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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园区与产业集群的关系及特征 
工业园区是二战后一些发达国家为发展经济、改善城市布局，所采取的一种重要的园区建设方式，工
业园区通过完整而周全的规划来建设适于工业实体进驻的区位环境。其目的在于吸引新工业的投资，
缓解工业对中心城市的压力和对环境的污染，有利于解决城市内部居住区与工业区的混杂造成的社会
与环境问题。 
在我国，工业园区的建设已大大加快了我国制造业基地建设，近几年，我国各类工业园区建设如雨后
春笋，有国家级的、省级的，甚至到乡镇级的，诚然，它们对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产业集群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相关产品集中生产专业化协作配套的企业在同一区域
大量集聚的现象。产业集群如同成千上万的蚂蚁在群居生活中采取的分工协作，紧密配套，共同完成
的集群行为，因此产业集群也被称为“蚁群经济”。其特征表现为： 
1.区域内的市场资源、原材料资源、人力资源、设备资源、金融资源、信息资源和基础设施资源互相
共享，企业进入风险和交易成本相对较低。 
2.集群内企业分工细，专业化程度高，协作密切。 
3.集群内企业设备技术、客户渠道、产品价格透明度高，又可促使企业在技术设备、经营理念、企业
文化上不断创新，有利于提高整体竞争水平。 
4.集群内企业配套厂商多，配套能力强，产业链长，集聚效应明显，有如“滚雪球效应”。如昆山经
济开发区自1990年有了第一家台资企业后，到现在集聚了上千家企业，形成了强大的集聚效应。 
产业集群的形成离不开工业园区这一重要发展平台，但工业园区未必能形成产业集群，国内外成功的
工业园区都是以产业集群为显著特征的，如美国的硅谷、印度的班加罗尔工业园、中国的中关村科技
园、苏州工业园、昆山开发区，台湾的新竹科技园等。 
加快地方经济的发展，培育地方产业特色，提升工业园区产业竞争力，其关键是工业园区内企业能否
形成产业集群，能否吸引龙头企业和配套企业加盟进区，因此，如何培育产业集群，这也是今后一段
时期各级政府应重点关注的工作。 
二、我市工业园区现状及特点 
金华市工业园区是于2000年正式启动的，经过5年的努力，工业园区工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工业集
聚效应进一步显现。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工商税收收入、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出口交货值、企
业技改投入等主要经济技术指标都得到了快速提升。（各项经济指标附表） 
我市的工业园区具体有如下特点： 
（一）各项经济指标增长快速 
全区工业总产值从2000年的5.28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102.4亿元，五年时间增长了20倍。 
出口交货值从2000年的1.72亿元发展到2005年的17.28亿元，增长了10倍。 
工商税收收入从2000年的1.33亿元发展到2005年的6.47亿元，增长了5倍。 
实际利用外资从2000年的0.07亿美元发展到2005年的0.52亿美元，增长了6倍。 
（二）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创新成绩显著 
企业每年的技改投入从2000年的3.5亿元发展到2004年的9.99亿元，四年累计完成技改投入28.67亿
元，年均增长幅度达30%。 
企业技术创新环境进一步优化。到目前为止，累计列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家，省级14家，市级24家；
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19项，省级75项；省级高新技术产品31项，市级35项；高新技术研发中心33家
（其中省级7家，市17家）。 
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12项，国家星火计划4家，国家863计划及重大项目3项。 
（三）空间集聚已初具规模，特色产业已初步显现 
全区工业企业从成立初期的16家发展到现在的500多家，基本形成了汽摩配、五金工量具、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纺织食品五大特色产业。2005年度五大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95.55%。全区
规模以上汽摩配企业集聚了14家，2005年产值达19.5亿元；五金工量具企业集聚了55家，2005年产值
达9.3亿元；生物医药企业集聚了11家，2005年产值达11.2亿元。04年金华市被全国五金制品协会授予
