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产业集群在世界范围的蓬勃发展及其在资源和市场

上展开的争夺，使集群竞争已开始代替企业竞争成为市场

竞争的主要形式，集群竞争力的研究也逐渐成为集群研究

的一个重点。而对集群竞争力的评价作为集群竞争力从理

论探讨到实践应用的关键转变，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

关注。 在国外，集群竞争力评价研究主要有Porter的“钻石

模 型”［1］、Edward W.Hill，John F.Brenan的 改 良 的 钻 石 模 型

［2］、Pietrobelli的六因素 （含14个评价指标） 评价模型 ［3］和

Padmore，Gibson的GEM模型［4］。 在国内，曾路、骆文达［5］、肖

家祥、黎志成 ［6］、梁宏、姜振寰 ［7］等学者则同不同角度对集

群竞争力进行了研究。 在上述研究中，GEM模型发展得最

为完善和科学，其通过构建相互关联的因素对，运用数学

方法使竞争力水平得到量化，将评价的立足点真正放在集

群竞争力上，使模型较为直观、方便，更具可操作性，已成

为量化评价集群竞争力的有力工具。但无论是GEM模型或

是以上其它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如钻石模型忽略外部

市场对集群竞争力的作用和影响，将政府看作外生变量来

处理，与集群发展的实际不相符合；改良的钻石模型则倾

向于评价集群中主导产业的竞争力，而非集群本身的竞争

力，Pietrobelli的评价模型指标少，不够全面。 同时，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以上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忽略了政府政策和

社会环境对集群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对二者作用的反映明

显不足。实际上，从集群发展现实来看，无论是政府政策或

是社会环境，对集群竞争力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8、9］。 因此，

鉴于GEM模型的量化性、直观性和方便性以及当前研究的

不足，本文拟在GEM模型基础上，对其进行扩展和改进。将

政府政策和社会环境作为“因素对Ⅳ”———环境（Surround-
ings）加 入到GEM模 型 中，扩 展 为GEMS模 型，以弥 补GEM
模型的不足。 同时，在GEMS模型的基础上，对影响集群竞

争力的4个因素对的八大因素分别设置相应的二级评价指

标，并通过调查问卷确定指标的权重，建立较为完善的集

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价集群竞争力。

1 GEM模型介绍

GEM模型包括3对六大因素：“资源”和“设施”合称为

“因素对I”———基础 （Groundings），“供应商和相关辅助行

业”和“公司的结构、战略和竞争”合称为“因 素 对II”———
企业（Enterprises），“本地市场”和“外地市场”合称为“因素

对III”———市场（Markets）。 而GEM模型是这三个“因素对”
名称第一个字母的缩写。 GEM模型评价集群竞争力，是通

过对影响集群竞争力的各个因素的量化进行的。量化过程

分三步［4］：
第一步，对影响集群竞争力的6个因素赋值，每个因素

可赋值1～10分。 每个分值代表不同的意义。
第二步，进行“因素对”计算和转换，计算“因素对”分

值。 “因素对i”分值＝（D2i－1＋D2i） ／ 2，i＝1，2，3。
D2i－1，D2i表示各个因素的得分，它们所代表的“因素对”

是两个可以相互替代的因素（或者基本上可以相互替代）。
第三步，计算“集群线性分值”和最终结果。 集群线性

分值＝∏i＝1，3（因素对分值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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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做两次转换。第一次转换是将集群线性分值转换

