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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来发展当地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发展

战略之一。其中，通过吸引制造业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FDI）在当地设厂来发展地方产业集群，进而发

展地方经济的做法更被认为是理想的战略选择。通过上海安亭汽车城汽车制造产业集群发展的案例研究，

分析和总结了由制造业跨国公司设厂而形成的地方产业集群的特征，为该类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

提供了背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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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作为具有高效率和高创新

性的产业组织方式，已引起了学术界与决策部门的普遍关

注。但是，由于产业集群的产生具有自发的性质，政府在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作用有限，于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工作

重点放在了吸引制造业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FDI）上，希

望通过跨国公司在当地设厂来发展地方产业集群，进而发

展地方经济。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群的规划和发展有其

自身的规律，本文试图通过上海安亭汽车制造产业集群发

展的案例研究，总结该类产业集群的特征，为进一步的发

展战略和政策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产业集群和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群的

研究综述 

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产业形成相互联系的公司或

机构在地理位置上的聚集［1］。当前对相关企业或组织在某

一特定区域的集聚现象的研究是在不同的概念和框架下进

行的，涉及众多学科：经济地理、产业经济、组织理论和

战略管理等。波特［2］认为，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当地企业之

间的竞争、当地的要素条件、需求状况以及设备和服务的

供给状况紧密相关。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跨国公司不仅参与了集群的区域创新网络，而且通过

自身的全球网络组织为集群与外界的联系架起了一座桥

梁，成为连接经济全球化与集群的纽带［3］。 

产业集群的知识和信息来源渠道是产业集群研究的重

要内容，这也是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群的特征来源之一。

产业集群本地化的优势体现在知识的传播和创新上—企业

在地理上的集聚和面对面的接触可以构建良好的产业信息

和产业灵感环境，从而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4］。相关企

业的地理集聚创造了一种特殊的信息和交流环境生态，这种

生态被称为“喧闹声（noise）” ［5］或“嗡嗡声(buzz)” ［6］。

事实上，对因信息和知识共享而带来竞争优势的研究，最早

可以追溯到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产业空气”（industrial 

atmosphere）［7］。但是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如果仅仅依赖当地

的知识积累，这显然不能发挥产业集群发展的潜能，并且如

果本地联系的排他性进一步强化，会导致一种低效的“锁定

效应”（lock-in）,产生“过分根植性”（overembeddedness）
［8］，使得集群内的企业会忽略集群外技术的新发展和降低创

新能力。近年来，对产业集群内组织的外部联系的研究取得

了一些进展。 

学者 Owen-Smith 和 Powell 在研究美国波士顿生物技

术集群时，重点研究了知识型、技术型产业集群中知识和

创新技术的来源问题，他们使用了“管道”（pipelines）一

词来指称产业集群内组织与远距离外部单位进行互动时的

渠道［9］（Owen-Smith and Powel 2004）。他们的实证研究

发现，虽然区域内的知识溢出效果比跨越区域的明显，但

是这并不能说明外部管道不重要。恰恰相反，关键性和重

大的（nonincremental）创新知识常常是通过外部管道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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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的，而不是在当地通过“嗡嗡声”产生的。这些

管道其实就是集群内单位与区域外和国际的企业或组织建

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和产业集群内

的子公司之间的知识管道是产业集群知识优势的重要保

证。 

在这一方面，Depner 和 Bathelt 研究了上海汽车产业集

群和德国的关系问题［10］；Ivarsson 和 Alvstam 通过 AB 

Volvo 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

转移的作用［11］；Zhao 等研究了我国汽车产业中合资企业

在双重网络（Dual networks）中扮演的角色［12］。上述 3 个

研究都对跨国汽车公司对东道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作用机理

作了部分探讨。 

2 上海安亭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 

安亭镇位于上海的西北郊，原来的工业基础薄弱。1985 
 
年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成立促进了当地汽车制造产业

集群的发展。上海大众由中德双方共同投资，投资比例各占

50%，大众公司是著名的汽车制造跨国公司。根据 1985 年签

署的合资协议，上海大众的合营期限为 25 年。2002 年 4 月

12 日，中德双方在德国狼堡又举行了上海大众合营合同延长

20 年的协议签约仪式。上海大众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了包

括 3 个汽车生产厂和 2 个发动机厂区的五大生产区域，年生

产能力达到 30 万辆各类轿车和发动机。上海大众已发展成

为我国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轿车生产基地。 

伴随着跨国公司大众公司在上海安亭设立汽车装配

厂，在安亭以及周边的嘉定等其它乡镇，以及长三角地区

形成了汽车零部件生产的产业集聚带。由于本文的研究重

点放在镇和开发区一级的产业集群层面上，所以下文的研

究以安亭镇的汽车制造相关企业为主。安亭镇与汽车相关

的骨干企业状况见表 1。 

我们可以看出，自从跨国合资轿车整车企业—上海大

众落户安亭后，陆续有与之配套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在安亭 

表 1 安亭镇主要相关企业 

企业名称 产品 产权性质 成立时间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子品牌整车 合资（跨国公司参与） 1985 

