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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首先构建产业集群创新系统#指出产业集群升级的核心是使集群形成创新系统并提高创新效率#进而

分析人力资本在集群创新系统中的集聚(共生互动(知识溢出(学习创新等效应)在构建产业集群升级和人力资本

水平指标体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实证检验了浙江省产业集群升级与人力资本水

平之间的相关性#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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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大多数制造

业集群的发展已经逐渐趋于成熟%尤其是在
#$$E

年

金融危机后%广东'浙江等地的制造业集群都遇到了

成本上升'贸易壁垒'资源环境约束等障碍%集群升

级迫在眉睫&对于集群升级%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内

部途径和外部途径两条主要途径&内部途径论认

为%产业集群可以通过集群内企业个体之间的互动%

不断加强企业和其他机构的合作交流%提高组织化

程度%完善互动网络%发挥集群内部网络的作用促进

集群升级(

%

)

&外部途径论认为%集群升级主要是通

过加强与外界联系%嵌入全球价值链来实现集群升

级%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全球价值链理论(

#6!

)

&

但是%上述两种集群升级途径%归根结底都离不

开集群创新%离不开产业集群形成集群创新系统&

再进一步%集群创新和形成创新系统的关键又取决

于集群"或企业#内部的人才数量和质量%即人力资

本水平(

M6F

)

&许多事例和一些学者(

"6D

)的研究已表明

集群升级与人力资本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然而%深入

研究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文献还很少见&因此%对产

业集群升级与人力资本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

究和分析%已经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本文首先构建产业集群创新系统%并对人力资

本在集群创新系统中的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然后%以

浙江产业集群为例%运用层次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

相结合的方法%对产业集群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之

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对理论和实证分析结

果进行归纳%并揭示相应的政策启示&

一#理论分析

产业集群中人力资本效应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集群的创新系统&本文在梳理学者关于产业集

群'创新集群以及集群创新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构建

产业集群创新系统"网络#%然后分析集群创新系统

中的人力资本效应&

$一%集群创新系统的构建

产业集群可以划分为生产集群"基于低成本的

集群#和创新集群"基于创新的集群#两大类&生产

集群的主要特征是企业通过本地的投入产出联系而



获得外部经济效果%尤其是通过越来越精细的专业

化分工而获得降低成本的效果%总体来说是获得经

济外部性%重视*经济"产业#网络+

(

F

%

E

)

&而创新集

群是由企业'研究机构'大学'风险投资机构'中介服

务组织等构成%通过产业链'价值链和知识链形成

战略联盟或各种合作%成为具有集聚经济和大量知

识溢出特征的技术,,,经济,,,社会网络(

C6%$

)

&这

两类集群的根本区别是创新集群对企业互动和知识

共享的强调&知识的共享和互动以人才为载体%建

立在由企业'研究机构'大学'政府和中介组织等共

同组成的创新系统"网络#之上&而魏江(

%%

)认为%集

群创新系统就是在狭窄的地理区域内%以产业集群

为基础并结合规制安排而组成的创新网络与机构%

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促进知识在集群内部创

造'储存'转移和应用的各种活动和相互关系&

对于集群创新系统的构建要素%

O+PJ')0

等(

%#

)以产业集群为基础提出了构成区域创新系统

的 三 要 素 六 因 素&三 类 要 素 分 别 是 环 境

"

Q)'(*P2*

3

:

#'产 业 "

I*;0)

R

)2:0:

#和 市 场

"

S+)T0;:

#%并称之为
QIS

模型&魏江(

%%

)认为%

O+PJ')0

等的三要素六因素分析对揭示集群创新系

统有很大的借鉴%基本涵盖了集群的构成要素%但他

们的分类也存在着打断了各个要素的联接'缺乏主

次感等缺陷%为此提出了集群创新系统的核心价值

链要素'可控支持要素'不可控支持要素的三要素模

型&魏江的三要素模型对于突出集群创新系统中最

关键的要素是集群中相关企业集合以及由它们所组

成的网络是重要的&但是%把知识生产和提供的组

织"研发机构'实验室及大学等#归入到可控支持要

素中%对于认识这些组织在集群创新系统中的重要

性和发挥它们的重要作用并不有利&近十余年来%

一些集群的衰退也表明%产业集群中没有知识生产

和提供的组织的有力支持%集群创新能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的提升会面临一些困难&

