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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集群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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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我 国 一 些 地 区 县 域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低 , 竞 争 力 差 , 关 键 是 没 有 形 成 一 定 规 模 的 优 势 产 业 群 , 培 育 优

势 产 业 集 群 是 提 高 县 域 经 济 竞 争 力 有 效 突 破 口 。 文 章 基 于 产 业 集 群 的 理 论 , 从 多 角 度 分 析 了 产 业 集 群 促 进 县

域 经 济 的 作 用 机 制 , 最 后 论 述 了 培 植 产 业 集 群 的 政 策 建 议 。

关 键 词 : 产 业 集 群 ; 县 域 经 济 ; 竞 争 力

中 图 分 类 号 : F30 文 献 标 识 码 : A

Analys is of the County Economic Growth Derived from the Indus tria l Clus ter
ZHANG Xiao- yong, JING Zhe

(College of Economic Management,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 tract: The main reason why county economic level being so low and poor of competence in some area of

China is that there are not large scale superior industrial cluster. So the developing of superior industrial cluster is

breakthrough of boost county economic compete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cluster,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cluster in promoting of county economy was analyzed from different aspects in the paper. Policy to establish industrial

cluster was also suggested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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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业集群和县域经济

产业集群是指某一产业领域相互关联的企业

及其支撑体系在一定区域内大量聚集 , 进而形成

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群落。这些产业呈现横

向扩展或纵向延伸的专业化分工格局 , 通过相互

之 间 的 溢 出 效 应 使 得 技 术 、信 息 、人 才 、政 策 以 及

相关产业要素等资源得到充分共享 , 聚集于该区

域的企业因此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 进而大大提

高整个产业群的竞争力。由于处于集群中的产业

地理位置相对集中、产业领域集中、终端产品市场

容量大、企业数量众多等 , 使其产品、技术、设计等

成为地区、国家及全球市场的引导力量或主流力

量。产业集聚群体内竞争度高、分工协作性强、专

业 人 才 密 集 , 交 流 广 泛 , 而 对 该 领 域 的 专 业 人 才 、

资本、资源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 从整体上促进该

区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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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 , 以

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 ,

也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产业集

群作为现代经济布局的一种重要形式 , 已引起我国

政府和经济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目前 , 从县

域经济发展现状看 , 我国大部分县仍处于特色不明

显、产业集中度低、竞争力不强的经济发展阶段。要

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 必须加快培育具有地

方特色和竞争能力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对加速

发展县域经济具有无可置疑的战略意义。

2 产业集群促进县 域 经 济 的 作 用 机

制分析

产业集群之所以能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 主要

通过加速资本形成和集聚 , 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

的升级和人力资源集聚等途径 , 来推动经济的快

速发展。县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促成人口集聚 , 又有

利 于 提 升 第 三 产 业 及 推 动 城 镇 工 业 兴 起 与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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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而 提 供 更 多 就 业 机 会 来 吸 收 农 村 剩 余 劳 动 力 。

同时 , 县域经济发展反作用于产业集群 , 又为产业

集群的发展提供更优越的生产要素 , 推动产业集

群提升 , 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人文环境的

改善 , 进一步强化县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 这样就

在产业集群与县域经济增长之间建立了一种良好

的互动关系。

2.1 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产 业 集 群 可 以 使 集 群 内 企 业 分 工 更 为 细 化 ,

提高企业的专业化程度 , 从而有利于生产率的提

高。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早就发现 , 集中在一起的

厂商比单个孤立的厂商更有效率。同一产业的企

业在地理上的集中 , 可以促进行业在区域内的分

工。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 , 一是整个集群围绕着

一个产品 , 这就可以为这个产品做出最好的质量

和最低的价格 ; 二是集群内企业间出于分工协作

的吸引对生产链条进行细分 , 这两种分工都推动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 , 由于集聚使得厂商能够

更稳定更有效率地得到供应商的服务 , 及时得到

本行业竞争所需要的信息 , 比较容易地获得配套

的产品和服务 , 并以较低的代价从政府以及其它

公共机构获得公共物品或服务 , 使得中间投入品

的 规 模 效 应 和 劳 动 力 市 场 规 模 效 应 充 分 发 挥 作

用。这些都使区域内的企业降低了交易成本 , 能以

更高的生产率来生产或服务 , 自然会推动县域经

济发展。

2.2 产业集群促进技术进步和扩散 , 提高了县域

经济竞争力

技术进步来源于技术创新 , 技术创新又来源

于技术创新体系 , 对县域经济而言 , 产业集群就是

重要的创新体系。产业集群不仅有利于创新 , 而且

形成了集群式创新。因而产业集群能加速技术进

步 , 不断为县域经济增长提供原动力。对于技术扩

散 , 产业集群更有明显的优势。集群内部之间地缘

接近、联系紧密、互通有无 , 新工艺、新技术能够迅

速传播 , 创业者也更容易发现产品或服务的缺口 ,

受 到 启 发 , 发 现 市 场 机 会 , 研 发 新 的 产 品 , 建 立 新

的企业。再加上产业集聚区域的进人障碍低于其

它 地 区 , 所 需 要 的 设 备 、技 术 、投 入 品 以 及 员 工 都

能在区域内解决 , 因而开办新的企业要比在其它

地区容易得多。此外 , 技术的迅速扩散 , 使得每一

个企业都能及时更新设备、采用新工艺 , 调整要素

投入组合 , 能够普遍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产出量 ,

从而增加县域经济总量和市场竞争力 , 促进县域

经济发展。

2.3 产业集群的资源集聚效应

集群具有地理集聚的特点, 产业关联及其支撑

企业、相应支撑机构, 如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金融部

门与教育培训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由于在一定区

域内企业大量聚集, 必然带来资金、技术、人才、信息

等经济要素和产品、产值等经济产出的集中, 从而形

成高密度经济区。正如迈克尔·波特曾形象地描述的

那样:“对于产业而言, 地理集中性就好像一个磁场,

会把高级人才和其他关键要素吸引进来”。通过资

本、劳动力、技术和企业家等各种要素资源的积聚 ,

大大提高了集群内的企业的竞争力, 必将增强县域

经济实力,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2.4 产业集群的资源整合效应 , 有利于县域经济

