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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然而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

明 ,集群内网络的过度发展 ,将导致集群的封闭、排他和过于僵化 ,从而产生锁定效应。本文基于路径依赖理论分析

集群内社会资本锁定的成因 ,并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提出集群如何突破锁定、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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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 ,已日

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我国区域经济的

发展以产业集群模式为主 ,集群发展在提升我国产

业竞争力、区域竞争力甚至国家竞争力上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 ,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国的

产业集群在竞争方式、集聚动因及创新知识来等方

面有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征[1 ] ,产业集群在升级、

价值链提升中面临着种种困境。从理论上看 ,尽管

现有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产业集群对竞争力产生的

正效应 ,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为 ,集群内网络

的过度发展 ,将导致集群的封闭、排他和过于僵化 ,

从而产生锁定效应 (lock2in) 。地理靠近的集群可能

变成孤立的、内向的系统 ,因此 ,集聚也可能正是造

成国家或区域竞争力降低的原因[2 ] 。

1 　集群锁定效应

111 　集群锁定概念

集群的演进轨迹由于作用机制的不同分为两

种 ,一种是在正强化的作用下产生强大的内聚力 ,从

而促进集群发展 ,另一种则是在负强化的作用下使

集群处于无效率的状态 ,从而可能出现衰退。后者

关于地方产业集群失去活力的效应称为“锁定 (lock

2 in)效应”。研究集群升级和区域经济的演进 ,“锁

定”(lock 2 in)和路径依赖 (pat h dependence)是重要

的概念[2 ] 。许多集群的困境和衰退都是由于路径依

赖、锁定和缺乏学习能力导致。

Grabher [3 ]通过对德国鲁尔工业区的研究 ,将

产业转型存在障碍的原因解释为专业化形成的锁

定。地方性的制度体制陷入常规中 ,从而使得促进

创新的生产文化以及习惯对于萌生的经济环境不再

产生作用。集群中的强社会联系成为强有力的结构

性弱点 ,阻碍了经济重构与更新的过程。Grabher
[3 ]将集群锁定分为三类 : ①功能性锁定 (f unctional

lock2ins) :指锁定到本地企业间的关系。长期稳定

的钢铁需求促使鲁尔区内核心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

形成紧密与稳定的关系。首先 ,供应商知道核心企

业的投资计划 ,围绕该计划制定自己的研究与开发

目标 ,以继续为核心企业提供产品 ,产品的技术与功

能从而被锁定。其次 ,供应商通常与核心企业中层

管理人员有良好的工作关系 ,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

了供应商的市场营销能力。②认知锁定 (cognitive

lock2ins) :认为将会有周期性低迷的长期倾向。鲁

尔区内密切的内部关系制约了区内企业对创新机会

的察觉能力 ,使企业不去从其他渠道获取信息。这

限制了联合体内机械制造企业的技术突破及其向有

前途市场的转移。面对新技术提供的发展机会时 ,

鲁尔区内企业仍一味寻求通过老技术的改进与提高

而固守原有位置 ,这样只能被牢牢地锁定在现存的

技术轨道内 ,发生了“帆船效应”。③政治锁定 (po2
litical lock2ins) :保留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很强的制

度组织 ,影响到本地的内生潜力和创造力的发挥。

产业与政治之间的合作关系 ,产生了一个支持煤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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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的强有力的联盟 ,该联盟强调鲁尔在国民经

