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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引导下的低壁垒集群创新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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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本文通过系统动力学的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在低壁垒产业集群创新中所应该扮演的引导者角色

以及其在引导集群走上创新之路时所应该具有的职能, 并以重庆市璧山县鞋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及创新现

状为例,分析并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由政府引导的低壁垒集群创新发展模式, 为该类集群的创新升级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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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低壁垒产业集群是指以传统的手工业或劳动密

集型企业为主的大量中小企业(如制鞋、纺织、家具

以及服装等)和具有交互关联性的各种机构(如大

学、行业协会、政府部门等)在空间上互相集中,并形

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市场网络, 其内部中小企业多

由民间企业家以工补农、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百般

尝试与不懈努力而发展起来[ 1] 。

众所周知, 低壁垒集群的生产环节处于生产价

值链中最底层的加工制造, 故随着生产要素价格的

逐渐上涨以及劳动力价格的不断攀升, 该类集群已

经无力继续维持其以低成本为核心的竞争优势。目

前,学术界的一致观点是走创新的发展道路来提升

集群核心竞争力。不过, 低壁垒集群内中小企业主

要热衷于扩产其原有低档产品, 而很少愿意投资于

以技术开发和产品升级为特征的产品创新[ 1]。有别

于一般集群,低壁垒集群内部多为自有发展资金不

足的中小企业, 同时缺乏创新机构和大学等研发机

构的支持, 因此很难自行创新成功。关于如何提升

集群的创新能力,多数学者建议将集群转变为政府

扶持型的创新集群, 由政府来扶持集群的创新:蒋东

仁将为集群创建一个区域创新系统定义为政府职能

的基本定位之一 [ 2] ,姚泽有则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充

当集群创新的倡导者[ 3] , 周海涛等研究了各级政府

在集群发展不同阶段的创新中政府的行为选择
[ 4]
,

黄凡等则提出政府以集中有限资源为少数创新型企

业服务来激发集群创新活力的建议 [ 5]。纵观现有研

究成果,大多还停留在理性化的理论建议中, 并没有

通过科学的分析工具来严格证明其建议行之有效。

鉴于集群的发展过程是其自身有机联系系统内各要

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 ,故本文利用系统动力学这

一复杂系统分析工具, 通过构建低壁垒集群现有发

展模式以及进行产品创新的模式, 分析了政府在该

类集群创新中的引导角色以及其在引导集群走上创

新之路时所应该具有的职能,从而为该类集群的创

新升级提供建议。

2 � 低壁垒集群发展现状的系统动力学
模型分析

� � 本文从组成集群最基本的元素 � � � 企业入手,

通过分析中小企业的竞争情况、盈利能力、资金去向

等各要素的变动情况和相互传导因果回路来揭示低

壁垒集群的发展现状及前景。

根据分析需要,现以一生产 L 产品的低壁垒集

群为分析对象,并假定其内部的中小企业如果发展

资金充足,将投向原 L 产品的产能扩张和新市场开

拓。由于集群内企业性质的相似性, 因此模型以单

位企业的发展历程来说明整个集群的动态变化, 如

图 1所示。

因为崛起方式特殊,低壁垒集群内部企业多以

 家庭式!作坊企业起步, 这造成了该类集群的进入

壁垒较低,一旦证明有利可图,周边群众就会纷纷效

仿,故使得集群内聚集了大量生产同质低档产品的

中小企业,竞争十分激烈。现通过分析企业的发展

资金去向来说明集群的现有发展模式。

2� 1 � 企业发展资金投向产能扩张的情况
如果企业将发展资金用于扩产 L ,这只能使得

集群内部同质化的中低档产品聚集更多、竞争更激

烈,此时除了价格战别无他法。这种发展模式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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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果将如图 1的回路一所示, 是一个负极性的回 路,在此回路的发展模式下集群将逐渐衰退。

图 1� 低壁垒集群发展现状(成长上限型)