为各个“因素对”分值相乘；第二次转换只是一个比例上的

转换， 目的是使最后得分的满分为1 000。 其量化表达式

为：
GEM＝2.5［∏i＝1，3（D2i－1＋D2i）］2 ／3

通过对GEM最终得分的分析，可对一个集群的竞争力

作出较为合理的评价。

2 GEMS集群竞争力评价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分析，以GEM模型为基础，对其进行扩展和

改进。 在其因素对中，加入政府政策、社会环境二因素，作

为“因素对Ⅳ”———环境（Surroundings），从而构建出有4个

因素对的GEMS模型。 以此为基础，对8个影响因素分别设

定二级评价指标并确定其权重，通过评分、量化，对集群竞

争力进行评价，步骤如下：
2.1 GEMS模型因素对构建

GEMS模型包括4对八大因素（见图1）：“因素对I”———
基础（Groundings），主要指集群的生产供给因素，为集群内

企业的生产提供基本的支持，包括“资源”、“设施”；“因素

对II”———企业（Enterprises），主要指集群的构成和关联因

素，是构成集群的基本单元，决定着集群的生产效率和竞

争力，包括“供应商和相关辅助行业”、“公司的结构、战略

和竞争”；“因素对III”———市场（Markets），主要指集群的市

场需求因素，是集群竞争力的最终体现，包括“本地市场”、
“外地市场”；“因素对Ⅳ”———环境（Surroundings），主要指

集群所处的环境因素， 影响着集群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

升，包括“政府政策”、“社会环境”。

辅

图1 GEMS模型

集群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八大因素。 其中，“公司的结

构、战略和竞争”是集群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是集群竞争力

的核心来源，也是集群竞争优势所在。 “资源”、“设施”、“供

应商和相关辅助行业”、“政府政策”、“社会环境”是集群竞

争力的辅助要素，是集群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资源”、“设

施”为集群的形成奠定基础，有利于集群发展，增强集群竞

争优势；“供应商和相关辅助行业”、“政府政策”、“社会环

境”则有利于集群完善和发展，进一步提高集群竞争力。而

“本地市场”、“外地市场” 则是集群竞争力的最终体现，是

集群发展的助推器，集群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最终通过市

场表现出来。 影响集群竞争力的8个因素与集群竞争力的

关系，如图2所示。

辅

图2 产业集群竞争力影响因素及竞争力形成过程

2.2 GEMS模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GEMS模型因素对只包括影响集群竞争力的八大重要

因素，其对集群竞争力的影响大小需通过对各因素设定二

级评价指标进行测量，以构建出完善的集群竞争力评价指

标体系。 根据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时应遵循的完备性原则

（指标适当且全面）、结构层次原则（指标体系呈现结构层

次性）、指导性原则和可行性原则，以指标的可测性、关联

性、可比性为选取条件，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和对产业集

群实际调研基础上， 对GEMS模型中各因素分别设定二级

评价指标。 共设定评价指标38个，构建出最上层是竞争力

综合评价层，中间是集群竞争力因素层，最底层是指标层，
具有层次分明、组合有序的GEMS模型评价指标体系（见图

3）。
“资源”指一国或一定地区内拥有的物力、财力、人力

等各种物质要素的总和，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森林、矿藏、
优越地理位置等）和社会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等）。 因

此针对以上因素，设定物质资源规模、人力资源规模、技术

资源规模、资本资源规模和地理位置5个评价指标。
“设施”包括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是企业开展经营活

动的基本条件。基础设施主要指道路、港口、管道和通信等

设施；制度安排则主要包括法律法规、金融货币政策、居住

环境、行业协会、中介等。 完善的设施可以吸引资金，促进

集群发展。 基于以上考虑，设定交通、通信设施、生活基础

设施、科研基础设施、金融机构和行业协会、中介机构5个

评价指标。
“供应商和相关辅助产业”是指与集群关联度较高，为

集群提供中间产品或其它服务的行业。集群内众多的供应

商和相关辅助行业的聚集， 有利于买卖双方取得相互信

任，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降低交 易 成 本；同 时 可 完善 产 业

链，增强分工协作能力，发挥网络效应，增强集群竞争力。
根据以上情况，设定与本地供应商的合作、零部件企业化

程度、相关行业配套程度、主要原材料、辅助材料、生产设

备6个评价指标。
“企业的结构，战略和竞争”是指集群内企业的数量和

规模。集群内企业的数量、规模、生产合作方式、产权结构、
创新能力、管理模式和企业家的创业精神等因素，决定了

整个集群的战略发展方向和竞争力。合理的企业数量和规

模，高效的分工协作机制，可有效发挥集群的集聚效应和

规模效应。而集群的总体管理水平、产权结构、企业创新能

力、企业家精神等因素，将影响集群发展速度和竞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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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GEMS评价指标体系

提升。 根据以上情况，设定产权结构、企业规模、企业战略

发展规划、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家精神和集群内企业竞争

合作程度共6个评价指标。
“本地市场”一般指当地市场或本国市场。 市场份额、

增长前景、市场营销能力、应变能力、需求的独特性等都会

影响到集群的发展和竞争力。 因此设定市场份额、市场前

景、市场营销能力和市场应变能力4个评价指标。
“外部市场”一般指国际市场。 国际市场份额、市场规

模、增长前景、市场进入障碍和国际市场营销能力会影响

到集群竞争力的提高，因此设定国际市场份额、国际市场

前景、 国际市场进入障碍和国际市场营销能力4个评价指

标。
“政府政策”指当地政府所实行的行政制度、对产业集

群的支持政策、产业规划和市场管理等，对集群的发展和

竞争力的提高发挥着较为关键的支撑作用。因此设定行政

制度、产业政策、产业规划和市场管理4个评价指标。
“社会环境”是指集群发展所处区域的综合发展环境，

包括当地经济状况、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经商传统、创业文

化以及集群形成发展中基于本地根植性而形成的社会网

络关系。 以上因素对集群的孕育发展具有较为重要的影

响，可以使集群内企业增强信任，降低交易成本，获得发展

所需的资源。因此设定本地经济状况、社会网络关系、创业

文化和人文环境4个评价指标。
2.3 GEMS模型二级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设定二级评价指标后，由于各指标对影响因素的重要

