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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生态学视域下的国家创新系统

梁永霞，李正风

（清华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国家创新系统具有知识生态特征，其中存在着复杂的知识个体、知识链和知识网络，这些知识节点和网络

构成了自身以及创新系统的知识环境。在知识环境中，各知识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它们之间

的互动效率成为影响国家创新系统效率的因素，可以根据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分析国家创新系统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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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弗里曼强调了日本企业内部与企业网络之间的知识流动，参见弗里曼１９８７年所著《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的经验》（Ｆｒｅｅｍａｎ，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Ｊａｐａｎ》）一书。Ｎｅｌｓｏｎ则强调了美国国家创新系统中企业、大学与非营利机构之

间的知识流动，参见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９３年的著作《国家创新系统：一个比较分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②　ＧｒａｂｈｅｒＧ等人描绘了在创新过程中使用者制造者相互关系的演化；黄鲁成也利用知识生态理论研究了区域创新经济系统。

③　生态学提出许多观念与理论，用以解释生物族群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外在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生态系统。过去，它被利用在其

他的学域，并得到了很好的解释效果。

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创新被越来越多的理解为新知识的生产、应用和扩散。知识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

承认知识的扩散与知识的生产同样重要，①从知识流动角度研究创新以及创新系统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

由于创新是知识的生产与应用的过程，所以，创新研究的“系统范式”将高度关注知识在各个创新机构和要素

之间的流动。然而，在现实中，创新的思想却可能出现在研究、开发、市场和扩散的任何阶段，创新是各式各

样的行动者和机构之间相互复杂作用的结果。可以运用创新系统理论，从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的内在客观

逻辑出发，研究“创新簇群”；也可从创新主体的特定目的和需求出发，分析和评价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过程

中的障碍与瓶颈，进而完善创新的主体结构，并通过完善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来提高创新的整体绩效。［１］３９４３

许多专家学者对国家创新系统中行动者之间的知识流动路径、互动机理等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２］，［３］９２９５

ＰａｐａｉｏａｎｎｏｕＴ
［４］在第六届三螺旋国际会议上提出，现在有关创新的学术和政策研究出现了从传统的系统方

法向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的转变。②

一、生态学视域下的知识系统

知识生态学是利用生态学③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知识及知识系统的活动规律。

知识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含了诸多要素。蔺楠等将知识系统中的知识工作者视为有机体，各

有机体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与周围的组织环境构成了知识生态系统。［５］叶培华、徐宝祥认为，知

识生态系统是由知识主体与其外部环境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构成的。［６］ＢｏｗｏｎｄｅｒＢ认为，知识系

统与生态系统有相似的特点。［７］与生态系统相似，知识系统也由不同层次的知识个体、知识链以及知识网络

组成。一个知识个体既可以是知识生产者，也可以是知识消费者，有时候还可作为知识分解者。各种知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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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系列知识流动联系起来，形成了知识链；知识链相互交织、相互连结，形成复杂的知识网络；复杂的知识

网络是知识群落以及知识生态系统的基本的组成部分。

知识生态学中有关知识环境的阐述是非常丰富的。台湾陈灯能博士效仿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提出的组织信息

生态模式，［８］从种群生态学出发，推演出生态学ＤＩＣＥ模型，进而依据知识的宏观系统特性，推理出知识生

态ＤＩＣＥ模型，从分布、互动、竞争、演化的角度，研究了组织知识生态学。整个组织的知识生态包括了知

识环境、组织环境、外部环境三大部分。［９］田庆锋、常镇宇等借鉴组织信息生态模式的成果，提出了组织内

具备相目标、知识能力并分享生存资源的人员可以看作知识种群。不同的知识种群之间的互动及影响构

成组织的知识群落，知识种群和知识群落共同构成了组织的知识环境。知识环境不但受其它组织环境因

素的影响，也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１０］近年来，国际环境教育界提出了新颖而科学的“环境定义”，即人

以外的一切就是环境；每个人都是他人环境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知识生态学中，知识环境是：知识以外

的一切都是环境，每种知识都是其他知识环境的组成部分。知识环境是知识所处的内、外环境，包括知识

学科体系、知识的生产方式、科学共同体、学术规范、学术奖励、学术发表（出版）系统、人文环境及“共享、

联盟”机制等。恰如波普尔所说：“客观知识包括思想内容以及语言所表述的理论内容，它们出现在杂志、

书本、图书馆等一定的环境之中”。内部环境是知识本身进化的重要因素，外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知识生产的内容、形式和状态。

