，提高到2006

年的55％，到20lO年再提高到70％。目前上海已经逐步形成以六大产业基地为

龙头、19个市级以上工业区为支撑、重点区级工业区为配套的产业布局。但是，

上海高新区产业群是在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其发展不

。2006年1月9日，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

际科技合作奖揭晓t上海首次实现全覆盖。所获奖项占全国的比例达14．33*／*，许多科学家认为这是上海强
势政府主导科技刨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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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产业群的自主机制和高新产业的内在关联性而形成，而是通过政府建立开发

园区，以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来吸引高新企业特别是著名的国际跨国公司入住

而形成的企业空间集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竞争的加剧，上海高新区产业群

在发展中也暴露出许多不利于集群内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
‘

一是高新区产业群产业结构雷同，缺乏明晰的产业定位和产业特色。上海的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产业链条以“堆”代“群”，仅把同类企业吸引到一起，缺

乏企业间竞争合作的协调机制和对产业链的整体设计，造成上海产业集群的专业

化聚集度不高，产业难以起飞。上海三个国家级高新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

继发展起来的。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合理的分工，三个国家级高新区争相发展

高技术工程、新材料等项目。三个高新区的主导产业中都有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

产业。与国外高新区产业群相比，上海三个高新区产业群的主导产业显得较多，

缺乏产业分工和产业特色，产业趋同化现象比较严重，不利于产业群的发展。

二是产业群中技术开发者之间、技术开发与促进者之间的关联度低。上海的

商新区产业群是在我国长期“条块分割”的外部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在市场机制

不完善和高新产业群的发展法令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高新区内各企业彼此之间

在低水平上竞争，群内企业问关联度不高，技术开发者之间的联系松散，仅靠单

个企业的技术或资源完成的技术开发项目，造成了其相互间交易成本高、降低了

高新产业群的合作效率；同时技术开发者和促进者之间联系在创新网络和共享关

联组织群中缺乏有效的整合，企业缺乏创新的活力和区位优势，不利于产业群整

体竞争力的提高。

三是缺乏高新区产业集群和技术创新的联动机制。高新区产业群是由高新技

术企业、研发部门(主要是指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中介服务机构组成，高新区

的建立主要是为生产、服务和研发企业提供一个信息交流平台，各企业通过“产

学研”的合作机制，实现优势互补，提高产业群的整体竞争力。上海三个高新区

采取的是等级化管理，区内设有管理委员会，管委会下各行政部门林立，从而使

其发展趋向于一个准行政区式的管理。等级式的组织结构，降低了各行为主体对

迅速变化的市场技术条件的应付能力，阻碍了企业和研发中心之间的有效交流与

合作，减少了创新机会。在高新区的发展环境上，园区管理和政府战略重点放在

扩大园区规模、提高园区内基础设施水平等硬环境的建设上，忽略了企业发展的

技术环境建设，使得园区还未能形成一个较好的企业创新的技术环境。



四是产业集群的服务体系不健全。目前上海三个国家级高新区产业群已经形

成完整的服务体系，但还没有充分发挥其信息平台的功能，这主要表现在：各高

新区均设有服务中心、创业中心(孵化器)、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

机构。这些中介服务机构在园区发展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其规模小、数

量少，彼此独立行事，没有形成相互分工协作关系，服务体系的整体效益低，没

有充分发挥高新区孵化功能，不能满足高新产业企业的发展需要。高新区内有效

的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建立。由于我国对金融体系实行严格的管制，使得高新区没

有形成有效风险投资机构进入。不健全的产业集群服务体系减弱产业集群和技术

创新联动机制的形成。

四、外资创新网络与本地创新网络之间互动不足

上海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也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桥头堡。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日益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中心。伴随着大量

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布局整合，国际知名跨国公司纷纷将其R＆D机构迁移至0中

国，上海则成为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主要基地。据上海外资委统计，截止

2006年8月，外资在上海设立的各类R&D机构已达180多家。跨国公司在上

海设立R&D机构主要是基于其全球化战略考虑，利用中国廉价的科技劳动力资

源以及服务于中国市场，但客观跨国公司在沪R＆D机构也为上海的技术创新体

系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供了可能。许多研究也表明，跨国公司R＆D机构是本地

技术创新体系与全球创新网络相联系的“通道”，如果利用得当，将会极大提升

区域创新的国际能级和创新集聚性。但从目前上海的实际情况来看，以跨国公司

为主导的外资R＆D网络与本地的创新网络关联性并不大，对本地技术创新的溢

出效应也不明显。

首先，跨国公司R&D机构与本地企业之间的技术创新联系不强。据上海市

科委2003年的一项研究成果反映，外资在沪R&D机构除了从事独立的研发活

动外，还以多种形式与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广泛的合作，但是除了个别外资

R&D机构与国内企业有过接触或合作外，多数外资R&D机构与国内企业没有

任何形式的合作①。这一方面可能与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弱有关，另一方

。华东师范大学课题组：‘跨国公司的研发全球化及其应对策略研究'，上海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项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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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说明跨国公司R&D体系的相对封闭性。从当前的现状来看，跨国公司之所

