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2006- 05- 17
基金项目 : 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 2004R017)

作者简介 : 陈捷娜( 1981- ) , 女 , 福建泉州人 , 福州大学管理学院教师 , 管理学硕士 ; 吴秋明 ( 1957- ) , 男 , 福建福州人 , 福州大学管理学院

副院长、教授、管理学博士 , 研究方向为集成管理。

产业集群的集成论阐释

陈捷娜, 吴秋明

( 福州大学 管理学院 ,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 产业集群是一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它的核心思想是整合增效。产业集群是否能够获得

非线性增长取决于有效的产业集群管理。从集成论的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的相关概念, 并从集成单元之间

相互作用的内力出发 , 解释了产业集群的独特优势, 由此引申出产业集群的管理问题。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

提出了集群管理的基本对策 , 即简化集群环境、提高集群企业的质量 , 以及缩小产业集群与集群外集成单

元之间心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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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如果说 , 20 世纪的工业社会是以分工经济为主要 特

征, 那么 21 世纪的后工业社会将以集成经济为主要标志。

集成是当今社会一种普遍的现象。企业内部的技术、产

品、功能、过程、信息、管理等的集成, 属于微观层面的集成;

地区、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等的协作, 属于宏观层面的

集成; 而产业集群、企业集聚则属于中观层面的集成[1]。

近年来 , 产业集群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模

式 , 已经越来越引起地方政府的广泛重视。与此同时, 理论

界也在不断地研究和探索产业集群及其管理问题, 以寻求

为产业集群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更加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 ,

许多研究者为此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目前就产业集群的研究内容看 , 大体集中在 3 个方

面 : 一是对集群概念的界定、内 涵 和 特 征 的 描 述 、类 型 划

分 , 它是集群研究的基础性分析; 二是对集群机理的研究 ,

关注的是集群形成的经济诱因、集群的内在竞争优势等内

容; 三是有关集群发展问题或者说是学习问题的讨论 , 旨

在提升产业集群在未来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

尽管众多学者对产业集群的研究 , 极大地丰富和完善

了产业集群的理论体系 , 对产业集群的构建和发展 , 促进

区域经济的跃升,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 , 在

这一领域的研究中 , 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 , 还没有得到完

全的解决 , 产业集群的理论体系结构还有待于完善。

鉴于此 , 本文将从集成论的角度 , 探讨产业集群的相

关理论问题 , 以期丰富和完善产业集群管理的思维逻辑和

理论逻辑结构。

1 产业集群概念及识别标准的集成论释义

在目前的产业集群的统计、分析研究、规划、政策制定

中 , 出现了许多牵强附会的现象。诸如 , 某省在最近出台的

一份文件中写道 , 目前我省已初步形成的大小产业集群约

60 个 , 总产值 3800 亿元左右 , 约占全 省 工 业 总 产 值 的

52%。其中工业总产值在 100 亿元以上的有 11 个 , 产值规

模约 2203 亿元 ; 工业总产值在 50- 100 亿元之间的有 13

个 , 产值规模约 966 亿元。某市的市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 该市工业总产值的 95%来自产业集群⋯⋯这一类的例

子不少, 不免让人感到困惑 , 也不免让人对这种“统计出集

群”的现象感到不安。

笔者认为 , 这些现象的出现 , 究其原因有二 : ①对产业

集群的概念不清 , 理解不一; ②缺乏产业集群的识别标准。

这些问题的存在 , 既不利于产业集群的规划、培育、发展 ,

更不利于产业集群的管理。因此 , 有必要在理论上做进一

步的研究。

在国外的文献中, 对企业在特定地理空间大规模聚集

形成的专业化产业区域, 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 分别将这些

区域称作为新产业区(New industrial district.Bagnasco,1997)、

新产 业 空 间(New industrial space.Scott, 1998)、柔 性 集 聚 体

( Flexible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 Scott, 1992) 、产业集群

( Industrial cluster. Porter, 1990) , 其它如地方企业集群( Lo-

cal cluster of enterprises) 、地 方 生 产 系 统 ( Local production

system) 、区 域 集 群 (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等 等 , 其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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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大同小异。