济中具有特殊的“生产使命”,致使政府每年拿出巨

额资金来补贴亏损严重的国内煤炭产业 ,同时阻止

新兴产业在鲁尔区建立。

陈佳贵 [4 ]等研究我国集群可持续发展时提出 ,

集群的锁定包括三种类型 : ①行政区划的锁定。产

业集群在地方行政区划范围内发展 ,行政区划所形

成的界限大大制约了产业集群的自然发展 ,产生行

政区划锁定。②社会资本锁定。社会资本又具有天

然的封闭性和排他性 ,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大生

产 ,更广阔范围地信息与技术沟通又存在着冲突 ,它

不自觉地排斥着外部资源的进入。③价值链低端锁

定。产业集群尤其是内源传统型产业集群 ,多从事

劳动密集型产业 ,生产产品的附加值较低 ,趋同的中

低端市场定位和同质化竞争的问题较为突出。

112 　集群的社会资本锁定

集群内企业的社会资本指存在于网络中的资源

或能力 ,是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等信任关系所形成

的网络资源。有关社会资本对集群企业的价值已经

被普遍研究。而事实上 ,社会资本作为“双刃剑”,一

方面给集群竞争力带来提升作用 ,另一方面在产业

面临升级时带来各种锁定导致的负作用。

借鉴 Grabher [3 ]的研究 ,我们将社会资本引起

的锁定效应分为两类 : ①功能性锁定。②认知性锁

定。其中功能性锁定指企业与集群内其他企业长期

的合作导致的趋同锁定 ,此时集群中的强社会联系

成为结构性弱点 ,成为集群竞争力提升的障碍 ;认知

锁定则指集群内由于紧密的联系 ,形成了不利于创

新的文化和制度规范 ,从而也阻碍了集群进一步的

发展。

以血缘、亲缘和地缘等信任关系形成的社会网

络 ,在产业集群发展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促进了信

息的交流和沟通。然而 ,由于这种社会资本具有的

天然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和网络内关系专用资本的

“连环锁定”,限制了外部信息、资源和人才的进入 ,

使得集群内部新信息和新技术的缺乏 ,造成技术锁

定。同时 ,社会关系网络的根植性也加强了集群发

展在区域划分上的行政区域锁定效应[4 ] 。

　　社会资本一旦与社会经济体中某种具有内生比

较优势的物质资本在特定行业结合起来成为企业经

济租金与核心竞争优势来源 ,在系统自组织自我强

化机制作用力下就会形成“产业结构锁定”。更为严

重的是 ,以社会关系网络中关系型信任体系为依附

的产业集群也面临着即时拆分组合无弹性的制度性

图 1 　产业集群社会资本锁定效应

障碍 ,因此其技术创新能力与新要素、新资源吸收与

更新能力就会被严重削弱 ,最后走向“制度锁定”陷

阱[4 ] 。集群内社会资本锁定效应见图 1。

2 　基于路径依赖的社会资本锁定成因
分析

　　“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 理论最初由生

物学家提出的。1988 年 ,布雷恩 ·阿瑟 (Brian Ar2
t hur)在他发表的《经济学中的自增强机制》一文中

提出了自增强理论 ( self2reinforcing mechanisms) ,

将路径依赖理论应用到技术变迁的路径分析上 ,作

为动态经济过程的非遍历性 (non 2 ergodicity) 来定

义 :如果在一个动态的经济系统中 ,不同的历史事件

及其发展次序无法以 100 %的概率实现同一种市场

结果 , 那么这个经济系统就是路径依赖的[5 ] 。

North 将这种关于技术变迁的理论应用到制度分析

中 ,并深入分析了自我强化机制所包括的因素 ,即规

模效应 ( Scale Effect ) 、学习效应 (Leaning Effect ) 、

协作效应 (Coordination Effect) 、适应性预期 (Adap2
tive Effect)四个方面[6 ] 。

在路径依赖理论中强调自我强化机制会产生收

益递增 ,而收益递增又决定了不同的演进轨迹 ,一种

是正强化 ,即沿着良性循环的轨迹发展 ,另外一种则

是负强化 ,即锁定在无效率的状态。我们应用路径

依赖理论 ,可以解释集群发展中的社会资本锁定成

因。集群中某一成员企业 ,在与集群内其它企业合

作过程中逐渐增强了信任 ,积累了社会资本 ,集群网

络的经济效益开始慢慢增加。与此同时 ,集群企业

在网络中积累的各种关系成本或沉没成本也将增

加 ,使企业调整战略的可能性减小 ,企业将被锁定在

一种行动中。企业通过集群内部网络获得信息积累

的优势 ,当集群网络的强关系力量大于弱关系力量

时 ,企业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将减少 ,集群内部逐渐形

成一个相对封闭和稳固的信息交流圈 ,一旦集群企

业习惯了这种获取信息的渠道 ,将继续保持这种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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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形成路径依赖。这时 ,企业逐渐被“锁定”在无效