本文认为%在集群创新系统中%处于系统"网络#

核心的是产业主体和知识主体%属于集群创新系统

中的核心要素%两者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知识转移'传

播'共享和溢出&其中%产业主体主要是企业%包括

原材料或半成品供应商'成品的生产商'同行业竞争

者'市场客户等&知识主体主要是研发机构'实验室

和大专院校%是集群创新的源泉%它们既为企业提供

知识储备和研发成果%又帮企业引进消化和吸收先

进技术%也为企业输送和培训人才&

在集群创新系统中%市场中介组织和政府部门等

要素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属于集群创新系

统中的支撑要素&市场中介组织主要是由人力资源

与培训机构'商会'协会'知识产权服务中心'技术转

移中心'金融机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组成%

它们往往扮演着整合创新资源'提供创新服务的角

色%为集群发展节约交易成本'管理成本以及信息成

本&政府的角色主要是引导者'协调者和监督者&

除上述要素外%集群基础设施建设'区域文化'

市场环境及信息环境等%又共同构成了集群创新的

外部环境%在集群创新发展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图

%

就是创新集群中的创新系统模型%本文称之为二

要素
6

环境模型&

图
%

!

创新集群中的创新系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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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集群创新系统模型中%各行为主体通过

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进行互动%建立起了发达的战

略联盟"合作#以及竞争关系&互动主要指行为主体

之间的知识'技术'信息的传递活动%市场交易活动%

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与网络外部进行资源交换活

动(

%!

)

&这些互动是双向的%双方既是接收者也是传

递者&这些互动又是稳定的'长期的'频繁的%建立

在行为主体之间彼此信任的基础上&这些互动还是

形式多样的%具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方式&正式的

方式主要是基于市场交易或知识'技术创造的活动%

如企业与供应商之间业务往来'与相关企业或机构

之间的技术合作'与研发机构共同开发新技术'与大

专院校共同举办培训班和建立实习基地等&非正式

的方式主要是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信任基础

上的活动%如企业领导之间共同出席某项活动或培

训'企业员工之间的交流互动等&

$二%集群创新系统中的人力资本效应

基于完善的集群创新系统"网络#%以群内行

为主体之间的互动为媒介%集群内的人力资本形

成了共生互动的关系%由此产生了人力资本的集

聚效应'共生互动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学习创

新效应%从而促进了集群创新和集群技术水平的

不断提高&

%>

人力资本的集聚效应

人力资本集聚效应是产业集群的最基本特征%

也是集群人力资本产生其他效应的基础&一方面%

集群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和基本特征就是人力资本

的空间集聚%只有当集群内部人力资本达到一定的

存量时%集群才能顺利发展&集群内部的劳动力市

场在一定程度上大大节约了企业和劳动力的搜寻成

本和信息成本%保证了企业能*随时招到人+%人才能

*长期不失业+&另一方面%集群的发展可以创造大

量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在集聚地逐渐形成一个对

人才有特殊引力的磁场%对外界人才的吸引力逐渐

增大%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到这个中心来$而反过来

人才的不断集聚又促进了集群的快速发展%从而形

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呈现出人才集聚的*马太效应+&

#>

人力资本的共生互动效应

集群内人力资本的共生互动效应是指在集群和

市场规制约束下%人力资本之间通过正式或非正式

的交流互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而使

群体人力资本产生*

%U%

"

#

+的内生人才优势%进而

推动集群创新和发展&人才共生互动效应是下述知

识溢出效应和学习创新效应的基础和保障%后两者

都是人才共生互动效应的联动效应&

人力资本共生互动的基本方式是竞争和合作&

集聚的人力资本既能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进行协

作%实现人力资本优势和知识互补%促进经济资源'

