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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高新区创新网络的企业研究院创新溢出研究 

—以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为例 

廉军伟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宏观经济研究所，浙江杭州 310012 ) 

【摘 要】企业研究院是企业的研发和创新中心,高新区是区域创新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创新网络是高新园区创新

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从企业研究院角度出发,对企业研究院嵌入高新区后的创新网络结构溢出途径和溢出效应进

行分析。结合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探讨了企业研究院在新昌高新区创新网络结构建设、创新溢出效应等方面的

作用机理,并提出推动园区创新发展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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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创新是“十三五”时期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也是支撑今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高技术产业区（简称高新区）

作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于引进高技术、促进要素集聚、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1]
。高

新区作为区域创新活力和创新能力最为突出的区域，始终引领着区域创新发展方向。而随着产业技术不同领域之间融合发展态

势的日益加速，单一企业的创新投入越来越难以实现技术创新要求，企业研发活动集群化、网络化特征日趋明显，由此形成了

区域创新网络
[2-3]

。而且，新经济时代，企业越来越聚焦于创新能力竞争，企业研究院作为企业自主创新的主要载体，日益成为

创新体系的中坚力量。英特尔研究中心、微软研究院、贝尔实验室等世界知名企业研究院在为本企业提供长远竞争力的同时，

也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强大推手川。对于我国高新区而言，大企业大集团在高新区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一些大企

业将创新资源集中投人到企业研究院建设中去，产生了创新溢出效应，并不断推动高新区创新网络演变。嵌入是企业网络理论

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是指企业在网络中的地位、位置以及与其它企业的紧密程度等，这些属性决定企业在网络中所能集聚、

整合和配置的资源数量，进而影响企业网络行为与绩效
[5-6]

。嵌入式创新网络是指融人并占据创新网络某一节点位置，进而形成

与创新网络一体式发展的网络结构。国外对创新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网络模型构建
[7]
、创新网络影响因素

[8]
、创新网

络治理机制
[9]
、企业联盟网络位置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等方面

[10]
。 

国内学者对某一环节如何嵌入区域创新网络及其影响机制进行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因素、人力资

本等如何嵌入创新网络，进而对创新网络产生影响
[11-12]

；嵌入视角的企业集成创新网络演化
[13]
；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演化机理及其

动力机制
[14]
；知识密集型服务机构、网络嵌入性对创新网络形成结构的影响等

[15-16]
。另外，国内学者也对企业研究院、高新区在

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研究，重点关注企业研究院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设、高新区转型发展路径、高新区创新发展等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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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学者围绕创新网络形成、发展和演化，从影响因素、发展动力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而

将企业研究院、创新网络和高新区三者结合起来，特别是企业研究院如何嵌入高新区创新网络进而产生创新溢出扩散效应的研

究比较少见。本文从企业研究院嵌入高新区创新网络视角出发，分析企业研究院在高新区创新网络特别是创新溢出方面的突出

作用，并通过实证研究，阐述企业研究院在高新区创新网络构架中的显著作用。 

1 企业研究院嵌入高新区创新网络机理与效应 

1.1高新区创新网络结构分析 

区域创新网络一般包括 3 个主体系统和 3 个支撑系统。其中，主体系统是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知

识创新和人才培育系统，其是创新的主要源泉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政府、金融和中介机构为技术创新支撑系统，在促进创

新政策与管理、技术知识扩散、科技成果转化中起重要作用
[19]

。相比于区域创新网络而言，特别是位于一个县的高新区而言，

由于其所处区位条件有限，高新区创新网络结构与区域创新网络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突出表现在“两少两多”上。其中，“两少”

主要是指高新区缺少人才、知识集聚平台和人才、金融等要素资源；“两多”主要是指高新区作为当地高新技术产业高度集聚区

域，企业高度集聚，大企业、好企业较多，同时也是当地政府政策资源洼地，政策支持较多。基于以上分析，对于省级高新园

区而言，其创新网络主要由一个核心创新系统和 4 个支撑创新系统构成，即以企业为主体的本地创新核心系统和区外高校或科

研院所、政府、金融、中介机构等为主体的创新支撑系统组成。核心创新系统和支撑创新系统或具有独立的创新功能，或具有

支持创新的辅助功能，同时分系统之间又彼此相互联系，由此构成高新区创新网络结构
[20]
(见图 1）。 

 

1.2企业研究院嵌入高新区后的创新网络 

企业研究院作为创新来源机构之一，有机融人到高新区创新网络，推动着高新区创新网络演化发展。随着企业研究院的不

断嵌入，其逐渐成为高新区创新网络的创新源，以企业研究院为核心，原来高新区创新网络的一个核心创新系统和 4 个支撑创

新系统逐渐向以企业和研究院为中心的两个核心创新系统和以政府、金融、中介机构为主体的 3 个支撑创新系统转化。区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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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科研院所等逐渐成为企业研究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高新区创新网络的内部组成部分（见图 2）。 

