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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以《繁荣创新——集群方法》、《管理国家创新体系》、《创新集群——国家创新体系的驱动
器》、《集群策动绿皮书》、《集群政策白皮书》、《竞争性区域集群——国家政策方法》，以及近
年产生的其他相关文献为基础，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对这些文献中所反映的经验进行归
纳概括，除了在相应部分对我国集群政策和政府集群策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外，在该书的最后还
专列一章讨论我国集群政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全书的内容大体按集群政策相关概念、集群运行机制、集群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程序排列，接着给出典
型国家或地区的集群策动案例，最后探讨我国集群政策实践中的问题。
笔者试图将本书既作为集群政策理论的总结，又作为一本供集群政策实践者们参考的指南。
    本书之所以将理论概括与实际工作指南同时作为内容重点，是因为大量国外的集群政策及集群策动
调查表明，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集群，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集群政策。
任何地区都有自己特殊的资源状况、经济发展历史和特定的产业发展渊源与政策沿革，不可能照搬、
照套任何其他地区或国家的经验和政策方案。
此外，集群处于动态发展中，集群总是按照自己的生命周期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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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章 集群的构成要素与生命周期　　3.1 集群的构成要素　　人们研究集群理论的最初目的，是
归纳和总结对于区域或空间现象的观察和分析。
人们对所观察到的“典型”集群，例如第三意大利、巴登一符腾堡，以及硅谷的绩效和特征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
后来，集群理论的研究才被拓展应用于区域发展。
在研究中，对于所观察到的集群的性质，以及集群内部与外部联系等问题，经常得不到满意的答案。
因此，人们不得不使用数据，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统计规律的考察。
然而，用统计分析等方法的研究得到的是概括的、总体趋势的结论。
通常在案例研究中，人们不得不从早期的逸事中去寻找证据，用于对产业统计、地方调查和比较研究
的补充。
这些研究表明，各国存在广泛的、范围不断增长的集群现象。
然而，仍然有许多问题遗留下来得不到解决，例如集群的驱动力以及集群成功的决定因素等问题。
由于集群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不同案例所表现出的集群内部作用机理各不相同，表现出多样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从其构成要素的考察人手。
根据前人的研究，可以将集群的构成要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地理集中　　地理集中是集群
思想的核心。
虽然有一些研究者试图证明集群的核心应该是网络联系，而不是地理上的集聚，但是理论研究还是证
明地理接近性仍然是集群概念的核心。
马歇尔早在1890年就分析认为，许多公司在某一特定区域共处一地，可以获得如下收益：一是公司共
处一地，便于获得特殊自然资源或唯一地方资产。
二是地理接近，为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了条件，更便于公司之间传递和获取知识。
三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可能被最有效地优化。
四是有利于特定地域要素市场的专门化，即劳动、资本及技术供给的专门化，为公司提供了方便。
五是公司的集中，使它们获取和共享市场及技术信息更加有效。
六是与当地客户的相互作用可能触发学习过程，以及使需求更加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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