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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中创新型创业人才孵化研究 

——基于中山市产业集群的分析 

郑琦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经管院，广东中山，528404） 

[摘要] 创新型创业是创业的新模式，是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珠三角地区集聚了大量 

的产业集群，研究地区产业集群对创新型创业人才的影响和孵化保留机制成为现实课题。通过理论回顾、实地调 

查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界定了创新型创业，在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山市产业集群中 

创新型创业与集群的互动机理、构建了产业集群对创新型创业人才的孵化机制模型，并对集群中创新型创业人才 

保留给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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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创业成为新时期非常重要的一种创业 

模式，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巨大。目前我国珠三角 

地区城市正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 

和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现实课题，创新型创业的地位 

和作用更加突出。 

一、创新型创业的内涵 

对创新和创业国内外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类：复制型创业、模仿 

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创新型创业是指创业者能够 

识别具有创新性的创业机会，通过使用新技术、新 

工艺向市场提供新产品或者新服务，更好地满足顾 

客需求，能创造更高价值的创业活动 [1] 。纵观国内 

外的研究文献，对创新型创业的划分主要有技术型 

创新创业和创意型创新创业，前者是指企业拥有自 

己的核心技术，通过技术垄断来进行创业；后者是 

指创业者创造出一种新的商务模式或者经营理念 

进行的创业活动 [2] 。 

创新型创业企业表现出三个重要特征：一是持 

续性的创新。无论是技术性的创新还是创意性的创 

新，创新不是一次性的。对于创新型创业来说后续 

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持续创新才是创新型创 

业企业生存下去并获得发展的关键，也是衡量一个 

企业是否是创新型企业的最关键因素。二是高知识 

产权比率。创新型企业基于不断的创新而存在和发 

展，所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新技术、新 

产品以及专利和品牌，并且直接拥有这些知识产权 

的所有权。在创新型企业中知识性资产的比例远高 

于传统企业中的比率。三是企业的高收益和高风险 

性。创新型创业利润率和投资回报率远超过传统企 

业，一旦成功企业将获得巨额回报。这也正是由于 

创新形成垄断所带来的。与此同时这类企业也伴随 

着高风险，由于市场变化、创新的高投入等原因， 

一旦创新结果不能适应市场，或者高研发投入导致 

资金链断裂，都会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 [3] 。 

二、中山市产业集群现状 

广东省中山市经济结构以产业的集聚为特 

点，在改革开放伊始，为避免无序竞争和产业同 

质化，中山市采用“一镇一品”的产业布局，下 

辖的镇区根据自己的资源特点和历史渊源等原因 

着重发展一种产业，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中山经 

济结构中产业集群特色明显，在小五金、休闲服 

饰、红木家具、腊味食品、健康产业和新能源领 

域形成多个国家和省的产业集群示范基地。目前 

拥有国家级产业基地 26 个， 省级创新示范专业镇 
14 个，省级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  8 个，10 余家 

国家级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产业集群工业产值 

占到了全市年总产值的  70%以上。这些产业集群 

特色集中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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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镇一品”的特色 

中山是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没有设置县级行 

政级别，市直辖各个镇区，目前中山市有 24 个镇， 

每个镇都有自己的产业集群，称之为“专业镇” 。 

例如： “小榄五金”“古镇灯饰”“东凤家电”“沙溪 

服饰”“黄圃腊味”等。专业镇经济占到全市  GDP 
的 70%。 

（二）非公有制中小微企业为主 

在中山的产业集群中，中小微企业占到了 99% 
以上。 中山地区有浓郁的商业氛围和创业传统， 

使得该地区的民营中小微企业为数众多，并成为地 

区经济的主体。2012 年，全市 3170 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中，非公有制的中小微企业为  3122 家，占 

总数的 97.5%，其生产总值 12363397万元，占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的  51%。 

（三）传统产业集群快速向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中山市中小微企业主要面向海外市场，伴随着人 

