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产业集群互动机理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产业集群互动机理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5866775

10位ISBN编号：750586677X

出版时间：2007-11

出版时间：经济科学

作者：张聪群

页数：242

字数：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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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产业集群互动机理研究>>

内容概要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介于企业与市场的中间组织，是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上、具有网络化特征的空间产业
组织。
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和创新优势并不是来自于企业的聚集，而是来自于聚集于特定地域的各主体之间
的互动和集群内外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地理上的聚集为集群内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创造了环境和
条件。
产业集群的互动机理是产业集群的基础理论，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对于揭示产业集群内在运作规
律，整合产业集群内外部的各种生产要素，形成产业集群的合力与集体效率，促进产业集群的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将产业集群视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以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我国产业集群
发展的实际，首先，对产业集群的本质、特征、结构、分类、形成与演进机制进行了分析，为本研究
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从经济和社会文化两方面分析了产业集群互动的基础，着重对产业集群内部主体之间、集群内
外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机理，以及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中的互动机理展开了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
了基于互动机理的产业集群治理与发展模式。
最后，以浙江大唐袜业集群为研究对象，对产业集群的互动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
全书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导论。
本章主要阐述了本书选题的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
评述，并对本书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作了说明。
　　第二章，产业集群及其形成与演进机制。
本章是全书研究的理论铺垫。
本书认为，产业集群是一个多维度(产业、区域和企业)的复合体，正确认识产业集群的本质应从产业
关联、地理集中、互动关系三个方面来把握，产业集群的本质可以概括为：在某一领域，基于精细分
工和专业化的产业链在特定地域的集聚及其所形成的互动关系。
集群内各主体是相对独立的，它们之间联系是柔性的，合作与竞争是动态的。
产业集群具有专业化、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经济外部性、网络化四个特征，其结构是由核心网络层、
辅助网络层和外部网络层组成的网络结构。
本书无意对产业集群提出新的分类体系，而是通过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群分类的研究透视产业集群内
部的互动关系，印证了本书对产业集群本质的认识。
本书将产业集群的形成条件概括为种子条件和环境条件，并从网络外部性的视角揭示产业集群的形成
和演进机制。
在网络外部性的视角下，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是 “种子企业”在特定环境下的“繁衍”过程，由于网
络外部性的变化，使产业集群经历了诞生、成长、成熟和衰退的演进。
　　第三章，产业集群互动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基础。
本章从经济属性和社会文化两个方面对产业集群互动的基础进行分析，揭示产业集群内部各主体之间
的内在联系。
集群内部的分工协作、产业关联性、地理邻近性、企业的共生性是产业集群互动的经济基础，产业集
群中的社会网络和根植性是产业集群互动的社会文化基础。
第四章，产业集群内部各主体之间的互动机理。
集群内各主体之间的互动机理是集群这种网络结构的内生机理，本章对集群核心网络层和辅助网络层
的各主体之间互动机理进行研究。
在集群的核心网络层，企业之间的联系区分为垂直联系和水平联系，企业之间的互动形式表现为垂直
互动和水平互动，具体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合作与竞争。
合作性互动将扩展企业资源利用的边界，激励共同利益的形成，减少企业间的协调成本，发挥集群的
协同效应。
竞争性互动具有双重性，如果理性竞争，将有利于企业创新和集群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如果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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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给企业和集群带来灾难。
　　合作与竞争是各主体之间进行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的过程。
这一博弈过程将减少交易中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
行业协会、地方政府、高校和科研院所位于产业集群的辅助网络层，行业协会和地方政府通过其职能
的发挥与集群内企业及其他相关主体之间发生互动关系，为产业集群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高校、
科研院所与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互动是建立在知识、技术供求关系基础之上，二者之间是以技术为纽带
的合作关系。
　　第五章，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产业集群内外互动机理。
产业集群是一个开放的网络系统。
产业集群的外部环境即集群所在区域以外的国内外相关企业、高校及研究院所、中介机构、集群、专
业市场等，构成了集群的外部网络。
本章以浙江省的典型产业集群为例证，从集群的开放性、集群内的龙头企业和全球价值链三个角度对
产业集群的内外互动机理进行了分析。
集群的开放性是产业集群内外互动的前提条件，也是产业集群获取外部技术、信息等资源及获得外部
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支持的重要条件。
　　龙头企业以其自身的优势架起了集群网络与外部网络互动的桥梁。
在全球化时期，产业集群通过与区域外经济主体的灵活互动，嵌入全球价值链某个或某几个“战略性
环节”，通过调整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的位置和组织方式，实现集群的升级。
　　第六章，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中的互动机理。
技术创新优势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形成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基础。
本章从集群内部主体之间互动的视角揭示集群技术创新优势的形成、知识溢出所产生的双重影响及集
群内企业技术行为的选择。
首先从创新灵感、创新动力、创新资源、创新范式四个方面对产业集群的创新优势作了分析。
知识溢出是集群内各主体之间互动的结果，集群内部的知识溢出是相互的，知识溢出的程度主要取决
于知识本身的性质，隐含知识溢出的主要渠道是人际之间的接触、交流和人员的流动。
知识溢出对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只有维护创新者的利益，才能实现对创新者创新行为的激励。
群内企业的技术行为主要可以区分为自主创新、技术模仿和守成三种。
群内企业技术行为的选择是在特定集群内外环境下，集群内各主体之间、群内企业与群外相关组织之
间互动、博弈的结果。
　　第七章，基于互动机理的产业集群治理与发展模式。
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于构成集群的各主体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协同效应，然而，产业集群并非天
然的具备产生协同效应的能力。
集群治理是实现集群协同效应、规避集群风险、预防集群衰退的主要举措。
本章将产业集群视作网络组织研究其治理与发展模式。
产业集群治理是以产业关联和社会关系为联结，以集群成员之间的信任为基础，以保证集群整体利益
最大化的前提下寻求集群成员合作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集群内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参与的共同治理。
产业集群治理从本质上来讲，属于集群的内部治理。
集群成员间的关系、互动与协同构成了产业集群的治理逻辑。
产业集群的治理机制主要有社会机制、激励约束机制。
社会机制是产业集群的自我调节机制，主要有信任、声誉、宏观文化、联合制裁。
激励约束机制是产业集群治理的微观机制，是以集群剩余为核心的制衡机制。
集群政策是地方政府对产业集群治理的主要方式，这种治理方式通过政府的职能而实现。
由于地方政府是制度的供给者，因此，地方政府通过集群政策对集群实施治理是一种正式制度安排。
通过对发达国家产业集群政策的梳理，本书提出了我国产业集群政策的设计与实施的原则、应注意的
问题和为提高产业集群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拟采取的措施。
在此基础上，将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概括为依赖于集群治理的自主发展模式和依赖于集群政策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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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模式。
　　第八章，浙江大唐袜业集群互动机理的实证分析。
浙江大唐袜业集群将不起眼的小产品做大做强，是成功产业集群的典范之一。
本章以浙江大唐袜业集群为研究对象，在对大唐袜业集群基本情况分析的基础上，对大唐袜业集群互
动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基础、互动机制、大唐袜业集群互动与技术创新、地方政府治理作了比较系统深
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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