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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区域创新系统的 主要特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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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启示一一

[摘 要】 文章主要对欧洲区域创新系统的一些重要议题进行分析，并总结出主要特征，从中

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面对新的创新环境，我国区域创新系统应该注重构建合理的创新网络和促

使区域内集群化的发展。通过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把技术和创新政策融合于潜在的区域创新系统，

并有效开发人力资源。强化人力资本的流动，以构建区域优势，从而增强区域创新能力，推动区域经

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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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时，经济发展的

区域化特征亦越来越明显，区域正逐步成为经济协调

发展的重要基础。创新是区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区

域创新是区域发展的必由之路。区域创新系统是国

家创新系统运行的前提和组成部分，它是国家宏观创

新发展决策的具体化，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的发展。

在Freeman、Porter、hdvall、Nelson等学者对国家
创新系统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开始对区域

创新系统的概念、模式、功能等进行了研究。国外进

行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模式研究的学者主要有Antond．

1i和Qu6r6、Muller、Zenker以及Agrawal和Cockbum等

人。Antonelli和Qu6r6提出了四种交互学习的基本合

作机制。Muller和Zenker探讨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在创新系统中以及知识生产、转移和扩散活动中的作

用和功能。Agrawal和Cockburn认为，本地研发密集

型大企业的存在可以促进区域创新系统的形成。Ri．

ba Vilanova和Leydesdorff利用其提出的区域创新系统

的系统性评价模型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区域

创新系统进行了评价。Niosi和Bas分析了加拿大最

大的两个城市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生物技术区域创

新系统。Andersson和Karlsson研究了中小地区的区

域创新系统问题，同时讨论了中、小地区区域创新政

策的制定。Asheim等在深入阐述有关中小企业和区

域创新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和比较了北欧区域集

群和创新系统的大量案例，通过考察不同类型区域创

新系统政策对提升北欧国家中小企业竞争力和创新

的影响，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启示和建议。Sang

．Chul Park等对瑞典和韩国的区域创新系统进行了

对比研究，详细考察了两国为创建区域创新系统所实

施的各种战略。Cooke等根据区域创新系统方法对北

爱尔兰的创新绩效和创新战略进行了研究。与此同

时，国内众多的学者也对区域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

本文主要通过对几个议题的分析，总结了欧盟区域创

新系统的主要特色，从其区域创新系统的主要议题中

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区域及区域创新系统的界定

(一)区域

从英文原义来说Regional一词所指的区域包含

两种不同的情况，首先，包含几个国家甚至次洲级地

理区域，如太平洋区域、东亚、东欧、中美洲等。其次，

是次国家层次，例如州、县、城市地区等。Vesa Hat．

maakorpi认为具有次国家功能的区域，不仅可以由地

理距离来定义，而且可以由相关联的距离来定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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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也是可以带来正的外部效应和回报率不断增

长的一个自然单元⋯。 二、欧洲区域创新系统的主要特征分析
由于研究的内容不同，对于次国家层次的区域概

念一般又可以有行政区域、经济区域之分。行政区是

国家出于行政管理上的需要，按照法律规范将其国土

进行不同层次和不同规模划分而形成的地域管理系

统。经济区则是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

展，使社会经济联系逐渐突破了一定行政区的界限而

形成的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各种区域市场。经济区

就是以专业化分工为特色，以各种区域市场为基础，

在生产、分配、流通、服务等方面具有密切联系，并充

分协作，有较强集聚性特征的地域性经济综合体。随

着区域经济自身的发展，其范围常常会发生变化。本

文所说的区域创新系统是对于次国家层次的区域而

言，如欧洲四个发达的区域分别为：Catalonia加泰卢

尼亚(西班牙东北部一地区)；Lombardy伦巴第(意大

利北部的一个州)；Baden．Wiirttemberg巴登一符腾堡州

(德国的一个州)；Rh&ocirc Re．Alpes Promotion et

Prospection Intemationale罗纳一阿尔卑斯地区，以及中

国的不同行政区域。

(二)区域创新系统

自Freeman提出国家创新系统概念之后n1，区域

创新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RIS)作为国家创

新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被提出，其研究从90年

代中期开始在国际上不断升温。英国卡迪夫大学教

授Cook对区域创新系统较早进行了研究，接着Cook

进行了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并认为区域创新系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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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

