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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资源观理论 的产业集群本质的思考

郑健壮

杭州职 业技术学院 管理 工 程系
,

杭州

摘 以 资派观理论为基础
,

对产业 集群的本质进行 了新 的界定
。

作者认 为 产业 集群足基 于 某个特定 产业
,

众

多相关企业和其他组织在某个特定 的地理 区城上的资源集聚体
。

集群竟争优势是
“
集聚和联 系

”

所产生
“

协 同效应 ”

的录大化
,

即在资源 集策基抽 上的“

专业化分工和合作
”和“ 知识 技术 共享

”

机制所产生的报侧递增过程
。

关恤词 产业集群 本质 资源观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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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尽管
“

产业集群
”

作为一种

新的产业组织的专业术语
,

在 年才由战略管理

学家波特 提出来
。

事实上
,

在近一个世

纪前
,

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 》中已经提到了这

种现象 从历史而言
,

产业集聚 。 。 现

象由来已久
。

尽管 由于现代交通 和通讯技术 的发

展
,

以及 自然资源或市场位置对生产活动束缚的弱

化
,

出现了经济活动的区域因素弱化的现象
,

但是生

产的本地化 特征并没 有 消失
,

在流动 的产业 空 间

内依然存在一些 “ 粘着的地点 ”〔, ,

吸引了生产活动的聚集
。

世纪后期
,

不管是发达

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

不管是高技术产业或是传统

产业都存在着
“

产业集群
”

的现象
。

波特认为
,

一个

国家最主要 的全球竞争性产业很 可能集 中于该 国
“ 地理上的集群呵 ’〕。

国内外众多学者已从经济学
、

地理学
、

管理学和

社会学等学科对产业集群形成原因
、

条件
、

产业集群

内企业的发展战略
、

产业集群的演化
、

产业集群的竞

争优势
、

产业集群的政策以及产业集群的研究层次

和方法等七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

已有的研究成果既为集群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提

供了丰富的思想和素材
,

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提 出

了新 的挑战
。

正如 所

言
,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
,

经济地理学家等在努力地研

究地方产业专业化
、

空间上的经济集聚
,

区域发展等

问题
,

但迄今为止
,

对于集群的研究仍存在着概念的

混乱
、

界定的模糊
、“

集群分析方法
”

的不统一
、

集群

竞争力与竞争优势研究的混乱
、

集群政策有效性 以

及集群的成功和风险研究的缺乏等问题闭
。

上述六个问题中
, “
混乱的概念

”
和

“

概念界定的

模糊
”
和

“ ‘

集群分析方法
’

的不统一 ”这三个问题是

基础性的
,

而其他三个问题是应用性
。

而前面三个

问题中的前二个更是基础之 中的基础
。

因此
,

借助

于新的理论对于集群本质 概念和界定 进行深人的

研究将有助于集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

近十多年来
,

国内外众多学者已从不 同学科和

不同的侧面对
“

集群
”
的概念和性质进行了研究和界

定
,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 集群是某个特定

地理的中小企业集聚
,

是产业群 产业区
,

是某种特

殊的生产系统 柔性生产系统
,

是具有明显创新优

势的组织形式
,

是一种企业 网络或某种特殊的组织

结构
。

但是上述 的研究存在一个核心的问题
,

即没有

从集群
“

内生 ”的角度对集群的本质要素进行研究和

界定
,

造成了理论界对于集群界定的模糊
,

同时也无

法从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角度
,

即动态的角度

对于集群的发展动力 竞争力 进行科学的解释

在企业理论中
,

资源观 一
,

理论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将企业定义为独特的资源组合体而不是将企业视为

一个生产函数闭
。

这个思想的贡献不仅是在于企业

的定义上
,

更重要 的在 于解释企业成长的原 因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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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扩张的边界
。

