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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型企业创新共同体是科技创新发展和企业联合发展的组织模式，文中界定了科技型企业的定义，归纳了科技型企

业科研经费高、利润率高、增长性快、扁平化强等特点，阐明了科技型企业创新共同体的范畴，并从目标、资源、成员、网

络和运行机制等五个方面构建出科技型企业创新共同体的基本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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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ovation commun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is the organizational mod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joint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defines the defin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sums u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high profit rate, rapid growth and strong flattening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s and clarifies the scope of innovation commun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The basic structure 

framework of innovation commun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is constructed from five aspects of objectives, resources, 

members, network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innovation community; structural framework 

 

伴随着高新科技革命，科技创新尤其是高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全球竞争的主战场，而科技创新主要是以高科技企业

的目标诉求和产品创新为主，这样就催生出适应时代发展、体现科技创新需求的创新共同体，而分析科技型企业创新

共同体的结构框架对于创新共同体的高效运行有基础性的作用。 

1 科技型企业的定义和特点 

1.1 科技型企业的定义 

科技型企业是指在市场竞争中能够生产有很强技术含量并且具有自身独有的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能够积极开拓市

场，并根据市场变化不断推出新产品企业。科技型企业的界定：是指主要以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为主要的产品，

涵盖了科技技术服务、节能产品开发、电子产品、生物制药和新型医药等。 

1.2 科技型企业的特点 

1.2.1 科研经费高 

科技创新是科技型企业的“生命线”，对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品的研发是重中之重，因此研发产品的专业

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人数也比较多，研发的成本投入就比较大。 

1.2.2 利润率高 

技术研发是科技型企业的基础工程，而科技型企业的产品主要是以高附加值高服务值为主要特征的高科技含量和

高利润空间为特征的产品。一项高技术产品的问世，往往能增强客户体验感满意度，很快占有该领域的市场，又能开

拓很多新兴市场，致使利润率也随之增加。 

1.2.3 增长性快 

科技型企业由于科技产品的跟新换代快、利润率高等特点，再加之在品牌美誉度知名度增强和现在知识产权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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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下，可以进行快速的市场占领扩张，使得科技型企业相教传统企业增长性迅速，成长更快。 

1.2.4 扁平化强 

科技型企业的高技术特点，必然要求所在研发和资源能快速运转，以小集团小组形式开展研发和资源配置是运行

方面的特点，因此在管理方面就呈现出矩阵式的组织结构，扁平化和集中化强，这样更有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工作。 

2 科技型企业创新共同体 

有学者认为技术创新和高度商业化的进程也是一个个企业直接或者间接的紧密联系的过程，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个

组织，而这些组织又会在技术、人才、资本等这些环境的影响和联系下形成重要的关系，包括了市场和非市场的关系，

基于此就需要在我们实现科技创新所需要的软硬件建设和制度设计中，形成一个有共同价值追求和发展目标的“共同

体”。因此，就有人提出了这个概念“创新共同体”。创新共同体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是各个创新性企业和人员组

织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对待产权保护、结构化创新和创新拥有者等传统模式比较占有优势，但是由于科技创新是合作

开展并且很大程度取决于组织者的创新思维程度，因而传统模式下，创新失败等等风险比较大。综上所属，笔者认为，

科技型企业创新共同体是根植于即有的主客观外部基础条件，拥有共同的目标和创新构想，对于创新资源的高效顺创

的运行为基础，多主体之间通过合作共享和相互学习开展的创新协作，并通过见了的网格化联系增强各个个体的创新

能力，形成整体影响了和竞争力都普遍提升的一定的组织模式。 

3 科技型企业创新共同体的基本结构框架 

前文的分析和前人的定义，可以让我们建构起创新共同体的框架结构。笔者认为，创新共同体可以有 5 个基本的

组成要素：目标、资源、成员、网络和运行机制。 

3.1 目标方面 

创新共同体是具有一致价值观与共同发展目标的共同体。价值观一致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共同的发展目标.因为区

域协助配合、合作共赢理念和成果分享的认同形成了一致的价值理念，进而促成了创新共同体各个组成成员具有了一

致的追求目标和共同的利益诉求，这种共同的利益诉求不是片面的追求自身物质回报的最大化，而是追求共同利益的

“最大公约数”。这也就要求创新共同体要把满足各个成员的追求目标和推进共同目标的实现有机的结合起来，让总体

目标可以涵盖和包含并能代表各个成员的目标。 

3.2 资源方面 

创新共同体有满足创新需要所必备的各类资源，包括高技术人才、充足资金流、创新必修的基础技术、现代化信

息获取和分析能力等等。这些资源承载着创新共同体中不同的功能作用。高技术人才是创新的根本动力，人才运用其

他资源来开展创新；资金流是开展创新工作的助推器和活力源；基础技术是创新成果产出的技术基础和发展约束，基

础技术规定了创新的起点和基础；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是信息时代的必备本领，是开展创新工作的加速剂和催化剂。

以上资源的有机运行构成了各个分工不同又有机配合的“要素”，为共同体创新运行提供了人、才、物、技术和信息等

的保障。 

3.3 成员方面 

主体多元化是创新共同体的又一特征。创新共同体的最本质的属性“共同体”就是能聚集参与创新的多元化的主

体，其中包括了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科技型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各类机构，更涵盖了以为科技创新进行孵化、助

推等为职能的科技创新转让中介公司、科技创新投资公司、投资担保公司等企业，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行业协会和创

新联盟等各类协会和载体平台。承担这些创新活动中的各类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是创新共同体的积极参与者，这样创新

共同体也会呈现出多元化主体的特点。这其中科技型企业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创新共同体主体的多元化更是为科技型

企业创新活动有效运行和发挥最大效用的根本保证，为实现创新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追求和目标实现提供了主体性、结

构性和效能性的保障。 

3.4 结构方面 

结构网络化是创新共同体的表征。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全省区域内各类科研院所、创新型企业、政府职能部门等

组织和人员紧密的联系在创新共同体中，以人、财、物、技术和信息等各类创新活动所必须的要求在科技型企业中高

速运转为主要表现，通过以科技型企业为中心主体和各类要素层次化联系以及密切结合以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处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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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个网络化的创新共同体中，各个组织和人员互动的频次和网络密切程度反应出创新共同体的活跃度，也从另一个

层面反映了结构层面网络化的表征特点。 

3.5 运行机制方面 

创新共同体是以创新根本需求和形式的共同体。创新的特征要求尽快适应和满足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现实个性化

需求，谁更快的开启创新运行模式，谁就掌握和占据了创新活动的主动权，因此创新共同体的高效运行是创新活动的

基础保障。而创新共同体中各类组织、个人和各个因素协调运行是涉及到制度和机制支撑保障的。创新活动需要多元

主体协调、人财物等要素协调、各个功能协调等，这就为创新共同体的管理和运行设置了极大的难度和较大的挑战，

为保持运行顺畅、快速和有效，保证管理成效显著提出了目标需求。这就要求有很好运行保障机制。首先是驱动机制，

它是创新共同体开展创新活动的先导性和基础性的机制，是创新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首要因素，是引导多元化创新主

体协调配合开展创新活动的关键机制；其次是运行机制，它是省内创新共同体各个主体和要素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

内部协调运行准则和机制要求；最后是保障机制，它对整个创新共同体的正常运行和创新活动的开展发挥着重要的激

励和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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