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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养殖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机理*

——基于核心企业视角的单案例研究

张 莹 1 韩 民立 1，2 徐 杰 1

摘要：本 对文基于 东 莱州山 省 明波 产有限公司水 术 ，采展历程的 例研 法技 创新发 调查 用单案 究方

探索了海水 创新生态 统的养殖 系 演化 力 。 ： 一，在机理 研动 与内 究发现 第 心核 企业 水 殖创在海 养 新生

态系 的统 演化过程中 挥发 着 关至 要重 的 用作 ； 二，海水养殖创 生 系第 新 态 统的演化 了经历 研主导型学

“ 对点 点” 、新合作创 市场驱动型 合作多领域 创新与企业主导型 台化合平 作 新创 三 ，个阶段 心核 企业

力在系统中的主导能 不断增强， 素 合效 断提要 整 率不 升， 一创 域由单 种创 逐 发 全 条新领 品 新 渐 展为 链 、

跨产业的 元 创多 化 新； 三， 力、 力、 力 术 力在利益驱 政策引导 市 技 支持第 动 场拉动 和 的 ，共同作用下

产业 创新链的协链与 同 化演 了推动 海 养殖创 统水 新生态系 的持续性演化 。和升级 ，本文 为基于此 认 ，

本 心 ，海 殖创 生 统演化 质是 企 推 的 新主体与要 协 进 过程水养 新 态系 的 核 业 动下 创 素 同 化的 龙头依托 企

业构建海水 生态系统养殖创新 是促进中国海水 业创新发展养殖 的 实现 途径。

关键词： 心核 业企 海水养殖 生态系统创新 演化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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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类海洋是 获 端食 优 蛋白人 取高 物和 质 的“ 粮蓝色 仓”， 膳 、水 殖 在改 居 障海 养 业 善 民 食结构 保 粮

（ ，食 全等 着 立民安 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韩 2018）。 一 力科技 水养殖业提 效的创新是海 质增 第 驱动 和可

持续 要发展的重 保障（Joffre et al.，2017）。 国中 大是海水养殖 国， 水养殖面积和产量均 居 首海 位 世界

， ， 术位 养 科技 速 技 到 界先 水海水 殖 发展迅 多项 达 世 进 平。 ，业 畜 业相 种但与种植 和 牧 比 水产育 基础

， 未 ， 落 ， 力 ， 对弱 标准化 业模式尚 形 种生 施设 量 种研究薄 育种的种 成 苗 产方式和设 备 后 研究 分散 良

长 ， 力 （产业增 低 亟待更有 的科技支 贾的贡献率 撑 敬敦等，2014）。

长 来，期 校 科研以 高 和 院所是中国 术 力 ， 、水 殖 创新 主 养 业 础理海 养 技 的 导 量 在海水 殖 基 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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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 术用 发与应 技 研究 技 开 应用 才 （ ，养等方面发 关键以及人 培 挥着 作用 刘晓等 2015），企业则主要

担承 着 。 ， 心养殖产品 任务 然而 以高校和科 院 主导 础 究和 为 产海水 的市场化 研 所为 的基 研 以企业 中 的

市 化之 存品 场 间 在障碍， 海 养 科技 产致使 水 殖 成果与生 实际脱节， 化效率低转 下（张强建等，2018）。

来，近年 随着 海水部分 养殖龙头企业 ， 、崛起 作 养殖生产 体 利益主体和风的 养殖企业 为海水 的投入主

， 术 （ ，险承 主 海水 技 新中 愈 要 作 杨宁担 体 在 养殖 创 发挥着 发重 的 用 生 2006）， 术成 技为海水养殖 创

。新 识应 化 行为主体知 用和产业 开发的重要 海水养殖龙头企业 术 ，以自身 新需 过联技 创 求为导向 通 合

、 、 、 ， ， 了校 所 企业同 介机构等 整合利用外 异 创新 最 形成政府 高 科研院 行以及中 部 质性 资源 终 以自

心 ，为 开 式 新生 系身 中 的 放 创 态 统 ，成 直 应用 营 济效益并将研发 果 接 到生产经 当中 产生经 。2017年，

农业部 《发的印 “十三五” 划》渔业 发展科技 规 提道， ，必设现 国 科技创新要建 代渔业强 须贯彻 驱动

， ，要鼓励和引导企业增 研 入 创 技 新型战略 加 发投 建科 创 企业
①
。 十九大的 明 指党 报告 确 出，要建立

、 、 术以 市 为 向 产 融 体系企业为主体 场 导 学研深度 合的技 创新
②
。提升 水养殖科技 中的企业在海 创新

， 进形主体地位 推 成以企业 心为核 、 ，研深度融 养殖创新生态系统 是产学 合的海水 国中 领域渔业 深化

必 择，也科 体制 然技 改革的 选 是中国 。海 养殖 创 要 托水 业 新发展的重 依

一 （新生 种 视角研究 业创新的理 钦创 态系统是 从仿生学的 和解释企 论 王 、赵剑 ，波 2013）。学界

讨 来 ， 对 一 。于创 统 已久 但 海 特殊情境下创新生态 统 究鲜 及关 新生态系 的 论由 水养殖这 系 的研 有涉 近

来年 ，随 生 统 论 究在 业 的 展着创新 态系 理 研 农 和林业领域 拓 （ 如例 Rametsteiner andWeiss，2006；Klerkx

et al.，2010），水 的产养殖业 创新生态 统开始受系 到关注（ 如例 Joffre et al.，2017）。 对但现有 海水养

术 ，殖技 研究 或 度入手创新问题的 多从宏观 中观角 讨从 探 海水养殖理论层面 术技 创新所 临 题面 的问 以

及对策，而 对 术乏 海 技 微 过 的关缺 水养殖 创新 观 程 注。 术 杂水 创 具 复 性产养殖业技 新 有 特征（Bush and

Marschke，2014）， （异 体涉及 质性创新主 例如 、 、 、 、科 户 企业 监管 标准研机构 渔 机构 制定者等）

间之 的合作互动，并 治和经济 要影响受到政 环境的重 （Karen et al.，2015；Jespersen et al.，2014），从

术最初的创新 念 到新 开 再到 的 化概 形成 技 的 发 新产品 产业 要 长 。经 漫 的 程历 过 在此 ，不 创过程中 同 新

主体 结 外部生产 互作用共同 海水 态系之间的联 互动以及内 要素的相 推动 养殖创新生 统的 。和发展 演化

， 一 心 。 心海水养殖 系统构建的过程中 通 存 或多 挥 导作 企 企在 创新生态 常 在 个 个发 领 用的核 业 核

一 较 力， ，般 有 强 创 效 调 水养 态 化创新主 异质性业 具 的 新能 能够有 协 海 殖创新生 系统的多元 体 并聚合

创新资源， 术共同 养殖 动服务于海水 技 创新活 ，对 统的运行 性作用整个系 具有关键 （蒋石梅等，2015）。

本 心 ，文基 核 视角 典 海水于 企业 跟踪 型 养殖龙头 业企 术 ，创 历 梳理 水 态 统的技 新 程 海 养殖创新生 系 的

演化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 心于核 企业 性创新主体聚焦 协同异质 ， 内外 并构统筹 部创新要素 建海水

殖 态系统的养 创新生 动态过程，尝试解构海水养殖创 生 统新 态系 的 力动演化 与 心核 。机理

①
资料来源：《农业部关于印发<“十三五”渔业科技发展规划>的通知》，http://www.moa.gov.cn/gk/ghjh_1/201701/t20170123_

5462599.htm?djmohlfknglnglno。
②
资料来源：《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https://xueshu.baidu.com/s?wd=author:(E Rametsteiner) &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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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海水养殖业创新的分类与特征

