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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培育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 日益凸显。技术创新是 

推动产业集聚、促进产业升级的根本力量，产业集聚通过集聚效应为技术创新提供创新网络和创 

新环境，二者相互促进。技术创新对产业集聚区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主要在于主导技术强化产 

业集聚功能、技术集成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以及技术水平升级推动产业升级。 

[关键词]技术创新；区域经济；产业集聚区 

[中图分类号]F062．4 [文献标志码]A 

技术创新理论研究是从 20世纪初经济学家约 

瑟夫 ·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开始的。熊彼特认为， 

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要把一 

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 

引入到生产体系中，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 

的新组合 ，不同的创新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 

响。⋯产业集聚是指产业内企业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机制以及产业间的互补配套机制，其结果是形成产 

业集聚区。产业集聚区是一个地域性概念，是由多 

个产业实体在一定地域上的联结 ，集聚区内部可以 

存在若干产业集群，各产业集群又联结为一个包含 

更多价值环节的增值系统，并且对外表现出在特定 

行业上较强的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Lundvall_2 从新熊彼特主义的观点 出发，将技 

术创新、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分析结合起来，研 

究以企业集群为载体的创新体系，真正将技术创新 

与产业集聚联系起来。彭相如 认为，产业集群是 

技术创新的有效组织形式，集群中的挤压效应和集 

群学习为创新集成提供了动力条件与实现机制，并 

分析了集群 中技术创新 的模式和运行过程。张 

菁_4 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推动技术创新的 

环境因素和动力机制，并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作出了整体评价。殷醒民 分 

析了上海技术创新体系中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 

指出技术创新具有空间集聚性，技术在产业集聚区 

内的集中有外部性效果。彭志斌等 介绍了产业 

集聚区与区域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并指出高新技 

术产业集聚区内部应加强技术的产业化，同时强化 

对外部的开放。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多 

是从产业集聚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单方面研 

究，指出产业集聚区的技术创新效应，只有少部分 

文献简单分析了技术创新对产业集聚区经济发展 

的积极影响，而对于二者的互动分析则更少。因 

此，本文立足于产业集聚区层面，将技术创新、产业 

集聚与产业集聚区经济发展纳入同一个框架进行 

研究，在分析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相互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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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分析技术创新对产业集聚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

、 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的相互 

关系 

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在区域内的集聚，并为区域 

产业集聚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反过来，产业集聚 

的结果是产生产业集聚区，产业集聚区为区域内的 

企业创造了创新环境，使其成为一种区域创新网络。 

1．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集聚并促使产业升级的 

根本力量 

技术创新是产业集聚形成及发展的主要推动 

力量，包括区域内的技术基础与知识溢出、创新态 

度与机制、集体学习曲线等。[ 通过技术创新，一方 

面可以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内企业间的流动，加快 

要素向高附加值领域的集聚，从而影响区域内企业 

外部的资源环境；另一方面技术创新还对其他市场 

参与主体提出了各种新的市场需求，这些新的需求 

或吸引相关企业和配套机构入住该区域，或催生一 

批新的企业，这些变化也会相应地改变区域内企业 

的市场环境。资源环境和市场环境的不断完善为 

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产业 

集聚形成后，企业间的竞争加剧，而合作也变得更 

加密切，反过来也会刺激区域内企业的技术创新， 

从而直接推动产业集聚的强化、完善和升级。 

技术 、资源和市场是影响产业集聚的三个主要 

因素，且这三者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程度是依次降低 

的。表 1列出了按照技术门类划分的部分行业及其 

产业聚集指数的分布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技术 

创新水平越高，其产业集聚程度越大。l8 J 

表 1 不同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的集聚指数 

2．产业集聚通过集聚效应为技术创新提供创新 

网络和创新环境 

产业通过集聚可以产生集聚效应，如技术溢 

出、合作创新和市场共享等，并通过集聚效应为技 

术创新提供创新网络和创新环境。 在这个创新网 

络中，包含企业、政府、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金融 

机构和中介机构等创新主体。这些创新主体通过 

集体学习，即区域内企业间的相互学习，促使区域 

内知识和技术环境变革，从而产生强大的知识溢出 

效应和技术挤压效应，这些变化无疑会对企业的技 

术创新活动产生影响，并最终促进 区域创新。另 

外，从近十几年来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来 

看，产业通过集聚形成规模较大的产业集聚区后， 

当地的制度环境已变得更加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 

展。例如，已经取得辉煌业绩的长三角、珠三角等 

沿海经济区，还有近年新成立的长株潭经济区以及 

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试验区等。 

总之，技术创新是产业形成的根本推动力，为 

促进产业集聚和提升产业发展水平提供了原始动 

力，最终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而产业集聚一 

旦形成，会产生高效的区域创新系统，反过来又会 

刺激技术创新 ，从而进入 良性循环。二者的互动模 

型如图1所示。 

二、技术创新对产业集聚区经济增 

长的影响分析 

2O世纪中期以后，在对经济增长因素的探讨过 

动力系统 

资源环境I 技术基础 I市场环境 {＼＼＼ ／ J 
市场共享 I ＼ 

／ l 区域竞争与合作 I ＼ 

技术创新 产业集聚 

斛  肭  

知识和技术环境I 中介机构 l制度环境 

区域创新系统 

图l 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的互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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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技术进步因素逐渐被分离出来，新增长理论 

