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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虚拟集聚基于现代通讯和网络技术，打破了地理位置束缚，实现产业集群之间的跨区合作，促进创新要

素的高效流动。本文依托虚拟集聚的内涵与特点，结合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环境角度，从创新能力、创

新成本、创新效率等方面分析了虚拟集聚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提出以虚拟集聚促进科

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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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modern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 technology, virtual agglomeration breaks the geo-
graphical constraints, realizes cross reg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pro-
motes the efficient flow of innovation elements.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virtu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of technology-based SMEs, this paper 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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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zes the impact of virtual agglomeration on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technology-based SMEs 
from the aspects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novation cost,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puts forward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based SMEs through virtual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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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产业也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其中打通跨界融合、协

同联合、包容聚合的创新通道成为首选，产业在网络空间的高频率合作与联系使得产业边界模糊化、产

业组织虚拟化成为新经济时代下产业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逐步的新趋势[1]。数据成为关键的创新输入，

并全面介入资源配置过程。创新要素集聚和配置正由传统地理空间加快向网络空间聚集。同时随着获取、

海量存储、数据挖掘、量子信息传输、机器信任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取得突破，高效融合了各企业的

应用平台和服务内容，促进了网络、业务和终端的互动式发展，打开了集聚效应扩散、知识共享和开放

获取的新思路，构建了企业合作、上下游关联、产业联盟的新模式，从而使网络平台价值最大化应用，

这也为虚拟集聚的发展创造了空间[2]。作为资源空间配置的新形式，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

虚拟集聚的现实基础越来越凸显；作为数字经济的组织形态，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虚

拟集聚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 
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虽然规模小，但技术含量高，成长速度快，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具有非常显著

的作用。据统计，全国 78%的发明专利、70%以上的创新成果以及 80%以上的产品研发均由其创造。同

时科技型小企业在培育新产业，带动新就业和培育经济增长点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科技型小

企业不仅服务于经济增长，同时有助于调整要素结构和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目前，我国科技型中小

企业在国家和社会的扶持下，呈现快速发展势头，但仍面临“高死亡、短寿命”的成长压力[3]。从内部

因素来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资源获取能力以及知识整合能力等主要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长续发展。但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自身规模、技术攻关以及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存在局限，仅凭借“单兵作

战”难以保持稳定的优势。这使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研发创新活动中倾向于向外部资源寻求技术和资源

的共享，但传统产业集群的功能很难惠及其所在地之外的企业[4]。特定地理位置的空间边界使传统产业

集群生存在一个相对闭环的环境之中，它能够容纳的产业类别、数量、规模都具有很大局限，无法满足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长久发展。另一方面传统产业集群里存在“搭便车”的行为，企业只剽窃他人的创意，

这就造成集聚区内整体的创造意愿降低，即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虚拟集聚，极大改善了信息、知识交流的手段和效率，大大降低了地理空间

集聚对知识溢出的依赖程度。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通过虚拟平台以较低成本获取有关技术创新、客户需

求等有关信息，弥补其创新能力不足的缺陷[5]。同时借助供应链与企业间的海量实时互动数据，依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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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与云计算等技术，可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生产、服务与研发资源的配置效率。虚拟集聚作为新一代

信息技术下的新生现象，科技型中小企业该如何利用虚拟集聚进行发展，以及虚拟集聚对科技型中小企

业创新发展的影响等问题仍需探索。 

2. 虚拟集聚的内涵与特征 

2.1. 虚拟集聚的内涵 

虚拟集聚的概念是在基于波特 1990 年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正式提出的产业集聚的内涵、形式的

丰富以及外延、范畴的拓展，企业集聚形式不再局限于传统产业集聚的地域限制，而是依托于网络空间

开展合作[6]。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欧盟 7 所大学组成的课题组将虚拟产业集群是各自擅长方面

不同的企业组成的联合体，该联盟以网络为交流渠道，利用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价值链为基础打造创

新网络，形成虚拟集群，以此来获取更多发展机遇。此后，国内外的诸多学者对虚拟集聚作了不同视角

的探析，如表 1 所示。 
 
Table 1. List of relevant researches on the connotation of virtual agglomeration 
表 1. 虚拟集聚内涵相关研究一览表 

视角 学者 内涵 

组织视角 

Vakola 和 Wilson [7] 是由许多类型多元、且有一定优势或专长的企业组成的集合体 

李运强[8] 由产权相互独立、地界不固定、且在同一条产业链上生产不同产品的一系

列企业及其相关企业构成的集合 

周丽豪、黄莉[9] 组织形态接近是企业虚拟集聚的基础，相近组织通过共享知识资源和客户

资源来促进集聚 

网络视角 

杨建华[10] 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切入点，结合其技术发展特点，以纵向和横向产业链方

