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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部地区是我国能源资源的富集区，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 

西部地区尚未形成有竞争优势的能源产业集群，没有形成产业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地方合作网络，而且科技 

水平较低、能源开发浪费较大。西部地区应实施集群发展战略，科学规划，“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 

合，培育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性能源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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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st areas are the areas which are rich in energy resource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national energy safety． 

However，energy industry clusters which have competitive advantage have not been formed in the west areas，and the inner mechanism 

and local cooperation network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ve not been formed either，moreover，in the west areas，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is lower and there is big waster in energy development．West areas should implement cluster development strategy， 

make scientific plan，combine the mode from bottom to above and from above to bottom，foster and develop regional energy industry 

clusters which have comparativ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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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西部 

地区幅员辽阔，能源资源十分丰富，被称为“中国的 

能源硅谷”，具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水力等 

能源资源，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和作用。因此，研究我国西部地区能源产业及其 

产业集群的培育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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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部在我国能源建设中的地位与 

作用 

西部地区是我国能源资源富集区。重庆、四 

川I、广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贵州、云南、西藏、 

内蒙、宁夏西部十二个省市区，水力资源蕴藏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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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993．05万 千瓦，占全 国水 力资 源蕴藏量 的 

41．4％，集中了全国76％的可开发水力资源；石油 

资源蕴藏量为 81 071．71万吨，占全国石油资源蕴 

藏量的29．4％；天然气资源蕴藏量 25 035．1亿立方 

米，占全国天然气资源蕴藏量的83．4％；煤炭资源 

蕴藏量为 1 658．53亿吨，占全国煤炭资源蕴藏量的 

49．7％；风能资源占全国的50％以上；同时还拥有 

丰富的地热、光能等新能源资源。坚持科学发展 

观，经济合理地开发西部地区的能源资源，实现能 

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 21世纪中国能源发展战略 

的重要任务。 

自20世纪 90年代，随着中国、印度、巴西、俄罗 

斯等发展中大国工业化步伐加快，世界能源需求进 

入新的增长周期。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煤炭、天 

然气、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将面临枯竭的威胁。不 

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 

地位，使我国在国际能源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能源安全问题、面临的挑战凸显，近几年曾一度出 

现“油荒”、“煤荒”和“电荒”。从我国能源资源分 

布和经济发展格局来看，今后能源供给输出方主要 

是西部地区能源基地，需求方则是经济较发达的东 

部地区。西部地区不仅是我国能源资源的富集区 

和主储区，也是我国“西煤东运”、“西气东输”、“西 

电东送”的重要源头，在我国能源产业发展格局中 

居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中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表 1 西部能源资源基础储量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3 

表2 西部地区主要能源资源基础储量分布情况表 

注：占比为西部地区各省市主要能源资源基础储量占全国的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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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部能源产业集群的发展态势分析 

1．基本现状 

原煤、原油、天然气、电力(水电、火电)等是西 

部地区主要的能源资源，石油及炼焦加工业、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热力的 

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与供应业是与能源产业紧 

密关联的产业。西部地区能源产业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能源产业集群培育与发展取得了一些成效。 

