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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疆

摘要

当懿，国内羚经济学器不仅在霹突翔鹰蓼{裂_程培旁产塑袋嚣，爨瓣对于已

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业集群，如何通过政府的公共政策促进其优化升级，也

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碜}究热点。

温州以“温州模式”闻名，其发展道路、成功经验被广泛队可，成为经济

学领域的⋯令经热寨铡。从内骞窝实矮～L来看，产业繁群的发疑是滠媸鲜明区

域特色和超常规经济增速的原动力。面对日益激烈的发展竞争，研究如何促进

瑷有产妲集群于}级，进一步提魏产业集骥效益，不断增强区域竞争力，有若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本文以温州产业集群作为磺究对象，剥用产业集群蛇概念握絮、演化框絮

(生命周期)、发展阶段识别标准等理论，综合运用文献研究、调查研究、比较

分析、数据归绒分板、阁表分据、案例分叛等锻究方法进行分蛎，来焖述温蜊

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判断发展阶段，分析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以政策支

持体系为理论依据，指出温州政府在推动产业袋群井缴中应该避免的“无为耐

治”、“营养不良”、“抓大放小”、“重硬轻软”翻大陷辩，并从产业引导、资源

要素、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心个方武，提I叱激州产业集群升级的政镱支持体

系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产lk巢群，湓州模式，发展阶段，政策支持体系



Abstract

ABSTRACT

Recent years，the research question ofidentifying and fosmring industrial clusters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field of economics home and abroad．Meanwhile，the new question

arises as mgards to the upgrading strategies of the well-formed industrial clusters姆means of

public policies ofthe local government．

Wenzhou enjoys a good reputation for Wenzhou model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Wenzhou's

unique wa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ad experience of economic success．The general

recognition Wenzhou model receives has made it a classic case study in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economics．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has been the primary drive of Wenzhou’S

spectacular economic growth．It is ofgreat significance in reality and in sWategy to study the ways

of fitrther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and the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chtsters SO as to enhance the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ofWenzhou’s economy in all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he thesis focuses 011 the research object ofthe industrial clusters in Wenzhou．日1e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theories such a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evolutinn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clusters，the identification of development stage of industrial clusters，etc．A supportive

mechanism of cluster-based policies for upgrading industrial clusters features the analysis

仃anIework of the thesis．The application of literature review,investigation。comparative study,

inductive data analysis,statistical analysis of diagrams and char虹，ease study in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ality in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in Wenzhou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problems involved．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escape the four traps：‘governance in vain’，‘unbalanced

support’，‘concelTl only for the big enterprises’，‘favor to the sWong and neglect ofthe weak’。In

conclusion．the thesis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supportive mechanism of cluster-based policies for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in Wenzhou,which operates in four aspects：the guidance in the

industrial investment，the assembling of resource elements，the supervision of market operation

and the public service．

Key words：industrial clusters，Wenzhou model，development stage,the supportive

mechanism of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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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日I言

1．1潲题的提蹴

第{耄毒l畜

濑簿楚鼗江誊褒攥魏羟济、文讫、交遥中心，东瀑东海，簿与福建蛰宁德

帝虢邻，话及西jt郝与舔农市稿连，lE秘东麓与螽媸市接壤。全u蠢陆壤憋褥积

11784平m与h公鼙(蕊中市区1082孚方公羹)，慈人舀终770万。敬莩开液藩，

溢州仪仅是中国家磷沿海一个交道闭塞的小城市，区位条件很差、国家投入极

少、蠡熬蠢添贫乏。泼革嚣羧嚣麴29多年囊，玻潦六箍避行市嫣凌彝改革，率

先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温州入则充分发扬了敢闯敢冒、媛为人先的精神，政

翡与聚阚力量豹露嘏嬉合造藏了澄溺高遴发鼹熬黄金薅麓。麸1978年到2004

年，余蠢生产总缓从13。2亿元增热弱1402。92识嚣，裁了避7番；财欢怂收入

玖i+35亿元缮蕊劐143。17茌元，懿了遥7蔼；农民天鹅筑牧入簌1978年戆

1 13元增加到2003年的5540元，年均增长17％：城镇餍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t981年瓣422元绻船熨2003霉i髓16200元，每翁璜长16％‘。奁这令过程中，

滚产镰集群为籍熹的工鼗发震模式～壹爱接韵滚簇经济鬏绥戆主溪囊力。蠢这

鬻爱，逡方政癣蒋在区域产、监政繁方厦采取了不少煮剥乎黛瓣经济发聂戆产监

政策。

跨八二十一鬟稳嚣，蕤羞宏溅经济彩势鹘变纯辍潼鲻零遗要豢藏颈镄终漆

加劂，溢州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出现了一鉴新情况、新潞麓，工娃投入持续走

聪，大鏊众监步}逐，企数援模饕逑壕，l、、攘术食爨低、竞争力下滠，(IDP增蝠

一度处在滤江省嚣撼审靛倒数几经。国内舆论界艰衰“瀑州模式”的声费此起

彼俊，一藏经济掌家掇窭了“代际镇定”、要素螽《镌、熟人社会等言渣，⋯些经

济学家指出温州髂统的轻_上产业集群是夕阳产业。面对尴尬和问题，渝州产业

繁黪野缀躲主要幽壤鼹在?产业煞嚣是秀能够继续保持巍争优势，通过优化秀

缀发撂舞丈嚣经滚效益?藏痔瘦疆舞蠢释蘧产lt集器秀凝，遴一步增强“浸援

模式”救满力?遮魑都成为全薅方方藤瑟关淀、滠娜上上下下思考鲍热点，成

为地方政府经济工作中薅待解决的重大谦题，也正是本论文所探讨的主罄问题。

1串共瀛鲻帝蚕办公室，漱期待嚣升耀，￡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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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的背景

产业集群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当今世界经济版图是由大量产业集群组

成的一幅丰富多彩的“经济马赛克”，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学、管理

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热点之一，并引起了地方政府和决策部

门的极大兴趣。1

产、眦集群的蓬勃发展，产生出强大的溢出效应，带动某一地区乃至整个国

家经济的发展。美国硅谷、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台湾新竹、印度班加罗尔等

经济高增长区域，都有一批产业集群作为支撑。据统计，美国大约有380个跨

产业部门的公司集群，它们雇用了57％的劳动力，创造了61％的国民产出2。在

意大利，70％以上的制造业、30％以上的就业、40％以上的出口，都通过专业化产

业集群米实现5。国内多个省份在大力发展产业集群，尤以妊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为最。在珠江三角洲的400多个建制镇中，有四分之一的镇形成了产业集群。

浙江经济也是一种典型的集群经济，创造了百余个专_k化分工协作、年产值几

十亿乃至上百亿的产业集群。据调查，2003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在lO亿元以

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有149个，工业总产值合计l万亿元，约占全省制造业总

量的50％。从专业化类型看，有鹿城的制鞋产业、乐清的低压电器产业、绍兴

的轻纺产业、海宁的皮革产业、嵊州的领带产业、永康的五金产业、桐庐的制

笔产业、诸暨的袜业，等等。这些星罗棋布的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开拓国际、

国内市场的生产和创新基地，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了无穷的牛机与活力。

未来，产业集群与跨国公司将联袂主宰全球经济发展。制定合适的产业集

群战略和政策，对于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具有特别重火的战略意义。(2001年世

界投资报告》指出，产业集群已超越低成本优势，成为吸引国际资本的主导力

量。正因为如此，产业集群政策正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新方向，也为联合围工

业发展组织(UNID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所推崇。通过公共

政策塑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以促进产业整合和空间集聚，既顺应国际竞争态

势，又体现现代政府公共服务职责运作。

1陈冬英．实旌产业集群发展战略的政策思路．江西会融职工大学学报，2005(9)

20FLD(2001)，Innovative Clusters：Drivers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Pairs

3卢松等．产业集群：一种町借鉴的发展模式咨询研究择要．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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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的思路

本文以温州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利用产业集群的概念框架、演化框架

(生命周期)、发展阶段识别标准，来阐述温州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判断发展

阶段，分析存在问题。在此基础_匕，以政府支持体系为理论依据，指出温州政

府存推动产、Ik集群升级中应该避免的“无为而治”、“营养不良”、“抓大放小”、

“重硬轻软”四大陷阱，并从产业引导、资源要素、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四

个方面，提出温州产业集群升级的政策支持体系建设的建议。论文综合运用文

献研究、调查研究、比较分析、数据归纳分析、图表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

法，进行全面的分析和阐述。图1．1解释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逻辑。

产业集群理论

政策支持体系理论

温州产业集群的
发展过程与阶段判断

温州产业集群升级的
政策支持体系建设

I、产业引导政策

2、资源要素政策

3、市场监管政箫

4、公共服务政策

图I．I温州产业集群升级的政策支持体系研究思路和逻辑图

1．4研究的意义

温州20多年的高速发展黄金期，得益于政府大胆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率先

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得益r温州人充分发扬了敢闯敢冒、敢为人先的精神，

得益于政府与民间力量的有机结合，造就了盛极一时“温州模式”，促进了产业

集群的发展。

气圉锣p习Sp习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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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识别和培育产：业集群是经济学界讨沦和研究的焦点。当前，促

进和推动产业集群升级也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热点。温州经济的腾飞来自于集

群经济的发展，困难体现于集群经济的结构之中，希望也蕴含在集群经济的升

级之中。因而，温州既需要对以往集群经济的发展有一个明晰而客观的认谚{，

也需要对产业集群升级的政策支持体系建设有更多的探索，从而更好地引导和

推动温州经济的发展。



第2章产业集群与政策支持体系理论

第2章产业集群与政策支持体系理论

2。{产犍集群理论

2。{。{基本内察

产业褰嚣理论是产业经济学的分支或延{枣，本身具鸯铰为悠久戆蘑变。

早在19世纪末，经济学家马敝尔就提出了以外部经济为特点的企业集群理

谂。毽认为，企姆集群毒列子技裁、信毖、技本诀窍帮凝思想在嶷蘩内企、韭之

间的传播与应用，为辅助工业的成长创造了条件，同时还有利于集群内人才市

场的建立。与马歇尔蛉夕}部经济联论不尉，区位经济学豢(以韦健和巴顿袁代

表)提出了旨在指导投资区位选撵的聚鬃经济理论，其中企业集群理论魁重要

黪组成部分。后米，瓤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认为，主导部门瓤有戗耨淡力

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聚集发展而形成经济活动中心，能够产生较强辐

射作鼹，产生聚集经济效聚的作用。“增长搬”理论倡导透过政府干预形成浆集。

20世纪80年代，斯科特等学者建立了新产业空间理论。新产业斑问理论的核

心是假定级向分化和生产缀织的关系是相豆的：一方恧，在某一地区产生经济

聚集的网络经济分化出现；另一方面，遂蹙区域生产系统促进了生产的进一步

分化和劳动的进一步分配。20世鳃90年代，在铃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的推

动下，集群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在专著《国家巍争优势》中，波特初步提出

了以企业嶷群为主要研究目标的凝竞争经济理论，从而将竞争引入了集辩的研

究，开创了产韭檠群研究的新篇章1。所谓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个特定领域内相

互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集中的若干公司和桃构的集合，包括一批对竞争

麓重要作掰的、榴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以及专业亿培训、徽育、信息和

技术支持镰机构2。集群的概念存猩很多种，当前为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的是迈

党尔·波特给产豫集群下的定义。

我国学者，如北京大学的王辑慈、南开大学的曾忠禄、哈尔滨工程人学的

孙伟、复艇大学前仇保兴等，都对产业集群理论肖全面深入的磷究，为产韭集

’中锋，企业煞群理论翦演避爰其谔述．武汉大学学擐(柱会科学数)+2002
2邋尧尔·波特，竞争论．耗束：串箭出版社，2003．2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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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理论在我国的正确应用，从而推动经济健康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按照集群的产业性质，可以将产业集群分为三种类型： ’是传统产qk集群。

