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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集群战略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实施及取得的成功表明了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发

动机。我国东部地区三大产业集群形成、发展的原因、背景、模式及政府行为都是不同的 ,其区域创新能力

及民营企业的发展和融资能力也有差异 ,但其产业集群的成长均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城市集群。因此 ,西部

地区产业集群要发展壮大 ,必须加强其对外开放力度和城市集群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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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 lement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 strategy in east China and its success indicate that it is important source and engine

in regional econom ic development. The reason, background, mode and governmental behavior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ree big industrial clusters in east China are different, their regiona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p rivate enterp rise development financing

ability are also different, but the growth of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is benefitted from open economy and urban clusters. Thus, the

development and enlargement of western industrial clusters must depend on open economy and urban cl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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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

地缘现象 ,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

和关联的机构 ,它们同处或相关于一个特定的产业

领域 ,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 ,形成

以专门提供零部件等为主的上游中间商、提供互补

产品为主的中游开发制造商、下游的渠道与顾客以

及具有相关技能、技术或共同投入的属于其他产业

的企业这样一种结构完整的开放系统。长三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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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等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实践证明 ,产业集群

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形

式。本文通过对东部地区产业集群的比较分析 ,借

鉴其成功的经验及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提出

在西部地区发展产业集群的战略措施 ,这对于在西

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产业集群、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东部地区产业集群概况

1. 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

珠三角是我国最早出现产业集群经济形式的

地区之一 ,尤其以广东省最为显著。借助特殊的

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 ,珠三角地区在改革开放初

期承接海外的产业转移为其集群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基础。20世纪 80年代初期承接来自国外和港

台的不同产业转移 ,珠江东岸发展出一大批以纺

织服装等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 ,如东莞虎

门的服装产业集群、大朗的毛织产业集群、惠州的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等 ; 80年代中后期又承接了国

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二次转移 ,逐渐

发展起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等。相对于拥有区位优

势的珠江东岸 ,珠江西岸在接收国外及港台产业转

移辐射方面有限 ,但这一区域抓住我国改革开放的

机遇 ,鼓励和引导集体所有制及非公有制企业的发

展 ,产生出一大批以日用消费品为主的产业集群 ,

如佛山容城和桂洲等镇的家电产业集群、盐布的内

衣产业集群、中山小榄的五金产业集群、古镇的灯

饰产业集群等。在 20世纪 90年代邓小平“南巡 ”

讲话以后 ,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集群如雨后春笋般崛

起 ,产业集群在这个时期也得到空前的发展 ,汽车、

建材、家电、医药、陶瓷、玩具等产业集群都不同程

度的发展起来 ,给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纵观珠三角产业集群现状 ,可以看出该地区所

形成的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以珠江东岸

电子信息产业走廊和珠江西岸电子机械产业为主

的新兴支柱产业集群 ,融合 100多个以“小企业 ,大

协作 ;小产品 ,大市场 ;小集群 ,大作为 ”为特征的专

业镇 ,共同组成珠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强有力的支

柱。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形成的轻型化外源型

产业集群中 ,部分产业集群已由早期的萌芽阶段跨

越了增长和趋同阶段 ,开始走向成熟 ,形成产供销

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与此同时 ,民营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轻型化的内源型产业积聚 ,其与外源企业的

互动使带状重化工业集群逐渐形成 ;市场竞争和政

府推动也给产业集群创新系统注入新的活力 ,促使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在珠三角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也

