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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

□邵云飞　刘　博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1731]

[摘　要]    【目的/意义】 新经济已成为城市乃至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和提升综合实力的不竭动力，

创新生态系统则是实现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创新生态系统各要素的不完备性会成为新经济发展

的障碍。 【设计/方法】 以成都市为例，利用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先对成都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各

要素现状与可行性进行分析，再对比“硅谷”创新生态系统，探究成都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各要素

存在问题，最后提出完善途径。 【结论/发现】 成都新经济创新生态系统存在政策执行力度不足、高

端人才集聚性较弱、资本活力较低以及孵化器市场化业务能力较差的问题；完善途径为在前期以政府

为系统核心进行各要素整合与协调，在中后期以市场化孵化器为核心实现各要素统筹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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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ficance]  The  new  economy  has  become  an  inexhaustible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comprehensive  strength  improvement  of  cities  and  even  countries.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conomy. However, the incompleteness of
the  elements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will  become  an  obstac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conomy.
[Design/ Methodology] Based on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lements’ status quo and
feasibility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Chengdu’s  new  economic  firms.  By  comparing  with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Silicon Valle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blems in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Chengdu’s  new economic firms,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indings/  Conclusion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Chengdu’s new economic firms is confronted with insufficient policy execution,
weaker degree of high-end talent pooling, lower capital vitality and poor market-oriented ability of incubators.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with the government as the core is  necessary in the early
stage;  the  coordina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revolving  around  the  market-oriented  incubator  is  required  in  the
middle-later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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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传

统的经济形式已不再适应如今飞速发展的经济趋

势 [ 1 ]。2016年 ,“新经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预示着我国将发展新经济作为实现转型升级

的强大动能。新经济以科技进步与应用为基础，以

信息、生物、绿色、创意、智造等为核心经济形态[2]，

不断拓展人们生活的广度、深度和宽度，持续延伸

市场，并创造出新产品、新产业、新服务、新业态

和新模式，满足无止境的供给和需求。以成都为

例，成都新经济呈现出“速度不断加快、活力不断

增强”的良好发展态势。2018年，成都市六大新经

济市场主体新增4.1万户，同比增长19%；新增科技

型企业2万多家；百家重点企业中71户规上企业累

计收入251.47亿元，同比增长40.24%；新经济总量

指数居全国第4位。新潮传媒、医云科技、1919酒
类直供、驹马物流等4家企业成长为“独角兽”。

成都新经济发展虽如火如荼，新经济企业与日俱

增，但缺乏类似于“B（百度）A（阿里巴巴）

T（腾讯）”等能够代表城市经济特征和发展现状

的知名企业，品牌效应较低。

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于2004年
在其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3]，

随后逐渐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4]。新经济在发展过

程中会以创新生态系统为依托：市场中的各个主体

（企业、政府、创投机构、孵化平台等）在创新中

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他们依赖相互的合作和竞争进

行产品生产、技术创新，并在不断满足市场需求的

同时进行业务延伸和拓展，形成共生共赢、不停演

化的动态生态圈[5]。完善的新经济创新生态系统会

催生一系列新经济企业，尤其是知名的品牌化企

业。现有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研究鲜少关注新经济

情境下企业的培育和建设工作，多数城市的新经济

创新生态系统在现实中并不完善，对促进新经济企

业的培育和发展作用有限。

为了进一步明晰现有新经济企业生态系统的现

实情境，本研究以成都为例，首先分析了完善成都

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可行性；其次，将成都

现有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要素拆分，并与

“硅谷”生态系统系统各创新要素进行对比，探索

和发现完善成都现有新经济创新生态系统的瓶颈；

最后立足于成都市新经济发展现状和资源禀赋，提

出成都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两阶段完善路

径。本文丰富了新经济与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并

为成都乃至其他城市在新经济背景下如何完善培育

企业尤其是知名企业的创新生态系统提供参考和借

鉴，以期促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转型升级，提升综

合竞争实力，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回顾

创新生态系统是生态科学在经济学领域的衍生

和运用[6]。Moore最早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的

概念，他认为商业生态系统是一种“基于组织互动

的经济联合体”，系统中的个体在分享技术、知识

和技能时能共同提升生产力并实现盈利[7～8]。随后

Iansiti和Levien[9]证明了核心企业（Hub）在创新生

态系统中的重要性，Ander[10]讨论了创新生态系统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整合资源中的作用。

