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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产业集群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组织形式 ,在具体运营环境下有其特定的运行模式。本文通过对
技术、产品及产业集群三者的关联性分析 ,根据产业集群中核心技术与产品处于其各自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来划分产业集群运行模式 ,并探讨产业集群在不同运行模式下应采取的战略 ,进而提升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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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运行模式按不同划分标准可归纳成不同的体系。目前对产业集群运行模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曹洪军 ,王乙伊 (2004)借鉴国外产业集群运行特征 ,提出以内部市场结构为标准 ,将运行模式划
分为轴轮式、多核式、网状式、混合式和无形大工厂式五种模式 ;柴剑峰 (2003) 从创新领域的构建角度将其分
为模仿扩散式、合作网络式和政策导向式 ;魏江 (2003)基于产业集群内部关联的联结模式 ,将其划分为以价值
链为主导联结模式的产业集群 ,以市场竞争合作互动为主导的联结模式 ,以公共性投入、生产要素互享或互补
为主导的联结模式。产业集群以企业为基本单位 ,通过技术、产品和营销上的协作和竞争而存在。上述分析
分别是从集群内部创新领域的构建、集群内部不同成员间的地位关系、成员企业间的业务关系的角度对产业
集群运行模式进行划分的 ,但却没有从技术、产品以及市场等微观层次对产业集群运行模式进行进一步的分

随后可能会由于回报不确定以及这种合作方式对于企业发展产生新的制约。因此 ,集群发展到一定程度 ,必
然产生和需要“互惠利他”。在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中 ,是采取“零和博弈”还是“非零和博弈”的一个主要因素
是基于决策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对预期的理解 (群体选择) 。“群体选择”可以弥补“互惠利他”的致命的弱点
———只是看眼前 ,而实现“关系的持续性”。集群的发展就是在这样一个相互作用关系中间“跳跃”。从制度方
面来看 ,集群沿着一条不断扩大的互动空间的道路 ,即从血缘 (包括两性) 共生、地缘共生、业缘共生向基于分
工合作共生 (symbiosis)的进化。

综上所述 ,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是由于社会资本的存在和所发生的作用 ,而集群的演变过程从本质上来讲
就是集群内企业之间不断的“协专业化”和集群的“协演化”,并由此产生了集群的“网络能力”和“联合竞争优
势”———即集群的竞争力。

五、启示
1、集群的发展是“内生”的过程而非“人工”的行为。集群的边界从社会学而言 ,应该是信任和合作的强度

而不是具体地理的边界。因为这个“边界”的背后是由于血缘所产生的“地缘”,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文化、价值
为载体的“道德利他”的机制 ,没有这个机制 ,集群就是名存实亡。所以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使“工业园区”
和“开发区”从企业的地理上“集聚”转变为真正的“集群”。

2、对于已经形成的集群 ,必须鼓励新企业不断地进入该集群 ,鼓励集群内部的企业和集群内外部的新企
业进行专业化合作 ,从而实现企业的“协专业化”和集群的“协演化”,这样才能保证集群内的企业竞争力的不
断提升和集群的不断发展。集群创新模型应该选择基于集群内部“旗舰企业”的“领先创新”,由此产生资源的
不平衡性从而影响其他企业的创新。

3、集群的竞争力是基于其企业“协专业化”过程而实现的 ,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应有不同的政策。在集群
的形成阶段 ,地区政府应该鼓励“冒险企业”,并通过它引导其他亲朋好友的加入。在集群的发展阶段 ,应重点
解决“互利规则”的建立 ,鼓励“专业化分工”。在集群的成熟阶段 ,应重点解决“文化和道德机制”的建立。在
集群的衰退阶段 ,应该重点解决集群组织的“刚性”问题 ,让更多的新企业进入集群 ,让外部更多的知识和技术
输入集群。4、政府应该为集群的形成创造良好的环境。浙江制造业集群为什么发展比较快 ,一方面是由于历
史的原因而造成的浙江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 ,另一方面是由于大量的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家大都是从小老板
开始) ,这些企业天然存在模仿和学习的行为 ,这也就是浙江经济为什么是“内生型”的理由之一。而我国许多
地区 ,一方面是由于天然存在着太少的小企业而不可能形成集群形成的最初“触点”,另一方面在政府政策导
向上面 ,片面强调“大”,使其企业数量条件不足以产生集群形成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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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本文采用生命周期分析方法 ,对产业集群在技术与产品生命周期不同组合情况下的运行模式进行划分 ,
并基于不同运行模式提出与之对应的策略。

