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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创新与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互动关系研究
———基于广东韶关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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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讨城市创新与地方产业集群升级之间的互动机理。运用文献分析法、柯布 － 道格

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与 SPSS 相关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创新与地方产业

集群紧密关联。两者在创新主体、创新空间、创新资源上相互重叠，互为动力，并在城市层

面或特定地域范围内形成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循环圈。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城市创新

正推动着韶关制造业集群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金密集型转型升级，而韶关制造业集群

化组织及其升级需要，对城市政策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机制创新，甚至是城市空间

组织创新也起到了明显的拉动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链网 － 集群”组织中，城市创新是

推动地方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网中不断升级的前提基础，而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是城市

在全球城市功能体系地位提升的重要体现。构建起两者的互动机制是城市提升区域地位

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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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innovation and
the upgrading of local industrial clusters:
based on Shaogu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XU Shu-hui1，WANG Li-hua2
( 1． Department of Geography，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512005，China;

2．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Guangxi Technological College of Machinery and Electricity，Nanning 530007，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city innovation and the upgrading of local industrial
clusters．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the Cobb 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and the SPSS were used． The city innovation acts closely with local industry cluster． The overlap in the innova-
tion subject，innovation space，innovation resources mutually，mutual impetus，and the circle of mutual pro-
motion，reciprocal causation is formed in the city level or a specific geographical area． City innovation wit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s the core is driving the Shaogu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luster from labor-intensiv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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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capital intensiv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and the Shaogu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luster
organization and upgrade requirement，on innovative city policy innovation，innovation，resource innovation，

mechanism，and even the city space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also played a stimulating obvious effect． In the e-
conomic globalization " chain network cluster" organization，city innovation is the premise of local industrial
cluster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 network，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city in the global ascension of
city function system status and the upgrading of local industry cluster．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elements is the important path to improve the regional statu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city innovation; industrial cluster; interaction mechanism; Shaogu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产业和区域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或城

市群之间的竞争。现代城市经济是以产业集群方

式进行组织，并以网络“结点”的形式融入到全球

生产网络之中的［1］。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网

中的地位、创新升级能力，对于城市经济发展和持

续竞争力提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城市创新、
产业集群升级，已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过程

中的不可回避的两大议题。关于城市创新、产业

集群升级的研究，国内文献主要涉及到城市创新

体系构建、能力评价、动力机制［2 － 5］，产业集群升

级的内涵、影响因素、机理与模式等［6 － 7］。对于城

市创新与产业集群升级的互动机理研究关注者相

对较少。尤其是对于创新资源、意识相对薄弱、创
新能力不足，产业集群特征不明显、转型升级压力

大的欠发达地区，城市创新与产业集群升级的互

动关系研究者甚少。本文以广东省欠发达地区的

韶关市为研究区域，着手进行城市创新与地方产

业集群升级的互动关系研究，旨在构建起城市创

新与产业集群升级的互动机制，这对于提升城市

创新能力，推动产业集群化、高端化、以及增强欠

发达地区区域整体实力和竞争能力有着重要的意

义。

1 城市创新与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
互动关系

1． 1 城市创新与产业集群升级的关联性分析

城市是创新的重要载体，创新为城市发展提

供了动力。城市创新依托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
新机制和创新环境等要素的共同作用［8］。其中，

城市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中介服务机

构和社会公众等均可构成城市创新主体，他们以

各种方式结集成关系网络，并因创新获益而推进

或阻滞城市创新进程。城市自然条件禀赋、基础

配套设施、信息、知识、人才、资金等属于城市创新

资源。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流的空间”( Castells，
2000) 里，大部分创新资源具有流动性的特点。
能否及时捕获流动性的创新资源，并促成其深度

嵌入，成为建设创新型城市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

重要条件。运行、评价、监管机制是城市创新机制

的重要体现，它对于引导、协调和规范城市行为主

体，保证创新体系有效运转具有积极的作用。由

制度和文化所形成的城市社会环境，包括创新政

策、相关法律法规、创新文化等软环境，信息网络、
科研设施等硬环境，以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

