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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广州开发区（GDD）专注致力于与新加坡星桥国际（Singbridge）正在建设的新项目，中新

广州知识城，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知识城将成为一座汇聚创新型产业及相关知

识型人才，领先于环境和科技的新城。.

广州开发区委托兰德公司帮助广州开发区在创新方面获得成功。兰德公司的研究成

果发布于《知识城创新体系建设战略纲要》（MG-1240-GDD）。该报告提出广州开发区

应在三大领域采取具体措施：吸引和培育高科技企业，吸引和留住高技能创新型人才，

以及确保创新型融资的可获得性。我们根据重要性、实施难度和时间顺序对这些措施

进行排序。该纲要是引导广州开发区成功建设中新知识城的路线图。该报告下载地址为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s/MG1240.html。

本报告阐明了对创新体系的详细分析，广州开发区的现状，以及成功创建知识城应

采取的步骤。本技术报告的目的是综合广州开发区项目中的阶段性分析成果，作为本项

目的另一份报告《知识城创新体系建设战略纲要》基于这些阶段性成果。本报告将在广

州开发区和兰德公司的网站上发布，供有兴趣的人士下载其中英文版本。本报告旨在帮

助读者了解兰德公司在《知识城创新体系建设战略纲要》中提出的建议的依据。

本报告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创新体系与集群、知识城、广州开发区以及

广州市，并将广州市与中国的其他创新型地区作比较，这些地区将在吸引创新型企业和

人才方面展开竞争。

第二部分介绍了三大创新产业集群的历史及其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三大创新产业

集群分别是：美国硅谷、马里兰州生命科学走廊、以及从特拉维夫到海法的以色列信息

通信技术走廊。

第三部分将三大成功产业集群案例和其它国际实践所汲取的经验启示，以及关于

创业和集群形成的广泛文献运用于广州开发区和知识城的创建。这些经验启示与广州开

发区现有条件相比较，重点讨论税收、非税收激励和知识产权政策，并讨论广州开发区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s/MG12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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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它资产与挑战，其中包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网络、生活品质和知识

城的营销。我们也通过对广州开发区高科技企业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从而对其现

有的创新资产进行评估。

此研究项目由广州开发区提供资助。本技术报告的读者将包括负责知识城成功建

立的广州开发区和广州市领导、关注创新型经济发展的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以及任何研

究或参与中国经济转型的人士。

兰德公司环境、能源与经济发展项目

本研究得到了兰德公司环境、能源与经济发展项目的支持，该项目下属于兰德公司基础

设施、安全与环境（ISE）部门。兰德公司基础设施、安全与环境部门的使命包括：改善社

会基本实物资产和自然资源的开发、运营、使用和保护，加强对相关社会资产以及个人在

路途中、工作场所和社区里的安全保障。环境、能源与经济发展项目的研究涉及国内外

的环境质量与相关法规、能源资源与系统、水资源与系统、气候、自然灾害与灾难、以及

经济发展。环境、能源与经济发展项目的研究主要针对政府、基金会和私人部门。

如果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与项目主管联系。联系方式：Debra. Knopman.
(Debra_Knopman@rand.org)，Keith. Crane. (Keith_Crane@rand.org)，或Howard. Shatz.
(Howard_Shatz@rand.org)。关于环境、能源与经济发展项目的信息，可在网上查阅（网

址：http://www.rand.org/ise/environ）。如对环境、能源与经济发展项目有任何询问，请发

送至以下地址：

Keith.Crane,.Director
Environment,.Energy,.and.Economic.Development.Program,.ISE
RAND.Corporation
1200.South.Hayes.Street
Arlington,.VA.22202-5050
703-413-1100,.x5520
Keith_Crane@rand.org

mailto:Debra_Knopman@rand.org
mailto:Keith_Crane@rand.org
mailto:Howard_Shatz@rand.org
http://www.rand.org/ise/environ
mailto:Keith_Crane@ra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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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腾飞的代表，广州拥有着两千多年的中国主要贸易中

心的地位。广州早在1984年就被命名为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现已成为全球的制

造业中心。作为中国最大和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广州正迈向以高科技和创新为基础的未

来。

努力实现本目标的核心是广州开发区（GDD）与新加坡星桥国际正在建设的新项

目——中新广州知识城。知识城将成为一座汇聚创新产业及相关知识型人才，领先于环

境和科技的新城。为实现这一目标，广州开发区需建立一套体系，以支持研究、创新，并

将更新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商业化。

本报告对创新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阐明了广州开发区成功创建知识城应采取

的步骤。本报告的研究基础包括对相关资料和文献的分析，与广州开发区商业界人士和

投资于中国的国际投资者的访谈，对三个创新集群案例的详细研究，以及对广州开发区

高科技企业问卷调查的结果总结。

本报告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讨论了创新体系的概念与集群的形成，并概述了广

州开发区的创新体系。该部分也阐述了广州的高科技发展情况，并将其与中国其他城市

进行比较，这些城市将最有可能与广州在吸引创新型企业和人才方面展开竞争。第二部

分介绍了三大创新产业集群的历史及其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三大创新产业集群分别是：

美国硅谷、马里兰州生命科学走廊、以及从特拉维夫到海法的以色列信息通信技术走

廊。

第三部分将三大成功产业集群案例所汲取的经验启示，以及关于创业、创新和集群

形成的广泛文献运用于广州开发区和知识城的创建。该部分对广州开发区现有情况进行

了评估，首先讨论了税收、非税收激励和知识产权政策，接着讨论了其它创新资产，并将

这些经验启示与广州开发区高科技公司问卷调查的结果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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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广州开发区和知识城介绍

创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专注于创新的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创新体系的存在，以及创

新体系在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创新体系包括创新的主体和它们之间的联

系。创新政策可以被定义为“为提高创新活动的数量和效率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行为”

（European. Commission，2010年）。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虽然大多集中在科学和技术领

域，但也涉及到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各类活动和机构，尤其在经济发展方面（Lund-
vall等人，2002年；Liu等人，2011年）。

中国的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

在过去30年，中国的创新体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它从一个以政府机构为主体的体系转

变成为一个更为分散的体系，并已在发展许多支持创新的因素方面取得了进展，如风险

投资市场和更完善的人才市场。中国的创新政策也已从单一的针对科学与技术的政策

调整成为将科技政策与工业、金融、税收和财政相协调的政策（Liu等人，2011年）。目前

的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列出的目标包括到2020年，将科技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

分比提升至2.5%，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使企业成为创新背后的关键力量（Schwaag.
Serger和Breidne，2007年）。.

广东省已制定出一系列的创新政策，如专注于创新网络的建立，提高培训和教育水

平，建立科研机构，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等（Kroll和Tagscherer，2009年）。尽管广东

省的专利申请数量在各省中排名前三（Kroll，2010年），它的创新体系仍面临了几大挑

战，包括稀缺的风险资金，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顶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缺乏；另

一个问题是着重于研发电子和通信设备，尤其是仅关注于一家大型的电信公司“华为”。

（Kroll和Tagscherer，2009年）。

知识城创新体系框架

为实现兰德公司和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的研究目的，我们把法律和监管环境以及商业

配套环境视为基础，后者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套广州开发区具体的政策。我们还包括企业

本身，即为创新活动提供场所和组织的机构；也包括人才，即开展创新活动的人；以及融

资，即使企业和人才可以运作的货币流动（图S.1）。在理想情况下，这些要素的组合将促

成创新型企业的建立和增长。

界定和理解创新体系的关键因素是要找到促进创新的杠杆作用点。这可能涉及政

府对监管、税务或财务的干预，也可能涉及对于创新体系中各要素之间的关联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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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干预共同影响到创新政策。

集群和创新

世界各地都有产业集群的存在。产业集群指的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关联的、在地理

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一些学者认为，同行业中的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的集

群有益于创新。此外，集群的形成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创新型经济发展政策的结果，将

是知识城取得成功的一个标志。

集群的形成可能有利于单独企业的发展，集群可以提供天然的区位优势，更好的公

共基础设施，降低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运输成本，获得专门的劳动力资源、信息、声誉效

应和协调营销的能力。集群的形成，反过来可以有利于为当地增加产量和收入，提供更

好的就业机会，并扩大地方税收基础。.

为利用这种潜在的优势，世界各地的决策者试图促进以创新为基础的集群的形成

和发展。政策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可以起到推动作用，尤其是帮助提供企业需要却无法提

供的公共物品，或者针对产业提供相应的政策。然而文献表明这些政策对集群的形成

来说既非充分也非必要。

广州开发区高科技企业

兰德公司和广州开发区联合开发了高科技公司调查问卷，GDD-RAND知识城创新体系

课题调查问卷。广州开发区的工作人员共发放了约1,500份问卷调查，并回收了305份问卷

回复。

大多数在广州开发区的高科技企业主要集中在两个产业：电子与信息技术和生物

与医药技术；而也有一部分企业属于新材料产业或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由于在这些产业

图 S.1 
创新体系框架 

RAND TR1293-S.1

法律和监管环境 商业配套环境

目标：吸引高科技企业并促进其发展

企业人才 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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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前两个产业）的企业较集中，我们提出以下问题：这些产业是否已在广州开发

区具有优势，因此广州开发区应集中精力将重点放在这些产业上？或开发区是否应将重

点分散到其它技术领域？

广州开发区的大多数高科技企业始建于广州开发区或广州市区，尽管四分之一的企

业（占就业人数的约三分之一）是国内外公司的子公司。这表明广州开发区已在为国内创

业者提供良好环境方面取得了成功。但这并不排除继续吸引国外企业的重要性，无论是

现有境外公司的迁入或是新子公司的建立。但也不能忽略给当地创业者提供机会，这也

是非常重要的。

针对广州的比较性研究

与中国的同类竞争城市相比，广州开发区的创新资产条件良好。我们将广州（广州开发区

所在司法管辖区）与北京、上海、天津（中新天津生态城所在地）、苏州（中新苏州工业

园所在地）、杭州（浙江加州国际纳米技术研究院所在地）和深圳（中国最早的四个经济

特区之一，邻近广州）进行了比较（表S.1）。

表 S.1
广州和其它竞争城市排名 

广州 北京 上海 天津 苏州 杭州 深圳

人口 4 2 1 3 5 7 6

地区生产总值 3 2 1 6 5 7 4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 5 4 7 2 6 1

交通基础设施 2 5 1 4 7 6 3

高校在校生人数 1 3 4 5 6 2 7

大学排名 4 1 2 4 6 3 7

科学支出 6 2 1 4 5 7 3

专利授予数 7 3 1 7 2 4 5 

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年-2011年；国家统计局，2011年；上海排名顾问，2011年；各城市统计年鉴。

附注：在排名中，1代表最高、最多或最好。人口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2010普查；地区生产总值根据人口和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数据计算而得；交通基础设施包括空港、海港和内河航道设施；高校在校生人数来自于2008年大专院校的人数；科学
支出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年》反映用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大学排名来自于2011年上海统计的大学排名前
50名（上海排名顾问, 2011年）和管理科学研究院排名前50名（2011年中国大学排名，2011年）的大学。我们计算整体排名时对
各地区评分，对各城市每所排名前五名的大学给予5分，每所排名六至十位的评2分，排名11至50的大学每所评1分。在这个制度
下，广州在上海排名顾问的排名中位列第五，在管理科学研究院的排名中位列第四，天津则分别为第四名和第五名。因此我们将
他们作为并列第四名。我们也尝试了其它评分系统，并得到相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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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除其它类似资产情况外，广州拥有更年轻的人口结构，更好的交通基础

设施，和更高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然而广州缺乏顶尖大学以及在若干科学和创新指标

上的较低排名是令人关切的问题。基本资产的相似性表明，广州可以通过利用位处中国

南方，临近香港和东南亚的地理位置优势，利用现有的工业基础和相关人力资本以及交

通基础设施，结合更好的政府政策和管理，形成独具一格的实力。

第二部分：三大创新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硅谷

硅谷位于北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湾区（图S.2），紧邻旧金山南部的圣克拉拉郡则被视

为其心脏地带。硅谷高科技产业众多，并以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成功而著称。硅谷是“

创造性破坏”的卓越典范。“创造性破坏”是指在新创意、新公司不断诞生和消亡的过

程中取得进步。硅谷的另一特征是能够诞生大量衍生公司，即由区内主要企业或大学的

前员工创办的公司，并且在专利方面硅谷也处于领先地位。

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9年，当时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西里尔•埃尔

维尔（Cyril. Elwell）创办了联邦电报公司（FTC）。斯坦福大学在硅谷的成长中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1925年，斯坦福大学的一名教员弗雷德•特曼教授（Frederick. Terman）鼓励他

的学生创业。其中最出名的企业是威廉•惠勒（William.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创办的惠普公司（Leslie，2000年；Saxenian，1994年；Sturgeon，2000年）。在二

战之后飞兆（Fairchild）半导体公司成立，该公司本身由另一家硅谷公司的雇员所创，并

衍生出多家衍生公司。

硅谷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期间面临了一场危机。当时日本公司抢占了硅谷曾领先

于世界的半导体产业的大量市场份额。为度过这场危机，硅谷的公司涉及其它领域并创

办了新的公司。在此期间，硅谷的“网络”结构也形成了。为求生存，公司专注于设计高附

加值的半导体产品，同时将生产外包给其他公司。这种将生产环节独立出来的做法连同

新创公司为避免以往模式“组织臃肿”的弊端而做出的努力，促使公司之间形成了相互

依存的网络，这种网络一直延续至今（Saxenian，1994年）。

融资。早期的硅谷只有个别公司能够获得天使投资者的个人融资，而多数公司主要

依赖于政府采购订单的资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几名投资者创建了一家投资集团（“

集团”），专门对初创公司进行集体投资。同一时期创建的还有加利福尼亚州的首家私

募有限合资企业—德雷珀、盖泽尔与安德森公司，即Draper,. Gaither. and. Anderson公司

（Kenney. 和. Florida，2000年；Leslie，2000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关于联邦政策

的两项改革促进了私人风险投资的发展。首先，美国国会将资本收益税率从40%至50%
区间（视具体情况而定）降至28%（税收政策中心，2011年）。其次，美国劳工部放宽了对

投资机构受信责任的指导准则，允许养老金投资于风险基金。如今，硅谷所获得的风险

投资规模远大于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其他大都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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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圣克拉拉郡的人口教育程度较高：其中19%拥有研究生学位或专业学

位，近45%的人口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远远高于加利福尼亚州或整个美国的受教育水

平。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直为该地区提供着高技能人才。斯坦福大学与

本地公司的合作历史尤其悠久；斯坦福大学一直倡导毕业生和教员创业（Sturgeon，2000
年；Saxenian，1994年）。移民是硅谷的另一个重要人才来源。

图 S.2  
硅谷地图 

来源：兰德公司通过ArcView GIS（版本10.0）绘制的地图，Redlands, CA: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Inc., 2011年
RAND TR1293-S.2

研究中心类别

公司

研究机构

大学

风险投资公司

加州铁路

湾区捷运系统

州际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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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质。生活品质和配套设施被认为是产业集群形成的一个潜在要素，但与

此相关的实验证据却很少。美国存在着“加州之谜”：虽然加州在税收和成本方面排

名靠后，但在近30年里其发展水平与美国整体发展水平大致相当。Kolko、Neumark和
Mejia（2011年）指出虽然税收和成本对预测增长确有帮助，但以加州为例，温和的气候、

干燥的天气、既有产业结构、人口密度以及靠近沿海等其它因素的影响超过了商业环境

本身。.

其它因素。硅谷为新创公司建立了一个支持架构。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可以求助

于各类专家，包括：与新创公司打交道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公司，熟谙相关领域并愿

意向小公司提供灵活收费方案的法律事务所，专利经纪人，人才招聘公司，还有其他

可以担当销售、营销和会计等外包职能的公司。社交网络在硅谷起到举足轻重的作

用。Saxenian（1994年）指出，许多创业者都通过校友或以前的同事积累人脉。

政府政策。虽然在硅谷案例中并未涉及知识产权，但是关于大学衍生公司和知识产

权的文献表明，允许大学与发明人分享发明带来的部分收益可能有助于鼓励创业精神。

在硅谷，斯坦福大学将15%的许可使用费用来抵消行政管理费用，此外也调低了专利申

请费。剩余的许可使用费收入再由发明人、及其所在的院系和学校平分。同样，在扣减

15%的权益来抵消行政管理费用之后，剩余的部分也由发明人及其所在的大学平分。斯

坦福大学将其所得的那部分权益投入到其研究基金中（斯坦福大学，1999年）。在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发明人可获得35%的许可使用费和许可费，外加15%的学校或实验室

的使用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11年）。.

硅谷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还归功于加州不允许强制执行非竞争性条款，从而使雇

员可以在不同公司之间自由流动。在加州，商业机密法律禁止员工透露其雇主公司的特

有商业机密，尽管员工仍可带走一般及产业特有的人力资本（Gilson，1999年）。实验证

据表明，加州的劳动力流动性之高远超美国其他地区。

最后，加利福尼亚州以及圣何塞和旧金山这两个城市目前都有一些为鼓励投资而制

定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大多并非制定于硅谷产业集群形成期间，并且我们分析的证据或

案例研究均未表明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政策对硅谷产业集群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然而在硅谷发展早期，联邦政府通过对研发技术进行采购的行为为产业集群的形成发

挥了较大的作用。

案例研究：马里兰生命科学产业集群

马里兰州生命科学产业集群位于美国东北部华盛顿特区以北（图S.3）。该产业集群拥有

多个联邦政府实验室和机构并具备深厚的研发基础。位于产业集群中心地带的蒙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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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郡还涉足信息技术以及国防等其他产业。我们的案例研究重点关注生命科学产业集

群，其中包括生物科技、制药和医疗设备领域。

生物科技在蒙哥马利郡经济中所占比例大约是其在整个美国经济中所占比例的10
倍。尽管该区有记载的专利数量少于硅谷，但明显高于美国其他大都会区。蒙哥马利郡

的商业开发官员对生物科技产业如此重视的一个关键原因是，该行业人均薪酬是整体

平均薪酬的两倍，也高于专业与科学服务业的整体薪酬水平。

马里兰州生命科学产业集群周边坐落有联邦政府机构和实验室60家左右，包括国

家卫生研究院（NIH）、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等。

另外，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UMCP）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两所重点大学也在附近。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位于邻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则位于马里兰州产业集群以北约55
公里的巴尔的摩。现有的科研基地，尤其是联邦实验室，促使在生命科学领域已涌现出

大量的私营企业。

该生命科学产业集群形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据采访表明，在此

期间蒙哥马利郡政府为支持周边联邦实验室开展研究，决定投资建设一个生命科学中

图 S.3 
马里兰州生命科学产业集群地图

来源：兰德公司通过ArcView GIS（版本10.0）绘制的地图，Redlands, CA: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Inc., 2011年
RAND TR1293-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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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商业园。郡政府计划在园区中心设立一个医院并提供直接医疗服务，而周边则坐落着

进行相关研究的公司。

起初该郡仅为园区企业提供两项财政激励政策：廉价土地和贴息债券。蒙哥马利

郡还在1984年和1986年分别向马里兰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提供了土地。

税收激励和政府融资项目。虽然商业和经济发展部提供了多项税收减免政策，但商

业发展官员指出这些政策大多没有派上用场，因为许多符合减税条件的公司并未盈利，

因而无需向州政府纳税。官员指出，“可退款减税”更受公司欢迎，即没有盈利的公司可

以在盈利之前一直享受减税，或从州政府领取现金。但提供该政策的难度较高，因为它

要求州政府有较高的收入。该州还向进驻某些地区的公司提供房产税减免以及提供给

早期生物科技公司的投资税收减免项目。公司也可从政府和马里兰大学获得贷款和资

助。

促进私人融资。该产业集群所处的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大都会区获

得了大量的风险投资，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外州。一些政府官员和创业者表示科研基

金和晚期资金存在着差距。解决办法之一是建立两个天使投资人网络，一个通过政府

机构，另一个通过马里兰大学。该政府机构也运作并参与许多其它的提供风险投资的项

目。.

人力资本。蒙哥马利郡的人口教育程度极高，其中30%拥有研究生学位或专业学

位，近60%的人口拥有本科以上学位。原因之一是该郡靠近国家卫生研究院、其他联邦

研究实验室和机构，这些单位直接聘请的研究人员有数千名，并将私人承包商吸引至该

地区。政府官员和创业者认为蒙哥马利郡卓越的生活品质是吸引到人才的另一个原因。

生活品质。蒙哥马利郡拥有优良的公立学校体系，郡内有两所高中位列全国前100
名，有五所高中位列全国前250名（美国《新闻周刊》，2011年）。该郡高等教育机构很

多，而顶尖的科学、工程研究机构很少。除马里兰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该地区

的大学还包括乔治梅森大学、乔治敦大学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本地都会区内还有许

多优良的城市和文化配套设施。

政府和大学政策。除融资政策外，地方和州政府，以及马里兰大学都采取了一系列

的政策措施以鼓励生命科学集群的发展。其中包括建立企业孵化器，允许创办公司的大

学教员在保持大学职位的同时可以在其新创公司里兼职，设置大量的创业课程和讲习

班，商业计划大赛，以及技术援助项目。为方便企业开展新业务，蒙哥马利郡成立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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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由所有关注公司建造程序的机构组成的一个正规团体。蒙

哥马利郡也正努力打响自己的品牌。最后，马里兰大学对知识产权的分配方式有别于斯

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也大致遵循发明人与大学共享的原则。

其它因素。在我们的访谈中，商业发展官员和一些创业者表达了他们对一种现象的

担忧：蒙哥马利郡的商业文化有着较浓重的避险情绪，与硅谷相比尤其如此。其中一个

可能的原因是政府的实验室本身储备了大量了高技能研究人员，同时还与私营企业争夺

人才。相比新创公司，国家卫生研究院稳定的工作对研究人员更具吸引力。.

这种避险文化的另一个方面令本地大学担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

代表表示，大学文化历来对创业精神缺乏鼓励；在过去，大学教员创业是不被提倡的。

郡官员和州官员也表达了对一种相关现象的担忧：大学获得了金额不菲的科研资金，但

却无法研发出商业化的产品。如今大学官员正努力改变着这种文化；越来越多的年轻教

员开始热衷于创业。

案例研究：以色列的信息通信技术公司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以色列特拉维夫到海法的走廊就开始成为信息通信技术公司

的聚集地（图S.4）。信息通信技术公司的主要产业集群位于赫兹利亚（Herzliya）、拉那那

（Ra’anana，特拉维夫北部）、以及海法（特拉维夫以北约100公里）。2010年，以色列信

息通信技术产业的就业人口占7%，出口额占27%（以色列中央统计局，2011年）。.

跨国公司在以色列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还是主

要的雇主和出口企业。与硅谷的情况一样，在以色列的衍生公司也很重要，并且专利行为

活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以色列发明家获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颁发的

专利数量急剧上升。2010年，以色列获得的专利数量约占美国专利商标局向国内外颁发

专利总数的1%。

本土公司和外国公司在以色列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

作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几家以色列高科技公司相继成立，其中一家名为Elron. Elec-
tronics的公司对推动产业集群的日后发展至关重要，堪比硅谷的飞兆半导体公司。1964
年，摩托罗拉在以色列设立研发机构。1974年，IBM和英特尔也分别在以色列设立相关

机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以色列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热潮加速发展。据我们

的访谈显示，正是以下多重因素诱发了这波热潮：

•.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在此期间，以色列进行了大量体制改革，放宽了

经济管制措施。

•. 以色列国防军启动内部研发。军方没有针对退役军人的非竞争性政策（密码技术除

外），也不禁止退役军人从事相关领域的工作。

•. 大量苏联移民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涌入以色列，他们本人虽未成为企业家，但

却为本土以色列人创建的新公司提供了优秀技术人才。

•. 正如微软和英特尔，大量跨国公司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以色列设立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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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融资的三个阶段分为：研发资金、商业化之前的扶持和风险资金。.

如今，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成员国中，以色列在研发方面的国内支出总额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高。在经合组织各成员国中，以色列的企业在研发上的支出比重

（近80%）也是最高的，而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比重（不足5%）却是最低的（经济合作

图 S.4 
以色列信息通信技术走廊地图

来源：兰德公司通过ArcView GIS（版本10.0）绘制的地图，Redlands, CA: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Inc., 2011年
RAND TR1293-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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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组织，2011年）。政府机构科技总监办公室（OCS）负责为商业研发项目提供财政

补贴，并向符合一定标准的公司提供研发支持。OCS的研发资金最初旨在提供产业中立

的援助。然而近年来该办公室进行政策微调，相较于其它产业更倾向于向生物科技和纳

米科技产业提供更多的补贴。尽管如此，以色列在这一领域是否可能具有竞争力依然不

明朗。

关于企业化之前的扶持，OCS在1993年推出磁体项目（Magnet. Program），鼓励产

学结合，开创“共性的前瞻型技术”（Trajtenberg，2000年）。

以色列的首支风险投资基金是由三位民营企业家在1985年创立的（de. Fontenay和
Carmel，2004年）。1989年至1992年期间，又有几支风险投资基金相继成立。1993年，政

府自己制定了一个名为“Yozma”的风险投资项目，并安排一支国营风险基金直接注资

2,000万美元，随后在1997年私有化（Avnimelech和Teubal,. 2004年）。Yozma项目创立了10
支私募基金，按配对原则每支注资800万美元。根据要求，每支私募基金必须结合使用

来自以色列知名金融机构的资金与外国金融机构的资金。Yozma旗下基金所募集的资

金总额达2.5亿美元，用于投资200多家公司（Avnimelech，Schwartz和Bar-El，2007年）。

据我们的访谈显示，Yozma项目之所以对刺激以色列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原因有二：首先，它推动了国内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获得Yozma融资的公司更容易

获得外部资金。其次，它搭建起通向美国风险投资产业的桥梁，其中包括移居国外的以

色列人和散居的犹太人团体。如今，以色列成为全球吸收风险投资最多的地区之一。

人力资本。据我们的访谈显示，以色列国防军称得上是该国最重要的技术人才培

养基地。在对这些新兵进行挑选时，以色列国防军不仅享有优先权，还采用一系列的心

理测试对候选人进行评估和岗位分配。以色列国防军下设许多技术型的单位和项目，其

中有许多项目的新兵名额之争非常激烈。据我们的访谈显示，许多前以色列国防军成员

后来开了公司，而这些人当中大多都来自专司技术事务的“8200部队”。8200部队的任务

主要是信号、拦截以及破译，笼统的说就是电子技术。还有一些其它的项目培养了许多

高技能人才。.

以色列国防军以其它方式对人力资本作出贡献。新兵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要担当重

责，要懂得团队协作以及管理团队，学会战略性思维，能够实现目标而不是简单的服从

命令；如此种种训练使他们具备了重要的企业管理技能。这只军队并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

这里的文化鼓励新兵与高级军官交流、沟通，甚至提出挑战（de. Fontenay. 和. Carmel，2004.
年；Senor.和. Singer，2009年）。退役之后，很大一部分以色列退役军人会选择上大学。据

我们的访谈显示，以色列的教育在科技领域非常出色，而在正规的商业和创业领域还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为以色列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集群提供人力资本方面，跨国公司曾经并将继续发

挥重要作用。我们的访谈显示，为外国公司工作的以色列人是这些公司决定在以色列设

立分公司的重要推动因素。从以往来看，跨国公司还发挥了实际教育设施的功能，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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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先前必须出国才能获得的培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约有80万苏联移民涌入以色

列，他们也为以色列带来了大量技术人才储备（de. Fontenay和Carmel，2004年；Senor和
Singer，2009年）。

生活品质和网络。正如硅谷和马里兰州产业集群的情况一样，生活品质在以色列高

科技公司的具体选址问题上似乎也发挥着一定作用：主要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所在地通

常也是以色列最宜居的地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高科技逐渐成熟时期，以色列包括专

门供应商和配套网络在内的各种网络也随之发展壮大。在这些网络中，有一部分是通过

以色列侨民和在以色列运营跨国公司的方式，专门为以色列与其最大的美国市场牵线搭

桥。与在硅谷的情况一样，社会网络在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集群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然

而，与硅谷不同的是，以色列国防军在网络形成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创业团队通

常都认同从前部队的战友，甚至是由一群战友组成的（de.Fontenay和Carmel，2004年）。

我们的访谈表明，这些网络由于其成员在预备役部队继续服役而得以扩大，因为以色列

国防军的退役军人需要定期到预备役部队参加集训。

政府政策。上文讨论了政府鼓励融资的各种政策。下面我们将介绍对创新型集群的

形成和发展起作用的其它一些非金融政策。

在以色列，“特定产业”和具有“国际竞争力”（如出口能力）的本地和国际公司可

享受企业所得税和股息税减免。据我们的访谈显示，税收优惠不太可能是吸引跨国公司

到以色列的主要动力。相反，以色列的技能型人才和以色列员工在吸引跨国公司上起到

更为重要的作用。

以色列也为投资者提供资助，这被认为是对该国的科技走廊有所帮助的。1991年至

1993年期间，以色列建立的孵化器项目也被认为是有用的。然而据我们的访谈显示，人

们担心孵化器不是很有效，由于孵化器是由官僚而非企业家运营，而且孵化器运营方对

项目公司索取的股权比例过大。另外，孵化器并没有宣导创业技能。

政府也努力促进国际合作。1977年，以色列与美国成立了以色列-美国双边工业研发

基金会。该项目为美以两国联合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多达50%的资金支持（150万美元）。

项目的结构通常取决于在以色列制造并由美国公司销售的产品。尽管有很多成功的企业

脱胎于以色列-美国双边工业研发基金会，但目前尚不确定该项目对以色列信息通信技

术产业集群的整体发展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de. Fontenay和Carmel，2004年）。以色列

也已经与加拿大、韩国及新加坡等国家建立起合作关系。

第三部分：国际实践在广州知识城的应用

广州开发区可以借鉴三个案例研究以及各类关于创业和产业集群形成的文献，我们通过

现有资料和针对高科技企业的兰德公司.—.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对广州开发区的

现状进行了解，并将这些案例研究和文献内容与广州开发区的现有情况作比较。在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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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首先着重探讨税收、非税收和知识产权政策，并讨论一些其它相关政策，包括人力资

本、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网络、生活品质和知识城的营销。

概述：主要信息

我们根据研究成果对知识城成功的关键提出以下建议：

•. 早期阶段的融资似乎存在缺口。兰德公司.—.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显示，只有

25％的公司曾接收到外部资金。银行贷款似乎是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极少数公司

从天使投资者或其它类型的私人投资基金获得投资，即使是后续资金。广州开发区

可以通过鼓励天使投资人网络的形成帮助填补这一空白。广州市有许多成功且富裕

的人，他们可能会愿意投资于新办公司，但可能不知道如何或在哪里可以找到投资

机会。广州开发区也可借鉴马里兰地方发展机构和大学组织培育此类网络的经验教

训。

•. 我们认为广州开发区将有机会成为知识产权受到严格保护的地区。如果开发区积

极帮助区内公司保护其知识产权，在中国各地高端的创新型企业闻知自己的知识产

权将得到有力保护，他们将会被吸引到广州开发区来。广州开发区也不妨提供额外

的支持，鼓励开发区企业申请更多的国际专利。问卷调查表明广州开发区的劳动力

流动性大，这更需要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以确保公司的前雇员不会透露公司的商

业秘密。

•. 广州开发区应尽可能将工作重点转向改善知识城的居住环境而非只关注创建企业

的激励机制。兰德公司.—.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问卷调查显示，企业常将工资、上

下班时间和不愿住在开发区列为难于招聘员工的前两位因素（图S.5）。提高生活品

质可能有助于吸引顶尖的研究人员，尤其是外籍华人。

•. 吸引一个主力机构对知识城的成功非常重要。我们认为主力机构是一家大公司或

机构，可以将供应商、采购商和其它机构吸引到该地区，提供人才来源，或提供可

产业化或可形成衍生公司的研究。在向潜在机构营销知识城时，强调其他地区难以

复制的优势因素将是重要的，这包括广州邻近的主要港口和其在中国作为一个全

球商业中心的历史作用。此外，广州开发区可能会发现把重点放在需要时间才能复

制的因素上是有价值的，如良好的商业氛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大的天使投

资人网络，优良的生活品质和当地学校。拥有良好声誉可能形成一个吸引创新型企

业的良性循环，其它地区将很难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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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政策：税收、激励与知识产权

税收。总的来说，广州开发区的税收情况似乎不是创新的主要制约因素。文献表明

低税率可以有利于促进创业和投资。然而所有三个案例研究表明，当选择地点时，相比

税收问题创新型企业更多考虑高技能劳动力的可获性，高生活品质以及接近供应商和客

户等问题。税收优惠可能会给原本已考虑入驻某一地区的企业增加一些额外的诱因，但

它们不太可能是推动创新型集群形成的主要因素。

虽然适用于广州开发区内公司的各种国家级税收优惠政策也可能鼓励创业，但这

种税收优惠也适用于中国其它开发区。因此广州开发区的挑战在于吸引创新型企业，专

门入驻于知识城而非中国其它开发区。广州开发区可以提供各种优惠选择，然而这些政

策的好处可能比预期少，因为它们可能因与其它司法管辖区的税收竞争而减少。

这些问题表明，广州开发区可能会发现与其它地区在其它因素上竞争也许会更为有

利，如生活品质、知识产权（IPR）保护和整体的商业氛围等，虽然这可能需要花费一定

的时间，但也让其它地区更加难以模仿。

非税收激励。强大的融资渠道是集群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广州开发区，融资的

主要缺口出现在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大多数开发区的高科技公司称外部融资是从银

图 S.5  
招聘新员工面临的最大的两个困难

来源: 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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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贷款中获得的，极少数公司的资金来自天使投资人，天使投资人往往填补了基础研发

资金（通常由政府提供）和后阶段资金（通常由风险投资公司提供）之间的缺口。

广州开发区可通过鼓励天使投资人网络的形成来填补这一缺口。广州市有许多成

功且富有的个人，他们可能愿意投资于新办企业，但可能不知道如何或在哪里可以找到

投资机会。马里兰州生命科学公司的案例研究为广州开发区提供了如何促进这种投资的

一些建议。在马里兰州，一个国家的发展机构和一所本地大学的研发中心已设立天使投

资群。这些组织邀请在其网络内的投资者出席会议，了解一些公司的想法。天使通常是

成功的本地创业者，但也可能包括之前没有创业经验的富人。

与税收一样，我们的文献和案例研究表明，当地政府的税收优惠可能会增加一些额

外的诱因吸引企业到广州开发区，但它们不太可能是推动创新型集群形成的主要因素。

税收激励虽然最初可能吸引高科技企业，但一个地区若没有其它条件，如技能型人才和

对知识产权（IP）的保护，这些公司不可能生存和发展。广州开发区在一定程度上可提供

非税收激励，将这些激励集中在某几个主力机构上可能更加值得。

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是吸引高附加值活动和对此类活动的投资与国际合作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开发区将有机会成为知识产权受到严格保护的地区。如果开发

区积极帮助区内公司保护其知识产权，在中国各地高端的创新型企业闻知自己的知识

产权将得到有力保护，它们将会被吸引到广州开发区来。广州开发区也不妨提供额外的

支持，鼓励开发区企业申请更多的国际专利。几乎所有的中国发明者的专利是中国授予

的，而一部分美国和日本发明者的专利是本国以外授予的。申请经济更发达地区的专利

可提高广州开发区的创新水平。

我们对大学知识产权实践的研究表明，让大学和个人发明者双方共享从发明中获

得的财务激励可能有助于促进在各大学开发的技术的成果转化。各机构之间的许可使用

费和股权权利的分配是不同的，这可能影响到发明者是否倾向于开办公司或是许可他人

使用其技术。理想的分配方式可能并不存在。在案例研究中，我们探讨了几所重点大学

的知识产权分配，发现这些大学都努力在发明人、发明人的实验室或部门以及大学之间

分配许可使用费和权益。许多顶尖的研究机构公开其政策，我们在案例研究报告中简要

总结了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马里兰大学的关键政策。这些政策可以作为

广州开发区的一个政策指导。

创新环境的其它方面

人力资本。在广州开发区的企业似乎都能够在广州或广东找到最需要的人才，但顶

尖的研究型人才可能仍有缺失。我们的采访表明，企业可能需要从国外招聘人才以填补

这一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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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审阅的文献表明，从硅谷到台湾新竹集群，海归的涌入对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同样的，广东大量的外籍人口也帮助缩小了顶尖研究人才的差距。新竹集群的

经验和我们在广州开发区的采访表明，由于中美之间在住房、生活方式以及教育系统上

的差异，一些海外人士宁愿将他们的家人留在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与家庭的分离成为

了吸引外国人才的挑战，广州开发区可以提供更高生活品质的附属设施，包括在知识城

提供更加多样化和优秀的教育机会以减轻这一挑战。

员工换工作的容易程度也可能引起人力资本的形成。员工在企业间的流动可能会帮

助企业信息外溢。然而，雇主会担心员工可能带走商业秘密以及已累积的人力资本到竞

争对手那里去。许多公司试图保护其知识产权的方法之一是要求员工签署保密协议和非

竞争性条款。文献和我们的案例研究表明，劳动力的流动会促进信息外溢，而这些外溢

的正面效应超过给任何单个企业带来的损失。

广州开发区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任何主要的挑战。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员工在公司之

间移动是容易的，员工离职去为竞争对手、供应商或客户工作是可以接受的，它们也愿意

聘请曾在竞争对手、供应商或客户工作过的员工。

关于劳动力流动的文献大多来自于对美国的研究，知识产权在美国得到严格的保

护。我们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了案例分析，以色列也具有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即

使员工离开时带走他们在特定产业的人力资本，企业的商业机密也会得到保护。由于劳

动力流动在广州开发区是受到广泛接受的，那么知识产权需要得到严格地保护，企业的

商业机密才不会被前雇员泄露。

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我们的初步分析表明，广州开发区拥有优良的基础设施，且

其整体商业氛围相当有利于创新型企业的成长。然而个案研究、访谈和调查结果表明广

州开发区可以在两个领域改善其经营环境。

首先，85％的公司表示裁员是不容易的，40％的受访者表示关闭公司是不容易的。

创造性破坏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改善创新环境，广州开发区需要解决这两个问

题。虽然广州开发区不能控制有关裁员和公司关闭的国家规定，但它可以为本地公司在

裁员或关闭的过程中起到有效的导航作用。

其次，在鼓励企业发展壮大时，虽然决策者往往注重供应方，我们查阅的文献和我

们的案例研究表明，对创新型企业产品的需求可能会对它们的成功发挥关键作用。我们

在广州开发区的采访表明，该地区对创新型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可能不足。支持知识城的

高科技企业向香港、台湾、日本和韩国营销其产品。广州开发区可扩大代表办事处，鼓

励创业者参加各地的展销会及赞助特殊活动，以帮助公司为其创新型产品找到买家。

网络。网络是集群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们往往是由个人之间的社会和商业互动

关系而组成的，而不是由企业间的联盟或其它机构发起。我们的案例研究表明，个人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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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利用其网络（涵盖各企业、行业和地区）进行各种商业活动，包括聘请有才华的员工，

在某一领域取得专家意见或开办公司等。.

