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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空间分布上趋于均衡，相反，相关生产活动的地理集
聚现象加强了。
一国经济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而是来自纵横交织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为其提供
了竞争优势。
我国已经进入产业集群与竞争力密切关联阶段，研究产业集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本书在对产业集群相关理论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群"的角度提出了产业集群竞争力的"锥体
模型"。
产业集群卓越的竞争力来源于网络组织优势、学习创新优势和社会资本优势的有机组合。
在网络组织方面，产业集群所形成的是一种介于科层组织和市场组织之间的中间组织，对其组织结构
、组织属性、市场结构、外部经济性、拓扑结构的分析，表明产业集群网络组织比科层组织和市场组
织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
在学习创新方面，产业集群具有集群式创新组织模式优势、技术创新的合理分工优势、学习扩散优势
、技术创新集群行为的生态学优势及创新动因优势，这些优势使产业集群具有了创新优势；同时产业
集群具有学习效用优势、基于分工的学习成本优势、基于竞合的学习动力优势、基于资源的学习效率
优势和基于组织的学习机制优势，使产业集群又具有了学习上的优势，学习和创新优势密不可分。
在社会资本方面，产业集群通过分工协作形成组织网络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社会网络，拥有社会资
本。
本书着重对产业集群基于信任的社会资本优势进行了分析，包括信用优势的层面分析、一次博弈分析
和重复博弈分析等。
网络组织、学习创新和社会资本优势共同作用，有机组成了产业集群竞争力的"锥体模型"，使产业集
群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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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国家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而是来囊纵横交织的产业集群。
本书以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为落脚点，从群的角度对产业集群竞争力及其评价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和研
究，认为产业集群卓越的竞争力来源于网络组织优势、学习创新优势和社会资本优势的有机组合，他
们相互作用，浑然一体，形成产业集群的强大竞争优势；综合应用AHP法、熵值法、灰色系统理论等
，提出了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横向评价方法、纵向评价方法和灰色评价方法等并进行了实证研究。
从而丰富了产业集群竞争力理论和竞争战略理论，为区域或企业发展战略设计和制度设计提供了有价
值的参考，对有关政府部门制定有关集群发展政策提供了依据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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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近几十年来，交通与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以往许多地方
的区位要素丧失了固有的垄断性，国际金融市场自由化降低了资本流通的障碍，标准化生产减少了对
工人特殊技能的依赖，因此，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组织生产及销售，依照投资效益最大化的原则找寻
生产的最佳区位，并在业务外包及全球采购等不同组织形式间进行抉择。
跨国公司不论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地方化生产组织、区域发展规划中都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然而与此同时，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这种生产活动全球化并没有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空间分
布上趋于均衡，反而是相关生产活动的地理集聚现象加强了。
区域的发展呈现不均衡的状态。
同在一国之内，不同区域之间也常常是荣衰共存，发展与停滞同在，区域内主体之间的贸易与非贸易
的相互依赖超越了地方自然禀赋而成为决定区域产业活力的关键。
特别是全球经济衰退时，“第三意大利”等地区的崛起更让人们认识了这种特殊的区域现象，这些快
速成长的区域成为引人注目的亮点，并吸引着资本、劳动力等资源不断涌向这里。
与其他区域相比，这些快速成长的区域具有较强的经济活力，较高的就业水平，居民生活水平普遍较
高。
那些过分依赖外来资本、外力扶持的区域往往在市场动荡时表现出致命的僵化和脆弱。
真正具有持续发展能力，能经受经济波动的考验，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在相关产业中引领世界潮流的
产业集群区域，才是真正成功的区域，这样的集群区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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