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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主 创 新

提高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的
主 要 措 施

魏 后 凯

　　产业集群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 , 它是大量

的相关企业按照一定的经济联系集中在特定的地域

范围 , 形成一个类似生物有机体的产业群落。目

前 , 我国处于成熟阶段的典型产业集群尚很少。但

许多地区在产业集聚的基础上 , 都出现了类似产业

集群的现象 , 如广东的专业镇、浙江的块状经济

等。我们把这种具有集群特征的产业集聚现象称为

“准集群”或广义的集群 , 它们处于产业集群发展

的初期阶段。从地理分布看 , 这些集群主要集中在

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沿海省份 , 其他省市也

有零星分布。

从行业构成看 , 目前我国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

在化纤纺织、丝绸纺织、制衣、制鞋、电子、信

息、医药、塑料、汽摩配件、精细化工、五金制品

等行业。

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关键在于其低成本和创新

能力。然而 , 目前我国的产业集群大都是以低成本

为基础的简单“扎堆”, 而不是以创新为基础的 ,

集群内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 存在着“大而不

强”的隐患。事实上 ,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产业集群

仍处于以仿制和贴牌为主的低级阶段 , 主要依靠低

成本、低价格来维持其竞争优势。

从国内外的经验看 , 要保持产业集群的持续竞

争优势 , 防止集群走向衰退 , 关键是提升产业集群

的自主创新能力 , 促进集群不断升级。可以说 , 当

前我国产业集群已经进入到大力推进自主创新的新

阶段。

一、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以现有的高新区、大学科学园和软件园等为载

体 ,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 使之成为推动我

国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基地。对集群内高新技术产

业的自主创新活动 , 国家应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例如 , 对集群内企业从事技术开发活动可考虑给予

加速折旧、税收减免优惠 ; 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贴

息、投资扶持等措施 , 推动集群内产学研紧密结

合 ; 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风险投资公司 , 促进风险

投资的产业化和社会化 ; 等等。

二、促进低成本型集群向创新型转变

产业集群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 一是低端道

路的低成本型集群 ; 另一是高端道路的创新型集

群。目前我国的产业集群大多属于低成本型集群 ,

产品档次较低 , 难以进入高价值市场。为此 , 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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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创新 , 推进柔性生产 , 依靠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 , 推动产业集群由低成本型向创新型转变 , 走多

品种、小批量、高质量的道路。尤其是 , 对于那些

以贴牌为主的集群 , 要推动企业从 OEM 方式 (没

有自我品牌的产品开发和制造) 向 ODM 方式 (自

主产品设计和营销) 转变。

三、鼓励集群内企业的自主创新

首先要鼓励集群内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 广泛吸

引各种人才尤其是归国人员 , 并采取多种形式建立

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和工程技术中心。同时 , 要鼓

励发展专业化的中小科技型企业 , 吸引跨国公司在

集群内设立研发中心 , 鼓励本地企业与外资建立合

资研发中心。此外 , 要完善金融担保、风险投资和

创业基金 , 为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和配套服

务 , 缓解中小企业在自主创新中面临的资金瓶颈矛

盾。

四、搭建技术创新的公共平台

鼓励采取多种模式 , 在产业集群内建立技术创

新服务中心 , 强化信息服务、产品开发、设计示

范、培训服务等功能 , 搭建关键共性技术和行业技

术支撑平台 , 支持和服务于整个产业集群的技术创

新活动 , 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的枝术创新。同时 ,

要建立科技成果转让交易市场 , 加快科技成果的转

化和产业化 , 积极培育投资咨询、市场研究、技术

信息服务、专利代理、法律服务等中介组织。

五、实施产业集群品牌工程

一是强化技术创新 , 推进集群形象建设 , 逐步

在全国培育一批有深厚技术创新能力支撑的区域集

群品牌 ; 二是鼓励集群内现有贴牌企业发展自主品

牌 , 支持现有知名品牌做大做强 , 逐步形成一批具

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的知名品牌 ; 三是加强知识

产权的保护 , 打击仿冒 , 加快对引进技术的消化、

吸收和创新 , 增强企业的核心能力。

　　作者 : 北京市专家顾问团工业经济顾问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来稿 : 2006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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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提出衡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4 大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家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日前发布

《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分析报告》, 从技术创新能

力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

体系 , 共包括 4 个一级指标。一是潜在技术创新资

源指标 , 包括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数、企业工业增加

值、企业产品销售收入等项。这一指标包括人力资

源存量和经济资源存量 , 主要反映某区域内的所有

企业潜在的技术创新能力。二是技术创新活动评价

指标 , 包括科技活动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研

究和试验发展 (R&D) 活动经费投入占产品销售收

入比重等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主要是指企业的

研发、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及技术推广等活动 , 该

指标可用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各个环节的经费投入

来衡量。三是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指标 , 包括申请专

利数量占全国专利申请比例、拥有发明专利数量占

全国拥有发明专利量比重、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

销售收入比重等项。企业技术创新的产出能力反映

其各种要素组合产生的实际成效 , 因此该指标是评

价企业创新能力最直接、最重要的指标。四是技术

创新环境指标 , 包括财政资金在科技活动经费筹集

额中的比重、金融机构贷款在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

中的比重等项。在一个给定的科技投入与制度体系

下 , 外部环境对地区创新能力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影

响 , 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企业所处地域的信息化水

平、市场竞争程度、政府部门的扶植与金融机构的

支持等 4 个方面。 (新华社专供信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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