外部环境等，是营造创新氛围，诞生城市创新精神

的重要基础。
产业集群是指具有竞合关系的企业、供应商、

金融机构、相关产业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在特定

地理区域集中的空间组织现象。从全球价值链上

看，不同地域间、企业间基于产品内分工的价值链

片断化( fragment) 和地方“落脚”已成为全球生产

组织的重要形式。其中价值链片断化表现为全球

层面的筹供、生产、营销，甚至是研发网络化; 而地

方落脚则更多体现为全球化网络的“结点”: 地方

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升级是指产业集群从价值链

的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集群能力

和自主性不断提升的过程［9］。产业集群升级受

到地方和全球两个层面诸多要素的共同作用。这

些要素既包括具有地方特性的自然资源、人才、知
识、信息、技术、产业基础、文化传统、政府政策和

市场机制等，又包括具有全球特性的价值链驱动

方式、治理结构、嵌入模式以及跨国公司战略等。
产业集群这一“结点”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作用

和地位取决于其不断创新升级能力，以及由此给

网络所带来的贡献大小。持续的集群创新与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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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是地方产业不被全球经济边缘化、并走向网络

权力核心的重要途径。
城市创新与产业集群升级在地域空间、行为

主体、动力来源、目的和目标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

关联重叠。从地域空间上看，城市是创新的主要

载体，工业时代以来的绝大多数创新都发生在城

市之中［10］。产业集群往往出现在城市内部或城

市边缘地带，产业集群升级必须依赖于产业集群

这一载体，自然也必须落实到特定区域，即城市内

部或城市边缘地带，两者在“城市”这一地域空间

上存在着关联，甚至是交叉重叠。从行为主体和

动力来源上看，城市创新需要本土企业、地方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城市政府、中介机构等相关行为

主体的有机联系和密切协作。产业集群介于城市

创新系统与企业创新系统之间，其创新升级也需

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地方政府、中介服务

等多方的紧密合作和共同努力，两者在创新主体、
动力来源上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和重叠性。从目的

或目标上看，城市创新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新知

识新技术的生产、应用和扩散，最终目的是提高城

市持续创新能力，形成城市竞争优势［11］，其目标

是促进城市资源的高效配置和产业的创新发展。
产业集群则是通过构建有效的创新网络，以促进

信息、知识和新技术的集群内流动、地方性外溢和

升级为目的，以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促进产业集

群持续发展为目标。两者在目的和目标上具有较

高的关联性。
1． 2 城市创新与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互动机制

1． 2． 1 城市创新是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前提基

础 城市是产业组织的空间载体和活动平台。城

市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土地、交通、基础设施等硬环

境，以及信息、人才、技术、宜居条件等软环境。在

全球化浪潮下，城市已成为全球经济网络中的重

要“结点”。城市“结点”在全球网络中的地位和

作用更多取决于城市对信息、知识、人才、技术和

资本等创新资源的捕获能力。现代城市发展已由

最初的资源驱动型、投资驱动型模式向创新驱动

型模式转变，城市创新与城市发展互为动力。因

为城市创新，城市发展的一系列制约因素得到顺

利解决，城市能够有机会从区域甚至是全球层面

“黏滞”住人才、资金、技术和信息等高端要素，并

使之在城市内扎堆集聚，进而促成城市社会经济

的发展; 反之，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它

所能支持创新的资金就会越多，越能留住高端人

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其创新环境就越佳，城市创

新水平就会越高。由此可见，城市创新在促成城

市发展、提升城市地位和国际形象，以及在赢得高

级化发展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产业集群对城市依赖性较高，其发展受到城

市环境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城市为产业集群提供

空间载体，城市的交通运输、通讯网络、职业教育、
信息服务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不仅是产业集

群得以建立的硬环境，也是产业集群发展升级的

必备条件。产业集群往往位于在城市有着高等级

快速交通( 如高速公路) 的沿线，以便及时进行原

料供应和产品输送。城市高等学府、职业院校、科
研机构和社会中介，为产业集群升级发展提供重

要的人力资源，在劳动力供应、技术服务、创新管

理、以及信息提供等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由于交通、通讯与网络发达，城市使各创新主体联

