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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产业集群技术范式变迁和相应学习机制转换之间的关系袁揭示决定产业
集群创新能力的微观基础袁是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遥 本文通过引入技术范式尧学习机制和
集群创新能力概念袁构建了研究框架袁并以浙江省玉环水暖阀门产业集群为例进行了深入
分析遥 经过案例分析证实袁集群技术范式的变迁要求集群学习机制的变化袁集群技术范式
的变化需要集群内企业同外部知识来源进行主动链接和转化遥同时袁集群创新能力是不同
学习机制的体现袁 集群中领军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于集群的创新能力演变有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遥 基于此袁本文得出两点结论与政策含义院一是野学习机制冶重构是集群转型的核心内
容曰二是领军企业培育是集群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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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英国马歇尔式野工业区冶衰退和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野升级困境冶的基本事实袁面对中国众
多产业集群野低端锁定冶的现实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袁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与转型升级
问题成为中国产业集群发展中最紧迫和重要的问题遥
现实中的产业集群创新发展与转型升级问题袁在理论上可以被界定为野什么是集群持续创新绩

效的决定因素钥冶这是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研究的核心任务遥我们可以观察到的野典型事实冶是袁为什么
即便是在同一地区袁或同一行业袁产业集群之间存在着绩效差异钥 为什么有的产业集群绩效在不断
改善袁而有的集群则在某一水平被锁定甚至淘汰钥 通常认为袁产生集群持续创新绩效差异的原因在
于集群创新能力的差异遥 那么袁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微观基础又是什么钥 这些问题在目前的研究中
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遥 因此袁打开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野黑箱冶袁寻找决定集群创新能力的微观
基础和相关的政策含义袁就成为当前研究的关注点遥
对于中国产业集群而言袁集群的转型升级袁或者说集群的创新发展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

演进过程遥 其中袁野转型冶和野升级冶问题相互交织袁同一集群内野工业区冶和野学习型区域冶特征并存袁
野熊彼特 I型冶和野熊彼特 II型冶创新模式并存遥在这样的动态演进的情境下袁如何理解野转型升级冶背
景下集群学习机制的构建和创新能力的提升钥 或者说袁集群野转型升级冶的自下而上袁从微观到中观
的机制是什么钥 就成为本文努力回答的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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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 研究框架和基本假设
1援 技术范式和技术轨道
为了准确理解集群野转型升级冶袁我们引入野技术范式冶渊Technological Paradigms或 Technological

Regimes冤和野技术轨道冶渊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冤这两个概念袁对集群野转型冶和野升级冶活动在技术
创新特征上进行刻画遥对于集群野转型冶可以理解为技术范式的变化曰对野升级冶可以理解为在特定技
术范式下技术轨道内的变化遥

Dosi渊1982冤提出野技术范式冶和野技术轨道冶概念袁主要是对技术变化源于野技术推动冶还是野需求
牵引冶这一命题进行回答遥 对于野技术范式冶的理解主要基于三点院淤野技术冶本身是特定知识形式渊包
括编码化的知识和隐性知识冤的代表袁相关的技术活动也是以知识为基础展开的袁并具体体现为对
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曰于野范式冶是对野如何做事冶特定的认知和理解袁同时它也是集体的认同和共识袁
并被特定的群体所共享曰盂野范式冶通常对产品架构和系统的基本模型进行了界定袁相应的调整和升
级也总是在特定架构和系统下进行遥而技术轨道主要是指在既定范式下对创新机会的持续实现遥对
于技术轨道的理解具体包括三个关键点院一是不考虑市场引导的原因袁特定的范式的知识决定了技
术变化的方向和速度曰二是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袁技术变化的方式具有一致性和规律性袁只有知识
基础渊基于范式的冤的突破性变化才会带来相应的变化曰三是技术变化总是由自身创造的技术不平
衡性驱动渊Cimoli and Dosi袁1995冤遥
在与 Dosi提出技术范式概念的同一时期袁 Pavitt渊1984冤将技术范式的思想引入到具体的产业