相比机构的联系，个人占据着网络关系的主导地位，即使网络关系是因曾在同一机

构而开发的。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以色列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集群，其中一个网络形成

的主要来源是他们在军队服役的背景。服完兵役后，退伍军人似乎利用其私人联系形成

网络而非通过正规渠道。

总体来说，我们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虽然通过官方渠道发起的网络可能会在某

些情况下是有用的，但最重要的网络更有可能是由个人在集群形成时创建的。所以广州

开发区把重点放在努力创建特定类型的网络上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尤其是不太可能自发

形成的网络，如天使投资人网络。.

生活品质。我们的初步分析建议广州开发区应更侧重于提高知识城的生活品质，而

非仅为企业增加更多的激励政策。如上所述，一些税收和非税收激励是有帮助的，可以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改善商业环境。但是创新者也希望缩短上下班交通时间，希望孩子

能进更好的学校，希望拥有高质量的购物机会和娱乐休闲机会。我们查阅的文献和我们

的案例研究表明，生活品质在高技能人才选择居住地时起着主要作用。此外，高科技企

业的调查结果证实，生活品质问题，如通勤和更广泛意义上的“不愿住在广州开发区”

是吸引顶尖人才潜在的主要障碍。这些问题可能在知识城更为明显，因为它相比广州开

发区的其它地区离市中心更远。

虽然生活品质是重要的，但是尚未明确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创新型地区的建立，

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一个拥有大量人才的创新型地区。便捷的通勤可能需先于

创新型地区的建立，而文化生活服务则需要群众的参与，可能是创新型地区的产物。然

而广州开发区也可在知识城起步时采取措施，提高生活知识城的生活品质。广州开发区

应探索有效地激励机制，吸引优质学校和高质量的购物中心，从而使得技术人才及其

家属来知识城定居。此外，知识城细致的总体规划，包括提供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生活环

境，以及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将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知识城的营销。吸引一家主力机构对知识城的成功将是非常重要的。主力机构指

的是一家具有最高质量创新工作者的大公司或机构。主力机构可扮演一系列的角色。首

先，由于主力机构的声誉，或由于其它公司希望与其合作或利用其劳动力，供应商、采购

商和其它机构可能会被吸引至知识城。其次，主力机构可能提供人才资源。它可以提供

技工人才，也可提供有良好技能的毕业生（若主力机构为大学）。第三，主力机构的研究

可能产生商品或衍生公司。

广州开发区应更侧重于对一般创新环境的支持，而非只针对于特定的产业。我们对

马里兰州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证据，说明了针对具体产业可能可以吸引到决策者想要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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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但这种情况只有当这些产业与当地现有的优势相一致时才可行。尝试针对当地

并不具有优势的产业去吸引公司，可能导致无法吸引企业前往该地区，或公司在区域内

无法建立、迁入该地区的公司未能发展等情况。我们尤其建议广州开发区应考虑其现有

的一个或多个机构是否可以在知识城设立研发机构。

广州开发区已经有一些到位的政策，帮助吸引主力机构及其它创新型企业入驻知

识城，并鼓励创业者创业，在营销计划中强调这些因素将是重要的，特别是那些其它地

区很难复制的优势。其它地区大多无法复制的两个重要的资产是广州邻近的主要港口和

其在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商业中心的历史作用。

相比之下，有些因素可以很容易地在中国其它地方被复制。根据案例研究，我们将

税收优惠和非税收激励归为这类因素。虽然提供这些激励措施可能有助于吸引某些已

考虑入驻知识城的特定机构，但争相竞价的风险是相当大的，如果提供补贴的成本增

加，那么将该公司引入的价值会相应减少。

广州开发区也应关注最终可能被复制，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复制的因素：如基础

设施，良好的商业氛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大的天使投资人网络，优良的生活品质

和当地声誉良好的学校。着眼于在知识城创建这些因素，并在营销广州开发区时强调这

些因素将奠定广州开发区的竞争优势。首先，上述类型的优势是需要时间创建的，这可

使其它地区更难与之竞争，至少需等到它们开发出类似的优势时才可以。其次，集群通

常在具有先发优势的地区周围形成，那些企业往往是通过历史偶然因素最先开始创造

一种产品或服务。如果广州开发区建立了拥有这些因素的声誉，并开始吸引创新型企业

落户，其良好声誉可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并吸引更多企业入驻，其它地区将很难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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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广州开发区和知识城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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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创新型经济发展包括促进创新型企业的建立和成长。在任何地方，创新型企业的成功与

否取决于当地是否具有其所需的适宜的人才、金融和物质资产。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还需

要一个有利的体制和监管环境：即政府施行的经济管理政策、机制、法律和法规。

广州开发区（GDD）位于广州市萝岗区（萝岗区成立于2005年1），由几个不同类型

的特别经济区组成。广州开发区对创新型经济发展尤为感兴趣，现正与新加坡的国有企

业星桥国际合作，在萝岗区北部开发中新广州知识城，使之成为一个创新型企业的集聚

地。该项目旨在推动广州经济从低薪制造业向高薪的以研究和创新为基础的知识型产业

转型。

创新型企业的经营环境受到各级政府的影响。中央政府，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

和广州开发区政府，在为创新型企业创造发展环境的过程中，扮演着各自独立却又时而

互补的角色。

作为本项目的另一份兰德公司报告，《知识城创新体系建设战略纲要》（编号MG-
1240-GDD）介绍了知识城要取得成功需采取的具体措施。该报告的读者包括广州开发

区和其他对创建创新型地区有兴趣的人士。本报告对本项目中进行的阶段性成果进行分

析汇编，也为《知识城创新体系建设战略纲要》提供了证据支持。本报告的读者包括广

州开发区，经济发展决策者，以及创新和区域发展方面的学者。

本报告的第一部分介绍了创新体系和集群、知识城、广州开发区和广州市。第二章

概述了创新体系的要素和集群形成的基础。如果知识城要取得成功，广州开发区将需要

一个有效的创新体系。集群的形成或发展将标志着知识城的成功。第三章介绍了目前广

州

1. 广州开发区包括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GETDD)，广州保税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出口加工区和广州
国际生物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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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高科技企业的情况。这些创新型企业是广州开发区在建立知识城时可以借鉴的

基础。该节还将广州与中国其他创新型地区作比较，这些地区将与广州主要在创新型企

业和人才方面展开竞争。

报告的第二部分对三个创新型地区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三个创新型地区为硅谷、马

里兰生命科学走廊和以色列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集群。该案例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学习其

他地区的经验促进知识城的发展。在第三部分，我们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并查阅了大量关

于创新和集群形成的文献，将这些结果与广州开发区的现状进行比较，并讨论存在的差

距，以及广州开发区应采取哪些政策措施促使知识城的成功。

该报告结尾附有五个附录。附录A介绍了第二部分的案例中部分公司的历史。附录B
简要地讨论了小企业投资公司在硅谷的发展及其作用。附录C摘录了两个创新型地区的

政治人物对创新发表的演讲。附录D提供了广州开发区和兰德公司为本项目设计的调查

问卷的详细信息，下面进一步说明。最后，广州开发区衡量测知识城的进展情况。作为本

项目的另一份报告，《知识城创新体系建设战略纲要》为广州开发区提供了最重要的衡

量指标。本报告附录E列出了一套更完整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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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创新体系与集群形成

什么是创新？

虽然对于创新没有一个单一的定义，但其中由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定义被普遍接

受（Schumpeter,. 1934年,. 其观点被以下学者引用Fagerberg,. 2003年;. Lundvall,. 2004年;.
Org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and.Eurostat,.2005年）。

熊彼特定义了创新的五种类型：

1.. 一种新产品或现有产品质的变化

2.. 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被认为是过程创新

3.. 一个新的市场

4.. 一个新的供应源或原材料来源,或其它投入源

5.. 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这些创新可以是毁灭性的，以某种方式对经济或产业进行颠覆，亦或者是渐进性

的，对经济或产业运行不断进行改善。

OECD.and.Eurostat.(2005年,.第46页).将各种创新定义归纳为以下叙述：

创新是指在商业活动、工作组织或外部关系中推行全新的或有显著改进的产品（商

品或服务）或过程、新的营销方式或新的组织形式。

这些创新定义强调了创新是一种经济活动，创新是为满足消费者或企业需求或为

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创新不包括诸如发明和研发之类的学习、认

知和发现等因素，尽管这些因素也是创新的基础。

创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专注于创新的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创新体系的存在，及其

创新体系在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

创新体系包括各主体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创新体系的概念相对较新，但创新体系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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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生产、教育和基础设施体系）早在200年前就已确定（Lundvall等人,.2002年)。.

在一些定义中，创新体系的主体可能包括创业者、私营公司、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

（OECD，1997年；2010年a）。在其它定义中，主体可能包括进行创新的公司，大学和其

他教育机构，政府政策，以及如金融和标准等驱动因素，乃至市场的接受程度（Anders-
son等人,.2004年,.Figure.10,.第69页）。.......

创新体系的要素只是该系统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各要素之间的联系。这包括各

主体之间的各种互动，以及主体面临的合作与互动的激励。大学等机构的联系与互动也

促进创新（OECD，2010年a）。

创新体系可能是国际性、国家性或地方性的。国际性指的是不同的要素存在于各个

国家但在促进创新中相辅相成；在国家性体系中，各要素在同一国家内；而地方性体系

指的是各要素在同一国家的某个区域内。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年). 将创新政策定义为“为提高创新活动的数量和效

率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行为”。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虽然大多集中在科学和技术领域，

但也涉及到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各类活动和机构，尤其在经济发展方面（Lundvall
等人，2002年；Liu等人，2011年）。一些分析家认为非正式制度甚至文化也可以是创新

体系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些非正式制度可能有着地区性差别（Gertler等人,2004年）。

例如，Freeman（1995年）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一个比较分析，并认为如研发经费等量

化衡量方法可能无法解释不同经济体之间发展路径的不同，而定性的衡量也是重要

的。Fagerberg和Srholec（2008年）利用因素分析衡量反映“技术能力”（如专利和出版

物）和“社会能力”（如教育）的一套广泛的指标，其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与其创新体系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中国的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

在过去30年，中国的创新体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这些变化之前，在科学技术领域有

五个主要的机构：中国科学院、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公共研究机构、隶属于省级政府的公

共研究机构、大学以及国防研究机构。科学和技术政策的重点放在国防方面，缺乏研究

和商业化之间以及研究和教育之间的联系（Benner，Liu，Schwaag. Serger等人，2012年）。

创新在政府机构内发生的，对于其它主体（如企业或科研院所），没有创新的激励机制

（White，Gao和Zhang，2005年）。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政府提出了以提高科技产出为目

标的政策（White，Gao和Zhang，2005年）。. Liu等人（2011年）将过去30年划分为四个不

同的时期，并指出虽然科技政策是“起点”，中国政府也已创造了各类政策，涉及产业、

金融、税收和财政政策，旨在促进创新。第一阶段（1980-1984年）的特点是通过建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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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科技方案，力求振兴中国的科技水平。在第二阶段（1985-1994年），提出多项政策改

革科技体制，鼓励各类高科技创业公司从科研院所或大学衍生出来，并建立了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此外，提出为改善整体营商环境的政策，并强调在某些领域的进口和吸收

国外技术的作用。第三阶段（1995-2005年）提出了“创新”的概念，除了科学技术与产业

政策，金融、税收和财政政策也相继出台。政府研究机构进行了改革，把更多的重点放

在创新型民营企业。第四阶段（2006年至今），国务院通过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纲要(2006-2020)》（Liu等人，2011年）。Liu等人（2011年）认为，该计划的目标之一是转向

一系列更协调的创新政策组合，并结合科技、产业、金融、税收和财政等政策。该计划在

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政策方面也向前迈进了一步。

该计划的第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到2020年将科技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

比提升至2.5%。该目标与实现从2000年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表明，中国

科技研发经费的支出预计到2020年将显著增加。该计划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转向“

自主创新”，降低中国对外国技术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依赖。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使企

业成为创新背后的关键力量。这种转变已经开始，如减少政府研究机构的人员数量并鼓

励企业的研发行为（Schwaag. Serger和Breidne，2007年）。该中长期规划也包括了许多具

体的政策，包括招聘海外人才、改革教育体制、为高新技术产业区提供优惠的税收待遇

等（Liu等人，2011年）。

该计划还确定了一些优先领域的研究以及一些特定项目（Schwaag.Serger.和.Breinde，2007.
年）。这一点也在中国其它的科技政策中得以体现；Benner,. Liu,. 和Schwaag. Serger. (2012
年)认为，中国的科技资金大部分是以任务为导向的，即有实现创新的特定目标或地区）

，并且以卓越化为导向（集中于科研质量和少数几个卓越的领域）。相比之下，他们认为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方案是以促进科技溢出和提高能力建设为目标的。

中国创新政策的重点是多层次的，其中包括“全面的国家战略”，《中长期发展

规划》（如上所述），并在国家科技项目、研究机构和资金来源等方面设置重点级别

（Benner，Liu，Schwaag. Serger等人，2012年）。各类机构，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负责设计创新政策大的方针，更具体的政策设计则由各部委负责

（Liu等人，2011年）。

在省级层面，广东省已建立了省级的中长期科技规划。全省也有一系列其它的创新

政策，重点领域包括建立创新网络，改善培训和教育，建立研究机构，并实施知识产权

保护战略（Kroll和Tagscherer，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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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创新政策的不断演变，许多创新体系相关的要素也在发生变化。其中一

个关键的因素是创建和发展中国的风险投资产业。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批风险投资

公司是地方政府资助建立的。以企业为背景的风投公司从1998年开始成立，标志着风

投公司不再局限于政府部门，而转向商业部门的思想转变。然而，政府继续在风险资本

市场通过选定的目标领域，保持政府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在提供贷款担保等方面发

挥着很大的作用。虽然风险投资公司往往相对针对后期阶段的投资，投资于新企业的

体制环境已有所改善（White，Gao和Zhang，2005年）。其它创新环境的改变包括知识

产权体系的改革，以及通过教育改革和招聘海外人才提高人力资本的实力（Yang，2003
年；Liu，2011年）。然而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在更广泛的创新要素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

包括适当的法律和监管体系，风险投资，教育和必要技能之间的匹配，以及需要对知识

产权的严格保护（White，Gao和Zhang，2005年;.Schwaag.Serger.Breinde，2007年）。

与国家政策一样，广东省的创新政策也变得更为广泛，并且正在将教育政策与科技

政策相结合（Kroll和Tagscherer，2009年）。近年来广东省的专利申请数量一直在中国名

列前三（Kroll，2010年）。广东省的企业也在全省起着很大的作用。大中型企业2007年的

研发支出占总支出的百分比为83％，而中国的平均水平则为57％。广东省的科学出版物与

中国整体水平相比更有可能涉及企业的参与（Kroll和Tagscherer，2009年）。然而，Kroll
和Tagscherer（2009年）指出广东省的创新体系仍面临一定的挑战。首先，风险资本仍然

稀缺，政府政策的目的是把融资的重点放在特定的银行，而不是增加风险资本。其次，

知识产权仍然薄弱。第三，广东省缺乏顶尖大学和研究中心，与北京和上海比，研发人员

的比例较小。

另一个潜在的挑战在于广东研发的集中度。2007年，广东省超过80％的研发支出在

在电子与通信领域。并且在2006年，一家大型电信公司（华为）占有广东省超过三分之一

的全部工业研发支出。2003至2005年间的跨国专利高度集中在电气工程，而华为在这段

时间占有超过60％的跨国专利申请（Kroll和Tagscherer，2009年）。

知识城创新体系框架

为实现兰德公司和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的研究目的，兰德公司制定了一个创新体系的

基本框架（图2.1）。具体来说，我们把法律和监管环境以及商业配套环境视为基础，后

者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套广州开发区具体的政策。我们还包括企业本身，即为创新活动提

供场所和组织的机构；也包括人才，即开展创新活动的人；以及融资，即使企业和人才可

以运作的货币流动。在理想情况下，这些要素的组合将促成创新型企业的建立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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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兰德公司和广州开发区的角度来看，界定和理解创新体系的关键因素是要找到

促进创新的杠杆作用点。这可能涉及政府对监管、税务或财务的干预。例如，他们可能涉

及干预创新体系中不同元素的相互作用（OECD，1997年）。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可能源于

市场失灵，但干预也可能涉及更改或取消政府政策，有效修复政府的失误。这些干预共

同影响到创新政策。

广州开发区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创新政策体系的研究，包括走访中国和世界其它地

区的科学园区和高科技园区。开发区认为，支持创新的政策体系包括五个组成部分——.
（1）提供直接资助，（2）提供间接资助，（3）激励需求，（4）加强创新服务，和（5）促进

技术创新与合作（Shen，2011年）。通常直接支持包括面向具体用途的直接拨款和用于奖

励创新活动的专项基金。间接支持包括融资担保和税收优惠。激励创新需求包括任何

增加创新产品销售的方法。加强创新服务包括政府指导，确保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和中

介机构的存在。最后，促进技术创新与合作，包括鼓励各种增强企业在创新方面竞争力

的合作。

广州开发区已为创新提供相当数量的直接资助，包括已经被国家和各省市认可

的科技（S&T）发展资金，专项科技资助和科技项目配套资金，以及科技研发费用补贴

（Shen，2011年）。

开发区通过间接资助扶持企业上市，对市级及以上科技重点项目给予贷款贴息，为

科技领军人才参股投资，以及成立凯得公司作为开发区的风险投资公司来支持创新行

为。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人力资本和融资激励。为激励需求，广州开发区将优先购买列

图2.1 
创新体系框架

RAND TR1293-2.1

法律和监管环境 商业配套环境

目标：吸引高科技企业并促进其发展

企业人才 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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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国家、省、市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的产品（Shen，2011年）1.

关于创新服务，广州开发区制定创新政策、人才政策、研发支持政策和知识产权

（IP）保护政策；开发区管理科技孵化器和加速器，提供融资帮助、技术转移、咨询、指

导、场地以及其它服务。为促进技术创新合作，广州开发区已与75所高校和研究院所进

行合作，与32家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建立资源共享机制。主要参与机构包括华南

理工大学（包括研发、孵化、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和中山大学（成立广州开发区—

中山大学生物工业研究院以支持中山大学教授的研究成果转化）（Shen，2011年）。

创新、产业集群与知识城

众多学者认为，当同一产业内的多家公司聚集时，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可推动创新。集群

的形成，可能会提高生产力，增加产量和收入，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多的地方税收

基数。为此，我们着重探讨产业集群以及如何推动在知识城形成产业集群。

世界各地都有产业集群的存在。“产业集群”有多种界定方式，但其中较常见的是

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1998年）提出的定义，即“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关联的、

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波特指出，产业集群包括不止一个产业，而

是包括“一批相关产业”（含供应商和客户）。

虽然最富盛名的产业集群大多以高科技为导向，但事实上产业集群可以覆盖各行各

业，例如米兰的时尚、底特律的汽车制造、桥头的纽扣生产。我们的案例所关注的三个

产业集群都具有薪资较高的特点。广东省在创建产业集群方面的成功案例很多，虽然不

全是高薪资产业，但仍对促进就业发挥了作用。Porter（1998年）认为没有低科技产业，

只有“低科技公司”。换言之，任何公司都可通过采用先进科技以提高生产力，并最终带

动薪资水平的提高并提升其竞争力，而这是无关于产业的。

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

关于工业生产聚集的地理性因素，理论和实证文献给出了多种解释。首先，产业集

群所在地具有自然优势，例如气候宜人、成本低廉（譬如因靠近港口而使航运成本较

低）、拥有特定技能的本地劳动力，或具备深厚的产业基础。Ellison和Glaeser（1999年）

的研究表明，美国大约20%的制造业聚集区可以归因于当地状况，包括投入成本、劳动

力市场状况以及运输成本。同样，Kolko、Neumark和Mejia（2011年）也发现，美国加利

1. 我们发现一些外商企业认为这些目录是有偏向性的，并存在着争议.(The.U.S.-China.Business.Council,.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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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尼亚州温和的气候和现有的产业结构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根据其商业环境所

做的预测。

其次，产业集群形成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产业内以及产业间的本地化“溢出”能够提

高产业集群内企业的生产力。溢出指的是在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对事物产生影响的行

为。例如，如果一个大公司聘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并将他们引入一个特定的城

市，坐落在这个城市的其他公司将受益于一个更大的人才库。Marshall（1890年）提出，

相互邻近的公司无论进货还是发货都可以享受较低的运输成本，这些公司还可以共享

同一个劳动力市场，并受益于知识溢出。Ellison、Glaeser和Kerr（2010年）通过美国关联

产业集聚（即两个产业集聚于同一地点）数据表明，上述三点都是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

地理性因素，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比自然优势更加重要。

关于产业集群的成因还有许多构想，包括提高某一特定产业的声誉、允许联合市场

推广、提供公共机构服务与产品（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提供），并使绩效更易评定

（Porter，1998年）。.

产业集群的形成方式

虽然产业集群的成因有很多，但关于特定产业聚集于特定地点的具体原因则较少涉及。

自然优势是其中一个原因：例如，荷兰地处欧洲中心，这是该国能够成为交通枢纽的原

因之一（Porter，1998年）。.

还有一些产业集群的形成是由本地特殊状况或本地需求决定的。Porter（1998年）

举例指出，以色列农业科技的成功是基于该国对沙漠种植的迫切需求；同样，芬兰环境

科技产业集群的崛起源自当地林业和化工业等其他产业集群对环境的破坏。产业集群

的形成通常具有路径依赖性：Hospers、Sautet和Desrochers（2008年）对欧洲多个成功的

产业集群进行了分析，结论指出本地以往优势产业所积累的知识是大多数产业集群能够

获得成功的基础。

Blum（2008年）区分了横向产业集群和纵向产业集群。前者是许多小公司聚集起来

对当地资源进行共享（例如技术熟练的劳动力），而后者则是以一家或多家主力机构及

其供应商为主导。更广泛来讲，供应商和购买者会聚集在主力机构周围，而这些企业也

可以创建衍生公司并提高本地劳动力的专业技能。横向产业集群和纵向产业集群并不相

互排斥。举例来说，飞兆半导体公司2、美敦力公司3、MCI和AOL4都是各自产业的主力机

构（Porter，1998年；Saxenian，1994年）。

有一些产业集群的成因则不好界定，其中涉及历史偶发事件、文化以及当地便利设

施和基础设施。Krugman（2011年）指出，据坊间传闻，30年前中国桥头的三个兄弟在路

2. Fairchild.Semiconductor，属于美国硅谷的半导体产业。

3. Medtronic，属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医疗器械业。

4. 属于华盛顿特区的电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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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拾到一包废弃的纽扣并从中看到了致富的商机，时至今日全世界超过60%的纽扣产自

中国桥头市。Porter（1998年）提出，美国奥马哈市之所以成为电话营销业务的现代中心，

是因为美国军方最早在那里安装了光纤。Saxenian（1994年）认为是美国硅谷敢于承担风

险和大胆试验的文化促使了当地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形成和长期存在。

产业集群政策

关于政策能否对产业集群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尤其是将促进产业集群作为直接目标

的政策），在此问题上相关文献产生了分歧。Martin和Sunley（2003年）总结了通过提供

当地公共产品帮助解决市场失灵的一系列促进集群形成的政策导向：

•. 帮助创建合作网络，使企业实现信息共享、共用资源共享或协同合作

•. 为产业集群提供集体营销服务

•. 为本地企业提供服务（例如财政或营销方面的服务）.
•. 通过针对某些企业的营销策略以填补产品线的空白

然而有文献指出，这种鼓励产业集群的政策对其形成既非必要条件又非充分条件。

例如，Hospers、Sautet和Desrochers（2008年）对多个成功的欧洲产业集群进行分析后指

出：政府对其形成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而在其它例子里，政府用以推动或维系一些

产业集群的政策则以失败告终。

促进产业集群形成的政策通常针对于特定产业或企业。然而许多作者指出，政

策应对更加广泛的问题进行关注，例如改善商业环境、创建基础设施或提供营销推.
广. 5。Bresnahan和Gambardella（2004年）提出，“创新产业集群起飞的先决条件”包括：

长期投资（包括私营实体对创办公司和市场建设的投资）以及政府对高技能劳动力等要

素的投资。

更为广泛的政策（例如监管负担和税收）对创业者的影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验证。

然而，关于政策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维系是否有效或者必要，除了产业集群的研究案

例之外，相关的实验证据则少得多。例如，Wallsten（2004年）通过对美国已创办科技园

的郡与未创办科技园的郡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在高科技雇佣情况、风险投资或小型公

司数量方面并无显著区别。Greenstone、Hornbeck和Moretti（2010年）以及Greenstone和
Moretti（2004年）于近期的一些证据表明，努力吸引主力机构对当地而言可能是值得

的。

总体而言，关于集群政策的文献仍没有在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否受益于政府政策方

面达成共识。尽管如此，许多作者引用的集群形成的共同要素包括优秀的员工队伍，资

5. 例如，见Hospers、Sautet和Desrochers，2008年；Porter，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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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可获得性，以及有吸引力的商业环境（例如见Bresnahan和Gambardella，2004年；Lee
等人，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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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广州开发区深入研究与比较分析

广州开发区高科技企业

兰德公司与广州开发区共同设计了一项针对广州开发区高科技企业的调查，名为“广州开

发区管委会-兰德公司知识城创新体系课题调查问卷”（以下简称“兰德公司. —. 广州开

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本节以调查受访者的样本为依据，介绍了广州开发区的高科技

企业概况。问卷调查的方法、结果和问卷的组成部分在附录D中详细介绍。问卷调查的

基本信息如下：

跟据现有数据库，广州开发区的工作人员估计，截至2011年9月中旬广州开发区内大

约驻有786家高科技公司。广州开发区的工作人员随后跟进了这些公司，整理了联系信息

错误以及未回复等问题，进而扩大了公司数据库。开发区最终共发放约1,500份问卷，比

原先预计的多了1,000多家，总共回收305份调查回复。

在这305份回复中，个别调查问题的回答率有所不同。下文提及调查结果时，我们提

供的数字均以有回复的调查为依据。例如，大约95%的公司（305家公司当中的289家）回

答了关于企业创办人之前经历的问题。这些公司中有大约26%（289家公司当中的76家）

表示企业创办人曾在广州创办过企业，我们报告的数据则为26%。如果回答率特别低以

致有必要进一步讨论，我们将在讨论结果时提供更具体的信息。我们将调查结果视为可

以代表广州开发区的高科技公司情况的结果；但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根据各问题的

回答率以及我们对总体数量的最佳估计，在95%的置信水平上我们的误差幅度为5%至

7%。此外可能存在取样偏差：某些类型公司的未回复率可能高于其它类型。每份表格的

附注均注明各项结果是基于多少份回复得出，附录D提供了统计属性的相关信息。

广州开发区内最主要的两大高科技产业是电子与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技术产业（

图3.1）。广州开发区将近三分之二的高科技公司属于这两大产业。另外两个超过5%的产

业为光机电一体化和新材料。

尽管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并且科技产业以创新和发明为基础，但是大部分公司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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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广州开发区高科技公司产业分布图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数据基于297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由于取整，
总值超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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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2%

18%

7%

7%

2%

2%
电子与信息

新材料

环保

航空航天 1%

核应用技术 0.34%
其他

生物、医药技术

光机电一体化
 

新能源、高效节能
 

地球、空间、海洋工程 0.34%

图3.2 
广州开发区高科技公司年龄分布图

.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数据基于297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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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6至20年前（图3.2）。1至5年前成立的公司约占受访总数的34%，20多年前成立的

公司占比不到3%1。

图3.3显示的是广州开发区高科技公司员工数量分布情况，其以同时回答了公司成立

时和目前员工数量的调查受访者所提供的信息为依据。正如我们所料，将近95%的公司

成立时的员工数量少于目前的员工数量，这体现在公司目前员工数量分布图柱右移，即

超过了公司成立时的员工数量。部分公司的员工数量增加十分突出，这体现在图中较平

较宽的目前员工分布图柱上。

在已成立0至20年的公司当中呈现出公司收入随公司年龄而增长的趋势（图3.4）。这
一模式似乎并不适用于成立超过20年的公司，但是这可能是由于该年龄段公司我们调查

极少。.

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公司本身是另一公司的子公司。这些公司当中将近一半

附属于总部设在中国境外的公司（图3.5）。其余子公司的总部大多数在广东省，有些是在

广州开发区内（母公司位于广东省内者居多），有些是在广州市但不在广州开发区内，还

有些是在广东省内其他地方。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子公司的总部位于广东省外的中国其他

地区，说明广州开发区大约5%的高科技公司是由总部设在广东省外的中国公司创办。

1. 公司年龄是用该调查年份（2011年）减去公司的创立年份计算得出。

图3.3
广州开发区高科技公司员工数量分布图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数据基于279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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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非附属高科技公司，则多数是本地创办的。这些公司当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最

初是在广州开发区内成立的，而其余公司几乎都是从广州其他地方迁入广州开发区的.

图3.4 
不同年龄公司的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数据基于230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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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子公司总部的地点分布图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数据基于73家公司的回复得出（在总共收到的305份调查回复中，共有73家公司
表示是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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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这说明除了子公司之外，广州开发区只吸引了极少数来自广州以外的高科技公

司入驻。非子公司中，只有1%是从广东省其他地方迁入广州开发区的。非子公司中只有

不到2%为衍生公司2。

自报为子公司的73家广州开发区公司员工总数约为46,000人，而没有自报为子公司

的229家公司的员工总数将近82,000人。这些数据证实了公司起源地、雇用情况和关于

创造就业的其它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其中就业岗位是通过公司的成立、扩张和搬迁而

创造的。尽管许多经济发展部门都强调吸引现有公司，但是现有公司如果迁到一个新地

点，其所创造的就业岗位相对来说却会很少（Neumark,. Zhang和Wall，2006年；Kolko和
Neumark，2007年）。大多数就业岗位是由某地新成立的公司创造的，而不是由那些被吸

引到当地的现有公司创造的。

广州开发区拥有一些连续创业者，即创办过不止一家公司的创业者（图3.7）。尽管

超过40%的公司创办人是初次创业，然而将近一半的公司创办人表示之前曾创办过至少

一家公司3。鉴于大量连续创业者的存在，这一过往历史说明某些首次创业者本人可能会

2. 衍生公司可能是研究人员或多种机构（包括大学、政府或另一公司）的前员工创新的结果，或者是他们成立的公
司。本调查侧重于自另一公司衍生出来的公司。

3. 本调查问题还问了过往工作经验，以及让受访者选择适用答案。然而，只有百分之26的创业受访者表示曾为其他
公司工作过。如此低的回答率显示，多数受访者从未受雇（而非创办）或未曾工作过，但是这一数据也有可能是出于

图3.6
公司起源地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数据基于227家非子公司的回复得出（在总共收到的305份调查回复中，共有229家
公司表示是非子公司）。由于取整，总值超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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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来成为连续创业者。

这些基本数据表明，广州开发区多数高科技公司仅集中于几个产业，并且此倾向有

增长的趋势。这些公司中大多数最初成立于广州开发区或广州，不过其中四分之一的公

司是中国其他地区或海外公司的子公司，大约三分之一的就业岗位是这些子公司创造

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广州开发区不仅受益于外资公司子公司或总部位于中国其他地

区的公司子公司，而且由于为国内创业者提供有利环境而在近期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公司集中于两大产业并且有部分存在于另两个产业的现象提出了一个问题：广州开

发区是否在这些产业方面具有优势？进而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广州开发区应该集中力

度促进这些产业，还是应该走多元化道路拓展其他科技领域？

最后，关于公司规模的数据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广州开发区，小型公司

相对稀少。反观硅谷的中心——圣克拉拉郡，却以小型的计算机制造商为主（图3.8）。
在整个美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多个领域（计算机制造、软件和计算机服务）也可以观

察到类似模式（图3.9）。鉴于广州开发区相当注重吸引创业者和鼓励新创公司，因此广

州开发区相对缺乏小型公司的现象是令人惊讶的。.

受访者未选择所有相关答案而致。

图3.7
公司创办人的以往经验

.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此问题为多选题。数据基于289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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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圣克拉拉郡计算机制造公司员工规模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07年美国经济普查结果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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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美国信息通信技术类公司员工规模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07年美国经济普查结果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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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广州开发区统计局针对一定规模以上所有工业企业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些

企业的平均员工数量为316人。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的平均员工数量为452人。我们无法

由这些数字得出任何确凿的结论，因为广州开发区统计局的数据覆盖的是一定规模以

上的工业企业，而我们的调查对象仅限于指定的高科技公司。然而，对于本调查中观察

到的员工规模分布，有几种可能的解释。首先，广州开发区的环境中可能有某些要素吸引

相对大型高科技公司。例如，广州开发区的工资水平比美国的要低，所以广州开发区的公

司可能比美国硅谷的同类公司表现得更倾向劳动密集型。其次，本调查中观察到的相对

较大的平均规模（尤其是与广州开发区统计局数据的平均规模相比）说明小型公司的调

查回答率可能低于大型公司。.

广州比较分析

为更好地评估广州开发区（和广州市）的创新资产以使知识城获得成功，我们将广州（

广州开发区的所在司法管辖区）与六个主要竞争城市：北京、上海、天津（中新天津生态

城所在地）、苏州（中新苏州工业园所在地）、杭州（浙江加州国际纳米技术研究院所在

地）和深圳（中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广州的邻近城市）在主要创新资源方面进行

了比较。

按人口计算，广州市是中国的第六大城市，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其人口将近

1,300万左右。在各比较城市中，广州低于上海（2,300万）和北京（2,000万），略低于天

津（1,300万），高于苏州（1,000万）、深圳（1,000万）和杭州（870万）。拥有户籍人口（户

口）的人数略少：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2010》，2009年广州户籍人口为790万。

如果只计算户籍人口，广州市在七个城市中名列第四大，少于上海和北京，与天津并列，

并多于苏州、杭州和深圳。.