系更为密切。城市创新主体通过对不适应甚至阻

碍产业集群升级的相关制度、体制及政策的摒弃，

创新型城市的构建，创新精神、科学素质和创新氛

围的培育，创新创造热情的激发、创新资源的充分

发掘和高效利用，均极大程度地促成了产业集群

的升级发展。由此可见，城市的制度创新、文化创

新、主体创新和资源创新为产业集群升级营造了

良好的发展环境。
1. 2. 2 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是城市创新的重要体

现 产业是区域经济的支撑力量，又是城市经济

的基础。产业给予了城市经济产出，是城市实力、
活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产业问题是城市

经济的核心问题［12］。产业是实施自主创新的重

要依托。城市产业的发展状况，集中体现了城市

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产业集群是城市经济的

重要组织形式，同时也是城市创新的空间组织载

体。产业集群在知识学习和技术创新上具有明显

的优势。由于地理临近，集群内企业之间的激烈

竞争促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组织与管理创新，企

业创新成果可以就近扩散、被集群企业关注、学习

和吸收。在集群内，创新所需要的人才、技术、资

金和设施等要素资源富集，因面对面接触，企业更

容易捕获商业信息、建立起信任关系，集群内企业

之间更容易进行创新合作，并通过与上下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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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形成新的产业链，增强产业集

群的整体创新能力。产业集群内上下游企业间的

紧密关联及其竞合关系，为城市创新提供了重要

动力、实施平台和运行环境。
升级是嵌入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地方产业集群

持续发展和提升竞争能力的必然选择。产业集群

升级对城市发展、产业结构提升发挥着积极的推

动效应。从知识创新和创新网络视角看，产业集

群升级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处于特定演化阶段的

产业集群通过完善企业间网络关系( 网络结构) ，

保进群内知识活动( 知识行为) ，实现知识结构的

强化、更新和跃迁，以维持和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

行为。产业集群升级的本质仍然是创新［13 － 14］，是

知识结构的强化、更新和跃迁。产业集群升级的

特点决定了“创新”、“升级”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内

在动力。在这种产业集群创新与升级的内在动力

驱使下，产业集群的行为主体要求欠发达地区城

市功能与服务进行跟进式创新: 即需要城市通过

创新为产业集群升级提供新的生产要素、创新人

才、创新资源、创新型企业、创新组织网络和创新

文化氛围，并通过有效的机制促使创新要素在产

业集群地域空间上集聚、根植与扩散。如此，产业

集群升级在促成城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高
新技术产业培育发展和城市经济新增长点不断涌

现的同时，不断地推动着城市持续创新。
1. 2. 3 城市创新与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互动机

制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城市和地方产业集群立

足于全球性“流的空间”，受到来自全球范围内创

新环境的激励和约束。受到全球性创新环境的影

响，一系列创新源，包括更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

新主体、高端且稀缺的创新资源、开放包容性的文

化和更加有利于原创精神的制度和机制创新等被

“黏滞”在城市或城市某些地域，成为城市创新的

重要表征，并被城市产业集群内部化。此时，城市

创新与产业集群互为拉力或推力，并在城市层面

或特定地域范围内形成 4 个相互促进、互为因果

的循环圈( 见图 1) : ①城市创新→创新型城市→
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创新循环圈; ②产业集群→
创新型集群→产业集群升级→产业集群循环圈;

③城市创新→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升级→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创新循环圈; ④产业集群→产业集

群升级→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创新→产业集群循

环圈。

图 1 城市创新与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互动机制

Fig． 1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city innovation and
upgrade local industrial clusters

2 城市创新与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
互动关系: 广东韶关案例

2． 1 韶关城市发展历程及其创新概况

韶关，地处广东省北部，是中原地区通往岭南

的门户。韶关城市发展历史悠久。据《韶关市

志》记载，自西汉以来，韶关境内即开始设置县

制，但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现韶关市东河浈江、曲
江一带。清末，市区小岛、西河开始得到发展。民

