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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 IC 产业集群创新的实现途径研究

卢戎 孙雨辰

摘 要：本文基于对浦东张江 IC 产业集群对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调研，提出产业集群创新的六条路径：企业间合作、非正

式交流、人员流动、与中介机构联系、产学研合作以及政府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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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国家 IC 产业基地”的核心，浦东 IC 产业集群是上海乃至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创新能力最强的 IC 集聚区。

2000 年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浦东快速形成了以跨国公司分公司、合资合作企业为主体，以 IC 制造

为重点。包括 IC 设计、封装、测试、原材料、光罩、设备材料、周边区域内的能源、气体、运输以及大学、科研院所、中介机

构等配套服务机构集聚的产业集群网络。而该 IC 产业集群的核心——张江高科技园区更是形成了国内外 IC 企业云集、产业链

均衡发展的张江“硅谷”。

由文献[1]对浦东张江 IC 产业集群创新行为的分析可知，浦东张江 IC 产业集群在创新方面的比较优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群

内企业间频繁的纵向合作、中介机构的积极服务和非正式交流氛围的逐步形成。而如何推进产学研合作平台的建设、有效激励

企业间的横向创新合作、维持适当比例的人员流动、加大政府对 IC 中小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的扶持力度则是未来浦东张江 IC

产业集群进一步提升创新实力的突破口。

二、浦东 IC 产业集群创新的实现途径分析

(一)基于企业间合作实现的 IC 产业集群创新

IC 企业间合作包括：纵向合作与横向合作。纵向合作指处于不同产业链位置的企业间展开的合作。横向合作指处于同一产

业链位置的企业间展开的合作，如设计企业间进行的合作研发创新。

1 企业间合作有助于资源共享。IC 产业是高资源投入型产业(需要如分析测试设备、设计工具、技术专利、数据库资源等)，

单个企业几乎不可能拥有所需的全部设备和资源。而伴随着行业的专业化分工趋势，目前 IC 产业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子行业：IC

设计业、芯片制造业、封装测试业、设备材料业及支撑服务业等，所有上下游子行业只有通过通力合作才可能共同支撑起整条

产业链的全面繁荣。与此同时，各子行业业内企业间的横向合作同样必不可少。因为目前大部分本土 IC 企业均处于起步阶段，

这个时期的企业在资金投入上往往捉襟见肘，因此，要想实现产品从设计、开发、测试、到批量生产的全过程，企业间就必须

通过资源共享以降低生产成本。

2 企业间合作是促进创新的重要手段。企业间合作创新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创新资源，同时能有效降低企业技术开发成本

和风险。像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 IC 产业就有着企业间频繁创新合作的良好氛围。其 IC 产业体系是由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

专业化厂商组成的虚拟垂直整合系统。这种根植于创新文化、基于创新网络的合作研发有效促进了企业间的持续协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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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非正式交流实现的 IC 产业集群创新

作为张江 IC 产业集聚成熟的标志之一，众多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建立基于当地的联系，形成了一个覆盖面广、互动频繁的

非正式交流网络。

1 非正式交流有利于知识流动与积累。集群创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群内知识的流动与积累。基于群内紧密相连的创新链的

非正式交流网络能有效营造开放的信息交流和创新氛围，提高知识的碰撞、整合、共享的频率，加速群内内知识的流动和沉淀，

最终表现为集群整体创新资源的持续更新与丰富。

2 非正式交流加速了不同属性知识间的转化。相对于正式交流，非正式交流在不同属性知识间转化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基

于宽松氛围，非正式交流能够借助体态、情感交流等方式，在共同解决问题、交流经验体会过程中，将人们潜伏的经验、直觉

和顿悟表达出来，从而促进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同时，非正式交流又能加速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使其快速转化