以愿意与国内高校、研究机构进行合作，主要原因是出于其技术创新独立性的考

量，外资R＆D机构与高校的合作往往采用课题委托的方式，不允许高校、研究

机构参与其内部的研究体系。一家设在上海的外资R＆D机构，其与远在万里之

外的母公司R＆D实验室的联系密切程度，要远远大于位于其几公里之遥的国内

高校或者其它R＆D机构。

其次，外资R&D机构与本地技术创新人才的互动性不足。一般认为外资R

&D机构对于当地技术创新网络的技术溢出主要渠道之一是通过吸收本地技术

创新人才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创新活动，从而形成对本地人力资源的培训与提

高。但目前上海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由于跨国公司来华设立R＆D机构的一

个首要动机就是自用我国的廉价科技劳动力，所以，这些外资R＆D机构在华的

创新活动也主要停留在技术创新的低级环节，跨国公司雇佣的中国科技人员主要

从事低级的技术创新活动或者从事技术创新的某一特定环节，而高级技术创新人

员往往都是从母公司派遣而来。这样，本地科研人员在外资R＆D机构中往往仅

处于“打工仔”的地位，与跨国公司全球创新网络的关联性不大。

第三，外资R&D机构中的高级科技创新人才的流动具有相对封闭性，很难

真正参与到本地创新网络中来。跨国公司在沪设立的一些R&D中心技术创新负

责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人，他们往往也与本地技术创新网络之间存在一定的人

脉联系，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有利于本地创新的社会资本。但外资R＆D机构中的

中国高级技术管理人员的职业流动往往限于外资R＆D机构之间，既从一家外资

R＆D机构辞职的中国籍高级管理人员，一般会流向另一家跨国公司R＆D机构，

而非本土企业或者自己独立高科技公司。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本土企业所具有的

技术创新条件不能与跨国公司相比，无法吸引这些高级科技创新人才，另一方面，

上海本地支持科技人员创立自己企业的商务环境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第三节以社会资本培育推进上海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上海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进程中的社会资本不足，既与上海传统的历史文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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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也与上海的科技创新政策密切相联。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一经形成难以在短

期中改变，但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却可以通过优化重构，促进科技创新、教育、经

济、社会发展的互动，从而改善本地区的社会资本发育环境，进而推动区域创新

体系建设。笔者认为，从社会资本培育的角度来设计上海的科技创新政策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努力强化创新型教育，培育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与上

海城市精神。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化和地缘的原因，上海社会文化在促进社会经济发

展中生成了一些阻碍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观念因素。在上海传统的社会文化氛围

中，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缺乏开拓，回避风险，求稳怕输，缺乏

创新意识，区域中心主义的盲目优越心理，也含有内部消耗，缺乏合作意识与协

同精神基因。社会文化的氛围中，有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与观念，往往比较计较

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注重局部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往

往表现为抓小放大。由于受商业文化的侵蚀，商业精神成为上海整个社会的主导

价值观，因此，在这种社会文化的辐射下，人们的言行举止、日常的人际交往被

打上深深的商业经济烙印。

创新文化环境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改变上海传统的社会文化环

境，关键是要大力开展创新文化教育和宣传，通过不断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是对

下一代的教育和改造，早日形成一种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社会环境。创新教育

的结果将是在全社会形成一个人人关注创新，人人崇尚创新并努力实现创新的良

好文化环境。创新教育就是要根据创新原理，培养全社会的仓U新意识、创新思维，

促进区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形成与发展。

二、进一步深化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为上海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营造一个诚信的外部环境。

信任是创新网络得以形成和有效运作的基础。信任的缺失将极大地影响创新

系统的有效运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产生阻碍。在信任环境不足的情况下，

政府及相关机构必须采取相应的政策，以营造有利于创新合作的信任环境。当前，

社会诚信的缺失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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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着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如果区域信任不足，企业之间也就没有相互合

