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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企业集群式创新机理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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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了高技术企业集群式创新的微观理论模型,利用长春软件产业集群 142家软件企

业的调研问卷验证理论模型及所提出的假设.研究结果表明隐性知识溢出、企业潜在吸收能力

和实现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吸收能力调节知识溢出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集群

外部社会资本与显性知识溢出正相关; 集群内部结构资本与隐性知识溢出和显性知识溢出正

相关;集群内部关系资本与隐性知识溢出和显性知识溢出正相关;集群内部结构资本和关系资

本与认知资本正相关;集群外部社会资本、集群内部结构资本和集群内部关系资本与企业潜在

吸收能力正相关;集群内部认知资本与企业实现吸收能力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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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高技术创新的系统性、复杂性、高风险性使当

代高技术企业创新已不是种孤立的行为, 在创新

的每一步都需要得到外部知识源的支持. 由于隐

性知识的传递受地理距离的限制, 与知识源的地

理临近性对其非常重要,因此,技术创新倾向于地

理集聚,集群内企业比集群外企业具有更强的创

新活力.集群式创新是培育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

的重要组织形式.近年来,产业集群创新成为理论

研究热点,目前国内外大多数文献认为集群的创

新优势在于集群中的企业能够享受知识溢出的好

处, 而知识溢出如何产生、知识溢出如何转化为创

新绩效的研究还较少, 高技术企业集群式创新的

微观机理还需要系统、深入地实证研究.基于此背

景, 本文构建了高技术企业集群式创新的机理模

型, 使用 AMOS软件对模型和假设进行验证, 并

对检验结果进行讨论.

1 研究回顾

为了把握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的前沿理论及

观点,系统梳理了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相关理论.通

过文献回顾,发现这样的线索,创新能力是高技术

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最重要来源, 也是集群持续

发展的动力
[ 1]
, 知识溢出是高技术企业集聚成群

的主要动因,知识溢出效应是集群中企业提高创

新能力的根本原因
[ 2]
. 但知识溢出是否能转化为

企业的创新绩效与企业的吸收能力高度相关,吸

收能力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
[ 3]
. 另外, 在高

技术产业集群中,由于地理邻近性与组织相似性,

企业、机构之间形成较强的社会网络关系,嵌入在

网络关系中的社会资本是知识流动的主要通道,

对集群中知识的溢出及企业吸收能力的形成具有

重要影响
[ 4]
. 因此, 本文以知识溢出、吸收能力、

社会资本和企业创新绩效为基本变量, 构建了高

技术企业集群式创新的理论模型 (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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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会网络、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

关系的理论模型

F ig. 1 Th eoreticalM od el am ong social cap ita,l know ledge sp illover,

absorpt ive cap acity and innovat ive perform an ce

2 理论假设

2. 1 变量的界定

1) 知识溢出的内涵与维度 产业集群内的

知识溢出 ( local know ledge sp illovers, LKS) , 指产

业集群内知识的外部性,相比于集群外的企业,集

群内的企业可以利用附近的重要知识资源, 更快

地进行创新活动
[ 5]
. 按照知识的性质, 将知识溢

出划分为显性知识溢出和隐性知识溢出两个

维度.

2)吸收能力的内涵与维度 企业的吸收能

力,指企业为某种商业目的而识别 ( ident ify)、吸

收 ( assim ila te)及应用产生于企业外部的技术知

识的能力
[ 3]
. 根据 Zahra和 G eorge的研究, 将吸

收能 力 划分 为两 个维 度: 潜 在吸 收 能力

( potentia l absorpt ive capac ity )和实现吸收能力

( rea lized abso rptive capac ity )
[ 6]
. 潜在吸收能力

是企业在外部环境中搜索、获取和消化外部知

识的能力. 实现吸收能力是企业整合外部新知

识和已有知识, 通过创新活动创造新知识并产

生经济效益的能力.