国时期，韶关曾作为广东战时省会，市区面积扩至

东、西河及南郊、北郊皇岗等地。新中国成立以

来，城市发展以城区小岛为中心、河西为重点，城

市新区建设开始向河西、东河坝及南郊、十里亭片

推进。20 世纪 80 年代，韶关撤区变市，下辖浈

江、武江和北江 3 区。2000 年底，市区面积达345
km2，其中建成区面积 48. 78 km2。2004 年，韶关

市行政区划再次进行重大调整，设浈江、武江、曲
江 3 区，城市建设开始以西南向为重点、南向和东

向为次重点的方向发展。2012 年，市区面积2 856
km2，其中建成区面积 87. 81 km2，分别是 2000 年

的 8. 4 倍和 1. 8 倍。
一直以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韶关城市创

新从未间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韶关市研发

并诞生了全国第一台 800 kW 全封闭绕线式异步

电动机、第一座 80 型快速高热水锅炉，第一座双

曲拱薄壳水库大坝，广东省第一台 16 位数分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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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台式计算机、首座封闭式轻钢结构棉纺主厂房、
第一座卡普兰式低水头转桨、双调式机组水电厂

等新产品。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韶关研发和

生产出了混凝土搅拌车、硬质合金刀、精密机械等

新产品，其中水平注水泵、高精度电脑连续秤、石
油配套筒滚子等填补了国内空白［15］。“十五”以

来，韶关科技创新成果更加丰硕。2005 年，韶关

市拥有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38 家，高新技术产

品产值达 60 亿元，是 2000 年的 2. 4 倍。拥有省

级民营科技企业 74 家，产值达 45 亿元，是 2000
年的 7. 5 倍。专 利 申 请 量 303 项，同 比 增 长

80%，专利申请量比 2000 年翻了两番; 科技进步

贡献率为 44. 5%，比 2000 年增长 6 个百分点。
“十一五”期间，全市获得国家和省科学技术奖共

23 项，荣获全国发明展览会奖 35 项，市级科学技

术进步奖 350 项。90%以上的工农业科技成果实

现转化，新增产值 80 多亿元，新增税利 26 亿元，

分别 比“十 五”期 间 增 长 38% 和 24%［16］。至

2012 年底，全市拥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11 家，其中省级重点研发中心 2 家。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 31 家，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81 家，拥有省

级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3 个、全省山区市中第

一个科技企业创业园 ( 孵化器) 。全年取得科技

成果 76 项，为 2000 年的 1. 8 倍; 全年专利申请量

1 814 项，为 2000 年的 17. 9 倍。拥有铸造碳钢

件、液压油缸、印刷等国家或行业技术标准起草单

位 4 家。
2. 2 韶关制造业发展现状及其集群组织特点

韶关曾是国家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 华南

地区重工业基地) 。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韶关市拥有一大批央企、省属企业、以及工矿研究

机构，如工业科学研究所、农业机械研究所等，拥

有煤炭、矿冶、电力、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化工、
纺织、电子、医药、烟草、造纸等门类较为齐全的工

业体系。1978 年底，实现工业总产值 14. 97 亿

元，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 66. 2%。改革开放之初

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韶关市机械、黑色金属、建
材、化工、电力、冶金、电子等制造业行业进一步得

到快速发展。1987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30. 64 亿

元，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 66. 6%。这一时期，韶

关制造业技术落后、设备老化、结构失衡等问题凸

显。经“七五”、“八五”和“九五”3 个阶段的产业

结构调整，韶关市制造业中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

比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进入 21 世纪，先前部

门林立、小而全的韶关产业体系逐步被打破，支柱

产业在工业经济中的支撑作用开始凸显。2005
年末，电力、冶金、卷烟三大支柱产业完成增加值

80. 83 亿元，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76. 3%。
2012 年底，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烟草、机械制

造、制药、玩具等七大支柱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

179. 8 亿元，比上年增长 4. 2%，占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的 68. 8%。
从产业布局的地理集中性角度上看，韶关制

