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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章提出问题、介绍本书的选题依据、评述文献并说明论文的结构安排。
    第二章辨析相关概念、提出研究假设、建立产业集群演进的制度分析框架。
    第三章为产业集群演进的外生制度（作为博弈规则的制度）分析。
从产业竞争规则（博弈规则）的变迁来分析产业集群演进。
主要观点是：产业竞争规则从成本竞争、速度竞争到技术竞争的变迁是产业集群由产业集聚、产业联
合体到产业区域创新与集体品牌载体演进的外在制度诱因；产业集群演进是集聚企业适应竞争规则变
迁的理性选择。
    第四章从网络化的企业制度研究产业集群演进。
笔者认为，网络化的企业制度是产业集聚演进为产业联合体的制度基础；本章具体分析了产业集聚向
产业联合体的演进，即产业由一体化的企业内部分工合作向企业间分工合作的演进。
    第五章从有组织的市场制度分析产业集群的演进。
笔者认为，与新古典的市场制度不同，有组织的市场制度是集聚企业适应外部竞争规则变迁，实现由
产业联合体演进为产业区域创新与集体品牌载体的制度根源。
    第六章研究产业集群治理问题。
笔者认为，规制机会主义行为与防止锁住效应是产业集群治理的核心；本章探讨了产业集群冶理的制
度安排。
    第七章对中国产业集群演进作制度分析。
本章总结并解释了中国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政府与集群企业的制度选择。
    第八章为全书结论与今后的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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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一位置悖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与发展，国家间的距离正在缩短，
等距离、零距离地看待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已经成为企业的经营理念；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趋同化以
及WTO规则的建立与发展为生产要素等各类资源的全球化流动、配置与选择提供了体制基础；信息与
通信技术的发展在为资源的流动提供技术支持的同时提高了供给能力与水平；需求的个性化与多变性
导致生产的核心化，在此基础上的虚拟制造等管理模式与生产方式在实践中得到了应用与发展⋯⋯出
于上述诸因素的考虑，很多学者提出空间位置对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性正在降低，甚至认为标志着“
地理学的结束(endofgeography)”(O'Brien，1992)，“距离的消亡(deathofdistance)”(Cairncross，1997)。
另外的一些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没有削弱位置的重要性，强调是特定区域经济的独特
性(regionaleconomicdistinctiveness)而不是国家经济(nationaleconomies)才是创造财富与世界贸易的显著
特征(Ohmae，1995；Coyle，1997，2001；Krugman，1997；Porter，1998；Scott，1998，2001；Fujita
，KrugmanandVenables,2000）。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产业集群演进的制度分析>>

编辑推荐

《产业集群演进的制度分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产业集群演进的制度分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