一 术 ， 长 ，养 指 托 的技 段 以 洋 物的 律 然或半海水 殖是 依 定 手 和装备设施 海 生 自然生 规 为基础 在自

，采 饵料 饵料自 域 取人工 投 利用 措施 生然的海水水 喂或 海洋天然 等 促进海洋 物的 长 ，和繁殖 从生 而产

（ ，洋水产品的产业 秦宏出海 等 2018）。 对 ， 术 （按 新的 以 海水 新 技 新照创 象 可 将 养殖创 分为 创 例如

养 品殖 种、模式、 料饲 、 苗疫 ） 术非 创新和 技 （例 制如管理 度、组织结构、市场标准等）（Klinger and

Naylor，2012；Lebel et al.，2010）。 新的内容按照创 ，海 殖业 育种水养 创新贯穿于 、养殖、 控疾病 制、

增殖人工 、 料饲 加工、 理以及水产品加工等 水 供应 各 环节养殖管 海 养殖 链的 个 （Frank，2019；Kumar

and Engle，2016)。

义殖 广 业 重要 成海水养 业是 农 的 组 部分，二 一经 再 产过 再 统 体者都是 济 生 程与自然 生产过程的 （潘

开宇，2011； ，朱道华 2001）。但 ，是 、 术 、海水养 在生 件 产 方 着特殖业 产环境 技 条 品特征等 面存在

， 一 ，又 。 一殊性 养殖业的创新活动既 农 新的 性 有鲜 业 与 性 农致使海水 有 业创 般属 具 明的行 特点 般 的

类 ， 对 本 ，也业 新 创 过 不仅 象 律影响 与 境状态密切创 似 海水养殖 新 程 受到生产 身的生物规 所处的环 相

（关 Karen et al.，2015）， 、 长、 杂、 。具有 创新 过 新收入不 征创新风险高 周期 创新 程复 创 稳定等特

对相 于 一以种植业为代 的 农业表 般性 ， 三海 养殖 程 殊 集 体现 个创新 水 创新过 的特 性 中 在 方面。一是创

。 杂，风 性 高 海 产 候和新 险 更 水养殖生 环境复 受气 海况条件的 大， 大，响巨 环境控 度 面影 制难 临着很

。自然高的 风险 ，同时 受 物养殖生 自 ， 术 较长，身规 海水养殖技 创新的周 比 新机律的影响 期 从创 会发

， 大 。掘 创新 出 程 及 费市 的 性 此 临着 风到 产品产 的过 涉 消 场 诸多不确定 因 面 很 的市场 险 二是 础知识基

。 、 、 、 、 、多元化 创新涉及生 息 装 社会海水养殖 物 信 备 生态 经济 等异质性 来 ， 对知 有 多元创识 源 具

来 的强依赖性新知识 源 。三是创新成 保 难果 护困 。由 殖 物的 殖 和 产 间的 放于养 生 自我繁 属性 生 空 开 性，

， 。创 成 容易 模 养殖创新 易出现外部 题海水养殖 新 果 被窃取和 仿 致使海水 活动极容 性问

来， ， 术、 、近 学者 海 创新的相 及海水养殖创新的技 物年 已有众多 开始关注 水养殖 关问题 涉 生 物

理、政治 度 多个和制 等 层面，但 对现有 水海 较殖 新的 究 散养 创 研 视角仍比 分 （Joffre et al.，2017）。也

术部 学者 联有 分 从技 创新 盟的 了究 海水养 研合作创新 问题视角研 殖业产学 相关 （刘晓等，2015；杨亮，

2014）， 术但现 要 水养殖技 运行有研究主 关注海 创新联盟 的 ，对现状与问题 创 的 过程 在新 动态 与内 机

。理仍 入缺乏深 剖析

（二）海水养殖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与特征

对海 养 企业 言水 殖 而 ，海水养殖 新创 术高 险性 问 养殖技 创 确定的 风 和外部性 题导致海水 新收益不 ；

也海水养 新知 元性殖创 识需求的多 使得 一 ， 大，业 自身资源 导致创新难度 创新动单 企 受限于 要素短板

力 。 较 ， 势，足 和科 所 然占 知 源 基 研究 面 但 于 研成不 高校 研院 虽 据 多的 识资 在 础 方 具有突出优 由 科 果

， 。励 科研成果评级激 体系不完善 转化困难 ，因此 类鼓励海 殖企 各 研 构水养 业通过建立 究开发机 和合

， 术 力，创新平台 养殖企业的技 集成和 业 吸引 化 体与 源 水 殖作 增强海水 产 化能 多元 主 创新资 为海 养 创

（ ，新服 杨务 宁生 2006）， 心 ，企 为 的海 新 利于实现 创新资建立以 业 核 水养殖创 生态系统 有 海水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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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 ， 。源的 整合 殖技 促 养殖业创优化 提升海水养 创新效率 进海水 新发展

1977 ，年 Hannan and Freeman（1977） 《 》在其所著的 组织生态 中 将生 角 入组学 首次 态视 引 织研

， 。中 将 业 群与 所 场 境 结合 性究 强调 企 种 其 处的外部市 环 相 进行整体 研究 2004 ，年 “ 生态系统创新

（innovation ecosystem）” 次出现的概念首 在 一美 统科 会的国总 技顾问委员 份报告中， ，该 出报告提

术为保持 创新领导地位需要建国家的技 立“创 态系新生 统”
①
。Iansiti and Levien（2004） 用 态位运 生

对 了 ， 。创 态 统 行 解 提 系 是 占据 位的概念 新生 系 进 释 出创新生态 统 由 不同生态 的企业构成 对学者们 创

了大 讨 ， 未 一 。 类 ，统的概念进 的 论 的结 态 自然生态新生态系 行 量 但尚 形成统 论 创新生 系统与 系统 似

（不仅仅是物种间的竞争 合 关系但 与 作的 Moore，1996）， 术 必技 经济还是 与 发展所 需 、种 构的各 机

员与 所人 其 处的 、 。会 经 环境 的 新生态系 研究范式由 关自然 社 和 济 相互作用 动态系统 创 统将创新 原有

、注 要素 态 分析转变 新主体 创新要素之间 互 机制 态资源配置和 结构的静 性结构 为强调创 相 作用 的动 分

析。 本创 系 质 拥 异质 资 关 体 实现 值 创新要素新生态 统的 是 有 性 源的利益相 主 为 共同的价 目标而进行 整

杂 （识流动的复 过程合和知 交互 陈劲，2017）。

水养 业结合海 殖业的产 特性，本 将海水养 态系统界定为文 殖创新生 ：在特定的时 空间 内间和 范围 ，

、 、 、 、府 企 科 所 融 构以 相 等 元 体为 利 定的政 业 高校 研院 金 机 及 关中介机构 多 主 实现各自 益诉求和特

， 术创新 水养殖技目标 在海 创新从 、 术创意 到市 过产生 技 研发 场化的全 程中与其他创新 多种主体进行

， ， 术 。合作 通过多种联 形 现异 创 要素 同 于 水 殖技 新 集结 式实 质性 新 聚合 共 服务 海 养 创 活动的各种 合

海 养殖 系水 创新生态 统主要 三下 个方面有以 的特征。一是 。一系统开放性 般性的创 普遍新生态系统 强

内 新资源的 用调企业 部性创 关键性作 （Kim et al.，2010；Zahra andNambisan，2012），而海水养殖技

术 杂，创新 程 及知 畴过 复 涉 识范 广， 一 术 ，单 企 承 水 殖 创新 全 依 跨业难以 担海 养 技 的 部任务 主要 靠 越

组织 素边界的要 资源来 术身技 创新支撑自 的 ， 。此具有显著 放性需求 因 的开 特征 二是 。异质主体 性 海

，殖 态系统是 边界延伸的结果 通过 异 创新 的水养 创新生 企业组织 与 质性 主体 结联 ，实 资 交现创新 源的

叉 ， ， 本补 除海 养 与 场 之间 质 同资源的 新主体互 消 水 殖知识资源 市 化 的壁垒 其 在于占据不 异质性创 之

间 。结与的联 互动 三是 。 ，演化 殖 仅仅是主体 与合作关系 海水养殖 新共生 性 海水养 创新不 间的竞争 创

也 一 ， ，过程 主 与创 在 发 变 的过 中 协 互 共同 生是 个 创新 体 新要素 不断 展 化 程 与外界环境 同 动 推动创新

，本化与演化态系统的变 质上具有“共生演化” 。的属性

（三）海水养殖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

一 来讲， 、 （般 创 包含 创 和创新环新生态系统 创新主体 新要素 境等 Gomes et al.，2016）。 养海水

殖创新生态系统演化 ，的 是在 环 的推 水 创 主 协同 创 的 程过程 创新 境 动下 海 养殖 新 体 和 新要素流动 过 。

先首 ， 。创 同 养殖创新 的前提新主体协 是构建海水 生态系统 势 对自然 系统 位的生态 中占据优 地 物种会

，边 生影响 吸周 环境产 引其他 ， 一 落（物个体在周围集聚 从 形 有 定 关 的自 群生 而 成具 竞合 系 然生态 陈

泰衍 等，2018）。 类与 然生 系自 态 统 似， 势 心殖 新 态系 据 的主体为海水养 创 生 统中由占 创新优 地位 核 ，

集聚其吸引和 他 ， 落。创 体和 而形 态 基础群 在 创新新主 创新要素 从 成创新生 系统的 海水养殖 生态系统

①
资料来源：National Innovation Initiative Summit andReport，https://www.compete.org/reports/all/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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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 、 、 ）、 （ 、中 创新 体 包括 养 核 创 企 校 研 所 辅 创 金主 主要 海水 殖 新主体 业 高 科 院 助 新主体 政府

