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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浙江省台州市两个典型的传统产业集群，通过时调研结果的分析归纳，得出现阶段台州区域传统产业 

集群运行的现状。 

关键词：产业集群；台州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5)02-0162—02 

O 前言 

台州位于浙江省的东南部。是我国典型 

的传统产业集群区。2003年该市经济总量位 

居浙江省第4。作为我国泵业的主要生产基 

地，台州市的泵业起步于20世纪 80年代 

初，至2002年底，全市拥有生产企业 1 786 

家，实现工业总产值48．03亿元。在台州泵业 

产业集群内，以企业存在格局为标准可以划 

分为3个层面：一是集群内主导企业。台州 

泵业在多年的发展后涌现出了以新界、大 

元、新科为代表的年生产量达几十万台以上 

的规模企业，这些企业基本上已经摆脱了家 

族式管理模式，已经引入现代管理方法与理 

念，并高度重视自身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已 

经赢得了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 

大量中小企业。这些企业通过技术改进与创 

新，在企业的基础生产能力方面可以接受市 

场的检验，产量逐年增加，年总产量在数百 

万至数千万台之间，已经具有一定的市场适 

应能力和开拓能力；三是家庭作坊。这些家 

庭作坊主要从事装配工作，生产和测试条件 

较差。产品质量较差，近几年发展速度明显 

放慢，但已经影响到了台州泵业的整体发 

展。 

除此之外，台州是我国主要的汽车、摩 

托车及其配件生产基地(本文以下简称汽摩 

业)，目前已经有生产企业4 500多家，其中 

汽车及配件生产企业 3 000多家，摩托车及 

配件生产企业 1 500多家，2000年实现工业 

总产值 156亿元，其中摩托车及配件业87．5 

亿元，汽车及配件 68．5亿元。在产业集群方 

面，其主导企业如吉利集团、钱江集团两家 

龙头企业的重要性十分突出，引导着整个产 

业的持续发展。钱江集团2000年生产整车 

102万辆。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8．8％，在全国 

同行中销售排名列第2位，利润排名列第 1 

位。 

l 台州泵业和汽摩业集群的运行现 

状 

为了深入了解台州泵业和汽摩业的发 

展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首先在对新 

界泵业、大元泵业以及钱江摩托等台州市泵 

业和汽摩业典型企业进行初步访谈，了解这 

些产业集群主导企业的运行现状与发展战 

略；然后随机选择了 100家企业进行有关产 

业集群发展情况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180份，收回165份，有效问卷133份。其中， 

台州泵业有效问卷92份，汽摩业有效问卷 

41份。通过对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后， 

我们可以对两个产业集群的运行现状与现 

存问题做出判断。 

1．1 总体步入规模适度扩张期 

调研数据表明目前中小企业最重要的 

工作和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是获取规模经 

济和成长经济，其实现方式主要是实施业务 

多元化，但由于要进入的是新的业务领域， 

需要一定的特定专业技能与知识，所以，适 

度规模扩张占据了主要地位。这意味着专门 

针对专业细化市场或地域的企业数目将在 

未来一段时间有较大的减少，而业务多元化 

将成为主流成长模式，更多的中小企业会呈 

现几大业务并举的局面。根据表 l所示，结 

合美国中小企业成长理论学者格瓦纳的中 

小企业成长阶段判断标准Ill，可以认定大多 

数中小企业已经处于从生存期向发展期成 

功迈进的阶段。 

1．2 家族化管理模式逐步弱化 

从调研结果来看，家族化管理模式正在 

弱化，许多中小企业引入了职业经理人。在 

对市场开拓、项目创新和资本运作等方面进 

行重大决策时，虽然仍有 1／3的中小企业是 

由老板单独决定的，但决策过程中听取了下 

收稿日期：2004—05—13 

作者简介：张学华(1975一)，男，浙江临海人，管理学硕士，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和产业经济；陈昌~：(1970一)，男，浙江临海人，公 

