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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硅谷小企业集群看上海高科技园区的发展

罗良忠。史占中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052)

摘 要：斯坦佛工业因的建立，是现代硅谷的真正开始；硅咎的发展经历了国防产品、集成电路、个人电

脑、因特网西个阶段；硅谷主要是小企业集群，研究型大学、风险投资、独特的文化、气候与生活质量、社会结

构形成了硅谷小企业集群成长和发展的支撑体系；小企业集群使硅谷构成了网络型的产业体系和企业组织结构，

这反过来又推动了小企业集群的发展。上海科技固区中小企业集群化程度偏低．推动企业集群化成长，将成为上

海高科技因区的妊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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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到圣何塞(San Jose)

之间32英里长10英里宽的地带。面对美国这个完全的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创造的奇迹，不仅亚洲人惊叹，

欧洲人也佩服不已。世界各国都纷纷“复制”硅谷的模

式，建立自己的高科技园区。硅谷的发展模式虽然不能

复制，但可以借鉴。本文拟对硅谷的形成与发展、硅谷

的小企业集群进行探讨，然后提出对发展上海高科技园

区中小企业集群的启示。

一、硅谷的形成与发展

现代意q L的醢锌从新坩{稚工业园区的建立起步，

经历r蜿蜒曲舯l的生展，-j程．刈J对镩的发展阶段，目

前进没有人米锄丹。位t肖一为，计ft的，艟阶段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束划分，每种钉J、邦’Ⅵ0市茸台埋性。从

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角度柬秆．舯备-0：’’竹为附t发
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21)世纪50年代初一60年代丰)，足周

防产品的研发与生产阶段。在硅谷发展的初期，最前坦

的是斯坦福大学、半导体器件的军事采购以及这个地方

阳光灿烂，气候宜人。1956年，洛克西德(Lockheed)

建立研究实验基地，一年后又新建导弹和空间技术部门，

这是个关键因寨．而且美国国防部采购的半导体器件，

占了当时美国半导体器件生产总值的大约40％。虽然今

天半导体器件的军事采购额几乎不减当年，但它在美国

半导体器件总销售额中所占的比重只有大约8％了。到60

年代中期以后，斯坦福大学和军事采购的作用相对减少．

了，而公司的规模经济以及信息交流方面的一些因素则

上升到了重要的地位。

第二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后期)，是

集成电路的研发和生产阶段。1958年，德州仪器公司

(Texas Instnmaent)的基尔比(Jack Kilby)第一个申请

了集成电路(it)的专利，并于196 1．年成功商业化。与

此同时，仙童公司(Fairchild)的诺艾斯(Robert Noyce)

研制出用平面工艺做出的单片集成电路，引起了半导体

生产的革命。经过5年的专利权争夺，最终两个公司在

1966年达成交换技术协议，对发明拥有联合所有权。集

成电路(1c)虽然对军事极其重要，但并未得到军事部

门的直接金融支持。

20世纪60年代，集成电路的生产和销售量很大。

1962年，国防市场就消化了100％的Ic产量，但此后采

购量迅速下降，1968年，国防市场的份额只占37％，而

每个集成电路的价格却由1966年的50美元下降到1968

年的2．33美元。初期巨大的国防需求以及在Ic市场中的

-电配地他，随后随着需求大下降而导致价格大跌。

第。个阶段f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90年代初)，是

个人电脑(PC,j的研爱和生产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

期，以苹果电脑的必起为典型，个人电脑、通讯等相关

企业“鱼贯而出”，进一步将硅谷推到全球科技中心的顶

峰。舳年代中期以后，硅谷也因美国经济低迷而步人低

谷。

第四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一现在)，是因特网的

开发与服务阶段。但90年代叉随着互连网等rr技术的突

飞猛进而再度辉煌，成为新经济的“旗舰”。目前的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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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技术多元化的经济，其计算机硬件和存储设备、生物

