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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通过对３０多年来国际上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文献考察后发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早期的创新体系研究忽略了政治

过程，二是在一段时间内行业协会被赋予了特殊利益集团等的负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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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根据德国经验，“工商会等社团是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

□　浦文昌

　　摘要：通过对国外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行业协会商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不仅发挥着中介
者的作用，而且扮演公共机构的角色。除履行引领和推动、组织和协调，以及支持创新基础设施

建设等重要功能外，行业协会商会在一定条件下也会直接从事技术创新的研发工作。行业协会

商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发挥受多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政府的支持和培育尤其关键。

鉴于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尚有待开发，建议各界加强相关研究，同时建

议政府尽快将行业协会商会纳入国家创新体系，明确其主体地位和基本功能，并制定相应的激

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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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提出要“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促
进知识创新工程”，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宏伟战

略，并要求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等在建立

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

的，“迄今为止，国家创新系统文献几乎没有注意

到行业协会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①，虽然如此，仍

有学者关注到行业协会商会在创新体系中所扮演

的中介者角色②。通过对多国案例的考察，可以看

到，行业协会商会发挥着公共机构的功能，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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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起着引领和推动、组织和协调，以及支持创新

基础设施建设等重要作用。那么，行业协会商会

的这些作用是如何实现的？本文拟基于对国外典

型案例的介绍和分析，总结提炼行业协会商会的

创新功能、影响因素及其实现机制，并从中提出促

进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有效发挥

作用的建议。

一、国家创新体系中的行业协会商会

　　各国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定义存在差异，但大

多认为国家创新体系至少包括 ３个基本要素：人
和组织网络、创新相关活动以及体制和文化环

境。①我国政府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定义是：“国家

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

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②这里的“创新”不仅指技

术创新，还包含产品创新、流程创新、营销创新和

组织创新等，也即为一种“广义创新”。

图 １　广义国家创新体系模型③

资料来源：本图根据澳大利亚商业基金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ｉｎｌａｎｄ，Ｓｗｅｄｅ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Ｆｏｒ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５，改编见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ｓｗ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ｈａｍｂｅｒ．ｃｏｍ．ａｕ／ＮＳＷＢＣＷｅｂｓｉｔｅ／ｍｅｄｉａ／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ｉｎｋｉｎ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技术创新的主体通常是
企业、高等教育机构和各类科研机构。在大陆法

系中，具有公法人地位的工商会、手工业公会在技

术创新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各类行业协会则因其

私法人的性质和“利益集团”的属性，一般不属于

公共机构，但是，它们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常常

会突破其组织特性，履行特定的技术创新功能，从

而发挥类似公共机构的创新功能。下面通过国外

的典型案例介绍和讨论行业协会商会在技术创新

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技术创新的引领和推动者

行业协会商会对技术创新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代表业界进行创新政

策倡导。就行业政策、科技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

事项向各级政府、立法机构提出建议，是行业协会

商会政策倡议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行业协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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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作机制。