、 ） （ 、 ） 。机 科研 以 反馈主体 等融 构 中介机构 及成果应用 市场 用户 其次，创新 流动要素 是海水养殖

。 一创新 形 展的基础 开展海水养殖创新活 时生态系统 成和发 单 主体在 动 ，因 身要 源 制而自 素资 限 面临

创 颈的 新瓶 是 一单 体主 力。 一 ，与 他 作 内 动 单 吸 的创新要其 主体开展合 的 在 主体通过 纳其他主体 素 实

， 术 。新要素的跨 边界 海水 新 水养殖创 统的创新要素主现创 组织 流动 以提升 养殖技 创 效率 海 新生态系

、 、 术、 、 、 ， 、要包 知 金 技 产 政策 要 于 体 建立 信括 识 资 专家 品 等 不同 素基 主 间 的 任关系 和 正正式 非

的式 、沟通 宏观 。策 理接近性 现聚合 创新 间所 关系 源政 引导以及地 等原因实 主体 建立的信任 是实现资

心 ， ， 了流动的核 通是影响要素流动效 的 地理 性 创新 集 供聚合和 和基础 沟 率 关键 接近 为 要素的 聚提 便

利， 观政 引宏 策 导 （素 源 聚的是推动要 资 集 支撑 崔锐，2021）。最后， 支撑是海 新创新环境 水养殖创

生态系统演化 。 ，的重 环境 内 活动相联 条件的总和 为海水养 创要条件 创新 是与系统 部创新 系的各种 殖

态系新生 统 化演 了供 外提 部条件。 、 杂不 新 境 件的 互 创 主 创新 复同创 环 条 相 作用及其与 新 体 要素间的

了动 海水养 动的进行互动共同推 殖创新活 。其中， 新环创 境主要 政策包括 环境、 环市场 境、 环境文化 、

术 、 、 。技 环 境 创新服务环境等境 行业环

海 养 新生 统水 殖创 态系 化演 力 力 力动 为 驱 和 部驱 两主要分 内部 动 外 动 个方面。 力 来驱 主内部 动 要

、 、 ，源于 科 新主体的 主要包括创 体为 殖创 产企业 高校 研院所等创 利益导向 新主 实现海水养 新目标而

、 、 本源互补需 散需求 成 分担需求以 创 益驱生的资 求 风险分 及 新利 动。 力 来部 动 主 创外 驱 要 源于 新主

，体 外 环境 要 和 动 要包以 的 和 素等的引导 推 主 括市场 动拉 、政策引导、 术业技 水平行 推动 。 水养等 海

力 ， ，殖创新 系统 是在 的 用下 异质 体基于各自的价值主 通生态 的构建过程 内外驱动 共同作 性创新主 张

一 ， ， 术的利 结 式形 协 同 合 利用 补 以 撑 水养 行过 定 益联 方 成战略 同 共 整 和 互 性创新要素 支 海 殖技 创新

， 。目标动 实现创新 ，在此基础上 新结果创 ， ，不断 至外 外部 变 生反馈 部环境 带动 环境发生 化 并催 新

的创新动因。 水养殖创新生态系统海 渐逐 产生新的 目创新 标并 一进 创 体步扩充 新主 ， 合 的创 要聚 新 新

素，从而 ，新 创 成果获得 的 新 产出 形成 、 。循 迭代演化 程 通过多元 协同环往复 不断 的动态过 主体 与要

， 。最终 成 断输出和 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化 级素流动 实现创新 果的不 海水养殖 升

，本此 文基于 按照“动因—行为—结果” 一 ， 心普 研 逻 基于 企 不 阶这 适性 究 辑 核 业视角识别 同 段

、采 ，海水 的 动以及产 研究海水养 新生养殖创新 动因 取的行 生的结果 殖创 态系统的 ，化过演 程 从中探

。索 机理 海水 生态系统其内在 养殖创新 演化的分析 架框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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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海水养殖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分析框架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采集过程

（一）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本 采 ，单 例研文 用 案 究方法 对通过 水 殖 新生 系海 养 创 态 统典型案例演 过 的分化 程 析， 料资从原始

，概念并分 关系 剖析海 殖创 的中提炼相关 析其中的 水养 新生态系统 力、 心演 过化动 演化 程与核 机理。

遵循 则典型性原 ，本文选取 东山 省莱州明波 （水 有 司 以 称产 限公 下简 “ 波明 ”）为案例 业企 ，主

原要 因 三有 。一是明波 中 领 知 的以是 国海洋渔业 域 名 名优 心 术产 为核 业务 企海水 品苗种研发 的高新技

业。明波通 效协 新主过有 同内外部创 体， ， 了 心新 建 以企业 新生态系统整合创 资源 构 为核 的创 ，其成

功经验对于中国 义。海水 业 新发 重 鉴养殖 创 展具有 要借 意 二是 波明 术从 立 赖 引 与合创 初期主要依 技 进

术， 力 力得 发展成为 资源协调能 主创 养殖作开发获 先进技 逐渐 具有创新 和自 新能 的海水 龙头 ，企业 实

了海 创新现 水养殖 由“学研主导”向“企业主导” ，的创新模式 型转 符合中国“ 以 业为构建 企 主体的

创 系新体 ”的战 导向略 。三是明波成立于 2000 ，至 已年 今 有 21 ， 术年的 生 创新发展历史 产经营与技

对 ，模式相 成熟 以海水养殖 术 了 杂技 为纽 创新 经创新 带所形成的 生态系统 历 复 的演化 ， 本过程 可以为

丰 。究提供 富的素材研

（二）数据来源

参照Yin（2003） ，案 究路的 例研 径 本文 来 料 料通 搜集 资 资 的过 不同 源 实现 间 “三 验证角 ”。本

来究 主 源研 的相关数据 要 于三个方面。一 调是访谈 查。2018－2020年期间， 者先后多 访笔 次实地走 明

波，并于 2020年 7月 21日－8月 22日 一 在连续 个月 明波调查， 对点重 明波 术技 创新相 行的 关问题进

深入访谈，以半开放 访 主式 谈为 ，最 到终得 约 9.25 料万字 资的访谈 。二 闻 道是新 报 、 术 二论文 手学 等

料。 ，研 主 相关 例资 为筛选与 究 题 的有效案 信息 笔者 互联网以在 “明波” ，键词进行检 索相为关 索 搜

关新闻报道；同时，在中国 网知 、万方、 普等文献维 数据库以“明波”“封闭式循环水”和“ 鲷石斑 ”

主题 索等为 词检 术论文学 ， 较其 研 主 关联 度并剔除 中与 究 题 程 低的部分。 者 过 述检笔 通 上 索 到最终得

约 16 料。三 料。是企业内万字的资 部资 料搜集到的企 部资笔者 业内 、网信 章包括企业官 息 公司规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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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 ， 计学研合作 到度 产 协 等 共 得 1.32万 料。字的资