系统支持并产生创新。Wiig在探讨区域创新系统的

概念时认为，广义的区域创新系统应包括：进行创新

产品生产供应的生产企业群；进行创新人才培养的教

育机构；进行创新知识与技术生产的研究机构；对创

新活动进行金融、政策法规约束与支持的政府机构和

金融、商业等创新服务机构。

因研究的角度不同，其定义的则重点有所差异，

我们倾向于黄鲁成及鲁兴启的定义：区域创新系统是

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一国内一定区

域(行政区域、经济区域或地理区域)内的一切可以利

用的人力、技术、资金、设施等资源所构成，并以区域

政府为指导，区内企业为主体，且与区域内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和中介机构共同组成的从事技术创新活动

的有机网络系统b“1。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区域技术

创新能力进行了研究”-。

(一)创新：网络、发展轨迹和集群

OECD；cf．Freeman and Soete认为欧洲在20世纪

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先进的工业国家仅利用

具有的知识就能增加产品和生产的价值，在与被称为

“低收人”和需要对知识基础设施进行调整的国家的

对比下，人们意识到了这些竞争优势哺1。Nelson对

“石油危机”后的一段时期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发达

工业国家作为一体化体系，对“生产率增长不同疑惑”

有许多解释，由于在政治经济部门中存在不同的经济

增长率。这些不同的增长率能够用技术的传统性和部

门劳动力相应的差异以及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相应的

差异来进行解释¨1。Nelson＆Winter认为一个有价值

的创新理论应该考虑其严格的知识创新的发展轨

迹¨1，如何加快知识经济的一体化?明显地，轨迹模

型可以用不同的子动力学进行考虑，即交互作用和连

续重复同一操作的过程，将非线性的模型变成复杂的

动力学。“创新”被认为是这个复杂系统运作的一个

先进的备选方法。

欧盟既不是国家州也不是国家的州的联邦，而是

在政府和公司及其他机构中建立的跨国界的密集的

关系网络。在这些各种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合伙关系

使欧洲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进一步

的欧洲规则的法典编纂和立法作为一种标志出现而

被确认。80和90年代欧盟发展有两个突出点，第一

个是在欧洲系统中的先进部分建立跨部门和国界的

知识网络，增加附加值。第二个是使贫困和欠知识密

集型的地区也能更多的参与到这些发展中。

在欧洲，许多国家建立了全国范围的网络系统，

如德国的创新系统，其包括各级政府和各个地区为正

在进行的项目筹集公共基金建立的正式计划，以建立

研究机构和企业基金，其资助形式或是对大学实验室

直接资助，或是对企业和大学的联合研究计划给予相

应的公共基金的资助。这个网络包括地方和区域政

府机构，如商业委员会，以确保网络能触及全国各地。

工业企业包括中小企业，可以参与技术开发而不必建

立自己的网络，他们只需要利用已经存在的网络，这

样使区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技术在整个经济范围内

的扩散。

(二)学习型区域

全球化可能使人们认为国家和区域间的创新系

统变的不再重要，其实从全球的角度来讲，区域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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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区域的创新价值尤为重

