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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国内外研究综述
———基于新兴产业和新兴产业集群的视角

高雪莲

（南开大学 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摘　要］新兴产业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学者们从新兴产业和新兴产业集群２大视
角，围绕影响因素、经济社会贡献、市场需求拉动创新、区域发展、发展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大量研

究，但在新兴产业选择与培育、区域空间导向、市场需求引导与供求缺口弥补、成长动力与机制贯通

等方面还较为欠缺，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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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证明，每一轮新兴产业的
成长都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后金融危

机时代，为重振经济增长，抢占科技和经济发展新高

地，发展新兴产业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欧盟

和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的重大战略。我国更为明

确地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标，这对于构建

国际竞争新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和推进我国现代

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兴起的新一轮新兴产业，
尚幼稚，处于发展阶段。学者们从影响因素、经济社

会贡献、市场需求、区域发展、发展存在的问题等角

度对新兴产业和新兴产业集群进行了大量研究。笔

者在界定新兴产业内涵的基础上，从新兴产业和新

兴产业集群２个方面梳理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并
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

　　一、新兴产业的内涵

战略性新兴产业一词，是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

全球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进行提炼和升华后提出的，

目的是将新兴产业塑造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经济

增长新动力。国外文献多采用新兴产业这一提法，

相近的概念还有初生产业和孵化产业等，这些概念

都是指产业发展的早期和成长阶段，需要精心培育

才能走向繁荣昌盛。本文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兴

产业视作同一概念。学界对于新兴产业的内涵主要

有以下３类看法。
一是认为新兴产业是完全原生性的，在全球发

展前景较好的新产业。如经合组织把生物经济、绿

色增长战略产业和知识经济（知识、信息和高技术

制造业，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如金融保险通讯教

育和健康产业）视为新兴产业［１］。国务院界定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

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

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

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２］。

二是融合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新产业。

辜胜阻等［３］认为，在工业化发展阶段，传统产业的

高新化需成为首要任务。厉以宁［４］指出我国高新

技术产业应与传统产业相结合，否则不利于双方发

展。熊勇清等［５］也认为，升级转型并激发培育新兴

产业应以现有传统产业为基础，这是新兴产业培育

和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陆立军等［６］论证了传统

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的３个阶段，即相互适应、协调
发展和分化替代阶段。ＳａｒａｈＬｕｂｉｋ等［７］也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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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既可以是运用现有技术的新产业，也可以

是打破现有价值链以便满足消费者要求的新技术。

三是在发达国家发展成熟但在欠发达国家仍属

于管理和技术方面较新的产业。大量文献从贸易保

护和产业保护视角，认为欠发达国家应该保护新兴

产业使其参与国际竞争，并运用正式模型来说明哪

种保护 （配额、关税或补贴）能够达到最佳

效果［８－１０］。

近年来，各国对前两类新兴产业特别是第一类

新兴产业非常重视，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也在大力发

展自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随着我国工业化

进入后期阶段，第三类产业已不再是关注焦点。因

而笔者围绕前两类新兴产业，着重梳理原生性新兴

产业的研究文献。新兴产业既是全球发展的共同热

点，同时也以产业集群的形式集聚在某些区域。学

者们的研究成果可分为新兴产业和新兴产业集群

两类。

　　二、新兴产业研究进展

１．研究领域、评价指标和选择方法
学者们对于新兴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

产业和技术密集型的领域，如生物能源、低碳节能技

术、风能、生物医药、保健食品、新一代信息技术、创

意产业等，通常选取某个国家的某一领域为案例，以

便解析复杂的新兴产业。剑桥学者 Ｈｅｆｆｅｍａｎ等［１１］

从商业发展的角度出发，侧重从创意到产品的转化

过程，研究新兴产业的一般特征、发展路径和动态演

进系统。

新兴产业的评价指标，国外一般是用高技术产

业或企业来衡量。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１９８２
年提出，高技术企业应是那些将科技知识系统应用

到新产品和新流程的企业。［１２］经合组织（ＯＥＣＤ）
１９９７年提出，界定高技术产业应主要看其研发密度
（研发支出与增加值之比）。［１３］ＤａｎｉｅｌＨｅｃｋｅｒ［１４］认
为，高技术企业应是研发支出比例较高，雇用了大量

的科技和工程人员的企业。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Ｋａｓｋ等［１５］

研究了１９８７—１９９９年间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
发现研发比重高、技术密集型工人较多的信息技术

等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增长（年均增长率为９．５％）远
高于一般性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为３．２％），提出以
生产率增长高低为高技术制造业的选择标准。国内