3)社会资本的内涵与维度 社会资本指集

群中企业或机构之间社会网络关系的总和. 社会

资本可划分为结构维度 ( structure d imension)、关

系维度 ( relat iona l dim ension)与认知维度 ( cogn i

tion d imension) ,结构资本指网络参与者之间联系

的总体模式,即与谁联系及联系强度;关系资本指

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认知资本指网络成员

之间互相理解的程度
[ 7]
. 考虑到集群的开放性特

征, 本文将集群社会资本划分为集群外部社会资

本、集群内部结构资本、集群内部关系资本与集群

内部认知资本 4个维度.

4)创新绩效的内涵 创新绩效是企业实现

生产要素新的组合之后, 所取得的效果和生产效

率的提高.

2. 2 研究假设

1)知识溢出与企业创新绩效 创新活动区

域集聚的主要原因是集群内知识流动要比非集群

地区更加容易和快速. M ariano和 P ilar认为, 知识

溢出对集群企业的创新努力具有重要影响
[ 8 ]
.

M aurse th和 V erspagen通过对欧洲专利数据的追

踪, 认为编码知识与隐性知识对集群创新能力的

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 9]
. 高技术产业集群中的大部

分企业规模较小,自主创新能力弱,模仿创新是其

主要创新模式,所以,不论是显性知识转移还是隐

性知识转移都会对集群中高技术企业创新产生积

极影响.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a 高技术产业集群中, 显性知识溢出

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

假设 1b 高技术产业集群中, 隐性知识溢出

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

2)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 Cohen和

Lev inthal认为,吸收能力对企业最重要的意义在

于其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
[ 3]
. A ri

利用芬兰 7个不同行业中 217家企业的数据调

研,发现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

响
[ 10]

. A rthur指出, 创新是组织学习的结果, 与

吸收能力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吸收能力具有

自组织性
[ 11]

. 自组织性使拥有较强吸收能力的

企业通过其前期的创新获取新知识, 进一步提

高其创新绩效并带来未来的创新动力. 企业利

用潜在吸收能力获取外部新知识; 利用实现吸

收能力整合企业的先验知识和外部新知识. 因

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a 高技术产业集群中, 潜在吸收能力

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

假设 2b 高技术产业集群中, 实现吸收能力

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

3)吸收能力对知识溢出与企业创新绩效关

系的调节影响 企业吸收能力除对集群企业创新

具有直接影响外,也是知识溢出被企业吸收、利用

的有效保证. Griliches指出,外部知识就是各种交

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信息流,对于某一企业,

只有一小部分知识在某一时点对其是有用的,企

业必须具备一定的吸收能力才能接近、获得、消

化、吸收这部分知识, 进而转化为企业的创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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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12]

.具有较高吸收能力的企业能意识到知识溢

出的存在并能有效地管理所获得的知识溢出产生

创新绩效.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a 企业吸收能力调节显性知识溢出

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假设 3b 企业吸收能力调节隐性知识溢出

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4)集群社会资本与知识溢出 马歇尔指出

思维的碰撞、智慧的火花、创新的知识只存在于人

群密集的地区, 因为这样的地区存在商业、科学、

社会的广泛接触,也存在商品与思想的频繁交流.

集群的社会资本为集群中企业和机构提供了畅通

的知识溢出渠道.

集群外部社会资本表现为集群内部企业和机

构与集群外部的弱联系,可以避免集群成为封闭、

僵化的生产系统, 有效解决产业集群的本地嵌入

性问题.外部弱联系是新技术、新专利、新信息等

显性知识溢出的主要途径.由于隐性知识的传递

通常需要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因此,集群外部社

会资本与显性知识溢出正相关, 对隐性知识溢出

没有显著影响.结构资本有利于集群中显性知识

和隐性知识的传播. 结构资本可以从网络密度和

强度两个方面进行衡量. Chesbrough认为, 集群中

企业、供应商、用户、大学及其他机构的广泛接触

及集群内员工之间频繁的交流使企业能够获得更

多的外部知识,从而促进自身产品和工艺创新活

动
[ 13]

.关系资本有利于主体之间显性知识和隐性

知识的传播,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是关系资本的

主要组成部分,在充满信任的氛围下,网络成员之

间可以更加自由的交换知识
[ 7]
. 认知资本可以用

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共同语言及组织相似性来表

示. W eber和 Camerer认为,企业之间能进行信息

交流是因为他们分享共同语言
[ 14]