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的共享$另一方面%合作也不排

斥竞争%相反%由于产业集群内人力资本的集聚%使

竞争更甚于非集群区域&在人力资本竞争过程中%

会出现个人为了一己私利%而不顾道德约束或集

体利益%进行恶性竞争的行为&但在创新集群中%

由于人力资本之间紧密的共生关系%集群成员是

通过某种互利机制%有机组合在一起的%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这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个人的不良

竞争行为和心态&当然%人力资本之间互利共生

机制的建立%是集群根植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中

的结果%集群的根植性在区域内形成了共同的语

言'规范和价值观%使成员之间的信任更易产生&

另一方面%也需要集群行为主体之间通过设立一

定的规制来约束个体成员%这种规制是基于集群

整体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

!>

人力资本的知识溢出效应

知识溢出效应主要是指知识通过集群成员间的

共生互动而在集群内部实现传递'共享和再造&知

识溢出的主要方式是行为主体或人才之间的正式沟

通和非正式沟通&其中%正式沟通主要有人力资源

的内部流动'组织间人才的共生互动'企业衍生'教

育培训以及研讨会等$非正式沟通主要指人才之间

通过非正式渠道进行接触从而产生共生互动的

方式(

%M

)

&

在知识传播过程中%集群内部人才"知识的载

体#的日常工作和社会活动%如参加研讨会'出席活

动'企业间跳槽'创办新企业等%会自带管理经验'先

进技术和研究成果等显性知识的交流&更为重要的

是%集群成员中隐性知识的传播也相对便捷和十分

重要&隐性知识虽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先进性%

但隐性知识专属性很强%不易通过媒介进行传播%只

能通过不断重复的接触和面对面的交流来传播&基

于地理上的临近性%群内人才和员工往往拥有相同

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相似的集群管理%人才之

间相互信任更易形成%面对面的交流机会更多%比如

参加同一种娱乐活动%同一家餐厅用餐%子女在同一

所学校上学%等等%这些都使隐性知识在集群成员之

间的传播更为方便&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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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的学习创新效应

学习创新效应是共生互动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

的联动效应&学习的本质是知识的传播共享%创新

的本质是新知识的产生&在共生互动和知识溢出效

应下%集群内的知识如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而且随时

可以得到更新&这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集群

的知识环境%为集群行为主体和个人的学习提供了

丰富的资源%使行为主体能及时得到所需的知识%节

约了学习成本和信息收集成本$另一方面%由于知识

在创新系统"网络#中的快速传播和转移%行为主体

能迅速搜集到市场对创新结果的反馈信息%从而及

时调整创新方向%提高创新效率%这极大地缩短了创

新周期%降低了创新风险&

二#实证分析&&&以浙江产业集群为例

人力资本在产业集群创新系统中具有上述四大

效应%提高了集群创新系统的创新能力%促进了产业

集群升级&以下分别构建产业集群升级和人力资本

水平的指标体系%并以浙江产业集群为例%运用层次

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产业集群升

级与人力资本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

$一%指标体系构建

%>

产业集群升级指标体系

产业集群通过内外部途径来升级%归根到底都

需要通过提高集群创新能力来实现&因此%本文主

要从反映集群创新系统的创新能力来设计相应的指

标体系&

在衡量集群创新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上%魏

江(

%%

)提出的创新系统要素模型较为完善和系统%具

有较大的普适性%并被其他学者所借鉴&陆根尧在

分析不同要素密集度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中%

也构建了较为系统'有针对性的衡量产业集群创新

能力的指标体系(

%F

)

&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遵循全面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主

要从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活动以及创新绩效四

大方面来设计集群升级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创

新环境是集群行为主体"主要是企业#进行创新活动

的基础%包括市场因素'政府因素和区域基础
!

个方

面&其次是创新投入%指集群或企业在创新过程中

对各种要素如资金'人才等的投入和使用%这是创新

的前提%主要从研发合作机构投入'经费投入和人才

投入
!