民币升值、人力资本上升的因素，近年来中山地区产 

业集群企业都在加快转型升级，中山产业集群中无论 

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在快速采纳高新技术手 

段和新商务模式武装自己，传统产业通过提升产品技 

术含量、开发品牌等提升产品附加值。东凤家电产业 

集群正朝着低耗网络化家电产业集群靠拢，古镇灯饰 

产业集群转变为高端设计和  LED 等光源开发，小榄 

五金通过电子商务来降低流通成本等。 

三、产业集群的创新型创业人才孵化机制 

（一）产业集群中创新型创业人才的孵化模型 

产业集群的知识外溢等外部性对创新型创业 

人才产生磁场效应带来人才集聚，并对潜在的创业 

人才形成孵化 [4] 。通过对产业集群中创新型产业企 

业中高层人员的深度访谈，发现产业集群对创新型 

创业人才的孵化作用主要体现在：产业集群主体对 

创业人才产生集聚和保留、产业集群中特有的环境 

产生孵化和产业集群中的创业氛围对创业人才产 

生激励。所谓的产业集群主体是指产业集群中的各 

类机构和组织，包括政府行政机关、行业协会、金 

融机构、教育、法律等咨询服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 

企业主体；孵化环境是产业集群中与创新型创业相 

关的市政基础设施、商务设施和生活设施，这些设 

施能为创新型创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生活保障； 

产业集群创业氛围是指集群是否有良好的容错氛 

围，即对是否创新和冒险表示认可和赞赏，包容和 

允许失败，有优秀企业起到示范作用，有失败的企 

业起到警示作用 [5] 。产业集群对创新型创业孵化表 

现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产业集群对创新型创业者孵化模型 

（二）产业集群对创新型创业人才孵化的数据 

分析 

按照前述的产业集群对创新型创业人才孵化 

的三维模型，设计了涵盖  39 个检测指标的产业集 

群对创新型创业人才孵化的指标体系，并设计调查 

问卷进行调查。以测定孵化模型的科学性。在指标 

体系中有关创业孵化主体的指标  15 个，孵化环境 

的测量指标有  12 个。测量指标问卷采用李克特五 

级量表进行设计和记分。问卷在经中山市经贸局和 

行业协会发往产业集群和专业镇的的 150 家，回收 

有效问卷 124 份。数据分析步骤如下： 

第一，检测做因子分析的适宜性。对于原始数据 

进行相关矩阵检验，本文采用KMO样本测度法和巴 

特利特球体检验法进行检验。 经检验KMO值=0.912， 

其值大于检验的临界值  0.7，同时巴特利特球体检验 

的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 0.000（？），其值小于 

参考值 0.01， 说明数据具有相关性， 适宜做因子分析。 

第二，提取因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 

征根大于 1 的因子， 转轴方法选用方差最大正交旋 

转法。在产业集群的孵化主体上提取到四个因子分 

别是：政府服务、金融服务、行会服务和咨询服务， 

方差解释量是 62.708%。在创业氛围方面提取四个 

因子分别是：创新氛围、容错氛围、激励与警示氛 

围和警示氛围方差解释量为 72.372%，在创业环境 

方面提取三个因子分别是：基础设施、商务设施和 

生活设施方差解释量为 62.801%。 

第三，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如图 24 所示。 

图 2 孵化主体因子载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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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孵化氛围因子载荷表 

图 4 孵化环境因子载荷表 

各维度验证模型的 GFI\AGFI\CFI\NFI\IFI等系 

数均大于 0.7，x2/df的值均小于 5，RESEA的值低 

于 0.1，说明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和稳定性。 

第四，对整体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 

是一个三阶模型，现在进行二级指标层和一级目标 

层的因子分析得到模型的参数，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5 创新型创业者素质模型及因子载荷 

模型的  GFI\AGFI\CFI\NFI\IFI  等系数均大于 
0.7，x2/df的值均小于 5，RESEA的值低于 0.1，说 

明模型有良好的拟合度和稳定性。 

通过上面基于中山市产业集群的数据分析，整 

体上验证了产业集群对创新型创业人才孵化模型， 

显示出产业集群对创新型创业人才通过孵化主体、 

孵化环境和孵化氛围进行三维孵化的合理性和科 

学性。

四、产业集群对创新型创业人才的保留 

一是基于创业孵化主体的人才保留。通过对前 

述的产业集群对创新型创业人才的孵化机制研究， 

产业集群对创新型创业人才的保留可以从创业孵 

化主体、创业氛围和创业环境方面入手。 

二是政府应建立起互动体制机制。创新型创业 

人才受教育程度较高，主体意识强烈，参与地方政 

府事务的积极性强。当地政府应积极使他所参与到 

地方政府决策中来，充分发挥自身对产业经济的理 

解，出台促进地方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一方面促 

进产业发展，一方面使他们从感情上得到满足，从 

而保留在产业集群中。创新型创业属于高风险和高 

收益的风投，风投资金的引入和数量的多寡对创新 

型创业企业的孵化和创业人员的吸引十分重要，因 

此要建立起政府金融扶植体系和金融保障体系。 

三是基于创业环境的人才保留。良好的商业环 

境、生活环境和市政基础设施，对产业集群中创业人 

才保留起到巨大作用。优化产业集群的生活环境、建 

立完善良好的市政基础设施，便于创新型创业人才进 

行创业活动和生活，是保留创新型创业人才的基础。 

同时政府也要促进知识产权立法工作，保护好创新型 

创业人员的切身利益。鉴于创新型创业的高风险，政 

府应建立起容错机制和金融保障机制，使中山市真正 

成为人才发展、科技创新的创业乐园。 

四是基于创业氛围的人才保留。应建立起政府 

主导的创新型创业激励氛围，创建更多的创新型创 

业孵化基地，通过税收、补贴等手段进行创新型创 

业扶植。同时建立起企业经营管理的培训、咨询机 

构，对初创的企业进行企业经营管理、法律法规等 

咨询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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