了“全国出口工具生产基地”的称号。 
三、存在问题 
金华市工业园区在发展过程中，其初级阶段与全国其他园区相类似，主要依靠土地、优惠政策、低劳
动力成本来吸引企业进区形成的空间集聚、离产业集群的形成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表现
在单项产业规模还不够大，群体数量不足，知名度不高，创新不足，竞争力不强，龙头企业带动的作
用未充分体现，上、下游企业间关联度不强，企业间分工协作不明显、布局分散等。 
具体地讲，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趋于雷同 
不同区域之间产业结构雷同，极易导致资源浪费。同一区域的企业产品趋于雷同，极易导致企业间的
无序竞争和价格战。 
目前永康、武义、金东、婺城、开发区均把汽配、五金工具列为本地重点扶持行业，产业雷同，布局
分散，形不成整体效应。同一区域内从开发区的五金工量具产业来看，大大小小企业有55家，产品主
要是以扳、钳、锤、电动工具、风动工具、园林工具等为主，依靠廉价劳动力及原材料的初加工，企
业间单打独斗，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 
由于产品的雷同及缺乏行业的规范化管理，企业为了争夺订单不择手段互相压价，结果得利的是中间
商，最终吃亏的是本地企业，如“振飞工具”。因一订单被永康同行“抢走”之后，全年产值就受到
了很大影响；产值出现大幅下滑。 
（二）品牌意识弱，创新能力不强，科研经费投入不足 
从创牌方面看，企业自主品牌少，贴牌生产多。至2005年止，园区企业中拥有省著名商标的企业6家，
市著名商标的企业19家，获省名牌产品称号的企业11家，只占企业数的10%。 
从创新能力看，已获得市级高新技术企业24家、省级14家、国家级5家；市级研发中心17家、省级研发
中心7家，正在申请组建但未认定的10家。2005年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及购置技术成果费用6000



万元，只占销售收入0.6%左右。 
一流企业做资本，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区内大多数企业现处在产品制造的初加工阶
段，靠的是低成本、低价格，特别是低劳动力价格。随着资源的稀缺性、劳动力成本刚性等矛盾的凸
性，企业的生产成本将不断上升。企业要获得生存，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品牌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
同时面对国际贸易保护措施的不断设限，那些无自主知识产权、贴牌生产的企业，在发展空间上面临
的困难将越来越大。 
（三）企业上下游产品供应链短，企业间未能形成相互依存的分工协作关系 
从目前情况看，区内现有一些企业更多的是孤军作战，未能形成产业的整体力量，许多企业入园的动
因是来享受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而不是园区本身所产生的集群效应的吸引，企业间业务上的关联度
不高，小企业向大中型企业提供专业化配套较少。 
单从模具行业看，由于园区内模具设计水平不高、设备落后，号称“工业之母”的模具产业每年流失
到外地开发设计加工的模具产值大约在20-30亿元左右。从五金工量具企业来看，其主要上游原材料
铜、铝、钢管、塑料、带钢等，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市场，业主采购很不方便。从下游配套企业看，
彩印业、包装业、压铸业、注塑业、物流业、喷塑业、铝挤压业等，也没有形成气候。许多企业要到
外地配套加工，没有形成紧密型的分工协作及配套加工纽带。信息渠道不畅，上家找不到下家，下家
找不到上家。企业普遍反映金华投资环境还好，但配套的企业却很少，特别是某些材料、配件的采
购，没有永康、义乌方便。 
（四）产业龙头带头作用不强 
汽摩配行业中的尼奥普兰公司，五金工量具行业中的皇冠电动、天球工量具，电动车、沙滩车行业中
的绿源电动车、康迪，医药行业中的康恩贝有限公司等这些企业在行业中所处的地位，所占的比重，
行业老大的地位已逐年显现，但是行业龙头的带头作用不明显，以尼奥普兰为例： 
目前，为尼奥普兰公司做配套的协作厂大概有250多家，而在本市区内为之配套的企业只有10多家，其
中开发区6-7家。其配件大多从江苏、上海、北京等地采购，每年生产配件采购额在2.5亿左右。 
从电动车来看，区内目前大大小小的电动车企业有7家，年产值大约在10亿元。其中最大的绿源电动车
在全国已有了很大的知名度，2004年被评为省著名商标，产量产值居省内第一，国内第三，但配件部
分很多是从江苏采购而来。 
其余企业如“绿翔、格林、佳时代”等规模产值都很小，有的只有几百万产值，若将这些企业通过改
制、参股、控股等形式与绿源公司联合形成配套厂、协作厂，则可以共打一张牌、共树一面旗，做精
做强做大园区电动车产业。 
四、对策与措施 
