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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集群产生的原因，产业集群可分为简单产业集群和复杂产业集群两种类型，复杂产业集群是先进制造 

业发展的现实要求，同时研究了复杂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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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业集群的另一种分类 

产业集群的定义。哈佛著名战略学家波 

特认为：“集群是一组在地缘上接近的相关 

企业和相关机构，由共同性和互补性联系在 

一 起【l】。”派克等人则将产业集群定义为“在 

生产过程中相互关联的企业聚集，通常在一 

个产业内，并且根植于地方社区[21。”本文认 

为，产业集群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缘现 

象，即某个地理区域内有竞争或合作关系的 

企业的集中。根据集群产生的原因可分为简 

单产业集群和复杂产业集群两种类型。 

简单产业集群是指依赖资源禀赋优势 

或转移成本优势而发生的集群。例如，在工 

业革命早期，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的集群企业 

主要以蒸汽为动力，对煤炭的需求量大，所 

以工业集群发生在煤矿产地附近；我国的经 

济开发区发展初期，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在 

区内集群，低廉的劳动力要素是集群重要推 

动因素；还有一些产业的转移成本较高，所 

以在其产品的最终消费市场所在地发生集 

群，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运输和销售成本。 

由此可见，简单产业集群的驱动力是外生 

的。 

复杂的产业集群是以企业间密切的分 

工合作为基础的产业集群。区内企业跨越自 

身边界实现企业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可 

以获得 1+1>2的效果。这种数量众 

多的专业化企业与“一体化”的大 

型企业相比能够更有效地降低企 

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既获得专业 

化分工的好处，又不失协作效率【3】。 

如美国的硅谷、台湾的新竹科技园。 

业集群的驱动力是内生的。 

附表 简单产业集群与复杂产业集群的比较 

复杂产 

简单产业集群与复杂产业集群的比较 

如表 1所示。在简单产业集群形态下，企业 

间的关系以竞争关系为主。产业技术进步缓 

慢，因为技术进步活动主要发生在企业内 

部，而单个企业对技术进步投人的资源有 

限；另外，出于维持各自企业的竞争优势，对 

技术的保密无法形成技术溢出效应，共享技 

术少，技术的扩散速度慢。简单产业集群不 

稳定，因为形成竞争优势的因素是外生的， 

当某一个因素的成本优势消失，集群的基础 

就被破坏，进而发生企业迁移。在复杂产业 

集群形态下，企业间存在着复杂的竞争与合 

作并存的关系。如产业技术进步快，技术进 

步活动发生在企业之间，即能够调动最大限 

度的产业资源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技术溢出 

效应明显。集群稳定，企业间联系紧密，形成 

竞争优势的因素是内生的，当外部环境发生 

变化时，集群是以一个整体去适应环境的变 

化，而不像简单产业集群那样，各企业孤军 

作战。 

2 复杂产业集群是先进制造业发展 

的现实要求 

先进制造业的概念。在 20世纪 80年代 

以后，世界制造技术发生了广泛的变化，陆续 

产生了柔性制造系统(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计算机集成制造(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 

敏捷制造 fAgile Manufacturing)、并行工程 

fConcurrent Engineering)、清洁生 产fGreen 

Manufacturing)、供应链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等先进的制造技术和管理技术。 

先进制造业主要指采用以上先进制造技术 

为主要生产手段的制造业。 

先进制造业最主要的特点是技术革新 

快、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决定 

竞争优势的关键是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企 

业要集中自己的资源持续改善这两方面能 

力，所以许多企业把生产的部分环节甚至整 

个环节外包出去，一方面是技术上的可行 

性，因为生产环节的技术相对稳定、标准化； 

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免去在生产环节上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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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企业降低了风险。 