个方面来衡量&第三是创新活动%即集群内部

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承载着知识的流动'共享和再

创造%这些互动主要包括企业与高等院校之间'企业

与研发机构之间'企业与企业"包括群内和群外#之间

的交流和合作&第四是创新绩效%也是集群开展创新

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创新能力的直接体现%从经济产

出'知识产出以及新产品产出
!

个指标来衡量&因

此%上述四个一级指标分解为
%%

个二级指标%并进一

步细化为
#C

个实测的三级指标%如表
%

所示&

表
!

!

产业集群创新能力各级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 指标权重

创新环境
N $>%#%!

市场因素
N% $>$DFE

政府因素
N# $>$%""

区域基础
N! $>$#EC

市场竞争下的企业创新需求
N%% $>$%F#

市场压力下的企业家创新意识
N%# $>$"$D

政府政策优惠
N#% $>$%$M

政府办事效率
N## $>$$#!

政府财政支持
N#! $>$$!C

区域基础设施
N!% $>$%F"

区域金融服务
N!# $>$$E"

区域信息化水平
N!! $>$$MD

创新投入
V $>#"EF

合作机构
V% $>$!#E

经费投入
V# $>%DM$

人才投入
V! $>$"%D

合作院校科研机构个数
V%% $>$%C%

群内配套企业个数
V%# $>$$!"

研发'实验室个数
V%! $>$%$%

科技活动费用占销售收入比例
V#% $>$CD#

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比例
V## $>$FF"

培训支出占销售收入比例
V#! $>$#%#

研发人员比例
V!% $>$M"!

专业人员比例
V!# $>$%F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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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一级指标 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 指标权重

创新活动
W $>%ECC

院校机构
W% $>%#""

企业
W# $>$"!!

与大专院校技术合作交流次数
W%% $>$!D"

所在地开展技术研讨会'产品

展览会次数
W%#

$>$"E!

与集群公共机构技术合作次数
W%! $>$#$D

研究开发项目个数"自主和合作#

W#% $>$!"#

与相关企业合作次数
W## $>$%E%

从群外相关企业"或机构#

引进技术个数
W#!

$>$$C

创新绩效
@ $>M#$!

经济
@% $>#"#D

知识
@# $>$FDM

新产品
@! $>%$$#

当年销售收入
@%% $>$ED"

当年利润
@%# $>%DF%

当年专利申请数
@#% $>$%%F

工艺创新数量
@## $>$!C#

当年获得发明专利总数
@#! $>$$"D

新产品占销售收入比重"

X

#

@!% $>$""E

新产品个数
@!# $>$!!M

注!根据问卷调查获得的原始数据%利用层次分析法处理得到&

!!

#>

人力资本水平指标体系

现有文献测量人力资本水平的方法%一般分为三

种!第一种%估算人力资本的货币价值&如基于投资角

度的累计成本法和收益角度的收益基础法对人力资本

价值的测量&第二种%利用代理变量法&如利用教育

类指标来估算人力资本存量%不直接估算其价值&第

三种%综合指标体系法&从人力资本的定义'内涵和特

征出发%结合人力资本的不同维度%设计相应的指标体

系%运用统计和计量方法来测量人力资本水平&

为全面反映集群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本文采

用综合指标体系法&对于产业集群来说%其人力资

本主要由企业人力资本整合而成$处于不同生命阶

段的集群%其内部人力资本水平自然不同$在某个阶

段%集群内部各人力资本之间的协作和分工也影响

着集群总体人力资本水平$同时集群中人力资本水

平的维持和提高%需要企业和相关部门的再投资%如

培训等&因此%本文主要从人力资本的存量'人力资

本效率'人力资本投资三个角度来衡量集群总体的

人力资本水平&

首先%人力资本存量主要是衡量当前集群内部

"主要是企业内#各类型人力资本的水平%包括数量

和质量&企业内的人力资本%可分为一般员工人力

资本'专业人员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人力资本三类&

其次%人力资本效率衡量的是集群内部是否存在有

利条件和配套制度等%从而使得各种类型'各个水平

的人力资本能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是否存在良好

氛围激发人力资本的不断创新%它可进一步分解为

积累效率和产出效率
#

个二级指标&最后%人力资

本投资主要考察集群内部各种类型'各个水平的人

力资本积累情况%主要从员工培训支出'薪水支出
#

个指标来衡量&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二级指标进一

步细化为
%E

个实测的三级指标%如表
#

所示&

表
"

!

