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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产业集群与其相关概念 

一、产业集群的概念 

产业集群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在历史的长河中，随处都可以看

到产业集群的影子。例如中国农业时代景德镇瓷器产业集群、山西晋

商的当铺票号产业集群、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业产业集群等。但是，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引起学者、政府和企业的广泛关

注是在 19 世纪。[1]产业集群属于空间经济学范畴， 早提出空间经济

理论的时间可以追溯到 1826 年，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在《独立国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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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提出了市场、生产及运输的模型。1890 年，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企业或厂商的经济效益是得益于区

位及与其邻近的经济机构，并且整个产业的创新能力是由在同一区位

相同产业中的彼此邻近的企业创新推动的。 

早提出“集群”概念的是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见于

他在 1929 年出版的《工业区位论》。之后的学者逐渐认识到空间邻近

的企业还会由于内部规模经济和城市化等原因促进企业提高效益。这

种经济现象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并尝试着给出了定义。马歇尔认

为，产业集群是一组相同的产业部门在某个区域的集中。这样的认识

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比较直观，是感性认识，没有更多的本质内

容。明确提出产业集群概念的是茨扎曼斯凯（Czamanski）（1974，1978），

他指出“产业集群是在产业中一簇在商品和服务在联系上比国民经济

其他部门联系更强且空间上邻近的产业”。迈克·波特于 1990 年在其《国

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用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一词对集群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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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进行描述，并在 1998 年发表的文章《集群与新经济竞争》中阐述了

产业集群的内涵。他认为，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

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之后，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

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强调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属性是各种解释的相同

之处。但不同解释之间也有差异，主要表现在对集群内部企业相互关

系的描述上。由于人们对产业集群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加之产业集群

本身的复杂性，目前学界还没有对产业集群的内涵做出普遍接受的定

义。现可以把相关论述分为以下三大类： 

（1）“相互联系论”。其以美国学者 Porter 和 Enright 为代表，认

为产业集群是一批相互联系的各类机构的地理集聚。例如 Enright 认为，

集群是一组商业企业或非商业组织，他们在供求关系、技术关系、客

户资源、分配渠道、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具有相似性，这是集群企业联

系的纽带。非商业组织主要有产业协会、产业项目、社区学院、网络

经纪人等。再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产业集群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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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企业在相关的商务联系基础上所存在的地理组合现象。集群包含的

企业数及大小企业的数量比例都可以不同。国内学者王辑慈也认为集

群具有专业化的特征，它们同处在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是一组在地

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 

（2）专业化合作网络论。例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的研究认为集群是具有共同的挑战和机遇的企业在部门上和地理上的

集中，相同或相关产品的集中能够提高外部经济，网络的专业化合作

和互补，有助于解决共同的问题，达到集体效率的提高，由于中小企

业形成的网络多是横向网络，由多个大企业和一些中小企业组成的网

络是纵向的网络。又如我国学者张辉提出，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具有分

工合作关系，与其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组织构成网络关系，代表着

介于市场型和官僚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 

（3）产业链极化论。产业集群是一些产业链或产业链环节上企业

的竞合密集型空间集聚现象。产业链极化论认为，产业集群是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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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极化现象。他们认为基于产业链的企业才能实现实质性的企业相互

联系与合作，才能构筑巨大的实力。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能够实现公

平竞争与密切合作，这也是产业集群的本质特征之一。竞争是企业进

步的外在压力，而合作则是博弈的理性选择，这些就构成了产业集群

中企业学习与创新机制的动力源泉。  

产业集群企业之间竞合的本质是企业实体及其服务的组织为减少

交易成本、获取期望利益而在空间上的集聚。这些企业的集聚形式可

以有许多种，需要进行梳理。波特教授按照集群内部的产业间联系，

将集群分为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横向联系是指集群所生产的产品是

类似的，并且具有相互竞争的关系；纵向联系是依据生产流程，或者

价值链的模式来划分的，围绕着价值的产生过程，有供应商、生产商

及其附属的服务企业，这些网络关系具有系统性。 

二、产业集群的性质 

产业集群不是一个静态的组织，而是一个动态演进的组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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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是由不断重复的交易过程和价值链联系所决定的，它是中间

组织，早期研究学者威廉姆森认为中间组织具有不稳定性。其实，他

忽略了经济组织的生产属性，仅讨论其交易属性是有失偏颇的。杨瑞

龙和冯健将生产能力引入经济组织的分析框架之后，当企业之间的能

力是互补但不相似时，交易将通过企业网络来进行，这一方面指出中

间组织的有效性，也指出产业集群长期演进的约束条件。在科层组织

中，生产和交易活动是在雇佣契约下进行的，契约中未规定的“剩余”

