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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中介是集群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网络结点的基本属性.以中心度、结构洞为测量维度,
将科技中介分为基本型、冗余型、边缘型、桥接型４类,并以２９个浙江省典型产业集群为例,对集群内的９１
家科技中介进行类型划分.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科技中介的整体网络地位较高,但不同类型、不同产业

间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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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参与共同行为的主体之间往往存在资源流动,并
以此形成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关系,这些关系相互交叉,
呈现网状结构,即所谓“网络”.在产业集群中,不同企

业、科研院所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机构(KnowledgeInＧ
tensiveBusinessServices,KIBS)以资金、人才、技术的

流动为基础,形成相对稳定、具有本地根植性的交互关

系,这便是一种典型的网络[１].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

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显著增强,创新辐射及知识

溢出正逐渐代替地理因素,成为企业集聚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大量企业由于自身资源、知识的限制,在通过

知识要素重组创造新产品时,尝试以网络联结(ties)为
渠道,进行创新搜寻[２],以获得额外竞争优势.科技中

介能够促进集群网络内由于缺乏了解、信赖不足而造

成的断点之间的相互连接,延展企业技术资源搜寻范

围,以充当媒介的形式成为集群网络的重要结点.另

一方面,科技中介的“黏合剂”效果亦受制于网络,细碎

网络与片状网络对中介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科技中

介的经营内容也是围绕拓展关系联结、构建业务网络

而展开的.因此,科技中介具备网络结点的基本属性.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术界虽然对科技中介的定位功能、

作用机制、运作模式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但是长期忽视

其网络属性,未能从更为微观的层面解释科技中介的

作用过程和作用机理.基于此,本文将借助社会网络

分析方法,从网络位置的角度对科技中介的作用方式

和作用类型进行划分,以期为研究科技中介提供新的

参考范式.

１　文献回顾

中介(intermediary)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６－１８
世纪 英 国 农 业 及 羊 毛 纺 织 工 业 的 中 间 人 (middleＧ
men)[３Ｇ４].当时的中间人在从事贸易的同时,也是农

业、制衣、羊毛分拣改进技术的重要非正式传播者[５].
近２０多年来,对于科技中介的研究日渐增多.但一方

面由于国外学者往往关注于某一特定类型的科技中介

机构[２,６Ｇ７],而较少将科技中介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另一

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目的不尽相同,造成

科技中介的概念和内涵存在较多分歧[８Ｇ９].
目前我国相对权威的界定有两个,一是国家科技

部出台的«关于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机构的意见»(国科

发政字[２００２]４８８号)中的界定:科技中介是“面向社

会,开展技术扩散、成果转化、科技评估、创新资源配

置、创新决策和管理咨询等专业化服务”的有关机构;



二是国家发布的«国民经济行 业 分 类»(GBT４７５４－
２００２)中的界定:指为科技活动提供社会化服务与管

理,在政府、各类科技活动主体与市场之间提供中介服

务的组织.对比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科技部的定义

涉及较广,凡是能够对技术创新提供支持和促进效用

的活动都被列入科技中介服务范畴;而国家行业分类

主要从服务内容的性质进行区分,范围较窄.如科技

创业投资按照科技部的标准属于科技中介服务,但按

照行业分类标准则属于投资与资产管理行业.一般而

言,学术界对于科技部的定义认同度较高[２,９Ｇ１０],但是关

于科技中介的官方统计口径则以行业分类为标准.
现有文献对科技中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功能及作

用机制的剖析,可以归纳如下:①技术扩散及转移.实

证研究表明,第三方能够对技术扩散速度施加重要影

响[１１],其主要原因除第三方的放大效应外,还包括第三

方所能提供的技术决策支持、标准制定、市场评价等服

务内容[１２Ｇ１３].技术转移过程中,科技中介机构能够对技

术进行包装、搜寻需求方、为技术交易提供支持,从而

促成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１４].但也有学者认为科技中

介在技术开发过程中作用更显著[１６];②创新管理.科

技中介机构长期接触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等创新载

体,掌握大量信息,可以作为知识库为企业创新提供智

力支持[１７Ｇ１８],特别是对新创企业,中介机构能够有效弥

补其外生关系匮乏的劣势,从而利于寻找新的技术机

会[１９];③系统与网络.大多数学者都将中介机构作为

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５,２０].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

