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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集群演进路径与驱动机制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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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摘要：比较了美国硅谷点辐射式(即从产品、产业到区域)的演进路径与中国台湾新竹园区的核聚合式

(即从区域、产业到产品)的集群演进方式，并对两种集群的形成要素、路径演变的“基核”和驱动机制进行了

比较分析，提出了科技园区的建立和发展岳一项战略工程，应从战略视角合理定位，探索多元的演进路径及驱

动机制，从而促进集群的升级和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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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聚集效应在经

济发展中的日益突显，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的发

展已成为新形势下产业集聚区发展的客观趋势。

研究创新集群形成的各种路径及其驱动机制对培

育创新集群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将结合美国硅谷

和中国台湾新竹科技园区的发展模式，探究创新

集群形成的要素、演进的路径和驱动机制，为我国

创新集群的培育与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l 美国硅谷和中国台湾新竹科技园区创

新集群的演进路径

1．1美国硅谷和中国台湾新竹科技园区概况

硅谷自20世纪诞生以来就始终吸引着全世

界的目光，它从旧金山一个以出产水果为主的小

谷地成长为世界高新技术的摇篮，100 km2左右

的土地面积创造出两万多亿元的产值，孵化了众

多世界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如微软、英特尔、苹果

等，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足以改变人类生活方式

的重大发明，如集成电路、微处理器、互联网等。

世界在惊叹它所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努力地探索

着它成功的奥秘，特别是各国政府决策者更希望

能借鉴其成功经验以构建属于自己的“硅谷”。

然而尽管从经济规模、产出效益、技术水平和社会

影响力等各个方面考察，世界范围内近500家科

技园区被建立，但至今仍没有一个地方能与硅谷

相提并论⋯。作为全球科技工业园最成功的典

范和最具有吸引力的创新集群，考察硅谷的发展

模式，探究其独特的演进路径，无疑对创新集群的

培育具有重要价值。而中国台湾新竹科技园被公

认为亚洲3个主要科技园区当中最为成功的一

个，它不仅成功地将台湾地区推向信息产业全球

第3、半导体产业全球第4的地位，而且当今台湾

地区10大企业中有7家来自新竹，被誉为“台湾

硅谷”的新竹科技工业园作为台湾地区经济的辐

射点，拉动了台湾地区经济的转型与快速腾飞，也

在岛内掀起了工业园热。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

竹工业园区成为拥有292家厂商和10万名从业

人员，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基

地，一批世界知名的半导体制造企业也在此成长，

全球80％的电脑主板、80％的图形芯片、70％的

笔记本电脑和65％的微芯片产自该园区【2J。被

全球誉为“硅谷翻版”的台湾新竹科技园区，其成

长的路径与硅谷相比却大相径庭。

1．2创新集群的演进路径与集群发展的“基核”

比较
1．2．1 美国硅谷的演变

硅谷的诞生应追溯到半导体产业最重要的基

础材料“硅”上，正是这一变革性创新产品的发

现，催生了半导体产业的迅速成长和硅谷的繁荣。

良好的材料特性使得硅成为半导体产业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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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材料。而半导体产业的成长既是硅相关资源