1 技术、产品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具有生命现象的有机体必然经历出生、成长、
成熟、死亡 ;新技术代替旧技术 ,新产品代替老产品 ,新工艺代替老工艺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因
此生命周期理论同样也适用于经管领域。梅约 (M. H. Meyer)和厄特伯克 (J . Mutterback)在研究微观企业组织的动
态核心能力时 ,认为企业产品技术水平不断上档次 ,是产品平台不断提高的结果 ;企业产品族的存在是由企业所
拥有的核心技术决定的 ,而产品平台的更替是由于核心技术的不断升级所导致的 [1 ] 。产业集群正是基于企业在
技术、产品和营销方面的协作和竞争而存在的 ,而技术是贯穿产品、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的主线。

1. 1 技术及技术生命周期。厄特巴克和阿伯内西 (1975) 首次提出技术生命周期概念 ,描绘创新相对于分
析中的技术发展阶段的速度。Anderson 和 Tushman(1990)认为新技术产生于技术非连续状态 ,经过技术间的激
烈竞争产生主导设计范式 ,并随后进入渐进变革阶段 ,直到一个新的非连续技术状态的出现。技术体系本身
有其发展的轨迹 ,同时技术要素渗入企业和市场环境从各个层面影响到产品、企业以及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
在特定的技术平台之上 ,任何技术都存在技术极限。当科技达到其技术极限 (通常由科学上的禁令、技术上的
不可能性以及社会制约所形成的)时 ,它将成为易被取代的成熟技术。所以按技术的普及程度可以将技术的
生命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 ,即导入期 →生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在技术生命周期中 ,顾客需求决定着新技
术导入期的时间长短 ;顾客的需求状况以及市场接受此技术的时间影响着技术生长期长短 ;技术成熟期的长
短取决于社会对它的认同度、普及度 ,以及是否有替代技术出现 ;技术衰退期的长短取决于替代技术的进展情
况。不同国家地区存在着技术差距 ,可以通过技术输出从而实现旧技术的最后的残余价值的实现。

1. 2 技术与产品生命周期。产品依赖于技术 ,产品依托于市场。经济学家萨哈尔 [2 ] (Devendra Sahal)指出 ,
技术进步既依赖于技术自身的发展也依赖于消费环境。没有产品或市场运用的新技术 ,不能提供任何价值 ;
没有新的技术含量的新产品 ,所能创造的利润很小 ;没有市场的产品无论企业内部如何认可它 ,都只是消耗资
源而毫无用处。因此产品周期应结合技术和市场两方面的因素来考虑。对产品生命周期影响较大的因素是
消费者的变化和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导入阶段 ,产业组织呈现多样性 ,市场进入成本较
低 ;在成长期 ,企业需要制订规划 ,投入大量资金 ,形成必要的生产能力以满足扩大市场的需求 ,不断提高产品
质量 ,增加产品的功能、花色、品种、规格、型号 ,提高消费者对本企业产品的偏好 ,以稳定和扩大市场范围 ;在
成熟期和衰退期 ,替换购买成了后续销售工作的主要驱动因素 ,此时必须对生产工艺和生产组织做必要调整
和创新 ,以改进质量、降低成本 ,从而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延长生命周期 (ChuckRyan ,Walter E ,1996) 。

1. 3 技术、产品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是以产品及蕴涵在产品中的技术为基础 ,而技
术与产品只有依附于企业才能实现其价值。技术、产品是产业集群运行的重要支撑 ;产业集群又能使技术、产
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延伸。因此技术、产品和产业集群间的联系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 ,即内在相通性 ,内
在相融性 ,内在相关性。见上文 1. 1、1. 2 ,技术与产品的生命周期都可分为四个阶段。技术生命周期 - 导入期
Ⅰ’、成长期 Ⅱ’、成熟期 Ⅲ’、衰退期 Ⅳ’;产品生命周期 - 导入期 Ⅰ、成长期 Ⅱ、成熟期 Ⅲ、衰退期 Ⅳ。表 1 描述
了不同的产业集群或产业集群在某一特定时期 ,技术与产品的不同组合方式。由于技术的导入期是指任何一
项新技术自实验室诞生到最初被引入市场的时间段 ;并且通常情况下 ,由于技术极限的存在 ,技术进入成熟期
后期 ,替代技术就已经出现。在此就不进行技术导入期及衰退期的讨论。

