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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区域创新体系是指:在特定经济区域内，各经济活动主体通过在经济活动中置入新需

求、新要素、新产业、新组织、新制度等而建立的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高和区域民众福社增进的有

机联系的各具特色的经济网络系统。区域创新体系从本质上是一个地域经济运动系统，而不是

政治运动系统，也不是社会文化运动系统，尽管后两个系统与经济运动系统是密切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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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区域创新体系的内涵

    由于研究目的的不同，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创新体

系下的定义有几十种之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

    库克等人1996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由在地

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

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这种体系支持

并产生创新。[1]
    加拿大Doloremx(2002, 2003)认为:区域创新

体系是相互作用的私人与公共利益体、正规机构和

其他组织的集合，其功能是按照组织和制度的安排

以及人际关系促进知识的产生、利用和传播。[21

    柳卸林(2003)等认为:区域创新体系为一个区

域内有特色的、与地区资源相关联的、推进创新的

制度组织网络，其目的是推动区域内新技术或新知

识的产生、流动、更新和转化。[37
    邹再进(2006)认为:区域创新系统(体系)是指

在特定的行政区域内，各创新主体彼此密切联系，

依靠各种创新资源(如资本、人才等)，借助各种创

新条件(如基础设施、政策、法律等)，利用各种创新

手段(如制度、组织、管理等)，建立起来的有利于推

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运用的开

放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网络系统。["1

    本文则认为:

    区域创新体系是指:在特定经济区域内，各经

济活动主体通过在经济活动中置人新需求、新要

素、新产业、新组织、新制度等而建立的促进区域创

新能力提高和区域民众福社增进的有机联系的各

具特色的经济网络系统。

    这个概念的主要内涵为:

    (1)区域创新体系存在的范围为特定经济区

域，它包括跨国的经济区(内含地理相邻的若干国

家或地区)、跨省的经济区(内含地理相连的若个省

或其中的部分地区)、省、县(市)、跨县经济区(内含

地理相连的若干县市)。最小范围为县(市)。

    (2)区域创新体系的性质是一个地域经济系

统，而不是单纯的技术系统或行政系统。

    (3)区域创新体系的构成要素包括相互联系的

主体要素(企业、地方政府、教育研究机构、中介组

织等)、客体要素(需求、生产要素、产业、硬环境等)

等两类硬要素，以及存在于主客体两类要素中的软

要素(制度、文化等)。

    (4)区域创新体系建立的目的是促进区域创新
能力的提高和区域民众福社的增进，该体系中包含

的所有子系统及其要素构成均是围绕这一目的而

设立或选取的。

    (5)区域创新体系的结构和形态是各具特色

的，它是由各地区独特的地域区位、历史、文化、资

源、内外环境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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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区域创新体系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区

别和联系

    在研讨区域创新战略时，不能回避区域创新体

系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关系问题。本文考察的区域

主要是指一国内省(市)级或跨省(市)经济区的创

新体系，国家主要是大国或中等国家。

    在此前提下，区域创新体系与国家创新体系的

区别主要是:

    存在范围的差异:区域创新体系的空间范围较

小，它仅限于特定的小于国土的区域范围，在一国

内具有局部性;国家创新体系的空间范围较大，它

通常包括多个区域，在一国范围内具有全局性。

    存在结构差异:区域创新体系受有限资源、有

限空间的限制，因而其组成要素与国家创新体系既

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即它的结构可以是单一

的，片面的和多元的，例如它的产业体系不一定完

整，它的科研领域不一定全面，它的技术体系不一

定完整等等;国家创新体系则要有相对完整的结

构，相对齐全的要素，如它需要有相对完整的产业

体系、科研体系、技术体系等等。

    存在层次差异:区域创新体系处于局部战略层

次，它设立的目标是有限的一个或几个，就重要性

而言，只有个别目标具有国家层面的重大性，多数

目标或项目只有区域重大性。例如，在区域创新层

面，对于国防、基础研究、尖端高科技、全局性战略

产业，在一定区域内既可有限涉及，也可不涉及。

而国家创新体系处于全局战略层次，它确立的目标

和涉及的领域在国家层面具有重大性、全局性，如:

它不能不涉及国防、基础研究、尖端高科技、全局性

战略产业、综合性的原创技术等等。

    存在性质差异:区域创新体系因一定区域的区

位、历史、文化、资源、气候等等不同，因而存在强烈

的地域个性，若干不同的地域个性构成了不同区域

创新体系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国家创新体系则有相

对的共性，它要反映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文

化、不同资源的共性要求，例如粮食安全、能源安

全、同根文化维系等，这些要求或共性虽然要寓于

个性之中，但不是寓于每一个个性之中。

    区域创新体系与国家创新体系的联系是:

    存在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

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区域创新体系要在国家创

新体系中承担一定的“国家队角色”，但这种“国家

队角色”不是区域创新体系的全部，而仅是区域创

新体系中的重要一部分，区域创新体系比国家创新

体系更丰富、更片面、更具地域个性。

    两者还存在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区域创新体系

除包含国家创新体系的某些共性因素外，除扮演国

家队中的部分角色外，它还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它

在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科技结构、隐性知识流动等

方面都具有强烈的本土根植性、地域差异性，这些

个性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共性中不能完全包含或不

一定特别强调的。

    三、区域创新体系建立的目标

    任何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都是有一定的目的

的。本文研究的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的目标是形成

并提高区域核心竞争力、区域的竞争优势，促进区

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区域民众福社的增进。

    四、区域创新体系的构成

    建立区域创新体系的目标是提高区域的创新

能力和提高区域民众的福扯，因此，区域创新体系

从本质上是一个地域经济运动系统，而不是政治运

动系统，也不是社会文化运动系统等，尽管后两个

系统与经济运动系统是密切联系的。

    既然区域创新体系性质上是地域经济运动系

统，那么，作为地域经济运动系统，它主要是由三个

部分构成。即:第一，地域创新主体系统，包括家

庭、企业、政府、教育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等等。即

区域组织机构系统，或简称区域组织系统。第二，

地域创新客体系统，包括需求、产业、生产要素、硬

环境等客体系统。即:区域需求系统、区域生产要

素系统，区域产业系统、区域硬环境系统等等。第

三，地域创新软系统，包括存在于主客体内的制度、

体制、机制、文化等系统，简称为区域制度系统、区

域文化系统等等。

    可见，区域创新体系可大致由以下七个子系统

构成:

    1、区域需求创新子系统。该子系统是区域创

新的基本客体系统，亦是区域产业创新的动力系

统，包括区内市场和区外市场的开发和拓展。

    2、区域生产要素创新子系统。该子系统是区

域创新的基本客体系统之一，亦是区域产业创新的

基本手段系统，主要包括知识、技术、劳动力、劳动

工具、劳动对象、资金等等。其中，知识和技术是生

产要素的核心。

    3、区域产业创新子系统。该子系统是区域创

新的主要客体系统，亦是区域创新的中心对象或主

线系统，其主要包括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在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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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的提高，产业组合的优化。

