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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研究

王启万，王兴元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有助于地方政府和企业创建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牌。

本文运用文献法、焦点小组访谈、实证研究逐级递进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由８个类别和３３个关键要素构
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并验证了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其中，品牌宏观要素、品牌产业要

素、品牌资源要素、品牌支持要素正向影响品牌集群要素，品牌宏观要素、品牌产业要素、品牌集群要素正向

影响品牌企业要素，品牌企业要素正向影响品牌市场要素，而品牌竞争要素与品牌企业要素呈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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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０年９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决定》，明确提出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成为

我国的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要求各地方政府在

“十二五”期间，结合自身条件选择和培育战略性

新兴产业，并使其规模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

自此，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

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国外学者关于新兴产业的理论研究，始于

ＶａｎｄｅＶｅｎ等从产业发展周期理论角度对其产生
和发展的分析［１］。之后，Ａｌｄｒｉｃｈ等提出新兴产业
应该借助传统产业的优势，将新技术与传统产业

结合起来，不断裂变与繁殖，形成规模化集群［２］。

Ｇｏｌｇｆａｒｂ等强调投资者行为对新兴行业发展的促
进作用［３］。Ｋｈｅｓｓｉｎａ等则强调了高新技术在新兴
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扩散和辐射作用［４］。这些成

果为新兴产业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理论基础，但

Ｅｄｍｏｎｄｓｏｎ认为这只是初期的、不成熟的，需要大
量的实证研究和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设性意

见［５］。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选择、培育等方面。在选择进入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国家政策和地区经济

发展特征与水平［６］，以及与传统产业的耦合度

等［７］；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要重视顶层

设计、体制机制、融资渠道、重大科技项目、新兴产

业链［８］，还有产业整体涌现性［９］等。这些研究为

政府和企业提供了发展思路与对策，但大多是宏

观的、政策性的、方向性的，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本质特征、形成机理、成长机制等方面仍然需要

进一步研究。

因此，为探寻战略型新兴产业集群化、品牌化

发展的内在机理，本研究从品牌生态视角对战略

性新兴产业进行研究，运用品牌生态系统理论及

方法构建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

统”，并分析其构成要素、相互关系等，目的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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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和企业创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牌、形

成集聚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关于品牌生态系统的研究，始于美国著名品

牌专家Ｌｙｎｎ，他将品牌看成“复杂的生物”，认为
品牌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生态行为的特点［１０］，而

Ｗｉｎｋｌｅｒ教授于１９９９年在《快速建立品牌》一书
中则讨论了“品牌生态环境”问题［１１］，此外，Ｎｉｃｋ
ｅｒｓｏｎ、Ｈａｎｎａｎ等也探讨了品牌的生态学特
征［１２，１３］，这些研究奠定了品牌生态的理论基础。

作为品牌生态理论的重要理论之一，品牌生态系

统是指品牌及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相关环境复合而

成的商业生态系统，包含品牌及拥有企业、营销系

统、顾客及外部环境等相关要素［１４］。之后，黄喜

忠等将品牌生态系统理论应用到产业集群的研究

中，认为产业集群内的品牌由个体到群落会逐渐

形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１５］，李明武则发现产业

集群与其品牌生态之间存在协同进化关系，产业

集群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品牌生态系统从低级向

高级不断演化的过程［１６］。这些研究表明将品牌

生态系统理论应用到产业集群品牌研究中是可

行的。

作为产业集群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必然产

物［１７］，产业集群品牌是将集群内部所有品牌看成

一个整体品牌（如米兰时装、温州皮具等）。王缉

慈等最早提出了“集群品牌”概念，他倡导采用

“区位品牌”、“企业群共同品牌”、“企业群品

牌”、“整体品牌”等概念术语命名产业集群品

牌［１８］。夏曾玉等则采用了“区域品牌”这一术语

对区域产业整体品牌进行了理论探讨［１９］。之后，

学者们在集群品牌创建、集群品牌效应等方面进

行了研究，但尚未发现关于“集群品牌生态系统”

方面的研究。由于集群品牌是将产业集群内部所

有品牌看成一个整体品牌，所以除了王兴元在

“个体名牌生态系统”中所指出的“政府、社会、自

然、投资者、资产所有者、行业协会、供应商、名牌

企业、储运机构、中间商、直接顾客和竞争组织”