作的基础，特别是对于技术创新这种具有高度不确定的经营活动，需要一个良好

的跨组织诚信文化作为支撑，以打破不同企业之间相互猜疑和不信任感，消除彼

此在知识管理中存在的冲突和偏差，树立相互信任、合作精f中和共赢观念。另外，

区域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也能够为科技型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信用评估机

制，让金融机构客观地评估中小型企业的市场价值，以获得金融支撑，推动企业

的科技创新。

上晦是我国较早进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试点的城市之一。早在1999年7月，

上海市就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率先在全国启动了个人信用征集的试点工作。

2003年8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强本市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意

见》和《上海市2003．2005年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并于2003年8

月20日在上展中心联合召开本市首次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标

志着上海新一轮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全面启动。目前，上海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已经进入新一轮的深化发展阶段。在下一阶段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上海应该

结合科教兴市主战略的推进，着力优化高新技术企业的信用制度建设，规范区域

创新的社会诚信环境，打造诚信的科技创新园区，形成一个诚信、合作、共享的

区域创新网络。

三、完善以知识产权为主要内容的科技法制体系，营造有利于区

域创新合作的制度环境。

区域创新主体间的网络化联系也离不开制度环境的支持，在市场竞争的社会

里，要促使创新主体间乐于交流合作，必须要有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组织机构，以

平衡各方利益，从而降低交流障碍。在区域创新的制度环境中，法制法规是最为

重要的一项内容。从国际上看，科技创新法制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通过法律制

度为技术创新合作交流建立保障，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有效保护技术创新主体

的合法权益，这样的区域创新体系运作才能持久。相对全国而言，上海的科技创

新的法制化水平还是相对超前的，但与国外一些创新区域相比，上海的科技管理

体制的法制化还相对落后。下一阶段，上海要将科技立法纳入到“科教兴市”主

战略的重要日程，从战略高度关注重大项且实施进程中遇及的体制和机制障碍，

遵循和把握科技立法的特点和规律，加强科技立法工作，为“科教兴市”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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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也为全国性的科技立法工作探索一条新路。上海的科技法

制化进程不能仅仅停留在立法层面上，而是要在执法上下功夫，加大保护知识产

权的执法力度，营造一个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法制化环境。

四、加大科技创新园区的文化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旌的建设力度，

不断丰富区域创新的非正式交流网络。

上冉目前的科技创新政策较多集中在对科技创新活动本身的激励之上，比如

加大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与金融支撑，建设科技创新共享平台，增加科技创新

的硬件建设(公用实验室、大型计算机等)，引进跨国公司R＆D机构等。但在

科技创新的外围方面投入却严重不足。以张江高科技园区为例，随着上海市“聚

焦张江”战略的启动，成建制的科研研究所、大学院校、医疗卫生等单位入驻园

区，大量专业和高层次人才积聚，然而，许多在张江工作的人才却发现，张江可

供选择的住房相当少，相关的文化娱乐和商业配套更少得可怜。因缺乏应有的生

活配套服务，夜晚的张江地广人稀，颇有荒凉之感。各类人才的驻留由此造成影

响，成为张江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生活配套设施的缺乏将可能导致今后张江缺

乏源源不断发展的后劲。”而国际上一些高新技术园区都往往具有适合高科技人

才工作居住的相对完善的配套设施。以美国硅谷为例，绵延上百公里的硅保带就

像个环境优美的大公园，成荫的绿树、草坪和掩映其间的一幢幢两三层的建筑优

雅宁静。当前，上海已经关注到科技园区文化设施与生产服务对于科技创新的制

约作用，也正在采取措施克服这一瓶颈。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考虑。一是推动推动针对自然人的科技创新优惠政策，努力吸引国际高科技

人才向上海集聚，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人才的乐园。二是加大高科技园

区的生活服务配套网络建设(如咖啡馆、茶楼、体育健身场所等)，为科技创新

人才提供非正式交流沟通的渠道。三是定期举办一些由科技创新人才参与的社区

文化活动(如龙舟赛、文艺演出、游艺活动、焰火晚会等)，为不同企业的技术

人员提供社会交往的机会。

五、确立本地的核心产业技术集群，形成具有区域品牌的。技术

创新生物链”。

从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的lO余年中，上海始终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阶



段，无论GDP的增长还是科技创新成就令人侧目。但是，就是这种超常规的经

济增长也撑大了上海的胃口，只要是高科技领域，什么都想上，从汽车到航天，

从TFT到软件，可以说要么是上海的支柱产业，要么是上海的先导产业，或者

是战略产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全面开花，或者抱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想法，

