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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产业集群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培育和发展产业集群是迅速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发展地区经济的
有效途径。目前 ,安徽的产业集群还处在较低的水平。本文从产业集群的含义入手 ,系统地分析了安徽产业
集群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了发展安徽产业集群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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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产业集群是指同一产业以及相关产业的支持性产业的企业在同一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在一定的规
模内 ,集群地的企业越多 ,产业的规模越宏大 ,对企业的正面效应就越强 ,对新企业的吸引力就越大。实践证
明 ,产业集群是发展区域经济 ,加快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

一、产业集群对安徽实现在中部崛起的意义
1. 产业集群是提升安徽城市竞争力和发展高新技术的必经之路。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 ,城市开始作

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被纳入到全球经济活动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来讲 ,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取决于它的产业集群
能力。国内最具竞争力的城市 :上海、深圳、广州、北京、天津、大连、杭州、宁波等都是产业集群比较发达的城
市。而苏州、无锡、东莞、温州等中等城市竞争力远在许多大城市之上也是由于产业集群比较发达。安徽省城
市与国内发达城市相比 ,竞争力不强的根本原因就是产业集群比较落后。而在产业关联度的培育和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等基础结构方面的不足已成为制约安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障碍之一。所以 ,只有集中安徽的城
市力量 ,发展产业集群 ,走集约发展的道路 ,才能提高安徽城市经济一体化的质量 ,使安徽城市在高新技术的
带动下 ,真正成为拉动安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2. 产业集群能有效地促进安徽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安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于农村城镇
化和工业化的水平低。安徽迄今仍有 60 %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目前安徽城镇化水平仅为 33. 5 % ,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 4. 2 个百分点 ,低于发达地区 20 个百分点。安徽农村工业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发展水平明显滞后 ,突
出表现为规模小、水平低、产品粗、效益差等。对于安徽而言 ,城镇化与工业化是难以回避的经济发展阶段。
促进农村工业化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发动农民就地创办中小企业。产业集群能够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产业集
群中技术溢出和衍生企业的便利性能够促进新企业不断产生 ,公共服务部门的职业培训、技术支持有效地弥
补农村企业的先天不足 ,而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可以不断提高本地基础设施与发展环境。因此 ,产业集群的
外部经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能有效地解决当前阻碍安徽农村工业发展的障碍。

3.产业集群是增强安徽企业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安徽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规模普遍偏小 ,
产业结构层次低 ,缺乏竞争力。中小企业规模偏小这一先天不足导致其接近市场难、市场势力弱、融资渠道少、人才
贮备不足、信息资源欠缺。而产业集群的网络化优势就在于把大小不等的各厂商和各类机构联成一个有效的网络 ,
各厂商都只是该产业集群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面对市场的首先是产业集群本身 ,其次才是各具体企业 ,产业集群整
体规模很大 ,市场势力很强 ,集群内人才丰富、信息多 ,资源共享 ,有效地避免了中小企业发展的先天不足。利用集
群化发展可以迅速提升产业的竞争优势。在浙江 ,可以发现不少地区的单个企业规模并不大 ,但由于大量中小企业
在空间上集聚 ,该地区形成的行业规模都很大。据统计 ,“九五”以来 ,浙江省形成了主导产品产值超亿元的企业集
群 306 个 ,年产值总量达 2644 亿元 ,专业市场 4600 个 ,年成交额 3200 亿元。这充分显示了企业集群成长模式的强
大生命力和竞争力。这些经验 ,对于安徽省而言显得弥足珍贵。

4.产业集群能有效地解决安徽“三农”问题 ,缩小城乡差距。目前 ,我国绝大多数产业集群都是在农村与
小城镇兴起的。产业集群的发展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使用 ,不仅提高了农民收入 ,也带动了周边农村地区的
农、牧、副、渔等产业发展 ,增加了农村的财政积累 ,促进了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安徽作
为我国的一个农业大省和经济欠发达的省份 ,“三农”问题和城乡差距问题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我
国产业集群发展最好的浙江省也是“三农”问题和城乡差距问题解决最好的省。统计显示 ,在落后的中西部地
区一些经济发展好的城市 ,几乎无一例外都拥有一两个发展良好的产业集群。河南的漯河、湖北的仙桃、河北
的清河、河南的洛阳、内蒙古的鄂尔多斯等等。这些都是安徽省学习的榜样。

二、安徽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目前安徽省产业集群尚处在初级形成阶段。产业集群的发展阶段可分为初级形成阶段、成长阶段和成

熟阶段。安徽目前的优势产业或主导产业主要有有色冶金、钢铁、化工等原材料加工及机械设备加工制造业 ,
即资源密集型产业。这种单一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加工方式造成了产业分工层次低、产品附加值低、自我发
展能力弱以及产业竞争能力严重不足等诸多问题 ,极大地阻碍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尽管安徽有芜湖的
建材、马鞍山的钢铁、合肥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等具有一定程度的产业聚集。但是从总体上来看 ,安
徽目前拥有的产业集群多属于初级形成阶段 ,有许多只是刚具备雏形 ,处于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的产业集群
为数不多。