创新生态系统综合了区域文化概念、社会网

络、投资资本、高校和创新环境等要素[11]，这些要

素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12]。当新的价值体系被创造

后，其会与带有共生关系的商业元素相联系[8]。创

新生态系统中的主体会因该种联系进行相互协调合

作以及共生演化，共生演化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

特征[13]，这种共生性动态演化需要通过关系嵌入与

组织合作之间的动态适配来实现[14]。

创新生态系统不是一个自然进化的系统，它是

人为设计产生，因此它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

响[15]。Smith等[16]认为创新生态系统的是由流程、

文化和能力三大部分组成，企业想要实现创新就必

须发展创新流程、转变文化以及创造新角色。Spigel[11]

总结了影响创新生态系统的十个核心的文化、社会

和物质属性，并且争论了生态系统的成功是因为这

些属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新兴合资企业之间的竞争

提供了一个支持性的区域环境。Oh等[15]将创新生态

系统的成功归结为研究者的密度、企业自身、激励

机构体系、企业文化、资本的获得和支持性的监督

环境六大要素。赵放等[17]将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因

素总结为技术、市场和企业发展战略等，这些因素

将会影响企业对进入、演化和退出系统的选择。

Audretsch和Belitski[18]聚焦于区域企业的生态创新系

统。他们认为影响区域企业生态创新系统的因素主

要有企业文化、正式的制度体系、基础设施、IT技
术、人才需求和容纳能力。

综上所述，创新生态系统是由多主体和多元素

构成的经济联合体。它受到技术、资金、主体行为

模式等的影响。但生态系统内部各主体之间、各要

素之间、主体与要素之间、主体要素与内外部环境

之间会形成连续性反应和共生性互动，促使创新生

态系统动态演化。创新生态系统会加速资源的内外

部流动与整合，促进资源的不断更新和创新能力的

持续提升，最终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第 23 卷 邵云飞，等：完善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 73 ·



二、成都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可

行性分析

成都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和完善具

有复杂性，它需要政策、技术、人才、资金、信息

等各种要素共同发挥作用。纵观成都市新经济发展

各要素现状，成都市具有完善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

系统的有利条件。

（一）创新环境建设初见成效

成都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长江经济

带重要枢纽[19]以及成渝经济区的核心城市[20]，其规

划和建立的天府新区成为了新的增长极和内陆开放

高地，并在全国首先设立新经济委，走在了我国新

经济发展的前列。2017年，成都市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首次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新经济”；7月，召开

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大会，明确支持新经济发

展；9月，新经济企业座谈会强调了新经济环境和

平台支撑的作用，新经济发展论坛的召开和新经济

发展研究院的成立为成都新经济发展提供了态势感

知、趋势预测和政策设计等服务；11月，新经济发

展大会的举行描绘了成都发展新经济的蓝图，即成

都发展新经济重点集中在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绿

色经济、创意经济、流量经济和共享经济“六大新

经济形态”，并且构建了“七大应用场景”；随后

出台和设立的《关于营造新生态发展新经济培育新

动能的意见》以及各经济形态细分措施、“双创

周”“双百工程”以及《成都市新经济企业梯度培

育若干政策措施》等相关办法和文件为成都发展新

经济在人才引进、资金需求、平台搭建等方面提供

了政策保障（表1）。
 

表 1    成都市新经济发展的主要事件和政策
 

时间 新经济发展主要事件和政策

2017年

7月2日 召开国家中心城市大会，明确支持发展新经济

9月5日 举行新经济座谈会，强调营造发展环境，升级平台作用

9月29日 举行新经济发展论坛，成立新经济发展研究院，为成都心境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

11月9日 举行成都新经济发展大会，明确成都新经济发展的“六大经济形态”，构建“七大应用场景”