    4、区域硬环境创新子系统。该子系统是区域

创新的基本客体系统之一，亦是区域产业创新的硬

件保障系统，主要包括区域内基础设施、公共设施、

硬件设施、生态环境等等。

    5、区域组织创新子系统。该子系统是区域创

新的主体系统，亦是区域产业创新的主体系统，这

样的主体主要有:家庭、企业、地方政府、非政府组

织、教育机构、科技机构、文化机构、医疗机构等等。

    6、区域制度创新子系统。该子系统是区域创

新的软环境或软件系统之一，亦是区域产业创新的

制度保障系统，包括制度、体制、机制等。

    7、区域文化创新子系统。该子系统是区域创

新的软环境或软件系统之一，亦是区域产业创新的

精神保障系统，主要包括思想、观念、习俗等等。

    五、区域创新体系的直接功能、总体功

能和核心功能

      (一)直接功能

    区域创新体系的直接功能是推动区域内各经

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创新行为。具体功能主要

有:需求创新、生产要素创新、产业创新、硬环境创

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七大功能。

    1、需求创新

      区域内的家庭、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均是

需求主体。对需求主体而言，其需求层次的提高，

需求种类的多样化和精细化，需求范围的扩大等

等，称为需求创新。

    以家庭为例:从生存需要的不完全满足到完全

满足，再到发展需要的满足、享乐需求的满足，这是

需求层次的创新。就人们对衣物的需求而言，从对

衣物的遮体御寒功能到修饰美化功能的需求拓展，

就是需求种类的创新。就需求空间范围而言，提供

  的产品和服务不仅满足本地家庭需要，而且满足外

  地、海外家庭需要，就是需求范围的创新。

      同样，还有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等主体的需

  求创新。

    换一个角度，则是本地、外地、海外市场的开

  拓、深化等即是需求创新的功能。

      2、要素创新

      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力、技术、资金、知识、土地、

  资源等生产要素质量提高和组合优化的过程，就是

  要素创新。其中，知识和技术是这些要素中的最主

  要的手段。

    以区域为例:某地区使用的劳动力，从天然劳

动力到经过6年培训的劳动力，再到 12年培训的

劳动力，再到16年培训的劳动力，这一过程就是劳

动力要素的创新。对于区域生产而言，使用的技术

从初级到高级，从手工机械到自动化、信息化，就是

技术创新;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使用的劳动力、资

金、知识、有关资源随之优化和升级，这就是区域要

素创新。

    3、产业创新

    产品质量及样式的改进，服务质量和方式的改

进，新产品、新服务的投产或运营，产业结构层次提

高及产业组合的优化，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增加和优

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是产业创新。它是区域

创新的中心内容。

    以农业为例:由传统农业到多种经营的一般商

品农业，再到专业化经营管理的现代商品农业的发

展过程，由此带动的农产品质量提高和农业生产率

提高，就是农业创新。在现代商品农业发展过程

中，为农业服务的种子供应、农机供应、产中技术服

务、产后运销服务等在某个农业区域的集聚，这也

是农业产业的创新，且是高级创新。

    4、硬环境创新

    一定区域内居民生产、生活共同依托的基础设

施、公共设施、网络科技设施、生态条件等突破性改

善或层次提高，就是环境创新。

    例如:公路、铁路、水路、机场等交通设施的从

无到有，从低等级到高等级的发展过程，就是交通

设施的创新。

    一个地区的科技、教育、体育、卫生、文化等设

施的从无到有，从低级向高级的进步过程，亦是公

共设施的创新。

      5、组织创新

      一定区域内生产、生活的主体或机构因应内外

部条件的变化而进行的组织机体的进化或变革，就

是组织创新。这样的主体或机构包括:企业、政府、

  大学、科研机构、中介组织、家庭、科普机构、教育普

  及机构、文化宣传机构等等。

      一种原有组织的机体变革，或因应内外部条件

  变化出现的新组织，均属于组织创新。前者如家庭

  由几代人的大家庭变为三至四人的核心家庭，后者

  如企业由个体企业变为股份企业等等。

      6、制度创新

      为激发区域内组织主体或创新主体的创新活

  力和提高客体要素的创新质量和效率而进行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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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制度变革、体制变革和机制变革，就是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区域内主客体要素实现总体创新或根

本性创新的必要前提。

    例如:适宜的科技体制是激发科技机构和企业

的活力实现技术创新的前提。适宜的企业制度是

激发企业主体活力实现生产经营创新的前提。适

合一定生产发展阶段的市场体制是激发各类市场

主体活力实现商品化产业创新的前提。

    7、文化创新

    一定区域的经济主体思想、观念、习俗等的变

革，转变区域内经济活动主体的观念，激发他们沉

睡的创新潜力，唤起他们对更加美好生活的追求，

就是文化创新。文化创新是区域产业创新的先导。

    区域文化创新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本土产

生的进步思想、进步观念、进步习俗被人们广泛接

受。另一种是外来的进步思想、进步观念、进步习

俗被引人本地并被人们吸纳接受。

    《二)区域创新的总体功能

    区域创新的七个直接功能对应于区域创新的

七个子系统。但区域创新的每一个直接功能又不

完全是它对应的一个子系统的功能，而是它直接相

关的子系统和其他密切相关的子系统共同作用产

生的功能。更重要的，区域创新的七个子系统协调

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总体功能。

    1、较快提升区域劳动生产率

    区域创新系统最主要的综合功能是区域劳动

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在区域制度创新、区域文化创

新的前提下，区域创新主体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

区域经济活动主体的需求不能提高和创新，直接推

动区域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等的不断涌现，从而导

致对区域创新环境提出新的要求，并使之不断改

善，最终推动区域新兴产业的出现，主导产业的依

次更替，产出效能的不断提高，总体上表现为区域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区域核心或综合竞争优势的形成

    区域创新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它不是单一子系

统发生作用，它是七个子系统协调发挥作用，各区

域创新主体之间有效地交流和互动，各区域创新客

体因素之间有机联系和互动，各软硬件因素之间在

一定地域内建立起稳定的网络式联系和协调互动，

最终在一定区域内形成某个或某几个产业的核心

竞争优势，或者形成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综合

竞争优势。

    3、区域民众福社的持续改善

    区域创新主体积极性的调动，区域创新客体各

要素的综合创新，区域创新软环境的改善，区域产

业结构的优化和产出率的提高，最终必然是区域内

民众福社的持续提高或改善。后者既是区域创新

体系建立和运行的目的，亦是区域创新体系建立和

运行的约束条件。

    (三)核心功能:提高区域劳动生产率

    区域创新体系的七个直接功能，最中心的功能

是产业创新，区域创新体系的三个综合功能，最关

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可以把提高劳动生

产率确定为区域创新体系的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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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connotation，constitutes and func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HUANG Zhi一hang

      (Yangtze U户river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means an economic network system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
tics for economic activity subjectivity to establish organic connection for promoting regiona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people's benefit by adding new demand，new factors，new industries, new organizations

and new institutions to this region in a certain area.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s practically a regional e-
conomic movement system and is not a political movement system and is also not a social and cultural move-

ment system though the latter two systems have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economic mov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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