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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业集群概述
产业集群是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企业及机构在地理上的聚集体 (porter ,1998) ,它是介于市场和

企业之间的一种准市场或准科层组织形式 (quchi ,1980) 。作为一个产业集群 ,实际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
一 ,产业集群是一个与特定产业或者行业相联系的聚集体 ,这一聚集不仅仅是投入和产出的简单结合 ,在这
一集群中 ,还包括物流和研发等重要的辅助性部门和机构 ;第二 ,产业集群是一个区域性的聚集体 ,它是由若
干企业、机构和部门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集聚 ,例如我国浙江诸暨和大唐的袜业、嵊州的领带业、河北清河的
羊绒业以及美国的硅谷、印度提若普尔的针织业等 ;第三 ,产业集群是一个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组织形式 ,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网络化的组织结构 ,既区别于独立性很强的单个企业 ,又区别于高度自由的市场机制。

2. 资源型城市的产业集群特性分析
作为产业集群本身来讲 ,并不是新事物 ,只是对它的理论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实际上 ,在我们的社会

经济中不仅有浙江的那些新兴产业集群 ,还存在着不少的其他传统产业集群 ,或者可以称之为准产业集群。
首先 ,从产业集群的第一层含义来看 ,它是一个与特定产业或者行业相联系的聚集体。而我国的大多数

资源型城市正是在对某种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形成的 ,例如石油城大庆、克拉玛依 ,煤城大同、阜新等。
这些资源型城市在建立之初 ,是为了开发该地区的固有优势资源 ,并在开放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与采掘业相
关的企业和职能部门。在其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 ,随着对原始资源深加工的需要 ,一些与开采资源相关的深
加工企业逐渐产生 ,使得资源型城市的原有产业链条得到了纵向拓展 ,并最终形成了以某种资源开采和加工
为核心的产业聚集体。我们以大庆为例来看 ,其产业集群的核心是石油开采部门 ,在此基础上 ,他们发展了
与采掘业相关的炼油部门 ,实现对资源的初加工 ,进而又形成了一大批对该资源进行深加工的企业 ,从而构
成了一个以石油的开采和加工为主的石油化学工业集群。

其次 ,从产业集群的第二层含义来看 ,它应该是一个限制在一定区域内的集聚体 ,是由若干企业、机构和
部门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集聚。这一点对资源型城市来讲 ,更是显而易见 ,各个资源型城市本身就是在一个
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建立的 ,因为受到资源蕴藏的区域限制 ,必然是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而且资源型城市
的构成 ,不仅包括资源开采和加工的企业 ,还包括与其相关联的物流和技术支持部门等 ,是一个由若干企业、
机构和部门构成的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集聚体。

另外 ,从产业集群的第三层含义讲 ,它是一个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组织形式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网络
化的组织结构 ,既区别于独立性很强的单个企业 ,又区别于高度自由的市场机制。从资源型城市的特征来
看 ,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 ,尽管在资源型城市中往往会存在某个核心企业 ,但这个企业并不代表全部 ,与
其相关联的还有很多配套和辅助的企业和部门 ,核心企业不可能离开这些企业而独立存在。而同时 ,资源型
城市也不是一个市场 ,它所开采的资源或者是加工的产品并不局限在该地区销售 ,而是面向更大范围的市
场 ,例如山西大同的煤炭产品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能源来源。所以说 ,资源型城市更多的是一种网络化的组
织结构 ,尽管它也是一种行政区划 ,但它有别于一般的行政区划 ,它是在资源的开采和加工基础上产生的一
种独特形式 ,可以算作产业集群的一种特例。

3.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集群再造
从历史来看 ,国内外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往往走的是一种孤立路线 ,即为了实现转型 ,解决城市所

面临的困境 ,由政府或企业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物力来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但收效甚微 ,究其原因是因为这
种调整没有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 ,没有从这些城市的原有产业集群的特性出发 ,单方面的考虑如何尽快实现
结构调整 ,而不考虑这样的结构调整是否有效 ,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 ,我们认为从产业集群的角度来
考虑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 ,实现集群的再造 ,是个有益的尝试。