. 但由于认知资

本是在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地域文化特征或地域根

植性的基础上产生的, 地域根植性增强使集群中

企业过多依赖本地知识源,产生网络排除效应,不

利于外部显性知识进入集群,认知资本不利于显

性知识溢出.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及认知资本之间

也存在一定的作用关系. Nahap iet和 Ghoshal认为

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影响认知资本
[ 7]
. 根据上述

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a 外部社会资本与显性知识溢出正

相关;

假设 4b 内部结构资本与隐性知识溢出正

相关;

假设 4c 内部结构资本与显性知识溢出正

相关;

假设 4d 内部关系资本与隐性知识溢出正

相关;

假设 4e 内部关系资本与显性知识溢出正

相关;

假设 4 f 内部认知资本与隐性知识溢出正

相关;

假设 4g 内部认知资本与显性知识溢出负

相关;

假设 4h 内部结构资本与认知资本正相关;

假设 4 i 内部关系资本与认知资本正相关.

5)集群社会资本与企业吸收能力 Ra jesh

认为, 企业的结构资本与企业潜在吸收能力正

相关, 企业的关系资本与企业潜在吸收能力正

相关, 但与实现吸收能力无显著的相关关系
[ 4]
.

Fukuyam a认为, 认知资本与企业潜在吸收能力

和实现吸收能力正相关
[ 15]

. 所以本文认为外部

社会资本、内部结构资本、关系资本都会促进企

业潜在吸收能力的提高, 而认知资本对潜在吸

引能力和实现吸引能力都具有正影响. 因此, 提

出如下假设:

假设 5a 外部社会资本与企业潜在吸收能

力正相关;

假设 5b 内部结构资本与企业潜在吸收能

力正相关;

假设 5c 内部关系资本与企业潜在吸收能

力正相关;

假设 5d 内部认知资本与企业潜在吸收能

力正相关;

假设 5e 内部认知资本与企业实现吸收能

力正相关.

3 实证分析及结果

3. 1 样本及其特征

本次调研以长春高新区软件产业集群为调

研对象. 选取该集群为实证研究对象的重要意

义在于国内学者通常把实证调研的对象锁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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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地区的产业集群, 但对欠发达地区的高技

术产业集群关注较少. 在利用和扩展国外问卷

的基础上,经过课题组多次讨论, 确定问卷初稿

并通过试调研进一步修改问卷. 采用走访方式,

当场填写和回收, 保证了较高的回收率与填写

质量. 最后回收问卷 175份, 剔除无效问卷 33

份,有效问卷为 142份. 样本企业的基本特征见

表 1.

表 1 企业成立时间、人数和企业类型分布情况

T able 1 D is tribut ion of firm! s form ation t im e,

number of facu lty and type

企业成立

年限 /年

比例

(% )

企业人数

/人

比例

(% )

企业

类型

比例

(% )

≦ 3 33 ≦ 20 44 个人独资 52. 0

3~ 5 28. 8 20~ 50 24. 2 合伙制企业 28. 7

5~ 8 24. 3 50~ 100 16. 3 公司制企业 19. 3

8~ 10 4. 2 100~ 200 6. 5

≧ 10 9. 7 200~ 500 5. 7

≧ 500 3. 3

3. 2 变量度量

吸收能力和创新绩效的度量直接采用比较

成熟的研究量表, 知识溢出整合了两个研究量

表,社会资本的量表来自于对现有量表的进一

步修改.

1)知识溢出的度量 借鉴 Jaffe的研究度量

显性知识溢出, 使用新专利 ( CKS1 )和新技术

( CKS1 ) 两个指标来度量. 采用 Sternberg 和

H orvath提出的 4 个技能指标, 即管理技能

( TKS1)、新产品开发技能 ( TKS2)、生产运作技能

( TKS3 )和营销技能 ( TKS4 )度量隐性知识

溢出
[ 16]

.