集聚的效应，又是硅谷集群创新的载体；反之，硅

谷集群的形成既是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场”，又为

更多新产品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从硅谷创新集群

的形成来看，可以将其界定为点辐射式，即从硅材

料一半导体产业一硅谷的演变，该演进路径实质

上就经历了一个从产品到产业到区域的发展过

程，其生成轨迹如图l所示。

I半导体材料和技术的 ＼

新恐浮耻裂季嚣葬主菜／N 7)7
的诞生 l l 创新—]卜／1

硅谷的品牌
效应和示范
效应形成

图1 美国硅谷的生成轨迹

考察硅谷发展所经历的4次创新浪潮，可以

发现硅谷发展初期最具代表性的变革性创新产品

和技术载体是晶体管及其衍生产业；在硅谷发展

后期，集成电路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平面工艺技

术)、个人计算机以及互联网则分别成为硅谷平

均每10年的变革性标志产品和技术，这些产品和

技术成为硅谷发展的创新之源。20世纪80年代

中期，来自日本等国的半导体产品和产业的竞争

加剧，使得硅谷经济增速减缓，而当因特网出现时

硅谷再次迅猛发展，进入一个新循环。因此，从变

革性产品和技术这一角度而言，创新集群的发展

除了要具备一个基本的核心源外，在不同的发展

阶段还需要不断产生新的“基核”，正是这些有着

广阔市场前景的革命性基核，以点辐射的方式推动

产业新生从而带动区域发展。硅谷从原本较为单

一的半导体产业为主体发展成为后来以计算机软

件、创新服务、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制造、计算机及

通信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生物医药及联合办公

等7个产业为支柱的产业集群，正是这些产业集群

的飞速发展带动硅谷不断进入新的增值空间。
1．2．2 中国台湾新竹工业园的演变

20世纪80年代后，台湾地区经济发展面临

着严峻挑战，为保持台湾地区经济繁荣，经过各方

面因素权衡，台湾地区政府决定将新竹建设为

“台湾硅谷”，集中发展电子、资讯等高科技产业。

以推动台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当局颁布了

《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并于1980年12

月正式决定建立新竹科技工业园。探析台湾新竹

工业园的发展路径不难发现其实际上经历了一个

与硅谷发展相逆的模式，即从台湾地区政府决心

建立台湾硅谷，打造明星产业，进而生产研发科技

产品的演变路径。其演变的逻辑为区域一产业一

产品。在这种发展模式中，台湾地区政府扮演着

极为重要的角色，也正是其决策推动了产业集群

的诞生，从而成就了新竹工业园的辉煌。中国台

湾新竹工业园的发展路径如图2所示。

更多企业进入

政府支持，大
规模基建。制
定优惠政策

明星产业集聚

创造特区条件吸
引企业进入，标
准化生产，微电
子关联产业集中

创
科技产品出口

寻求技术合作，
注重研发，以高
科技产业丰导，
研发有竞争力的
产品

图2中国台湾新竹工业园发展路径

以引进高科技产业，生产高科技产品为目标

的科技工业园，其产业都是国外先进的高新技术

的延伸，集成电路、电脑及周边、通信、光电、精密

仪器及生物工程等6大产业，构成园区的明星产

业，不但成为带动全台湾地区整体高科技产业的

主力，也成为台湾地区产业打入国际市场的主力。

集成电路产业是园区的主导产业，其发展速度极

快，年增产率保持在50％以上，1995年高达

76％。新生产的集成电路产品在全球占有相当份

额，仅次于美、日、韩等国，成为世界第4大生产基

地。电脑及周边产业是园区另一主导产业，其产

品在台湾地区占有极大比例，终端机、桌上型电

脑、影像扫描器、可携式电脑及网络卡等均占

40％～50％以上，在世界排名上位居前列。同时，

光电和通信等产业也以极快的速度发展，成为台湾

地区高科技产业下一波的主力产业。目前，这种发

展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已得到了广泛的借鉴和应用，

如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日本筑波科学城和法国索

菲亚科技工业园等都是这一模式运用的典范。

新竹工业园的发展模式明显不同于美国硅

谷，它的“基核”不是依托于某项技术或产品，而

是一个经济区域，即在新竹关东桥建设出一个前

所未有的科技工业园区，台湾省当局一方面投入

大量资金支持园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

积极颁布一系列优惠政策，设立单一窗口行政服

务体系，着力创造一个优惠、便利的高科技企业特

区，以吸引园区外的高科技公司来投资设厂。新

竹工业园区管理局在对申请进入公司的审查要求

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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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提出，必须适合园区的整体产业发展战略、招

