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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产业集群 ,提升中部地区区域经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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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产业集群能够有效地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提升区域经济的竞争力 ,因此发展集群经济是中部崛起的

必由之路。在分析了产业集群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效应的基础上 ,针对当前中部地区集群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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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集群 ,也称产业群、产业群簇、产业簇群 ,是

指在特定的领域中 ,一群在地理上临近且有相互关

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

的供应商以及相关的机构所构成的群体 ,是一群位

于同一地理区域的相关企业组成的集合体。

中部崛起战略是我国继东部沿海开发开放、西

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后 ,又一个加快中

国经济崛起、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大战略。中

部崛起战略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拥有山西、河南、湖

北、湖南、江西、安徽六省的中部地区是中华文明的

发祥地 ,拥有全国 2811 %的人口 ,是中国重要的粮

食和能源基地 ,也是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交通枢

纽。“得中原者得天下”,建国后前 30 年中部地区的

发展对全国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

极作用。但 1978 —2004 年间 , 东部地区产出的

GDP 占全国比重达到 56 % ,中部地区仅有 26 % ,中

部地区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东部 ,近年来甚至落后

于西部 ,这种中部“塌陷”的局面已经对国家持续发

展能力和经济安全构成了重大潜在威胁 ,实施“中部

崛起”战略 ,诚为正当其时。发展集群经济则是实现

这一战略的必由之路。

1 　产业集群的特征

111 　地域集聚性

这种特征表现为任何产业集群 ,诸如美国的硅

谷、台湾的新竹以及我国广东东莞等地的专业镇等

等 ,都表现为相关企业和支持机构的“扎堆”现象。

对于产业集群的地理规模 ,波特认为“可以从单一城

市、整个州、一个国家、甚至到一些邻国联系成的网

络”。对于这种空间集聚现象 ,韦伯从成本最小化的

角度、史密斯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Lucas 从知识扩

散的角度、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从社会关系的

角度进行了解释 ,在此不再赘述。

112 　技术可分性

即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应在生长技术上具有垂直

分离的特征 ,并能形成较长的价值链 ,产业内企业间

的专业化分工能够高度深化 ,能形成大量的工序型

企业和中间产品的交易市场。其次 ,产业是垄断竞

争型市场结构 ,产品差异化的潜力大。产品的差异

化包括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差异化。水平方向差

异化是指同种产品在品种、规格、款式、造型、色彩、

所用原料、等级、品牌等方面的不同。

113 　经济集聚性

集聚经济源于各种相关的经济活动的集中而带

来的效益。集聚经济主要表现为产业集群内的企业

所独享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规模经

济是指产业集群规模扩大 ,产量增加 ,使群内个别企

业降低平均生产成本而获得的经济好处 ;范围经济

是指区域内企业的多种产品和多样化的经营 ,以及

若干企业横向纵向联合生产 ,给企业带来的成本节

约 ,它的重要前提是区域内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实现

资源共享 ;外部经济表现为三个方面 :促进专业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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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服务的发展、为有专业化技能的工人提供了共

享的市场、使公司从技术溢出中获益。

2 　产业集群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效
应分析

211 　规模经济效应

集群经济的一个重要优势 ,即它形成了规模经

济效应 ,集群内诸多企业由于其地域相对集中 ,企业

之间在技术方面相互影响 ,在节约成本方法上也相

互传播和推广。进而形成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其产

品的生产成本、信息成本及管理成本均随产量的增

加而不断降低 ,经济收益大大提高。增强了产品在

国际、国内的竞争力。企业群体的规模优势也就是

它的成本优势。各个企业可以利用地理的接近 ,共

同进行生产、销售的活动 ,通过产业的空间集聚 ,可

以使企业整体规模扩大 ,从而使各个企业在实现合

作的基础上获得外部规模经济。

212 　产业关联效应

产业集群经济体内 ,企业生产的产品大都与集

群产业相关 ,产品的单一化使企业内部对产品分工

要求较高 ,进而使其内部企业分工形成专、精、尖的

特点。由于分工的专业化 ,其中一个部门的技术发

展不仅影响到本企业 ,而且也影响到其他相关产业

链上的企业 ,因而各相关部门之间会彼此产生挤压

效应和带动效应。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各生产部门

之间的正向反馈 ,最终会推动产业升级。产业集群

依靠多个主要的企业及相关机构开始专业化分工 ,

或因共享信息、市场等资源 ,在区域空间上集中形成

与产业相配套的专业化市场和专业化分工 ,形成竞

争优势明显的生产集聚区。另外 ,集群降低了资源

获取和资源转换的障碍 ,在集中、管理和升级各种资

源时集群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这就是集群对于资源

的创新性整合能力。

213 　区位品牌效应

当一个地区形成产业集群时 ,由于其主导产品

在全国甚至世界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享有相

当的知名度 ,就会形成产业或产品的区位品牌。区

域品牌是由产业集群区内企业共同产生的 ,一旦形

成以后 ,就可为所有企业共同享有。这种区域品牌

效应不仅有利于企业对外交往 ,开拓国内外市场 ,确

定合适的销售价格 ,也有利于提升整个区域的形象 ,

为招商引资和未来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促使经

济要素进一步聚集。

3 　中部地区实施产业集群存在的问题
及其思考

　　中部地区位于东部集群产业的边缘 ,集群经济

产业只相当于若干个孤立的小火山口 ,区域发展不

均衡 ,产业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 ,县域经济发育不

好。主导产业有煤炭、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等资源

及其深加工产业 ,以及汽车、家电、机械等产业。集

群产业和集群经济在中部地区没有形成燎原之势。

其主要原因 ,一是开发区、工业区产业聚集度不够 ,

没有形成很强的经济带、经济圈 ;二是城市集群发展

不平衡 ,没有形成强辐射和强带动力的中心城市 ;三

是企业缺乏持久的竞争优势 ,缺乏持久稳定的竞争

力 ;四是缺乏技术型技能型人才 ;五是引发了环境和

社会问题突出 ,自然资源消耗量大、环境污染严重。

这些因素 ,导致中部地区制造业衰退、就业萎缩、劳

动力大量外流、投资和内需不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

经济有明显的差距 ,成为“中部塌陷”。

因此 ,中部地区在发展区域经济 ,实施产业集群

战略过程中应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311 　为产业集群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在宏观上加大集群与外界的互动联系 ,突破产

