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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专题】

论我国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
魏 后 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 北京 100836)

摘 　要 :当前我国产业集群创新乏力的根源在于创新和合作意识不强 ,投入不足 ,缺乏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创新人

才 ,不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 ,致使我国的产业集群出现衰退现象。只有解决这些问题 ,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 ,才能提升产业集群持续竞争力 ,降低集群风险 ,防范集群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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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

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

有关政府部门 ,目前大都把着眼点放在集群竞争优

势及其有利影响方面 ,而对集群风险和衰退问题认

识不足。迄今为止 ,我国的产业集群大都处于传统

产业领域 ,其竞争优势仍主要依赖于低成本优势 ,自

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由此影响了集群的持续竞争

力。因此 ,如何依靠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 ,提高

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和持续竞争力 ,防范集群风险

和衰退 ,将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研究解决的

重要问题。

一、当前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状况

产业集群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 ,它是大量

的相关企业按照一定的经济联系集中在特定的地域

范围 ,形成一个类似生物有机体的产业群落 。[ 1 ]目

前 ,我国处于成熟阶段的典型产业集群尚很少。但

许多地区在产业集聚的基础上 ,都出现了类似产业

集群的现象 ,如广东的专业镇、浙江的块状经济等。

这种具有集群某些特征的产业集聚现象 ,称之为

“准集群 ”( quasi - cluster) ,它们尚处于产业集群发

展的初级阶段。从地理分布上看 ,这些“准集群 ”主

要集中在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沿海省份 ,其他省

市也有零星分布。

广东省是这种“准集群 ”相对集中的地区。据

统计 ,广东省经济规模达到 20亿元的专业镇有 160

多个。在这些专业镇中 ,以工业产品为主的专业镇

大约占了 90%以上。2003年 ,这些专业镇所创造的

工业总产值占广东省的份额接近 1 /3。[ 2 ]较典型的

专业镇有顺德容桂的家电 ,中山小揽的五金 ,古镇的

灯饰 ,澄海的玩具 ,西樵的纺织品 ,大沥的铝型材 ,石

湾的陶瓷 ,伦教的木工机械 ,乐从的家具 ,虎门的服

装 ,东莞石龙、石碣和清溪的电子工业等。如中山古

镇民用灯饰销量占全国的 60%以上 ,大沥铝材产量

占全国的 40% ,江门恩平麦克风占全国销量的 70%

以上。

浙江省以专业化分工为特点的“块状经济 ”也

十分活跃。据浙江省经贸委调查 , 2003年全省工业

总产值在 10亿元以上的制造业集群有 149个 ,工业

总产值合计 1万亿元 , 约占全省总量的 50%。[ 3 ]其

收稿日期 : 2006—03—20

作者简介 :魏后凯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

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03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 ,较典型的有温州鞋革和服装、绍兴 (县 )印染和