相反的是，广州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这七个城市中名列第

三。2010年，广州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近1.1万亿元人民币，约为上海的63％（上海拥有最高

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北京的75％，但比杭州的高80%（杭州的地区生产总值在这些城市

中排名最低）。其2010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83500元，是深圳的91%（深圳在这七个

城市中排名第一），苏州的95%，比其它四个城市均高出13%至23%左右。

广州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是最高的。若比较2008年小学至大学的在校生人

数，广州人口的18.5%是在校学生，相比之下，杭州为16.5%，天津、苏州、深圳和北京为

10%-14%，上海为9.2%。在各级教育中（除高中），广州市的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都是所有这些城市中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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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统计的2011年大学排名(上海排名顾问,. 2011年)，北京拥有排名前两位的

大学，杭州的一所大学排名第四，上海的两所大学排名第五和第六，天津的一所大学排

名第八。广州排名最高的中山大学名列第16位。尽管深圳的经济实力显著，在排名前50名
的大学中没有一所位于深圳。在前50名的大学中，北京有12所，上海有6所，天津有3所，

广州有2所（华南理工大学排名第29），杭州和苏州各有1所，深圳的大学没有入选。

在另一项管理科学研究院的排名中，中山大学排名第七，华南理工排名第24（2011
年中国大学排名，2011年）。该排名还将中山大学排名理学第八，华南理工排名工学第

九。在前50名的大学中，北京有8所，上海有7所，天津和广州各有2所，杭州有1所（排名

第一），杭州有1所。

广州在一些科技指标上的排名也不尽如人意。广州在科学支出方面排名第六，在专

利授予数上排名第七。

上海、广州、深圳和天津在这些城市中交通基础设施范围最广，尤其考虑到通向其

它国家的货运物流，上述四个城市因为同时拥有主要的机场和海港，相对于北京、苏州

和杭州，与国外市场有更好的连接。北京拥有中国最繁忙的机场，但没有海港。杭州，苏

州只有内河港口，没有海港，且苏州没有民用机场。

表3.1
广州和其它竞争城市排名 

广州 北京 上海 天津 苏州 杭州 深圳

人口 4 2 1 3 5 7 6

地区生产总值 3 2 1 6 5 7 4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 5 4 7 2 6 1

交通基础设施 2 5 1 4 7 6 3

高校在校生人数 1 3 4 5 6 2 7

大学排名 4 1 2 4 6 3 7

科学支出 6 2 1 4 5 7 3

专利授予数 7 3 1 7 2 4 5 

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2011年；国家统计局，2010年；上海排名顾问，2011年；各城市统计年鉴。

附注：在排名中，1代表最高、最多或最好。人口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2010普查；地区生产总值根据人口和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数据计算而得；交通基础设施包括空港、海港和内河航道设施；高校在校生人数来自于2008年大专院校的人数；科学
支出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年》反映用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大学排名来自于2011年上海统计的大学排名
前50名（上海排名顾问, 2011年）和管理科学研究院排名前50名（2011年中国大学排名，2011年）的大学。我们计算整体排名
时对各地区评分，对各城市每所排名前五名的大学给予5分，每所排名六至十位的评2分，排名11至50的大学每所评1分。在这个
制度下，广州在上海排名顾问的排名中位列第五，在管理科学研究院的排名中位列第四，天津则分别为第四名和第五名。因此
我们将他们作为并列第四名。我们也尝试了其它评分系统，并得到相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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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七个城市都设有开发区。截至2011年12月，上海有四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开区）和两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区），广州有三个国家级经开区和

一个国家级高新区，深圳是特别行政区且有一个国家级高新区，杭州有两个国家级经开

区和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其它三个城市各有一个国家级经开区和一个国家级高新区。4

广州与中国的其它竞争城市相比，尽管它们有类似的资产，但广州人口结构更年轻，

有更好的基础设施，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更高。然而广州缺乏顶尖的大学仍是值得考虑

的问题，但深圳和苏州的例子说明其它资产可做弥补。广州在各科技指标方面的表现也

堪忧。基本资产的相似性表明，广州可以利用其在中国南方，及与香港和东南亚临近的

地理位置优势，通过其现有的工业基础，相关人力资本和交通基础设施，并结合更好的

政府政策，彰显独具一格的实力。

随着广州开发区尝试建立创新集群，它将会面临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竞争。图3.10
显示了广州开发区公司认为在中国理想的经营地点（除广州开发区以外）。大约三分之一

的受访者表示会考虑广州开发区以外的地区，也可能会考虑广东省内的其他城市，而另

有44%受访者则提及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三角洲（长三角）地区。长三角除上海以外的

其他地区被认为是最适宜企业经营的地区，甚至超越了广东省其他城市。

4. 资料来源：商务部和科技部网站关于开发区和高新区的信息。

图 3.10
公司认为理想的经营地点（广州开发区除外）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数据基于267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由于取整，
总值超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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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三大创新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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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案例研究：硅谷

硅谷是全世界最知名的高科技产业集群。硅谷的经济充满活力、富于“创造性破坏”、并

为创业者提供多种网络和支持系统。.

概况

硅谷位于北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湾区（图4.1），覆盖区域约80公里长、30公里宽，而紧

邻旧金山南部的圣克拉拉郡则被视为其心脏地带。.

硅谷高科技产业众多，并以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成功而著称。在圣克拉拉郡，信息

通信技术相关产业（电脑和电子产品制造、电脑系统设计、软件出版、电信业）在公司数

量、雇员人数和薪资方面分别为当地总量的8%、15%和23%，远远高于美国总体水平（图

4.2）。该类产业的平均薪酬约为圣克拉拉郡整体薪酬水平的1.5倍（图4.3）。.

硅谷是Schumpeter（1942年）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的卓越典范。“创造性破坏”是

指在新创意、新公司不断诞生和消亡的过程中取得进步。例如，圣克拉拉郡计算机制造

产业以雇员人数少于5人的公司为主导（图4.4）。Zhang（2003年）通过对1990年至2000
年的一组硅谷高科技公司追踪发现，各种规模类别中都有30%至50%的公司在此期间倒

闭，即使规模最大的公司也不例外。.

硅谷的另一特征是能够诞生大量衍生公司。图4.5估算了参与自行创业的硅谷大公

司和大学的前雇员（合称“雇员创立者”）人数，以及由硅谷本地公司衍生而来的公司（“

衍生新创公司”）数量，并将其与同为高科技产业集群的波士顿128公路区进行对比。

估算仅限于在1992年至2001年期间获得风险投资的新创公司。硅谷本地大学（斯坦福大

学、伯克利大学）和波士顿本地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所产生的新创公司数量

相近。而在由公司前雇员创办产生以及由企业衍生产生的公司数量方面，硅谷则远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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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波士顿。这种衍生公司的文化一直伴随着硅谷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将在下文

中谈及。

硅谷的成功还体现于其在专利方面所处的领先地位。来自硅谷中心地带—圣何塞-
森尼维尔-圣克拉拉大都会区的发明人，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从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

图 4.1 
硅谷地图

来源：兰德公司通过ArcView GIS（版本10.0）绘制的地图，Redlands, CA: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Inc.,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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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信息通信技术相关产业占圣克拉拉郡薪资、雇员和公司比例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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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圣克拉拉郡雇员人均薪酬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9年的数据计算得出。
RAND TR1293-4.3

0

薪酬（单位：美元）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总体

信息通信
技术相关

产业



30    创建知识城的创新体系

图 4.4 
圣克拉拉郡计算机制造公司员工规模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07年美国经济普查结果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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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硅谷与波士顿的新创公司比较

资料来源：Zhang，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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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近40,000项实用专利（图4.6）。在2010年，该地区的实用专利数量约占美国专利商标

局向国内外颁发专利总数的5%。.

历史

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9年，当时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西里尔•埃尔维尔

（Cyril.Elwell）取得了“浦耳生电弧”（Poulsen.arc）技术在无线电通信领域的使用权，并

创办了联邦电报公司（FTC）。联邦电报公司赢得了美国海军的远程无线电通信合约，并

最终衍生了多家衍生公司，包括米罗华公司（Magnavox）、立顿工业公司（Litton. Indus-
tries）和费舍尔研究实验室（Fisher.Research.Laboratories）（Sturgeon，2000年）。.

斯坦福大学在硅谷的成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25年，弗雷德•特曼教授（Freder-
ick.Terman）成为斯坦福大学的一名教员，并鼓励他的学生创业。特曼最令人称道的一件

事也许就是鼓励了他的学生威廉•惠勒（William.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
ard）乘惠勒研发出音频振荡器之际创办了惠普公司1。.

在硅谷刚形成的几年里，通信产业是由美国东岸的大公司主导的。但是，在二战和

1. Leslie，2000年；Saxenian，1994年；Sturgeon，2000年。

图 4.6  
获美国专利商标局颁发专利最多的美国大都会区

资料来源：美国专利商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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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期间，硅谷的公司赢得了许多军用设备订单。战争结束后，这些公司将战争时

期研发的技术改作商业应用（Leslie，2000年）。

特曼在波士顿附近的哈佛大学无线电研究实验室度过了二战时期，之后重返斯坦

福大学，为斯坦福大学与周围的社区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首先，他创建了斯坦福工

业园，许多公司纷纷入驻。此外，他创立了卓异人员合作项目（Honors. Cooperative. Pro-
gram）和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以此向当地公司的雇员提供持续

的培训并向当地企业提供协助。二战之后，许多新公司在硅谷创立，数家外地大型公司

也进军硅谷（Leslie，2000年；Saxenian，1994年；Sturgeon，2000年）。

在这个时期成立的公司当中，飞兆(Fairchild)半导体公司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公司本

身由另一家硅谷公司的雇员所创，并衍生出多家衍生公司。附录A介绍了飞兆半导体公

司在这段时期为硅谷发挥的作用。

硅谷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期间面临了一场危机。当时日本公司抢占了硅谷曾领先

于世界的半导体产业的大量市场份额。一些公司成立了半导体工业协会，试图游说政府

阻止他们所谓的“倾销”，但是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所作的一份报告证实了日本

制造商的制造工艺的确更胜一筹。硅谷的公司涉及其它领域并创办了新的公司，由此度

过了这场危机。许多工程师离开原先就职的公司而自立门户。除半导体产业之外，新创

立的公司还涉足其它领域，例如电脑、磁盘驱动器、软件和网络（Saxenian，1994年）。

在此期间，硅谷的“网络”结构也形成了。为求生存，公司专注于设计高附加值的半

导体产品，同时将生产外包给其他公司。这种将生产环节独立出来的做法连同新创公司

为避免以往模式“组织臃肿”的弊端而做出的努力，促使公司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网

络，这种网络一直延续至今（Saxenian，1994年）。.

融资

早期的硅谷只有个别公司能够获得天使投资者的个人融资，而多数公司主要依赖于政府

采购订单的资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几名投资者创建了一家投资集团（“集团”），专门

对初创公司进行集体投资。同一时期创建的还有加利福尼亚州的首家私募有限合资企

业—德雷珀、盖泽尔与安德森公司，即Draper,.Gaither.and.Anderson公司（Kenney.和.Flor-
ida，2000年；Leslie，2000年）。

1958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小企业法（Small.Business.Act）》，由此催生了一批小

企业投资公司（SBIC）。小企业投资公司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并且15万美元的私人投资即

可获得高达30万美元的配套资金（Kenney和Florida，2000年）。尽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涌现了不少小企业投资公司，但该计划未能得到延续。Kenney和Florida（2000年）指出

小企业投资公司把监管责任强加给投资者，且无法使用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从而失去了

有限合伙公司应有的上升空间。此外，Kerner（2002年）注意到许多小企业投资公司的投

资状况不佳，小企业投资公司的管理者因获得政府担保而放松了对投资组合的监管。附

录B中列出了成立于硅谷的主要的小企业投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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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关于联邦政策的两项改革促进了私人风险投资的发展。

首先，美国国会将资本收益税率从40%至50%区间（视具体情况而定）降至28%（税收

政策中心，Urban. Institute和Brookings. Institution，2011年）。其次，美国劳工部放宽了对

投资机构受信责任的指导准则。在此之前，美国劳工部对年金经理“审慎投资（prudent.
man）”的规定使得许多基金经理对风险基金退避三舍。1979年，美国劳工部指出投资

多样化将被视为审慎投资，因此小型风险投资是可以被接受的（Gompers和Lerner，1999
年）。Gompers和Lerner（1999年）指出，调低资本收益税率可提高风险资金量，最行之有

效的方法莫过于提高创业者对此类资金的需求；而允许养老金投资风险基金能提高风

险资本的承诺金额。

硅谷所获得的风险投资规模远大于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其他大都会区（图4.7）。据普

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统计，2011年第三季度硅谷地区共有风险投资公司155家，其投资组

合主要集中在软件、信息技术服务、生物科技和医疗器械及设备领域。这些公司在该季

度完成交易近273笔，投资总额达27亿美元，平均交易规模为980万美元。而在此期间整

个美国的平均交易规模为790万美元，略低于硅谷的平均交易规模（普华永道会计师事

务所摇钱树数据库，2011年）。

Zhang（2003年）指出与其他地区公司相比，硅谷公司虽然在平均投资规模上并无明

显优势，但其却可早于其他公司获得投资。可以从两方面对此做出解释：首先，硅谷公司

图 4.7 
世界各地风险投资一览

资料来源：《全球风险投资一览与趋势报告 – 2010年》，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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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更注重于产品商业化较快的产业. （例如，软件产品而非药品）。其次，风险投资公司

聚集在硅谷地区也是原因之一。美国有将近25%的风险投资公司落户于硅谷。（图4.8）。

人力资本

圣克拉拉郡的人口教育程度较高：其中19%的人口拥有研究生学位或专业学位，近45%
的人口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远远高于加利福尼亚州或整个美国的受教育水平.
（图4.9）。.

自1900年以来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直为该地区提供着高技能人

才。斯坦福大学与本地公司的合作历史尤其悠久；斯坦福大学一直倡导毕业生和教员创

业（Sturgeon，2000年；Saxenian，1994年）。

移民是硅谷的另一个重要人才来源（图4.10）。超过三分之一的在硅谷工作的人口

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另外有20%的人口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以外出生的。Saxenian（1999
年）记述道，1990年移民占了当时科研和工程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而随后十年来自印

度和中国的移民在创业者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个数字在1998年达到约30%。同样

的，Wadhwa（2007年）估计，25%的美国工程和技术公司在1995年和2005年间成立，并且

其中超过50％的成立于硅谷的公司至少有一名创始人是移民。

图 4.8   
大都会区风险投资公司比例

资料来源：Chen等人（2010年）
附注：由于取整，总值超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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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圣克拉拉郡的受教育水平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 《美国社区调查》，2005-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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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圣克拉拉郡居民出生地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 《美国社区调查》，2005-2009年
RAND TR1293-4.10

90 10080706050403020100

百分比

46 18 36

53 20 27

59 29 12

圣克拉拉郡

加州

美国

州内出生的
本地人口
 

州外出生的
本地人口
 
 

外国出生的
人口



36    创建知识城的创新体系

生活品质 

如上所述，生活品质和配套设施被认为是产业集群形成的一个潜在要素。而与此相关的

实验证据却很少。Kolko、Neumark和Mejia（2011年）分析了美国各州发展水平与商业环

境排名之间的关系。商业环境排名可信度很低：例如，据该研究记述，几乎每个州都至

少有一个指标排名前20位，同时也至少有一个指标排名后半区。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在

生产力和生活品质方面的指标良好，而在税收和成本方面的指标较差。.

上述作者讨论了“加州之谜”：虽然加州在税收和成本方面排名靠后，但在近30年
里其发展水平与美国整体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作者指出虽然税收和成本对预测增长确

有帮助，但温和的气候、干燥的天气、既有产业结构、人口密度以及靠近沿海等其它因

素的影响超过了商业环境本身。以加州为例，其自然优势抵消了税收和成本所带来的潜

在负面影响。

其它因素 

硅谷常被称为一个“生态系统”。Saxenian（1994年）记述道，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硅谷

的公司开始专注于生产链的某些部分。这些公司向本地的专门供应商购买原料；而公司

的纵向整合是极少的。该作者认为有独立专门的企业所组成的产业集群必须进行密切

的合作、沟通和保持长期关系，为发展这些关系合作伙伴必须是本地的。供应商和设备

制造商之间的密切合作也有助于知识溢出。

硅谷还为新创公司建立了一个支持架构。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可以求助于各类专

家，包括：与新创公司打交道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公司，熟谙相关领域并愿意向小公司

提供灵活收费方案的法律事务所，专利经纪人，人才招聘公司，还有其他可以担当销售、

营销和会计等外包职能的公司。Suchman（2000年）强调了一个事实：硅谷的律师除了

提供法律服务之外，还充当了商业顾问和交易人的角色，可以为融资人和其他人提供引

荐。.

社交网络在硅谷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Saxenian（1994年）指出，许多创业者都

通过校友或以前的同事积累人脉。飞兆半导体公司的案例研究（附录A）凸显了飞兆

前雇员创造的知识流的重要性。社交网络也可通过支持架构中的其他成员来扩展，

包括风险投资者和律师2。硅谷的高衍生公司比例和高劳动力流动率提高了集体认同

感。Saxenian（1994年）记述了一名硅谷工程师的感受：“在硅谷，人们对技术的忠诚远远

大于对公司的忠诚。公司只是人们工作的载体。假如你是个电路设计师，你最重要的事

2. Kenny和Florida，2000年；Suchman，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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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如果你在一家公司里没能成功，就到另一家公司去继续努

力。”

政府政策  

知识产权

虽然在硅谷案例中并未涉及知识产权，但是专利问题确实在早期的硅谷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本地公司为了专利权与知名度较高的东岸公司打了许多诉讼

战，其中以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最为知名。Sturgeon（2000年）提出，硅谷公司之所以

专注于军用产品和特种产品而非消费品，其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开美国无线电公司对多项

无线电技术专利的控制。.

贝尔实验室或许也对硅谷半导体业的腾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47年，贝尔实验室

发明了晶体管（Wessner，2003年）。贝尔原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一部分，根据

1956年的一项反垄断协议，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必须以授权许可的方式向他人提供其技

术。然而早在这项协议签署之前，贝尔董事长就决定了将晶体管专利的许可卖给其他公

司（美国公共广播公司，1999年）。1951年和1952年，贝尔还召开了两次会议，并在会议上

演示了晶体管的功能和应用。会议文集被称为“贝尔妈妈的食谱”而为人熟知。Moore和
Davis（2004年）认为，1951年的那次会议见证了“（半导体业）的真正诞生”。

大学专利行为也为硅谷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大学专利行为增加的原因包括1980年
的《专利与商标法修正案》，即《拜杜法案》，业界对大学研究的资助和增设大学技术对

接办公室。此外，各大学拥有大学和发明者之间共享发明收益的措施。在硅谷，斯坦福

大学将15%的许可使用费用来抵消行政管理费用，此外也调低了专利申请费。剩余的许

可使用费收入再由发明人、及其所在的院系和学校平分。同样，在扣减15%的权益来抵

消行政管理费用之后，剩余的部分也由发明人及其所在的大学平分。斯坦福大学将其所

得的那部分权益投入到其研究基金中（斯坦福大学，1999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发明人可获得35%的许可使用费和许可费，外加15%的学校或实验室的使用费（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2011年）。

劳动力流动性

Gilson（1999年）认为硅谷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加州不允许强制执行非竞争性条

款，从而使雇员可以在不同公司之间自由流动。他引述了《加州商业和职业条例》中的规

定，“限制某人从事任何合法职业、交易、商业的合同均属无效。”.Saxenian（1994年）认

为，在硅谷的劳动力流动率高，这对鼓励知识外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雇佣协议中的非竞争性条款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在高科技产业，这些条款通常禁

止员工在指定时效过期前为竞争对手公司工作（Stuart和Sorenson，2003年）。但是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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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商业机密法律禁止员工透露其雇主公司的特有商业机密，尽管员工仍可带走一般及

产业特有的人力资本（Gilson，1999年）。Gilson（1999年）指出，在加州，如非保护商业机

密的必要，法庭强制执行非竞争性条款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实验证据表明，加州的劳动力流动性之高远超美国其他地区。Fallick、Fleischman和
Rebitzer（2006年）研究发现，加州电脑业的劳动力流动性远远高于其他州。Almeida和
Kogut（1999年）撰文指出，硅谷专利持有人的流动性远远高于美国其他大都会区的专

利持有人。.

州府和地方的政策  

加利福尼亚州（加州）以及圣何塞和旧金山这两个城市目前都有一些为鼓励投资而制定

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大多并非制定于硅谷产业集群形成期间，并且我们分析的证据或

案例研究均未表明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政策能够对硅谷产业集群的发展发挥了重大

作用。然而在硅谷发展早期，联邦政府通过对研发技术进行采购的行为为产业集群的

形成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我们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些现行政策进行简单的介绍如

下：

加州政府的政策（据州长经济发展办公室的资料整理）

•. 企业区：最初设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目的是通过对经济落后地区提供税收

减免以及其它激励政策以鼓励投资并创造就业。圣何塞和旧金山都设有企业区。而

近期研究表明，企业区并无显著效果（Kolko和Neumark，2009年）。

•. 授权区：旧金山参与了美国一项国家计划项目，该计划向市内及周边企业提供工资

税减免以及低利率债券。.
•. 本地机构军事基地复兴区企业区；制造业增强区；以及目标税区。这些区连同企业

区共同称为“经济开发区”，可享受多种税收减免以及其它优惠政策。

•. 研发税收减免：对于符合条件的公司，其内部研发费用可享受15%的银行和公司税

收减免，而外包出去的研发项目则可享受24%的税收减免。

•. 新雇员税收减免：向聘请新雇员的小公司提供的税收减免。.
•. 就业培训小组：为特定产业内某些类型的公司提供的培训基金。.
•. 对清洁技术制造业的销售和使用税进行减免。

•. 小企业贷款担保最多长达7年，通常需要抵押。

•. 工业发展债券计划项目：小型加工制造企业将可发行最多高达1,000万美元的免税

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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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何塞市政府的政策 

•. 孵化器：圣何塞市通过圣何塞重建局与圣何塞州大学研究基金会（SJSURF）的合

作，对四个商业孵化器提供资金支持。这些孵化器均由圣何塞州大学研究基金会

管理。其中三个孵化器专门为起步阶段的公司提供服务，另外一个孵化器则致力于

协助那些在美国设立经营机构的跨国公司（圣何塞BioCenter，2012年）。

•. 小商户贷款：向重建区内的零售商户提供最高25,000美元的小额贷款（圣何塞重建

局，2012年）。.
•. 外贸区：圣何塞是美国国家外贸区计划项目的覆盖地区之一，该计划对进口国外商

品减免税费（圣何塞市，2012年）。

旧金山市政府的政策（据旧金山经济发展中心资料整理）

•. 生物技术工资税减免：开展生物技术研发的企业若符合条件可免收本地工资税（目

前为1.5%），最长免收期为7.5年。

•. 清洁技术工资税减免：对雇员人数在10人以上、100人以下，从事生产、安装和相关

清洁能源开发且符合条件的企业，免收本地工资税，最长免收期为10年。.

附录C包含了旧金山市长2010年市情咨文中有关税收激励政策和产业发展的部分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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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案例研究：马里兰州生命科学产业集群

马里兰州生命科学产业集群位于华盛顿特区以北（图5.1）。该产业集群拥有多个联邦政

府实验室和机构并具备深厚的研发基础。位于产业集群中心地带的蒙哥马利郡还涉足信

息技术以及国防等其他产业。我们的案例研究重点关注生命科学产业集群，其中包括生

物科技、制药和医疗设备领域。生命科学产业在其他一些地区也很活跃，其中包括弗雷

德里克郡，巴尔的摩郡，巴尔的摩市等。在本节中我们重点介绍蒙哥马利郡，由于产业集

群大部分位于该郡。

图5.1 
马里兰州生命科学产业集群地图

来源：兰德公司通过ArcView GIS（版本10.0）绘制的地图，Redlands, CA: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Inc., 2011年
RAND TR12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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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生物科技在蒙哥马利郡经济中所占比例大约是其在整个美国经济中所占比例的10倍.
（图5.2）。（虽然图5.2中没有显示，但是生物科技在蒙哥马利郡经济中所占比例大约是

其在硅谷中心圣克拉拉郡经济中所占比例的两至三倍。）在邻近蒙哥马利郡的弗雷德里

克郡，生物技术公司占整个产业的份额是美国平均水平的8倍。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弗
吉尼亚州大都会区内发明人的专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里兰生命科学集群的优

势（第四章图4.6）。尽管该区有记载的专利数量少于硅谷，但明显高于美国其他大都会

区。

蒙哥马利郡的商业开发官员对生物科技产业如此重视的一个关键原因是，该产业

人均薪酬（用薪资总额除以雇员总数得出）是整体平均薪酬的两倍，也高于专业与科学

服务业的整体薪酬水平（图5.3）。

历史

马里兰州生命科学产业集群周边坐落有联邦政府机构和实验室60家左右，包括国家卫

生研究院（NIH）、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等，其中

的19家机构位于蒙哥马利郡。另外，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UMCP）和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这两所重点大学也在附近。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位于邻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则位

图5.2 
生物科技产业占蒙哥马利郡薪资、雇员和公司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2009年
RAND TR129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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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马里兰州产业集群以北约55公里的巴尔的摩。现有的科研基地，尤其是联邦实验室，

促使在生命科学领域已涌现出大量的私人承包商。.

该生命科学产业集群形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据采访表明，在此

期间蒙哥马利郡政府为支持周边联邦实验室开展研究，决定投资建设一个生命科学中

心商业园。郡政府计划在园区中心设立一个医院并提供直接医疗服务，而周边则坐落着

进行相关研究的公司。该产业集群在图5.1中以小插图形式标示。

起初该郡仅为园区企业提供两项激励政策：廉价土地和贴息债券。郡政府将土地

卖给了一家私人开发商，并要求引入一家主力机构以及其他的生命科学公司。在园区附

近有一些为国家卫生研究院提供服务的私营公司归该开发商所有。郡政府提出，如果开

发商无法为园区引入新企业，则希望能将其上述公司迁入园内。开发商认为园区内灵活

的安排和较小的办公区域对初创企业非常适宜。开发商的现有入驻机构也帮助降低失败

的风险。一位迁入该园区的创业者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表示，寻求扩展的公司之所以愿

意入驻园区，是因为这里提供了低廉的土地和高品质的生活。

蒙哥马利郡还在1984年和1986年分别向马里兰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提供了土

地。马里兰大学设立了一所本科生校园，目前其在该产业集群内所属机构已增至九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市场评估指出，一座专业校园应设立于高收入人群聚集区并靠近

图5.3  
蒙哥马利郡雇员人均薪酬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09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计算得出。
RAND TR129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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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特区。因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设了一所面向专业学生的研究生校园。此后它将

其土地租给了大约10至15家公司。

融资

联邦政府融资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国防部等联邦机构也在为马里兰州的生命科学公司提供早

期融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许多联邦机构参与的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为小型

企业提供了研发资金。我们的访谈表明，许多公司的初始资金来源于政府资助，而马里

兰州的联邦机构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也有利于生命科学集群内各机构和公司的研究

人员进行交流和流动。

生命科学中心商业园内许多公司的资金来自于别州的一家风险投资基金公司。该

产业集群所处的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大都会区获得了大量的风险投资.
（图4.7）。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统计，2011年第三季度该都会区共有27家投资公

司，其投资组合主要集中在医疗器械及设备、软件、信息技术服务和通信领域。这些公司

在该季度完成近32笔交易，平均交易规模为740万美元，略低于全国平均交易规模（普

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摇钱树数据库，2011年）。.

总体而言，郡政府和州政府的商业开发官员和创业者表示风险投资更青睐于产业

集群内处于创立晚期的公司。官员们指出马里兰州之所以能够吸引各地的风险资金，倚

靠的是生命科学园区的既有人力资本。此外，许多本地公司通过为国家卫生研究院提供

服务获得收入以支持研发活动。.

郡政府官员表示，风险投资公司愿意对创立晚期的公司进行规模较大的投资。许多

官员和创业者表示科研基金和晚期资金在衔接上不够紧密。

很难验证创立早期的公司资金缺乏是否是构成市场失灵的因素。然而据普华永道

证实，在2011年第三季度，美国近70%的风险投资（446笔交易）由处于扩展阶段以及创

立晚期的公司所获得，新创公司仅获得3%（89笔交易），而创立早期的公司获得了28%
（341笔交易）（图5.4）。新创公司的平均交易规模为200万美元，而创立早期的公司和

创立晚期的公司平均交易规模分别为570万美元和1,250万美元（普华永道摇钱树数据

库，2011年）。.

针对上述问题，已启动多项政府政策和大学计划项目。以下概述一些主要计划项

目，其中几项来自马里兰州2020年生物产业战略计划项目。附录C是马里兰州州长宣布

推行该战略计划的演讲摘录。大多数计划项目是由马里兰州商业和经济发展部及马里兰

州科技发展公司（TEDCO）实施的，前者是该州的主要商业发展机构，而后者主要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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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出资。TEDCO的董事会由私营部门、大学、非营利机构和公共部门的领导者组成，由

马里兰州的州长任命，并通过州议会的同意。.TEDCO是一所主要通过提供资金以衔接

研究与创新的机构。.

税收减免

虽然商业和经济发展部提供了多项税收减免政策，但商业发展官员指出这些政策大多

没有派上用场，因为许多符合减税条件的公司并未盈利，因而无需向州政府纳税。官员

指出，“可退款减税”更受公司欢迎，即没有盈利的公司可以在盈利之前一直享受减税，

或从州政府领取现金。但提供该政策的难度较高，因为它要求州政府有较高的收入。

该州还向进驻某些地区的公司提供房产税减免。但我们所采访的一名官员认为该类税

收减免政策虽然会对已有意进入该州的公司有所帮助，但却不足以改变公司的选址决

策。2010年，该州推出了一项税收减免计划，为企业提供5,000美元以鼓励聘用失业人

员。据官方报道，大多数公司因该项政策无法为其带来好处而不予理睬。.

该州有一项投资税收减免计划项目广受欢迎，该计划项目针对于提供给早期生物

科技公司的投资，符合条件的投资可以得到50%的税收减免，最高可达250,000美元。公

司可以在财年之初申请这项减免。申请的公司必须符合某些最低标准的条件，并按照“

先到先得”的原则获得批准直至用完额度。该项计划项目对公司也有一些要求，例如在

申请减免之后的30天内需落实所有目标投资，尽管如此公司对这项计划项目仍然趋之若

鹜。蒙哥马利郡也在马里兰州的项目基础上提供投资税收抵免。

图5.4  
美国不同发展阶段公司的风险投资比例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摇钱树数据库，2011年
RAND TR12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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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兰州需在吸收融资方面与其他州竞争，来自该州商业和经济发展部的代表指

出，与马里兰州进行接触的公司通常已就此问题咨询过选址顾问，并已将选择缩窄到了

几个地点。商业和经济发展部的官员认为，选址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商业情况驱动

的，例如邻近顾客、劳动力质量、本地既有产业结构等。据受访官员介绍，知识型企业对

税率并不特别看重。举例为证，有一家知识型企业曾考虑落户马里兰州或邻近的弗吉尼

亚州。该公司指出，由于其雇员国际差旅频繁，因此靠近机场和国际化大城市对公司选

址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贷款和补助

马里兰州商业和经济发展部拥有自主资金用于吸引大型项目落户该州。该资金可通过贷

款的形式以宽松的条件提供给公司，也可通过补助的形式发放给符合一定条件的公司，

例如投资特定金额和就业岗位达到一定数量。官员指出，该计划项目的需求主要来自知

名公司，因为年轻的公司很少能够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虽然计划项目中有条款规定当公

司无法满足特定条件时州政府应收回所发放的资金，但该条款并不适用于公司倒闭的

情况。隶属于马里兰州商务及经济发展部的马里兰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还提供了高达20万
美元，以协助生物技术研究商业化的资金。.

马里兰州科技发展公司有自己的一套融资项目。他们的“马里兰州技术转移与商业

化基金”向与大学或联邦实验室开展合作的公司或位于商业孵化器内的公司提供小额

贷款（最高75,000美元）。而公司需提供相当于马里兰州科技发展公司贷款金额一半的

配套资金，也可为非现金形式（例如支付低于市场水平的工资）。过去公司需要拿出一定

比例的收入以偿还贷款，而现在贷款可作为可转债，按8%计提利息直至贷款偿还完毕。

如果公司获得外部投资，马里兰州科技发展公司可以选择将贷款转为股权；如果公司倒

闭，创业者无需承担个人债务责任。马里兰州科技发展公司还会为团队（通常由一位大

学技术转移官员、一位企业家和一位发明人组成）提供无偿的小额补助（最高15,000美
元），使其帮助联邦实验室或大学对某项发明的市场前景做出评估。马里兰州科技发展

公司还向大学提供50,000美元的贷款以帮助开展新技术的原理论证研究；如果该技术取

得成功，贷款应通过许可使用费的形式进行偿还。另外，马里兰州科技发展公司还为孵

化器提供补助，孵化器继而又会向企业提供帮助。.

马里兰大学的“马里兰工业合作计划项目”(Maryland. Industrial. Partnerships，简称

MIPS)向那些与马里兰大学教员开展合作的公司提供小额研究补助。该计划项目始于

1987年，每年两轮，并以竞争制发放；将近一半的申请者可以获得资助。MISP有助于为

那些感兴趣的公司与马里兰大学的研究小组进行“配对”，双方初步形成的联盟可以尝

试申请MIP资助。MIPS每年提供将近100,000美元的资助，资助期最长两年；公司必须支

付部分比例的费用，最少10%（新创公司），最多50%（雇员数量超过100人的公司）。这

笔钱大部分用于支付研究生的费用，而这些学生之后通常会选择留在公司就职。参与该

计划项目的公司近80%是新创公司。大学研究者在该计划项目资助下所创造的任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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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都归大学所有，但公司拥有该知识产权的专用特许权。马里兰大学教员通常可从中

获得专利许可使用费的50%。

尽管贷款和资助是有价值的，集群形成初期的证据表明，这样的财政激励措施本

身可能并非公司最看重的。我们在采访中讨论了蒙哥马利郡为吸引Human. Genome. Sci-
ences（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迁入该地区而提供的一笔150万美元的资助。正如我们在

附录A中详述的那样，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的代表认为该方案过于单一；最终郡政府与

该公司代表共同设计出一套优惠政策，包括合成租赁协议、贷款和贷款担保，以及简化

审批程序。.

天使投资

马里兰州科技发展公司创建了一个天使投资网络。马里兰州科技发展公司每年会组织两

至三次创意交流会，会上将邀请20家左右来自投资组合和孵化器的公司进行创意展示，

再从中挑选最出色的10家公司向天使投资团推销创意。每次会议大约有25名天使投资者

参加；公司各有10分钟可推销创意，全部完毕之后进入互动交流环节。参会的天使投资

者每次都会不同，其中既有固定出席的，也有偶尔参加的。大多数天使投资者都是成功

的创业者，但也有来自其他行业的成功人士，例如当地的律师。根据非正式统计结果，将

近有20%的公司能够获得资金。.

马里兰大学Robert. H.. Smith商学院的丁曼(Dingman)创业中心也创建了一个天使投

资者网络。每个月都会有大约20至50名天使投资者来到丁曼创业中心听取三至五位企业

家的投资商机推销。丁曼创业中心的官员表示，天使投资者每年要向中心缴纳大约1,250
美元，收获的是稳定的高质量商业创意。该计划项目的其余费用由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

和丁曼创业中心来分担。

州府风险投资

马里兰州商业和经济发展部实施了多项计划项目以提供风险投资。由该州政府经营的风

险投资基金—“马里兰州风险投资基金”(Maryland. Venture. Fund)创建于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该基金在互联网繁荣时期有过成功的投资经历，可随之而来的泡沫破灭使其遭受

了严重的打击。此后，该基金以为相对后期的企业提供的100,000美元级别的小规模投

资为主，且不充当主要投资者的角色。该基金与私人风险投资基金有一定的区别：它的

目标是推动就业，且投资对象仅限于马里兰州的公司。.

为重振马里兰州的风险投资业，该州政府已筹资至少7,000万美元，对包括马里兰州

风险投资基金在内的几家私人风险投资基金进行投资。为筹集7,000万美元的资金，马里

兰州政府允许保险公司以70美分的价格提前支付保费税金直至2015年，所得收入可供

州政府用于投资。截至2012年8月，马里兰州已通过该项目筹得8,400万美元。约有4,500
万美元将授予两家私人风险投资基金，其中包括马里兰州对其投资组合所做的投资。该

州将设立一个基金管理机构以完成对两家风险投资基金的选定工作，而不是由州政府



48    创建知识城的创新体系

直接选择。少数民族风险投资基金可从中获得约600万美元至700万美元的资金。而马里

兰州风险投资基金则将获得1,700万美元至1,800万美元。该州官员表示希望马里兰州风

险投资基金能够利用该资金进行相对较大规模的投资以及对处于创立早期的公司进行

投资。.