3. 1 　产业集群再造的主体。要对产业集群进行再造 ,首先必须明确再造的主体。这里所谓的主体 ,应
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个是被改造的主体 ,也就是集群再造的对象 ,另一个是实施的主体 ,即从事集群再造
的行为方。下面我们将根据产业集群的理论 ,对这两个主体加以界定。从被改造的主体来看 ,既然是集群再
造 ,那么其主体必然是一个集群。不过 ,由于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还不完善和成熟 ,因此对于集群的界定还
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一般来说 ,产业集群应该是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企业及机构在地理上的聚集
体 ,也就是说 ,它涵盖企业和相关的机构 ,而且这些企业和机构是具有关联性的。从资源型城市来看 ,企业层
面主要包括从事资源的开采、加工、运输等业务的各个经济实体 ,机构层面则主要包括与资源勘探、开发、生
产有关的科研院所和相关的行会及规制管理部门 ,其中的规制管理部门主要是国家的一些行政机构 ,如石油
管理局、矿务局等。由此可见 ,集群再造的被改造主体应该是一些相关企业和配套机构、组织的综合 ,具体到
资源型城市就是与资源勘探、开采、加工相关的企业和相应的科研院所、行业行会、规制管理部门等。

明确了集群再造的被改造主体 ,接下来就需要了解一下集群再造的实施主体。从企业流程再造的研究
中 ,可以发现其再造的对象就是改造的实施主体 ,因为流程的再造是在一个企业内进行的改造。而这里提出
的集群再造 ,由于其被改造主体的复杂性 ,因此必然导致实施主体的不确定性。正如上面所说的 ,被改造主
体涵盖了相关的企业和机构 ,那么究竟由谁主导这个再造行为呢 ? 通过产业集群的理论 ,不难发现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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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亟需完善
福建行政学院 　涂霖养

1、树立可持续发展战略管理理念 ,设置相应的发展研究机构
一是树立可持续发展战略管理理念。树立战略管理理念对我国上市公司具有紧迫性 ,只有树立可持续

发展战略管理理念 ,才能适应 WTO 的新环境 ,才能经受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产业革命的冲击 ,才能顺应产
业成长周期 ,及时进行战略调整和产业创新 ,才能从容应对产业生命周期缩短和产业结构知识化等对企业管
理提出的挑战。二是成立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机构。在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提供论证依据方面 ,充分发挥其
参谋助手的智囊团作用。发展战略研究室对公司董事会负责 ,明确工作职责 :制定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 ,论
证公司重大经营决策 ,对公司经营行为进行定期诊断 ,论证公司经营谋略 ,对公司高、中层管理人员进行新知
识培训等。在公司战略制定和战略实施过程中 ,一要提出公司战略展望 ,指明公司的未来业务组成和公司前
进的目的地 ,从而为公司提出一个长期的发展方向 ,清晰地描述公司将竭尽全力所要进入的事业 ,使整个组
织对一切行动有一种目标感。二要建立目标体系 ,将公司的战略展望转换成公司要达到的具体业绩标准。
三要制定战略 ,高效、有效地实施和执行选择的公司战略。四要参照实际的经营事实、变化的经营环境、新的
思维和新的机会 ,调整公司的战略以及公司的战略执行。

