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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产业集群是保持区域竞争优势的有效空间组织形式 ,而发展产业集群战略则也日益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

重要内容。地方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就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中所采取的角色

扮演及其角色的正确定位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并提出相关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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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 ,产业集群

(industrial cluster) 是增强区域竞争力 ,促进区域经

济发展的利器。产业集群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专业

化分工协作为纽带的相关产业在特定区域内大量聚

集的经济现象。产业集群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

区 ,也都是产业集群广泛分布和发展较好的地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实施产业集群战略 ,培育具

有较强区域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已成为当前我国各

地政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产业集

群的战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那么 ,如何

正确定位地方政府的角色 ,对于产业集群的健康发

展则也是至关重要的。

1 　产业集群的一般性分析

产业集群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

家马歇尔 ( Marshall) 。马歇尔〔1〕是从企业的“外部

经济”(external economies) 角度解释产业集群中的

企业聚集现象的 ,认为外部经济往往能因许多性质

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而获得 ,产业集

群是由外部的规模经济所致 ,许多性质相似的企业

集中在一起要比单个孤立的企业更具有效率。工业

区位经济学家韦伯 ( Weber)〔2〕则从工业区位论的角

度对产业聚集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首次提

出了聚集经济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的概念 ,认

为产业集群是在某一地域相互联系的企业的集聚

体 ,强调产业集群是企业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克

鲁格曼 ( Krugman)〔3〕对产业聚集现象也曾给予了高

度的关注 ,认为生产经营活动的空间格局演化的结

果一般都将会在某特定区域集聚 ,同时形成相应的

专业化分工 ,最终从中获取专业化的利益并实现规

模报酬递增的优势。威廉姆森 ( Williamson)〔4〕则认

为 ,产业集群是基于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众多企业

集合起来的组织 ,这种组织结构是介于市场和企业

之间的中间性组织 ,是一种能有效克服市场失灵、节

约交易费用的组织模式。波特 ( Porter)〔5〕在其竞争

优势理论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产业集群理论 ,认为

产业集群是指特定区域内相互联系的、在地理位置

上相对集中的企业及各种机构所形成的 ,具有稳定、

持续竞争优势的集合体。

地理接近、产业关联度大、互补性强且又有竞争

合作关系是产业集群主要特征 ,具体表现有以下几

个方面 : ①区域化的空间布局。产业集群最显著的

特征之一 ,就是相当数量的关联企业在一定区域空

间上的集中布局 ,由龙头企业带动、配套企业跟进 ,

从而聚集成为某特定类型的产业生态群落。②专业

化的分工协作。产业集群的生产经营具有很强的专

业化分工协作的特征 ,这也正是其能够不断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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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原因。产业集群的分工协作的专业化 ,能够大

大提高生产率 ,可以使集群内的企业具有较强的成

本优势。③网络化的产业组织。某种主导产业在某

一特定区域的集中 ,会促使与其相关联的上下游产

业随之而集中 ,构成一种网络化的产业组织。产业

集群的发展模式 ,作为一种市场组织与企业组织的

优势融合 ,是效率更高的网络化产业组织体系。④

持续化的创新能力。持续的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的

不竭动力 ,并能够使产业集群区域最终成为创新的

发源地。如美国硅谷不仅是高科技创业企业的聚集

地 ,而且也是创新的栖息地。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及

支撑机构间的密切关联性在集群内形成了一种相互

竞争、相互学习的竞争合作机制 ,使集群式的创新具

有更高的成功率和更长的持久性。⑤本土化的文化

氛围。产业集群内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的区域文化背

景和制度环境 ,使得集群内的企业间能形成的具有

相对稳定、关系密切的网络组织而扎根于当地社会

文化的本土 ,具有很强的根植性。

2 　地方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角色
定位

　　产业集群的形成通常都有着很强的自发性 ,它

与当地的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支撑产业的发展

状况、外部的环境条件及政府的作用等诸多因素有

很大的关系。国内外产业集群的产生与成长经历表

明 ,世界上绝大多数产业集群通常都是在市场条件

下通过企业的自发行为而逐步形成的 ,我国早期的

产业集群也都基本如此。但是 ,产业集群也不是企

业的简单扎堆 ,大量企业集中在一个地区并不一定

就能形成产业集群。地方政府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

发展中并非毫无作为 ,虽然决定产业集群产生的主

导力量是市场而非政府的因素 ,但随着区域竞争的

加剧 ,地方政府在推动和引导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

扮演的角色也会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作为超经济

组织 ,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 ,政府必然要承

担着培育区域竞争力 ,增强经济发展潜能的职能。

在其行使组织地方经济发展的职能中 ,地方政府至

少可以解决产业集群发展中市场本身难以解决的一

些问题 ,能够加快产业集群生长发育的进程 ,促进其

健康发展。因此 ,地方政府在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方

面是能够发挥出市场所不可替代的角色 ,在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上 ,地方政府的行为与市场作用同样都