和企业活动层面上袁并指出了技术变迁所具有的部门差异性袁从而提出对创新部门和企业的分类方
法遥 沿着 Dosi尧Pavitt and Winter 等人的思路袁Malerba and Orsennigo 渊1997冤 认为技术范式
渊Technological Regimes冤 是由技术机会 渊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冤尧 创新的可收益性
渊Appropriability of Innovation冤尧技术进步的累积性渊Cumulativeness of Technical Advances冤和相关
知识基础的属性渊The Property of Knowledge Base冤等组成渊见表 1冤遥 并进而区分了野熊彼特 I型冶
和野熊彼特 II型冶两类模式袁前者的特征是高技术机会尧低可收益性尧低累积性袁后者则表现出高可收
益性尧高累积性遥

技术机会 可收益性 累积性 知识基础

机会水平 可收益水平 技术层面 知识的内在属性

技术扩散性 保护手段 企业层面 知识转移的手段

技术多样性 部门层面

机会来源

技术范式的四个维度表 1

资料来源院Malerba and Orsenigo渊1997冤遥

技术范式理论对识别行业或者集群的技术特征差异很有帮助袁 但是对于技术范式变化并没有
做出微观层面上的解释遥即使Malerba and Orsenigo 渊1993冤指出由技术范式代表的技术环境差异袁
会体现在企业组织形式和战略类型的差异当中袁而学习过程塑造企业的能力和惯例袁进而影响企业
的组织类型和可得的战略选择遥但是该文并没有回答野企业能力和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冶袁没有对技
术范式与企业学习过程之间关系进行研究遥
我们可以发现袁技术范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于知识基础的差异遥从演化经济学的视

角来看袁知识的获取与学习机制相关袁那么就可以更进一步说技术范式与学习机制之间存在着密切
的关系遥 这个观点 Cimoli and Dosi渊1995冤进行了深入讨论袁他们不仅指出学习具有本地性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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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袁还试图将微观学习和经济体技术能力的积累关联起来要要要企业是技术知识的野宝库冶袁并且是异
质的袁企业特定的组织和行为特征影响了它们的学习速度和方向遥根据技术范式指定的方向性和学
习过程的累积性袁我们提出院
假设 1院技术范式决定了集群特定的学习机制袁所以技术范式的变迁也就要求集群学习机制的

变化遥
对于集群技术范式的形成而言袁本身也是一个野选择冶的过程袁所表现出的特定范式就是不同技

术路径选择的最终结果袁而技术路径的涌现又是基于相关的知识基础遥而集群内知识基础的形成和
积累既有本地知识来源袁又有外部的知识来源遥 Guerrieri et al.渊2001冤在对意大利和中国台湾地区
中小企业调查中发现袁传统工业区在动态演进过程技术范式变化不仅要依靠集群既有的知识积累袁
还需要进行大量的产业重组袁将本地联系重新调整为全球性和更为广泛的知识联系遥
集群同外部知识来源的联系可以分为野主动冶和野被动冶两种链接方式遥 Gereffi渊1994冤用野全球价

值链冶来概括了本地同全球的网络链接遥Humphrey and Schmitz渊2000冤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袁虽然
在全球价值链中本地企业从国外购买者那里能够获得一定数量的知识袁 进行相应技术轨道内的升
级袁但是由于全球价值链中在位企业居于控制地位的治理结构会最终限制这种提升袁并少有企业能
够打破既有技术轨道袁实现技术范式的突破遥这也就说明袁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技术范式存在野被动
锁定冶的风险遥 如果要打破这种既有格局袁实现集群技术范式的突破袁就需要更加主动地建立外部知
识来源的链接袁获得更多的知识来源袁并逐步积累形成本地化的技术能力遥 基于此袁我们提出院
假设 2院集群技术范式的变化需要集群内企业同外部知识来源进行主动链接和转化遥
野主动链接冶这里强调的是集群内企业在具有自身技术方向或者是产品开发方向条件下对外部

知识的链接遥 但是袁集群内企业链接到外部知识来源袁并不等于能够获得尧扩散和创造知识袁还需要
一个 Nonaka and Takeuchi渊1994冤所强调的野知识转化过程冶遥 只有经过知识转化袁才能够真正创造
出新的本地化知识基础袁进而由于知识基础的突破变化带来集群范式的变化遥