学者设计了更为复杂的指标体系，比如运用 Ｗｅａｖｅｒ
－Ｔｈｏｍａｓ法、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模糊
评价法等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１６－１９］。

２．影响因素和贡献研究
学者们较为关注培育孵化新兴产业的制度环境

问题，重视创新企业、相关集群和制度网络的共同演

进，以及可能阻碍发展的因素［２０－２４］。ＮａｔｏｓｈｉＯｓａ
ｄａ［２５］调查了日本１２个新兴产业领域（包括医疗福
利、文化生活、信息通讯、新兴制造业（服务导向型

制造业）、货物配送、环境保护、商务支持、生物技

术、新能源和节约能源、人力资源开发、住宅和新材

料）里３１０８家中小企业，发现中小型风险企业首选
服务型新兴产业领域，其次是制造导向型新兴产业

领域。

新兴产业虽然在短期内无法产生经济效益，但

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却是长期的、持久的，

研发创新与经济增长互为促进。Ｒｏｍｅｒ等［２６－２９］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阐释了内生性技术创新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全球企业监测研究项目（ＧＥＭ）于１９９９
年调查了１０个国家，２０００年增加到１９个，２００１年
增加到２９个，２００２年增加到３７个，２００７年增加到
４２个，发现企业创新活动与国家经济增长高度相
关。［３０］ＢｕｌｅｎｔＧｕｌｏｇｌｕ等［３１］研究了 ＯＥＣＤ高收入国
家的研发支出、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发现技

术创新、市场规模与经济增长呈多重互动关系，说明

了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的重要性。

３．新兴产业的市场需求研究
市场需求是催生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量。众多学者把关注焦点放在了研发创新和产业自

身发展方面，对于市场需求与新兴产业关系的研究

相对较少。现有研究对此有２种看法：
一是强调市场需求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

位。施莫克勒［３２］“需求引导模型”表明，市场需求引

导了几乎所有技术创新活动和产业发展。迈尔斯

等［３３］１９６９年对５个产业的５６７个创新样本做了问
卷调查，有７５％的被调查者认为需求是激发企业创
新的最主要因素。Ａｃｅｍｏｇｌｕ等［３４］以医药行业为案

例，证实了新兴产业的预计市场规模对远期创新投

入有显著影响。波特［３５］指出，新兴产业领先市场更

能推动国内企业成功实现国际化的创新设计。杨以

文等［３６］认为创新设计是否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直接

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和未来发

展路径，并以长三角的企业为例，从管理学角度论证

战略性新兴产业会受市场需求和渠道商控制等因素

影响。谭洪波等［３７］研究了消费者特征影响新产品

和新技术的市场需求，进而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兴起过程。ＴｏｂｙＨａｒｆｉｅｌｄ［３８］的研究表明，在新兴产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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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长过程中，市场竞争规律要比政府鼓励措施更

为必要。ＮｉｃｏｌｅＰｏｈｌ［３９］研究了日本产业振兴合作组
织（ＩＲＣＪ），发现该组织作为政府调控市场的一个半
公开组织，功能不很明确，对于产业的扩大再生产作

用并未达到预期要求，政府的作用机制和干预方式

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完美。

二是认为市场需求与技术创新同等重要。兰格

里希［４０］的综合因素模型表明市场需求与技术创新

机会同等重要。Ｄ．Ｍｏｗｅｒｙ等［４１］认为，产业的形成

发展非常复杂，科学技术和市场需求应当共同发挥

作用，以促进新兴产业形成发展。大多数学者认为，

市场竞争选择与政府扶持共同作用将会促进新兴产

业的发展。［４２－４３］刘险峰［４４］认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不但要重视针对技术、资金、土地、人才等生产要

素的供给激励政策，而且要推进激励需求政策，即从

需求角度，通过调整、优化、创造、管理社会需求的手

段来引导和促进产业发展。傅利平等［４５］对２１２家
企业所做的问卷调查表明，新兴产业的技术跨越能

力与市场跨越能力具有严格正向相关关系。

４．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发展环境和存在的
问题

资料显示，２０１０年我国新兴产业增加值为 ２５
５１３．７１亿元，占 ＧＤＰ的比重为６．３６％，比２００４年
提高１．５１个百分点。从构成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占全部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为

８４％，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
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较为薄弱［４６］。从技术储

备看，余江等［４７］对新兴产业１９８５—２０１０年国内市
场的代表性专利所做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七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已经跨越到科学技术商业化的大