2� 2 � 企业发展资金投向新市场开拓的情况

此时,企业不仅能够缓解竞争压力,而且似乎还

能形成一个自增强的正极性回路二,可以在新市场

上不断发展,因为只要企业生产就会有销路和利润。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 市场对于 L 的需求量有

限;其次, 当企业的新市场开拓模式被证明有利可

图,集群内的所有企业都将加入挤占这个新市场的

行列中来,这又将促使新市场回归到集群内部最初

的竞争模式。

其实,企业现阶段的产能扩张和市场开拓的双

重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增长极限的成长上限

型模式,因为不论是产能扩张还是市场开拓都会使

得企业的发展不可持续, 最终陷入停滞,甚至是衰退

的境地。

3 � 低壁垒集群自主产品创新的系统动
力学模型分析

� � 当然,如果企业能够开辟产品创新的道路,这将

是一个解决低壁垒集群现有发展难题的突破口, 如

图 2所示。

图 2 � 低壁垒集群的自主产品创新模式

如果企业将自身发展资金投向产品创新, 其将

通过开发创新产品在暂时无人涉及的创新领域获得

创新利润,从而走出目前的发展困境,但事实上创新

之路困难重重:

首先, 低壁垒集群内部的企业家多为 洗脚上

田!的农民企业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 故大多安于

现状,缺乏创新欲望,不敢,也不想投入大笔资金去

冒风险创新。

其次, 由于集群内企业地理位置上的毗邻造成

无可避免的知识溢出, 因此创新成果很容易被集群

内的竞争者模仿, 从而使得创新企业的创新成果不

能独享。一旦创新产品的模仿品流行, 创新企业甚

至很难将自己的创新成本收回来, 从而干了为他人

作嫁衣的事情,这是企业家所不愿见到的。

再次,从投入创新资金到创新成功,企业将花费

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中小企业的本质决定了其

融资难,故其将难以独自承担需一次性大笔投入的

创新资金。

最后,低壁垒集群内部创新机构、大学等研发机

构的缺乏使得企业的创新只能靠自己, 而集群内创

新性人才的缺乏又使得这一举措不现实; 同样, 从创

新成功再到创新产品商业化,时间上的延迟不符合

急功近利企业家的近期利益。

结合以上制约因素后低壁垒集群内中小企业的

自主创新模式将如图 3所示。

图 3� 低壁垒集群自主产品创新的实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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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政府引导的低壁垒集群产品创新的
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

� � 分析图 3发现,回路四是一个自增强的正极性

回路。由系统动力学的正反馈原理出发, 其基本特

性构成了系统的自增强回路, 如果能够给这个回路

一个初始外力,该外力将推动自增强回路往自身正

向进行不间断的运行
[ 6]
。因此, 作为集群组成不可

或缺的机构,政府的角色就是充当这个引导外力,推

动集群向创新性集群发展。政府引导型创新型模式

如图 4所示。

图 4 � 政府引导的低壁垒集群产品创新模式

� � 第一,营造创新文化可以消除或是削弱农民企

业家的那种小富即安、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 从而加

大其创新意识和提高其创新欲望; 第二,对创新企业

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提升企业家的创新欲望和缓解

企业的创新资金难题;第三,拓宽集群内中小企业的

融资渠道可以解决企业缺乏创新资金的燃眉之急;

第四,在政府推动下集群与大学等研发结构的合作

可以提升企业的创新知识, 针对集群创新所需专业

人才开办的培训机构能够解决集群内部的创新人才

缺口,从而减弱了企业创新所需技术方面的难度; 第

五,加大创新产品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可以很好的

抑制模仿行为, 避免创新产品再次陷入原低档产品

的竞争模式,从而打消企业家的后顾之忧。实际上,

政府扶持型创新是政府从制约企业自主创新的条件

入手,一一制定逐步消除或缓解这些约束的政策, 从

而推动集群往正极性的回路四运行,走上持续不断

的创新之路。

5 � 模型实际应用

2008年下半年以来,笔者所在课题组对重庆璧

山鞋业产业集群进行了深入调研,取得了大量关于

该集群的发展资料。下面, 笔者就以璧山鞋业集群

的有关情况来分析并验证笔者在本文提出的由政府

引导的低壁垒集群产品创新模式。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在国家让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的政策下璧山就出现了 家庭式!制鞋作坊,