希望总会有一个领域取得突破。这种“广种博收”的思路有其一定的道理，但也

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上海技术创新的能级，无法提升科技创新的总体效率。目前，

上海的产业技术集群的发展还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主要表为区域科技创新的产

业联系不强，没有形成一个区域技术创新的产业共同体，集群创新能力不强。我

们认为，上海科技创新投入不必也不可能齐头并进，而应该选择若干个对本地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具有重要支撑地位和拉动作用的产业领域进行重点

投入，大力开展集群式创新，在整合全国乃至全球资源的基础上，创建上海品牌

形象和经营网络，利用并依托上海的科技创新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有优

势、有特色、有影响的产业集聚区，进而带动上海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首先，

上海在科技园区发展布局上。要坚持以分工协作、本地结网，以产业集群为导向，

力争形成产业集群。其次，要对现有产业进行结构调整，通过产业链调整，鼓励

以大中型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配套中小企业的发展，形成大中小企业紧密配合、专

业化分工与协作完善的产业联系网络。第三，有意识地建立一些产业技术发展论

坛，不断提升本地区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地位。

六、建立跨国公司R＆D机构与本土技术创新网络的有效互动机

制，建构。上海一全球”互动的区域创新体系。

跨国公司R&D机构对于本地技术创新的溢出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技

术创新的前后向联系与国内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建立技术创新合作关系。促

进区域技术网络与全国创新网络的联通。二是通过技术创新人员在本地研究机构

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流动，以“人”为载体，带动技术创新与知识在外资R&D机

构与本地创新网络之间的互动。前者主要是通过一些契约化安排，依靠市场机制

来实现，而后者则主要通过社会交往的方式，依靠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实现。目前，

上海的科技创新政策主要集中在前者上，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鼓励跨国公

司与本地研究机构、大学、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合作，但对于后者却还没有给予足

够重视。我们认为，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其对于自身的技术创新的保护机制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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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完善的，即便是与本地创新主体进行技术创新合作，也会采取种种措施，对其

技术合作方进行限制，技术溢出非常有限。而对于非正式的人员活动，则很难进

行限制，这应该是上海针对跨国公司R＆D机构政策的重心所在。在国际上这方

面目前比较成熟的做法有：(1)鼓励跨国公司与本土创新主体开展联合研究，通

过技术学习与科研合作获取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管理组织经验与理念：(2)鼓励

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为本土提供人员培训，包括技术人员培训、生产工人培训、开

放实验室供学生实习等；r 3)鼓励大学、科研院所为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和本土企

业提供服务，通过科研机构与大学的中|日J桥梁，实现中外企业技术创新经验的互

通；(4)鼓励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研发人员担任相关院校的兼职教师或者定期为

相关大学开展讲座等；(5)鼓励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研发和管理人员参加行业协会，

参加学术研讨会、论坛、沙龙、展览等活动。目前，上海在这方面已经有所尝试。

据报道，2006年5月26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聘任通用电气中国技术中心

总裁兼首席技术宫陶瑞祥博士等15名跨国公司在沪研发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为

上海科技发展咨询专家，建立定期协商交流的互动机制，听取跨国公司研发机构

对上海科技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就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如何加强与本地企业、高

校和研究所的交流及合作进行探讨。

七、积极转换政府职能，发挥各种非政府组织及行业协会在区域

创新中的粘结功能。

在网络经济与全球化时代，政府在区域创新发展和区域社会资本培育中应该

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政府要成为区域创新网络的组织者，协调者和支持者，而不

是直接参与者。在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要从直接支持科研项目，主导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中“摆脱”出来，做好宏观创新环境与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的供给，推动