产业集群人力资本水平的各级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 指标权重

人力资本存量
8 $>"#F%

一般员工
8% $>$!%$

专业人员
8# $>$D%"

企业研发人员
8! $>%"DE

企业家
8M $>!FMD

员工人数"人#

8%% $>$$F#

一般员工学历
8%# $>$#FE

技术管理人员人数"人#

8#% $>$$"E

专业人员学历
8## $>$%DC

技能等级
8#! $>$M"C

研发人员人数"人#

8!% $>$%##

平均年龄"年#

8!# $>$%!M

平均工作年限"年#

8!! $>$EC"

研发人员学历
8!M $>$F#"

职业培训年数
8M% $>$DD#

经营企业年数
8M# $>#MF%

企业家学历
8M! $>$!#M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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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一级指标 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 指标权重

人力资本效率
= $>#!EF

积累效率
=% $>%FC$

产出效率
=# $>$DCF

一般员工的可获得性
=%% $>$!%E

专业员工的可获得性
=%# $>%#D#

人均销售收入"万元-人#

=#% $>$#"F

人均利润"万元-人#

=## $>$F!$

人力资本投资
Y $>%!"F

员工薪水支出占销售收入比重
Y% $>$MFF

员工培训支出占销售收入比重
Y# $>$C%$

注!根据问卷调查获得的原始数据%利用层次分析法处理得到&

!!

$二%实证分析方法选择

对指标体系如何赋权%考虑到一些学者对产业

集群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体系已进行过

研究%同时%作为管理集群的政府行政及相关机构人

员和集群企业管理者对集群创新和集群人力资本有

着实际的经验感受%对指标赋权应该征求这两类人

员的意见&因此%本文采用由马斯.塞蒂提出的层

次分析法对集群升级"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的

指标体系进行赋权&层次分析法是将一个复杂的多

目标决策问题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先将目标分

解为多个目标或准则%进而分解为多指标的若干层

次%再通过定性指标模糊量化方法算出层次单排序

"权数#和总排序%以作为目标"多指标#和多方案优

化决策的系统方法&

根据以上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和调研所得的集

群样本数据%运用典型相关法分析产业集群升级"创

新能力#与人力资本水平两组变量之间的典型相关

关系&其基本原理是!为了研究两组变量之间的相

关关系%采用类似于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在两组变量

中选取若干有代表性的变量"线性组合#组成有代表

性的两个综合变量%通过研究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

的相关关系来反映两组变量之间的整体相关性&这

一分析过程可借助
4O44%D>$

来完成&

$三%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根据上述两组指标体系%本文设计了调查问卷%

于
#$%!

年
F

月和
DGE

月间依次对浙江永康五金'

乐清电器'温岭泵与电机'慈溪家电'织里童装和桐

乡毛衫等产业集群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对象主要

包括各地科技局'经信局'统计局'相关行业协会等

部门%并从每一集群分别抽取
M

家龙头或骨干企业

调查样本数据和进行企业座谈&发放集群问卷
"

份%回收
"

份%全部有效$企业问卷
#M

份%回收
#%

份%

#$

份有效%有效率在
E!>!X

&

由于获得的指标既有定量的也有定性的%对定

性指标运用下述的定量化方法进行转化%然后运用

层次分析法"

NZO

#对产业集群升级"创新能力#和

集群人力资本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赋权&

%>

定性指标的量化处理

对于学历按照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进行分类%采

用受教育年限加权法处理%即将各级人员的受教育

年限作为权数加权求和&其计算公式为!

!