造业空间布局由分散的“点状”布局走向地理空

间集中的“集聚( 群) ”布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

代，出于“山、散、洞”的战备战略原因，韶关境内

绝大多数工业企业散布于山区，尤其是韶关与湖

南两省交界的乐昌、坪石，韶关与江西交界的南雄

等地; 在市区，工业企业也分散在芙蓉山、莲花山、
皇岗山周边，如皇岗、十里亭、河西、白芒 ( 含西

联) 、五里亭及东河南郊等地，产业布局呈现出分

散的“点”状格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

国家经济重心由内陆转向沿海，韶关制造业发展

失去了先前“小三线”建设时代的各种优惠政策，

在珠三角和港澳台外资产品的冲击下，原有散布

于韶关市域范围内的 1 000 余家工矿企业或迁或

转亦或倒闭，得以保留下来的工业企业与新投资

企业一起开始向城市( 镇) 集中，尤其是向韶关市

郊集中。此时，一大批制造企业沿主要交通线两

侧布局，如韶关市南郊的韶南大道沿线、西郊的工

业西路两侧，呈现出略带集聚特性的“线”状分布

特点。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十一五”以来，韶关

制造业集聚发展态势明显，依托骨干企业致力于

构建紧密协作的产业链关系和公共服务平台的产

业“集群”雏形开始显现。在韶关市区 ( 郊) ，初

步形成了以宝钢 － 韶钢集团为龙头的钢铁产业集

聚( 群) 区、以韶冶集团为龙头的有色金属压延与

深加工产业集聚( 群) 区、以韶铸集团、东南轴承

为龙头的机械装备制造业集聚( 群) 区、以旭日国

际为龙头的玩具产业集聚( 群) 区和以比亚迪为

龙头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集聚( 群) 区等。在县域，

以县城为中心的制造业产业集聚 ( 群) 布局特征

也得到了很好的呈现，如南雄的精细化工产业园

区、乳源的东阳光铝箔省级特色产业集群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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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从产业集聚 ( 群) 组织效益上看，新增企业

“扎堆”集聚，产业园区成为韶关工业发展的重要

引擎。以莞 ( 韶) 产业转移园区为例，自 2008 年

筹建至 2012 年末，园区已从白手起家到拥有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 140 家，制造业企业的扎堆集聚和

集群化布局特征日趋明显。2012 年产业园区实

现工业增加值 48. 55 亿元，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

15. 39%，为 2008 年 ( 13. 8 亿元) 的 3. 52 倍。其

中以液压缸、汽车零配件、发配电设备为主的装备

制造，以及有色金属产业集群年产值高达 15 亿元

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发展迅速，其增

加值分别由 2010 年的 5. 56 亿元、63. 98 亿元迅

速增加到 2012 年的 9. 03 亿元和 81. 76 亿元，分

别增长了 1. 62 和 1. 28 倍。
2. 3 城市创新与韶关制造业集群升级的互动关系

2. 3. 1 城市创新对韶关制造业集群升级的推动

效应 技术创新是城市创新的重要表征。在知

识、信息和技术经济时代，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技术

进步已成为区域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

素。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借

助于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定量计

算。其计算公式为

Y = A( t) LαKβμ。 ( 1)

其中 A( t) 为综合技术水平，L 是从业人数，K
是固定资产投资，α，β 分别为劳动力和资本产出

的弹性系数，μ 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

利用 韶 关 市 2001—2012 年 度 工 业 增 加 值

( Y) 、从业人员数 ( L) 以及固定资产投资 ( K) 统

计数据，借助于模型( 1) 可以构建以下韶关工业

增加值的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方程

Y = 1. 579L0. 536K0. 422μ。 ( 2)