 

1.3嵌入高新区创新网络的企业研究院创新溢出机理 

企业研究院嵌入高新区创新网络后，以企业研究院为核心的高新区创新网络结构初步形成，围绕企业研究院，各企业加快

创新要素集聚，形成了高新区创新溢出效应。从实际条件看，以下嵌入高新区创新网络的企业研究院创新溢出主要通过 3 个途

径扩散。首先，企业研究院在应用研究领域产生的创新溢出效应。相比于高校注重理论研究而言，企业研究院更加注重技术和

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由于企业研究院根植和物化于企业集团中，企业研究院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企业会将一些涉及

范围较广、创新难度较大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与企业研究院一起联合攻关，开展对企业重大关键技术和前瞻性技术的研发以

及国家和世界行业标准的制订等工作，并整合企业集团内部技术资源，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投人到关键技术研发活动中。

在这一技术攻关过程中，企业研究院会形成创新溢出效应。其次，企业研究院培养的各类人才资源在企业之间形成的创新溢出

效应。企业研究院内部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重点实验室等研发机构或研发中心，这些研发机构和研发中心集聚了大量科

研人才。这些科研人才结合技术创新和研发，不断与各类人才开展知识交流，有力推动了创新知识流动与溢出。科研人员在行

业中的不断流动，产生了创新成果溢出效应，进而带动了整个行业发展。最后，企业研究院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

创新产生的溢出效应。企业研究院在科技研发创新过程中，不断与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实力的企业

还积极推动企业研究院与国外相关领域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或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由此产生的溢出效应非常明显。 

1.4企业研究院创新溢出效应对园区发展的影响 

以企业研究院为核心的高新区创新网络形成以后，通过大企业自身创新溢出、人才资源溢出、研发机构对外溢出等途径，

推动创新在高新区加速溢出。对高新区本身而言，企业研究院嵌入园区创新网络，对园区创新溢出产生了显著效应。首先，企

业研究院创新成果在企业应用之后，使企业掌握了本行业的核心关键技术，企业将会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投人力度，特别是在

企业研发中心、企业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大投人。由此，企业创新研发活动将更加频繁，并推动一批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

形成园区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其次，企业研究院创新溢出效应形成之后，将推动园区创新型产业链的形成。随着企业研究院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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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溢出效应日益显著，其对园区原有产业链各环节的发展要求也相应提高，各环节为适应创新发展趋势，将不断开展创新研发

活动。同时，一批科研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的入驻将进一步完善园区产业链，推动产业链向创新型产业链方向发展；最后，企

业研究院嵌入园区创新网络产生的科研成果，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并提高园区产出（见图 3）。 

 

2 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实践 

2.1园区发展概述 

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位于新昌县西北部，上三高速公路与 104国道交叉口，距杭州、宁波 100km，园区规划面积约 29.87km
2
，

是浙江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新昌县是浙江省首个县域综合性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全县上下围绕科技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创新

方式，在政策、资金、人才、平台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2015年，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485.09亿元，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销售收人达 481.13 亿元，实现利税总额 63.33 亿元。2015 年，园区主要发展指标在全省 32 个高新园区中处于第

一梯队，其中工业增加值排名全省第 6，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排名全省第 5，新产品产值排名全省第 5，在全县经济中的地位

更加突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占全县总产值的比重为 79.4%（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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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来看，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主导产业特色鲜明，已形成制冷配件、汽车零部件、生物医药、智能纺机四大主导优

势产业。2015 年，四大产业主营业务收人占比分别为 39.48％、28.55％、12.03％、2.46%，合计高达 82.52％。其中，三花集

团生产的家用空调四通换向阀全球市场占有率达 65％以上，万丰奥特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铝轮生产企业，以新和成股份、新昌制

药为代表的生物医药行业生产的维生素 E、维生素 A、维生素 H等规模居全球第一。 

2.2园区企业研究院基本情况 

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大企业较多，且其在国内外具有显著竞争优势。截至 2015 年年末，园区共有规模以上企业 97 家，

其中上市公司 6家，产值超百亿企业 2家，超 10亿元企业 7家。其中，新昌制药、新和成股份、三花集团、万丰奥特、日发数

码等一批企业在国内知名度较高。为推动企业快速发展，这些大企业相继成立了企业研究院，截至 2015年，园区共有省级企业

研究院 11家，在浙江省居于前列。从企业研究院行业构成看，与园区主导产业基本吻合，企业研究院涵盖生物医药、智能纺机、

制冷配件、汽车零部件等行业。 

 

2.3园区创新网络结构 

在大企业建立研究院之后，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创新能力和创新实力更加突出，形成了新昌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独具特

