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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两 要

区域作为地方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的载体，其创新能力的强弱

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区域竞争力的大小。因此区域创新系统的情况

对于各地区的发展和经济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实践意义。而区域内的地方政

府行为机制对建立健全区域创新系统，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发展个性化的区

域经济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准确定位地方政府行为机制是全面提升区域创

新能力，进而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持续、高

质量增长的有效途径。

本文对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与其它主体进行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进而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定位。在明确定位后，给出针对性的地方政府行为

机制，并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

制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行为机制进行论证；结合这些行为机制存在的问题，

并以解决这些问题为目标，提出优化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对

策，使这些行为机制更加完善，从而达到促进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进而使

区域经济跨步前行的目的。

本文提出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为：l、环境创新行为机制；

2、制度创新行为机制；3、联盟创新行为机制。这三个地方政府行为机制存

在的问题为：1、区域创新环境机制意识的迟滞；2、地方政府行为机制利益

取向的变异；3、地方政府政策法规倾向性偏离；4、地方政府信用行为机制

缺失。

针对以上四个问题提出优化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对策，

包括：生态足迹考核政策、有效运用金融手段、重建诚信环境；调整现代创

新产权法规、促进区域创新资本的扩散政策、完善公正、规范、监督区域创

新环境的政策；发展区域“官产学研资介"创新联盟、积极建设区域创新的

联盟、促进区域资源整合联盟。

关键词：区域创新系统；地方政府行为机制；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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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ty,economy,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a region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Can’t work without regional place．So the regional innovative

capability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regional economics and regional competition．

Obviously,the circumstanc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RIS)has a strategic

and practical meaning to th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economics of different

regions．While behavioral regulations are crucial to advancing RIS，strengthening

regional innovative capability and enhancing local economics of different regions．

Consequently,if behavioral regulations Can be oriented correctly,the regional

innovative capability Can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regional competition Can be

improved，in the meantime，regional economics will grows continually and

quickly．

Realizing the above thing，this article，based on a model of game theory,

shows a game played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and other main participators of

RIS including schools，markets，industrial groups，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agencies．And give the boundaries of local governments’behavior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Then orient their behavioral regulations based on the boundaries．Of

course，the oriented regulations are some regulations of behavioral regulations
based on the boundaries，SO the article has to evaluate them in order to ensure they

are the suitable regulations．The evaluating method is AHE Finally,this article

proposes some measures to perfect local governments’behavioral regu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ities of them．

The local governments’behavioral regulations are：Firstly,environment

behavioral regulation；Secondly，policy behavioral regulation；Thirdly,alliance

behavioral regulation．Moreover,the actualities ofthem are"lack consciousness of

environment behavioral regulation，wrong pursuit of benefit through local

governments’behavioral regulations，false orientation of local govemments’laws

and regulations，last one is lack credited behavior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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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mat’S more．take the above four problems of local governments’behavioral

regulations嬲references，the meaSures include policy of examining

ecogeographical condition,financial meaSures，create credited circumstance，

besides these，include adjus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innovative property right，

widening regional innovative capital，regulating and supervising region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and include developing the innovative alliance of local

governments，markets，schools，researching institutions，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agencies，energetically creating more alliances，and also getting the regional

wealth alliance more etTlciem．

Key Words：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local governments’behavioral

regulations；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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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论

1．1论文写作背景、目的与意义

1．1．1论文写作背景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知识资本、知识资源在社会政治、经

济、科技、军事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中的主导地位和战略地位日益明显。一定

程度上讲，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和精神

内核。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如何促使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新起着决

定性作用。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区域创新活动的主体是企业，但在

我国，目前与市场运行相联系的各种竞争机制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等尚未建

立和发育完全的情况下，企业还没有按照真正现代企业制度去建立和运行，因

此，我国目前的区域创新在一段时期内，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将在区域创新中

扮演十分重要的主导性角色。政府作为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实施的组织者，

在行动时正确定位、并在工作领域内以适当的工作方式发挥作用非常关键。

政府行为适当，可以较大程度地推进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确保区域创新系

统的良性运转，促进区域经济乃至国家经济的健康快速持续发展。

政府作为区域创新系统的主导要素，具有统驭、协调社会各方面力量的

职能作用，在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作用的基础上，正确发挥政府的职能

作用可以使不同类型的创新行为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以通过相互之间的

协同产生最大的创新绩效，纠正市场失灵。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完善，制度

的进一步转型，中央政府财权和事权的逐步下放，并把某些创新活动让渡给地

方政府，地方政府的角色进一步发生了改变，财权和事权有了很大的改善，这

更使地方政府的行为显得重要，即要积极介入区域创新活动，深化改革，转

变政府职能，使地方区域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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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论文写作目的和意义

论文写作目的是将国内外相关经验与定量方法结合，科学客观地提出影

响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几个主要的地方政府行为机制，并提出优化这些行为

机制的相应对策，达到完善区域创新系统进而促进区域经济跨步的目的。

由于我国地方政府在区域创新系统的作用方面的研究经验比较少，很多

地方政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要在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准确定位区域创

新系统中的地方政府行为机制，政府行为又不能落后于时代，政策不能产生

严重的错误导向，因为事实表明凡是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符合区域创新发展规

律的，该区域的创新能力就强，反之，该地区的创新能力就差。这就要求对

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方政府行为机制进行理论性的实证及检验。因此，选择

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研究是一个具有针对性地理论研究意义的

主题。

区域作为地方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的载体，担负着提高区域创

新能力，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任。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对于促进我国区

域经济发展和全面提升我国区域的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实践意义。而区域

内的地方政府行为机制对建立健全区域创新系统，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发展

个性化的区域经济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准确定位地方政府行为机制是全面

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我国区域经

济持续、高质量增长的有效途径。因此，选择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

机制研究又是一个具有很强实践意义的主题。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问题的论述很少，而且比

较零散，缺乏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多为在区域技术创新中地方政府的作用研

究和国家创新系统层面的描述中说明政府的作用。故研究区域创新系统中地

方政府行为机制，要对国内和国外的相关研究现状这两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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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国内外关于区域创新系统的相关研究现状

1．2．1．1国外研究现状

1 997年Cooke R在其代表作《区域创新系统：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政府的

作用》中提出，区域创新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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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支持并产生创新。

[1l因而可定义为“地理上确定的、行政上支持的创新网络和机构的安排，这种安

排以有规则的强力相互作用，提高了区域内企业的创新产出"。

2002年瑞典的Asheim．Bjom T和Isaksen．Arne在gRegionM Innovation

Systems：The Integration of Local“Sticky”and GlobM“Ubiquitous”Knowledge》中

提出，区域创新系统是由支持组织围绕两类主要行动者及其相互作用组成的

区域集群。第一类主要行动者是区域内产业集群及其支持产业的公司；第二类

主要行动者是制度基础结构，包括科技机构、高等院校、技术中介机构、职业

培训组织、产业协会、金融机构等，它们具有支持区域创新的重要能力，其概

念突出了创新主体的多元性。【2】

2002年加拿大学者D．Dolorem在《‰We Should Know about 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mion》中提出，区域创新系统是相互作用的私人与公共利益

体、正规机构和其他组织的集合，其功能是按照组织和制度的安排以及人际关

系促进知识的生产、利用和传播。【3】如果说Cooke E比较明确地点出了区域

创新系统的地域性和网络性特征，Asheim．Bjorn T和Isaksen．Arne突出了创

新主体的多元性，那么D．Dolorem则把主体要素和主体间互动形成的网络关

系等量齐观，既重视创新主体的多元性，又注重创新的网络性。

随着时代的进步，学者们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界定也不尽相同，从最初以

地域性来划分区域创新系统，到侧重从创新主体多样性来划分区域创新系统

的，再到后来注重二者形成的网络关系为切入点来界定、研究区域创新系统，

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日趋成熟和深刻。所以本文在研究

以区域创新系统为背景下的地方政府行为机制时，对比国外前沿的研究现状，

结合本国国情，提出更倾向于加拿大学者D．Dolorem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界定，

但又不同于加拿大学者D．Dolorem对其的界定，认为本文对区域创新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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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应为考虑主体要素的多元性以及复杂性的特征，但主要是考虑地域性这

一特征。

1．2．1．2国内研究现状

2000年赵修卫提出，区域创新系统，是指在一定地区范围内，通过有机

结合各种创新资源和要素，以促进区域内创新活动为目的的系统。141

2001年黄鲁成提出，区域创新系统是在特定的经济区域内，各种与创新

相联系的主体要素(创新的机构和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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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51

2001年罗守贵和甄峰提出，区域创新系统是一定区域内与创新全过程相

关的组织、机构和实现条件所组成的网络体系，是由相关社会主体(政府部门、

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组成的一个社会系统。区域创新系统不仅包括企业、

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还包括政府部门：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组织创新、

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6】

2002年周亚庆、方华提出，区域创新系统是区域范围内科技体系、教育体

系、资金体系、文化、政府和企业等为科学技术而努力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系

统。【7】

2003年盖文启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在一个地区内，由各类创新主体形成的

制度、机构网络，其目的是推动新技术的产生、使用。盖文启还指出由于不

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创新制约因素，如不同的价值观念、制度框架、消费习惯、

产业专有因素，造成了区域创新系统的不同，这些因素是区域创新系统的内

核，是地区经济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嗍

2005年刘曙光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包括以下基本内涵：(1)具有一定的地域

空间范围和开放的边界；(2)以生产企业、研究与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地方

政府机构和服务机构为创新主要单元；(3)不同创新单位之间通过关联，构成

创新系统的组织结构和空间结构；(4)创新单元通过创新(组织和空间)结构自

身组织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实现创新功能，并对区域社会、经济、生态

产生影响；(5)通过与环境的作用和系统组织作用维持创新的运行和实现创

新的持续发展。[9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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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任胜钢，关涛提出，区域创新系统是由特定区域内相互联系，共同

协作的企业、高校、研究机构、中介和政府等创新主体构成的，在一定的制度、

政策等运行环境中，以促进创新，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所形成的空间

组织结构体系。【lo】

2006年陈浩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指某一特定区域内互相联系、在地理位

置相对集中的利益相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组成的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导

向、以横向联络为主的开放系统、它是在地理位置相互靠近的经济主体之间

通过某种方式而形成的一系列长期交易关系集合、其中既包括把各类行为主

体连结起来的一般联系、更大量的则是体现在系统内以资产、信息、人才、

技术的流动等具体形式之上的经济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ll】

2007年陈理飞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指一个经济区域与技术创新的产生、

扩散和应用直接相关，并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创新主体、组织和机构的复合

系统。【12】

从以上国内学者研究的情况看，一是针对具体问题对区域创新系统进行

界定更加细致、具体；二是从时间上看我国对区域创新的研究起步较晚，研

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依托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宏观背景，对比

中外学者对区域创新系统创新界定的不同，提出针对本国情形的内容；对区域

创新系统的内涵、功能与特征进行分析；对区域创新系统研究的内容和方向进

行探讨等等。故本文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情况下，探讨如何在经济全球化

背景下，改进我国区域政策目标、推动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构造区域创新系

统。

1．2．2国内外关于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作用相关研究现状

1．2．2．1国外研究现状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强，即使是自称为

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如美、法、德等国都制定了自己的国家区域创新政策。

例如，美国政府在论证、研究其作用之后，确定美国政府在技术创新中占有

重要地位，但主要采取间接调控方式。美国政府强化国家对技术创新系统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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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并推出的一系列新经济政策中，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推动科技创

新，强调科学为国家利益服务。建立全国“信息高速公路"，提高劳动生产率，

为新世纪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继续将集中于700多个国家实验室的大部分

技术解密，以扶持幼小的高技术工业，扩展国家经济基础。【11】【13】

东南亚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更是重视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

作用，强调政府应在区域创新活动中占重要位置。这些国家不仅对创新予以

大量的直接投资，还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区域创新的政策。例如，日本政府

作用界定在①日本的经济资助政策和组织协调政策。②日本政府的技术服务

推动与金融法律推动。③日本政府力促科研成果商品化等方面。【14】[151

1983年韩国学者Hyung Sup Choi在研究技术发展支撑系统的过程中，构

建了TERG模型，指出政府的作用包括：资金分配、发展战略、计划与协调、

影响企业环境和立法等。【16J

2000年Nikforova．Mafia在比较不同评估方法的差异的时候，发现其中

的共同点是都着重创新过程的相互作用，因此他将参与性评价方法引入创新

系统。从区域创新的制度环境层面看政府行为有：税收政策、专利政策、政

府管制等。【l‘7】

Basil Achilladelis和Nicholas Antonakis认为，区域创新不仅与科学技术

的进步和市场需求有关，而且还与社会需求、政府立法、新的原材料、公司

竞争与技术习性的形成有关。以医药行业为例，到1970年前，有80％的区

域技术创新集中在美国、德国、瑞士、英国和法国，与这些国家有利的创新

环境是分不开的。【l驯

在制度、政策环境研究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市场是企业创新最主要的

环境和条件。正如美国政府在1990年的政府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政府在利

用技术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作用是改善市场环境。”一个健全、

统一、开放、有序，能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是激励企业技术创

新的外部动力源。【19】[20l

从以上国家的区域技术创新系统建设的实践中可以看到，政府在完善技

术创新的综合服务体系，建设国家或区域技术创新系统，推动本国科技和经

6



哈尔滨工程大学硕+学位论文

济的发展，提高国际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增强本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起

