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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与能力增长研究》基于提高集群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目的，以集
群创新网络的微观结构特征作为研究视角，运用社会网络和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分别从集群自主创新
的综合动力机制与能力增长机制两条主线，研究如何通过集群自主创新的竞争、合作、学习、扩散和
激励机制的综合作用提高集群自主创新能力，以及集群自主创新能力增长的路径和支撑体系等方面的
前沿性问题。
　　《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与能力增长研究》可供政府宏观决策部门、企业高层管理部门、
从事区域发展与产业政策的研究部门使用，也可供高等院校经济管理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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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仇保兴，芮明杰（1999）认为，产业集群是由众多自主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小企业，依据专业化的分工
协作，在某一地理空间高度聚集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
柳卸林、段小华（2000）认为，集群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企业集团构成的，具有高度创新能力
和知识转移的社会生产系统。
慕继丰等（2001）及骆静、聂鸣（2002）认为，产业集群是在一定区域内，由一批具有相互联系的企
业和机构所形成的企业网络。
网络成员之间存在专业分工、资源互补现象，彼此之间维持着长期的关系。
这种关系不一定以契约方式维持，也可通过承诺与信任来进行。
王缉慈（2002）将产业集群定义为具有共同的产业文化和价值的企业在一定地域空间内的集聚。
这些企业同处一个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
魏江（2003）从地理集聚与产业特性两个角度界定了产业集群。
地理集聚是指所有成员企业和相关成员（包括集群代理机构、公共服务机构）在地域上相互邻近，共
同“锁定”一个区域，带有显著的地域相关特征；产业特性则指该地域集聚的成员企业只从事某一产
业或相关产业的生产和服务。
 根据以上分析综合可知，产业集群即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及社会文化环境下，大量同类企业、相关企
业、辅助机构等，基于某种联系而高度集聚于某一地域，并为该地域带来显著经济效益的一种经济地
理现象。
产业集群的核心是通过联系、学习过程，获取规模效益的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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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与能力增长研究》选取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为研究对象，将研究内
容聚焦于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与能力增长研究》可供政府宏观决策部门、企业高层管理部门、从事
区域发展与产业政策的研究部门使用，也可供高等院校经济管理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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