要，它是增强国家创新能力以及实现全球化的基础。

信息和资本的流动使新技术的传播加强了，技术使全

球化加快，反之亦然。技术改变既是全球化的一个因

素，也是全球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Archibugi

etal)凹】。全球化方便了成熟技术的转移，也是国际物

资和服务流动的媒介，因为区域特性的优势对跨国公

司来说仍然重要，可以为他们寻找有竞争优势的市

场，这些公司对区域创新系统起着主要的影响。

’对于区域级水平的经济应从整体进行经济分析

以及其重要性这一点，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也被主

流经济学界所接纳(Krugman；De Zoeten．、dart．

enset)n0。。区域创新系统是不能取代国家创新系统

的，以国家为单位的创新系统可能太大而无法对科技

系统动力学进行一个完整的解释(Howells，after Met．

calfe)u卜12]。“学习型区域”的概念已经详尽说明了社

会组织和科技学习能够在次国家层次的区域建立和

实现(Asheim)¨川。在一个学习型区域，社会组织和

具有公共机构特征的创新，能够促使技术合作和发明

在区域级层面上出现而不只是在公司层面上出现，这

样的创新能够作为工具服务于区域发展。例如，1999

年11月，英国政府宣布了促进商业和经济增长的高

科技产业创新区域计划。

可以把学习型区域的概念看成一个基于合作发

展战略的政策框架和模型。其所有定义强调合作和

集体学习在区域集群和网络中所起的作用，被理解为

区域发展联盟。。发展联盟”是一个自下而上、在不同

地位和区域的职员之问基于同一水平上的合作，学习

型区域作为一个促进区域发展的制度性策略，保证了

经济增长和劳动力雇佣以及社会组织的结盟。例如：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董事会将建立学习型区域作为一

项政策，并同时在瑞典三个自治城市建立了学习型区

域，其认为学习型区域就是发展联盟，就是重建自下

而上的政策的一部分。

+’(三)创新的组织者及人力资源基础

有时人们只注意创新，其实创新机制是可以假设

的，而且这些假设是可以逐一检验的。组织者期望除

了市场机制以外有多种选择机制，并使其彼此起作

用。实际上，“创新的组织者”可用多种方法和途径实

施创新(Gebhardt；Etzkowitz etal．)m一引。例如，大学通

过组织科研部门和孵化器可能会承担市场作用；政府

可能在组织风险投资中起主导作用；3-业逐渐开始外

包，可在公共竞争场所控制知识型的产品；跨部门、跨

国家、跨社会组织水平的战略结盟，可以在已经存在

的制度壁垒上架起沟通的桥梁。信息交流作为缔结

关系的一种沟通方式，就其而言英特网或者更普遍的

ICT革命能够加强其沟通。总之，创新系统可能被期

望产生更多的选择。

Yamuachu认为解决生产率增长难题的特定方法

存在于民族的文化中，而民族文化应该在系统改革之

前就已建立。伴随着广泛的不干预政策的作用，美国

强调大学使用他们自己的专利和专利的资料，这种趋

势导致了1980年Bayh．Dole法案(act)在其他事务中

的实施。政策的干预能找出网络中特定的弱点和支

持社会的内聚性。政策作用的目的不仅是建立公司

的能力，而是通过修改网络运营和网络模式使技术创

新过程更加便利，这包括考虑财务，市场，组织，培训

及客户和供应商的社会关系，产品和过程之间联系的

竞争定位等。

表1 区域创新系统的政策实践

主题 政策目标 具体方法

在创新战略中发挥人力 增加政府和企业对职业

适合的结构保证 资源作用；弥补金融仞 教育的支持；建立风险

新的市场差异 投赍的法律框架

减少不对称信息；传播
基于因特罔的商业信息

建立创新文化 最佳的创新管理实践经
网络等手段；

验

提高公司的组织能力；

增强公司吸收能力；促 通过公共私人合作关系

加快技术扩敢 进企业和公共研究的联 共同融贷；建立本地公

系 司竞争网络；建立创新

的产业群；

刺鼓公司创新产业集聚
在区域问的竞争资助产

促进网络和产业 的形成；确保S&T(科
业集聚的形成；企业大

集聚效应 技)基础设施与产业需
学共同出赛建立优越的

研究中心；建立公共研
求之问更佳的匹配

究者和公司的网络关系

增加政府赍助的基础研

究开发；增加公共支持

杠杆作用的研究 保持长期的技术机会； 的研究开发；社会私人

和发展 增加公共研究的回报 合作；政策谩定的技术

远见；科技基础设施的

系统更新

提高最高政策水平的协

加强政策的协调性；改 调作用；使评估具有强
改进豉簸制定

进政镶的评估 箭作用：发展新的一套

方法

例如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区域中，新的ICT设施

已经使公司能够雇佣到那些公司不愿直接去拜访附

近的人(kydesdoⅢ&EtzkowiU)。新的技术使人们对

相关的社会系统和市场的界限采用新的定义。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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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媒体沟通工具，组成了一个跨文化的社区，这个