同样
,

借助于资源观的思想不仅能

够定义集群
,

更重要 的是能够解释集群竞争力的来

源
。

因此
,

基于资源观理论对于集群本质的研究是

一种有益的尝试
。

集群的概念和基本构成要素

认为
“

如果集群是所有东西
,

那么它们什

么也不是
’

心 〕。

魏江认为界定集群最根本的是 以下

二个特征 地理集聚
,

产业专业化
。

笔者认为
,

不

管是什么类型 的集群
,

构成一个产业集群应该具有

如下三个基本要 素
。

一是地理集聚
,

其实质是对于

资源的集聚
。

这些资源包括 自然资源
、

人力资源
、

知

识和技术以及社会资本等
。

资源的集聚是指所有成

员企业共同
“

锁定
” 吸附 于一个 区域而实现在地域

上邻近性
,

集群是相互联结的企业在地理上 的近邻

性 的群体 二是基于某个产业

的专业化分工和合作
。

该地域集聚的成员企业和机

构从事某一产业相关的生产和服务
,

通过成员 间广

泛 的劳动分工和紧密的
、

基于长远关系的合作来实

现产业专业化
。

三是知识 技术 的共享
。

集群创新

的动力就在于对于特殊资源 —知识和技术的共享

交换
。

这里需要说明 的是
,

后二者的实质是
“

联

系 ” ,

它既包括生产的 有形的联系
,

也包括知识 技

术 无形的联 系
。

产业集群是企业 聚集在一起所

形成的某种紧密联系
’ ,

即地理

基础上 的联 系
。

当然
,

仅有
“

地 理集 聚 ” 只能称 为
“

集
” ,

而只有
“

专业化分工和合作
”

和
“

知识 技术 的

共享
”

才能实现
“

群
” 。

综上所述
, “

产业集群
”是基于某个特定产业 的

众多相关的企业和其他组织在某个特别的地理 区域

上的资源集聚体
,

在资源集聚的基础上产生 了
“

基于

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和合作
”

和
“

知识和技术的共享
”

的机制
,

后二个机制的存在促进 了集群的发展而又

进一步促进资源在某个地理区域上 的进一步集聚
。

集群是地理墓础上的资该集报体

集群的发展过程是各种资源集聚在某个特定的

地理区域
,

没有资源集聚集群是不 可能发展
。

基 于

将企业资源分为
“

物质资本资源
” 、 “

人 力 资

本资源
”
和

“
组织资本资源

’