方面,一是能够促进网络中各结点相互联结[２２],二是通

过促发局部变革,对整体产生影响[２３];④服务组织.这

主要体现在对 KIBS的研究中,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

KIBS的中介功能[２４],如通过与客户保持接触从而提供

创新支持[１０,２５],以及在创新系统中的黏合剂作用[２６].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科技中介的分

类进行了研究.王晶[２７]根据科技中介提供服务的差

别,将科技中介分为科技信息、科技设施、科技贸易、科
技金融和企业孵化器５种子类.韩霞[１５]从科技中介功

能的角度,将科技中介分为信息沟通、资源整合、增值

服务、成果转化以及自身配套５种.程森成[２８]则认为

科技中介主要存在信息集散、技术评价、市场预测、决
策支持、专家咨询、用户服务６种功能类型.何晓然[２９]

依据技术成果转化的阶段过程,将科技中介分为技术

孵化、交易平台、转移代理和技术扩散４种类型.
综上所述,目前理论界虽然对科技中介的功能及

作用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科技中介的基本

网络属性未得到充分重视,从网络角度解释科技中介

作用机制的研究十分罕见.另外,对科技中介的分类

研究大多停留于服务内容、转化过程等相对宏观的特

征维度,对科技中介自身性质等微观角度鲜有涉及.
因此,本文以科技中介自身网络位置为依据,对其进行

归纳.

２　网络位置衡量维度

网络位置是指结点在网络中与其它行动者建立相

互关系的集合.由于结点与外界的互动依赖于这些关

系而展开,因此网络位置反映了结点在网络内从外部

环境获取信息、技术等资源的能力[３０],是网络地位的重

要体现,甚至结点的行为绩效也可以看成是其在关系

网络中所处位置的函数[３１].描述网络位置的方法及变

量存在多种形式,目前学术界较为认同并广泛使用的

是用中心度和结构洞两个指标[３２,３３].

２．１　中心度

中心度是以结点与其它网络行动者的联结数为基

础,考察个体是否处于网络核心位置的变量.在集群

网络中,中心度高,意味着大量拥有与其它结点的关系

联结,因此其能直接影响个体所获信息的数量和质

量[３４],从而体现信息优势.科技中介以促进网络内相

对独立结点间的资源流动与交换为目的.充分的信息

优势将有助于其扩展搜索范围,提升有效信息的可获

得性,有利于实现供需配对,发挥“黏合”作用.另外,
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衰减及失真现

象,拥有多种信息渠道和信息源的中介机构可以通过

对不同源信息进行对比,评估信息的可靠性,从而提升

中介活动效率.第三,在技术加速变化的环境下,单个

企业往往无法维持多种广泛的能力[３２],互补性知识或

技能将成为提升研发效率的重要内容.处于网络中心

的科技中介由于掌握大量信息,可以迅速发现和接近

正在进行有前景创新活动的企业,吸引其它结点主动

与之联结,因而具有较高的网络地位.因此,科技中介

的中心度越高,表明其在网络中的合作伙伴数量越多,
所掌握的信息越丰富,“黏合”潜力也越强.

２．２　结构洞

结构洞是指网络中某个体与其它个体发生联系,
但其它个体之间因缺乏直接联系而造成关系间断.结

构洞与中心度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心度强调被观察结

点的联结关系属性,而结构洞更为关注与被观察结点

相联系的其它结点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
结构洞体现的正是中介的角色.在集群网络中,任何