它以传统的手工业或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为主，如纺织、服装、制鞋、家具、

五余制品等行业，大量的中小企业在空间内相互集中，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市

场组织网络。在这种产业集群内，劳动分工比较精细，专业化程度较高，市场

组织网络发达。典型的例子是意大利的特色产业区，温州大多数产业集群也属

于这种类型。二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它主要依托科研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企业间相互密切合作，只有强烈的创新氛围。美国的硅谷和印度班加罗尔

软件产业集群是这方而的典型代表。三是资本与技术结合型产业集群。从产业

集聚的形成过程来分，大致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创业自身的简单规模扩张，

从而引起产业集中化，这是产业集聚的低级阶段；第二阶段乇要是靠大企业以

完善的组织方式集中于某一地方，并引发更多同类企业的出现。这时，大规模

生产的显著经济优势就是有效的地方性集聚效应。

一般认为，产业集群的特征表现为以F五个方面：一是地理位置上的相近

性，大量的相关产业集中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由于地理位置接近，大量企、『k

相互集中在一起，既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又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产业集群

内部的竞争强化机制在集群内形成“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机制，刺激企!眦创

新和衍生。如德国的钢铁生产集中在多特蒙德、埃森和杜塞尔多夫，刀具集中

在佐林根，工具车床集中在雷姆萨伊德。二是产业领域相对集中，并具有很强

的竞争优势。如好莱坞的娱乐业，北京中关村的IT产业。三是企业数量足够多。

如意大利的瓷砖业，100多家瓷砖厂、几百家相关公司集中在意大N-II：部萨索

尔洛小镇及其周围地区，产量占世界总量的30％。四是集群内企业通过生产联

系形成关系网络。如加利福尼亚葡萄酒产业集群，包括以葡萄栽培岗为核心的

农业集群和以葡萄酒加工厂为核心的食品餐饮业集群，前者包括葡萄储存设备、

肥料、杀虫剂、除草剂、采摘设备、灌溉技术等相关企业，后者包括葡萄酒酿

造设备、桶、瓶、瓶盖和软木塞、标签等相关企业，形成一个关系密切的企业

网络。五是企业间的相互学习模仿。知识和技术在集群内传播与扩散，使集群

具有很强的技术模仿特征。如意大利的萨斯索罗的瓷砖制造业集群中，企业问

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产品差异化方面的竞争，每个企业不仅在本企业技术轨道上

不断学习与进步，而且还要不断借鉴其他企业的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等，

学习和模仿成为该产业集群制胜的主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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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生命周期

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即演化框架)很像产品生命期甚至是产业生命期。

随着新的企qk出现或衰败，或者地方机构发生、发展和变化，集群小断得到演

变。集群的竞争力通常能保持活跃长达几个世纪(例如德国的印刷、瑞士的巧

克力、意大利的皮革)，大多数成功的集群虿少繁荣几个世纪。从理论上提炼产

业集群周期性的发展轨迹、发展原因和发展表现等基本框架，并据此制定集群

发展的定性和定量标准，对于在实践中识别、把握和分析具体的产业集群发展

状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战略，意义重大。

总体上，产业集群是不断向上发展的。产业集群发展一个周期，一般经历

萌芽、发展、成熟、衰退，接’卜-来是复兴或升级进入第二轮周期，不同阶段，

其发展的总体轨迹、具体表现以及发展条件是小同的，并且由于具体条件的不

同，产业集群发展阶段的构成和长短也不同。图2．11对产业集群的总产值或销

售额(集群景气指数)在生命周期中不I司阶段的变化进行了描述。

萌芽阶段 成长阶段 成熟阶段 衰退阶段 升级阶段

图2．1产业集群生命周期曲线图

倪鹏飞等．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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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萌芽阶段，企业数量、产值、销售收入都比较小；企qk数量、产值、销

售收入的增长也相对缓慢；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利润率及增长与其他地区的同

类企业相比，一般差异不太明显。各个企业和产业独立地运作，伴随着有限的

局部交互和配合。具体表现为产品当地销售率较低，增长比较缓慢。

在成长阶段，经过较长时期的缓慢积累，企业数量达到一定的规模临界后，

企业数量开始迅速甚至加速增长。与此同时，集群在销售、利润和就业方面增

长率高(销售增长率常常超过每年15％或远不止这些)，成为它的特点。企业问

的联系增强，产业内公司的集中水平也在增强。随着集群的成长，在集群内的

企业和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在增长。具体表现为产品当地销售率迅

速增长。

在成熟阶段，高速或加速增长之后，集群的增长率在这一阶段已经稳定。

主要表现在企业数量、销售收入、从业人员、集群面积、劳动生产率、利润率

等都处在高速和平稳的增长之中。在这个阶段，企业问具有高度的交互作用(例

如硅谷)和集群内具有临界数量的知识、技能和信息。具体表现为产品当地销

售率较大，增长比较平稳。

在衰退阶段，企业大量破产、转产和外迁，企业数量急速下降，与此同时，

销售收入、从业人员、集群面积、利润率等都处在急速下降之中，直到消失。

在升级阶段，最直接的表现为劳动生产率或资本收益率大幅提高，简单劳

动力人数下降，高级技术人员和专家人员比例提高，高技术企业数量的大幅增

加，新产品销售收入比例的大幅提高，企业利润率大幅增加。企业问的交往关

系更为密切。

2．1．3识别标准

识别产业集群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只有准

确地识别和把握产业集群的每一个阶段，根据每一个阶段的发展规律，制定相

应的政策措施，才能推动产业集群健康发展。理论界制定了从原因和表现两方

面来观察和识别产业集群发展的一套指标和标准体系，其指标体系可分为产业

集群显示性指标体系和解释性指标体系。其中，表现指标尽量做到定量化，原

因或解释指标以定性判断为主。

显示指标标准。从表现方面判断产业集群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理论上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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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规模方面，区分企业数量区位商、从业人员区位商、产值或销售收入区位

商与数值1的比较；结构方面，产品当地销售比与全国平均水半的比较；效率

方面，劳动生产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效益方厩，利润率与全国平均水平

的比较；速度方面，企业数量增长、产值或销售收入增长、企业员：f增长、利

润率增长、劳动生产率增长、当地销售比增长、地域面积与全国平均水半的比

较。(表2．1)

表2．1 产业集群识别的显示性指标及定量标准

具体指标 萌芽 成长 成熟 衰退 升级 总体

企业数鼍(区位商) 大于等十1 大于l 显著大十l 小十l 大十l 明显大于l

企业员工(区位商) 大十等十1 大十L 显著大于L 小于l 大于L 明晶人于1

{i!I【
产值或销售收入(区位

模 大f等于l 大于1 显著人于1 小于1 届著人于1 明娃大于1
商)

集群面积(区位商) 大十等十L 大于l 显著大于l 小于1 人于l 明碌人于1

结 产品当地销售比／全国
人于等于1 大于1 显著大于1 小于l 显著太于1 明显大十l

构 平均比耐

效 劳动生产率／全国平均
大于等于1 大于1 显著大于1 小于1 显著大于L 明显人于l

童 塞

效 利润牢／伞国平均水甲
大十等十1 大于l 显著大于1 小于1 醢著大于1 明显大J。1

益 赢

企业数量增长／牟国甲
大干L 导数人于1 导数等于l 导数小于l 大于1 明显大于l

均增长率

销售收入增长率／伞国
大十1 导数大于l 导数等于I 导数小于1

高技术人
叫丝大丁1

平均增长牢 于l

企业员工增长率／全国
大干1 导数人于l 导数等于L 导数小于1

增长或下
明显大于l

平均增长率 降

速 利润率增长率／全嗣平
人于等于1 显著大于1 导数等于1 导数小于1 显著大十l 明晶人于1

度 均增长率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全
人于等于1 显著大于1 导数等十l 导数小干l 显著大于I 明娃夫于1

国平均增长率

当地销售比增长率／全
大十等于l 显著人于1 导数等于1 导数小y-1 显著大十l 明显大于l

国平均增长率

地域面积增长牢／今国
大于1 导数大于l 导数等十L 导数小于1 人于l 明U大于1

平均增长牢

纰 水聃咯高 水平高 水平很高 前高后低 水甲高 水平较高
上述综合

口 速度略快 加速发展 速度快 速度下降 加速发展 速度较高

资料来源：倪鹏E等．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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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指标标准。从解释方面判断产qE集群处丁-何种发展阶段，理论上一般

应该是：产业本体方面，判断产业链、空间接近、生产联系的情况；服务支持

方面，判断私人服务、纯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的情况；技术创新方面，判断

技术研发、技术模仿、集体学习的情况；资源要素方面，判断区位资源环境、

公私基础设施、牛产要素的情况：外部气候方面，判断国际经济环境、国内经

济形势、区域经济环境的情况{文化方丽，判断创业氛围、创新氛围、交往氛

围的情况；制度方面，判断仓业制度、市场制度、政府管制的情况。(表2．2)

表2．2产业集群的解释性指标及定性标准

具体指标 萌芽 成长 成熟 衰退 升级 总体

产业
产业链 不明显 不完整 很完整 已中断 转移 彳f轮廓

空间接近 不显著 明显 很明显 不存在 很明显 明显
丰体

生产联系 Lt较少 比较增长 很多 在减少 在增加 较多

服务
私人服务 一般 快速增长 完善 出问题 完善 比较完善

纯公共服务 般 快速增K 完善 出问题 完善 比较完善
支持

准公共服务 缺乏 快速增长 完善 出问题 完善 比较完善

技术
技术研发 +般 快速增K 明显 停滞 很明显 比较明显

技术模仿 一般 很明显 明显 停滞 很明显 比较明显
创新

集体学习 一般 很明显 明显 停滞 很明显 比较明显

区位资源环境 一般 快速增长 完善 有问题 完善 比较完善

资源 公私基础设旌 一般 快速增长 完善 拥挤 生机 比较明显

要素 基奉生产要素 一般 快速完善 完善 价格高 生帆 比较完善

高级生产要素 缺乏 快速增长 较完善 稀缺 生机 比较完善

外部
国际经济环境 有联系 机遇好 报有利 遵挑战 机遇好 有机遇

国内经济形势 有联系 机遇好 很有利 遇挑战 机遇好 有机遇
气候

区域经济联系 有联系 机遇好 很有利 遇挑战 机遇好 lf机遇

创业氛围 打传统 很强化 浓厚 淡化 很浓厚 较浓厚

创新氛围 有传统 银强化 浓厚 演亿 很浓厚 较浓厚

制度
交往操守 有基础 有基础 得强化 有障碍 得强化 有基础

企业制度 较优越 得改善 优势明显 有障碍 优势明显 优势ujj娃
文化

市场制度 较优越 得改善 优势明显 有障碍 优势明显 优势明缸

政府管制 较优越 得改善 优势明显 有障碍 优势明届 优势明址

民间列络 比较少 比较多 很多 在减少 很多 较多

组合
}‘述综合

必有几个 快速改进
大多数条 必有几个 必有几个

土要条件
件都比较 条件出现 条件实现

条件 条件优越 着，滞后着 部已具备
好 蕈大问题 升级

资料来源：倪鹏飞等．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0．3．社会科学文献}l；版社，2005．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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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政策支持体系理论

任何产业或者某一产业集群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有效的支持体系建设。

支持体系包括的予体系有：政策支持体系、金融支持体系、中介服务支持体系、

技术创新支持体系、人力资源支持体系和文化支持体系1。这六个子系统是相互

支持、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它们的协同作用将决定支持体系的整体效果。

政策支持体系是支持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子系统。所谓政策支持体系，是指以

政府机构为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经济运行目标，而进行全局性规划、协调、

服务和监督等功能的各种方式方法的总称。政策支持体系建设的主体是各级政

府，政府是产业或产业集群发展环境的创造与维护的主要力量。根据本文研究

的需要，这罩主要阐述产业集群升级的政策支持体系建设，也可以理解为促进

产业集群升级的政府作用。

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群升级过程中的政府作用有深刻的阐述。波特认为，

让产qk集群升级，不只要改善一般商业的环境，必要时还应该改变会影响特定

的相关企业和产业的政府与政策2。他指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集中体现在其产

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表现，而一国的特定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取决于围内

