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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发展产业集群品牌是中部地区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的必然选择暎通过对中部地区发展产业集群

品牌的基础条件进行全面的分析棳认为中部地区发展产业集群品牌具有可行性的关键是要扬长补短棳以强

势企业和强势品牌为龙头棳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品牌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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棸暋引言

美国市场营销协会棬斄斖斄棭在棻椆椂棸年将品牌定义

为一种名称暍术语暍标记暍符号或设计棳或是它们的组合

运用棳其目的是借以辨认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

产品或服务棳并使之同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区别开暎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棳品牌不再只是一种产品区别于其

它产品的标志棳其内涵逐步扩展棳除了包含品牌的属性

和利益棳还涉及品牌使用者暍品牌价值暍品牌个性和品

牌文化椈品牌的类型更是由单个企业或产品品牌扩展

到区域性品牌暎产业集群品牌即是把产业集群整体作

为一个品牌来管理经营棳它是现代品牌概念的延伸棳也
是区域品牌的一类具体表现形式暎

产业集群品牌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高级阶段暎产业

集群在我国各个区域迅速发展棳但产业集群和产业集

群品牌在各个区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暎广东省经济贸

易委员会已率先于棽棸棸椀年颁布了暥关于创建区域品牌

的指导意见暦棳具体从区域品牌的形式暍区域品牌的支

撑服务体系暍区域品牌的建设环境和政策措施等方面

引导产业集群品牌建设棳并明确提出首先将暟专业镇暠
的产品统一命名暎广东省的产业集群发展基础相对雄

厚棳这也是我国东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缩影暎我国

发达地区的产业集群经过产业集聚期暍集群形成期暍集
群成长期之后棳已经进入成熟期暎

产业集群对区域竞争力提升的巨大作用已得到证

实暎但相比东部地区棳我国中部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显得落后棳加之中部地区

面临建设国家粮食生产基地暍进一步参与全球价值链

位置的争夺等多重发展要求和压力棳因而中部地区的

产业集群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暎
棻暋产业集群品牌的构建

棻棶棻暋构建产业集群品牌的基础要素

一般认为棳产业集群品牌的发展需要棿个主要要

素椇企业暍政府暍知识产出机构暍中介组织暎具体而言棳
企业是产业集群的主体棳大企业更是产业集群的领导

者暎从产业集群品牌的角度而言棳强势企业品牌一方

面是构成集群品牌的关键因素棳另一方面是集群文化

的引导者椲棻椵暎政府是集群品牌发展的引导者和推动者棳
特别是地方政府在推动本地产业集群品牌发展中棳发
挥着重要作用棳主要体现在政策引导集群品牌发展棳特
别是引导有基础成为产业集群的产业形式棬例如工业