2援 集群学习机制和创新能力
渊1冤马歇尔野工业区冶视角下的集群创新能力遥 由于地理上接近性和内在的产业分工袁野工业区冶

内的企业能够更加容易获得具有技能的劳动力和新创意遥知识就像野空气冶一样弥漫在集群中袁企业
可以自由的获得和溢出遥知识也就成为了一种野公共商品冶袁新创意很容易从一个企业扩散到另一个
企业袁 从而在集群层面上形成持续的集体创新过程袁 成为集群内生发展的动力 渊Maskell and
Malmberg袁1999冤袁 集群创新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就等同于 野扩散创新能力冶渊Diffusion Innovative
Capability冤遥 一些学者还对集群集体学习机制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袁认为集群内知识可以通过非正
式方式扩散袁如用户和生产者的联系尧具有熟练技能劳动力的流动尧示范作用和派生出的新企业等遥
在这样的情境下袁集群内的知识又具有了野俱乐部商品冶特点袁即集群内的企业相对于外部企业而言
更加容易获得渊Capello袁1999冤遥总体上讲袁在野马歇尔冶视角下袁本地化知识的溢出和集体学习决定了
集群创新能力袁但这些研究没有从野微观冶企业层面揭示学习的过程袁揭示这些微观层面野溢出者冶和
创新的关系袁揭示本地知识和外部知识来源之间的联系遥

渊2冤野区域创新体系冶视角下的集群创新能力遥 较之在马歇尔工业区背景下对集群创新的理解袁
野学习型区域冶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遥 一是强调隐性知识在集群创新过程是至关重
要的遥 野黏滞冶尧野情景依赖冶的隐性知识是构成价值创造的最重要基础渊Pavitt袁2002冤袁并与空间具有
密切联系遥二是强调互动性尧集体性学习是集群内企业重要的学习特征遥 Lam渊2000冤认为互动性尧集
体性学习需要集群内企业对于野当地编码冶具有共同理解袁要求行为者之间具有一致性的惯例尧隐性
的规范和调结集体行为习俗作为特定机制遥 三是强调网络区域创新系统将会对集群创新能力提升
形成支撑渊Cooke袁1998冤袁即集群内的企业不仅要依赖非正式的本地化学习袁而且还需要通过与当地
大学尧研发机构进行合作袁或者通过技术转移机构建立区域网络化创新系统袁这一方面有助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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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学习的不足袁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野技术锁定冶的效应遥 在野区域创新系统冶的研究视角下袁不仅
指出了不同的知识类型渊如分析性尧综合型和象征型冤具有不同的学习过程和知识来源渊Asheim et
al.袁2005冤袁还强调了在野中观冶层面网络创新系统对获得外部知识来源和打破野技术锁定冶的重要性遥
但是袁这些研究没有回答在野微观冶层面上集群内企业在网络创新系统中的所承担的角色袁以及具体
的获得外部和内部知识扩散的过程遥

渊3冤野吸收能力冶视角下的集群创新能力遥在野马歇尔冶和野区域创新体系冶的视角下都将注意力集
中在了野中观冶的集群层面袁强调了本地知识学习尧互动性和集体学习的重要性袁但是在野微观冶企业
层面上袁并没有揭示本地知识学习尧互动性和集体学习的内在过程袁以及微观因素对中观层面集群
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遥 Giuliani渊2002冤将企业吸收能力渊Cohen and Levinthal袁1990冤的概念引入到集
群创新的研究中袁将集群吸收能力定义为集群吸收尧扩散和应用集群外部知识的能力袁并更加关注
集群内企业对集群外部知识的获得上遥 在随后的研究中袁她以智利葡萄酒产业集群为例袁根据集群
内的认知位置和外部开放性两个维度袁 将集群内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五种类型
的划分袁即技术守门员尧积极互动交换者尧弱的互动交换者尧外部之星和边缘企业遥其中袁技术守门员
对集群吸收能力提升是最为关键的渊Giuliani and Bell袁2005冤遥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逻辑袁即区域知识基础的不同需要不同的学习机制相匹配袁

