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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动江苏国家高新区国际化发展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实现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将创新集

成这一创新管理的重要内容拓展至国际化层面，积极运用系统集成的思想，将江苏国家高新区视作面向

国际市场的统一整体，根据现有理论，进行江苏国家高新区国际创新集成的实证研究，旨在为国家高新

区的国际化发展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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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Jiangsu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conform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zones. This paper extends innovation integration,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innovation manage-
ment,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actively uses the idea of system integration, and regards 
Jiangsu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as a unified whole facing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Based on ex-
isting theorie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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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Jiangsu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aiming to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
ment of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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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以来，资源短缺及环境破坏问题已成为了抑制全球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点因素，科技创新

成为了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国家高新区作为全国高新技术发展的重点基地，率先落实了

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历经了三十余年的发展，国家高新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引擎。

通过探索江苏国家高新区国际创新集成的可能路径，既丰富了现有的高新区创新研究内容，也在实践上

对高新区创新产业国际化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向作用。 
当前，针对江苏国家高新区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问题提出与策略分析等方面，既包括了整体分

析，也涵盖了个体研究。杨静等[1]、孙红军等[2]都是从整体层面出发，说明江苏国家高新区目前的发展

问题；张晔[3]、朱军等[4]则是从个例出发，分别研究了南京高新区和昆山高新区的发展现状，就问题提

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科技产业竞争也日益加强，隋映辉[5]、常青青[6]都
认为可以从市场环境和政策等方面入手，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关于创新集成的研究，众多学者倾向于进

行原理解释和特征分析，苏楠等[7]、江兵等[8]都是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出发，说明集成网络对企业创新的

重要作用。白春礼[9]、钱旭潮等[10]都提出，集成创新作为创新发展的中间环节，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关

注。欧光军等[11]则将高技术产业看作创新生态系统，以模型的方式验证了提升科技产业创新集成的方案。

在上述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以江苏国家高新区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发掘其国际化发展的可能现实。 

2. 假设提出 

2.1. 国际化程度、国际关系强度与国际创新集成能力 

在一个完整的网络体系中，网络系统之间的联结强度和网络开放状态都会对系统的创新集成产生影

响，据此将本文的研究变量拓展为国际化程度及国际关系强度，并提出以下假设： 
H1：国际化程度对国际创新集成能力存在正向影响。 
H2：国际关系强度对国际创新集成能力存在正向影响。 

2.2. 产业集群结构与国际创新集成能力 

根据产业集群发展理论，产业在区域内的集群发展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具有积极作

用，合理安排集群结构能实现系统创新集成能力的提升。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产业集群结构对国际创新集成能力存在正向影响。 

2.3. 创新动机、国际资源获取状况、国际资源整合能力与国际创新集成能力 

研究指出创新动机的产生常常伴随着系统创新能力的普遍提高；产业系统通过扩宽自身资源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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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提高资源的整合和利用水平，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其中，创新动机作为内在动力，产业集群结

构作为外部特征，通过影响产业资源的获取和整合，间接影响系统创新集成的发展；与此同时，系统的

对外关系的维度及强度也会通过影响产业资源的获取和整合，间接影响系统创新集成的发展。综上，本

文据此给出了如下假设： 
H4：创新动机对国际创新集成能力存在正向影响。 
H5：国际资源获取状况对国际创新集成能力存在正向影响。 
H6：国际资源整合能力对国际创新集成能力存在正向影响。 
H7：创新动机通过国际资源获取状况和国际资源整合对国际创新集成能力存在正向影响。 
H8：产业集群结构通过国际资源获取和整合对国际创新集成能力存在正向影响。 
H9：国际化程度通过国际资源获取和整合对国际创新集成能力存在正向影响。 
H10：国际关系强度通过国际资源获取和整合对国际创新集成能力存在正向影响。 

2.4. 政策因素、金融与文化背景与国际创新集成能力 

不可避免的是，任何系统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针对政策、金融和文化背景等影

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潜在调节因素，做出如下假设： 
H11：金融与文化背景对国际创新集成能力具有调节作用。 
H12：政策因素对国际创新集成能力具有调节作用。 

3. 问卷调查与变量选取 

本文针对江苏国家高新区设计了关于国际创新集成能力的问卷调查，题目采取李克特五点量表法完

成，历时两个多月，回收获得有效问卷 211 份，满足研究样本数量。 
1) 因变量：参考现有对创新集成的研究，将因变量(国际创新集成能力)引申为对突破式和渐进式国