12月13日 出台成都《关于营造新生态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意见》

2018年

1月24日 出台《成都市关于推进共享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

2月7日 出台《成都市关于推进流量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

3月1日 印发《成都市关于推进智能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和《成都市关于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

3月27日 出台《成都市关于推进绿色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

5月8日 实施新经济发展的“梯度培育”和“双百工程”

6月7日 出台《成都市关于推进创意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

资料来源：根据成都市新经济发展委员会官网整理
 

（二）创新要素禀赋充足

1. 人才优势逐渐增强，创新氛围浓厚

成都为引入大量高质量人才，于2017年实施了

“蓉漂计划”[21]。在该计划实施的前四个月内，成

都全市入户本科以上学历人才数量达到95 080人，

其中包括技能人才126人、博士626人、硕士110 006
人、本科83 324人。自2017年8月起，成都吸引高

学历人才超过24万人，并且呈现逐年增加趋势。其

中，成都高新区柔性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6名、国

内外院士19人、海外高层次人才600余人，高层次

创新创业人才创办企业1 762家，海外人才离岸基地

23个，各级人才总数达到了52.5万人[22]。此外，根

据2019年BOSS直聘发布的《2019人才资本趋势报

告》显示，成都人才需求量已进入其他城市前三

甲，2018年成都的人才流动率达到1.31，在15个其

他城市中排名第三。以数字经济为例，成都软件业

从业人员接近35万人，已成为中西部当之无愧的软

件人才之都。

2014～2018年，成都市的专利申请量有所下降

如图1所示。如2018年，成都市全年专利申请年达

107 801件，同比下降5.4%；但专利授权量呈增长

趋势，2018年成都市专利授权量为57 370件，同比

增长39.6%。2018年成都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22件，相比全国的11.5件，成都的本地创新专利成

果丰硕，创新质量逐渐提升，为成都完善新经济创

新生态系统营造了良好的创新氛围和创新环境。

2. 资本支撑作用显著提升

资本是成都完善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重

要养料。成都已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立了上亿规模的

新经济天使基金、新经济创投基金、新经济应用场

景专项资金、业界共治专项资金以及校地合作专项

资金，重点对成都新经济企业在市场化融资、新产

品新技术评定、产业集群发展和创新平台及人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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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设等方面提供扶持和补贴。

成都市政府引导金融机构对新经济企业创新信

用评价方式，整合市级国有担保公司资源，为新经

济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并联合各级保险公司，

开发并试点融资类保险产品，为新经济企业提供融

资保障。截至2018年，成都实施的新经济企业“上

市倍增行动计划”构建了涵盖企业发展全过程的融

资服务体系。该体系聚合了498家在蓉办公的私募

机构，基金实际管理规模超过2 500亿元。风险资

本也为成都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2019年
1～5月，成都市新经济获得风险投资总额25.2亿
元，其中海博为药业获得川创投资、厦门亿远数千

万元天使轮投资，微量元素获得每日优鲜生态链基

金、合享资本数千万元天使轮投资。成都资本的聚

集和融合为成都完善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增添

了不竭动力。

3. 孵化“摇篮”作用初见成效

孵化器是培育新经济企业的土壤。成都根据自

身孵化平台的特质，对孵化载体采用绩效评价和优

胜劣汰机制，并以孵化器的实际贡献和新经济企业

的发展质量为依据制定孵化器奖励机制。同时，成

都还将空置楼宇资源转化为孵化平台，集中培育新

经济企业。截至目前，成都高新区孵化器已占约

4 4 0万平方米的面积，拥有孵化器和众创空间

104家，其中包括国家级孵化器10家以及国家备案

众创空间14家。成都高新区孵化企业于2018年达到

9203（包括孵化器在内）家，孵化的科技型创新创

业企业总数达到2.9万余家。孵化平台对新经济初

创企业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成为成都新经济企

业诞生必不可少的摇篮。

成都为实现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

环境，人才、资本和孵化机构等也是成都新经济发

展的核心元素。各类要素在动态协作中融会贯通，

逐渐形成创新生态系统，为成都新经济的发展持续

注入活力。

三、成都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瓶

颈分析

成都新经济发展状况令人欣喜，但从整体上

看，成都缺乏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能够代表城

市经济特色的新经济知名企业。将成都现有新经济

创新生态系统各个要素与“硅谷”相比（见表2、图2、
图3）可以发现，成都现有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各个