制药、信息服务业、多媒体、网络、商业服务等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硅谷已突

破了自我驱动的发展模式，通过吸引全球的资金和人才

以及出口技术产品，形成了同全球经济高度互动的经济

模式。

二、硅谷主要是小企业的集群

1小企业与硅谷

硅谷鼓励创立公司，主要是小企业，形成了小企业的

集群。硅谷虽然有惠普、网景、英特尔、苹果、太阳徽

系统等在世界领先的大公司，但大部分是小企业。例如，

20世纪80年代，硅谷约有3000家电子公司，员工人数

超过1000名的公司只占2％，85％的公司的员工少于50

名。截止1999年3月，人员不超过50人的公司占科技

公司的80％，约有4800家④。20世纪90年代以来，硅谷

企业的平均雇员也只有350人。硅谷的成功离不开生生

灭灭的成千上万的小公司。这些小公司有的达戒合约，

有的结成联盟，在竞争与合作中共同推动了硅谷的创新，

使硅谷获得了持续的竞争优势。

硅谷的企业集群是以网络为基础的，它支持了分散

的学习过程。相关企业在圈区内形成集群和网络将带来

可观的外部收益。哈佛大学波特教授认为．集群是一个

地区长期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集群中的企业能够

获得范围经济收益。专业化的要素可更方便的获得。互

动的增加可使创新更加容易。技术的不断溢出给别的企

业带来利益。例如，从其它企业汲取互补性的技能，在

单个企业不能单独投标完成大项目时就可以利用群的力

量达到目的。通过每个企业的进一步专业化生产，通过

联台采购共同的原材料得到优惠以及共同开展市场营销

等等，合作可以使企业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

2硅谷小企业集群成长与发展的支撑体系

(1)研究性大学为小企业的创办创造了条件。硅谷至

少有一所研究性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

其中斯坦福大学对硅谷的形成与崛起，起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硅各内60％到70％的企业是斯坦福教师与学生创

办的。与研究性大学为邻，可以使科研与生产相结合，

有助于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2)风险投资为小企业的创办提供资本支持。新创立

的企业没有担保，失败率很高，而成长的公司又需要不

断地投资，连利息都付不起。因此，银行一般不愿贷款。

唯一的办法是寻求风险投资。

在硅谷起步阶段，风险投资地较薄弱，20世纪50年

代后期和60年代主耍依靠政府投资。从20世纪60年代

末开始，风险投资在硅谷的发展中逐渐起了主要作用。

例如，1977年硅谷的风险投资额为5．24亿美元，1983年

猛增到36 56亿美元，占全美风险投资的30％(吴林海，

2001)。1995年一1999年，硅谷风险投资1518起，其投

资总额占全美风险投资的15．2％，渡士顿地区1048起，

占全美的10．5％(Zook，1999)，金额情况见表2-1。著名

的苹果公司、英特尔公司等都是靠风险投资发展起来的。

美国将近50％的风险投资基金设在硅谷。风险投资是硅

谷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推进器。

裹2—1 1996-2000年硅答风障投资总额情况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束源：Joint Venture’s 2001 Index Silicon Valley，n13。

在硅谷摘创业(Startup)，没有风险资本是不可能的。

这里的高科技学子和初来乍到的创业者，经济上本来就

十分困难，纵有天大的本事，搞出了技术先进和市场价

值好的成果，没有风险投资，裉难迈出走向市场的第一

步。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对高科技特别识货，对硅谷高科

技特别青睐。在硅谷不用为此犯愁，搞“Startup”(创

业J，只要有好的创意，技术可行，市场价值好，就会有

风险投资家找上门来协议风险投资事宜。

(3)宜人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活质鼍吸引了创业者。

硅谷的大多数公司都位于美国的阳光地带。宜人的气候、

空旷的地域有助于吸引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人员以及分离

的新公司到这一地区来，并且他们一旦到这里来，这些

因素就会使他们舍不得离开，因而为聚集做出贡献。有

时阳光灿烂的气候条件还青助于吸引已经站稳脚跟的公

-q前来没点营业。维斯公司(VisiCo)便是一例。该公司

在冬天从波士顿搬到了阳光灿烂的圣何塞市。1963年对

硅谷地区53家公司做的一项调查表明， “气候和生活设

施好”是高达70％的公司认为适宜彳E此设厂经营的原因
之。

但阳光并不足人们愿意来居住的唯一原因，更重要

的是生活质量，这体班在海滩、滑雪．剧院以及其他文

化社交活动条件的优劣。在美国，这种生活质量的吸引

力一般是由于靠近都市中心。硅谷生活质量很高，仅次

于波士顿的128公路地区。

14)开放进取的社会结构。硅谷的工程师和企业家来

自五湖四海，举目无亲，在当地缺乏祖先或家族联系，

这种无名的处境使其在开发新技术的项目中相互认知，

精诚团结，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出身尊卑的等级观念，

人家平等相待，同事朋友之间互通消息，互助发展，避+

免重复工作，形成了高度联系的社会网络。抓住机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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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失败的风险，做出突出的业绩则是在硅谷得到承认