四个关键因素，即生产要素状况、市场需求状况、相关与辅助产业发展水平以

及企业的策略、结构和同业竞争。此外，机遇因素以及政府的作用也具有相当

的影响。这六大要素互动形成了“钻石体系”(图2．23)。在“钻石体系”模型

中，政府有非常多的方法去调整与影响地方集群的要素条件、需求条件、企业

战略、以及相关的支持性产业与机构。国内学者在研究中指出，产业集群井级

是企业、科研机构、中介组织和政府等多个主体互动的结果。协调各主体互动

的最重要角色是政府，政府具有调动、协调集群内几乎所有主体的能力，也是

创造良好的软硬件环境的关键力量4。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

况下，政府在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仍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1杨延双．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支持体系研究．前沿论坛组委会，2004

2迈克尔·波特．竞争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265

3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H{版社，2002．141

4胡宇辰．产业集群支持体系．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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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波特“钻石体系”示意图

政府作用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定位是至关重要的。一些产业集群发展的成

功经验已经证明，地方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导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对产业

集群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近年来，各地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大力营

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推动区域技术创新、完善资源要素和各类公共服务等，

对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王辑慈教授在研究中

指出，政府在集群升级中要做的有几个方面：一是提供恰当、公正、及时的服

务；二是为其他相关各手体瓦动环境的建设提出倡导、消除障碍、理顺关系并

提供服务；三是重点解决各行业发展可能会面临的共性问题，如能源供给、环

境质量、用地、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信任等问题。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促

进相关及相互支持的企业集聚、互动与创新，而不应该限于考虑对单个企业的

支持、产业支持以及部门支持，也就是说，政府应该促进外部性、产业联系、

知识扩散以及支持性制度的发展等等。同时，提供有效率的软硬件环境，也是

政府应重点思考的问题。

根据学者的研究结论，围绕着促进产业集群升级，政府作用应该形成一个

科学、完整的政策支持体系。本文认为，产业集群升级的政策支持体系中，在

相互关联、相瓦促进的产业引导、资源要素、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方面，政

府作用的发挥尤为重要。产业引导主要包括产业布局(园区建设)、技术创新和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等，资源要素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要素提供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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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管主要包括营造诚信、法制、有序竞争环境等，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政府软

环境和鼓励中介服务业发展等。据此，本文绘制了产业集群升级的政策支持体

系结构图(图2．3)，作为提出公共政策建议的理论框架。

2．3小结

图2．3产业集群升级的政策支持体系结构图

木章重点引用和阐述产业集群理论和政策支持体系理论，这两个理论构成

了本文研究的丰要理论框架。

产业集群理论包括基本内容、生命周期和识别标准三个部分。本文第3章

对温州产、Ik集群的发展过程与阶段判断jF是基于这个理论。

政策支持体系理论着重突出产业集群升级过程中的政府作用，为本文第4

章从产业引导、资源要素、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四个方面，推进温州产业集

群升级的政策支持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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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温州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与阶段判断

3．1 温州产业集群形成的基础和条件

温州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经济现象，而是特点历史背

景、经济制度、文化环境以及人力资源等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经济运行结果，是

温州人在发展市场经济中自主创新的产物。-

3．1．1 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历史传统

不同的产业文明历史总要对现实经济顽强地产生影响。温州历史上就是一

个手工业、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有“其货纤靡，其人善贾”之况。在唐朝中

后期便已经开始与同本等地通商。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温州被朝廷辟

为对外贸易口岸。宋时，温州己是店肆林立，市行遍地，生意兴隆，与其他地

区的商业贸易往来活跃。从元代到民国，温州经济发展兴衰交替，建国以后经

济亦几起几落，而“能握微资以自营殖”的经商优势和商业文明则延续至今。

另外，由于温州人多地少，只能以传统的手工业为生存之本，鞋匠、编织匠、

弹棉郎众多，刺绣、雕刻等工艺发达，为温州积淀了一代代能工巧匠。温州产

业集群就是在这种富含工商素养的历史和文化沃壤中萌生发展的。温州人利用

自己制造小商品的工艺技巧，发挥会经商、肯专研、善模仿的优势，逐步形成

了有鲜明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以鞋革产业为例，温州制鞋业的发展具有深厚

的历史秘淀，最早可以追溯至南宋时期，民间就有制鞋技艺传承，是中国鞋业

的发祥地之一。到20世纪20年代，温州己出现了制革鞋、皮鞋街。解放后，

温州鞋革业创下了许多全国第一：“第一双猪皮皮鞋”、“第一双硫化皮鞋”、“第

一双压模皮鞋”、“第一双胶粘皮鞋”⋯⋯改革开放之初，温州的制鞋业如火如

荼。虽然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某些厂家的急功近利，温州鞋被市场冷落，

但温州的“二次创业”和名牌战略，使温州鞋业迅速恢复了生机。

盛世豪，郑燕伟．浙江现象——产4k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清华大学}}j版社，2004．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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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市场取向和改革开放的制度背景

纵观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产业集群演进过程，可以发现其共同之处

在1：产业集群形成是基于自由经济体制的选择(骆泽斌，1997)。冈为产qk集群

形成过程，实际上是诸要素不断流动和集聚的结果，而这种“流动性”、“自由

性”本质上是以价格为指示器的，自由经济体制的核心和活力源于以供求为基

础的价格制度。产业集群形成和演进规律要求政府控制职能让位于引导服务职

能，这种职能的转变要求管理体制由政府主导型向民间主导型转变。1979年以

前，温州人的经商才能受到极左路线的强烈禁锢。改革开放和农村实行联产承

包责任制后，成千上万渴望创业致富的农民开始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务l：经商

成为20世纪80年代温州农村的时尚，一大批能工巧匠蜂拥出现。毫无疑问，

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是温州产业集群发展不可缺少的体制条件。这些变革，

使广大农民的创业精神和初期资本积累转化为产业集群发展的巨大动力。

3．1．3务实敢为的瓯越文化和东方式的人文环境

任何经济现象和经济模式的生成背后，总有某些文化因素在起作用。温州

在工商业发达的历史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区域商

业文化——“瓯越文化”。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就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

学派”，明确提出“功利与仁义并存”的新价值观。讲究实际、注重功利的温州

人，向来不安贫乐道、轻视实业，而是务实地去追求世俗生活和物质财富。这

种世俗文化倾向和致富冲动，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学源泉1。同时，濒海

而居和航海的传统，小仅有利于发展工商实业、海外贸易和运输业，更重要的

是孕育了温州人“敢于冒险和善于应变”的精神特征。区域文化传统不仅深刻

影响经济当事人的动机、动力和行为，而且影响政府行为及其政策取向。改革

开放以柬，温州各级政府默许、认可和支持经济主体的谋利活动和创新行为的

事实，也由此得到了有力的佐证。

另外，温州众多产业集群都是在家族团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血缘、亲

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无形精神脉络。企业之间非常默契地在

资金卜-相互支持、工艺技术上相互模仿、合同订单上相借互助，促使中小企、Ik

张仁寿．今天的经济足昨天的文化——浙江文化对经济发展影响感言．浙江社会科学，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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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灵活应变、规避风险的能力，有效地掌握商机、降低风险，发展既具有弹

性又富有效率。总之，这种人文环境实际上就是产业集群诞生的生态环境。

3．1．4富有创新精神的人力资源

温州人素以勤劳、勇敢、能吃苦著称，有着强烈的致富愿望、超前的市场

观念和坚韧的开拓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敢于探索、敢于拼搏、敢为天下先、

特iitJfl魄,J业的独特气质和企业家精神。根据温州学者朱康对的分析，创新起始

于对市场机会的认别、选择和对技术的敏感，在创新过程中企业家的胆识和魄

力起着决定性作用。温卅I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推动

有很大关系。创新活动在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是

制度创新。比如，苍南金乡镇作为全国最大的标牌徽章生产基地，其起因可追

溯到当地一个村办的会星大队文具厂。1980年，这个只有40余人的文具厂，

受农业包产到户的启发，决定采用分散牛产、集中管理的办法，对外实行统一

厂名、银行帐号、纳税、提成和上交管理费，对内则实行经济上的独立核算，

后来人们把这种方式叫做“挂户经营”。一年之内，全镇农民群起仿效，涌现了

2500多个家庭工业户，形成了一个以铝塑标识工艺品生产为核心的产业集群。

二是市场创新。比如，浙江省第一个专业市场——永嘉桥头纽扣市场的诞生。

t977年，桥头镇桥头村叶克林、叶克春两位弹棉郎将从苏州一家纽扣厂垃圾堆

里捡回的纽扣带回家乡试销，打开了销路之后自筹资金400多元贩进纽扣，在

桥头摆摊贩卖大获成功。此后在此摆摊的人越来越多，几年问慢慢形成了一个

以纽扣市场为核心、产供销相结合、多种小商品并存的产业集群。三是技术创

新。技术上的某种创新和突破，不但能带来成本的节约和赢利的增加，形成一

定的比较成本优势，而且往往由于其他人的模仿(在温州，技术扩散基本，卜试

沿着血缘、亲缘、地缘的脉络向外扩散)，从而促进当地产业集群的兴起。温州

市原“十大专业市场”之一的苍南县宜山再生晴纶市场的兴起，就是一例。

3．2萌芽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营、集体

企业的改制的影响，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得到了极大的推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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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温州人民群众创造了“挂户经营”形式。所谓

挂户，是指一部分家庭工业户，在当时政策不允许的条件下，银行没有户头，

自身没有账号，采取依托在乡村集体企业名下的方式，进行经营活动。借助这

种方式，大批家庭工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温州工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出现了持续增长的局面。1984年，全市家庭工业与联户J：业总数达13．3

万户，从业33万人，产值7．5亿元，占全市农村工业产值70％1。从1978年至

1985年的短短几年间，温州工业总产值由1 1．1亿元迅速发展到42．1亿元，增

长2．7倍，而同期浙江省工业增长I．2倍，全国工业增长0．97倍2。温州成为

全国工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并形成了著名的十大家庭工业基地。

苍南宜山再生纺织基地。1979年，新河村陈光有、陈光锡兄弟首先攻克了

晴纶边角料的开花难关，被尊为“当代黄道婆”的孙阿茶老A改造了开花机、

纺纱机，纺出当地第一代再生晴纶纱，为生产晴纶服装奠定了基础。由于价格

不到市场上晴纶产品的五分之+，其有很强的竞争力。1979年到1986的短短7

年内，产值从1620万元猛增到1．43亿元(图3．1)，1986年购进晴纶边角料

3400万公斤，相当于34万亩棉田产量，从业人员5．18万人，形成了4个专业

乡、58个专业村和5个专业集市，产品销到全国20多个省市，成为全国闻名

的再生晴纶产销基地。

1979年 1981年 1983年 1984年

年份

图3．1 1979—1986年苍南再生晴纶产值增长图

1986年

数据来源：俞雄，俞光．温州工业简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61

1浙江省调查组．温州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调查，1985．市档20i一4—70

2中国经济年鉴，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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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柳市五余电器产销基地。1978年，该镇荡e集体电器开关厂凶产品无