会通过政策倡导参与政策制定，引领和推动创新

发展。第二，从本行业、本地区实际出发进行创新

规划导向。行业协会商会常以“技术路线图”、“创

新发展规划”等形式引领本行业本地区企业技术

创新的方向，并通过组织实施这些规划推动技术

创新。第三，参与技术标准的制定。行业协会通

过起草国家技术标准或制定本行业的团队标准，

并通过自律机制提高和引领本行业的技术水平。

第四，直接从事创新研发活动。行业协会商会可

以自己筹集资金，开展行业创新所需研发活动。

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化学实验室就是由德国甜菜制

糖产业协会于１８８６年成立的，这也是德国历史上
第一个产业合作研究机构。① 加拿大最大且最早

的工业研究机构———制浆及造纸研究所是加拿大

造纸行业协会于 １９２５年成立的，它从事应用性的
工艺研究，促进了许多工艺创新。②第五，促进创新

成果扩散。行业协会商会可以发挥其在企业与科

研机构之间的桥接作用，在成员企业中推广科技

研发新成果，以提高成员企业的生产和服务效率。

案例１　美国钢铁协会制定技术路线图计划
推动钢铁行业彻底改变钢铁生产方式

美国钢铁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ｒｏｎａｎｄＳｔｅｅｌ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ｅ－ＡＩＳＩ）由 １９家钢铁制造商会员公司组成，此
外还有 １２４个准会员（供应商或钢铁行业的客
户）。协会成立于 １８５５年，１８６４年正式更名为美
国钢铁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ｒｏｎａｎｄＳｔｅ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９０８年与美国钢铁研究所（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ｒｏｎａｎｄ
Ｓｔｅｅ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合并，成为现在的组织形式，总部设
在华盛顿。协会的使命之一是“通过合作研究与

开发追求技术进步”。协会创办了钢材市场发展

研究所（ＳｔｅｅｌＭａｒｋｅ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Ｍ
ＤＩ），其主要任务是“努力支持和协调行业通过新
技术的不断开发和部署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协会还设立了钢材回收研究所（Ｓｔｅｅｌ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ＲＩ），以促进废旧钢铁产品的回收利用。
１００多年来，协会一直在开发新型钢材和应用炼钢
新技术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１９９５年，协会与美国能源部工业技术办公室

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由行业主导，在政府的帮

助下制定了“钢铁行业技术路线图计划（Ｓｔｅｅｌ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ｏａｄｍａｐＰｒｏｇｒａｍ）”。该计划的
目的是提高能源效率、增加北美钢铁工业的竞争

力，以及改善环境。

“钢铁工业技术路线图计划”在从 １９９７年 ７
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的 １１年内共组织了 ２８个专业
研究机构合作开发了 ４７个研发项目，投资总额达
３８００万美元，其中能源部提供 ２６５０万美元，协会
募集了来自５０多个参与企业和机构提供的 １１３０
万美元。如今路线图计划所开发的技术成果已在

美、加、澳钢铁行业得到广泛使用，美国钢铁协会

是路线图计划下开发的所有知识产权的所有者，

并以商业价格向所有钢铁制造商颁发使用许可

证，但是，参与该路线图计划的企业和机构可免费

使用这些知识产权，以此作为他们资助这项研究

并承担相应投资风险的回报。目前，路线图开发

的技术变革仍在继续，它将可能彻底改变钢铁的

生产方式，减少 ５０％以上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
排放。③

此外，协会还制定了“二氧化碳突破计划”（

ＣＯ２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ｒｏｇｒａｍ），重点资助熔融氧化物
电解（ＭｏｌｔｅｎＯｘｉｄ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ｓｉｓ－ＭＯＥ）和氢气闪
速熔炼（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ＦｌａｓｈＳｍｅｌｔｉｎｇ－ＨＦＳ）等两个新
技术研究开发，使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北美钢铁生

产商站在世界炼钢技术的前沿。

（二）技术创新的重要组织和协调者

从国外一些技术创新项目的组织实施和协调

情况看，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仅次于政府，它们的

作用主要体现为：第一，对项目选择进行组织和协

调。如美国的“铝业技术路线图”就是在美国铝业

行业协会的领导下与美国能源部合作确定的。第

二，对利益分配进行组织和协调。技术创新项目

涉及企业经济利益和知识产权归属，在行业、地区

内和企业集群内组织实施创新项目并不容易。由

于行业协会商会具有集体行动机制和自律机制，

能通过协会成员间的协商处理复杂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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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形成创新的集体行动。第三，对资源进行整

合和协调。一个大的技术创新项目可能涉及到几

十个甚至上百个企业和机构，必须把这些机构的

资源有效整合起来，才能实现创新目标，在这方面

行业协会商会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独特的优

势。

案例２　印度工业联合会促进技术创新的活
动

印度工业联合会（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ａｎ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ＣＩＩ）成立于 １８９５年，曾经过多次整合，使
用过多个名称，最终于 １９９０年形成现在的组织形
式。协会拥有来自私人和公共部门，包括中小企

