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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嵌入性理论入手，对青海藏毯产业集群问题作了系统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了基于
嵌入性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型，并从制度、网络和文化三个维度阐述了其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驱动机制
。
本研究丰富了青藏高原地区特色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对于区域产业集群发展，尤其是对藏毯产业集
群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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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毅，湖北广水人，1976年生，青海民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
2000年毕业于青海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5年获辽宁大学企业管理专
业硕士学位；2006年9月至2007年6月在辽宁大学做访问学者，合作导师辽宁大学副校长徐平教授，研
修日本公司治理；2008年考入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跨国公司管理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崔新健教授
；2011年6月博士毕业，并获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优秀毕业生奖励。

　　自2000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经济与管理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
主要研究兴趣是产业集群、中小企业融资、跨国经营与利用外资，尤其是对青海藏毯有较为深入系统
的研究，发表系列论文多篇，并出版青海藏毯方面的第一本学术著作，获得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好评
，并于2011年被评为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在《科研管理》等管理类国家级和省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CSSCI期刊6篇，北大核心期
刊5篇。
参与国家级和省级课题9项，参编教材2部（《国际经济学》和《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参写著作2
部（《中国利用外资三十年》和《青海藏毯产业集群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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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2.2.2 加强国内外企业协作，加快销售网络建设　　保持集群网络的开放性，加强国内外企业的
密切沟通与真诚协作，真正做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是促进集群发展的有效途径。
藏毯企业要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集群企业只有科学分工、合理配置资源，形成生产环节紧密联系，
生产能力相互匹配，才能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促进产业一体化、品牌化和国际化。
　　藏毯产业首先要充分利用好青海藏毯国际展览会的契机，加大与尼泊尔、伊朗、巴基斯坦、印度
等国的手工地毯企业和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国的机织毯企业间的合作，积极开展技术工艺、图案设
计、品牌宣传等全方位的交流合作，加强研发、培训、设计、营销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做好引进技术
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工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其次要加强市场开拓力度，在市场营销策略上继续巩
固扩大欧、美、日传统重点市场，积极开拓北欧、大洋洲、西亚、中亚和中东等新市场。
同时，加快国内销售网络体系建设，不断扩大内需市场。
　　青海藏毯产业链中市场开发是一个薄弱环节。
藏毯具有数千年的生产历史，但真正走向市场也只有几十年，因此，拓宽销售网络，提高市场占有率
决定着产业发展的命运。
　　7.2.2.3 充分发挥藏毯学校的功能　　建议利用南川工业园区已设立的藏毯学校与国内外对口专业
学校进行联合办学，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企业培养急需的专业技
术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实行定向代培，由政府资助和企业资助相结合，培训期为2~3年，解决全省
藏毯企业中高级织毯技师、纺织、染色、图案设计、纺织机械等专业技术人员奇缺和机织毯企业操作
机织生产线的熟练工人严重不足的现状。
　　7.2.2.4 建立健全行业协会功能　　中国藏毯协会应该为藏毯产业发展提供信息平台，为藏毯产业
发展提供各种服务，应该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和权威性。
协会应该承担起藏毯产品质量鉴定与监督，专业技术人员技能鉴定和职称评定，组织专业培训、制定
行业发展规章制度和行业原辅材料、产品、工具等标准，完善行业内各类质量标准，建立健全企业产
品从原材料到成品的一整套质量抽查制度，协调行业内企业生产与销售，统一价格避免恶性竞争，提
供各种行业信息和国际国内市场行情，协助企业融资及扶贫机梁的管理，协调各级政府部门促进企业
发展等多种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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