是必要的 ,但也必须要立足于产业集群的成长规律

及特性 ,既坚持市场的调节 ,又重视地方政府的干

预 ,才可能保证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

211 　优化外部环境 ,促进产业集群健康成长

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保障 ,

要使产业集群进一步强大起来 ,地方政府应该从健

全制度和完善服务等方面入手 ,营造产业集群健康

成长的外部氛围。首先 ,是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

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按照现代市场经济

的要求 ,努力打破市场分割和行业垄断 ,促进统一开

放市场的建立 ,完善企业市场竞争的规则与制度 ,推

进市场化进程 ,形成一个生产要素、产品自由流动和

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环境 ,为产业集群发展营造出

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 ,是要优化产业集群发

展的软硬环境。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 ,积极

制定促进产业集群的法律法规、产权保护、融资、财

税、劳动力供给、可持续发展等公共政策 ,发展中介

组织和行业协会 ,为集群内企业提供充分的信息传

递、技术咨询、创业指导等服务 ,引导企业与外界的

合作与交流 ;加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

产业园区建设 ,改善投资环境 ,从而营造出有利于产

业集群成长的基础环境。另外 ,社会治安环境和社

会信用环境也是地方政府必须要关注的内容 ,只有

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信用环境 ,才能激发当地民众的

创业热情和吸引外部投资的热潮 ,才能壮大本地企

业和留住外来的企业。

212 　搭建创新平台 ,构建产业集群创新网络

持续的创新能力是产业集群发展的不竭动力 ,

产业集群本身具有能够提高集群区内企业的持续创

新能力的特性 ,而成为区域创新的栖息地。地方政

府实施产业集群战略的关键 ,则应该积极搭建创新

平台 ,构筑完善的、更有利于产业集群发展的创新网

络。首先必须努力培育多元主体参与、多种创新资

源自由流动的开放型区域创新网络 ,实现创新网络

内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政府以及具有创新服务

功能的中介机构等行为主体间的相互分工与协作 ,

增强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乃至整个区域的知识配置能

力和创新能力〔6〕。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产业集群的

区域创新网络中时常担当着创新源的角色 ,如美国

硅谷电子信息产业群就是以斯坦福大学为创新源 ,

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得到斯坦福大学在技术和

人才上的支持 ,这为硅谷的迅速崛起 ,继而成为世界

最高水平的电子信息产业研发和制造中心奠定了基

础。台湾新竹科技园区的信息和资讯产业群的发展

则是以台湾电子技术研究院为创新源 ,并为台湾成

为世界上第三大资讯产品的生产地区和第四大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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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造地区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有鉴于此 ,我国

各地政府在构筑基于产业集群的创新网络过程中 ,

需要更加注重加强产学研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将集

群内的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在资金和知识技术方

面的各有优势进行有效结合 ,加快知识创新与产业

创新的链接进程。另外 ,地方政府还需要制定激励

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及金融政策 ,营造良好的有利

于创新的社会环境。

213 　培育区域文化 ,增强产业集群根植性

产业集群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就是在集群

的区域内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的区域文化背景 ,集群

内的企业间基于同一区域文化背景所形成的具有稳

定、密切关系的网络组织 ,使得企业极易扎根于当地

本土 ,具有很强的根植性。根植性 (embeddedness)

概念是美国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 ( Granovet2
ter)〔7〕1985 年首先提出来的 ,其含义是经济行为根

植于区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关系网络之中。在

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 ,其能够和区域内各种传统、

宗教、历史习惯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和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从而降低了生

产要素的组织成本 ,并显现出经济行为的独特性。

根植性是产业集群的最基本特性之一 ,也是产业集

群保持持续区域竞争力的关键。共同的区域文化背

景对产业群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为在这

样的背景下 ,企业之间能够形成一种相互承诺和信

赖的关系 ,减少信息的不确定性 ,进而在竞争的基础

上产生分工与合作、模仿与创新的企业文化和区域

文化氛围。这既能有效地防止集群内各种机会主义

行为的发生 ,又可以促进知识的流动与扩散。因此 ,

地方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 ,必须注重培育促进产

业集聚的区域社会文化 ,增强产业集群的根植性。

通过建设区域品牌 ,培育集群文化 ,构建创新网络 ,

营造一种有利于企业、研究机构及政府相互之间进

行交流与协作的良好区域文化环境 ,激发创新与创

业、竞争与合作、宽容与信任、开放与学习的文化氛

围 ,不断促进新企业的不断衍生和落地生根。与此

同时 ,地方政府还须完善服务体系 ,健全公共服务体

系 ,积极地为产业集群内处于核心地位的大企业、大

集团提供产品配套与相关服务 ,以增加这些企业的

当地植根性 ,促使其能够在当地持续发展下去 ,以进

一步提高集群内相关企业的植根性。

214 　鼓励合作竞争 ,构建完善分工协作体系

合作竞争 (cooperate with competition)是指合作

与竞争的矛盾双方相互引导、相互转化、相互联系、

相互依赖的对立统一过程 ,竞争导致合作 ,合作激发

竞争。在日益激烈与复杂的竞争环境中 ,产业集群

内的企业通过一定程度的合作和资源共享以寻求共

同的竞争优势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产业集群内 ,

大量企业相互集中在一起 ,既开展激烈的市场竞争 ,

又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 ,如联合开发新产品 ,开拓新

市场 ,建立生产供应链乃至价值链 ,从而最终形成一

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合作竞争机制。加强产业集

群内企业间的合作竞争 ,构建完善的产业分工协作

体系 ,与政府正确引导和强力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协调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举

