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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企业跨区域网络化成长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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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跨区域成长并不是企业完全迁移到另一地区 ,而是表现为跨区域的网络化成长模式 ,即在

进入地成立子公司或将企业活动的一部分从企业原生地迁移到进入地 ,可以加快区域之间的资金、人才、技

术等资源的流动和合理配置。因此 ,企业的跨区域网络化成长是促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驱

动因素 ;以企业的跨区域网络化成长为动力 ,以产业网络构建为手段 ,建立区域产品链和产业链 ,将促进区

域经济和城乡经济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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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network mechan ism
of coordinated growth of cross - reg 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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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a firm’s cross - regional growth as an examp le, the author i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firm’s cross

- regional growth and the coordinated growth of cross - regional economy, and the motivation of the firm’s cross - regional growth.

Countermeasures are p roposed that, by the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effect, the cross - regional growth of a lot of large - sized firm s

will p 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network and the economy agglomeration in the occup ied areas, and eventually create th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cross - regional economy and the uni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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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城乡统筹与区域经济协调的关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进程中要贯彻“五个统筹 ”,即要做到统筹城乡

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中 ,

摆在五个统筹第一位和第二位的 ,是统筹城乡发展

和统筹区域发展 ,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至整个

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大问题 ,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前

途的两个大问题 [ 1 ]。

目前 ,学术界和实践界都在对统筹城乡发展和

统筹区域发展的路径进行积极探索。城乡统筹是

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 ,如何最有效地实施这个

工程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定论。然而 ,无论是学术界

还是实践界 ,大家一致认同的是 ,城乡统筹目标的

实现必然要以地方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繁荣作为重

要支撑和保障。因此 ,一些学者重点关注了城乡统

筹与区域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协调的问题。如朱

红 (2006)提出 ,西部地区必须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

依托城镇化来统筹城乡发展 [ 2 ]。他的研究认为 ,工

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不协调是导致城乡差距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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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原因 ,必须依托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社会化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因此 ,必须大力提升整体工业

