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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7条)

1.学位论文 邢志俊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形成机理与动力机制研究 2005
    本文从产业集群理论出发，以高科技园区为研究对象，探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形成的机理与动力机制。

    文章首先根据高新技术产业自身的特点，说明高新技术产业与产业集群之间存在着内在、必然的联系。因此，高科技园区以产业集群的方式发展是

高新技术产业的客观要求。其次，说明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能够为高科技园区内的企业带来成本、市场、创新方面的竞争优势。

    然后，在结合世界上成功高科技园区如美国硅谷、台湾新竹、印度班加罗尔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分析影响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形成的因素，即高新技

术产业集群形成机理，经过分析，得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要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智力资源因素、风险投资因素、技术创新因素、创

新环境因素，以及政府因素。同样在结合上述几个成功高科技园区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了推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信任合作机制，非正式交流合作机制，产学研联合机制。

    最后，文章根据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形成机理与动力机制的研究结果，结合我国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对中关村科技园区内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

形成状况进行了来自智力资源、技术创新、政府作用以及信任合作、产学研联合等多方面的考察，考察发现中关村科技园区在上述各方面都存在不同程

度的问题，因此，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文章在最后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提出了如下三方面的建议：一是要有效地促进本地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

协作；二是要发挥本地的智力资源优势，促进产学研联合；三是尽快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完善资本市场。

2.学位论文 施建伟 苏锡常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及其竞争力研究 2004
    通过文献调研和检索发现,目前国内对产业集群尤其是涉及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及集群竞争力研究的学术论文不多.该文选取近年来发展迅速的苏锡常

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产业集群和集群竞争力研究的样本,力图通过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和因素分析,剖析该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原因,探析该地区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探寻该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动力机制,以产业集群的新视角寻求苏锡常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途径,以

冀为该地区的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作用.文章首先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概念、形成、类别划分及其发展的内在机理;接着对高新技术产业的

集聚进行因素分析,阐明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然后选取苏州软件产业集群作为苏锡常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代表作进一步分析,通过

苏州软件产业集群、东莞PC制造业集群和大唐袜业集群的比较,提出苏州软件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的改进性策略.再接着,剖析苏锡常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竞争力的形成,阐明社会资本是影响苏锡常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指出网络创新是苏锡常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动力机制.最

后,提出实行苏锡常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战略的政策建议.该文的创新点在于:(1)该文从产业集群的新视角实证分析近年来苏锡常地区高新技术产业迅

速发展的经济现象,以冀为该地区的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作用.(2)将新产业区理论中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四因素进一步细分为八个因

素,对三个集群进行因素分析与比较.(3)将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市场价值链理论结合起来探析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4)将新产业区理论中创新学派的思想运

用到构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区域创新环境的实践中去.

3.学位论文 张小丽 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 2006
    经济的全球化与本地化为特征的产业集群现象并行发展。从经济学原理上简单的分析，全球化似乎正在抵消着区域之间在成本上的优势，然而在现

实中却不是这样，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往往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也就是产业集群现象。在全球各地那些快速成长的成功区域，通常是

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从而使该地区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强劲、持续竞争优势。因此，特定

区域产业集群的经济现象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是区域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研究，对于我国全国及地方的

经济建设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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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将运用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战略管理的相关理论，运用理论推导、案例分析法、实证分析法、系统分析和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阐述高新技术

产业集群成因、性质特征及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与区域竞争力的关系，展示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强劲和持续竞争优势，从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

展的基础条件、发展概况等几个方面对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现状进行分析和总结，剖析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成因，探析该地区高新技术产

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探寻该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动力机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从强化、健全集群机制和明确政府相关职能定位等方

面提出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对策建议，为该地区的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作用。

4.学位论文 王丽君 动力机制研究——以泰州国家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 2009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最为成功的模式。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世界许多国家用于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普遍做法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在地理空间存在的有效形式和重要载体。作为高新技术产业之一的医药产业，随着现代生物技术与制药

技术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医学产业的重大变革，医药产业成为最活跃、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在中国医药产业具有广泛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会，具有巨大

的市场潜力和获利前景，其集群现象同样非常明显。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立，是泰州市实施医药兴市、医药强市的战略需要，也是提升泰州医药产业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医

药园区的发展与规划，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与政策。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办于2005年9月，2009年3月被批准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成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医药高新区，江苏省第五家国家高新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是经国务院批准的由各地方政府组