织造、乐清低压电器、萧山化纤、海宁皮革、嵊州领

带、永康五金、永嘉纽扣、桐庐制笔、诸暨袜业等。目

前 ,这些“块状经济 ”已经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的专

业生产加工出口基地。例如 ,温州市区打火机产量

占世界的 70% ;嵊州领带产量占全国的 80%、占世

界领带市场的 30% ;永康衡器产量占全国的 2 /3;苍

南铝制徽章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 45% ;海宁许

村、许巷的装饰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35%以上 ;乐

清柳市的低压电器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超过 1 /3。

福建和江苏近年来产业“集群化 ”趋势也十分

明显。据统计 ,目前福建省已初步形成了 60个不同

规模的“准集群 ”,总产值 3800亿元左右 ,约占全省

工业总产值的 52%。其中 ,工业总产值 100亿元以

上的有 10个 ,产值规模 2200多亿元 ;工业总产值在

30亿至 100亿元之间的有 13个 ,产值规模 960多亿

元。[ 4 ]较典型的有泉州晋江和莆田的鞋业、厦门和

漳州的视听产品、石狮的服装、长乐纺织、泉州箱包、

漳州家具、福安电机电器、南安水暖器材、德化工艺

陶瓷等。

江苏省产业“集群化 ”推进也较为迅速 ,现已形

成各类“准集群 ”约 110个 , 2002年实现销售收入

5320亿元 , [ 5 ]相当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

收入的近 40%。较典型的有昆山 PC制造、常熟服

装服饰、邳州板材加工、丹阳眼镜、杭集牙刷等。例

如 ,扬州杭集镇的牙刷占据国内 80%的市场份额 ,

占世界 22%的市场份额 ,成为世界最大的牙刷生产

基地。赣榆县古河套村每年生产各类酒瓶盖达 6. 5

亿个 ,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60%以上。

从行业构成看 ,目前我国这种具有集群某些特

征的“准集群“主要集中在化纤纺织、丝绸纺织、制

衣、制鞋、电子、信息、医药、塑料、汽摩配件、精细化

工、五金制品等行业。其中 ,传统的轻纺行业是分布

最为集中的。例如 ,在纺织行业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

已经确定了四批纺织产业基地市 (县 )和特色城

(镇 ) ,作为纺织产业集群试点地区。到 2005年底 ,

作为试点的 45个市 (县、区 )、59个镇纺织经济总量

超过全国纺织经济总量的 1 /3。[ 6 ]

我之所以把我国的产业集群称之为“准集群 ”,

主要是因为它们目前还处于集群发展的初级阶段 ,

至今尚缺乏持续的竞争力和创新力。而持续的竞争

力和创新力是产业集群成熟的重要标志。当前 ,我

国各地的产业集群大都面临着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

一是发展层次较低。不少集群增长方式粗放 ,产品

档次较低 ,其竞争优势仍主要依赖于低成本尤其是

工资成本优势。二是网络不发达。各种专业化的中

间机构和社会化服务网络发育严重滞后。三是创新

力不足。各地集群大都缺乏技术创新能力 ,模仿之

风盛行。四是品牌的缺失。尤其是在珠三角地区 ,

集群内企业主要进行贴牌生产和加工贸易 ,缺乏自

主品牌。五是根植性较差。在那些依靠外力驱动发

展起来的集群 ,外来企业与地区经济还没有有机地

融合为一体 ,游弋性产业 ( loose - foot industries)较

多 ,没有解决好“落地生根 ”问题。

从产品价值链的角度看 ,目前我国各地的产业

集群大都呈现出一种“中间大、两头小 ”的菱形组织

结构 ,即赢利较少的生产制造环节能力较强 ,而利润

丰厚的研发、设计以及市场营销、品牌等环节较弱。

这说明 ,目前我国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还局限于中

低档生产制造环节 ,仍处于产品价值链的低端部分。

由于众多的小企业在生产制造环节过度竞争 ,靠产

品数量多和价格低取胜 ,由此导致利润摊薄 ,大量企

业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的边缘。随着大规模产业集聚

造成的要素成本上升 ,如土地价格和劳动力工资的

上涨以及各种优惠政策的到期 ,很容易促使现有集

群内企业大规模向外迁移。

二、我国产业集群缺乏创新力的根源

产业集群是一种地区特色经济 ,其竞争优势关

键在于其低成本和创新力。从低成本来看 ,集群竞

争优势并非主要来源于廉价的要素成本 ,这种要素

成本是外在的。事实上 ,随着生产要素和产业的大

规模集聚 ,最终将会导致各种要素价格的上升。因

此 ,产业集群的低成本并非取决于其低廉的要素价

格 ,而主要来源于相关产业大量集聚所形成的集群

效应 ,由此导致交易成本的大幅度下降。这种内在

的交易成本下降将抵消要素成本上涨所带来的不利

影响。这里所讲的集群效应或集群经济 ,它是集聚

经济 (纯集聚 )、专业化经济、产业关联经济和学习

经济的有机整体。即是说 ,集群经济 =集聚经济 +

专业化经济 +产业关联经济 +学习经济。

从创新力来看 ,产业集群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制

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等方面。在制度创新

方面 ,产业集群这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 ,能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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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和竞争

环境。在技术创新方面 ,除了大企业的独立研发之

外 ,更重要的是 ,通过产学研互动和专业化分工 ,可

以形成一种独特的集群式创新 ( clustering innova2
tion)。即在集群内大量的小型企业通过专业化分

工、学习和模仿、独立开发、联合开发等途径 ,逐步形

成一个灵活高效的区域创新网络。在品牌创新方

面 ,集群内大量名优品牌的集聚和不断诞生 ,最终将

提升整个区域的品牌价值 ,形成一种宝贵的公共资

源。可以说 ,正是由于这种交易成本的下降以及在

制度、技术和品牌等方面的不断创新 ,才使产业集群

具有持续的竞争力和创新力。

然而 ,相比较而言 ,目前我国的产业集群大多是

以低成本尤其是以低要素成本为基础的简单“扎

堆 ”,而不是以创新为基础的 ,集群内企业大都缺乏

自主创新能力 ,集群发展存在着“大而不强 ”的隐

患。据调查 ,在珠三角地区 ,各专业镇聚集的企业大

多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在那些以传统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专业镇 ,由于不掌握模具、