当企业的这种需求达到一定程度，从事中间 

产品生产的企业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时，复杂 

的产业集群形态就产生了。 

复杂产业集群是一个柔性生产系统。集 

群内的企业通过有效的分工合作，对集群外 

部提供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有效满足市 

场多样化的需求。复杂产业集群同时也是一 

个区域创新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形成了密集 

的企业关系网络，包括垂直关系网络(上游 

企业、下游企业和用户的关系网络)和水平 

关系网络(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两部分。复 

杂的网络关系使各种层次的对话与合作平 

台产生，这些正式的或者非正式交流是创新 

活动的基础，因为有关创新的一切知识(包 

括市场需求方面、技术支持方面等)在这里 

被快速地共享，而且创新所需的物质条件在 

这个集群里也比其他地点更容易获取。所 

以，复杂产业集群能够满足先进制造业的发 

展要求，复杂产业集群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 

现实要求 。 

3 基于复杂产业集群的先进制造业 

发展对策 

3．1 技术进步 

多年来，我国制造业中一些重要产品和 

工艺技术主要从国外引进，始终在“引进、落 

后、再引进”的怪圈中徘徊，并陷入“恶性循 

环”。据统计，机械制造业中57％的产品产业 

化是在引进技术基础上完成的。2o02年，我 

国机械产品进出口逆差高达 255亿美元 。 

其主要原因是国产装备仍满足不了市场需 

求。由于我国装备制造业多数企业没有自己 

的技术中心，技术水平较低，表现为自主开 

发和创新能力很弱。所以，技术“瓶颈”是制 

约我 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根本原 因。 

利用复杂产业集群促进我国先进制造 

业的技术进步。集群组织促进了成员间技术 

创新活动互动。一般网络中的创新互动通过 

以契约为基础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因为利 

益关系的复杂性 、沟通障碍、技术和市场的 

不确定性等原因，往往很难建立契约关系或 

者关系很难持续。但在集群内部由于相互间 

的了解、信任和社会文化制约，开展技术合 

作更为方便，而且合作成本低。由于成员间持 

续的互动，实现了用户、供应商和生产者之 

间的创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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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产业集群使技术创新风险降低。在 

单个企业的创新活动中，创新努力的结果是 

不能预料的。但正是因为集群成员之间的紧 

密互动，以及在知识和信息上的共享，可以降 

低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复杂产业集群使技术创新速度加快。集 

群创新速度加快同样与成员之间快速互动 

紧密相关，如生产者与用户企业间的合作， 

可以缩短反馈环。此外，由于集群内部知识 

的持续积累，使该集群拥有大量的创新经验 

和技术信息，从而有利于下一轮创新。还有， 

由于创新成员的地理集中，使得缄默性知识 

更容易编码，或通过平时实践和非正式个人 

接触，使得这些缄默知识更易传播促进快速 

创新。 

3．2 完善产业链 

完善的产业链是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所必需的。没有完善的产业链，是简单的产 

业集群 ，容易导致内部资源浪费，企业间恶 

性竞争，产业分工机制不健全，企业间存在 

“大而全、小而全”等现象。这些现象抵消了 

产业集群所特有的优势。在魏江教授对温岭 

水泵产业集群和富阳通信设备产业集群的 

调查过程中就发现了这样的情况目。 

产业链的完善可以推进技术创新水平。 

完善的产业链使参与分工合作的各企业在 

各自的生产领域里更加专业化，这有助于他 

们对各自采用的生产技术持续地改进。各企 

业出于竞争的需要对各 自的生产技术不断 

改进，这种技术进步给整个地区带来的效果 

是垂直一体化单个企业所不能做到的。 

产业链的完善是实现柔性制造的必然 

要求。先进制造业面临的市场需求趋于多样 

化，单个企业做到柔性 

制造是不现实的，那样 

的风险太大，转换生产 

的成本过高。而网络化、 

完善的产业链一方面可 

以完成柔性制造，另一 

方面又避免了垂直一体 

化大企业的刚性。 

3．3 政府的引导作用 

政府 的作用很 重 

要，通过引导性和强制 

性规则，鼓励甚至推动 

成员企业和相关机构之 

间的合作，发挥复杂产 

业集群应有的优势。 

产  

相互合作产生的。在集群的初期，许多机构 

不能有效地沟通，如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缺 

乏沟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政府 

的引导作用。由于政府的特殊地位，使得它 

有能力促进集群内各个机构的沟通。政府可 

以组织各种层次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会议，积 

极搭建各种沟通的平台，促进产业集群内部 

技术创新活动的发展。 

产业链的完善也有赖于政府的间接帮 

助。虽说产业链的完善属于市场问题，但是 

政府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政府可以借助于对 

本地区的环境建设加强地区经济对相关企 

业的吸引力，从而间接促进地区产业链的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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