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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王缉慈主持的历时四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40535027）的主要成果
之一，又是此前本研究团队一批相关研究成果的继续①。
这次同时出版的书有三本，包括《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王缉慈等著）、《全球
化、集群转型和创新型企业》（梅丽霞著），以及《产业集群合作行动》（林涛著）。
这三本书的目的，是既要超越国内对产业集群的种种思维定式，又要超越国外不完善的产业集群理论
的神话。
　　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地方创新环境凸显为区域成功的关键。
美国硅谷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中小企业信守的竞争合作规范，以及美国好莱坞的
企业间在合作项目中体现的网络关系，成为当地独特的创新环境的根基，使企业成功地占领全球价值
链的高端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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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注集群实践、批判集群理论、推进合作行动是本书的逻辑主线。
中国的产业集群实践是对区域产业发展竞争力与可持续性的持续追求．寄托着各地民众的发展梦想。
仅仅看到理想集群的产业集聚、产业联系以及区域创新等理论特征是远远不够的。
集群实践的要求是可操作性，核心就是企业、政府以及各种类型的机构之间以协同努力方式体现的合
作行动。
    根据可操作性的要求，本书选择合作行动目标、集群主体能动作用、合作行动系统性三方面作为讨
论重点。
本书认为．区域产业的发展命运掌握在具体参与集群实践的民众手中。
在集群实践中，应根据地方与产业特色．激发全民创业、创新并追求理想生活之心，采取主动、创造
性的合作行动，系统推进区域产业发展的公共利益与集体效率的提升，以此支持区域产业发展竞争力
与可持续性。
    全书逻辑明晰，文字激扬，观点鲜明，发人深思，适合关注区域产业发展及集群实践的各界人士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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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涛，汉族，1979年12月生，广东揭阳人，现供职于广东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2002年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本科毕业。
2008年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人文地理学博士毕业。
师从经济地理方向王缉慈教授，毕业论文题目为《产业集群中的合作行动研究》。
先后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2006-2009）等多项研究课
题，对广东、浙江、北京、天津等地的产业集群发展有深入的调研。
已发表论文10多篇，代表性著作有《区域产业升级理论评价和升级目标层次论建构》、《中国产业集
群研究中的主体能动性和多方验证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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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三、产业集群主体能动性的现实表现  第二节  从主体能动作用建构产业集群合作行动    一、主体
能动作用的构成分析    二、主体能动作用的实现方案    三、集群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与合作行动  第三节 
现实主体参与合作行动的能动作用    一、惯例型与突变型产业集群合作行动    二、合作行动中的企业
能动作用分析    三、合作行动中的政府能动作用分析    四、协会及其他第三方组织能动作用分析  第四
节  佛山陈村花卉产业集群合作行动案例分析    一、陈村花卉集群合作行动类型演变    二、主体视角下
的能动作用分析  本章小结与讨论  参考文献第五章  产业集群合作行动系统性  第一节  增长类系统性分
析    一、循环累积因果原理    二、区域产业增长正循环    三、增长瓶颈的基本模式    四、区域产业条件
投资与供给不足  第二节  行动与对策类的系统性分析    一、行动与时间延滞    二、理想发展目标侵蚀    
三、短期行为后遗症    四、表面行为后遗症    五、区域产业问题转移  第三节  主体关系类的系统性分
析    一、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    二、竞争模仿    三、合作共赢模式    四、资源极限  第四节  区域关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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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集群系统性方法运用——以浙江长兴蓄电池产业为例    一、集群系统性方法的应用流程    二、
浙江长兴蓄电池产业发展系统性分析  本章小结与讨论  参考文献第六章  产业集群合作行动规划与未来
研究展望  第一节  广东专业镇政策演变与合作行动规划    一、广东科技部门的专业镇政策演变    二、
广东专业镇发展中的合作行动规划  第二节  集群合作行动规划的特点、机制与流程    一、产业集群合
作行动规划的特点    二、产业集群合作行动规划的机制    三、产业集群合作行动规划的一般流程  第三
节  产业集群合作行动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合作行动是区域产业发展的枢纽    二、应用——
集群实践中的合作行动规划    三、未来——合作行动视角下的集群研究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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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发达省份的集群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使得发展集群成为某些地方政府（尤其是
相对落后的地区）的政策目标。
由于我国产业集群对于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产业集群引起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
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部、中国服装工业协会、中国珠宝产业协会等很多领导部门和协
会的重视。
集群发展战略正在被纳入国家和地方的产业及科技发展政策中①。
　　纵观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实践，无论是传统制造业集群或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出口为主的集群
还是内销偏重的集群，大企业主导的集群或是众多中小企业集群，其发展过程均体现为大量的合作行
动。
或者说，为了真正使集群能经受经济波动的考验，我国的很多地方正在集群治理方面做出努力，并体
现为众多主体的各种类型的合作行动。
例如，政府引导企业做大做强；保护知识产权，加强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建立技术创新中心，促进
产学研合作；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制订行业标准，规范市场行为；促进产业联系，提高公共部门的
服务效率，投资环保，以及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等。
　　我国的产业集群尤其是较为成熟的产业集群，体现了已有集群理论所讨论的产业集聚、产业联系
等特征。
但仅限于在理论上讨论理想集群所应具有的特征，已不能胜任对现实产业集群的理解与服务需求。
我国的产业集群实践正面临极为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这向理论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同时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对产业集群合作行动的研究，既是深入理解集群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使其应对严峻挑战的客观需要
，又是集群理论化与研究转型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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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活力四射的产业集群从哪里来？
不是理论预测出来的，也不是一厢情愿打造出来的，更不是单纯靠资源、区位等条件而自动形成的，
而是民众不懈奋斗与协同创造的结果。
命运掌握在参与集群实践的广大民众手中，而掌握命运的钥匙正是产业集群合作行动！
　　合作行动是区域产业发展的枢纽，产业集群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是通过合作行动实现集体效率，
合作行动的目标是增进区域产业发展的公共利益与效率，集群主体的能动作用是合作行动的基础与依
托，合作行动的展开需要在系统性的考察中选择介入的角度与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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