园区棭以集群品牌方式发展暎知识产出机构棬例如高校

和科研院所棭是产业集群的重要参与者棳不仅可以创造

新知识与新技术棳还可以通过教育暍培训以及成果转化

等方式棳有效促进产业集群中知识暍信息暍技术等扩

散椲棽椵暎中介组织是产业集群中不可或缺的机构棳不仅可

以提供信息服务棳促进生产者与市场的互动棳完善集群

网络建设棳还可以通过具有监督职能的中介组织棬例如

公证机构暍仲裁机构暍会计师事务所暍审计事务所等棭加
强产业集群内部的监管椲棾椵暎
棻棶棽暋构建产业集群品牌的模式

现有产业集群的内部网络结构决定了产业集群品

牌的构建模式暎产业集群的内部结构划分标准繁多棳以
内部市场结构作为标准可划分为椀种模式椇轮轴模式暍
多核模式暍网状模式暍混合模式和无形大工厂模式椲棿椵暎轮

轴模式由众多相关中小企业围绕一个特大型成品商形



成棳当这一特大成品商不止一个而是多个时棳就形成了

多核模式暎相对而言棳当这一结构中不存在特大成品商

时棳取而代之是众多相对独立的中小企业间的交叉联

系棳就成为网状模式暎多核模式和网状模式的共存棳即
是混合模式暎而无形大工厂模式较为特殊棳这一类型的

产业集群更像是一条价值链棳其中的企业规模一般较

小暎
由于产业集群模式不同棳构建产业集群品牌的路

径差异巨大暎就我国中部地区而言棳这一地区现有的

产业集群多是包含大型企业或龙头企业的棳而单纯由

中小企业构成的产业集群鲜有出现棳即主要以轮轴模

式暍多核模式和混合模式为主暎基于这种现状棳中部地

区构建产业集群品牌不能采用像前文提到的广东省

暟专业镇暠统一命名的方式棳而应首先在产业集群内吸

纳和发展强势企业或强势品牌棳以强势企业和强势品

牌为龙头构建产业集群品牌暎产业集群品牌内强势企

业和强势品牌的存在棳不仅可以增强产业集群的集聚

效应椲椀椵棳也有助于产业集群品牌的定位暍整合传播和品

牌延伸棳形成产业集群品牌核心竞争力暎
棽暋我国中部地区产业集群品牌的发展基础

棽棶棻暋中部地区的产业集群基础

中部地区的产业集群虽然不及东部地区棳但已具

有相当的规模棬参见表棻棭暎数量上棳根据国家发改委办

公厅暥关于请报送产业集群发展情况的通知暦棬发改办

企业椲棽棸棸椃椵棻椄椃棽号棭中对产业集群的统计棳河南拥有产

业集群棻棿棾个棳湖北拥有产业集群棽棸椂个棳总体在全国

处于中等位置暎质量上棳湖北的产业集群销售收入占

全省的椂棸棩棳居于全国前列椈河南的产业集群销售收入

也占到全省的棾棻棶棽棩棳说明中部地区的产业集群对地

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暎湖北的产业集群利润

占比达到椂椆棶椀棩棳仅次于位于第一的重庆棳说明其经济

效益明显暎但与全国相比棳中部地区产业集群的规模

普遍较小暎湖北椂棿棩的产业集群以及河南椀椆棩的产业

集群销售收入不到棻棸亿元棳而超过椀棸亿元的比例分别

仅有椃棩和椄棩棳不仅与排名前三位的福建棬椂棿棩棭暍广东

棬椀棾棶椀棩棭暍江苏棬椀棻棩棭相距甚远棳而且低于河北暍四川暍
陕西等省暎浙江销售收入椀棸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占

比虽然只有棻棿棶椀棩棳但浙江的产业集群总量椀棻棸个棳销
售收入椀棸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椃棿个棳占比虽低棳但数

量很 多暎根 据 中 国 社 科 院 工 业 经 济 研 究 所 公 布 的

暟棽棸棸椆中国百佳产业集群暠的评选结果棳山西暍河南暍湖
北暍湖南分别有棿个暍棾个暍棽个暍棽个产业集群入选暎由

此可见棳中部地区的产业集群总体呈现出发展快暍效益

高棳但规模小暍知名度低的特点暎
此外棳作为发展产业集群品牌重要基地的产业园棳

尤其是获得国家批准的暍具有巨大发展空间的高新技

术产业园棳中部地区拥有棻椄家棳数量上虽不及东部地

区的棾椆家棳但多于东北地区的棻棻家棳且与西部地区的

棽棸家相当暎但这棻椄家高新技术产业园普遍产业集聚

度不高棳仅武汉的光电子信息产业和长沙的电子信息暍
先进制造业已形成较大规模的产业集群暎因此棳就高

新技术类的产业集群品牌发展而言棳未来可以光电子

信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为突破口暎
表棻暋全国部份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水平 单位椇棩

地区
暋暋暋暋暋产业集群

暋暋暋 暋总量棬个棭
销售收入占

全省棬市棭比重
利润占比

销售收入椉棻棸亿元
集群数量及占比

销售收入棻棸暙椀棸亿元
集群数量及占比

销售收入椀棸亿元以上
集群数量及占比

浙江 椀棻棸 棿椂棶棽棬棽棸棸椀年棭 棴 棽椀棻棬椀棸棶椀棭 棻椄椀棬棾椂棭 椃棿棬棻棿棶椀棭
长三角 江苏 棻椀椀 棿棸 椀棾 棾棬棽棭 椃棾棬棿椃棭 椃椆棬椀棻棭

上海 椂棸
珠三角及福建

广东 棻棽棾棬椂棿棭 棴 棴 棿棬椂棭 棽椂棬棿棸棶椀棭 棾棿棬椀棾棶椀棭
福建 棿椆 椀椆棶棾椀 椀椀棶椀棿 棾棬椂棭 棻椀棬棾棸棭 棾棻棬椂棿棭
北京

环渤海湾地区
天津 棻椃 棴 棴 棻棸棬椀椆棭 棾棬棻椃棶椀棭 棿棬棽棾棶椀棭
河北 棽棾椄 棽椄棶棻 棽棾棶棻 椄椄棬棾椃棭 棻棸椆棬棿椂棭 棿棻棬棻椃棭
山东 棽棽棸 棽椄棶棽 棽椂棶椀 棿椂棬棽棻棭 棻棻棾棬椀棻棭 椂棻棬棽椄棭