共管理硕士，台州市路桥区蓬街镇，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 

162 科技进步与对策·2月号·2005 



表1 中小企业业务运作现状 单位：％ 

日肓 要 比重 业务扩展情况 比重 下
一 阶段目标 比重 

全国争取顾客 21．8没有任何多元化 16．4维持基本生存 2．4 

维持收支健康 15．2极少涉及多元化 30．9适度扩张 53．9 

进人其它 33
．9涉及一些多元化 32．7争取更多利润 20．0 

快速扩张规模z6． 霎经几大业务并z。．。 妻 企 ，．。 

蓉 现有市场，．。竖霎原有多元化 。 篙曩 有投资6．， 份额 ⋯业务 回报率 ⋯ 

属的建议；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注重民主决 

策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外部专家也被引入决 

策体系。在业务经营方面，所有者显然对此 

仍高度关注，参与了大多数业务经营活动。 

这可能意味着中小企业的产权结构还比较 

集中，个人或家庭控制整个中小企业产权的 

情况还相当普遍，见表 2。 

表2 中小企业管理风格概况 单位：％ 

重大决策方式 比重 所有者业务角色 比重 

老板一人说了算，， 控制并参与全部 3g， 

不听取下属建议 ⋯ 业务经营 ⋯ 。 

听取下属建议后 33 9参与绝大部分业 44 

老板单独决定 ’ 务经营 一 

老板与下属共同 32．只参与小部分业 13 9 

商定 ’ 务经营 ’ 

老板、下属和外部 31 不参与任何业务 3 6 

专家共同商定 经营 ’ 