知识流动是知识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机制，其促进了知识生态系统的不断演化和创新。如何有

效地促进知识流动，利用知识流动保持和发挥知识生态系统的功能，是研究人员关心的一个焦点。Ｍａｌｈ

ｏｔｒａＹ认为，知识生态学关注的重点是对具有自我调整功能的知识系统的解释，知识生态学由知识节点、

知识转移和知识流构成。［１１］唐艺、谢守美认为，知识流动是知识生态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在结合生态

系统中能量流动的相关知识基础上，分析知识流动的渠道与途径，包括知识个体、知识链、知识网络等途

径，归纳知识流动的基本原理与特点，探讨知识流动的效率。［１２］孙振领、李后卿认为，在特定的时空范围

内，借助于一系列的知识流动、价值流动、物质流动，由一定的知识资源、知识服务活动、知识创新活动及

其交流和协作环境，可以形成开放、动态的知识生态系

图１　知识生态系统及知识流

统。［１３］李长玲、许惠渊认为，知识生态学的核心是通过能

带来实际效益的知识交流，协调和促进新思想、新知识、

新价值的产生。在知识生态系统中，知识工作者是系统

中的生物个体，每一个知识个体都具备知识生产者、消

费者和分解者的功能；基于不同任务的知识团队则代表

不同的种群；系统中的各种知识库、信息库、数据库是知

识流动的物质基础，知识生态系统及知识流如图１所

示。［１４］知识生态系统中的知识流动遵循一定的生态规

律，如优胜劣汰、协同进化等。

二、知识生态学视域下的国家创新系统

创新系统中有知识主体、知识客体，这里主要研究创新知识主体。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知识主体有企业、

大学、科研机构、中介组织、政府等。由于创新主体可以看作有机体，根据知识生态学，将创新主体细化为不

同层次的创新主体，包括创新个体、创新物种、创新族群、创新群落等，如表１所示。不同层次的创新主体拥

有不同程度的知识，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程度的知识流动，形成不同的知识链以及错综复杂的知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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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生态学视域下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知识创新主体

创新个体 创新物种 创新族群 创新群落 创新系统

个人 单个人 －
相似存在目标、特定知识能

力的个体组成的族群
－ 个体所在组织与内外环境

企业 单个企业 相同企业的集合 产业族群 不同产业族群的复合体 产业群落与内外环境

大学 单个大学 同类型大学的集合 相似大学族群 大学族群的复合体 大学群落与内外环境

科研机构 单个科研机构 同类科研机构的集合 相似科研机构族群 科研机构族群的复合体 科研机构群落与内外环境

中介组织 单个中介组织 同类中介组织的集合 相似中介族群 中介组织族群的复合体 中介组织群落与内外环境

政府 － － － － 政府各部门与内外环境

创新系统 － － － 创新群落 创新系统与内外环境

国家创新系统的知识环境是由复杂的内外环境构成的。内环境主要是创新主体产生的知识客体，而外

环境则是与创新主体相关的各种制度、能力、机制、平台、体制等等一切可能对创新产生影响的要素，构成国

家创新系统的知识环境如表２所示：

表２　国家创新系统的知识环境

内环境 外环境 系统环境

个人 个人的知识 个人所处的组织、时代等

企业 企业生产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
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企业人员的行销能力、财务能力、

研发能力、信息能力等，以及所在行业的位置等等

大学 大学生产的基础研究、科研成果

科研机构 科研机构生产的基础研究、科研成果

知识的生产方式、科学共同体、学术规范、学术奖励、学

术发表（出版）系统、人文环境及“共享、联盟”机制等等

中介组织 中介组织产生的中介信息等
中介组织依靠的各种知识库、信息库、资源库等，中介组

织所依托的各种平台等等

政府 政府出台的各种创新政策 所处的经济、文化、科技、全球背景，政府体制等等

创新系统 系统内产生的各种知识 以上所有

创新所处的各种社会、经

济、文化、科技、生态环境、

地理位置等等的系统要素，

以及系统内各个因素之间

的相互影响

１９９６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发表了《国家创新系统》研究报告，报告将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知识

