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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识别及实现路径研究：基于江西省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提出了农产品
加工两阶段模块化产业集群模式，即基于产业价值链分工的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模式和基于
功能分工基础上的集群间模块化系统模式，前者是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发展初期可采用的模式，后者
是前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采取的模式。
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模块化，首先进行产业剥离与整合，其次对产业做深层次的分工，最后
要建立完善的专业化服务网络。

　　由于产业集群是一个结合体，其组成成员的选择和合作对于合作体的成功运行非常重要。
无论是“由上至下”模式还是“由下至上”模式或者是“模块化”模式，这些集群的运行都是以核心
“龙头企业”为主体通过集群合作伙伴的选择来组建产业集群。
由于集群化运作要求集群合作伙伴以相互补充的形式进行，对集群伙伴合作潜能的评价是集群组建的
关键。
因此有必要对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伙伴进行优化。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识别及实现路径研究：基于江西省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提出了一种农产品
加工产业集群敏捷性度量模型，在此基础上，以动态联盟总的运行成本最小、动态联盟整体对市场机
会总的反应时间最小、动态联盟总的运行风险最小及内部合作伙伴相容度最大为原则，构建了农产品
加工产业集群动态联盟合作伙伴选择模型，并用遗传算法进行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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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般认为，产业集群的表现特征为：　　（1）空间地域上的集聚性：产业集群是由产业链上相
关联的企业与相关支持服务体系在一定地域上的集聚而形成的，表现为中小企业在大城市的近郊区或
中小城市（镇）集聚成群，空间上接近，经济活动高度密集。
在产业集群内，大量的有着前、后相关联的企业以及相关机构。
企业间在空间地域上的集聚，通过高度的专业化生产使每一道工序成本降至最低，相互配套使产业链
体系趋于完整，有利于降低企业间的交易费用。
同时这种地理上接近的企业也有利于相互知识的获取和社会资本的形成。
　　（2）地缘上的邻近：体现在产业集群内大量相互联系的企业以及相关组织机构在地理上的集中
。
这种地理的近邻有利于知识的获取、市场的形成和信息技术人才等资源的共享。
在产业集群内，有大量的前向、后向关联的企业以及相关机构，企业集聚产生明显的规模效应，获得
集聚经济。
地理上的近邻有利于形成高度的社会分工合作，降低企业间的交易费用。
使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
　　（3）共享的要素市场：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使得要素市场的充分共享成为可能。
企业在相对狭小的区域内交流频繁，相互信任，形成了丰富的社会资本，这促使各种要素市场繁荣起
来。
集群区域内企业可以共享公共和基础设施，减少分散布局所需要的额外投资；区域内信息和生产资料
流动便捷，可以降低企业搜寻和运移成本；大量同类企业的存在培养了大批专业化人才，形成了充足
的劳动力供给市场，并且劳动力在区内自由流动加强了劳动力自身的素质，也促进了信息、思想的扩
散和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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