到了关键的作用。创造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和发展的体制环境，提供财

政税收等政策支持，建立健全规范技术创新系统的法律体制和市场体制，以

及完善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是这些国家走上创新型国家道路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发挥我国政府的作用，营造区域技术创新的有利环境，对于提高

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1．2．2．2国内研究现状

2002年何淑明，邹小春提出，在区域创新活动中，地方政府主要是提供政

策支持系统，从宏观上为区域创新创造制度上的条件。从各种政策对区域创新

的作用角度划分，可分为激励型政策、引导型政策、保护型政策和协调型政策

四种类型。【21】

2005年贝淑华指出第一，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特殊作用体现在构筑有利

于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和合适的环境。政府首先进行包括创新模式、创新

机制、创新体制、创新条件、政策与环境、创新的组合方式等多方面内容在

内的观念创新；其次，从行为方式上要求政府不再对技术创新采取直接行动，确

立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第二，需要转变公务员政绩的评价方式。第

三，政府要把培育市场竞争主体与培育技术创新主体一致起来，从宏观上调控

好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各层次间的分工协作关系。第四，政府应当制订积极政

策，重视培养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第五，政府要健全和完善风险资本与

证券市场，鼓励企业扩大规模，多方合作搞技术创新。第六，政府必须从宏观和

微观上构筑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第七，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引导作

用，建立一种“官、产、学、研、介、金”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新机制；

第八，加强政策引导，增加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22l

2006年石薛桥提出，地方政府不仅要直接资助公益性或基础性较强的研

究项目，还要发挥在区域内制度创新和政策安排方面的相应功能，为区域创

新系统内各行为主体充分高效的互动提供良好的制度、政策环境。【23】

2007年毛艳华提出在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机构不仅要

直接资助公益性或基础性的研究项目，还要发挥在区域内的制度创新和政策

7



哈尔滨T程大学硕十学位论文

安排方面的相应功能，为区域创新系统内其它行为主体充分高效的互动提供

良好的制度、政策环境。【24】

目前一些国内学者对区域技术创新系统中的地方政府作用研究主要在政

策环境上面。如础设施建设、制度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

境建设。例如在技术创新基础环境建设方面，我国学者肖广岭／柳卸林认为地

方政府必须要加强区域技术创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创新网络、信息交换平

台、中介服务体系等关乎创新的基础设施薄弱、创新人才缺乏等等，引发了

高科技信息交流和技术转移不畅等一系列问题。

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政府作为区域创新系统中的行为组织之一，凭籍

自身的特殊地位，利用经济、行政、法律等各种手段对区域创新系统进行宏

观调控，承担起启动、引导、激励、推动和保护区域创新的重要作用，以达

到区域创新所期望实现的目标。

1．3论文主要内容及写作思路

1．3．1论文写作思路

本文假定政府只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与

其它主体进行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进而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定位。在有了

明确定位后给出地方政府行为机制内容，然后构建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

行为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针对提出的地方政府三个

行为机制阐述它们存在的问题，以解决这些问题为目标，结合影响这些问题

的因素，提出优化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对策，从而达到促进区域创新系统的

发展，进而使区域经济跨步前行的目的。图1．1是论文写作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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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论文写作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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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论文主要内容

本论文分三部分共五章。

第一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包括第1章和第2章：第l章是绪

论，包括写作的背景、目的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方法、内容以

及思路和创新之处；第2章阐述了论文涉及的相关基础理论，包括区域创新

系统理论、政府行为理论和博弈论。

第二部分是第三部分的铺垫，为第三部分的内容提供依据。第3章先对

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定位进行概述，然后通过对区域创新系统

中地方政府与其它主体进行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进而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

定位。

第三部分是论文的核心部分，包括第4章第5章。第4章根据明渠的行

为定位，提出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具体内容，构建了区域创

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第5章提

出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现在存在的问题，以解决这些问题为目

标，并提出优化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对策。

1．4研究方法

l、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论文将基础理论中地方政府行为目标等理论，与

实际地方政府的行为相比较。

2、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本文通过构建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

地方政府行为定位进行了研究。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构建地方政府行为机

制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评价。而对于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内容，以及地方

政府行为机制优化的对策则进行了定性的研究。如图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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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图

1．5论文创新之处

1．将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分析引入到对地方政府行为定位研究中。

2．构建了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

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

3．通过对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研究，提出了地方政府行

为机制的内容，以及优化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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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相关理论综述

2．1区域创新系统理论

2．1．1理论起源

区域创新系统概念在1992年提出，是世界经济界和地理学界的一个新领

域，它通过“后福特主义”、“产业群”、“区域的崛起”等经济的实践和经济理

论展开得到发展，它以系统的、动态演化的观点将新区域科学中的制度、文

化、组织等因素和新马克思主义和新熊彼特主义的创新研究在市场机制起主

导作用的背景下结合起来，以解释区域进行系统性创新的能力和潜力以及对

制度、组织等环境条件的要求，从而建立区域学习创新、地方环境和区域增

长之间的有机联系，组成了一个分析区域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理论框

架。

区域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NIS)的延伸，

英国卡迪里大学的库克(Philip Nicholas Cooke)对它进行较早和较全面研究理

论与实践研究，代表作是《区域创新系统：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政府的作用》。中

国从1996年起，在国家创新系统框架内，开始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25】

2．1．2理论基础

1．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这个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

理查德·R·纳尔逊(Richard R．Nelson)和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弗里曼

(Christopher Freeman)在1987年首先提出来的，其核心内容是借用新制度

经济学的某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从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宏观角度

来解释各国技术创新行为的差异，其研究来源分别是从美国的技术进步制度

和日本的资助技术创新的国家制度系统开始的。按照纳尔逊和弗里曼的理论，

国家创新系统包括政府政策、企业、研究机构与大学、产业结构四个关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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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因此，国家创新系统既是国家行为也是市场行为，是一个社会体系通过以上

四个要素相互依存、变迁、激励的动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政府政策是影响的

基础，企业是主体，知识的创新和传播是灵魂，产业结构调整是结果。

自1987年“国家创新系统"提出以来，这一概念受到了世界范围的重视，

有约20多个国家政府倾注了前所未有的注意力，尽管国情不同，着眼点不同，

但研究和设计的重点都殊途同归在如下五个方面：一，教育与培训体系。教育

与培训是传播知识和信息的载体和加速器。二，科研开发与技术创新的强度与

重点。国与国之间在科学技术的资源和传统方面有着各自的比较优势，发挥长

项才能重点突破，获得安身立命的国际竞争力。三，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

和现代化。产业结构包括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等内容，一国的

产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新活动的能力和效果。四，创新体系内部的制

度安排，比如产权制度、专利制度、人力资本管理、国际市场开放与保护等等。

制度安排不产生直接价值，但使得创新效果产生倍增效应，而且好的制度安排

能够管用许多年，产生持续增值效应，进而这个国家的价值体系和政治地位也

将随着经济竞争力的提高而得到逐步提升。五，引进国外技术和应用的能力。

1261

1995年国家创新系统(NIS)概念被引入到我国。著名学者冯之浚教授

1998年主持了国家科技部研究课题“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与政策”，认为NIS

是指一个国家内各有关部门和机构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推动创新的网络，是

由经济和科技的组织机构组成的创新推动网络；NIS应主要由企业、大学和科

研机构、教育培训中介机构、政府部门组成。127]

2．渐进经济学理论

正统进化经济学是从进化博弈论角度认为最终能存活下来的群体采用的

是进化稳定策略。

总之，进化经济学本质上是研究演化的科学，与传统经济学有着根本的不

同。具体表现在：①时间不可逆性。进化经济学家特别强调历史、常规、环境

和机构对企业决策的影响。②非最优和非目的论。这种信念强调虽然主体行

为是有目的的，但由于不确定性和新奇事件的存在，社会经济过程不是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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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展开的过程，进化过程没有必要趋于有效率和最优的结果。③共同进化

论。进化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企业能够通过自身评价和其他企业的经验来不断

学习；一个区域内各类型企业、不同规模企业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相互之间结

成网络，是一个创新的、学习的、模仿的、意外的和偶然的事件频频发生的世

界；技术的发展非常类似于一种共生演进的生态系统，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共

同演进。④动态论。进化经济理论关注于动态的经济过程，特别是这一过程中

市场不平衡条件、个体行为、组织行为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每个个体的行

为及其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得到单独刻画，从个人行为到集体行为的形

成机制以及其中涉及到的组织和制度因素在进化经济理论中都得到了反映。

因此，进化经济学模型能够真实地表现经济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及其复杂的相

互作用关系。【26】

3．新区域科学和现代发展理论

从九十年代开始，以Amin、Cooke P．、Saxenian等为代表的学者高举“新

区域科学”(the New Regional Science)大旗(Saxenian，1994；Cooke P．，1997；Amin

1998)，其主要研究观点为：①在一部分企业注重全球经济竞争力之时，作为其

核心一区域的重要性日益得到提升和强调：②强调有关区域经济竞争力基础

组织支撑的标准、常规和习俗等制度环境的重要性；③除了正式组织机制，为减

少企业之间交易费用而维持的高度信任关系而组成的非正式网络得到普遍认

可；④为方便创新知识的交流和得到其它外部性而出现企业地理上邻近和聚

集的重要性得到重新评估；⑤为提升区域经济效率，创造具有学习能力的制度

和组织环境日益重要。

与传统区域发展理论相比，现代区域发展理论一方面受新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分析和缪尔达尔循环因果累积模型的影响，非常强调区域发展的特

定技术、制度和社会基础强调结构主义方法和区域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受古

典经济复兴和交易费用经济学及制度与进化经济学兴起的影响，现代区域发

展理论又非常强调马歇尔聚集经济和交易费用、学习创新在区域经济增长中

的作用。目前现代区域发展理论研究的焦点体现在：区域发展的制度基础和区

域管制、跨国公司全球化与区域发展、新贸易理论和地理经济学、区域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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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新产业区理论以及地方环境和学习创新。

在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企业、区域和国家的竞争力不仅源

于其静态的相对成本优势，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其动态的创新能力，而区域的动

态创新能力是与特定的地方环境及该环境下的学习创新过程密不可分的。产

业活动的地理聚集就是为了创造一种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的地方环境，这种创

新环境不仅是物质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等经济方面的，还应包括社

会文化和制度。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过程中，需要有利于学习的创新环

境，通过地理接近和聚集以方便学习，实现技术的创新、扩散和知识的积累这种

相互联贯企业、客户、研究机构、大学和地方行政当局的地方环境和网络关

系能够增强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约束机会主义倾向，提高各行为主体伴

随环境变化调整自身行为和发现新的解决方法的能力。126]

4．新产业区理论

新产业区是生产系统或生产系统的一部分在地理上的聚集，是由服务于

全国或国际市场的中小企业组成的，是既竞争又合作的中小企业的综合体，它

为竞争优势产业提供了区域创新环境。新产业区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是：①柔性

生产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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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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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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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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对新产业区发展理论和过程作实

证分析。总之，新产业区理论的核心就是依靠内源力量来发展区域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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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2．1．3相关理论

1．企业群理论

企业群定义如下：它是一群企业在一定区域内的聚集，这种聚集给企业

带来积极的外部经济性效果。具体地讲，企业群有如下六个特点：

(1)．企业彼此在空间上的接近。根据在欧洲工业区所做的实地调查，

企业之间相距1公里到500公里不等。

(2)由于许多相同或相近行业的企业在该区域内的相对集中，经济活动

因而高度密集。

(3)该区域内的企业从事相同(竞争性)、相似和辅助性的生产和经营

活动。

(4)由于上下游企业间的转包合同(纵向分工)和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

作(横向合作)，该区域内各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上紧密联系。

(5)企业之间在生产和经营上有相互联合的历史和背景。

(6)该区域内生产商与供应商、经销商和其他生产商之间的联系不断发

展，并完善成为企业网络。【29】

2．三螺旋理论

1995年美国学者Etzkowitz和荷兰学者Leydesdorff提出了“大学一产

业一政府”关系的三重螺旋创新模型。在2000年Et—zkowitz、Leydesdorff认

为作为经济社会中的三大组织主体，大学、产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互动、交

叉、重叠构成了知识经济的发展基础和动力源泉。大学和产业的触角均已开

始伸向先前属于对方的领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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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条件下，大学可以扮演企业的角色，帮助其在培育新技术的机构

中组成创始公司(staa．ups)。这样的企业式大学包含和超越了原先教育与研究

的使命，除了知识再生产和系统地进行科学创新的使命外，又增添了经济开

发的使命。大学除了起着传统的提供训练有素的人员和基础知识的作用外，

还是信息、技术和地区发展的源泉。政府的角色也表现出一些矛盾性和复杂

性，即政府一方面在向学术机构施加激励诱因，另一方面在超出公共管理、教

育、研究、文化保存等传统职能而变得更加注重“财富创造”了。例如，政府

可以扮演企业的角色，通过资助项目和改变管理环境来支持这些企业的新发

展。企业也可以扮演大学的角色，常常开展具有和大学一样高水平的培训和

研究。随着大学、产业、政府各自逐渐承担起其它机构的角色，一种“三重螺

旋体”模式出现了。大学、产业和政府每个子系统都像一股螺旋上升的螺旋线，

而三者的互动、交叉、重叠和融合则演变出各种各样的关联模式和组织结构，

这些关联模式和组织结构给予每个主体强烈的反馈，这种反馈又促使大学、

产业和政府不断地调整三者之间的关联模式与组织结构，从而使得整个社会

经济系统不断进行着“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式发展。130]