（三）数据处理

本文 一参照案 研 般流例 究的 程 。行 据分进 数 析 首先， 三 对 料由 组 不 的研 者课题 位 同 究 搜集到的资

， 三 扰进 系 研读 互行 统 并保证 者 不干 。三 、 ，者分别分 提炼出关键 题和位研究 析 归纳和 性问 典型事件

划 术 ，此 分 新 不同阶段由 企业技 创 发展的 并 讨 一后达成 致意见经过 论 。 ，其次 借助Nvivo 11.0质性分

，三 对 料 ， 讨 ， 一 ，析软 研 者分 行 提 各 编码 论 得 性 果 并件 位 究 别 资 进 编码 出 自 结 并进行 论 获 致 结 与研

对题 证究主 进行 比和验 。 ， 一 ，三 对 一 讨 ，最后 基 论 位研究者 见相 行进于 致性结 再 意 异的部分进 步 论

。最 究结论形成 终的研

四、海水养殖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分析

在 术技海水养殖 ，创新过程中 明波 、与 府政 、 、 、科研 其 企业 构 相 中高校 院所 他 金融机 以及 关 介

， 术 ， 了 一机构 多 作 并 集创 行 的协同创 成 具有 定结等 元主体相互 用 聚 新资源 进 海水养殖技 新 逐渐形 构

， 心 了 。能的 统 并 核 步推动 海 新生态系统的持续升 结功 创新生态系 以企业为 纽带逐 水养殖创 级 合 波明

的 料，资案例 本 将文 海 创 态 统 动态 化水养殖 新生 系 的 演 划 、 三统 芽 统拓 成过程 分为系 萌 系 展和系统 熟

， 析海水养 态系统的演 程个阶段 剖 殖创新生 化过 。

（一）系统萌芽阶段：学研主导型“点对点”合作创新

， 力 。 势首 是海 新 统初始阶 量 学研主体以自身知 优 础先 学研主体 水养殖创 生态系 段的主导 识 为基

， 小 。与 主 合作 新 的 化 企业 最 水 殖 新活企业 体 进行创 成果 转 使 以 风险切入海 养 创 动 水由于海 养殖业的

弱质性及其创新活动的 杂复 术 ，性和强 赖性技 依 在创新 ， 术海水 往往 握充足的初期 养殖企业 难以掌 技

要素资源支撑和 ，主要通过转移、利用、 术进现 成 等方改 有技 果 式， 研 为 导 行合 创以学 主体 主 进 作 新，

与一 新 态 统般性创 生 系 力以 整 培育为主内部资源 合和研发能 的演化 了 （径形成 显著路 差异 Siggelkow，

2011； ，项国鹏 2020）。 ， （初期 水 研究院黄 究所 以下简称明波创立 恰逢中国 产科学 海水产研 “黄海

所”）的 大 鲆专 入 菱家引 良种并 术， 。克人 技 新 种 广与 业 明 敏 地攻 工繁育 处于 品 推 产 化开发阶段 波 锐

了 一 ， 术 ，抓 在 部专业技 况下 与黄海住 这 机遇 缺乏企业内 团队的情 所 大 鲆家团 菱 工专 队合作完成 厂化

育种。2002年， 次与黄海明波再 所 作攻关专家合 ， 鳎 术在世界上首次 破 舌 人 育突 半滑 工繁 技 ，成功培

育了 280 鳎 。 对 力， 鲆鲽类 术尾 舌 鱼 企业 初 功 用 品种 出万 半滑 仔 面 的 创压 明波成 利 新 养殖技 溢 红利，

大 鲆、 鳎 鲆鲽类 ， 对 小科研院所 菱 半滑舌 等 种开 弱 的 功通过与 合作进行 新品 发 在企业相 情况下成 开启

。水养殖创海 新活动

， 小 ，次 围绕特定创新目标 规 向要 合 海水 新 系 萌 阶段 主其 的 模定 素整 是 养殖创 生态 统 芽 的 要特征

术 素 此 段占 位技 要 在 阶 据主导地 。 类 术 本业创新往往 性技 突破为 提海水养殖产 以某 关键 基 前 （刘晓等，

2015），尤 ， （水产 为 种业科技 水养殖业健康发展的 决 桂建其是以 遗传育种 代表的 创新 是海 先 条件 芳

，等 2016）。 术 、 ，新 逐渐 科 所 知 创造 体 和 散 企业 新技 由高校 研院 等 识 主 向企业推广 扩 在 形成以创 技

术 心 小的 规模要产品为核 素聚集， 现既定成果 效转实 的有 化。 经理 访明波副总 李文升在 谈中提道：“我

们当时 了 ，做鱼的时候 直接确定 要 了聘请 海黄 所 ，家做专 顾问 也 了同 邀请时 一 ，团 专 当跟他 个 队的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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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都是 所 波 实 我们时 院 专家亲自 明 做 验 提供配套。” ，在 段企业初创阶 明波 术与 的技 创新科研院所

对大 鲆合 要基 专家作主 于科研院所 菱 鳎 术舌 育技 的和半滑 人工繁 突破。 扶协助和政府政策 持下在专家 ，

了大 鲆 鳎 。 术 ，波 完成 半 舌 工 苗 要 的 动下 素 绕 品 开发明 顺利 菱 和 滑 厂化育 在技 素 推 要 资源主要围 新 种

需求进行小规模 。合定向式整

， 类 ，系统萌 海水养殖创 态系 体主 体 新要素共芽阶段的 新生 统由学研主 导 企业主 和各 创 同构成 形

了成 规模 小最 ， 对 小但结构与功 相 的渐 生能 完备 进性 境， ，能够 低 养 业 新风 成有效降 海水 殖 创 险 为海

力 对 小 ， 。 小企 主 在创 的 创新目标 径 通过渐进 境的水养殖 业 体 新能 相 弱 情况下 实现 的最优路 性 生 创新

， 一 术 力 、 、 必以为 生 的进 步演 能 积累 要素资源聚合 体 协同起步 可 后续创新 态系统 进提供技 主 资源 等

（ ，条 王宏要 件 起等 2016）。 术学 体 导 的海 养 动 分 赖于 识但 研主 主 下 水 殖技 创新活 过 依 专家的知 资源

术 ， 择 ，向 而专家 新方向选 时 科研 忽视 的 求 容易造与技 方 在进行创 重视 成果产出而 合作企业 盈利诉 成

。经营风险企业的 例如，从 2003年 ，开 明始 波 续陆 与 院 合作科研 所 了 鳎、内进行 塞 加尔 漠斑 鲆、牙

条斑 鲽、 鲽 ，星 斑 的 发 部分 的 不高圆 星 等新品种 开 但 创新品种 市场认可度 ， ，造成 低下 影响企业产值

了企 经营业的 效益。

（二）系统拓展阶段：市场驱动型多领域合作创新

力 。 心 力殖创 统 段的创新 渐由学研主体向企业 体 核 企海水养 新生态系 拓展阶 主导 量逐 主 过渡 业能

，的 升能 更 相 创 主体 入 场 求 定海 新 具体创新提 够吸引 多的 关 新 加 企业根据市 需 确 水养殖创 战略导向和

， 了 权， 。学研主体在 养殖 的主 体 中的地位 明波总手段 削弱 海水 创新协作中 导 企业主 在系统 逐渐上升

经理李波在访 中谈 谈道：“ 了 术公司 拥 自己 技 团逐渐 有 成熟的 研发 队，在 后此 4～5年①
时的 间里陆续

了 ， 术 了一 ， 也成 个 品种 技 循环水养 定成型完 多 新 开发 繁育 上 个新台阶 成模式 稳 并 未来成 司 发为公 展

术 。的技 支撑 ”明波 、科 合作在与高校 研院所 的 ， 大， 心 力过 研发团队逐渐壮 核 创 量程中 内部 新 逐渐

形成， 择进 以市 为 的 新 向选开始 行 场需求 导向 创 方 。 ，此在 基础上 明波以鲆鲽类 石和 类斑 新品种研发

心， 、 术养 为核 通过 课题项目 设 向课 作中 排 等和 殖模式突破 联合申报 立横 题并在技 合 通过署名 序让渡

形式吸引更多的 ， 、外部优质创新资源 陆 与 所 中 学 海洋续 黄海 国科 院 研究所（以 称下简 “ 科 海洋中 院

所”）、 大中 开 创 合作国海洋 学等 展 新 ， ， 势 ，作 不同创新 资源 逐步形以项目合 为纽带 获取 主体的优

了 心企业成 以 为核 、 。协同 新 构产学研 合作的创 主体结

海水养 态系统拓展阶段殖创新生 主要 对 ，调 要素 与 场需 逐 变 市 引致强 创新 配置 市 求相 接 渐转 为 场

。 心 力 长， 对 力求 素 模 整合 利 能 的成 企 息的洞察能需 主导下的要 规 化 与协同化 用 伴随着核 业 市场信 和

对 势 判 力 。 对 ，业趋 提升 需 分研究 企 品种的横向拓展与纵 挖行 的 断能 不断 基于 市场 求的充 业进行新 深

， ， 。发系 创 产品 础 绕 品 开发 求 式 变 与养 转掘 开 列化 新 在此基 上围 新 种 需 推进养殖方 的 革 殖空间的 移

一 术中不断催 需求在这 过程 生新的技 （ 、 术 、 ）如养殖 变革 开发 拓方式 储存加工技 生产空间 展等 ，使

。 ：要素围绕 聚集和流动 明波总经 李 出创新目标 理 波指 “ 一因 部 专家 他 发 否 成为有 分 他只管 的研 是 能

①2007年开始，受“多宝鱼事件”（或称“大菱鲆事件”）的影响，北方鲆碟类产业开始出现滑坡，明波在此期间对经

营方向重新进行了定位。此处提到的 4～5年是指 2010－2011年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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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 。 ， ， 必功 没 所 不 只听 是 家的 是不 家的 我们 须他 有成 的概念 以 能 专家的 不 说不能听专 能只听专