业集群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一方面采取积极有效的

措施清除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贸易壁垒 ,促进

区域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集群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另一方面集群企业要把握经济环境的变化 ,努

力壮大自身力量 ,不断提高与外界在利益争端中的

谈判地位 ,创造有利于集群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 (包

括政策制度、贸易条款等) 。最后要加快有关知识产

权保护的立法进程 ,严格执法程序 ,构筑知识产权保

护 ,提高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312 　政府应该支持产业集群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政府应该注重产业集群的延伸 ,用专业化发展、

产业化招商的工作思路来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对于

一个区域政府来讲 ,应该树立区域的政治整体形象 ,

打造区域品牌 ,提升区域的知名度、美誉度。作为成

千上万的小企业 ,对整个区域的资源而言 ,应该是怎

么提升代表区域的整体形象。政府培育积极的竞争

态势 ,控制无序的恶性竞争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

在沿海地区 ,有的地方搞了产权办公室 ,打火机产业

必须在办公室备案 ,否则产权办公室要处罚。类似

这样的有很多 ,如成立行业协会等 ,通过这种方式来

培养积极态势。

313 　统筹区域规划 ,优化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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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区域宏观调控、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促进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 ,是必须进行科学合理的区

域规划。为此 ,要着眼于建设先进的产业核心区、区

域经济的主增长区、体制机制创新的先行区 ,突破现

有行政区域的界限 ,高起点地进行区域产业规划和

布局。首先 ,协调发展产业连绵带。要充分考虑利

用城市的基础设施、人才、资金、技术等优势 ,发展壮

大大中城市的产业集群 ,同时还要与小城镇建设结

合起来 ,发展与大中城市产业关联度高、布局合理的

小城镇的配套产业 ,从而形成主导产业与辅助产业

配套、大中城市与小城镇联系紧密、产业关联度高、

整体竞争力强的产业连绵带。其次 ,优化产业类型。

要根据区域经济的现实基础和发展需要 ,合理规划

和整合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 ,建立各具特色的产业

基地 ,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与传统产业集群、资金

密集型产业集群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合理布

局 ,构成相对完善的区域产业结构。再次 ,加强基础

建设 ,完善服务系统。要改善产业聚集区域内外的

交通运输条件 ,建成高速公路 (高等级公路) 、铁路和

航空、水运所组成的发达的运输体系 ;建立完善的供

电、供水、供气和排污、治污系统 ,满足产业集群正常

运行的要求 ;建设大型物流中心 ,积极发展现代物流

业和相关的专业市场 ,以保证产业集群对产品、原料

的及时、畅通的需要。

314 　培育根植于本区域的创新系统和生产网络

要培育区域创新系统和生产网络 ,一是要加强

区域创新软环境建设 ,经验表明 ,区域内的硬环境并

不是区域创新的充分条件 ,企业发展的创新环境更

依赖于区域软环境的营造 ,即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社

会文化氛围和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市场

环境以及健全的法律服务体系等 ,这就要求政府进

一步规范其行为、完善市场秩序和健全法制环境 ,高

度重视教育 ,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采取各种措施促进

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 ;二是要强化集群企

业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 ,努力形成大中小企业密

切配合 ,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完善产业体系。

315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

民营经济是推动产业集群的主力军。我国浙

江、广东、江苏、福建等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都

是民营经济创造的。发展民营经济 ,一是要转变观

念 ,放宽领域 ,凡是法律未禁止的都应允许民营经济

参与。消除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歧视性障碍 ,使民营

经济在投资、税收、融资、土地使用、对外贸易上与其

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二是加强引导 ,积极引导民间
资本投资于与农业产业化相配套的农资、农技、农产

品购销和加工业 ,创办以资源加工型为主的劳动密

集型企业 ,兴办农村第三产业 ,引导民营企业相对集

中发展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带动作用、并能成

为产业集群核心的项目。政府应积极支持 ,驱动民

间资本大幅度投入。

316 　提高集群企业竞争力

要不断引入与现有集群内企业具有互补性的关

联企业 ,寻求集群在全国价值链中合理的定位 ,提高

集群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竞争力。要促使集群内企

业更早察觉和理解市场上新的需求并作积极的响

应 ,以提早获得国内外竞争者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 ,

确立在全国竞争中的地位。要在集群企业与外部环

境之间搭建具有高度灵活性信息交流的平台 ,使之

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对外部变化作出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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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Industrial Clusters , Promoting Middle Area Region

Economic Competition Strength

CHEN Ji2dong , XU Li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 Bengbu Anhui 233100 ,China)

Abstract : The industrial cluster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g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promote , promotes the region economy competitive ability ,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cluster economy is a way that must be taken which Middle rises. This article in analyzed the industrial cluster to promote the

region economic competition strength effect in the foundation , in view of question which in the current middle area cluster economy development exist2
ed , propose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

Key words :industrial cluster ;middle rises ;regio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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