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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global competition, technology alli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China’s enterprises to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opportunities and effective use of 
external resources. The basic goal of technical alliance is to disperse risk and decrease R & D cost 
on oneself ability flaw basis, and share technology income. It is a typical mutual benefit body. The 
Biologic Population Paragenesis Evolution Model of Logistic has provided an analysis frame for 
technical alliance body.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echnical alliance enterprise forms all kinds of 
relations through the labor division and maintains the stability of the Paragenesis pattern by keen 
competition. Observing the alliance rule and maintaining overall benefit are superior choices for 
alliance enterpris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support with every effort and create a good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such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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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竟争越来越激烈，近年来技术联盟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竟争优势、发展机会和有效利用外部资

源的一种重要手段。企业组建技术联盟根本的目的就是基于自己能力缺陷分散风险和降低研发成本、共

享技术收益、企业技术联盟是一个典型的利益共生体。Logistic生物种群共生进化模型给技术联盟共生

体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联盟企业通过分工形式形成各种关系，以激烈的竞争维持

着共生模式的稳定性，遵守联盟规则、维护联盟整体利益最优将是联盟企业的最优选择，政府应该尽力

提供政策上的支持，为联盟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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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我国创新政策新的体现形式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主要是指在政府引导下高校、科研所机构和

企业三方为实现技术资源共享、R & D 风险或成本共担、技术优势互补等，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通

过股权参与或契约连接的方式建立较为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在某些领域采取协作行动，从而取得多

赢结果，所建立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突出强调以技术联盟来实现技术的突破，并将科技成果商品化和

产业化，其实质是通过联盟合作者发挥各自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比较优势，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
由此来看，技术联盟是一个利益共生体。从技术联盟的产生目的、合作伙伴的甄别确定到技术的创新以

及创新收益的分配等都涉及到联盟企业双方的利益，也可以说当企业开始组建联盟时起，它们就构成一

个利益共生体，在技术研发过程中利益息息相关。 
共生是技术联盟存在的原动力，也是技术联盟运作的一种有效模式。国内学者运用共生理论探索企

业间关系和企业联盟已取得一些进展。袁纯清直接将生物学的共生概念及相关理论引入社会科学，提出

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郎春雷、刘志迎对跨国公司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共生

经济作了研究；段云龙针对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以间歇式共生模式为主、不能

达到互惠共生的双赢状态这一问题，提出了中小企业互惠共生模式的选择；卜华白、沈星元通过对企业

战略联盟的仿生化研究，得出了企业战略联盟的改善应注重“共生理念”、“共生稳定”、“共生进化”

等三方面；王宇露、黄中伟借鉴生物共生理论和微分稳定性理论，从共生单元、共生基质、共生界面、

共生环境和共生能量五个基本要素分析企业共生系统的构成，构建了企业共生的对称和非对称共生模型，

并对这两种共生模型的稳定性问题做了研究；生延超则提出技术联盟包括共生学的三要素———共生单

元是联盟企业，共生模式是联盟的合作和运作模式，共生环境是联盟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并

指出我国技术联盟共生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优化技术联盟稳定运行的措施。本文借用 Logisitic 共生理论

模型对技术创新联盟进行探讨分析，以把握产业技术联盟共生的本质、运行模式和稳定性条件。 

2. 技术创新联盟的共生模型 

2.1. 共生理论分析 

生物生态学研究表明，自然界内许多生物种群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极其精确和完善的系统，

它们具有经济而精巧的结构、可靠而协调的功能，能高效率地使用物资和能量[2]。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是



基于共生理论的技术创新联盟模式研究 
 

 
153 

一个典型的利益共生体，作为独立经济组织的共生个体之间因同类资源共享或异类资源互补所形成的共

生体会导致内部或外部、直接或间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这种改进既带来共生个体效益的增加，又

推动社会福利增长。可以说其组建、发展及培育与生命有机体的演化过程十分相似。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在本质上是两个或多个不同企业为了抢占市场，进行技术合作研发去创造新价值的一个合约，由此他可

以被认为是一种微观的经济共生态，而参与联盟的企业(或组织)则是联盟这种共生态的基本经济共生单元

[3]。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这个共生组织中，各成员之间维持着一种长期性的合约关系，但作为共生单元的

各个成员又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及其利益，它们依靠共生组织之间的共同利益关系，既竞争又合作，形成

稳定而密切的组织网络，使各个成员的利益在共同利益增进中得到提高。互惠共生是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产生的原动力，也是技术联盟运作的有效模式。因此，本文运用共生模型研究产业技术联盟的共生模式