销路， ‘些职工自谋出路，沿街开设“前店后厂”的门市部，至1980年形成电

器产销一条街。之后，专渡人员羚出供销，逐步打开市场，电器产销初具翘棱。

1984年，全镶已经形戒箨晕孛规格静毫枫继电器、断鼯保护器、搬动开关、空气

开关、电流互感器、信号灯等一系列产品1200余种，从业人员5万多，年产德

1．05亿元，．匕缴税金1429万元。至1986年底，全镇电器生产众渡770家，家

庭工曼户1．5每户，产戆2，l亿元。

苍南余乡徽章、标牌产销基地。六、七十年代，该镇已有生产锚质徽章、

日J刷塑片、红膜的个体户，但处于半地下状态。至1983年，已形成生产锚质徽

章标牌、塑片、红骥涎卡、涤纶囊标鞠大类1500多晶秘，嚣l翘全嚣29个省蠢

的产销基绝，其中锅蔟徽章标牌产量占全国+半左右。1990年，全镇从事商标

生产厂家780家，从业1．3万人，成为驰名全国的“商标城”。

瑞安仙蹲塑革鞋i“销籀地。1979年，当地用电烙铁手工粘制塑革鞋成功，

蠢为徐硌低、锾路努，蠢户带邻，壅褥带冀，形戎生产褒模。至1982年，麸蟪

人员7000≯，最高日产20多万双。厢又从压模注翅转为转盘注塑，产品质徽、

样式均有挝搿，1986年产值达1737万元。

臻安壤下、莘毖家纛上遭综合基魏。交蕈蘩闽，该速罄出瑷不少“建F工

厂”，生产牛头刨、低档车床、低压阀门。十一属三中全会后，备qkR益兴髓，

形成了靼料编织、松紧带、汽配、陶瓷等几大行业。1986年，仅濑料编织一项，

该地已有编织据2万台，从业3万人，产值8507万元。

男努，全市各遣还有平阳萧江塑编、东关割孳，躐海娄桥、慈涌塑誊}童赣

等等，都成为远近闻名的家庭_丁业綦地。

温州的农村家庭工波，具有五个明湿特点，区别予以往那种分散的个体工

泣。一是建冀抟产镇基圭|蠡，形成较受鬃孛瓣经滚嚣俸，并鑫彗乏壤缓嘉场壤辱|力。

二是小商晶大市场，善于在别人忽视的小商品上作大文章。三怒具有相当精细

的专业化分工，不同的零部、生产工序之间形成了社会配套协作网络。四是低

壤蛰搭麴竞争谯势，往往变疲为宝，态分铡弱边焦秘。聂是麸家庭工业熬队伍

中，已经攀独分离出来一只专f1的供销员大军。由诧可见，这个阶段，温州部

分产业的发展步入了产业集群的萌芽阶段。

温州产妊集群发展的萌芽阶段，大量家庭工厂凭借产权明暾、机制灵活、

管理筵馁、投资不大静捷势，选择一麓遗入门槛低，市场上又豢寝不是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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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入无我有”静优势来占领市场。不仅在遗方经济上创造了奇迹，箍且剖造

了中国农村经济三大发展模式之一——“温州模式”。1985年全市工业产值中，

国营占{9．4锈、集体占50。53％、私营个体占30．07％(圈3．2)。经是，由于当时

¨I：多产懿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加上部分企业主的信用缺失，一时间假冒伪

劣产晶大量涌臻，使溢翔产晶成为全国入蠢的众矢之的，溢矧凡乎成了“霰餮

伪劣”的代名词，遭到市场和名誉的双煎打击。比较知鹳的事件有，1987年杭

髑武韩门一挺大灾焚烧了蔻予被滠臻皮赣，1990年簪家畜关帮豢联合鬟耪市打

击假冒伪劣电器。后果姆致，溆州不少产品不敢打上“温#1511遗”的牌子，只

篷挂靠t海等德企监，努纯翻懿簿子。

圈3．2 1985年温州备类T业经济比重圈

数据栗滚：湛鲻泰国民缀济和享±会筱醚摄凝汇摄提缀，1986

3．3成长输羧

筠年代震嬲，隧着滚摹秀教静夸琢瀑灭，麓了适瘟家庭工鳆不颤扩大簌模、

联合重组的需要，温州在全国首先走出了股份制合作的发展新路了。至1993年，

令枣毁玲裁合佟受照这27771客，产毽198。55 fL,元，占全泰工妲熬56．1％‘。黢

份制合稗；促进了民营经济和县城经济的突飞猛进，推动了“温州模式”从低绒

淘较离鼷次熬发藤。1993年，滚媸政黪$}封部分产业产熬矮量低下戆阏题，开

展了“二次创业”，实行质量立市，推进名牌兴业，对众qE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行

Sl霉秘溅范。谗多金渡在经历了阵瘸之嚣，瑟戆注霞产鑫凄量，提出“质量楚

企业的生命”。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温州企业大髓鼓舞，打¨大了

磅津茏，漱嘲救静台俸垒整魏制度建疆致笈餍趋势．滠髑探索，199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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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以更新牛产设备来保证产品质量，以扩大生产规模来获

得成本优势。这段时期，温州企业通过加强管理、技术改造、技术创新和扩大

规模，成功地实现了在保证质量前提下的成本控制。到90年代中期，温州产品

基本上已经树立起了“物美价廉”的形象。比如，制笔业年产量约70亿支，产

值20多亿，平均每支只有0．3元左右；制鞋业年产约10亿双，产值310多亿，

平均每双只有30多元。正是从温州民营经济大踏步发展开始，温州产业集群进

入了成长阶段，这个阶段温州形成了“三大支柱产业和十大工业生产基地”1。

这里，可以将生产基地理解为产业集群。

三大支柱产业分别是化工、机械和材料，1996年这三大产业乡以上工业总

产值221．31亿元，占全市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5．3％；实现利税总额14．08亿

元，占伞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量的60．75％。

机械产业包含了五大生产基地，分别是：①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牛产基地。

柳市成为全国低压电器八大基地之一，1996年有146家企业领取了生产许可证，

占全国发证总数的25％，年产值超过30亿元。②瑞安塘下、平阳昆阳等地的汽

摩配生产基地。1996年形成了具有价格优势的5000多个产品，年产值超过10

亿元。⑧鹿城、瑞安印刷、包装机械生产基地。是当时全国印包机主要产区之

一，浙汀省最大的印包机生产摹地，1996年产值超过10亿元。④永嘉瓯北、

瓯海永中泵阀生产基地。产品总量占全国三分之一，1996年产值超过10亿元。

⑤龙湾、瑞安基础件生产基地。主要包含电工仪表、程控交换机、电子信息配

套产品等，其中交换机生产企业年产量150万线以上，占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

另外，船舶制造行业也凭借港口资源优势得到发展，温州东方造船厂成为全国

地方船厂十强之一，连同乐清黄华造船业，形成浙江造船的半壁江山。

化T产业包含了四大生产基地，分别是：①有机染料、颜料及中问体生产

基地，1995年产值2．9亿元。②塑料助剂生产基地，1995年综合生产能力4．3

万吨，占全国总能力的6％以上，其中热稳定荆年生产能力2万吨，占全国总能

力的50％以上二。⑧钾肥及孵矾石综合利用基地。④合成药物生产基地，包括化

学制药、抗病毒制药、植物提取制药等产品。

材料产业包含了多类产品，其中：1996年，新型建筑陶瓷生产企qk近百家，

年生产近1000万平方米；新型墙体材料企业82家，年生产能力95亿块；新型

装饰材料以东方灯具(产销)大市场为主力，企业2000多家，年产值30亿元；

工吼狮等．温州市三人支柱产业、十太工啦生产基地的调查报告，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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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包装材料企、Ik 80多家，年生产能力15吨以上，年产值超20亿元，占全国

总量的十分之一；塑料编织袋生产企业500多家，1995年产量12万吨，产值

15亿元，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等等。

当然，除了上述的十大生产基地(产业集群)，还有一些产业得到了长足发

展。比如：鞋革业，1994年市区皮鞋厂发展到近2000家，年生产能力达4000

多万双，形成了健全的鞋底、鞋跟、鞋料经营、鞋样设计等配套协作网络；1994

年制革、Ik年产值5．7亿元，出口美、日等10多个国家。服装纺织业，1993年

鹿城区制衣企业逾千家，产值近10亿元，出口值6000多万元。1993年苍南龙

港毛毯年生产能力3000多万条，产销额3．5亿元。永嘉瓯北的童装、乐清磐石

和瓯海灵昆的西装、瑞安莘塍的衬衫和平阳水头的皮衣等，都形成了一定的规

模。打火机业，1993年鹿城区产量近5000万只，m口值2．3亿元。灯具业，

1994年鹿城区灯具产量1200多万只，销售收入5亿多元。

温州产业集群的成长期掀起了工业发展的新浪潮。1990年，全市工业总产

值95．07亿元，1995年达到719．45亿元，四年翻了两番多(图3．3)。这样的

持续高速增长现象，极为罕见。在这其中，产业集群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十分

突出，这一点从1993年全市乡以上工业行业的产值可以明确地体现出来(表

3．11)。

图3．3温州90年代上半期年度工业总产值图

数据来源：温州统计年鉴，1996．14

俞雄，俞光．温州工业简史．上海社会科学院H{版社，1995．211

21



第3章温州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与阶段判断

表3，{1993年全泰乡殴上下熊{}韭分类

企业数 产值 占全部产值 企业数 产值 t耳全部产值
一业门类 工业门类

(家) (亿嚣) 酉分毪(％) (家) (亿元) 百分魄(％)

总计 7603 173．83 食品 294 11．05 6．36

机械 2142 49．07 28．23 畿属制品 435 9．04 5．20

龌睾：}糕蔫 770 i8，23 10．帕 翁缎 320 8．32 4．79

鞋革 987 14．68 8．44 电子仪表 334 7．39 4．25

化T 212 13．10 7，54 趣瓷建树 349 7．2擘 4．18

月最装 433 i2．52 7．20 藏它 1327 23．14 13．32

淀：机械中含电气器材，化上中含医药、化纤

数据来源：俞雄，俞光．温州』=监简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21 1

3．4成熟阶段

上氆纪90年代末以来，温髑政府{挺搌经济垒球化的发展形势，适时提出了

“打造品牌”的战略部署。主要是打造掰个品牌：企业隔牌和区域品牌。许多

众北非常霞视投入资会搞品牌建设，希羹通过晶牌来提升企业形象，提高产品

附加值。温州曾稳30多家服装、皮鞋、烟具生产企、啦，聘请了国内外知名的明

攫担任产品形象代言人，夏蒙服饰公司鞲请电影骧星疫尔斯·布鲁斯南和巩俸

担任形象代言人，百诚烟具聘请影星黄隧华担任形象代富人，法派服饰辫试图

聘请美国蓊总统究林顿为形象大使，都敢到了良好的成效。截至2005年，温州

已有12个中国驰名商标、t6个中国名牌产品、65个全国免检产品、246个省

级著名商标和名牌产品。8个晶解成为2004年中国500个最具价值品牌，中国

驰名商橼和中国名牌产品拥有量在全国f司类城市中名列前茅。宵3家企业跻身

中国企效500强，33家众谴跻身全国民营企谨500强。在做好企照晶薄的同时，

温州企qE还非常羹视集群作用，在许多行业都成立了行业协会(商会)，积极与

潮家总行渣{务会联络沟邋，着力耔遥区域晶解。秘前，漱髑已经获褥中凿赣都、

中国电器之都、中国制笔之都、中国锁都、中国印刷城等27个“国”字号生产

纂迪称号。

这个时期，漏州部分产业集群发展日益成熟。鞋业、服装、打火机、眼镜、

潮须刀、镁其、麓瓣箭晶、包装印捌、渊笔、合成革等十大行攮静国肉市场占

商率，分别达到20％、10％、90％、80％、60％、65％、56％、20％、30％和70％。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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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成熟使得产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体现在国内市场及国际市场的地位，成

为支持温州外贸进出口的主要力量。温州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温州市

外贸进}}{口总额达78．6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31．72％。“温州货”已进入191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54．84亿美元，增长34．99％。这些区域专业化特征十分明

显的专业化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以城镇为中心的、沿104国道线和330围道

线分布的带状地区，同时许多产业集群的辐射范围到达了周边L|J区地带。比如，

以鹿城区为中心的打火机产业集群，其加工网络甚至扩张到了泰顺县山区农村。

(图3．4)

图3．4温州产业集群分布图

鞋革产业集群。是目前温州市规模最大，分T最细，最为成熟的产业集群。

集群内皮鞋企业主要集中在鹿城区、龙湾区和永嘉县一带。制革业则集中在瓯

海区的桐桥和藤溪以及平阳县的水头一带。除了核心的制鞋企业外，配套的鞋

料、鞋机、鞋楦及至销售服务等上下游环节都已经配套成龙。产业集群中树立

了自己品牌的领先企业都普遍建立起专卖连锁等形式的营销网络，覆盖了国内

的主要市场，部分已经向海外延伸。2005年，制鞋产值约439．6亿元，出口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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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受元，翻有6个审围辘名商标、5个巾匿名麟，芍称“中鬻鞋都”。