与它的名称一样, 对于什么是产业集群, 不同的学者也

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亚当·斯密认为: 所谓中小企业集群是

由一群具有分工性质的中小企业为了完成某种产品的生产

联合而成的群体。韦伯将中小企业集群定义为: 在某一地域

范围内相互联系的集聚体。该定义的特点是强调了集群是

企业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威廉姆森从生产组织形式的角

度给中小企业集群下了如下定义: 中小企业集群是基于专

业化分工和协作的众多中小企业集合起来的组织, 这种组

织结构是介于纯市场组织和科层组织之间的中间组织 , 它

比市场稳定, 比科层组织灵活[2]。罗森菲尔德的中小企业集

群的定义是: 相似的、相互关联的或互补的众多中小企业在

一定地理范围内的聚集。伯格斯曼( Bergsman, 1972) 从劳动

力市场的角度将产业集群定义为: 趋向位于同一地方的一

组经济活动, 其判断标准是, 这一组经济活动中任两种经济

活 动 就 业 人 数 之 间 是 否 相 关 。 克 若 曼 斯 科 ( Czamanski,

1979) 等提出: 产业集群是指在所有经济产业中 , 一群在商

品和服务联系上比国民经济其它部门联系强, 并在空间上

相互接近的产业。派克( F.G.Pyke, 1992) 等人则将产业集群

定义为: 在生产过程中相互关联的企业集聚, 通常在一个产

业内, 并且根植于地方社区。斯切密特兹( Schmitz, 1995) 认

为: 产业集群是企业在地理和部门上集中, 企业之间存在着

范围广泛的劳动分工, 并拥有参与本地市场为竞争所必需

具备的、范围广泛的专业化创新的企业群组 [3]。波特( M.E.

Porter, 1998) 认为: 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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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德瑞奇和

特克拉将中小企业集群定义为: 通过配套合作能获得绩效

优势的众多中小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王缉慈( 2002) 认为:

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

机构, 它们同处在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 由于具有共性和互

补性而联系在一起。产业集群具有专业化的特征 [5]。张辉

( 2003) 认为: 产业集群在我国主要指集中于一定区域内特

定产业的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规模等级的企业和

与其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组织等行为主体通过纵横交错

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集聚体, 代表着介于市

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组织形式[6]。吴宣恭(2002)

认为: 产业集群指在某一产业或产品生产中, 大量互相联系

的企业及相关的机构在一定地域聚集, 依靠比较稳定的分

工协作, 形成有竞争优势的群体[7]。

从以上所述中 , 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产业集群认识

的分歧。由此而引起的思考是 : 第一 , 究竟什么是产业集

群? 产业集群与企业集群、工业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

技术开发区等的概念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第二 , 产业集群

是一种经济组织亦或是一种组织经济发展的模式? 产业集

群就是虚拟企业? 第三 , 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是可能还是

必然? 产业集群等同于产业集群管理? 第四 , 如何识别产业

集群的规模? 等等 , 这些理论问题 , 需要正本清源。

前已提及 , 产业集群属于中观层面的集成。所谓集成,

是指具有某种公共属性要素的集合[8]。根据集成论中这一

集成定义的推演 , 产业集群可以定义为 : 具有某种公共属

性企业的集合。其静态的数学表达式为:

A=( X|P) ( 1)

式中 : A 为产业集群 ; X 为产业集群 A 中的企业 , X 是

一个向量 , X=( x1, x2, ⋯ , xn) ; xi( i=1, 2, ⋯ , n) 代表产业集群

中第 i 个企业 ; P 为产业集群 A 中 xi( i=1, 2, ⋯ , n) 企业的

公共属性 , 即为满足特定产业集群的约束条件。我们注意

到 , 任何一种“块状经济”均可用式( 1) 表示 , 所不同的是集

合企业的公共属性。由于公共属性不同 , 形成的集群类型

也不同。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中, 公共属性 P 包含两个层

次的涵义 : ①生产( 包括提供服务) 相同或同类产品、生产

( 包括服务) 同一价值链上的不同产品 ; ②地理集中。根据

这两个属性 , 产业集群的语言描述一定是 : 某地某( 产品名

称) 产业集群 , 如印度的 Tiruppur 针织产业集群、墨西哥的

Leon 制鞋产业集群、浙江义乌的小商品产业集群、福建晋

江的服装产业集群等等。

2 产业集群终级效应、独特优势的集成论

审视

产业集群的效应或说产业集群的优势 , 经济学家从经

济学的角度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实证研究 , 概括地说有以

下几个方面: ①资源优势。包括资源吸引效应、素质提升效

应、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及优化资源配置; ②成本优势。包

括减少信息费用、减低劳动成本、节约流通费用和减少产

品试制费用; ③创新优势。包括创新的激励效应、创新的学

习效应、创新的文化氛围、创新的服务体系以及创新的人

际环境; ④市场优势。包括促进专业市场建设、促进品牌建

设、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 ; ⑤扩张优势。包括横向规模扩

张、纵向规模扩张和整体合力扩张[9]。

产业集群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 是因为它能促

进经济的发展 , 进而促进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在这个

过程中 , 经济发展是根本。产业集群推动经济发展的终极

效应是什么? 或者说, 与其它“块状经济”相比 , 其独特的优

势是什么? 笔者认为是它增强了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吸附

能力 , 尤其是进一步畅通了资源供给、产品需求的通路。为

什么会有这种效应和优势呢? 理论上又如何解释呢? 下面

拟从集成论的角度 , 对此进行分析。

集成论认为 , 在社会系统中, 两个非“超距”( 不是一个

元素直接作用于另一个元素) 集成单元的集合, 必定存在某

种集成内力的作用, 这种内力的大小可用下列公式表示[10]:

F(t)=E(t)
Q1(t)Q2(t)

d2(t)
( 2)

式中 : F(Force)为两个社会系统集成单元之间的集成

内力 ; Q1、Q2(Quality)为分别代表社会系统中两个集成单元

的质量 , 如 : 个体、群体、组织之间不同集成组合中两个元

素的质量 ; d(distance)为社会系统两个集成单元之间的心

理 距 离 ; E(Enviroment coefficient)为 代 表 环 境 系 数 ( E>0) 。

我们假定 : 简单环境 , E=1; 复杂环境 , E<1; 环境越复杂 , E

值越小 ; T(time)为时间参数。与自然系统中的集成元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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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不同 , 在以人为主要构成成分的社会系统中 , 集成元素

的质量、心理距离、环境都是时间的函数 , 从而导致集成内

力也是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在某一个时间点 t0, 上述

变量具有特定的值。

产业集群属于社会系统的一种集成现象 , 根据式( 2) ,

假设: Q(t)代表某企业的质量 , 指企业各种满足规定或潜在

需要的特征和特性的总和 ; q(t)代表集群外某个供方或需

方企业的质量; E(t)=C( 常量) ; d(t)=C( 常量) ; 则在进入产业

集群前 , 该企业与这一供方或需方之间的吸引力 ( 集成内

力) 为:

F1(t)=E(t)
Q(t)q(t)

d2(t)
( 3)

而当该企业与 N- 1 个具有式 1 公共属性 P 的企业集

合成为产业集群时 , 企业对供方或需方的吸引力 ( 集成内

力 ) , 就不再以单个企业的面目出现 , 而是以 N 个企 业 的

集合体出现 , 此时的企业质量为 N 个企业组成的产业集

群的质量 , 即!Qi(t)( i=1, 2, ⋯N。注意: 只有产业集群的企

业质量才具有这种可加性 , 其它“块状经济”中的企业 , 不

具备这种可加性) , 它与质量为 q(t)的集群外集成企业( 供

方或需方) 之间的集成内力 F2(t)为:

F2(t)=E(t)
!Qi(t)q(t)

d(t)2 ( 4)

在 Qi(t)( i=1, 2, ⋯N) 、q(t)为常量时 , 由于!Qi(t)≥Q(t),

可得:

F2(t)≥F1(t) ( 5)

这就是说, 在考虑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具有公共属

性 P 的 N 个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 , 对特定的供方和需方所

产生的吸引力, 要大于企业单独存在时所产生的吸引力。

这一结果是 , 位于产业集群中的企业 , 能以较低的成

本获取其生产所需的各种资源 , 同时 , 可以以较优的价格

与花色品种吸引供应商和消费者, 甚至可以吸引供应商和

中间商在产业集群内设立相关的机构, 从而促使企业的产

供销形成良性循环 , 推动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 产业集群管理问题的引出及管理对策

经济学家讨论问题是以理性的假设为前提的 , 然而 ,

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 , 所谓集群的各种优势只能是一种可

能性 , 而并非是客观必然性。事实上 , 从可能性到必然性的

转化过程非常复杂 , 是否能实现经济学概念中的预期结

果 , 取决于管理。

由式( 4) 可知, 要使所建立的产业集群能够导致企业功

能或效益的非线性增长( 即第一种可能) , 必须做好产业集

群的管理工作。产业集群管理的任务是: 其一, 优化产业集

群的经营环境, 即提高 E(t)值; 其二, 提高集聚企业的整体质

量, 即提高!Qi(t)值; 其三, 缩小产业集群与集群外供、需方

等集成单元的心理距离, 即降低 d(t)值。以下将分别从这 3

个方面来展开论述加强产业集群管理的基本对策。

3.1 提高环境特征值(E(t)↑)的基本点

产业集群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 因此 , 提高产业集群的

环境特征值 , 既要关注它的外部环境 , 也要关注它的内部

环境。

产业集群的环境建设 , 就是要塑造一种稳定、和谐、法

治化、充满活力的环境。为此 , 管理上应注意:

( 1) 制定鼓励产业集群发展的配套政策。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诺恩认为, 正式制度包括政治以及司法规则、经