进一步把技术进步作为解释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 

技术创新对产业集聚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更是不可 

替代。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多个产业集聚区，发现有 

些产业集聚区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非常弱，很难 

起到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因为区内主导产业 

不明确、产业集聚度低，许多产业之间甚至没有任 

何关联，最重要的是产业技术含量低，多是低附加 

值产品的初加工，谈不上产业创新。因此，应从以 

下三个层面明确技术创新对产业集聚区经济增长 

的影响。 

1．主导技术强化产业集聚功能 

主导技术是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打破原有技术 

体系的平衡，从而引起其他部门的技术创新、技术 

革命直至产业革命的连锁反应的技术 ，一定程度上 

决定着技术进步的主要发展方向。_】 不同产业存在 

着不同的主导技术，从而决定了不同产业技术体系 

构成的差异，也决定了产业发展方向由孤立发展向 

集聚发展的转变。没有主导技术的产业注定无法 

成为区域中的主导产业，而主导产业又是区域经济 

增长的引擎，因此，选择和培育主导产业就成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从主导产业的形成过程 

看，主导技术是形成主导产业的微观基础。主导技 

术与相关辅助技术的关联发展带动主导产业和辅 

助产业的发展，并通过市场不断地整合和放大，形 

成产业集聚效应。产业集聚具有产业属性和地理 

集中的特性 ，集聚的结果是形成不同的产业集聚 

区，而产业集聚区又构成 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 

极。在主导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些配套产 

业和上下游的相关产业被吸引过来 ，从而强化产业 

集聚功能，而那些落后产业或不适宜在此地发展的 

产业将逐渐被隔离，使主导产业真正发展成为区域 

经济的支柱产业，并最终转化为区域竞争优势。 

2．技术集成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产业创新是指创新主体联手开展研发活动，在 

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实现产业的突破性进步和产业 

竞争力的大幅提升。产业创新是行业整体创新，它 

包括企业技术创新和行业内技术扩散两个层面，只 

有创新的技术在行业内得到普及 ，才算实现产业创 

新。所以说，产业创新是在一定的技术创新前提下 

进行的，技术不进步，产业很难得到发展。 

产业集聚区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技术平台，有利 

于集聚区内的众多相关企业以竞合关系组成的协 

议网络为基础组建技术联盟，技术联盟可以使联盟 

成员有效地整合企业内外部的创新资源和技术能 

力，从而形成独特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这也为 

产业创新提供了基础和动力。̈ 现实中产业发展的 

趋势表明，传统产业 由于技术落后而逐渐被淘汰， 

而一大批建立在先进的集成技术之上的新兴产业 

则取得蓬勃发展。因此，要想保证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必须提高产业的技术集成能力，进行集成创新。 

集成仓lJ／新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资源耗费型产业 

发展模式，有利于构建集约型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 

式。对于原始技术创新与重大发明专利都较稀缺 

的我国产业发展现状来说，集成创新有可能成为技 

术跨越的突破口，成为新经济时代产业发展的客观 

要求。 

3．技术水平升级推动产业升级 

在产业集聚区内，众多的生产企业、科研机构 

及中介机构等组织在相互合作的过程中，也要面临 

来 自于同行竞争的巨大压力。为形成 自己的核心 

竞争力 、维持 自己的市场优势，各组织必须时刻保 

持创新的动力。一方面，企业通过 自主创新，可以 

使新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创造出新的经 

济价值，谋取超额商业利润，或者是创造新的需求， 

从而拉动区域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相对于经济 

总量的增长，个别企业 自主创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 

的，还必须有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后续的模仿创新中 

来，因为模仿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扩张效应。事实 

上，企业并不是只进行简单的模仿 ，出于知识产权 

保护和竞争的考虑，模仿企业会不断提高模仿创新 

中的技术含量，当这种技术含量积累N- 定程度就 

会孕育出新的技术创新，形成创新一模仿一再创新 

的良性循环。无论是通过 自主创新还是通过模仿 

创新，企业的技术水平都在不断提升，这也为产业 

发展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由于集聚区内的众多企业共处一条或多条相 

关的产业价值链上，因此，个别企业的创新成果会 

迅速流通到同产业链上的不同价值创造结点或相 

关的上下游产业中，促使整条产业链上生产要素的 

质量及其使用效率的提高，从而提高整个产业的发 

展质量和发展层次，并最终提高产业集聚区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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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质量。 

三、结语 

目前，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 

额是 59％ ～70％，我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只有 40％左右  ̈，我们要高度重视技术创新 

带动技术进步从而对经济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 

技术创新是产业实现集聚的基础，直接推动产 

业集聚的强化、完善和升级，而产业集聚则通过技 

术溢出、合作创新和市场共享等集聚效应为技术创 

新提供创新网络和创新环境，二者相互促进；技术 

创新对产业集聚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主导 

技术强化产业集聚功能、技术集成提升产业创新能 

力以及技术水平升级推动产业升级。产业集聚区 

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产业组织形式，只有时刻以技 

术创新为基础，紧跟技术进步的步伐，才能为区域 

经济增长做出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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