上海弘安汽车配件厂 
发动机进气歧管总成、推杆接头、软管支架

等；外协加工曲轴、缸体等发动机零部件 
内资 1985 

上海众达汽车冲压件有限公司 车身小冲件和部分中冲件 内资 1987 

上海红湖消声器厂 排气管、消声器和净化器 内资 1988 

上海永红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滤清器 内资 1992 

上海同舟焊接厂 车身小总成件 内资 1993 

上海延锋伟世通汽车饰件（上海）有限公司 
座舱系统、内饰系统、外饰系统、座椅系统、

方向盘、遮阳板及内饰电子产品 
合资（跨国公司参与） 1994 

德尔福派克电气系统有限公司 
电子电气分配系统，连接器系统和车身安全

及机械电子系统 
合资（跨国公司参与） 1995 

上海科世达-华阳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汽车电器开关 合资（跨国公司参与） 1995 

福耀集团（上海）汽车玻璃有限公司 汽车玻璃 内资 2003 

资料来源：作者调研整理

设厂。总体来讲，安亭汽车零部件和配套企业的发展可以分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内资企业；第二阶段是 1994

年以后跨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开始在安亭建合资工厂，近距离

地为上海大众提供配套服务。在进行上海大众合资谈判的时

候，我国政府就有“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所以合同规定

了较为明确的国产化率时间表。像大众这样的跨国公司，在

国际市场上一直都有相对固定的零部件供应商，但是上海市

开始几年的零部件需求规模不足以支撑其主要的供应商跟

进中国设厂，而根据当时的中国汽车产业工业基础，将剩余

零部件出口也是不可行的。所以，最初几年安亭汽车产业集

群内的配套企业都是内资企业。1992 年上海大众的轿车产量

为 65 000 辆，1994 年超过了 10 万辆大关，而且处于快速发

展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 1994 年和 1995 年相继有 3 家世界

著名的汽车零部件跨国公司在安亭设厂，使得安亭汽车制造

产业集群的企业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出于全球质量统一和品牌形象的考虑，大众公司对国

产化零件制定了严格的质量标准。高规格的质量和国产化

政策的结合促进了上海大众和内资零部件配套企业之间的

合作—上海大众对配套企业提供技术上的帮助。供需双方

频繁的互动关系使得设在上海大众周边的配套企业获得了

更好的学习和提高机会，产品质量得到快速提升，达到了

大众汽车配套的要求。表 1 中所列的内资企业都达到了与

上海大众配套的技术和生产能力。 

自汽车零部件生产跨国公司在安亭设厂之后，当地产

业集群内配套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有了质的飞

跃。目前，上海安亭汽车制造产业集群的结构可以用图 1

进行简单的说明。有跨国公司控股或参与的合资零部件配

套企业和内资企业共同为上海大众实施配套，当然外商独

资企业也在为上海大众配套。这样，本地化的交流学习可

以提高本地企业的知识和技术水平，各个合资公司通过各

自的母公司获得国际先进技术和知识。先进的知识、技术

和人才在产业集群地的集聚也可以促进技术的创新，并提

升整个产业集群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安亭汽车产业集群能够保持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其外部知识联系管道的存在，这些知识管道为集群导

入了先进的创新技术最新知识和完善的服务。 

3 安亭汽车产业集群不同于传统产业集群

的特点 

上海安亭汽车制造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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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上海安亭汽车产业集群的结构和外部联系 

的由跨国制造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设厂，从而引导当地相关

产业发展的例子。当然，由于当时我国处在由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使得该案例有了不同于世界一

