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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大都市圈创新系统为背景 ,研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创新功能 ,旨在促进大都市圈区域创

新活动的协同发展。本文在回顾相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 ,详细分析了大都市圈创新体系内知识密集型服

务业如何服务于制造业企业 ,并结合上海大都市圈的实证数据 ,描述了中心城市上海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的发展。本研究指出 ,在大都市圈空间层级结构背景下 , KIBS 的不均衡分布带动了大都市圈各城市创新活

动的梯度发展及服务业自身的快速发展 ,这促使原有的制造业升级 ,并成为大都市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

新模式。最后 ,对相关研究的内容及方法做了进一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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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信息技术迅猛发展 ,知

识和专门技术成为创新活动的关键要素 ,以知识为

基础的现代服务企业也随之孕育而生[1 ] 。随着对知

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研究的深入[ 2 ] ,理论探索的范畴很自然地深入其所

在的区域系统[ 3 ] 。我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

规划的建议》特别强调发展自主创新以及知识密集

型服务业的战略部署 ,同时也强调了自主创新活动

的支撑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明确指出大都市圈是中

国城市化最有效率和效益的模式。

鉴于此 ,本研究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活动

支撑体系选定为大都市圈。大都市圈作为一个国家

的创新区域 ,兼具区域创新体系的特点 ,从本质上说

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自然产物 ,市场的

作用是其最根本的推动力量[ 4 ] 。由于圈层结构的影

响 ,知识、技术、人才等主要创新要素的流动受空间

区位优势的影响较大[5 ] ,而大都市圈创新体系又与

一般区域创新体系不完全相同 ,因此 ,从大都市圈创

新体系视角研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功能 ,是一

个崭新的、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主要评述相关研

究现状 ,总结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区域创新体系中

的角色 ;第二部分详细分析在大都市圈创新体系内、

圈层结构下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如何服务于制造业

企业 ;第三部分结合上海大都市圈的发展现状 ,为相

关部门制定有关产业发展的新政策提供实证基础 ;

第四部分提出总结与展望。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也称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
( knowledge2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 KIBS) , 最

早由 Miles 等提出。在创新活动中的角色定位方

面 ,Builderbeek 等认为 KIBS 在客户企业的创新中

扮演着 3 种角色 ———创新推动者、创新运载者与创

新来源[ 6 ] 。随着创新模式的演变 , KIBS 已经成为创

新活动的主体 ,而 20 世纪的研究多数未涉及这方面

的探讨。

L undvall 从作用机制角度提出了“相互作用学

习”和“用户 - 生产者关联”等方法 ,并分析了其与顾

客之间的交互作用[7 ] 。交互作用的存在引发了

KIBS 和顾客间大量的知识创造和流动。St ram2
bach 分析其中知识获取、生产和传播的过程 ,为研

究服务创新的知识创造提供了理论基础[8 ] ,但还缺

少必要的实证依据。Nonaka 与 Takeuchi 提出“知

识创造模型”,分析了组织知识创造过程中 4 种明显

的知识转化形式及其之间的互动[9 ] 。在此基础上 ,

Bilderbeek 等提出 KIBS 与顾客企业互动的具体方

式以及两者之间的知识流动类型 ,分析了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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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生关系[6 ] 。但以上分析多是从知识传播过程的

角度 ,学术领域还应将 KIBS 与其所在的支撑系统

相联系进行深入研究。

随着创新系统理论的出现 ,有学者开始关注

KIBS 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角色与功能[ 10 ] 。关于伦

敦市区的金融服务业、伦敦和南英格兰的管理及工

程咨询类企业的案例研究均证明 ,在知识经济时代 ,

传统服务业的演化使得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国家及

地区的技术创新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9 - 10 ] 。

Muller 指出 ,在区域创新体系内 , KIBS 可以更好地

为邻近客户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外部知识。Muller

的研究还指出 ,通过知识的更新和溢出 ,创新活动应

该将制造业的中小企业 ( SM Es) 和 KIBS 连接起

来[10 ] 。根据以上分析 , KIBS 在区域创新体系内的

角色可总结如图 1。

国内学者中 ,蔺雷、吴贵生提出了 KIBS 创新的

一些基本思路[ 11 ] 。刘顺忠进一步从宏观角度分析

论述 KIBS 对于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 ,并针对中国

实际情况指出 ,中国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需求和

供给的双重作用下快速发展的成因和阻碍因素[12 ] 。

魏江等通过对中国和欧盟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

发展状况及其在创新系统中作用的比较研究 ,总结

了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并阐

述了 KIBS 在产业集群中的一般功能[13 ] 。

图 1 　KIBS在区域创新体系内的角色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区域创新体系的模式也