际创新能力。 
2) 自变量：根据假设内容，设置了包括国际关系强度、国际化程度、创新动机、国际资源获取状况、

国际资源整合能力、产业集群结构在内的 6 个自变量。 
3) 调节变量：设置政策因素和金融与文化背景 2 个调节变量。 

4. 实证研究方法与结果 

4.1. 实证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将对问卷的信度及效度进行检验，接着对国际创新资源集成能力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随

后是对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最后对调节变量进行调节效应假设检验，涉及软件包括 SPSS.21 和 AMOS.23。 

4.2. 实证分析结果 

4.2.1. 信度分析 
本文的信度分析采用了 Cronbach’s Alpha 系数(简称 α值)，当 α值大于 0.7，则表明量表的信度符合

要求，可以进一步进行分析，若小于 0.7 则需要对问卷进行调整或者增加样本量。 
由表 1 信度分析结果可知：本研究共设置 32 个测量题项，对应 9 个潜变量，前 8 个变量的 α值均大

于 0.7，创新集成能力的 α 值为 0.841，它的两个维度——渐进式和突破式创新能力的 α 值分别是 0.868
和 0.858。结果证明，本研究采用的调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此外，参考表中的 CITC 值(校正的项总计

相关性)和已删除的 α值，发现各个题项设置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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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liability analysis results 
表 1. 信度分析结果 

变量 测量题项 CITC 项已删除的 
Cronbach’s Alpha 值 

Cronbach’s 
Alpha 

国际关系 

Q1 0.759 0.869 

0.895 
Q2 0.746 0.872 
Q3 0.727 0.876 
Q4 0.716 0.878 
Q5 0.771 0.867 

国际化 

Q6 0.787 0.801 

0.876 Q7 0.754 0.831 

Q8 0.742 0.841 

国际资源获取 

Q9 0.832 0.902 

0.924 Q10 0.875 0.867 

Q11 0.832 0.903 

国际资源整合 
Q12 0.82 0.859 

0.906 Q13 0.838 0.843 
Q14 0.78 0.892 

创新动机 
Q15 0.73 0.816 

0.863 Q16 0.783 0.766 
Q17 0.707 0.837 

产业集群 
Q18 0.777 0.849 

0.89 Q19 0.787 0.842 
Q20 0.79 0.839 

政策 

Q21 0.732 0.751 

0.84 Q22 0.739 0.744 

Q23 0.646 0.833 

金融与文化 
Q24 0.76 0.835 

0.879 Q25 0.785 0.812 
Q26 0.755 0.84 

创新集成能力 
α = 0.841 

渐进式创新能力 
Q27 0.731 0.832 

0.868 Q28 0.774 0.795 
Q29 0.752 0.811 

突破式创新能力 
Q30 0.73 0.802 

0.858 Q31 0.739 0.793 
Q32 0.725 0.807 

4.2.2. 效度分析 
本文利用 SPSS.21 对各维度构成进行检验。使用因子分析进行效度分析之前，首先要判断是否满足

因子分析的条件，其中包括两个条件，一是需要 KMO 值大于 0.7；二是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

小于 0.05。为此，本文将所有题项分为两部分：Q1~Q26 和 Q27~Q32，分别进行影响因子量表的探索性

因子分析和创新资源集成能力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1) 影响因子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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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KMO and Bartlett tests of impact factors 
表 2. 影响因子的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0.880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3684.611 

df 325 
Sig. 0 

 
检验结果表明：表 2 的 KMO 检验值为 0.880，Bartlett 球度检验结果为近似卡方 3684.611，显著性概

率为 0.000 (P < 0.01)，即拒绝 Bartlett 球度检验的零假设，则认为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进一步地进行因

子分析操作，8 个因子的总方差解释率为 80.13%，大于 60%，说明量表的效度良好(具体过程略)。的效

度良好。 
2) 创新资源集成能力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Table 3. KMO and Bartlett tests of integration capability 
表 3. 集成能力的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0.803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635.074 

df 15 
Sig. 0 

 
同上，表 3 的 KMO 检验值为 0.803，Bartlett 球度检验结果为近似卡方 635.074，显著性概率为 0.000 

(P < 0.01)；抽取 2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总方差解释率为 78.63% (具体过程略)，则该量表的效度良好。 

4.2.3. 验证性因子分析(图 1) 

 
Figure 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odel 
图 1.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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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Fitting index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odel 
表 4.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指标 