涌现出一批知名的企业和区域品牌。

2. 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

华东地区的长三角洲与珠三角一样处于中国

经济最发达的区域。2006年的产业统计显示 ,除了

资源性产业为主的采掘业之外 ,这两个地区在其他

行业中所占的份额分居冠亚军 ,足以看出这两个地

区的经济在全国的地位。长三角地区经济的迅速

发展得益于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业集群 ,

其主要借助于它在整个中国区域经济中的比较竞

争优势。与珠三角地区不同的是 ,工业基础、基础

设施和文化习俗是构成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的一

个重要因素。自古以来长江三角洲都是中国经济

比较活跃的地区 ,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健全的基础

设施为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近年来在长三

角地区落户的国际大型企业中有九成是以制造业

为主 ,从而在长三角地区已形成了 8大产业集群 :汽

车、石化、机械、电子、钢铁、纺织、服装和食品产业。

但从这些产业集群在长三角地区的内部地域分布

来看 ,各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小 ,产业结构趋同性较

大。以江苏、浙江、上海为例 , 3省市的优势产业中

独家所有的产业仅有 8个 :江苏只在专机制造、化工

原料两个产业有独特的优势 ;浙江在皮革制品、造

纸、食品制造 3个产业有独特的优势 ;而上海在交通

运输、黑金冶炼、电子通信 3个产业有独特的优势。

从总体来看 ,长三角地区大多数产业集群都是

在先行的关键性企业市场信息诱导基础上“吸附 ”

在产业链的不同阶段 ,形成高效的区域集群系统。

集群的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 ,无论在生产规模、技

术结构、品牌对市场的影响力、产品在国内外市场

的竞争力、集群内部的协作效应 ,还是在集群的学

习和创造效应等方面都显示了一个高速成长的产

业集群的发展过程。其中大多数自发形成的产业

集群已经具有相当规模 ,创造出了良好业绩 ,并具

有较强的辐射力 ,这对于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

具有重要作用。

3. 京津塘产业集群

京津唐经济区域主要是依托北京、天津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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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城市而发展起来的。这一区域除已形成产业

基础的传统行业外 ,特殊的区位特点、特有的要素

优势、特别的功能作用 ,使得这一区域在发展文化

产业、现代服务业、都市工业和以高新技术产业为

核心的现代制造业等方面有独特的潜力。但是与

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区域相比 ,这一区域产业集群

化发展还没有完全形成 ,区域各自为政、产业彼此

分割、要素流动不畅、土地低效利用等问题在这一

区域不同程度的存在 ,从而使各自优势难以整合

而各自劣势却竞相暴露 ,产业缺乏集群化的发展

规划 ,使得整个区域的竞争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出

来。比较成熟的产业集群就是北京高科技产业集

群 ,借助北京的行政优势以及拥有中国科学院、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而

形成的人力资源和智力密集的中关村成为集群的

载体。

二、东部地区产业集群的比较研究

1. 各区域产业集群形成、发展的原因、背

景及发展模式
东部这三个区域的产业集群都是在不同的区

位优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世界经济一体化促使国际分工不断深化 ,地处

黄金地段的珠三角区域最早成为专业化分工的受

益者 ,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带来的交易费用和交易

次数的上升 ,“产业集群的形成自然成为人们为降

低专业化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和获取由分工产生

的报酬递增的一种空间表现形式。”[ 1 ]海外企业利

用中国改革开放契机以及珠三角区域优越的区域

环境、良好的经济基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及其优

惠政策 ,进行大批产业转移和投资 ,促使该区域“嵌

入型 ”的集群模式快速成长并占有主导地位。外企

的入驻使珠三角地区建立起外向型加工制造业基

地并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嵌入型 ”产业集群 ,“技术

在外 ,资金在外 ,市场在外 ,生产在内 ”的模式是这

种集群的主要特点。珠三角地区因此成为世界消

费性商品生产基地 ,“世界生产车间 ”也成为珠三角

制造业的代名词。

中国传统文化、民间手工业及其繁荣的商业历

史 ,加之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环

境促使长三角区域相互依存的小企业集群得以迅

速形成 ;
[ 2 - 3 ]同时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制度的逐步完

善和市场激烈的竞争条件在集群发展中也起着重

要的作用 ,依托特有的工业基础、文化习俗以及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强 ,促使长三角地区在市场驱动

下逐渐形成“原生型 ”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即产业

群的发展较好地结合了本地的要素禀赋优势和历

史文化因素 ,使其发展经历了一个自然选择与演化

的历史过程 ,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4 ]长

三角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以 1992 年为分水岭。

1992年之前集群的发展得益于江浙经济的成长 ;