及其稳定性条件，并得出企业结成技术联盟的竞合临界条件及其经济学上的解释。 

2.2. Logistic 模型及基本假设 

共生理论常使用 Logistic 模型描述自然界中种群的增长规律，刻画种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4]。本

文将借用 Logistic 模型来描述产业技术联盟现象的动态演化过程，并且在模型中将技术创新联盟共生单

元个体所经历的内生和外生的变化条件和环境等简化为个体的产出信号。 

2.2.1. 基本假设 
假设 1：用 ( )Q t 表示共生单元个体的产出，即假定单元个体的产出水平是关于 t 的函数。这里的 t 不

仅有日常意义上关于时间的含义，且还有技术、信息、资源、专业化分工、交易成本、制度安排等影响

产出水平的因素变化的含义。 t 具有一种较为宽泛的含义，因此，可以单元个体产出水平 ( )Q t 的变化来

描述产业技术联盟的动态演进过程。 
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和市场环境中，单元个体而言所面临的各种要素禀赋(包括资本、劳动力、原材

料、技术基础、市场条件等)是一定的，此处将各种要素、资源被有效充分利用的状态定义为理想状态，

假定在理想状态下个体的产出将存在一个潜在极限，因此模型引入环境资源条件所能容纳的最大产量水

平 N 。但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根据单种群 Logistic 模型的阻滞增长原理，一些因素例如资源容量、市

场规模及其它外部环境等，对单元个体的产量增长可能起到阻滞作用，即当个体的产量水平增长到一定

程度之后其增长率会下降，且随着产量水平的不断增加，这种阻滞作用会越来越大。 
假设 2：定义自然市场规模饱和度为 ( )Q t N ，单独企业的自然市场规模饱和度对企业产出水平的增

长存在阻滞作用，而其产出增长率随着产量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下降。 
在技术联盟成功后，联盟成员之间形成一种由共生介质组成的联盟内所有企业共享的共生界面，联

盟成员之间的交流通过这一共生界面进行。联盟企业可以通过共生界面的垄断优势、规模经济、分工和

专业化协作、学习效应、建立新标准优势等途径降低研发成本、交易成本、组织成本，通过利用技术联

盟的知识溢出效应、成本共享、能力互补和专业化协作等途径改善技术创新的条件，提高自身的创新能

力，从而促使企业产量大幅度增长。 
假设 3：在产业技术联盟构建成功后，联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对联盟内企业的产出增加起到促进

作用。主要由于联盟成员通过联盟的技术外溢效益、成本共享、能力互补和专业化协作等途径，导致创

新能力的提高、交易成本的降低、工作效率的提高等集体财富的积累、创新条件的改善，从而促使成员

产出大幅度增长。 

2.2.2. 技术联盟的共生模型 
假设在技术联盟结构中有两家企业组织(这种假设并不改变多家联盟企业共生的本质)，定义δ 表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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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内一个企业的自然市场规模饱和度对其它联盟成员产出水平的贡献，则 1δ 表示联盟内甲组织对乙组织

产出水平的贡献， 2δ 表示联盟内乙组织对甲组织产出水平的贡献。 ( )1Q t 和 ( )2Q t 分别表示甲乙两企业组

织的产出水平，我们可以得出独立状态下，技术创新联盟内甲乙企业的综合效益服从逻辑斯蒂模型的函

数表达式为： 

( ) ( )

( ) ( )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1 1

d
1

d
d

1
d

Q t
k Q Q N Q N

t
Q t

k Q Q N Q N
t

δ

δ

= − +

= − +

                            (1) 

式中 ( )Q t 、 N 的含义同前文假设； k 表示该企业所在行业的平均产出增长率； 
当技术联盟成员在模型中达到稳定状态时，对方程组的稳定条件微分求解： 

( ) ( ) ( )

( ) ( ) ( )

1
1 2 1 1 1 1 1 2 2

2
1 2 2 2 2 2 2 1 1

d
, 1

d
d

, 1
d

Q t
f Q Q k Q Q N Q N

t
Q t

f Q Q k Q Q N Q N
t

δ

δ

= = − +

= = − +

                       (2) 

由此，可得出联盟企业的稳定点： 

( ) ( ) ( )1 1 2 2
1 2

1 2 1 2

1 1
, ,

1 1
N N

E Q Q
δ δ

δ δ δ δ
∗ ∗ + + 

=  
− − 

 

当 1 0Q∗
 ， 2 0Q∗

 时表示联盟内的企业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甲乙两个企业处于共生状态。此时,

1 2 1δ δ  。 
对微分方程组泰勒展开有： 

( ) ( )( ) ( )
( ) ( )( ) ( )