拟合指标 χ²/df GFI AGFI NFI IFI CFI TLI RMSEA 

参考标准值 <3 >0.8 >0.8 >0.9 >0.9 >0.9 >0.9 <0.08 

本文统计值 1.146 0.888 0.859 0.902 0.986 0.986 0.984 0.026 

 
根据表 4 可知，χ²/df值为 1.146，RMSEA 为 0.026。GFI = 0.888、AGFI = 0.859、NFI = 0.902、IFI = 

0.986、CFI = 0.986、TLI = 0.984，所有拟合优度指标均达到标准，说明本研究所建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有效且与回收数据的匹配程度较好。 
 
Table 5.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表 5.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潜变量 测量题项 标准化因子载荷 S.E. C.R. P CR AVE 

国际关系 

Q1 0.813    

0.897 0.634 

Q2 0.799 0.077 13.01 *** 

Q3 0.783 0.069 12.665 *** 

Q4 0.764 0.073 12.26 *** 

Q5 0.822 0.068 13.52 *** 

国际化 

Q6 0.862    

0.876 0.702 Q7 0.848 0.064 14.646 *** 

Q8 0.803 0.067 13.649 *** 

国际资源获取 

Q9 0.877    

0.925 0.804 Q10 0.94 0.055 19.993 *** 

Q11 0.872 0.059 17.557 *** 

国际资源整合 

Q12 0.891    

0.907 0.764 Q13 0.905 0.056 18.035 *** 

Q14 0.824 0.057 15.596 *** 

创新动机 

Q15 0.812    

0.865 0.681 Q16 0.886 0.082 13.325 *** 

Q17 0.774 0.08 11.969 *** 

产业集群 

Q18 0.849    

0.890 0.729 Q19 0.865 0.071 15.048 *** 

Q20 0.848 0.066 14.699 *** 

政策 

Q21 0.831    

0.843 0.643 Q22 0.856 0.091 11.873 *** 

Q23 0.711 0.079 10.508 *** 

金融与文化 

Q24 0.836    

0.880 0.710 Q25 0.864 0.073 14.116 *** 

Q26 0.827 0.077 13.5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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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渐进式创新 

Q27 0.807    

0.870 0.691 Q28 0.844 0.095 13.056 *** 

Q29 0.842 0.084 13.036 *** 

突破式创新 

Q30 0.826    

0.857 0.667 Q31 0.836 0.076 13.464 *** 

Q32 0.787 0.078 12.527 *** 

 
由表 5 可知，每个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 0.5，CR (组合信度)值均大于 0.7，AVE 值均大于

0.5，则每个题项都可以很好的解释其所在的维度且量表具有较好的聚敛效度。 

4.2.4. 结构方程模型(图 2) 

 
Figure 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diagram 
图 2. 结构方程模型图 

 
Table 6. Fitting index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表 6.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 

拟合指标 χ²/df GFI AGFI NFI IFI CFI TLI RMSEA 

参考标准值 <3 >0.8 >0.8 >0.9 >0.9 >0.9 >0.9 <0.08 

本文统计值 1.133 0.920 0.893 0.935 0.992 0.992 0.990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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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 6 可知，χ²/df值为 1.133，RMSEA 为 0.025，适配较好。GFI = 0.920、AGFI = 0.893、NFI = 
0.935、IFI = 0.992、CFI = 0.992、TLI = 0.990，所有拟合优度指标均达到通用标准，说明本研究所建立的

结构方程模型有效且与回收数据的匹配程度较好。 
 
Table 7. Path analysis results 
表 7. 路径分析结果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S.E. C.R. P 

国际资源获取 <--- 国际关系 0.381 0.106 3.927 *** 

国际资源获取 <--- 国际化 0.191 0.095 2.276 0.023 

国际资源获取 <--- 创新动机 0.068 0.092 0.933 0.351 

国际资源获取 <--- 产业集群 0.152 0.088 1.98 0.048 

国际资源整合 <--- 国际关系 0.241 0.116 2.357 0.018 

国际资源整合 <--- 国际化 0.043 0.105 0.482 0.63 

国际资源整合 <--- 创新动机 0.249 0.105 3.115 0.002 

国际资源整合 <--- 产业集群 0.215 0.099 2.606 0.009 

创新能力 <--- 国际资源获取 0.382 0.048 4.289 *** 

创新能力 <--- 国际资源整合 0.227 0.041 2.857 0.004 

创新能力 <--- 国际关系 0.263 0.062 2.466 0.014 

创新能力 <--- 国际化 0.454 0.059 4.648 *** 

创新能力 <--- 创新动机 −0.087 0.052 −1.12 0.263 

创新能力 <--- 产业集群 −0.051 0.049 −0.643 0.52 

 
由表 7 路径分析结果可知： 
国际关系、国际化、产业集群对国际资源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创新动机对国际资源获取没

