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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具产业集聚驱动力及网络结构的研究》集聚方面的研究起源很早，前有名家学者创新著述，
后有业内后生拓展研究。
这是产业经济发展中一个值得研究，历久弥新的课题。
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马歇尔（A.Marshall，1890）在《经济学原理》中最早用“外部经济”和工业区
域分布描述产业集聚形成的原因。
韦伯（丸Weber，1909）在《工业区位论》中认为当集聚节约额比运费（或劳动费）指向带来的节约
额大时便产生集聚。
廖什（A Losch，1940）的市场区位论认为利益最大化时将形成产业集聚。
胡佛（E.M.Hoove，1948）在《经济活动中的区位中心》中提出产业集聚存在最佳规模。
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J.R Boudeville，1966）等人将增长极理论移植到区位理论中研究，结论表明高
度关联性的产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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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家具区域产业集聚之间是否存在“马太效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部与中、西部经济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呈加速扩大的趋势，区域经济发展
中的马太效应开始显现。
对“马太效应”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由于资本的报
酬递减规律，资本最终就会流向还未出现报酬递减的欠发达地区，最终导致两类地区发达程度的“发
展趋同”。
另一种观点是，考虑到制度、人力资源等因素时，常常会呈现“发展趋异”的“马太效应”。
落后地区的人才会流向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资源会廉价流向发达地区，循环往复，地区差异会越来
越大。
目前传统与新兴的家具产业集聚区域之间是符合“发展趋同”假说，还是“发展趋异”的假说？
　　（5）区域家具产业集聚与全球家具产业网络互动性的问题。
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面前，任何产业的集聚都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内生驱动因素固然必不可少
，但是集聚所依托的产业已融入全球产业网络，区域经济发展已纳入全球框架。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内集聚区域间竞争的加剧，使得集聚的竞争优势和创造、捕捉价值能力日显重
要。
如果单纯从集聚内部的“内生生长因素”研究区域产业的竞争优势，就很难把握区域间产业重塑的动
态竞争；如果过分强调“外生生长因素”，势必影响集聚发育，减弱产业“根植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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