在内蒙、四川、贵州、云南、青海、宁夏、新疆初步形 

成了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集群，在内蒙、广西、四川、 

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庆、西 

藏基本形成了电力产业集群，在四川、陕西、新疆、 

重庆基本形成了天然气开采及加工业集群，在陕 

西、甘肃、新疆基本形成了石油开采及炼焦加工业 

集群，在内蒙、重庆、四川、贵州、陕西初步形成了燃 

气生产与供应业集群。 

2．主要特征 

能源产业集群在西部地区正逐步形成并快速 

发展，但已形成的产业集群还处于初级阶段。集群 

主要是依托特定 自然资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 

发展起来的，单一的产业结构和简单的供应链形式 

决定了欠缺多样性和活力缺乏是其先天不足，互补 

性、网络性的集群特征尚未得到充分体现，而专业 

性的特点表现得过于突出。集群内各成员间的关 

系更多体现在自然资源的供应关系上，这种关系使 

得供应链短且限制了与其他产业部门和服务机构 

间进一步合作关系的扩展，各成员间的关系更多地 

表现为直线式而不是网状的关系。从产业集群角 

度来看，西部地区能源产业集群是相对封闭的系统。 

3．存在的主要问题 

(1)尚未形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西部地区的能源产业，分工层次低，产品附加 

值低，产业竞争力严重不足。历史上形成的能源产 

业集群，基本上是靠国家投资、依赖区外要素推动 

形成的，而不是市场机制作用的产物。产业区内企 

业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专业化分工和基于共同的 

地域文化背景之上的相互认同与协同关系，也没有 

形成上、下游产业及支撑产业相互关联的互补作用 

效应，更缺乏既竞争又合作的创新动力 j̈。 

(2)产业链缺损，没有形成产业发展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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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西部地区的工业体系基本上是在“三线”时期 

作为全国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在国家重点投资推 

动下建设而成的。这种能源产业的超常发展，导 

致了产业结构的畸形，使产业链严重缺损。产业 

发展水平低 ，工艺技术水平落后，从而形成上、下 

游产业之间的技术断层和原材料产品结构与加工 

工业对原材料的需求结构之间的严重错位。大部 

分原材料输往区外，而加工工业所需的大部分原 

材料又从区外输入，无法通过上、下游产业之间的 

互动和外溢机制来促进区内产业关联群的形成与 

发展。 

(3)没有形成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地方性合作 

网络 

西部地区能源产业是在国家大规模投资推动 

下、从外部移入发展而形成的。从其发展之初，就 

形成了以中央计划直接调控的大中型骨干企业为 

主的企业规模结构，且这些企业大都集中分布在 

中心城市，基本上按照“全能型”企业模式创建，形 

成集企业管理功能和社会管理功能为一体的“大 

而全”的企业组织结构。其产品的 70％ ～90％销 

往区外，能源产业的生产协作链条也部分甩在区 

外。同时，地方性小企业则规模不足，生产要素短 

缺且质量差，其产品主要在本地区寻找出路，很少 

得到大中型骨干企业的辐射效应。大中型骨干企 

业的远辐射性和地方小企业的内向性导致了两个 

关联程度极弱的循环体系双轨运行，形成西部地 

区特有的“双重封闭的二元结构”。这种“双重封 

闭的二元结构”使得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无法建 

立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也无法通过企业间的共 

生互补效应来形成高效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地 

方合作网络。 

(4)科技水平较低 

西部多数工业企业的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 

能源科技水平 比较落后。尤其是煤炭行业的开采 

成本低，小煤窑泛滥，技术装备落后，人员素质低， 

抗灾及安全保障能力低下，事故频发。尽管我国能 

源工业现代化程度比过去有了显著的提高，但与国 

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能耗水平 

是日本同期的 118倍、巴西的47倍、韩国的46倍、 

印度的 25倍。我国的能源利用率(约为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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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低于发达国家20～3O个百分点。特别是煤炭 