办各类相关研讨会、协调会、博览会、培训活动 ,为企

业之间的交流、学习与合作创造机会 ;鼓励集群内企

业彼此信任、相互合作、协作共赢等文化要素的培

植 ,消除恶性竞争 ;延伸产业链 ,提高产业协作配套

水平 ,引进和培育关联性大、带动性强的大企业大集

团 ,以发挥其产品辐射、技术示范、信息扩散和销售

网络的产业龙头作用 ,并通过其外部经济以及与其

他中小企业间的分工协作 ,而使得龙头企业 (leading

firms)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的发动机和企业分工协作

的直接推动力。

215 　整合集群资源 ,实施区域品牌战略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 ,地方政府实施区域品牌战

略对促进产业集群的成长也是至关重要的举措。在

产业集群内 ,企业大多规模较小、实力较弱 ,塑造区

域品牌并非易事 ,集群内大部分企业 ,通常都无法单

个进行品牌创建和培育 ,单靠企业的单打独斗难以

奏效。另外 ,作为产业集群内诸多企业共享的公共

品 ,已有的区域品牌往往也得不到有效管理与维护 ,

极易遭受个别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曾几何

时 ,当一提起温州皮鞋 ,人们总觉得是假的 ,温州皮

鞋也曾成为了假冒伪劣皮鞋的代名词。可见 ,集群

内少数企业的败德行为对整个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

时常是致命的。破解区域品牌的难题 ,增强产业集

群的竞争力 ,地方政府是责无旁贷的 ,应充分发挥其

“有形之手”的职能 ,积极整合产业集群资源 ,制定了

区域品牌发展战略。地方政府在实施区域品牌战略

中 ,通过“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的办法 ,以企业品牌

促进区域品牌的塑造 ,依托产业集群中龙头企业知

名的品牌 ,促使其成为集群中既能体现区域性又兼

容企业性的品牌 ,而推进产业集群的升级和壮大。

对于产业集群中的“柠檬市场”( the lemons market)

问题 ,一方面 ,需要地方政府支持产业质量标准的制

定 ,规范和指导企业的行为 ;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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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环境 ,严格打击假

冒伪劣产品 ,从而维护区域品牌的声誉。现如今的

温州 ,由于当地政府多年来重视“区域品牌”的塑造 ,

运用标准、计量、市场准入、质量监督、质量管理等手

段和相关政策措施 ,实施“品牌强市”战略 ,而赢得了

中国“皮鞋之都”的美誉。

3 　结束语

尽管地方政府在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中可以发挥

重要作用 ,但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毕竟有着其自

身特有的规律 ,不可能在短期内由地方政府人为地

创生出来。地方政府则应把握好产业集群的本质特

性 ,必须遵循产业集群的成长规律而助推其发展的

进程。地方政府的着力点在于大力转变自身职能 ,

以努力扶持现存的和正在出现的产业集群的健康发

展 ,不是刻意去创造或者照葫芦画瓢式地复制产业

集群。地方政府虽然也能够有所克服产业集群发展

中一些“市场失灵”问题 ,但政府的因素同时也是一

把“双刃剑”,进而会引起“政府失灵”问题的出现。

当前 ,我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着强烈

的政绩冲动 ,对于发展产业集群都带有急功近利的

心理 ,这自然就会导致“政府失灵”和政府行为的短

期化。例如 ,近年来各地的开发区热就是一种很不

正常的现象 ,许多地方政府争先恐后地招商引资 ,引

发了各地在招商引资上呈现出了一种恶性竞争的态

势 ,不论其属于什么类型的产业 ,不论其是否符合当

地产业发展方向 ,也不论各自不同产业间是否具有

相关性 ,统统都成为各地政府招商引资中激烈争夺

的对象 ,甚至不惜以税收、土地和环境等为代价而竞

相血拼 ,从而导致市场要素价格信号的扭曲和资源

的浪费。许多本应是产业集群内以市场为导向的微

观企业行为 ,却在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政绩的短期行

为的干扰下 ,反而可能成了影响产业集群的健康发

展不利因素。由此看来 ,地方政府在产业集聚与发

展的过程中究竟应该扮演何种角色 ,应如何正确定

位 ,这是我国各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必须重视和解

决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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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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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dustrial cluster is an effectiv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egional economy to maintain a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the strategy to

cultivate industrial cluster increasingly becomes very import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e local gover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 and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take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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