结点都无法与其它所有结点发生联结关系,因此结构

洞普遍存在.科技中介占据的结构洞越多,说明其对

不同个体间的桥接作用越明显,为相对细碎的网络提

供了较多的资源交流渠道,对集群创新活动的实际贡

献越明显.此外,群体内的观念较群体间的观念更具

同质性[３３],因此占据不同群体间结构洞的科技中介能

够获得更为多元的异质性信息,从而更易于发现环境

中潜在的新机会.与高中心度所拥有的信息丰富程度

相比,结构洞能够区隔出非冗余信息,也就是说,结构

洞能为结点带来有效信息的增加,同时避免简单重叠.
除此之外,占据结构洞的科技中介将原本独立的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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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接,使其自身处于信息交汇的关键位置,从而实现

对所流经信息资源流向及收益的支配和控制,这对网

络创新的速度和频率有重大影响[２２],因此该科技中介

具有较高的网络地位.科技中介占据的结构洞越多,
表明其对网络的桥接作用越明显,控制的非冗余信息

越具优势,“黏合”质量也越高.

３　基于网络位置的科技中介类型划分

按照前述分析,以中心度及所占据的结构洞为基

本测量维度,可以将中介机构分为４类,具体如图１所

示.

３．１　基本型

此类型的中心度及占据的结构洞的位置均较高

(典型状态见图１中第Ⅰ象限),是集群网络中科技中

介的理想形态.该类科技中介在集群中具有较高的知

名度,往往与龙头企业及知名科研院所保持着稳定的

合作关系,并向集群中小企业提供诸如技术咨询、产品

测试等各类中介服务.其是集群内各类科技资源的聚

合点,能够准确而有效地向企业提供技术信息,为供需

双方牵线搭桥,是集群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３．２　冗余型

此类型中介机构的中心度较高,但缺乏结构洞(典
型状态见图１中第Ⅱ象限),是集群网络中科技中介效

率低下的一种形态.该类科技中介虽然与集群中的部

分企业保持着一定联系,但与其联系的企业之间也存

在着相对稳定的联结关系,在资源交换、信息交流方

面,可以绕过科技中介直接进行,造成了科技中介的相

对多余.其通过较高中心度获得的大量信息同时也被

周围企业所掌握,换而言之,此类科技中介中存在着大

量冗余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集群创新资源的浪

费.

３．３　边缘型

此类型中介机构的中心度及占据的结构洞均较低

(典型状态见图１中第Ⅲ象限),是集群中科技中介效

率低下的另一种形态.该类科技中介在集群中默默无

闻,业务扩展欠缺,只与集群中的极少部分企业存在业

务关系,往往处于网络边缘.其掌握的信息及传播渠

道均受到限制,无法形成独特的信息优势,缺乏构建独

立结点间联系的基本要素,对集群创新系统贡献十分

有限.

３．４　桥接型

此类型中介机构的中心度较低但占据的结构洞较

多(典型状态见图１中第Ⅳ象限),是集群网络中科技

中介的特殊形态,往往存在于较为细碎的集群网络中.
该类科技中介一般与少部分龙头企业保持联系,这些

龙头企业一方面与其它中小企业存在较多的业务联

系,另一方面与同类型其它龙头企业处于相对独立的

状态并形成网络式的派系结构,从而使得此类科技中

介成为派系之间的“桥梁”.其虽然没有与大量企业建

立信息交流渠道,但掌握着不同派系间的异质性资源,
是促成集群创新系统资源流动的关键结点.

图１　基于网络位置的科技中介类型划分

４　浙江省典型产业集群内科技中介分类

４．１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依托浙江省经信委研究项目«浙江省省级转

型升级示范区试点块状产业标准化工作情况调查»所
取得的调查结果,选取了数据相对完整的２９个产业集

群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如表２所示),从中确定９１家知

名度较高、政府及企业较为认同的科技中介为样本.
参考池仁勇对集群网络结构属性的描述,从集群中随

机选择１００家知名企业(依据资料完备程度,不同集群

存在一定差异)进行资料分析和调查研究,其余小企业

以小企业群为结点代替.然后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１３
年６月期间对所选择企业进行逐个调查,根据每家企

业的介绍资料进行归纳,认为两个组织之间存在技术

合作、供销联系、产权关联、信息交流等活动就在相应

关系矩阵中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借助 UCINET６．２３７自

动生成网络图,确定网络结构,部分典型结构如图２所

示.科技中介的中心度系数指标由关系矩阵计算出的

度数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 Bonacich点中心度Z标准

化后,经主成分法抽取公因子进行表征(总解释变量为

８９．５９％);科技中介的结构系数由经Z标准化的１与通

过关系矩阵计算出的结点限制度之差来表征[３２].