为人脑的储存知识，构成人们创新能力的一部分。非正式交流正是通过促进知识内、外化的交互过程来推进集群创新的。

(三)基于人员流动实现的 IC 产业集群创新

基于稳定比例的人员流动被视为集群知识溢出的主要途径，它不仅有助于克服人员在同一企业配置造成的对知识扩散、再

组合的抑制，而且外部劳动力的流入为外部知识向集群溢出提供了可能。群内人员流动的路径包括：企业与横向竞争者(合作者)

之间；企业与纵向供应商、客商之间；大学、研究机构、政府研究部门、中介机构等向企业的流入。硅谷就以其高人员流动性

著称。20 世纪 70 年代，硅谷电子公司年均雇员变动率为 35%，小公司高达 59%，很少有技术人员会一直在一家公司工作。一位

研究该地区计算机职业生涯的人类学者指出：劳动力在一家“硅谷”公司服务的平均年限为 2年。

(四)基于与中介联系实现的 IC 产业集群创新

中介组织是沟通企业与其他组织间知识流动的一个关键环节。形式包括：行业协会、创业服务中心、技术交易市场、大学

科技园区、企业联盟等。

1 行业协会。上海市 IC 行业协会在积极为企业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的同时，努力充当企业与政府沟通的桥梁，在政府完

善 IC 产业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 科技创业中心。作为上海科技企业孵化协会的依托单位，上海科技创业中心的成立，不仅有力推进了 IC 产业的技术成

果转化，同时通过培养和支持创业者，大大提高了创新企业的存活率。

3 生产力促进中心。近年来，上海浦东生产力促进中心(SPPC)积极响应上海市委、市政府“聚焦张江”的科技发展战略，

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科研院所和科技投资机构提供专业化服务，积极推动科技成果市场化和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创新创业

活动扶持政策的落实，已经成为贯彻新区政府科技发展战略、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迅速成长、促进本地区生产力提升的专业化、

综合性、主力型的企业服务机构。

4 技术交易市场。以上海技术交易所、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为代表的上海技术交易市场体系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已经基本

形成，发挥着各自在 IC 领域的技术、金融、人才、信息等方面的市场功能和优势。



3

(五)基于产学研合作实现的 IC 产业集群创新

大学、科研机构是 IC 集群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它们不仅承担着对前沿技术的研究开发，同时肩负着培养产业人才的重要

使命。而张江在基于产学研合作实现的 IC 产业集群创新方面仍有较大差距：1，区内虽聚集了一些知名跨国公司，但它们往往

都只与母国大学、科研机构密切联系：2，园区虽已引进数 10 家 IC 相关大学和科研机构，但它们与企业间互动依然有限，无法

起到真正技术支撑作用。原因在于群内大学、科研机构自身实力的欠缺和产学研沟通渠道的不畅。因此，如何增强区内大学、

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撑实力，尽快形成产地方业网络的自主技术支撑体系，拓宽产学研交流对接渠道是浦东 IC 产业集群进一步推

进创新的突破口。

(六)基于政府扶持实现的 IC 产业集群创新

基于政府扶持实现的 IC 产业集群创新具体包括：政府对利于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的塑造，与公共部门共同对园区创新基础

设施建设的投入，对促进知识流动的创新网络各结点利益关系的协调，对市场需求的拉动等。

1 政府扶持有益于调动企业创新积极性。2004 年发布的《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修订版)特别鼓励企

业加大技术开发费用的投入，对实际开发费用增长 10%以上的企业，按技术开发费用实际发生额的 50%抵扣当年应纳税额；同时，

对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获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种种优惠政策均大大增强了 IC 企业的自主创

新意识，对 IC 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 政府扶持促进了集群创新网络的完善。政府另外一个重要职能是对科技中介机构的扶持。如：上海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

心、上海技术交易所、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等科技中介，都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延伸了

政府效能。并为企业与政府的直接对话架起桥梁，推动政府扶持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三、结束语

本文基于对浦东张江 IC 产业集聚对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调研，提出了浦东 IC 产业集群基于企业间合作、基于非正式交流、

基于人员流动、基于与中介机构联系、基于产学研合作、基于政府扶持的六条创新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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