由模型( 2) 可知: 综合技术水平、从业人员和

固定资产投资对韶关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分别为

1. 579，0. 536 和 0. 422，这说明由技术创新所表现

出来的综合技术水平对韶关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

已远远超出了从业人员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

率。
基于韶关市 1978—2012 年的制造业增加值

( Y) 、从业人员数( L) 以及固定资产投资( K) 统计

数据，借用模型( 1 ) 构建韶关制造业增加值的柯

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系列方程( 见表 1) 。由表

1 可知，由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综合技术水平对韶

关制造业增加值的贡献率为 3. 516，远大于资本

( 0. 728) 、劳动力 ( 0. 013 ) 的贡献率，技术创新对

韶关制造业升级贡献明显。从 1980，1990，2000
年 3 个年代数据上看，技术进步对韶关制造业增

加值的贡献率由 － 11. 498 增加到 1. 155 年再到

56. 912，从业人员贡献率由 4. 635 降低至 1. 120
年再到 － 11. 215，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由 0. 088
增加至 0. 492 再增加至 0. 914。这说明由于技术

创新及其所带来的技术进步，韶关制造业正由劳

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

表 1 技术创新对韶关制造业升级的贡献率

Tab． 1 The upgrade contribution rate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on Shaoguan manuiacturing industry
年 份 技术贡献率 lnA/ t 劳动力贡献率 /α 资本贡献率 /β

1978—2012 3. 516 0. 013 0. 728
1980—1989 － 11. 498 4. 635 0. 088
1990—1999 1. 155 1. 120 0. 492
2000—2012 56. 912 － 11. 215 0. 914

基于 2001—2012 年韶关市科技创新因素与

产业集聚( 群) 升级因素之间的 SPSS 相关关系分

析，笔者发现: 专利申请数与产业转移园区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数、工业增加值、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先进制造业增加值 4 项指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 979，0. 985，0. 981 和 0. 847，在 0. 05 或 0. 01 水

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这表明，以专利申请为定

量表征的城市创新与韶关市制造业集群升级存在

着明显的正强相关性，城市创新对韶关制造业集

群升级效应明显。
2. 3. 2 产业集群升级对韶关城市创新的提升效

应 当前，基于全球价值链网络组织的全球 － 地

方分工，既是地方产业集群化组织的基础，也是集

群升级获取更高价值链位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动

力。在韶关，以莞( 韶) 产业转移园为代表的韶关

制造业集群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全球产业转移和产

·203· 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44 卷



业结构调整的巨大机遇，集群升级的动力和压力

凸显。韶关制造业集群升级的强大内在动力，迫

切需要加强与上下游企业之间、不同地域之间在

研发、生产、零部件筹供以及营销等产业链环节上

的合作，需要获得科研院所的科技、人才和智力支

持，需要国家、省、市相关政策的支持和保护，更需

要激励、推进创新的文化氛围和良好的市场运行

机制保障，等等。为配合韶关制造业集群化组织

及其升级需要，韶关不断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和水

平，具体体现在创新政策支持、创新主体、创新资

源、创新机制等方面。
制造业集群组织与创新升级的重大使命，客

观上助推了城市创新政策文件和相关规划措施的

出台。“十一五”期间，韶关市先后出台了《韶关

市专利申请费用资助办法》、《韶关市科学技术进

步奖励办法实施细则》、《关于贯彻〈广东省促进

自主创 新 若 干 政 策〉的 实 施 意 见》和《韶 关 市

2008—2012 自主创新行动计划》等 7 个政策性文

件。与此同时，韶关市发改局等相关职能部门组

织相关专家于 2010 年研究并编制了《韶关市工业

发展“十二五”规划》，在规划文本中提出了“做大

总量，实现集群发展”的发展思路，以及“提升中

心城区钢铁、有色金属、机械装备等主体产业集

群”和“南雄精细化工、乳源电子元件、仁化有色

金属等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重点任务。此外，

还出台了《韶关市产业集群发展规划》、《韶关市

培育玩具产业集群发展规划》、《韶关市资源枯竭

城市转型发展规划》等详规。这一系列政策性文

件和规划方案顺应了产业集群的全球性生产组织

浪潮，为韶关产业集群升级提供了政策保障和规

划指导。
产业集群主体的多元性与利益关联性，客观

上推动了城市创新主体的多元化、广泛性。在韶

关，构建了通过政府牵头，以企业为主体，国内外

知名企业、国内知名高校( 研究院所) 以及地方性

院校韶关学院为依托的实验室、研究所、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等产学研联合创新主体模式。具体的创