马里兰州科技发展公司还与强生公司（J&J）成立了公私合伙制基金，名为强生投

资基金。强生公司为该基金提供了25万美元资金，并与上述的马里兰技术转让和商业

化基金（MTTCF）共同经营。强生公司将从申请MTTCF的公司中挑选投资对象，并与

MTTCF共同投资。强生公司必须签署保密协议以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这些公司将有

资格通过MTTCF获得第二阶段的融资，强生公司也可以选择在第二阶段直接为其提供

资金。该基金可使强生公司从挑选有前途的公司进行投资，并最终获得许可证中获益；

而这些公司也可从强生公司中获得商业咨询建议，并通过强生为其产品或技术获得许可

证。.

人力资本  

蒙哥马利郡的人口教育程度极高，其中30%的人口拥有研究生学位或专业学位，近60%
的人口拥有本科以上学位。蒙哥马利郡的教育程度远高于马里兰州或美国的整体水平

（图5.5）；同样也高于圣克拉拉郡（图2.5）。与圣克拉拉郡相仿，蒙哥马利郡也有许多

移民。该郡30%的人口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还有27%的人口是在马里兰州以外出生的.
（图5.6）。
图5.5 
蒙哥马利郡的受教育水平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美国社区调查》，2005-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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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克拉拉郡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提供优秀的科学

家、工程师和企业家，而蒙哥马利郡内却没有顶尖的研究机构。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位

于邻郡，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则位于该郡以北55公里的巴尔的摩。除了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之外，本地的其他学校都不是国内公认的顶尖研究机构，有些官员对

此表示担忧。

尽管如此，蒙哥马利郡仍然吸引了教育程度极高的人群。原因之一是，该郡靠近国

家卫生研究院、其他联邦研究实验室和机构，这些单位直接聘请的研究人员有数千名，

并将私人承包商吸引至该地区。官员和企业家认为蒙哥马利郡卓越的生活品质是另外一

个原因。

生活品质

作为当地产业集群成功的因素之一，蒙哥马利郡的生活品质频频被提及。蒙哥马利郡拥

有优良的公立学校体系，郡内有两所高中位列全国前100名，有五所高中位列全国前250
名（美国《新闻周刊》，2011年）。作为对比，硅谷地区有三所高中位列全国前100名，有四

所高中位列全国前250名。该郡高等教育机构很多，而顶尖的科学、工程研究机构很少。

除了马里兰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周边地区的大学包括乔治敦大学、乔治•
华盛顿大学和天主教大学等。.

本地都会区内还有许多优良的城市和文化配套设施。在巴尔的摩有一家高质量的

美术馆和一家优秀的交响乐团，而在华盛顿特区有史密森尼博物馆和肯尼迪表演艺术

图5.6  
蒙哥马利郡居民出生地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 《美国社区调查》，2005-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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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蒙哥马利郡内的史翠丝摩尔音乐厅是本地和来访的各大交响乐团的表演场地。

该郡正努力将产业集群东扩至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见图5.1）附近，而生活品质是影

响该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一名本地官员表示，该郡的产业集群扩张计划并不成功。相

比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公司更愿落户于国家卫生研究院附近。这可能是因为食品和药物

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监管，而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主要职责是提供科研资金。食品和药物

管理局附近的中小学在质量上不如目前产业集群周边的学校。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附近

公共交通不足，而且道路拥塞。郡东部的城市配套设施不如西部。一名本地官员表示，

某家大公司在地处东区的银泉市设立了办事处，其原因是有地铁到达银泉市以及该市的

城市配套设施较好。.

其它因素

在我们的访谈中，商业发展官员和一些企业家表达了他们对一种现象的担忧：蒙哥马利

郡的商业文化有着较浓重的避险情绪，与硅谷相比尤其如此。这种避险情绪的一个可能

原因是，政府的实验室本身储备了大量了高技能研究人员，同时还与私营企业争夺人才。

在新创公司的工作机会存在着不确定性，相比新创公司，国家卫生研究院稳定的工作对

研究人员更具吸引力。.

这种避险文化的另一个方面令本地大学担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

代表表示，大学文化历来对创业精神缺乏鼓励；在过去，大学教员创业是不被提倡的。

郡官员和州官员也表达了对一种相关现象的担忧：大学获得了金额不菲的科研资金，但

却无法研发出商业化的产品。

大学官员正努力改变着这种文化；大学教员被鼓励担任公司的科技总监，但不是首

席执行官。马里兰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马里兰州科技发展公司正在努力创建

硅谷已有的一些网络。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办了一些活动促进研究人员与企业家

的联系交流，并安排投资者、律师及研发经理对研究人员进行指导。关于马里兰州科技

发展公司和马里兰大学为建立企业家和天使投资者之间的联系所做的努力已在上文中

提及。马里兰州科技发展公司为其投资组合公司举办交流活动，把这些公司介绍给风险

投资者。此外该公司还举办研讨会—从外部邀请不同的演讲者来谈论多种不同的话题，

例如如何获得融资，如何推销商业创意，如何撰写补助申请等。或许这解释了为什么越

来越多的年轻教员开始热衷于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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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  

上文谈到了与融资有关的政府政策。在本节中，我们概括介绍一些主要的、非财政方面

的政府计划项目。本节还介绍了马里兰大学这所公立大学所实施的一些政策。.

企业孵化器

蒙哥马利郡政府和马里兰州政府资助了许多企业孵化器，其中包括通过马里兰大学资

助的几家孵化器。科技进步计划项目（Technology.Advancement.Program）就是马里兰大

学资助的孵化器之一。该孵化器内有12家公司，外面的公司可在此获得附属身份。该孵

化器以本地成功企业家为首，这些企业家对风险投资圈有着深刻的了解，并能够为公司

提供多方面的帮助，包括制定商业计划和填补管理团队空缺等。该孵化器并不针对某一

产业，而是选择那些有某种技术风险投资项目的公司。成功案例包括马泰克生物科学有

限公司（Martek）和Digene公司。马泰克是一家营养产品公司，在2011年被帝斯曼营养产

品公司（DSM）收购（马泰克生物科学有限公司，2011年）；Digene公司是一家医疗诊断

公司，在2007年被荷兰的生物科技公司QIAGEN以16亿美元收购（《华尔街日报》，2007
年）。

马里兰大学还提供一些类似于科技进步项目的服务。例如，有一家针对大学附属机

构的孵化器，它能够提供办公空间及一些建议，但是相比科技进步项目，该孵化器所提

供的内容要少得多。中美马里兰科技园（UM-China.Research.Park）孵化器能够让在美国

的华人企业与马里兰大学在本地进行商业合作，该孵化器最近也开始面向来自其他国家

的企业家。还有一项马里兰大学计划旨在帮助大学教员（从某种程度讲也可以是学生）

创业。该项目由熟悉风险投资圈的人士领头，并由其同时担任两至三家新创公司的临时

首席执行官。该项目使创办公司的大学教员在保持大学职位的同时可以在其新创公司里

兼职；假如他们加入科技进步项目，就必须全职在公司工作。马里兰大学关于知识产权

收益的标准做法使大学教员可以获得每笔专利收益的50%。

教育和培训

马里兰大学除设有大量的创业课程和讲习班之外，还举办商业计划有奖竞赛，获奖的

学生团队可获得最高75,000美元的奖金。丁曼创业中心为立志创业的学生提供建议，并

且对一些学生新创公司进行投资。其中最成功的是一家由学生创立的服装公司，名为

Under. Armour。另外，马里兰大学还开设讲习班让雇员们了解尖端生物科技研究领域的

最新动态，包括针对本地公司的课程。.

马里兰科技发展公司为潜在创业者制定了两门培训课程。第一门课程对处于职业

生涯中期的女性进行创业培训；该课程招募对象为兼具技术背景和商业背景的女性，通

过为期一年的课程，学员可从中掌握实现技术商业化所需的步骤。该课程由具备商业经

验的大学教员和驻校企业家执教。该课程每年招收17至20名学生，并约有四家公司从中

诞生。马里兰州科技发展公司最近启动了一项类似的计划对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进

行创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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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援助

马里兰大学开展了大量的技术援助项目。制造业援助项目（Manufacturing.Assistance.Program）

通过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为制造业公司在工艺改善方面提供临时帮助。生物过程规模化

设施内设可供公司用于先导测试的大型设备。该设施按服务收费并优先向马里兰州的公

司提供，该设备也对州外的公司开放，但费用较高。大多数客户都是缺乏资金的年轻公

司，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自行购买设备，但一些有实力的公司也会使用这里的设备以避

免自己的无菌区受到污染。丁曼创业中心开展了一个项目，让工商管理硕士专业的学生对

马里兰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教员所研发的技术成果的商业前景进行评估。.

经商难易度

为方便企业开展新业务，蒙哥马利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该郡成立了一个技术咨询委员

会，该委员会是由所有关注公司建造程序的机构组成的一个正规团体。其目标是对郡内

的活动进行协调，以便提高新建筑的审批效率。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的案例研究涉及了

该方向的一个具体例子（附录A）。

营销

蒙哥马利郡正在努力打响自己的品牌。之前该郡曾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就创办

企业的各方面事宜进行过探讨；目前该郡正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技术转移办公室洽谈，

就该院科研成果商业化一事进行合作。该郡曾为博士后研究人员办过一场交易会，但据

一名官员表示，其结果并不成功。.

知识产权

马里兰大学对知识产权的分配方式有别于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也大

致遵循发明人与大学共享的原则。在马里兰大学，减去费用之后，第一笔5,000美元归发

明人所有，其后收益的50%也归发明人所有。马里兰大学将大学系统管理局（University.
System.Administration）所得收益的85%用作发明人所在的院系的研究资金，高达每财年

100,000美元。剩余的收益则专门用于研究和专利推广（马里兰州大学系统，2012年）。

劳动力流动性

没有一个访谈对象提及过马里兰州所执行的非竞争性条款。在执行该条款方面，马里

兰州与其他州相比处于中游水平；Garmaise（2009年）给马里兰州的打分是5分（满分12
分），而分数越高表示对该条款的执行力度越大。相比之下，加州的得分是零分，而得分

最高的是佛罗里达州（9分）。就非竞争性条款对马里兰州的潜在影响，我们特别询问了

一名昔日创业者与一名现任发展官员。昔日创业者指出，非竞争性条款虽然可以从技术

上强制执行，但实际上似乎并不能限制劳动力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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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案例研究：以色列的信息通信技术公司

概况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以色列特拉维夫到海法的走廊就开始成为信息通信技术公

司的聚集地（图6.1），其周边产业包括医疗和生物科技、农业科技以及材料科技（de.
Fontenay.和.Carmel，2004年）等领域也在该走廊起步发展。信息通信技术公司的主要产

业集群位于赫兹利亚（Herzliya）、拉那那（Ra’anana，特拉维夫北部）、以及海法（特拉

维夫以北约100公里）（图6.1）。2010年，以色列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就业人口占7%，出

口额占27%（以色列中央统计局，2011年）。

跨国公司在以色列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还

是主要的雇主和出口企业。与硅谷的情况一样，衍生公司也很重要。Avnimelech和
Feldman（2010年）回顾了当地选定的多家公司在多个产业集群进行资产分拆的实例，其

中包括RAD. DATA. Communications、Fibronics、Comverse等三家以色列公司。这三家公

司创办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早于信息通信技术热潮。他们的研究发现

这些公司以前的员工已经成立了多家公司。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占以色列总体经济的份额有所扩大，其后大

约从2000年开始趋于平稳（图6.2）。然而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集群持续创造相对高薪的

就业机会（图6.3）。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以色列发明家获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颁发的专

利数量急剧上升（图6.4）。2010年，以色列获得的专利数量约占美国专利商标局向国内

外颁发专利总数的1%。

历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与美国相比，以色列的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那段时

期，私营企业几乎没有发展空间；国家主导的投资项目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Senor. 和.
Singer，2009年）。国防工业一度是研发活动的主要源头；有学者撰文指出，高科技产业

在一开始是依托军事研发项目来发展的（Dvir. 和. Tishler，2000年）。1973年的赎罪日战

争之后，以色列依赖国营企业的发展模式以失败告终，在经济增长上以色列经历了“失

去的十年”，八十年代又遭遇恶性通货膨胀（Senor和Singer，2009年）。为解决那十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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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以色列提出了新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对其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

用。

本土公司和外国公司在以色列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重

要作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几家以色列高科技公司相继成立，其中一家名为Elron.
Electronics的公司对推动产业集群的日后发展至关重要，堪比硅谷的飞兆半导体公

图 6.1 
以色列信息通信技术走廊地图

来源：兰德公司通过ArcView GIS（版本10.0）绘制的地图，Redlands, CA: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Inc., 2011年
RAND TR12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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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1964年，摩托罗拉在以色列设立研发机构。该机构最初专注于无线产品，后来开始研

发微芯片（de.Fontenay.和.Carmel，2004年）。1974年，IBM和英特尔也分别在以色列设立

相关机构（Kaplan，1998年）。

图 6.2 
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占以色列出口和就业比例

资料来源：以色列中央统计局，2011年
RAND TR1293-6.2

年份

30

25

20

15

10

5

35

0

百
分
比

2009200820072006200520042003200220012000199919981997 2010

出口

就业

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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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以色列中央统计局，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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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以色列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热潮加速发展。据我们

的访谈显示，正是以下多重因素诱发了这波热潮：

•.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在此期间，以色列进行了大量体制改革，放宽了

经济管制措施。这些改革措施创建了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涌现出一批创业者。

•. 以色列国防军启动内部研发。以色列国防军是技术和企业培训的主要来源。

•. 移民。大量苏联移民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涌入以色列，他们本人虽未成为企业

家，但却为本土以色列人创建的新公司提供了优秀技术人才。

•. 跨国公司。正如微软和英特尔，大量跨国公司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以色列设立

分支机构，进行芯片研发制造和软件开发。

融资

研发资金和商业化之前的扶持 

如今，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成员国中，以色列在研发方面的国内支出总额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最高。在经合组织各成员国中，以色列的企业在研发上的支出比重（近

80%）也是最高的，而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比重（不足5%）却是最低的（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2011年）。以下是两个为不同商业阶段提供研发资助的主要政府项目。.

图 6.4 
以色列发明家获美国专利商标局颁发的实用专利

资料来源：美国专利商标局
RAND TR1293-6.4

数
量

1,800

1,6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2,000

0
2000 2004199619921988198419801976197219681964 2008

年份



案例研究：以色列的信息通信技术公司    57

研发资金

政府机构科技总监办公室负责为商业研发项目提供财政补贴，并向符合一定标

准的公司提供研发支持1。该办公室成立于1969年，并于1985年通过《产业研

发鼓励法》后被委以重任，负责推广“以科技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

（Trajtenberg，2000年）。其核心项目是成立一支基金，向符合一定标准的公司提

供高达50%的经费（新创公司为66%），以供开发“以创新、出口为目标的产品”

（Trajtenberg，2000年）。项目由一个“研究委员会”（其中包括政府官员）负

责筛选，但由专业顾问负责对申请进行审核。申请公司必须承诺自行开展项目，

并在以色列境内生产和制造产品，同时不得将该项目中获得的知识转让给第三方

（Trajtenberg，2000年）。在以色列建立研发中心的外国公司，只要所建立的研发

中心隶属于以色列公司（知识财产的所有权注册在归以色列公司名下），同样可以

享受该办公室资助（《在以色列投资》，2011年）。通过此途径获得资助的公司需

以许可使用费的方式进行回报。Trajtenberg（2000年）提到回报金额颇丰，几乎占

该办公室预算的三分之一。

科技总监办公室的研发资金最初旨在提供中立的官方援助（不偏向特定产业，也

不对申请项目进行竞争性审查）。然而，正如Trajtenberg（2000年）所提到的，自从该办公

室预算跟不上不断增长的需求后，无法做到既保持中立性又资助所有合格申请者。近年

来，该办公室进行政策微调，相较于其它产业更倾向于向生物科技和纳米科技产业提供

更多的补贴（《在以色列投资》，2011年）。我们在访谈中得知一个非官方目标，即给予生

物科技和相关领域的补助比重占到全部资金的大约30%。

尽管该办公室现在将精力集中在生物科技上，以色列在这一领域是否可能具有竞

争力依然不明朗。接受我们访谈的一位观察员指出，该办公室的大笔研发资金偏向于个

别项目，而非基础设施。这一直是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以外产业发展受阻的一个潜在因

素，因为这些产业在起步阶段可能面临着基础设备这一高门槛。对于生物科技这类产业

来说，可能需要的支持包括一些昂贵的通用基础设施，如净化室。

Trajtenberg（2000年）在回顾关于科技总监办公室的项目和以色列的研发文献后总

结得出，有证据显示该办公室的补贴可能提高了研发密集型产业的产量。然而，我们的

访谈表明，许多成功的信息通信技术公司尽量避免使用该办公室提供的研发资金，因为

潜在投资者对知识产权方面的限制有所担忧。他们担心的主要方面并非许可使用费本

身，而是公司未必能为潜在收购者提供技术的有效产权，而他们也必须与政府以及公司

就有关技术的所有权和未来出售问题进行协商。

1. 以色列大多数部委都有科技总监。现在的以色列工业、贸易和劳工部的科技总监在民用领域扮演着政府科技总
监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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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之前的扶持

科技总监办公室还在1993年推出磁体项目（Magnet. Program），鼓励产学结合，开创“共

性的前瞻型技术”（Trajtenberg，2000年）。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内，无偿提供不超过支出

成本66%的研发补助。但是，申请者在向当地有关方面出售研究成果时，“价格不得出现

垄断嫌疑”（Trajtenberg，2000年）。磁体项目的对象是尚未商业化的技术，其通过竞争

机制来评选项目（Trajtenberg，2000年）。

风险资金

以色列的首支风险投资基金是由三位民营企业家在1985年创立的（de. Fontenay. 和. Carmel，.
2004年）。1989年至1992年期间，又有几支风险投资基金相继成立。1993年，政府自

己制定了一个名为“Yozma”2的风险投资项目，并安排一支国营风险基金直接注资

2,000万美元。Yozma项目还创立了10支私募基金，按配对原则每支注资800万美元。

根据要求，每支私募基金必须结合使用来自以色列知名金融机构的资金与外国金融

机构的资金。Yozma旗下基金所募集的资金总额达2.5亿美元，用于投资200多家公司

（Avnimelech，Schwartz和Bar-El，2007年）。经过四年的运作，这支国营风险基金在1997
年被私有化（Avnimelech和Teubal，2004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政府保险公司（Inbal）实施了一个关联项目，即为上市风

险基金提供最高达七成的市值担保。该项目下设四支基金，并附带一定的限制条件。

结果却不是十分成功，由于官僚规定和估值偏低，四支基金最终全部脱离了该项目

（Avnimelech和Teubal，2001年）。

Avnimelech，Schwartz和Bar-El（2007年）撰文指出，风险基金的数量由1989年的1支
增加至2004年的93支；与此同时，创业公司的数量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300家左右增

加至1991-2004年期间的将近4,000家。据我们的访谈显示，Yozma项目之所以对刺激以色

列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原因有二：

1.. 首先推动了国内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政府为私募风险投资基金提供一部分资

金，起到了固有的杠杆作用，因为获得Yozma融资的公司也更容易获得外部资金。

2.. 搭建起通向美国风险投资产业的桥梁，其中包括移居国外的以色列人和散居的犹

太人团体。

如今，以色列成为全球吸收风险投资最多的地区之一（图4.7）。大部分风险融资仍

倾向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产业，不过，2010年有将近四分之一的风险融资流入生命科学

产业（图6.5）。2011年第三季度，根据普华永道的报告，以色列所获得的早期融资份额已

超过美国（图5.4和图6.6）。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支持风险投资产

业。2009年，政府创立了若干公私合营的生物技术风险投资基金（以色列工业、贸易和

2. 希伯来语，意思是“首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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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部，2011年）。2010年，政府进一步采取鼓励投资的措施，包括分担以色列机构投资

图 6.5
按产业划分的以色列风险资本投资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以色列，2010年
RAND TR129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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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按发展阶段划分的以色列风险资本投资份额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摇钱树报告》，以色列，2011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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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从事风险投资所涉及的部分风险，以及给予处于发展初期公司的投资者税收减免待遇

（Israel.Gateway，2011年）。.

人力资本

据我们的访谈显示，以色列国防军称得上是该国最重要的技术人才培养基地。除了一些

特殊情况之外，服兵役是以色列国民的强制性义务，男人三年、女人两年。尽管不是人人

都要服兵役，但观察人员注意到，参军率是与应征的年轻人群的教育程度以及技能水平

成正比的。在对这些新兵进行挑选时，以色列国防军不仅享有优先权，还采用一系列的

心理测试对候选人进行评估和岗位分配。

以色列国防军下设许多技术型的单位和项目，其中有许多项目的新兵名额之争非常

激烈。据我们的访谈显示，许多前以色列国防军成员后来开了公司，而这些人当中大多都

来自专司技术事务的“8200部队”。8200部队的任务主要是信号、拦截以及破译，笼统的

说就是电子技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称为“精英培养项目”（Talpiotprogram），该项

目在选人上简直是“万里挑一”，入选者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培训，但服役期也要随之

延长四年。以色列国防军下属的计算与信息系统研究中心（Mamram）以盛产软件方面

的专业人才而闻名全国。一般来说，前以色列国防军成员是获准将军用技术民用化的。

这些精英们在部队里除了军事训练之外，还可以获得与本科工程学位水平相当的技术

培训。

以色列国防军的新兵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要担当重责，要懂得团队协作以及管理

团队，学会战略性思维，能够实现目标而不是简单的服从命令；如此种种训练使他们

具备了重要的企业管理技能。这只军队并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这里的文化鼓励新

兵与高级军官交流、沟通，甚至提出挑战（de. Fontenay. 和. Carmel，2004. 年；Senor. 和
Singer，2009年）。

退役之后，很大一部分以色列退役军人会选择上大学。将近45%的以色列成年人受

过高等教育（图6.7）。按照国际标准，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只有其他两个经合组织成

员国（加拿大和俄罗斯）超过这一比例（经合组织，2010年b）。以色列理工学院（位于海

法）和威茨曼研究所（位于特拉维夫附近的Rehovet），是以色列的两家顶级科技院校。

据我们的访谈显示，以色列的教育在科技领域非常出色，而在正规的商业和创业领

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大学在创新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例如，de. Fontenay
和Carmel（2004年）的研究指出，大学在数据安全以及生命科学领域发挥了关键的作

用，极大地推动了该等领域的科技发展。然而，我们访谈的结果却显示，大学与私营企业

之间的衔接并不那么紧密，将大学的发明创造商业化也只是最近的事情。在以色列，几乎

所有的大学都属于公立性质，而作为公职人员，教职员工在承接私营企业的项目时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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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限制。但是，一名受访者表示，由于以色列教师的工资偏低（例如，相对美国而言），

教职员在汇报时会采取一些策略以便能够顺利承接外面的项目。

在为以色列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集群提供人力资本方面，跨国公司曾经并将继续发

挥重要作用。据我们的访谈显示，为外国公司工作的以色列人是这些公司决定在以色列

设立分公司的重要推动因素。从以往来看，跨国公司还发挥了实际教育设施的功能，能

够提供先前必须出国才能获得的培训。为跨国公司工作的员工可以接触到生产和技术方

面的世界级标准，并有助于了解市场需求和开发客户的方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约有80万苏联移民涌入以色列，他们也为以色列带来了大量

技术人才储备（de. Fontenay和Carmel，2004年；Senor和Singer，2009年）。1990年至1991
年期间，以色列每年的新移民数量占到全国新增人口的3-4%，并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

移民率一直居高不下（图6.8）。据我们的访谈显示，苏联移民本身的受教育程度很高，他

们有力地补充了国内劳动力大军。尽管以色列政府发起孵化器项目，一方面的是要为苏

联移民创造就业门路，但这些移民更倾向于为当地公司提供高技能劳动，而不是自己开

办公司。Lerner和Hendeles（1996年）对新近移民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仅有7%的移

民自己开办公司，而1991年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达15%。然而，超过30%的新近移民表示

更愿意选择创业。两位研究人员认为，有多种因素可以解释这一差距，包括缺乏语言技

能、业务关系、以及对以色列国情的总体了解。

图 6.7 
以色列的受教育水平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2010年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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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质和其它因素

正如硅谷和马里兰州产业集群的情况一样，生活品质在以色列高科技公司的具体选址问

题上似乎也发挥着一定作用：赫兹利亚、特拉维夫、拉那那和海法这些主要的高科

技产业集群所在地通常也是以色列最宜居的地方。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高科技逐渐成熟时期，以色列包括专门供应商和配套网络在

内的各种网络也随之发展壮大。在这些网络中，有一部分是通过以色列侨民和在以色列

运营跨国公司的方式，专门为以色列与其最大的美国市场牵线搭桥。与在硅谷的情况一

样，社会网络在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集群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与硅谷不同的是，

以色列国防军在网络形成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创业团队通常都认同从前部队的战

友，甚至是由一群战友组成的（de. Fontenay和Carmel，2004年）。据我们的访谈显示，这

些网络由于其成员在预备役部队继续服役而得以扩大，因为以色列国防军的退役军人需

要定期到预备役部队参加集训。

以色列人与海外犹太侨民（尤其是美国侨民）组成的网络，也对以色列的高科技产

业集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以色列人在美国留学或工作（de.Fontenay.和.Carmel，.
2004年）。这种侨居现象会付出高科技人才流失的代价；但是，这些侨民也可充当美国

与以色列公司之间的纽带。例如，英特尔在以色列投资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一名美国英特

尔的早期雇员，以色列工程师Dov. Frohman。他说服英特尔在海法设立研发中心以利用

当地高技能劳动力（Senor和Singer，2009年）。.

Figure 6.8  
Net Migration Rate as a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in Israel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2010年b。
RAND TR129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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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述，在以色列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发展中，以色列国防军是一项重要因素。

除了提供培训及网络形成的沃土之外，军方作为买家还为某些公司提供了庞大的初期市

场，并根据其需求扶植特定类型的技术（如信息通信技术）。Dvir和Tishler（2000年）指

出，尽管军方开展了大量的技术研发工作，但军事技术在商业化应用方面的成功却是得

益于退役军人转业到私营部门；而军方直接主导的技术商业化应用已告失败。

以色列的文化也是其获得成功的一个因素。Senor和Singer（2009年）认为，以色列“

率性而为”的观念形成了一种文化，“自信乃常情”，鼓励下级向上级发起挑战，这种观

念从学生、下级军官乃至雇员，概莫如是。正如附录A所述，英特尔在2003年成功推出迅

驰芯片，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英特尔的以色列工程师们一直坚持说服硅谷总部，表示

英特尔应寻求一种全新的设计策略。同时，de. Fontenay. 和. Carmel（2004年）指出，以色

列格外崇尚集体主义，鼓励团队协作和忠诚。这种信念通常使得公司之间的人员流动率

较低，从而有利于公司开展长期的设计活动。

以色列公司长久以来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本地市场不大，这在产业集群形成的

早期阶段可能会阻碍本土信息通信技术公司的发展。由于以色列信息通信技术公司与

其主要市场（美国）相隔万里，再加上文化差异，从事消费导向型领域确实极具挑战。所

以，以色列信息通信技术公司通常侧重于面向企业客户销售的产品，而不面向最终消费

者（de.Fontenay.和.Carmel，2004年）。

政府政策

上文讨论了政府鼓励融资的各种政策。下面我们将介绍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起作用

的其它一些非金融政策。

税收 

在以色列，“特定产业”和具有“国际竞争力”（即出口能力）的本地和国际公司可享受企

业所得税和股息税减免。对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公司而言，没有任何出口要求。符合这

些要求的公司适用15%的企业所得税率（2015年前将下调至12%），而标准企业所得税

率则为25%。投资“优先领域”的公司还享受进一步的税收优惠。只要公司能保持其“国

际竞争力”地位，就可以继续享受这些税收优惠（以色列投资促进中心网站，2011年）。

据我们的访谈显示，税收优惠不太可能是吸引跨国公司到以色列的主要动力。相

反，以色列的技能型人才和以色列员工在吸引跨国公司上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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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

以色列的减税政策并非吸引跨国公司的主要因素，政府是以其它方式扶持跨国公司和本地

公司。例如，据英特尔以色列分公司的报告显示，其位于水牛城（Qiryat.Gat）的制造工厂创办

于1996年，该厂由英特尔投资10亿美元，以色列政府投资6亿美元（英特尔，日期未注明）。

“优先领域”的投资项目可获得相当于“获准投资额”20%的补助。此外，为了有

针对性地扶持金融信息技术产业，从2010年起，对于目前没有在以色列开展研发工作，

从事金融产业，以及营业额超过100亿美元的外国公司，政府提供五年补助供其在以色

列设立研发中心。作为条件，凡申领25%至50%补助资金（取决于位置与补助年限）的公

司，必须承诺雇用一定数量的研发人员，并且在领取补助的第三年研发人员不少于80名
（以色列投资促进中心网站，2011年）。

针对雇用新移民的企业专门设有一些补助项目，同时工业部为员工培训项目提供财

政支持（以色列投资促进中心网站，2011年）。

企业孵化器

1991年至1993年期间，以色列科技总监办公室建立了28个孵化器。这些孵化器由商人、

政府官员和科学家组成的董事会负责运营（Avnimelech. Schwartz和Bar-El，2007年）。另

外，这些孵化器还提供各种领域的协助，例如，确定产品的技术和市场潜力、获取财务

资源、招聘服务、以及获取配套服务（Trajtenberg，2000年）。

该项目已部分启动，以向大量涌入的苏联移民提供机会。每个孵化器通常覆

盖10至15个项目，目标对象是创新型、出口导向型研发项目。项目最长可在孵化器中

停留两年，每年最多可获得15万美元的资金支持。企业须通过许可使用费偿还贷款

（Trajtenberg，2000年），并自己融资15%用以交换股权（Shefer和Frenkel，2002年）。

2001年，以色列理工学院（Technion）的两名教员通过访谈21个孵化器的管理人员

和109个项目的代表，对孵化器项目进行了评估。结论是孵化器确能达到预期目的，其中

86%的项目成功“分立”，78%的项目在分立后获得了其它融资。其它的主要结论包括：(1)
孵化器管理人员的领导力和技能是决定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2)中部地区孵化器项目

的选择标准和未来融资比率与周边地区存在明显差异；(3)超过60%的孵化器融资源自

私人，包括特许权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4)专注于某些领域的孵化器的融资成果与一

般孵化器没有差别；及(5)财政支持、市场推广、国际合作、以及与战略合作伙伴构筑网

络，被项目发起人确定为影响项目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

然而，据我们的访谈显示，人们担心孵化器是由官僚而非企业家运营，而且孵化

器运营方对项目公司索取的股权比例过大。另外，孵化器并没有宣导创业技能。鉴于



案例研究：以色列的信息通信技术公司    65

苏联移民一般都是缺乏创业技能的高技能工程师，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Lerner和
Hendeles（1996年）的上述研究结果证实了这种担忧。

国际合作

1977年，以色列与美国成立了以色列-美国双边工业研发基金会（BIRD）。该项目为美

以两国联合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多达50%的资金支持（150万美元）。项目的结构通常取

决于在以色列制造并由美国公司销售的产品。获得成功的项目须通过许可使用费的方

式回报该基金会，回报总额最高相当于贷款金额的150%（de. Fontenay. 和. Carmel，2004
年；Trajtenberg，2000年）。尽管有很多成功的企业脱胎于BIRD，但目前尚不确定该项目

对以色列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集群的整体发展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de. Fontenay. 和. Carmel，.
2004年）。.

自首个双边工业研发项目（BIRD）以来，以色列已经与加拿大、韩国及新加坡等国

家建立起合作关系。每个项目的目标都类似于BIRD的项目，旨在支持合作研发活动（以

色列科技总监办公室，2011年）。

劳动力流动性和知识产权

如上所述，de.Fontenay.和.Carmel（2004年）的研究指出，以色列的劳动力流动性历来较

低。有趣的是，虽然非竞争性条款在以色列公司中很常见，但以色列军方却没有针对退役

军人的非竞争性政策（密码技术除外），也不禁止退役军人从事相关领域的工作。除此

之外，军队本身通常不会分拆其技术投注于商业应用，或许就是这些因素使得以色列出

现了大量由退役军人创立的科技公司（de.Fontenay和Carmel，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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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国际实践在广州知识城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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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引言

本章通过对美国高科技公司聚集区硅谷、美国马里兰州生命科学走廊和以色列信息通

信技术产业群这三大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以及对创新和产业集群形成的大量文献分

析，总结出可资借鉴的经验启示，并将这些经验启示与广州开发区的现状和兰德公司-广
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问卷调查进行对比。

第八章介绍了广州开发区创新环境的三个特定方面，即税收、非税收激励政策及知

识产权。第九章关注创新环境在其它方面的相关经验启示，包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

商业环境、网络、生活品质以及市场营销。第十章对本章进行总结。





71

第八章

案例研究得出的经验启示：税收、非税收激励政策及知识产权

本节着重于探讨创新环境的三个特定方面——税收政策、非税收激励政策以及知识产

权，并分析这些政策对吸引企业、鼓励创新和促进公司成长的影响。在我们的创新体系

框架中，这三个方面皆为法律、监管环境、商业配套环境和融资的组成部分（图2.1）。对
于这些方面，我们首先分别根据三大成功集群的案例分析、对关于创业精神和产业集群

形成的广泛文献的分析，提出经验启示。然后，我们将根据文献综述、广州开发区高科技

公司调查、广州开发区公司和官员访谈以及广州开发区以外的公司和投资者访谈，对广州

开发区的情况做出总结概括。最后，我们进行差距分析，将广州开发区的情况与经验启

示进行对比。

税收

案例研究和文献得出的经验启示

我们对税收和创业精神方面的文献综述表明，较低的税率可激励创业。从理论上

说，由于高税率会使创业活动的回报和风险同时降低，较高的税率既有可能促进

创业活动也有可能抑制创业活动（Cullen和Gordon，2007年；Bruce和Mohsin，2006
年）1。数项早期实证研究发现，税率与自雇成正比（Bruce和Mohsin，2006年文献

综述）。然而，较近期有大量研究记述创业精神的多项衡量指标与不同税率之间成

反比关系，这些衡量指标包括个人收益、公司收益和资本收益（例如，见Bruce和
Mohsin，2006年；Cullen和Gordon，2007年；Da.Rin,.Di.Giacomo和Sembenelli，2011
年；Gentry和Hubbard，2000年）。同样，Carroll等人（2000年）也有文件记述，

面对较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创业者更有可能雇用工人。在相关著作中，Gompers和
Lerner（1999年）的研究发现国家资本收益税率与风险资本流入成反比，他们将此

归因于创业者风险资本需求的降低。

然而，税率本身是否可以视为激励高科技公司入驻产业集群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一点值

得怀疑，低税率也不是集群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以硅谷为例，有观察家提出，1978年

1. Domar. 和Musgrave. （1944年）起初注意到税收能够在企业家和政府之间创造风险共担。政府分享企业家的所
得；如果可以用企业家的损失抵消其他收入，政府也会承担一些风险。Cullen. 和. Gordon. （2007年）通过自雇和工
资收入之间、个人和公司收入之间的差别税率描述了另一个机制可能促进风险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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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资本收益税税率降低令风险投资增加，从而促进了高科技产业集群成长（如Kenney
和Florida，2000年）。但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税率偏高；Kolko,. Neumark. 和. Mejia（2011
年）指出，尽管税率高启，加利福尼亚州整体增长率依然持高，税率偏高对此没有贡献。

我们在马里兰州进行访谈期间，该州经济发展官员就税率对高科技公司的影响表达了

怀疑；他们表示，以他们的经验来看，这些公司倾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和城市设施便利

之类的问题。同样，我们在以色列的访谈表明，吸引跨国公司入驻以色列的主要因素是

技术水平高而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以色列劳动力，而不是其税额优惠。在更广泛的层面

上，Chen等人（2010年）并未发现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所在地和州税率之间存在关联。

广州开发区的情况

企业所得税

根据2007年颁布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自2008年1月1日起，在中国的企业需缴纳25%
的企业所得税。之前的税法规定，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税率均为33%，其中包括3%的

地方税(Herbert.Smith,.2010年)。然而部分外商投资企业有资格享受15%或24%的税率和

几年的税务免除或减半。新税法根据不同条件取消了这部分的优惠政策。根据2007年
的新税法，内资和外资企业负担相同的税率。除（下文所述的）产业优惠税率，在某些经

济特区和西部开发地区的鼓励类产业的企业也享受15%的税率。根据2010年毕马威的报

告，在新税法实施之后，中国的非优惠税率为25%，在全世界114个税务管辖区内处于中

游（排名第49），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KPMG,.2010年)。表8.1显示了中国的税率对比。.