。市场关注 ” ，因此 自 2007 ， 了 ，明波 市 团队年起 组建 专业 场调研 术开始 求决定技 攻关方以市场需

向。2008－2009年， 波明 市场通过 调研 对关 到南 石 的 可 度很注 方市场 斑鱼 认 程 高，但 以其养殖方式 传

池 ， 较落 ， 。统 养殖 比 不稳定塘 为主 工艺 后 苗种供应 ，一 ，为 波此 方面 明 与黄海所 合作专家 开展石斑

术人工 究鱼 繁育技 研 ， 突破赤点并陆续 石斑鱼、 纹石斑鱼云 、七 术带石斑鱼等 个 品种 育多 养殖 的繁 技 。

一 ，另 方 开 绕 品 养殖 求面 明波 始围 新 种 需 来布 术 ，殖 攻 任务局工厂化养 技 关 独立完成“工厂化海水高

密度循环 统研究与开水养殖系 发” ，目项 。 ，成 繁育 关 撑 同时为明波鱼种 和养殖的 键性支 也明波 开始

类 术 ，进鱼 深加工技 研究 逐推 步建立起 、 、 、 。从亲 育 苗 养 到 的 业 条鱼选 育 成 加工 销售 产 链

在 水 态海 养殖创新生 统 展阶系 拓 段， 。体 中的主导 用不断增强企业主 在创新活动 地位和作 养海水

殖 统创新生态系 依然采取 本 ，式 基 模式开放 创新的 但 小 ， 对进式 生境相比 系统 外 创 源与前期渐 部 新资

力的 和 合能吸引 整 增强， 了 ，绕 种 发 相关 域 合 创 主体 创围 新品 开 的 领 吸纳 更多的 作 新 使系统的 新效率

。 。 一定性显著 领域的多元 海水 态系 重 创新重点和稳 跃升 创新 化是 养殖创新生 统拓展的 要标志 由单 领

， ， 。向多领域扩散 使系统 市 应性 提 系统 增域 的 场适 逐步 升 稳定性 强 ，波 焦 场需 将明 聚 市 求 产学研合

， 一 大 对 。一逐 由 品层 升 进 步扩 合 围 是开始推 斑鱼作 步 产 面逐渐上 到产业层面 作 象的范 进石 养殖品种

创新的 ；二 进是逐步推 产业链由 、育苗向 和销售多领域延伸养成 加工 ；三 力是 探 殖方 优着 索养 式的 化

。 ， 对 力大升级 业 的 调 幅自此 企 资源 协 能 提高，在 统创新生态系 的 位逐中 地 步上升， 水海 养殖创新生

态系统进入拓 。段展阶

（三）系统成熟阶段：企业主导型平台化合作创新

在 ， ， 力 。海水养 新生 阶段 统 态位不断 系统的主导 量 核殖创 态系统成熟 企业在系 中的生 进化 成为

心企业 角的 色由 术 、 、 ， 类应用 发 和生 渐 资 务 育等 种 通 协 各技 研 者 产者逐 向投 服 教 多 角色转变 并 过 同

创 内 素资源统 殖创新实践新主体和 外部创新要 领海水养 ， 推动 新生 协不断 海水养殖创 态系统的 同升级。

2014年， 对在经过 需求的充分考察后水产市场 ，明波与 所黄海 、中 海科院 洋所合作， 内 突在国 首次 破

鲷 术， 鲷 ， 了斑 生殖 控 技 功 育出 苗石 调 及苗种生产 成 培 批量斑石 种 填补 中国 鲷 。斑石 苗种 白繁育的空

为更好地 和引适应 领 鲷斑石 ，市场 ，汲取 种 验 明波严 场需求控制苗种产量前期新品 推广经 格依据市 。

，时同 明波 头牵 成立了 鲷石 殖专 社斑 养 业合作 、 术 ，化 殖 备技 务工厂 养 装 服 公司 开始为其他养 企业殖

计化 建造服务提供工厂 养殖的设 和 。明波 进在促 鲷斑石 新 术 、 ，品 殖技 场价种养 推广 实现市 值的同时

一 术 ，也 大 了在 进 步促进 提升和完善 更 程度地 升实践中 原有技 的 提 的企业 力。 ，行 响 外业影 此 明波的

心 术 也管 员 技 员 开 以核 理人 和 人 始 “兼职导师”或“ 术技 问顾 ” 身份的 到高校、 研 教学科 院所和企业 ，

了 。实现 的外部输出知识资源

、对 。式创 聚合 接 源供给与 的关键载体 海水养殖 业开放 新平台成为 创新要素 创新资 需求主体 企 围

势自身 建绕 优 构 类参与和 各 ，研 创 平产学 合作 新 台 可以 术海 新 动 到新 撑使 水养殖技 创 活 得 型载体支 。

一 ， 较大 ，殖新品种 泛认可存在 而开 台可 养 种和方面 海水养 被市场广 难度 放式创新平 以为海水 殖新品

术 ， 、 ， ，新技 载体 通过平台内企业 校 研院 合 联合 品 宣 推 增加推广提供 高 与科 所的 作 推动新 种的 传 广

力。 也 一。品 是 水 殖创 统 之 如新 种的影响 这 海 养 新生态系 的特殊功能 2014 ，年 明 首次开发波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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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 、 、 大云 鱼 通 联合 建 研究所 中 福建石斑 过创新平台 黄海所 福 省水产 山 学以及 某企业共同署名 报申

， ， 。种审 同 成新 宣 广 通 品种 市新品 定 共 完 品种的 传推 打 新 的 场化环节 一 ，方另 面 心随 核 企着 业的实

力 大， 一 。 类 ，强 行业或多 成为 种需要 能 构 开放 台增 和规模扩 跨 品种经营 和可 建和参与各 式创新平 有

助于 心核 企业 了 ， 大 ，及 最新科技进展与市场 息 度地 创 资源 实 需时 解行业 信 最 限 整合 新 与要素 现与 求

对 。 ：市 的有 接 员 王 滨指场 效 明波研发部 工 清 出 “ 了 ，合 良好的产 平台 通公司与 作院校建立 学研合作

， 术 。过这 台可 家取 们 体的技 攻 准匹配专家资源 根据 们个平 以与院所专 得联系 我 根据具 关需求精 我 具

，遇见 题 们可 平 取体 的问 我 以通过 台获 需 资源所 的 ， 也 ， 也系 其 方 的支联 专家 好 申请 他 面 持 好，都可

。以 得从平台上获 ”自 2014 ，年开始 明波 创新重点不 限于的 再局 产业链纵向 ，拓展 创而是利用 新平

，的知识资台 源 、产业链条 跨产业融合 多 创新开展全 的 元化 。一 大 了莱州中 海洋 突是与 国 学合作 破 湾

蛤蜊 术， 一 。二 术 ，红 工 育技 产 加 渔 延伸 厂 务公司 开人 繁 将 业链进 步向 工 业 是成立工 化养殖技 服 始针

对其他 计 。三 莱州 大养殖企业提 厂化 建造 湾 设完成两 场和 型供工 养殖的设 和 服务 是在 海域建 处海洋牧

大 ， 三 ，智能化生态 围 并 进军 业 专业 理 和 游 司探 生 游 源网 开始 第 产 与 旅游管 专家 旅 公 索 态围网的旅 资

。发开

，在 创 成熟阶段海水养殖 新生态系统 心 ， 、 、 、殖核 企业为 政府 所 中以海水养 主导 高校 科研院 介

、 杂融 多创新主 动的复 创新生态系统机构 金 机构等 体协同互 经 形成已 完全 ， 心 力业 新能核 企 创 不断提

术 力 ， ， 术升 为 水 殖技 新 断 掘 的市 聚 源共同推并成 海 养 创 的主导 量 不 发 新 场需求 并 合内外部资 动新技

。 ， 一 术 （发和市场化 然而 技 创研 推广 区别于 般的 新体系 、绍吴 波 顾新，2014），成熟阶段的海水养

术 对 ，殖创新生态系统更加 调 养殖 新 市场 有 并 企 根据 场强 海水 技 创 与 需求的 机 接 非 业 市 需求而做出的

， 对 判 、对未来械 反应 有 审慎 断 市 预期机 化 而是在 现 市场状况的 场的合理 以及在 力考虑综合 研发能 的

配性适 的基础上， 势 术 未来同 现有优 技 预期新品种的储备步推进 的升级与 。 东明 副 理毛 示波 总经 亮表 ：

“ 。 ， 一质的 养 迫 需 的 我 并 求 规 时间 产 在做优 品种是 殖场 切 求 们 没有刻意要 在 定 内推出新 品 但我们 直

， 一 了 ，才 ，新品 等到这个品 定的 有 市 后 市场推广种的储备 种有 市场基础和 场接受度 会进行 这样会比

较 。轻松 ” ， ，明波利用创新平 的 作用 更 泛地 知 家 企 创新 务台 推介 得以 广 联系到 名专 为 业 服 帮助企业

术 ， 鲷、 鳎、鰤决 业 过程 求 石 半滑舌解 产 化 中的技 需 继续推进斑 、大 荚 、鱼 竹 鱼 花尾鹰䱵等品种的繁

术 。 ， 对未来 判 ，育技 同时 的 推进研发与应用 根据 市场 断 同步 其他石 类斑 术 ，种的技 储备 并开始新品

莱州 蛤蜊 术 ， 对 。 一 ，进 红 技 研 更 地应 境 在 过 中军 繁育 发 以 好 市场环 变化 这 程 术技 新 链创 领域由产业

，伸 产业延 向 融合拓展 ， ，跨 主体开始 系统与创新 的协 提高行业的创新 涌入 创新 环境 调程度显著 多利

杂关 互动联合 部环境的共同演化最 催 复 的 养 创新 统益相 主体的 以及与外 终 生出 海水 殖 生态系 。

五、海水养殖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机理探讨

（一）海水养殖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动力

养 创 生态 统海水 殖 新 系 的演化 双 力内 部 动 的受到 外 重 驱动。其中， 力内 是源自创部驱动 主要 新主

，利益驱动体的 而 力 来 术、驱动 市场 策外部 主要 源于技 与政府政 要素等相关 。的支持与推动

1. 力利益驱动 。 ，基于经济学 析 养殖 主 进行 新 合 创 是交 费分 海水 创新 体 自主创 还是 作 新 易 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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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柳卸 ，2014）。在海 养殖 系 段水 创新生态 统的萌芽阶 ， 大 ，科研院 量的科技成 在科所掌握着 果 但