主体还存在相应短板，未产生深度联结，对成都培

育新经济企业乃至知名企业的作用有限。具体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策执行力低下

“硅谷”的政府军事订货已成完善体系，而成

都现有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政府对新经济

企业产品采购率较低，尚未对培育新经济企业起到

进一步的引领作用。成都为发展新经济出台了《关

于营造新生态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意见》，并

由此引申出了许多新的有关人才落户、资金吸引等

政策，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但这些制度制定的

范围过于宽泛，难以抓住政策重点，执行难度大。

同时，过于全面的政策也加剧创新生态系统中各主

体之间关系协调的复杂性，难以形成一致的发展目

标，削弱了创新生态系统培育新经济企业的能力。

某些政策如人才落户、社会保障等门槛较高，且多

以学历为评定标准，降低了人才的创新积极性，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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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成都2014～2018年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及相关增长率

                                                                             （数据来源：根据成都统计公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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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人才的外流。

（二）核心资源尚未完备

1. 高端人才集聚性较弱

高端人才是培育新经济企业的核心元素。尖端

人才高密度是“硅谷”模式难以被复制的重要原

因。目前，“硅谷”聚集了50多位诺奖得主、上千

名科学院和工程院士、数以万计的自然科学和工学

博士、约39万高端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形成了以

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分校为核心的世界知名高

校人才链条，每年大量的科研技术人才的外部流入

也为“硅谷”源源不断地输送创新活力。相比之

下，成都新经济人才数量充足，但高端核心人才较

少。成都已同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建立了校地企合

作平台，但还未真正实现企业人才需求和现有人才

供给的精准匹配，校地尚未形成完善的服务链条，

对创新人才的聚合作用较小。此外，成都现有的创

新人才大量来源于技术领域，缺乏高精尖的管理、法

律、税务等人才，素质单一。现有创新生态圈的人才

元素为新经济企业提供全方面服务的可能性较小。

2. 资本活力较低

资本是培育新经济企业的重要资源。2017年，

“硅谷”获得风险投资140亿美元，其中医疗保健

公司占比29%，互联网公司占比37%。2019年
1~5月，成都全市新经济企业获得风险投资总额为

25.2亿元，月均5亿元，与“硅谷”月均约11.5亿美

元的融资相比，差距甚大。“硅谷”2017年有22家
新经济企业获得超过1亿美元的天使投资，其中

Menlo Park在第一季度获得了9亿美元的天使投

资，Theranos Inc在前两个季度获得了5.8亿美元的

天使投资。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天使投资逐渐将意

向转为成都。如今年5月，家页文化获得东方富

海、未来家资本等500万元天使轮投资，字节流科

技获得真格基金、经纬中国数千万元天使轮投资。

这些天使投资为成都发展新经济注入了动力，但相

较“硅谷”，成都大多数新经济企业都处在独立的

持续性融资过程，资金元素在成都新经济现有创新

生态圈中未将各主体之间进行有效地连接，创新网

络尚不完善。

3. 孵化平台市场化业务能力低下

孵化器是诞生新经济企业的摇篮，孵化器的业

务管理和资源的整合能力是培育新经济企业的关

键。“硅谷”的孵化器有其独有的特征：贯穿于新

经济企业的各个发展阶段、市场化的管理和运作以

及企业、风险资本的有效结合以及具有法律保障，

表 2    “硅谷”与成都创新生态系统要素对比

生态系统要素 “硅谷”生态系统 成都生态系统

政府采购 专业性和高强度的政府军事订货 政府购买力度较低

人才动能
以斯坦福大学为核心的高校人才链条；聚集50多位诺奖得主、
上千名科学院和工程院士，数以万计的自然科学和工学博士，

约39万高端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外部人才流入充足

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8名、国内外院士19人、海外高层次人才
600余人，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创办企业1 762家，海外人才离
岸基地23个，各级人才总数达到52.5万人；多为技术性人才，