的最佳途径。

(5)独特的文化。硅谷文化是一种地区文化，是在高

科技产业形成的特殊环境中逐步形成的，一旦形成，就

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硅谷文化的内涵

概括起来就是：勇于创业，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崇尚

竞争，平等开放；知识共享．讲究台作；容忍跳槽，鼓

励裂变(见图2-1)。

①勇于创业，鼓励冒险，宽容失败。越来越多的硅

谷人体验到冒险与机会同在。没有冒险，就不可能有新

的发展机会，但冒险又可能会失败。也正因此，硅谷人

对失败极为宽容，他们对“失败是成功之母”、“创业的

失败孕育着成功”、“失败对人的发展是一种财富”的理

解和理念，已成为硅谷人普遍认同的哲理。硅谷对失败

的宽容气氛，使得人人都想跃跃一试．开创新企业。这

也对不想试的人造成压力。硅谷文化中对失败的宽容，

大大激励、激发了员工大胆尝试、勇于探索的创新热情。

②崇尚竞争，平等开放。在硅谷，每个公司乃至每个

人，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竞争、拼搏于竞争。在严密公

正的市场竞争法则下，人们既着力于自身能力和水平的

不断提高，又注蓝在竞争中向对手学习，崇尚尊重对手，

在平等中文流。在竞争交流中产生的一些好创意，往往

也较易得到赞助或风险资本的支持。硅谷人这种海纳百

川的精神风格，使硅谷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充分发表个人

的意见和观点，同事或上司不仅会予以鼓励．并会在充

分评价的基础上，认真吸纳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硅谷

的高开放度也促成了人才的高漉动性，这种高开放性、

高流动性，对吸引、凝聚高素质的人才，对充分发挥他

们的创造潜力，是至关重要的。

③知识共享，讲究合作。硅谷人不仅具有强烈的个

人、个体的创新精神和竞争榷神，同时，他们也十分看

重团队精神。人们普遍体悟到，由于技术复杂性增强，

知识更新快。而且往往需要跨学科的综合知识．任何人

都无{盏荤独完成复杂的技术创新，而必须依靠协商、合

作和群体的力量，因此形成一种章与给的双向知识交流

氛围．只取不予是行不通的。咖啡馆、俱乐部、餐厅、

健身房、展示会、互联网等都是变流的好去处。信息交

流是完善新设计、激发灵感、相互学习、解决难题的好

办法。有益于双方。

④容忍跳槽，鼓励裂变(spin off)。由于技术创新层

出不穷，创新小公司成功的机会多，为了实现自己的雄

心壮志，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经常跳槽，或创办自己的公

司．或就高职，在硅谷是很正常的现象，不仅不会受到

谴责，而且还会得到支持与鼓励，因为这是一种有所作

为的表现，有益于技术扩散和有效培养经验丰富的企业

家。加州法律环境较为宽松，使跳槽变得容易。美国各

州都有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雇员受雇时，要签一份保

证书，防止将来跳槽时商业秘密被泄露。在其它州，这

～法律的执行过于严格．使得跳槽的人容易成为原公司

被告而败诉。但在加州却不是这样，这就有利于人才流

动。

3．小企业集群使硅谷形成了网铬型的产业体系和企
业组织结构

硅谷的众多小企业，不仅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而且与社会机构界限模糊。这样，它们之间高度互动。