流动分为四种类型（方式）：企业间的知识流动、公共和私营部门间的知识流动、技术扩散和人员流动。［１］４２在

国家创新系统这个知识生态系统中，知识在不同的创新主体以及群落之间流动，同时各种环境也成为影响知

识流动的因素。因此，对创新系统中知识流动的分析，可以更加明确如何实现创新资源的有效组织与整合。

本文探讨的对象是除个人创新主体的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其他组织创新主体。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知识流动关

系如图２所示，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各个知识行动者之间都存在双向的知识流动，最主要的知识流动发生在

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公共研究部门之间（粗线表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主要是有关创新政策的出

台对企业的创新作用。

企业及其创新系统之间的知识流动：企业是创新的重要主体，因而创新系统中最重要、最主要的知识流

动是由企业间的技术合作及其相互的非正式互动带来的。［３］９２不同的企业可以看作知识的生产者、消费者和

分解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拥有不同的知识存量，会与其他企业之间发生不同程度的知识流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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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国家创新系统中知识流动示意图

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一方面使企业获

得互补性知识资源，增加创新成功的

可能性；另一方面，企业间的合作带来

了丰富的技术源泉，形成了规模经济，

获得了由人力资源和技术财富互补而

构成的协同效应，经过演化逐渐形成

产业族群，也就不断形成创新簇群。

作为知识生态系统的创新簇群与外部

环境之间的知识流动，可以促进企业

不断增强知识优势，增强创新能力。

企业与公共研究部门创新系统之

间的知识流动：公共研究部门主要由

公共研究机构和大学组成，与企业相

比，公共研究部门主要是知识的生产

者，但有时候也扮演消费者的角色。

除了为企业产生基础知识，他们还为企业提供新方法、新仪器和有价值的技能。知识从公共研究部门流向企

业，主要是科研成果。而企业知识流向公共研究部门是企业的特殊知识产品对公共研究的支持作用。企业

与公共研究部门之间的知识互动一方面促进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公共研究部门的应用

研究，增加了公共研究部门的创新动力，因此，产学研合作研究是各国、各地区建设创新系统的重要内容。

企业与政府创新系统之间的知识流动：企业是市场主体，除了吸收其他企业以及科研机构的知识外，企

业还是政府各种创新政策的灵敏反映者。只有更好地了解有关创新政策，企业才会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结

合自身的知识优势与特点，获得更有利的合作者与创新资源。政府的创新政策体系也需要企业提供的知识，

企业的知识扩散和传播会影响创新政策的制定。因此，企业与政府之间知识互动关系的好坏也决定了知识

流动的效率。因此，研究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机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操作性较强的、政策分析的理论

依据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知识的社会传播与分解扩散：知识从所有者或生产者向社会扩散，主要包括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开展的

教育与培训活动，以及通过中介组织的知识的社会扩散，把知识在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进行转译，促

进知识的普及和利用。可以通过公共、半公共的技术服务机构（包括一些数据库、信息库和知识库、图书馆

等）来实现。

与外部的知识流动：创新系统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创新系统的边界有时候是不确定的，表现为创

新群落有时会接纳新成员，淘汰旧成员，边界有一定的可渗透性。创新系统的边界会随着各国创新系统开放

性的增强而不断扩大。因此，国与国创新系统间的知识流动方式也会变得更加多样化。创新的最终结果是

优胜劣汰和协同进化，从而促进整个全球创新系统的不断进化。

从创新系统中的知识流动可以看出，知识创新主体之间的复杂网络关系是动态演化的———由松散演变

为紧密，由缺乏信任的关系演变为相互信任关系。各个创新群落以及创新系统之间的彼此作用会引起创新

系统的共同进化。同时，知识环境中的生态因子对新知识的创造、应用和扩散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人的

需求、制度、文化、经济、科技等。因此，识别外部环境中那些适宜创新系统生长的生态因子是至关重要的，唯

其如此，才能更好的促进创新系统中有效的知识流动，提高国家创新系统的效率。

国家创新系统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促进各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实现要素的重新组合，获得最大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种互动促进了新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利用，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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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创新主体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从知识生态学的角度分析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各个主体会发现，国家

创新系统具有知识生态系统的特征，其中存在着复杂的知识个体、知识链和知识网络，这些知识节点和网络

构成了自身以及创新系统的知识环境。在这个知识环境中，各知识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它们之间的互动效率成为影响国家创新系统效率的因素，可以根据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分析国家创新

系统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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