2)吸收能力的度量 直接采纳了 Justin实证

研究中吸收能力的度量指标. 使用 ∀公司时常进

行市场研究 ( PACAP1) #、∀公司同其他企业、大学

或 科 研 机 构 合 作 开 发 新 产品 和 新 流 程

( PACAP2) #、∀公司会到其他机构发掘能够开发

新产品的机会 ( PACAP3) #、∀员工记录和存储新

知识以备将来使用 ( PACAP4) #、∀公司人员都受

过良 好 的 培 训, 并 有 很 好 的 教 育 背 景

( PACAP5 ) #、 ∀ 公 司 对 某 些 技 术 有 专 长

( PACAP6) #度量潜在吸引能力. 使用 ∀公司开发

新产品由多个部门一起承担 ( RACAP1) #、∀员工

之间能够分享信息、经验和技能 ( RACAP1) #、∀公

司 很 容 易 利 用 外 部 新 知 识 开发 新 机 会

( RACAP3) #、∀企业对于如何开展活动具有较好

的规划 ( RACAP4) #、∀企业中有明确的责任或义

务分工 ( PACAP5) #及 ∀研发人员的薪酬与其对创

新的贡献程度有关 ( PACAP6) #度量实现吸引

能力.

3)社会资本的度量 发展了 Y liR enko的社

会资本量表
[ 17]

, Y liRenko量表中重点强调了与

顾客的关系,而本文的集群社会资本涉及到集群

中的顾客、供应商、大学及科研机构、服务机构等

多种主体. 使用与园区外企业保持广泛的联系

( ESC1) ; 与园区外供应商保持广泛的联系

( ESC2); 与园区外顾客保持广泛的联系 ( ESC3) ;

与园区外大学及中介机构保持广泛的联系

( ESC4)度量外部社会资本.使用如果您急需一笔

大额现金,圈内愿意帮助您的人有多少 ( SSC1) ;

园区内顾客、供应商、竞争者彼此经常联系

( SSC2); 园区内各公司员工之间经常来往和交流

( SSC3); 与公共服务机构经常交流度量结构资本

( SSC4); 使用企业间日常业务中, 经常用口头约

定代替合同 ( RSC1)、园区内相互交往的企业或机

构之间可以信赖 ( RSC2)及园区内一个企业不讲

诚信会对整个园区名声产生负面影响 ( RSC3)度

量关系资本; 使用园区内的企业彼此了解

( CSC1); 顾客会对园区内的企业和产品产生共同

印象 ( CSC2); 园区内企业组织管理模式比较相似

度量认知资本 ( CSC3).

4)创新绩效的度量 参考 Anet的研究, 使用

创新活动对企业盈利率 ( IP1)、企业市场开拓

( IP2)、企业员工成长的贡献程度 ( IP3)度量创新

绩效.

3. 3 因子分析及可靠性检验

通过因子分析剔除了指标 PACAP4、PACAP6、

RACAP4、RACAP5和 CSC3, 其余指标载荷值均大

于 0. 7. 信度分析用于评价量表的稳定性或可靠

性, 统计学上用 C ronbach 表示, C ronbach 值应

大于 0. 7.表 2说明问卷的信度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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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因子分析与可靠性检验结果

Tab le 2 Resu lt of factor analys is and rel iab ility test

变量 子变量 测量指标
因子载荷

( factor load ing)
C ronb ach

知识溢出

显性知

识溢出

CKS1 0. 869

CKS2 0. 803
0. 879 6

隐性知

识溢出

TKS1 0. 815

TKS2 0. 893

TKS3 0. 890

TKS4 0. 838

0. 823 0

吸收能力

潜在吸

收能力

PACAP1 0. 725

PACAP2 0. 759

PACAP3 0. 827

PACAP5 0. 735

0. 781 5

实现吸

收能力

RACAP1 0. 789

RACAP2 0. 787

RACAP3 0. 812

RACAP6 0. 746

0. 734 9

社会资本

外部社

会资本

ESC1 0. 877

ESC2 0. 766

ESC3 0. 846

ESC4 0. 752

0. 757 0

结构资本

SSC1 0. 770

SSC2 0. 814

SSC3 0. 737

SSC4 0. 720

0. 709 0

关系资本

RSC1 0. 870

RSC2 0. 881

RSC3 0. 750

0. 793 0

认知资本
CSC1 0. 847

CSC2 0. 825
0. 702 7

创新绩效

IP1 0. 906

IP2 0. 940

IP3 0. 878

0. 893 2

3. 4 假设检验及结果

使用 AMOS6. 0软件进行数据检验, 表 3是本

文假设的实证检验结果, 图 2是各变量之间的路径

关系. 分析结果表明 20条假设中 16条获得支持, 4

条未获得支持. 假设 1a、假设 4f、假设 4g和假设 5d

未通过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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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假设的总体验证结果