2. 作为产业集群表现形式之一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发展迅速 ,但缺乏良好的发展机制和产业方向。自开
发区和工业园区建立以来 ,区园内经营收入、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以年均两位
数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2004 年 ,全省 33 家省级以上开发区 (不包括省级以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 完成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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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 467. 6 亿元 ,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9. 7 % ;进出口总额 20. 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4. 2 % ,占全省 2004
年进出口总额的 28. 8 % ;财政收入 76. 6 亿元 ,同比增长 48. 3 % ,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 14. 7 %。全省仅省级以
上开发区就安置就业人员 50. 6 万人。开发区和工业圆区建设已成为安徽省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解决就业
的重要渠道。但前阶段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发展是数量型、粗放式的增长 ,存在产业结构雷同 ,总量偏小 ,项目
规模偏小 ,产业特色不明显 ,且较分散等问题。

3.安徽省目前业已形成的产业集群多数以本地的资源优势为依托 ,集群的规模小 ,产业的附加值较低。
安徽省的产业集群大多立足于当地农产品和矿产资源的基础上 ,如皖南、六安的茶叶 ,符力集的烧鸡、无为的
板鸭等农产品产业集群。铜陵的铜矿 ,马鞍山的铁矿 ,淮北、淮南的煤炭等矿产品集群。这些集群内的企业仅
限于对农产品和矿产品进行简单的加工和生产 ,技术含量较低。同时 ,集群内的企业数量较少 ,产值低。产业
集群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突出。集群内的企业对技术创新要求不强烈 ,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系较少 ,
自身创新能力不足 ,持续发展能力较弱。

4. 缺乏形成产业集群的制度环境。产业集群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形成的。它的形成要充分发挥市场
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目前 ,尽管我国经过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但与发达地区相比 ,安徽的市场化改革还显得比较滞后。各地产业集群的发展普遍受到资金、技术、人才
的制约。市场机制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各种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还比较严重 ,生产要素在地区
间和产业间的流动还存在一定的障碍。同时 ,企业之间、地方之间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的现象还时有存在 ,这
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企业在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三、发展安徽产业集群的对策建议
1. 大力发展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经济 ,用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经济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依托开发区和工业

园区 ,加速形成产业集群 ,迅速壮大工业总量。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要以城市为依托 ,以提高开发区和工业
园区投入产出率为重点 ,大力培育壮大支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要进一步提
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提升集约化开发建设水平 ,提高综合产出水平。要集中力量做大做强重点开发区和工
业圆区 ,提高其对安徽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和辐射力。充分发挥重点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对经济发展的示范效
应。加快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有重点地发展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 ,特别是电子
信息产业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科学合理地确定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功能和主导产业 ,处理好招商引资与产
业链、产业节点的关系 ,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元投入、上下联动 ,充分调动各方面发展开发区和工业园
区的积极性。

2. 加快市场化改革 ,营造有利于产业集群形成的制度环境。适宜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是产业集群形成
和发展的基础。安徽目前阻碍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 ,企业制度变革
缓慢而导致适宜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缺乏。因此 ,应该大力加快市场化变革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
置中的作用 ,保证生产要素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在地区间、产业间能合理流动。建立统一的、开放的、公平
竞争的市场体系。其次 ,要按照经济本来的内在联系加强地区间及企业间的分工合作关系 ,形成既分工又合
作的经济关系。

3.积极发展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加强对产业集聚发展的统筹规划。产业集聚的形成是市场作
用、企业作用和政府作用的综合结果。为了保障全省经济的健康发展 ,形成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产业集群 ,政
府在其中必须起到积极的规划作用和引导作用 ,营造一个浓厚的产业发展氛围 :一是政府制定有效的产业集
群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在制定全省产业集群发展战略规划时要明确重点发展的产业 ;二是凡今后工业项目
建设 ,要按照全省发展产业集群的规划和重点区域布局 ,原则上要执行发展产业集群的战略 ,通过各市、县的
协调、项目对换等 ,确保产业集群战略的实施 ;三是要通过采用专家系统提出具体的战略性举措 ,研究实现产
业升级的技术路径。

4. 承接沿海转移产业 ,把发展产业链作为发展产业集群的主脉。抓住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契
机 ,积极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转移产业。一是要把大项目做成大产业 ,深化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的产业链研
究。同时 ,吸引沿海公司把更高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安徽来。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 ,促
进一批综合效益好 ,对地区带动性强的大项目落地 ,并充分预留产业链的发展空间。二是要依托大企业、大集
团带动产业发展。以资本为纽带 ,依托知名品牌 ,着力培养一批主业突出、产业关联度大、核心竞争力强、带动
效应明显的大公司、大集团 ,增强其配套功能 ,发挥其带动效应。

5. 紧紧抓住世界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历史机遇 ,实现安徽产业集群的跨越式发展。世界产业向中国大规模
转移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为安徽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产业集群的形成有两个模式 ,一是
自然发展 ,二是企业转移积聚。前者是根本 ,后者更能节省时间 ,更能自我强化。企业积聚与产业集群是相互
促进的关系 ,产业集群规模越大 ,企业积聚能力就越强。安徽应该紧紧抓住这一机遇 ,引进大批外资企业 ,重
点引进跨国公司和高科技企业 ,实现安徽产业集群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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