芯片一类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 ,产品以仿制、组装

为主。在那些接受国际产业转移形成的专业镇 ,产

品的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外商手中 ,研发活动以及基

本的芯片设计仍保留在跨国公司的本国基地。[ 7 ]其

他地区的产业集群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事实上 ,目

前我国绝大部分产业集群仍处于以仿制和贴牌为主

的低级阶段 ,主要依靠低要素成本和产品低价格来

维持其竞争优势。而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典型产业

集群 ,如美国的硅谷和意大利的新产业区 ,由于产业

集群的品牌 (包括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 )效应提升

了产品价值 ,其产品销售价格往往要高于其他地区

同类产品。因为集群产品通常也是品牌和优质的象

征。

总体上看 ,当前我国产业集群所以缺乏自主创

新能力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

一是创新和合作意识淡薄。目前 ,我国多数产

业集群还只是同类企业的简单“扎堆 ”,企业不同程

度地存在追求“小而全 ”的倾向。企业创新意识淡

薄 ,企业间合作和交流较少 ,且缺乏信用。例如 ,在

杭集牙刷集群 ,大企业与本地小企业合作甚少 ,除非

企业主之间有私人关系。在广东一些专业镇 ,企业

各自独立地完成生产链上的几乎所有工作 ,相互之

间缺乏分工配套联系 ,专业化分工程度较低。在许

多工业园区 ,企业之间也缺少有机的产业联系 ,功能

分区不明确 ,就好像“一个麻袋装着一堆土豆 ”。

二是自主创新投入不足。我国的产业集群大多

是从农村发展起来的 ,许多企业主是从集市贸易经

营户或农民家庭工业起家 ,企业起点低、规模小 ,大

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技术开发资金严重不足。尤

其是 ,在一些传统产业集群 ,绝大部分企业都没有自

己独立的研发中心 ,研发投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

重很低。同时 ,由于金融担保和风险投资机制的缺

乏 ,中小企业贷款困难 ,融资成本较高 ,由此影响了

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

三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跨国公司为了保持

其垄断优势 ,一般都把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控制在

母国。例如 ,在东莞台资 IT产业集群 ,大多数台资

企业将高附加值的生产留在台湾 ,接收订单、获取信

息、产品开发、研制和试验以及销售活动都主要集中

在台湾 ,内地成为较单纯的生产加工地。目前 ,台商

在东莞清溪的企业主要从事价值链下游的制造、组

装等劳动力密集型工序。这样 ,在外资驱动型的集

群中 ,企业要进行自主技术创新将面临较大制约。

四是缺乏良好的创新环境。目前 ,大多数集群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 ,社会化网络组织不发达。

不少集群缺乏公共的技术创新平台 ,为企业提供公

益性产品开发、信息咨询和其他配套服务 ,而金融担

保体系不健全使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缺少创新启动

资金 ,研发能力受限。即使在一些集群地方政府设

立了研究开发中心 ,但这些中心由于专业人才缺乏 ,

技术人员水平不高 ,“仿制 ”比例高 ,自主设计和开

发产品数量少。

五是创新人才高度缺乏。在许多传统产业集

群 ,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产品设计人才和经营管

理人才大都高度缺乏 ,导致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人

才基础 ;企业员工素质普遍较低 ,大多数人只有初中

以下的文化程度 ,导致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劳动力

技能基础。在珠三角一些专业镇 ,随着土地、原料等

生产成本的上涨 ,不少企业采取压低工资的办法来

降低生产成本。自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珠三角地区

的物价在不断上涨 ,但工人的工资基本没有发生变

化。

六是不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 ,由于缺乏

自主创新能力 ,企业跟风仿效之风盛行 ,模仿多于创

新产品 ,低水平重复与无序竞争现象突出。随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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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保护越来越严格 ,我国产业集群进行自主创

