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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创新网络化:创新型城市研究的新视角
*

袁 宇

摘 要:城市创新网络融合创新型城市各个子系统的核心要素，是创新城市实现的重要载体和物质基础;创新型城

市是广义生态和谐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形态，是城市创新网络化发展的趋势和目标。城市创新网络化的具体

实现路径为培育创新主体自主创新及协同的能力;提高创新资源的水平，增强对创新资源的支持和服务;从管理体

制、管理制度和法规政府方面构建创新制度;通过制度安排和网络化组织推进技术创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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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创新城市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当

城市发展呈现出诸多“城市病”时，专家开始探索通

过创新和变革来解决这些发展中出现的经济、社会、
生态等危机。Charles Landry(2000) 从创新城市的

动力机制进行了探讨;Peter Hall(1998) 从社会融入

和变革的角度进行了研究;James Simmie(2001) 从

经济地理的角度探索了城市创新与集聚的关系;

2005 年世界银行发表“东亚创新型城市”的研究报

告，从管理、文化、经济、人才等方面比较全面的构建

了创新型城市的图景。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内开

始探索创新城市相关的理论，“创新型城市”的概念

于 2006 年首次正式提出，诸多大中城市纷纷提出建

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国内也围绕该课题展开讨

论:李宝梁(2006) 提出创新型城市要以科技为先

导;韩瑾(2007)指出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是一个系统

工程;杨冬梅等(2006) 提出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核心

驱动力，及创新城市、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和创新资

源为创新城市构成的四个基本要素;杜辉(2006)、
冯霞(2006)、宋河发等(2010)探讨了创新城市的评

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经过 30 多年的理论探讨，目前的研究基本上从

不同的视角对创新型城市勾勒了一个理想的框架，

但是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理想的图景来达到创新城市

的研究较少。本文尝试将创新网络的理论应用到创

新城市的研究中来，从创新网络的研究视角构建创

新城市的理想结构，探讨城市创新网络化的路径。

一、城市创新网络和创新型城市的逻辑关系辨析

1． 创新网络的定义

1991 年弗里曼提出创新网络是应付系统性创

新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网络构架的联结机制是企

业间的创新合作关系。他把“创新视野中的网络类

型”分为合资企业和研究公司、合作 Ｒ＆D 协议、技

术交流协议、由技术因素推动的直接投资、许可证协

议、分包、生产分工和供应商网络、研究协会、政府资

助的联合研究项目等类型。王大洲(2001) 对创新

网络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强调创新网络是一

种组织形式，是囊括了企业之间合作和竞争关系的

一种混合形式，是企业所有创新合作关系的总和。
还有学者从管理角度强调，创新网络是创新主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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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发挥协同作用的过程。
2． 城市创新网络的内涵

城市创新网络是一种组织形式，是将城市范畴

内各创新主体和相关要素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

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网络连接，实现创新

主体的互动及协同创新，更好地推进区域的创新。
首先，城市创新网络是一种柔性组织方式，以市场机

制为主要作用方式，利用创新网络效应和外部效应

实现网络内资源要素的自主流动，在均衡和非均衡

之间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其次，城市创新网络不同

于城市管理体制和机制，而是从经济、产业、企业组

织方式的角度强调如何在网络的自组织和自更新机

制下实现企业、产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创新型城市和城市创新网络的逻辑关系辨析

创新型城市是以“创新”为驱动力，推进城市实

现广义生态和谐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创新为核心

驱动力，创新体现在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和管理创新等方面;广义生态包括经济、社会和自

然，三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只有三者兼顾，和谐互

动，才能真正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对创新型城

市和城市创新网络二者的辨析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二者界定的范畴不同。创新型城市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其界定的范畴包括城市边界内的经

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人文系统等，创新型城

市是在诸多系统相互作用及与更大区域系统( 外部

环境) 相互作用过程中实现整体系统的可持续发

展;城市创新网络则主要强调经济范畴内经济要素、
产业要素、创新要素的相互作用，通过利用网络的协

同、外溢、经济要素的集聚———扩散等机制，实现经

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城市创新网络是创新城市实现的重要载

体和物质基础。城市创新网络是一种内生型经济发

展模式，可以实现创新要素( 人、资金、知识、信息)