， 少 ， 。 一方面 显 缺 转化载 渠道不畅 初创期的海 养 业规技成果转化 存在着明 短板 或 体 或转化 水 殖企 模

较小， 、 、 术受 金 人般 资 员 技 等的 ， 。难 承 重要 创限制 以 担 的 新活动 ， 术由 海 养殖同时 于 水 技 创新的

长 ， 大 ，高 期性 初创 承受海水养 的创 向于 源 单易风险性和 周 企业难以 殖巨 新风险 更倾 将有限资 投向简

、 小行 投资 且 快的回报 “ 术成熟技 ”（ 霁 ，雷 霖 2006）。 ，因此 业企 与通过 其他 ，新 体联创 主 合 形成

， 术 ， 心 。利 同 以 研院 领 围 核 品开 行 共同承担益共 体 科 所 先技 为主导 绕 产 发共同进 资源投入并 风险 这

择， 了小降低海水养 新交 实选 的 合作催生 下的海水养殖创是 殖创 易费用的现 由此进行 产学研 生境状态

。新生 系态 统

， 力与外 新 体合 程 业 资 整合 协 升在 部创 主 作的过 中 企 的 源 与 调能 逐渐提 ， 业 始以 为企 开 市场信息

术定技 攻关基础自主确 方向。因此，企业开始将 、人工 施改常规 繁育 养殖设 进等一 力适 能部分 应企业

来 ，的创新 学研合作中剥离出 进 自 新 将 创 活动 企 部 易活动从产 行 主创 部分 新 内化为 业内 交 以降低 易交

费用。 、 、高而需要 精 尖仪 的基器 因测序和 势遗 础研究工 有资源优 的 和科传育种等基 作仍由具 高校 研

院所承担，从而初步 了 。 大企 的海水养 态系统 随着企业规模 扩形成 业主导 殖创新生 的 、 链产业 的延伸

以及生产 拓空间的 展， 对 术 类、 了业 创 的种 模 出 高 要求企 技 新 规 和效率等提 更 的 。 ，因此 必 过须通 建

， 大 、 ，新平台实 源的灵活配 托创 更 规 次 合作 在维立各种创 现创新资 置 依 新平台实现 模 更深层 的创新

大 本。 术织规模的状态下最 限 地 创新 技 新平 模 升 业 新持企业组 度 降低 成 以 创 台运作 式提 企 创 的 级能 和

， 术 ， 对 ， 对技 作 间 灵 需 有效降低 扩展和应 市 化所效率 拓展 合 空 敏应 市场 求变化 从而 企业规模 场变 带

来 本 ， 了 。和组 此 于创新平 养殖创新生态系统的机会成 织费用 由 形成 基 台的海水

2. 术 力支技 撑 。 术 大技 的 新科学 重 创 是推动 殖海水养 业 速 展快 发 的 本基 前提，而 引品种创新是 领

全 业链产 条 发跨越式 展的“芯片”。 术门 ，海水养殖 的高技 槛和 性特 研由于 育种研究 外部 征 高校和科

一院 国 殖种业创 究的所 直是中 海水养 新基础研 “ 头排 兵”。自 20世纪 50 来，年代以 中国 水养海 殖业

经 的历 “藻、 、 、 、虾 贝 鱼 参” ，五 色 潮 以次蓝 浪 均 术高 和 新 种 殖技校 科研院所的 品 养 ，提突破为前

推动 了实现 国中 海洋渔业由“捕捞”为主向“养殖” 。的转为主 换 明波 展初在发 期 院 的与科研 所进行

大 鲆 术 了 类菱 工厂 育技 合作创新正是享 到 养殖 表 第四 养 潮 产 的化人工繁 受 以鱼 为代 的 次海水 殖浪 所 生

术 。 类 心 术 了 ， 心 术 ，技 利 核 的 破促 市 科研院所 下 与红 海水鱼 养殖 技 突 进 海水鱼 场的发展 在 核 技 主导

术 了 大 。企业联 动新 得 巨合推 技 的应用获 成功

但 术 大， 术 力 力着 升级和生 技 能 转化的产品生产 逐 足随 企业技 产规模扩 能 渐满 甚 过 有至超 现 的市

求场需 ， 术技 利 空间 压原有 的 润 被 缩。因此， 开 将 注点 需企业 始 关 转向市场 求的变化， 市场需求以 牵

引 ， 术创新方向 并 创新 求重企业 依据 目标的技 需 新匹配 术技 对 。合作 象 一 ，这 过程中在 术 源外部技 资

，不断涌入 企业通过“ 中干 学” ， 了 心 力外部 内 化 逐 企 创 能将 知识 部 渐形成 业核 新 ， 心 术业的 技企 核

力 。 心 力 ，随 企 核 能 海 生态系统 断提升 海水能 逐渐形成 着 业 的加强和 水养殖创新 能级的不 养殖龙头企

业 术养殖由外部海水 技 者的得利 术 。 ，技 的供给 时向创新 者转变 此 明波一 心 术方面继续维持 技核 的保

， 术 ， 议 一密性 止 水养 外 风 企 开始 过 等 式 步约 体为防 海 殖技 的 部性 险 业 通 签订保密协 方 进 束合作主 的

。行为 一 ，面另 方 ，在各级 持下政府的支 明波 术开 部分 技 向始将 应用型创新 其他 ，推 固定企业 广 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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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养殖 殖技 形成品种或养 “龙头企业+一般养殖 业企 + 户养殖 ”的 格产业 局， 了推动 态 结创新生 系统 构

一 。和 能的 步功 进 升级

3. 力市场拉动 。 ，也 。场 资源 础 活动安排 据 市场需求 水养市 是 配置的基 是企业创新 的主要依 是海

术 落出发殖技 创新的 点和 脚点，也 力是 殖创新生 化的主要推动海水养 态系统演 。在市场 求需 的 引下牵 ，

，养 企业 获 机 以 场需 为 新海水 殖 不断捕 市场 会 市 求 导向确定创 方 和的 向 ，目 既 求标 并围绕 定的市场需

择 对 ， 。目标选 象 生产出能 合市 新产合作创新 够迎 场需求的创 品

， 对 ，水 业的特殊 植业由于海 养殖产 性 相 于种 海水养殖业 、 术 杂 ，尤的生 环 多 技 更产 节更 复 性 强

其是 殖海水养 创 环 涉及 鱼种苗 新 节 亲 的 、培育 人工促熟、 、 、 、饵料产 孵化卵 选育 蓄喂、环境调控等

一 列过程系 。 ，因此 一 才 。种的研发往往 数年个新品 需要 时间 能完成 类 较而名 有 价值贵鱼 等具 高经济

较 ， ， 大 。 一的海 品由于价位 高 消费者 体 集中 高 入人 规 缓 当 种水养殖产 群 主要 于中 收 群 市场 模扩 慢 某

类名 鱼贵 品种的 术大 ，技 模 及后养殖 规 普 当 大而 量产量过 超过市场容 时， ，便会 迅速下降 致引发价格

术 大 。 大 少水养 临着 风 限度减 市使海 殖技 创新面 巨 的市场 险 为最 场风险给 来 ，企业经营带 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 水养海 殖 ， 术 术 ，业 据现 需 过 引 或技 作 与 他 体合企 根 有市场 求 通 技 进 合 改进等方式 其 主 作进