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发展到 21世纪初,在璧山政

府引入了我国第二大鞋业生产厂商 � � � 奥康集团
后,璧山被评为了 中国西部鞋都!。鉴于制鞋业是
一种技术含量低、且以廉价劳动力和低要素价格形

成低成本核心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因此璧山

鞋业集群属于一种低壁垒集群。发展至今,集群内

部仍然有 91� 7%的产品为中低档产品,且这些由集

群内部数百家制鞋企业所产的大量同质化产品竞争

相当激烈。该集群内大多数企业如今的发展模式正

如图 1的成长上限模式, 仍在不断重复着低水平的

生产,或者想方设法的开辟新市场,为滞销的产品寻

找销路(数据为笔者调研问卷数据整理而得,下同)。

调研数据显示集群产品创新形式不容乐观:首

先,企业推出新产品的依据多为考察市场和模仿流

行产品,其 36� 14%的选择率是占比 18� 07%的自主
设计的两倍,如图 5所示。其次,在企业充足资金投

向数据中,企业家选得最多的是补充流动资金和更

新设备(分别占 45� 05%和 39� 56%) ;同时, 31� 33%
的企业家将自己的首要关注工作定为销售体系建

设,如图 6所示,而将产品创新作为自己首要关注工

作的企业家只有 16� 87%。这些数据均说明该集群
内企业家缺乏创新思维, 仍热衷于低层次的产能扩

张。再次,数据显示目前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研

发能力不足和人才严重缺乏,这制约了企业家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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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欲望; 企业的主要资金以自有资金为主 ( 占

64� 84%, 选银行贷款的只有 37� 36% ) , 融资渠道的

不畅使得企业创新投入捉襟见肘。在调研过程中,

笔者还了解到本集群内部根本没有相关的创新机构

或是专门针对鞋业专业人才的培训机构, 甚至数百

家企业无一家与只相隔数十公里的重庆大学城内的

知名大学机构有来往, 这从侧面也反映出企业家思

想老旧、安于现状的特点。随着国内外制鞋业的发

展,市场对于鞋类的质量、款式、价格等要求越来越

高,再加上璧山鞋与温州、广州、成都等地所产的鞋

有一定差距,故璧山鞋在国内鞋类市场的占有份额

在逐年减少, 已经从 2000 年 10%左右的市场占有

率下降到 2008 年的 1%左右, 其发展现状令人堪

忧。不过可喜的是,在面临制鞋技术升级换代以及

国际、国内市场风云变幻的影响下,集群内有部分企

业已经开始了产品创新方面的尝试,如到国内制鞋

比较发达的温州等地考察学习, 甚至组团到意大利

学习经验及技术,并积极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

图 5� 推出新产品的各项依据及占比

其实,璧山鞋业集群中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了承

担低层次产品创新的能力, 只是有多种因素在制约

着企业的创新行为。由本文提出的政府引导集群创

新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出发,并结合系统动力学的正

图 6 � 企业充裕资金投向及各投向占比

反馈原理,如果璧山政府能在集群的发展中作为外

力引导集群创新, 比如营造集群创新文化、推动专业

人才培训机构的成立、加大同重庆大学城内的知名

大学等研发机构的合作、制定鼓励创新的税收优惠

政策、建立中小企业低息贷款机构并做好保护自主

知识产权的工作等, 这将推动璧山鞋业集群走出发

展困境,从而实现走产品创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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