业和跨国公司在内的８０００多名成员。
协会把促进技术创新作为重要战略任务，早

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就建立了第一届全国技术委员
会，旨在促进工业研发和投资、技术和研发合作。

协会为促进技术创新采取的主要举措有：第一，

２０００年在印度科技部和安得拉邦政府的支持下成
立了“安得拉邦技术开发促进中心（ＡＰＴＤＣ）”，为
中小企业创新和专利保护提供一站式服务。第

二，２００９年与孟加拉工程和科学大学合作建立“工
业研究、创新和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以建立工业

和学术的合作伙伴关系。第三，与科技部合作成

立全球创新与技术联盟（ＧＩＴＡ），使用印度双边工
业研发基金，实施印度／加拿大、印度／以色列、印
度／台湾工业合作开发项目。第四，与科技部合作
建立“技术出口发展组织（ＴＥＤＯ）”，促进全球市场
中印度技术知识、技术密集产品的竞争力。第五，

实施“印度创新计划（ｉ３）”，组织 １８岁以上创新者
全国创新竞赛项目，对顶尖创新者给予现金奖励，

并将其创新成果与企业链接。第六，创办创新网

络，将创新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通过互联网链接起

来，以促进创新更快地商业化。第七，与英特尔公

司合作开展科学研究与创新倡议活动，鼓励和促

进学生的创新。２００８年，从学校学生中收到了大

约１０００个创新项目，其中有 ２８个被选为顶尖创
新项目。①

案例３　德国卡尔斯鲁厄地区工商会组建创
新联盟为会员企业创新服务

卡尔斯鲁厄（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是德国西南部城市，
属于巴登 －符腾堡州。卡尔斯鲁厄技术区占地
３２４０平方公里，约有１２４万人口，工业部门拥有约
６５００家公司，ＩＴ部门拥有约４０００家公司。

为增强本地区公司的创新能力，卡尔斯鲁厄

工商会与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ＫＩＴ）、卡尔斯鲁厄
应用科学大学的化工技术研究院（ＩＣＴ）和弗劳恩
创新研究院（ＩＳＩ）等 ６个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于
２０１２年建立了“创新联盟”（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作为该地区技术创新的共同平台。

创新联盟的组织架构和机制是：建立联盟创

新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设在工商会技术委员

会）；联盟与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 ７０００多个研
究人员建立联系；联盟没有政府资金，其运行成本

由６家机构分担。
创新联盟的理念是为企业提供最快速的获取

与创新有关信息的通道，只要通过创新办公室这

个联系点，企业就可以迅速联系上 ７０００名研究人
员。如果企业计划开发项目或新技术，但缺乏技

术或实验室设施，就可以通过创新办公室搜索到

地区内所有 ６个研究机构的专业部门及有关专
家，并通过洽谈获得他们的帮助。与合作伙伴的

第一次见面和第二次项目洽谈都是免费的并给予

保密。

联盟成立后，每天收到约 ７０个来自机械工
程、能源储存、化学制造等行业企业的查询，多项

从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０００欧元之间的项目已经实施。根
据２０１４年德国经济研究院一项对 １１０个城市的
民意调查，在卡尔斯鲁厄的研究合作比其他地方

更加成功②，这与创新联盟的存在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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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卡尔斯鲁厄工商会创新联盟组织架构及机制示意图

资料来源：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三）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支持和投入者

虽然创新的基础设施通常由政府及其所属公

共机构提供，但行业协会商会也发挥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它们主要是通过游说与政府沟通，建议