４．２　分类结果

以中心度系数为０和结构洞系数为０分别为临界

线,得到９１个样本科技中介的类型分布,如图４所示,
从中可以发现浙江省典型产业集群内的科技中介分布

呈现如下特点:
(１)不同类型间分布不均匀.图４ 中所有的点并

没有均匀落在４个象限内,第Ⅰ象限(基本型)内的点

占据了近半数,而第Ⅱ象限(冗余型)几乎没有落点,表
明在２９个样本集群中科技中介间的网络位置存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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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差异.事实上,由于结构洞的普遍存在,高中心度的

结点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占据若干结点间的结构

洞,起到缩短网络距离的作用.因此,在此次研究中,
拥有较多联结而未占据结构洞的科技中介十分罕见.

表２　样本集群情况

集群名称
所属

行业

所属

地区

观察科技

中介数量

采集信息

结点数

桐乡濮院秀洲洪合针织 纺织 嘉兴 ３ ６５
绍兴纺织 纺织 绍兴 ５ ２０９
嵊州领带 纺织 绍兴 ３ １１９
兰溪棉纺织 纺织 金华 ２ ７５
诸暨大唐袜业 纺织 绍兴 ３ １４０
富阳造纸 化工 杭州 ３ ３５
衢州氟硅 化工 衢州 ２ ７７
杭州装备制造 机械 杭州 ７ ７９
乐清工业电气 机械 温州 ５ ８３
瑞安汽摩配 机械 温州 ４ ７７
永嘉泵阀 机械 温州 ７ ６５
长兴蓄电池 机械 湖州 ２ ４２
新昌轴承 机械 绍兴 ３ １７２
东阳磁性电子材料 机械 金华 ３ ８４
永康五金 机械 金华 １ ６８
舟山船舶修造 机械 舟山 ４ ７７
黄岩模具 机械 台州 ２ ２６０
温岭泵业 机械 台州 ４ １８９
龙泉汽车空调零部件 机械 丽水 ２ ８６
遂昌金属制品 机械 丽水 １ ２９
慈溪家电 机械 宁波 ４ ７２
温州鞋业 消费品 温州 ３ ３７
安吉椅业 消费品 湖州 ２ ７５
南浔木地板 消费品 湖州 ２ １２６
海宁皮革制品 消费品 嘉兴 ２ １７３
义乌饰品 消费品 金华 ４ ９６
江山木业加工 消费品 衢州 ３ ９９
舟山海洋生物与海产品深加工 消费品 舟山 ２ １３６
临海休闲用品 消费品 台州 ３ １４３

　　(２)不同行业间差异明显.按照样本科技中介所

在产业集群的行业类型来看,不同行业的科技中介类

型存在较大差异(如表３所示).纺织、化工行业中,基
本型的科技中介所占比例都在７０％以上,而边缘型只

占少数;在机械、消费品行业中,基本型科技中介占到

３５％左右,边缘型占到２５％左右.说明浙江省的纺织、
化工行业经过长期发展,集群内企业间的技术合作已

较为频繁,因此对科技中介的需求也相应提升,从而与

科技中介产生了较多联结,并通过科技中介进一步拓

展交流范围.而在机械、消费品行业,虽然企业间也存

在若干交流合作,但部分企业对科技中介认识不足,多
数情况下还是依靠自身搜索创新资源,造成现有科技

中介联结不足,产生资源浪费.
(３)总体网络优势较为明显.从整体来看,９１个样

本科技中介中,２４个科技中介属于相对效率较低的冗

余型和边缘型,占比为２６％,而且从图４中也可以发

现,属于第Ⅲ象限的点大多分布在原点附近,真正位于

坐标图左下角的只是少数.说明在２９个样本集群中

大多数科技中介在创新网络中已起到了良好的中介及

桥接作用,与企业存在较为普遍的联系,成为企业搜索

创新资源、拓展范围的重要支撑要素.