率的状态之中 ,导致集群的衰退。

3 　全球生产网络与集群外学习

为突破集群的社会资本锁定 ,对区域发展中地

方网络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协同提出了要求。在目前

西方主流理论对区域发展的研究中 ,也存在着一种

将全球化与地方化进行有机理论整合的新趋势。一

些学者从集群发展的困境出发 ,以全球生产网络

(global p roduction networks) 为基础 ,将区域发展

看作是关系建构的过程或者相互依赖的过程 ,认为

地方集群网络和全球生产网络之间的动态战略协同

是提升集群竞争力的关键[7 ] 。

311 　全球生产网络

跨国公司生产外包已成为普遍现象 ,全球生产

网络 (global p roduction networks) 为发展中国家的

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Ernst and

Kim [7 ]将全球生产网络 ( global p roduction net2
works) 应用于产业集群研究 ,认为 ,地方产业集群

的发展动力 ,在于集群是否能与全球生产网络有效

连结。这包含两层含义 ,一方面集群企业努力整合

当地资源与资产 ,使之符合全球生产体系运作的需

要 ;另一方面 ,全球生产网络本身通过知识的散布加

强地方能力的形成。

产业集群中的企业能否嵌入全球生产网络 ,是

决定集群发展的重要因素。Howells , et al1 [8 ] 认为

企业的竞争力不仅要依靠集群内部的知识 ,更要有

效地接触和使用外部的资源、知识与技术能力 ,Ow2
en2Smith and Powell [9 ] 也在其研究中提出“管道”

(pipeline) 来解释远距离互动的途径 (channel) ,他

认为虽然区域网络内的知识外溢相对于跨界的知识

外溢更有效率 ,但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通过对

生物科技集群的案例研究 ,他们指出新知识的产生

并不只是从地方或区域互动中产生 ,也必须透过区

域之间或是国际连结上的策略伙伴关系来获得。

很多关于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知识流动的理论与

实证研究也认为 ,地方互动 (local buzz)与全球连结

(global pipeline) 两者对于厂商在创新与知识开创

上提供了不同的作用 ,地方互动为厂商的互动提供

了各种自发性的机会 ,而全球连结则为集群引入了

不同文化制度环境间发展的各种信息 ,这对于集群

的技术创新、产品发展与知识演化具有很大的作用。

地方互动与全球连结可以看作是一种相互强化的关

系 ,集群中的企业需要同时进行地方交流与透过全

球生产网络来获取知识并加以学习 ,提升自己的竞

争力。

312 　集群外学习

就集群学习的范围而言 ,以往的研究过多关注

于集群内部学习 ,而对于集群外网络学习缺乏足够

的重视。Keeble , et al1 [ 10 ]认为 ,集群中企业长期的

集体学习和连续的知识积累可能会使一个集群被一

条日渐没有竞争力的轨道锁定 ,因而向外部知识源

学习对于“创新环境”的持续成功而言就非常必要。

Bathelt , Malmberg , Maskell 从知识创造的角度

研究产业集群 ,认为过去大量文献过分片面地强调

了本地互动学习的重要性并批判了“隐含经验类知

识 = 本地”和“编码化知识 = 全球”模式 ,认为无论是

隐性知识还是编码化知识的交流 ,都是既可以在地

方上 ,也可以在全球远距离进行[1 ] 。集群中企业嵌

入全球化的学习网络 ,对突破社会资本带来的锁定

效应 ,提升企业和集群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

4 　结束语

回顾有关网络嵌入与产业集群的相关文献 ,我

们发现 ,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对本地关系、网络嵌入性

与集群发展的正向关系的研究 ,但事实上 ,社会资本

也会给集群升级带来障碍的负作用。作为一个区域

经济综合体 ,集群的嵌入性涉及到集群内外部两个

方面。集群内企业的社会资本锁定给我们的启示

是 ,集群的持续发展不仅要加强内部联系 ,还应关注

与外部网络的关系。

一方面 ,企业应积极嵌入全球生产网络 ,加强集

群的外部联系并建立与本地联系的互动 ,保持持续

的创新 ,才能提升集群竞争力 ,也是解决集群锁定的

有力对策。另一方面 ,政府应为集群的发展营造良

好的微观和宏观环境 ,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 ,通过

政策手段和积极的参与促进集群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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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EN Bei2lei
(College of Management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 Over t he past decade , t here has been a hot st ream of research on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indust rial clusters. Recently more and

more research indicates t hat over2development of indust rial networks can lead to lock2in effect . This paper analyses causes of social capital lock2
in base on pat h dependent and put forward propose to break t hrough t he effect and promote competition of indust rial cl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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