综采机械化程度低于工业化国家20多个百分点，洁 

净煤技术开发和应用落后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如 

煤层气地面开采、大型循环流化床锅炉、加压流化 

床锅炉及煤气化整体联合循环发电技术等刚刚起 

步，急需加快开发利用步伐。 

(5)能源开发浪费较大 

按《煤炭工业技术规范》要求，矿井采区的回收 

率最低不应小于75％，但实际情况是煤炭资源回采 

率平均不到30％。有的煤矿从储量上看能开采上 

百年都不止，但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三四十年就 

开采完了。在石油开发中的浪费同样惊人，新疆一 

般油井的采收率仅能达 40％，而在陕北一些油井的 

采收率甚至只有百分之十几。一些企业从成本考 

虑，没有采用提高采收率的注水技术。其原因是目 

前国家在资源管理上存在一些漏洞，一方面是没有 

有效的手段促使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是 

出于种种利益之争出现无序开发，造成大量的浪费。 

此外，政府的调控和服务不到位，缺乏适宜能 

源产业集群形成的制度环境，产业集群的发展环境 

亟待改善 J。西部地区能源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 

系统缺陷和市场失灵问题，要求地方政府在相应的 

领域发挥作用。 

三、西部能源产业竞争力分析 

1．SWOT分析 

西部地区得天独厚的能源资源是培育发展能 

源产业集群的基础。必须科学开发西部地区煤炭、 

石油、天然气等优势能源资源，优化能源产业结构 

和区域布局，提高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促进区 

域性能源产业集群的发展。 

(1)优势分析 
一 是西部地区能源资源丰富且集中性较好。 

通过西部能源资源富集区的发展，将形成新的区域 

经济增长点。陕北是世界罕见的矿产资源富集区， 

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大型矿藏丰富而且集中性较 

好，并已形成了较强的生产能力，陕北发展能源工 

业产业集群的资源优势和地域优势十分明显。此 

外，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新疆哈密等地可建立煤电 
一 体化和煤化工基地；在新疆塔里木、青海格尔木 

和陕甘宁交界处可建设石油、天然气开发及加工基 

地；等等。 

二是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为能源产业集 

群发展的内生性增长创造了基础条件。西部地区 

自“十五”以来 ，国民经济持续、协调、高速发展的 

良好态势，为能源产业集群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与之相适应，基础配套设施 日益完善，交通运输能 

力的提升也为西部地区能源产业集群的形成创造 

了条件。 

三是重大项目建设成效显著，带动西部地区能 

源产业集群发展。西气东送等一批重大项 目的相 

继建成，对西部能源工业集群化发展产生了良好的 

示范作用。 

四是技术装备水平进一步提升，促进西部能源 

产业集群的发展。煤炭工业设计、施工、装备水平 

明显提高，具备 自行建设千万吨级大型矿井的能 

力；综合机械化采煤和运输设备使用增多，开发技 

术和安全生产水平迅速提高。石油工业科研、勘探 

开发、地面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能力明显提高。电 

力工业的大机组、大电厂、大电网发展模式逐步建 

立，有效地促进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2)劣势分析 
一

是技术升级压力大。西部地区能源化工基 

地建设步伐的加速推进，对能源开采和加工生产技 

术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产业内部技术升级的压力 

巨大。 

二是能源企业管理比较粗放，内部约束机制不 

健全。这既有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深层次矛 

盾，又有转型期间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客观上 

阻碍着西部地区能源产业集群的发展。 

(3)机会分析 
一 是能源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我国 

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工业结构转型和快速城市 

化，对能源、重化工产业的需求急剧增长，这为西部 

地区发展能源产业提供了空间。 

二是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对能 

源产业组织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我国 

能源需求结构中二次能源和能源深加工产品所 占 

比重不断上升，将对西部地区能源工业结构调整 

起到有力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其次，随着国家宏 

观调控的加强和市场竞争压力的增大，能源企业 

加快自身组织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积极性 

进一步提高，逐渐成为推进能源产业集群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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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动力。 

此外，随着能源、土地和劳动成本的上升，东部 

沿海地区制造业正向中西部转移，外资也出现了北 

上西进的趋势。 

(4)威胁分析 

一 是投融资管理体制落后，社会性资本难以 

进入能源生产领域与政府投资无法满足能源需求 

并存；二是能源部门长期处于政府贸易与投资保 

护之下，市场机制在优化配置资源上的作用受到 
一 定影响，阻碍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三是西部地 

区能源开发所引发的环境问题逐渐显现，生态建 

设和环境保护的压力 13渐突出；四是四川等西部 

地区水电丰富，但由于处于地震带，水电产业的发 

展受到制约。 

表3 西部能源产业 SWOT矩阵 

优 势 劣 势 

(1)能源资源丰富且集中性较好 

(2)能源工业集群化发展的内生性较强 

(3)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成效显著 

(4)技术装备水平提升 

(1)技术升级压力大 

(2)能源企业管理 比较粗放，内部约束机制 不 

健全 

机会 威胁 

(1)处于能源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期 (1)投融资管理体制落后 

(2)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对能源企 (2)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限 

业的产业组织方式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3)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压力明显 