和敦促政府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有时它们也

会直接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如筹资创办职业教育

培训机构、行业研发机构、创新企业孵化器、参与

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制定、通过推动政府立法，

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并通过行业自律，为保

护知识产权做出贡献等。在意大利，行业协会商

会不仅参与为技术转移和为本地产业提供通用技

术援助的产业中心发展和管理，还在专业工业区

（如鞋类工业区、纺织工业区）的组织中发挥重要

作用。①

案例４法国巴黎大区工商会为创新提供基础
设施支撑

巴黎大区工商会是有 ２００多年历史的巴黎工
商会和大区内的其他工商会于 ２０１３年组建的，其
中六个为省级工商会，两个为地方自治工商会，会

员企业共８５万家，会员企业的产值约占法国 ＧＤＰ
的３０％。巴黎大区工商会为企业成长提供企业安
置、资金求助、注册手续、法律法规、创新项目实

施、数字转型、寻找合作伙伴和进军新市场等多种

服务。

在企业和地区的创新发展中，巴黎大区工商

会依法为企业和地区的创新提供基础设施支撑：

一是提供高等技术和职业教育基地。巴黎大区工

商会目前拥有２４所精英学院和技术专科学院，人

称“法国第二教育部”。这些大学都由工商会创

建，但都是私立学校，每年培养 ３１，７００名学生（其

中１６，７００名是大学水平以下的职业培训学员），

并有３万人参加继续教育，为企业的创新发展量

身打造了精英人才，提供了多样化的人力资源支

持。二是通过创办孵化器促进创新企业发展。从

２００５年开始，巴黎大区工商会创办了 ７个孵化器，

２个实验室，每年孵化１００多个项目。工商会还是

帮助刚孵化企业成长的“苗圃（ｐéｐｉｎｉèｒｅ）”，帮助

了１２０家数码高科技企业的成长。ＥＳＳＥＣ商学院

的孵化机构由孵化器、苗圃和种子基金组成，由企

业家、投资者参与活动。该孵化器吸收了 ２５家公

司的种子基金，为初创公司筹集了 ７０００万欧元的

孵化资本，创办新企业 ２５３家，５年成活率为

７２％。此外，巴黎大区工商会还参与巴黎大区的

产业集群建设，促进巴黎大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和传统企业产业升级。②

二、行业协会商会促进技术创新的动机、

因素影响和运作机制

　　（一）动机

行业协会商会促进技术创新的动机首先来自

于组织理论所研究的逻辑起点———组织目的。奥

尔森指出：“实际上所有侧重于经济的组织都以此

为目的，那就是增进其成员的利益。……一些组

织是处于无知才没有增进其成员的利益，……不

去增进其成员的利益的组织往往会消亡。”③对于

这一点，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和 Ｓｔｒｅｅｃｋ的“会员逻辑”和“影

响逻辑”理论有更充分的论证。这些论点也可以

从商会发展史得到印证。对于商业人士作出入

会、保持或放弃商会会员身份决定的动机，英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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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者罗伯特·贝内特曾指出，“一个关键的结论

是，动机是复杂和多重的。在现代，不同的信息来

源表明，游说和服务都很重要”。① 由于技术创新

是企业发展最核心的因素，它自然也成为行业协

会商会进行游说和开展服务活动的重点职能之

一。

（二）影响因素

从各国技术创新的典型案例看，行业协会商

会促进创新的活动形式和绩效往往取决于诸多内

外部条件，存在多种影响因素，其中重要的内外部

因素分别如下：

１．内部因素
一是组织属性。在支持创新的基础设施建设

和帮助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商会组织特别是

公法商会强于行业协会，在政策倡导和专业技术

创新引领和推动方面，行业协会强于商会组织。

在重大科技进步项目的研发方面，全国性的行业

协会（联合会）明显强于地方性的行业协会组织，

而在促进中小企业普通工艺技术革新方面，地方

性行业协会则强于全国性行业协会。

二是行业属性。不同的产业在技术变革、来

源以及参与其中的行动者如何彼此联系等方面有

很大差异，比如从合成材料到制药等精细化工产

品的生产行业，其技术进步在许多方面都不相同。

在这些行业中，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引入新的产

品或产品种类，如尼龙或安定等，而并非系统技术

的不断的、渐进性的改进。ＩＴ、信息产业与钢铁、
牛奶等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也很不相同，前者的