"

#

#

$

%

$

%式中
!

为平均受教育年限%

#

$

为第
$

层次

学历的人员比例%

%

$

为第
$

层次学历的相应受教育

年限&本文采用王金营"

#$$C

#的方法%将学历转化

为相应的年数%学历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分别对应的年数为
C

'

%#

'

%M&F

'

%"

'

%E&F

年&对于技能等级采用指数加权法处理%即将

劳动者的技术等级或职称赋予不同的等级指数%进

而利用指数进行加权求和的度量方法&其计算公式

为!

'

"

#

(

$

)

$

%其中
)

$

为第
$

等级的人员比例%

(

为设定的数值&本文将技能等级的权数确定为
#

的

幂级数序列"

#

$

%

#

%

%

#

#

%/#%即一般专业'初级'中

级'高级的相对应的权数为
%

'

#

'

M

'

E

&

#&

无量纲处理

无量纲处理的主要目的是为消除指标受量纲和

数量级的影响%保证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客观性和科

学性&现有文献进行无量纲处理的方法主要有极差

正规化法'标准化法和均值化法三种&本文采用标准

化方法%即对同一变量减去其均值再除以标准差%公

式为!

*$

+

"

,

$

+

-

,

+

9+)

"

,

+

槡 #

%其中%

,

+

为第
+

列的均值%

9+)

"

,

+

#为相应方差&

$四%实证分析及其结果

%>

层次分析及其结果

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上述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产

业集群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体系权重如表
%

和表
#

所示&

根据以上所得的指标权重%对经过预处理的

样本标准化数据进行计算%得到样本集群企业在

各个一级指标上的得分&在样本集群企业数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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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处理%可以得到各集群反应集

群升级"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每个一级指

标的平均值&

!>

典型相关分析及其结果

将上述反映产业集群升级"创新能力#的变量作

为第一组变量%反映产业集群人力资本水平的变量

作为第二组变量%可以对两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

典型相关分析&

首先%计算产业集群升级"创新能力#内部的相

关系数矩阵'集群人力资本水平的相关系数矩阵和

集群升级"创新能力#与集群人力资本水平之间的相

关系数矩阵&计算结果表明!创新环境与人力资本

投资之间存在着较高的负相关性%创新投入与人力

资本存量'效率'投资之间都存在着较高的正相关

性%创新活动与人力资本存量'投资之间存在着较高

的正相关性%创新绩效与人力资本效率'投资之间也

存在着较高的正相关性&这表明%集群升级"创新能

力#的各个方面与人力资本水平的各个方面普遍存

在着较高的相关性"或正或负#&

然后%计算典型相关系数并进行显著性检验&

计算所得产业集群升级"创新能力#与集群人力资本

水平两组变量之间的典型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检验结

果列于表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第一对和第二对

典型相关系数都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表
#

!

典型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典型相关系数
.$/0[1 23$45) 6' 5$

7

&

% $&$$$ !$&$$$ %#&$$$ $&$$$

% $&$$$ !D&MDC "&$$$ $&$$$

$&CD$ $&$FC #&E## #&$$$ $&#MM

注!根据问卷调查获得的原始数据%在层次分析的基础上%借用

4OO4%D&$

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得到&

两组典型变量的标准化系数列于表
M

和表
F

&

根据表
M

和表
F

中的标准化系数%可以得到代表产

业集群升级"创新能力#和产业集群人力资本水平的

第一对典型变量
8%

和
9%

分别为!

8%\G$&F!M:G$&CMM;U$&#!D2U%&%M%6

$

9%\G%&"C!<U$&"!D=U%&FF#.&

第二对典型变量
8#

和
9#

分别为!

8#\$&!$#:G$&E"";G$&FCF2U$&"FC6

$

9#\G$&C"E<U$&FE%=G$&!#D.&

表
$

!

第一组典型变量的标准化系数

% # !