东北地区 辽宁 棻棸椀棬棻椆棭 棴 棴 椃棬棾椃棭 椄棬棿棽棭 棿棬棽棻棭
西南地区

四川 棾椆 棻棻棶棽 棻椂棶椄 棻椂棬棿棻棭 棻椃棬棿棾棶椀棭 椂棬棻椀棶椀棭
重庆 棽棾 椄棿 椄椂 棾棬棻棾棭 椆棬棾椆棭 棻棻棬棿椄棭

华中地区
湖北 棽棸椂 椂棸 椂椆棶椀 棻棾棻棬椂棿棭 椂棸棬棽椆棭 棻椀棬椃棭
河南 棻棿棾 棾棻棶棽 棴 椄椀棬椀椆棭 棿椃棬棾棾棭 棻棻棬椄棭

西北地区 陕西 棻棸棾棬棻椆棭 棴 棴 棿棽棬棿棻棭 棾椆棬棾椄棭 棽棽棬棽棻棭
棽棶棽暋中部地区的品牌发展基础

由于品牌自身具有多重维度棳利用面板数据难以测

量棳这里通过分析国家认定的名牌和驰名商标的发展情

况棳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部地区的品牌发展基础暎
从中国名牌与中国驰名商标数量和分布来看棳地

区品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棬参见表棽棭暎无论是

中国名牌还是中国驰名商标棳绝大多数均集中于东部

地区暎中部地区的中国名牌在总量上与西部地区相当棳
且优于东北地区椈但中部地区的中国名牌各省平均拥有

量不仅远远少于东部地区棳甚至少于东北地区暎中部地

暏棿棾暏 科技进步与对策暋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棽棸棻棽年



区的中国驰名商标总量和各省平均拥有量也不及东部

地区棳总体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属于同一层次暎
表棽暋中国名牌和中国驰名商标数量地区分布情况

数量棬个棭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中国名牌 棻棿棸棽 棽棻椄 棻椃棿 棻棻椄
中国名牌各省平均 棻棽椃棶椀 棾椂棶棾 棻椀棶椄 棾椆棶棾
中国驰名商标 椄棸椂 棻椀棾 棻棾棽 椃棾
中国驰名商标各省平均 椃棾棶棾 棽椀棶椀 棻棽 棽棿棶棾

资料来源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暥中国品牌发展报告棬棽棸棸椃棭暦
整理所得

从中国名牌和中国驰名商标在各行业的分布来看棳
品牌行业分布不均衡问题突出棬参见表棾棭暎总体而言棳
纺织服装暍医药保健品和服务类行业品牌经济发展尤其

落后暎无论中国名牌还是中国驰名商标方面棳相比东部

地区棳中部地区的行业相对集中优势均主要体现在食品

土畜行业棳其次为五矿化工行业椈机电产品行业与东部

差距不大椈轻工工艺行业差距较明显椈但医药保健品和

服务类行业发展严重不足棳这虽是各地区的共性问题棳
但其中服务类行业的中国名牌拥有量为棸棳值得注意暎

表棾暋中国名牌和驰名商标在各行业中的分布椲椃椵

地区 机电产品 轻工工艺 五矿化工 食品土畜 纺织服装 医药保健品 服务类

东部 棽椀棶棻 棽棾棶棸 棻椆棶棾 棻椂棶椄 棻椀棶椀 棸棶棽 棸棶棻
中国名牌行业

分布比例棬棩棭
中部 棽棽棶棸 棻棾棶棿 棽棿棶棻 棾棻棶椆 椄棶棽 棸棶棿 棸
西部 棽棾棶棻 棻棽棶椀 棾棸棶棸 棾棸棶椂 棾棶椄 棸 棸
东北 棽棽棶椆 棻棽棶椃 棽椃棶棻 棾棻棶棿 椀棶椆 棸 棸
东部 棻椆棶椂 棽棸棶棾 棻棽棶椆 棻椀棶棾 棻椆棶棽 椂棶棸 椂棶椃