募相当数量的研究开发人员、使用先进设备和无

污染等。对于符合这些审查标准，并批准进入园

区的企业，当局都可以给予财政和税收上的优惠。

从新竹科技园区的创立来看，该园区就是创新资

源集合的“场”，其依托的载体为产业并不断吸收

内外量能，当量能集聚到一定程度，园区就具备了

创新发展的基础。

1．3创新集群发展的关键要素比较

1．3．1硅谷创新集群发展的关键要素

斯蒂文·利维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文

章指出，硅谷构建需要的基本要素包括：一个大型

研究机构、人才、风险资本、基础设施和正确的观

念；LARSON和ROGERS认为硅谷成功的主要因

素是技术诀窍、风险资本、工作流动性、信息交换

网络、学习性企业和基础设施¨o；吴敬琏提出硅

谷式科技园的创业活动是硅谷建立的重要前提，

需要4个基本要素构建创业企业的栖息地，即高

素质专业人才的集聚、广阔宽松的创业空间、良好

的法制环境和充裕的资金供应H1；中国社会科学

院刘吉教授则指出硅谷的成功本质上是5大要素

的聚合，即冒险精神的发明家、有远见卓识的风险

基金、公平科学的二板证券市场、创新管理的企业

家、大学和现代服务业背景【51；蒋春艳等认为硅

谷的成功源于企业与行业之间广泛的联系，而不

仅仅是企业集中所产生的集聚优势；张剑文则认

为硅谷效应不仅仅是元素问题，更重要的是有一

种将这些元素结合并产生强大生产力的对接办

法，这种办法就是美国的经济制度和企业文化等。

由此可见，硅谷的成功是人才、资金、知识资本、基

础设施，以及文化与制度等多元要素互动促进的

结果㈧。

1．3．2新竹工业园发展的关键要素

新竹工业园发展的要素主要包括：①基础设

施建设。为打造台湾硅谷，台湾地区政府当局投

入了大量资金支持园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②交

通优势。新竹科技园位于新竹市市区东侧，纵贯

台湾南北的高速公路和铁路从其旁穿过，北上台

北、基隆，南下台中、台南和高雄等重要城市和港

口，交通便捷。③科教实力雄厚，人才资源优势。

园区西侧与台湾地区著名学府交通大学、清华大

学临近，附近还有全台重要的应用研究和科技开

发中心，科技教育整体实力雄厚。台湾地区留学

海外的高科技人才大部分出自这几所大学，且海

外学子归来大多愿在新竹地区发展事业，为新竹

科技工业园的创业奠定了较好的人才基础。④企

业集聚优势。1998年新竹有40％的公司由从美

国回来的科技人员开办，在大陆有名的宏基电脑

公司以及其他科技企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带动

了相关产业的发展。⑤政策和资金优势。优惠的

政策和科技发展基金或其他风险资本投资为新竹

工业园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由此可见，创新集群的发展不是空中楼阁，它

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上，基本要素的存在是创

新集群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前提。由于新竹园

区的发展是模仿和借鉴美国硅谷的经验，由政府

努力创造条件尽可能促进基本资源要素的聚集，

因而，从集群发展的构成要素上来说，两者的差异

并不大。但仅仅拥有硅谷的基本因素并不意味着

就具有那种活力。这也意味着这些要素并不是集

群发展的充分条件，各创新要素的有效聚合与作

用机制往往更为重要。

2两种创新集群的驱动机制及发展模式比较

2．1 创新集群发展驱动机制的比较

2．1．1 美国硅谷创新集群发展的驱动机制

需求推动变革性创新产品与技术的诞生。变

革性创新产品是指通过技术创新手段而创造出的

冲击特定时代环境下人们的产品认知观念、生产

工作模式甚至生活方式，并能显著提升社会生产

力水平的产品。20世纪中期，美国在全球范围内

的战争对当时新兴的半导体产业起到最直接、最

强有力的需求拉动作用，导致半导体产业的迅速

成长和硅谷的诞生与繁荣。

科技创新引导新兴产业的形成。如果说早期

硅谷的成长本源是具有巨大需求和发展前景的变

革性产品，那么裂变式的技术创新扩散则是促进

硅谷发展的加速器，众多企业对技术创新的关注

度和对技术创新成果商业化的重视，成为推动硅

谷成长演化的驱动力。在集成电路发展时代，众

多的半导体公司建立，硅谷的产品和技术纷纷走

出实验室大量进入市场，同时企业结合市场需求

不断对产品进行自我完善和革新，使得单一技术

向裂变式的技术创新迅速扩散并形成了显著的市

场效应。在这一时期，技术和产品的商业化与产

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而迅

速扩大的经济效益又极大地刺激了研发人员的创

新热情，硅谷经济实力就是在这种不断优化的技

术扩散和循化效应中得到增强。

创新文化催生集群快速发展。据统计，1959—

1976年在硅谷建立的半导体公司有45家，而同

一时期美国其他地方总共才建立5家半导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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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硅谷发展过程中，政府基本不干预，使企业