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国际关系、创新动机、产业集群对国际资源整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国际化对国际资源整合没

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国际资源获取、国际资源整合、国际关系、国际化对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创新动机和

产业集群对创新能力都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4.2.5. 中介效应检验 
以下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重复两千次样本，计算 95%的可信区间。 

 
Table 8. Test of mediation effect by Bootstrap method 
表 8. Bootstrap 法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路径 Estimate Lower Upper P 

国际关系–国际资源获取–创新能力 0.145 0.058 0.295 0.001 

国际关系–国际资源整合–创新能力 0.055 0.004 0.157 0.033 

国际化–国际资源获取–创新能力 0.073 0.005 0.176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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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创新动机–国际资源整合–创新能力 0.056 0.012 0.143 0.007 

产业集群–国际资源获取–创新能力 0.058 0.002 0.148 0.038 

产业集群–国际资源整合–创新能力 0.049 0.006 0.127 0.017 

 
从表 8 结果可知： 
1) 部分中介作用。国际关系–国际资源获取–创新能力路径效应值为 0.145，95%置信上下区间为

0.058~0.295，且 P 值为 0.001，小于 0.05，说明中介效应存在；当中介变量与自变量同时作用于因变量时，

自变量依然显著影响因变量，故可以认定为部分中介；国际关系–国际资源整合–创新能力路径和国际

化–国际资源获取–创新能力路径同理可认定为部分中介。 
2) 完全中介作用。创新动机–国际资源整合–创新能力路径效应值为 0.056，95%置信上下区间为

0.012~0.143，且 P 值为 0.007，小于 0.05，说明中介效应存在；当中介变量与自变量同时作用于因变量时，

自变量对因变量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时，故可以认定为完全中介；产业集群–国际资源获取–创新能力

路径和产业集群–国际资源整合–创新能力路径同理可认定为完全中介。 

4.2.6. 模型修正 
由于拟合度较好，不需要残差项连线只需要删除不显著的路径即可(图 3)。 

 

 
Figure 3. Revised model diagram 
图 3. 修正后的模型图 

 
根据表 9 可知，χ²/df 值为 1.123，RMSEA 为 0.024，说明适配较好。此外所有拟合优度指标均达到

通用标准，说明本研究所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有效且与回收数据的匹配程度较好。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4.131020


吴价宝，吴佳玲 
 

 

DOI: 10.12677/mse.2024.131020 216 管理科学与工程 
 

Table 9. Overall fit index of the modified model 
表 9. 修改后模型整体适配度指标 

拟合指标 χ2/df GFI AGFI NFI IFI CFI TLI RMSEA 

参考标准值 <3 >0.8 >0.8 >0.9 >0.9 >0.9 >0.9 <0.08 

本文统计值 1.123 0.919 0.894 0.934 0.992 0.992 0.991 0.024 

4.2.7. 调节效应假设检验 
1) 金融与文化在国际关系与创新集成能力间的调节效应分析 

 
Table 10.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finance and culture on interna-
tional relations and innovation integration ability 
表 10. 金融与文化在国际关系与创新集成能力间的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标准系数 t 标准系数 t 

国际关系 0.558 9.63*** 0.537 9.205*** 

金融与文化 0.144 2.487* 0.17 2.894** 

国际关系*金融与文化   0.114 2.06* 

F 66.785*** 46.629*** 

R² 0.39 0.402 

调整后 R² 0.384 0.393 

(注：***P < 0.001，**P < 0.01，*P < 0.05)。 

 
2) 政策在国际关系与创新集成能力间的调节效应分析 

 
Table 11.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licies on international rela-
tions and innovation integration capacity 
表 11. 政策在国际关系与创新集成能力间的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标准系数 t 标准系数 t 

国际关系 0.583 10.642*** 0.583 10.301*** 

政策 0.149 2.713** 0.149 2.698** 

国际关系*政策   −0.002 −0.031 

F 67.724*** 44.934*** 

R2 0.393 0.393 

调整后 R2 0.387 0.384 

(注：***P < 0.001，**P < 0.01，*P < 0.05)。 

 
同理，继续对金融与文化在产业集群与国际资源获取间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金融与文化在产业集

群与国际资源整合间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政策在产业集群与国际资源获取间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政

策在产业集群与国际资源整合间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具体过程略，调节效应的经验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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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中模型一的标准系数为 0.558，P = 0.000 < 0.05 则国际关系对创新集成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作用；模型二中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114，(P = 0.041 < 0.05)，说明交互项对创新集成能力也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作用，且模型一的 R2 为 0.39，模型二的 R2 为 0.402，显著提高，说明模型解释能力增强。故证