3．区域创新网络理论

对于区域创新网络的理论观点，比较权威的有以下两种：

区域创新系统按技术转移的管制类型，可分为三类：草根类、网络类、管制

类。区域创新网络就是指区域网络化的创新系统，。2005年D．Dolorem将区

域创新网络的特点归纳为：(1)在技术转移方面：在区域根植组织及国家支

持组织之间综合进行，受到多层次的管制。(2)在区域合作方面：区域倡导和

国家倡导是混合的，系统运作高度依赖于各层次之间的协调机制。

2002年Basil Achilladelis和Nicholas Antonakis根据知识组织的位置和知

识流动的特点，提出三类区域创新系统，2004年欧盟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公司

和组织除了创新依靠当地的学习过程，受社会和物理的邻近性激励，与知识组

织并无很多相互作用，并且系统加强区域制度供给和技术基础设施，更具计划

特征，促动更多的R&D机构、职业培训组织以及其它地方组织涉及创新过程。

这种网络化的系统代表了一种内生的发展模式。主要特点是：(1)知识组织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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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当地的，加强与知识组织的合作；(2)知识流相互作用：对合作的重要；

(3)激励因素案例：计划的、系统的网络。[251

2．2政府行为理论

2．2．1地方政府行为的假定

关于地方政府行为主要有如下假定：

1．地方政府官员具有相同的素质和能力。现实中，不同地方官员可能具

有不同的思想觉悟、道德素质以及决策能力，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各地

的经济发展。但官员个人素质并不是决定各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的主要因素，

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决策的内在机制以及各地所面临的社会

经济条件。因而假定不同地方的地方政府官员具有同样的企业家能力和道德

素质，也就是说落后地方的官员在发达地区同样能够取得良好的经济绩效，

而发达地区的官员到落后地区可能同样束手无策。【3l】

2．地方政府官员具有相同的风险偏好。不同政府官员及不同地方政府之

间可能有不同的风险偏好的形成，也不是用偏好来解释问题。因而假定地方

政府具有相同的风险偏好，都是风险中性的。

3．地方政府官员具有机会主义倾向。根据威廉姆森的定义，机会主义指

“具有借助于不正当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倾向”。地方政府是追求自身最大化

利益的主体，在特定条件下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甚至可能

不择手段。

4．地方政府只有一级。政府被简化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地方政

府主要是领导有中央政府任命，党管干部的原则使得上级对下级几乎有绝对

的权威。

2．2．2地方政府行为目标

经济学中惯用的是单目标，以便于求解，但现实中地方政府行为目标往

往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把地方政府行为的多元的目标体系归结为两个方面：

1．政治目标：再任命。保住现有职位并得到晋升往往是地方政府官员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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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首要目标。地方政府要努力取得政绩，一方面取悦于中央政府，另一方

面也有利于地方政府稳定，从而实现再任命目标。这些年随着制度的进一步

转型，中央政府把某些创新活动让渡给地方政府，是地方政府在区域创新活

动中得到财权和事权的保证，因而如何制订行为机制，进行制度改革，使地

方经济稳步发展，成为地方政府的行为实施方向。

2．经济目标：经济利益。地方政府作为追求地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主体，

不但可以通过政治上的进步实现自身利益，而且可以从直接占有和消费财富

中获得效用满足，同时也可以从对财富的支配，控制财富的去向中获得收益

和满足。因而地方政府不但具有增加自身收入的动机，而且还具有扩大本级

收入支配权的动机。【32】【35】

2．2．3区域创新系统中政府行为理论

2．2．3．1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特点

现阶段，各地区技术创新能力还较薄弱，使高校和科研机构介入经济活

动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但这些机构研发投入不足，各地区政府部

门直接拨入的基础研究经费以及教育经费长期偏低，公共资金支持不足，使

他们更倾向于从事应用研究以及研究的商业化工作，忽略公共知识的生产，

从而影响了区域创新能力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地区的企业尚未真正成

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创新能力薄弱，产业界对科研与创新的投入不高，科技

型企业的融资常有许多限制。另外，创新系统中的中介机构和支撑服务体系

很薄弱，没有形成区内企业间、企业和高校间、企业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大量

相互作用，难以形成不断促进创新的区域社会文化环境。

地方政府不仅是创新活动的投入者和执行者，而且还是鼓励和促进企业

创新活动的政策制订者，并为企业尽快成为创新活动的主体，提供了有利条

件和良好的环境。政府与市场在创新中的互动关系尚未确立，在有些方面仍

干预过多，尚不能自如地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市场需求的拉力不足，而政府

的推力又未能很好地起作用。缺乏有效的多元化的创新活动融资体系，经费

过分依赖政府拨款，政府对应用研究的资金投入相对要多一些，政府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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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技计划缺乏衔接，资源配置缺乏协调。134J

2．2．3．2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目标

目前，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的行为较多是“直接指挥”，而间接调控、

引导、指导作用发挥得不够。地方政府行为的总原则应该是：凡是市场机制

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应尽可能不介入；地方政府介入的地方也应以间

接调控为主，尽量减少直接操作，要协助企业、中介、高校和科研院所等，

实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目的。按照这一原则，地方政府的主要行为范

围是：

(1)制定必要的战略、规划和计划。

(2)提供外溢性大的设施：基础性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基地、技术创新

信息网络、金融支持等创新支撑体系建设等。

(3)营造环境：靠政府力量方能实现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4)协调、服务：只有高层才能协调的中介性活动，如跨地域、跨部门

的产学研合作，共性技术推广等。

(5)推动创新：宣传教育，地区文化，创造需求，如地方政府采购等。

2．2．3．3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的行为重点

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实施的行为的指导思想是：

1．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模式过渡。现阶段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

地方政府在区域创新中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要保留部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行

方式，但要自觉地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模式过渡。政府应当逐渐减少对

竞争性项目的直接支持，加大对公共性项目的引导和扶持。

2．明确方向、职责和重点。应当对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对政府

行动的范围有清晰的界定；在明确方向和职责的基础上，选择对本地区创新

影响最大的工作为重点，予以突破。例如必须明确产业技术创新的方向，为

此必须制定明确的产业发展战略。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政府实施行为的重点是：

1．制定战略和规划。制定和完善整体发展战略和重点产业发展战略和规

划：①整体发展战略的调整和修改；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划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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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③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战略；④科研院所的定位。

2．指导和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对要限制和退出原产业、进人新产业的企

业，指导它们选择新产业，帮助企业二次创新和创业。

3．建设发展环境，制定和执行政策。要对现有各项政策进行系统的清理，

搞清哪些政策已经过时，哪些需要完善；对新出现的问题及时制定新政策予以

引导。

4．指导和实施改革与制度创新。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研究院所的改革，

高新技术企业的制度创新，激励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创业的新机制建立等。

5．实施重点项目。包括重点基地建设，如重点产业共性技术开发基地和

中试基地的建设；培育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组织推广共性技术，协调重大合

作项目，组织特殊资源，如通过跨行业、跨地区的重大产学研合作项目、产

业化工程等大型项目建设，来加快创新体系建设；通过风险投资基金的建立与

运作的组织，来完善创新体系的运行机制，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35J

2．3博弈论

2．3．1博弈论定义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关于包含相互依存情况中理性行为的研究。所谓相互

依存，通常是指博弈中的任何一个局中人受到其他局中人的行为的影响，反

过来，他的行为也影响到其他局中人。由于这种相互依存性，博弈的结果依

赖于每个局中人的决策，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地控制所要发生的事情，也没有

一个局中人处于孤独的状态。相互依存常使博弈中的局中人之间产生竞争，

譬如两个人分蛋糕，每个局中人都希望自己的那块可以分得大一些。然而，

竞争仅仅是博弈论中相互依存的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通常地博弈并非纯粹

是局中人之间的竞争，相互依存的另一方面是局中人策略行动的结果，蛋糕

的大小可以增加或者减少。局中人的共同兴趣在于增加蛋糕的总量，他们相

互“倾轧”之处在于如何分配。从博弈论研究的角度，增大蛋糕应是博弈的

第一步，而分配蛋糕则是博弈的第二步。

在博弈论中还需要对一个词“理性行为”作一些说明。博弈论中的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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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一般不是指道德标准。从参加博弈的局中人的眼光来看，他们试图去

实施自己认为可能最好的行为，尽管这样的行为有可能损害了其他局中人。

例如海滩占位问题中A将资金的摊位往B的摊位挪动，这一举动损害了B

的利益，因为它事实上造成了A从B那儿夺走部分顾客，但从A的观点，

这一举措提高了自己的收入，博弈论研究(和通常的经济研究)认为这是理性

行为。因此“理性行为”似乎有点“利己，不管它是否损人"。从博弈分析人

员的“旁观”眼光，一般不会去擅自判断局中人的动机究竟如何。或许人们认

为局中人的目的有点近乎于疯狂，但是如果局中人是有意图地、系统地继续

行动的话，我们认为他是理性的。理性的局中人至少不会持续地犯相同的错

误。但是我们还必须强调，博弈问题中的理性一定要有合法的前提，对于那

些非法的交易或买卖，尽管当事人在交易的过程中也是尽可能地极大化自己

的利益而采取自己认为的最佳行动，但由于交易的非法性而使得博弈论不去

涉及这样的事例。最有代表性的非法交易当属买卖毒品，讨价还价的结果是

卖者赚到“昧心钱’’，而使吸毒者得到“心满意足”的“享受"，博弈论认为

这类非法行为绝非理性，故而不加以讨论。

由于局中人的相互依存性，博弈中的一个理性的决策必定建立在预测其

他局中人的反应之上。一个局中人将自己置身于其他局中人的位置并为他着

想从而猜测其他局中人将选择的行为，在这个基础上该局中人决定自己最理

想的行动，这就是博弈论方法的本质和精髓。【36J

博弈论中每一个局中人做出理性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是他的可能盈利有

多少，这就是一个局中人需要认真计算的盈利函数。对于每一个局中人，如

果他们在可供自己选择的策略空间中任取一策略作为自己的行动，既不会给

自己带来盈利，又不会使他们必须付出，这种失去了激励机制的博弈本身也

就失去了“博"的意义，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尤其不太可能出现这类现象。盈

利函数的结构与取值无疑将会影响到局中人的行为，因而也影响到博弈的最

终结局。由此，盈利函数的确定在博弈论研究中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从对

博弈的不同角度考虑，从局中人不同的观点出发可以有形形色色的盈利函数。

譬如，夫妻俩一同去买菜，从时间上来看是一种浪费，从经济角度可能“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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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过大。但是如果从增强双方感情来定义盈利或效用函数，那么他们会做

出“一起去买菜”的决策。

2．3．2博弈的分类

从博弈论的基本刻画可以看出，无论什么样的博弈，总是存在着如下三

个要素：

(1)局中人，以i=l，2，⋯表示

(2)每个局中人一般有若干个策略可供选择，它们构成了该局中人的纯

策略空间。局中人i的纯策略空间用Si表示，倘若Si由Ⅺ个纯策略构成，

则有si=(Sil,8i2，⋯8ik：)。

纯策略空间有时也可以是连续的，比如在AB线段的海滩上摊位的选择

就可认为几乎是连续的。

(3)每个局中人的盈利函数。我们记局中人i的盈利函数为ui(s)，其中

s=(sl，⋯，sr)，而sj表示局中人j所取策略，s表示r个局中人的策略向量。

显然，盈利函数ui(s)，与8有密切关系。它是每个局中人真正关心的东西。

策略空间、盈利函数以及局中人的与博弈有关的特征等知识构成博弈的

信息，从信息的角度，博弈可以分为完全信息与不完全信息两类。所谓完全

信息是指每一个局中人对于自己以及其他局中人的策略空间、盈利函数等知

识有完全的了解，否则，博弈就是不完全信息的。【36】

博弈的分类还可以从局中人行动的先后次序着手，如果剧中那个人同时

选择行动，则称博弈为静态的。要求“同时”并不一定等于规定在同一时刻

大家一起行动。通常在时间上虽有行动的先后，但局中人彼此不知道其他人

在采取什么具体行动(直到博弈结束时)，其效果仍等价于他们在同时行动，

此时我们仍称它是静态博弈。倘若局中人的行动有先后顺序，后行动者可以

观察到前行动者的行动，并在这基础上采取自己最有利的策略，博弈就转为

动态博弈。

上面两种划分类型中各自存在两种情况，如果两两交叉，就可以得到完

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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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博弈四种情况。而本文选用的即是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

2．4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为本文研究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基础

理论：区域创新系统理论，政府行为理论，博弈论；通过这些理论介绍，更

加清楚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的界定，并为其后应用博弈论定位区域

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提供基础理论，从而对提出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

政府行为机制的研究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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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定位