家可以放开手脚，再加上完善的风险资本机制使

得高科技新公司不断脱颖而出。硅谷不仅是世界

上一两个最为成功公司的诞生地，而且是几十个

像这样的公司的诞生地，它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取

得较大成就的公司。2007年数据显示硅谷专利

申请茸占到全美国的12％，且硅谷产品的生命周

期只有6个月，这意味着在竞争中企业必须加大

技术创新的力度不断地向市场推出新产品。如果

说斯坦福大学广阔的工业园区土地资源和密集的

智力资源是硅谷诞生的物质基础，那么具有高度

战略意识的经营者、鼓励冒险和允许失败的硅谷

精神则是催生集群创新发展的文化精髓。
2．1．2 中国台湾新竹科技园发展的驱动机制

地理集聚形成巨大的综合效应。在新竹科技

工业园区的土地上，依次座落着闻名遐迩的台湾

集成电路、联华电子、Acer电脑、友讯科技、东讯

公司等264家大小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彼此合

纵连横，在资金、人才、技术上互相支援、交流，形

成了巨大的综合效应"J。

政府扶持和优惠的产业政策驱动。台湾地区

当局向园区厂商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除了税收

优惠、投资人权益保障、专利权或专门技术作股和

低息贷款等外，政府还参与投资，并制定了奖励办

法，如管理局提供创新技术研究资助金，每个获得

核准的计划，最高可获得新台币500万元的资助

金，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保障。

2．2两种创新集群发展模式的比较

2．2．1发展特点的比较

将美国硅谷与台湾硅谷的发展模式进行比

较，两者的主要差异如表1所示。

表1 美国硅谷和中国台湾新竹工业园发展模式的比较

美国硅谷 中国台湾新竹科技园

发展模式塞雾射式’市场 核聚厶式'删弓f导
创新载体譬翌笺卷导体喜蓑薯喜-明星产业_
演变路径产品一产业一区域区域一产业一产品

发展基核革新性产品或技术政府／政策支持的区域

集聚要寨蓊嘉菇、资金、人才、资金、政策推动
组织构成车荠群钒番磊铲冲彻纵
核心主体企业 政府

驱动机制釜嘉掣焉撩翕政剿聍业地理集聚

2．2．2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

美国硅谷和中国台湾新竹工业园在不同发展

阶段所关注的重点也不一样，如表2所示。

表2不同发展阶段的关注重点

2．2．3发展基础和发展前景的比较

美国硅谷的成功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悼J，

即有重大产品和技术的发明创造，技术创新成为

对集群经济系统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主要力量；

产品和技术的产业化程度高，商业化进程快，所产

生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又极大地推动了集

群进入新一轮的创新循环；此外，产业的集群化前

景广阔，市场空间巨大，能快速带动衍生产品的出

现而形成新的产业集群。而一旦集群形成使得区

域具有显著的品牌效应时，全新的市场和未来巨

大的升值空间会吸引更多的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

自发向技术介入较早的地区聚集，促使原有技术

进一步向产业化、商品化和知识化的方向发展，从

而形成良好的经济生态循环，带动地区发展。因

而，无论是变革性的创新型产品技术还是创新型

文化环境的塑造，硅谷的发展至少在短期内具备

不可复制性，且其发展前景广阔。

中国台湾新竹工业园发展模式则是在产业基

础、技术基础、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等创新要素已

经具备但并不十分充分的情况下，通过行政力量

的干预在特定的区域制定特定政策如税收减免、

专项通道等，来吸引产业聚集，从而促进具备市场

竞争力的创新产品的诞生，同时加快产品的产业
化、规模化和商品化速度，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该区

域经济实力、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整体提升。

该发展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及时灵

活地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如果在政策支持和外界

环境发牛变动的情况下，而自身又尚未形成核心

技术与能力或拥有自己特色的具有典喇代表意义

的产品，则其发展有町能陷入尴尬境地，从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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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工业园的表现可见一斑‘9‘lo]。