使硅谷构成了网络型的产业体系和企业组织结构，反过

来又推动了硅谷小企业集群的发展。

(1)以地区网络为基础的产业体系。硅谷的产业体系

是以分散的地区网络为基础的体系。硅谷的网络体系是

开放型的。该网络弘扬不断试验和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

能促进区域内各企业进行集体学习。在这里，公司内各部

门职能界限相互融合，公司与贸易协会和大学等当地机

构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尽管各公司之间同样竞争激烈，

但与此同时．他们又通过非正式交流与合作，共同创新。

这一体系中的典型企业有惠普公司、英特尔、Sun微系统

公司等。

(2)扁平的网络型组织结构。硅谷是一种分权式的网

络结构，是扁平的。硅谷的企业与同业公会、大学的边

界模糊，鼓励与竞争者成为联盟或合作伙伴。硅谷的企

业组织模仿自然界的适者生存的戒律，随时形成一个新

的组织以迎接最新的挑战。与传统的企业相比．硅谷企

业是用工作来确定组织结构．而传统企业是组织结构确

定工作。硅谷最具特色的地方是人们真的不是为某一个

实体公司如英特公司、惠酱公司这样的公司而工作，每

一个人真正服务的是一个虚拟总公司：硅谷公司。

三、上海膏科技固区中小企业集群化程度不高

硅谷的企业具有高度的分工，而分工是形成企业集

群的前提。硅谷80％以上的企业都是小企业，形成了小

企业的集群。与大企业相比．小企业没有大企业一定程
度上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其有较快的适应迅速变化的

市场需求的能力；有括力的企业家式的管理者能够对新

机会迅速做出反映并愿意承担风险；有效的和非正式的

内部沟通网络，能够对内部出现的问题迅速做出反应，

并有能力对外部的变化迅速做出决策。

中小企业集群具有许多优点： (I)互惠共生。从母

体(高校、科研院所)分离出来的企业所形成的企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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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能独立生存，但与母体在某种方式下紧密结合，可

以实现功能互补，使两者都有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2)协同竞争。集群中的企业是以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为

基础的。是一个“企业生态系统”。各个企业在这个系统

内既竞争又合作，最终实现共同发展。 (3)资源共享。

集群内的企业互相学习、取长朴短，分享信息，知识外

溢，加快企业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内部传递进程，有效利

用各种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获得累积效应和扩散效

应，克服单个企业创新资源的不足。利用共同的实验基

础设施，拥有共同的专业人才市场，共同吸引风险基金。

(4)区域网络性。企业、创业中心、科研机构、金融机

构、服务咨询机构、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机构、培

训机构等存在密切的依存与互动关系，形成了区域网络。

网络性的形成，可以使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社会各

种机构之间更为亲密和相互信赖，降低园区企业的各类

交易费用。

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九十年代初经国务院

批准创建以来，经过十年的发展，形成了由漕河泾新兴

技术产业开发区、张江高科技园、金桥现代科技园、上

海大学科技园、中国纺织国际科技产业城和嘉定民营科

技密集区组成的“一区五园”的格局。上海高新技术开

发区的6个科技园区．从自身的区位特点和发展条件出发，

经过系统规划、合理分工，形成了一区多囿、各有侧重、

百舸争流的整体风采。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以微电子、

通信为主发展；张、江高科技园以生物医药、徽电子与信

息产业、光机电一体化为主发展1金桥现代科技园区以

现代通信、计算机和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为主；中国

纺织国际科技产业城以发展纺织产品为主体的新材料为

特色；上海大学科技园区和嘉定民营技术密集区为高校

科技成果产业化、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办高新技术

企业、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提供了好的环境。

但是，上悔的高科技匿区中小企业普遍偏少，龙头

企业也未能形成“羊群效应”，未能有效带动园区其它企

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科技园区的刨新活力和

发展后劲 上海科技园区中小企业集群化程度偏低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上海大多数科技园区是由政府

借助外力自卜而下推动的，许多明星企业不是本地出生

和成长的，而是“外部嵌入”(如张trot技园区)，因而

企业集群化成长可谓“先天不足”。另一方面是园区内部

缺乏相互合作的文化氛围，许多企业的“产品链”局限

于“体内循环”，自我膨胀，而很少与周围的企业进行分

工协作，企业的网络化成长也面临“后天失调”的窘境。

上悔呼唤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呼唤有胆识、有

血性、有个人魅力的“领军人”。投有企业家的高科技产

业是长不大的，上海各高科技园区急需形成中小企业千

帆竞渡的局面，更需打造个性张扬、一呼百应的“旗

舰”。推动企业集群化成长和园区合作网络的形成，将成

为上海科技园区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各主管

部门应从园区发展初期的“规模扩张”．转为注重园区内

部的“集约整合”，着力在园区内部构建实行专业化分工

的“产业链” (或产品链)，培育更多的企业集群“星

系”。同时大力塑造企业相互合作的创业文化，强化企业

的分工协作意识，以集聚群力，推动科技园区的更快和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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