图２　典型样本集群的网络结构

图３　浙江省典型集群中科技中介类型分布比例

表３　浙江省典型产业集群中科技中介类型及产业分布

科技中介

类型

纺织

(％)
机械

(％)
化工

(％)
消费品

(％)
合计

基本型 １２(７５．０) １６(３２．７) ４(８０．０) ８(３８．１) ４０
冗余型 ０(０．０) １(２．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边缘型 １(６．３) １６(３２．７) １(２０．０) ５(２３．８) ２３
桥接型 ３(１８．７) １６(３２．７) ０(０．０) ８(３８．１) ２７
合计 １６ ４９ ５ ２１ ９１

５　研究结论与讨论

以中心度和结构洞为衡量标准建立的网络位置矩

阵,为科技中介分类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中心度及

结构洞指数都较高的基本型科技中介拥有较多的合作

单位,同时占据结点联结的重要位置,是集群网络信息

的聚集点和发散点;中心度较高而结构洞指数较低的

冗余型科技中介虽然拥有较多信息,但传播渠道的价

值较低,容易造成集群创新资源的浪费;中心度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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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基于网络位置的科技中介分类结果

洞指数均较低的边缘型科技中介,既缺乏丰富的信息

来源,也缺乏合适的流动渠道,是相对低效的科技中介

状态之一;中心度较低而结构洞指数较高的桥接型科

技中介,虽然掌握的信息有限,但能控制重要的传播渠

道,往往是联结网络派系的关键结点.来自浙江省２９
个典型产业集群的数据表明,浙江省科技中介总体运

行效率较高,但是行业间差异较大.通过浙江省经信

委提供的统计数据,可以进一步发现黄岩模具、南浔木

地板等基本型或桥接型科技中介数量较多的集群,其
销售额、利润率也相应较高,为研究集群绩效的影响因

素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但是,本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首先,集群样本均

来自于浙江,并且数量只有２９家,有待进一步补充,以
提升信度和效度.其次,对于样本集群中网络位置变

量的赋值是基于对集群内知名企业资料的查阅与调

研,结点相互联结且带有一定主观性,因此有待进一步

规范以提升结论的客观性.最后,本研究实质为截面

数据的相关分析,还可以作纵向研究,以进一步揭示其

作用机理.

参考文献:

[１]　沈必扬,池仁勇．企业创新网络: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的一个

新范式[J]．科研管理,２００５,２６(３):８４Ｇ９１．
[２]　ZHANGY,LIHY．Innovationsearchofnewventureina

technologycluster:theroleoftieswithserviceintermediarＧ
ies[J]．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２０１０,３１:８８Ｇ１０９．

[３]　HILLC．Reformationtoindustrialrevolution[M]．London:

Weidenfeld& Nicholson,１９６７．
[４]　SMITH C．ThewholesaleandretailmarketsofLondon,

１６６０Ｇ１８４０[J]．EconomicHistoryReview,２００２,５５(１):３１Ｇ
５０．

[５]　HOWELLSJ．Intermediationandtheroleofintermediaries
ininnovation[J]．ResearchPolicy,２００６,３５(５):７１５Ｇ７２８．

[６]　MADSEN TK,MOEN O,HAMMERVOLDR．Therole
ofindependentintermediaries:thecaseofsmallandmediＧ
umＧsized exporters[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２０１２,２１(４):５３５Ｇ５４６．
[７]　KIM K,CHOIY,CHOICY,etal．TheroleofintermediＧ

ariesontechnologicalriskmanagementandbusinessdevelＧ
opmentperformanceinKorea[J]．TechnologicalForecasting
andSocialChange,２０１０,７７(６):８７０Ｇ８８０．