3结论与启示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借鉴台湾地区新竹的

发展模式构建高新科技园区，制定了许多特殊政
策，如给园区厂商提供减免税、土地厂房占用、金

融奖励和外商优惠政策等。而众多企业也正是出

于对优厚条件的青睐而鱼贯涌入，但如果缺乏科

学的规划和战略进驻园区，则不仅不能激发所构

建的高新科技园区的创新活力，反倒可能陷入依

靠政策求发展的路径依赖中，消殆企业固有的创

造性和创新精神。高新区的建立和发展，不是政

府寻求短期的政绩行为，而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以长远发展的视角来进行的一项战略工程。在创

新集群发展的初期，政策可以发挥充分的引导和

刺激作用，但其驱动应建立在明晰的定位、合理的

选址、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势产业的选择和产品市
场与需求的基础上，同时大力推动技术创新、鼓励

企业竞争、建立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营造良好的
企业竞争环境和创新文化氛围，只有经过精心策

划和系统谋划，整合各种创新要素，在集群发展的

不同阶段实施相应的驱动机制，才能吸引更多的

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向地区自发地聚集，促使原

有技术进一步向产业化、商品化和知识化方向发

展，形成良好的经济生态循环，带动地区发展。

通过考察国内外各类工业园、高新区等的创

新发展路径，可以发现自发型集群所形成的美国

硅谷尽管有许多偶然和历史性因素发挥作用，但

其点辐射式的演进路径仍然值得效仿和借鉴，这

种以创新性产品和技术为基核，凭借某些先导和

战略性产业关键技术的研发，不断开发衍生产品

和促进产业的发展，进而培育创新集群的路径仍

值得鼓励和探索；而台湾地区新竹工业园区则是
核聚集的方式，以某一区域为基核，通过计划先

行、政策引导，同时辅以市场调节、多方互动⋯o促

进园区创新发展，其演进的路径也不失为一种较

好的参考与借鉴。此外，也可以打破这两种发展
路径，寻求其他发展方式，如以某个优势产业或主

导产业为创新的基核，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政策，

围绕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以及核心产品与技术

的开发，来促进创新要素的集聚，形成创新集群，

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就可借鉴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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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volution Path and Drive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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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ilicon Valley evolution road of”dot radiation”which is radiated from products，industries to regional and the

”nuclear gathered”way of Taiwan Hsinehu District which is evaluated from regional．w骶comparatively studied而tII each other．

The key elements of innovation cluster，evolution path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wo kinds of cluster were aIlalyzed．It was pm-

posed that the building and develop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mict were strategic engineerings．The district should be strale-

舀cally positioned and diversified evolution path and driving mechanism should be explored to promote the u阳tltide of industries

clust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ll kin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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