信任和合作等创新网络的“社会资本”形成。区域创新的技术性具体事务要由行

业协会、科技中介组织等社团组织来承担。因为这样一方面能够减轻政府对于区

域创新的直接干预，避免造成创新效率损失，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区域创新主体的

社会网络构建提供机会，有利于区域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上

海的科技创新中介机构获得迅猛发展，机构数量不断增加，服务能力稳步提高，

以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咨询与评估机构，技术交易机构、创

业投资服务机构为代表的科技中介机构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和



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但是，当前上海大多数的科技创新中介机构能级还都比较

有限，专业化服务程度不高。还有相当数量的机构规模较小，服务手段落后，主

要业务仍局限于场地、公共关系或低层次的技术、信息服务，对创新的促进作用

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另外，上海与国际创新中心城市相比，科技中介服务发展相

对滞后，而且现有的中介组织过分依赖政府，带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垄断

色彩较浓，造成科技中介效率不高，科技供给与需求脱节矛盾突出等。上海要促

进科技、教育、经济互动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组织，重卢培育和支

持一批民间科技服务中介机构，加快发展各类风险投资咨询机构、各类信息服务

机构和各类评估机构等。当前，特别要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鼓励

各种服务于科技、教育和经济互动的经纪人组织的发展。

八、重新认识大学在区域创新中的地位与作用，推动大学与科技

创新园区之间的人际交流与科研互动，努力创建科技型社区。

传统上，人们对于大学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认识主要停留在为区域科技创新

发展提供创新源和人力资本支撑上。既大学对于区域创新的技术支持层面上，而

实际上，大学在区域创新发展中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技术上，而且也对区域的社

会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学往往是区域社会资本的维系纽

带。首先，大学精神对于区域创新文化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大学精神是大学长时

期积淀而成的稳定的、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是大学文化精髓和核心的源

泉，是大学的灵魂所在，是科学文化精神在大学的时代标识和具体凝聚，是人类

社会文化精神在大学的集中体现。大学精神是弘扬区域创新文化的桥头堡。大学

精神一旦形成，就必然对区域创新文化产生较大影响。一个区域拥有什么样的大

学，决定了这个区域拥有什么样的科技创新精神。其次，大学还是知识传播组织

与技术交流的平台。在区域技术创新发展中，大学作为一种公共设施往往发挥着

中心实验室的作用，为区域内各种创新主体提供一个共享的技术平台j第三，大

学还是区域科技创新人才交往的社会纽带。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区域

创新发展中，来自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之间往往会更加容易地开展技术创新合

作，形成社会关系网络；二是大学也为区域的科技创新提供了一个社会交往平台，

让区域内技术人员通过参与大学举办的各类讲座、论坛、甚至正式的研究课题，

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交网络，积累社会资本。因此，下一阶段的上海科技创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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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充分认识大学对于区域创新的社会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学校区、科技

园区、公共社区”联动发展机制，而不是目前的所谓三区的资源融合，而应该深

化三区的社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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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12月完成，

编入市委宣传部中青班“多学科视角的和谐社会”论文集。

三、课题类

●独立承妞课题

1．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上海进一步深化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研究》，2004年立项，2005年结项。

2．上海社会科学院2005年度系列课题：《韩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模式与政

策研究》，2006年3月完成。

3．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年课题：《上海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制度创新研究》，

2004年4月结项。

4．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课题：《基于社会资本管理的区域创新政策研究》，

2005年3月立项。

5．上海社会科学院新进博士启动项目：《跨国公司R&D全球化与上海区域

创新体系建设研究》，2004年11月立项。



●参与课题

6．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开放观”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开放效

益的理论分析》，承担子课题一项，2005年9月。

7．上海市科教党委课题：《进一步完备科教兴市主战略构架研究》，承担子

课题1项，2006年6月；

8．上簿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创新型国家战略与上海的选择》，承担子课

题1项，2006年6月；

9．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专项课题：《中国的和平道路与主要大国的战略选

择》，承担子课题l项，2005年12月。

10．上汽集团课题：《世界汽车产业格局及其发展趋势分析》，总执笔，2005

年6—9月。

11．上海市发改委公开招标课题：《上海市“十一五”规划的总体思路研究》，

2004年8月。

12．市外经贸委托课题：(WTO后过渡期上海进一步扩大开放研究》，2004

年11月。

13．国家发改委公开招标课题：铲十一五”规划的新发展观研究》， 2004

年6月。

14．国家发改委公开招标课题：《中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制度创新研究》，

2004年6月。

15．上海市发改委课题：《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内涵与战略路径研究》，

2004年11月。

16．上海市决策咨询课题：《上海现代服务业引进外资情况及与全国比较分

析》，2004年9月。 7

17．《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政策及上海的对策研究》，上海市决策咨询热点

课题，2004年9月。



四、获奖情况

1．个人专著：《跨国公司R&D全球化》2006年9月获上海市第八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

2．网评：《警惕“中国企业威胁论”》2006年9月获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网络理论宣传优秀成果奖)。

3．参编著作：《经济强国》2006年9月获上海市第六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

宣传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

4．论文《证券市场信用制度与诚信文化建设》，2005年3月被评为中国证

券业协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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