3．1ⅪS中地方政府行为定位对其行为机制确定的作用

现今，以市场为纽带的横向经济联系不断发展，而以行政隶属关系为主

的纵向经济联系已相对削弱，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一级调控事实上已经不可

能。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已依赖

于以商品交换为主要内容的横向联系(当然，不可忽视纵向依存度仍很高，特

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有的依赖政府还甚于依赖市场。)由此，很多区

域不同范围，不同空间，必须要通过地方政府的作用和行为才能实施资源的

合理配置，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行为通过政策行为机制的展现起作用。因

此，地方政府的行为机制在区域发展的各个方面就像是一个方向标，引领着

区域内一切要素发展的方向。

但是，地方的调控往往以地方局部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有其一定的局限

性和盲目性。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的地方政府在制定行为机制的时候片面的

看问题，仓促的出台政策，这样的行为机制必然使区域发展偏离了本应走的

道路，例如，如上所说“单纯追求地方局部利益最大化"。而归根结底就是因

为区域地方政府的行为定位不准。地方政府的行为机制是区域发展、区域经

济发展、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奠基入，而地方政府行为定位的准确与否就是

其行为机制有效与否的领航者，二者是不可分的。[371

目前区域地方政府虽意识到了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性以及要发展区域经

济先要发展区域创新系统的紧迫性，但都因他们没有一个合理的行为定位，

没有考虑区域的创新系统的实际情况，而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机制成了区域

创新系统成长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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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RIS中地方政府行为定位分析

3．2．1分析目的

有些区域的创新系统发展不完善和许多所谓的“市场秩序"混乱，政策

执行低效，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其实是政府机制和政府行为问题。

很多区域的地方政府经常陷入权力经济的风险中或参与与民争利的市场领域

中及追逐任期政绩的“一次性"中，这必然产生“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

盾”，使各个主体之间发生对抗、冲突，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且主体之间的

利益越是冲突，他们就越有可能背离对方，合作也就越难以形成或维持。相

反，利益越是一致，合作就越是成功。利益结构决定了相互利益不仅仅是建

立在客观因素的基础之上的，而且还基于各主体对自身利益的领悟和理解，

以及不同的偏好是如何被决定的。政府的职能不是自己拥有财产，而是保护

公民的财产权；不是拥有自己的利益，而是保障公民的利益；不是自己拥有企

业、管理企业，而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使企业能够健康发展。我

国区域创新系统发展良莠不齐，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一个基本原因是政府

没有干自己该干的事情，即提供产权保护、法治和市场秩序等“公共物品"，

而是去干自己本来不该干的事情，比如管理企业、制定价格、分配资源。因

此，区域创新系统发展不完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政策执行低效在一定

意义上是“政府行为机制错位”、“政府政策缺位"的表现。

现在，中央政府和有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意识到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就是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方政府没有发挥本该发挥的行为作用。很多地方政

府意识到问题后，即使重新改变了政策和行为，但是却是在没有深思熟虑之

后和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问题的情况下，定位了新的促进区域创新系统

发展和区域经济前进的一系列行为，结果导致新的政策和行为引出了新的问

题。

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方政府还是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下进行行

为和政策的改革和实施，没有真正的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系统的

考虑地方政府的行为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定位。因此，本文针对现在区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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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的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问题，运用非合作静态博弈中的“囚徒困境’’

博弈论，对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到底应该如何定位进行博弈分析，

最后给其明确清晰的行为定位。

3．2．2博弈模型

3．2．2．1“囚徒困境’’的含义

一般认为，“囚徒困境"问题于1950年由Merrill Flood和Melvin Dresher

始创，同年由A．W．Tucher将其定性完善。它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鲍勃和埃

尔两个窃贼在偷盗地点附近被警察装获，分别关押。每个窃贼必须选择是否

承认罪行并指正同伙。如果二人都不认罪，将被指控非法携导武器，入狱1

年。如果二人都认罪并指正同伙，将入狱10年。如果一人认罪，一人不认罪，

则鉴于认罪者和警方合作的表现，无罪释放，其同伙将遭到严惩，判入狱20

年。【36】

我们用收益矩阵分析囚徒困境的情况(如表3．1)，收益矩阵已成为博弈

论的一种标准，在这，收益的含义是窃贼被宣判服刑的年数。

表3．1囚徒困境、、＼ 埃尔鲍勃～＼ 认罪 不认罪

认罪 10年，10年 0年，20年

不认罪 20年，0年 1年，1年

收益矩阵可以这样解释：囚犯的战略是认罪或不认罪，每个囚犯选择其

中一种战略。横列代表埃尔的战略，竖行代表鲍勃的战略。矩阵中的每组数

字是两个囚犯选择不同战略得到的相应结果，逗号左边的数字为鲍勃的收益，

右边数字为埃尔的收益。

那么，到底应如何解决这个博弈问题呢?如果两人都想入狱时间最短，

什么样的战略才是理想的尼?埃尔可能作如下思考：“有两种可能性会发生：

鲍勃认罪或保持沉默。假定鲍勃认罪，我不认罪将入狱20年，认罪将入狱

10年，所以该情况下最佳的选择是认罪。相反，假定鲍勃不认罪，则我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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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将入狱1年，认罪将获得自由，认罪还是最佳选择。总之，我应该认罪。"

同样，鲍勃也将按照类似方法分析最优战略，其结果是两人都认罪，被

判入狱10年。然而，如果二人非理性行事，保持沉默，每人只会入狱1年。

以自我利益为目标的“理性"行为，导致了两个囚犯得到相对较劣的收

益，这一惊人结果给现代社会科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当然，我们必须承认，

囚徒困境是一个简化和抽象的，也可以说是不现实的博弈实例，但个人理性

行为导致各方较劣的结果，囚徒困境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其价值也正在于此，

本文选择这一博弈模型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3．2．2．2 RIS中的地方政府与其它主体间“囚徒困境”博弈

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定位的内容最主要的就是处理好地方政

府在区域创新中的作为与不作为的关系，其实质就是处理好地方政府与企业

或市场、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与高校和研究机构、地方政府与中

介机构的关系。

1．地方政府与企业以及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囚徒困境"博弈

现在最普遍的现象是：某种条件下，区域技术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为一

些有利可图的事件做了它不应该做的很多事情(即政府越位)，使得区域创新

系统中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所进行的相关创新活动，都是在地方政府计划，

地方政府的规划范围内的，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没有自主的创新联系。

网这种情况下，政府会在利益与权力以及在区域内产生的影响三方面的考虑

下，进行一个扭曲的行为定位；而企业也会在这种区域创新环境中，为追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相应的行为；同样，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同样如此。根

据“囚徒困境"博弈分析可知，以自我利益为目标的“理性”行为，将导致

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得到相对较劣的收益。区域的创新多是

单向的、单线的、外生的、被动的。高校科研、企业之间没有充分交融、互

动、促进和学习提高，存在互相隔离、联系不够，没有充分利用相互之间的

资源和发展机会，没有在科技经济结合方面形成互动学习的能力，也就是没

有制造创新机会的能力，相应的区域创新绩效不高，驱动力不强，自组织、

自协调状态不佳，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也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状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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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适应区域创新系统长期发展的需要，必然使得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变慢，

甚至停滞不前。

2．地方政府以及市场和中介机构之间的“囚徒困境’’博弈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地方政府与市场的“板块"关系有以下3种：

(1)认为经济可以分为两块，一块是计划经济，一块是市场调节，政府与市

场两者界限清晰、互不相关、相互排斥，不承认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

础作用，以及坚持政府计划配置资源方式占据主导地位。明显的，在这种理

论指导下会形成一种政府越位行为。(2)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经济运行应该

由市场调节，政府不干预，只有在市场调节的结果出现问题后，政府才出面

进行二次调节。这种政府市场关系方面的严格划分，使市场在成长发育过程

中得不到政府的培育、推动而陷于困境，政府没有作它应该做的事，形成政

府缺位行为，这影响了政府、市场作用的发挥，也影响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

展。(3)政府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这种政府一市场

关系论述，不能从根本上确立市场的基础性地位，政府应该作什么不明确，

以至于影响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影响对政府行为的合理定位。f39】[401

从以上3种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哪种关系，

如果地方政府行为和市场调节作用不能真正的从发展区域创新系统的全局角

度出发，从促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二者的关系永远都会是僵局

的局面，这种非合作的博弈行为所带来的博弈均衡解将只能是：各自发展缓

慢，利益受损，对区域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相应的，由于这种不协调的地方政府一市场关系，社会中介机构极不发

达，更不能可能为区域创新活动提供相应的服务。因此，缺乏形成统一的区

域创新系统的基本条件、科技与经济脱节，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慢，效率低，

技术创新成效甚微，结果反而造成对区域创新系统完善、壮大的更大障碍。

当然，这种结果的产生在“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中是显而易见的。

3．2．3博弈结果分析

通过“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的介绍和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与其它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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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间在博弈模型中的应用以及得出的结果，我们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囚徒困境”问题揭示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深刻矛

盾。“囚徒困境’’模型深刻地提示了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的一种普遍情形，即“个

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将损害集体的利益。

2．单纯追求“个人理性"最终并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囚徒

困境”博弈中，各方选择最佳策略时都是各自采取对自己而言是最优的策略，

局中人的唯一目标是要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然而，到头来却害了自己，得

到了对个人而言也是不利的结果。【40J

3．“囚徒困境”的根源在于局中人缺乏必要的交流信息。如果他们进行

必要的信息交流，就会有一种新的选择。例如，“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中举例

的两个窃贼，他们的黑帮老大告诉他们，不合作(认罪)者如果被警察释放，

将因为出卖朋友在黑帮自己的牢狱里关上20年(或者被干掉)，此时两个窃

贼将摆脱他们的“困境"，博弈矩阵如表3．2所示。

表3．2事先进行信息交流的“囚徒困境’’博弈、、＼ 埃尔
不合作(认罪) 合作(不认罪)鲍勃～＼

不合作(认罪) 10年，lO年 20年，20年

合作(不认罪) 20年，20年 1年，1年

4．避免“囚徒困境”应当由竞争转向竞争一合作。解决“囚徒困境"各

种方法告诉我们，个人应当单纯追求“个人理性"与对手竞争到底转向与竞

争者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即由竞争转向竞争一合作。在Robert Axelrod教

授主持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中获胜的“一报还一报’’策略是一个在第一

步合作，然后重复对方上一步选择的策略，它是一个要求与竞争对手进行合

作的策略。[401[41】

以上四点启示引申来分析就是：

1．地方政府规制行为定位的必要性

在很多社会问题中，地方政府的目标是规制参与者的行为。现看一个最

简单的只有两个参与者的困境问题。假定这两个人没有规制的权利，称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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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他们的困境问题见表3．3所示：

表3．3平民的困境问题嘉N竺 合作 背叛平民2—＼
合作 10年，10年 0年，15年

背叛 15年，0年 5年，5年

地方政府是该博弈的第三个参与者，它能够改变平民的收益，因而是一

个特殊的参与者。地方政府有两种战略，“惩罚’’或“不惩罚"。如果它选择

“惩罚”，两个平民的收益都会减少7；如果选择“不惩罚"，两个平民的收

益不变。

现在假定，如果平民中有人选择“背叛"，地方政府就选择“惩罚"。平

民的收益矩阵如表3．4所示，两人会选择“合作"，合作成为博弈的占优战略

均衡，这正是地方政府规制的目的所在。

表3．4带有惩罚的收益矩阵

嘉＼＼2＼＼芝 合作 背叛平民、＼
合作 10年，10年 ．7年，8年

背叛 8年， ．7年 ．2年，．2年

有以上博弈分析可知，对于区域创新系统主体之间的活动，地方政府要

充当判决人的作用，制定一定的规章制度，来规范行为主体的行为，这样才

能使区域创新系统在一个高效、法制、正规的创新环境中发展。【37】

2．地方政府应利用信息资源提供服务、创造环境

市场经济背景下，区域创新系统中行为主体的一大特点就是主体相互竞

争，分散决策。分散决策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整个区域纪念国际的混乱与盲

目发展。毋庸置疑，这必然会造成整个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而地方政

府站在全局的角度上，通过自身的政权组织系统，通过自己所处的垄断的权

利地位，可以掌握大量微观市场主体所无法掌握的宏观的、综合的经济信息，

可以避免各主体由于分散决策所进行的大量重复而分散的信息调查，从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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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整个区域创新系统和区域经济有序健康发展时具有分散的信息优势。

因此，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其掌握大量信息资源这一

有利而独特的条件，进行行为定位和制定创新决策，努力创造完全信息的区

域创新环境，并利用合理的信息资源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服务。

3．博弈的最终均衡解是区域创新系统中的主体进行区域合作

由于地方政府决策的原则与企业决策原则不同，他们可能试图通过地方

保护来“保护"自己的政绩(利益)。[40】但是“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的分析表

明，它们通过合作所获得的利益将远远大于保护所获得的利益。因此，博弈的

最终均衡解应该是区域创新系统中的主体进行区域合作。现在，包括江浙一

带的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当前要做的除了从地方企业中退出外，重点是建立

公平交易规则的监督机制，提高交易效率，为市场竞争打开通道；同时对区

域内的微观主体而言，发挥熊彼特意义上的公共企业家精神，为地方经济发

展起辅助、促进、倡导的作用。

在3．2．1节我们也同样提到：很多区域的地方政府经常陷入权力经济的风

险中或参与与民争利的市场领域中及追逐任期政绩的“一次性”中，这必然

产生“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使各个主体之间发生对抗、冲突，采取

不合作的态度，并且主体之间的利益越是冲突，他们就越有可能背离对方，

合作也就越难以形成或维持。相反，利益越是一致，合作就越是成功。因此

地方政府的行为应是将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各主体进行协调，使各主体从竞争

的状态转向合作的态度。并制定一系列政策促进合作的成功，共同促进本地

区创新系统的健康发展。

同时还要提到一点，本文所分析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从广义上同

样适用于区域与国家之间创新主体的合作，因为此模型用数据表明通过合作

所获得的利益将远远大于保护所获得的利益。有些区域的地方政府的决策表

面上看是与国家区域创新系统所提出的原则相一致，但实际上却是同国家搞

文字博弈，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文字博弈来“保护’’自己的政绩(利益)。[42J但不