色的创新网络。企业研究院嵌入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后，与园区科技孵化器、科技大市场等一起形成了园区创新扩散动力源。

而政府政策资源的高度倾斜以及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配套支撑等，加快了园区创新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创新网络形成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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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统主体通过相互作用不断推动创新形成扩散效应。企业研究院与企业研发中心、科技大市场等通过密切协作，充分利用研

究院集聚的人才、科技等资源，开展关键技术和新产品研发，形成创新成果，再通过新昌科技孵化器各类科技创新中介服务机

构在融资、知识产权服务、科技信息等方面提供的支撑，将科技成果向外推介，而园区内企业通过科技大市场的信息搜寻功能

获取科技研发成果，进而在园区内实现转化。政府作为园区制度环境的设计者，为园区企业提供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转化

制度设计等的服务，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实现创新溢出效应，形成园区持续的创新网络（见图 5）。 

 

2.4企业研究院创新溢出机理 

从企业研究院创新溢出产业升级过程看，企业研究院基于企业发展需求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当技术研发成熟后，将科技成

果应用于企业生产中，能显著提升企业竞争力，并为企业发展配套关联企业，也基于核心企业技术升级而不断推动自身升级，

进而实现螺旋上升。以新昌泰坦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研究院为例，作为纺机行业的龙头企业，新昌泰坦公司企业研究院围绕纺机

纺纱、定型、印花、数码喷绘等工序开展科研攻关，随着一个个技术瓶颈的攻关突破，纺机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进而带动了

整个纺机行业水平的提升（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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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研究院对园区创新产业链形成的溢出效应来看，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作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其缺少高校和科

研院所，人才资源更是短缺，因此其打造创新产业链难度较大。但企业研究院形成规模以后，其在内部设立的研发中心、实验

室、人才基地等有效弥补了智力资源不足的缺点，成为产业创新的关键环节。而为企业研究院服务的金融机构、科技机构也相

应向园区集聚，成为园区创新产业链的重要支撑。企业研究院、龙头企业创新、创新配套服务支撑体系等通过相互作用，形成

园区创新产业链（见图 7）。 

 

2.5园区创新溢出实效 

随着企业研究院嵌入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形成创新网络结构，新昌高新园区创新成果溢出效应明显。突出表现在：一是

创新网络形成以后，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培育速度加快，一大批科技型企业快速成长发展。截至 2015年，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 35家，其中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 25家；国家级创新型示范企业 1 家，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 3家，

省级创新型示范企业 1 家，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 6 家，市级创新型企业 6 家，拥有国家级专利示范企业 1 家，国家级专利试点

企业 1家，省级专利示范企业 7家，市级专利示范企业 13家；二是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扩张。2015年，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

新技术企业实现总产值 448.24 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436.30 亿元，新产品产值达到 267.58 亿元，3 年年均增

长都在 10％以上，新产品产值率达到 58.14%；三是在企业研究院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下，企业加快设立研发中心。截至 2015年，

园区已有国家级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4家、省级研发中心 28家；四是园区要素利用效益不断提升。随着创新成为园区发展主题，

粗放型开发模式难以为继，土地利用效益显著提升。2015年，规模以上企业单位面积产出达到 465403万元／m
2
，单位面积税收

23574万元／m
2
，居于全省高新园区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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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启示 

3.1研究结论 

在以高新区为创新主平台的创新网络结构中，企业研究院作为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在培育和推动创新网络演化过程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主要结论如下： 

(1）从县域科技创新角度看，企业研究院在县域科技创新特别是创新溢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县域作为人才、技术比较

薄弱的地区，通过企业研究院的嵌入，可以更好地将企业研究院资源与县域高新区企业资源有机嫁接，形成园区创新动力源，

实现创新资源溢出效应。 

(2）从创新主体联动角度看，企业研究院在嵌入园区创新网络后与园区企业、科技孵化器、园区管理机构之间形成一种互

动互促的发展机制，这种机制有助于推动园区内企业寻求设立研发中心、集聚各类人才等，促进行业加快创新资源集聚，进而

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3）从创新溢出角度看，企业研究院嵌入园区创新网络后，会产生创新溢出效应，如对园区内所在主导产业、企业以及园

区要素等产生促进作用。在这些领域，企业研究院的创新溢出效应非常显著，对园区的带动作用也最为突出。 

3.2启示 

(1）对县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而言，企业创新动力源于企业研究院。因此，县域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创新发展，应将

较多精力聚焦于企业研究院建设，加大对企业研究院的支持力度，推动主导产业重点企业建立相应的企业研究院。 

(2）企业研究院在高新区创新网络的作用比较突出，作为管理者，需强化创新溢出支撑系统建设，特别是在科技创新信息

服务、金融支持等方面强化管理服务，推动各类科技信息服务机构集聚，加快创新效应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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