的集聚，这种集聚有利于技术、知识的共享和创新，

通过网络的外溢、扩散实现创新的扩散，实现区域的

内生发展，而正是这种内生型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

积累经济和物质基础，经济系统的水平影响和决定

了其他系统的发展，进而决定了创新城市的经济起

点。创新是创新型城市的核心，而创新离不开研发，

离不开资金的投入，只有实现一定资本的积累，才能

加大对研发的投入，从而形成内生研发良性循环。
第三，城市创新网络是融合创新型城市各个子

系统的核心要素。创新网络是一种柔性的资源组织

方式，在网络的形成初期，创新网络集聚的主要是促

进产业、经济发展的经济要素，如技术、资金、知识、
信息、设备、人等;随着经济要素的集聚并逐步形成

创新要素集聚的过程中，必然形成社会资本网络。
社会资本网络是在伴随企业集聚过程中产生的，网

络中任一节点上的主体都可以通过网络运用其他参

与主体的资源而产生的包括实体资本、人力资本、关
系资本等在内的网络结构。社会资本网络实现社会

要素、文化要素、政治要素等的社会融入，社会资本

主要通过非正式联结方式将市场机制、关系效力、组
织准则、交易方式等融合在一起，并逐渐形成基于信

任、共同利益、规则、文化等软约束的嵌入性网络;社

会资本网络和创新网络相互交织，不断吸纳更多的

要素融入，当经济系统发展遭遇生态、资源瓶颈时，

便开始调整其发展模式，生态诸要素开始融入系统，

生态要素开始作用于经济要素，随着网络的联结和

传导机制，生态要素与社会要素相互渗透，伴随要素

的相互作用与渗透，各个系统开始融合，呈现出以创

新网络为核心，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融合

发展，各系统边界模糊的趋势，进而呈现出创新型城

市的主体结构，如图 1 示。

图 1 城市创新网络与创新型城市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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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新型城市是城市创新网络发展的趋势和目

标

创新型城市是城市创新网络发展的趋势和目

标，创新网络通过网络的形式形成对城市创新要素

的集聚，推动经济发展。创新型城市是个复杂的系

统，经济子系统的发展受到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的制

约，因此只有实现系统内各个子系统的协同发展，才

能推进整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创新型城

市的整体内涵。因此，创新型城市的实现是创新网

络在推进技术创新过程中，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社会和生态子系统在相互磨合

中相互适用和调整，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可

持续发展。

二、城市创新网络化的内涵

可见，城市创新网络的形成为创新型城市的实

现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同时推进各个子系统的

融合发展，而这个城市创新网络形成的过程就是城

市创新网络化。因此，城市创新网络化是一个动态

的概念，强调城市创新网络形成和实现的过程;同时

城市创新网络化还是一个复杂的多维概念，因为网

络的形成和有序运转体现在系统层面、制度层面、社
会层面、管理层面等。

1． 系统视角下城市创新网络化

系统层面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主要指各构成

要素通过网络进行联结，各要素在相互调整、适应的

过程中逐渐形成发挥协同效应的整体;其二，城市创

新网络化是一个系统进化的过程，网络上各个节点

在系统的自组织、自适应、自更新的涨落有序和序参

量机制作用下，系统在不均衡中寻求均衡，在均衡被

破坏时“涨落”，从而形成与外部交互中不断“有序”
进化的网络系统。

2． 社会视角下城市创新网络化

从某种程度上讲，任何经济行为都是在社会背

景下展开的。社会层面主要强调随着经济要素集

聚，网络间节点联系密切程度加强，开始形成人际关

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关系网络等，社会

要素不断融入创新网络，网络间要素的联结机制更

偏向于体现基于友谊和信任基础上联系密切的强联

结，和更大范围内( 如跨集团、社会集团) 等联系强

度较弱，但是能增强异质化和网络扩大化的弱联结。
在社会网络联结的过程中，各节点之间的交互加强，

网络中的共同期望、一致性行为、价值观、利益、行为

准则等逐渐趋同，形成根植性的区域文化，形成对网

络各要素的强凝聚。
3． 制度视角下城市创新网络化

制度层面体现在创新要素在正式和非正式制

度、契约、软约束等作用下集结成网络关系的过程，

各要素在网络间流动和运行必然受制度的约束，随

着网络化，制度也是在不断适应、调整和完善的。网

络化初期，市场秩序和制度是约束交易主体行为的

主要作用方式，理性选择和市场竞争机制起主要调

节作用;随着联结密度加强，信用、信任、声誉效应等

通过网络进行放大，并对交易主体形成强有力的软

约束，交易主体在规范自身行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其共同默认和遵守的标准、规则、规范等。因此，制