论是国家创新系统还是区域创新系统都构建有监督、完善诚信环境的机制，

而合作的前提就是诚信，如果某些地方政府不讲诚信的空谈合作，国家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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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应的政策来制约其行为，其结果只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地方政

府应在符合国家创新系统大的原则基础上，原则博弈的最终均衡解，创新系

统中的各主体应进行合作。

3．3ⅪS中地方政府行为定位内容

通过“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分析得到关于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

为的模糊界定，地方政府作为一种非市场的力量，在区域创新系统中其行为

应是通过创造信息畅通的区域环境、协调主体间关系、扶持并服务于有利于

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各因素来进行定位的。其定位的行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

1．区域创新系统中条件及环境的创造者

政府对外在因素的可控性较强，因此可以通过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创新环

境和提供与区域创新系统运行相适应的正确及时的创新条件，使区域创新系

统发展的波动程度减缓，从而提高创新的效率，使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更为

理想。一个好的创新环境终究会带来高效的区域创新系统运作，因此从地方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其应提供矫正市场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缺陷的条件及

环境；从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看，其不直接参与创新活动，而是通过改善基

础设施，营造企业发展和创新的硬环境，为企业创新提供服务和信息，降低

企业创新风险；从地方政府与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关系看，通过拨款等措施，

资助其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等等。

总之，地方政府提供适当的条件和营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可以使政

府、市场、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中介机构等形成合力，构建完善的区域

创新系统，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

内容：(1)产业环境；(2)科技条件；(3)资金环境；(4)制度环境；(5)

文化环境。【43J

2．区域创新系统中活动的规章确定者

区域创新系统中各行为主体之间必然存在着多种矛盾冲突，例如行政区

域和经济区域的矛盾。如何引导各行为主体为了创新而调整自身的行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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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创新主体本身无法做到的，各行为主体自身也不能自动达到一致，最

好的手段是用各种法律法规、政策予以规范、协调。法律、政策是制度调节

的工具，具有强制性、普遍性和规范性的特征，是政府规范和调节各行为主

体创新活动的重要手段。区域创新如果没有相应的规则，就会出现无序状态，

有限的创新资源就难以合理配置，区域创新环境也不可能完善，为区域经济

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3．区域创新系统中活动的主体协调者

创新活动是复杂的社会活动，它需要大量的资源和多种不同的要素，这

些资源常常又都分散在不同的区域创新系统主体要素的手中，为了保证技术

创新的成功和创新要素的高效组合，保证社会经济活动整体优化和高效，需

要由政府出面进行协调。另外，技术创新活动的受益者不一定都是全社会所

有的利益集团，常常是某些创新在使部分社会组织受益的同时，对另一些社

会组织则意味着成本增加，因此，政府从优化社会经济活动的目标出发，综

合考虑创新活动的成本和收益，通过制定适合的政策，选择适当的手段对创

新活动进行调节就显得十分必要。

3．4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深刻揭示了地方政府行为定位的方向，

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定位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的行为主要在三方面，即：

区域创新系统中条件及环境的创造者、区域创新系统中活动的规章确定者、

区域创新系统中活动的主体协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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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评价

4．1 RIS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

4．1．1环境创新行为机制

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创新环境。总的来说，区域创新环境包

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静态的创新环境，即促进区域内企业等行为主体不断

创新的区域环境，如区域的居住条件、气候条件、地理位置条件等；另一部

分是动态创新环境，为进一步促进区域内创新活动的发生和提高创新绩效，

区域创新环境自身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随时进行的自我创新和改善的过程，

如区域的政治稳定性、区域的企业制度改革、区域内的市场发育状况、区域

文化环境等。m】这一部分的改变，可以降低创新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

及提高对创新的激励。其次，培养区域创新文化，构建区域创新的软环境。

事实证明，区域内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作为一种隐含类知识，深深地影响

区域经济的发展，隐含类知识越丰富，越容易形成产业的集聚，从而推动区

域创新系统的进步和区域经济的发展。【45】主要包括：(1)可持续发展环境。

现在生态环境问题是全世界都不可忽视的问题，各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

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绝不允许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区域经济。我

国中央发展区域创新系统的指示精神也是要以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来建立

政府行为机制；(2)政策环境。如技术进步奖励，技术市场发展，人才交流政策，

技术引进政策等；(3)资金环境。如增加研究与开发投入，对高校、科研院

所等申请的相关项目予以一定的扶持政策等；(4)诚信环境。区域的发展不

光要有必要的硬件条件，对于区域内主体的诚信度也有一个高的标准。[48】[45】

4．1．2制度创新行为机制

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制度创新，主要依靠政府来推动。地方政府通过制度

创新来为区域创新活动提供一种创新的环境，营造一种创新的氛围，活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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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信息，增加灵活性，减少不确定性，增强区域创新系统的创新能力。146J

在制度政策方面，可借鉴美国政府对区域技术创新系统的政策扶持，地方政

府首先确定了“占领世界科技领导地位"的国家战略，进而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47J主要包括：一是产权制度。建立完善的技术转让机构网络，使科研成

果尽快进入市场或对一些还未打开市场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地方政府带头采

购或带头使用等。二是区域创新资本的扩散。地方政府起到主要协调者的作

用，是区域创新系统运行通畅，区域内行为主体都参与并从中受益。三是法

律政策。完善公正、规范、监督区域创新环境，使创新活动合法有序地进行，

最终让各种利益关系趋于一致和最大化。

4．1．3联盟创新行为机制

创新活动需要大量资源，并要求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组合，成功的创

新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效益。因此联盟创新行为机制就包括发展区域“官产

学研资介"联盟，以及促进其联盟的建设工作。具体包括：(1)“产学研’’联

盟，要完善“企业对院所高校”的需求导向和技术依赖机制，完善“院所高

校对企业’’的支持和服务机制，开放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仪器与实验室，实现

技术设备资源的共享，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本：(2)“官产"联盟，完善“企

业对政府"的需求和响应机制，完善“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服务、指导、

引导机制；(3)“官学研’’联盟，科研院所、高校要为企业提供创新的支持和

服务，地方政府是不可缺少的中介环节，同时，科研院所、高校的支持和服

务，也需要地方政府提供必要的环境，这就又要求建立“科研院所、高校．

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其中包括“科研院所、高校对政府’’的需求、咨询、

响应机制，以及“政府队对科研院所、高校"的支持、引导、督促、响应机

制；【48】(4)“官产资"联盟，以探索建立有利于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投融资

体系为重点，完善“官产资"互动机制，建立知识产权交易市场试点，促进

技术的资本化和证券化，要加强银政、银区合作，积极推动多元化资本市场

的建立，围绕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特点，探索新的融资模式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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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地方政府行为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4．2．1评价目标

以上地方政府行为机制虽然是在清晰、正确的行为定位条件下提出的，

但是一个正确有效的促进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行为机制，应是在一系列的考

证下确定直至出台的。因此对地方政府行为机制进行评价目的很明确：

1．全面审视提出的地方政府行为机制是否符合其行为定位的初衷。地方

政府行为的定位毕竟只是一个方向，一个范围，是我们制定行为机制的基础

和方向标，但在这个范围内可以提出的行为机制又可以不止是一种，到底哪

种行为机制是符合区域创新系统的完善的呢?本文提出的行为机制又到底能

不能促进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我们不得而知。因此，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

评价，进而得到想要的答案。

2．评价提出的地方政府行为机制是否合理正确。本文提出的行为机制是

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以及理性分析下提出的，但由于地方政府行为机制内容多

属于定性范围内的内容，所以即使有博弈模型分析，也只能说是一个“不绝

对"博弈分析，况且博弈模型本身也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故对地方政府行

为机制的评价是非常必要，也是十分需要的。

3．客观的认识提出的地方政府行为机制。本文提出的行为机制是在诸多

分析、理论基础上得出，但还是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为每个人对任何事，

任何问题出现的原因以及结果的理解都是不同的。在本文中通过区域创新系

统内主体间的博弈分析得出的地方政府行为定位，进而提出的相关行为机制

是在主观因素及价值观的强调下得出，要对其有一个清醒地认识，必须进行

行为机制的评价。

4．发现提出的地方政府行为机制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的行为机制宗旨

就是要促进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那么，对于这

些行为机制来说，如何能分辨它们哪些是有效的，哪些还存在问题，不合乎

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步伐，在评价的过程中就可以一目了然。进一步说，评

价的结果也是为本文最后一章做铺垫，为如何更好的发挥其中有效的行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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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抑制低效的行为机制，以及使行为机制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提供理论

基础。

4．2．2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在实际的综合评价活动中，评价指标的确立并非是越多越好，但也不是

越少越好，关键在于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能够完成各项功能。总的原则应是

以尽量少的“主要"评价指标用于实际评价。这需要按某种原则(即评价目

标)进行筛选，分清主次，合理组成评价指标集。[491在大量文献分析的基础

上，对于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的一般原则做如下总结：

1．比较与指导相结合，突出重点

尽可能用最少的指标，以明确的方式把预评估的内容表达出来，一些影

响不大，或者可由别的重要指标附带反映的因素，能不列指标就不列，以免

把关键因素的重要性“湮没了"。

2．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对于评价地方政府的行为机制，必定有定量的定性的指标。在建立的指

标中，有的是可以精确度量的，有的只能根据经验评判。可以精确度量的指

标尽可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统计年鉴等权威性统计文献或调研信息，对于难

以统计得到的指标则假设具有模糊性，用分等量化的方法来处理。

3．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着眼发展

评估一件事物应当在一个时间段内加以考察。静态指标是动态指标经过

一个时间段的积累和综合结果。评估行为机制的有效性与否，既要结合当前

的具体情况，也要看可持续发展的速度。只考虑静态指标的话，与国家可持

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不相符；而只考虑动态指标的话，又不符合地方政

府行为机制制定的基本要求，忽略了现实情况的种种因素。因此采取了两者

兼顾，以静为主的原则。

4．可操作性和可比性兼顾，立足实情【49】

评估指标所依据的数据来自统计年鉴或可靠书籍等。考虑到评估的可操

作性，不宜脱离实际指标或已有广泛认知度的指标以外再另搞一套。随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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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创新系统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评估指标也将作相应变化。这种变化应当

与一些统计指标的变化步调相协调，尽可能立足于可获得数据的事情，并注

意保持时间序列数据的可比性。

上述设计原则是客观地和科学地评估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

的一般前提，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应注意操作的规范化和程序化。

4．2．3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4．2．3．1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评价内容及数据支持度等方面的

原因，可分为3个层次，分别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目标层有1个，

下设3个准则层，准则层下设相应的指标层，指标层共选择了15个指标进行

考察。所有指标均来自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5．2006)及基于CIT的区

域技术创新的报告。具体框架如图4．1：

39



哈尔滨下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区

域

创

新

系

统

发

展
A

环

境
创

新

行
为

机

制

BI

是否国家级生态示范区Cl

大专以上从业人员比率C7

高新项目投入率C8

地方政府采购政策力C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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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机构比率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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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评价指标体系

制度创新行为机制耽二联盟创新行为机制助

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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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指标解释及评价标准

1．环境创新行为机制评价指标(B，)

这一指标从环境力的各方面来考察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机

制。环境创新的提出，是源于国家提出的“创建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性社

会"的号召。我国各区域的资源现以十分紧张，要发展区域创新系统，进而

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不能让企业、市场、产业集群区域等其他行为主

体各行其道，各取其利。这就要地方政府出面，制定环境创新行为机制来约

束各主体，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共同促进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

对应于环境创新行为机制的5个主要内容，其评价指标分别为t是否国

家级生态示范区、区域科研投入比率、R&D经费总量占总收入的比例、科技

活动人员数、主导产业集群经济发展效率。见表4．1所示：

表4．1环境创新行为机制评价指标对应表

评价指标 对应的内容

是否国家级生态示范区Cl 可持续发展环境

区域科研投入比率C2 政策环境

R&D经费总量占总收入的比例C3 资金环境

科技活动人员数C4 人才环境

主导产业集群经济发展效率C5 产业环境

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占GDP份额C6 创新基础设施环境

大专以上从业人员比率C7 诚信环境

(1)是否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定义：该指标是一个定性指标，其值为：“是”或“否"。分2个内容，

即：区域是否通过IS014000和区域是否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意义：IS014000系列指标是环境管理体系得国际规范化标准，有利于实

现区域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可获得性：通过国家环保局网站或调研获得。

(2)区域科研投入比率

定义：所在区域科技三项经费占GDP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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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该指标是区域内地方政府对科研的资金支持力度，促进地方政府

从资金上支持科技研发活动。

可获得性：通过统计年鉴数据经处理后得到。

(3)R&D经费总量占总收入的比例

定义：R&D经费总量占总收入的比例

=区域当年R&D经费／区域当年总收入

意义：该指标反映区域内地方政府或企业的R&D投入力度，促进R&D

投入。

可获得性：火炬资料经处理后得到。

(4)科技活动人员数

定义：区域内或区域内高新区内每万人中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数量。

意义：该指标反映了区域技术、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源基础。

可获得性：火炬计划统计资料获得。

(5)主导产业集群经济发展效率

定义：主导产业工业总产值的增加速度(取三年均值)