术应 求的技 创行适 现有市场需 新， ， 对 ；断推出符合 者需 以应以此不 消费 求的水产品 市场变化 一另 方

，面 水养殖企海 业 对 判 ，在市场需求的 断基于 潜 通过 长 术外 新主 立 期的 战 作与 部创 体建 起 技 创新 略合

， 术 ， 。系 断进 技 市 需 的变关 不 行 储备 以适应 场 求 动 由此， 场市 需求多变性 了导致 企业 伴选在合作伙

择上的多 和层样性 次性。 长创新 需 同作用下在短期 和 期创新 求的共 ， 创新生态系统海水养殖 不断向更

高层次演化。

4. 力政策 导引 。 计 ， 。海水 发 系 国 生 是 民 性 业养殖业 展关 到 民 国 经济的基础 产 但 术海水养殖技 创

长、 大、 术新 金投入 技 强研发周期 资 不确定性 。因此，长 来， 术久以 在引 水养政府 导和支持海 殖业技

。一 ， 对 判 ， 术新 挥着至关 用 方面 政府根据 海水 殖 宏观 关 性产创 方面发 重要的作 养 业的 断 在 键 业技 体

门 ， 术 。系 方 予 专 的 项 导 业 创新 向 研院所联研究 面 以 立 支持 以此引 产 技 的重点方 如明波与科 合申请的

大 鲆、 鳎 鲆鲽类 术 ， 了 类菱 半滑舌 等 主养 关项 撑 名贵海水 究重要 品种的技 攻 目 有效支 明波的 鱼 创新研

， 了大 鲆、 鳎工作 推动 菱 半滑舌 产 发展的 业化 。 一 ，面另 方 一 、 ，对府通 系 策 规 海政 过制定 列政 法 等

术水 殖 行 持养 业技 创新进 支 。 对 ， 了政府 的 和贷款优 均有效推动如 明波提供 原良种补贴 惠政策等 海水

术 。养殖 行技 创新的进

力 ， 对由 殖 实 和不同 新需求的变化 企业在 发 不同 政 的敏于海水养 企业的 阶段的创 其 展的 阶段 策 感

也 ， 。存 显 差 呈现 显 征程度 在着 著 异 明 的阶段性特 一 ， 长地 初创 阶般 在 阶段和成 段 殖的海水养 企业主

对 ， 、境的变化非 感 利体 市场环 常敏 率 税率和 本 对 较大易成 细 都会 企业 的交 等因素的 微变化 行为产生

。刺激作用 ，例如 在明 的波 ，养殖 生 系统 期海水 创新 态 构建初 政府的 款 率贷 利 优 政惠 策、原良 贴种补

财 激励等 税 政策 了推有效 动 企业的 新投入创 行为； ， 地政府同时 当 、在海 殖用水养 地 用海方面所给予

的优惠政策也 术 了波的发展 提供 基础支撑为明 和技 创新 。随着企 规业 模的 大 力扩 和 实资金 的 ，增强 企

对 ， 力也 。府 税 励 策的 感 同 海 养殖 系 在不断提业 政 的财 激 政 敏 性逐渐降低 时 水 创新生态 统的创新能 升

， 术 、府通过设立 关项此时 政 技 攻 目 制定 才计划、 术持建 平 式人 支 设技 创新 台等方 对 术海水养殖技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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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支持有效推动新 、企业 高 研院 创 主体与 校 科 所等 新 的 ，攻联合 关 海 养 创新 态使 水 殖 生 系统规模和

创 水 得以新 平 快速提升。

（二）海水养殖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核心机理

。种 是海水养 的关键要素业科技创新 殖业发展 种 在海 链中业 水养殖产业 占据引领性地位（ 建芳桂

，等 2016）， 一 、 术中 殖业的每 次飞跃都与 品 发现 及 苗种 育 突 有国海水养 新 种的 引入 其 人工繁 技 的 破

。关 海水 殖 统养 创新生态系 化演 的 心核 机理实质上是 新的产业 链深度融合基于品种创 链与创新 。海水

养殖 新链产业链与创 融合发展共同 了海水养殖 系统的塑造 创新生态 演化 。过程

1. ，水 殖创 态系 的 阶段在海 养 新生 统 萌芽 了海 养殖 新 拓 动 业链的构建水 创 链 展带 产 。由 海 养于 水

术 杂 ，殖 复 性技 创新的 性和高风险 、 术海水养 的发现 引入 繁育殖新品种 以及 技 的突破一 始于般 高校或

，研 握科 院所 掌 术新品种繁育技 术高校和科研院所基于 身 果应 技的 自 的成 用和 化转 ，需 与求 通过 海水

， ，养 企 的合 实 创 链 基础 用 研究的延 新成果在企殖 业 作 现海水养殖 新 由 研究向应 研究和开发 伸 并以创

落 了产业 业链业的 化 地带动 产 的构建， 了现 养殖实 以海水 新品种 对的创新链与产业链的 次为基础 初 接。

2.在 养殖 新 系统的 展海水 创 生态 拓 阶段， 了海 养 业 延伸拉动 创 链 拓水 殖产 链 新 的 展。海水养殖企

落业 化的以前期 地转 新品种 ， 大迅速扩 生产为基础 规模，并根 信息 其 新品据市场反馈 继续开展 他养殖

术 ，种的技 攻关 绕围 新品种拓展和延伸 业产 链条。 术 ，在产 拓 过程 新 需 及 反馈业链 展 中产生 的技 求 时

。 对 术 ， 、高 所 知 生产 业 科研院所 产主体帮助 克给 校和科研院 等 识 主体 针 企 技 需求 高校 等知识生 企业

术 ， 术 ， 。 ，服 合作 新 断地引入 新的产业链条 同时 企 的技 短板 并在 过程中将 技 源源不 企业 形成 业 创新

， 对 、 ， 一目标 细 并开 业 需 与 校 科 院 攻 企 逐渐 部逐渐 化 始针 企 创新 求 高 研 所进行联合 关 业 开始承担 分

，任务基础研究 从而使得 一 。链与创新链 融合产业 进 步

3.在海水养殖 生态系统创新 的成熟阶段， 殖产业链 互 升级海水养 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并 动 。随着创

， 术 少环 的不 海 殖 创 合作 系 链 数 业与 的 产新 境 断变化 水养 技 新 关 逐渐由产业 中 企 科研院所 参与演变为

术 ，业技 创 盟新战略联 一 类 ，由单 养殖 创新 养殖品种 扩展至多种 品种创新 从而 全面的产形成 业合作创

。新链条 至此， 小 术 ，海水养殖 业 局限 围 技 创 着 带 整 海水 殖企 不再 于 范 的 新 而是 眼于 动 个 养 产业的发

展， 术 ， 、 、 术。基 市 需求 断 需求 开发 其相关养殖 储运于 场 变动而不 发现新的技 新品种及 加工 技 在这

一 ，中过程 海 新 统水养殖创 生态系 了 ，逐步实 拓展与产业链延伸 并 不 互动 中 现现 创新链 在 断的 反馈 实

。 对 ，产 创 的 度 合 基 企 效 的 求业链与 新链 深 融 于 业 合作创新 率 需 心核 企业 建通过 立和参与 种合作创各

， 一不同创新主 够在 上互新平台 使 体能 同 创新平台 动合作。 与 新的高校 所不断参 协同创 和科研院 对针

术企业的技 需求 对 术 ， 了 术 ，提 的技 和 新发 产 与 新 深度 合 式供 口 信息 创 现 形成 业链 创 链 融 的技 创新模

术 。吸 更多 体 养殖企业 过程中并 引 的创新主 参与到海水 的技 创新 一 ，在这 中过程 心核 养殖企业在海水

术技 创新中的 位逐步增主导地 强， 、 、殖创新生态系统的主 逐 多 结 趋 整 功海水养 体 渐增 构渐 完 能日臻

、 ，完 率 断 升善 效 不 提 由此 了实 创 生 系统现 海水养殖 新 态 的持续 化演 。

（三）海水养殖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路径与特征

， 。阶段 海水 生态系统的 主要 链推 发在系统萌芽 养殖创新 演化 依赖于创新 动产业链 展 由于萌芽阶

心 力 ，一 术 ， 术段 部创新能 不足 般由学 主 导技 的 向 并 主 期 累 技核 企业内 研 体主 创新 方 以学研 体前 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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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 落 ， ，要 为 养 企 合作 果 拟定的创 合创新资源素 基础 与海水 殖 业 推动技 成 转化 地 围绕 新目标聚 创新

一 术。重点 养殖 工 规模化养多聚焦于单 品种的人 繁育和 殖技

， 。 心统拓展阶段 海水养殖 新 系统 化 要依 业 动 新 升级 着在系 创 生态 的演 主 赖于产 链拉 创 链 随 核 企

力整 能业资源 合 的 ， 术 ， 术 力不断 技 熟 海水养 活动的主导 学研提升 内部 团队逐渐成 殖技 创新 量由 主体

， 术 心。 心主体 需 技 要素成 动的核 核 企业开始将 场 作为 决向企业 转移 市场 求取代 为要素流 市 需求 创新

， 、 、 ， 一的首 因 定 新 略 匹 创 创 要 创新 的策 要影响 素 制 创 战 配 新主体 整合 新 素 重点由单 品种创新向多

、 、 术 ， 。元养殖 方式 养殖产 工技 新领 伸 海水养殖品种 养殖 品加 创新扩展 创 域逐渐延 至整个 产业链条

，在系统成熟阶段 海水 殖 生态 的 化主 于 链 创 链养 创新 系统 演 要依赖 产业 与 新 的 。 心度深 融合 核 企

术 力 一 。 心 头技 新 进 步 全 体成为创 统的主导 核 开始业 创 能 提升并完 取代学研主 新生态系 企业 通过牵 构

类和参 平建 与各 创新 台， 原有的行 限和资源容量打破 业合作界 ，实现了平 式 整合台 要素 。 基 上在此 础 ，

海 创 态 统水养殖 新生 系 的 大 ，创新 源 展 新 率资 范围 幅度扩 创 效 得到有效 ，升 渐发展为提 创新领域逐 全

布 、 。跨产业融合 元化产业 局 的多 创新

、殖创 统 是系统由 级 由不完善到完善海水养 新生态系 的演化 低级到高 以及 力创 由弱 的新能 到强 动

。 心 力 。态过 养 新 态 统的 化 资 整 和协 相程 海水 殖创 生 系 演 与核 企业的 源 合 调能 密切 关 心 有构核 企业具

心 力， （建以 的创新生态 的能 发展 持 新生态系 蒋石自身为核 系统 在促进自身 的同时维 整个创 统的运行

，梅等 2015）。 心 ，核 企业围绕 特 创新着 定的 目标 整 并共 内 创合 享系统 外部 新要素，在创 的新 各个环

。占 不 资源 创 多领域动节与 据 同 的异质性 新主体进行 态合作 一 ，这 过程中在 心核 企业 术在海水养殖技

新中创 力不的主导能 断增强，海水养殖 系统的主体逐渐增多创新生态 、 构结 渐趋完整、 日 完善功能 臻 、

效率 渐逐 ，提升 海 养 产业 与水 殖 链 创新链的 合 度 断增融 程 不 强， ，域创新领 持续拓展 步实现逐 海水养

殖 新生态系统创 。高层向更 级演化 养殖 系 化路径与海水 创新生态 统的演 特征如图 2 。所示

图 2 海水养殖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路径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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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 心 ，文基于核 企业视角 以明波 术在技 过创新 程中 心所 以 为 的 水养 创构建的 企业 核 海 殖 新生态系