部分则主要由企业家或者高层管理者利用权威进行分配，而在产业集

群这个中间组织正式契约是不完备的，“剩余”部分则由双方通过自我

实施的隐含契约来协商执行。可见，产业集群的组织属性既具有非正

式组织的柔性，也具有组织的有效性。 

在科层组织中，管理者可以通过看得见的手来对资源进行配置，

成员之间有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竞争关系的协调具有直接的约束性，

而产业集群的企业组织之间具有合作的地理便利性。但是，与科层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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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不同，企业之间又是相对独立的，其相互合作具有博弈合作的理性。

从长期看，选择合作会多于不合作，这也是构建产业集群会产生利大

于弊的一个内在机理。这样看，他们之间的合作具有互惠博弈的自觉

性，很少甚至没有外部刚性合作的约束。可见，产业集群组织的属性

表现出调节的间接性、横向竞合的灵活性。[2] 

三、与产业集群有关的概念辨析 

1. 产业集中与产业集群 

产业集中是指某一产业内规模 大的几个企业所占的比例，一般

可以用相对集中指标和绝对集中指标来反映。绝对集中指标可以看出

垄断程度，而相对集中指标可以反映所有企业的集中程度，可以用洛

伦茨曲线或者吉尼系数来衡量。一般来讲，如没有特别说明，产业集

中主要反映产业内企业垄断程度的高低，与产业的空间分布没有直接

关系，同时也没有对产业内企业间联系进行特别关注。因此，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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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与产业集群的概念相差比较远，两者没有直接联系。 

2. 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 

集聚反映的是一个动态概念，指事物在空间的集中。产业集聚反

映的是产业空间分布状况，研究产业集聚的重点是从分散到集中的转

化过程。产业集聚在某一共同空间发展，可以带来规模效益，可以帮

助企业之间共享基础资源，可以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当空间集聚的条

件成熟时，可以形成产业集群。集群是一个具有组织自增长的机制，

具有生态调节机制，具有良性的循环系统，集群会产生集群经济性，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集聚都可以形成产业集群。 

3. 产业链与产业集群 

产业链是一个十分传统的概念，是指某种产品从原料、加工、生

产到销售等环节之间的关联，与产业链相关的还有价值链、生产链、

供应链、商品链等概念。与产业集群相比，产业链同样强调产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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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但更侧重于产业内部联系，具有线性的特征；从维度看，更

多是指一维的，而产业集群则至少为二维；并且产业集群对产业以外

商会、协会等中介机构关注比较多，它既包括产业间的联系，还包括

产业及其他相关机构间的联系，而且强调空间的集聚。 

四、产业集群的效应分析 

产业集群释放的集群效应既是其合理存在的基础，也是其不断完

善的推动力。产业集群的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外部经济性  

当一个经济主体产生的活动对其他单位产生的净经济效益大于零

时，我们称之为外部经济性；反之，称为外部不经济。产业集群中的

产业在一定的地理区域集中会导致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区域资源

的充分利用、交易成本的降低。具体的，从交易过程看，接近市场，

降低成本；从技术创新看，接近技术人员；从改变信息不对称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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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信息的便利性；从利用公共产品看，有公共服务的便利；从提高

学习效益看，有知识溢出的便利性；从社会资本积累看，由于地缘、

情缘等关系，易于形成和积累良好的社会资本。  

2. 联合行动 

联合行动是指厂商间为了某些共同的目标而进行的有意识合作。

厂商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在一定资源约束下追求利益的 大化，厂

商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尤其是满足共同的消费者利益诉求，或者具有

相似性消费需求。为了满足这些需求，相同的产品或相似的产品就会

被生产出来，这也就决定着不同的企业之间会开展双边合作，或者多

边合作；横向合作，或者纵向合作。这些合作，在产业集群中可以称

为联合行动。这些联合行动，能够促进合作厂商的生产能力与市场能

力的提高，促进企业的成长与竞争力的提高。相对外部而言，集群

中行动主体之间是有目的的、自觉的合作活动，会产生主动型集群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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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度背景影响  

产业集群是一种新型的空间组织形态，是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

的一种组织形态，研究产业集群要放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产业集

群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性，要受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

同时又要受到不同国家或地区具体条件的限制，受到一定的政策规

定的影响。制度背景的微观层面涉及企业与产权具体制度，宏观层

面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制度。这些法律法规与规章

制度对产业集群的效应有着不同的直接、间接影响。这些制度的设

计可以减少各厂商之间在合约签订与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

可以减少商务谈判的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成本，同时增进知识溢

出效应。在此交往中的互信沟通积淀了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又

增进了诚信与合作的文化，进而能够促进集群的发展，形成良性循

环，促使制度效应的形成，也将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增进企业的

合作关系、促进企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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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化 

