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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分析低碳经济与区域创新系统等理论基础上，提出并探讨区域低碳创新系统的基本内涵、结构
及其功能，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群与区域低碳创新部分的内在关联，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发展的融
合化、生态化、虚拟化模式及其运行机制，以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为例，提出基于区域创新系统
构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发展对策选择。
　　本书具有较强理论创新性和实践应用价值，适于从事低碳经济、区域创新系统、服务经济等领域
的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及规划人员参考，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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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除了通用电气实行制造业服务化战略，惠普公司（HP）、思科（cisco）、IBM等跨国公司都纷纷
采取这一战略，制造业服务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制造企业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激烈的市场竞争永远抢
占先机，需要进行集群发展和比较完善的配套服务投入，才能更加有力地应对市场变化，随着产品技
术含量、服务要求的提升，需要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进行高度的融合与分工合作，通过服务
业的集群发展提升制造业整个产业链的效率。
制造业服务化的需求促进了研发服务、金融、保险、物流、教育培训、信息咨询等服务业与制造业的
紧密结合，构建了具有高度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服务链体系。
同时，大型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功能的分拆和外包也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更多的订单和发展机遇，吸
引和衍生出更多的专业化服务企业集聚，地理位置的临近和资源市场的共享，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效
应和范围经济效应，进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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