人才同质化程度较高；且高端人才较为缺乏

资本优势
2017年获得风险投资140亿美元，月均融资约11.5亿美元；

天使投资较多且数量大，
2019年1–5月，成都全市新经济企业获得风险投资总额为25.2亿

元，月均5亿元；天使投资逐渐增加，但资金数额较少

孵化平台
聚集着YC、500 Startsup以及Founders Space等知名孵化器；

孵化器市场化业务能力强劲，且业务贯穿于企业的
各个发展阶段；具有法律保障

具备基础业务能力；政府干预过多，市场化程度较低；缺乏法
律保障；孵化器数量大，但孵化质量较为低下，品牌效应低下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和《硅谷指数2018》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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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聚集着YC、500 Startsup以及Founders Space等世

界知名孵化器。成都现有的新经济企业孵化器对初

创的新经济企业的引导作用较少，主要集中在提供

基础设施、创业培训、资金优惠等方面的初始工

作；政府政策干预成份过高，未能将资金、政策和

创业投资机构等各种要素进行有效地结合，法律保

障性能不足；孵化器数量大，但孵化质量较为低

下，成都现有的孵化器在新经济企业培育过程中的

孕育作用不明显。

成都新经济创新生态系统虽已初具规模，但

现有创新资源禀赋仍不完备，与“硅谷”相比差

距甚大。成都需要立足本地新经济发展现状，补

足各类创新资源短板，引导其进行深层次联结，

为培育新经济企业提供更为完善的新经济创新生态

系统。

四、成都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完

善途径

根据对成都现存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圈现状的

分析，并立足于成都市已有资源禀赋和产业实际情

形，本研究认为成都要在新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

完善培育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需要经历前期和

中后期两个发展阶段。在前期，政府需要作为系统

核心进一步打造完备的政策环境，并进行资源在系

统内的整合与协调工作；在中后期，各种要素由市

场化孵化器统筹并分类入库，在满足新经济企业培

育和发展各阶段所需后，各主体之间形成完善的链

条，在动态发展中实现共生演化。

（一）以政府为核心对资源进行整合协调的前

期创新生态系统

在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完善的前期，我们

仍然需要政府的桥梁作用。立足于成都“一带一

路”重要节点、成渝经济区的核心城市以及长江经

济带重要枢纽的战略优势地位，政府部门要在现有

新经济创新生态系统中进一步为新经济企业的培育

提供基础性制度环境和进行持续性制度创新。政策

要精准定位到新经济企业培育的各个阶段，以需求

为导向，切忌撒网式政策制定；降低政策实施门

槛，如不以学历为评价标准等，防止创新人才外

流；改进相应的采购机制，政府先行试用新经济企

业产品，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

政府还要协助完善和改进其他主体的创新工作。

针对高校和科研机构，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校地合

作，积极引导其进行知识创新，帮助建立相应的人

才数据库，并将数据库与新经济企业进行对接；鼓

励高校和科研机构进一步加大对创新人才（包

括技术、法律、管理等全方位人才）的培养力度和

加大研发投入，努力承接国家级乃至国际级别的项

目，并为之进行补贴和奖励，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在资金方面，政府进一步完善产业基金，为新

经济企业的培育提供更宽松的资金环境；强化金融

机构与企业之间桥梁的搭建工作，帮助新经济企业

获得融资；引导本地创投机构进行投资，并对进行

投资的创投机构在投资超过一定标准后进行补贴和

奖励，同时利用孵化器孵化专为新经济企业提供资

金支持的创投机构；完善相应政策措施，吸引外部

投资，尤其需要为新经济企业在项目申请、执行、

结题等全过程进行指导，提升企业项目执行方面的

能力，以帮助新经济企业吸引天使投资。

对于孵化器，政府要在现存新经济创新生态系

统孵化器中协助建立专为培育新经济企业的嵌套孵

化器，即“孵化器中的孵化器”，为培育新经济企

业乃至知名新经济企业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

并通过政策文件将其固定，完善法律保障机制。

综上，以政府部门的政策环境和制度创新为

主，并结合了高校、科研机构的知识技术创新和金

融机构、创投机构以及孵化器的服务创新的新经济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大环境初步形成（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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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成都培育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前期）