服靛产业集群。主要分靠在髓城区、水嘉县濑龙湾区等翅鲺。目甑，已影成

了辫装、女装、童装、傣粼装等系捌产鑫，茏冀避班透骚为主装载表豹男装已

在灏杰蘸褥占煮一囊靛撬势，市场鑫有率遮l熊左右。该装瓣已逐步形成了丈

中小各等级企监梯队鞍洚明显的餍缀结构，其裔檄强豹群体窳争能力。2005年，

产後368亿元，出口g．2亿美元，搠有3个中网驰名商标、s个中国名牌，号

稼“中餐舞装名薮气“中嚣露零毅装名壤”。

低愿噜器产监集群。主要分布京乐清市柳甫潮瓯海区京部⋯带。它发源于

1972年，随后lO凡荦逐渐形成娥耩，上饿纪末邂渐成熟。憾蘸鼹器产妲艇群

是在霹家罗裕豹枣场蹬入鼹羲一F澎娥瓣，爱过多次严厉鹃蠢懑褪整顿，一擞寄

掌余力静金蛙顽强港生存并逐渐袋鼹轻丈，藏为熊器鑫蠡蠢禳强豢薅力鲶龙头

企业。比如，以正黎、德力西等龙熬企业为核心，形成集闭化发展、社会网络

键分工酶生产、营磷体系。该集群2005年憩产髓382亿元，漤强4．4钇凳元，

掇鸯5个中落驱名裔糠、8专孛匿名薅，号穗“中黧电器之帮”。

机械产泣集群。熏娶分布在瑞蜜安鬻一帮。谈产啦集辩躜妖势头良黪，攘

术禽量较瀚，并已黻成了制药机械、印刷机械、包装机械、赞料机械、建筑机

壤、餐憩捩表、龟予竣器聂垒蘸鞠关滚善蓦i莲个}{类黎袭戮纯产器皇产魅力。

产蕊市弱占莓率蔗，篡中铝骧包装枫、塑辩税擒产赫在国内帑蛹占存宰超过50％，

镧莼凝撇、包装税械邋躐为全国兰丈攀产蓥蟪乏～。现该黎瓣每销售渡入500

万元以上躺垒韭避200寒，拥有省翥名牌产品_i垃2G个。

蔽镜产整类嚣。越步予上嚣辩A卡军我蘩，主要努毒在麓蠛嚣、甄海嚣、

龙湾区和瑞安市马屿～带。目前融形成由眼镜配件、机械、横具及电镀等梢关

工窿、企效擒藏豹衽会健分工彝梅作配套豹产戴体系。主餮产菇鸯太辍钱、老

麓穗、毙学镜等菇静。该蘩冀鬟誊众延t000余骞，产毽怒避3000万元静众犍

毒0多家，遽过黢臻蕊认疆戆企犍帮80多家。2005年产羲遮剥8《亿元，溺虑

市场占群率达50％，嫩体规模位尉愈国四大眼镳产业集群之黼，融被中幽轻工

篷联合会授予“孛瓣嘏镶雯产墓魏”拣号。

打火檄产韭蘩释。主蘩势毒搓滤簸区、疆海嚣张燕湾嚣，永豢娶甄毙镳等

逮瞧舞步鼙封火橇套娆分匆。努太樾主要黧转的熬基鬻瓷魏予剿蔓要势镰在澄

州市扶贫经游开发嚣内。2005年垒属打火枫企业500余家，单总产值30亿元，

霉产嚣^火撬?惩廷，产燕8漭鑫搿，窭疆；蘸叠弧稼美盂，占袋器袅藩努毙器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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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市场份额70％。温州市已被中国五会制品协会授予“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牛

产基地”称号。

制笔产业集群。起步于上世纪八}年代初期，主要分布在龙湾区蒲州镇一

带。聚集了200余家制笔及配套企业，产品主要有水彩笔、活动铅笔、圆珠笔、

自来水笔等网大系列达100多个品种，年产量达85亿支，居全国首位。2005

年全行业实现总产值210亿元，在全国制笔行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5096，出口

2．8亿美元。在2002年4月份中围制笔协会公布的14家“中幽制笔工”企业

中，温州有1家企业。已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制笔之都”称号，成

为全国笔类产品的生产基地。

汽摩配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瑞安市。整个集群产品齐全，除汽车车架、

发动机外，其它20类汽车电机电器产品均有生产。但目前企业技术含量普遍不

高，属于劳动密集型。目前汽摩配企业引进技术不到3％，参照国内外产品自行

开发占27％，而且模具生产多由家庭作坊加工，技术较为粗糙。据温州市T商

部门对瑞安50家汽摩配企业抽样调查，以家庭夫妻店方式管理的占62％，血缘

嫡亲管理占66％，而没有亲属关系参与管理的只有5家，仅占10％。2005年工

业产值150亿元，出口18．3亿美元，号称“中国汽摩配之都”。

泵阀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永嘉县和龙湾区一带。永嘉县的阀门行业起步

T-1968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成为全国有名的阀门生产基地。日前拥有各类

产品2500个品种，1 5000个规格，有管道泵、排污泵、安全泵等主要广：品，成

为全国泵阀产量最大、品种规格最多、发展速度最快、竞争优势最明显的地区。

整个泵阀产业共有企、Ik 1500多家，2005年产值210亿元，出口2．8亿美元，

市场占有率达30％，被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命名为困内唯一的“中国泵阀之

乡”，被浙江省科技厅命名为特种泵阀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Ik基地。

印刷包装产业集群。集巾分布在苍南县龙港镇。主要类别有}H版物印刷、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和制版企业等。2005年苍南印刷包装行业产值达150亿元，

工业增加值占全县GDP的20％，税收占全县财政收入的18％，已成为全国t大印

刷基地之一。E{前，苍南县龙港镇的印刷包装企业已初步形成梯度规模结构，

并已被命名为“中国印刷城”。

当然，温州市产业集群远不止这些，如果把一定程度同类产业集聚现象都

计算在内的话，像永嘉县的教玩具、苍南县的卤制品、平阳县的皮革等都可以

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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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温州产业集群的发展阶段判断

历经20多年的市场洗礼，那些当年曾十分红火的产业集群，有的在市场竞

争中被逐步淘汰，有的则由于当地的发展环境恶化而转移到外地，而更多的则

逐步在当地站稳脚跟，发展成为以专业市场为核心，以大量小型企业为主体的

专业化产业集群。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3分析，温州39个制造、Ip

中产业集群竞争力在全国有优势地位的共lt个1。其中，以轻纺工业和轻工制

造业的优势最为突出。

很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集群有6个。其中，皮革、毛皮、羽毛(绒)及

其制品_k名列第l位，其产品销售收入区位商、从业人数区位商和企业个数区

位商分别为10．36、6．4和4．82，综合区位商为7．19；塑料制品业名列第1位，

其产品销售收入区位商、从业人数区位商和企业个数区位商分别为4．34、3．43

和2．2l，综合区位商为3．33；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名列第3位，产品销售收

入区位商、从业人数区位商和企业个数区位商分别为3．32、2．53和2．14，综

合区位商为2．66；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名列第4位，产品销售

收入区位商、从业人数区位商和企业个数区位商分别为2．5、3．62和3．53，综

合区位商为3．22。这些产业都很有市场占有率优势、产业集中度优势和产业现

实集群优势。名列第4位的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产品销售收入区位商、从业

人数区位商和企业个数区位商分别为3．77、2．16和1．72，很有市场占有率优

势和产业集中度优势，较有产业现实集群优势，综合区位商为2．55；名列第8

位的印刷qk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区位商、从业人数区位商和企业

个数区位商分别为2．93、1．86和2．1，很有市场占有率优势和产业现实集群优

势，较有产业集中度优势，综合区位商为2．3。

较有竞争优势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有2个。包括名列第13位的通用设备制造

业，产品销售收入区位商、从业人数区位商和企业个数区位商分别为1．8、1．35

和1．39，较有市场占有率优势，有产业集中度优势和产业现实集群优势，综合

区位商为1．51；名列第6位的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产品销售收入区位商、从

业人数区位商和企业个数区位商分别为2．25、1．79和1．6，很有市场占有率优

势，较有产业集中度优势和产业现实集群优势，综合区位商为1．88。

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有3个，包括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金

倪鹏飞等．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3．社会科学文献HI版社，2005．60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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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制品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从上面的数据，得出温州部分具有竞争优势产业集群的规模数据表(表

3．2)。使之与产业集群识别的显示性指标及定量标准对比(见本文表2．1)，并

对照产业集群生命周期曲线图(见本文图2．1)，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从屁示性

指标上来看温州的这部分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处于成熟阶段。

表3．2温州具有竞争优势产、Ik集群的规模数据

——＼ 指标
产品销售 从业人数 企业个数 综合区位商产业类型、、、＼
收入区位商 区位商 区俺商 分值 全国排位＼

皮革、毛皮、羽毛(绒)制品业 10．36 6．4 4．82 7．19 l

塑料制品业 4．34 3．43 2．2l 3．33 1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3 32 2．53 2 14 2．66 3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2．5 3．62 3．53 3．22 4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3．77 2．16 1．72 2．55 4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93 1．86 2．1 2．3 8

通用设备制造业 1．8 1．35 1．39 1．5l 13

_L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2．25 1．79 1，6 1．88 6

数据来源：倪鹏b等．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01—603

但是根据本文表2．2的产qk集群的解释性指标及定性标准来判断，这部分

产业集群发展在服务支持的各项目(私人服务、纯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卜-“出

问题”，在资源要素的各项目(区位资源环境、公私基础设施、基本生产要素、

高级生产要素)上“有问题、拥挤、价格高、稀缺”，在制度文化的各项目(tq

业氛围、创新氛嘲、交往操守、企业制度、市场制度、政府管制)上“淡化、

有障碍”等等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具体分析如下：

3．5．1服务支持分析

工业园区建设。温州工业园区建设普遍档次低、规模小，产业布局散乱无

序，产业空问集聚度降低，集群内物流成本上升，公共配套设施芙享性差，削

弱了产业集群化发展的集聚规模优势。温州的工业化是从家庭起步，快速发展

过程中也是基本与原有的民居分布格局接近，集聚在城乡各地。随着居民安全

意识和环保意识的逐步增强，企业逐渐从城镇的中心区外迁到各个工业园区。

但是，在工业园区建设过程中，由于各地在考虑产业集群化发展的需要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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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同类产、眦的集聚，却忽略顾及产业间的关联，规划时往往没有考虑配套

产业的用地。结果所建设各种名目繁多的工业园区，不仅大多规模太小，功能

不齐，公共设施的共享性也很差，许多连公共的排污设施也没有规划。比如属

于温州许多产业共用性质的电镀企业，由于没有统一的安排，企业档次低，技

术升级难以实现，结果直接影响了相关产品的质量，制约了相关产业集群的发

展。

发展软环境。尽管近年来温州政府职能有所转变，干部素质也有所提高，

但足在规范操作、公开透明、服务效率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企业办事还

是经常需要托熟人、打招呼，由此也造成企业非正式支出的增加和企业主精力

的分散，企业对此非议颇多。由于温州是民营经济占主导，这些企业与政府之

间不是一种直接的命令和控制的关系。当投资的环境制约企业发展的时候，企

业选择的策略就是“外迁”。根据温州市工商联对10个行业的2000多家会员

氽业进行的系统调查，到2002年外迁企业的总数达到1000多家，整体外迂的

有250家。根据世界银行2003年对23个中国城市竞争力的比较，温州在政府

效能方面存在着问题。在政府效能指标体系中，一个晕要指标是仓业的非正式

支出。非正式支}}}主要是企业给政府机构、公务员送礼及行贿在其营业惟收入

中所占的比重。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温州的企业在非正式支出方面，在23个

城市中，仅次于西安，列倒数第二位(图3．5)。

叵耍垂塑亟堕墅因囹
0．5
0．4
0．3
0．2
0．1

0

北本长成重长大贵r哈杭江昆兰南南上深天武温西郑
京溪春都庆沙连阳州尔州门明州吕宁海圳津汉州安州

滨

图3．5 23个城市间1F正』℃支付测度比较

资料来源：David Dollar，Anqing Shi，Shuilin Wang，Lixin Colin iu：

《通过改善投机环境来提高城市的竞争力：中国23个城市排名》，世界银行，2003

年12月，http：／／www．wor]dbank．org．cn／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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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资源要素分析