向构成合作网络，形成虚拟产业集群。 

庄宝丁[11] 虚拟集聚是将产业链中的所有企业以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集聚起来，

构建交易平台，并引入相关服务机构，实现平台竞争优势。 

线上与线下

结合视角 

王如玉[12] 原有传统地理空间集聚的产业集群与异地产业集群在虚拟空间开展合作，

利用信息技术进行高效沟通与信息共享，以获取创新资源。 

庞俊亭[13] 虚拟产业集群以地理空间为载体，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各有竞争优势

的企业联合形成网络共同体。 

 
综上所述，虚拟集聚的本质是将地理上分散的、有密切联系的、处于同一产业链上的企业或者组织

在虚拟平台内的集中，这种集中以互联网为基础，以系统平台为依托，以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为支撑，

以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为主要通讯手段。其集中的目的则在于共同发展、共同主导、共同创新和共享成

果，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 

2.2. 虚拟集聚的特征 

虚拟集聚与传统地理集聚相同的是都为“空间集聚”，都是资源高效配置的方式。不同的一是空间

延展性不同。传统地理集聚的最大优势也体现在于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性，其包含有经济外部性，知识外

部性和竞争外部性。虽然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效应对集群内的产业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地理层面上

的产业集聚也会带来的外部负面性[14]。这种负面性的产生的原因在于产业过分集聚造成区域环境恶化、

集聚带来的“拥挤效应”超过了集聚的“规模效应”，产生了“锁定效应”。在集群程度超过阈值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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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并不能再激发企业的主动创新行为，反而会存在搭便车行为和存在知识盗取的现象。而虚拟集聚

则可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无限扩展，且更多样化的主体可进入虚拟集聚中，从而获得更多创新资源，

更高的知识溢出效应，更广范围的规模经济。二是依托空间不同，地理集聚需在真实的地理空间，如各

区域打造的产业园区。而虚拟集聚则是依托于互联网的虚拟空间进行交易交流，如淘宝、天猫等电商平

台[15]。三是信息传递速度不同，通过虚拟空间，企业间可实现信息的快速匹配沟通且相应成本更低。 
虚拟集聚具有数据资源化、信息在线化、全链一体化等特征[16]。数据资源化是指传统的地理集聚强

调的是实物资源、资本和产品、劳动力等要素的集聚，而虚拟集聚更注重交易过程中所隐藏的数据信息。

依靠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对隐含数据进行挖掘和处理，从而更加匹配消费者和合作者需求。基于这

些数据资源，可以快速优化生产和消费环节的生产要素资源配置。信息在线化是指网络平台中的主体不

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可全天候发布相关资源，实现信息实时交互，推动产业链各主体各环节的高效合作。

同时也为不同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支撑，推动科技型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并且各主体可依托交易空间

在时间、空间的广泛性，打造全球化市场，实现交易泛在化。全链一体化是指传统的地理集聚通常是产

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集中形成产业集群以减少交易成本。但虚拟集聚依托自身强大平台往往超越单一产业

链，涵盖整个产业链[17]。如海尔的“智汇云”通过将智能智造、专业服务和数字化营销等功能相结合，

极大地促进了跨境融合、资源配置和协调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增值能力。 

3.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环境分析 

科技型中小企业所处创新环境由核心创新环境、辅助创新环境和外部创新环境构成，如图 1。 
 

 
Figure 1. Innovation environment for technology-based SMEs 
图 1.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环境 

3.1. 核心创新环境 

企业创新活动中面临着变化较快的技术环境，这使得现有的技术很容易变得“过时”。技术环境的

变化往往伴随着技术改变产生的新机会以及新产品的不断出现与研发。核心创新环境是由企业通过价值

链和竞合关系构成的环境，其中包括相关企业、竞争企业、供应商企业和需求方企业[18]。科技型中小企

业的创新主要得益于合作学习，通过与外部组织的协同实现新技术的联合开发、R&D 共同投入、研发人

员协同工作、创新知识协作共享等协同创新行为，进一步增加新产品的创新收益。当创新环境情景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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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企业可以获得较多关于合作方技术价值、开放度等信息，是影响企业开放度决策的重要因素。

以需求企业的要求为研发目标，以竞争企业的发展策略确定自身战略，通过与相关企业进行经验、技术

和管理的相互学习和自我强化，形成了企业的核心创新环境。在核心创新环境中，企业可以通过项目合

作、要素共享和战略联盟相互依赖、相互促进。 

3.2. 辅助创新环境 

辅助创新环境是集群企业协调供求关系和服务形成的环境，主体包括大学、研究机构、科技中介机构、

企业家协会、金融服务机构等。其中高校、科研机构是知识和人才的提供者，发挥人才、学科、实验条件

等资源优势，而企业则是将相关知识转化为科研成果，能提供前沿市场需求与研发资金[19]。科技型企业

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及其技术专家研究团队建立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融资过程长、门槛高、成本高已成为制约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银行、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