而相应学习机制构建是集群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的基础遥同时袁我们还发现对集群创新的研究业也逐
步从中观层面向微观层面深入袁提出集群吸收能力是集群创新的关键袁而外部知识来源对于打破集
群野锁定冶具有重要作用遥 另外袁由于集群内企业的异质性袁也就决定了集群内企业在集群创新过程
所扮演角色的不同遥 基于知识基础与学习机制之间相互匹配袁以及创新是学习的结果这一认识袁我
们提出院
假设 3院集群创新能力是不同学习机制的体现袁集群中领军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于集群的创新能

力演变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遥
对于集群学习机制理解可以从主体尧活动尧结构和关系四个方面遥就主体而言袁集群内企业是异

质的袁也就意味着不同的企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遥 就活动而言袁企业的学习活动的选择则源自于不
同的历史阶段中创新压力和动力尧相应的历史事件曰以及集群所在区域的创新意识等因素遥 就结构
而言袁主要是强调集群内企业所形成的学习网络结构特点遥 就关系而言袁集群内学习具有互动性和
集体性的特点袁这也就涉及到企业间知识的流向尧流量和交流的频率遥 假设 3中还强调了集群创新
能力的演变应体现在集群中企业的学习活动上袁 集群创新能力的演变是由那些具备一定吸收能力
的企业直接推动的遥

二尧 案例背景
本文选取了浙江省玉环县水暖阀门产业集群进行研究遥 玉环是中国最大的中低压铜制阀门生

产出口基地遥 2009年袁玉环阀门行业实现产值近 200亿元袁占中国同行业产值的 50%以上曰完成出
口交货值约 10亿美元袁占全县出口交货值的 50%遥 玉环还被命名为野中国阀门之都冶尧野中国五金机
械渊阀门冤出口生产基地冶 和野中国阀门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基地冶遥 该产业集群无论在发展历史尧规
模尧行业和区位上袁还是在当前所面临的野转型升级冶和创新发展问题上都具有很强的典型性袁基本
上可以代表东部沿海地区相当数量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野劳动密集型冶产业集群遥 我们通
过对玉环县楚门镇和经济开发区的 70多家水暖阀门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袁共获得 61份有效问卷遥
对样本进行分类统计处理和汇总袁样本情况见表 2遥

1. 集群发展历程
玉环水暖阀门产业集群发展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初始创业尧积累发展尧调整提高和创新发展四个

阶段袁见图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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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 2 3.28 1亿元以上 7 11.48
外资控股企业 5 8.20 5000万要1亿元 7 11.48
民营控股企业 54 88.52 1000万要5000万 32 52.46

1000万元以内 15 24.58
总计 61 100 总计 61 100

类型 样本数渊家冤 比重渊%冤 类型 样本数渊家冤 比重渊%冤
企业性质 销售收入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表 2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曰初步形成技术
创新服务平台曰智能尧温控和无铅
新产品开发曰 专业阀门市场建立曰
家庭水系统等新产品开发

国外欧美尧中东和非洲市场迅速发
展曰形成龙头企业曰形成专业机械
厂商曰关键技术装备改造
台湾产业转移曰红冲锻造工艺曰加
工配套体系形成曰形成铜球阀尧闸
阀系列产品
山东青岛外贸公司引进第一只球
阀样品曰形成砂型铸造工艺曰第一
家球阀生产企业