新合作模式有三: 一是本土企业与跨国巨头之间

的合作创新，如韶钢集团与宝钢广钢、韶关活力啤

酒公司与青岛啤酒、韶瑞重工与芬兰美卓集团的

重组，宏大齿轮与美国伊顿公司的战略合作等; 二

是本土企业与国内知名大学、研究所的产学研联

合创新合作，如以韶关液压件厂有限公司与武汉

科技大学共建博士后科研创新实践基地，新丰杰

力电工材料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等高校开展的产学研合作，韶关市

欧莱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与安徽理工大学在韶关共

建的产学研基地及实践教学基地，广州大学工程

材料研究所与凡口铅锌矿的产学研合作等; 三是

本土企业与地方性高校( 韶关学院) 之间的产学

研合作，如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与广东鸿源众力

发电设备有限公司、计算机科学学院与韶关市普

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英东农业科学与工程学院

与韶关康泉羊奶乳业有限公司建立的产学研合作

等。至此，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省、市及科研院

所的技术创新体系初见雏形，宏大齿轮、韶瑞重

工、韶关液压等一批优秀企业逐步形成并不断完

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自主创新能力

不断增强。
产业集群创新的巨大资金需要，客观上推动

着城市创新资金来源机制的形成。在韶关，基本

上形成了以争取中央、省各项创新资金扶持和加

大地方财政投入相结合的创新资金来源机制。一

是成立了创新基金服务机构，加大对国家、省各项

创新资金的政策解说和申报培训力度。自 2003
年以来，累计组织创新基金培训 50 多场，先后邀

请 30 多名专家现场指导。2010 年组织了 20 多

人参加省创新基金管理中心在东莞举行的创新基

金培训会; 2011 年邀请省科技厅、创新基金管理

中心专家来韶为 50 多家企业 100 多人进行创新

资金申报辅导培训。二是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发展专项资金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

金。主要用于支持高新区建设、完善科技创新体

系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推动提升产业竞

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2009 年以来，累计获得国

家财政资金支持 698 万元，项目数和资金总额排

在全省第 5 位，居山区市第 1 位。2010 年，共争

取中央和省各项资金超过 14 亿元。“十一五”期

间，全市科技活动经费支出 43. 91 亿元，研究与发

展经费支出 27. 34 亿元。2010 年地方财政投入

研发经费支出 9. 63 亿元，为 2001 年的 9. 4 倍，研

发投入占全年 GDP 总额的 1. 41%，远高于 2001
年的 0. 47%。

人才、信息、技术等关键性创新资源在产业集

·303·第 2 期 许树辉等: 城市创新与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互动关系研究



群升级中的重要性，决定着城市创新资源的捕获

路径。在韶关，形成了以韶关市科技局引领、高等

院校参与的企业科技创新人才、信息、技术和知识

等关键性资源捕获途径。设立了“科技企业创业

园”、“韶关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韶关

高新区基于云架构创新与服务平台”、“工程技术

研究开发中心”、“博士后流动站”、“火炬计划”、
“星火计划”和“企业科技特派员”等科技创新平

台，以及韶关市产学研合作服务平台、广东省专利

信息服务平台、韶关液压件行业专利数据库、韶关

市液压行业公共服务平台、韶关市科学仪器共享

平台等网络信息和服务平台，为产业集群升级提

供人才、信息和智力保障。具体而言，韶关市科技

企业创业园占地面积 49 704 m2，为全省山区市中

第一个创业园( 孵化器) ，目前园区共引进包括荷

兰、台湾的项目 15 个，在孵企业 7 家，2010 年企

业产品销售 2 800 万元，上交税收近 100 万元。
以乳源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依托单位的铝

