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果业集群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 

文/韩丹丹 

   1陕西果业集群建立的必要性 
   “集群”这个概念来源于英文中的Cluster，随着波特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文版的出版，
关于“产业集群”的称谓迅速在我国传播。我国大量产业集群的出现表明，产业集群也开始成为我
国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地方集群现象在浙江、广东等很多省份都有分布。这种新的产业组织形
式对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产业集群还
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而且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地区，他们以传统行业居多，
主要依靠劳动力低廉来获取竞争优势。我国地区工业增长继续保持“东高、中中、西低”的格局。
这种不平衡的增长格局导致工业生产力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中。所以加快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
展，尤其是依靠集群经济效应发展本地优势产业，目前已经成为西部地区刻不容缓的任务。 
   陕西的发展确实需要集群理论的指导。众所周知，陕西是一个农业、旅游大省，省城西安拥
有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和重工业，这都是陕西发展集群产业的很好的条件。在改革开放中新崛起的
陕西果业，是建国50年来我国果业发展变化中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陕西省现已发展为全国第
二苹果大省、第四水果大省，果业已上升为陕西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成为陕西省经济增长的一大
优势和亮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良好的基地建设，加上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的大面积推广，创出了
越来越多的名牌优质果品。陕西水果四大宝，“果、梨、枣、猕猴桃”已名扬国内外。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苹果研究中心主任赵政阳教授指出：中国苹果生产已集中在以陕西为代表的黄土高原产区和
以山东为代表的环渤海湾产区，也称东部和西部两大优势产区。从目前发展来看，中国苹果生产的
重心已出现由东向西转移的趋势。因此陕西果业有着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建立和发展陕西果业集
群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陕西果业集群建立影响因素的确定 
   影响产业集群形成的因素很多。在影响因素的确定上，本文主要参考了王辑慈和迈克尔.波特
等的相关研究，同时通过调查表的方式，采用徳尔菲法，针对陕西果业集群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
调查，专家们根据陕西果业的特点及本文的研究背景对部分影响因素进行了修改，并增删了一些影
响因素，最后综合专家们的意见选取了4个方面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确定了16个
影响因素。如下图所示： 

    
    
   (1)资源禀赋。丰富的资源往往是决定传统产业形成自然集群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它可以使



 

企业生产的总成本降低而获利,从而吸引更多企业加入该行业,聚集成群。其中主要包括自然条件、
文化传统、劳动力资源和交通设施。 
   (2)产业环境。产业环境也是影响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主要包括市场需求、生产方
式、企业规模和技术条件。 
   (3)竞合互动。一些开发区内的简单企业聚集及一些围绕极少数大企业而形成的供应网络不能
称之为企业集群，因为它们之间或者缺少必要的分工合作，或者缺少充分激烈的竞争，所以竞合互
动是影响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包括竞争情况、合作状态和企业家精神。 
   (4)外部环境。产业集群作为一个系统，必然需要一些制度规范，同时还需要一些机构来支持
企业的活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还与政府、机构、高校等各种社会因子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
系。因此外部环境也会影响产业集群的形成，包括相关产业，科研机构，政府政策，资金投入和经
济开放程度。 
3陕西果业集群形成影响因素的权重 
   依据上面建立的陕西果业集群形成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就可以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影
响因素相对于陕西果业集群形成的权重。本文结合陕西果业集群发展的现状,并且通过有关方面专
家的判断、打分,在结合前面两者的基础上构造判断矩阵,然后对判断矩阵的各层次进行单排序计量
和一致性检验,从而得到影响陕西果业集群形成各指标的权重。  
   相对陕西果业集群形成这个总目标层来说，对一级指标内的4个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得到相对
重要性判断矩阵A，如表1所示： 

 



表3 产业环境影响因素重要性判断矩阵表 

  然后进行层次总排序的一致性检验。 
   CI=0.49220.0840+0.10210.0821+0.25010.0093+0.15560.0853=0.0653 
   RI=0.49220.9+0.10210.9+0.25010.58+0.15561.12=0.8543 
   CR==0.0764<0.10,通过一致性检验。 



  
   从上述总排序中可以看出各影响因素对产业集群建立影响的不同重要程度，其权重由大到小
依次为：自然条件（C1）＞竞争状况（C9）＞交通设施（C3）＞政府政策（C14）＞劳动力资源
（C3）＞合作状态（C10）＞市场需求（C5）＞文化传统（C2）＞资金投入（C15）＞科研机构
（C13）＞企业家精神（C11）＞技术条件（C8）＞企业规模（C7）＞生产方式（C6）＞相关产业
（C12）＞经济开发程度（C16）。也就是说C1即自然条件相对于陕西果业集群的形成最为重要,总
排序权重为0.2581；其次是竞争状况，总排序权重为0.1563；交通设施排第三位，总排序权重为
0.1185；政府政策因总排序权重为0.0700，排第四位；后面按其总排序权重的大小，影响因素重要
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劳动力资源、合作状态、市场需求、文化传统、资金投入、科研机构、企业家精
神、技术条件、企业规模、生产方式、相关产业；对陕西果业集群形成影响重要性最低的因素是经
济开发程度，总排序权重仅为0.0061。所以说，我们在判定陕西果业是否能够以产业集群的方式进
行发展时，即进行陕西果业集群可行性分析时，应根据以上影响因素，按其重要性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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