等［１４］要素之外，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还应包括金融

机构［２０］、教育机构、集群、群内企业等要素。综合

以上分析，参照王兴元所建立的“品牌生态系统

模型”，本研究设计出“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模型”，

如图１所示。
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为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图１　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模型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Ｂｒａｎｄ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ｂｒａｎｄｓ

群品牌生态系统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一框架

下，运用文献法检索大量的研究文献，提取词条信

息，并进行筛选、合并，然后运用焦点小组访谈法

进行归纳、归类，并对其内部关系进行初步的判

断，最后通过实证研究验证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

通过质性研究（文献法、焦点小组访谈）和实证研

究相结合的方法，可以使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

牌生态系统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

性与科学性，所得结论将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

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２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
统构成要素文献法与焦点小组研究

２．１　文献法研究
本研究进行文献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查阅大

量的文献资料，找出相关词条，为下一步焦点小组

访谈提供资料。根据王兴元的研究结果，所有与

品牌有关联，影响其生存发展的要素均是品牌生

态系统的构成要素［１４］，所以本研究将提取与“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牌”的关联词条和影响

因素，建立词条库。

在２００９至２０１２年的 ＣＮＫＩ核心期刊数据库
中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然后

以“发展”为关键词进行“在结果中检索”，筛选出

文献３９篇；在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２年的 ＣＮＫＩ核心期刊
数据库中分别以“集群品牌”、“区域品牌”为关键

词进行检索，筛选出文献２１篇；在１９９１至２０１２
年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ＡＧＥ和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数据库中以“ｅ
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ｆａｃｔｏｒｓ”三个关键
词共同检索，另外以“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ｄｅｖｅｌ
ｏｐ”、“ｆａｃｔｏｒｓ”三个关键词共同检索，筛选出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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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１７篇。然后，对这些文献里所出现的关于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影响因素”、“集群品牌发

展影响因素”、“集群品牌构成因素”的词条进行

登录，共收集到词条５７２个，最后对表述重复和语
意表达相近的词条进行合并，得到词条６０个，具
体为：发展前景、政府规划、政策扶持、政府营销、

行业协会、配套服务、产品质量、自然环境、社会环

境、创新能力建设、集聚状况、管理水平、Ｒ＆Ｄ投
入、教育基础、资源能耗、科研水平、传统产业互

动、产学研结合、地方自然资源、工业园区建设、劳

动力资源、金融支撑、金融产品创新、产业专项资

金、比较优势、品牌市场占有、购买力资源、市场

准入、高技能人才队伍、传统产业兼容、竞争者

基础、竞争者核心技术、财政优惠、竞争者比较

优势、产业先导性、利润率、经济环境、产业可持

续发展、行业协会专业化程度、就业吸纳能力、

集体荣誉、集体商标、产业基础、知识产权、关键

核心技术、示范工程、竞争集群能力、竞争者市

场占有、国家政策导向、品牌协同、竞争集群产

品差异、共同价值观、群内品牌声誉、领导品牌强

度、品牌差异、服务平台、营销网络、顾客信任、地

区信任、原材料资源。

２．２　焦点小组访谈
焦点小组访谈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对文献

研究得到的词条进行删减、合并，归类并命名，第

二步是对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建立类属之

间的逻辑联系。

首先，课题组邀请博士生 ６人（产业经济学
博士４人，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２人）为一组、高
校教师（营销专业）６人为另一组，向每个小组提
供图１所示的“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框架，以及文
献研究所得到的６０个词条，分别以题为“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品牌生存发展关键影响因素”进行

了讨论，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牌生存发展关键影响因素

Ｔａｂｌｅ１　Ｋｅ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ｂｒａｎｄｓｉ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一级要素