般发展中国家的自身特点。下面我们就该产业集群与传统

产业集群的不同特点做具体分析。 

3.1 安亭的案例不支持波特的钻石模型 

我们在综述中提到波特的观点。他认为，产业集群的发

展与当地企业之间的竞争、当地的要素条件、需求状况以及

设备和服务的供给状况紧密相关，即钻石模型；当地企业之

间的竞争越激烈，产业集群的市场竞争力越强。围绕跨国公

司生产分支机构形成的地方产业集群并不支持波特的国家

竞争优势钻石模型，因为该类产业集群往往只有一家总装企

业(如上海大众)，区域内同类企业的竞争并不激烈。 

波特关于集群的研究只考虑了集群由一群地域相近的

企业组成，基于钻石要素的构成理论，应该没有核心企业，

然而实际上集群也可能为一家或几家大公司所主导。前者

是一种对称性结构，在钻石模型中集群就有这种属性；后

者是一种非对称性结构，核心企业占据领导地位，有目的

地推动组织的共同演化和溢出效应的产生。 

3.2 跨国公司对当地产业集群发展的作用 

跨国制造业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设厂，其对当地产业集

群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跨国公司的设厂行为直

接催生了相关产业集群的产生，之后跨国公司对当地产业

集群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的溢出、产业相关专业人才的

吸引和专业人才市场的形成，还有相关基础设施和专业服

务机构的建立为相关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上海

大众在安亭设厂后，由于合资企业工资待遇好，吸引了全

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汽车相关人才向上海汇聚，许多高校

也增设了与汽车制造相关的专业，培养了众多后备力量。

现在，围绕安亭汽车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汽车

制造相关人才市场。另外，像总投资近 10 亿元人民币的国

内唯一的轿车专用试车场——上海大众试车场等基础设施

的建立为新企业的设立提供了良好的产业设施条件。 

跨国公司对当地企业的技术转移，主要是通过对供应

商的后向联系（backward linkages）来实现的，即对供应商

的技术帮助。地理集聚有助于知识和技术的转移。类似的

案例研究表明，产业集群内的零部件配套企业受到跨国公

司技术帮助的比例要比产业集群外的零部件企业高得多
［11］。跨国整车企业对产业集群内配套企业的“偏爱”，有

助于提升配套企业的学习和技术竞争力的提升。 

3.3 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群的知识源和外部联系 

与传统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主要源于地区的“根植性”

不同，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群的知识源和创新不仅来源

于本地网络，而且来源于外部的国际化联系。产业集群的

形成不仅是自发演化的过程，同时也存在积极的外力推动

作用，外界联系及知识流与地方内部知识流共同成为集群

发展的动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类产业集群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Humphrey 和 Schmitz［13］强调了外部的

技术联系对本地化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作用—加入全球价

值链有助于地方产业集群的持续升级。正如图 1 所示，在

上海安亭的汽车制造产业集群中，整车厂上海大众与母公

司德国大众有知识联系管道，可以不断地进行技术和知识

的交流，向集群导入最新的整车设计、制造理念和方法；

产业集群内的合资零部件企业，像德尔福派克电气系统有

限公司、上海延锋伟世通汽车饰件（上海）有限公司等与

跨国公司德尔福、伟世通的知识交流管道也是畅通的。如

此，可以动态地保持上海安亭汽车制造产业集群在汽车总

体制造知识和制造技术上的先进性，以至在与国际上其它

地方的汽车制造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中不至于落后太多。 

产业集群边界 

说明：图中黑点代表产业集群内的内资企业或内资产权，五角星代表跨国公司或跨国公司产权；单

箭头线代表产业集群内的供货方向；实双箭头线代表产业集群内组织与外部跨国公司母公司的知识

沟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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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该类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可以规划的 

与一般的产业集群相比，围绕跨国公司生产分支机构

产生的地方产业集群更具有“可规划”的特征，政府的作

用更大一些，在计划能力较强的强势政府作用下情况下更

是如此。就以安亭汽车产业集群为例，跨国公司的选址能

决定产业集群的地理定位，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跨国

公司的具体选址都是可以计划的。对产业集群发展的人为

计划和控制还体现在政策制订上，例如中央政府的国产化

率比例控制促进了本地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发展，在逐步放

开规制后催生了一批中外合资零部件企业的发展。地方政

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管理和企业服务

方面，像产业集群用地规模的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

地方产业集群发展的规模。 

3.5 当地产业集群的发展对跨国公司的反作用 

地方产业集群反过来也会促进跨国公司自身的发展。

对于全球布局的跨国公司而言，它不仅仅从母国的产业集

群中获取竞争优势，而且从分公司所属国的产业集群中获

取优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更多是以搜寻知识或战略

资产为目的，试图通过进入当地知识集群来增加其知识基

础。换言之，跨国公司的知识来源是世界各地分公司知识

的汇总，有创新活力的地方产业集群是跨国公司获取知识

的重要场所。由汽车制造产业跨国公司在安亭镇的集聚所

产生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同样会对德国大众本部的发展起

到促进作用。 

此外，就安亭的案例而言，当地汽车制造产业集群的

发展，尤其是汽车零部件产业（包括二级以上供应商）的

发展促进了跨国公司在集群内设立分厂的制造成本的降

低、生产质量的提高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促进了跨国公

司在当地的投资追加，进一步强化了产业集群区域的集聚

效应。汽车制造业的高专用性资产投资使汽车产业集群一

旦形成，便具有长久性特征，世界上著名的汽车城像底特

律、丰田城等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明证。所以，

汽车制造跨国公司和本地产业集群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发展

过程。 

4 结论 

传统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集聚研究大都集中在中小企业

的竞争力和运作方面，对跨国公司和其它大型企业在发展

中国家形成产业集群和产业集聚形成中的作用没有得到足

够的重视。事实上，围绕跨国公司生产分支机构形成的地

方产业集群是一种特殊的产业集群。该类产业集群具有一

定的“可规划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因其天生的外

部联系优势更具市场生命力；跨国公司和地方产业集群的

关系是互动的。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就是其在世界各地的

产业集群之间进行的选择性布局。在没有现成产业集群的

情况下，跨国制造企业或出于利用劳动力或出于占领当地

市场的目的在发展中国家设厂，其对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

的发展极其关键。由跨国公司投资设厂而产生的当地产业

集群的发展与当地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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