区位资源环境。温州位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之间，在

区域竞争中呈现“边缘化”的倾向，是我国沿海黄金经济带的“断裂层”，区位

条件差。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3对中国50个城市的竞争力排名，

温州区位竞争力排在第48位。自然区位便利度、资源优势度、政治文化区位优

势等指标都排名在30名之外。

基础设旌。与温州原来的基础设施条件比较，近年来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还比较落后。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的调查研究，温州市基

础设施的质量排名在最后一位。图3．6描述了23个城市基础设旋的差异，竖条

代表了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失，较低的竖条说明基础设施的质量较高。就当前来

讲，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电力问题。浙江省在2003年成为全国拉闸限电范围最大、

缺电最严莺的省份，其中温州又是全省最缺电的地区，已由季节性缺电转为持

续性缺电，大量频繁的拉闸限电严重影响了J：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竞争力

报告》NO．3分析，温州基础设施竞争力较差，路网水平很低，市内基础设施、

对外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基础设旌建设都比较滞后，亟待提高和完善。

蔓耨刽

0．06

o 05

o．04

0 03

o．02

0 0l

o

鲁幡半半《_K L审誓蟮蚓衄i州怔怔■疑吣娟值陋最脚l

谣郸仲叁赣{!i}毛旺艇毛￡器车哑*赡喜艘乏群韫专璀
蜒

图3．6 23个城市间基础设施比较

资料来源：David Dollar，Anqing Shi，Shuilin Wang，I，i xin Colin Xu：

《通过改善投机环境来提高城市的竞争力：中国23个城市排名》，1f{=界银行，2003

年12月，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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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产要素。温州人多地少，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土地资源稀缺的

矛盾非常突出(实际供地量是企业需求量的1／10)，土地价格比较高，几个大

的工业园区每亩工业用地评估价都在100万元以上(企业丰之间私F交易价

格)。除山区外，郊县平原地带也都在每亩40万元以上。土地供应不足，已经

成为制约温州发展的首要问题。据温州市统计局调查，到200／i年上半年，温州

地区外迁的企业中50％以上是由于用地问题得不到解决。另外，温州除了矾矿

之外，其他矿产资源很少。水资源也不丰富，2003年，温州市水资源人均占有

量为l 960立方米，低于浙江省平均水平，据预测，2010年温州市缺水将达到

30％。

高级生产要素。这里，主要是从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两个角度米分析和阐

述的。

人力资源。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3分析，温州人才竞争力排在

第6位。特别是人力资源质量指数排名第1位，但是人力资源配置指数、人力

资源数量指数、人力资源需求指数分别排名12、17和17位，人力资源教育指

数仅排名34位(表3．3)。突出的问题是，人力资源质量指数中从业人员文化

素质和各类专业人员指数这两个子项排名靠后，特别是温州的教育体系也不够

发达，从分析可以看出，温州人才数量少而需求量大，各类人才特别是专业技

术人才的短缺，已成为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

表3．3温』·I,1人才竞争力各项指数得分和排名表

人才竞争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
项目

力 数量指数 质量指数 配置指数 需求指数 教育指数

得分 O．69 O．341 1 0．864 o．511 0．357

排名 6 17 1 12 17 34

数据来源：倪鹏E等．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83

科技资源。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0．3分析，温州科学技术竞争力

在50个城市中排第36位。其中，科技实力指数、科技创新能力指数和科技转

化能力指数分别排在第39、31和37位，与北京、上海甚至同类城市的差距都

比较大(表3．4)。科技实力较弱的原因主要是科技基础比较薄弱，缺乏有效的

科技力量支撑，导致高级生产要素的供给不足。温州仅有6所大学，除温州人

学和温州医学院是本科院校外，其余都是专科学校，大学和科研院所指数、科

技开发人员指数、专利产品数、论文发表数等指标很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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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温州等城市的科技竞争力各项指数得分和排位表

科学技术竞争力 科技实力指数 科技创新能力指数 科技转化能力指数

得分 捧位 得分 排位 得分 排位 得分 排位

北京 l l l 1 l l l l

上海 0 58,8 2 O．54 2 0．56 2 0．665 2

青岛 0．209 14 0．097 t．6 0．108 17 0．422 7

厦门 0．1．48 2l 0．034 33 0．065 23 0．343 18

温蛳 0．101 36 0．027 39 0．035 31 0．241 37

资料来源：倪鹏飞等．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07—495

3．5．3制度文化分析

市场竞争。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温州许多产业发展都面临着竞争压力。从

集群外部来讲，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都选择与温州产业类似的“低门槛”

产业作为起步，通过丰富的要素资源，来挤占温州低端产品的市场。特别是像

丽水等与温州距离比较近的几个城市，以低廉的土地价格吸引了许多温州厂商，

对温州本地产业造成一定压力。另一方面，原先产业基础比较好的广东、江苏

等，通过大量引进外资，进一步提高了产业竞争力。像皮革、服装、灯具等行

业，广东的竞争力很强，对温州相关产业的竞争压力很大。从集群内部来讲，

往往存在压价竞争的情况，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容易产生“劣胜优汰”逆

向淘汰的“柠檬市场”效应，从而削弱了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强大的竞争压力

会产生两种可能结果： +种可能是在温州本地还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情况下，

竞争压力会促使企业加强创新、改进技术、提高竞争力；另～种可能就是当外

地综合优势超过温州一定程度时，许多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搬迁。后者对温州产

业发展来说是比较危险的。温州的灯具行业曾经在全国首屈一指，但由于本地

要素供给不足，而广东在电镀、设计等关键技术方面解决得比较好，导致大部

分温州灯具企业迁到广东古镇，造成了温州灯具行业的消亡。

企业制度。温州产业集群绝大多数是由数量众多的家庭家族制小企业构成，

像永嘉瓯北的泵阀产业集群和苍南龙港的印刷包装产业集群，80％以上是中小食

业。由于温州产业集群是在民间自发和政府有限产业政策的影响下形成的，具

有草根经济所特有的顽强牛命力，它们依仗集群化发展所形成的低成本优势和

民营企业灵活的经营机制，在改革丌放后的市场竞争中几乎所向披靡。但是，

由小企业集群内部个体特征和组织结构决定，也存在着许多缺陷，表现为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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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内部企Ik成长缓慢，小型家庭、家族制企业仍然是各个集群的主体，
氽业单体竞争力很弱，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对环境依存度很高，内部竞争秩序

也较为混乱。一且市场竞争加剧，或者环境条件改变，就有可能衰亡。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曾盛极一时的瑞安场桥羊毛衫产业集群的灭绝和市区灯具产业集群

的转移，就很值得深入研究。

创新氛围。首先，由于各个生产工序分散在不同的企业之中，各个企、№主

从个体理性出发，都有“搭便车”的倾向，他们不会为了共同的质量信誉，而

主动承担提高产品质量的成本，所以不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也难以树立起产

品品牌。其次，小规模企业资金实力有限，难以购买投资数额巨大的先进设备，

产业技术升级受到一定的影响。从打火机产业集群来看，尽管上世纪九十年代

以来，温州的打火机企业前仆后继，陆续突破了压铸、高压点火电子和铂金丝

三个关键性的技术难关，使得温州打火机产业能够最终站稳脚跟，但由于防止

儿童开启装置、会属表面雕刻处理等技术仍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中高档产品市

场还基本为国外企业所垄断，所以该产业依然随时有受到国外技术壁垒侵害的

危险。第三，大量小企业集聚在一地，固然有利于产业知识的传播，但是另一

个副作用是也容易导致仿冒等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发生，从而影响创新的积极

性。所以集群内企业仿制成熟产品的积极性很高，但自主投资创新的积极性偏

低，影响集群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

通过上述分析，温州产业集群在显示性指标方面f一分乐观，但是在解释性

指标方面却危机四伏，在服务支持、资源要素和制度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重大

问题。可以断定，温州产业集群远未达到产业集群发展周期的升级阶段，反而

出现了衰退阶段的征兆。温州政府刁i能被一时乐观的表面定量化数字蒙蔽而放

任产业集群自然发展，必须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推动产业

集群跨越自然发展的衰退阶段，实现整体升级，进入下一轮更高层次的发展周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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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地方政府在促进产业集群升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了确

保产业集群的顺利升级，温州首先在大方向上需要明确导致产业集群衰退的几

大陷阱‘，在推进产业集群升级的政策支持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加以规避。

一是“无为而治”。产、№集群发展具有的系统缺陷和市场失灵问题，要求政

府在相应的领域发挥作用。由于政府的不作为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缺乏，缺

乏有效的政府监管，集群内交易成本大幅增加。一些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

业集群，由于缺乏公共支持而衰退或外迁。

二是“营养不良”。是指在集群发展过程中“目光短视”，缺乏对技术创新

投入的力度，或者本身就缺乏科技资源和创新能力，而仅仅依靠短期的土地价

格、政策优惠等措施来推动。由于集群内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同时消化吸收能

力差，导致集群技术创新不足，产品更新换代差，集群竞争力下降。

三是“抓大放小”。集群是一个产业生态系统，需要大小企业相互补充，

竞争合作，融合发展。政府在集群的支持中，过分偏爱大企业，偏重对大企业

的扶持和培育，而忽略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没有有效解决中小企业发展的困难，

甚至对小企业存在歧视，一旦大企业迁移，或者意外消亡，导致集群消亡。

四足“重硬轻软”。是指政府过分强调企业的硬件环境，注重降低企业的生

产成本，忽视学习、创新和促进关联软环境，结果企业生产成本虽然比较低，

但是企业只考虑短期利益，不够重视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开发，缺乏自主

知识产权的产品和关键性的创新，使得集群内的企业产品、技术层次基本相同，

出现恶性竞争，陷入价格战，最终损害了集群的竞争力。

4．1产业引导政策

4．1．1 完善工业园区及配套功能建设

经匡I家宏观调控后，保留下来的13个工业园区要加快建设步伐。温州2004

倪鹏飞等．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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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制定了《温州rH工业产业布局导向规划》，明确和细化了温州各区域的产业

功能定位，是指导工业发展，加快产业有序集聚的一个重要规划。但实现合理

布局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温州政府强有力的协调，破解土地制度等方

面的壁垒。一是规划要落地。规划要真正发挥作用，进一步落实到城市建设规

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上，还需要政府做大量的协调T作。二是保障要有力。对各

地不符合导向规划的项目，政府部门在审批中要严格加以控制。同时，要注意

产业配套，在落实好入园生产企业的用地以外，还要规划好公共性配套工业企

业和相关商业服务企业的用地，以更好地发挥工业园区的集聚效应。对于集群

发展必需的小企业，可以考虑统一建设标准厂房出租的形式，提供生产场所，

避免永久性土地转让导致的布局固化。

4．1．2重视中小企业发展

从客观的经济现象来看，大企业是政府财政收益的主要来源，而且从区域

经济竞争力来看，大规模企业表现出来的竞争力也往往较强。但是实际上，产

业集群需要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作支撑，如果政府在工业园区进入、名牌产品授

予等方面采取按产值计算的歧视性行为的话，那么许多中小企业将难以获得平

等的发展机会，这对产业集群的发展非常不利。温州政府与其他大多数地方政

府。。样，都有⋯种偏好大企业的规模歧视倾向，这固然没有错误。而从温州产

业集群发展的实际看，主导产业大多是小产品，这就决定了各个集群内的企业

一般都是巾小企业，建立在社会化分工基础。}=的小企业集群也能形成极强的区

域经济竞争力。虽然从单一个体比较，大企业上缴的税收往往多于小企qk，但

从税收贡献率看，中小企业并不比大企业低。作为政府4i应该对不同规模的企

业有歧视性的政策，导致过分的政策倾斜。不合理的歧视政策下所拼凑出来的

所谓龙头企业，不仅对企、啦自身发展是个伤害，对银行是个包袱，对地方税收

和经济发展也没什么贡献。因此，温州政府应该消除和调整各种规模歧视政策，

给各层次的企业创造平等发展的机会和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共同发展。

4．1．3强化科技创新能力

只有依靠科技进步，／j‘能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

值。对温州来讲，应该结合产业集群发展状况，在科技应用上下功夫，争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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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领域形成自己的优势。一要建立一批研究开发中心、技术信息中心。立足

