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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当前的重大战略之一，华强北作为我国创新的典范，曾经成功培育了

腾讯、大疆等知名的创新企业。通过对华强北创新生态特征的分析，本文提出中国创新生态体系构

建的对策: 通过“微元素”促进创新，通过生态资源的共享加速创新，通过开源结构实现多方共

赢，通过“创意”实现达成共同目标，通过路径选择的多样性保证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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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出版了经济学巨作《经济发展理论》。在这部著作中，他基于经济学角度，首次提出

“创新”的概念，认为创新就是企业、组织或者个人为了获取潜在的利润，将现有的生产要素和条件通过重新组合引入生产体

系，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并由此创立了创新理论。［1］随着创新理论的不断发展，创新范式已经历了线性范式 ( 创新范式

1. 0) 、创新体系 ( 创新范式 2. 0) ，开始进入到创新生态系统 ( 创新范式 3. 0) 的时段。［2］人们发现创新并非来自于单个组织，而

更多的是基于“创新”所形成的生态环境，也就是创新生态的构建将成为未来驱动创新的关键。2012 年 1 月，深圳市首次在政

府报告中提出: 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链体系，并成为我国创新型城市的典型。［3］

深圳华强北坐落于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由原来的工业厂区改造而来，是中国电子产业的重要基地，2008 年被中国电子商会

授予“中国电子第一街”称号。［4］华强北培育了腾讯、大疆等众多国内外知名创新企业，并创造了诸多的中国制造业神话，在华

强北这个 2000 多平方米的地方，客户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国际知名机构、硬件孵化中心 HAXLＲ8Ｒ的首创人西里尔

·艾伯斯卫乐对华强北的创新奇迹曾感叹到: “只要想获得的，都可以在这里买齐。这里能让我们在 1 公里之内找到任何想要的

原质料，这是美国、欧洲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做不到的。以华强北为中心所形成的制造业生态，让制造变得更加容易，“如

果你有一个点子，两周之后，产品就能进入市场”。［5］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华强北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创客的摇篮，创业者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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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6］华强北所营造的创新生态不仅塑造了中国的制造神话，也给中国制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并对我国创新生态体系的构建提

供了诸多启示。

二、华强北创新生态的特征分析

华强北位于深圳福田的核心区域，是原深圳特区内 ( 南山区、福田区、罗湖区) 最早开发的商业地带之一，华强北依托深

圳改革开放之风，成就了无数创新奇迹，［7］而成就华强北的则是华强北的创新生态，华强北创新生态构建的特征成为华强北创新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其特征主要体现为: 组织规模的微型化、经营范围的多元化、外部关系的开源性、目标实现的客户导向、

路径选择的智能化。

1． 组织规模的微型化

组织规模，是指一个组织所拥有的人员数量以及这些人员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人员的数量在某种意义上对组织结构的

影响是决定性的。［8］大规模的组织对于参与全球竞争的企业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全球竞争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效

益。大规模的公司组织是复杂的、标准化的，因而能够完成复杂的工作和生产复杂的产品。但是，大规模的组织往往会带来官

僚制，从而造成企业效率的下降。小规模的组织具有较好的灵活性，能够迅速的对环境作出反应。因此，尽管近年来由行业合

并产生了不少超巨型的公司，但组织的平均规模正在缩小，小型化的公司具有扁平化的、有机的、自由流动性的管理方式来鼓

励创业和创新。［9］

华强北的生态中，组织规模不是小，而是微型。组织往往是以个体存在的，也就是只有一个人而形成的组织，他们往往跻

身于“1 米柜台”之后，这种组织规模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小，但是他所承载的功能却十分强大。当顾客走过柜台时，所见到

柜台内堆满了各种货物，柜台中的经营者甚至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而这“1 米柜台”就是一个独立组织，都能够独立地成为

合同的签署者，完成顾客的所有需求。

在华强北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组织的微型化成为必然结果，但微型化的组织并不代表其不专业，相反很多专业的知名品

牌的企业或者代理商也跻身于这些小柜台之中，成为微型组织中的杰出代表。组织的微型化，带来了组织的便利性，微型化的

组织也充分体现了组织的灵活性，每个个体 ( 组织) 都是华强北生态中最强大的神经触角，他们游离在整个华强北生态中，成

为信息的捕捉者，成为创新创意的实现者。

2． 经营范围的多元化

微型化的组织并没有限制他们的经营范围，相反使组织的经营范围更加灵活多样，更加广泛，几乎无所不能。只要是华强

北有的相关产品顾客都可能在一个柜台中找到，尽管它们不在柜台的货架上，甚至你根本觉得它们之间不会有任何联系，只要

顾客对柜台的人进行咨询并提出具体要求，他们会尽可能地帮顾客寻找到所要的相关产品，从而使顾客在一个柜台就可以一站

式地完成制造产品的全部需求。

经营范围的多元化是基于微型组织之间的互联互通，看似独立的微型组织之间，存在着各种相互的联系，而且彼此之间存

在着高度的信任关系，各种生产的元器件在华强北市场都能够实现无障碍的流通，他们并不介意顾客在哪个柜台完成交易，他

们关注的是如何能够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这个基于用户需求多元化而形成的经营多元化的生态系统，是华强北成功的关键