创新发展阶段渊2009年至今冤
调整提高阶段渊1997要2008年冤

初始创业阶段渊1981要1988年冤

积累发展阶段渊1989要1996年冤

各阶段的关键性事件

图 1 玉环水暖阀门产业集群发展历程

2. 集群主要特征
玉环水暖阀门产业集群除了集聚了大量企业袁还形成了相关研发尧交易和商会支撑体系遥 集群

由生产企业尧研发平台尧原材料和终端产品交易市场袁以及行业协会和商会共同构成渊见图 2冤遥

浙江省水暖产品
研发中心

浙江水暖阀门产
品质量检测中心

中国家庭水系统
产业研究基地

高校渊院所冤玉环
联合研究院

武汉理工大学玉
环技术转移中心

专用机械企业院
阀杆专机
阀体专机
检测设备

模具制作企业

铜棒加工企业

电镀企业

浙江省水暖阀门协会 玉环资源综合利用协会

配件企业院
阀杆
阀球
密封圈
手柄

总装企业院
球阀
闸阀
龙头

包装企业

再生资源交易市场

中国水暖阀门城

图 2 玉环阀门产业集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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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袁全县水暖阀门企业拥有研发机构 35家袁与高校共建创新载体 5家遥 同时袁还建立了中国
家庭水系统产业研究基地尧 浙江省水暖阀门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和浙江省水暖阀门产品研发中心等
系列平台遥另外袁玉环本地融资机构发展水平较高袁在国内处于一流水平遥相关的咨询尧培训尧物流和
销售服务机构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袁对产业集群发展起到了支撑遥
玉环水暖阀门产业集群形成了以总装企业为中心渊约占企业总数的 43%冤袁以铜棒加工尧模具制

作尧配件尧专用机械和包装企业为专业配套的产业分工格局渊见图 2冤遥 集群中总装企业的平均规模
最大袁平均就业人数约为 120人曰配件企业次之袁平均就业人数约为 85人曰包装和专用机械企业平
均就业人数都在 50人左右曰 铜棒加工企业和模具制作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分别为 30人和 20人
渊见表 3冤遥

企业类型 数量渊家冤 平均就业规模渊人冤
总装企业 1200 120
配件企业 698 85
模具制作企业 140 20
铜棒加工企业 558 30
包装企业 140 50
专用机械企业 60 50

玉环水暖阀门产业集群企业主体情况表 3

资料来源院楚门镇政府尧浙江省水暖阀门行业协会共同调查整理遥

三尧 案例分析
1援 集群技术范式的演进分析
从玉环水暖阀门产业集群的技术范式演进情况看袁 基本上走过了 20世纪 80年代的 野砂型铸

造冶范式袁在 90年代逐步形成野红冲锻造冶范式遥国际金融危机后袁集群也在积极野转型升级冶袁一些企
业在原有技术轨道上引入新的材料袁 进行无铅产品的开发袁 还有一些企业正在尝试技术范式的突
破袁进行新范式的探索袁引入野水处理技术冶和野热能超导技术冶袁进行野系统集成冶创新袁开发野家庭水
系统冶和野太阳能卫浴冶产品渊见表 4冤遥