明该调节变量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表 11 中模型一的标准系数 0.583，P = 0.000 < 0.05，进一步证明国际关系对创新集成能力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作用；模型二中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002 (P = 0.976 > 0.05)，说明交互项对创新资源集成能力没

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且模型一的 R2 是 0.393，模型二 R2 是 0.393，无显著提高，故证明该调节变量没有

显著的调节作用。同理可以分析其他调节变量是否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5. 结论分析 

根据修改后的模型显示，国际创新集成能力的发展既受到了直接影响，也受到了间接影响。国际关

系、国际化、国际资源获取、国际资源整合等 4 个变量对国际创新集成能力存在直接影响。国际关系通

过影响国际资源获取和国际资源整合间接影响国际创新集成能力，此处国际资源获取和国际资源整合 2
个变量充当部分中介作用；国际化通过影响国际资源获取间接影响国际创新集成能力，此处国际资源获

取变量也充当部分中介作用；创新动机通过影响国际资源整合间接影响国际创新集成能力，此处国际资

源整合变量则充当完全中介作用；产业集群通过影响国际资源获取和国际资源整合间接影响国际创新集

成能力，此处国际资源获取和国际资源整合 2 个变量也充当完全中介作用。 
根据调节效应检验，可以发现调节变量金融与文化在国际关系对创新集成能力的影响上有较明显的

正向调节作用，调节方向是强化国际关系对创新集成能力的正面影响；在产业集群对国际资源获取的影

响上有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调节方向是强化产业集群对国际资源获取的正面影响。调节变量政策在产

业集群对国际资源获取的影响关系上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调节方向是增强产业集群对国际资源获取

的正向影响；在产业集群对国际资源整合的影响关系上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调节方向是增强产业集

群对国际资源整合的正向影响。 

6. 政策建议 

1) 加深国际合作。降低我国对单一国家的技术和产品需求，应进一步完善高新区产业合作布局，既

要把握主要合作大国，也要重视关键小国，密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方向全方位拓宽我国对外合

作领域。 
2) 拓展国际资源。一方面，应该时刻关注世界局势，利用全球信息，合理规划国际物质资源的获取，

综合考虑资源获取难度和获取成本，坚持“全面布局、部分择点”原则，分散物质资源获取压力。另一

方面，调整物质资源使用比例，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积极开发和利用新型资源或可再生资源。 
3) 吸引科技投资。江苏国家高新区应采取各类措施，积极吸引国际投资。首先，管理部门应根据高

新区特色产业制定专门的税收和财政政策，鼓励对口外资企业在高新区内与本土企业进行合作。其次，

综合考虑高新区产业链结构，推动国际科技投资增强产业链价值。 
4) 聚焦人才引进。从高新区宏观政策层面出发，相关部门应以地区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完

善高新区国际人才引进政策，适当简化科技人才签证手续，为国际化高端人才提供便捷通道，鼓励人才

在园区内定居。从微观举措出发，国际化高端人才的引进应精确到个人，落实到具体。人才引进既要做

到受众广泛，同时也要精准匹配，面对产业紧缺型人才可以专项专办，确保引进人才能真正做到服务企

业或服务产业发展。 
5) 引入创新平台。为了避免高新区创新平台、创新孵化器“空壳化”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根据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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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产业特色，积极引入国际创新平台，利用其成熟的金融体系和产业改革策略，推动高新区科技企业

的深入发展。另一方面，充分挖掘自身创新资源，实施高新区目前创新平台的改革，依托本土优势，转

化前沿科技，把握政策走向，促进高新区国际化发展。 
6) 注重资源整合。合理把握上下游和价值链发展趋势，将国际资源作为连接上下游，贯通价值链的

重要粘合剂。综合考虑资源利用成本和资源利用效率，国际资源布局应秉持利用率最高原则，同时考虑

周边的科研实力及人才水平，可有效避免出现国际资源的闲置与浪费。 
7) 打造产业集群。集群的构建实现了同类型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和技术交流，企业间由相互模仿到相

互分工，再到各自创新，在此过程的不同阶段，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改革传统的发展思维，树立国际

化的创新理念，在寻求自主研发的同时，加强与国际企业的合作，分析企业特征，将国际企业更好的容

纳在原有的产业集群中。 
8) 激发创新活力。优质的创新环境和开放的创新政策都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就科技企业层面

而言，企业本身的经营定位、企业文化、日常管理和员工培训都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活力。在科技企业内

部营造创新精神，将进一步激发企业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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