创新常出现飞跃式发展，而后者的技术产品创新

是较为缓慢的，其技术变化基本上是采取新的生

产方法和对有问题的产品进行工艺改进。这种行

业属性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在促进创新活动的形式

和绩效上存在行业协会商会的个体性差异。

三是发展阶段（能力类型）。从行业协会商会

的能力发展看，一个协会从初创阶段到能力强大、

经验丰富的成熟阶段需经过多年发展，有的组织

会依次经历从俱乐部到小型秘书处、专业秘书处

和知识供应者等多个发展阶段。但许多组织或会

停留在其中某一阶段，成为一个组织的能力类型。

行业协会商会促进技术进步的形式、项目的规模

和绩效往往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能力类型）密切

相关。

图 ３　行业协会商会发展阶段（能力类型）图

资料来源：根据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ｍｂｅｒ

ｓｈｉｐ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中插图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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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说来，行业协会商会在第①②阶段（能力
类型）只能开展较小的技术创新活动，到第③④阶
段（能力类型）才能从事技术创新的组织、协调和

直接研发等活动。

四是领导人和组织发展理念。行业协会商会

促进技术创新的形式和内容具有多种选项，在对

组织的使命和任务进行排列时，领导人的个人偏

好，以及组织的群体偏好会对组织在技术创新中

的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

五是会员结构。前述案例说明大中型企业在

组织中的地位对于行业协会商会在技术创新中的

作用具有重要影响。一般说来，大中型企业在区域

性的特别是全国性的重大技术创新项目中发挥支

柱作用，中小企业的“搭便车”行为是其集体行动的

重大障碍。然而，正如 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和 Ｓｔｒｅｅｃｋ指出的，
为了使集体行动具有更强的代表性，只要组织的内

部分配不那么极端，较大的行动者就能够并且愿意

以不成比例的份额支付协同行动的成本，以补贴较

小、较少资助的成员。① 贝内特也指出，在商会中

“大中型企业对商会的持续性承诺最大”②。这在

美国钢铁协会的案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２．外部因素
一是经济环境。行业协会商会的服务内容具

有时代特征。在英国和美国，商会的历史展示了

它们适应和稳定产品创新的浪潮。早期的商会服

务内容主要是回答会员的贸易询问，而后随着经

济发展，商会的服务领域逐步扩大。从 １９世纪末
开始，技术咨询和一系列当地创新服务支持了伦

敦、曼彻斯特、伯明翰、格拉斯哥和都柏林等大型

商会的快速扩张。到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商会已经
成为多种商业服务提供者，拥有大量组合产品。

进入新世纪，英国商会又进行新的探索，通过建立

企业间网络来加强与孵化器、科技园区和科研机

构的紧密联系③。此外，经济危机、经济发展转型、

经济全球化进程都会加强行业协会商会对技术创

新的促进作用。美国钢铁协会的技术路线图计划

就是在美国钢铁工业面临全球化浪潮冲击的背景

下制定并实施的。

二是技术进步加快的趋势。在新世纪，“技术

以指数级的速度扩充其能力，创新者也寻求成倍

改进的能力”，“范式转换（技术创新）正处于加速

状态。现今它正以每十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④

在这种条件下，无论是高新技术产业还是传统企

业，他们对技术创新服务的要求无疑都将大幅增

长。浏览发达国家行业协会商会的网页就会发

现，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行业协会商会已

经把促进创新作为自己的使命和主要任务。

三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框架制度。国家创新体

系的框架制度包括和创新相关的市场调节和治理

制度、法律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职业培训制

度、财政金融对技术创新的激励制度和行业协会商

会管理制度等。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国家创

新体系中，政府常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模式激

励行业协会商会参与产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的制

定和实施，从而为行业协会商会在促进技术创新活

动中发挥作用提供广泛的活动空间和有力的动机。

（三）运作机制

从前述案例中行业协会商会开展、组织和协

调技术创新的实践看，行业协会商会促进创新的

运作机制主要包括：

一是成本分摊和成果共享机制。一个重大创

新项目总是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而且面临可能

失败的风险。通过成员企业按照一定比例分摊资

金投入可以大大提高 Ｒ＆Ｄ的效率。在美国钢铁
协会成员单位提供的 １１３０万美元分摊费用中，包
括３５０万美元（现金）以及 ７８０万美元的实物投资
（为研发提供的技术服务、厂房设施和资助人员等