野砂型铸造冶范式 野红冲锻造冶范式 新范式探索

年代 20世纪 80年代 20世纪 90年代 21世纪 10年代
知识来源 青岛外贸公司球阀样品 台湾产业转移 集群外部机构

知识基础 铸造知识

属性院锻造知识尧新材料技术袁片段型
知识特点曰
转移院依托大规模产业转移进行知识
转移

属性院水处理技术尧智能技术尧温控技
术尧热能超导技术袁综合型知识特点曰
转移院在合作研发中转移

累积性 时很短渊5年左右冤
时间较短渊7年袁整体植入的特点冤曰集
群内形成工序完整的专业分工配套

写作体系

目前在企业层面形成累积渊逐层累积
的特点冤曰 在集群内形成累积还需要
较长时间

可收益性 低 低 高

技术机会 高袁来源确定 高袁来源确定 较高袁来源不确定

学习机制 干中学尧用中学
干中学尧用中学尧专业化分工学习曰独
特的本地化知识野中介者冶渊专用机械
企业冤曰高端客户互动学习

合作创新网络尧技术守门员型企业

典型产品 球阀 铜球阀尧水嘴尧闸阀和水暖器材等 家庭水系统尧太阳能卫浴尧智能阀门

玉环水暖阀门产业集群技术范式演进和学习机制情况比较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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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中可以看出袁野砂型铸造冶和野红冲锻造冶范式的知识基础相对简单袁也较为成熟和完整袁
从外部知识引入到形成集群内的知识积累所用时间较短袁具有野整体植入冶和野迅速扩散冶的特点袁但
技术可收益性较低遥 对于野新范式冶的形成来看袁同前二者具有较大差异袁该技术范式的知识基础的
内在属性更为复杂袁知识转移也不是依托产业转移的野整体植入冶袁而是需要依靠在合作研发中袁逐
步形成产业化的知识然后再进行转移袁 集群内知识累积需要经历从技术层面到企业层面再到集群
层面袁这也就需要较长的时间袁具有野逐层累积冶的特点袁但是技术的可收益性较高遥从野高累积尧高收
益冶的特点看袁更具有野熊彼特 II冶创新模式的特征遥
从野砂型铸造冶向野红冲锻造冶范式演进袁由于外部知识来源成熟和完整袁知识属性较为简单袁所

以用了 7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技术范式的变迁遥但是从野红冲锻造冶向新范式的演进袁外部知识来
源不确定尧不成熟袁知识属性也从野片段型知识冶向 野综合型冶知识转变袁知识转移和累积也只能是
野逐层累积冶袁而非野整体植入冶遥 因此袁从野红冲锻造冶范式向新范式演进在微观机制上将同前者具有
较大差异遥
另外袁新范式的演进并不排除集群在既有范式内技术轨道上的持续升级遥 虽然袁在野红冲锻造冶

范式形成后袁集群也有了 10多年的快速发展袁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尧体系不断丰富袁但是在原有技术
轨道上集群仍有巨大升级空间遥例如袁伴随着新的标准的实行袁一些企业在无铅材料方面进行升级遥
再如袁一些企业同集群外设计公司合作袁在产品设计和品牌能力上进行升级袁实现从 OEM向 ODM
和 OBM的升级遥这些升级同样要求集群内企业在知识上进行累积袁同样这个累积过程也是长期的遥
只不过同技术范式演进相比袁这些知识累积更具渐进性袁而不具有突破性的特点遥

2援 集群技术范式与学习机制的匹配
在野砂型铸造冶范式下袁主要的学习机制就是野干中学冶和野用中学冶遥 伴随着野砂型铸造冶向野红冲

锻造冶范式的演进袁集群内形成了包括模具制作尧铜棒加工尧锻造尧电镀尧抛砂尧装配尧包装等工序的专
业化分工遥 除了野干中学冶和野用中学冶袁野专业分工学习冶成为重要的学习机制遥 这些学习机制促进了
产业集群对外部知识的整体吸收尧扩散和创造遥伴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化袁集群内衍生出来一类野专
用机械企业冶遥 这些企业大都是从相关工序的生产企业中衍生出来袁有些是生产企业拓展业务经营
起来野专用机械冶袁有些是企业中员工创业形成袁进而在集群内形成了专用数控机床企业尧阀杆专用
机械业尧阀体专用机械企业和检测设备企业遥 在集群学习机制中袁这些野专用机械企业冶扮演着重要
的知识野中介冶角色袁成为集群内知识的吸收者尧扩散者和创造者袁通过设备销售促进了知识的流动袁
促进了隐性知识向编码化的转化袁为本地企业工艺和产品创新提供野最适用冶的保障遥 另外袁还有同
高端客户的互动学习机制遥根据问卷调查显示袁国外客户占销售额比重在 50%以上的企业占到调查
企业的 71.67%遥 并且有相当数量的企业都是在给国外一流的企业提供产品遥 欧美高端客户对企业
的产品质量具有更高的要求袁这就促进了集群企业持续不断进行工艺创新袁提升产品制造尧质量管
理水平遥 目前袁集群内已经有 200多家企业通过 ISO9002尧UPC尧UL尧KS等各类质量体系认证遥
在野红冲锻造冶范式向新范式的演进过程中袁除了既有的学习机制以外袁由于知识的复杂性和综

合性更高袁产业化知识的成熟度较低袁知识累积性要求也就更高袁这就需要集群内企业通过同外部
知识来源进行合作创新袁进而获得尧吸收尧扩散和创造知识遥因此袁建立合作网络袁进行合作创新就成
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机制遥合作网络既包括集群内企业间相互合作袁也包括同外部知识来源的相互合
作遥
我们从以下企业所在区域的合作网络基础尧 合作的参与程度和企业合作创新的深度三个方面