1992年以后 ,在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基础上 ,随着上海浦东的开发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

步完善 ,集群发展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快。这种集群

的显著特点就是集群内企业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

和价值观使得这些企业具有很强的“根植性 ”。

京津塘地区虽然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真正意

义上的产业集群 ,但以北京、天津为主的特大型城

市 ,借助其特殊的区位特点和特别的政治文化功能

及其教育资源、市场优势 ,使得“衍生型 ”的高科技

产业集群在该区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作

为中国经济决策、金融调控和市场引导中心 ,京津

塘经济区域也可以提供优越的综合要素服务条件 ,

为现代服务业提供集群化发展的舞台。因此 ,未来

的京津塘经济区将会以“衍生型 ”的高科技产业集

群和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来促进其区域经济健康

良好地发展。

2. 各区域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比较分析

由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塘三个地区在不同

的历史、文化、经济背景下采取不同的产业集群模

式 ,创新能力在这三个地区的孕育、发展、维护和利

用是有区别的 ,其创新体系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通过表 1,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每个地区都有一个

“龙头 ”城市在全国居前列 ,但是地区综合创新能力

还是有很大的差异。长三角地区整体创新能力较

强 ,尤其是以上海为主 ,各项指标均名列全国前茅 ,

创新氛围良好 ,这为整个长三角产业集群的国际竞

争力的提升提供了创新所需要的资源 ;珠三角地区

由于产业集群多为依靠外资企业投资所形成 ,考虑

到竞争因素 ,外资企业的科技投入强度一般都较

低 ,因此创新能力相对较弱 ;京津塘地区内部创新

能力差别很大 ,从而使区域的创新能力整体水平不

高 ,而且该区域还没完全形成区域一体化 ,产业集

群很难在区域内部合理发展 ,这对创新能力的提升

也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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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区区域创新能力比较 (2005)

地区
综合值

效用值 排名

知识创造

效用值 排名

知识获取

效用值 排名

企业创新

效用值 排名

创新环境

效用值 排名

创新绩效

效用值 排名

长三角

上海 56. 97 1 46. 96 2 59. 51 1 61. 19 1 50. 07 2 65. 90 1

江苏 48. 41 4 25. 47 6 57. 41 2 59. 70 2 45. 90 4 47. 90 6

浙江 45. 29 5 23. 21 7 50. 50 3 54. 36 4 44. 21 5 47. 95 5

珠三角
广东 50. 22 3 29. 13 5 44. 05 4 58. 17 3 48. 83 3 62. 44 2

福建 30. 74 9 20. 19 12 28. 35 11 39. 09 9 26. 79 14 34. 94 8

京津塘

北京 56. 11 2 80. 94 1 40. 41 5 42. 52 7 59. 71 1 61. 77 3

天津 37. 43 7 30. 56 4 32. 19 7 36. 19 11 29. 17 9 58. 37 4

河北 23. 47 17 15. 96 21 22. 06 17 27. 30 20 27. 54 12 20. 26 20

　　资料来源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 2005—2006》,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 ,科学出版社

　　3. 各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比

较分析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历程表

明 ,地方政府在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

大的作用。从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集群的升级到

产业集群成长的外部环境改善等的整个过程中 ,地

方政府都积极地扶持和引导 ,主要是通过产业政策

导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对产业集群的发展产生

了重要影响。两个区域的地方政府还在营造区域

创新环境以及推动区域内外的金融、技术、信息服

务等组织机构与本地产业合作、激励企业创新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而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形成