费用）。美国钢铁协会技术路线图计划实施后所

产生的技术专利都属钢铁协会所有，即成为行业

的集体知识并可由全行业企业共享，这意味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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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页。



以提高整个行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能力。对参与

和未参与开发投资的企业区别对待，前者免费使

用，后者则须付费使用，这种机制既增加了全行业

的专业知识，兼顾了全行业的利益，又激励了单个

企业和机构参与创新的积极性，并有效避免了单

个企业和机构的重复开发。这意味着这种机制可

以大大提高 Ｒ＆Ｄ的投资效果，并有效促进全行业
生产服务效率和竞争能力的提高。

二是多元化的协作机制。前述案例表明，行

业协会商会的创新项目均采用了多元合作的运作

模式，根据项目的需要组织大专院校、科研机构、

国家或私营实验室，以及相关的成员企业共同参

与研发，以保证项目能如期实现。如由美国铝业

协会领导的、受美国能源部支持的“铝业技术路线

图（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启动了超过 ３５个成本分摊项
目，共有 ８０多个技术合作伙伴，耗资约 １亿美元
进行铝工业新技术开发，为此，协会专门成立工作

小组随时检测合作伙伴研发的进展状况。①

三是网络乘数机制。卡尔斯鲁厄工商会的创

新联盟是最好的例证。在一个创新体系中有许多

创新主体在活动，对于一个创新项目的主体而言，

在众多创新主体中，哪些是具有共同利益且可以

结成合作伙伴的，有的是已知的，有的则是潜在

的。如果行业协会商会能够建立起一个广泛的联

系网络并提供给创新主体使用，网络的创新价值

就会倍增，从而产生经济学的乘数效应。

四、总结和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行业协会商会在国家创新体

系中扮演着公共机构的角色，对技术创新发挥着

引领和推动、组织和协调，以及支持创新基础设施

建设等重要促进作用，其中有些作用是其他社团

组织无法替代的。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创新活动的

动机源于工商业界人士创建、加入行业协会商会

的初始目的和追求。通过建立创新成本分摊和成

果共享机制，行业协会商会的创新活动可以超越

利益集团的局限性，为全社会的知识增长做出贡

献，并促进社会生产和服务效率的提高。行业协

会商会参与创新的形式和效果受内外部多种因素

的影响，其中政府的培育对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

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有的作用具有关键意义。

我国的行业协会商会尽管还处于发展的初级

阶段，但已经在技术创新中崭露头角。郁建兴等

从产业升级的视角，提出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

的六个基本维度②，从一个侧面对行业协会商会在

广义创新中的作用和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

考。但从总体上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我国国

家创新体系的顶层设计中，行业协会商会的功能

尚缺乏明确定位。③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行业协

会商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也远未发挥。为

明确行业协会商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促

进其作用发挥，本文最后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建议学术界、科技界，特别是从事行业

协会商会研究和管理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进一

步加强对行业协会商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地位和

作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

供依据。

其次，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尽快把

行业协会商会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体制改革

方案，明确其主体地位和基本功能，并制定相关的

激励政策，以引导和促进行业协会商会发挥创新

作用。建议尽快在全国选择 １００家有条件的行业
协会商会进行这方面的试点，取得典型经验，并逐

步在全国推广。

最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的改革进程，通

过改革和培育，使体制内生成的行业协会商会尽

快回归民间商会的本质属性（这是商会参与创新

活动的原动力所在）；引导民间自发生成的行业协

会商会加快完善内部治理、明确组织使命和宗旨、

健全运作机制，加强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现代行

业协会商会的发展经验，努力在国家治理创新体

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责任编辑：严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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