对集群合作网络情况进行分析遥就野企业所在区域的合作网络基础冶而言袁玉环水暖阀门产业集群初
步具备了合作的网络基础遥 问卷调查显示袁回答了野经常有技术交流会尧产品展览会冶的企业比重为
53.33%袁但是袁在知晓野以促进合作为业务的专业协调机构冶尧野地方政府合作研发项目冶和野技术信息
交流平台或场所冶三项的企业比重分别为 27.87%尧25.00%和 37.70%袁说明这些方面的合作网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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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工作还有待加强遥 就野合作的参与程度而言冶袁集群内企业对合作创新的参与度还需要加强渊见表
5冤遥 其中袁集群内部企业间合作参与程度又高于同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遥 就企业合作创新的深度而
言袁集群内参与合作创新的野洽谈/合作/咨询/合作/转移件数/引进人数冶的平均数为 1.33件遥 整体上
讲袁集群已经初步具备了合作网络基础袁企业间合作好于同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袁尤其需要加强同
大学科研机构合作的参与程度和创新的深度遥这说明集群在新范式形成过程袁新学习机制的建立需
要一个过程遥

序号 合作创新网络结成方式 参与的比重渊%冤
1 与区域内企业在共同开发尧交易尧融资方面进行洽谈 18.03
2 与区域内企业在共同开发尧产品与服务交易尧融资方面进行合作 13.33
3 向大学科研机构进行技术咨询 13.11
4 与大学科研机构进行合作研发 4.92
5 从大学科研机构接受技术转移 1.64
6 从大学科研机构尧其他企业引进人才 21.31

集群内企业合作创新的参与程度表 5

通过上述分析袁我们可以看到特定的技术范式具有相应知识属性尧知识转移方式袁以及累积过
程袁这也就决定不同技术范式下集群学习机制的差异遥 在动态演进的情景下袁技术范式的变迁也就
要求集群学习机制的变化遥 玉环水暖阀门产业集群技术范式变迁和学习机制转化之间的匹配恰恰
证实了假设 1的内容遥
在玉环水暖阀门产业集群技术范式演进的过程中袁也是本地知识基础形成的过程遥 在野砂型铸

造冶向野红冲锻造冶范式演进过程袁集群内企业积极主动承接了台湾产业转移袁对外部知识进行了野整
体植入冶袁并同高端客户进行互动袁引入了更高的产品标准遥 同时袁一些野专用机械冶企业还进行了本
地化知识的转化遥 另外袁在野红冲锻造冶向新范式的演进过程中袁一些企业也在积极同外部科研机构
联系袁将野水处理技术冶和野热能超导冶技术引入到集群内袁并超着新的产品方向渊例如袁家庭水处理系
统和太阳能卫浴系统冤进行知识转化遥 野主动链接冶和野转化冶成为上述技术范式演进过程企业的共同
行为袁这也就从微观层面上证实了假设 2的内容遥

3援 集群中的野技术守门员冶型企业
玉环水暖阀门产业集群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的竞争力遥从市场份额情况看袁在国内占中国同行业

产值一半以上袁在国外也有较大数量的出口遥 集群的竞争力是创新能力的结果袁而创新由来源于学
习遥在玉环水暖阀门集群创新能力的背后体现着不同的学习机制遥在野砂型铸造冶和野红冲锻造冶范式
下袁集群更具野工业区冶的特色袁野干中学冶尧野用中学冶尧野专业化分工学习冶袁以及同高端客户的互动学
习袁成为集群创新能力的体现遥

