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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集群现象凭借其出色的经济表现引起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内诸多学者的关
注。
传统的研究肯定了创新网络在集群企业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并将其看作集群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
但在对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一些集群的实地调研中，笔者却发现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所依赖的政府主
导型创新网络的作用正在减弱，而大企业主导型创新网络的作用正在增强。
也就是说，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创新网络具体形式处于不断演化当中。
理论和现实的偏差引起了笔者对以下问题的关注：    在我国传统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创新网络在集
群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其变迁机制如何？
    现有集群理论一致肯定创新网络的作用，是由于大部分研究更多地以静态的视角进行分析；并且仅
仅关注了创新网络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而忽略了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对创新网络的反作用。
这样的研究视角不利于对创新网络的作用做出全面客观的分析，也难以解释珠江三角洲地区部分产业
集群创新网络的动态发展实践。
因此，笔者将尝试以动态视角分析这些集群中创新网络的发展及其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本书中，笔者借鉴了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以中山市小榄镇锁具产业集群为研究个
案，通过分析集群创新机制从政府主导型向大企业主导型的演变过程，以动态的视角探讨珠江三角洲
传统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两种重要的创新网络表现形式——“政府和中小企业间”以及“大小企业
间”创新协作关系对集群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演变。
并得出以下结论：    在集群发展过程中，“政府和中小企业间”以及“大小企业间”两种创新协作关
系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随着中小企业逐步参与大企业分工以及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所依赖的创新协
作关系将由政府和中小企业间建立的创新协作关系转向大小企业间建立的创新协作关系。
这种变化调整是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能力和分工条件变化而进行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其结果有利于创
新网络继续推动集群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企业发展。
    本书的案例资料主要是2004～2005年对中山市小榄镇锁具制造产业集群的实地调研所收集的相关资
料。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主要运用了理论演绎和个案分析法，通过深入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收集资料。
    本书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是导论部分，主要提出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与评论，在对已有研究进行全面回顾的基础上，评价现有理论的进展，并指出其局
限性。
第三章是理论观点与分析思路，在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两种不同的创新
协作关系对集群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及其演变，从而得出本书的核心观点。
第四章是案例验证部分，以中山市小榄镇锁具制造产业集群作为研究个案，验证第三章所提出的理论
观点。
第五章是主要结论与进一步讨论部分，对全书的研究进行总结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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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一、研究对象　　根据本
书研究内容的需要，本书所要研究的是一种特定的产业集群类型，即我国在市场化转轨过程中自发形
成的内生型传统产业制造业生产集群。
据统计，广东省159个专业镇中，80％以上属于这种类型，因此，对这种类型的产业集群研究具有一定
的代表意义。
这类产业集群的特点包括几个方面：（1）从生成方式看，这类集群是基于本地企业家、劳动力、资
金和生产技术等资源禀赋，以本地市场为依托，由本地企业在市场规律的引导下，自发集聚而成，并
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逐步使企业走向专业化网络的；（2）从地理分布看，这类产业集群大部分处
于乡镇地区，其发展伴随着我国农村城镇化的过程；（3）从企业规模来看，这类集群中的大多数企
业是中小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市场的扩展使集群内部产生了个别大企业；（4）从技术创新水平
来看，由于这类集群的企业大多从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制造业，企业规模普遍又较小，它
们与高新科技产业集群不同，其在发展初期缺乏技术创新能力；（5）从集群企业合作关系看，集群
发展初期，集群中小企业在生产方面只能形成初步分工合作关系，这些合作关系在企业发展中得到进
一步的发展。
　　笔者选择了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锁具及其配件制造业产业集群作为本书的研究案例，是基于以下
原因：（1）该集群是改革开放后在广东乡镇地区自发形成的内生型传统产业制造业生产集群，符合
上述五个特征。
总的来看，该集群经历了较长发展历程，笔者能够在较长的时问跨度内观察集群创新网络的发展、演
化及其对集群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2）本书的研究不能给被调查企业和相关部门带来直接经济利益，因此，研究工作必须寻求地方政
府的大力支持。
笔者通过多种途径与该集群地方政府的相关负责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使调研在该集群开展得更加顺
利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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