其它税收2 

中国没有资本利得税。但征收增值税（VAT），该间接税有两种税率：13％或17％。. 17％
的税率略高于世界114个税务管辖区,.至少在2010年的平均间接税率是15.61％；中国排名

与其它三个地区并列第66.(KPMG,.2010年)。个人所得税则从5%上升到了45%。

中国征收其它税种，如营业税，根据行业不同，税率大概在3％至5％之间，娱乐服务

业的税率较高；地方政府还征收土地使用费和土地增值税费结合。

国家法律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与创新有关的个人所得税减免和激励措施。

在中国征收的一些税费完全直接进入中央政府，包括消费税和关税；其它的进入

地方政府，如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包括增值税、销售

2. .当未列出资料来源时，税收方面的信息来自于与广州开发区政策研究室，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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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前，一些地方政府可以向纳税人返还共享税的部分税

收作为税收激励。

特殊产业税收

T2007年的企业所得税改革是中国政府试图从吸引外资向为特定产业提供更优惠环境

转变的一部分。根据2007年的法律有各种不同的行业和其它类型的实体可获得优惠待

遇：

•. 参与科技进步、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的企业

•. 参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的企业

•. 软件、集成电路和动漫产业内的企业

•. 创业投资企业

•. 小型微利企业和非营利性企业

表 8.1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对比

国家或实体 税率 (%) 在114个税务管辖区的排名

中国 25 49 (与16个税务管辖区并列)

其它金砖国家

巴西 34 100 (与2个税务管辖区并列)

印度 33.99 98 (与2个税务管辖区并列)

俄罗斯 20 34 (与9个税务管辖区并列)

其它亚洲地区

孟加拉国 27.5 70（与2个税务管辖区并列）

柬埔寨 20 34（与9个税务管辖区并列）

印度尼西亚 25 49 (与16个税务管辖区并列)

韩国 24.2 48

马来西亚 25 49 (与16个税务管辖区并列)

巴基斯坦 35 104（与7个税务管辖区并列）

菲律宾 30 79 (与12个税务管辖区并列)

中国台湾 17 26 (与3个税务管辖区并列)

泰国 30 79 (与12个税务管辖区并列)

越南 25 49（与16个税务管辖区并列）

平均 24.99

来源: KPMG，2010年。

附注: 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排名低意味着低税率，排名高意味着高
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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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型企业

•. 非居民企业

•. 特殊人群

•. 文化单位和文化企业

•. 符合条件的保险收入、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资本市场所得

其中，与创新集群的形成相关性最大的产业和实体包括科技进步、技术创新和研

究开发产业，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及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和软件、集成电路及动漫产业。

给予这些产业的优惠一般包括企业所得税的减免，增值税的减免，减少部分费用并加

速折旧。

与创新相关的并获得税收优惠的第四个产业是风险投资。风险投资企业若投资于

未上市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可从其应缴纳的所得税额中扣除部分投资额。

国家税法还包括出口的税收减免政策。虽然不是所有的出口行为都有关创新和高科技，

但出口可为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激励，因其可提供更大的市场，并使企业力争达到世界级

标准。最后，符合条件的保险收入、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资本市场所得免征企业所得

税。

适用于广州开发区的国家税法

广州开发区内的企业享受何种国家税收优惠，取决于所在的不同经济区的类型.
（表8.2）。

广州开发区企业家如何查看待税收政策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的税收政策大部分是由国家或省政府制定的，因而广州开发区在其

管辖区内公司征税方面所能发挥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大多数情况下，与我们接触过的

那些在开发区的企业家没有将现行税制视为对创新有重大的影响。他们没有发现税率

或税收管理对创新造成障碍。企业家认为对高科技企业免税是有价值的。同样重要的

是，他们称赞广州开发区的帮助，以确保高科技企业能够获得免税资格。一家投资公司

的创业者特别提到，广州开发区建议的对上缴广东省的企业所得税部分退税的政策是

有利的。然而，另一位投资者指出，广州开发区日益面临着来自中国中部省份的竞争，这

些地区政府为关税和企业所得税提供部分补贴，并提供其它非税收优惠，如公司可付较

低的电价。

在兰德公司-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问卷调查中，将近70%的公司表示广州开发区提

供税收优惠政策（图8.1）。这70%的公司似乎和其余公司从事着相似的产业，两者的收益

也是接近的，但是前者的创立时间似乎较早。这一差异可能反映了较早创立的公司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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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广州开发区的税收优惠政策，由经济区或区域类型决定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

广州出口加工区 广州保税区

级别 国家级开发区 国家级开发区 国家级开发区 国家级开发区

进口自用生产设备及零配件关税、增
值税

鼓励类生产型企业免税，由中央政府
决定

免税

进口办公用品、管理设备关税、增值税 无免税 免税

原材料和备件的关税和增值税 只有加工型贸易企业免税 免税

加工贸易项目的进口设备、原材料和
办公用品需许可证的

国家鼓励类加工项目免许可证 加工贸易项目免许可证

国内销售使用免税原料的制成品 按制成品征税 按制成品征税 仅对进口原材料和
部件征税

由国内原料制成品的增值税退税 制成品出口离境后增值税退还 国内原材料进入该
地区后即退增值税

制成品出口离境后
退还增值税

出口和国内销售之间的比率 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方针且不涉及出口
许可证和配额管理，由投资者决定

出口和内销之间比率具有高灵活性

出口需占70%以上 没有限制

保证金台账制度 保证金台账制度管理，按企业类型划
分：A,B,C,D

不适用

增值税税率 13% (农业相关项目), 17%

房地产税税率 3年免税

高科技企业5年免税，之后按1.2%税
率收取

3年免税

高科技企业5年
免税

来源：广州开发区网站，未注明日期。

附注：以上四区组成广州开发区。保证金台账制度，也被称为“保证金制度”，是国家确保加工贸易企业支付关税，并防止走私、
偷税漏税或其它形式的非法贸易的一种形式。保证金台账制度要求加工贸易企业在指定银行设立账户并支付一定的保证金，直
至进口商品在指定时间内出口再退还保证金。该制度也用来评估企业，根据企业历史记录将企业分为ABCD类。中央政府对每
类企业实行差别监管，A类企业的限制最少。房地产税税率为非出租房1.2%，出租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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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政策的存在较为了解，也可能反映了那些较早创立的公司在旧税法终止之前（即2008
年之前）享受过税收优惠政策。

大约三分之一的公司选择把“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列为广州开发区管理部门鼓励创

新应采取的最重要的新政策，而将近四分之三的公司把这一项选为最重要的三大新政

策之一（图8.2）。有趣的是，对税收优惠新政策的要求不仅仅来自那些目前没有看到广

州开发区提供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司。事实上，在表示广州开发区目前有提供税收优惠政

策的公司当中，“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选为广州开发区管理部门应提供的最重要新政策

的公司约占30%。

对更多税收优惠政策的期望也在我们的访谈中得到了证实：参与我们访谈的创业

者都表示很重视高科技公司的免税优惠，如果能实施省级退税，公司将受益匪浅。然

而，总体而言，我们走访的广州开发区创业者都不认为目前的税收制度对创新环境有重

大作用。

图 8.1 
公司对广州开发区管理部门所提供服务的认知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每个类别分别代表一个问题。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数据基于241至263家（因具体问题不同而异）公司
的回复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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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分析

总体而言，广州开发区的税收情况似乎不是制约创新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中国，公司所得

税一般是25%，其中包括对资本收益的征税，但是对某些类型的公司实施较低税率。

但是文献表明在许多情况下，降低税率有助于促进创业和投资。广州开发区公司

适用的各种国家级税收优惠政策可能鼓励创业精神，但是这些优惠政策也同时适用于

中国其他开发区。因此，广州开发区的挑战在于如何吸引创新型公司入驻知识城，而不

是入驻中国其他开发区。在中国投资的公司将税收减免视为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其

中，较大型公司偏向于青睐低税率和廉价土地；而小公司则希望租金低廉。亦即，虽然

税收减免在中国各个开发区的竞争中却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广州开发区可以考虑各种

税收减免方案。但是，由于可能会受其他开发区税收政策的竞争冲击，这些政策的优势

可能没有预期的大。

此外，我们的三个案例研究都表明，创新型公司在选址时主要考虑的问题是有无高

技能劳动力、生活品质如何、距供应商和买家远近等，而不是税务问题。税收减免可能

会对已经考虑在某地创立或入驻的公司产生更大吸引力，但是不太可能会成为推动创新

产业集群形成的主要因素。

图 8.2 
公司对“广州开发区管理部门应采取的三大新政策”的看法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对此问题，受访公司最多可选择三个选项，所以总数超过了100%。数据基于275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
收到305份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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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考量因素说明开发区可提供的最大帮助可能是为落户企业提供获得国家税收

优惠资格的证明，帮助企业与税务机关协调，以确保这些企业获得税收优惠。除税收之

外，广州开发区与其他地区竞争时如果着眼于生活品质、知识产权力度和整体商业环境

等其它因素可能会更为有利，这些“其它因素”需要一定的时间才可形成，而其他地区

要模仿也比较困难。

非税收激励政策

据广州开发区工作人员描述，广州开发区的创新政策系统由五个部分组成，即直接资

助、间接资助、加强需求激励、加强创新服务体系和促进技术创新合作（Shen，2011
年）3。这些措施包括非税收激励，且我们的访谈表明，广州开发区的创业者认为许多非

税收激励政策很有帮助。

广州开发区提供的其中一类主要非税收激励政策是提供资金。在本节中，我们重

点具体探讨这类激励政策。此外，我们还将简单讨论其它非税收激励政策，例如提供土

地、孵化器和优惠租赁条款。非税收激励政策还包括另一个关键方面，即广州开发区吸

引人力资本的政策，这将在第九章中有所讨论。

案例研究和文献得出的经验启示

从概念上讲，公司融资可以大致分为几个阶段。在基础研究或技术创新阶段，大部分资

金往往来自政府机构、大学或其它类似资金来源。然后，随着公司步入商业化前的技术

研发阶段，便要面临“死亡谷”，因为它通常是依靠创业者的个人资金、亲友资金或天使

投资者资金而生存的。一旦技术成熟并迈向商业化，风险投资公司可能会介入，为公司提

供部分资金。最后，一些公司会发展到能够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从公开市场筹得资

金，或者能够凭借销售收入来维持运营（Murphy和Edwards，2003年）。

许多研究表明，资金拮据可能会限制年轻小公司的发展；例如，Evans和Jova-
novic（1989年）用美国的数据证明了越富有的人越有可能成为企业家，而Angelini和
Generale. （2008年）则证明了自报财政拮据的公司往往比其他公司规模小，这种情况在

非经合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尤其突出。

多项融资研究都与风险投资阶段相关。大量文献记述了一个特征事实，即获得风

险资本支持的公司在许多方面都比其他公司表现更佳（参见Chen等人2010年的简述）。

但是，这些研究发现可能反映了选择效益和风险资本支持的作用：证据表明，风险投资

公司以创新型公司为目标，并在整个商业化过程中协助这类公司（Da. Rin,. Hellman和
Puri，2011年）。

3. 广东省也有一系列的政策促进创新，在报告的第二章予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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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案例研究表明，融资是促进产业集群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美国硅

谷，早期发明者获得的资金支持有一部分是政府以采购其产品的方式提供的，还有一

部分是个人天使投资者提供的。然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晶体管时代初期开始出现

更加有组织的资金，包括有组织的天使投资者团体以及小企业投资公司（风险资金的前

身）。在以色列，政府为促进本地风险投资而启动的Yozma项目促进了信息通信技术产业

的迅速发展。

产业集群在开始的时候是否需要自己的本地风险投资业，这一点并不明确。在以色

列，Yozma项目通过成立10个私人风投基金的方式利用外资，这些基金必须结合使用来

自以色列知名机构的资金与外国金融机构的资金。该项目旨在创建多只基金，而非只创

建一只较大的基金。一只大基金将有可能需要更多的政府参与，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且

只投资于少数公司，风险较大。这些基金需要互相竞争，根据其它基金和自身的表现判

断业绩。政府在仅仅几年后正式退出该计划，基金随后为私人拥有。在美国马里兰州，

许多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投资当地公司的风险投资公司本身都不在马里兰州。在我

们的访谈中，发展官员表示风险资金愿意投资马里兰州的公司是因为当地生命科学产业

的知名度。但是，其中一些发展官员认为，以风险投资公司为最主要资金来源会造成基

础研究阶段资金（通过其它方式提供）与后期风险资金（通过风险资金提供）之间的缺

口。

关于政府在促进公司融资中所发挥的作用，其证据是尚不明确的。Lerner（1999年）证明

了获得政府补助的美国小公司成长更快，更有可能获得风险投资资金，但是这种效

应仅限于风险投资业发达的地区，在高科技产业中尤其显著。Da. Rin、Nicodano和
Sembenelli（2006年）根据14个欧洲国家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他们发现

增加用于研发的公共资金与高科技产业早期风险投资之间不存在关联。

Da. Rin、Hellman和Puri（2011年）对获得政府一定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进行了相关

证据的探讨，结果发现关于这些基金表现的证据尚不明确。只获得政府风险投资基金支

持的公司业绩相对较差，但同时获得政府风险投资基金和私人风险投资基金的公司不

会出现这种情况。同样，这三位作者发现，由政府完全控制的风险投资基金的业绩不及

由政府部分控制的风险投资基金。最后，他们发现，政府风险投资究竟是对私人风险投

资起补充作用还是排挤作用，相关的证据并无定论。

在我们的案例研究中，关于政府资金激励政策作用的证据也是尚不明确的。在美

国，多个联邦机构参与了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并为小型企业提供研发经费。我们的采

访表明，这一计划可能已在马里兰州获得一定的成效，因为该产业集群与这些联邦机构

邻近。但是，硅谷历史上的主要案件并未表明政府资金激励政策对硅谷信息科技产业

集群的形成曾发挥过作用。在马里兰州，政府和大学的官员试图通过各种补助和贷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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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成立州级风险投资基金和建立天使投资者网络来填补研究与风险资金之间的差距。

然而，据我们所知，这些计划的效果尚未获得严格评估。

在以色列，许多观察者将私人风险投资业的起步归功于Yozma项目，该项目通

过杠杆作用和强调获资助公司的优势而推动私人风险投资业。然而，Avnimelech和
Teubal（2001年）却指出，另一项计划——“Inbal计划”成立了四个风险投资基金，并对

公开募资的70%作出担保，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这两位作者指出，这些基金估价低，在报

告要求方面遇到困难，并且四个基金最终全部退出了这个计划。同样，Lerner（1999年）

以及Kenney和Florida（2000年）认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成立的、为投资者提供

对等基金和有利税率的小公司投资公司投资不善，用于监控投资组合公司的激励政策由

于政府担保的缘故而不佳，并且受监管负担所累。对以色列政府为早期商业化提供贷款

的计划综述也是尚不明确的；有观察者提出，由于用这些贷款研发的技术可能存在知识

产权方面的限制，创业者未必想申请这些贷款。

其它案例研究也传递了类似的混杂信息。Saxenian（2004年）得出结论，称台湾向外

资电子公司和本土电子公司提供的补助、贷款和津贴对台湾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发展确

实发挥了作用，由政府资金资助的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提供的研究和技术服务也发挥

了作用。但是，该作者指出，自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于1980年成立之后的十年里，台湾一度

是个低价值的生产地，直到数千名海外台湾人才在九十年代开始从美国返台之后，台湾

的价值链才开始提升。同样，Arora,.Gambardella和Torrisi（2004年）针对长期以来两类观

察者之间的争议进行了研究。其中一类观察者认为爱尔兰的产业集群发展归功于政府

通过税收减免、补助、技能投资和基建投资的方式吸引外资和鼓励全球连通的审慎政

策，而另一类观察者认为爱尔兰的成功是因为它很幸运地在全球技术劳动力短缺之际

拥有一支高技能劳动力大军。上述作者未能解决这个争议，但却指出，爱尔兰的两个主

要发展机构内的领导层中都有以前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他们仍然保持着与私营部门的

关系，并且这两大机构在运作上都相对独立于中央行政机构。这说明，就产业政策对鼓

励产业集群发展所起的作用而言，制定这些政策的是曾任公司高管的人员，而不是政府

官员。

广州开发区的情况4

广州开发区已制定了若干融资机制以促进创新。广州开发区拥有并管理一家风险投资公

司，即广州凯得有限公司。2008年，凯得公司从广州开发区萝岗区财政局获得投资，在

广州建立了两类风险投资基金，旨在吸引私人投资。第一类是分配给初创企业的种子基

金。在基金成立之初，政府的资助应构成大部分份额，但凯得的参与应少于49％，其余

4. 信息来源，萝岗年鉴,.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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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来自私人投资者。若项目认定为完成，私人投资者有优先购买政府股份的权利。第二

类是引导基金，用于支持私人投资者的资金，如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公司。

开发区还预留了3亿元人民币，为高科技企业提供担保资金（政府担保）。2009年，

广州开发区引进的中科白云基金5，初始资本价值50亿元人民币，该基金主要投资于政府

的科技发展基金、种子基金，以及其它各类基金投资，以支持创新型企业。

广州开发区企业家如何看待非税收政策

我们从企业家中了解到一些已被证明是有益的非税收性激励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研

发资助，其它措施还包括顶尖人才奖励、土地和租金补贴和贷款担保。广州开发区的政

策有时被描述为优于可比地区的政策，这也是一些创业者将公司落户在广州开发区的原

因。

几位创业者提到政府提供项目的研发资助是有利的。然而，其他创业者指出研发资

助的规模，特别是给处于早期阶段的公司的资金过少，也有一些创业者称获得这些资金

是困难的。

在接受兰德公司-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问卷调查的高科技公司中，将近90%
的公司表示他们的初期投资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自己的资金（图8.3）。除此之外最

主要的初期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21%）和政府资金（13%）。只有极少数公司获

得天使投资者的资金——甚至包括后来的融资（图8.4）。相比这些极少数的情况，

最主要的后期融资来源依次是创业者个人的资金（56%）、银行贷款（45%）、留

存收益（22%）、政府经费（21%）以及首次公开募股（18%）。

大约25%的受访者表示曾经获得过某些外部资金。这些公司似乎不是集中于特

定的产业。在这些公司当中，最初一轮资金的最主要来源依次是：银行和银行贷款

（49%）、包括风险资本在内的投资、私人股本、其它投资基金以及出售少数股份

所得（15%）、包括发改局和凯得在内的政府部门（7%）、天使投资者（5%）以

及母公司（5%）（图8.5）。

银行提供的第一轮外部资金金额的中间值大约是政府或投资者提供的两倍，大约

是天使投资者提供的三倍。政府和银行提供的最高金额将近天使投资者和投资基金提

供的三倍。三家首次公开募股公司所获资金金额中间值和最大值比其它来源资金金额大

2至3个数量级，可能主要是因为大量资金是通过募股筹得（图8.6）。

5. 中科白云基金的三个实体为中科招商（CSM）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个总部设在北京的全国性的资本管理公
司，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和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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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启动资金来源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对此问题，受访公司可选择多个选项，所以总数超过了100%。数据基于293家公司的回复得出
（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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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后续资金来源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对此问题，受访公司可选择多个选项，所以总数超过了100%。数据基于290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
到305份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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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第一轮外部资金来源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数据基于75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其中82家称曾获外部资金支持）。
此处的“其他”类别包括受访者报称的以下来源：“英国”、“法人实体”、“贷款担保”、
“自己”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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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各种来源的启动外部融资金额的高、低和中间值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高值和低值分别由线条的顶端和底端表示。中间值由三角形表示。数据基于66家公司的回复得出
（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其中82家称曾获外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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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获外部资金支持的公司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公司在融资6个月内即成功获取外部

资金；另有15%的公司在一年内获得外部资金，将近20%的公司则在融资超过三年之后

获得外部资金（图8.7）。这些资金大多是以担保贷款或投资者拥有公司股权的形式提供

的（图8.8）。.

整体而言，我们的调查和访谈都表明早期阶段的外部融资是广州开发区的一个主

要挑战，尤其是缺乏天使投资者。只有25%的公司曾获取外部资金支持。在这些公司当

中，仅有5%的公司表示其第一轮外部资金来自天使投资者，而不到15%的公司则表示其

第一轮外部资金来自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或诸如此类的投资者。银行贷款似乎

是最主要的外部资金来源。

我们的问卷调查发现，大约20%的公司确实曾在第一轮融资后获得过政府资助（图

8.4）。大约35%的公司确认广州开发区确实有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图8.1）6. 。在本报告

的第一部分，我们说明了广州开发区通过凯得公司和研发资金提供支持。即便如此，获

取额外资金似乎仍是大多数公司面临的一个关键难题。将近50%的公司把“提高政府风

险资本”列为广州开发区应提供的最重要的三大新政策之一，而67%的公司将“提高研

究经费”列为这三大新政策之一（图8.2）。

6. 关于后期融资的问题询问公司是否曾在后期融资阶段中获得过“政府资金”，而关于广州开发区资金支持的问题
询问的是广州开发区是否“（曾）提供资金支持”。这些问题没有区分具体的资金支持类型。

图 8.7 
第一轮外部融资到位时间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数据基于65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其中82家称曾获外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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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表明，与上述挑战相比，广州开发区提供的廉价土地、办公室和生产设施似乎

相当有利于创新。同样，在调查中，大约50%至60%的公司表示广州开发区在租赁孵化

器、楼房、租地和提供优惠租赁条款方面提供协助（图8.1）。中国其他的开发区也能够

提供同样具有成本竞争力的土地和设施。这种类型的资产是很容易被复制，我们在第九

章对此进行了讨论。

差距分析

与前面对税收激励政策的探讨一样，我们对非税收激励政策的文献综述和案例研究也

表明，虽然本地政府可以制定更多激励政策来吸引公司进驻广州开发区，但是那些额外

的激励政策不太可能会是促成创新型产业集群的主要推动因素。即使非税收激励政策

可能在开始时会吸引高科技公司进驻某地，但是如果没有满足高技能劳动力和知识产

权保护等条件，这些公司就不太可能生存下来并发展起来。主力机构（在第九章详细探

讨）的重要性表明，如果广州开发区有资源可提供非税收激励政策，那么有一种做法值

得尝试：把这些政策的好处集中带给开发区内一小部分关键的公司和机构组织，这一小

部分公司继而可能吸引其他公司进驻知识城。

有力的资金支持是打造成功产业集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广州开发区，主要的

差距似乎在于初期融资。研究资金和商业化资金筹措从概念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

是基础研究融资阶段，资金一般用于技术创新；然后是早期融资阶段，也就是研发产品

的阶段，天使投资者往往就在这个阶段发挥作用；接下来是后期融资阶段，此阶段的资

金可能使产品进入初步商业化阶段，这通常是在风险投资公司的帮助下进行的。

图 8.8 
第一轮外部融资结构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数据基于77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其中82家称曾获外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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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阶段，基础研发资金通常来自政府，但一般是由国家提供，而不是由国家以

下级别的政府提供，并且是针对科研机构而不是直接发放给公司。例如，美国的两大基

础资金来源是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这类资金是要通过竞争来获取的，

通常会拨给大型研究型大学或研究机构，但是另外也有一些计划让小公司可以直接申

请。由于这类基础研究一般需要相对大笔的投资支持，所以这个阶段的融资可能不适合

广州开发区。

第二阶段即早期融资阶段似乎是广州开发区的主要缺口所在。但该缺口不仅仅存在

于广州开发区。例如，White,. Gao和Zhang（2005年）表示中国的风投公司大多倾向于资

助处于后期阶段的企业，而非处于早期阶段的企业。而Benner,. Liu和Schwaag. Serger（2012
年）称中国存在“创新资金的严重短缺，尤其是对于私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

广州开发区内表示有外部融资的高科技公司多数获得过银行贷款，而只有极少数获

得过天使投资者的资金支持。研发阶段资金支持与后期风险融资之间所谓“死亡谷”的

缺口往往就是由这些天使投资者填补的。在广州，很少有成熟的天使基金愿意投资开发

区内高风险且处于早期阶段的公司。开发区为企业提供了一些早期资金扶持，特别是研

发资金。但我们的采访表明，虽然这些资金是有帮助的，一些企业家和发放资金的部门

有一定的担忧。一方面，一些企业家指出资金提供的数额不足以使创新成果市场化，尤

其是对高科技企业。此外，一些企业家表示获取资金有着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因为这些

资金专门只提供给特定的项目。另一方面，发放资金的部门称现在缺乏对项目价值的评

估。企业家和发放资金的负责人都尚不明确提供这些资金是否有利于创新。换句话说，

我们无法确定现有政策在促进创新方面的回报率是满意的7。

广州开发区或许可以通过鼓励形成天使投资者网络来帮助填补这个缺口。广州许多

富裕的成功人士可能愿意投资新公司而不知道如何以及在何处找寻这样的投资机会。

至于广州开发区如何促进这类投资，马里兰州的案例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

马里兰州，一所州级科技发展机构（马里兰州科技发展公司，简称TEDCO）和当地的一

所大学创业中心（马里兰州丁曼创业中心）都创立了天使投资者团体。每隔几个月，这两

家组织都会邀请其各自网络中的投资者来参加会议，在会议期间让若干选定的公司展

示和推销自己的创意或构想。这些天使投资者通常是成功的本地企业家，但是也可能包

括未曾有过创业经验的富人。

广州开发区可以在区内挑选部分高科技公司，邀请他们向天使投资者推销自己的创

意构想。例如，马里兰州科技发展公司选择邀请了他们的投资组合内的大约20家公司向

该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推销自己的创意构想，再从中选择最突出的10家公司向天使投资

者团体进行推销。每次会议大约有25名天使投资者参加；公司各有10分钟可推销创意，

7. 有大量研究调查政府政策的效用是否超过其成本（例如见Harrison和Rodriguez-Clare,. 2009年，对于保护处于萌
芽阶段产业的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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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完毕之后进入互动交流环节。我们与丁曼创业中心代表进行的访谈显示，他们网络

中的天使投资者需要缴交一笔小额费用才能成为该中心投资者团体的一员，加入了团体

才能持续拥有高质量的机遇。广州开发区可以举办类似研讨会，为投资者和创业者提供

一个定期会面的平台。广州开发区还可以聘请顾问指导创业者如何做好自我推广的演示

报告。广州开发区领导需要出席这类会议，以此向潜在投资者表明会议的重要性。为了

利用现有投资成果，广州开发区可以同凯得协调，识别潜在投资者，安排会议，选择邀请

有潜力的公司参加会议。

关于后期风险融资，证据表明由政府运作的风险基金在业绩记录方面表现相对较

差。以色列政府为形成本地风险投资产业而启动的Yozma项目可能是一个例外。然而，必

须注意的是，该项目专项资金中有80%用来为私人风险投资公司提供杠杆，而且根据实

施进程，该计划将在启动五年内实现私有化。

整体而言，广州开发区提供的廉价土地、办公室和生产设施似乎相当有利于创新，

尽管中国的其他开发区也可以提供这些优惠政策。然而，广州开发区尚不具备可提供全

方位融资的技术。开发区虽然可以提供贷款担保，但不具备提供贷款的能力，也可能缺

乏其它融资途径。我们认为广州开发区最重要的角色可能在于通过帮助构建天使投资者

网络来鼓励早期融资。此外，为吸引少数主力机构入驻广州开发区而实施非税收激励政

策也可能有助于吸引其他公司入驻。

知识产权

案例研究和文献得出的经验启示

知识产权与创新

在关于知识产权的文献中，比较常见的观点是保护知识产权可促进创新和商业化投资。

然而，更近期的一系列文献发现有证据支持“反公地”假定，表明知识产权可能会抑制信

息流动，而且会延伸到抑制未来创新（Murray和Stern，2007年；他们对支持两种对立观

点的研究作了概述）。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薄弱不仅直接损害创新者和创

新，还可能产生更多的损害作用。首先，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薄弱可能会影响外商直接投

资的成分。Lee和Mansfield（1996年）的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薄弱的国家所获美

国公司投资较少，而且这些国家获得的外资主要流向销售、经销以及基本生产和装配设

施，而不是更高级的环节。Smarzynska.Javorcik.（2004年）在一项针对东欧和前苏联获得外

商直接投资的分析中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薄弱会抑制外商对依赖知识产权的科技

业的投资，并且使投资更倾向集中于销售而不是本地生产。其次，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薄

弱可能会影响国际研究盟友的质量。根据对九个国家的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Com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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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ghavi和Prarolo（2011年）的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强的国家越可能参与到国

际创新网络中，发展对公司网络而言最重要的创新。

一些近期研究专门分析了知识产权对中国的影响。Du,Lu和Tao（2008年）的研究

发现，美国跨国公司更倾向于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强的地区。另有证据证明，有

些在中国经营的外资公司和风险基金的行为模式会因知识财产盗窃的威胁而改变。例

如，Keupp,.Becknbauer和Grossman（2009年）访谈了几家外资公司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

记述了这些公司为防止知识财产盗窃而采取的几种方法，包括通过提高复杂性来提高

仿冒难度，通过限制信息访问来确保“事实上的机密”，与员工和高级行政人员建立关

系，教顾客认识仿冒品。Quan和Chesbrough（2010年）也对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开展了一项

调查和案例研究，发现这些公司往往以细分研发环节的方式来防止知识财产盗窃；这两

位作者指出，通过细分，这些公司可以限制他们愿意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薄弱的地区分

配的信息量和高附加值环节。

Fuller（2010年）也研究了对中国的风险投资，发现外国风险投资基金比华裔人士经

营的或“深入华裔族群”的风险投资基金更少投资于技术密集型公司。该作者认为，造

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多数外国风险投资基金不习惯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薄弱的市场

中运作，而华裔企业家则一度接触过这些市场，尤其是在台湾。

在我们的三个案例研究中，对知识产权的问题只是稍微带过，因为美国和以色列都

有相对较好的知识产权保护。2011年有一份关于知识产权的报告论及知识产权保护、专

利保护和盗版问题，在对129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排名中分别将美国和以色列评

为第3名和第23名。中国则排在第60名的位置（Jackson，2011年）。

概括来说，我们的发现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佳可能有损创新和价值链升级。对

于寻求吸引外国创新型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的地区，这一点尤其要引起关注，因为这些

公司和基金可能想限制与本地公司或员工分享的信息量，从而减少信息溢出；想投资非

技术密集型公司；或者想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薄弱的地区分配较低附加值的环境。

大学技术许可

一系列相关的文献探讨了在政府资助研发的情况下如何分配专利权的问题。文献中常

提及促使美国大学专利行为增加的一部法律是1980年的《专利与商标法修正案》，即《

拜杜法案》。随着这部法律的颁布，联邦政府对由联邦资助研发的专利所产生的收入放

弃了追索权。关于这部法律效果的实验性证据表明，这部法律仅仅是促使美国大学专利

行为增加的几个可能因素之一。例如，Henderson,. Jaffe和Trajtenberg（1998年）记述了大

学专利行为在法案发布后急剧增加。然而他们指出，大学专利行为在上述法案通过之

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项政策变化就不可能出现大学专利行为的

持续增加。这几位作者还发现，专利的质量（以被引用的次数为衡量标准）在该法案通

过之后下降了，但是这一发现遭到Sampat,. Mowery和Ziedonis（2003年）的质疑。Mowery
等人（2001年）研究了三所大学在该法案通过之前和之后的专利与许可行为，得出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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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拜杜法案只是影响大学专利与许可行为增加的多个因素之一。Henderson,. Jaffe和
Trajtenberg（1998年）以及Mowery等人（2001年）列举的其它因素包括：联邦政府对生物

医学研究的资助增加；业界对大学研究的资助增加；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增加；法院判

决和政策变化令生物医学成果专利申请变得更加容易。

更广泛来看，关于大学衍生公司和知识产权的文献表明，允许大学与发明人分享发

明带来的部分收益可能有助于鼓励创业精神。例如，Lockett,.Wright.和.Franklin（2003年）

对英国57所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专员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最积极衍生公司的大学

较少订立让大学或投资者不拥有股权的协议。在我们的案例研究中，我们探讨了几所重

点大学的知识产权分配，发现这些大学都努力在发明人、发明人的实验室或部门以及大

学之间分配许可使用费和权益。

许可使用费和权益的具体分配在不同大学中都不一样；理想的分配方式可能并不

存在。例如，关于许可使用费，Di. Gregorio和Shane（2003年）指出，发明人可以通过向现

有公司授予产品许可的方式或者自己开办公司的方式来赚钱。向发明人支付较高许可使

用费可能会激发他们更倾向于授予技术许可而不是自己开公司。这两位作者以美国的

101所大学为样本，证实了投资者获得的最低许可使用费与发明人自办公司的比率成反

比。

广州开发区的情况

广州开发区内的知识产权受国家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且地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差异。国

家法律框架包括：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商

标法实施条例、专利法实施条例等。

在全国范围内，中国的知识产权登记规则与国际规则相一致(Herbert. Smith,. 2010
年)。知识产权法的实施虽然有所加强，但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Canadian.Embassy.in.Bei-
jing,. 2010年；McGregor,2010年;. Suttmeier和Yao,2011年;Yang,. 2003年)。通常情况下，虽

然诉讼有时是更有益的方式，但企业会更多地选择通过行政执法来解决问题(Herbert.
Smith,. 2010年)。这表明广州开发区可以在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有效实施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

中国在专利数量不断增长上，取得了显著成果。在2009年，源自中国的授权专利

有68,307项，在所有国家中名列第三，而1995年只有1,679项。但中国的专利质量尚低且

未达到国际标准。在2009年，源自美国的专利有39％是美国以外的国家授予的，源自日

本的专利有28％是日本境外授予的，而源自中国的专利只有4.3％是在中国境外授予的.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11年)。此外，名列前50项的专利，中国只有

两家公司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atent.Cooperation.Treaty,.PCT)申请专利（日本有15家，

美国有13家），而且排名前50的中国大学没有一家使用PCT（美国有31家，日本有7家）

（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ization，2011年）。

虽然专利法涵盖专利信息的使用，非专利技术的保护往往取决于披露是否符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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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秘密标准。防止员工披露技术和商业信息通常是通过签署保密协议或者非竞争性条

款8。

我们在与广州开发区工作人员的讨论中得知，开发区认为知识产权（IPR）对创新和

知识城将来的成功是重要的。开发区的官员甚至认为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就不会有创

新。因此，广州开发区和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在科学城（广州开发区和高新区的共有区域）

设立了一个高层次的知识产权服务中心。服务中心不仅提供专利申请服务，也提供侵权

后的法律咨询服务，然而是否上诉于法院最终由公司决定。虽然开发区的工作人员说，他

们希望成立专门的调解和仲裁机构，但目前看来，很少有企业选择诉讼渠道，而更多地

愿意通过协商来解决知识产权纠纷。

广州开发区通过各种机制支持知识产权的发展，如提供专利申请补贴，资助商标和

品牌注册，并为参与标准组织的人提供补助。

更重要的是，广州开发区也资助总成本30％，最高3万元人民币的知识产权保护费，

以防止专利侵权. (Shen,. 2011年)。我们没有充足的信息来判断这个数额对帮助有效打击

专利侵权是否已足够多。

创业者普遍与开发区的工作人员对知识产权的意见相一致。通过讨论我们得知，专

利申请是活跃的且专利是重要的，但对违反者处罚普遍薄弱，并且寻求通过法院解决知

识产权侵权或其它违法案件耗费耗时。因此，这些企业采取预防措施，如限制对知识产

权的访问或加强对员工的监控。这些措施的成本相比知识产权受到严格保护制度下所

需的成本将可能会更昂贵。

一些创业者讨论了他们关于知识产权的个人经验。生物技术产业的一个创业者称，

虽然他不太担心知识产权问题，因为其公司技术难以被复制，但他在软件和信息技术公

司的同事们却抱怨专利权难以执行或知识产权难以得到保护。一位软件产业的创业者

说，他要求员工签署非披露和安全协议，并监控员工的互联网接入，电子邮件附件，以及

笔记本电脑和USB设备的使用。

从外商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得越来越好。他们认为在中国的知识产

权法律是足够的，但公司仍然需要找到方法来保护自己。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员工离开公

司带走秘密；反规避和非竞争性条款很难执行，并且处罚不严。

我们问卷调查的结果与和广州开发区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访谈结果一致。在中国，

取得专利权的过程似乎相对简单和高效；在我们的调查中，有8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为

了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而已取得专利（图8.9）。然而，我们的访谈表明，如何执行专利以

及用其它方式保护知识产权仍是一大挑战，对软件业等产业的公司而言尤其如此。

8. 信息来源：广州开发区政策研究室，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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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项研究记述，虽然中国改善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但是许多公司仍然觉

得在中国很难执行他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例如见Keupp,. Beckbauer. 和. Grossman，2009
年；Quan和Chesbrough，2010年）。然而，广州开发区已经采取措施来帮助促进专利的获

取和执行，包括在科学城设立了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目前，我们的调查中只有4%公司表

示会在自己的专利遭到侵权时向政府部门咨询（图8.9），而40%的公司表示广州开发区

确实为知识产权和专利权的强制执行提供帮助（图8.1），80%的公司表示很容易获得与

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服务（参见图9.10）。9%的公司表示他们会通过法院来解决此类问

题，而6%的公司表示会与使用了他们创新成果的实体直接交涉。

差距分析

我们的研究表明，保护知识产权是吸引高附加值活动的一个关键要素，也是吸引对这类

活动的投资和国际合作的一个关键要素，在软件开发等相对容易发生知识财产盗窃的

产业尤其如此。在中国申请专利的过程是相对简单和高效的，法律已达到或接近国际水

平。然而加强有效执行专利权和保护知识产权仍然是一个挑战，特别是对于某些产业

的企业，如软件公司。虽然知识产权法是国家级的，广州开发区已采取措施，帮助申请专

利和加强专利权的执行。例如，一些企业家告诉我们，开发区安排研讨会就如何申请专

图 8.9 
广州开发区高科技公司保护知识产权的途径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对此问题，受访公司可选择多个选项，所以总数超过了100%。数据基于301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
到305份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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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提供帮助。开发区在这方面提供帮助的空间仍然很大，特别是帮助厂商解决专利侵权

问题。

我们看到，如果广州开发区能严格执行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帮助开发区内公司在全

国范围保护知识产权并让外界知道中国和海外的顶尖创新者进驻广州开发区尤其是知

识城之后其权利能够受到保护，那么广州开发区将能拥有潜在的机遇。广州开发区也可

以考虑提供更多的激励政策来鼓励公司申请国际专利。

最后，我们对大学知识产权行为的研究表明，允许大学与发明人分享发明带来的经

济回报可能有助于促进大学科技的商业化。许可使用费和权益的具体分配可能会影响

发明人更倾向于自己创办公司还是以授予许可的方式来提供他们的技术。许多顶尖的研

究机构公开了他们的政策；我们在本报告的第二部分中简要概括了史坦福大学、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和马里兰大学的关键政策。这些政策可以对广州开发区起到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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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案例研究得出的经验启示：其它问题

本节探讨影响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商业环境、网络、生

活品质和营销。本节将延续上一节的做法，阐述其他产业集群带给我们的经验启示，总

结广州开发区的情况，并对每一个问题进行差距分析。

人力资本

案例研究和文献得出的经验启示

拥有特定技能的劳动力的聚集是促使美国产业集群形成的一大重要因素（Ellison,. Glae-
ser,. Keer，2010年）。在美国开展的其它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劳动大军与创业精神之间的

联系。例如，Doms,. Lewis和Robb. （2010年）的研究证明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创业率更

高。Kerr和Lincoln（2010年）的研究则证明，之所以面向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签证计划移民

成功率更高，是因为移民在美国科技和工程产业的就业率更高，且印度裔和华裔科学家

发明能力强，从而证明了移民对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作用。

技术人员的来源

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来源之一，大学对产业集群和创业精神的形成同样具有重

要作用。对于相当一部分产业集群的形成，比如硅谷、波士顿的128号公路区和

英国的剑桥高科技产业集群，当地大学居功至伟（Athreye,. 2004年；Porter，1998
年；Saxenian，1994年）。虽然这些大学在产业集群的形成或发展中的作用无法量

化，但仍有研究人员尝试测量大学研发活动对当地或该区域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

明，这种影响虽然程度有限，但总体上是积极的。例如，Gompers和Lerner（1999
年）的研究发现，产业和学术上的研发投入与风投资金的规模有关。Jaffe（1989
年）和Anselin,. Varga,. Acs（1997年）通过研究发现，大学研究活动会带动当地创新

活动的积极性。虽然Woodward,.Figueiredo和Guimaraes（2006年）的研究发现大学研

发经费与新兴高科技企业的诞生有关，但这种影响较小。Lester发现（2005年），

大学对一个地区的最大贡献是其核心职能——教育。大学的贡献还包括将他们的研

究成果转让给当地公司，将其他地方的知识应用于当地实际情况，吸引新的人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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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知识和资金。不过，大学所作的贡献关键取决于创新类型，即创造新的产业，

实现产业转移，促进产业多样化，亦或是产业升级。.

