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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高新区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新空间是其创新活动培育的重要空间载体，对创新
型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在此背景下，科学地解释国家高新区空间组织逻辑尤为重要。引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结
合“创新群落”“创新种群”等概念，在构建以创新空间组群和创新空间单元为主的国家高新区创新空间体系的基础上，提
出创新空间组群的组织逻辑——面向技术应用、知识生产、服务扩散等异质性主体创新发展需求的“集群式”空间组织，创
新空间单元的组织逻辑——面向创新人群、创新型企业等个体创新发展需求的复合多元式空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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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demonstrative zone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pioneer zone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the national high-
tech zone helps bolster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ctivities 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economy. Introducing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and concepts of innovation group and innovation population,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 innovative space 
system, dominated by innovative space cluster and innovative space unit, is established. The organizational logic of inno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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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2020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将国家
高新区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3]。创新空间作为国家高新区创新活动培育的重
要空间载体，对创新型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如何科学解释其空间组织逻辑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引
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在构建以创新空间组群和创新

国家高新区是在科教资源密集地区采用特殊政策
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产业开发区 [1]。截至 2021
年底，国家高新区的 GDP 总值占国内 GDP 总值的比重
达 13%，已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但在当前
强调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背景下，国家高新区出现了产
业结构不合理 [2]、同质化现象显著、创新空间特征弱化
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家高新区创新作用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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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单元为主的国家高新区创新空间体
系的基础上，结合“创新群落”“创新
种群”概念，分析面向创新主体活动需
求的创新空间体系 ( 创新空间组群、创新
空间单元 ) 的组织逻辑，以推进我国国家
高新区创新空间体系高质量发展，提升
其创新效率。

1　创新空间的组织逻辑与创新
生态系统的理论要点

1.1　创新空间的组织逻辑
自Joseph Schumpeter首次提出“创

新”思想以来，经济学、社会学、地理
学等领域对“创新”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与讨论。创新型经济的构成要素体现为
变革的创新型企业、开放的创新网络、
流动的创意人群。在创新型经济的功能
导向下，产生了与之适配的空间供给，
即创新空间。国内部分学者对创新空间
展开了研究。例如：陶承洁等 [4] 分析了
创新空间与创新、研发、学习等知识经
济的联系；李晓江 [5] 界定了创新空间
的本质特征为具有强烈的利益导向、对
成本极度敏感、多元目标与多元价值共
存、政策与市场共同配置资源。近年来
“创新街区”这一概念逐渐兴起，该概
念源于布鲁金斯学会 2014 年的研究报
告《创新街区的兴起：美国创新地理的
新趋势》，聚焦于小尺度城市化空间中
集聚创新创业的创新空间，并且在研究
对象上侧重于既有的城市化地区 [6]。综
上所述，从研究尺度上看，对创新空间
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层面，并未
涉及明确地理范围界限的中观尺度；从
内容上看，相关研究对于“空间”所承
载的创新活动特征的界定还需进一步明
确。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于特定区域内
( 国家高新区 ) 的创新空间与创新主体及
活动需求的内在联系，从创新生态系统
的视角来研究创新主体及活动的特征，
并试图解析创新型经济的社会需求与创

新空间组织的关联性。
空间的组织逻辑与其具备的自然地

理、经济地理属性及社会行为主体赋予
的文化和制度属性高度相关 [7]。本文从
属性特征着手，提出空间的自组织或他
组织是受内化于其中的社会创新活动所
驱使的。创新活动的需求特征驱动着空
间的供给，也决定了创新空间的组织逻
辑。创新型经济发展能够为创新空间的
形成提供动力和指引，已有众多学者对
此进行了探讨。孙娟等 [2] 通过揭示高新
区创新模式演进及产业集群的“无边界”
拓展现象，提出新的空间供给方式 ( 重视
创新要素集聚与创新环境营造 )。张京祥
等 [8] 认为创新空间的发展动力来自创新
型企业、创新人群、创新网络等 3 类创
新要素的空间需求。此外，还有部分学
者研究了创新空间的组织方式。许凯等 [9]

认为创新空间的组织重点在于——中微
观尺度的城市空间中产城功能的协同。
沈娉等 [10] 认为创新空间也能为城市的产
业转型和创新升级提供支撑。综上可知，
当前创新空间的研究方向已由单纯的探
讨创新空间的规划设计转变为探讨其形
成的内在机制。因此，本文所指的“组
织逻辑”是“空间秩序组织逻辑”的简化，
旨在研究空间与内在社会活动的联系。
探讨创新空间的组织逻辑，即探讨创新
空间与创新主体及创新活动的内在联系。
本文将重点借助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揭示
“创新主体及创新活动需求导向下创新
空间组织方式与特征”。

1.2　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构成
及特征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是解释创新空间
组织逻辑的重要理论工具 [11]，该理论源
自 2004 年美国竞争力委员会的报告《创
新美国：在挑战和变革的世界中实现繁
荣》[12]。针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国
外学者主要从价值共创、协同创新等领
域展开了研究，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一