不断发生演化。我们不能再简单从“集聚”或者“合

作”的角度去分析 KIBS 的创新功能 ,更应该从其所

在的具体系统结构进行分析。目前 ,中国制造业发

展迅猛 ,被誉为“世界制造中心”,而发展现代制造业

更是知识经济时代各区域发展的核心战略。于是 ,

本文基于大都市圈视角 ,着重分析 KIBS 与制造业

的创新互动机制 ,研究如何借助 KIBS 促进其与制

造业的良性互动循环发展。

2 　大都市圈创新体系中 KIBS 的功能

211 　大都市圈创新体系分析

自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于 1957 年提出“都市

圈”的概念以来 ,近几年国内外关于“大都市圈”、“都

市带”、“城市群”的探讨在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中备

受关注。如此特殊的经济形态在称谓上存在多样

性 ,但本文更倾向于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的定义。

他认为都市圈、城市群等概念都等同于“大都市圈”,

都是在一定地理或行政范围内以一两个大城市或特

大城市为核心 ,辐射并带动周边一定范围内的中小

城市 ,使其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城市群

或城市带。

从大都市圈创新体系形成的动力角度看 ,要素

集聚与扩散是大都市圈地域空间组织形式转变的控

制阀 ,交通建设是大都市圈空间结构形成的先决条

件 ,是空间有序发展的关键动力。宏观政策机制、投

资机制、市场机制和辐射机制是大都市圈四大形成

机制[14 ] 。从创新基础功能角度看 ,大都市圈为创新

活动的主体 ———制造业企业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

境、良好的地区条件 ,其主宰着区域经济、文化、金

融、通讯、贸易等产业的主要活动的开展和发展政策

的制定 ,并为这些产业向知识密集型 ( knowledge2
intensive)转移提供了区位优势。进入 21 世纪 ,技

术创新能力成为衡量一个企业竞争力的标准 ,企业

外部知识结构成为企业技术进步的关键 ,而大都市

圈恰为企业提供了整合外部知识的平台。

212 　创新体系中 KIBS与制造业的互动机制

目前的国际研究惯例均将企业作为创新活动的

主体 ,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一般首先考虑制造业企

业的创新能力与创新动力。事实上 ,目前提倡的自

主创新模式 (例如产学研、官产学等) 中的理论创新

成果均依托制造业企业实现。但实践证明 ,这些被

认为是创新主体的制造业企业往往缺乏创新动力 ,

究其原因是组织缺乏灵活性、知识存量不足及创新

风险等因素的阻碍。于是 ,制造业企业 ,尤其是中小

企业 (SM Es) 开始转变创新战略 ,将某些创新业务

外包。这就促成了制造业与 KIBS 之间的互动 (见

图 2) ,更关键的是转变了 KIBS 在创新体系中的角

色定位。

以往 KIBS 的创新功能研究认为 , KIBS 是创新

主体的辅助性成分 ,只是起到“桥梁”或“纽带”作用。

KIBS 将获取的知识外部化 ,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

性知识 ,知识显性化后就能通过模块化的方式进行

组合 ,有利于转化知识和现有知识相结合并投入制

造业的生产 ,更灵活地满足顾客需求[1 ] 。这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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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都市圈中制造业与 KIBS的互动

从本质上说 ,是将最终创新成果的来源锁定为制造

业 , KIBS 的创新活动模式被认为是一种需求推动

型的辅助范式。但是随着知识更新速度加快 ,制造

业与服务业生产模式相互转换[13 ] , KIBS 渐渐成为

创新的主体。KIBS 掌握了主导创新的知识源 ,从

长期合作创新的过程中吸取、借鉴制造业的经验 ,开

始引领创新活动 ,在原来需求推动的基础上增加了

主导意识 ,成为创新的中坚力量。

213 　KIBS 在大都市圈创新体系的空间定位

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 ,知识扩散的空间领域

越来越广 ,为 KIBS 发展解除了许多束缚。但是 ,现

实一再提醒我们 , KIBS 向核心区域靠拢的趋势越

来越明显。对这一问题的解释 ,应该从以下角度分

析 :