国际市场，依托现有产业基础，以促进传统产业升级为目标，围绕技术创新体

系的建设，创办⋯批研发中心和技术信息中心，建立一批机制灵活、运作高效

的创新创业基地，努力形成1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

塑造一批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科技型企业。如果条件允许，争取建立全国性

的温州特色产品发明创造中心，推动“温州制造”向“温州创造”转变。二要

运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积极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广泛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改造传统工业，提高传统工

业的技术层次、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走新型T业化道路。三要加强先进技术

二次创新。加快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强化应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

组织重点领域的重大关键技术联合攻关，追踪以至掌握世界同行业和同类产品

的先进技术和核心技术。同时，鼓励企业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多种形式

的合作与联合，支持民营科研机构发展，努力解决技术支撑和技术依托问题。

4．1．4推动企业机制体制创新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有着重大影响。

在温州“人人想做老板”、“宁当鸡头、不做凤尾”的经济文化环境下，政府

要主动成为产业集群内企业机制体制创新的推动力量，承担企业制度改革的重

任。要通过发展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推进产权制度的变迁，建立起多元化、

分散化的产权结构和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仓业运行效率。对于

上规模的企业，力争首先使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对

于已经建立公司制的企业，引导其完善提高，建立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权衡

机制；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都应调整企业分配制度，积极推行技术股、项目

股、管理股、营销股等要素股，以使管理层和劳动技术人员的经营业绩和企业

效益紧密挂钩。要创造条件引导企业突破家族式管理的限制，实行所有者和经

营权分开，吸纳职业经理人和其他有才能的人来管理和经营企业。同时，在企

业内部人才管理上，形成一种良性的人才竞争机制，形成企业经营者培养、选

聘、考核、监督的有效体系，建设一支善于经营、懂得管理的现代企qk家队伍。

从温州一些企业的经验看，在一定情况下，还有必要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

来克服家族制仓业的顽固“喷性”，有效突破“代际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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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资源要素政策

4．2．1提升交通枢纽功能

交通圈就是经济圈。总体来讲，温州应该加快建设港口、公路、铁路、航

空等相互配套的立体交通运输网络，形成功能明确、服务良好、畅通便捷的多

层次、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形成贯穿全境、辐射全国的“主

干线网”交通框架。对内，建成环城快速公路交通圈、城市轻轨和市区至各县

(市)、主要港n、国家级风景区等地的2小时交通圈，改善中心城市交通条

件。对外，应该加快建设温福、金温、甬台温铁路，使温州成为我国东南沿海

重要的铁路枢纽；加快金丽温高速公路温州段建设，并与甬台温高速公路构成

高速网络；加快温州深水港建设步伐，争取早日使温州港成为国际集装箱和大

宗货物运输为主的多功能、综合性港口，成为辐射邻近内陆腹地的枢纽港；加

快温州机场扩建(远期可考虑迁建)，努力争取国际航线，使温州港成为东南

沿海的国际航空港。

4．2．2加快解决土地要素制约

在当前保护基本农田和严格控制建设用地的宏观政策前提下，温州政府应

该从人多地少的客观实际出发，通过体N@J新和政策引导，从搞活和规范两个

基本取向入手，盘活土地存量，增加后备增量，形成新的土地开发和使用机制，

尽最大努力解决土地要素制约问题。①争取用地指标。借鉴各地的做法，比较

可行的有：一是向上级争取用地指标。积极与上级有关部门进行沟通，争取上

级有部门在用地指标上对温州进行倾斜。■是通过土地整理换取建设用地指标。

发挥温州沿海滩涂、山地丘陵的姿源优势，加大土地整理力度，增加换取建设

用地指标。j是从外地购买土地指标。1999年以来，浙江省金华市以每亩1万

元的价格先后向湖州、德清、龙游等地购买用地指标5400亩，其成功经验值得

温州学习和借鉴。②开发后备资源。温州应该重视从内部挖潜力。一是把向海

洋要资源、向海洋进军作为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发挥沿海滩涂资源优势，

进行海涂围垦。虽然这项T作具有长期性，暂时显现不了政绩，但从温州的长

远看，这是解决土地要素制约最有效的办法。就当前来讲，在建的半岛T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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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西湾、大渔湾等围垦】：程的建设进度要加快。二是发挥⋯地资源优势，

合理利用好山地。政府要加快规划，引导城市建设特别是住宅建’设，向III地发

展，尽量避免占用耕地。在这方面，温州可以学习借鉴重庆、大连等城巾‘的成

功经验。三是结合城市化建设和旧村改造，盘活土地存量。通过土地整理、土

地置换、乡镇工业小区整合、闲置土地回收等多种途径盘活土地存量，增加土

地资源。③合理配置土地。温州土地资源先天不足，如何提高现有土地利用率，

把有限的土地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去，十分重要。一要加强对土地使用的监督

管理，防l【：征而不用等现象。对已经办理征地手续，在规定的年限内没有开发

土地，要依法予以收回。一要改变以产值确定供地的做法，转作以单位土地税

收贡献率、企业成长性相结合的综合指数来衡量，避免出现“大企业土地用不

了，小企、№没地用”的现象。用于供应小企业的标准厂房建设，比重要加大，

进度要加快。三要提高土地容积率。避免建造花园式厂房，实行集约用地，在

不违反城市规划的前提下，尽量向空中发展。特别是轻工产、Ik，应该尽可能建

多层厂房。

4．2．3加强电力和信息设施建设

电力设施建设方面，加快建设南岳电厂和超高压输变电工程，开拓水利发

电、天然气发电、风力发电等新领域，形成配套齐全、电网覆盖齐全，自动化

程度高、运行成本低、安全可靠的新型发、供电系统，争取城市人均用电量达

3000千瓦时。信息设施建设方面，加快温州信息港建设，形成区域信息中心。

以建设温卅f信息港为目标，加快建设信息资源网、信息传输网、信息应用网，

初步形成信息资源社会化、信息服务网络化、信息利用普遍化、信息技术产业

化。争取通过若干年努力，建立起覆盖全市、连接全国、沟通t日=界的智能化、

个人化、数字化、综合化、宽带化的高速宽带信息网，逐步形成电信网、电视

网、计算机网t网合一的区域性信息高速公路，使网络性能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4．2．4加大人力资源引进和培养力度

当今，城市的竞争、产业的竞争、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

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其屁著性要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与

经济增长相关性。温州人力资源非常薄弱，今后应该坚持引进和培养一起抓，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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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打造一+支适用型的高素质人／j‘队伍，形成人才规模效应。在外部资源引进

上，要针对职业经理人、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的实际情况，采取措施重点引

进以下几类人才：一是高学历、高素质以及产业发展紧缺的战略管理、营销管

理、物流管理、计算机网络管理等经营管理人才和与产业配套的专业技术人才。

在具体操作方式}：，要灵活多样，不求所有和所在，只求所用，注重实效。深

圳市在虚拟科技人才建设方面比较成功，其许多做法值得温州借鉴。二是海外

华人、留学人员和学科带头人。重点要搞好留学生科技创业园的建设，使之成

为他们创业的舞台。三是一批产业技术工人。依托现有职业技术学院和行业龙

头企业，有针对性地进行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内部资源培养上，要大力加强教

育建设力度：～要加强高校建设。特别是温州大学与温9"HN范学院合并成立新

温州大学后，应该尽快理顺关系，加大扶持力度，努力把新温州大学的品牌做

出来。同时，要学习珠海“珠海无名校、名校在珠海”的做法，创造条件引进

国内外大院名校来温办学或者在温州建立分支机构。二要创建一批与温州产业

密切相关的专业院系和人才培训中心。利用市属和省属高校乃至全国重点院校

的培养能力，多层次教育和培养现代产业技术人才。温州已经在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创办温州轻工学院，这种做法比较可取，但范围还可以扩张到其他特色产

业。另外，温州要特别重视设计人才的培养，在适当的时候争取组建温州特色

产业设计研究院，引进国内外一流的设计理念、设计手段和信息，推动产品开

发紧跟世界潮流。三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提供更多的高素质劳动

力。通过继续教育和专业培训，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专业技术人才水平。

4．3市场监管政策

4．3．1营造法制、诚信环境

主要是继续建设“法制温卅I”和“信用温州”。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

是信用经济。近年来，温州在信用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总体上讲，温州

信用建设刚刚起步，还存在信用意识模糊、信用观念淡薄、信用关系不健全、

信用风险管理水平低、信用行为中交易成本过高、有关信用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信用市场行为不规范、信用信息分割和垄断等现象，守信获益和失信受损的激

励机制仍未形成。这种现象与温州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温州政府应该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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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把“法制温州”、“信用温州”建设作为战略性的工作，努力建设良好的社

会法制和信用环境。就当前来讲，有两件事情应该抓紧进行：一是规范市场秩

序。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欺诈现象和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不

法行为。二是加快健全由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构成的社会信用体系。

包括整合各种信用资源，加强信用信息网络建设；发展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培

育信用产qk和信用市场；建立信用奖惩制度，加强信用监管等方面工作，用教

育和制度的双重办法，督促温州市民和各界懂法制、守法制、用法制，守信用、

讲信誉、重信义，使法制和信用的观念、意识、道德深入人心。

4．3．2引导有序竞争

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一方而要利用信贷、税收等经济杠杆，引导集群内

的企业在新产品开发、工艺改进、降本增效方面下功夫，克服低价、压价的恶

性竞争；另一方面，要指导和扶持行业协会增强行业自律，推动企业联合开发

共用技术，提高资信度和市场开拓能力，形成相互取长补短、促进共赢的发展

局面。要加大对低劣中小企业的整治力度，对集群内的“三无”企业和违反安

全生产、环境保护、职业卫生、产品质量的中小企业，坚决予以关停。同时，

对外要积极应对国外贸易壁垒。建立反倾销信息平台和预警机制、应对机制，

帮助企业推进技术、质量认证工作，支持企业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鼓励

企业争创国际知名品牌。按照WTO有关规则，采取有效措施，规范企业进出口

经营行为。

4．3．3扩大对外开放

深度参与围际国内竞争与合作，足提高产业集群整体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要举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在“引进来”方面，要积极加强与固

际优势企业的合作，多形式利用国外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采取多种方式

进入跨国公司产业链和国际营销网络，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招商引资不光是

引进资金，更重要的是引进技术、人才、管理、品牌、市场网络等温州亟需的

高级生产要素，并以此来改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集群升级。今后，温州应该

努力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发挥自身“t胞”众多的优势，加强与国际大企业、

大集团的联系，吸引他们来温投资落户。特别要十分注重引进先进适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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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蕈承接台湾地区的产业转移，嫁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在“走出去”方而，

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积极在境外设立生产加工基地、技术研发机构

和营销网络，实施跨国经营，解决产品的市场空问问题。

4．4公共服务政策

4．4．1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管理流程再造是当今各国政府改革的一个趋势，也是提高地方政府工作效

率的一个主要手段。管理流程再造，就是在理清各种权责关系的基础L，对行

政管理过程或办事程序进行重新设计和安排，以缩短循环时间，规范运行程序，

实现政府管理的高效化。在实践中，温州可以结合《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以

企业、群众的满意度为导向，把一些新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引入政府管理，通过

分权、放权等形式，推进行政管理流程再造。应该注意把握这么几个环节：一

是提高行政决策的群众参与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健全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