,’〕,

我们将集群资源 主要

划分为 自然资源 条件
、

资本资源
、

人力资源和社会

资本四大类
。

集群地理性的关键体现在于集群内部企业和其

他机构的近邻性
。

等根据 近邻性所传递 的 内容将其分 为
“

地理近邻性 ” 和
“

组 织 近

邻性 ” ,

它们各 自对应 于

地理维度和社会维度
。

二者的区别可见表
。

特征

衡 的维度

产生 的原 因

传递的 主要物 质

传递 的主要方 式

衰 地理近邻性和组织近邻性的特征比较

地理近郁性

地理距 离

信息的一般扩傲

一般资派
、

信息

人或非人力工 其

组织近郁性

社会距 离

价位观和行为的相似性

特珠资源
、

绒滚知识
,

技术

必 须是人
,

面 对面

地理近邻性和组织近邻性不仅存在着 区别
,

而

且存在着联系
。

首先
,

地理近邻性是组织近邻性 的基础
。

一方

面
,

地理近邻性是组织近邻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

条件
。

因为地理近邻性往往会产生共同的价值观和

共同的文化
,

这些都是组织近邻性的基础条件
。

另

一方面
,

在集群中
,

离开地理近邻性的组织近邻性同

样是危险的
。

现代信息通信技术 不可能代替

集群特有的机理来传递缄默知识
,

进行创新
。

因为
,

首先
,

知识的译码需要成本
。

知识 的译码成本是知

识的绒默性程度的增 函数
,

缄默知识的直接交换 比

译码后的交换更具有效率和效益
。

其次
,

随着科学

技术的不断发展
,

一方面组织间可以传递明晰知识
,

但是另一方面却需要重新构造新的缄默知识
,

而缄

默知识的重新构 造是 和地理近邻性有关系的
。

最

后
,

城默知识和明晰知识往往是相互补充的
,

明晰知

认的转移是使用 和分享共同的城默知识
,

而缄默知

识往往是基于地理近邻性的
。

所 以
,

地理 的近邻性

是协调 的必要和重要 的工具
,

是组织近邻性产生 的

一个重要基础
。

其次
,

组织近邻性 比地理近邻性在集群竞争力

中具有更重要 的作用
,

地理 的近邻性仅当存在组 织

近邻性 的时候才能 发挥积极 的作用
。

认 为

企业的相似性 规模
、

产业等 比企业之 间的地理距

离更为重要
。

社会
、

文化
、

政治环境能导致集群

内企业产生积极 的协 同作用
。

所 以
,

生产 中心 的近

邻性
、

市场的近邻性
、

知识和技术资源的近邻性以及

历史和制度等因素对于集聚起 到 了至关 重要 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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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另外
,

组织近邻性比地理近邻性更能够分享
、

交

换绒默知识
。

综上所述
,

作为集群的一个基础条件
,

集群的近

邻性的形成中
,

地理近邻性和组织近邻性缺一不可
。

因此
,

集群的近邻性 地理近邻性 组织近邻性
。

另外
,

根据组织近邻性和地理近邻性的关系
,

我

们可以简单地 区分集群
、

网络
、

集聚和企业的联系和

区别 图
。

这种区分不仅有助于界定集群而且有

助于纠正 目前学术界存在的一种错误 的倾向
,

即将
“

集聚
”

用
、

等指标来衡量 来代替
“

集

群 ” 。

具体可见 图
。

网网络络 集群群

企企业业 集聚聚

便开始了
“

专业化
”
的进程

,

而与
“

专业化
”
同时进行

的是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合作
。

因此
,

只有存在

强大的
“

联系和合作
”
才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

群产生了
,

而地 理 只不过是这个进程特有 的
“

助推

器 ” 。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
,

产业集群是通过降低交

易费用而进行的专业化分工 的结果
。

同时
,

集群的

发展又进一步增强 了
“

交易费用 的降低
”和

“

专业化

分工
” 。

因此
,

产业集群与其说是一种组织
,

还不如

说是一种分工合作机制
。

集群的本质是基于分工基

础上的专业化以及由于专业化而形成的企业之间的

相互联系
。

交交易费用降低低

专专业化分工 专业化分工

社会近邻性

图 墓于地理近邻性和组织近邻性的组织划分

集群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

古典经济学认为
,

生产率的提高是分工水平提

高的结果
,

而分工又受制于市场的大小
,

二者相互作

用会产生 良性累积效应
,

从而产生递增报酬
。

而“ 厂

商规模无关论
”
理论认为

,

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

厂商规模与经济增长无 内在
、

必然的因果关系
。

在

现实的经济世界中
,

实际上存在两种大规模 其一是

一体化条件下 非分工 与专业化条件下 的大规模

通常称为
“

垂直一体化
”

其二是专业化条件下 的

大规模 通常称为
“

垂直非一体化
。

经济中的递增

报酬根源并不在于规模经济
,

而在于分工 和专业化

导致的
“

分工水平提高一市场范围扩大
”
之间的正反

馈效应〔‘。〕。

可见
,

经济效率的提高决不仅仅是单纯

的个别厂商规模扩大的问题
,

而是一个庞大的分工

网络的发展间题
。

产业集群 的产生是经济组 织 的一 种
“

内生 ”行

为
。

之所以会存在大量的
“

产业集群
”

是因为企业从

专业化分工的进程中获得利益后所体现的一种经济

行为
。

产生
“

产业集群
”