新的压力将日益增大。另一方面 ,一些新发展起来

的名牌企业 ,不注意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如泉州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中的“七匹狼 ”、“九牧王 ”、“柒

牌 ”等 11个知名品牌被境外抢注 ,为企业开发国际

市场、创建国际品牌增加了障碍 ,提高了成本。

七是品牌开发力度不够。虽然温州、泉州等集

群近年来在培育品牌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 ,但大

多数集群至今仍处于“有品无牌 ”的局面。尤其是

在广东省 ,虽然目前有许多产品占到了全国市场的

30% —50% ,钟表等甚至占到了世界的 80% ,但在

国内乃至国际市场上 ,广东的自主品牌产品并不多

见。事实上 ,我国产业集群生产的许多产品大都是

采取贴牌或者通过外国贸易公司出口到世界各地。

这说明 ,集群内的不少企业都是在为国际品牌打工。

显然 ,采取这种贴牌的方式 ,虽然我们消耗了大量的

能源、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资源 ,排放了大量的

“三废 ”,但由于缺乏品牌 ,获得的只是少量的加工

费。以手表为例 ,广东生产的电子手表占世界总量

的 90%以上 ,每块手表的综合成本只有 7元左右 ,

卖给外商大约是 10元 ,而外商贴上自己的品牌之后

却卖到几百元。

三、依靠自主创新提高产业集群的持续竞争力

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 ,产业集群的发展也存在

一定的风险。蔡宁等认为 ,产业集群风险主要包括

结构风险、周期性风险和网络风险。[ 8 ]但我以为 ,从

中国的实际情况看 ,产业集群的风险主要来源于四

个方面 :一是结构性风险。由于产业集群是围绕某

一产业甚至产品发展起来的 ,其产业结构往往比较

单一。国内外经验表明 ,单一的产业结构容易受市

场波动、消费型式变化和政府政策的影响 ,由此造成

地区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二是周期性风险。无论

是产品、产业还是产业集群 ,都具有其生命周期性。

当集群核心产业和产品处于成熟阶段 ,或者当集群

处于成熟和调整阶段 ,如果不及时进行结构调整和

升级 ,很可能由此导致整个集群的衰退。三是环境

的变迁。随着生产要素和产业集聚的增加 ,将导致

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上涨 ,而周边成本更低

的新竞争者的出现 ,将构成一股推力和拉力因素 ,促

使集群内企业向其他地区转移。四是贸易保护主义

的影响。我国的产业集群大多集中在传统产业领

域 ,产品档次和技术含量低 ,销售价格低 ,其出口量

往往占世界市场的很大份额。这样很容易激发国际

贸易摩擦 ,使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有机可乘 ,如通过技

术性壁垒和反倾销条款限制我国产品的出口。

除了集群风险之外 ,产业集群的衰退问题也需

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由于外部环境和竞争优势的

变化 ,以及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生命周期 ,因而产业

集群发展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升级和创新 ,否则 ,将

有可能会出现集群衰退 ,原有集群将逐步被新的集

群所取代。一般地讲 ,导致集群衰退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原因 :一是随着要素和相关产业的不断集聚 ,导

致资源竞争加剧 ,生产成本增加 ,发展空间受限 ,生

活质量下降 ,一旦这种集聚不经济达到一定的临界

点 ,并超过集聚经济所带来的好处 ,将促使要素和企

业向其他地区大规模迁移。二是由于过度竞争产生

的“柠檬市场 ”效应 ,即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 ”现

象。在产业集群内 ,大量中小企业的相互集中或地

理临近 ,将有利于新思想和创新的扩散 ,但同时也有

利于企业之间相互模仿和学习 ,由此导致集群内模

仿之风盛行 ,尤其是在集群发展的初级阶段。显然 ,

如果这种模仿不能及时向创新方向转化 ,甚至发展

成为仿冒、造假 ,将会产生类似“劣币驱逐良币 ”的

现象 ,由此导致整个产业集群出现衰败 ,严重时甚至

会走向毁灭。[ 9 ]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浙江永康

保温杯集群在出现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迅速衰亡就

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10 ]三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丧