表 1 　产业集群下技术与产品的组合方式
技术 \ 产品 导入期 Ⅰ 成长期 Ⅱ 成熟期 Ⅲ 衰退期 Ⅳ

导入期 Ⅰ’ - - - - - - - - - - - -

成长期 Ⅱ’ ⅠⅡ’ ⅡⅡ’ Ⅲ Ⅱ’ Ⅳ Ⅱ’

成熟期 Ⅲ’ ⅠⅢ’ ⅡⅢ’ Ⅲ Ⅲ’ Ⅳ Ⅲ’

衰退期 Ⅳ’ - - - - - - - - - - - -

　　由构成产业集群的技术和产品在各自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不同 ,可将产业集群的运行模式归纳为以下
三种。产业集群运行模式 Ⅰ—产业集群中运用到产品上的技术生命周期超前于产品的生命周期 ,包括 ⅠⅡ’、
ⅠⅢ’、ⅡⅢ’的组合。该模式下产业集群的发展主要是以技术推动为主。罗森伯格 (N. Rosenberg) 认为技术
发展是一个通过少数几个阶段性台阶实现间断性积累的结果 [3 ]。当从多个知识层面相互交叉时 ,新的知识
就出现了。知识面的交叉表明原先不相关的领域聚集于某一点时所产生的积累知识的综合。一个相关的例
子是 ,录像机的研制开发是磁记录材料、电子学、频率调节等知识面的交叉与积累的结果。产业集群运行模式
Ⅱ—产业集群中运用到产品上的技术生命周期的发展速度同步于产品的生命周期发展速度 ,包括 ⅡⅡ’、Ⅲ
Ⅲ’的组合 。该模式下产业集群的发展主要通过技术推动 - 市场拉动的结合。如随着计算机应用领域的不
断扩大 ,用户对网速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国际互联网的带宽每 9 个月会增加一倍的容量 ,而随之成本将会随
之降低一半。产业集群运行模式 Ⅲ—产业集群中运用于产品上的技术生命周期滞后于产品生命周期 ,包括 Ⅲ
Ⅱ’、Ⅳ Ⅱ’、Ⅳ Ⅲ’的组合。该模式下产业集群的发展主要以市场拉动。例如 ,改革开放初期彩电在国内存
在着巨大的市场 ,80 年代我国的家电行业从国外重复引进多条生产线进行产品的生产 ,进入 90 年代由于国
内中低档次家电市场逐渐饱和 ,产品进入成熟期 ,而大多数生产厂家技术仍然停留在生产线引进初期的水平 ,
因此与国际厂商在技术竞争上相比 ,中国企业明显居于下风 ,技术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产品发展的速度。

2 产业集群运行模式下的策略选择。技术发展是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但由于不同企业
所处内外条件存在诸多差异 ,如企业自身实力及发展基础、行业竞争格局、产业主导技术状况 ,以及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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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的不同 ,决定了不同企业在技术发展模式和推进方式上的不同选择。因此 ,由众多企业或机构在一定
的空间范围内集聚而形成的一个经济群落的产业集群 ,只有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技术发展战略 ,才能真正有
效地获得技术发展给企业带来的内生效益。

图 1 　技术、产品和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的关联

　　产业集群中存在着若干个产品簇 ,产品簇中的每一种
产品都具有核心技术。假定上图中的技术 3 ,技术 2 ,技术
1 是具有替代性的 ;产品 2 与产品 1 也具有替代关系。

按前文 1. 3 所述的产业集群运行模式 ,可对图 2 中的
技术及产品进行如下划分 : 技术 1 - 产品 1 组合为产业集
群运行模式 Ⅰ;技术 2 - 产品 2 组合为产业集群运行模式
Ⅰ;技术 2 - 产品 1 组合为产业集群运行模式 Ⅱ;技术 3 -
产品 2 组合为产业集群运行模式 Ⅲ。