所在。

3． 外部关系的开源性

开源最早是基于软件产品设计而提出的一种开放式创新的模式。［10］在知识经济时代，开放式创新正在逐渐成为组织创新的

主导模式。［11］对于组织而言，开源就是开放组织资源，实现合作共赢的一种模式，组织的开源关键在于资源的共享和合作，实

现开放式创新。事实上，在一个产业生态环境中，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必然存在的，只是这种联系的强弱关系是不确定的。

在传统的环境中，组织之间关系的强弱是基于历史的相互合作的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组织之间一旦形成了信任关系，

就可以降低机会主义倾向，减少不确定性，降低沟通成本，有助于组织间的合作达成，［12］而要改变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往往需

要经过认知和情感的历史考验，［13］并且得到组织的批准。

而在华强北的生态环境中，由于组织的微型化，使组织的灵活性大大加强，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变更也更加灵活，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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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大量的组织内部沟通，往往基于业务需求的变化，组织之间的关系也会随时变化，也许组织之间刚刚完成一项合作，马上

就成为了相互竞争的对手。微型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的竞争，但组织多元化经营的目标也促使组织之间的相互合作体现得更为

积极，各个组织之间相互合作，也使得组织无所不能。另外，华强北商圈自身的闭环生态，也成为组织之间相互联系的基础，

促使生态中组织之间形成了相互信任的关系，加强了内部生态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支持。华强北组织所形成的开放态度和开源合

作，进一步加速了创新制造的可能。

在华强北的交易过程中，顾客可以四处询价，无论顾客在哪家最终成交，都不会引起商家之间的争吵，大家都能够坦然的

面对，大家看重的是最终合同的达成，在达成合同的过程中可能看似竞争的双方却正处于紧密合作的状态。正是这种外部关系

的开源性，促进了组织之间基于合作的竞争关系，促使华强北创新生态的不断优化。

当然，组织之间依然会存在着关系的强弱区分 ( 如图 1 所示) 。如，对于同类产品 ( 相同圈层的产品) 的主营者之间存在着

强竞争的关系，但他们同样会遵守价格底线原则，从而形成合作，对产品的价格加以控制。这样对于无数个个体而言，这类产

品是分散的，看似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但对于华强北整体而言，这类商品的经营组织者，将通过合作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

市场，竞争的激励程度并非想象的那么严重; 另一方面，对于产品的上下游组织之间 ( 不同圈层的产品) ，同样由于相互的信任

关系的强弱会存在相关关系的强弱区分，而且对于存在着强关系的上下游组织之间，容易形成联合竞争优势，但这并不影响基

于客户需求导向的目标追求，也就是说当这种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基于客户需求而产生的，而并非基于组织自身原有关系的

强弱而建立的。

图 1 商户之间相互关系模型

4． 目标实现的客户导向

在客户创意实现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客户导向，以客户为中心，是华强北市

场持续发展和活跃的关键。在传统的商业制造市场，客户需求的满足往往是基于

厂商个体的能力，如果厂商能力有限，那么客户的需求就难以满足，由于客户知

识的局限性和卖方市场的限制，客户需求的满足可能会受到削弱。

而在华强北的创新生态中，组织的微型化使整个生产过程 ( 创造过程) 细分

成多个可以分割和灵活组合的部分，同时在不同的生产阶段中，可以选择的合作

组织数量众多，华强北的创新生态将传统的卖方市场转化成了买方市场，从而能

够更好地实现客户价值的最大化。在实现客户目标的过程中，最终生产路径的选

择并不决定于商户的个体能力或是上下游资源的强弱关系，而是基于客户的需求

为导向。这种路径的形成机制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客户优先原则。达成合同，实现客户目标，这是最重要的目标。至于

产品是否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并不是华强北商家所关心的目标，他们关心的是

是否能与客户达成制造产品的合同。因此商户将快速的与客户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并共享其资源和信息，并基于客户需求，

积极全面地理解客户、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实现产品的制造和创新。

其次，专业化的分类，实现了生产供应链在专业领域的进一步延伸。在华强北流通着各种各样的电子元器件产品，由于产

品数量众多，乃至各种产品的分类都已经非常专业，而且同类产品之中也划分了更多的细分类别。产品更加细致的专业化分类，

放大了产品生产过程的制造链，导致制造链的进一步延伸，也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路径选择，或者说是价值选择，用户可以在