“虚拟的”空间加强了抽象的地方性接触，从而使区域

内人力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有了更好的基础。

(四)结构的限制

加泰罗尼亚区域和巴斯克区域的创新都属于次

国家层次的区域创新。巴赛罗那区域是一个重要的

文化和科技活动中心，在很长一段时期都仅次于马德

里。当这些区域在90年代早期遭受经济滑坡的时

候，区域创新政策在他们各自的议事日程上被提出，

且区域技术政策的确定与创新过程的要求有关。因

此，创新的焦点主要不是在新技术方面，而是在已经

存在的一些结构变化方面。另一方面，在加泰罗尼亚

地区，在竞争中新出现的生物技术促使了区域结构的

改革。新技术、已经存在的工业能力、知识和人力资

源基础等对区域有不同的定位，如表2所示。

表2九个理想的区域创新系统类型

群众的基层 网络的 统制的

地方主义者 托斯卡那 坦佩雷丹麦 Tohoku(JP)

商
相互作用 加泰罗尼重 巴登 魁北克

业
创

安大略省
莱苗河．西法 新

全球化的 里重邦北部
Midi·P)mEn&‘

加利福尼亚B 新加坡
威尔士

Cooke从多方面展示了区域创新系统的差异。创

新政策最突出的重要性已经使欧洲注意到区域和国

家不能产生象北美或者东南亚一样多的具有竞争力

的创新集团，并把加州和安大略省作为全球化创新系

统的基础。虽然加州在规模上总是超过安大略省，但

是北电网络(Nortel)和朗讯(Lucent)是通讯硬件设备

最主要的供应商，直到被阿尔卡特(Alcatel)和新桥网

络(Newbridge)兼并前，这些公司都是在安大略省当地

发展起来的多路交换设备的领导企业。

新经济创新系统的组成部分包括对基础科学的

很好的公共投资和相对较小的公共融资支持及大量

的风险投资家带来的大量技术交易，其中的大部分公

司拿到市场上公开上市(成为公众公司)可以进一步

相互作用促进发展。

三、主要启示

我国由于地域的巨大差异和文化的多样性及历

史上各种沉淀等因素，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因此我国

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具有自己的特色。但是西方发

达国家特别是欧洲有关区域创新系统的思想和实践

值得我们思考。

(一)创新网络启示

创新网络是介于等级和市场组织之间的形式，而

中国过去是等级制社会，这种等级式的组织结构限制

了各行为主体对变化的市场技术条件的应付能力的

发挥，阻碍了企业、大学、政府等各创薪结点之间的有

效交流与合作，减少了创新机会。

从空间角度论，网络是由点、线、面等区位要素在

空间结合而形成的地理区位实体。区域内的企业、大

学、科研院所和地方政府等地方行为主体之间，是一

个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思维合作与交流关系的基础

上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其中还包括地方行为主

体在长期交易中所发生的非正式交流和接触。

(二)集群化的启示
’

集群化的迅速发展印证了创新过程中各种组织

的相互作用对提高区域创新绩效具有主要影响这一

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巴皮斯塔(R．

Bapista)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也证明了集群化对于区

域整体创新绩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供给

和需求方面。集群化最重要的方面是为隐性知识的

交换提供了一种机制，特别是在中国目前市场机制还

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机制尤为重要，因为隐性知识

的扩散成本较高，很难借助于市场机制进行交换，而

地域上的接近形成了一种共有的亚文化，使得所有机

构具有相近的行为规范标准。此外，隐性知识的交换

不是一次性市场交易行为，而是建立在长期合作关系

的基础上，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

通过分析创新网络及集群化得到启示，我们可以

构建集群创新网络的宏观构架图(见图1)，通过这种

网络关系的构建，使区域内企业得以获得重要的协同

和技术产品的交叉繁殖，这样提供了比等级组织更为

广阔的学习截面，使创新可以在多层面多环节发生，

从而增强区域创新能力，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图1 集群创新网络的宏观构架图

(三)通过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把技术及创新政

策融合到潜在的区域创新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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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把技术和创新政策融

合到潜在的区域创新系统中去，这是欧洲在构建区域

创新系统过程中的重要思想。大量的数据表明，在欧

盟内部科技和创新的区域分布是不均衡的，发达区域

和欠发达区域在科技方面的差距甚至大于经济差距。

一般情况是，研究和发展的资源、大的研究院所、在院

所中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都集中在较小的区域内，如

在欧洲的周边国家，科技力量主要分布在各国家的首

都和他们的大都市中。这一点与我国有共同点，因此

基于此的有关创新值得借鉴。 ’