2. 1 运行模式 Ⅰ下产业集群的主导策略选择。运行
模式 Ⅰ下 ,产业集群中运用到产品上的技术进入其生命周
期的阶段早于此产品进入其自身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 ,该
模式下 ,技术比产品发展得更为成熟 ,此时产业集群的竞争目标通常集中在技术上。处于该模式下的产业集
群中的企业可以考虑采用技术移植战略或率先型技术发展战略。技术移植战略 - 是将一技术领域的成熟技
术 ,移植到其它技术领域或应用于一种新产品开发上的一种重要的技术创新的途径。因为不同技术的创造性
结合常常会导致新技术的诞生 ,如合成纤维是纺织技术与化工技术创造性结合的产物 ,E - Mail 是计算机技术
与通信技术创造性结合的产物。率先型技术发展战略 [4 ] - 指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探索攻破技术难关 ,并在
此基础上依靠企业自身的能力完成创新的后续环节 ,率先实现技术的商品化以及市场的开拓 ,向市场推出新
产品或率先使用新工艺 ,同时获得并维持所在行业的技术领先地位。该战略适用于本行业处于技术前沿、不
断进行开拓性研发的企业。美国 Intel 公司从 1970 年自主开发推出世界上第一块微处理器 Intel4004 ,到 1973
年推出 Intel8080 ,后来又相继推出 Intel80286、Intel80386、Intel80486 系列 ,及至 1994 年推出风靡全球的 Pentium
微处理器 ,该公司始终掌握着最先进的、其它公司无法破译的计算机微处理器的关键技术 ,确保了 Intel 公司
在国际微处理器市场中的霸主地位。

2. 2 运行模式 Ⅱ下产业集群的策略选择。运行模式 Ⅱ下 ,产业集群中运用到产品上的技术及产品进入其
各自生命周期阶段在时间上几乎同步 ,即产品在技术的推动与市场的拉动下 ,与其主导技术保持同速的发展 ,
在此模式下 ,可以考虑采用产品创新战略。世界创造学之父奥斯本提出 6M 法则 ,按该法则的思想进行创新
很有效。它阐述了创新的 6 个途径 : (1) 改变 ,即改变功能、形状、颜色、气味和其它属性 ; (2) 增加 ,即增加尺
寸、强度和新的特征 ; (3)减少 ,即减轻、减薄、减短、减去过多功能 ,至少是一时用不上的功能 ; (4) 替代 ,即用其
它材料、零部件、能源、色彩来取而代之 ; (5)颠倒 ,即对现有设计进行一次全方位的颠倒 ,甚至目标和手段的颠
倒 ; (6)重组 ,即零部件、材料、方案、财务等重新组合。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可以运用 6M 法则对产品进行创
新 ,可能只需略施小计 ,就可以找到新路。海尔集团就是在洗衣机的下水管处加了一个普通的泥沙过滤器 ,便
使畅销农村的“大地瓜”洗衣机问世 ;福特公司仅通过加宽汽车前座的距离 ,使轿车的速度稳定功能大为增强。

2. 3 运行模式 Ⅲ下产业集群的策略选择。运行模式 Ⅲ下 ,产业集群中运用于产品的技术生命周期的发展
速度滞后于产品进入其自身生命周期的发展速度。此时 ,产业集群利润的获得主要靠市场的拉动效应。在该
运行模式下 ,可以采用自主研发以及吸纳型技术发展的战略来实现产业集群的技术追赶。

(1)技术追赶战略 - 自主研发。AMD 公司是有 35 年历史的美国芯片制造公司 ,多年来一直在生产、技术
和价格方面落后于 Intel。但经过十年努力研发之后 ,2004 年 AMD 推出了具有高性能和无缝移植的 32 位、64
位计算优势的技术 ,以强大的可向下兼容 32 位的皓龙处理器来弥补市场对 64 位处理器需求的空缺。2004 年
2 季度 ,皓龙的销量是 Intel 安腾的 10 倍 ,首次实现了对 Intel 的技术追赶。

(2)技术追赶战略 - 吸纳型技术发展。通过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其着眼点是引
进、模仿带来的预期经济效益 ,并进而提高其自身技术能力。模仿创新企业不能在研究开发方面占优势 ,因而在
对产品性能改进、工艺进步、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成本降低、生产效率提高等方面予以极高的关注 ;并充分的研究
市场需求 ,根据市场需求反馈信息迅速调整产品的生产 ,改进产品工艺的设计 ,使自己的产品更具竞争力。

南亮进认为日本过去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大规模的模仿创新 ,依赖后发优势。在笔记本电脑、半导体激
光器、半导体材料、便携计算机、DRAM记忆芯片、复印机、集成电路制造设备等技术上率先创新者均为美国 ,
而目前市场领导者为日本的企业 [5 ] 。日本采用的就是模仿创新战略 ,它注重对产品在工艺过程中的改进 ,以
其产品的低成本、低价格、多样化性能、高质量 ,使得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很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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