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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波特认为，大多数成功的产业集群（以下简称“集群”）一般可以维持几十年的繁荣，甚至可以让某
个地方数世纪生机盎然。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世界各地的集群我们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集群都是成功的或者说都能保持
长期竞争力。
集群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
比如世界著名的汽车城底特律在经历30年的辉煌后，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性汽车工业萧条的到来
，由于创新的缺乏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陷入了长达10多年的衰败，其所在的美国中西部地区被世
人称为“锈都”。
奥地利东南部的Uper Styria地区，主要由国有公司组成的钢铁工业集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繁荣
，但70年代渐始衰退，直至80年代彻底垮掉。
我国国内也不乏其例，东北三省作为我国的装备工业基地，拥有强大的重工业装备制造集群；20世
纪80年代以来，由于体制转换迟缓、产业老化等原因，已成为我国的“老工业区”。
浙江作为我国产业集群发展较发达的地区，其发展中也出现了诸如浙江永康保温杯集群的“昙花一现
”、瑞安场桥羊毛衫集群几年时间彻底溃败、温州灯具集群由于半年外迁百家企业而衰落的现象。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国内经营环境的变动比过去更为激烈，地方产业集
群的发展必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作为有效的空间组织模式，产业集群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动力源和创新中心。
目前，产业集群已成为世界各国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战略管理学等相关学科共同
关注的热点和前沿领域。
总体而言，现在国内外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集群的机理（Krugman，199l，1993
；Piore&Sabel，1984；Scott，1988）、技术创新（Freeman，1991；von Hippel，1994；Bell & Albu，1999
）、集群学习（Saxenian，1994；Izushi，1997）、社会资本、经济增长与产业集群的关系（Beaudry &
Swann，2001）以及基于产业集群的产业政策和实证研究等方面。
从现有文献看，以上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理论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之中，但产业集群研究还属于
一个较新的领域，研究时间较短，研究的方法和工具也还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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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生态观的产业集群演进研究》尝试引入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借用生态学个体-种-群落的演
进路径来剖析产业集群形成和演化的内在机理，并以数理经济分析方法为基本工具，构建了一个完整
的、系统的产业集群形成和演进的分析模型。
　　《基于生态观的产业集群演进研究》搭建了产业集群演进路径-动力-效应的分析框架，分析了产
业集群的形成演进经历了个体-产业种群-集群形成、发展、成熟后，其演进方向会出现三种路径：一
是正向更替，即集群持续发展，实现升级；二是反向更替，即集群走向衰亡、解体；三是扩散与转移
，即集群向其他地区转移。
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生态系统的高级形态，其演化发展受生态平衡机制支配，集群演进的动力源泉在于
通过产业集群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形成共同生存和协同进化的“命运共同体”。
　　《基于生态观的产业集群演进研究》认为，生态平衡机制是产业集群的一种自我维持机制，能够
使集群企业得到自我保护和平稳演进。
产业集群的发展最终还是集群内部企业的竞争、合作和分化，而共生性和互补性是集群企业集聚在一
起的内在要求和市场规律。
集群演进既是系统演化的动力原因，也是系统演化的局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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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3.2 研究内容和自然界中生物种群共生的进化过程相类似，经济生活中的产业集群现象同样经
历一个产生、发展和稳定共生的演进过程。
因此，本书从动态系统的视角论述产业集群的演进过程。
在借鉴和参考国内外产业集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与生态学的有关理论，结
合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现状，使用案例研究以及借助第二手的实证研究资料作为佐证的研究方法，对我
国产业集群中的代表性集群进行较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一些典型的产业集群，重点研究产业
集群演进的资源条件、环境状况，包括政府、文化等因素对集群的影响。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第一，从生态学的角度介绍关于集群概念的相关理论，特别是产业集群形成的要
素、条件和产业集群形成的机理，即产业集群是达到一定数量规模的、相互之间具有竞争和合作关系
的、与某个特定产业（产品）相关联的企业和机构的空间聚集体。
第二，借鉴生物种群的研究方法，对产业种群及集群形成、发展、成熟以及集群成熟以后可能出现的
升级、衰退和扩散转移进行分析。
通过建立集群成长模型，引入各种影响集群发展的因素，揭示集群成长的规律，对集群形成的最低临
界规模制约因素进行重点分析；集群成长期的上限就是集群成熟期的规模，这个规模由集群的环境容
量、资源供应量和市场容量共同决定，而且这个上限是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
此外，还将研究集群的衰退、扩散、转移和壁垒等相关的涉及集群发展的因素。
第兰，结合影响集群成长的因素和决定集群规模上限的环境容量和市场容量，研究政府及非政府组织
、生态环境及资源供给和传统文化及现代文化对集群发展的影响。
政府在集群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必不可少，但需要科学定位，部分集群中出现问题恰好反映出政府作用
发挥的不足；生态环境问题和资源供给问题对集群的发展影响重大，攸关集群的存亡。
1.3.3 本书结构本书共分为7章展开论述。
第1章是绪论。
旨在为整个研究的展开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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