（归类、命名）

二级要素

（参照图１）
关键因素

（删减、合并）

品牌宏观要素

中央政府 国家政策导向

地方政府 地方政策扶持、政府营销

地域 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地区信任

品牌支持要素

中介组织 行业协会专业化

教育机构 产学研结合

金融机构 金融支撑、金融产品创新、产业专项资金

品牌产业要素 产业 发展前景、传统产业兼容、产业先导性、资源能耗

品牌集群要素 集群
集体荣誉、工业园区建设、产业基础、关键核心技术、示范工程、创新能力建设、Ｒ＆Ｄ投入、
比较优势

品牌企业要素 群内企业 集聚状况、品牌产品质量、群内品牌声誉、领导品牌强度、品牌协同

品牌资源要素 资源 地方自然资源、高技能人才队伍、原材料资源

品牌市场要素 市场 品牌市场占有、购买力资源、营销网络、顾客信任

品牌竞争要素 集群竞争者 竞争者基础、核心技术、比较优势、市场占有

　　然后，再次邀请之前参与讨论的产业经济学
博士（４人）和营销教师（２人）组成焦点小组，对
表１中“一级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并建立
关系模型。讨论结果为：①“品牌集群要素”和
“品牌企业要素”为品牌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

②“品牌资源要素”、“品牌集群要素”、“品牌企业
要素”和“品牌市场要素”构成生态系统的核心价

值链，依次具有正向影响关系；③“品牌宏观要
素”、“品牌产业要素”、“品牌支持要素”分别正向

影响“品牌集群要素”和“品牌企业要素”，而“品

牌竞争要素”与“品牌集群要素”、“品牌企业要

素”呈负相关关系。

文献法和焦点小组访谈是本研究的质性研究

阶段，可以看出通过文献法收集到大量的关联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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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广泛地获取了相关信息，并通过焦点小组访谈

将这些信息归类、整理出来，发挥了集体思维优

势，为下一步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３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
统构成要素关系实证研究

３．１　概念模型
根据文献法与焦点小组研究结果，提出实证

研究的概念模型（见图２）。

图２　概念模型

Ｆｉｇｕｒｅ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ｍｏｄｅｌ

３．２　问卷设计与样本
表１中的８个“一级要素”为潜变量因子，３９

个“关键因素”为显变量因子。根据显变量的词

意设计大样本调研问卷，为了减少因子分析时的

交叉负载现象，在设计问卷时，对表１中各潜变量
所属的显变量进行分类设计，如对于“品牌宏观

要素”所包含的６个因子，问项统一设计为：“我
认为本公司的发展受到地方政策的扶持”、“我认

为客户对本地区的信任增强了本企业的品牌竞争

力”等；而对于“品牌支持要素”，问项以另一种格

式体现：“我认为本地的行业协会服务很专业”、

“我认为本地产学研结合很密切”等。问卷采用５
级Ｌｉｋｅｒｔ分量制设计，受访者以“完全同意”、“同
意”、“一般”、“不同意”、“完全不同意”或者“非

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完全不重

要”等方式回答问题。

本课题组选择长三角区域已形成集群品牌的

三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进行调研，对象为集群

中企业的营销部、企业策划部或总经理办公室工

作人员，其中，南京智能电网软件业（调查企业２１

家，问卷９１份）、无锡物联网（调查企业２８家，问
卷８３份）、苏州纳米科技园（调查企业２３家，问
卷６７份）。共发放问卷２４１份，回收问卷２１３份，
有效问卷１９１份，有效率７９．３％。
３．３　实证分析结果
３．３．１　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值来测量各变量的
信度，以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值大于 ０．７为标准。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处理调研数据 Ｅｘｃｅｌ表，首先对各
潜变量所属的显变量数据分别进行处理，然后对

整体数据进行处理，结果显示，所有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
值介于０．７５５至０．９３１之间，表明各潜变量的测
量题项内部一致性及稳定性较好，可信度较高。

然后，采用 ＫＭＯ测度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形检验
进行效度分析。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形检验主要用来检
查各变量是否独立，即问卷调查是否具有代表性。

一般而言，ＫＭＯ值大于等于０．９０，被认为是极佳
的；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值小于０．０５，则统计数据通过检验。
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打开数据表进行 ＫＭＯ测度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形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ＫＭＯ系数
为０．９００，大于０．９，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值小于０．００１，这表
明样本适合性检验结果显著，问卷设计较好，适合