性不同，因此要分别确定其在各因素中所占的权重。 笔者

通过对18名专家和学者、集群内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行业

协会人员的问卷调查，两两比较评价指标的重要性，运用

层次分析法（AHP法）加权平均计算，建立比较矩阵，根据

一致性检验（CR=
CI
RI

<0.1），分别确定了二级评价指标的权

重（见图3）。
2.4 GEMS模型的量化

GEMS模型评价集群竞争力同GEM模型一样， 都是通

过对影响集群竞争力的各个因素的量化来进行的。量化的

结果不但有利于了解单个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同时也易于

在相似集群中进行比较研究。 量化过程分四步 ［4］：
第一步， 对影响集群竞争力的8个因素下的38个指标

赋值。 每个评价指标可赋值1～10分，各分值表示的意义见

表1。
表1 评价指标赋值等级表

分值 10 9 8 7 6 5 4 3 2 1

分值

意义

非常

优秀
优秀 良好 不错 及格

适当

及格

水平

有限

水平很

有限

水平

较差
很差

10分———具有世界级的竞争力，在全世界范围来说数

一数二；9分———具有世界级的竞争力，在全世界范围内排

名在前五名内；8分———具有本国范围内独一无二的优势；
7分———具有本国范围内的竞争优势；6分———具有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的实力，但没有竞争优势；5分———具有与全国

平均水平相当的实力；4分———具有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的实力；3分———与全国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

可能影响到整个集群的发展；2分———离全国平均水平有

较大距离，这种差距造成的影响已经显现；1分———离全国

平均水平较大距离， 这种差距已经严重阻碍了集群的发

展。
赋值过程，是一个建立在评分者对相应标杆有充分了

解基础上的主观评定过程。这些标杆信息可以从各种信息

渠道，如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等收集到。
第二步，分别将各因素下评价指标所得分数乘以其相

应所占权重，然后相加，得出8个因素的得分。 每个因素的

得分同上述一样，经加权后在1～10分之间。
第三步，进行“因素对”计算和转换，计算4个“因素对”

刘国新，闫俊周：评价产业集群竞争力的 GEMS 模型构建研究 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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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EMSModel to Evaluat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ndustrial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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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overnment policy and society surroundings have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to industrial clusters' competitiveness， but
was ignored in research. The paper based on the GEM model，takes the government policy and society surroundings as factors
pair Ⅳ , and as surroundings appended to GEM model，it extends it as GEMS model，establishes its Factor Pair，moreover，
establishes second class evaluation index for every factor and make certain its weight，and constructs GEMS mode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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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因素对i”分值＝（D2i－1＋D2i） ／ 2，i＝1，2，3，4。
D2i－1，D2i表示各个因素的得分，它们所代表的“因素对”

是两个可以相互替代的因素（或者基本上可以相互替代）。
如优良的“设施”可以弥补企业集群“资源”的缺乏，潜力广

阔的“外地市场”能够弥补“本地市场”需求的不足，而优良

的“供应商和相关辅助产业”也能帮助以大量小规模企业

为主的集群取得成功。
第四步，计算“集群线性分值”和最终结果。 集群线性

分值＝∏i＝1，4（因素对分值i）。
最后做两次转换。第一次转换是将集群线性分值转换

为各个“因素对”分值相乘。这种转换表明各个“因素对”之

间存在相互影响，这就是说只要有一个或者两个“因素对

分值”较低，就有可能使集群竞争力最终的分值较低，集群

竞争力是各个“因素对”的乘法综合。第二次转换只是一个

比例上的转换，目的是使最后得分的满分为1 000。 因此，
GEMS模型集群竞争力的量化表达式为：

GEM＝2.5［∏i＝1，4（D2i－1＋D2i）］1 ／2

如果一个集群在8个因素上的得分都为5分左右（达到

平均水平），那么它的GEMS得分为250左右，说明此产业集

群的竞争力达到国内平均水平；而当8个因素的得分达到8
分左右（在本国范围内有很强的优势），那么它的GEMS得

分将在640左右， 说明此产业集群竞争力在国内来说是相

当高的；如果所有因素的得分都接近10分，那么此产业集

群竞争力的GEMS得分会接近1 000，说明此产业集群的竞

争力有可能是世界级的。

3 结论

本文以GEM模型为基础，将政府政策、社会环境二因

素作为“因素对Ⅳ”———环境（Surroundings）加入GEM模型

中，构建了GEMS模型因素对。 对GEMS因素对中各因素分

别设定二级评价指标并确定了其权重，构建出较为完善的

GEMS模型评价指标体系，拓展了GEM模型，提出了产业集

群竞争力评价的新方法，使产业集群竞争力的评价更为全

面和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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