在上述的三个案例研究中，有一个共同因素是产业集群诞生和维系的关键，即现有

的高技能劳动力群体。其它关于高科技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也提到了高技能劳动力、提

高教育水平和投资于公共研究的重要性（Arora,. Gambardella和Torrisi，2004年；Athreye,.
2004年；Saxenian，2004年；Yamamura,.Sonobe和Otsuka，2003年）。

在各个案例研究中，高技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各不相同。在硅谷这个案例中，斯坦

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源源不断地提供高素质的工程师和经理人。通过马里兰州的案

例研究，我们发现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形成并不需要邻近地区存在顶级的国家研究型大

学。高技能人才反而来自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及其他联邦实验室和机构、乃至相关

的私人承包商。在以色列案例中，该国具有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在此基础上，以色列国

防军强调知识、学习和主动性。许多尖端人才获得以情报和技术为导向的培训，形成了

大批高技能人才。在后来的集群演变过程中，多家跨国公司（如英特尔和微软）也提供了

一定的高技能人才。

此外，在各个案例研究中，移民和本土教育机构贡献了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硅谷

的科技和工程人员中有大量的移民，创业者中移民的比例也在上升（Saxenian，1999年）

。马里兰州近80%的人口非本地出生（美国人口普查局，2005-2009年），我们的访谈发

现移民是当地高技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以色列有近100万的前苏联移民，这些移民在

上世纪九十年代来到以色列，为以色列信息科技和通信产业（ICT）的繁荣贡献了大量的

高技能劳动力（de.Fontenay,.Carmel，2004年）。.

以色列侨民对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我们的访谈发现，硅谷和美国其

他地方的以色列侨民对吸引跨国公司入驻以色列发挥了重要作用。Saxenian和Hsu（2001
年）指出，台湾裔的美国工程师成为硅谷与台湾之间的纽带，为台湾新竹产业集群的成

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表明，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对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形成至关重

要。本地的优秀大学也是人才的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

劳动力流动性

劳动力流动是传播技能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一种方式。人才的流动性可能会导致信息

的溢出效应，如企业与大学对于专业知识的共享。但是劳动力流动确实为知识产权带来

挑战。一方面，员工在不同公司之间流动可能有助于促进信息溢出；另一方面，雇主可能

担心员工会将商业机密和积累的人力资本带给竞争对手。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之一

是要求员工签署保密协议或非竞争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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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案例中所提到的，硅谷劳动力具有高度流动性（例如见Almeida和
Kogut，1999；Fallick,.Fleischman和Rebitzer，2006年）。如此高的劳动力流动性对促

进硅谷的知识溢出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原因之一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州不允许强制

执行非竞争性条款（Saxenian，1994年；Gilson，1999年）。然而，即使是加利福尼

亚州的商业机密法律也禁止员工透露其雇主公司的特有商业机密，但员工仍可带走

他们的“一般及产业特有的人力资本”（Gilson，1999年）。在以色列，尽管企业

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性一直偏低，军方和其前成员之间的非竞争性条款的缺乏可能导

致技术集群的形成。国防军的成员在退伍后可自由重新组成工作组，致力于在国防

军曾解决过的类似问题。（de.Fontenay和Carmel，2004年）。.
更广泛的实验性证明普遍证实了一个观点：限制执行非竞争性条款的地区劳动

力流动性和创业率较高。例如，在我们的三个案例研究之外，Marx,. Strumsky. 和. Flem-
ing（2009年）以密歇根州在强制执行非竞争性条款政策上的变化说明执行这类合同的

确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对那些具备特定技术技能或公司相关技能的发明者尤其如

此。

关于创业精神和公司业绩方面的更多议题，研究结果是尚不明确的。Stuart和Soren-
son（2003年）陈述，在不强制执行非竞争性条款的地区，生物科技业在收购或首次公

开募股之后所创立的生物科技创新型公司更多。同样，Samila和Sorenson（2011年）表

明，在不强制执行非竞争性条款的地区，风险投资与专利数量、创业和就业增长成正

比。Garmaise（2009年）论述了在不强制执行非竞争性条款的州，高级行政人员流动性、

高级行政人员薪酬和平均每名员工的资本支出都更高。然而，该作者未发现非竞争性条

款的强制执行与市帐率和盈利能力这两大业绩指标之间存在任何关系。此外他还陈述，

关于非竞争性条款的强制执行对研发投资影响的研究结果是尚不明确的。

广州开发区的情况

技术人员的来源

广州开发区为吸引人才已推出多项政策。其中一个项目的目的是选拔吸引海外归国人

员，这些人才将获得许多广州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其中包括提供开办公司的资金，免费

或低价的房屋租金、设施（如会议室、传真和打印机等）及住房补助和学费。

广州开发区还设立了一个百位“领军人才”政策，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名高技

能工作者。开发区计划为每位领军人才提供最高达1,500万元的拨款、补贴和基金。特

殊福利包括提供免费或廉价的住房，帮助亲属寻找工作，以及海外出行补贴。中央政府

的“千人计划”也旨在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名高技能人才。截至2012年2月，广州开

发区拥有15名“千人计划”人才，开发区为这些人提供额外的福利.（Shen，2011年）。.
除此特别项目外，广州开发区广泛吸引高技能人才，目前已吸引多名高端人才，包括

2名中科院院士，9名享受特殊津贴的专家，15名国家“千人计划”获奖者，和8位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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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专家及20名科技前沿人才。广州开发区也有留学人员2,000多名，留学人员创办企业

700多家。更广泛地说，广州的平均教育水平一直在稳步上升（Shen，2011年）。. .

广州开发区的企业家在我们的采访中表示广州开发区在人才吸引方面已出台了一系

列的政策，尤其是针对海外归国人员。虽然受访者指出，广东省有一定的高校，但他们表

示，广东将从更顶尖的教育机构和高科技人才中获益，其中包括合格的博士后学生。企

业家们提到了各种方案和政策，吸引来自世界其它地区一流人才，尤其是海归。广州开发

区提供免费创业场所且对一流人才的房屋进行补贴，这些也是有利的政策。一位创业者

认为开发区用于员工培训的资金比商务部的资金更有针对性，只用于特定类型的培训或

项目。.

除广州开发区的政策之外，知识城还有其它一些在人力资本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广

州的大学入学率很高。我们通过访谈和调查发现，这里的公司很容易招到技术型人才。

这些人才大多来自当地大学，如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此外，广州和广东省是大量

海外华人的故乡。正如前文所述，侨民对促进本国的技术创新具有重要作用。

兰德公司-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结果显示，在大约1/3的公司中，大多数员工拥

有理工类的本科及以上学位（图9.1）。拥有管理类学位的员工较少（图9.2）；在近90%的

公司中，拥有管理类本科学位或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员工不到四分之一。超过80%的公

司至少有一名员工拥有硕士学位，50%的公司至少有一名员工拥有博士学位。调查也发

现在约1/4的公司中，大多数员工拥有技术类职校或大专学历（图9.3）。

相比技校和职校，招聘似乎更倾向于大学。近60%的公司到大学校园内招聘，25%
的公司到职业学校招聘，这表明对于大多数岗位，公司很有可能从毕业生中找到符合资

格的员工（图9.4）。不过，校园招聘不是最常见的招聘方式。65%的公司到招聘会招聘，

而73%的公司则以招聘广告为途径。

大多数公司在广州（80%）、广东省其他地区（74%）以及华南和华中地区（58%）招

聘（图9.5）。少数公司到其他大城市招聘，如北京或上海（16%）、港澳台（9%）。有些公

司甚至还招聘海外华人（15%）和外籍人士（4%）。这些发现与我们的访谈结果一致。有

些公司在访谈中表示，相比在广州本地招到的人员，在中国其他城市招到的高级人才不

太愿意留在广州。

我们的一些受访者表示，广州的大学可能不是中国最好的。这可能对于需要高技术

人才的岗位来说是一个潜在的问题。但是广州开发区的多数公司表示能够招到合格的员

工。1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能够在广州（包括广州开发区）招到可以立即上岗的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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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拥有理工科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员工比例示意图

图 9.2
拥有管理类学位的员工比例示意图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数据基于289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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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数据基于299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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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拥有技校或大专学历的员工比例示意图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数据基于302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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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
招聘途径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对于这个问题，公司可选择多个答案，所以总数超过100%。数据基于300家
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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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73%的公司表示能够招到培训后才能上岗的员工。不过，仍有16%的公司表示，他们

招到的员工在培训后仍然无法胜任岗位工作（图9.6）。这种招不到合格员工的现象似乎

没有集中在某个产业内。在管理人员招聘方面的数据也与此类似（图9.7）。造成这种现

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这些公司招聘时提出非常明确的资质要求。例如，一个受访者

告诉我们，他的公司在广州或中国招不到能够从事高级研究的博士后研究员，于是只能

依靠其美国分公司开展此类研究，因为他们发现在美国招聘博士后研究员较为容易，而

中国的博士后数量稀少，薪资要求高，水平还不高。另一个受访者说，她所在的公司虽然

总部位于广州，却把研究实验室设在了上海，因为他们招聘的首席研究员更喜欢在上海

生活。此外，相比广州，在上海更容易招到高质量的科研人才。

造成招聘难的主要原因包括：薪资问题，上下班时间问题，应聘者不愿意住在广州

开发区。据反映，难以留住人才的主要原因包括：薪资问题、上下班时间问题、住房费用

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详细阐述。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广州开发区虽然出台了一些激励政策，比如针对高级人才提供

孵化区补贴和住房补贴，但这些政策还不足以帮助公司招到或留住高技能劳动力。参加

图 9.5
招聘地点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对于这个问题，公司可选择多个答案，所以总数超过100%。数据基于303
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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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招到合格技术人员的能力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数据基于294家公司的回复得出（共305份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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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
招到合格管理人员的能力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数据基于302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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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公司中，40%的公司希望广州开发区帮助他们招聘、培训人才，认为这应该被列为

广州开发区三大政策之一（图8.2）。

劳动力流动性

调查证据表明，广州开发区的高科技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劳动力流动。图9.8显示，

广州开发区内的高科技公司的离职员工的两大最多的新去向分别是广州的非相关公司

（39%）和广州的竞争对手公司（32%），还有在中国其他地区或海外的竞争公司（28%
）。如此大比例的雇主称前员工两大新去向之一是竞争对手公司，这个事实表明随着员

工流动可能发生了信息溢出，但是只有其中一部分的这些信息溢出局限于本地范围。横

向溢出（即员工流向竞争对手公司）似乎比纵向溢出（即员工流向供应商或客户）更为普

遍，尽管有16%的雇主声称员工离职后的两大新去向包括广州的供应商或客户。

劳动力流动性似乎不是多数雇主担忧的问题；在本调查中，超过70%的受访者表示

可以接受员工离职后为竞争对手公司工作，而超过85%的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员工离职

后为供应商或客户工作。同样，超过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作为雇主愿意雇用之前曾为

他们竞争对手公司、供应商或客户工作的员工。

然而，广州开发区的企业在员工离职时采取措施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在广州开

发区，非专利信息通常是通过雇佣合同中的保密协议或非竞争性条款来保护的，但是

图 9.8 
离职员工的两个首选去向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调查项目。
附注：对此问题，受访公司最多可选择两个选项，所以总数超过了100%。数据基
于284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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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访谈表明，这些条款也可能很难得以执行。参与调查的将近70%受访者表示他们

的员工必须签署保密协议，而20%的受访者声称他们的员工必须签署非竞争性条款（

图8.9）。

差距分析

根据文献分析和案例研究，我们发现高技能劳动力是促进创新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

总体而言，广州开发区的公司能够在广州或广东找到他们所需的大部分人才。企业称招

募和培训技术工人是容易的。在许多情况下，. 这些员工来自于当地的大学，包括中山大

学和华南理工大学。然而，我们的采访表明，在广州开发区以及更大范围的广州市，缺乏

顶尖大学的博士后人选和能带领尖端创新团队的研究型领导人才仍然是一个严峻的挑

战。这并不是只有开发区才有的挑战：我们对政府官员的采访表明，尽管广州政府设有

吸引顶尖人才的资金，但很少有申请者符合奖励条件。开发区为一流人才提供的孵化器

场所和住房补贴政策是有帮助的，但并不足以克服吸引或留住高端研究人员所面临的挑

战。

广东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有助于弥补这一缺口。广州开发区已经通过“领军人才百

人计划”成功招到一些在国外学有所成的中国研究人员。根据我们对台湾新竹产业集群

成功经验的研究，在国外上学、在硅谷成长起来的海归人员是推动新竹产业集群取得成

功的关键力量。此外，这些海归人员经常往返于新竹和硅谷两地之间，形成了知识溢出

效应，促进了两大产业集群之间的合作（Saxenian和Hsu，2001年）。

Saxenian和Hsu（2001年）同时指出，很多往返于硅谷和新竹之间的海外华人工程师

把家人安置在加州，因为加州的生活环境更好。我们在广州开发区的访谈中也听到一些

海外华人说，他们把家人安置在美国是因为美国在住房、生活方式和教育体制方面都优

于中国。鉴于来到广州开发区的外来人才与家人分离可能会对招聘带来困难，广州开发

区可以在“知识城”中建造完善的配套设施，保证高质量的生活，包括更为多样化的优

质教育环境。.

广州开发区似乎在劳动流动性方面没有任何重大挑战：参与调查的大多数受访者

表示员工很容易在不同公司之间流动，但是他们可以接受员工离职后为竞争对手公司、

供应商或买家工作，并且他们也会雇用曾为竞争对手公司、供应商或客户工作的员工。.

然而这种劳动力的高流动性表明广州开发区需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关于劳动力流

动性的多数文献所依据的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强的美国得出的研究结果，而我们

的案例研究则是在美国和同样有着较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以色列进行的。即使员工离

开公司并带走产业特定的人力资本，公司的商业机密也能受到保护。所以，鉴于广州开发

区内的公司明显可接受员工流动，更有必要确保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以便防止前员

工泄露公司的商业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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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

案例研究和文献得出的经验启示

很多人提出，要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改善所有公司的商业

环境，比如保护知识产权、发展基础设施、资助高技能劳动力培养、降低创业成本等

（Hospers,. Sautet和Desrochers，2008年；Porter，1998年）。我们的案例研究为这一观点提

供了支持。硅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虽然在税收方面，加州的商业环境较差，但在生

产效率、生活品质等方面却十分不错（Kolko,. Neumark和Mejia，2011年）。在马里兰州，

人类基因科学产业集群得以进入蒙哥马利郡（参见本研究报告附录A），部分原因是因

为该郡的官员愿意简化审批流程。以色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使经济进一步自

由化，使私营公司获得了更多的重视，从而推动了此后信息科技和通信产业的腾飞。.

世界上其他产业集群以及关于商业环境和创业精神的文献为上述发现提供了例证

和支持。比如，Arora,. Gambardella和Torris（2004年）说，在印度，公共政策对于信息及

通信产业集群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关键作用。不过，他们同时指出，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

设、经济自由化、放松上市要求和出口税优惠等措施为产业集群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商

业环境。Da.Rin,.Nicodano和Sembenelli（2006年）以欧洲14国数据为依据，证明了政府旨

在改善商业环境的政策（如向有潜力的企业开放股票市场、减少资本收益税、减少劳工

法规等）的数量与高科技和早期风险投资比例的上升有关联。他们在劳工法规方面的研

究得到了其它研究的验证，发现在有些情况下，劳动市场的流动性与风投资金和私人股

本投资有关（Bozkaya和Kerr，2009年；Jeng和Wells，2000年）。

除商业环境外，需求对集群的形成来说也十分重要。B r e s n a h a n和G a m -
bardella（2004年）指出，研究产业集群的形成时不能忽略需求因素。他们分析了以色列、

印度、爱尔兰和台湾的产业集群，发现这些产业集群都有一个庞大的市场，如美国和欧

盟。此外，这些产业集群都抓住了被大型产商忽视的新市场机遇。凭借对新市场和新技

术的投入，他们提供互补性而非竞争性的产品和服务，抓住了日益增长的需求所带来的

机遇。.

在硅谷产业集群这个案例中，虽然政府在供应方面没有起到太大作用，但是在需

求方面其辅助作用不可忽视，尤其是在产业集群形成的早期阶段。早在二战前以及二

战期间，联邦政府就已经是硅谷所产设备的最大买家之一（甚至没有之一）。二战结

束后，政府减少了设备采购，于是很多公司将原先针对军事用途的技术改作商业应用

（Leslie，2000年）。.

相比硅谷，马里兰州的当地政府对产业集群的形成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政府为生命科学中心商业园提供了廉价的用地，并允许公司发行有利率补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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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但是，在产业集群的形成阶段，政府并没有提供现在提供的许多其它激励政策，

如融资和培训。然而不管怎样，在硅谷这个案例中，联邦政府（通过国家卫生研究院）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是该地区生命科学公司的重要客户。.

以色列政府也为其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了重大支持，比如成立Yozma风投基金、提

供税务优惠、建立“公司温室”等。我们通过访谈发现，以色列国防军不仅是技术创新

的摇篮，还是私营公司所开发技术的买家。.

广州开发区的情况

广州开发区拥有关于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方面的重要的资产。广州历来是中国的全球商

业中心。因此广州一直对新思路和外商投资持开放态度。企业家们将快速增长列为广州

开发区的主要资产之一。结合其全球位置，广州开发区拥有广州和珠三角地区良好的交

通基础设施（包括海港和空港），使其能够快速连接东南亚和更好地连接所有的全球市

场，且该基础设施便于地区间的交通运输。

广州开发区不仅连接国际市场，它也连接附近包括香港在内的大型且多元化的国

内市场。广州开发区有大型的供应商基地，以及廉价的服务，如律师和会计师。至少一

位有经验的中国投资者称赞广州是在中国少有的，拥有强大职业经理人群体的地区之

一——他们不一定渴望拥有自己的企业，却是在业务管理方面的专家。虽然一些企业

家提到，很难找到当地的供应商，且营销渠道复杂，但几位受访者提到广州开发区的政

策有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供应商、买家和渠道支持。具体提到的有利政策包括安排研讨

会，邀请外部专家讨论如专利和资金申请上的问题，提供在该地区的其它公司的信息，并

为寻找本地供应商提供帮助。

伴随着全球市场定位，广州开发区、广州市和广东省政府相对于中国其它地方政府

更灵活且更能快速做出反应。广州开发区政府的服务包括提供“一站式”服务，“绿色通

道”和向成立两年以内的公司提供“创业助理”服务。受访者表示，在广州开发区注册公

司的过程是简单而高效的。

这些资产帮助广州开发区成为一个强大的生产基地，并在出口中表现不凡，目前正

在积极服务于国内市场，并进行渐进式的创新，即在经济或行业中不断提高自身运作，

决策者们应在制定创新政策时考虑到这一点。例如，我们采访的一个产业联盟表示他们

最近与大学合作，以提高生产过程中某一环节的生产力。另一位受访者指出，广州和中

国南方的公司已善于在中国不同的特殊市场中实现其产品的本土化。.

尽管拥有这些资产，广州开发区仍在商业环境方面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遗憾的是

其强大的生产基地是优势也恰是劣势。广州开发区对装配业务和对中国市场的产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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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至少使得某些投资者产生置疑，广州是否能成为新产品和新技术创新的基地。尽

管广州有着良好的商业文化，几位受访者表示广州有着优秀的企业文化，但似乎缺乏开

发新产品的热情。

尽管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规模明显，但我们获悉消费者对创新缺乏很高的认知度，不

足以对真正的创新型公司的产品或服务产生需求，且该地区缺乏必要的供应商。与之相

关的是，虽然广州是一个全球商业中心，一个创业者表示在海关进口必备用品时遇到了

麻烦。

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广州的创业者和管理者称，他们在经营的时候遇到过一些问

题，主要是裁员难，只有15%的受访者说裁员很容易（图9.9），而62%的公司说广州开发

区的员工跳槽很容易。公司的创立和关闭较为容易：近85%的公司说在广州开发区创立

公司很容易，65%的公司说申请关闭比较容易。约60%的受访者说，如果他们先前创立的

公司倒闭了，再新开一家公司很容易。这些数据表明，开公司的难度不大，而在原公司倒

闭后再开新的公司比较难，而裁员尤其困难。“不破不立，破而立之”的“创造性破坏”

是实现创新的重要部分，对新创立不久的公司尤其如此，所以上述这些困难可能会阻碍

广州开发区内的创新活动。.

图 9.9
公司经营的难易度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数据基于217-280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
具体回复数量因不同的问题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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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分析

广州开发区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总体商业环境有利于公司增长。然而根据案例研究、

访谈和调查结果，我们发现了两个商业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的方面。.

首先，85%的公司反映裁员困难，40%的公司表示关闭难度大。鉴于挫折是公司创

新的必由之路，广州开发区应该着手解决两方面问题，改善自己的创新环境。广州虽然

无权决定裁员和关闭方面的国家法规，但可以帮助当地公司更高效地完成裁员和关闭流

程。.

其次，帮助向附近富有的市场进行营销，可以扩大知识城的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市

场。虽然决策者往往注重供应方，我们查阅的文献和我们的案例研究表明，对创新型企

业产品的需求可能会对它们的成功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在广州开发区的采访表明，该地

区对创新型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可能不足。支持知识城的高科技企业向香港、台湾、日本

和韩国营销其产品。广州开发区可扩大代表办事处，鼓励创业者参加各地的展销会及赞

助特殊活动，以帮助公司为其创新型产品找到买家。

网络

案例研究和文献得出的经验启示

各种网络一直是产业集群的鲜明特征。其中包括供应链、买方和供应商之间的联系、

新型公司和支持服务之间的联系、衍生公司和前母公司之间的联系、产业协会和社会网

络。

网络的形成源头和各类网络的相对重要性按产业集群的类型各不相同。在硅

谷，几乎所有类型的网络都具有重要性，都通过各种途径扩张，例如与大学建立关

系、前任员工、与法律事务所、风投专家等支持方建立联系（Kenney和Florida，2000
年；Saxenian，1994年；Suchman，2000年）。在以色列这个案例中，社会网络都是由于在

以色列国防军技术团队内服务的共同背景而建立起来的。对于英国剑桥的ICT产业集

群，Athreye（2004年）注意到几乎一半的公司通过互相之间的员工流动建立联系，许多

衍生公司与母公司还保持着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Saxenian和Hsu（2001年）分析了硅谷

的台湾工程师之间的各种联系及其与台湾商业圈的互动对新竹产业集群取得成功的作

用。.

这些案例研究带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即有一些社会关系网络（如硅谷公司与

大学的联系、以色列国防军）在产业集群形成前已经存在，而有一些则是在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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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中才形成的，如通过专业支持性机构或供应链获得支持（Bresnahan和Gam-
bardella，2004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关系网络不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前提条件，而是其

副产品。.

广州开发区的情况

企业家之间的网络，以及各供应商、买家和各支持提供者之间的网络可以在创新集群中

发挥重要作用。至2011年初，开发区有总工会，工商联合会，慈善团体等9家社会团体。

根据广州开发区民政局提供的资料，广州开发区有27家协会和161家中介机构1。我们采

访了两个由供应链中的几家公司组成的产业联盟。联盟的目标包括：促进技术合作，协

调研发活动，举办会议和为网络提供平台。一家联盟指出，一般政府支持是此类群体形

成的基础，政府可能会参与其中或提供资金。此外，10个在开发区的公司称有大学教授

参与某些工作，这表明有些公司和大学之间存在联系。此外，5家开发区企业称其与国际

机构存在合作。

广州开发区的企业称开发区提供的机构间合作资金（如与大学或在同一产业内的

企业合作），以及对创新提供的软支持，如市场推广和提供网络渠道是有帮助的。然而

至今支持机构间合作似乎并没有产生许多国际合作的成果，但也可能我们现有的信息是

不完整的。

除提供以上支持，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广州开发区具有广泛的供应商基础，以及廉价

的支持性服务（如律师、会计等），从而获得一致好评。在调查受访者中，大约2/3的人表

示他们在本地能找到供应商，45%的人说他们的客户就在附近。约80-90%的公司称，会

计、知识产权和法律方面的专业服务很容易获得（图9.10）。另有一些公司表示，找到管

理类和技术类人才很容易。

虽然有些公司说寻找本地供应商难度很大，营销渠道比较复杂，但不少受访者都

提到了广州开发区的某些政策，并称这些政策帮助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供应商网络、买家

网络和支持网络。大约20%的受访者说广州开发区帮助他们联系到了客户，40%的受访

者说广州开发区帮助他们联系到了公司和投资者（图8.1）。在我们的访谈中，受访者提到

了一些具体的优惠政策，包括由外部专家组织研讨会，探讨专利和资金运用等课题，提

供该地区其他公司的信息，帮助他们寻找本地供应商等。公司期望在关系网络方面获得

更多帮助；大约20%的受访者希望政府帮助他们建立网络，找到新的客户，认为这应该

被列为广州开发区三大新政策之一（图8.2）。

60%的受访者说，他们的主要营销渠道是直接联系消费者，或提供样品或试用

品，24%的受访者说他们通过展销会或产业协会来营销（图9.11）。此外，22%的公司说

1. 信息来源：广州开发区政策研究室，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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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与产业协会开展过创新合作（图9.12）。

我们通过访谈和调查还发现，公司、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在访谈

中，10家公司说有大学教授的参与，5家公司说曾与国家机构合作过。在受访者中，许多公

司称曾经与中国大学合作过（64%），部分公司表示有和海外大学合作（11%），部分公司

表示有和中国研究机构合作（55%），部分公司表示有和海外研究机构合作（17%）（图

9.12）。12%的受访者表示，大学或其他研究机构是他们的主要创新来源。企业似乎认为

已有足够多的关于与大学教授合作的现有政策：只有13%的公司把“加强与广州本地大

学合作、培养合格的人才”列为广州开发区政府应该出台的三大政策之一。根据我们的

访谈情况来看，多家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广州开发区的技术联盟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机

构有助于促进创新和产业集群的形成。.

我们发现广州开发区有一些组织在政府的许可下促进商业活动。这些组织的成员

都是中国人。外国公司大多为华南的美国商会之类组织的成员，这类组织代表外国投资

图 9.10
获得本地供应商、买家和服务的难易度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数据基于243-284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
具体回复数量因不同的问题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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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1
营销渠道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数据基于301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
虽然调查问卷说明了此题是单选题，但是有6家公司给出了多个答案，
而这些的回答被归入了“其他”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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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2
合作情况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此问题允许受访公司选择多个答案，所以总数超过100%。数据基于296家公司
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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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利益。此外，外籍经理人员、风险投资家、政府官员和金融家依赖个人关系和商业

关系建立了一些牢固的非正式关系网。

差距分析

根据文献和案例研究，我们发现社会关系网是形成产业集群的重要条件。案例研究中涉

及的关系网大多为非正式的，通常都是由个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或商业互动所驱动，而非

公司或机构之间的产业联盟。个人关系和共同的商业利益对关系网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Kenney和Florida，2000年；Suchman，2000年；Hsu和Saxenian，2000年）。我们的案例

研究还表明，个人往往会利用自己的关系网（这些关系网可以是跨公司、跨产业、甚至跨

地区的）来达到一些商业目的，比如招聘人才、获取某一领域的专家意见或创立公司。.

即便是通过工作建立的关系，私人关系总是比工作关系要来得重要。以色列的ICT
产业集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个产业集群中，构成关系网络的关键是曾经的战友

关系。复员后，这些老兵会利用自己在军队中的私人关系，而不是通过正式渠道建立的

关系。.

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通过正式渠道建立的关系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有用，但私人

关系构成的关系网络才是最重要的。广州开发区可以努力构建特定类型的关系网络，比

如天使投资者之间的关系网，这种关系网自发产生的可能性较小。.

生活品质

案例研究和文献得出的经验启示

在三个案例研究中，生活品质是一个重要因素。对于硅谷，Kolko,.Neumark.和.Mejia.
（2011年）认为加州温暖干爽的气候是促进其增长的原因之一。对于马里兰州，观察家

说优质的公立学校、城市配套和便捷的交通是吸引人才和公司的关键因素。例如，根据

一名官员透露，最近有一家大公司要搬到马里兰州的产业集群，因为这里的公共交通便

捷、配套设施完善。在以色列，ICT产业集群的主要枢纽城市（赫兹利亚、特拉维夫、拉

纳纳和海法）被认为是在他们所在的国家中最宜居的城市。.

在产业集群中，生活品质也是一个突出的因素。例如，Athreye（2004年）对英国剑桥

ICT产业集群的公司作过一次调查，记录了下结果，发现公司把“员工和主管拥有一个宜

人的居住环境”列为对自身发展最重要的因素。Dahl和Sorenson（2010年）的研究发现，

丹麦科学家和工程师在选择工作地点时都关注该地点是否靠近朋友和家人。

广州开发区的情况

在访谈中，创业者和投资者提到的广州开发区的主要不足包括，缺少廉价的住房；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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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医院、购物中心等配套设施；距离广州市区太远，而很多人喜欢住在广州市区，或

者其配偶在市区工作。对于决定是否能招到、留住员工的首要因素，受访者提到最多的

是薪资。不过，生活品质也很重要。除薪资外，造成员工招聘难的其它原因包括上下班时

间（40%）、人们不愿住在广州开发区（24%）、房价（12%）、公司声誉（11%）、家庭原因

（10%）、子女的教育机会（8%）（图9.13）。保有员工同样遇到类似困难（图9.14）。知识

城位于距离广州市区较远的萝岗区，将会使这些问题更加突出（尤其是上下班时间这个

问题）。.