种交互协同机制，系统内的不同创新主
体 ( 政府、企业等 ) 形成复杂网络结构，
实现价值共创 [13-14]。国内学者多从系统、
网络、结构等角度提出创新生态系统的
理论内涵，强调创新主体、创新环境之
间的相互作用 [15-17]。因此，本文认为创
新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边界范围内，基
于共同的创新目标，由参与的创新个体
形成创新种群、创新群落等组织形式，
与创新环境相互作用、共同进化的“有机”
系统。 

在一定时期内，生态系统总是依据
一定的规律向要素、结构和功能更繁杂
的方向演进，并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创
新生态系统由主体参与者与环境外围层
组成 [18]。因此，创新生态系统的构成要
素主要为创新主体和创新环境。创新主
体包含地方政府、创新型企业和科研机
构等，它们构成了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基
本物种，并通过相互联结、演化形成技
术应用群落、知识生产群落和服务扩散
群落。创新环境涉及自然地理条件、基
础设施和政府政策等外部环境。

创新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包括多样
共生性、开放协同性、动态演化性。其
中：多样共生性是创新生态系统保持生
命力的重要基础，意味着主体与环境之
间能够频繁地试错与应答，并尽可能地
容纳更多的“创新基因”；开放协同性
强调创新主体与外界环境在生产扩散等
创新环节进行资源的自由流动，使得创
新生态系统内部的生产活动突破边界的
限制；动态演化性是指创新生态系统在
发展的过程中，会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
由无序向有序、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进化，
以迅速应对外部市场的需求。

2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国家
高新区创新空间体系

尺度是包含空间、时间的可进行分
析的维度。生态系统本身就具有尺度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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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创新系统及活动的动态演化性决
定了创新空间组群和创新空间单元的空
间迭代性。具体内容包括以下 3 点。 

(1) 创新活动是具有集聚性的，其对
邻近性有着强烈的依赖，因此高效率的创
新集聚通常发生在较小的空间范围内[23]。
这就决定了创新空间组群和创新空间单元
的空间规模。

(2) 创新主体是具有多样共生性的。
创新主体的类别包括创新型企业、高校、
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在面临创
新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时，不同的创
新主体通过一定的开放式网络联系，形
成服务共享及竞争机制，加速“知识溢
出”，相应的，空间组织也就具备了功

次性，从要素组成角度着手，可以将创
新生态系统内部划分为创新群落—创新
种群的层级结构。其中：创新群落是由
在一定空间内分布的创新型企业 ( 种群
A)、高校 ( 种群 B)、科研机构 ( 种群 C)
等多种群联结形成的创新组织，是紧密
联系的协作群体；创新种群是指在一定
时间、区域内的同种创新主体的组合，
创新人群与创新型企业是其最重要的主
体要素。

创新空间也具有尺度特征，不同尺
度的创新空间所关注的重点具有一定差
异。邓智团等 [19] 认为创新空间包含创
新区域、创新城市、创新城区、创新街
区、创新楼宇等类型。李迎成等 [20] 从
尺度视角着手，系统梳理了创新楼宇、
创新场所、创新地区和创新区域等 4 个
不同尺度创新空间的内涵和类型。孙文
勇等 [21] 从要素分布与流动的宏观视角
分析了我国创新产业空间的特征，并
提出要优化城市创新环境等对策。S B 
Durmaz[22] 曾表示中微观尺度的创新空
间作为可以被人群实际感受的空间尺度
及日常创新活动发生的场所，其内部的
创新环境较为“适宜”。本文认为，国
家高新区是创新活动发生的典型区域，
应结合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并考虑国家高
新区内部创新空间特征，从中微观尺度
介入并构建创新空间体系，如此，更有
利于精准辨析国家高新区的组织逻辑。
因此，本文借鉴创新群落—创新种群关
系层级，尝试从中微观尺度纵向构建创
新空间组群—创新空间单元的二级结构
创新空间体系 ( 图 1)。

创新空间组群是集聚了创新型企业、
高校、科研机构、创新服务机构等多元
创新主体及配套服务的综合型功能组团，
属于街区层面的创新空间，涵盖完整的
创新主体和创新环境，一般包含创新型
企业核心圈、创新服务扩散圈、创新配
套外围圈 ( 图 2)。

创新空间单元即创新空间组群的核

心圈，是创新型企业的集聚组合空间，
主要关注创新型企业、创新人群等个体，
以若干栋建筑群体空间为载体，直接服
务于创新活动。

3　国家高新区创新空间体系的组织
逻辑

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着手，分析具
有明确地理和政策边界的国家高新区，
发现创新活动的集聚性与多维邻近性决
定了创新空间组群和创新空间单元的空
间范围特征；创新主体的多样共生性决
定了创新空间组群 ( 复合用地 ) 和创新
空间单元 ( 复合空间 ) 的功能高度混合

图 1　创新空间组群—创新空间单元的二级结构创新空间体系示意图

图 2　 创新空间组群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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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投入、产出，提升创新效率；模块式
布局围绕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性特
征，根据场地条件与街道肌理，提供尺
度相似的创新空间功能模块 ( 图 6)。