做因子分析。

表２　ＫＭＯ测度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形检验

Ｔａｂｌｅ２　ＫＭ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ｄｅｑｕａｃｙａｎｄ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ｔｅｓｔ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ｔｙ

ＫＭＯ测度值 ．９００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形检验

卡方检验近似值 １７５１．１２

自由度ｄｆ ２３１

显著性概率Ｓｉｇ． ．０００

３．３．２　探索性因子分析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目的是检验各显变量

对潜变量的解释情况。为保证统计结果的严谨

性，本研究要求因子负载系数大于０．４，这是衡量
该解释变量指标的最低标准。旋转后的因子提取

结果如表３所示，其中，“国家政策导向”、“社会
环境”、“协会专业化”、“金融产品创新”、“产业

基础”和“购买力资源”变量小于０．４，删除这６个
变量后剩余３３个显变量因子，解释了８个潜变量
因子，解释率达７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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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旋转后的因子提取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ｖａｒｉｍａｘ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国家政策导向 ．１０４ －．１０８ ．１０３ ．３４６ ．０２７ ．０２３ ．１５０ －．１１３

地方政策扶持 ．０４５ ．０８３ ．０５８ ．８８３ ．００４ ．０８１ ．１０６ ．０２１

政府营销 ．０１１ ．０２３ －．０５０ ．７９７ ．０３０ ．１０１ ．０３７ ．０３０

经济环境 ．１０６ ．０１１ ．１２１ ．８３３ －．０３０ ．１３３ ．０１９ ．０６５

社会环境 ．２１６ ．００６ ．１２７ ．３６８ ．２２９ －．１６５ －．０６３ ．０６９

地区信任 －．００７ ．０８０ －．１５６ ．７２１ ．２４４ ．０８３ ．０６９ －．０５８

协会专业化 ．３０７ ．１８１ ．０５０ ．２２２ ．１４２ ．１９２ ．０１３ －．０１６

产学研结合 ．６８３ －．０６５ －．０７８ ．０１５ ．０２０ ．１８１ －．０９８ ．０００

金融支撑 ．９０２ ．０１８ ．１２０ ．０５９ －．１３８ ．０１８ ．０１４ ．０５５

金融产品创新 ．３７５ ．０２７ ．０６１ ．１３９ －．０１８ －．０３２ ．０９１ ．１７９

产业专项资金 ．６３５ －．０１６ ．１２８ －．１０１ －．１２９ ．０２６ ．１９４ ．０９０

发展前景 ．０１６ －．０２５ －．０２２ ．０１７ ．０９９ ．７７９ －．１８１ ．０１１

传统产业兼容 ．１１２ ．０７８ －．０５１ －．０６９ ．２１１ ．６５２ －．１７６ ．０３５

产业先导性 －．０１７ ．１５１ －．０３２ ．１２０ ．１２５ ．７８２ －．１６１ ．００６

资源能耗 －．０３７ ．１００ －．１６２ －．１５９ ．１０８ ．８８９ －．０１６ －．０２３

集体荣誉 ．１２１ －．０７７ ．０５４ ．１１０ ．８４７ －．０１１ ．００１ ．１２０

工业园区建设 －．１０２ －．１９０ ．００８ ．０１９ ．７２１ ．１７２ －．０６７ －．００６

产业基础 －．１５７ ．００９ －．１１２ ．０２２ ．３１６ ．２２５ ．０１４ ．２２４

关键核心技术 ．０１１ ．００９ ．１６０ ．０２９ ．８２２ －．１１３ ．０７２ ．０２３

示范工程 －．０７１ －．０５８ ．１６１ ．００３ ．７９７ ．１６０ －．０２６ －．１３０

创新能力建设 ．１０６ ．１６２ ．０１３ ．１２５ ．６３６ ．０４５ ．１７１ －．１１０