(4)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 

2．区位熵分析 

区位熵是反映某一行业在区域分工中的地位 

和作用的重要指标，通常被用作分析区域产业的比 

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主要依据。区位熵是指一个地 

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该地区总产值中所 占的比重 

与全国该部门产值在全国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方面 

的比率_3 J。其表达式为： 

L ／ L 

LQ = —— _  

∑ ／∑∑ 

其中， ——第 i个地区(i=1，2，3⋯n)； 

卜 第 个产业(行业)(j：1，2，3⋯m)； 
— —

第 i个地区，第 j个产业 (行业 )的 

产出； 

— — i地区j产业(行业)的区位熵。 

当LQ ，>1，表示具有产业(行业)优势；LQ < 

1时，表示为产业(行业)劣势；LQ ，=1，表示产业 

(行业)为一般水平。 

应用区位熵公式，计算出西部地区十二省市区 

原煤、原油、天然气、电力(水电、火电)等主要能源、 

及石油及炼焦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主要关 

联产业的区位熵，结果如表4、表 5所示。内蒙、宁 

夏、陕西、云南、甘肃、新疆、重庆、青海在原煤产业 

具有比较优势；新疆、陕西、青海在原油产业具有比 

较优势；新疆、青海、四川、陕西在天然气产业具有 

比较优势；宁夏、青海、贵州、内蒙、甘肃、云南、四 

川、陕西在电力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其 中青海、贵 

州、四川、云南、甘肃、广西、西藏、宁夏在水力发电 

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宁夏、贵州、内蒙、甘肃、陕西、 

青海在火力发电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甘肃、新疆、陕 

西、宁夏在石油及炼焦加工业具有比较优势；新疆、 

青海、陕西、甘肃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具有比较 

优势；宁 夏、内蒙、贵州、陕西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具有比较优势；贵州、宁夏、青海、甘肃、内蒙、云南 

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具有比较优势；内蒙、 

四川、贵州、宁夏在燃气生产与供应业具有比较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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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西部地区十二省市原煤、原油、天然气、发电的区位熵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7) 

表5 西部省市能源主要关联产业的区位熵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7)) 

四、实施集群发展战略，培育和发展西部 

能源产业集群 

1．产业集群的基本理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集群构成了当今 

世界经济的基本空间构架，已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发 

展潮流。美 国著名 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 ·波特 

(Michael E．Poter)教授认为，产业集群 (industrial 

clusters)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 

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集合。他在对意大利、德 

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十多个重要的贸易国进行 

调查研究后，于 1990年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 

(diamond mode1)”。“钻石模型”的构架主要由四个 

基本的因素(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撑产 

业、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和两个附加要素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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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和政府)组成。“机遇”和“政府”影响上述四个基 

本因素(如图 1所示)。 

图 1 迈克尔 ·波特((Michael E．Poter)的“钻石模型” 

按照钻石模型的描述，产业集群需要三个层次 

的企业和相关组织(如图2所示)：一是垂直角度的 

供应商、分包商、咨询机构等；二是水平角度的拥有 

相似技术、劳动力市场或企业战略的竞争(或合作) 

者；三是提供知识与技能、制度供给的专有性的准 

公共服务部 门，如大学、国家实验室、政策制定 

者等 。 

产业集群 

贸易部门 J r 相关部门 I r 支撑机构 

中间品供应商 l I 

李嚣篓应商I 吾磊 翥 I]雾睾霎 场 
馨离 望 l l 著篇 蠢 功 合同研发 I I拥有 似战田吾 

图2 产业集群的结构 

2．战略途径 

产业集群形成方式主要有三类 ：一是自发形 

成，二是“自下而上”地培育与发展，三是“自上而 

下”地规划发展。自发形成的产业集群是指有关 

企业与机构 自发地在某地聚集成群，政府与有关 

单位只是被动地发挥作用；“自下而上”方式是指 

政府与有关单位在产业集群的雏形出现后，即能 

够主动积极地运用产业集群方式加以培育，从而 

发展成为高效的产业集群；“自上而下”方式是指 

政府与有关单位制定出产业集群发展战略规划， 

并加以有效地实施 ，从而培育发展产业集群。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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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运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方式 