中国驰名商标行业

分布比例棬棩棭
中部 棻棿棶椀 棻棾棶棿 棽棸棶棾 棾棽棶椂 椂棶棿 椄棶椃 棿棶棻
西部 棻椀 棻棸棶椂 棻椃棶椃 棾棽棶椃 棾棶椀 棻椀棶椆 棿棶棿
东北 椄棶棽 椂棶椄 棽棻棶椆 棾棿棶棽 椂棶椄 棻椆棶棽 棽棶椃

资料来源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暥中国品牌发展报告棬棽棸棸椃棭暦整理所得

暋暋按照上述分析棳食品土畜行业是中部地区品牌发
展集中的行业棳这一情况具体还可以从我国农产品地

理标志的地区分布进行分析棬参见表棿棭暎农产品地理

标志与原产地形象密切相连棳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注册暍
保护和运作棳可以极大提升原产地形象棳增强该地区的
吸引力棳更是未来发展产业集群品牌的良好基础暎虽

然农产品地理标志与地区的自然因素密切相关棳即非

人为努力可以获得棳但一个地区申请到的农产品地理

标志数量多棳不仅可以说明这一地区农产品具有竞争

力棳也可以说明该地区具有较好的品牌经营理念暎虽
然总体上中部地区拥有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数量远远低

于东部地区棳也不及西部地区棳仅仅多于东北地区棳但
中部六省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分布较为均衡暎

表棿暋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分布

地区 平均 总数 省份 数量

东部 棻棻棶椆 棻棸椃
山西 椀
安徽 椂

中部 椀棶椄 棾椀 江西 椃
河南 椆
湖北 椂
湖南 棽

西部 椀棶椀 椀椀
东北 棿 椄

资料来源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暥中国品牌发展报告棬棽棸棸椄棴
棽棸棸椆棭暦整理所得棳各地区中不包括椇吉林暍青海暍西藏暍上海和港澳台

地区

从图棻可以看出棳自棽棸棸椂年起棳全国开始了农产品

地理标志的抢注热潮棳中部地区可以顺应潮流棳借此发

掘自身资源棳以农产品地理标志为依托棳为产业集群品

牌发展作准备暎
棽棶棾暋中部地区的企业发展基础

如前文所述棳中部地区发展产业集群品牌应以强

图棻暋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批准时间结构图

资料来源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暥中国品牌发展报告棬棽棸棸椄棴
棽棸棸椆棭暦整理所得暎

势企业做龙头棳且基于发展自有品牌和鼓励自主创新

的考虑棳这里仅就国内大企业进行分析暎一方面棳中国

大企业地域分布不均衡棳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全国范

围棳也出现在中部地区椲椆椵暎我国椀棸棸强企业在中部地区

仅有椀椆家棳其中河南最多棳拥有棻椂家棳江西最少棳仅拥

有椀家暎从行业类型看棳河南制造业强于服务业棳两类

企业数量之比为棻椄椇棾椈山西暍湖北暍湖南和安徽制造业

弱于服务业棳两类企业数量之比分别为椄椇棻棽暍椄椇棻椃暍椆椇
棻棽和椃椇棻棾椈江西制造业和服务业大体相当棳两类企业数

量之比为椆椇椃暎因此棳中部地区属于椀棸棸强的企业服务

业强于制造业棬仅参考两类企业数量棭暎另一方面棳现
阶段我国产业集群分布与国有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棳
两者数量负相关棳且呈现出不均衡的分布态势椲棻棸椵暎产

业集群占比最高的江苏暍山东暍广东暍浙江等省区棳国有

企业占比最少椈中部地区产业集群占比整体处于中游棳
其中国有企业所占比例较高暎因此棳中部地区产业集

群发展过程中棳国有企业不仅占有重要的位置棳而且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棳是现有集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暎综上可知棳中部地区的大型企业总体呈现出国

有企业为主棳服务性企业较强的态势暎

暏椀棾暏暋第棻棿期暋 暋暋暋暋暋暋张司飞椇我国中部地区发展产业集群品牌的可行性与对策



棽棶棿暋中部地区的政府建设基础

使用暟政府竞争力暠评价指标棳相当程度上可以反

映政府的现状暎根据李建平等在暥中国省域经济综合

竞争力发展报告棬棽棸棸椆暙棽棸棻棸棭暦中的分析椲棻棻椵棳政府作用

竞争力棬综合棭暍政府发展经济竞争力暍政府规范和调控

经济竞争力暍政府保障经济竞争力棿项指标排名棳棽棸棸椆

年棳山西暍河南暍湖北暍湖南暍安徽暍江西的政府作用竞争
力棬综合棭分别处于第棻椆暍棻椀暍棻棻暍棻椃暍棻棽暍棻棿位棳政府发展
经济竞争力分别处于棽棽暍棻椀暍棻棿暍棻棸暍椄暍棻棻位棳政府规范
和调控经济竞争力分别处于棻棸暍棻椀暍棻棽暍棻椆暍棽棸暍棽棾位棳政
府保障经济竞争力分别处于棽椀暍棽棸暍棻棿暍棽棾暍棻椀暍椆位棬见
表椀棭暎与全国相比棳总体上看棳中部地区政府作用呈现
竞争力居中暍各有长短的特征暎