科学阶段，但与在华跨国公司相比，中国本土企业优

势不足，在电子通信领域的技术创新产出份额逐渐

占据上风，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以丰田为首的日美

韩等在华跨国公司优势突出。

相关研究表明，我国新兴产业面临的发展环境

不容乐观：一是全球性技术结构和主导产业处于青

黄不接的断裂更替期，旧有核心技术的创新潜力基

本耗尽，新的核心技术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酝酿培

育［４８］；二是发达国家利用专利技术和标准化战略对

发展中国家进行遏制，以维持技术优势和现有利益，

迫使我国必须进行自主创新；三是长期以来“市场

换技术”策略并未换回核心技术［４９］，延误了新兴产

业的跨越式发展。

相关研究还表明，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现存在３

个突出问题：一是缺乏必需的前瞻性技术储备，自主

创新能力薄弱，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二是市场需

求引导、财政、税收、金融、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

人才培养与使用等存在制度性缺陷，难以有效激励

新兴产业的创新；［５０］三是区域新兴产业恶性竞争严

重，地方政府过于追求投资拉动和 ＧＤＰ“升级”，各
地盲目跟风、重复建设和政策雷同［５１－５４］。这源于地

方政府忽略了科技创新导向特征，简单套用传统产

业发展模式，由此跌入“惯性陷阱”。［５５］

５．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研究
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是我国学者尤为关注的话

题。学者们借鉴国外新兴产业的发展经验可以概括

为：依照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选择重点产

业和优先发展领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

术；提供良好的资金政策环境［５６－５９］。２０１０年，科技
部部长万钢［６０］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须把握好

产业发展规律、科技超前部署规律、新兴产业发展规

律、政策引领和推动作用规律、人才聚集和成长规

律。朱瑞博［６１］认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以体制

改革为主线，以抢占主导产业制高点为重点，以提升

重点产业技术竞争力为目标，加强企业研发机构和

产业化基地建设，完善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６．新兴产业的区域化发展研究
ＭａｒｙａｎｎＰ．Ｆｅｌｄｍａｎ［６２］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受产业地理布局的影响较大。我国学者们非

常关注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问题。柳卸

林等［６３］综合研究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与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祝尔娟等［６４］侧重研究了“十二五”时

期京津冀区域重化工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现状、趋

势与升级问题。吴金明［６５］以失衡、转型与新兴产业

为题，研究了长株潭城市群新兴产业的发展问题。

刘嘉宁［６６］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区域产业结

构升级之间存在强烈的耦合关系，耦合点包括科技

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着眼点等。邓龙安等［６７］认为

产业技术范式转移下，区域新兴产业必须进行模块

组合和构架组合的产品创新管理、模块网络的组织

创新管理和综合开发的市场创新管理。

我国学者一致认可高新区的重要作用，特别是

国家高新区，是新兴产业发展极重要的空间载体。

高新区在产业集群、技术转移、企业孵化、创新服务

环境、科教资源和人才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是发展

新兴产业的强大引擎和载体［６８－７１］。

在我国，区域新兴产业发展尚存在盲目发展、一

哄而上等问题。特别是各地方政府，对于区域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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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发展状况需求了解不足。对于区域新兴产业