箔、磁性材料博士后工作站，以韶关液压件厂有限

公司为依托的武汉科技大学博士后科研创新实践

基地，吸 引 了 大 批 高 层 次 的 优 秀 人 才。2005—
2011 年底，韶关市先后组织 160 多家企业分别与

36 所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开展科技合

作，吸引了全国重点建设大学和科研机构 200 多

名专家教授( 其中院士 2 名) 到韶关开展产品研

发和成果转化工作。引入企业科技特派员 60 多

人进驻 40 多家企业，助其攻克技术难题、培养技

术骨干和开发新产品。
以莞( 韶) 产业转移园区为重点的制造业集

群发展，客观上拓展了韶关城市发展空间，促成了

城市空间形态由“线形”向“组团式”转变，也带来

了郊区城市化和城镇体系的完善。为配合制造业

空间集中布局的需要，在市区，韶关通过调整行政

区划，及时拓展市区面积和建成区面积，构建了以

中心城区为中心，曲江、韶大、白土、龙归、茨姑塘

为组团的“一心五组团”城区空间功能和产业集

中布局规划，将先前呈线状布局的“中心 － 边缘”
的条带状结构转变为多核组团式结构，培育若干

个次区域中心，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在县域，

着重培育区域内主要交通走廊沿线、中心城市周

边新的或次级经济增长极，发展重点城镇。通过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构建强大

的教育科研机构，以及提供高效运作的城市管理

体系等项目，改善市区形象，提升服务效率，从而

在全球范围内吸附创新资源和力量，形成城市持

续创新能力。着手中心城区与外围组团之间、市
区与县域之间的现代化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密切

3 者之间的交互联系，形成由中心城市、外围郊区

到城镇密切交互又分工明确的城镇等级体系，共

同推进韶关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创新发展。
未来广东需要构建珠三角为中心，湛江、韶

关、汕头为副中心的“1 + 3”的扇形经济格局，依

托 3 个副中心来扩张经济腹地，打通面向东南沿

海、内陆、台湾和东盟的战略通道［17］。以莞( 韶)

产业转移园为代表的韶关制造业集群将在这一战

略布局中发挥其关键性的作用。伴随着韶关莞

( 韶) 产业转移园制造业集群的不断升级，韶关制

造业在珠三角、广东省的“先进制造业的配套基

地”和“广东新兴制造业基地”、“装备基础零部件

先进制造业基地总部”地位逐步得到树立。实际

上，韶关装备制造业是基础雄厚的本土企业，借助

于莞( 韶) 产业转移园，通过与珠三角在机械制

造、汽车零部件、船舶等行业配套协作，并不断吸

引珠三角产业链生产、研发、采购环节的嵌入，与

珠三角地区基本上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互利

共赢的产业协作体系。韶关制造业集群与珠三角

地区日趋紧密的空间联系，改变了地理空间上的

“中心———边缘”格局，提升了韶关的区域性工业

中心地位，使得韶关从传统意义上的华南重工业

基地，转型升级为区域性枢纽中心和一个集工业、
商贸、物流、旅游、会展等多位一体的区域性经济

中心城市，也成为广东经济“多极格局”中的重要

一极和珠三角“中心”的重要“腹地”。

3 结论与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产业和区域竞争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城市或城市群之间的竞争。现代城市

的产业集群形式，促成全球生产的“集群 － 链网”
组织特征凸显。通过文献分析，发现: 城市创新、
产业集群升级紧密关联。两者在创新主体、创新

空间、创新资源上相互重叠，互为动力，并在城市

层面或特定地域范围内形成涉及到城市创新、功
能提升、创新型城市，以及产业集群、集群升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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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循环推拉机制。运用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与 SPSS 相关分析方法

对广东韶关制造业进行实证分析，发现: 城市创新

与地方产业集群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城市创新正

推动着韶关制造业集群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
金密集型转型升级，而韶关制造业集群化组织及

其升级需要，对城市政策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

新、机制创新，甚至是城市空间组织创新也起到了

明显的拉动效应。基于城市创新与地方产业集群

升级之间的互动机理，建议城市政府和地方产业

集群立足于全球性“流的空间”，通过更多具有企

业家精神的主体创新，构建开放包容性的文化和

更加有利于原创精神的制度和机制创新，吸引并

黏滞住高端稀缺的创新资源，并使之内部化于城

市产业集群，这是城市提升区域地位和国际竞争

力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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