与发展。

珠三角地区政府主要通过科学、合理、系统的

规划和引导 ,借助完善的基础设施 (硬环境 )和配套

的政策措施 (软环境 ) ,积极搭建集群平台 ,建设专

业镇 ,吸收外资 ,大力发展产业集群 ;长三角地区政

府则是根据当地优势从“自由放任 ”(即允许产业集

群的发展 )到积极培育良好的产业集群发展的区域

创新环境 ,逐步发展形成以浙江为主的市场驱动型

和以江苏和上海为主的政府导向型的集群模式。

京津塘地区多年来内部保护主义色彩比较浓

厚 ,地方分割致使市场和资源的流动受阻 ,从而难

以尽快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同时政府不能准确把

握自身定位 ,出现缺位和越位的现象 ,这对于该区

域产业集群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4. 各区域民营企业发展和融资能力分析

民营企业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快速发展 ,

为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补充了新鲜血液 ,民营经济

的体制机制优势也成为这两个区域产业集群的形

成与发展的有力助推器。民营企业机制灵活 ,对市

场反应灵敏的竞争优势使得其在产业集群发展过

程中弥补了技术、人才、品牌、营销等方面的劣势 ,

延长了产业链条 ,为完善产业集群注入了新的活

力。京津塘地区民企虽有很大的发展 ,但是并未完

全融入其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 ,这在很大程度上

制约了其产业集群化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的优惠性政策在

很大程度上为当地中小企业发展融资提供了便

利。从最初的通过社会借贷的方式 ,到后来当地

政府通过吸引和鼓励社会各方面的投资、放宽民

间资本准入限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组

建民营中小金融机构等一系列措施 ,都为中小企

业融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改善了产业集群投资

环境 ,促进了中小企业和产业集群的相互融合和

发展。

三、东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及对西

部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东部不同地区产业集群的比较分

析 ,我们可以看出 ,各个地区的产业集群大多都是

在区域自身特有的优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也有

一些共性的外界因素促进了集群的发展 ,比如区域

的对外开放度、城市集群度及区域间的合作等 ,政

府在其中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东部地区产业集

群的发展历程对于西部地区实施产业集群化发展

战略有着很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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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对外开放对东部产业集群发展的带动

作用
东部地区得改革开放之利 ,经济水平有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 ,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 ,这

两个区域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经济

实力最强、外向型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对外开

放加快了我国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换

速度 ,促使东部开放地区开展对外商品和服务贸

易 ,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弥补经济发展中的资

金短缺。

表 2　中国东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与吸引外资比较

地区 全国 长三角 珠三角 京津塘 西部地区

1992

外贸总计 /亿美元 1 655. 30 217. 18 738. 07 80. 39 108. 18

占全国比重 /% 100. 00 13. 12 44. 59 4. 86 6. 55

外商直接投资中实际利用外资总计 /亿美元 110. 07 21. 97 51. 25 5. 71 3. 95

占全国比重 /% 100. 00 19. 96 46. 56 5. 19 3. 59

2007

外贸总计 /亿美元 21 737. 30 8 095. 00 7 084. 86 2 900. 35 780. 35

占全国比重 /% 100. 00 37. 24 32. 59 13. 34 3. 59

外商直接投资中实际利用外资总计 /亿美元 747. 68 311. 78 212. 57 100. 60 42. 05

占全国比重 /% 100. 00 41. 70 28. 43 13. 46 5. 62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东西部各地区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经作者整理计算得出

　　从表 2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 , 2007年东部三

个产业集群所在区域的外贸进出口额为 18 080. 21

亿美元 ,占全国比重为 83. 17% ,比 1992年上升了

20. 6个百分点 ,这说明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在不

断增强。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 ,借助其优越

的地理位置在对外开放中成为我国重要的国际贸

易基地 ,两地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国 60%以上 ,

这对于我国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 ,这两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不仅

有力地推动了当地产业集聚 ,而且对周边区域的经

济发展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部地区产业集群形成过程

中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它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注

入了新的资本活力。东部地区三个区域 2007年吸

引外商直接投资中实际利用外资 781. 95亿美元 ,占

全国比重达 80%以上 ,这对东部地区产业强化和集

聚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大跨国公司增加在华

投资的重要性 ,不仅体现在通过资本供给推动经济

增长 ,更重要的是 ,对于提升我国产业结构、推进技

术进步和加大经济国际化程度都产生积极影

响 ”。[ 5 ]由此可见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 (东部地区

最为明显 )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中担当着重要的角

色 ,在开放环境下对经济增长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 ,并没有充

分利用改革开放的契机来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

表 2数据显示 ,从改革开放至今 ,西部地区整体的外

贸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额度都没有超过 10% ,这在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西部地区产业集群的成长 ,也拉