表椀暋政府作用竞争力各项指标排位椲棻棻椵

地区指标
山西

棽棸棸椄 棽棸棸椆
安徽

棽棸棸椄 棽棸棸椆
江西

棽棸棸椄 棽棸棸椆
河南

棽棸棸椄 棽棸棸椆
湖北

棽棸棸椄 棽棸棸椆
湖南

棽棸棸椄 棽棸棸椆
政府作用竞争力棬综合棭 棻椆 棽棸 棻椀 棻棽 棻棿 棻棿 棻椃 棻椀 棻棸 棻棻 棻椆 棻椃
政府发展经济竞争力 棽棽 棽棽 椄 椄 棻棾 棻棻 棻棽 棻椀 棻椀 棻棿 棻椂 棻棸
政府规调经济竞争力 棻棿 棻棸 棽棽 棽棸 棽棻 棽棾 棻椄 棻椀 棻棻 棻棽 棻椆 棻椆
政府保障经济竞争力 棽棸 棽椀 棻棽 棻椀 椄 椆 棽棻 棽棸 椆 棻棿 棻椀 棽棾

资料来源椇根据李建平等暥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棬棽棸棸椆暙棽棸棻棸棭暦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棽棶椀暋中部地区的知识生产基础

知识产出机构与知识经济发展相互影响棳采用暟知
识经济竞争力暠评价指标能从综合的角度说明问题暎
此处从李建平等暥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

棬棽棸棸椆暙棽棸棻棸棭暦中选取与产业集群品牌发展密切相关

的椄项指标椲棻棻椵棳即主要涉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识生

产基础棬见表椂棭暎由各项指标在全国的排名可知棳总体

而言棳中部地区具有一定的科技竞争力棳并且在高等院

校方面基础较好暎虽然中部各地区知识经济竞争力总

体发展不均衡棳但各地区均有明显的优势领域暎其中棳
湖北的知识产出基础优势较为明显棳其主要表现在拥

有数量庞大的高校暍专职教师及在校学生棳这一优势资

源不仅能为当地产业集群及产业集群品牌发展提供大

量的人才支持棳还能通过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促进

知识的创造与传播棳进而保证产业集群品牌的不断创

新暎
表椂暋知识经济竞争力各项指标排位

地区指标
山西

棽棸棸椄 棽棸棸椆
安徽

棽棸棸椄 棽棸棸椆
江西

棽棸棸椄 棽棸棸椆
河南

棽棸棸椄 棽棸棸椆
湖北

棽棸棸椄 棽棸棸椆
湖南

棽棸棸椄 棽棸棸椆
科技竞争力棬综合棭 棻椃 棻椄 棻椆 棽棻 棻椀 棻椀 棽棸 棻椆 棻棽 棻棽 棽棻 棻椃
教育经费 棽棸 棽棸 棻棾 棻棾 棻椂 棻椆 椀 椂 棻棽 棻棽 椆 椄
人均教育经费 棻椃 棻椃 棾棸 棽椆 棽棽 棽椂 棽椄 棾棻 棽棾 棽椀 棽棻 棽棿
教育经费增长率 棽椂 棻棽 棻椄 椆 棻棸 棽棾 椄 棻椆 棻棻 棻椃 棻棾 棻椄
高等学校数 棻椃 棻椃 椃 椄 棻棿 棻棿 棻棸 椆 棿 棿 椀 椀
万人高等学校数 棻棻 椆 棻椆 棻椆 棻椂 棻棿 棾棻 棾棻 椆 椄 棻椃 棻椃
万人高等学校学生数 棻椀 棻椂 棽棸 棽棻 棻棸 棻棸 棻椆 棽棸 椀 椀 棻椂 棻椃
万人高等学校教师数 棻棻 棻棻 棽棿 棽棽 棻棸 棻棸 棽椂 棽棿 椃 椃 棻椂 棻椃