1
1 1 1 1 2 2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1 1 2 2 2 2 2 1 1 1

d
1 2

d
d

1 2
d

Q t
k Q N Q N Q Q k Q N Q Q

t
Q t

k Q N Q N Q Q k Q N Q Q
t

δ δ

δ δ

∗ ∗

∗ ∗

= − + − + −

= − + − + −

               (3) 

其系数矩阵为 A： 

( ) ( ) ( )

( ) ( ) ( )

1 1
1 1 1 1 2 1 2

1 2

2 2
2 2 2 2 1 1 2

1 2

1
1 1

1
1

1 1
1

k
N k N

k
N k N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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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A  

根据微分方程稳定性理论，稳定平衡点的条件为 1 2 1δ δ  ，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联盟的共生模式中，企业

能达到稳定共生的条件为 1 2 1δ δ  ，由于联盟内企业权益的对称性，故 10 1δ  ， 20 1δ  为稳定共生条件。 

2.2.3. 技术联盟的共生模型经济分析 
综上分析，要想保证联盟的稳定性，就必须保证 10 1δ  ， 20 1δ  。即在技术联盟这种技术进步

模式中，甲企业对对方的贡献相对来说不大。既然联盟伙伴成员对自己的贡献不大，那么为什么仍有动

力组建技术联盟呢？在重大项目上，联盟企业成员一般很多，从整体上来看，由于成员数目较多，单个

企业得到的总的贡献还是很客观的。技术联盟理想的运行模式应该是互惠共生的均衡状态，达到这种状

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激烈的竞争。企业参与技术联盟的根本目的就是构筑企业发展的竞争优势，

参与联盟的企业虽然有着互补的能力和兼容的企业文化，但更多的是拥有几乎雷同的产品类型，重叠的

市场区域。可以说，联盟只是一种手段，为未来积蓄力量的一种途径，而竞争才是根本。因此，在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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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竞争的共生关系中，维持彼此之间地位的平等和收益分配的均衡对于技术联盟来说显得至关重要，

如果一旦某一个企业在研发能力、生产规模上明显优于其它企业，处于优势地位的企业往往容易忽视与

其它企业的沟通和合作关系，企业之间就可能会陷入对抗竞争的局面，使得技术联盟的互惠共生关系面

临分裂的危险。技术联盟实际上就是一种合作竞争模式，在企业技术联盟模式中，同一产业的企业之间

产品的差异相对来说比较小，各企业在生产中的技术和管理更易被他人模仿，反过来，它激励各企业在

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上不断创新，提高自己产品的特色。 

3. 结论 

本文通过种群生态学中逻辑斯蒂模型，分析了技术联盟内企业间共生状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通过

稳定条件的求解，得出相应结论：技术联盟达到共生稳定均衡状态的关键是竞争。一方面，从联盟内部的

各成员之间来看，新企业进入的低成本，导致现有的市场份额的缩水；熟练工人和原材料的争夺，导致生

产成本上升；技术和工艺流程上的创新在联盟内部极易被迅速模仿，导致成员企业比较优势不能长久；产

品定位和市场拓展的信息在联盟内的快速传播，导致利润被瓜分。另一方面，从技术联盟整体来看，正是

联盟内部企业彼此的激烈竞争，促进行业基础建设，加速市场信息流通，带动相关科技与专业人力资源的

积累，激发技术的改良和创新，凸现技术创新的潜力，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发挥技术扩散作用，引致相

关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导致生产成本的降低，并且这种扩散作用也吸引政府的关注，从而可能获得政策

上的支持；相互间形成的有效的制度安排，节约了大量交易费用等其他有利的作用，从而能形成联盟整体

对外部的竞争优势，保证联盟的良好发展。因此，竞合关系是技术联盟得以存续发展的根本。 
本文的分析是以假定联盟企业共同遵守联盟契约为前提的，即每个企业不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发生

道德风险行为，从而保证联盟的稳定性和成长性。事实上，作为界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

在联盟成立之初，企业之间就达成了一些规则或者约束条件，但由于这些约束大都以契约的形式存在，

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构成对联盟内部每个企业的约束，即使存在类似法律效应的合同，也存在一个执

行主体缺位的问题，因此就可能会出现对自身短期利益的过分追求而破坏联盟整体利益的倾向，进而可

能导致联盟的失败或者解体。 
随着全球化竞争越来越激烈，技术更新步伐加快，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研发成本与风险日益增

加，以及知识结构和技术开发的复杂化，这些变化将导致国内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不确定。国内

部分行业的企业开始从内部研发的传统形式转向技术创新的合作研发，并且在产业链上的分工合作越来

越紧密，技术联盟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发展机会和有效利用外部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

研究技术联盟共生互惠模式，建立良好的联盟合作机制，对当前中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的竞争与合作

大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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