在访谈中，一些创业者提到了广州开发区的政策减轻了他们在用地和住房方面的压

力，其中包括在该地区建造宿舍、吸引房产开发商来建造公寓楼。如上所述，广州开发区

对于海归和高端人才提供支持政策，其中包括为海归提供住房补助和解决子女上学问

题，免租金或降低租金，帮助亲属找工作，以及为各人才计划中的人才提供出国考察补

贴。我们采访的创业者认为这些政策是有帮助。不过，一名创业者表示，虽然有上述政

策的努力，“科技人才”公寓的租金依然昂贵。

图 9.13 
造成招工难的两大原因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对此问题，公司最多可以给出两个答案，所以总数加起来超过100%。数据基于301
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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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分析

我们建议广州开发区应该把政策重心从鼓励创业转向改善知识城的居住环境。虽然推

出税务或非税务优惠政策、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具有一定的效用，但便捷的上下班

交通、优质的子弟学校、高质量的消费、娱乐场所对于吸引创新型人才同样重要。根据

文献和案例研究，我们发现高技能人才选择居住地点时看重生活品质。此外，从高科技

公司的调查反馈来看，上下班交通对于是否能招到领军人才至关重要，因为“人们不愿

住在广州开发区”。知识城比科学城更加远离广州市区，因此这方面的问题可能更为突

出。.
虽然生活品质是重要的，但是尚未明确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创新型地区的建立，

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一个拥有大量人才的创新型地区。便捷的通勤可能需先于

创新型地区的建立，而文化生活服务则需要群众的参与，可能是创新型区域的产物。然

而广州开发区也可在知识城起步时采取措施，提高生活知识城的生活品质。.
广州开发区应该研究吸引优质学校和购物商场入驻的激励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吸引

技术人才在知识城安家。此外，对知识城应该进行详尽的整体规划，包括提供宜人的居

住环境、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的邻里空间设计等，这些是成功的关键。我们注意到，广

州市第二中学（当地的一所重点中学）已经把高中部搬到了科学城。知识城可以借助这

图 9.14 
造成保有员工难的两大原因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 — 广州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
附注：对此问题，公司最多可以给出两个答案，所以总数加起来超过100%。
数据基于300家公司的回复得出（总共收到305份调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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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因素吸引优质学校，尤其是小学。便捷的交通还有助于吸引全广州的学生来上这些学

校。我们获悉广州开发区正在规划在科学城引进一家商场，但是由于这里人口不多，可

能还无法建立起购物中心。此外，如果区块划分不当，使购物中心距离交通枢纽较远，

也会造成问题。在划分区块时，必须使购物中心紧靠重要的交通枢纽（如地铁站）。

虽然房价会给员工和企业主带来负担，但理想的地段（尤其是海滨区域）房价一直

很高。能在创新型公司工作并居住在环境宜人的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高房价这

一不利因素。解决高房价的最佳途径是确保交通枢纽的便捷和可靠，从而员工有更广泛

的居住选择空间。

知识城的营销

案例研究和文献得出的经验启示

主力机构

主力机构对产业集群的形成至关重要，这是案例研究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可以将主力

机构当作重要的营销工具来吸引人才、供应商和顾客，提高该地区的知名度。.
我们所研究的产业集群都是围绕一家或多家主力机构而形成。在硅谷，有多家

当地机构可以称得上是主力机构。斯坦福大学通过工业园和人才交流计划，与周边

的商业社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提供了大量技术类和商业类人才（Saxenian，1994
年；Sturgeon，2000年）。飞兆半导体公司就与数十家衍生公司和员工创立的公司保持着

联系，从而扩展了硅谷的社会关系网（Laws，2010年；Saxenian，1994年）。在马里兰州，

高技能人才来自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和其他联邦实验室和机构，这些机构为成长中

的生命科学公司提供了大量高素质人才，并购买他们的服务。在以色列的案例中，全民兵

役制度和军方对技术发展的重视，使以色列国防军成为了最初的主力机构。此后，英特

尔、微软等多家跨国公司成为新的主力机构，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信息通信技术人才。这

些机构教授了国际市场的功能和要求，这促使了技术人才的创业，他们的技术性和针对

性成为企业潜在的成功途径。

此类主力机构具有多重职能。在斯坦福、飞兆半导体公司、国家卫生研究院、以色

列国防军和以色列的多家跨国公司案例中，这些主力机构培养了大量的拥有特定技能

的员工和企业家。另一个职能是为产业集群服务提供需求，如国家卫生研究院与马里

兰州之间就是这种关系。主力机构还催生了各类衍生公司。飞兆半导体公司催生了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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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计的衍生公司，带动了硅谷的整体发展（Laws，2010年）。衍生公司对硅谷的发展尤

为重要，同时对其他产业集群的发展同样具有作用，包括爱尔兰和印度的ICT产业集

群、底特律的汽车产业集群、俄亥俄的轮胎产业集群（Arora,. Gambardella,. Torrisi，2004
年；Buenstorf和Klepper，2010年；Klepper，2010年）。.

如何在区内建立或吸引这些主力机构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在斯坦福、国家卫生研究

院等案例中，这些机构从一开始就位于这些地区。在某些地区中，当地的特点是催生主

力机构诞生的重要因素。例如，我们的访谈表明，兵役制度和对先进军事技术的需求促

使以色列国防军高度重视科技，在以色列雇用高级人才。在其它案例中，当地的现有实

力和运气都是重要因素。总之，我们的研究表明，主力机构可能是已经在当地扎根的私

营或公立机构，或通过各种渠道与当地建立紧密联系。.

政府政策对主力机构的吸引作用是一个广泛争论的话题。我们对以色列的案例研

究表明，政府专为吸引外来投资而出台的激励政策（如税务优惠等）并非跨国公司在当

地开厂的主要原因。其他产业集群的例证指向各不相同的结论。如第八章所述，Arora,.
Gambardella,. Torrisi（2004年）研究了一场至今悬而未决的争论，一方认为是政府的激励

措施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爱尔兰，另一方认为在国际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爱尔兰作为欧

盟成员国，拥有一批会讲英语的高素质人才才是主要原因。.

在吸引主力机构方面，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为了争取到优质的机构，地方政府之

间互相竞争，不断增加激励政策的力度，直到成本超过潜在收益为止（Porter，1996年）

。对于这一假设，很难找到实验证据，不过Greenstone,.Hornbeck和Moretti在最近的论文

（2010年）以及Greenstone和Moretti（2004年）中提出，虽然存在零和竞争的风险，激励

措施有利于吸引大型主力机构。Greenstone,. Hornbeck和Moretti（2010年）将吸引到“百

万美元级工厂”2的美国郡县的产值，与在初选时被选中、却在终选中被淘汰的郡县产

值相比较，发现前者相比后者，在现有公司生产力以及平均工资方面在“百万美元级工

厂”开设后出现显著增长。不过，这些研究人员警告说，结果可能会存在很大变数，有些

公司的生产力提升较显著，而有些的生产力反而在下降。

Greenstone和Moretti（2004年）提出，如果房价能够客观反映工厂入驻的收益（例

如工资增长）和代价（推出激励措施所需的加税、减少公共服务等措施），那么可以通

过房价的变化来判断工厂入驻给当地带来的是收益还是损失。他们发现前者的房价增

长率高于后者，表明出台的这些吸引厂家的政策值得的。不过，这种解释存在一些局限

2. “百万美元级工厂”指的是经常在企业地产期刊.Site.Selection.中提到的工厂(Greenstone.和.Moretti,.2004年;.
Greenstone,.Hornbeck,.和.Moretti,.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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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比如房价可能不能准确反映福利。该项研究证明，在吸引主力机构方面，激励政策

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

总体而言，主力机构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不过有人担心吸引主力机构

的激励政策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间的争相竞价，而最近的实验证据表明，成功吸引到主

力机构的地区在生产力和薪资方面取得了增长，总体而言利大于弊。

目标产业

对于政府是否应该选择特定产业出台针对性的政策，目前还在争论中。历史上，这类政

策通常以保护新生产业的形式出现，通常被称为“产业政策”，因为其中包含关税、补贴

和减税优惠等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非最优”的政策（Harrison和Rodriguez-Clare，2009
年）。人们通常认为，“政府不善于辨别优质产业”，产业政策会催生游说现象。不过，有

些研究人员提出，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产业政策来促进高增长产业继续增长（Aghion等
人，2011年）。在最近的一系列文献中，Lin（2011年）和Lin和Monga（2011年）认为各国

可通过针对目标产业的政策取得成功，但需遵循具体的标准（在Lin和Monga，2011年中

列出了这些标准），并且这些产业应与该国的比较优势相一致。

在马里兰州这个案例中，当地政府针对生命科学产业建立产业园由于该地区的生

命科学研究已经形成。在以色列，政府的研发经费政策起初避免产业倾向性（Trajten-
berg，2000年），但最近开始偏向于生物科技公司。产业倾向性有多大的效果目前还不

得而知。马里兰州商业和经济发展部的官员也表示，他们目前正在努力发展网络安全产

业。该产业同样依赖该地区现有的优势，主要包括靠近联邦政府、大批网络安全产品和

服务的潜在客户等。这种方法的有效性目前还难以衡量，马里兰州商业和经济发展部的

官员表示，无论他们采取哪些措施，该产业将继续增长，他们的任务不过是弥补私人经

费方面的缺口。.

广州开发区的情况

主力机构

在访谈中，星桥国际官员表示他们曾经试图吸引特定产业的领军者入驻知识城，从

而促使供应链上的其他公司跟随入驻。星桥国际还在努力吸引大学或顶尖研究机构入

驻知识城。广州开发区的投资促进办告诉我们，他们正在争取一些高知名度公司入驻。

目标产业 

广州开发区和星桥国际对知识城的主导产业（表9.1）进行了规划。经验丰富的国际

投资者向我们指出，经济发展部门很难针对大量产业制定其政策。这表明如果广州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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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选择针对某些产业，缩小知识城主导产业的范围将可能增加其成功的机会。我们的研

究表明，改善适用于各个产业的基本条件将可能也将取得成功。

差距分析

吸引主力机构对知识城的成功至关重要。主力机构具有多种职能。首先，凭借主力

机构的显赫声名，可以吸引供应商、买家和其他机构入驻知识城，因为他们渴望与主力

机构合作或利用其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其次，主力机构能够吸引高素质的人才，或自己

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比如大学），从而成为该地区的人才源泉。最后，主力机构会催生

可商业化的研究成果或衍生公司。.
如果主力机构是公司，这种公司不能是人员稀少的行政总部，必须具有实际运营职

能，比如研发、营销、物流或生产。知识城的硬件设施越好，吸引到顶级供应商网络的几

率就越大，产生创新型衍生公司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主力机构是研究机构或大学，那

么如果能使将其与公司建立联系，可以将衍生研究转化为商业应用。

我们建议广州开发区应该将重点从产业倾向性转移到改善创新环境。尽管我们不

排除针对某些产业，但是基于知识城的目标，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可能来自于任何产业。

根据对马里兰州的案例研究，发现产业倾向性政策只能吸引政策制定者想要的公司，而

且针对的产业不得与当地的现有优势相冲突。例如，如果广州开发区在某技术领域具备

了优势，就可以赞助该领域的国际会议。如果开发区在某些领域没有优势，那么面向这

些领域的优惠政策吸引不了该领域的公司，即便能吸引少数公司入驻知识城，这些公司

表 9.1
中新广州知识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提出的主导产业

知识城项目办报告 
2011年9月21日

星桥国际报告 
2011年4月11日

新一代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融合

生物与健康 生物与制药

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 能源与清洁技术

新材料产业 先进制造业

科技服务业 研发服务

文化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

总部经济 教育与培训

卫生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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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法生存发展。主力机构的作用以及对现有优势的匹配建议广州开发区应依靠其现有

的强大企业群，探索引导他们在知识城建立研发机构的可能性。.
广州开发区已出台许多吸引高科技公司及促进其发展的政策。在营销计划中，必须

突出强调广州开发区的优势所在，特别是其他开发区难以复制的优势。

我们的最新分析表明，令创新产业集群获得成功的因素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天

然的优势，是其他不具备此类优势的地区所无法复制的，例如硅谷温暖的气候、马里兰

州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地理位置等，都属于这类优势。在这方面，广州在地理位置上靠近

主要港口，而且历史上曾作为中国的国际商业中心。其他没有港口的城市不可能在这方

面与广州相竞争，所以在宣传知识城的时候，必须强调这些优势。

第二类因素是可以轻易复制的因素。根据案例研究，我们将税收与非税收激励政策

都归在这一类，因为其他地区可轻易地照搬这些优惠政策，在优惠力度方面完全可以匹

敌甚至超越广州开发区。虽然这些政策有利于吸引正在考虑入驻的潜在企业或机构，但

是低价竞争可能具有风险，因为用高额补贴来吸引公司入驻可能会削弱吸引公司入驻的

价值。

第三类因素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可以复制的要素。这些因素包括基础设施、良

好的商业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良好声誉、强有力的天使投资者网络、优越的生活

品质及当地教育资源。注重这些因素方面努力改进，可以为知识城创造竞争优势，这种

优势包括两方面：首先，建立这些体系需要时间，这样其他地区在不具备类似优势之前

很难与广州开发区竞争。其次，产业集群通常是围绕具先发优势的地区而形成的，而这

些地区是某种产品或服务的原产地（往往以历史偶发事件为契机）。即使其他地区试图

按照广州开发区的模式建立这些资产，广州开发区将仍有先发优势。因此，如果广州开发

区率先做好这些因素，树立起这方面的声誉并吸引创新型企业入驻，这些企业的入驻就

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令其他地区难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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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结论和摘要

我们的调查表明，广州开发区迄今获得的成功得益于其拥有诸多资产。广州开发区的税

收政策不会妨碍创新，而总体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也有利于促进发展。此外，除了顶

级研究人员，广州开发区的公司基本上能够招到所需人才。.

本章指出了广州开发区在创新环境方面可加以改进的地方，以提高知识城的成功概

率。下面我们总结了一些主要的建议。.

首先，在早期融资方面存在缺口。广州开发区可鼓励建立天使投资者网络来弥补这

一缺口。广州有许多富裕的成功人士可能愿意投资新公司，但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及在何

处寻找这样的投资机会。马里兰州曾经通过当地的发展机构和大学组织建立起这样的

网络，广州开发区可借鉴马里兰州的经验。

其次，我们认为如果广州开发区能够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积极帮助区内企业在全国

范围内保护自有知识产权，并且让外界了解国内外顶级创新型企业入驻知识城后，他们

的权利将会得到充分保障，那么广州开发区将获得潜在机遇。广州开发区还可以提供额

外的激励措施，鼓励公司申请国际专利。调查结果显示，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尤其重要。

鉴于广州开发区内员工的流动性较大，必须更加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样企业才不会

担心自己的商业机密被离职员工泄露。

第三，广州开发区不应过度关注商业激励政策，而是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改善知识城

的居住环境上。我们不否定商业激励政策的作用，事实上它们的作用可以是有价值的。

然而，除了良好的商业环境，创新人员还需要便捷的日常交通条件、优秀的子弟学校、高

品质的消费和娱乐场所。作为评估其激励政策效用的一部分，广州开发区应探索吸引优

质学校和高品质购物场所的激励政策。以人为本的社区设计理念也可能是成功的重要

元素。在吸引顶尖的研究人员方面，尤其是海外华人，改善生活品质尤为重要。

最后，吸引主力机构入驻对于知识城的成功至关重要。在向潜在机构宣传知识城

的时候，必须突出强调广州开发区的优势所在，特别是其他地区难以复制的优势。广州

拥有其他地区无法复制的两项重要资产：一是靠近主要港口；二是历史上曾作为中国的

国际商业中心。此外，广州开发区要关注需要时间才能复制的要素，例如，良好的商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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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声誉、强有力的天使投资者网络、优越的生活品质及当地教育

资源。在这些方面树立起声誉可以吸引创新型企业的入驻；这些企业也可以加强知识城

的良好声誉，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吸引更多的创新型企业入驻知识城，令其他地区

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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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公司案例研究

飞兆半导体公司（硅谷）

飞兆半导体公司（即飞兆公司）在硅谷被视为企业家的摇篮。该公司是由8位来自肖克利

半导体实验室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于1957年成立的。在初创的十年间，飞兆公司开发出了

多项突破性的产品和工艺流程；著名的“摩尔定律”就是由前飞兆公司研发主管戈登•摩
尔提出的，该定律对芯片集成度的发展速度做出了预测（Laws，2010年）。

作为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飞兆公司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据摩尔描述，他与其

他创办者各拿出了500美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作为创业资金。一位名为阿瑟•洛
克的纽约投资银行家帮助飞兆寻求融资合作，并最终从位于美国东海岸的仙童摄影器材

公司筹到资金150万美元。而仙童摄影器材公司则获得了以30万美元收购创始人股份的

权利（Kenney和Florida，2000年；Laws，2010年）。公司通过广告招聘选定了总经理，技术

经理则来自休斯半导体公司（Moore，1994年）。

三年后仙童摄影器材公司收购了创始人股份。据摩尔所述（1994年）：“从某种程度

上讲，正是这家来自东海岸的公司的收购，使得事情开始变得糟糕起来”。工程师们纷

纷离开飞兆公司自立门户；其中以戈登•摩尔和罗伯特•诺伊斯创办的英特尔公司最为著

名。阿瑟•洛克则在硅谷创立了一家投资银行并帮助摩尔和诺伊斯为英特尔公司完成了第

一轮融资。截至1968年，在最初的创始人中仍然留守飞兆公司的只剩一人（Moore，1994
年；Laws，2010年）。

1968年，仙童摄影器材公司将公司总部移至硅谷。之后飞兆半导体公司被一家法国

集团收购，而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则接手了公司的资产；飞兆公司后来成为一家上市公司

并重获新生（Laws，2010年）

飞兆公司诞生了大量的衍生公司，具体公司数量尚无定论。据Laws（2010年）记

录，飞兆衍生公司的数量在1971年、1977年和1985年分别为15家、66家和125家，非本地

注册或涉及其他产业的公司尚未包括在内。Klepper（2010年）总共收录了当地24家从

事半导体产业的飞兆衍生公司，其中三家进入了集成电路工程集团统计的销售2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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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飞兆衍生公司占据了硅谷半导体衍生企业排行前三名的位置。

即使没有自行创业的飞兆公司员工，也通过知识外溢使本地企业受益。以前飞兆公

司雇员费德里科•费金为例，他在飞兆公司参与研发的两项技术，对之后英特尔的微处

理器开发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Saxenian（1994年）写道：“1969年在森尼维尔召开的

一次半导体产业会议上，400位与会者中，未曾在飞兆公司工作过的不到24人”。

飞兆公司以不仅以科技先进著称，其在市场营销领域也有独到之处。列举飞兆公司

的几项具体营销技术，其中包括一个关于集成电路的专题电视广告片，高科技产品的大

众营销，以及销售团队的新型组织结构。飞兆公司早期的营销人员的加入，使得超威半

导体公司和苹果公司从中受益。

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马里兰）

马里兰生命科学产业集群强大研发实力以及与政府的合作，在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身上

得以具体体现。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与基因组研究所于1992年共同成立。投资资本公司

（一支风险投资基金）的董事长华莱士•斯坦伯格希望前国家卫生研究院科学家克雷格•
凡特能够利用其快速DNA排序技术成立一家公司。因凡特无意经商，斯坦伯格安排他

在一家非盈利机构—基因组研究所任职所长，并同时创立了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用以盈

利。随后斯坦伯格聘请了来自哈佛大学的著名艾滋病研究员威廉•哈兹尔廷负责公司的

运营（Ahkin. et. al.，1997年；. Cook-Deegan，1994年）。依据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与基因

组研究所之间的最初协议，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将在10年里支付基因组研究所8,500万
美元以获取其知识产权，但不涉及由政府出资或非盈利捐助的项目。此外，基因组研究

所在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也持有股份（Cook-Deegan，1994年）。

1992年至2006年期间，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完成了产品线的开发，同时也从各种渠

道获得融资。公司的启动资金来自1992年的一笔贷款以及之后同两家风险基金签订的股

票购买协议。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还同史克必成公司达成一项战略协议。协议指出，当

满足既定条件时，史克必成公司会向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进行支付并购买其股票（Cook-
Deegan，1994年）。虽然史克必成公司（现为葛兰素史克公司）仍然是人类基因组科学公

司的主要合作伙伴，但其年度报告指出该公司已同其他公司达成一系列的合作协议。公

司还曾在1993年、1995年和1997年公开发售股份（Ahkin.et.al.，1997年）。

据访谈显示，1997年，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决定在蒙哥马利郡建厂。起初一家选址公

司为其进行了国际调研并推荐选址地处北部的弗雷德里克郡，理由是从该郡政府机构

获得建筑许可权相对较易。然而来自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的代表却发现员工不愿去弗雷

德里克郡上班，于是公司代表开始与蒙哥马利郡政府进行接触。相比维吉尼亚州某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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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1,500万美元的资助，蒙哥马利郡的150万美元无法令公司满意。于是，蒙哥马利郡政

府与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共同制定了新的方案，包括设立一家机构作为开发商并负责债

券承销；一份综合租赁协议（操作方式：郡政府出资建设，并出租给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

使用）；以及贷款和贷款担保。此外，郡政府还协调所有下属机构简化审批程序。

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的第一笔销售收入来自于联邦政府。2009年联邦政府向公司

购买了一批用于治疗吸入性炭疽病的生物制剂—人源单克隆抗体（ABthrax）。该药尚未

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核准，核准后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还将收到联邦政府的追

加支付。2010年，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与葛兰素史克公司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共同递交

了用于治疗狼疮的新药—倍利木单抗（BENLYSTA）的审核申请。2011年，美国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批准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将该药品投入商业销售（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年度

报告，多个年度）。

英特尔（以色列）

英特尔以色列公司指出了以色列信息产业集群的几个关键因素，包括散居犹太人与跨国

公司在产业集群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以色列人坚定自信特质的重要性。

1974年英特尔在海法成立了公司第一个国际研发中心。多夫•弗罗曼是该中心早期

的一名雇员，他在以色列长大，并赴美国就读于加州伯克利大学研究生院。他曾就职于

飞兆半导体公司，之后加入了英特尔公司。晋升到管理层之后，他离开了英特尔公司，赴

加纳教授电子工程（Senor和Singer，2009年）。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英特尔面临着工程师短缺的局面。弗罗曼说服他以前在英

特尔公司的同事在以色列开设研发中心，充分利用当地的高科技人才优势。研发中心起

初只有五名全职雇员，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以色列最大的私营雇主（Senor和Singer，2009
年）。

在英特尔公司迅驰芯片的开发过程中，英特尔以色列团队坚持不懈的特质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公司竞相制造具有更快“时钟速度”的电脑芯片，这

带来了芯片能耗的增加以及发热量过大的问题。英特尔以色列团队开发出了一种低主频

的芯片，该设计通过采用不同的架构，能够在软件运行方面实现比高主频芯片更强的运

算能力。英特尔公司总部起初对这种低主频的方案并不认可，于是英特尔以色列团队频

繁的造访位于硅谷的公司总部进行宣传，以色列人的坚持不懈最终说服了决策层。2003
年英特尔公司推出了基于以色列创新开发出来的迅驰芯片，该芯片成为了英特尔销售增

长的主要来源。这件事突显了以色列团队在管理层面前坚持己见的意愿；弗罗曼指出：“

从鼓励异议和赞成分歧的角度来说，企业领导的目标应该是使阻力最大化。如果你甚至



124    创建知识城的创新体系

都意识不到组织中有人与你持不同的意见，那你就真的有麻烦了”（Senor和Singer，2009
年）。

时至今日，英特尔继续维持并扩大着公司在以色列的运营。英特尔公司在以色列有

五个分部，包括研发中心、制造工厂以及销售与市场营销办公室。其中一个分部位于海

法，1974年英特尔在这里设立了最初的工厂，另外四个分部则位于信息产业集群南段的

特拉维夫市附近（英特尔，日期未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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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小企业投资公司简史

在此我们提供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硅谷成立的一些主要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详细情况，

依据Kenney和Florida（2000年）。

•. 1959年：大陆资本公司的小企业投资公司成立

•. 1959年：小型商业企业公司的小企业投资公司成立

•. 1962年：位于西海岸的小企业投资公司成立了西方小企业投资公司协会

•. 1962年：萨特希尔公司.获得小企业投资公司执照

•. 1962年：比尔•德拉普. 和富兰克林•约翰逊成立了小企业投资公司。该公司的资产后

来被萨特希尔公司收购。

•. 1962年：The.Group.的一些成员开设了家族基金小企业投资公司

•. 1969年：西方小企业投资公司协会重组成为西方风险投资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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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地方官员演讲摘录

本附录包含(1)旧金山市长加文•纽森2010年度市情咨文摘录，和(2)马里兰州州长马丁•奥
马力关于2020年生物产业促进计划的演讲摘录。文中提到的就业良机（Jobs. Now）项目

已失效，其它所涉及的项目也尚未颁布。

旧金山市长纽森2010年度市情咨文摘录

“我总是开玩笑说，政治不像棒球，不会因为一些补救而被称赞。我们很幸运的把李维

斯公司留在了旧金山，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把促进就业作为工作的重点，大力推动

旧金山市区以及郡县的就业增长。一年前，我们推出了一个本地经济刺激计划。据我所

知，开展类似计划的城市并不多，我想对这个计划的近况做个简单的介绍。还记得流动

性和信用危机吗？为解决信贷难的问题，我们设计了一种小额周期性贷款，总额为180万
美元。我们在道夫蒂的辖区—诺伊谷进行了试点。仅仅几千美元所带来的变化让人难以

置信，小美容院因此而开张。

我们扩大了业务范围，确保符合条件的公司能够受惠于各种税收减免政策，例如，

联邦政府税收减免，企业税收减免，州政府税收减免。我们的经济发展办公室为此付出

了很大的努力，使得今年合理避税的企业数量增长了46%，其中大多数在此之前对税收

减免政策并不了解。我们还策划了市场营销项目（例如，Shop.SF.和. staycations），除了海

外和其他州府，我们还尝试着在自己的后院进行市场营销。我们也开始关注相邻州府的

经济复苏状况，一方面对我们的辖区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借鉴邻居的市场复苏计划。”

......

“我们与大卫•坎波斯等专家一同起草了首例针对这些企业的具体服务框架。获得

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门批准之后，我们将筹备一个总额为2,300万美元的贷款基金并通过

传统的方式来运作，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此外，我们还在开发一种创新基

金。我们将在这个城市投入1,150万美元打造一条创新走廊，从市中心延伸至中心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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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湾，再到湾景、猎人角和船坞。我们会重点关注那些经营困难的企业以及想融入这

个城市的企业，并为其提供贷款。此外，我们会将另外的1,150万美元投入中端市场。关

于中端市场我们已经谈了太多年，我知道大家对此期待已久。”

......

“我呼吁的三项立法至今尚未通过，甚至未能排入监事会的日程表，此处我并无意

冒犯。通过与否，我都希望监事会能够尽快对此进行审议。关于这三项立法，一是免除

新雇职员两年的工资税。二是对雇员人数在20至49人之间,且根据旧金山全民保健计划

为员工提供医疗保险的公司实行税收减免。三是延长生物技术税收减免政策，该项政

策于几年前颁布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5年前我们有2家生物技术公司，而现在这个数字

已经增加为56家了。这项税收减免政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希望这项政策能够得以延

续。”

......

“如你所知，我们现在不需要继续等待了。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这是一个名为就

业良机的项目，我认为这很了不起也很有意义，值得信赖。该项目在各大城市中尚属首

例，即便洛杉矶也只是刚刚起步。明天下午四点，我将走入州长办公室参加一个会议，我

不相信加州政府会对此无动于衷。猜猜加州政府从联邦政府的17亿美元里获得了多少

钱用以资助私营与公立企业就业？2,100万美元。这意味着将有17亿美元通过全额工资

补助用于刺激加州经济。例如，无论你开出的工资额是7万美元还是13.5万美元，我们都

会对此进行全额补助。这种事好到让人难以置信。我们已经通过这个项目创造了1,495个
就业岗位，我确信这个数字明天就可以超过1,500。”

资料来源：Gavin.Newsom,.旧金山市与郡网站，2010年。

马里兰州州长奥马力2020年生物产业促进计划摘录

“我们今日相聚在此，激发所有潜能以寻求更大发展。今天我们在此公布2020生物产业

促进计划。该计划将投资11亿美元用于促进马里兰州的生物科学产业。据我所知，就人

均投资来讲，这是全美各州政府对生物科学投资中最高的。

该投资将带动63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和联邦政府投资，这将使马里兰州生物科学产

业的投资总额在2020年达到74亿美元，并将带来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更为重要也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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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的是，投资带来的研究成果能够减轻病痛、治疗早逝（这些因素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该计划包含以下九个方面：

第一、我们的邻居北卡罗来纳州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我们要
建立马里兰生物技术中心，该中心将提供一站式服务，促进和支持州内生物技术创新及
创业，整合各种州属、学术及私营企业所创办的项目。

我们将整合马里兰科技发展公司（TEDCO）的科技转让计划、劳动执照管理部

（DLLR）的产业监管职能以及来自马里兰大学的各项计划。我们还将在中心成立一个

全州范围的科技营销团队，以弥补马里兰州在该方面的欠缺。此外，中心的产业专家还

将拓展马里兰州与联邦实验室、大学、私营企业以及私营部门投资者的关系。

第二、我们计划在明年将生物科技投资的税收抵免翻一番，五年后再翻一番。这意

味着该项税收减免在未来的五年里将增加四倍，即2,400万美元。 

这一举动将为马里兰州生物科技企业带来每年5,000万美元的私人投资。 

第三、我们要发展科技孵化网络使其扩容50%。马里兰在未来十年将投资6,000万
美金用于带动1.2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和联邦政府投资，这将创造5,000至10,000个就业机

会。这与TEDCO近期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 

第四、我们将投资3亿美元用于生命科学设施建设，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园区和东

巴尔的摩开发公司（EBDI）。此外，我们的投资计划还包括：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健康

科学设施3号、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校区（UMB）霍华德厅、马里兰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

（UMBI.）农业与环境生物技术中心、蒙哥马利学院生物科学中心以及TEDCO、马里兰

干细胞研究基金。上述投资计划有些已经在预算之中，其它的也即将划入预算。这些计

划能够在前沿领域创造出新型经济，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上述投资计划有些已经在预算之中，其它的也即将划入预算。这些计划能够在前

沿领域创造出新型经济，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第五、我们将努力加强知识产权的评估和保护服务。马里兰州许多初创企业负担不

起知识产权保护的专业法律服务。马里兰州将通过扩展马里兰大学法学院的项目来帮

助企业家认定并且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该学院的院长凯伦•罗森伯格女士今天也来到

了这里，她为了参加今天的活动特意缩短了假期，对此我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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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我们将继续对干细胞研究进行投资，投资金额将不少于每年2,000万美元。

鲜为人知的一点是，虽然马里兰州面积不是最大的，但是我们拥有着全美第三大的

干细胞基金。与其他州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的基金全部用于实验室的科研工作。

第七、我们要加强对纳米技术的投资。我们已拥有全国顶尖的纳米技术和纳米生物

技术研究中心。更多的资助将带给该领域巨大的发展机遇，并在未来的几年里带动所有

科技产业的发展。

第八、我们要加强马里兰技术转让基金用以促进技术转化。通过帮助大学和联邦

实验室实现创新成果市场化，大学和研究所创办的企业数量将得到显著增加，这些将带

动37亿美元的私人和联邦政府投资。

第九、我们将加强马里兰的风险基金，这将为初创企业提供具有挑战性的资金援

助，并对初具规模的公司进行股权投资。2019年之前公共投资总额将增至1.52亿美元，这

将带动20亿美元的私有资本来帮助这些公司。

通过风险基金，我们已对生物科学公司进行了约50项投资，这些投资通过我们的风

险资本合作网络带动了相当于投资价值15倍的资金。

作为示范项目，大卫•艾德金领导的商业和经济发展学院正与JBG公司以及希尔伙伴

公司进行合作，计划利用100万美元的州政府投资带动1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大华府区生命

科学设施建设。我得知亨利伯•恩斯坦代表希尔伙伴公司来到这里，特此表示感谢。”

资料来源：马丁•奥马力州长办公室，.2008年。



131

附录D

问卷调查方法和结果

目的

兰德公司与广州开发区共同设计了一项针对广州开发区高科技企业的调查问卷，名为“广

州开发区管委会-兰德公司知识城创新体系课题调查问卷”（以下简称“兰德公司. —. 广州

开发区知识城项目调查”），以帮助广州开发区制定创新战略纲要，吸引世界级的科学、工

程和企业家人才入驻知识城，并培育高科技企业。该问卷调查旨在了解广州开发区内企业

的现状，以及广州开发区在促进企业发展和创新方面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问卷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的设计、实施和分析共历时7个半月（2011年6月至2012年1月）。图D.1显示问卷

调查的全过程。从问卷设计、测试与修改，到问卷的发放和回收，直至对数据进行处理

和分析。在本附录中我们将解释在每个环节我们使用的方法。

问卷设计

第一阶段是设计调查问卷，以帮助我们了解广州开发区高科技企业的现状，以及他们所

关心的问题。

确定调查对象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调查广州开发区高科技企业的现有情况，我们使用了中国高科技产业

目录中确定的9大高科技产业1。随后针对这些产业，并根据广州开发区提供的材料，以

及对开发区政府官员、高科技企业、产业联盟、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国际投资者的采

访，我们对问卷进行了设计。

1. 九大高科技产业为：电子与信息，生物、医药技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新能源、高效节能，环境保护，航空航

天，地球、空间、海洋工程，以及核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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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初稿

根据我们提出的创新体系框架，首先我们将问卷中的问题分为基于公司经营的六个方面：

（1）基本信息，（2）人员，（3）创新环境，（4）融资，（5）供应商、买家以及支持关系网

络和（6）政府支持。

为更好地获取广州开发区高科技企业的特点和看法，我们起草了问卷的初稿，其中

包括客观和主观的问题。例如，“贵公司理工科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多大比重?”
是一个客观的问题，说明了该公司的特点。相比之下，我们的问题还包括“您是否同意解

雇员工非常容易？”。这是一个主观的问题，要求回答者对广州开发区营商环境的一个方

面提出自己的看法。

基于我们想要了解的信息，问卷还包括了几个问题类型：

1.. “单选”问题只允许选择一个答案。提供的选项是相互排斥的，并且结果常常被

用来确定公司的基本特征。

2.. “选择所有适用选项”问题假设公司将选择至少一个答案。当一家公司拥有多种

特性，并且选项不是相互排斥时，我们通常使用这种问题形式。

3.. “选出最重要的选项”允许企业根据其优先级别或困难程度进行排序。设置这些

问题可帮助我们确定受访者认为重要的问题和因素。

4.. “是”或“否”的问题用来说明公司是否同意与广州开发区创新环境等方面相关

的各种表述。

图D.1
GDD-RAND知识城创新体系项目问卷调查过程

RAND  TR1293-D.1

数据处理

研究发现

数据录入

数据分析

问卷设计

初稿

修改

测试

最终问卷

问卷调查、回收

否

是

问卷结果

确定、联系企业

问卷发放、回收

回复数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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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将“其它（请注明）”放置到一些问题的选项中，以确保我们的选项排

除所有的可能性。这些开放式的选项可使受访者确定那些不包括在标准选项中的其它

问题。

为了让企业更好地了解本研究的意义，以及他们在填写问卷时的权利，我们还附上

封面页说明调查的目的和保密性，并提供我们的联系信息。问卷的设计过程经过兰德公

司和广州开发区对调查问卷中英文版本的多次修改。此外我们将该问卷提交给兰德公司

的人类受试者保护委员会（HSPC）审核，该调查为被视为免除进一步审查。

问卷的测试

接着广州开发区协助我们在高科技企业中选择小样本进行问卷的测试。测试的目的是

收集有关问卷初稿的反馈意见，包括问题是否表达明晰、容易回答，并且问卷的长度是

否合理。我们收到了六家企业非常有用的反馈，他们的建议主要涉及明确问题和选项，

以及减少问卷的长度。

问卷的修改

根据试点测试的反馈，广州开发区和兰德对问卷进行了修订。我们改变了许多的问题和

选项的措辞，并将问卷长度减少了一半左右。在减少填写人所需的时间和人员数量的同

时，我们仍保留了最相关的问题。广州开发区和兰德公司在2011年8月中旬完成调查问卷

的设计。

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调查问卷定稿后，广州开发区负责调查的执行，其中包括确定企业名单，发放调查问卷，

与这些企业跟进，并回收调查问卷。

确定企业名单

在确定和联系企业之前，我们首先根据可能的误差和所需的统计显著性计算样本数量，

使用简单的方法确定样本数量，以确定答复的比例。在下面两个公式中，ss表示所需的

最低样本量，z是基于我们所期望的置信水平的Z值，c是所需的置信区间（也称为误差）

，p代表作出选择的比例，pop代表的总体数量。由于ss是以一个非常大的总体数量为基

础的，我们根据有限总体数纠正了样本数量，获得新样本数（New.ss）。

ss = z2 p(1− p)
c2

New ss = ss

1+ ss −1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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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设95％的置信区间（产生1.96的Z值），5％的误差（c=0.05），和0.5的p值。开

发区工作人员表示总体数量（即高科技企业的数量）约为800（pop=800）。鉴于这些参

数，我们估计最低样本量（ss）需要至少260家企业。

根据国家确认的9大高新技术产业，广州开发区获得了786家本地高科技企业的名

单，并开始联络这些企业。

调查收集

问卷的发放和回收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广州开发区使用第一份名单联系企业，

随机抽样。然而回收率相对较低。截至2011年11月，广州开发区已联系610家高科技企

业，其中260（43％）家已同意参与调查，103（40％）家企业已完成问卷。问卷主要通过电

子邮件和传真的形式分发，开发区的工作人员在问卷发放后进行跟进。电子邮件回收率

（75％）比传真的回收率（16％）要高。开发区的团队在整个调查分配过程中遇到了一定

的困难。其中包括缺乏联络信息或信息不正确，无法找到相关受访者填写问卷，受访者

无法提供数据（例如，他们太忙或不知道相关信息），以及对兰德公司作为一个非营利

性研究机构缺乏认识。

在完成联系所有第一份名单中的企业后，问卷调查答复的数量仍未达到所需的最

低样本数量。广州开发区的工作人员设法找到一份包括2,005家企业的新名单，然而其中

的部分企业已停止经营。广州开发区最终发放问卷约1,500份。2因此，总体数量为1,500
至2,005之间的某个数值. 。基于这个新的总体数量，样本数应为306（若总数为1,500）至
323（若总数为2,005）之间。至11月底回收的305份问卷，回收率为20.3%，该数值对于此

类问卷调查是可以接受的，尽管回复数略低于样本量的要求。问卷调查的发放和回收阶

段于2011年11月底完成。

数据处理

接下来的最后阶段，我们把调查问卷的信息转换成数字形式的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总

结研究成果。

数据录入

当问卷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回收时，每家企业被随机分配一个数字，并显示在调查问卷

每一页的顶端。在数据录入时我们隐藏了企业名称以确保保密性。

广州开发区和兰德公司选拔并培训了多名增城学院的实习生进行数据录入。数据存

放于兰德公司的MMICTM系统，该系统是一个可进行数据录入、数据管理和下载的在线

工具3。

2. 不幸的是，没有关于总共发放数量的记录。

3. https://mmic.rand.org/..

https://mmic.ra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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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在305份问卷全部录入后，兰德公司的团队开始分析问卷调查数据。我们使用数据分析

和统计软件Stata清理原始数据并进行数据分析。在所有回收的问卷中，各问题的最多回

答数量为303，最少为217。若总体数量为2,005，303份回答数在95％的置信区间的误差

为0.0519；217份回答数在95％的置信区间的误差为0.0628。若总体数量为1,500人，303
份回答数在95％的置信区间的误差为0.0503，217份回答数在95％的置信区间的误差为

0.0615。4.