度，探索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发挥专家专业知识储备、科学思维优势。完善

政府与企业、群众的联系制度，在⋯些重大决策出台之前，要采取旁听、听证、

网上讨论等各种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小断提高行政决策的群众参与

度。二是行政审批流程要“弱审批、强监管”。搞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

限度削减审批事项。对确需保留的审批事项，要明确程序、时限和责任。要重

新配置行政职能，把jj作重心转移到加强审批监管上来。三是落实具体经办人

员的责任。从某个角度讲，具体办事人员在办事过程中就形成了最客观的投资

软环境。在工作流程的设计中，要紧紧抓住具体经办人员这个环节，落实责任，

强化监督，改善服务。温州市政府办公室引进IS09000质量管理体系，给行政

管理提供一个先进的平台和～种规范科学的管理方法的做法，值得全面推广。

4．4．2鼓励现代服务业发展

服务业的高度发展，对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温州而

言，当务之急是加快发展金融、保险、中介等服务业。充分利用金融改革综合

试点城市的优势，搭建吸引民间资金进入金融领域的平台，实现金融业务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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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拓宽经济建设的融资渠道。积极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来温州设立分支机构

或代表处，建立高效发达、管理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加快电子支付系统的建

设，努力提供方便、快捷、安伞的围内国际资金结算与汇兑等服务，把温州建

成浙南、闽北地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发展具

有国际规范的会计业、律师业、评估业、咨询业、设讥Ik等，尤其是能够熟悉WTO
规则、掌握国外市场动向、适应温州市企业外向度不断提高、国际市场参与程

度不断加深所必需的培训机构、贸易代理机构、管理顾问机构、投资咨询机构、

商务旅行机构。

4．4．3完善商贸服务功能

大力整合原有商品市场，强化温州区域性商贸中心的功能，建设若干个购

物环境、管理水平、服务水平接近或达到世界水准的大型多功能购物中心。结

合商贸资源整合，广纳世界精品，建设若干条“名牌购物街”、“特色购物街”、

营造浓郁的都市型文化休闲气息。争取建设卜2个规模大、档次高、辐射力强、

在国际上具备一定知名度的大型轻工产品市场。同时，物流业方面，要以现有

双屿、南白象、瓯北、七里等几大物流基地为平台，建成集零散、快运、集装

箱、仓储、加J：、货运代理为一体，面向周边乃至全国的综合性物流中心。会

展业方面，要利用好现有“轻博会”的影响，围绕温州“中国鞋都”、“中国

服装名城”等区域品牌的作用，争取形成一批在全国乃至全球有影响的专业展

会。加强市场开拓的指导和服务，鼓励企业积极参加围内外各类交易会、博览

会。积极发展境外营销网络，充分发挥50多万温籍华侨这一重要资源优势，扩

张营销网络。

总而言之，温州政府面对发展的需要和竞争的压力，必须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实旌产、世引导，健全资源要素，强化市场监管，完善公共服务，不断强

化产业集群升级的政策支持体系建设，切实推进产业集群升级，继续保持经济

发展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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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结论

本文运用产业集群和政策支持体系理论，结合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对温

州产业集群的发展进行分析，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温州产业集群发展的成果，是温州经济实力和活力的源泉所在。当前，温

州部分产业集群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但是，温州产业集群在服

务支持、资源要素、制度文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决定了部分产业集群

出现了衰退的征兆，促进产Hp集群升级迫在眉睫、任重道远。

在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不仅要做“开明政府”，放手让

产业发展；更要做“高明政府”，加以引导、扶持和促进。本文建议，今后温

州政府应该着力在产业引导、资源要素、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方面下功夫，

推进产业集群升级的政策支持体系建设，力争实现温州新一轮的发展。

文章对产业集群和政策支持体系理论的运用还不够娴熟和深入，提出的具

体政策建议的可操作行还有待于实践检验，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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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厉担任副书记、书记、党缒书记至今；2003年l1月参柏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

于2004年3月进入同济大学攻读好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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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匏戒发．溢期等城枣趣褪汽车经蘩警理薄弱磅究．爨家建息中一§：魏经爨，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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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朱博 民间资本驱动下的产业集群研究——以"温州模式"为例 -现代经济信息2009,""(11)
    产业集群是形成区域竞争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历史上多为民间自发形成,但现今却更多依赖于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本文以我国温州

形成的产业集群为模式,回顾其形成背景,并以此分析由民间资本驱动的产业集群所具有的形成条件和特点.最后指出"温州模式"的启示意义.

2.期刊论文 张静.姚析佐.Zhang Jing.Yao Xi Zuo 产业集群驱动的工业化道路——重新解读"温州模式" -特区经

济2006,""(11)
    通过对"温州模式"的研究,发现温州遵循"开放-发现-创业-扩散-升级"这样一条产业集群驱动的工业化道路,其发生机理是由于开放,增加了同外部市

场接触的机会,发现了市场信息并完成了初始资本的积累,当企业家能人出现、开始在某地创业时,本地工业化进程便随之启动.

3.学位论文 丁康乐 “温州模式”背景下瑞安市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 2006
    “温州模式”推动了温州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在2005年，温州被《经济日报》评为“重商与开拓意识最强的城市”。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

同时，温州的城市空间结构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演化。城市的大规模建设是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它与温州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温州模式”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发展方式，它所塑造的温州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也独具特色。

    本文通过对“温州模式”产生的背景以及温州经济发展的各阶段特征进行详细论述，且对应各阶段城市用地和城市空间的改变作了详尽分析，并与

经典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型进行对比研究，得出温州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规律和特点。文章进一步以瑞安市为例，对瑞安市城市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作了

回顾，并分析其在“温州模式”经济背景下的运动规律，最后针对国家新一轮宏观调控下瑞安市城市空间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对策研究。

4.期刊论文 盛世豪 从产业集群视角看温州模式 -浙江社会科学2004,""(2)
    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是决定区域综合竞争力的两个基本因素.本文着眼于生产效率角度来分析温州模式,并运用产业集群理论,对温州产业演进过

程、现状及前景提出了一些看法.

5.学位论文 邓曙 “温州模式”的创新与转换研究 2007
    20世纪80年代，温州，这个走在中国改革最前沿的城市，以其大胆和超前的改革实践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计划经济严寒尚未解冻的时候，在

中国广大农民尚处于极度贫困的环境中，温州人民在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率先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以独特的农村工

业化方式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脱贫致富的道路，这便是后来被广为称道的温州模式。

    二十多年来，温州经济模式极大地推动了温州经济的发展，扩大了社会就业，活跃了各类市场，加快了生产力的发展，实践证明它是一种比较符合

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温州模式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如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技术创新

能力薄弱、产业集群内出现无序竞争和僵化现象、家族管理模式的制约等等，因此，温州模式必须进行调整、创新与转换。本文在对温州模式的外部制

约和内在缺陷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温州模式创新与转换的路径选择。一方面，政府要增加要素资源的供给，缓解资源紧缺的制约；制定合理的

金融政策，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加强监督机制，约束政府寻租行为。另一方面，企业自身也需加大创新与改革力度，以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突破

，加快培育支柱和优势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动力，致力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产业集群内部的创新转换为支撑，增强产业集群的活力：以制度创新

为保证，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

6.期刊论文 于姝晖 "温州模式"和"泉州(晋江)模式"的比较分析 -科技资讯2006,""(2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凭借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率先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产业竞争力最强、发展最快的区域,并逐

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文章从"温州模式"和"泉州(晋江)模式"的内涵入手,分析了两种模式的相同及不同点,并由此得出选择经济发展模式的若干

启示.

7.学位论文 马军 西安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及对策研究 2007
    近年来，关于民营经济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总结和比较东部发达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形成了诸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民

营经济发展模式。西安是一个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城市，民营经济由于历史、体制、观念等原因，发展相对落后，必须把民营经济的发展提到一个重要

的位置，才能促进西安经济合理、快速地发展。

    本文首先进行理论研究。详细介绍了民营经济及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理论，深入分析了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内源化与外源化发展、跨越式发展、产

业集群等经济发展理论。并将理论付诸于实践，对国内公认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基于制度变迁方式的分析，包括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苏南

模式、三城模式、沪郊模式；自下而上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温州模式：诱致性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中关村模式。

    其次，结合西安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按照“路径依赖”理论对西安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进行分析，得出西安民营经济的发展特点：高

科技企业发展迅速，成为西安民营经济的支撑点；某些行业已具有规模，具备了发展产业集群的能力；民营经济在以国有经济为基础的环境下生存发展

。由此提出了适合西安民营经济发展的三种模式，即以高科技为先导的跨越式发展模式；民营经济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互动的发

展模式。同时分别提出了西安民营经济实施三种发展模式的不足条件和存在的问题，归结为创新力、资金、技术、环境、人力资源以及文化氛围六个方

面。

    最后，借鉴国内外经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首先，提高专业集群区的创新网络，提升科技型企业的创新力，为跨越式发展提供动力；其次

，加强硬件和软件环境建设，为产业集群提供良好的地域载体和发展环境；再次，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强化高技术企业的发展能量；最后，一种

充满开拓精神、诚信、合作的文化氛围也会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同时为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此外，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

和融资的保障解决了民营经济的瓶颈性问题。

8.期刊论文 路阳 温州模式与苏州模式的比较及其对陕西装备业产业集群的借鉴意义 -商场现代化2006,""(36)
    就陕西来说,如何抓住机遇,加速装备制造业一体化进程,把振兴陕西工业与发挥产业集群效应结合起来,是当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本文通过苏

州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发展比较,关于陕西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我们可以得到重要的几点启事.

9.期刊论文 赵焱.ZHAO Yan 温州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城市发展研究2008,15(3)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以发展民营经济而著称,并形成了具有一定优势的产业集群.进入21世纪后.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温州的产业集群发展也面

,临着新的挑战.环境和能源的制约、低水平的产业技术、民间资本的外流、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局限等各种问题制约了温州经济的

发展.本文以温州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温州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促进温州产业集群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解决途径.

10.学位论文 庄佳玥 行政权与产业集群的演进——以盛泽、王江泾纺织产业集群的比较研究 2009
    “所有的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这对于认识中国这样以集体主义的计划经济为起点的市场化历程和现实尤其具有深刻的隐喻。然而西方经济学

理论受到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很少正面论述行政权对于市场经济过程本身的影响，即使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中的政府行为也仅仅局限在宏

观层面，不涉及价格管制等直接作用市场机制的核心。而我国改革开放后产业集群的兴起，制度变迁又都是伴随着行政权强势介入或逐步淡出的过程

，缺少行政权这一维度来理解产业集群演进是不全面的。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f%b2%e6%99%8b%e5%b7%9d%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jshkx200402005.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jshkx.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c%b1%e5%8d%9a%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djjxx200911094.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djjxx.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9%9d%99%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7%9a%e6%9e%90%e4%bd%90%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Zhang+Ji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Yao+Xi+Zuo%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qjj200611130.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tqjj.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tqj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8%81%e5%ba%b7%e4%b9%90%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40023.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9b%9b%e4%b8%96%e8%b1%aa%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jshkx200402008.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jshkx.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2%93%e6%9b%99%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4962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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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kjzx20062816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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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国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纷纷从地方政府作为或无为的角度探讨“苏南模式”、更重要的是“温州模式”的兴起，得出了许多有创见

性的理论成果。但是，地方政府的行为仅仅代表了行政权的一部分，而全面探讨行政权对产业集群演进、制度变迁影响的文献还很少见到。本文试图选

取产业集群这一代表性的经济现象，通过盛泽与王江泾纺织产业集群这两个区位因素，文化传统、技术水平、市场条件等几乎相同，相互临近但又分别

处于江苏与浙江两个不同行政区划并且演进出不同路径的天然“制度实验”，分析和刻画行政权在其中的影响，提炼行政权介入经济过程维度下的产业

集群演进模型，为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行政权对产业集群演进、制度变迁的影响的研究作初步的尝试。

    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内容和框架：第一章介绍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及框架，并从行政权的内容及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成长，特别是结合我国改革开放

以后制度变迁的特殊性，从政府行为角度探讨制度变迁和产业集群演进的相关理论成果来整理文献综述。第二章从历史和现实角度详细刻画盛泽和王江

泾两个纺织产业集群的不同路径，为下文的分析奠定基础。第三章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两地产业集群不同路径的原因，在证伪其他因素后，提出行政权

对于产业集群演进的重要作用，并在分析行政权具体的作用机理后提出行政权介入的产业集群模型。第四章通过具体的实证材料，揭示行政权对于产业

发展过程所产生的真实作用。第五章结论总结本文的观点，并且对政府行政权的作为提出原则性的建议。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1362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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