的过程有二个阶段
,

其一是

企业选择某一产业
,

其二是进人这个产业后
,

在交易

费用和市场等因素的促进下使企业进行产业链的分

工
,

如果分工带来的好处比分工增加的成本来得大
,

图 墓于经济学的产业集群的本质的认识

集群知识 技术 的共享

集群不仅仅是一个基于特定地理区域的经济系

统
,

而是一个认知系统
,

它是将知识
、

社会实践
、

精神

模式
、

集体信念通过时间维度在特定的空间中积累

起来的社会生产系统
。

集群通过与外部的关系去吸

收知识
,

然后通过内部的社会化机制来分享知识
,

来

实现通过缄默知识的地方化的积 累而进行知识创

新
。

知识 技术 的共享不仅促进集群的发展和不断

的创新
,

而且不断地促进
“

资源集聚
”
和

“

分工合作
” 。

知识 技术 的共享有助于
“

资源集聚
”

是因为知

识本身就是一种重要 的资源
。

另外
,

通 过知识 技

术 的共享促进集群内企业的不断的和有效的创新
,

使集群内企业的经济绩效比集群外企业的经济绩效

来得更好
,

从而对集群外企业进人集群起到了促进

和强化作用
。

知识 技术 的共享有助于
“

分工合作
”

是因为它促进了企业 的学 习能力和竞争力 的提高
,

从而形成了更加激烈的企业之间的竞争
,

又进一步

导致
“

分工合作
” 。

另外
,

集群知识的扩散不仅在价

值链 的上
、

下游进行
,

而且可以在价值链某个横端面

水平的进行
,

所有这些都促进 了分工和合作的进一

步扩大
。

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利润的比较引起了集群

内部企业的学习压力
,

它 同样促进企业 的进一步学

习
、

竞争和进一步专业化分工
。

一个 明显 的例子就

是浙江永康
“

五金集群
”

能够迅速实现知识转移
。

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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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永康市最早生产
“

保温杯
”
是由于当时有一位老

板 年 在 日本发现 了一只
“

保温杯
”

价格相当

于人民币 多元
,

巨大的利润空间吸引了他进一

步的学习和开发
。

同样在 年
“

永江公司 ”
的老

总在美国看到了
“
活板车

”
存在 巨大的利润空间 每

辆 美元 促使他进行研究和开发
。

而在
“

先

行者
”的开发之后

,

其他企业 的学 习
,

造成 了相互 的

竞争和利润的减少
,

利润的减少促进企业进一步专

业化来获得较高的利润
。

基于“ 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 ”
的集群

本质的认识

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原 因
,

从历史 的和逻辑的角

度而言是一个不断强化过程
。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
,

可从二个阶段来理解
,

即存在着这样一个过程

初始条件 企业开始集聚 强化条件 集群

形成和发展
。

笔者认为
“

初始条件
”可视为

“

产业集群初始原

因
”

或者是“
企业开始集聚

”
的条件

,

而
“
强化条件

”
则

可以视为
“

产业集群真正形成的条件
” 。

前者解决企

业为什么会集中在某一特定 的地理 区域
,

而后者说

明这些企业在什么样的机制下会在某一特定的地理

区域持续地发展 和提升
。

如果没有第一个条件
,

就

没有了
“

集
”