更多的节点上进行价值评估，从而更好基于自身需求优化产品的价值。

再次，基于微组织的路径形成机制，促使路径形成能够更加贴合用户目标。华强北是以微组织为中心的，也就是当顾客与

某一个商户进行协议的过程中，该商户将与顾客共同完成整个生产供应链的构建，而在这个路径的构建过程中，以用户需求为

中心，以达成合同为目标。由于商户是以客户目标为中心的，因此合同导向，能够更好地激励他和客户合作，共同寻求实现客

户目标最优化的路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商户当然首先会推荐选用自身的强联系资源，以促使生产的达成，但由于市场上有

更多的专业化分类以及多元化的选择，导致客户可以有不同的想法或者追求，此时为了完成合同目标，商户会主动依照用户的

意图寻求其他的合作资源，并最终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生产路径。

虽然最终形成的生产路径方案，并不一定是最先设定的，但一定是以客户为中心的最佳方案。如，有一个客户带着创意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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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阶段一的商户，如果按照商户的资源关系，商户会建议客户在阶段二选择质量最高的②号企业，但是由于客户认为这个阶

段质量并不重要，因此基于客户的需求路径可能修改为阶段二质量最低的①号企业……以此类推，最终客户的产品的生成路径，

从虚线的商户选择更改为实线的用户选择 ( 如图 2 所示) 。

图 2 生产路径形成模型

5． 路径选择的智能化

当你拥有一个创意，你希望实现它的时候，很多人并没有太多明确的想法，或者说由于信息的局限性、专业能力的局限性

等，你只能想想应该如何去构建你的产品，但实际的产品构建过程可能与你的想法大相径庭，或者是更超乎你的想象。例如，

你如果想自己组装一台电脑，这个时候你的想法可能会是日常电脑可视性的几个关键部件，显示器、机箱、键盘鼠标等，但可

能还不会涉及具体的品牌、价格等，更不会涉及到各种内部元器件的配置问题。

当你的创意或者是目标呈现给华强北的商户时，你会发现看似整合的各个部分都可以拆分成若干个更加细化的部件，而且

每一个零部件都具有选择的多样性，面对如此复杂的选择，你可能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品牌、质量、价格、各种具体参数等

等。各种参数的混杂让你不知所措，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柜台的商户都是某个细分领域十分专业的导师，他们会指导你、并给

你各种专业建议，让你在各种条件下实现自己的最佳状态，并最终实现产品制造的目标。

生产路径选择的智能化，能够在各个生产阶段，自动寻求最适合客户需求的合作伙伴，提供相关产品，通过各个阶段的智

能选择，最终组合形成产品 ( 如图 2 所示)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客户还可以不断的提出新的要求，并不断加以改善。生产路径

的智能化，能够更加准确地定位客户的需求，更加准确地筛选供应链以实现客户的目标，更加专业地为客户提供更及时的一线

资源和产品，并最终实现客户产品的制造创新。在整个创意产品生产过程中，客户的各种诉求都能够得到及时快速的反馈，并

且获得当下最一线的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通过快速的学习和优化，你会发现你的创意已经从最初的想象阶段，快速地成为了

一个可视的产品，而且这个产品可能已经远远超越了你最初的想象，已经完成了初始的迭代升级，这是一个神奇的过程。

三、华强北对我国创新生态体系构建的启示

事实上，华强北的创新生态一直存在，以华强北为中心，向外辐射的百公里内，已经形成了中国电子制造业的半壁江山，

但简单的制造显然不能够形成市场的竞争力，也不可能成就中国制造的未来，只有不断地创新，并基于创新形成内驱力才能形

成持续的创新动力。华强北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三来一补”为中心的工厂区，到 90 年代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商业街，到 2017 年

迎来封闭改造后的创新街区，华强北的商业形态和产业结构经历了不断的创新升级。［14］华强北商业生态的发展，最终形成了鼓

励创新、创意的提出，完善创新创业生态的构建，加速创新创意产品落地的创新生态。华强北创新生态进化的过程，也体现了

中国制造创新的转型升级之路，为实现中国的创造强国之梦提供了一个模板，也为中国创新生态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诸多启示。

1． “微元素”是创新生态的关键变量

传统的生态体系为了维持发展，所追求的往往是稳定，他们惧怕变化。而创新生态体系追求的是创新，创新往往更需要

“突变”。突变更容易发生在“微元素”中，而不是发生在大型组织中。因此，创新生态体系构建中应该更加关注“微元素”的

变化，尤其是应该鼓励“微元素”的存在，并保护“微元素”的发展。2018 年，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指出:

要充分认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要抓紧解决当前中小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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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保护中小企业创新发展。［15］正如华强北生态中的微型组织成为最活跃的部分一样，“微元素”将是创新生态的关键变量，对

于创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看，所有带着创意走入华强北的人，也都是一种“微元素”的表现，这些“微元素”

是激发华强北整个生态体系运作，吸引各种资源流动，并最终实现创新的根本。

2． 生态资源的共享是创新推动的加速器

共享是迭代式创新的基石，没有共享就难以进行快速的迭代，并实现更好的创新，共享是创新推动的加速器。创新生态系

统中应该提倡资源的共享，这样一方面能够让各种资源更有效地得到利用; 另一方面，也可能实现资源的创新开发利用。资源

的充分共享也大大提升了整个生态系统资源的规模效应，从而大大提升了生态体系的综合实力，并促使各种资源走向更加专业

化的方向。华强北的资源共享，就形成了华强北的规模效应，从而大大降低了各种元器件的成本，提升了华强北市场的议价能

力。同时，由于资源的共享，也促成了华强北生产供应链的延伸，促使各种资源的专业化更加细化，形成了更加专业的创新生

态体系。在资源共享中，不仅仅包括物质资源的共享，还应该包括各种技术的共享以及各种信息资源的共享。总之，在创新生

态体系中，只要是有助于实现目标的行为和方式都应该予以鼓励。

3． 开源结构有助于促进多方共赢

创新体系的构建并非是构建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而应该构建一个开源的系统。开源系统意味着系统资源对外的开放性，

同时也意味着吸引外部资源的开放性，通过开源系统的构建，促使内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促进实现多方共赢。华强北创

新生态中，组织之间的强弱关系正是体现了系统开源结构的形态，创新目标最终实现并非总是依照组织传统的强关系进行的，

而是依据目标实现最优化的判断，在强弱关系中进行重新构建的。开源结构也意味着对创新体系的不断优化的过程，当内部资

源或结构达不到最优状态时，通过开源方式可以引进最新的资源，从而促使创新生态体系得到快速的进化和发展。

4． “创意”实现是创新生态的共同目标

创意是把现有领域变为或者转化为一个新领域的各种行为、思想或产品。［16］创新生态的关键在于创意实现，而创新的开始

源于“创意”。“创意”是创新生态的引领者，“创意”实现是创新生态的共同目标。创意是人类出于探索新事物以期改变或改

革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本性。理论上创意应无处不在，然而现实中的创意产品在数量上并不像创意那样丰富。［17］因此，在

创新生态的构建中，应该建立一种机制来激发创意的涌现，并通过创意，去分配各种资源，引领各种资源进行流动聚合形成创

意资本，并最终实现创意的变现，形成对社会价值的贡献。华强北的创新生态也是以“创意”为导向的，在华强北生态中游离

着各种各样的资源，当“创意”出现，这些资源就会以创意为中心进行重新聚合，并产生出创新的产品。只有“创意”才能吸

引各种资源，否则所有的资源都只是生态系统中漫无目的漂浮着的散沙。

5． 路径选择的多样性是实现目标的保证

路径选择的多样性意味着智能化选择的可能性，因此要更好地实现目标，首先要提供更多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方案。正如

华强北创新生态中产品生产路径形成模型中，可以组合的实现路径是多样的，由此才能基于顾客的偏好进一步地实现智能化选

择，并最终实现目标价值的最优化。路径选择的多样性是基于产品实现过程中路径可选择节点的多样性和路径的延展性决定的。

通过促进小微企业的发展，可以促使企业更加专注于某个专业的细分领域，从而为创新实现提供更多的服务选择，带来生产路

径中的多节点选项。而在路径搭建的过程中，服务商的开源合作思维，不仅能够提升内部资源的有效价值，同时也可以通过引

入外部路径，尝试进行生产路径的延展，从而使路径的选择更加多元化，以保证客户目标实现的最优化。

当你带着你的创意走进华强北，你将融入到整个中国的创新生态之中，而引爆整个生态，吸引整个生态资源的正是你的创

意。华强北只是中国创新生态的一个缩影，伴随着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创新生态体系将不断完善，

中国将会有更多的不同形式的“华强北”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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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Huaqiang North”Innovation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novation Ecosystem

WANG Jun1，2 LI Yan-ping1

( 1.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hool，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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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s one of China's major strategies at present． Huaqiangbei，as a model of
innovation in China，has successfully nurtured renowne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such as Tencent and Dajia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in Huaqiang North，the main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novation ecosystem are put forward as follows: promoting innovation through“micro-elements”，accelerating innovation
through sharing ecological resources，achieving win-win situation through open source structure，achieving common goals through
creativity，and ens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goals through diversity of path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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