织实施与管理，旨在促进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的特定区域，它的功能定位、结构与发展动力等方面都与产业集群密切相关，发展产业集群是

高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本文从分析我国医药产业园区的发展现状入手，基于产业集群理论探讨我国医药高新区的成长机理和动力机制，从经济租金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其价

值链演进。通过实地调查，分析泰州医药高新区的发展现状并做出发展情况评述，对其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政府在医药高新区的角色定位

，对泰州政府发展本地区的优势医药高新区提出合理化建议。

5.学位论文 孙剑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发展评价研究 2008
    发展高新技术是我国的重要战略，高新技术产业化、走产业集群道路也已经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类型的高新技术

产业基地开始兴起并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也有一些基地存在着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产业结构雷同、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高新技

术产业基地现状，是做好产业基地规划、促进产业基地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此背景下，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高新技术产业

基地的发展规律，研究其动力机制和影响因素，建立相关评价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包括：

    (1)从系统的观点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系统的特征、构成和运行机制，分析其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

动力学结构模型，并对其主要反馈回路进行分析，明确了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2>探讨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生命周期和各阶段特点，将其成长过程归纳为一个由产业结构、产业规模和集群网络所组成的三维结构框架，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成熟度的概念模型，并对该模型的内涵构成和评价方法进行了探讨。

    (3)分析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创新能力的内涵和构成，提出产业基地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方法建立基于同一度矩阵的创新能力评价模

型，并以长三角6个城市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进行了创新能力评价的实证研究。

    (4)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效率评价模型，并以2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对软件产业基地投入产出

效率进行了分析。

    (5)分析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发展环境要素和评价方法，以江苏省48个特色产业基地为例，建立环境评价的因子分析模型，提出特色产业基地环境评价

的指标体系，并对培育和优化江苏省特色产业基地发展环境进行了分析。

    本文对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评价研究，从评价视角、评价方法选择到评价模型的建立，对于各类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都具有普遍意义，不仅丰富了高

新技术产业集群评价的理论内涵，也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评价的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6.期刊论文 朱秋雯 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分析 -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14)
    目前,我国各个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地政府也往往对这种基于知识或创新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给予大力支持.然而,在高新

技术企业产业园区内,技术创新在企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尤为突出.本文针对在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对高新企业技术创新的模式、动力机制、激励机制、约

束机制等进行了一些探讨.

7.学位论文 张丽坤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集群研究 2008
    本文在梳理已有产业集群理论的基础上，对广州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化发展进程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首先分析了研究背景，对产业集群给出了明确

的定义，具体分析了产业集群的特征，对产业集群的五个经典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五个理论分别是：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韦伯的集聚理论；佩

鲁的增长极理论；波特的钻石理论和克鲁格曼的产业集聚理论。然后详细的阐述了产业集群的形成条件，分析了产业集群产生的根源，动力机制。最后

分析了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指出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集群的专业化生产，第二外部经济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第三产

业集群的区域人才集聚效应。本文花大量笔墨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化发展的优势，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来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

，知识溢出效应；第二，创新资源的可得性；第三，示范效应与追赶效应；第四，吸聚效应。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自身特点及其集群化发展的必然性

，然后对广州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化发展的阶段(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产业集中或空间扎推期，第二阶段是专业化和功能化阶段，第三阶段是四区优

势互补阶段)、特征、条件等内容从整体上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以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代表的国家级开发区是广州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地；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化发展最为明显；中小民营科技企业是广州高

新技术产业集群化发展主体；政府起着主导作用，与集群内其他主体有着很强的联系。为了对广州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原因、条件、特征和问题

进行具体研究，笔者对集群化发展最为明显的广州市软件产业进行了案例分析，以期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通过分析笔者认为，软件产业集聚在天河软

件园的主要原因是优惠政策区位优势，市场化与产业配套程度高，智力支持，特殊的科技社区文化氛围；集群对促进软件产业的专业化分工、人才结构

的合理健全等方面起着重大作用。最后笔者指出了制约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因素，指出广州高新区发展产业集群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第一，高新技术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第二，经费投入不足，技术密集度不高；第三，高新技术企业融资较难，进入不足。并提出相应对策

，对策包括文章中那三个大的方面等，并从各个方面给予了详细的介绍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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