1)从结构形式角度分析 ,大都市圈显著的“中

心 —次中心 —外围”的空间圈层结构 (如图 2 所示)

是 KIBS 区域定位的空间背景。中心地区的区位优

势有催化作用 ,当创新要素在一个新的中心集聚时 ,

它通过自组织能力促成了多样的知识创新主体 ,

KIBS 就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与此同时 ,大都市

圈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存在发展梯度 ,这促使

创新要素由中心向外围层层扩散辐射 ,同时也一定

程度压制了外围城市的发展[ 5 ] 。创新要素的层级分

布促使创新活动的空间格局也相应出现梯度分布。

从演化的角度分析 ,区域发展的未来趋势取决

于其中各城市的市场潜力 ,技术创新为主流的经济

演化过程可看作是市场潜力与创新要素区位优势共

同作用的结果。确切地说 ,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大

部分的创新资源和活动主体都集中在大城市和制造

业带 , KIBS 当然也倾向于集中在大城市。同时 ,经

济、社会活动将围绕交通主干线与层级网络展开 ,而

交通建设也将随经济、社会活动而布局 ,并改变着大

都市圈的经济版图。这说明 ,市场潜力决定创新资

源流向 ,而创新资源的分布又重新塑造市场潜力。

总结以上分析 ,在 KIBS 促进大都市圈创新活

动良性循环发展的过程中 ,服务业自身得到了快速

发展 ,同时又带动原有的制造业升级 ,这也是大都市

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模式。本研究以中国颇具

代表性的上海大都市圈为例 ,分析其发展现状 ,详细

描述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趋势 ,并

提出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

3 　案例分析

目前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业已

形成 ,并进入了以服务经济为优先、先进制造业为主

导的新型产业结构发展的关键时期。在知识经济时

代 ,知识密集型服务 ( KIBS) 既是服务业中优先发展

的模范 ,又是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催化剂。2006

年初《上海市“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优先

发展现代服务业 ,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 ,加快生产型

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以上海大都市圈为背景 ,

研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功能 ,这是一项具有实

际意义的工作。

从发展历史分析 ,新世纪初长江三角洲的中心

城市上海、副中心城市南京、杭州以及未来的副中心

城市宁波等大中小城市均处于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

的阶段 ,人才、技术和资本正以不可遏制的势头向中

心城市、副中心城市集中。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随

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蔓延 ,跨国公司在长三角大都

市圈的中心城市上海纷纷设立地区性总部及研发中

心 ,更加剧了创新要素在上海的汇集。统计数据显

示 (见表 1) ,在技术、管理人员和熟练技术工人的聘

用上 ,以上海为中心 ,逐步实现本地化。同时 ,从副

中心城市熟练技术工人增加的情况可以看出 ,长三

角大都市圈的人才布局出现不均衡状态 ,并逐步呈

层级分布 ,这将促使大都市圈各城市自主创新活动

出现相应的梯度分布。

表 1 　长江三角洲主要城市主要年份

专业技术人员数 万人

地区 2000 年 2001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上海市 711 03 811 13 661 91 74190 75108

南京市 281 84 291 45 381 42 32159 34154

苏州市 291 12 301 35 351 98 39145 41117

杭州市 251 98 251 99 261 21 32153 37191

宁波市 231 10 341 64 391 68 40174 42125

　　数据来源 :《长江和珠三角及港澳统计年鉴 2006》。

从产业结构角度看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老工

业基地之一、长三角大都市圈的中心城市 ,在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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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冶金、航天、汽车、机电、造成船、化工、医药等