Tab le 3 R esult of hypotheses

假设编号 假设描述 标准回归系数 ( ) P值 /S ig. 检验结果

H 1a 显性知识溢出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 - 0. 059 0. 125 不支持

H 1b 隐性知识溢出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 0. 161 0. 023 支持

H 2a 企业潜在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 0. 104 0. 043 支持

H 2b 企业实现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 0. 377 0. 001 支持

H 3a 企业吸收能力越高,显性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越大 0. 156 0. 034 支持

H 3b 企业吸收能力越高,隐性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越大 0. 109 0. 004 支持

H 4a 集群外部社会资本与显性知识溢出正相关 0. 231 0. 028 支持

H 4b 集群内部结构资本与隐性知识溢出正相关 0. 122 0. 021 支持

H 4c 集群内部结构资本与显性知识溢出正相关 - 0. 194 0. 033 支持

H 4d 集群内部关系资本与隐性知识溢出正相关 0. 350 0. 053 支持

H 4e 集群内部关系资本与显性知识溢出正相关 0. 114 0. 052 支持

H 4f 集群内部认知资本与隐性知识溢出正相关 0. 033 0. 744 不支持

H 4g 集群内部认知资本与显性知识溢出负相关 0. 075 0. 533 不支持

H 4h 集群内部结构资本与认知资本正相关 0. 142 0. 015 支持

H 4 i 集群内部关系资本与认知资本正相关 0. 192 0. 045 支持

H 5a 集群外部社会资本与企业潜在吸收能力正相关 0. 270 0. 001 支持

H 5b 集群内部结构资本与企业潜在吸收能力正相关 0. 233 0. 014 支持

H 5c 集群内部关系资本与企业潜在吸收能力正相关 0. 336 0. 096 支持

H 5d 集群内部认知资本与企业潜在吸收能力正相关 - 0. 072 0. 108 不支持

H 5e 集群内部认知资本与企业实现吸收能力正相关 0. 264 0. 022 支持

图 2 各变量之间路径关系

Fig. 2 Path betw een variab les

图 2中获得支持的假设揭示了高技术产业集

群创新的几个关键变量,即社会资本、知识溢出、吸

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路径关系.图 2中的

实线代表畅通的路径, 虚线则表明我国高技术产

业集群创新过程中所存在的和需要特别关注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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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4. 1 获得支持假设的讨论

假设 1b获得支持.企业成功的关键不只是能够

出色的控制稀缺资源, 更因为他们能更有效率的学

习,而学习的对象主要是其他企业的隐性知识
[ 6]
.本

文进一步证实了隐性知识对集群创新的重要作用.假

设 2a和假设 2b获得支持. Ari认为企业吸收能力是

难以被其他企业所模仿的,具有较强吸收能力的企业

更容易保持持续的创新性,形成长期的竞争优势
[ 10]

.

假设 3a和 3b获得支持.吸收能力对知识溢出与企业

创新绩效之间关系调节影响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对这一研究主题的深入开展具

有重要理论意义.假设 4a获得支持,说明集群外部联

系对新技术、新专利获取具有重要意义,可以避免低

技术循环.假设 4b、4c、4d和 4e获得支持,进一步证明

社会资本对知识溢出的重要作用.集群创新的本质就

是集群内部企业间、企业与服务机构间的知识流动和

传递,社会资本使集群中成员企业可以获取存在于企

业外部,但又内化于整个集群的知识,而这部分知识

不易被集群外部企业获取
[ 5]
.假设 4h和假设 4 i获得

支持,说明集群中各主体之间的网络联系及信任是认

知资本的平台.假设 5a、假设 5b、假设 5c和假设 5e获

得支持,与国外学者研究结论相符, 说明社会资本对

吸引能力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4. 2 未获得支持假设的讨论

假设 1a显性知识溢出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未获支持,此结论与理论分析结论不一致. 许多学

者的研究表明显性知识主要来自于集群外部
[ 7]
.