失。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 ,如果集群内核心企业丧

失了竞争优势 ,或者缺乏核心竞争力 ,也有可能因核

心企业的衰退而导致整个集群的衰败。四是环境变

化导致企业大规模迁出。要素成本的上涨、优惠政

策的到期、软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恶化等 ,都有可能导

致集群内企业向外迁移。当集群内现有企业大规模

迁出 ,而新进入企业很少时 ,集群最终将走向衰退。

因此 ,要防范产业集群风险 ,避免产业集群走向

衰退 ,对地方政府而言 ,应该采取多方面的综合治理

措施。如不断改善和优化环境 ,健全配套服务和支

撑体系 ;延伸产业链 ,提高本地生产配套能力 ;加强

自主品牌建设 ,提高集群自主创新能力 ;促进外来企

业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 ,解决外来企业的“落地生

根“问题 ;发展虚拟产业集群 ;等等。然而 ,从长远

发展来看 ,要保持产业集群的持续竞争优势 ,防止集

群走向衰退 ,关键还是提升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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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加强自主品牌建设 ,促进集群不断升级。显然 ,

一个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产业集群 ,就不会形成持

久的核心竞争能力 ,就难以实现集群的持续发展。

也只有真正具备了较强的创新能力 ,我国现有的产

业集群才有可能摆脱目前依靠低成本、低价格求生

存的状况。可以说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产业集群

保持持续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四、提高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的政策措施

目前 ,我国沿海一些低成本型集群已经出现了

相对衰退的迹象。例如 ,由于技术创新不足 ,产品质

量不过关 ,温州灯饰产业集群已经消亡 ;桥头纽扣拉

链集群近年来也陷于困境 ;沿海一些传统产业集群

因要素成本上涨导致企业大规模迁出。为此 ,要积

极鼓励产业集群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 ,促进产

业集群的升级 ,使产业集群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

要主战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各地现有的各种

“准集群 ”培育发展成为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创新型

集群。可以说 ,目前我国产业集群已经进入到了大

力推进自主创新的新阶段。

1.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以现有的高新

区、大学科学园和软件园等为载体 ,按照专业化、特

色化、集群化的思路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

使之成为推动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基地。对集

群内高新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活动 ,国家应给予相

应的政策支持。例如 ,对集群内企业从事技术开发

活动可考虑给予加速折旧、税收减免优惠 ;通过税收

减免、财政贴息、投资扶持等措施 ,推动集群内产学

研紧密结合 ;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风险投资公司 ,促

进风险投资的产业化和社会化 ;等等。

2.促进低成本型集群向创新型转变。产业集群

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一是低端道路的低成

本型集群 ;另一是高端道路的创新型集群。目前我

国的产业集群大多属于低成本型集群 ,产品档次较

低 ,难以进入高价值市场。为此 ,要强化技术创新 ,

推进柔性生产 ,依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产业集

群由低成本型向创新型转变 ,走多品种、小批量、高

质量的道路。尤其是 ,对于那些以贴牌为主的集群 ,

要推动企业从 OEM 方式 (没有自我品牌的产品开

发和制造 )向 ODM方式 (自主产品设计和营销 )转

变。

3.鼓励集群内企业的自主创新。首先要鼓励集

群内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广泛吸引各种人才尤其是

归国人员 ,并采取多种形式建立研发中心、设计中心

和工程技术中心。同时 ,要鼓励发展专业化的中小

科技型企业 ,吸引跨国公司在集群内设立研发中心 ,

鼓励本地企业与外资建立合资研发中心。此外 ,要

完善金融担保、风险投资和创业基金 ,为中小企业提

供必要的金融和配套服务 ,缓解中小企业在自主创

新中面临的资金瓶颈矛盾。

4. 搭建技术创新的公共平台。鼓励采取多种模

式 ,在产业集群内建立技术创新服务中心 ,强化信息

服务、产品开发、设计示范、培训服务等功能 ,搭建关

键共性技术和行业技术支撑平台 ,支持和服务于整

个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活动 ,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

的技术创新。同时 ,要建立科技成果转让交易市场 ,

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 ,积极培育投资咨询、

市场研究、技术信息服务、专利代理、法律服务等中

介组织。

5. 实施产业集群品牌工程。一是强化技术创

新 ,推进集群形象建设 ,逐步在全国培育一批有深厚

技术创新能力支撑的区域集群品牌 ;二是鼓励集群

内现有贴牌企业发展自主品牌 ,支持现有知名品牌

做大做强 ,逐步形成一批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

的知名品牌 ;三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打击仿冒 ,

加快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 ,增强企业的核

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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