来培育与发展产业集群。目前，西部地区应找准区 

域产业定位，建立大型专业化市场，利用能源优势 

及企业基础、大项 目、工业园区，培育发展能源产业 

集群 。 

3．培育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性能源 

产业集群。。 

西部地区应充分发挥能源及产业的区域性比 

较优势，重点建设大型煤炭、大规模石油天然气、 

大中型水电及火电能源基地，进而形成：新疆、青 

海、陕甘宁、川渝等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黄河上 

游、长江上游水电基地，陕北、蒙西、宁夏和云贵等 

煤电基地，内蒙、新疆、青海、西藏等以风能、太阳 

能为主的新能源基地。通过建设煤电综合开发基 

地，变单纯输出煤炭为煤、电和载能体输出的良性 

循环；建设水电综合开发基地，充分利用廉价的水 

电开发高附加值的二次或三次产品，提高水电基 

地经济效益；加快西部油气基地建设，采取有力措 

施，强化油气勘探；因地制宜建设新能源基地，以 

充分发挥西部地区可再生能源资源优势。力争用 

5—10年，在西部地区培育发展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太阳能及风能等 30个能源产业集群。 

五、加快西部地区能源产业集群发展的 

对策建议 

1．科学制定西部地区能源产业集群发展 

规 划 

西部地区应根据能源产业的优势，因地制宜， 

科学制定具有区域特色的能源产业集群发展规 

划。在内蒙、贵州、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培育发 

展煤炭开采和洗选产业集群；在内蒙、四川、陕西、 

甘肃、新疆培育发展石油天然气开采产业集群；在 

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青海、重庆、新疆、宁 

夏、内蒙、甘肃培育发展电力产业集群；在内蒙、新 

疆、西藏、青海培育发展以风电、太阳能、地热能等 

为主的绿色能源产业集群。在西部地区能源产业 

集群培育中，应突出产业链整体设计，注重引导产 

业集群内部专业化分工和横向配套协作，切实避免 

以“堆”代“群”，并尽可能地创造一些本地不可移 

动生产要素，促进区域性能源产业集群健康有序 

发展 

室 
验 
实 
家 

国 

校 学 
高 大 

( (  

育训发发制 教培研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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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政府在能源产业集群培育中应积 

极发挥作用 

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职能，为能源产 

业集群的发展创造 良好环境。一是能源产业集群 

的培育需要地方政府的间接参与。二是政府要在 

构建能源产业集群总体思路下制定吸引国内外资 

金的目标和政策，有 目标地吸引那些具备产业带动 

优势和有产业关联效应或配套协作功能的项 目进 

人区内，以促进能源产业集群的发展和竞争优势的 

提升。三是搞好人才培养，鼓励企业通过多种形式 

吸引国内外优秀科研技术人才，完善适应产业集群 

发展的高等、中等职业教育体系及技术培训基地， 

加快培养高级技能型人才。四是营造良好的发展 

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与能源产业集群 

发展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产业发展和创新的 

外部“硬”环境；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为能 

源产业集群的形成创造良好的软环境"J。 

3．采用新技术、新工艺，要科学开发if,0用 

能源资源 

西部地区能源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电 

力，科学开发利用能源资源，实现能源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 

(1)煤炭工业。应淘汰技术落后、效率低、资源 

浪费和污染严重的小煤矿，采用高效环保的新工 

艺、新设备和新材料改造现有煤矿和选煤厂，建设 

大型现代化煤矿；按照循环经济发展思路，大力推 

进煤炭领域资源综合利用，切实加强煤炭矿区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 

(2)石油天然气工业。加强项目开发的节能环 

保评估和审查，大力推广提高采收率技术、采油系 

统优化配置技术、稠油热采配套节能技术、注水系 

统优化运行技术、油气密闭集输综合节能技术和油 

田伴生气回收利用技术，严禁在没有伴生气、凝析 

油回收配套条件下开采油气 田。进一步降低油气 

田开发综合能耗，特别是油气 自用率；解决天然气 

放空、废水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3)电力工业。大力发展 6O万千瓦及以上超 

(超)临界机组、大型联合循环机组；采用高效洁净 

发电技术改造现役火电机组，实施“上大压小”和小 

机组淘汰退役；推进热电联产、热电冷联产和热电 

煤气多联供。水电建设要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问题，新建火电机组必须同步安装高效除尘设施； 