积极典当融资、金融租赁、发行债券和银行贷款等高效的服务模式，为科技型企业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3.3. 外部创新环境 

外部创新环境则是科技型企业发展所依赖的整体经济发展环境以及政策支持情况。良好的经济环境给

予企业强大的资金支持，经济政策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宽松的经济政策提高了企业

的利润空间，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过于宽松的环境会使得企业失去危机感，不再鼓励企业

在竞争中求生存，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反而会降低自身竞争力[20]。其中功能性产业政策通过提供科技型

企业相关补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进优秀人才等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创新

活力。同时良好营商环境的构建以及知识产权政策的落实能够促进企业间良性竞争，有助于企业创新发展。 

4. 虚拟集聚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 

虚拟集聚克服了区域产业集群的地域限制，可以集成全国范围内企业与组织的核心竞争力，以及不同

产业群的核心优势[21]。受网络化信息技术和市场经济法则的共同作用，虚拟产业集群的内外竞争形式将

更趋于“排劣性”，并具有更为公平、公正和合理的社会文化及企业伦理基础。在核心创新环境中，虚拟

集聚可以促使其与产业链相关企业实现高效合作，实现资源的跨地区、跨行业的整合，进一步激发创新动

力，提升创新效率。在辅助创新环境中，科技型企业可借助平台实现精准匹配，高效获取信息资源，合理

配置和流动不同地域上的企业和相关机构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降低创新成本，如图 2。 

4.1. 激发创新动力 

在核心创新环境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有源自内生的技术动力优势，技术的革

新与进步也是成为带动产业迈向新台阶的关键。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往往由于其规模较小、

资金实力较弱、企业研究与开发投入不足以及人才流动频繁等原因而备受限制[22]。同时科技型企业难以

掌握获取竞争优势的全部资源，必须与不同类型企业建立多重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渗透至生产活动的各

领域以应对市场环境变革。新一代信息技术使企业放松物理约束实现网络空间的虚拟集聚，跨越产业边

界建立任务型网络关系，将多样化集聚与专业化集聚相结合，众多的同类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以深化分工

与专业化协作，企业的相似性和互补性使得虚拟企业的“专”、“精”属性更加明显，各成员企业专注

于自身的优势领域，且又能得到其他企业的优势领域的支持。科技型企业可通过联合研发实现了技术创

新的攻关，突破地界的束缚，结为创新合作联盟体，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激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动

力。同时科技型企业在价格成本商议和合作寻求等方面都存在竞争，而企业可以利用创新来提升在竞争

力、成本等方面的缺陷，间接地提升了企业的创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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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impact of virtual agglomeration on innov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s 
图 2. 虚拟集聚对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影响路径 

4.2. 提升创新效率 

科技型中小企业借助虚拟集聚实现全链一体化，从纵向产业链来看，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上下游

合作企业因自身需求而率先展开创新，那么便会倒逼科技型企业为适应市场需求而展开相匹配的创新

活动，提升科技型企业的创新效率。同时科技型企业可借助供应链进行企业间的海量实时数据互动，

获取最新的交易进展。如可利用虚拟集聚平台连接各类工厂企业，按照成果转化需求的不同，灵活便

捷地在平台中组织形成“虚拟工厂”，并将订单按照“虚拟工厂”内部各个主体的实际能力进行分配

和管理，实现制造技术与生产能力的共享协同，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生产、服务与研发资源的配置效

率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效率[23]。从横向结构来看，处于产业链上同一产业链节内的具有竞争关系的中小

企业，为获取更多利益，将通过创新降低产品成本或实现差异化。更进一步来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虚拟集聚不仅可以与同产业链上的企业合作，也可以与其他不同产业的企业结成伙伴，参与产业融合

下形成新的商业模式。 

4.3. 降低创新成本 

在辅助创新环境中，从创新成本看，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失败后所要承担的成本较大，所以发展易

处于停滞状态。而当企业加入虚拟产业集群后，可以获得相应的专业服务支持以降低相应的风险成本。

如浙江乌镇虚拟产业园除了为入驻企业提供工商注册等基础政务服务外，也以较低的成本进行融资、法

律、人力、营销等方面的专业服务[24]。企业无需入驻指定地理区域进行生产经营，也能享受到来自乌镇

安全、稳定、快速和优惠的“云端”服务及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从生产资源来

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最宝贵的资源就是知识，但隐形知识是具有一定的收敛性，在地理空间上知

识扩散是存在困难的。基于信息技术的网络空间虚拟集聚，打破了传统产业集聚的地域局限，实现由单

一中心的规模经济向基于虚拟平台的范围经济的转变，大大降低了地理空间集聚对知识溢出的依赖程度。

在虚拟空间集聚的企业、政府、高等院校等可应用互联网技术实时交换数字化信息或知识，持续为虚拟

化的网络组织结构增值[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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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虚拟集聚促进科技型企业创新的措施 