意义：考察区域内主导产业的基础指标，反映区域创新系统中产业集群

这一主体要素发展状况，促进区域发展主导产业，鼓励形成特色产业集群。

可获得性：根据区域内统计资料获得。

(6)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占GDP份额

定义：由于很难用一个十分精确的评价指标来评价创新基础设施水平，

故选取此指标来代表创新基础设施环境指标。

意义：教育是一个区域创新的基础设施。教育水平高，人才的数量就多，

就会较快知识在本区域的转移，有利于新的思想的产生。但此指标有一个前

提假设：一个区域的教育水平越高，区域创新系统的能量越大。

可获得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地区教育经费情况获得。

(7)大专以上从业人员比率

定义：大专以上从业人员比率

=区域内当年大专以上从业人员数量(人)／区域内从业人员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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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意义：这一指标与区域内当地人力资源的英语和计算机水平有较强的相

关性，可以用来衡量区域的人力资源智力水平。由于诚信环境的评价指标目

前没有十分精确的，故本文假设人力资源智力水平越高，区域内人的诚信度

越高。

可获得性：火炬计划统计资料获得。

2．制度创新行为机制评价指标(B：)

这一指标旨在考查区域创新系统发展被地方政府重视的程度，以及地方

政府为区域创新系统发展所创造的制度环境的优劣程度。地方政府行为机制

是区域创新系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有赖于地方政府的大力

推动与支持。地方政府要大力支持并充分利用区域创新系统各因素这一重要

基地，进一步集聚自主创新资源，努力开创区域创新要素汇聚，充满生机与

活力的大好局面。

对应于制度创新行为机制的4个主要内容，其评价指标分别为：高新项

目投入率、专利申请情况、是否出台支持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地方政策法规

以及地方政府采购政策力。见表4．2所示：

表4．2制度创新行为机制评价指标对应表

评价指标 对应的内容

高新项目投入率C8 促进产学研合作政策

专利申请情况C9 专利、技术转让政策

是否出台支持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地
法律政策

方政策法规Clo

地方政府采购政策力C1l 政府采购政策

(1)高新项目投入率

定义：地方政府当年高新技术招商引资项目引入区域内的比例。

意义g该指标是地方政府从资金和项目上对区域创新系统发展支持力度

的衡量，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区域在承接科研项目的能力。

可获得性：通过区域调研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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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利申请情况

定义：包括百人专利申请量及百人专利授予量两方面内容。

意义：该指标可反映区域内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和高校与科研院所

等进行自主创新。

可获得性：通过火炬计划统计资料和区域调研获得。

(3)是否出台支持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地方政策法规

定义：该指标是一个定性指标，其值为：“是"或者“否”

意义：地方政府应当为区域创新系统发展创造一个好的政策环境和条件，

应配备出台有关国家区域创新区管理的法规和条例，规范管理。该指标的设

置旨在反映地方政府对区域的发展从法律上的保障及支持程度，促进区域创

新系统发展更加规范和营造有利于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法律环境。

可获得性：通过区域调研获得。

(4)地方政府采购政策力

定义：区域所在城市是否出台针对促进区域创新系统发展所需的政府采

购政策，是一个定性指标，其值为：“是"或者“否"。

意义：衡量地方政府从政府采购角度对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支持力度，

促进地方政府从政府采购角度支持区域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及新产品的

发展。

可获得性：通过区域调研获得。

3．联盟创新行为机制评价指标(B。)

这一指标旨在考察区域内促进创新系统发展的联盟和服务机构的情况。

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好坏、快慢依赖于产学研合作的紧密程度及中介机构、

风险投资机构和政府服务机构的服务水平。论文在第三章也通过博弈模型分

析出了，要达到效用最大或利益最大，要靠区域创新系统内各主体要素相互

协调和信息沟通。地方政府制订行为机制的着眼点也是要发展一批有利于加

强自主创新的产学研合作联盟，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

发展自主高新技术产业目标、以核心技术为配置资源根本要素的一个区域创

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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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用联盟创新行为机制的4个主要内容，其评价指标分别是：产学研

合作项目比率、企业活力：企业增减数量比、政府服务CS状况、风险投资

机构比率。见表4．3所示：

表4．3联盟创新行为机制评价指标对应表

评价指标 对应的内容

产学研合作项目比率C12 “产、学、研"联盟

企业活力：企业增减数量比C13 “官、产’’联盟

政府服务CS状况C14 “官、学、研”联盟

风险投资机构比率C15 “官、产、资"联盟

(1)产学研合作项目比率

定义：区域内产学研合作项目。

意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应为具有高新技术研发实力的企业增强自主

创新能力提供支持，产学研合作是考察区域创新系统的一项基础指标，旨在

促进区域创新系统内加强产学研合作。

可获得性：根据区域内统计数据获得。

(2)企业活力即企业增减数量比

定义：企业活力=企业增减数量比

=当年区域新增企业数／上年区域内企业数

意义：考察区域创新系统活力的一项基础指标。

可获得性：经过火炬资料统计数据处理后得到。

(3)政府服务CS状况

定义：区域内管理机构的办事效率和满意度，是一个定性指标，根据满

意程度可分为5个等级，各等级对应不同的取值。

意义：地方政府应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提供高效有力的支持，该指标

是考察区域创新系统得情况的一项基础指标。

可获得性：根据区域内政府服务主体调研获得。

(4)风险投资机构比率

定义：区域内单位企业(包括高校等创办的企业)拥有的风险投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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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

意义：风险投资是驱动区域创新的资本来源，旨在反映区域内风险投资

的发达水平，是考察区域创新系统情况的一项基础指标。

可获得性：格局区域内统计数据获得。

4．2．4评价方法

4．2．4．1评价方法选择概述

指标权重的确定，是评价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因为权重的大小，表明指

标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和贡献大小，直接决定着评价的结果。现有

的权重确定方法有特尔斐法曲、层次分析法、专家打分法、主成分分析法、

比较法等。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多目标、

多层次、多准则的决策问题，指标的权重问题是关系评价结果可靠性的重要

因素。因此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

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家于世纪年代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它将决策者对复杂系统的决策思维过程模型化、数量

化，通过将复杂问题分解为若干层次和若干因素或指标，由专家和决策者对

所列指标通过两两比较重要程度而逐层进行判断评分，再根据判断矩阵的特

征向量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为决策分析提供依据。

4．2．4．2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步骤

1．构造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是根据评价目标，针对每一层中的各个指标Bi(i=l，⋯，n)，判定

该层中各有关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的矩阵，其形式如表4．4所示：

表4．4 B；对B。的相对重要性的判断矩阵

AK Bl B2 B3 Bn

Bl bu b12 b13 bln

B2 b21 b22 b23 b2n

bij

Bn bn，1 bn，2 bn，3 b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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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中，bij表示对于目标AK而言，指标Bi对Bj的相对重要性的判断

值(i-1，2，⋯，n；j=l，2，⋯，n)，bij取值见表4．5：

表4．5 AHP判断矩阵取值的含义

bij 含义

1 Bi与Bj同等重要

3 Bi与Bj稍微重要

5 Bi与Bj明显重要

7 Bi与Bj强烈重要

9 Bi与Bj及其重要

2、4、6、8 Bi与Bj的重要性分别介于1-3、3-5、5-7、7-9 2_N

bu2l／bji Bi与Bj的不重要程度

此表可以根据专家咨询法相结合，有本领域的有关专家和政府管理部门

人员来共同确定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再综合每位专家或管理人员的打分值，

一般取每个指标的均值作为最终的评价矩阵，通过计算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

征根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从而求出Bi的权重。

2．求解判断矩阵

此处就是求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和相应的特征向量(见附录)。对于指

标较多的问题，一般用迭代法在计算机上用MATLAB软件求得。

3．一致性检验

当判断矩阵完全满足：b萨l，bⅡ2 i1，b。2卺这三个条件时，我们称判

断矩阵具有完全的一致性。一般地，bu_l，b日=击，易于成立，但b。2丧不
易满足，易产生偏差，这就要求我们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所用指标是C．I．

C．I．：生咀婴
C．I．越小，则说明一致性越大。由于一般偏离可由随即因素引起，所以在检验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时，将C．I．与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进行比较，得出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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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C．R．。即：

c．R．：盟
R．I．

随机一致性指标同判断矩阵的阶数有关，一般情况下，矩阵阶数越大，则出

现一致性随机偏离的可能性也越大，下面是判断矩阵阶数为3-9时的各R．I．

值，见表4．6所示：

表4．6判断矩阵阶数为3-9时的各R．I．值

阶数 3 4 5 6 7 8 9

R．I． O．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4．确定权数

如果判断矩阵一致性基本满足，则把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所对应得特

征向量归一化后得到各目标的权数。

4．3实证分析

本节用前文建立的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

在借鉴专家意见，参考统计年鉴，以及火炬计划统计数据，对区域创新系统

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进行评价分析。

4．3．1评价过程

4．3．1．1指标体系中准则层的评价过程

对于区域创新系统发展(A)这个目标来讲，其三个子系统地方政府行

为机制可以构造出表4．7所示的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

构造出上述的比较判断矩阵(表4．7)后，即可计算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

征根(五)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W)。对于上述的A．B判断矩阵，最大特

征根九。=3，特征向量w-(0．4，0．2，0．4)，随机一致性检验指标

C．R．=O．0079<0．1。故确定出相对于区域创新系统发展(A)这个目标，环境

创新行为机制(B1)、制度创新行为机制(B2)、联盟创新行为机制(B3)的

相对重要性权值分别为(0．5199，0．3181，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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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Bl、B2、B3的相对重要性的判断矩阵A．B

A Bl B2 B3 W 一致性检验

Bl 1 2 1 0．4000 k23．000
B2 l／2 1 l／2 0．2000

C．I．=O C．R．=0<0．1
B3 1 2 l 0．4000

注：相对重要性取值的含义请参照表4．5说明。如第二行第一列元素b12，表示相对

于“区域创新系统发展(A)这一目标，环境创新行为机制(B1)同制度创新行为机制

(B2)相比，其重要性介于稍微重要和同等重要之间。

4．3．1．2指标体系中指标层的评价过程

同理于准则层的评价方法，对于三个地方政府行为机N-环境创新行为

机制(B1)、制度创新行为机制(B2)以及联盟创新行为机制(B3)分别可以

构造出表4．8，4．9和4．10所示的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表4．8 Cl～C7的相对重要性的判断矩阵BI．Cl～C7

B1 C1 C2 C3 C4 Cs C6 C7 W 一致性检验

Cl 1 2 5 3 5 3 6 0．3495 k2 7．1128

C2 1／2 1 3 2 3 2 4 0．2089

C．I．=O．0 1 88

Cs 1／5 1／3 1 l／2 1 1／3 2 0．0660

C．R．=0．0109<0．1

C4 1／3 1／2 2 l 3 1 3 O．1332

C5 1／5 1／3 1 1／3 1 1／2 2 0．0660

C6 1／3 1／2 3 1 2 1 3 O．1332

C7 1／6 1／4 1／2 1／3 1／2 1／3 1 0．0434

表4．9 C8～Cll的相对重要性的判断矩阵B2一C8～Cll

B2 C8 C9 Clo CII W 一致性检验

C8 1 2 1／3 2 0．2640 k2 4．1431

C9 1／2 1 1／2 2 0．2024
C．I．=0．0477

Clo 3 2 1 3 0．4209
C．R．=O．053<0．1

Cll 1／2 1／2 1／3 1 0．1127

49



哈尔滨T程大学硕十学位论文

表4．10 C12一C15的相对重要性的判断矩阵B3．C12～e15

B3 C12 CIa Ci4 C15 W 一致性检验

C12 1 2 3 2 0．3918

Jtnax=4．0710
C13 1／2 1 2 2 0．2780

C．I．=O．023 7
Ci4 1／3 1／2 1 1／2 0．1169

C．R．=0．0263<0．1
C15 1／2 1／2 2 1 0．2132

4．3．2评价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各指标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对其上一层指标的影响程

度已经显而易见。权重越大的指标对结果的影响越大，权重越大的指标其重

要程度也越大。

对于三个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环境创新行为机制、制度创新行为机制、

联盟创新行为机制，从促进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角度来说，环境创新行为机

制与联盟创新行为机制的作用要大于制度创新行为机制，以此，地方政府在

发展区域创新系统的时候，要注重前二者的机制的制定与执行。

通过三次准则层指标体系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到随着区域的发展和环境

的变化，评价指标越来越趋向于区域发展质量的评价，而不是区域发展总量

的评估，而且对质量评价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除此之外，评价指标不仅

重视产业集群、企业、高校科研所自身的发展，而且还注重提高有利于区域

创新系统发展的环境和协作因素。

对于环境创新行为机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重要性居首位，政策环境第

二，而诚信环境的重要性是最低的，其次是人才和基础设施环境，然后是资

金和产业环境。

对于制度创新行为机制，法律政策最重要，其次是促进产学研合作政策，

然后是专利、技术转让政策，最后是政府采购政策。

对于联盟创新行为机制，“产、学、研"联盟最重要，其次是“官、产"

联盟，然后是“官、学、资"联盟，最后是“官、学、研"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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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定位，提出三个行为机制，分