2、制定富有特色和生命力的产品战略
一是产品特色战略。突出产品的差异性 ,树立一个与竞争对手不同的产品形象与品牌形象 ,在生产经营

以及实施创新的过程中 ,有必要采取产品特色战略 ,将市场定位于个性化、独特化的产品领域 ,生产和经营差
别化的产品 ,并采用富有特色的营销手段和优势营销来重塑其市场竞争力。通过技术开发和工艺创新可以
取得具有新颖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的科技成果 ,设计出新结构、新规格、新样式的产品 ,使公司的产品具有与
众不同的特点 ,从而以独特的优势取得竞争的主动权。随着市场的进一步细分 ,上市公司应根据市场变化的
情况和自己的经营特点 ,集中兵力于细分市场 ,开发独特和多样化的产品以满足顾客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
通过精细耕耘区域市场 ,树立自己的产品特色 ,靠特色抢占市场。二是产品组合战略。高度相关的产品组
合 ,不利于风险分散 ,对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不利。这种高度相关包括 :所有产品都属于产品生命周期的
同一阶段 ;所有产品都是风险产品和滞销产品 ;所有产品都存在对某种资源的严重依赖等。因此 ,上市公司
应确立使企业风险最小 ,收益最大的产品组合。一般来说 ,企业应选择在价格波动上是负相关的产品组合 ,
这有利于分散风险。三是产品名牌战略。上市公司要创立中国名牌 ,让中国名牌走向世界 ,最关键的一条就

集群都存在一个或几个主导企业 ,同样也都存在一个跨企业的行会或类似机构 ,根据产业集群本身的特性 ,
这些主导企业和行会的行为能够直接影响集群内的其他企业和机构 ,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因此 ,我们认为
企业集群再造的实施主体应该就是它们。从资源型城市来看 ,其改造的实施主体应该是该地区内的国有大
型资源开采和生产企业及相关的行会或规制管理机构 ,之所以说是国有企业为主导企业 ,是因为作为资源性
产业 ,在我国仍然以国有为主 ,非国有的形式只占少数。

3. 2 　产业集群再造的过程。对产业集群再造的主体有了一个初步了解后 ,我们还需要明确产业集群再
造的过程 ,只有清楚了改造的过程以及每个过程中的内容 ,才能有的放矢的进行集群再造。我们认为集群的
再造主要包括定位、整合、扩散三个步骤。首先是定位 ,也就是要确定产业集群的新的发展方向。作为一个
集群来讲 ,它本身就是某个领域的企业和机构的聚集 ,但随着市场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 ,必然导致一些产业
的没落 ,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集群的衰退。现在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其资源开发枯竭
后 ,一个庞大的资源型产业集群就面临崩溃。为了实现集群的顺利转型 ,就应该对整个集群进行再造 ,而再
造的前提就是要对未来的发展给出科学的定位。对于产业集群再造的定位来讲 ,主要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一
个是原有集群的存量优势 ,比如说技术、设备、人才等 ,集群的再造必须从其固有的优势出发 ,否则难以在市
场中生存 ;另一个就是新接续产业的发展势头 ,对于新的发展方向必须有个清楚的了解 ,避免盲目决策所产
生的机会成本给集群带来的更大打击 ;最后就是接续产业和现有产业的关联度问题 ,一个产业集群的再造是
在既有条件下的改造 ,因此必须充分考虑到原来的一些基础 ,否则就会增加再造的成本 ,而且关联度高的接
续产业 ,从集群本身来看 ,也更容易获得成功。其次 ,就是在定位的基础上对现有产业集群进行整合。所谓
整合 ,就是对集群内的企业和机构等进行调整 ,包括企业内部的调整和企业间的调整 ,还包括相关的机构例
如科研院所、规制管理机构等的调整。这种调整肯定不会是一次性在整个集群内展开 ,正如前面分析中所说
的 ,集群再造的实施主体 ,首先是那些主导企业和相关的行会等 ,因为它们具有相对的领导优势 ,而且从实力
来看 ,它们也更强一些。这种整合一般应该在原有集群衰退的初期就进行 ,因为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资金 ,
如果拖到最后 ,一个是没有足够的时间 ,另外也没有了资金的保障。我国的个别资源完全枯竭型城市就面临
这样的问题 ,在集群濒临崩溃的时候才想改造 ,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最后 ,就是新的接续产业在原有集群
中的扩散问题 ,也就是如何最终实现整个集群的改造问题。前面的整合是首先在主导企业和机构中进行的 ,
当其发展成熟后 ,根据产业集群具有的技术外溢 (technology spillover) 的特性 ,那么这些新的技术和知识就会
在集群内部进行交流 ,从而带动整个集群的顺利转型。反过来 ,由于技术外溢所形成的新的产业集群 ,又会
增强包括主导企业在内的区域内企业的整体实力 ,从而最终实现了产业集群的顺利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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