方面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理论基础薄弱。

欧阳等［７２］认为，现有研究大都过于宏观，缺乏机

制机理的微观基础分析。往往直接借用国民经济主

导产业的选择标准，去选择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忽

略区域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因素。二是产业选

择方法模型欠缺，忽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区域空间

特征。国内有关区域战略产业选择的模型，主要从

静态角度考察，未能真正区分战略产业与支柱产业、

主导产业、新兴产业的差异。比如，张海莹等［７３］从

动态视角，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波士顿矩阵模型，研究

区域战略产业选择问题；郝明丽［７４］运用层次分析

法；赵西君［７５］以北京昌平区为例研究发现，区域战

略性新兴产业选择均忽视了区域的空间性。三是培

育模式选择不甚清晰。从技术角度看，可供选择的

培育模式有：传统产业改造和升级模式，核心技术拉

伸和带动模式，先进技术引进、吸收和再创新模式，

各地区首先应在最有基础、最有条件的产业领域率

先突破［７６］。从主体角度看，有政府主导型、市场推

进型、政府与市场共推型［７７］，但这些模式仅是粗略

的框架，用于指导生动而又复杂的现实发展显得有

些力不从心。

　　三、新兴产业集群研究

１．集群分类和发展要素研究
菲舍尔等［７８］依集群三维度（时间、联系、地理）

将集群分为现有集群、新兴集群、潜在集群和技术集

群。奎特［７９］以巴西堪培拉新兴高科技产业集群为

例，研究了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要素包括国家和地

区环境、高科技企业、支撑机构、本地联系、竞争联系

和政府政策等各方面。波特［８０］分析了澳大利亚新

能源产业集群从１９４９—２００７年的发展情况。克里
波［８１］研究了硅谷电子集群和底特律汽车产业集群

的初创与成长过程。利费夫［８２］研究了加拿大魁北

克地区的新材料产业集群，指出其发展因素包括知

识转移、充足供应、公共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发展、特

定服务和技术集群。

２．发展路径研究
马丁［８３］认为新兴集群有三大可能发展路径：基

于新技术嵌入特定地区，生产研发重组激发地区经

济重组，整合现有技术为新产业发展提供基础。瑟

维尔等［８４］提出集群原动力概念，原动力由目标、设

定和过程三部分构成，研究如何推动尚不够完善的

产业集群。布雷茨曼等［８５］识别并研究了美国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发展最快的前５０位新兴产业集群。
３．智力资本在技术集群和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

研究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８６］发现地方性产业区的集群，拥有诸
多专门负责收集各类知识的社会观察员网络，比其

他区域更富有内在活力。Ｃａｍａｇｎｉ［８７］认为地域资本
包括制度因素（稳定的企业间关系网络等）、智力资

本、社会资本（合作精神与互惠）和政治资本（集体

行动能力），能够提升区域整体潜力。Ｂａｔａｂｙａｌ
等［８８］构建的两部门区域经济理论模型表明，运用创

意资本生产可贸易的知识产品部门拥有较高生产

率。ＢａｒａｋＳ．Ａｈａｒｏｎｓｏｎ等［８９］将加拿大的生物技术

集群分为创造型和非创造型区位，创造型区位集中

在温哥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这３个大都市区，拥有
技术核心和更大的智力规模，强调Ｒ＆Ｄ投资与公私
协作。ＦｒａｎｋＪ．Ｃａｌｚｏｎｅｔｔｉ等［９０］研究多伦多的案例发

现，大学有助于推动技术密集型集群的生成，还有助

于提升技术有限型集群的管理水平，进而推动本地

经济发展。

４．新兴产业集群的区域发展研究
我国学者认为，能否在特定区域成功形成产业

集群，是判断新兴产业培育能否取得阶段性成果的

重要标准之一。张世如［９１］以收益变迁为基点探讨

集群形成机制，提出从规则、制度、机制方面改进企

业知识共享、区域资源环境、资本融通和风险保障问

题，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邹辉霞等［９２］以复杂科学

管理（ＣＳＭ）整合论为理论基础，认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要通过产业内、产业间的互动来实现资源有效整

合，产业集群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互动形式。熊勇清

等［９３］建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

评价模型中，产业空间布局的耦合形式主要表现为

产业集群。刘志阳等［９４］阐释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集群特征、培育模式、创业扩散机理，李扬等［９５］论证

了集群的创新发展规律。余雷等［９６］对比新兴产业

集群与传统内生型产业集群网络发现，新兴产业集

群跨越了传统内生型集群所必经的经济网络、社会

网络、创新网络３个阶段，在新的集聚环境下，将会
以创新网络为核心的综合网络，并向高端自主价值

链网阶段和资源利用网阶段发展。

　　四、结论

综合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可见，影响新

兴产业和产业集群发展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企业／产
业、市场和政府／公共３个层面，企业方面包括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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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智力资本和知识转移、相关技术和生产集群、

制度网络、公共基础研究和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发

展、政府支持等因素。无论是技术密集型企业还是

技术有限型新兴产业，产业集群都是推动战略性新

兴产业形成和发展的最有效形式。各国各区域应立

足本地实际，注重积累根植性强的地域资本（强化

企业间关系网络、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能

力），尽快提升区域整体潜力，促进互利共生型产业

集群的健康成长，以便更有利地选择、培育和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

从全球发展看，新兴产业刚刚起步，新技术创

新、产品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不足，相对于日益精细

和挑剔的市场需求还存在较大缺口。尽管政府政策

支持力度较大，但距离企业发展的要求还显得粗糙，

不够精细。无论是较为全面但相对宏观的国内研

究，还是较为细致的西方前沿研究，多集中在技术和

产业成长视角。但这些研究对产业发展面临的具体

问题跟踪了解不充分，对于如何选择产业技术创新

方向，如何培育和引导市场需求成长，以及市场需求

与技术创新如何共同发挥作用等动力机制的研究成

果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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