环境
G$>F!M $>!$# G$>FEF

投入
G$>CMM G$>E"" G$>!FD

活动
$>#!D G$>FCF $>$#C

绩效
%>%M% $>"FC G$>"F#

注!根据问卷调查获得的原始数据%在层次分析的基础上%借用

4OO4%D>$

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得到&

表
%

!

第二组典型变量的标准化系数

% # !

存量
G%>"C! G$>C"E G$>$M#

效率
$>"!D $>FE% G%>$M#

投资
%>FF# G$>!#D $>#M#

注!根据问卷调查获得的原始数据%在层次分析的基础上%借用

4OO4%D>$

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得到&

最后%进行冗余分析%其结果列于表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首先%在被自身典型变量解释方面%产

业集群升级"创新能力#被自身的前两个典型变量解

释了
MD>"X

%被自身的前
!

个典型变量解释了

E$>!X

$产业集群人力资本水平被自身的前两个典

型变量解释了
FD>DX

%被自身的前
!

个典型变量解

释了
%$$X

&其次%在被对方典型变量解释方面%产

业集群升级"创新能力#被集群人力资本水平的前
!

个典型变量解释了
DE>MX

%产业集群人力资本水平

被产业集群升级"创新能力#的前
!

个典型变量解释

了
CD>FX

&

表
&

!

冗余分析

集群创新能力被自身

典型变量解释的方差比

集群人力资本水平被集群创新能力

典型变量解释的方差比

集群创新能力被人力资本水平

典型变量解释的方差比

集群人力资本水平被自身

典型变量解释的方差比

O)'

R

=+) O)'

R

=+) O)'

R

=+) O)'

R

=+)

2=%G% $&#$# 2=%G% $&$EE 2=#G% $&#$# 2=#G% $&$EE

2=%G# $&#DM 2=%G# $&MEC 2=#G# $&#DM 2=#G# $&MEC

2=%G! $&!#D 2=%G! $&!CE 2=#G! $&!$E 2=#G! $&M#!

注!根据问卷调查获得的原始数据%在层次分析的基础上%借用
4OO4%D>$

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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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结果分析

对上述分析结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

从产业集群升级的各级指标权重来看%创新绩效所

占的比重最高"

M#>$!X

#%其他依次为创新投入

"

#">EFX

#'创 新 活 动 "

%E>CCX

#'创 新 环 境

"

%#>%!X

#%这说明产业集群升级主要体现在创新绩

效方面"经济方面的绩效和知识以及新产品等方面

的产出#%但不同集群上述四个方面的比重是有差异

的%这说明不同产业集群升级情况各异%可以互相借

鉴&其次%从集群人力资本水平的各级指标权重来

看%人力资本存量的比重占
"#>F%X

%其中企业家人

力资本和研发人员人力资本的比重达到了
F#>#FX

%

人力资本效率和投资的比重分别为
#!>EFX

'

%!>"FX

%这说明人力资本存量是人力资本水平的基

础%但又依赖于人力资本效率和投资%三者相互作

用%共同决定了整个集群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和作

用的大小&最后%集群升级"创新能力#的四个方面

与人力资本水平的三个方面普遍存在着较高的相关

性%三个典型相关系数都很高%这说明产业集群升级

"创新能力#与集群人力资本水平之间确实存在着密

切的相关性&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几点

结论!

+

#产业集群升级是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集

群升级归根结底离不开集群创新和形成集群创新系

统%而这又取决于集群内部的人才数量和质量%即集

群人力资本水平&

]

#人力资本在产业集群中发挥着集聚效应'共

生互动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学习创新效应等各种

效应%从而促进了产业集群创新和集群技术水平的

不断提高&

5

#产业集群升级或创新能力的提升与集群人力

资本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集群创新能力

的提升既可由反映集群升级能力的各个变量来解

释%又可由反映集群人力资本水平的变量来解释%人

力资本在促进产业集群创新或集群升级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根据上述结论%得出以下启示!为了促进产业

集群升级%增强集群创新能力%产业集群地方政

府'企业及相关机构应该采取各种相应的政策和

措施%努力提高产业集群中各类人才的数量和质

量%提高整个产业集群的人力资本水平$同时%还

应该制定各种相应的制度和机制%最大限度地发

挥人力资本在产业集群升级或集群创新中的各种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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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Â I 7

%

QBV4A? Z>S'P0,,2*

3

:

<

:;0J:'-

2**'9+;2'*

!