3.2　创新空间单元的组织逻辑
创新空间单元作为创新空间组群中

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为创新活动提供空间
载体的最小基本单元，通常由独栋或若干
栋建筑群体组合而成。创新空间单元的空
间组织与创新种群的特征需求密切相关。

能高度混合的配置。
(3) 创新生态系统是具有动态演化性

的。在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不同阶段，
其对适配的创新空间的需求是不同的。
随着系统由低水平向高水平动态演化，
创新活动资源关系网的扩大、创新环节
服务功能的提升，都会引起与之适配的
空间的迭代。

3.1　创新空间组群的组织逻辑
创新活动的集聚性催生了创新空间

组群的“集合”特质，创新空间组群是
集聚创新型企业、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
及服务功能的集群组团。创新空间组群
的组织以多样化的创新主体的功能需求
为导向，更重视知识生产、技术应用、
服务扩散等创新职能，以各类创新种群
( 知识生产种群、技术应用种群、服务扩
散种群 ) 的物质空间需求为核心，致力
于实现“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 ( 图 3)。

知识生产种群和技术应用种群是创
新活动的原生动力，服务扩散种群并不
直接参加创新活动，而是作为“催化剂”
影响创新活动扩散的速度和效应。创新
主体的多样共生性较为明显，创新主体
在空间组织上倾向于通过“创新核心 +
外围辅助”的圈层式布局模式来促进区
域内部的异质性创新种群协同发展，降
低交易成本、提升创新效率。

在“创新核心 + 外围辅助”的圈层
式布局模式中 ( 图 4)，“创新核心”圈
层对应“技术应用—知识生产—服务扩散”
的完整创新生态链，形成技术应用空间
单元 ( 企业总部、技术平台等 )、知识生
产空间单元 ( 院士专家工作站、科技成果
转化中心等 )、服务扩散空间单元 ( 金融
机构、科技中介等 )，并在“创新核心”
圈层内、空间单元外嵌入“第三空间”( 除
居住和工作之外的非正式公共场所 [24])。

“外围辅助”圈层主要布置高端人才住区、
商贸中心等配套服务设施。

创新空间组群在形成圈层式空间布

局的同时，还在优先安排创新创业平台
建设用地的基础上，加强了产业用地与
其他用地的适度混合。通过控制产业用
地、住宅用地等用地的规模，调节生产、
生活、生态空间的比例，强化创新氛围
的培育。

创新空间组群布局形态特征主要表
现为紧凑化、模块式。其中：紧凑化布
局通过单中心、多中心等模式，强化各
创新主体之间的网络联系频次，促进共
享、竞争机制的实现 ( 图 5)，以协调经

图 3　创新空间组群中创新种群协同发展模式图

图 4　 “创新核心 + 外围辅助”的圈层式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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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创新空间组群单中心与多中心紧凑化布局模式图

图 6　深圳湾生态科技园模块式布局示意图

创新种群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微观组成部
分，通常以创新型企业和创新人群为代表。
从个体“使命”来看，创新型企业肩负着
引领职责，有助于激活本地区域的创新文
化，通过双向流动与中小企业等形成开放
协作网络；创新人群则作为整个创新活动
的核心驱动力，携带专业知识技能在企业
之间或企业内部流动。

个体的行为推动了创新空间单元的
生产。创新主体的多样性、动态演化性，
迫使创新空间单元的供给具备开放共享、
功能混合的特征，以促进创新人群间非
正式网络的建立，推动初创期规模较小
的创新型企业根据自身的生命周期实现
空间和功能的高效转换与使用。
3.2.1　适配创新型企业全生命周期
的创新空间供给

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要经过初创期、
成长期、成熟期等不同阶段 [25]，其空间
的布置应根据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的实际
需求灵活处理。在初创期，企业会更多
地考虑区位和地租成本，需要灵活的租
赁空间；在成长期，企业趋于专业化且
具备特色产品，需要研发办公空间、独
立实验室等，空间形式多为“高层创新
楼宇 + 共享设施”模式；在成熟期，企
业的产业链相对完善，对独立占地、开
放交流场所的意愿强烈，空间上则偏好
“独立占地 + 院落配套”模式。因此，
创新空间单元的供给表现出适配创新型
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特征，以促进创新生
态服务链的延伸。见图 7。 
3.2.2　适应创新人群交互需求的复合
式创新空间供给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创新人
群的需求从单一工作转变为多元交互，
更加重视社交关系网络的建立以传播隐
形信息。因此，创新空间单元呈现出功
能混合的特点，其内部包含创新研发、
交流制造、学习展示等主要功能，以及
品质配套、情感交流等辅助功能 ( 图 8)，
形成了“生产 + 生活 + 生态 + 消费”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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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创新空间单元，成为创新网络和社
会网络的交汇区域。 

4　结束语

创新空间体系的建设是推进国家高

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以创新生
态系统为理论指引，构建以创新空间组
群和创新空间单元为主的国家高新区创
新空间体系，并对其组织逻辑进行了深
入剖析，旨在从另一种视角揭示国家高
新区创新空间与创新主体及活动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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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联系，以推动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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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创新空间单元的空间功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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