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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高新区战略转型研究--基于产业集群视角》编著者王崇锋。
《中国高新区战略转型研究--基于产业集群视角》内容提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经济全球化背
景下提高城市综合竞争能力的重要工具。
然而，我国多数高新区目前正处于以引进外来项目为主导的低端层次，如何成功实现“二次创业”成
为高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本书在宏观上以培育区域创新能力为目标，微观上以青岛国家高新区为例进行研究。
这对于丰富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理论，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转变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城
市综合竞争能力、推动区域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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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崇锋，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
近年来，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著有《生态城市产业集聚问题研究》一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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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产业集群的内在机理与演化过程 （一）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机理 产业集群形
成的内在机理可以借用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理论、社会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新概念，如规模经
济、范围经济、外部经济、交易成本、社会资本、路径依赖等多个经济学视角来加以解析和透视。
其中，马歇尔（1920）认为企业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聚集在某一特定区域，这可以看做是较早提出集
聚这一概念的学者。
韦伯（Alfred Weber，1929）提出了聚集经济的概念，他在分析单个产业的区位分布时，首次使用聚集
因素（agglomerative factors），他通过这种集聚现象重点研究的是工业区位的选择问题。
克鲁格曼通过新贸易理论，通过建立模型和分析，认为集群形成的动力机制在于收益递增。
以下对这些理论分别予以分析。
 （1）马歇尔外部经济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专门就企业在一定区域的
聚集问题进行过分析，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他把这种集中于某个地方的工业称之为地方性工业
（Localized Industry），并试图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
马歇尔认为企业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聚集在某一特定区域，并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通过研究工业
组织证明这一点。
他将规模经济划分为两种：第一种产业发展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业的地域性集中，马歇尔称
之为外部规模经济；第二种规模经济则取决于单个企业控制的资源以及企业对资源的组合与管理等，
马歇尔称之为内部规模经济（马歇尔，1920）。
而企业为了追求外部的规模经济而选择集聚在一定的特定区域，从而形成产业的集群。
外部规模经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区域的专有性的劳动市场；其二是生产专业化带来的中间
层产品；其三是可获取的信息与技术。
马歇尔将同时符合这三个集聚条件的区域称为“产业区”（industry district）。
 （2）韦伯集聚经济理论 阿尔弗雷德·韦伯从区位选择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企业之所以选择集
聚是因为集聚带来的好处高于成本，若这一条件不能满足，集聚就不会发生。
韦伯还对产业集聚的阶段进行了划分，他将集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区域内的创业企业
规模的扩张，由此导致产业出现集中化的趋势，这是产业集聚的低级阶段；第二阶段产业集聚的组织
方式趋于完善，形成了以大企业为核心的组织模式，并产生了更多的同类企业。
在他的分析中，工业之所以能聚集，是因为各个工厂为了追求集聚的好处，即利益的增大、成本的节
省而自发地实现的，只有当工厂为追求集聚的好处而迁移、所增加的运费小于或者等于因集聚而节约
的生产成本时，迁移才有可能发生。
此外，韦伯还对产业集聚作了定量研究，他试图以等差费用曲线作为分析工具来确定产业集聚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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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高新区战略转型研究:基于产业集群视角》以寻求高新区转型路径以及保持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积极探索区域创新资源的整合方式与区域创新网络的构建途径，努力促进我国高新区实现“二次创业
”、转变园区对外招商引资策略、培育区域发展“技术极”和“增长极”、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和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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