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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姜彩楼所著的《创新集群与高新区升级转型》对创新集群这一新兴组织形式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在对
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创新集群的内涵、形成与演化规律进行了研究，构建了创新集群的基
本理论框架。
在实证部分，本书以中国52个国家级高新区作为样本，使用多种方法考察了专业化集聚、区位环境
、FDI及对外贸易等因素对高新区演进的影响，并对高新区的绩效进行了测度和评价，得出一些有价
值的结论，为高新区升级转型提供决策依据。

《创新集群与高新区升级转型》可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技术创新与区域发展研究的学者、政府
部门的科技管理人员、开发区的各类管理人员参考，也可供相关专业的高年级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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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创新集群网络连接的无标度特征　　从产业组织群落的空间拓扑结构来看，网络集聚的特点是
少量的企业拥有大量的连接企业，而其余的大量企业仅拥有少量的连接企业，与自组织演化过程的无
标度网络特征较为吻合（陆瑾等，2007）。
关于网络形成的研究结果表明，拥有复杂和大规模拓扑结构的网络，如细胞、互联网等，大部分具有
无标度性，看似随机形成的复杂网络系统往往受到一般规律的支配。
在图论的研究历史上，Erdos-Renyi模型是最早研究随机网络的模型，而无标度网络具有Erdos-Renyi随
机网络所不具备的两个特点：第一，在无标度网络中，网络的节点数会不断增加并与已存在的网络节
点不断建立联系，互联网和创新集群网络就属于此种类型。
第二，新加入的节点与已建立的连接度成正比。
对于创新集群组织的内部网络而言，建立网络节点的连接度越大，被其他企业选择连接的可能性也会
越大。
　　创新集群内部具有紧密的关系连接，而且这种连接的强度并不均等。
由于政策的影响和高新技术的作用，网络内部的组织会在局部形成大量的连接，产生重要的网络集节
点，如北京中关村的科研院所及周边的高等院校往往发挥着技术合作的枢纽作用，通过择优选择连接
机制形成网络集节点。
在创新集群网络中，网络连接的选择是有意识的，带有一定的倾向性，组织通常会倾向于选择连接数
目较多的网络节点。
创新集群内部的这种选择结果主要受时间和先进技术的影响：由于时间的缘故，集群中历史较长的组
织在关系连接的积累上有一定的优势，而拥有先进技术，管理先进的组织在短期内也可以建立大量的
关系连接。
　　在创新集群内部，集节点的连接数目远远超出一般节点，而且创新集群网络主要由这些集节点支
配，这种结构属性被称为创新集群网络连接的无标度特征。
无标度属性与小世界属性联系较为紧密，通常情况下，具有小世界特征的网络无标度特征更为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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