经济组织的形成一般来说有两种途径，一是自发形成，我们称

之为生成性；一是人为促成，我们称之为建构性。集群是有生命力

的，集群的成长是内因与外因交互的结果，是系统与环境互动的产

物。当外部环境不断变化时，由于各种反馈机制与内在机制的作用，

集群会不断地调整自身的发展策略。根据集群发展的一般规律，人

为地设计集群的发展目的与发展模式，像建筑工程一样，一开始就

有规划，然后制订发展方案。当然，也有许多成功的集群，既有生

成性也有建构性。在初始期，集群多半是自发的、生成性的。我国的

一些小产品集群大多是生成性的，如温州打火机制造业、大唐镇的

袜业、嵊州的领带业。一旦集群成为国家或区域的战略产业，政府

便会主动规划和扶持，像硅谷后期发展、日本的家电产业发展都得到

了国家的大力支持，这类集群就带有建构性。在集群的发展过程中，

政府的角色是鼓励竞争而非扭曲竞争，政府会努力改善集群的产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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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投资重点向那些能影响产业联结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倾斜，

如教育和培训机构、公共研发平台、孵化器等，此举会比把目标放在

个别厂商上取得更好的效果。依照波特的观点，把资源投入到公共

产品，能产生巨大的平台效应，进而能使集群的建构性获得更健康

的发展。 

集群的演化与众多组织系统一样，有升级也会退化。升级是指走

向合理化、高级化、新常态，形成新的循环，会不断发展壮大，从区

域发展到国际化，其覆盖面不断加大。比如，现在的好莱坞、硅谷等

集群，均已发展到在世界本领域范围内执牛耳的地位。集群的退化是

指产业优势的丧失，如西欧的很多钢铁、煤炭、造船、纺织等老工业

区产业，曾经是本地工业化的先驱，但由于因循守旧，或者不积极创

新，而受制于组织自身发展的“锁定”（Lock-in）效应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作用，致使集群的发展成为孤立的系统，进而引发退化。

因此，集聚也可能是造成国家或区域竞争力降低的原因。总之，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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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升级或退化是区域经济生态演化的一项主要的内容。 

六、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 

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是新经济的新常态，本来产业集群就是动态

形成的，是不断完、不断优化的，下面以浙江省产业集群升级为例，

来探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问题。 

2008 年，浙江省作出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为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共规划建设 42 个产业集群示范区。经过几年的努

力，从规模上看，萧山化纤纺织、绍兴县纺织、永康（含武义缙云）

五金、杭州装备制造及宁波服装产业集群的规模明显提升。从集聚程

度看，销售收入占当地销售收入的平均比重超过 30%。从创新能力看，

创新投入明显提高，创新产出明显增加，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浙

江省拥有各类全国性集群名片 100 多个，如绍兴纺织、宁波服装、嵊

州领带、瑞安汽配、永康五金、温岭泵业、黄岩模具、乐清工业电气

等产业集群均获得了“全国性产业基地”荣誉称号。公共服务支撑体系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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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完善。共拥有各类公共服务平台 108 个，服务领域涵盖了产品检测、

信息服务、技术创新、人才培训、市场调研、管理咨询等，特别是绍

兴纺织、杭州装备制造、东阳磁性电子等示范区拥有的公共服务平台

都在 8 个以上。通过试点推进，浙江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有了一定的

成效，但仍有许多工作亟待深化和加强：不同程度地存在低端化锁定

倾向；产业政策限制了部分块状经济的生存发展空间；要素资源制约

日益严重；产业集群示范区的配套政策措施尚有不足。 

转型升级的不同路径探索：① 产业与市场互动提升型。这是海宁

皮革产业集群、永康五金产业集群、嵊州领带、绍兴县纺织产业集群、

诸暨大唐袜业产业集群等的主要转型升级路径。其主要特色为制造与

专业市场互动发展而起，以“生产体系＋服务体系＋城市化”一体的

发展模式，推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相互融合。② 龙头企业带动

型。例如宁波服装产业集群、建德化工产业集群、乐清工业电气产业

集群等。其中一批行业龙头骨干企业，以全球化的经营视野，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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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全球营销网络体系，起到了龙头企业带动的作用。③ 政府规划

引导型。例如平湖光机电产业集群、衢州氟硅产业集群、舟山船舶产

业集群等。其中政府的规划引导和招商引资成为主要方式。④ 价值链

整合提升型。价值链提升模式可以是技术为主，如慈溪家电产业集群；

也可以是研发、设计为主，如杭州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同时可以是商

业模式创新为主，如宁波服装产业集群等。 

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趋势：① 以创新驱动现代产业集群转型。

创新是现代产业集群的主要特征，以创新网络和商业模式为依托，以

制度建设和文化培育为主要内容的产业集群，例如美国的“硅谷”、北

京的“中关村”等。② 掌控产业价值链附加值高的环节是现代产业集

群的核心。例如意大利领带产业集群掌控价值链高端环节，使得浙江

嵊州产的一条 3 美元出口价领带，通过品牌和渠道运作实现在意大利

销售价格达到 40 美元。③ 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目标是打造区域国

际品牌，比如瑞士手表就代表着高档、品位和尊贵，美国硅谷高新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