大了西部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外商直接投资

还未成为西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 ,这对于区域对

外贸易的发展、产业集群的技术改进都有很大的

制约。

2. 城市集群成为促进东部产业集群成长
的有利因素

我国城市化水平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

发展也在迅速提高 ,大量城镇密集区域在东部沿

海地区出现 ,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和面向渤海

湾的“京津冀北都市圈 ”三大城市群。代合治在

《中国城市群的界定及其分布研究 》中 ,对我国

125个城市行政区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测度 ,结

果表明大城市群都集中在东部地区 ,长三角区域

的沪宁杭城市群是唯一的一个特大城市群。这

些城市集群所形成的经济社会化、现代化和集约

化吸引了大量有消费需求的人口的集中 ,这为产

业集群内部各个企业提供了便利。同时 ,政府的

合理引导、组织 ,甚至直接投资修建道路、桥梁等

32

杨占锋 ,苏伟豪 ,孙 　建 :我国东部产业集群的比较与对西部的启示



基础设施 ,改善投资环境 ,促使相关产业、科研机

构、学校以及服务机构向城市集群集中 ,从而使

产业集群内各经济主体间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代合治《中国城市群的界定及其分布研究 》

一文的分析结论中 ,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城市集群

仅限于成都平原、北部湾沿岸和重庆等中小城市

群 ,整体城市化水平较低 ,缺乏综合性的中心城市

和工业城市 ,而且现有的城市群辐射能力有限 ,无

法发挥城市群应有的扩散效应 ,带动区域其他城市

的发展。同时 ,这样的外部环境也限制了产业集群

的发展 ,出现城市化和产业集群不相匹配 ,无法发

挥产业集群发展与城市化的互动作用。

3. 对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启示

从以上对东部地区产业集群形成的共同外部

因素分析可知 ,在产业集群发展初期 ,外部环境起

着关键性的作用。我国西部地区在借助产业集群

战略推动其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时 ,必须大力改善

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 ,营造适合西部地区产业集群

发展的氛围。东部各区域不同的产业集群模式分

别是在各自的区域优势基础上成长发展起来的 ,对

于地处中国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来说 ,虽不能完全复

制其发展模式 ,但可借鉴其成功的发展经验 ,因地

制宜地发展具有西部特色的产业集群 ,同时要避免

出现类似东部产业集群产业同构、重复低效的粗放

式集群的现象。同时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

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等问题 ,拥有丰富

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西部地区必须在循环

经济理念下发展自身的产业集群 ,这不仅有助于解

决集群产生的资源、环境问题 ,促进产业集群生态

系统的建立 ,而且对加强集群自组织能力、构筑成

本优势、提高产业集群的网络组织化程度以及集群

创新能力等都具有促进作用。[ 6 - 8 ]

(1)进一步加大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 ,积极

推进对外经济合作。改革开放以来 ,西部地区在吸

引外资方面虽有所改善 ,但在全国所占比重还是很

低 ,难以有效解决大开发中资金短缺问题。西部各

地政府应加大对外商投资的吸引 ,要加强对自身基

础设施的建设 ,不断改善投资的软环境 ,为外商提

供一个良好的生产经营空间 ,引导他们向优势资源

开发产业、创汇产业等领域投资 ,逐步建立起以主

导产业为主的完整产业链集群。

(2)加快西部地区城市化的进程和城市集群建

设。目前 ,在西部已具雏形的城市群中 ,只有成都

平原属于中型城市群 ,这对于发展产业集群是一个

很大的制约 ,同时也影响着整个区域的发展。因

此 ,西部地区政府应建立互补的合作机制 ,积极建

设区域间的现代交通网络 ,加强城市间的经济联

系 ,充分利用周边城镇的资源条件 ,形成以大中城

市为中心、周边城镇互补的多中心城市群。如以成

渝为中心、西安 —宝鸡为中心 ,辐射周边城镇的区

域城市群 ,为产业集群的形成创造良好的条件。[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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