十几个行业都具备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同时 ,跨国

公司也在长江三角洲其他大中小城市布局了生产、

加工中心或制造基地。在知识经济时代 ,制造业固

有的缺陷遏止了其创新动力 ,使之无法撬动“自主创

新”这个有力杠杆以带动产业进一步发展。然而 ,区

域环境的不断完善、大都市圈创新体系的萌生、创新

要素在体系中的层层流动 ,都为制造业突破创新困

境提供了有利的平台[ 15 ] 。于是 ,以 KIBS 的知识载

体功能为基础的制造业增值模式正逐步形成 ,这使

得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是上海成为了 KIBS 汇

集的中心。最明显的转变是 ,在近 20 年的时间内 ,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第三产业开始蓬勃发展
(如图 3)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大都市圈自主创新

活动相互影响 ,产业结构在创新活动的带动下不断

向高级发展 ,创新活动也依托知识密集型第三产业

的逐步形成而更加活跃。

深入剖析中心城市上海第三产业的布局 ,统计

数据 (见表 3) 显示 ,以高层次服务业为核心的知识

密集型服务业即金融产业及金融服务业 (包括保险

业和系列金融衍生产品服务业) 、信息产业及信息服

务业 (包括咨询业、大众传播业、商务中介服务业、航

运服务业、展览展示业等) 和科技、教育产业及科教

服务业的规模开始扩大 ,在区域创新活动活动中发

挥着主体作用。从数据可以看出 ,在“开放式自主创

新”的发展道路上 ,上海已经发动了区域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的重要“引擎”,其强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

产业的战略思想已十分明确。在坚持长江三角洲地

区联合发展的整体目标下 ,上海通过充分发挥区域

创新要素市场的集聚中心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综合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心作用等 ,真正担负起了引

领和带动长三角大都市圈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六

大城市带的历史使命与核心作用。

图 3 　主要年份上海大都市圈主要城市

第三产业占三产总值比例
数据来源 :《长江和珠三角及港澳统计年鉴 2005》。

表 2 　2004 年上海市知识密集型第三产业基本情况统计

行业类别 全年单位 (万个) 法人单位 (万个)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万人)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179 01 66 45138

交通运输 0154 01 46 37149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109 01 91 14194

金融业 0139 01 06 13152

房地产业 1180 11 19 3311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164 31 82 52199

商务服务业 4151 31 69 51149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1134 11 29 2319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125 01 22 71 36

教育 0158 01 52 31195

　　数据来源 :《上海统计年鉴 2006》。

4 　结语

综上分析 ,以快速的交通运输为纽带、以现代通

讯技术为主要联络手段的大都市圈是创新型国家区

域发展的成功模式 ,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纽带促

进区域知识流动也将成为大都市圈创新体系建设的

首要战略。然而 ,大都市圈创新体系的知识密集型

服务业发展仍存在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总结

起来包括两个方面 :

首先 ,已有的研究都是以制造业创新理论与模

型为基础 ,简单模仿而来。更具开拓性的研究是以

区域尤其是大都市圈创新体系为背景 ,将 KIBS 的

生命周期与区域创新体系的生命周期相结合 ,从演

化动态的角度探索知识密集型服务创新的过程、模

式与机理。

其次 ,在 KIBS 的创新、演化规律与模式基础

上 ,研究应结合 KIBS 在具体部门中的实际案例 ,区

分 KIBS 与制造业的内在特性 ,剖析 KIBS 与制造业

知识创新的互动机制 ,进一步分析 KIBS 在服务创

新与制造活动融合中的功能 ,这也是实践与理论发

展的更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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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novation Function of KIBS from Vie w of Metropolitan Innovation System

Chen Wan1 ,Xie Fuji2

(11 Management School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

21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2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takes met ropolitan innovation systems as t he background to study t he innovation function of knowledge2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 KIBS) ,in order to promote t he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activities in met ropolitan regions1 Through reviewing t he correla2
tive st udies ,it analyzes t hat how KIBS serves t he manufacturing firms in met ropolitan innovation system ,and combines wit h t he recent empirical

data about met ropolitan innovation system in Shanghai to analyze t he development of KIBS in t he region1 It point s out ,in t he context of hierar2
chical st ructure of t he met ropolitan area ,t he uneven dist ribution of KIBS drives t he cities in t he region to develop along t he gradient and t he rap2
id development of service sectors ,which upgrades t he existing manufacturing indust ry ,and has also become a new model of upgrading indust rial

st ructure in t he met ropolitan area1 Finally ,it put s forward t he furt her outlook on research content and met hodology1

Key words : knowledge2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met ropolis ;innov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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