要建设浙中西部一流开发区，走跨越式集约型和谐化发展之路，成为市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必须及
早制定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花大力气解决“无产业集群不富，无支柱企业不强，无名牌产品不响的
问题”。实现“从工业立市”向“产业集群立市”的转变。实现这一转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中
介等多种力量介入，政府作用尤其重要，政府的角色应该是着力改进影响企业竞争力的环境。并采取
以下措施： 
（一）建立相互依存的产业体系，加大对产业龙头企业的培育和扶持力度，努力使它们成为行业中经
济发展的“领头羊” 
建立相互依存的产业体系，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对新建区域的产业布局，要坚持以分工协
作，本地结网形成产业集群来安排项目，对新进区的企业，明确以产业集群为导向，对工业园区已有
的产业发展要重视相关产业的网络体系的建立，努力形成大中小企业密切配合、专业分工与协作完善
的网络体系。并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在注重招商的同时要注重对在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的引进。 
另一方面，针对现在工业园区内产业链短、配套弱的现状，以大中型高新技术企业或企业集团为龙
头，通过产业分解或鼓励其母体公司内的科技人员和企业家分离出来自办公司，从而衍生出一批具有
紧密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关联企业。目前，我区几大特色行业中，尼奥普兰、绿源电动车、皇冠电动工
具等已在国内外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并都已拥有自己的品牌，政府部门在出台政策、加大对这些企业
的扶持和培育力度的同时，要鼓励这些龙头企业将核心业务之外的“大而全”的非核心业务剥离出
来，通过租赁或合作形式，就近形成一个外部配套群体。如上海一汽等大型汽车制造业集团都是把汽
车生产中的上千个配件移到专业汽配企业进行生产，然后围绕汽车产业链进行配套生产和总装。 
（二）加大对配套协作厂的扶持和培育力度 
一方面在社会化大分工、大联合的时代，一定要丢弃“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陈腐观念。积极主动
与有关龙头企业寻找配套和协作，甘当配角，做专做强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通过扶持和奖励措施，
将上、下游配套协作企业吸引和迁移到工业园区，租赁标准厂房，就近配套生产。只有通过上下游产
业链的分工协作，才能产生良好的集聚效应，从而提升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打响区域经济品牌。 
（三）加大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的扶持和培育力度 
品牌代表着区域生产体系的竞争力，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共同构成地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地方
政府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建设产业集群的品牌：一是政企合作，扩大龙头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带动产业集群品牌化；二是组织产业集群内众多企业的产业优势为依托，以地方特色为旗帜，共同塑
造区域品牌。 
（四）加大对公共服务平台、企业技术中心、研发中心的扶持力度 
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行业龙头企业，
引导企业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鼓励企业到当地设立产品设计中心、研发中心、科技成
果转化中心和服务中心，促进产品更新换代，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五）加大对行业协会的支持和扶持力度 
  一方面，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制和自律作用，规范组织，强化管理，避免企业间出现无序竞争；
另一方面，政府主管部门要加强引导和督促，帮助树立协会组织的威望和威信。 

（作者单位：浙江省金华市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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