资料来源：发放问卷180份，收回165份，总有效 

问卷133份。 

1．3 多样化协作和非良性竞争并存 

调研数据显示，有92．5％的中小企业参 

与了集群内企业间的协作，协作内容是多样 

化，代为加工和购销是主要的形式，中小企 

业之间合作进行营销和购买原材料占了 

26．3％。通过大企业进行员工专业技能培训 

也是重要协作内容。同时，集群内97．7％的 

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但这 

表3 集群内企业间的竟合关系形式 

单位：％ 

资料来源：发放问卷180份，收回165份，总有效 

问卷 133份。 

种竞争内容与形式是比较低层次 

和非良性的(见表 3)。因为从对 

手那里抢占市场份额、挖走中高 

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导致了 

企业之间、企业与职员之间的信 

任关系难以塑造和强化，直接阻 

碍了集群内知识的交流与共享。 

1．4 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显著 

调研显示，89．4％的协会成 

员企业认为行业协会在维护公平 

竞争秩序、提供同行企业相关信 

息、举办课程与研讨会以及代表企业与政府 

部门打交道等方面对中小企业成长起到了 

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92．4％的中小企业认 

为地方文化激励着企业的持续成长。但同 

时，94．6％的中小企业认为龙头企业的发展 

影响着整个集群的持续成长，认为成功企业 

的示范与带动是集群形成与成长的原因的 

中小企业占20．6％，87．9％的中小企业认为 

龙头企业在未来对集群成长的作用还将提 

高，其中绝大部分中小企业认为其作用会大 

幅提升(见表 4)。 

表4 龙头企业对集群成长的现实与未来作用 

单位：％ 

资料来源：发放问卷180份，收回165份，总有效 

问卷133份。 

1．5 产业集群成因多元化 

调研发现(见表 5)，43．4％的企业认为 

本地与泵业和汽摩业相关的行业集中是产 

业集群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些相关行业主要 

是指台州市原有的一些制造、化工企业，它 

们在集群形成和发展初期起到了技术外溢、 

熟练工供应等方面的推动作用；15．5％的企 

表5 本地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原因分析 

单位：％ 

项 目 比重 

8．7 

15．5 

43．4 

13．9 

11．8 

6．7 

传统技术和习惯 

靠近市场 

相关行业集中 

成功企业的示范与带动 

信息灵通 

其它原因 

资料来源：发放问卷 180份，收回165份，总有效 

问卷133份。 

业认为市场(主要是专业市场)是产业集群 

持续发展的主

以就地销售产品和了解市场变化情况 ； 

13．9％的企业认为集群内某些经营管理成功 

的企业典范对整个产业的发展起着极好的 

示范和带动作用，因为它们的成功增强了其 

它企业发展的信心；也有 l1．8％的企业则认 

为台州市信息交流便捷是集群持续发展的 

重要因素。 

1．6 行业协会服务功能明显 

行业协会在国内外产业集群的发展中 

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担当着个体企业无法 

比拟的角色。台州市泵业和汽摩业协会的基 

本服务内容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提 

供相关市场信息，组织专业技能培训。调研 

发现，这两个行业协会的服务内容在不断演 

化和拓展，同时还承担着一些市场化的运作 

活动，为企业建立与维护良好的利益相关者 

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表6 本地行业协会提供的服务内窖 

单位 ：％ 

本地行业协会服务内容 比重 

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2o．5 

同行企业相关信息 28．0 

课程与研讨会 16．8 

信息公告板 8．2 

代表企业与政府部门打交道 9．5 

其它 17．0 

资料来源：发放问卷180份，收回165份，总有效 

问卷 133份。 

1．7 地域文化作用持续 

产业集群能够在某一特定地域扎根并 

发展起来是与当地的人文风俗密切相关的。 

邻近温州的台州地区，自明清时期就受到 

“经世致用”等务实文化的熏陶，商业活动较 

为活跃，“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传统思想激 

发着当地群众自主创业的极大热情 ，为滋生 

如此众多中小企业奠定了文化基础。而文化 

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外部性以及延续性，使 

得台州产业集群得以持续成长起来。如表 7 
表7 本地文化对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作用 

单位：％ 

促进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本地文化内容 比重 

商业意识强 15．7 

肯吃苦耐劳 26．8 

高效务实 21．6 

善于沟通与合作 17．8 

善于接受新思想 14．6 

其它 3．7 

资料来源：发放问卷180份，收回165份，总有效 

问卷 13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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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性创新朝渐进性创新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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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述了以往的创新研究学者们对于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的定义，并指出了他们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 

上，重点阐述了突破性创新的特征，提出区分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的重要标志是创新的改进轨道。这样的区分对于 

创新理论研究，指导企业的创新实践以及公司进行有效的战略思考和技术管理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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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技术创新可以按照不同的角度进行分 

类，如，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产品创新、工艺创 

新、组织创新等等。还可以按照创新的规模 

分为如下两类f1】：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 

(或螺钉螺母式创新)。 

虽然学者们较早区分了突破性创新和 

渐进性创新，然而在对于突破性创新和渐进 

性创新的界定上，却一直没有形成一致的看 

法。在最近的lO年中，随着世界科技与经济 

的飞速发展，突破性创新的重要性愈见突 

出，研究突破性创新理论的学者也越来越 

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创新管理学界大体 

形成一致的对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的 

界定，对于突破性创新理论研究的深入有着 

重要的意义。本文力图在对突破性创新形成 

统一认识方面做一些尝试性的工作。 

l 既有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1．1 学者们对于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 

的定义 

在创新管理学界，对于按照“创新规模” 

区分的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一直是众 

说纷纭，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不同的学者 

对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有不同的定义， 

主要有以下几种： 

James March对这两者的界定IZl是利用 

已有技术(渐进性创新)和采用新技术(突破 

性创新)。利用已有技术意味着扩展现有的 

产品或者工艺。而采用新技术则意味着有一 

些新东西，包括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是二者 

的结合。Henderson&Clark(1990)把突破性 

所示，实干、务实、合作与创新是台州精神的 

基本内容，已经对台州泵业和汽摩业的发展 

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1．8 集群内组织结构欠合理 

产业组织结构决定企业行为，进而决定 

企业绩效水平，同时，企业运作绩效反过来 

又影响产业组织结构和企业行为。从产业组 

织结构方面来讲，台州的泵业和汽摩业还远 

未达到合理化程度，能够支撑整个产业集群 

长远成长的大企业数目不足，直接影响到了 

集群市场容量的拓展、技术升级能力的改进 

以及集群运作总体绩效的提升；作为集群重 

表8 对未来产业组织变化的判断 单位：％ 

资料来源：发放问卷180份，收回165份，总有效问卷133份。 

要主体的中等规模企业的数量也 

还不足以担当中坚作用，因为这些 

中等规模企业的发展可以对大企 

业的发展产生强有力的竞争压力， 

也起着促使企业生命周期循环更 

替的历史任务；小企业虽然是任何 

产业集群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但是过度的小企业存在会导 

致严重的搭便车行为，大中型企业 

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会被削弱，会破坏集群的 

有效运行秩序与规则，整个集群的生态系统 

难以保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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