 

（二）以市场化孵化器为核心对要素实施统筹

和联结的中后期创新生态系统

新经济创新生态系统的本质是为新经济企业服

务。在中后期阶段，生态系统需要市场化的孵化器

作为各创新要素的统筹协调机构。

首先，政府需要将自身资源（产业基金、政策

文件和各类创新项目等）、金融机构、创投机构和

孵化器的资源进行整合，将其交予孵化平台，并帮

第 23 卷 邵云飞，等：完善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 77 ·



助孵化平台进行分类管理，建立资源库；协助孵化

器引入高端的企业管理者和经验性技术人员对孵化

器进行管理；孵化器可进行股份制改革上市，政府

可将自己在孵化器中的投资交由第三方评估，并按

照评估的价值计算其在孵化器中的股份，将股份转

让，并利用转让费进行下一轮新经济企业投资，政

府只为系统运作提供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

在市场化进程中，高校和科研机构利用前期政

府搭建的校地平台，主动将自己的人才数据库与孵

化器对接，并根据成都培育新经济企业所需进行人

才定向培养和知识技术创新；进一步承接国家和国

际级科研项目，培养人才的国际化技能和视野。

金融机构和创投机构将自己的投资需求和条件

纳入库存管理，并连接孵化器的项目管理数据网

络，以便更好地将新经济企业的融资需求与投资机

构的利益诉求相匹配。此外，金融机构和创投机构

需要走向国际化，主动与国外知名机构进行竞争与合

作，借鉴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标准，与之缩短差距。

除市场化的运作和管理外，孵化器不仅要满足

新经济企业在人才、资金、政策等方面的需求，还

要朝着综合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为新经济企业

在办公、技术、管理、认识、担保、融资、技术和

法律咨询、专利及产权保护、高新技术项目认定、

培训、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提供综合服务，并主动与

国际知名孵化器（如“硅谷”的YC、500Startsups
等）和国际知名新经济企业进行联系和合作，促进

新经济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孵化器一切业务的核心

在于为新经济企业服务，孵化器要将获取得政策、

人才、资金等要素分别整理入库，与新经济企业在

培育和发展不同阶段的需求深度联结。

新经济企业需要在主动与孵化器进行深度联系

的同时要转变旧经营管理模式，采用扁平化的组织

结构，进行决策上的分权，提升组织创新活力。新

经济企业本身也需要与国外知名新经济企业进行合

作，参与国际化竞争，实现国际化发展。

综上所述，系统中的各个主体会在长期的演变

中逐渐进行有效连接，形成一个相互依赖、共生共

存的创新生态系统（图5），不断为成都培育新经

济企业和知名新经济企业提供持续性的创新养料，

为成都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成都创新生态系统各组成要素进行剖

析，探讨了成都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完善的可

行性，与“硅谷”生态圈进行比较并提炼问题，提

出了成都新经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完善途径。

首先，成都新经济创新生态系统具有较为健全

的创新环境；创新资源禀赋较为充足，具体体现

在：逐渐增强的人才优势带动了浓厚的创新活力、

资本支撑作用显著提升、孵化“摇篮”作用初见成效。

其次，成都新经济创新生态系统虽初具规模，

但较于“硅谷”，成都现有创新生态圈中的各个主

体均存在短板，如政策执行力度不足、高端人才集

聚性较弱、资本活力较低以及孵化器市场化业务能

力较差。这使现有生态圈不能在新经济企业培育中

发挥有效作用。

最后，根据成都的资源禀赋和新经济发展现

状，立足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认为成都培育新经

济企业需要完善两阶段创新生态系统，即以政府协

调整合资源为核心的前期阶段和以市场化孵化器统

筹联结各要素为核心的中后期阶段。

但本研究尚存不足之处，为以后的深入讨论与

研究提供思路：第一，从补足创新生态系统各要素

短板的视角出发，并未深度讨论要素之间如何连接

的问题；第二，以成都为例，存在地域经济发展的

独特特征，如若将现有研究延伸至其他城市和地

区，需要与具体研究对象的经济发展特征结合，并

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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