加快现役电厂除尘器改造，提高可靠性、稳定性和 

除尘效率；通过使用低硫燃料、装设脱硫设备等综 

合措施，严格控制电厂二氧化硫排放。 

4．强化资源节约，保护西部地区生态环境 

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在维护国 

家生态环境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生态环境 

质量直接影响到东部、中部的广大地区。因此。西 

部能源开发必须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一 要提高能源资源回采率。实行与回采率挂钩的 

资源税费计征办法，完善监管制度，促进企业加强 

管理、增加投入、改进工艺装备，提高资源利用率。 

二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劣质 

煤、煤炭洗选加工副产品以及煤矿瓦斯、矿井水等 

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综合利用产业。完善热电联产 

产业政策，鼓励大中型城市和热负荷相对集中的工 

业园区实行热电联产、集中供热，逐步淘汰分散供 

热锅炉，提高综合能效，保护生态环境。三要建立 

煤炭矿区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制定煤炭清洁 

生产标准，明确企业和政府责任，加大生态环境保 

护和治理投入；提高产业准入门槛，完善许可证制 

度，在技术、安全和资源回收率及环保方面提高要 

求，严格执法，以限制不具资质的生产者进入。 

5．整合能源产业链，增强产业集群竞争力 

西部地区能源产业存在上下游产业技术断层、 

原材料产品结构与加工工业对原材料需求结构之 

间的错位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培育发展能源产业集 

群，必须整合产业链。能源产业向研发和服务两头 

延伸，拉长产业链条，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形成大小 

企业互相关联的产业网络。积极推进综合效益好、 

对区域经济带动l生强的大型产业项目建设，引导企 

业按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发展。通过产业链的整 

合，使原来孤立的能源产业环节具备利益共享、风 

险共担的整体功能，减少中间产品需求与供给上的 

不确定性，增加生产环节的信息交流，减少交易成 

本，增强区域能源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6．构建西部地区能源产业公共服务平台 

通过构建公共服务平台弥补西部地区能源产 

业集群的功能缺陷。加快商品市场建设，重点培育 
一 批国际性、全国性的产品市场中心；加快现代物 

流平台建设 ，推广采用与国际接轨的物流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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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体系，鼓励企业采用“联合采购、集中管理、统一 

配送、分散经营生产”的物流管理模式，打造高速、 

便捷、畅通的物流通道；加快技术创新平台建设，重 

点扶持技术创新能力强、辐射范围广的企业建立行 

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中心、服务中心和产品 

检测检验中心；加快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整合区域 

金融资源，畅通各种融资渠道。 

与此同时，应积极营造有利于能源产业集群形 

成的制度环境、加强区域创新系统建设，围绕西部 

能源产业集群的培育与发展系统地调整相关政策， 

更好地促进西部地区能源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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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主管部门和企业的沟通协商 

国外汽车召回多为企业主动召回，而我国的汽 

车企业主动召回较少。除了完善汽车召回制度，汽 

车召回主管部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应该充 

分考虑我国企业的特殊情况，加强和企业的沟通协 

商，合理、公正地对缺陷汽车进行召回，保障消费者 

的利益。这次丰田在美国的召回对丰田公司的形象 

和业绩有极大的损害，究其原因，除有丰田自身管理 

问题和美国政府的监管部门的监管缺位外，也与丰 

田与政府车辆监管部门缺乏必要的信息沟通有关。 

这也给我国提供了警示。我国汽车监管部门和企业 

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关于汽车召回的沟通、协商、监督 

机制，对出现缺陷的汽车进行及时、合理地召回，不 

但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保障，也能对企业品牌形 

象以及长远发展起到促进和保护作用。 

4．建立和完善有关信息收集网络 

由于汽车缺陷对消费者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 

对企业的伤害都很大，作为保障消费者和企业二者 

利益的汽车召回制度对汽车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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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同时，建立缺陷汽车信息网络，收集汽车缺陷 

信息，对消费者和企业都有利。各国都通过互联网 

建立了信息收集系统，比如英国的 VOSA管理网站 

就记录了1992年以来英国的汽车召回信息和详细 

情况。召回以及技术缺陷的数据和文字资料的保 

存，可以为企业的研发提供技术支持，为消费者提供 

参考，是对汽车召回制度的有力补充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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