但是如果没有第二个条件
,

就不可能成

为 群
。

集群形成的原因 初始条件 的核心是资源
,

主

要有 自然条件 自然资源
,

经济因素 经济资源 主

要是资本等
,

历史条件 包括文化资源
、

社会资本
,

人力资源等
。

自然条件是集群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

荷兰

的交通运输集群得益 于荷 兰在欧洲 的交通 枢纽位
、

广泛的水上运输 网络
、

阿姆斯特丹港 的高效率
、

荷兰人在悠久的航海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技能等〔川
。

许多集群的形成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是源于特定的历

史资源 宁波的服装业集群源 于
“

奉帮服 装 ”的历

史
,

永康五金产业集群不是源 于当地一穷二 白的 自

然资源 矿藏资源 而是源于由黄帝铸鼎
、

春秋铸剑
、

汉造弩机
,

到宋采铜矿
、

清制枪管而蕴藏广泛且有独

具地方特色的永康五金历史和文化
。

经济因素是企

业集中于某地的一个关键因素
。

区域是按 比较优势

原则来组织的
。

人力资源是集群形成必不可少的一

个条件
,

就一般而言在某地存在大量 的某个领域的

专门人才
,

就有可能产生相关的产业集群
。

硅谷 的

成功因素之一是人力资本的先进性
。 “

硅谷 ”
内拥有

所大学
,

所社区大学和 所技工学校
,

其中斯坦

福大学是著名的电子学研究中心
。

印度软件业迅速

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有具有大量优秀的软件人才
,

形成 了
“

具体程序员 软件工程师 系统分析员

项 目经理
”

的合理人才结构
。

截止到 年底
,

全

世界软件开发人才中印度已 占到
,

拥有合格软

件人才 万人
,

在海外工作的软件工程师有 万

人
,

每年可以培养大约 万软件专业人才〔” 。

综上所述
, “

企业开始集聚 ”的条件可 以归纳为

二 大 类 因 素
,

一 类 我 们 可 以 理 解 为
“
理 性 的 因

素
”

—即
“

资源 ” 另外一类我们可 以理解为
“

非理

性的因素
” ,

即偶然因素
。

产业集群真正形成的条件
,

我们可 以称为
“

强化

原因 ” ,

它是促使企业从
“
集聚 ”到

“

集群
”

的关键
,

是

集群体现竞争优势的基础
。

产业集群真正形成和发展 的条件
,

归纳起来主

要有三种 资源的集聚
、

专业化分工与合作
、

知识 技

术 的共享
。

集群从系统论来看是三个空间 经济空

间
、

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 的统一
,

是在地理 空间基

础上
,

借助于社会空间而发挥经济空 间的一个动态

过程
。

由于资源 包括 自然资源 和其他原 因 运输

成本
、

劳动力市场共享等 使企业
“

集聚 ”而产生 了一

个特定的地理空间
,

这个地理空 间上 由于社 会历史

等原因产生了社会资本 联系和信任
,

而信任和联

系的存在促进 了交易费用 的降低和新企业 的不断诞

生
,

同时进一步促进了专业化分工
。

另外
,

社会资本

的存在促进 了地方知识 技术 的外滋
,

它一方面促

进知识 技术 的共享
,

另一方面它和劳动力市场等

条件下又促进新企业的诞生
。

新企业的诞生 孵化

是集群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

产业集群竞争优势至少是 由经济优势
,

社会文

化优势和地理优势所组成的
。 “

经济优势
”
主要体现

在
“

报酬递增
”和

“

集聚经济
” “

社会文化优势
”
则主

要体现在
“

创新
” “

地理优势
”主要体现新企业 的诞

生 孵化
。

在这里须说明的有二点
。

其一
,

三者不

是平列的
。 “

经济优势
”
是核心

, “

地理优势
”是基础

,

“

社会文化优势
”

是促进
,

而且三者同样存在两两关

系 其二
,

三个因素既是
“

企业集聚 ”
所产生

,

又是一

种新的
“

质 ” ,

是原来所没有的 比如
, “ 社会 文化优

势 ”中的
“

信任
”为例

,

它既受到原有
“

信任
”基础 的影

响
,

又在原来基础上在
“

集群
”
组织 中由于合作得到

的
“

好处 ” ,

而产生的一种更高层次的“
信任

” 。

上述过程
,

其实质是从资源通过 “ 整合
”
而演变

为集群 的过 程
,

笔者将其称为 模 型 。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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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集群形成和发展 的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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