假设 1a未通过验证主要原因是我国大多数高技术

产业集群外向型学习能力较差,主要因为我国的高

技术产业集群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且集群中大企业

未能发挥 ∀技术看门人 #的作用. 这是一个比较严

峻的问题.集群是经济大系统中的子系统, 如果集

群内企业仅仅在集群圈子内进行封闭式的学习, 就

会造成学习路径的 ∀锁定效应 #, 使集群陷入低技

术循环.因此, 对于我国高技术产业集群来讲,加强

外部联系,加强对外部新技术、新专利的获取是关

系到整个集群技术能力提高的关键.

假设 4 f、假设 4g和假设 5d涉及认知识资本的

三个假设未通过验证.集群地域根植性而形成的认

知资本对知识溢出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 7]
. 但我国

大多数产业集群依靠政府政策成立,地域根植性较

差,不利于认知资本的形成,因此不会对集群知识

溢出产生显著影响. 这是中国许多高技术产业集群

所面临的共性问题, 在我国,依靠政府政策扶持而

成立的高科技产业集群仍然为数不少,其地域根植

性较差,不易形成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

5 结束语

通过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一些有意

义的结论.

1)隐性知识溢出对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具有

重要推动作用. 集群中企业需要对知识进行有效的

管理,企业知识管理的核心是知识分享, 企业知识

分享通过各种激励机制来提高企业的学习速度,降

低边际成本,实现企业的规模管理外溢, 形成企业

知识优势
[ 18 ]

.

2)吸收能力既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直接作用

也对知识溢出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调节作

用.集群最理想的创新模式是技术上处于高位势的

企业领跑在前, 低位势企业通过学习模仿紧随其

后.形成这种理想创新模式的关键在于集群中企业

吸收能力的提高.

3)社会资本对集群知识溢出具有积极作用.构建

和培育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促进高技术产业

集群知识溢出, 是急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依靠政府

政策扶持成立的高技术产业集群,其地方根植性差,

集群的社会资本特征不明显,影响集聚效应的发挥.

总之, 集群创新绩效的提高是高位势企业外向

型学习及低位势企业本地化学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国高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客观现实与这种理想

状态相去甚远. 长远来看, 这种理想状态的形成主

要依赖于集群本身的良性运作机制及集群各构成

要素自身的动力机制,不能过多依赖政府, 这已被

国外成功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实践所证明.但我

国大多数高技术产业集群并非自发形成,在发展过

程中受政府的支配, 内部良性运作机制无法形成,

导致集群发展过程动力不足, 成为我国高技术产业

集群发展壮大的障碍.因此,在我国高技术产业集

群发展过程中, 政府不宜主导集群的发展, 应推进

集群的市场化运作, 培育良性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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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n high tech firm ! s innovationmechanism in industry cluster

ZHU X iu m ei
School ofM anagemen,t Jilin Un iversity, Changchun 130025, Ch ina

Abstract: The paper builds am icro theorymodel of h igh tech f irm ! s innovat ion in industry cluster. The data

come from quest ionna ires o f 142 softw are firm s in Changchun softw are industry cluster. The emp irica l analysis

illustrates that tac it know ledge sp illover, potential and realized absorpt ive capacities are positive ly related to

firm ! 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bsorptive capacitymoderates the relat ionship betw een know ledge sp illover and

firm ! 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dustry outside social cap ita l is positively re lated to codif ied know ledge sp illo

ver; inside structure soc ia l cap ital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dified and tac it know ledge sp illover; inside rela

tional social capital is positive ly related to cod ified and tacit know ledge spillover; inside structure and re lation

a l socia l cap ital are positively re lated to cogn ition social cap ita;l ou tside soc ia l capita,l inside structure and re

lat iona l socia l capita l are posit ive ly re lated to potentia l abso rpt ive capac ity and cogn ition socia l capital is posi

tively related to 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

Key words: innovation in industry cluster; know ledge sp illover; absorpt ive capac ity; soci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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