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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半个世纪以来，作为在一定地域内密切互动的企业群体，产业集群呈现出创新性强、适应性强
以及竞争优势显著等特征，在理论和实践中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
这种在地理空间内特定产业的集聚现象在世界范围内相当普遍，已经成为当代产业经济空间分布格局
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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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3.1内生性不足　　盖罗（Gallo）用模型描述了产业集群具有的累积效应。
当企业使用规模收益递增技术时，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企业便将其生产置于有限的几个区域之中。
随着区域高技能劳动要素的流人，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不断加强，拥有更大市场份额的区域便更有
吸引力，从而吸引更多企业人驻。
于是，这个区域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张，产业集群随之形成。
这是一个循环因果的累积过程（Gallo，2005）。
　　以投入产出联系为主要内容的比较完整的生产协作网络是激发集群自增强机制的基本条件。
创新网络的自增强机制不断刺激集群内企业间的互动，使其保持活跃的变化，而社会网络中的协调机
制有效地降低了互动关系中的协调成本，并保障了自增强机制的稳定性。
　　中国的“外源型”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的互动网络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由外资引致形成的，它
具有外资企业主导的鲜明特征。
韩国三星集团在东莞察步镇投资建厂，它在韩国的配套企业（如电子、小型马达、电脑显示器等生产
企业）接踵而至，以维持原来的供需关系，该镇以电子产品为主体的产业因而迅速发展起来（黄幸群
等，1999）。
东莞日趋完备的专业化分工网络也吸引了北京中关村部分高新技术企业的“北雁南飞”（王缉慈
，2001）。
　　这种分工协作网络的发展是基于企业间的信任与合作，它使网络中的企业能及时、便捷地获得所
需的原料和零部件，并按时将自己的产品供给客户。
这大大降低了运输费用，节约了生产时间，还减少了库存量，实现及时生产。
此外，协作网络增强了企业面对面交流的次数，大大地促进了知识的流动、累积与创新。
信息的广泛流动使得企业能根据市场变化及时做出反应，增强了集群的国际竞争力。
　　不过，这种“外源性”产业集群存在明显的缺陷，即自增强机制的内生性不足。
内生性不足是指，由于企业间分工协作、创新和社会关系等互动网络高度依赖于少数非本地的外资企
业，因而自增强机制是否能发挥作用将取决于这些外资企业的决策。
一旦这些外资企业选择迁出集群，自增强机制就会消失，集群自我成长的进程就会中止。
而且，出于全球价值链战略的考虑和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外资企业会把研发设计和营销等高端环节保
留在母国内，因此集群互动网络中的产业链是不完整的，集群缺乏自我升级的潜力。
　　而“内生型”产业集群一般会形成比较完整的企业间分工协作网络、创新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
因而，自增强机制是本地性的和内生的，产业集群能够自发地成长起来。
浙江省永康市五金产业集群，在短短的10年时间衍生出涵盖机械五金、装潢五金、日用五金、建筑五
金、工具五金、小家电等行业多达1万多个品种的产品，平均每年开发出1000个品种。
这是集群创新自增强机制作用的结果，这种优势是单个企业所无法比拟的。
　　但是，由于缺乏与国际高端市场的互动渠道，我国“内生型”产业集群在整体上来看创新的层次
和水平比较低，主动升级的能力很弱。
　　4.3.2机制不成熟　　最优的集群网络结构是“基于相同的知识技能，集群成员合作开发一定范围
的不同产品和服务，以不同渠道和方式提供给不同的客户”（Tichy，1998）。
因此，群内行动者间的联系对于集群发展和群内企业行为有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在中国产业集群内企业间逐渐形成了几种比较鲜明的网络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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