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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文库·应用经济学精品系列：产业集群发展与老工业区振兴（以辽宁为例）》关注了
辽宁老工业区的产业集群发展问题，基于对产业集群不同形成机制的思考，重新划分产业集群的不同
类型，将辽宁省普遍存在的、非自发形成的政府主导型产业集群纳入研究视野。
结合对辽宁产业集群调研，构建产业集群识别和测量模型，分析辽宁产业集群的不同类型、集群的集
聚度以及各类型集群的基本特征，并分析产业集群对辽宁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进而，《中国经济文库·应用经济学精品系列：产业集群发展与老工业区振兴（以辽宁为例）》研究
了政府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基本特征和形成机制，并深入解析包括装备制造业集群、钢铁产业集群、依
托专业市场的小商品集群以及工业园区类型的高科技集群等在内的若干典型产业集群案例。
通过研究颇具代表性的老工业基地-辽宁地区的产业集群形成机制、发展动力、存在风险以及升级和促
进集群发展对策，试图以此探索产业集群发展与中国老工业区改造、振兴的契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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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强化政府和行业协会对产业发展的公共信息支持工作　　较完备的信息统计、信息发现、
信息披露、信息交流，都是正确决策的基础。
不能因为体制建设的市场取向而放松对各种决策公共信息支持系统的建设与改善。
要扩大和改善公共信息的透明度，要通过合理的机制促进影响产业发展的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的交流
转化。
要求对产业发展有影响的各种分散决策实施申报备案制度，就是要用以改进统计和加强信息产业交流
。
　　政府及行业协会要充分利用统计工具和组织力量加强对各种市场信息的收集、整理、交流、服务
，要防范统计信息的虚假问题以及由此误导形势判断，对公共信息适时公布。
行业还可组织专门力量加强对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措施的研究介绍，加强对产业发展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的研究修订及正确方向的宣传、交流，加强产业发展相关知识的咨询服务，适时发布行业运
营、发展的各种信息。
　　（3）发挥政府的决策协调的职能作用　　目前，国内钢铁企业经济效益都很好，并都忙于研讨
本企业进行技术改造，面临这样的环境不利于企业的并购重组，尤其是企业间的强强并购。
在客观环境方面，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地区壁垒严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利益不愿意参加并购，
而一些企业管理层也因为一己私利同样不愿意参与，而只有那些完全符合地方利益和企业管理层利益
的才易实现并购重组。
但实际上大部分的并购都要触及到地方利益和某些管理层的利益，完全符合各方利益的并购少之又少
。
　　辽宁省钢铁产业结构存在着企业数量多、规模小、资源配置重复等结构性的问题。
同时又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压力，促使企业不得不设想进行大规模的并购，尤其是能够使企业快
速强大的强强并购。
理论上人们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操作上肯定会遇到客观环境的重重制约。
对于这些问题，只有政府部门站在更高的视点上，着眼于整体利益，促进和引导企业的强强并购；而
企业领导层更要充分意识到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寻找强强并购的机会，把
握汹涌而来的并购浪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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