济规则和合约。正式制度是保证产业集群在法治化轨道上

良好运行的先决条件。政策应该包含在正式制度的范畴

中 , 在缺乏产业集群文化基础的情况下 , 政策由于其硬性

约束和限定等特征 , 使得企业在空间区位上的集聚和发展

成为可能。

( 2) 加强产业集群及其周边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

路、环境保护、水、电、汽、邮、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

( 3) 加强产业集群的服务体系建设。社会化服务体系

由 4 个层次组成: ①各级政府设立的专门为企业提供服务

的咨询、融资机构 , 以及国家和大学为企业技术开发提供

服务的科研机构; ②由行业组织及商会设立的服务机构 ;

③跨行业的专门服务机构 ; ④由多家企业联营的服务机

构。产业集群的发展 , 离不开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撑。

3.2 提高集群企业整体质量(!Qi(t)↑)的基本点

物质有质量 , 个体有质量 , 企业组织同样有质量。企业

质量是指企业各种满足规定或潜在需要的特征和特性的

总和。当企业通过聚合, 形成产业集群 , 其质量特征的外部

表现是整体性的。

产业集群的质量特征 , 分为外在质量特征和内在质量

特征。衡量集群企业整体质量(!Qi(t)), 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考虑:

( 1) 规模。产业集群的规模 , 我们通常可采用单位面积

的企业个数来表示 , 它是产业集群的物理特征指标。

( 2) 行业地位。行业地位反映的是产业集群在相同或

同类产品市场竞争中所处的地位。它通常可以用市场占有

率表示。它是产业集群强度的衡量指标之一。

( 3) 社会形象。产业集群的品牌形象、知名度与美誉度

是产业集群社会形象的表现形式。产业集群应以提高产品

质量、档次为着力点, 努力培育和创立产业集群品牌。

( 4) 核心技术。产业集群的核心技术掌握程度 , 以及对

技术的产品转化能力 , 与其对集群外集成单元的集成内力

呈正相关关系。

( 5) 相对成本优势。相对成本优势体现了产业集群的

市场竞争能力。在产业集群整合阶段 , 主要的竞争策略是

取得相对成本优势。

( 6) 盈利能力。产业集群的盈利能力高 , 会吸引更多的

产品生产企业和相关服务企业 , 以及各种人才、资金等生

产要素的汇聚 , 它对于把产业集群做强、做大 , 意义重大。

( 7) 发展状况。发展现状强劲和发展潜力巨大的企业,

显然具有强的市场吸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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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学习能力。产业集群的学习能力 , 将对产业集群的

技术、制度创新能力 , 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 9) 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实质上就是新知识的创

造及其运用。产业集群新知识的创造及其运用 , 即产业集

群核心竞争力 , 是产业集群重要的内部质量特征之一。

( 10) 创新能力。产业集群只有不断创新 , 才能始终保

持产业集群内部以及产业集群与外部环境的动态平衡, 才

能使产业集群在市场竞争中 ,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 11) 持续合作能力。产业集群是众多企业的集合体 ,

集群用以完成任务的企业合作过程应能维持或提高成员

企业一道工作的能力, 不能合作的集群不会有高的集群绩

效。

在上述质量指标中 , 规模、行业地位、社会形象、核心

技术、相对成本优势、盈利能力、发展状况等描述的是产业

集群的外部质量特征 ; 而学习能 力 、核 心 竞 争 力、创 新 能

力、持续合作能力等 , 描述的则是产业集群的内部质量特

征。

3.3 降低产业集群与集群外集成单元的心理距离(d(t)↓)

的基本点

心理距离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畴 , 指的是人际交往过

程中 , 人与人之间在情感上的契合程度。当我们把这一概

念引申到产业集群与集群外集成单元的环境 , 指的是产业

集群与集群外集成单元之间在情感上的默契程度。

式( 4) 中 , 心理距离对集成内力的影响呈二次方反比 ,

表示心理距离对集成内力的影响程度 , 较质量和环境参数

要大。这是我们在进行产业集群管理时 , 必须予以重视的。

沟通、需求、管理的有效性、文化、空间距离、环境、时间和

心理契约等因素 , 都将影响产业集群与集群外集成单元的

心理距离 , 在产业集群管理中必须予以重视。

4 结束语

以上 , 我 们从 集 成 论 的 角 度 , 对 产 业 集 群 的 概 念 及 其 属

性进行了探讨。从集成单元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力出发 , 解释

了产业集群的终极效应和独特优势 , 并由此引申出产业集群

的管理问题。在此基础上 , 进一步探讨了提高集群企业的质

量 , 简 化集 群 环 境 , 以 及 缩 小产 业 集 群 与 集 群 外 集 成 单 元 之

间心理距离的基本思路和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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