化水平 ,增强区域经济实力。可行的做法包括 :加

速优化产业结构进程 ,提升产业层次 ,推进产业结

构高度化 ;以特色块状经济为重点 ,发展壮大县域

经济 ;用新型工业化的思想发展农业 ,加快农业现

代化进程等 [ 2 ]。张艳萍、朱敏 ( 2007)也提出 ,县域

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综合性和完整性的基

本单元 ,发展县域经济成为城乡统筹制度创新的重

要载体 [ 3 ]。本文同样认为 ,地方经济的发展 ,尤其

是中小城市和农村经济的活力是统筹城乡发展、缩

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基础。而如何有效发挥区域性

中心城市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带动与扩散作用 ,

促进小城镇经济的集聚和繁荣以及农村民营企业

的发展是协调区域经济、实现城乡统筹目标、缩小

城乡差距的核心问题。

二、基于企业跨区域成长的区域经济协调机制

大力发展功能城市化、规模小型化且与农村经

济联系紧密的小城镇是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

动城乡统筹的最佳载体和重要支撑。而小城镇经

济和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具有地方特色和竞争

优势的主导产业的崛起。本文认为 ,主导产业在其

以网络化为主要形态的本地和异地扩张过程中会

产生有效的经济集聚与辐射效应 ,从而带动关联产

业的发展和小城镇特色块状经济的形成 ,为统筹城

乡发展提供经济支撑。其中 ,产业内大型企业的跨

区域网络化成长及其对进入地中小企业的影响又

成为推动区域间的产业联系和互动的核心要素。

1. 企业分工网络与区域经济

现代企业和产业的扩张多以网络的形态展开。

随着现代生产活动的复杂化、现代通信和网络技术

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 ,产业链的

分解和破碎化 ( fragmentation)特征日益显著。企业

各自依据自身能力的大小和特点从事产业链上的

不同环节 ,使得企业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 ,形成紧

密交织、错综复杂的企业间网络和产业网络 ,并最

终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区域经济网络。从微观

的角度看 ,区域经济就是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企业组

织将生产过程在地域空间上实行纵向分解和联合

后展开的协作活动。发达的网络化组织是区域内

部经济整合与协调的重要支撑系统。基于企业的

分工网络 ,地区内形成了有序的技术流、物资流和

信息流网络 ,使得区内的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资

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得以顺畅流通 ,并推动技术与

产品信息的开发与共享。在这个地区经济网络中 ,

企业和产业间的联系越密切 ,区域的一体化程度和

整体性越强。

2. 企业跨区域成长与区域间的经济互动

产业链的分解和企业间的分工网络也成为区

域间经济协调的基础 ,并以企业的跨区域成长为重

要载体。一般而言 ,企业的成长与扩张 ,实际上就

是企业的经营空间在区域、区际、国际扩张和渗透

的过程 [ 4 ]。跨区域成长是企业扩张的一种重要形

式。随着一定区域劳动地域分工体系走向成熟 ,产

业集聚到一定程度时 ,会导致集聚的外部不经济而

引起产业扩散 ,产业扩散通过企业向外分散布局来

实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

立和完善 ,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竞争力强、具有

独立行动力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这些企业和

企业集团正越来越多地开展着跨地区经营。对于

跨区域发展的企业而言 ,企业内的分工就是区域分

工 ,跨地区企业分工成为区域间分工的重要组成部

分。区域间的经济整合与协调主要通过企业在进

入地的网络化扩张和关联产业网络的构建完成。

在此过程中 ,区域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产业中的大型

企业在区域经济活动协调中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

企业在进入地的成长和扩张将吸收周边区域要素

向进入地流动、集聚 ,在整个区域范围内重新配置

资源 ,对进入地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化效应。具体来

说 ,即是以区域内中心城市的主导产业为基点 ,通

过一个或几个大型核心企业的主导作用 ,借助专业

分工与合作 ,带动产业上下游企业的发展 ,形成联

系紧密、协调一致的产业链和产业群 ,从而达到产

业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图 1　基于企业跨区域成长的区域经济协调机制

三、企业跨区域网络化成长的动因与模式

企业跨区域成长是一种基于特定动机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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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也是根据企业内外部条件情况而作的战略决

策和战略行为 ,跨区域成长已成为一种常用的企业

扩张战略 [ 5 ]。企业的在不同地理范围内的跨区域

成长是企业对自身发展战略和成长路径的分析选

择 ,是企业区位调整的一种特殊的形式 ,也是适应

市场需求、环境变化以及技术进步变化的一种方

式。同时 ,企业的跨区域成长也是一个为谋求新的

发展空间以更好地满足企业成长需要的决策过程。

卢正惠 (2003)通过对古典企业扩张与现代企业扩

张的动态分析 ,将现代企业跨区域经营的传导机制

及基本动因归纳为五个方面 :技术扩散、生产的互

补性、需求拉动、资源与市场约束以及区域封锁 [ 4 ]。

赵奉军 (2003)在研究中提出 ,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

要的要素 (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销售或服务网

等 )的变化是企业迁移的根本原因 ,政府间的竞争

以及宏观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等也是影响企业迁移

的重要因素 [ 6 ]。刘怀德等 ( 2005)则将企业在不同

区域的迁移和跨区域成长的动因归纳为成本最小

化和资源获取 [ 7 ]。本文认为 ,对于大多数企业来

说 ,进行跨区域成长的主要原因是降低生产成本或

进入新市场。由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存在一定

的差异 ,随着一个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当企业发

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特别是企业所在行业达到规模

优势之后 ,各种投入要素的需求会逐渐大于供给能

力 ,出现瓶颈现象 , 如土地、能源和人力等要素价格

的上涨。这时企业在原地经营的赢利空间已消失 ,

继续发展的优势已不复存在 ,企业就会向成本较低

的其他区域迁移。即使企业在当地的经营环境并

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另一个地方形成了这个企业更

为有利的经营环境 ,能够进一步降低产品成本 ,获

得更多的利润 ,企业也会进行跨区域成长。这里的

成本还包括各类交易成本 ,如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

度、企业承担的税费、政府运作的效率等。此外 ,接

近消费市场是企业跨区域成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贴近市场可以使企业能够更加近距离地观察其客

户 ,了解消费者需求。

企业的跨区域成长并不是企业完全迁移到另

一地区 ,而是主要表现为跨区域的网络化成长模

式。即在进入地成立子公司或将企业活动的一部

分 ,如企业的总部、企业的生产基地或研发机构等

从企业原生地迁移到其他区域 ,而其他活动仍保留

在原生地 ,并在原生地和迁入地的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间保持紧密的联系。通过企业的各种经济和非

经济活动密切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 ,企业的跨区域

成长可以加快区域之间的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

的流动和合理配置 ,有助于发挥不同区域的优势 ,

从而在实现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

四、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认为 ,企业的跨区域网络

化成长可以作为促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和统筹城乡

经济的驱动因素。因此 ,可以考虑以企业的跨区域

网络化成长为动力 ,以产业网络构建为手段 ,在企

业进入地形成大、中、小型企业之间新型的分工协

作网络体系 ,建立区域产品链和产业链 ,推动特色

产业在小城镇的聚集 ,并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和城乡

经济的一体化。对浙江省民营企业的研究发现 ,不

同规模和类型的企业跨区域成长的愿望也具有一

定的差异 [ 5 ] ,如大企业的跨区域成长愿望显著高于

中小企业 ,高新产业企业跨区域成长愿望高于传统

产业企业。大型跨区企业和企业集团在区域经济

发展中具有主导作用 ,是城乡之间、特大城市与区

域性中心城市及小城镇之间经济的“连接点 ”和“生

长点 ”。因此 ,在构造区域间产业联系时 ,可有意识

和有重点地推动一批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或企业

集团的跨区域成长 ,通过其跨区域成长带来的产业

互动推动实现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和城乡经济的统

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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