Ｒ＆Ｄ投入 ．１５０ ．０３２ ．０５３ ．０７７ ．５３１ ．２１１ －．１８２ ．０８０

比较优势 ．１０９ ．０３４ ．０７３ ．０３６ ．６４５ ．０６０ ．０８１ －．１２１

集聚状况 －．０１２ ．１０２ ．８９７ ．１１１ ．０１６ －．０９０ ．０５７ ．１０８

品牌产品质量 ．０２９ ．０８６ ．６７６ －．０６８ ．１５５ ．１７１ －．０１７ ．０６６

群内品牌声誉 －．０４５ ．０１２ ．６９７ －．０２８ ．０２１ ．０１７ －．１６８ ．１０８

领导品牌强度 ．１３３ ．０６１ ．７９０ ．１２４ －．０６３ ．１１９ ．０３１ －．０７８

品牌协同 ．１９１ ．０５２ ．５３２ ．０１３ －．１３３ ．０８２ ．１４５ －．１３６

地方自然资源 －．１６０ ．７８６ －．０４１ ．０１６ －．１８２ ．０５５ ．１６１ ．０５７

高技能人才 －．０５２ ．８３８ ．０２７ －．１３１ ．０１５ ．００５ －．００９ ．１５３

原材料资源 ．０１９ ．６８２ ．０９２ ．１０８ －．１２３ －．１１８ ．０５８ ．２６５

品牌市场占有 －．１２２ ．０８１ ．０４６ ．０７７ －．１３６ －．１２１ ．１０１ ．８１７

购买力资源 －．０３１ ．１２６ －．０５７ －．１８６ ．０３９ ．２３１ ．１１２ ．３５８

营销网络 ．１１３ ．１５６ ．０８６ －．０７４ ．０７８ ．１１１ －．０１７ ．８６２

顾客信任 ．０８４ －．０１０ ．０４５ －．０７８ －．１４４ －．００２ ．１１９ ．７４６

竞争者产业基础 ．０２５ ．０２９ ．０６６ －．０８０ ．１２８ ．２１８ ．７７９ ．１９０

竞争者核心技术 ．０４１ ．０７２ ．０８９ －．０８４ －．１４２ －．０７２ ．８３５ －．０１９

竞争者比较优势 ．０２０ －．０４８ ．０８８ ．０４４ －．１５５ －．０７５ ．８８１ ．１３２

竞争者市场占有 ．１０９ ．０６３ ．１３３ ．００９ ．１２９ ．００７ ．８１３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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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来看，删除“国家
政策导向”、“社会环境”、“协会专业化”、“金融

产品创新”、“产业基础”和“购买力资源”变量后，

各因子的意义比较明确，类属也比较清晰，解释率

达７１．１３％，适合进行进一步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３．３．３　验证性因子分析

通过 ＬＩＳＲＥＬ８．７０软件进行模型拟合，验证
路径关系，用软件对数据进行一系列处理后，定义

相关变量，生成ＬＩＳＲＥＬ数据表，然后进入图形编
辑区画出路径图，运行程序，再经过标准化处理

后，得到模型的拟合指标，拟合结果表明衡量模型

总体上具有较好的拟合度，如表４所示。

表４　拟合结果指标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ｅｘ

指标 χ２／ｄｆＲＭＳＥＡ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ＲＭＲ ＩＦＩ ＣＦＩ

理想值 ≤３ ＜０．１ ＞０．９ ＞０．９ ＜０．０５ ＞０．９ ＞０．９

指标值 ２．６６ ０．０８１ ０．８１９ ０．９２１ ０．０２２ ０．８００ ０．９２６

拟合结果 较好 较好 接受 较好 较好 接受 较好

　注：χ２／ｄｆ为卡方值和自由度之比，ＲＭＳＥＡ为渐进误差均方

根，ＧＦＩ是优良拟合指数，ＡＧＦＩ为矫正拟合优度指数，ＲＭＲ为

均值平方残差的平方根，ＩＦＩ为增量的拟合指数，ＣＦＩ为比较拟合

指数。

然后，在 ＬＩＳＲＥＬ８．７０软件中进行显著性检
验，生成关系路径系数和Ｔ值，如图４所示。

图３　关系路径及Ｔ值图

Ｆｉｇｕｒｅ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ａｎｄＴｖａｌｕｅ

图３中，第１个数值代表路径系数（代表关系
强度），第２个数值代表Ｔ值，“”、“”、“”
分别代表 Ｐ值在０．１、０．０５、０．０１水平下显著，下
划线表示未通过检验。如图所示，１１项关系假设
有９项通过检验，而“品牌支持要素”对“品牌企