度视角下城市创新网络化体现在软约束逐渐强化的

过程。
4． 管理视角下城市创新网络化

从管理的角度而言，城市创新网络化旨在通过

有效的管理机制和手段促进各个创新要素集成，发

挥协同作用。在要素集聚的初期，较多的需要政府

职能部门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而随着要素集聚

加速，要素的流动和系统的运转开始步入良性循环，

此时要素的集成管理更多的是依赖于系统自身形成

的运行机制:网络要素之间长期博弈的均衡结果导

致要素之间的合作，合作又进一步强化了声誉的激

励效应，形成系统的自组织、自管理机制;网络的“结

构洞”和“小世界”对企业行为起调节作用，“结构

洞”培养了各节点的竞争行为，各主体都想占据结构

洞位置，充分利用网络隔离和利用资源和信息的权

力来增强自身的优势。“小世界”通过要素间的间

接联系可以将网络内跨行业、跨领域的诸多节点联

结起来，增强网络的多元化和异质化，这是推进创新

网络持续进化的动力。因此，制度视角下城市创新

网络化体现在系统内生制度逐渐发挥作用的过程。
总之，城市创新网络化是一个多维动态的过程，

城市诸创新要素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结方式下，在政

府和市场作用下，在被动管理和主动治理下，通过自

组织、自强化集聚形成合力的结构形式。

三、城市创新网络化分析的理论框架

探索城市创新网络化必须构建城市创新网络的

理想结构，分析城市创新网络化的具体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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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创新网络的结构

图 2 城市创新网络逻辑结构图

城市创新网络包括由创新主体、创新制度、创新

资源、创新文化和创新技术构成的网络核心层和由

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环境构成的网络扩展层两部

分，如图 2 所示。其中，创新主体主要指高校、科研

机构和企业;创新资源主要指创新过程中的投入要

素，即人才、资金、设备、材料、知识、信息等要素，以

及创新过程中需要的各种辅助支持资源，如新产品

的中试基地、孵化器、加速器、中介服务、风险投资支

持等等;创新制度主要指管理体制，规章制度、管理

机制、政策的创新，能够促进创新要素高效流动、实

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机制、体制、制度等软环境;创新

技术是推动要素创新的技术因素，通过技术的变革

和创新实现产品创新、设备创新、知识创新，进而推

动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新文化主

要指鼓励创业创新，包容失败，鼓励冒险的区域文

化，能够吸引人才，实现人才社会融入的多元化文

化;城市创新网络的扩展层为核心层运行提供环境

支持，包括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

境，扩展层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核心层运行的起点，核

心层水平的提高会促进扩展层的发展。
2． 城市创新网络化路径

城市创新网络化路径就是具体实现城市创新网

络结构的方法和路线。即主要围绕构建创新网络的

核心层和扩展层的要素展开，如图 3 所示:

图 3 城市创新网络化路径图

第一，培育创新主体自主创新及协同的能力。
城市创新网络的创新主体是企业、高校、科研机构，

目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创新以理论和基础创新为

主，应用创新较少;企业创新投入明显不足，尤其是

中小企业，创新受资金、技术、人才的制约;各创新主

体之间缺乏有效联系，导致创新资源的无效配置和

浪费。通过政策引导，制度安排、财政补贴等间接或

直接方式培育创新主体的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能

力。首先，通过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基础设施，政策引

导，直接补贴或间接税收优惠吸引国内外创新型、高
技术型企业，企业的研发中心、研发机构、高校等创

新主体集聚，积极利用各种网络虚拟形式、项目引

进、人才引进等方式，吸引创新人才、创新项目、创新

成果等资源;其次，加大对创新主体研发行为的支

持，如对高校、研发机构加大理论和基础创新资金的

投入，对企业研发行为通过奖励、贴息、优惠贷款、创
新补贴等方式进行支持，这种“种子”性投入和支持

活动以启动创新主体自主研发活动为主旨，推动创

新主体进入创新良性循环轨道;最后，通过提供公共

平台，服务支持、体制再设计等促进创新主体之间的

协同创新。通过提供公共技术平台、研发平台、信息

共享平台、设施共享平台、人力资源共享平台等推进

各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沟通和交流。改革现行高

校、科研机构科技创新体制，以科技创新的应用转化

为导向，对科技创新评价方式、标准和制度进行改

革，从体制方面推进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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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科技创新与市场的对接。鼓励产学研用以资