区域创新系统的涵义和功能决定了创新政策的

中心不是放在单个企业的创新能力，而是放在系统

中，包括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在内

的所有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学习能力和相互作用的机

制方面。政策的目标不针对个别企业创新能力的提

高，而是针对区域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以弥补市场失效为核

心的政策不足以推动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产业政策

所倚重的对战略性产业的保护和重点投入也难以培

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区域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应建立在区域创新能力之上。因此，政府的政

策重心应转移到培育区域创新系统方面。通过营造

适宜于创新的环境，促进企业、企业与大学、研究机

构、中介机构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建立共同学习的

机制，以此加快知识创新与扩散的速度。从而使区域

经济发展建立在强大的创新能力基础之上。

(四)有效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强化人力资本的

流动

欧盟内部许多地区的区域创新战略目标之一是

开发人力资源，同时为了强化创新的经济与社会因素

的结合，而在区域内培育创新文化。目前从我国企业

层面来看，已经比较注重人力资源的利用以及企业文

化的凝聚力，但从区域的角度看，还没有引起足够的

重视。

任何创新系统的建设从根本上看是能否吸引到

一流的人才，如何聚积一流的人才。在收入水平大致

接近的情况下，一个城市、一个社区、一个单位的人文

环境是能否吸引和聚集人才的关键性因素。因此，需

要深入认识学习型区域和区域文化的概念。

人力资本的流动既包括人力资本的有形转移，也

包括人力资本的无形转移。例如，20世纪80年代由

日本向美国、欧洲的企业经理人员的流动加速了专门

管理技能的传播。又如硅谷人际网络模型使一种高

度保密的芯片在其首次面市后不久就成为了国际半

导体社会的一般性知识，其原因就在硅谷巨大的聚集

效应。事实上，只要与创新厂商的关键雇员“聊”上

lo分钟，就能获得逆向工程中的解密手段。有关研

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流动会产生溢出效应。因

此，在区域创新系统内促使科研人员、生产人员、市场

营销人员的流动也至关重要。

(五)构建区域优势

为了构建区域优势，应该进一步加强理论探索和

实证研究或案例研究。区域应提高投入R&D资源的

使用效率，并增强知识创新和探索的能力，充分发挥

企业、高校、政府的作用。应更好地组织不同层次上

的知识创新和工作创新，特别要注意由于区域不同而

导致的无形资产和历史情况的不同，政策制定者可以

模拟成功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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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n Impress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 Europe

SHAO Yun—fej WANG Ruo—peng

(Univ．of Elcc．Sci．&Tech．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nis paper reviews the theme issu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 Europe and gets some suggestion from

it．Be confronted with the new environment for innovation，it is important to construct the reasonable innovation networks

and develope the clustering in our country．By technology expansion and transfering，integrating technologic innovation pol-

ieies into potential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effectively exploiting human re$ourees，enhancing the flow of human capi·

tal．and constructing the regional advantages are the ways to improve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economy devel—

opment．

Key Words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novation networks；clustering；technology transfer；human cap·

ital

(编辑戴鲜宁)

I上接第28页)

International Devision of Labour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y and

Developing Country and Our Country’S Countermeosures

ZHU Guo—huan LI Chang—jun

(Univ．of Elee，Sci．&Teeh。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In nowadays world．the“Geese Hying Pattern”and the“Value Chains Decomposing Pattern”are the two

main kinds for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y and developing country．The“Value Chains De-

composing Pattern”is generalized by this thesis lately．This thesis holds the new viewpoints that the“Global Geese Flying

Pattern”will dominate the“Local Geese Flying Pattern”．and the。Value Chains Decomposing Pattern”will be the lead—

ing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and then the“Value Chains Decomposing Pattern”wiU contribute more ad·

vanced technique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y than the“Geese Flying Pattern”，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will endanger the in-

dustry safety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y．Therefore，the developing country must carry on recreation and independent inno·

vation，by only doing this they can tend the gains avoiding the losses，and then carry out development by leaps and

bounds．

Key Words the Geese Flying Pattern；the Value Chains Resolving Pattern；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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