，对为 例 水养 态统 案 海 殖创新生 系统的演化 了 ，过程进行 深入剖析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龙头依托 企业 养 生态系统于海水养殖 打造海水 殖创新 ， 国海水养殖业创新发 的是实现中 展

。一 ，路径 在现实 方面 水养 生 统海 殖创新 态系 化演 过程的 中，龙头企业根据 ，阶 的 展需不同 段 发 求 协

， 、 术整 新要素 并 创新主体通 学研 学研 略调和 合异质性创 协同多元 过产 合作 组建产 技 创新战 联盟、搭

建产学研 平台合作创新 术等形式共同实施 创 动技 新行 ， 力形 新成创 合 ， 了 术有效 水 技 创推动 海 养殖 的

突破 产新 和 业化应用。 一 ，方另 面 龙头 ，企 基于 诉 政策引导 决策业 自身利益 求和政府的 进行创新 并在

对 术 ， 术 、海 殖技 升级 不 海水养殖 创新 产业链创新向产 融水养 进行创新和 的基础上 断推进 技 由产品 业

展合发 。 术 ， ， 布养 空 由近 向 远 拓 产业 次 业 间 逐步殖技 间 岸近海 深海 洋 展 层 不断提升 产 空 局 优化。因

，此 可以 心企业为核 殖创新生态将构建以 的海水养 系统 。作为 转型 要海水养殖业 升级的重 抓手

第二， 了水养殖创 统的演化经历 学研主 型海 新生态系 导 “ 对点 点”合作创新、市 驱动 域场 型多领

创 以 企业 导合作 新 及 主 型平台化合作 新创 三 。阶段个 创海水养殖 新生态系统演化的萌芽阶段 了嵌入即

，产学研 关系合作 定开始围绕特 养殖品种 ，行 合作创新 上逐渐形成企业内部进 产学研 在此基础 的创新

力，能 术 杂 、 。这是 水 殖技 复 风 性 多元 识 定由海 养 创新的 性 高 险 和 知 依赖性所决 的 海 养殖水 企业与高

、 势 ，校 于自身优 展需求 跨越 边界 新科研院所基 资源和发 组织 进行合作创 。在 创 系统海水养殖 新生态

， 心 术 力 ， ，演化 核 企业在海水养殖技 新 主导 断 强 要 效 断 升的过程中 创 中的 能 不 增 素整合 率不 提 水海

一 、 。 ，养 创 养 品 创新 为 业的多元 终 海水养殖 生殖 新领域由单 殖 种 逐渐发展 全链条 跨产 化创新 最 创新

态系统的 ， 。和功 善 率不断提结构 能逐渐完 创新效 升

第三， 殖创新生态系统的海水养 演化 力是 驱动利益 、 术 力持技 支 、 力 力场拉 策市 动 和政 引导 等多

力种 动驱 综 作合 用的结果， 力 。驱 在 水养 态 阶段发挥 作用各 动 海 殖创新生 系统的不同 着不同的 而海水

创新养殖 生态系统 化演 本 力质 同 作用下上是在不 驱动 的 ，基 新的于品种创 海水养殖产业链 创 相与 新链

互 的 程融合 过 。 ，在 中此过程 、科 院高校 研 所等 ，不 主 自 益 求合同 体为实现各 利 寻 作 现逐渐实 产业链

新链的与创 “对接—反馈—融合”， 了 又 ，形成 既相互 彼此 关系 主 竞合作 竞争的竞合 最终通过 体间的

，争合作 要素的流动和聚集推动创新 推 海 殖创 态 统进 水养 新生 系 。不 层 化断向高 级演

（二）实践启示

在地 政府 面方 层 ， ，级 府 海水 生 中的政策 持作用 为充分发挥各 政 在 养殖创新 态系统建设 引导和支

术 。海 殖业 续推 好 环境水养 技 创新的持 进营造良 的政策 一 大对 、是加 育 循环水健康养殖等原良种选 海

术 ，水 关键 的 研投养殖 性技 科 入 ，项 动 制 导和 持 新 体 合申 殖完善 目带 机 引 支 海水养殖创 主 联 报海水养

术 ，项目产业技 创新 制定 税优惠政策 贴措相应的财 和补 施扶 术 研究持新技 的 与推广。二 继 和是 续完善

执 、 ，严格 行 殖用地 苗种养殖生产 可 面的 管 政策政府在养 许 等方 相关 理 权水 科 成 产 保完善海 养殖 研 果

，制护 度 规范和 励 水 殖创 创激 海 养 新主体的 新行为。三是扶植建立以龙头 术企 的海水养殖业为依托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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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平 务平 新 企业集聚 创新主体地位的提升创 台或公共服 台 引导创 资源向 促进企业 。

在高 科研 层校和 院所 面， ，基础 海 殖 新 基础 源 研 所 继续研究是 水养 创 的 和 泉 高校和科 院 应 发挥在

心 势。一 一 力， 对水 究方面的 步提升基础 能 加 海水 续海 养殖基础研 核 优 是进 研究 强 制约中国 养殖可持

、 术 ， 、 术，展的前沿 技 的基础性研究 积极 踪 和吸 外 水养 技健康发 性 关键性 追 消化 收国 海 殖先进 为海

术 头水 殖 技 创 提养 业 新 供源 支撑。二 ， ， 布转 科 模式 水 作 注重 局是 型 研 加强与海 养殖企业合 与企业需

， 术 。求和产业发 求相 导向 究 养殖技 创 础性支撑展需 结合的应用 性基础研 为海水 新提供基

在海水养殖 业企 层面， 心 ，核 企 当 分发 主 用 障 推动 水 态 统业应 充 挥创新 体作 保 和 海 养殖创新生 系

。健康的 运行 一 努力 对 力， 、 择、 、升 殖创新生 主导能 强化 识别是 提 企业 海水养 态系统的 企业 选 跟踪

术 力， 对创新 进 实现 企业 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 用吸收 要素和先 技 的能 内外部创 利 。二 断完 新是不 善创

择 、 。 择 、作伙 制 协 机 和利 分 具 的 新需 高 文合 伴选 机 分工 调 制 益 配机制 根据 体 创 求选 资源 度关联互补

一 ， 禀 ，化兼容 伙伴 并根据 合作 赋进 分 通过科学 益致的合作 不同 伙伴的资源 行合理的 工协调 的创新收

分配机制激励不同 体 与行主 的参 动。三 ，加 企业 合 新 台 设 注 企 网是 强 产学研 作创 平 建 重 业创新社会 络

， 、 、 、 ，建 有效 科 创新中介 机构等多元 主体 不断设 整合高校 研院所 政府 以及金融 创新 的资源创新 优

，努力 。善 合作机制 创新效率化和完 主体间 提高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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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Mechanism ofMariculture Innovation Ecosystem:ASingle Cas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e Enterprise

ZHANGYing HANLimin XU Jie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Shandong Laizhou Mingbo

Aquatic Products Co., Ltd., this article uses a single case study method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dynamics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mariculture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leading enterpris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mariculture innovation ecosystem. Secondly, the evolution of mariculture innovation ecosystem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namely, a stage of the “point-to-point” cooperative innovation led by learning and research, a stage of market-driven multi-field

cooperative innovation, and a stage of enterprise-led platform cooperative innovation. The leading ability of core enterprises in the

system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hanced, the efficiency of factor integra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the innovation

field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from the single variety innovation to the whole chain innovation and diversified innovation across

industries. Thirdly,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interest driving force, policy guiding force, market pulling force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ce, the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of industry chain and innovation chain promotes the sustainable evolution and upgrading of

mariculture innovation ecosystem.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holds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evolution of mariculture innovation

ecosystem is a process of co-evolution of innovation subject and elements driven by core enterpris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culture innovation ecosystem relying on leading enterprises is a practical way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mariculture industry.

Keywords:CoreEnterprise;Mariculture; InnovationEcosystem; Evolution; Case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