别是：环境创新行为机制、制度创新行为机制以及联盟创新行为机制。同时

对三个行为机制进行评价和实证分析。

根据各指标权重可得影响行为机制的主次要指标，为后文要阐述的区域

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优化对策提供有力的参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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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优化对策

本章地方政府行为机制存在的问题是针对第4章总结提炼出的三个区域

创新系统行为机制提出的，而影响因素是针对其行为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的，

希望就地方政府没有重视的问题给以提醒，对于出台的不够完善的行为机制

优化对策给以借鉴。

5．1地方政府行为机制存在的问题

5．1．1创新环境机制意识的迟滞

区域创新环境包括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和动态软环境两部分。对于自

然环境的生态保护与建设工作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形势仍十分严峻。

一方治理多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这种严峻的结果可以说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政府的监管机制和治理力度的不当。现在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

区域经济以及与其息息相关的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更显得尤为重要，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都十分注重区域的发展。

创新系统的的确确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并且在二者共同的关注下，我国区域

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可持续发展创

新环境保护的意识迟滞，导致很多区域其创新系统的发展都是在牺牲了可持

续发展环境的基础上得来的，这就说明地方政府对于促进区域创新系统发展

的可持续发展自然环境没有高度重视，没有出台或者说出台的有关可持续发

展的自然环境的行为机制不当。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软环境，政策和法律环境为区域发展的创新提供制度

保障，社会文化环境为其提供发育生长的土壤：另外，经济环境为其提供物质

保障：科教环境为其提供人才储备。嘞1可见，软环境是区域创新系统存在与

演化的必要条件和土壤，软环境对区域创新系统的性质和演化方向起着一定

的支配和制约作用。然而，地方政府采取的区域创新环境机制要不是纸上探

兵，要不就是言而无信，严重阻碍了区域创新活动的发展与展开。导致区域

创新环境的性质和功能发生变化，不能创造一个健康的区域创新环境，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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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主体的发展。

5．1．2行为机制利益取向的变异

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接受中央政府的委托，接受中央政府的

监督对中央政府负责。其又是地方利益的代表，有能力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

然而地方政府在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可能就在牺牲区域其他主体的利

益。这在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过程中展现的十分清楚：地方政府变

得日益具有自我利益意识，出现了以地方政府自身利益为行为取向的倾向，

甚至与区域创新系统内其他主体争利。【50】改革是一个利益、权力调整的过程，

只有让区域创新系统内的所有主体都受益，主体进行创新才有积极性，政府

要扶持各主体进行创新，共同发展区域创新实力与区域经济，这才是政府的

本质体现。然而，很多地方政府的行为机制就使得地方政府有权力参与经济

活动，“看得见的手"对资源的配置过于明显。一方面表现在由于政府机构改

革的滞后，还存在一些与市场经济不太协调的机构，如工商管理局、商业局

和外经贸委等，这些机构对市场的干预非常强烈；另一方面表现在地方政府

有经济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权，对中央和部委以外的经济利益主体几

乎有生杀大权。最后是地方政府控制着规模相当大的经济资源，有财力参与

经济活动，与中央政府相比，更有力量参与经济活动。

正如第3章中分析的结果，地方政府若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会造成

区域利益不能最大化。而地方政府通过行为机制有机会直接参与区域经济竞

争才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最终原因。因此要想实现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实现

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合理、公平，共同促进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就要有力

的解决这一问题。

5．1．3政策法规倾向性偏离

政府作为一个行政权力机构，更迭是有其自身的期限的。对于官僚来说，

目标一是“该期限”内的权力最大化。

权力的提升需要政绩作为基础。所以，

目标二是该期限后的权力提升，这种

“就职期间’’的政绩——如经济增长、

就业等，是政府不顾后患，硬上项目的另一个动机畸5|。正是由于这种短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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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征，使得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最终放弃了成本一收益原则。因为，这种经

济的决策主体是政府。有别于一般的经济主体，他们缺乏真正的经济内涵，

他们不必对一个地区负永久的责任，他们追求的只是短期收益最大化。

而一个产业往往有其不同于政治生命的生长周期往往呈现成长、成熟、

衰退等一系列周期性循环的过程。在企业成长之初，其生产规模往往比较小，

一个地区内部就可以完全消化所有产品。所以，在进行投资之初，地方政府

是可以通过区域间市场封锁这样的政策法规来实现本地产品的销售的。但是，

一个正常的企业需要成长的空间，包括原料供应空间、市场空间。所以，在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各地的企业普遍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持其成长，这种

资源广义来说，包括市场和原料。一旦市场饱和，原料供给紧缺，就是各个

地区自食恶果的时候了，重复建设的不经济开始显露出来。plJ

同样，一些地方政府希望在其任期内有卓著政绩，采用不适当的手段，

没有顾忌长远后果。因为地方政府有相当大的控制市场的权力，他们可以通

过行为机制来达到想要的结果，那么出台的政策法规自然就是偏离市场竞争

原则的。一是可以凭借市场管理机构，采用技术性的壁垒阻止外地产品的进

入，保护本辖区相应的企业产品；二是可以明文对外地产品征收高额税来保

护本地区的产品，如上海和湖北相互间的汽车战；三是甚至可以动用警力对

外地产品进行“围追堵截”。【50】

5．1．4信用行为机制缺失

目前部分地方政府信用缺失，并且对于这种信用缺失地方政府并没有给

以一定的重视，出台的行为机制也只是纸面上的文字而已。其表现可分为客

观型和主观型。客观型信用缺失主要出于政府所遇到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如

自然灾害、战争等，导致政府履约能力的完全丧失。主观型信用缺失也可以

划分为随意型信用缺失和故意型信用缺失。随意型信用缺失表现为政府的随

意性行政行为，包括政府行政的不作为、行政裁量权的放大、政府官员的草

率行为，不考虑自身的能力和受限条件，轻率许诺，最后因许诺超出自己的

能力范围而不能践约：故意型信用缺失则是政府无视法律权威、契约规则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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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信誉，利用手中权力和信息不对称性故意践踏规约、恶意损人、欺上瞒下

等。【52】实际上，在政治生活中政府信用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主观型信用缺失。

主观型信用是一种隐性社会资源，尤其是政府主观型信用更为稀缺。导致

政府信用缺失不仅有传统文化的原因，同时也有体制和政府官员职业素质的

原因。政府无信是恶性病源，会对整个区域创新系统的信用体系产生恶劣的传

导作用。如果政府做不到诚信，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其他主体就会加以效仿，无

信行为将受到一定程度的鼓励，从而导致整个区域创新系统内信用的丧失。然

而，由于对过去信用制度的路径依赖和当前市场发育的不成熟，政府信用往往

过分强调信用的道德性，而忽视信用的利益基础。信用可增强人们相互交往的

可预期性，信用的匮乏会大大增加区域创新系统发展运行的成本，从而造成区

域创新系统内资源的巨大浪费。

5．2影响存在问题的因素

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制定包含了很多因素，故其问题的产生以及影响这

些问题的因素也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将这些影响因素明确的归

给某一个问题或者某一个机制，因此在这里就将各因素一一列举，不做细分。

5．2．1博弈性因素

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出台的行为机制还是为了他们更好的获得政绩和

利益而采用的各种手段，这就使得其行为的博弈性很强，不仅取决于地方政

府和某个单一的区域创新主体之间的简单静态博弈，而大部分取决于多个主

体的复杂重复博弈。【53】那么，在博弈战斗中，地方政府想要夺取胜利，得到

起要得到的东西，就必然使区域创新系统各方主体的行为发生某些改变，其

结果肯定是阻碍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的。

除此之外在第3．2．3节提到的区域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也存在着博

弈性因素。中央与地方分权化的改革进程部分地确立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地位，

增强了其独立的利益日标。地区经济的繁荣为地方政府扩大财政权力，提高

经济或非经济收益以及职位升迁等提供了机会，也为地方政府实现其劳动就

业、社会福利和改善公共环境等社会目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强烈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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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的驱使下，地方政府必然运用其权能追求本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以

在中央出台某些限制地方政府追求无边经济利益时，地方政府必然要与中央

政府进行对抗型博弈来追求经济增长，这也是地方政府信用行为机制缺失的

原因之一。

5．2．2机制资源的稀缺因素

机制是一种稀缺资源因为机制的形成是需要耗费资源的，因而资源的稀

缺性就决定了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稀缺性。具体说，行为机制的稀缺性受制

于多方面因素。一方面，机制的选择受社会科学知识存量的限制，尽管地方

政府有意推行行为机制创新，可能由于社会知识积累的限制，而无法寻找到

适当的行为机制安排。弗农·拉坦观察到制度变化的“供给”依赖于两个因

素：知识基础和与收益有关的创新成本。关于知识方面，大多数发展的实践者

都知道，如果对于经济的状况或运行的过程缺乏清晰了解，则在发展活动中

就会遭到挫折。他断言，我们拥有社会科学的知识越多，设计和实施制度变

化就会干得越好。【55】现实的例子应该可以证明这种基本推断我国最终寻找到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目标，也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知识、经验积累

和不断探索的过程，而一步步确定的。很难想象，目前一些地区实践的政策

在10年以前就能够寻找到，而十年以前困扰政府的许多问题，现在看来已经

实在不是什么问题了。如曾经在计划经济时期困扰各级政府的“菜篮子”、“米

袋子"等等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当初认为是十分头痛的难题却

依靠市场机制很自然地被解决了。另一方面，行为机制的确立需要耗费一定

的物质资源。如人力、办公设备等。第三，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改变会使得

制度选择集扩大或缩小，如果政府以前从选择集中排除了一些有用的行为机

制安排，那么对这种限制的撤销将对扩大选择集产生有利影响。

5．2．3环境的影响因素

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因素是客观的，地方政府的行为机制要在考虑客观

自然环境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对动态区域创新环境进行具体的完善。而行为

机制的创新必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的主观因素。因此，传统、历



哈尔滨T程大学硕七学位论文

史、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等动态区域软环境对行为机制的改变具有十分大的影

响，有时候甚至会影响到某项行为机制创新能否最终实现。假如行为机制的

变迁是渐进的、连续的，那它一定是因为社会中环境因素嵌入的结果，尽管

地方政府行为机制可能由于政治或司法决定的影响而在一夜间发生变化，但

是，在考虑政策时，内含着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的非正规制约可能更多地

是不受影响的。这些文化制约因素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连接在了一起。可以

说，如果环境因素与行为机制能够形成一个互补的机制结构，则行为机制改

变因为会得到文化因素的支持就相对容易。比如，产权稳定性的提高是行为

机制和文化环境因素有效地相互作用的结果。【48】如果具体到社会现实中，在

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都视私有制为洪水猛兽的社会中，要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

场经济体制，无论如何都将是困难的：在契约意识比较薄弱的环境下，建立诚

信制度就要付出更多的艰辛：没有选举文化和传统的群体，要建立民主制度就

要经历更长的磨合。

5．2．4行动团体的支持力度

各地区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要保持相应的行为机制创新成本较小，

就必须使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与其组织内部成员(辖区居民)的利益相互一

致，也就是使得作为创新主体的地方政府的成本、收益与区域其他主体的成

本、收益尽量一致。[45】其实，许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在行为机制创

新方面取得进步，无一不是把自己追求财政利益与增进区域内其他主体的福

利结合起来的。在转轨时期，由于我国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各主体还不是很完

善，也由于“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区域其他主体的创新积极性会受到地方

政府行为机制创新收益的影响。如果地方行为机制创新的收益不是足够的多，

其他主体宁愿等待，让其他主体去承担行为机制创新的成本，自己坐享收益。

由于行为机制创新是建立或改变一个行为机制，在未建立或改变以前，新机

制的收益是不确定的，即使是将来可能受益最大的群体，也不一定积极参与，

成为次级行动集团。其实，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行为机制的需求者，

因此当其它区域创新主体在等待时，地方政府往往就会承担起行为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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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成为行为机制创新的初级行动主体。

当一个主体启动了行为机制创新，随着创新的进行，更多的主体或个人

获得了可见的收益时，或者有一些主体或个人能够预见到某项行为机制创新

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很大收益时，就会加入创新过程，积极帮助推进创新进程，

成为次级行动主体。在地方政府行为机制创新中，地方政府的整体利益可能

与政府部门或已形成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这种情况下，争取到区

域创新系统中其他主体的支持，培育和发现次级行动主体就非常重要了。

5．3地方政府行为机制优化对策

本节结合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存在的问题，考虑影响存在

问题的因素，提出针对三个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优化对策。

5．3．1环境创新行为机制优化对策

1．生态足迹考核政策

现在我国大部分区域都面临一个不能不承认的事实：区域发展远远超过

了生态承载能力，是以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发展。因此，提高区域

的可持续竞争力，必须要发展环境技术政策，地方政府要积极出台控制环境

污染变化的行为机制，一方面制定条文规定：降低每单位产值的原料用量和

能耗，如一项对荷兰的关于公共运输、食品、电镀、金属加工和化学工业中

的45项防治污染计划的研究发现，只有3项计划增加了企业的成本，19项

对成本没有影响等。另一方面是引导创新向着符合严格的环境和安全标准的

产品和生产过程去开发。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广泛的相关政策来支持

向新的环境技术投资即使其成功快速推广应用这方面的主要政策包括：引导

创新，尤其是向着清洁的生产过程和那些较低成本／产值比的技术的政策，包

括三点：(1)经济手段。如排放物和产品税或可购买的排放物许可证。(2)