发展

产业集群不仅对区域中的资本、劳动力、自然

资源等一般意义上的投入要素进行整合 , 而且强

调 企 业 家 资 源 的 培 育 及 其 在 发 展 中 担 当 的 作 用 。

还有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金融部门与教育培训机

构对产业发展的协同效应。除了积极寻求外来资

本 、技 术 、管 理 经 验 等 要 素 的 作 用 外 , 更 强 调 县 域

自身发展能力的培育 , 使县域成为很强“学习能

力”的学习型区域 , 不断整合自身资源与外界经营

环境相适应 , 使区域具有动态的竞争优势。正因为

产业集群强调县域内全要素的投入 , 最终出口产

品在 县 域 内 具 有 巨 大 的 乘 数 效 应 (对 每 个 具 体 区

域 可 以 用 投 入———产 出 计 量 模 型 进 行 计 算 ), 而 且

区域内收入分配相对平均 , 区域内基尼系数差异

较小 , 有利于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3 以产业集群促进 县 域 经 济 发 展 的

政策建议

产 业 集 聚 不 是 用 行 政 手 段 把 企 业 堆 在 一 起 ,

而是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这其中 , 政策的引

导和环境的创造十分重要。为此 , 要积极探索促使

企业集群的政策措施 , 形成一套组合政策。

3.1 加强对县域经济的规划与引导

波特认为 , 产业集群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市

场 。 在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条件下 , 发展产业

集群必须坚持“市场为基础、政府做补充”的原则, 发

挥政府在县域产业集群的引导、规划和必要的宏观

调控作用有着其现实意义。加强集群的引导和规划

应把握几个原则: 首先 , 产业集群不可贪大求全 , 要

按照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 , 求专求强 ; 其次 , 要因势

利导, 因县制宜, 推动不同形态产业集群的形成。如

某些县城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则可以突出旅游产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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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我国除了少数资本、知识密集的地区可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集群外, 大部分县域积累低, 没有利用外资

的地理优势和高素质的人才, 惟有丰富的廉价劳动

力, 因此, 大部分地区还应立足于发展传统产业的集

群经济, 通过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组织创新, 提

高产品、产业的档次和效益 , 并使之成为进行知识、

资本积累的平台。

3.2 加快产业集群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的供给

良好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

向县域内聚集。一方面 , 政府应建立起全国性的产

业集群地理分布图和数据库 , 制定技术创新、融资

担 保 、土 地 管 理 与 城 市 规 划 、国 际 市 场 开 拓 、专 门

人才培养等专门针对产业集群的扶持政策。另一

方面 , 由于产业集群的主题是数量众多的中小企

业 , 一些必要的设施和产品很难由单个企业自主

提 供 , 因 此 , 政 府 应 发 挥 弥 补“ 市 场 失 灵 ”的 功 能 ,

在 提 供 良 好 行 政 服 务 的 同 时 , 加 大 投 入 , 在 道 路 、

环保、人才培养、信息服务等公共产品或准产品上

为产业集群提供有效保障。

3.3 加快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建立

产业集群市场主体的多元化需要中介组织协

调行动。在产业集群发展中行业协会在沟通政府

关 系 、协 调 企 业 之 间 、行 业 之 间 、行 业 与 其 他 社 会

组 织 的 关 系 、制 定 行 业 标 准 、消 除 恶 性 竞 争 、调 解

行业纠纷、加强行业自律等方面有独到的作用。在

组建行业协会的过程中县级政府应做的是 : 引导

和推动各类行业协会、商会、同业工会等社会中介

组织的建立健全 ; 取消对民营中介组织的歧视政

策 允 许 民 营 组 织 进 入 外 贸 、金 融 、保 险 、投 资 银 行

等 行 业 发 展 业 务 对 行 业 协 会 举 办 的 行 业 展 销 会 、

订货会等给予大力支持 , 优先满足主导产业的公

共需求 ; 积极为中介组织营造透明的法制环境 , 大

力培养和培训各类中介服务人才 , 通过考试制度

和选拨制度不断促进中介服务人员自身素质和业

务水平的提高。

3.4 大力培养产业集群文化

产业集群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 , 而是一个经

济、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区域复合体。一定地域

的人文传统 , 对于集训经济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

作用。一方面 , 根据产业集群成员的社会关系 , 通

过 举 办 各 种 文 化“ 沙 龙 ”等 形 式 , 强 化 集 群 的 情 感

氛 围 ; 另 一 方 面 , 加 强 集 群 成 员 的 团 队 精 神 培 育 ,

革 除 少 数 人“ 搭 便 车 ”的 不 良 习 性 , 在 集 群 内 形 成

团结向上、和衷共济的精神氛围。此外 , 要加强诚

信 教 育 、培 育 集 群 成 员 遵 纪 守 法 、诚 信 为 本 、操 守

为重的理念 , 对那些制假售假、言而无信的害群之

马 , 要 及 时 通 过 信 用 体 系 公 之 于 众 , 以 儆 效 尤 , 强

化集群内的道德氛围。通过对成员进行良好的文

化 培 育 , 可 以 进 一 步 在 集 群 内 奠 定“ 信 用 与 承 诺 ”

这一基石 , 大大降低集群交易的成本 , 为企业节省

许多协调和谈判成本 , 从而提高集群内企业运行

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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