源、产品、项目、技术等为纽带进行灵活多样的联合、
合作、联盟等，通过实体的和虚拟的作用形式推进创

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协同。
第二，提高创新资源的水平，增强对创新资源的

支持和服务。通过加大对创新要素的资金、技术、知
识的投资，实现创新资源的资本积累，提高创新过程

中人才、资金、设备、材料、知识、信息等要素的创新

效果和投入产出率，创新的知识、技术会渗透于创新

要素，进一步增强其创新能力和效果;创新成果的转

化和扩散过程中离不开各种辅助支持资源，如为研

发成果提供“苗床”的孵化器、加速器、中试基地等，

为成果转化和扩散提供科技、会计、金融、法律、管理

咨询等服务的中介，及规范行业行为、制定行业标准

的行业协会。初期，在盈利模式尚未明确情况下，这

些创新辅助支撑资源大多需要政府主导提供，随着

这些机构运转逐步步入正轨，具备了商业运作模式，

政府开始转移其控制权和管理权，企业、商业机构介

入，逐步实现市场机制对创新辅助要素的有效配置。
第三，从管理体制、管理制度和法规政府方面构

建创新制度。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依循政府主导型

制度———中间扩散型制度———诱致型制度的路径进

行变迁，改革命令型、刚性、管制型管理体制，逐步实

现服务型、柔性、人性化的管理体制。消除制约创新

产生、转化和扩散有机联系的部门管理之间的藩篱，

将干预型管理方式改变为引导型、调控型和扶持型

的管理方式，最终建立起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

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从管理体制层面保障创新主

体在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地位。管理制度创新路

径体现在正式制度主导向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

互作用的形式变迁，正式制度是规范和约束创新主

体行为的基本保障，这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强
制性制度，往往偏离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短期效果

显著，却忽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非正式制度是

创新主体在长期交易、沟通过程中自发形成的，逐渐

被社会认可，各主体自觉遵守的道德风俗、行为规范

等。非正式制度具有广泛性、持续性、根植性等特

点，一旦形成可以对行为主体起到长期有效的约束

规范作用，并且这种约束方式在社会、经济背景下自

发产生，与社会、经济、市场规律的吻合度更高。因

此，正式制度要建立在社会、经济规律基础上，尽可

能避免短视行为和对经济社会长期发展造成的不良

影响;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和创新主体间长期博弈的

理性均衡，淘汰非理性、非均衡行为，逐步形成嵌入

性的非正式制度。通过制定一揽子促进创新的政策

为创新主体提供政策保障。创新促进法规政策要从

创新源头、创新成果转化、创新成果扩散过程中各个

环节起到全方位的引导、鼓励、规范和支持作用。
第四，通过制度安排和网络化组织推进技术创

新。技术创新是城市创新的核心动力，通过制度安

排，政策的引导，加大对创新主体技术创新的支持、
鼓励力度，尤其加大对公共性较强，外部性较大的基

础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直接投入和支持力度。技术创

新是一种社会行为，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需要组织

内外部的开发、生产和市场各要素之间的同步化和

联动发展，方能实现技术创新的市场化和扩散化。
因此通过网络化集群式可以有效促进技术创新。网

络化集群式技术创新是融合技术能力和市场需要的

重要组织模式。因此通过政府有意识的引导产业联

盟、产学研联盟、企业协会等形式促进企业网络化发

展，逐步将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化组织引入正轨。
第五，培育根植性的创新文化。鼓励创新，多元

化包容的文化嵌入和社会融入。为创新主体提供正

式或非正式的交流沟通平台，鼓励发展各种形式的

协会、联盟、组织等，促进创新主体的正式和非正式

联系。在沟通交流中必然会逐步形成共同的价值

观、社会文化、惯例、声誉、信用等“软约束”规范其

行为，这种被社会网络认可的社会行为长期执行的

结果就形成了根植于网络的文化。吸引和鼓励国际

优秀人才入驻，多元化文化背景人才必然带来多元

化要素，在人才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实现文化融入，进

而逐步形成开放的，多元化的，鼓励创新、包容失败

的，能够有效推动创新网络运作的城市创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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