BB>N -)+J0_')T-')2*P(:;)2+,5,(:;0)

+*+,

<

:2:2*)0

3

2'*:

(

&

)

>̂ 0:0+)5/O',25

<

%

%CCE

%

#"

"

"

#!

"#F6"M%>

(

%!

)王孝斌%王学军
>

创新集群的演化机理(

S

)

>

北京!科学

出版社%

#$%%>

(

%M

)胡蓓
>

产业集群的人才集群效应!理论与实证研究

(

S

)

>

北京!科学出版社%

#$$C>

(

%F

)陆根尧
>

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模式与对策(

S

)

>

北

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

!!!!!!!!

浙
!

江
!

理
!

工
!

大
!

学
!

学
!

报"社会科学版#

#$%"

年
!

第
!"

卷



'()*

+

,-.//01(,/2)34-54

6

7(48,-9-*):(;74858):(0;<

6=

;4*7-

=

!

>4?7-

=

9-*):(;74858):(0;7-@A0

B

74-

=

C;,D7-10/,;.E43

6

80

><?@A

*

(B

%

%

2!:C8$A/$A

#

"

%>45/'','-I5'*'J25:+*PS+*+

3

0J0*;

%

./0

1

2+*

3

4526705/8*290):2;

<

%

Z+*

3

b/'(!%$$%E

%

W/2*+

$

#>Z+*

3

b/'(WV@N::0;S+*+

3

0J0*;B*90:;J0*;W'>

%

;̀P>

%

!%$$#$Z+*

3

b/'(

%

W/2*+

#

FG:(;41(

!

7/2:

R

+

R

0)-2):;5'*:;)(5;:;/02**'9+;2'*:

<

:;0J'-2*P(:;)2+,5,(:;0)

%

+*P5'*5,(P0:;/+;

;/05')0'-2*P(:;)2+,5,(:;0)(

R3

)+P2*

3

2:;'](2,P2**'9+;2'*:

<

:;0J+J'*

3

;/05,(:;0)+*P2J

R

)'90

2**'9+;2'*0--2520*5

<

>7/0*

%

;/00--05;'-/(J+*5+

R

2;+,'*+

33

,'J0)+;2'*

%

:

<

J]2':2:+*P2*;0)+5;2'*

%

T*'_,0P

3

0:

R

2,,'90)

%

,0+)*2*

3

+*P2**'9+;2'*0;5>2*5,(:;0)2**'9+;2'*:

<

:;0J_+:+*+,

<

b0P>V+:0P'*;/0

5'*:;)(5;2'*'-2*P(:;)2+,5,(:;0)(

R3

)+P2*

3

+*P/(J+*5+

R

2;+,2*P0K

%

;/2:

R

+

R

0)+

RR

,20:+*+,

<

;25+,/20)+)5/

<

R

)'50::+*P;

<R

25+,5'))0,+;2'*+*+,

<

:2:;'5'*P(5;+*0J

R

2)25+,)0:0+)5/'*;/05'))0,+;2'*]0;_00*

2*P(:;)2+,5,(:;0)(

R3

)+P2*

3

+*P/(J+*5+

R

2;+,,090,2*./0

1

2+*

3

O)'92*50+*P

R

(;:-')_+)P5'))0:

R

'*P2*

3

R

',25

<

0*,2

3

/;0*J0*;>

H0

+

I,;*:

!

2*P(:;)2+,5,(:;0)

$

5,(:;0)(

R3

)+P2*

3

$

5,(:;0)2**'9+;2'*:

<

:;0J

$

/(J+*5+

R

2;+,

$责任编辑"陈和榜%

!##

第
!

期 陆根尧等!产业集群升级中的人力资本效应研究,,,以浙江产业集群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