业要素”，以及“品牌竞争要素”对“品牌集群要

素”这两项影响关系不显著，未通过检验。

４　研究结论与启示

经过文献法、焦点小组访谈、实证研究逐级递

进的研究，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

统由８个一级要素和３３个二级要素构成，其中，
品牌资源要素、品牌集群要素、品牌企业要素和品

牌市场要素依次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品牌宏观要

素、品牌产业要素分别正向影响品牌集群要素和

品牌企业要素；品牌支持要素正向影响品牌集群

要素，而品牌竞争要素与品牌企业要素呈负相关

关系，如图４所示。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构建，

对于致力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牌的地方

政府、行业协会、产业园区和企业来说，具有重要

的启示：

（１）品牌宏观要素管理。宏观要素中，经济
环境和地区信任度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政

府可以在地方政策、政府营销方面进行改进和提

高。在区域政策方面，各地政府要整合内外部资

源，找到既符合国家总体规划，又与地方经济匹

配、与传统产业协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推出

一系列优惠政策和保障措施，使其逐渐成长为支

柱性产业。在政府营销方面，地方政府要对本地

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准确定位，开展针对性的招

商引资，进行政府公共关系活动，组织统一采购和

营销等。

（２）品牌支持要素管理。战略型新兴产业与
高科技密切相关，需要产学研有效地结合。另外，

良好的融资环境也是集群品牌发展的重要因素，

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部门应推出有效的金

融激励政策，增强投资者信心，设立产业专项资

金、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创业投资风险补偿基金及

减少税收等。

（３）品牌产业要素管理。产业的发展前景、
先导性和资源能耗是评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

标准，地方政府在产业引导和企业选择进入的时

候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如果整个集群在发

展过程中在这些方面有比较优势，则会增强集群

品牌竞争力。新兴产业与地区传统产业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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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模型

Ｆｉｇｕｒｅ４　Ｔｈｅｂｒａｎｄ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ｂｒａｎｄｓｉ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也影响集群品牌的发展，传统产业的市场影响力、

渠道优势、技术优势、品牌优势能够促进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品牌的发展。

（４）品牌集群要素管理。集群的发展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工业园区的建设，对于战略性新兴产

业来说，特别需要工业园区培育重点示范工程，鼓

励企业加大 Ｒ＆Ｄ投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在此
基础上组织群内企业获得集体荣誉称号，这对于

集群品牌赢得顾客信任，提升市场占有率有积极

的影响。

（５）品牌企业要素管理。集群品牌是由群内
企业品牌共同作用产生的，所以群内品牌的集聚

状况、协同方式影响集群整体竞争力。此外，集群

品牌的发展与集群企业产品质量、群内品牌建设

的整体水平息息相关，特别与领导品牌强度有关。

领导企业的品牌强度不但影响自身的顾客忠诚度

及市场占有率，还影响到其他企业的顾客偏好，具

有极大的带动性。

（６）品牌资源要素管理。除了原材料资源以
外，拥有较好的地方自然资源、高技能人才资源是

某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必要条件。高技能人

才作为一种特殊资源，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存

和发展息息相关，各地政府应该实施高层次创新

人才培养工程，建立高技术人才培养激励机制，营

造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

展提供持续不断的支持。

（７）品牌市场要素管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品牌最终反映在市场竞争上，其整体市场占有

率、营销网络和顾客信任是评价集群品牌力的重

要标准，如果其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广泛的营销

网络，以及获得了顾客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较高

的信任度，那么该集群品牌就拥有了较好的生态

位，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８）品牌竞争要素管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势必会面对区域之间的市场竞争，行业协会、领

军企业要对竞争者的产业基础、核心技术、比较优

势等方面进行深度分析，在产品差异度、产品特色

等方面进行合理定位，打造独特的产业链，避免产

品趋同、恶性竞争。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文对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理论

和实际应用价值，将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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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创立和管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然而，尽

管如此，本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比如样本主要取

自长三角地区，且只有三个相对集中的行业等，致

使结论对于中国其他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说服

力不够强，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探讨。因此，分行业

跨区域的多样本研究将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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