资料来源椇根据李建平等暥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棬棽棸棸椆暙棽棸棻棸棭暦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棽棶椂暋中部地区的中介组织发展基础

由于我国总体处于成熟阶段的典型产业集群棳所以

产业集群内部的中介组织建设还很不完善暎在此背景

下棳与东部地区相比棳中部地区产业集群内的中介组织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棳但仍有差距暎受资料限制棳这
里仅以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情况为例棬见表椃棭暎
中部地区的平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东部地区棳与西部地区

相当椈平台设立的资金来源方面棳相比东部地区主要依

靠政府和自筹并举的解决方式棳中部地区的自筹比例偏

高棳而政府和自筹并举的比例偏低棳且完全依靠政府投

入的解决方式更为稀少暎由此可见棳中部地区产业集群

中介组织亟需得到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有效指导暎
棾暋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可知棳我国中部地区已具有发展产业集群品

牌的基础棳但其相对优势和劣势均表现突出暎中部地

区现存的优势主要表现在食品土畜行业暍五矿化工行

业和知识生产基础较好椈劣势主要表现在产业集群规

模及数量有待提高暍强势企业和强势品牌缺乏以及产

业集群中介组织建设严重不足棾个方面暎因此棳中部
地区的产业集群品牌总体发展战略应该是扬长补短棳
以强势企业和强势品牌为龙头棳发展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品牌暎
表椃暋东中西部地区主要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情况 棬棩棭

地区
各地平均拥

有数量棬个棭
设立资金来源比例

完全自筹 完全政府支持 二者皆有

东部 棻棿 棽棻 椄 椂椆
中部 椄 棿棽 棸 椀椃
西部 椄 棾棾 棻棽 椀椀

资料来源椇根据魏江等暥中国产业集群发展报告暦相关数据计算而成

棾棶棻暋选择合适载体棳构建集群品牌

中部各地区政府可以结合各地的优势产业和产业

集群发展情况棳以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品牌为战略指导棳
选择具有良好发展前景或相对优势的产业集群暍工业

园或农产品产区作为产业集群品牌的发展载体暎对于

暏椂棾暏 科技进步与对策暋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棽棸棻棽年



已经成形的产业集群棳或暟专业镇暠和暟块状经济暠地区棳
开展产业集群品牌建设椈对于工业园棳特别是特色化暍
专业化显著的棳以产业集群品牌理念开展建设棳首先实

现工业园向产业集群的转变椈对于产业集聚地区棳加速

引导其集群化建设暎
棾棶棽暋培育强势企业棳引领集群品牌

在已选定的发展产业集群品牌的经济载体内棳视
具体情况培育强势企业暎具体而言棳对于经济载体内

已存在的大企业或大品牌棳要加强引导和培育棳使其不

仅更加壮大棳更要适合该产业集群品牌核心竞争力形

成棳与该产业集群品牌核心竞争力相矛盾的企业或品

牌需要整改棳最终成为发挥龙头作用的强势企业或强

势品牌椈对于不存在大企业或大品牌的经济载体棳要结

合该产业集群品牌发展的需要棳引进大企业或大品牌棳
并使其与载体内各价值链环节有机结合暎
棾棶棾暋深化产学研合作棳生产知识与人才

发挥中部地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棳消除高校

和科研院所暍政府暍企业三者间的合作障碍棳逐步建立

产学研合作机制棳加强技术支持暍技术培训和市场信息

的获取暎具体可通过建立国家或行业暟技术研究推广

中心暠棳企业出资在校建立暟开发研究中心暠棳校企合办

大学科技园棳开展项目暍顾问暍联盟暍人才等全方面合

作棳通过技术市场转让科技成果等多种方式棳强化企业

创新能力棳为产业集群品牌注入生命力暎
棾棶棿暋加强中介组织建设棳服务集群品牌发展

产业集群品牌中的中介组织兼具市场的灵活性与

公共服务性的特点棳既可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暍完善政

府部门职能暍加强企业间交流棳也可有效协调与规范企

业的市场行为暎具体而言棳在构建产业集群品牌的经

济载体内棳一方面要在政府引导和企业暍高校共同参与

的基础上棳增加中介组织数量棳特别是增加产业集群品

牌培育迫切需要的中介组织椈另一方面棳中介组织的运

营资金来源要多元化棳即增加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棳并
进一步扩大企业自筹资金的规模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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