5.1. 打造基于产业链的虚拟集聚平台 

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与各类创新主体建立跨区域的创新协同网络，实现技术创新链和产业链的一

体化，以便降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难度、减少创新成本、分担创新风险，优化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

环境。在运营过程中，要保持平台的动态性和开放性，当平台初始构建时各主体的合作模式及联系随着

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具有适应市场变化的更新升级能力。而当平台成熟后可能出现封

闭和僵化的状态，固有的内部联结使得企业不再发展集群外的交易关系，集群内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

动力也被削弱，因此平台需要不断从外部环境汲取新的企业、人才、信息等创新资源，保障虚拟集聚平

台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平台要推进建立动态、透明和准确的专业数据库，且保证平台中的各类创新主体能够快速、低

成本地获取数据库内企业的基本信息。数据库应包含平台内企业的信用评级、财务状况以及各企业在资

金、技术、人才、法律等方面的创新需求，记录平台内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协同创新案例的绩效情况，以

便其他协同主体可以清晰快速匹配自身所需的资源，以市场力量为驱动，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量身

定制”的创新支持。 

5.2. 建立完善的安全保障机制 

虚拟集聚平台构建中所需的云、端、网络等基础设施，是科技型中小企业交易数据传输、收集和存

储的必要条件，但存在被外部环境攻击、篡改和窃取的风险，同时平台内用户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违背相

关规定私自采集、使用、泄露、买卖用户数据。如果涉及到线上跨境集聚和跨境数字贸易，信息安全风

险将进一步扩大。因此虚拟集聚平台既要满足平台内各主体数据信息共享交换的功能需求，也要保障平

台系统安全、集群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以及执行环境安全。平台系统安全需要建立完善平台内用户管理

体系，设置准入权限。集群网络安全要加强节点身份管理以及访问流量控制，防止不明节点加入网络对

集群造成破坏。数据安全可借助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以及数据不可篡改的特征，保证交易数据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 
平台治理要充分发挥对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知识共享以及利益分配问题的积极规范，解决信息不对

称和机会主义带来的协作问题。建立完善的虚拟平台治理机制，包括风险管控机制、激励机制、利益分

配机制。风险管控机制要求进行风险信息共享，从而在落实风险管理措施时，可以建立统一、规范和全

面的风险应对机制，避免出现管理漏洞。加强风险评估和预警工作，做到事前控制，避免事故发生后所

造成的损失。划清各创新主体风险管理责任，明确风险管理职能，积极落实风险管理措施。利益分配和

激励机制要求以信息透明为前提，打破协同创新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道德低下企业的机会主义行

为。激励机制通过差异化的利益分配或相关资金政策支持，对高水平的创新参与者给予一定的创新资源，

驱使更多的创新参与者积极地参与到协作创新中，提升创新成果产出效率。做到公开透明，通过各参与

者的创新资源投入程度进行利益分配，对知识成果侵权行为进行及时处罚，加强集聚创新对科技型中小

企业的吸引力。 

5.3. 激发企业参与积极性 

政府在虚拟集聚推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维护作用，这意味着政府需要与时俱进，实现治理的

数字化转型。积极建设数字系统集成、信息共享、数据协同、智能服务的政府。统筹虚拟集聚平台中各

创新主体的相关需求，特别是直接对接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下而上”的支持政策需求。通过专项补贴、

税收优惠等政策性手段引领和刺激科技金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中介积极加入虚拟集聚平台，

https://doi.org/10.12677/mm.2023.131006


许娟，陈英葵 

 

 

DOI: 10.12677/mm.2023.131006 46 现代管理 
 

构建多样化协同创新网络，加强不同类型的创新主体在资源、技术、信息等创新要素上的沟通协作，实

现技术突破以及成果的快速转换。同时政府要通过相关制度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确保知识

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知识成果得到充分共享，保障科技型中小企业良好的创新环境。重视保护知识产权，

确保协同创新的各类主体权益分配的合理性，消除中小科技企业之间知识产权的潜在风险，激发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合作积极性。 

6. 结论 

相对于地理集群集中式的传统产业集群，虚拟集聚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打破地理限制，实现

不同区域间的创新主体展开协作，有效弥补了传统地理集聚的缺陷。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环境由核心创

新环境、辅助创新环境和外部创新环境构成，虚拟集聚可在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环境中进一步激发企业

创新动力，提高企业创新效率，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以虚拟集聚促进科技型中

小企业创新发展，应打造基于产业链的虚拟集聚平台，并建立完善的平台治理机制，并鼓励企业加入其

中，实现科技型企业与虚拟集群的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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