国际金融危机又为集群创新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袁 集群中的一些领军企业在既有知识积累的
基础上袁主动打破原有的学习行为惯例袁积极识别有效的外部知识来源袁主动进行链接袁并进行知识
吸收尧扩散和创造遥 这类具有较强吸收能力的企业也被称为野技术守门员冶型企业袁他们不仅对外部
知识进行识别袁而且还进行有效的吸收和扩散遥 例如袁玉环水暖阀门产业集群中金马铜业和弘日光
科原先都是从事水暖阀门产品加工制造的袁并在集群中处于领先地位遥 但近年来袁通过提供系统的
家庭水处理产品和太阳能卫浴产品袁不仅集成了野水处理技术冶和野热能超导技术冶袁引入了新的技术
来源袁提升了产业的整体层次袁而且还通过采购相关的管件尧阀门袁以及其他五金件袁带动了集群内
的相关企业遥可以说袁这类企业为集群带来了新的创新活力袁并推动了集群创新能力的演进遥这一事
实也证实了假设 3的内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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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 结论与政策含义
1. 野学习机制冶重构是集群转型的核心内容
通过技术范式概念的引入袁我们对集群转型的技术特征边界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遥 无疑袁知识

基础和累积性成为理解集群转型的关键点遥或者说袁集群转型成功与否可以通过知识基础和累积性
的变化进行判断遥 但是袁知识基础的突破性改变袁以及累积性的提高都有赖于微观层面集群内企业
的学习活动的变化袁依赖于集群学习机制的重构遥
目前袁中国有大量的马歇尔野工业区冶式的产业集群袁干中学尧用中学和专业化分工学习袁以及同

国外高端客户的互动学习是主要的学习机制遥 但是袁这些学习机制还不足以支撑这些集群向野学习
型冶集群的转变袁构建合作创新网络成为推动集群转型的重要内在机制遥 野片段型冶的知识基础尧野整
体植入冶的累积过程成为很多中国产业集群的技术范式特点遥 如何推动知识基础从野片段型冶向野综
合型冶和野分析型冶转变袁如何适应累积过程从野整体植入冶向野逐层累积冶转变袁这些都需要进行学习
机制的重构袁通过构建合作创新网络袁进行合作创新来实现遥 合作创新的关键又在于形成外部知识
来源同内部知识体系的有机互动遥
创造有利于合作创新的环境是集群政策应该考虑的问题遥 其中袁政策重点从野招商引资冶向野招

商引智冶袁从野大项目冶支撑向野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冶支撑转变袁从关注野大企业冶向关注野创新能力强的
企业冶转变袁都是在政策层面推动学习机制重构的重要思路遥

2. 领军企业培育是集群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点
一是领军企业是产业集群内产业链各环节分工的野组织者冶遥 领军企业的培育将会直接提升产

业集群内部的组织程度遥二是领军企业是新技术的野守门员冶袁是链接产业集群外部知识来源和内部
知识体系的野桥梁冶遥通常是领军企业最先识别袁最先消化尧吸收尧应用袁最先在产业集群中进行扩散遥
三是领军企业是集群内其他企业最直接的野示范者冶遥 可以说集群内对于最新技术和市场机会的识
别袁对于外部知识来源的识别袁往往都是由领军企业野率先示范冶的袁并进而促进了其他企业跟进袁示
范是最好的引导遥 四是领军企业是高水平竞争的野驱动者冶遥 领军企业的培育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袁
而是一个动态选择的过程遥 注意形成产业集群内的野领军企业梯队冶袁从而强化了集群内的野竞争水
平冶袁不只是低水平尧同质化的竞争遥 五是要强调的是袁领军企业培育对象的选择并不仅仅表现在企
业规模层面上袁更应该表现在创新能力和成长能力层面上袁更应该关注企业的创新产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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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The key question of this paper is how to understand the building of cluster learning mechanism
and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based on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s of technological regimes袁 learning mechanism and cluster innovation capability to build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then袁 we analyz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ical paradigm and learning
mechanism transformation to discover the micro -found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 innovation. After the analysis of
case-study袁 the evolution of cluster technological paradigm will affect the change of cluster learning mechanism.
The change of cluster technological paradigm requires the link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firms in cluster to external
knowledge source. At same time袁 the cluster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the patterns of different learning mechanism.
The absorptive capability of leading firm in cluster can influents the evolution of cluster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us袁 the paper draw two conclus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袁 淤the re-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mechanism is key
conten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luster曰 于 the cultivation of leading firm is key point of improvement of cluster
innovat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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