采购或者通过对研究与开发的直接支持或津贴。(3)促进区域制约。包括社

会信念、需求因素和建设性的技术评估的政策。第二个方面是影响区域创新

进程和确保新知识推广的政策，包括三点：(1)无论在哪里都尽可能应用基

于短期开发和小规模计划，允许大量的机构和企业家参与研究与开发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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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渐进主义者原则。(2)应用网络来联系起领导作用的研究机构、私人

企业和其他机构，实行对区域创新计划的分散控制。(3)论证项目和技术转

移计划。

2．有效运用金融手段

地方政府应多多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而非行政干预手段来鼓励进行自主

创新，为此要加大对创新研发型企业的扶持力度，把地方政府资源配置的公

共服务向创新研发型企业倾斜。我国各区域的R&D投入明显不足，2006年最

新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R&D经费支出2367亿

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3％。这一指标没有完成表明全社会科技投入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们国家区域的创新能力。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不到30％，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国家60％N 70％的水平。要想提高区域创

新能力，实现长期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政府今后必须实行支持自主创新的财

税、金融和政府采购政策，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加大对科技事业的投入。

为此，地方政府要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获得创业资本资助，设立科技研

发资金对创业投资实行匹配投入，对创新研发性企业除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政

策外，可优先获得土地资源和厂房资源等。也可以说有效运用金融手段可以

消减区域创新主体间的非合作博弈，以及中央与区域间的非合作博弈。

3．重建诚信环境

通过第3章的分析，明确了地方政府要与其他主体共同合作才能促进区

域创新系统的发展，而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又要通过地方政府的协调行为机制

进行有效的促进，因此，地方政府要构建良好的诚信环境，出台的政策要兑

现，要有信用，说话算话，这样才能使各行为主体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充

满信心，愿意在区域内与其他主体共同合作、进步，互利共赢。也就是说，

开始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之间是简单的静态单一式的博弈，谁也不知道谁是

怎样的，就不会选择合作，而且一旦地方政府的诚信受到质疑，其他创新主

体会马上逃离。只有地方政府的行为机制让其他主体看到了、真正感觉到了

诚信的创新环境，才愿意与地方政府进行合作，选择重复博弈多次。

具体对策包括：(1)树立诚信理念。政府的诚信说到底是通过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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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诚信行为体现出来的，因此，政府应倡导和加强信用教育与宣传，培养政

府官员的诚信观念、诚信意识和诚信道德，克服工作中的不良偏好，以“忠

诚、廉洁、高效"的公务员形象锻造诚信政府的形象和声誉，真正为全社会

树立起诚信表率。(2)推行行政问责制。问责制极大地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责

任意识，只有在责任约束下的地方政府才能够真正用手中的权力为区域创新

系统的发展着想的政府，从而有效地体现了权力与责任的对等原则。(3)实

行行政公开机制，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变得透明。构筑地方政府信用的关键是

建立透明政府。政府工作缺乏公开性，透明度不够，暗箱操作过多，这是近

年来政府公信力缺失的重要原因。

此外，良好的诚信环境不光要有地方政府有效的行为机制来维持，区域

创新系统中其他主体也是维护诚信环境的关键。不光政府要对其他主体将信

誉，其他主体对地方政府，其他主体之间也要讲信誉。因此，地方政府在制

定完善诚信环境创新行为机制的时候，要将各种可能的因素都纳入其中，多

方考虑。

5．3．2制度创新行为机制的优化对策

1．调整现代创新产权法规

在地方政府创新产权法规方面进行调整，明确进行创新产权转让方面的

变革，以鼓励相关机构和人员进一步投入创新资源、实现创新合作和技术成

果的商业性转化。比如，美国1980年通过的《专利与商标修正法》规定，大

学、非营利机构和小企业在联邦政府经费支持下作出的发明，所有权归其自

己：1980年的《大学和小企业专利程序法》允许联邦实验室将专利技术授予

企业和大学：1986年的《联邦技术转移法》允许私人部门根据合作协议获得

对研究成果申请专利的优先权力。日本政府1985年的《基础技术研究协调

法》、1986年的《研究交流促进法》规定：政府专利无偿或低价向民间企业转

让。我国科技部2002年05月20日颁布技术创新产权政策规定：使用政府经

费、使用政府设备，取得的成果及产权归项目承担单位、个人所有，但是同

时也规定成果必须进行转化，否则，在无正当理由不实施转化项目成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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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公众对成果的应用时，政府有权予以干预。这些政府举措，促进了产学研

合作和创新网络的形成，也有利于地区创新体系的形成运行。但是值得注意

的是，法规要靠地方政府制定适应本区域的行为机制来执行，若区域地方政

府的行为机制制定与中央下达的政策法规有出入，就需要其迅速进行调整。

2．促进区域创新资本的扩散政策

区域创新资本是指一个特定区域内，创新主体之间以及创新主体与主体

外的相关区域资源之间，由于进行区域创新活动或利用区域创新资源而产生

的创新效益的总和，也包括获取并利用这些关系来产生创新能力的总和。它存

在于区域创新系统的各组成部分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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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关

系网络。

区域创新资本的相互依赖、互惠准则等特性约束了地方政府在实施制度

创新行为机制时，为能够使区域创新系统运行通畅必须让所有行为主体都参

与，并会使主体从中获益。(1)促进人才流动、知识流动，鼓励高校科研机

构的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支持科研人员到生产单位兼职，加快技术扩散，

为区域合作创新创造机会。(2)积极组织展览会、交易会、文化经贸活动，

促进企业家之间、企业家与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动员区域内企业、科研机

构参与到区域技术创新活动中来，以增加正式和非正式交流联系的频率和机

会。(3)依托科技中介组织实现科技与经济、金融的结合，做到“官产学研

资介”相结合。(4)重视协调、信任的区域社会文化的塑造，提高各主体之间

的信任度，促进各行为主体间的高效沟通和交流。为区域创新合作提供了条件，

起到合作创新的重要“胶合剂’’作用。∞81

3．完善公正、规范、监督区域创新环境的政策

创新是高风险、高成本的一项活动，是知识的再创造过程。∞刚创新主体常

常有意垄断其创新资源。而区域创新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区域内创新主体的创

新资源互动共享的程度。如果创新主体不愿意把创新资源转换给区域内其他

客体，也就是说创新资源未得到很好的传播或转移，则就阻碍创新资源特别是

隐性创新资源的流动、转化与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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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机制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机制活动，

自身既符合相应的规范，同时也要奉行公证、规范、监督区域创新环境的使命，

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创新环境，使创新活动合法有序地

进行，最终让各种利益关系趋于一致和最大化。应对那些贡献出创新资源的创

新主体进行相应物质或精神激励，来促进创新资源的流动与转化。承认隐性创

新资源具有创新的独创性和专有性，尽快建立“按知识贡献分配”的物质激励

制度，用利益来驱动隐性创新资源的流动与转化。

可见区域创新的转化与传播远不只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营造一个互动共

享的区域创新系统文化，创造一种能促进学习、交流、转化和创新知识的良好

氛围，是加快区域创新流动、转化与再创新的主要措施之一，地方政府应尽快

完善公正、规范、监督区域创新环境的制度创新行为机制。

5．3．3联盟创新行为机制的优化对策

1．发展区域“官产学研资介"创新联盟

通过地方政府联盟创新行为机制使官产学研资介可以进行一系列的项目

合作，从而促进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设立各类“基金”来促使高校科研机

构介入本地企业发展，并与企业结成区域产学研创新联盟，其中尤其是政府

支持的大型合作项目，在推动地区合作(增强节点能力、增加节点之间碰撞和

相互联系机会)方面能够发挥出重大作用。哺刀而地方政府要通过科技中介机

构来完善对区域创新系统内各主体的管理和服务，科技中介机构可以收集企

业、高校、科研机构的相关情报和信息，包括运行情况、人才状况、资金需求、

市场需求、技术状况等等进行调查和分析，向政府部门提出相应的报告和建议，

向上传达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呼声，为其与政府部门间建立沟通的桥梁。

对科技中介机构能够承担的工作，特别是面向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计划、

先进技术推广、扶持政策落实等，可给以一定的扶持政策并委托有条件的科技

中介机构组织实施，让中介机构与企业联手共同推出创新成果，提高区域创

新能力，进而促进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对重大事项决策、重大项目论证要

进一步组织并支持科技中介机构及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客观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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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推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发展。例

2．积极建设区域创新的联盟

企业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市场等其他多个主体之间要

建立合作共赢的关系，仅凭某一主体自身的力量难以面面俱到，需要地方政

府联盟创新行为机制的导向和协调。当然，这不是说地方政府应当承担一切

事情，许多事情实际上是由非政府机构或私人部门来执行的。但是，地方政

府必须提供基本的框架、资源和开展前瞻性工作，使区域创新成为可能。

在区域创新合作文化建设方面，地方政府的联盟创新行为机制是既努力

开发和利用区域创新系统内部的有利资源，也积极吸收和应用区域创新系统

外部的有利资源：既高度重视自身的利益，也充分考虑合作者(或对方)的利益，

即能够正确认识和合理分配各种利益：在强调自主创新、自我发展的同时，更

应该重视合作创新、共同发展。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要配合市场发展，建立起

鼓励创新的激励和认可机制，及时激励创新、弘扬和倡导创新，树立追求创

新、以创新为荣的精神，倡导和建设崇尚创新的社会风尚。

此外，政府要充分利用它所处的特殊地位，提供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信息

服务，加速信息流动，降低信息、知识的可得性门槛，提高本地区的信息分

享程度，降低因信息不完全造成的无效率，促进合作与协作，建设区域创新

系统内主体的合作运行条件。

3．促进区域资源整合联盟

资源整合是提高区域创新系统内产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瞄踟知识经济

时代，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资源观逐渐形成，具有无限性的创新资源是人

类在这个物质资源相对稀缺的世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知识、信

息、教育和技术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对区域创新系统的进步和

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而这四个资源恰恰产生于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创新主体。

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这一特殊的创新主体要更加有效的制定区域资源整合联盟

行为机制。

从资源利用角度看，区域创新就是对创新这一复杂系统的内外资源，包括

传统资源和新资源进行整合，改善创新资源使用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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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资源特别是新资源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地方政府就是要针对这些方面进行

有效行为机制实施，达到创新主体之间传播资源、使用资源、共享资源，创造

新资源的目的。

因此，诸如知识、信息、教育和技术这些创新资源的整合决定着区域创新

能力的高低。也就是说，要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水平，就必须运用系统思维模

式，对区域内外知识、信息和技术等创新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5．4本章小结

本章就上一章实证分析的结果，结合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现状，对区域

创新系统中的地方政府行为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影响这些问题的因素进行了

分析。并提出了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优化对策：针对环境创新行为机制、制

度创新行为机制和联盟创新行为机制分别提出了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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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区域创新系统能力的强弱并不是区域内创新资源的自动组合而生成的，

区域市场客观存在的一些功能缺陷是企业和市场本身无法弥补和矫正的，只

有借助于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的各种干预行为。从根本上说，政府在区

域创新系统中作为一个行为主体，其通过不同的行为机制来影响区域创新资

源的配置，改变区域创新的速度、方向和规模。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正是

地方政府的行为也会导致区域创新具有不确定性。总的来说，地方政府在区

域创新系统中的职能是发挥创新主体的自主性，促进区域内大学、产业、金

融机构、市场、中介等要素合作创新，有效排除创新障碍和优化配置创新资

源。通过本文的分析和阐述，可以综合得出以下结论：

(1)建立良好创新环境的行为机制

维护和保持一种稳定的、宽松的区域创新环境，包括自然创新环境和动

态创新环境，如区域的生态稳定性、区域的政治制度改革、区域内的诚信状

况、区域文化环境等，使区域创新系统中主体之间能够在一个稳定的发生环

境中进行创新合作、创新发展。

(2)制订鼓励创新的制度和政策行为机制

地方政府可以实施激励区域创新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如专利及产权转

化制度、“政府购买"政策为扶植幼稚产业创造了市场空间、促进创新资本的

扩散、促进“官产学研资介”相结合、完善区域创新环境等，为高绩效区域

创新系统的运行奠定基础，通过制度的安排使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

率趋于一致。

(3)推进合作创新形成的行为机制

有效的合作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地方政府可组织和实

施大型合作创新计划项目，合理分配各自任务和收益达到“官产学资介"联

盟；利用资源促进区域创新在文化、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建设；整合区

域内的传统资源和新资源，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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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表1九级标度法

标度 含义(两冈素相比的判断)

l 两冈素同等重要

3 一个冈素比另一个因素稍微重要

5 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重要

7 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冈素明显重要

9 一个冈素比另一个因素及其重要

2，4，6，8 介入上述相邻两种判断之间的状态标

度

倒数 因素i与j比较得判断粕，则因素j与

i比较得判断a_ij=l‰

表2平均一致性指标RI

矩阵 1 2 3 4 5 6 7 8 9 10

阶数n

R1 0 0 0．58 0．9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程序1：确定指标权重的程序

SymsA

A-【；

】

[ITI，n】=eig(A)

A=A／sum(A)

程序2：模糊综合评价程序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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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_[；

】；

B=A木R

B=B／sum(B)

公式l：

五 一n

CI=唑 一

n一1

织=旦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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