时间表

从问卷设计的开始到数据分析的结束共历时7个半月。问卷调查于2011年6月兰德公司在

广州开发区的访问期间开始。最终，兰德公司于2012年2月对问卷调查的最终成果进行了

汇报。表D.1显示整个问卷调查过程的时间表。

研究意义和进一步研究

问卷调查的完成离不开广州开发区工作人员和参与调查的高科技企业的合作。据我们所

知，该项调查是第一份以获知广州开发区高科技企业的创新资产为目的的，既确定客观

特点又涉及主观感受的问卷调查。调查问卷的部分内容也可日后设计成为周期性调查，

4. 误差范围使用Creative.Research.Systems的计算器计算。

表D.1.

GDD问卷调查时间表

2011年 2012年

问卷调查时间表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问卷设计

初稿

测试

修改

问卷发放回收

第一阶段: 从86加企业中回收
103份

第二阶段:从1500家企业中回收
其余的202份

数据处理

数据录入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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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广州开发区的政府官员和决策者用来监视广州开发区创新体系框架中各要素的表现

情况。

结果小结

大部分研究结果在上述第三部分的图表中有所提及。下面我们列出所有在调查问卷中提

出的问题，提供的选项，以及我们所收到的答复数和各选项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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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数/选择

此选项的比例 问题与选项

(A) 基本信息   

297 A1  贵公司成立于_____年。

3.70% <1

14.81% 1–3

15.82% 4–5

36.03% 6–10

27.27% 11–20

1.01% 21–30

1.35% >30

297 A2 贵公司主要经营什么产业?（单选）

40.74% （1）.电子与信息..

22.22% （2）.生物、医药技术

7.07% （3）.新材料.

6.40% （4）.光机电一体化.

2.02% （5）.新能源、高效节能...

2.36% （6）.环境保护...

0.67% （7）.航空航天...

0.34% （8）.地球、空间、海洋工程..

0.34% （9）.核应用技术.

17.85% （10）其它高技术产业（请说明）..____________

302 A3 贵公司是否是另一公司的子公司？

24.17% （1）是..

75.83% （2）否（跳答A4题）

73 A3.1 若贵公司是子公司，贵公司的总部设在哪里？（单选）

14.86% （1）总部设在广州开发区..

12.16% （2）总部设在开发区之外的广州其他地区....

8.11% （3）总部设在广东省其他城市

20.27% （4）总部设在中国境内广东省以外的其他地方...

44.59% （5）总部设在中国以外

227 A4  贵公司是:（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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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5% （1）最初成立于广州开发区.

31.56% （2）从开发区之外的广州其他地区迁入开发区.

1.00% （3）从广东省内广州以外的城市迁至广州开发区.

0.00% （4）从广东省以外迁至广州开发区..........

0.00% （5）从广州开发区的一个公司拆分出来的

1.33% （6）从开发区之外的广州其他地区的一个公司拆分出来的

0.00% （7）从广东省内广州以外的一个公司拆分出来的.

0.66% （8）从广东省以外的一个公司拆分出来的

289 A5  公司创办人：（选择所有适用选项）

42.56% （1）创办人初次创办公司...

26.30% （2）创办人曾在广州(包括开发区)创办公司.

22.14% （3）创办人曾在广州之外的城市创办公司

10.72% （4）创办人曾在广州（包括开发区）的一家已成立的公司工作

1.04% （5）创始人曾在广州（包括开发区）的一家初创公司工作

14.88% （6）公司创始人曾在广州之外的已成立的公司工作

4.50% （7）公司创始人曾在广州之外的初创公司工作

256 A6 2010年，贵公司的营业额为______万元。

  平均值.42126.58,.标准差.266018.4,.最小值.0,.最大值.4040000

(B) 人员

279 B1 贵公司成立的时候，员工总数为________人。

14.70% 0–4

16.49% 5–9

19.35% 10–19

27.24% 20–50

10.39% 51–100

5.02% 101–250

3.23% 251–500

3.23% 501–1,000

0.00% 1,001–2,500

0.36% 2,501–5,000

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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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B2 目前，贵公司的员工总数为__________人。

1.79% 0–4

2.87% 5–9

10.75% 10–19

22.22% 20–50

17.20% 51–100

19.35% 101–250

12.54% 251–500

4.66% 501–1,000

3.94% 1,001–2,500

3.94% 2,501–5,000

0.72% >5,000

299 B3 贵公司理工科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多大比重?（单选）

10.03% （1）少于10%

25.08% （2）10-25%

28.09% （3）25-50%...

36.79% （4）多于50%.

302 B4 贵公司中专和大专学历的员工占多大比重？（单选）

14.90% （1）少于10%

24.17% （2）10-25%

33.77% （3）25-50%...

27.15% （4）多于50%.

289 B5 贵公司拥有管理类学位的员工（本科或工商管理硕士MBA）占多大比重?（
单选）

55.71% （1）少于10%

33.56% （2）10-25%

7.61% （3）25-50%...

3.11% （4）多于50%.

266 B6 贵公司具有硕士学历的员工有_________人，

平均值.10.71,.标准差.39.64,.最小值.0,.最大值.500

257 贵公司具有博士学历的员工有___________人。

平均值.1.61,.标准差.5.69,.最小值.0,.最大值.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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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B7 贵公司是通过什么方式找到合格的员工？（选择所有适用选项）

57.33% （1）大学校园招聘....

25.33% （2）技校招聘

65.33% （3）人才市场..

26.33% （4）借助专业猎头公司，寻找管理人员.

17.33% （5）借助专业猎头公司，寻找技术人员.

72.33% （6）在网络、当地的报纸或者其它渠道刊登广告招聘

29.33% （7）参考现有工作人员的建议..

6.33% （8）从供应商或客户公司的现有雇员里挑选

7.67% （9）从竞争对手的现有雇员里挑选...

0.00% （10）其他（请说明）________

303 B8 贵公司招聘的新员工来自哪里?（选择所有适用选项）

80.20% （1）广州（包括开发区）..

74.26% （2）广东省（不包括广州）

16.17% （3）北京或上海.

58.42% （4）华中与华南地区...

9.24% （5）港澳台地区.

38.94% （6）中国其他地方，以上所列地区除外.

14.85% （7）海外毕业的华人...

4.29% （8）海外毕业的外国人.

301 B9在招聘新员工时，贵公司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填写以下选项其一): 
______

在招聘新员工时，贵公司所面临的第二大困难是什么? (填写以下选项其一)
：______附注：下列百分比仅为“最大困难”的回答结果

55.81% （1）工资.

40.53% （2）上下班交通时间.

7.64% （3）小孩教育机会

9.63% （4）其它家庭原因....

1.66% （5）不愿意居住在广州市区....

24.25% （6）不愿意居住在广州开发区.

1.33% （7）语言或者文化障碍

11.96% （8）住房价格..

11.30% （9）公司知名度...

22.26% （10）其它.（请说明）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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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B10在留住老员工时，贵公司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填写以下选项其一): 
_________

在留住老员工时，贵公司所面临的第二大困难是什么?(填写以下选项其一): 
_________
附注：下列百分比仅为“最大困难”的回答结果

59.33% （1）工资.

26.00% （2）上下班交通时间.

13.67% （3）小孩教育机会

22.33% （4）其它家庭原因....

1.67% （5）不愿意居住在广州市区....

18.00% （6）不愿意居住在广州开发区....

1.00% （7）语言或者文化障碍.

23.33% （8）住房价格.

3.00% （9）公司知名度.

2.67% （10）其它（请说明）............

284 B11当骨干员工离职时，他们最常去什么地方工作？(填写以下选项其一): 
_________

当骨干员工离职时，他们第二常去什么地方工作？(填写以下选项其一): 
_________附注：下列百分比仅为“最常去的地方”的回答结果

31.34% （1）广州（包括开发区）的一家对手公司......

16.20% （2）广州（包括开发区）的一家本公司的供应商或者客户企业

27.82% （3）中国其他地区或者海外的一家对手公司

10.56% （4）中国其他地区或者海外的一家本公司的供应商或者客户企业

39.44% （5）广州（包括开发区）的一家不相关的公司（非竞争对手，供应商或者客户企业）

23.60% （6）广州之外的一家不相关的公司（非竞争对手，供应商或者客户企业）

29.58% （7）不知道

294 B12 合格的技术员工的可获得性：（单选）

10.88% （1）我总能在广州（包括开发区）找到合格的技术人员,并能立即开展工作

73.13% （2）我可以在广州（包括开发区）找到合格的技术员工，但需经培训后才能上岗

15.99% （3）我在广州（包括开发区）很难找到合格的技术员工，即使培训也很难上岗.

302 B13 合格的管理员工的可获得性：（单选）

20.86% （1）我总能在广州（包括开发区）找到合格的管理团队新成员,并能立即开展工作

64.24% （2）我可以在广州（包括开发区）找到合格的管理团队新成员，但需经培训后
才能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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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0% （3）我在广州（包括开发区）很难找到合格的管理团队新成员，即使培训也很
难上岗

(C) 创新环境

301 C1 贵公司是如何营销新的创新产品的?（选出最主要的一项）

37.54% （1）自己联系可能的客户

16.61% （2）参加交易会或者专题研讨会.

6.31% （3）通过产业协会或者联盟....

23.59% （4）为客户提供样品或试用品

15.95% （5）其他（请说明）_____________..

298 C2 贵公司是如何开始自己的创新项目的？（请选择最主要的一项）

28.86% （1）让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发创新产品

12.42% （2）让顶级科学家和执行官定义概念产品，然后形成公司团队去开发产品或
服务

11.74% （3）从高校或者研究机构寻找有可能商业化的创新产品

27.18% （4）公司创立之时就是为了开发某种已存在的创新产品，目前我们仍处在商业
化阶段

9.40% （5）客户通过提供资金、设备和产品使用的反馈意见等方式鼓励创新

10.40% （6）其它未列出的途径（请说明）._______________

301 C3 贵公司如何保护自己的创新产品?（选择所有适用选项）

82.39% （1）为创新产品申请专利

35.22% （2）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IP)保护部门或雇用知识产权律师.

68.44% （3）员工必须签订保密协议....

19.27% （4）员工必须签订非竞争性条款

4.32% （5）咨询政府是否有专利侵权..

5.65% （6）直接与未经您同意使用您创新产品的机构交涉

8.97% （7）起诉..

4.65% （8）其他（请说明）________

296 C4 贵公司会与以下哪些机构合作开发创新产品？（选择所有适用选项）

63.51% （1）国内高校..

11.49% （2）国外高校

55.07% （3）国内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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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 （4）国外研究机构.

28.04% （5）其他中国公司.

17.90% （6）外国公司.

22.64% （7）产业协会.

8.78% （8）其他（请说明）________

C5 您是否同意以下观点? 请在“是”或“否”处打“√”。

您是否同意以下观点? 是 否

经营公司难易程度 

280 在开发区容易办理新开公
司所需的文书工作以及其
它必要手续.

83.93% 16.07%

217 在开发区容易办理关闭公
司所需的文书工作以及其
它必要手续.

63.59% 36.41%

220 如果我曾尝试开公司但失
败了，重新开一家新公司
是困难的.

39.55% 60.45%

劳动力市场

275 我会雇用曾为竞争对手工
作的人员.

82.91% 17.09%

266 我会雇用曾为供应商或客
户工作的人员.

86.09% 13.91%

267 如果我的员工可能离开
我的公司去给竞争对手工
作，这是可以接受的.

72.66% 27.34%

265 如果员工可能离开我的
公司去给供应商或客户工
作，这是可以接受的.

86.42% 13.58%

263 解雇员工非常容易. 15.21% 84.79%

267 员工在开发区内不同公司
之间流动非常容易.

61.80% 38.20%

(D) 融资

293 D1 贵公司的启动资金来自何处？（选择所有适用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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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0% （1）自有资本.

6.48% （2）朋友..

4.10% （3）亲戚.

2.39% （4）天使投资

7.17% （5）私有投资基金.

12.97% （6）政府资助

0.68% （7）政府采购订单

21.16% （8）银行贷款.......

3.07% （9）其他（请说明）...............

290 D2.随着公司的成长，贵公司从何处获得追加资金？（选择所有适用选项）

56.55% （1）自有资本

5.17% （2）朋友..

3.10% （3）亲戚

22.07% （4）留存收益.

1.72% （5）天使投资.

1.34% （6）私有投资基金.

21.38% （7）政府资助..

3.79% （8）政府采购订单.

45.52% （9）银行贷款.

17.93% （10）上市融资.

7.24% （11）出售少数股权..

5.52% （12）其他（请说明）.............

296 D3 请考虑公司获得的第一笔外部融资。若从未获得外部融资，请跳答E1题。

27.70% （1）是..

72.30% （2）否（跳答E1题）

63 D3.1 从贵公司成立到获得第一笔外部融资，共历时_____个月。

33.85% <7.个月

15.38% 7-12个月

24.62% 13-24个月

9.23% 25-36个月

16.92% >3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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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D3.2 贵公司的第一笔外部资金来自何处？________

49.32% 银行

15.07% 私募、风投或其它投资者

6.85% 政府

5.48% 母公司

5.48% 天使投资

4.11% 首次公开发行（IPO）

1.37% 销售

12.33% 其它

73 D3.3 贵公司的第一笔外部融资的数额大约是_________万元。

.¥.1,566. 银行

.¥.797. 私募、风投或其它投资者

.¥.3,268. 政府

.¥.1,187. 母公司

.¥.825. 天使投资

.¥.170,000. 首次公开发行（IPO）

.¥.600. 销售

.¥.1,227. 其它

77 D3.4 贵公司的第一笔外部融资的融资形式是怎样的？（单选）

33.77% （1）担保贷款..

10.39% （2）无担保贷款..

37.66% （3）投资者拥有公司股权

6.49% （4）产品的预付款..

5.19% （5）研究资金

1.30% （6）贴息贷款或资助

5.19% （7）其它（请说明）_________

43 D4 如果贵公司曾从外部投资者获得资金，这些投资者（曾）在公司中发挥什
么作用？（选择所有适用选项）

25.58% （1）在董事会占有席位

16.28% （2）积极参与管理决策

25.58% （3）给管理团队提供建议

6.98% （4）使公司可与投资者参与的其他公司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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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5）有权更替管理团队

25.58% （6）其它（请说明）.........

（E）供应商，买家以及支持关系网络

E1 在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和开发阶段，您是否同意以下观点? 请在“是”或“
否”处打“√”

您是否同意以下观点? 是 否

284 贵公司可以在当地（广州
市包括开发区）找到供应
商购买生产要素

67.61% 32.39%

274 买家都在广州(包括开发
区），可听取他们对贵公
司产品或服务的反馈

43.43% 56.57%

E2 在以下服务中, 贵公司认为是否容易获得以下哪些服务？请在“是”或“
否”处打“√”

是否容易获得以下服务? 是 否

272 会计.. 88.24% 11.76%

272 知识产权问题. 80.51% 19.49%

255 法律问题. 76.08% 23.92%

254 寻找管理人才. 49.61% 50.39%

252 寻找技术人才. 40.48% 59.52%

246 有关公司创办和成长的一
般性建议.

60.16% 39.84%

243 技术转让. 46.50% 53.50%

248 投资咨询. 65.73% 34.27%

7 其他（请说明）_____ 28.57% 71.43%

(F) 政府支持

F1广州开发区管委会是否给您提供了以下帮助？请在“是”或“否”处打“√”。

广州开发区管委会是否给
您提供了以下帮助？

是 否

256 提供融资. 35.55% 6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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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出租孵化器场地. 48.43% 51.57%

262 出让土地或租赁土地. 61.07% 38.93%

255 出租厂房. 45.49% 54.51%

254 提供优惠的租赁条款 58.27% 41.73%

256 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 68.36% 31.64%

251 帮助申请专利. 46.22% 53.78%

244 帮助联系其他公司或投
资者.

40.98% 59.02%

243 帮助联系顾客. 20.16% 79.84%

247 帮助创立一个新的公司. 33.20% 66.80%

243 帮助您公司与供应商或客
户签订合同.

16.05% 83.95%

241 帮助执行知识产权或者专
利权维护.

39.83% 60.17%

240 帮助执行保密协议或者非
竞争性条款.

25.00% 75.00%

239 帮助首次公开招股
（IPO）

14.64% 85.36%

263 帮助企业招聘人才. 53.61% 46.39%

258 帮助企业培训人才. 47.67% 52.33%

275 F2 在下列选项中，开发区管委会应首先采取什么新政策？(填写以下选项其
一): _______

在下列选项中，开发区管委会应其次采取什么新政策？(填写以下选项其一): 
_______

在下列选项中，开发区管委会应再次采取什么新政策？(填写以下选项其一): 
_______

47.64% （1）增加政府的创投资金.

67.27% （2）增加政府的研发资助.

74.54% （3）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

20.73% （4）提供关系网络，帮助寻找新客户

10.91% （5）提供法律服务或会计建议.

40.73% （6）为企业招聘引进和培养人才，提供更多帮助.

13.09% （7）与广州（包括开发区）的大学加强合作，为开发区的企业培养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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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 其它（请说明）...........

267 F3 除了广州开发区之外，哪里最适合贵公司的发展？（单选）

13.48% （1）北京

13.11% （2）上海.

30.71% （3）长江三角洲地区（除上海）

28.46% （4）广东省其他城市

14.23% （5）广东省以外其他城市（北京、上海和长三角地区除外）

附注： 1.. 对问题A5、B7、B8、B9、B10、B11、C3、C4、D1、D2、D4和F2公司可以给出超过一个答案，所

以每个问题中答案比例的总和可能超过100%。

2..问题D3.3第一列显示的是公司获得的第一笔外部融资数额的平均值（万元）。

3.. 虽然只有73家企业回答了D3.2，另有两家企业在D3.4中提供了关于他们如何获得首轮外部融

资的信息，于是我们用此信息计算对D3.2的回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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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创新指标

本项目的另一份报告《知识城创新体系建设战略纲要》列出了12项最重要的指标，广州

开发区可以利用这些指标衡量知识城创建高科技企业发展并鼓励其发展的进展情况。

在本附录中，我们列出了包括54项指标的完整列表。这些指标包括直接的衡量企业发展

情况的指标，也包括间接的衡量为实现企业发展所必需的投入的指标。评估其投入有

助于分析在营造创新环境方面尚需改进哪些要素。

我们列出了一些指标，用来衡量在创建和发展高科技企业方面以及人力资本和融资

方面的进展情况（表E.1）。对于每项目标或投入，我们提出了一些理想的衡量指标，以及

最大限度利用这些指标的衡量标准。例如，衡量人才资源的一个理想指标是被吸引到知

识城的人才和归国人员数量。因为很难直接评估人才素质，所以我们建议使用一些接近

的指标用以衡量人才素质，包括获得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管理和金融学

位的当地毕业生数量；具有STEM、管理和金融学位的知识城员工和归国人员的数量；

以及具有顶尖大学学位的知识城员工的数量，以及具有STEM、管理和金融学的知识城

居民数量。

对于每项建议的衡量指标，我们会指明收集相关数据的方法。一些衡量指标可以

从统计数据中得出，但许多指标还需要进行公司调查。我们还讨论了每个指标的优势和

劣势。在上述示例中，具有特定学位的毕业生数量指标可轻易通过行政数据来获得，但

这一指标并没有考虑部分毕业生离开这一地区的事实。相比之下，当前知识城具有特定

学位的员工数量可能需要进行一项专门调查方能获取，操作难度较大，但更能准确反映

当地劳动力情况。

接着讨论如何排列指标的优先性。排列依据包括相关措施的优先级和次序，以及

每个指标的特定优势和劣势。在上述示例中，我们建议具有STEM、管理和金融学位的

知识城员工数量指标具有高优先性，因其反映了当地劳动力的特定技能；具有STEM、

管理或金融学位的当地毕业生数量具有中优先性，因为其虽易于衡量却并不专属于知

识城；而具有名牌大学学位的员工数量具有低优先性，因其并不反映特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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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指标是针对知识城设计的，我们也尽可能确保其中的许多衡量指标反映

出其他机构所使用的指标。如果相关，我们也在表中列明“硅谷指数”（由合资企业和

硅谷社区基金会发布）或“经合组织”（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维护）的统计指标数据

库内的相似指标。这些指标将为广州开发区提供一个坚实的开始，可监管知识城发展中

的投入以及投入所带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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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创新指标

理想指标 建议指标 衡量方法 建议指标的优势和劣势 优先性
硅谷使用的同类指标或经合组织指

数（如适用）

目标：吸引高科技企业，并促进其发展

措施：吸引主力机构和营销知识城

知识城对主力机构
的吸引力

落户知识城主力机构的数量 行政数据 优势：容易衡量

劣势：不能反映主力机构自身成长或吸引其他公司的
能力

高  

主力机构的成功 落户于知识城是由于希望靠近于知
识城已有企业的公司数量

公司调查 优势：衡量主力机构作用的一个关键方面

劣势：依赖于填写我们调查问卷（关于公司落户知识城
的原因）的人群的看法；调查问卷／反馈也许并不能说
明哪些公司吸引其他公司到知识城

中  

  落户知识城的衍生公司数量 公司调查 优势：衡量主力机构作用的一个关键方面 中  

      劣势：难以把公司分类为衍生公司，特别是由其他公司
的前员工创立的情况

   

知识城对公司的吸
引力

高科技企业数量 行政数据 优势：相对容易衡量

劣势：不能反映公司存活或发展的能力

高 硅谷指数（公司总数量），经合组织
（公司数量（按行业划分））

公司的发展 国内销售额和增长率（按行业划
分）

公司调查 优势：测量商业潜力

劣势：不能反映创新或高增加值产品或服务

高 经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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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续

理想指标 建议指标 衡量方法 建议指标的优势和劣势 优先性
硅谷使用的同类指标或经合组织指

数（如适用）

  出口和增长率（按行业划分） 公司调查 优势：测量商业潜力

劣势：不能反映创新或高增加值产品或服务

高 经合组织

  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份额 公司调查与行政数
据结合

优势：测量商业潜力

劣势：不能反映创新或高增加值产品或服务

低 经合组织（不同行业的产量、销售
额、出口和进口以及相应市场份
额）

  新增岗位数量（按行业划分） 公司调查 优势：测量当地雇佣情况

劣势：不能反映创新型公司的雇佣情况

高 硅谷指数（就业情况、岗位数量、失
业率、按行业划分的就业情况，非雇
主公司增长）经合组织（各种对就业
情况的衡量）

        附注：非雇主通常指个体经营者。

  上市新产品或服务数量 公司调查 优势：反映一些衡量创新的措施

劣势：较难测量；未必能反映产品或服务未来的成功；
未必能反映高附加值产品或服务

低  

全要素生产的增
加值

每员工增加值 公司调查 优势：反映高附加值产品或服务；较容易测量

劣势：没有考虑生产率的其它因素（如资本、材料等）

高 硅谷指数（每员工增加值），经合组
织（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

  平均工资 公司调查 优势：工资应反映每个员工提供的价值

劣势：不能反映创新或高科技活动

中 硅谷指数（人均收入，家庭收入中位
数），经合组织（薪资，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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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续

理想指标 建议指标 衡量方法 建议指标的优势和劣势 优先性
硅谷使用的同类指标或经合组织指

数（如适用）

具有巨大商业化潜
力的创新数量
 

全世界注册专利数量 收集不同专利数据
库的行政数据或进
行公司调查

优势：全球性；容易量化

劣势：可能需要集中努力收集不同来源的统计数据；可
能无法反映创新的质量；未必能确定商业化的潜力

低 经合组织（不同机构注册的专利数
量）

  在美国注册专利数量 从美国专利商标局
收集行政数据或进
行公司调查

优势：较容易收集管理数据；通常数据能确定投资者的
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创新的质量

劣势：可能较难确定与知识城有特定关系的专利；未必
能确定商业化的潜力

中 硅谷指数（专利注册，科技领域的专
利注册），经合组织

措施：改善整体创新环境：税收和非税收激励措施

因为税收或非税收
激励措施而落户知
识城的公司数量

公司对获取税收或非税收激励措施容
易性的认知

公司调查 优势：可反映激励有效性的一些措施

劣势：不能反映没有选择落户知识城的公司的认知；依
靠那些填写调查问卷（关于公司为什么落户知识城）的
人员的认知

高  

措施：改善整体创新环境：知识产权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公司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认知 公司调查 优势：捕捉商业环境的关键测量指标，有助于区别知识
城和中国其他地区

劣势：可能难以量化；不能反映因为知识产权挑战而选
择不落户知识城的公司的认知

高  



154    创
建

知
识

城
的

创
新

体
系

创
新

指
标

    155

表 E.1.—续

理想指标 建议指标 衡量方法 建议指标的优势和劣势 优先性
硅谷使用的同类指标或经合组织指

数（如适用）

取得专利的难易度（
尤其是国际专利）
 

在美国注册的专利数量 从美国专利商标局收
集行政数据或进行公
司调查

优势：创新的量化指标

劣势：不能反映公司执行专利的能力

中 硅谷指数（专利注册，科技领域的专
利注册），经合组织

  当地大学和研究机构创造的专利数量 从不同专利数据库收
集行政数据或进行
机构调查

优势：当地研究机构创新的量化指标

劣势：：可能需要集中努力收集不同来源的统计数
据；可能达不到创新的质量；不能反映机构执行专利
的能力

中 经合组织（各种机构注册专利数
量）

措施：改善整体创新环境：其它商业环境事宜以及扩大市场规模

整体商业环境的吸
引力
 

商业用地的供给率和闲置率 行政数据 优势：较容易测量

劣势：只能反映商业环境的房地产方面

中 硅谷指数（商业用地供给的变化，闲
置率，新商业用地的开发）

  商业租赁 行政数据 优势：较容易测量

劣势：只能反映商业环境的房地产方面

 中  硅谷指数（商业租赁）

“创造性破坏”
数量—成立新公司
以及关闭竞争力弱
的公司
 

高科技创业公司数量 公司调查或行政数据 优势：较容易测量

劣势：不能测量公司的质量或创新的潜力

高 硅谷指数（新成立公司数量），经合
组织（公司成立率）

  成立周转率（新成立公司占全部公
司的比率，倒闭公司占全部公司的
比率）

公司调查 优势：反映创造性破坏的元素

劣势：对于小公司或新生公司而言可能较难确认公司
成立率和倒闭率

中 硅谷指数（成立流失率、工作流失
率，及加入或退出硅谷指数的公司
和劳动力），经合组织（公司成立率
和倒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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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续

理想指标 建议指标 衡量方法 建议指标的优势和劣势 优先性
硅谷使用的同类指标或经合组织指

数（如适用）

对于创新产品或服务
的充分本地需求

对台湾、香港、韩国和日本的出口 公司调查 优势：反映进入成熟市场的能力

劣势：不能反映售出的产品是否成熟

低 经合组织（到各个市场的出口）

目标：吸引和留住人才

措施：提高生活品质

整体生活品质 认为无须担忧知识城生活品质问题的
知识城劳动力比例

员工或公司调查 优势：测量吸引和留住人力资本的重要投入

劣势：如果进行公司调查，受访者可能对员工的偏好不
能精确理解；员工调查则需要收集额外的数据；不能反
映因为生活品质而选择不落户知识城的员工的偏好

中  

  认为生活品质不是招聘或保留员工中
的挑战性问题的公司比例

公司调查 优势：反映公司对于因为生活品质而选择不落户知识城
的员工的认知

劣势：公司未必能精确认识到员工的关注点

高  

  当地优秀学校数量 行政数据 优势：容易测量

劣势：不能反映学校如何很好的服务本地居民

高 硅谷指数（测量教育实力的各种方
法，包括毕业率，考试成绩）

  知识城居住人口 行政数据 优势：较容易测量

劣势：不能反映参与创新活动的居民

高 硅谷指数（人口，移民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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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续

理想指标 建议指标 衡量方法 建议指标的优势和劣势 优先性
硅谷使用的同类指标或经合组织指

数（如适用）

  上下班时间 员工或公司调查 优势：反映出公司调查中确认的主要关注点

劣势：如果进行公司调查，受访者可能对员工上下班
时间不能精确理解；进行员工调查则需要收集额外
数据

高 硅谷指数（人均行使里程，上下班方
式，交通工具）

  住房成本 行政数据 优势：反映出公司调查和访谈中确定的主要关注点

劣势：创新产业集群的居住成本通常较高，因此高成
本不能作为关注点

中 硅谷指数（住房价格，住房供给能
力，居住密度，住房附近的交通，与
家庭收入相比的租房率）

  居民的年龄分布 行政数据（人口普
查）

优势：容易测量；反映出对年轻居民有吸引力的地区

劣势：不能直接测量对创新人群的吸引力

低 硅谷指数

措施：吸引人才和归国人员

人才和归国人员
数量
 
 

具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管理
或金融学士或高等学位的本地毕业
生数量

大学行政数据 优势：较容易测量

劣势：未必能反映毕业生的质量或者毕业生技能是否
符合公司需求，以及可能离开该地区的毕业生

中 硅谷指数（授出的科学和工程学位）
，经合组织（高等教育的毕业率）

  具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管理
或金融学士或高等学位的知识城员
工数量

公司调查 优势：反映当地劳动力情况

劣势：未必能反映员工的质量或者员工技能是否符合
公司需求

高 硅谷指数（居民教育程度），经合组
织（高等教育程度）

  具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管理或
金融学士或高等学位的海归员工数量

公司调查 优势：反映出一批与国际接轨的潜在高技能员工情况

劣势：未必能反映归国人员的技能是否符合公司需求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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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续

理想指标 建议指标 衡量方法 建议指标的优势和劣势 优先性
硅谷使用的同类指标或经合组织指

数（如适用）

  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员工数量 公司调查 优势：可部分反映出员工的质量 低  

      劣势：未必能反映员工技能是否符合公司需求    

具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管理
或金融学士或高等学位的知识城居民
的数量

住户调查 优势：反映出当地潜在员工的情况

劣势：未必能反映员工质量或员工的技能是否符合公
司需求

中 硅谷指数（人口的教育程度），经
合组织（大专以上教育程度）

公司寻找充足的高
素质技能型人才的
能力

当地公司雇用的研究人员数量 公司调查 优势：反映公司雇用研究人员的能力和要求

劣势：未必能反映公司雇用足够的高技能研究人员的
能力

中 经合组织（研发人员数量）

措施：改善劳动力流动性

经商难度 对开立和关闭公司的难度的认知 公司调查 优势：可反映整体商业环境 中  

      劣势：可能难以量化；不能反映因为难以开立或关闭公
司而选择不落户知识城的公司的认知

   

公司对辞退员工难度的认知 公司调查 优势：反映出在公司调查中确认的商业环境中的一个
主要挑战

中 经合组织（就业保障限制）

    劣势：可能难以量化；不能反映因为辞退员工面临挑战
而选择不落户知识城的公司的认知

   

劳动力流动性
 

使用非竞争性条款公司的比例 公司调查 优势：较容易量化；可部分反映出减轻劳动力流动性的
难度

中  

      劣势：未必能反映公司间实际的员工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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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续

理想指标 建议指标 衡量方法 建议指标的优势和劣势 优先性
硅谷使用的同类指标或经合组织指

数（如适用）

  雇用曾在其他当地公司工作的员工的
公司比例

员工或公司调查 优势：反映实际的劳动力流动性

劣势：如果进行公司调查，受访者未必能精确理解员工
的历史情况；而进行员工调查则需要收集额外数据

低  

措施：促进网络的形成

网络：全球创新网络
的一部分
 

国外公司的子公司或雇员数量 公司调查 优势：较容易测量

劣势：未必能反映创新联系

低  

国外劳力数量 公司调查 优势：能反映与在中国和海外的外资公司之间的合作 低  

      劣势：难以量化；未必能反映与外资企业合作的质量    

网络：区域性连接 与广州商务、工业、学术界之间的联系 公司调查 优势：反映当地网络的优势

劣势：难以量化；未必能反映联系的质量

低  

网络：当地
 
  

引用其它当地专利的当地专利数量 美国专利商标局的
行政专利数据

优势：可以量化

劣势：可能要频繁进行数据收集；可能难以确定知识城
的人口外流（比整个广州更难测量）

低  

曾在知识城其他公司工作的员工数量 员工或公司调查 优势：测量劳动力流动性，并显示当地网络的潜力

劣势：如果进行公司调查，受访者未必能精确理解员工
背景；而进行员工调查则需要收集额外信息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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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续

理想指标 建议指标 衡量方法 建议指标的优势和劣势 优先性
硅谷使用的同类指标或经合组织指

数（如适用）

  知识城公司在当地衍生公司数量 公司调查 优势：反映当地联系的潜力

劣势：难以把公司分类为新创公司，特别是由其他公司
的前员工创立的公司

中  

目标：融资

措施：确保创新型融资的可获得性

公司能够获得充分
的早期融资
 

私募融资金额（或占总投资的份额） 公司调查 优势：能够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中途测量

劣势：未必能反映公司是否获得充分融资

高 硅谷指数（风险资本数量，产业风险
资本，风险资本占美国全部风险资
本的份额）

  国外风险融资的金额（或占总投资的
份额）

公司调查 优势：反映国外对知识城公司的信心；能够在企业生命
周期的中途测量

中  

      劣势：未必能反映公司是否能充分融资；仅反映外国
资金

   

  天使投资的金额（或占总投资的份
额）

公司调查 优势：可反映广州开发区缺少的融资渠道；能够在企业
生命周期的中途测量

劣势：未必能反映公司是否能够获得充分融资

高  

  天使投资人网络数量和规模 管理信息或与当地
商界精英的访谈

优势：可反映广州开发区缺少的融资渠道；较容易测
量；也反映当地网络

劣势：不能反映融资金额；没有考虑个人天使投资人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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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续

理想指标 建议指标 衡量方法 建议指标的优势和劣势 优先性
硅谷使用的同类指标或经合组织指

数（如适用）

  小企业贷款数量（或占总投资的份
额）

公司调查 优势：能够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早期测量

劣势：在广州开发区的公司已经得到银行贷款等大量
外部融资

低 硅谷指数（小企业贷款的增长）

措施：拓宽其它融资渠道

公司能够获得充分
的研发资金
 

公司或大学担保的研发资金（非政府）
数量（或占资金总额的比例）

公司调查 优势：能够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早期测量

劣势：未必能反映商业化潜力

中 硅谷指数（每100万美元国内生产总
值给予小企业研究奖励的金额），
经合组织

  公司研发支出金额（或公司研发支出占
总支出的比例）

公司调查 优势：测量公司的研发承诺

劣势：未必能反映商业化潜力

中 经合组织（各项研发支出指标（按行
业和政府划分））

公司能够获得充分
的后期融资
 

IPO数量 公司调查或从不
同公开和私有渠
道获得的行政
数据

优势：成功退出的具体措施

劣势：相对较少发生；仅能够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后期
测量

低 硅谷指数（IPO数量，占全球IPO的
比例）

  并购数量 公司调查或从不
同公开和私有渠
道获得的行政
数据

优势：成功退出的具体措施

劣势：相对较少发生；仅能够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后期
测量

低 硅谷指数（交易数量；占美国全部交
易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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