[８]　吴伟萍．国外科技中介组织的成功管理经验及对我国的启

示[J]．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０３(５):１２Ｇ１３．
[９]　李文元．科技中介机构功能完善和体系构建研究[D]．镇

江:江苏大学,２００８．
[１０]　WOODPA．KnowledgeＧintensiveservicesandurbaninnoＧ

vativeness[J]．UrbanStudies,２００２,３９(５Ｇ６):９９３Ｇ１００２．
[１１]　HAGERSTRANDT．Thepropagationofinnovationwaves[J]．

LundStudiesinHumanGeography,１９５２,B(４):３Ｇ１９．
[１２]　MANTELSJ,ROSEGGERG．TheroleofthirdＧpartiesin

thediffusionofinnovations:asurvey[R]．RothwellR,

BESSANRJetal．Innovation:adaptationandgrowth[M]．
Amsterdam:Elsevier,１９８７:１２３Ｇ１３４．

[１３]　吴开松,颜慧超,何科方．科技中介组织在高新区创新网络

中的作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０７,２４(０７):４１Ｇ４３．
[１４]　SHOHERTS,PREVEZER M．UKbiotechnology:instiＧ

tutionallinkages,technologytransferandtheroleofinterＧ
mediaries[J]．R&D Management,１９９６,２６(３):２８３Ｇ２９８．

[１５]　SEATONRAF,CORDEYＧHAYESM．Thedevelopment
andapplicationofinteractivemodelsofindustrialtechnoloＧ
gytransfer[J]．Technovation,１９９３,１３(１):４５Ｇ５３．

[１６]　HARGADONA,SUTTONRI．TechnologybrokeringandinＧ
novationinaproductdevelopmentfirm[J]．AdministrativeSciＧ
enceQuarterly,１９９７,４２(４):７１８Ｇ７４９．

[１７]　谢静,徐小钦．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中的科技中介运作模式

研究[J]．科学学研究,２００４,２２(６):６６３Ｇ６６８．
[１８]　BAKERT,NELSONRE．CreatingsomethingfromnothＧ

ing:resourceconstructionthroughentrepreneurialbricoＧ
lage[J]．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２００５,５０(３):

３２９Ｇ３６６．
[１９]　马松尧．科技中介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功能及其体系构建

[J]．中国软科学,２００４(１):１０９Ｇ１１３＋１２０．
[２０]　MCEVILYB,ZAHEERA．Bridgingties:asourceoffirm

heterogeneityincompetitivecapabilities[J]．StrategicManＧ
agementJournal,１９９９．２０(１２):１１３３Ｇ１１５６．

[２１]　CALLON M．Isscienceapublicgood[J]．Science,TechＧ
nologyandHumanValues,１９９４,１９:３９５Ｇ４２４．

[２２]　MILESI．Servicesinnovation:comingofageintheknowlＧ
edgebasedeconomy[J]．InternationalJournalofInnovaＧ
tionManagement,２００４(４):３７１Ｇ３８９．

[２３]　BESSANTJ,RUSH H．Buildingbridgesforinnovation:

theroleofconsultantsintechnologytransfer[J]．Research
Policy,１９９５,２４(１):９７Ｇ１１４．

[２４]　MULLERE,ZENKERA．Businessservicesasactorsof
knowledgetransformation:theroleofKIBSinregional
andnationalinnovationsystems[J]．ResearchPolicy,２００１,

３０(９):１５０１Ｇ１５１６．
[２５]　王晶,谭清美,黄西川．科技服务业务系统功能分析[J]．科

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２００６(６):２５Ｇ２９．
[２６]　程森 成,冯 艳 飞．关 于 技 术 中 介 全 方 位 服 务 模 式 的 探 讨

[J]．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０３(７):６８Ｇ６９．
[２７]　何晓然．我国技术中介机构的运行模式研究[D]．青岛:中

国海洋大学,２００９．

９４　第１７期　 　　　　　　郭元源,池仁勇,金陈飞:从集群网络位置看科技中介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