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突 

出特点是在地域上集群式生长，呈现出 
“

一

村一品，一乡f镇)一业”的局面。这在 

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河北和福建等省 

都有分布 ，尤其以江苏、浙江和广东最为 

突出。这种产业集群式发展给企业带来 

的竞争优势．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 ，产业集群式的分布．促进了产 

业分工的发展和产品成本的降低。在产 

业集群区中，企业按照产品流程形成了 

自然的分工，企业只需专注于其中的一 

个生产流程。古河套村是江苏赣榆县一 

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在这个面积仅 4 

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每年生产的各类 

酒瓶盖达 6．5亿个．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60％以上。这是产业集群在长江三角洲 

地区众多成功事例中的一个。尽管加工 
一

个酒瓶盖只能赚到几分钱，但古河套 

村每年可以实现销售收入 3-3亿元、利 

税 700万元。古河套村的 1 06家企业均 

为村民个人拥有的小企业 ．其中投资 

200万元以上的加工企业有40余家。在 

浙江诸暨市大唐镇的袜业生产集群．整 

个制袜过程已经被分为织袜 、缝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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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印染 、定型、包装、运输等十个环节。 

产业链涉及 1 000多家原料生产企业、 

400多家原料销售商、8 700多家袜子生 

产厂、300家包装厂 、200家机械配件供 

应商，600家袜子营销商和 1 00家联运 

服务企业。专业化的分工使得每一个流 

程的生产成本都降到了充分小，同时，集 

群式的分布还大大节约了运输成本。低 

廉的成本又吸引了更多的生产企业，由 

此形成了良性循环。在集群中，从单个企 

业看，企业竞争力并不强 ，但把它放在专 

业化协作的集群中，这些小企业就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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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外部的规模经济，这种外部的规模优 

势克服了企业内部的规模不经济。这种 

有众多小企业组成的集群既有“小”的灵 

活性。又有“大”的规模性，构成了一体化 

大企业的有效替代 ，形成了区域产业强 

大的竞争力。 

其次．产业集群式分布也实现了相 

关生产要素的高度集中，加快了生产要 

素的流动。在产业集群内创办企业，不仅 

进入成本低，退出成本也低。个别企业因 

经营不善而倒闭，或者因产业结构调整 

需要出卖，包括出卖部分资产，很容易就 

能找到买家，因为有许多优势企业急需 

要扩张，兼并和收购本地企业正是他们 

低成本扩张的最佳方式。良性的制度安 

排可以弥补自然资源禀赋的不足，有效 

降低集群内企业的商务成本、交易成本 

和信息成本。产业集群使设计、采购 、销 

售等环节社会化，甚至将生产环节的十 

数个车间社会化，从而形成“产业生态系 

统”。正足产业集群的这种生命力，使自 

然资源贫乏的浙江省创造了令人瞩目的 

经济现象。与此同时，技术、人才也向该 

地集中。科技人才、管理人才能够在这里 

获得更多的施展空间和同行业之间的流 

动空间。该地域也成为了行业技术和信 

息的集散地。 

再次，产业集群式发展加快了技术 

创新的速度。在产业集群内，同种产品由 

众多的企业生产，这些企业相互之间自 

然会形成竞争。这种竞争都是面对面的， 

甚至是门对门的。在绍兴的纺织业集群 

内，数干家面料企业 ，所面临的区位优势 
～ 样、运输成本和物流成本一样、原材料 

价格一样、使用的设备一样、工资水平一 

样。为了使自己的产品比众多本地同行 

的产品成本更低、质量更好、花色品种更 

具有特色。就需要有更好的创意 、进行更 

多的技术创新。而一个好的创新又很难 

长期独享，通过人员的流动 、用户之间的 

联系，创新很快会被当地的同行学会。企 

业要想求得长期领先，就必须不断地创 

新。于是，整个产业集群内就有了持续的 

创新压力，推动了企业的产品结构调整 

和新产品开发。许多纺织企业做到了“三 

分钟出小样，当天进市场，三天出批量”。 

第四，产业集群能有效整合资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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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提升区域竞争力。产业集群是以 
一 个主导产业为核心、产业链上相关的 

上下游企业和相关辅助产业服务业在空 

间上大量集聚。现在，苏州工业园区周围 

25公里范围内．计算机产品配套率可以 

达到 98％，保证企业在接到订单后 3天 

内交货。吴江市的 IrI'产业依托本地经济 

开发区，首先引进一批配件企业，然后引 

来台湾华宇电脑 、大同电子、中华映管等 

1 0多家知名企业。同时 围绕主机产品 

进一步强化配套效应，吸引 1 67家外商 

投资企业加盟。以制衣业为例。在纺织业 

发达的珠三角或长三角，半径 50公里以 

内，纽扣、纱线等各种配套饰品都能生 

产，可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订单，这在很 

多国家都做不到。产业集群使设计 、采 

购、销售等环节社会化，甚至将生产环节 

的十数个车间社会化，从而形成“产业生 

态系统”。浙江省苍南县的铝制徽章在国 

内市场的占有率高达 4 5％，这样一个小 

商品 ，其十几道工序经过市场中介 ，由 

800多家企业形成的生产链最终完成； 

“领带之乡”嵊州年产领带 2．8亿条，占 

世界领带市场的 1／3；诸暨市大唐镇每 

年生产袜子 90亿双，是全球最大的袜业 

基地；乐清市柳市镇在国内低压电器市 

场的占有率超过 1／3。 

在民营经济产业集群式发展过程 

中，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的互相依托和 

相互促进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增强起 

到了重要作用。民营企业的生产要素配 

置和产品的销售，从一开始就是在市场 

上进行的，市场是民营企业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基础，同时，市场也在民营企业生 

产规模的不断扩张中发展完善。这在民 

营经济专业化生产和专业化市场的关系 

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一

方面，行业集群式的发展催生了 

专业市场。改革开放初期，国有的商业和 

供销合作社系统的流通网络覆盖了全国 

的城市和农村。形成了垄断。这一网络把 

民营企业的产品拒之门外，形成了对民 

营经济的体制性的壁垒。但是 ，国有商业 

系统存在着经营不善，效率低下的缺点， 

不可能对市场形成完全垄断。在这种情 

况下，当地共同生产某种产品的民营企 

业便以传统集市贸易的方式把大量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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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集中到了一个固定地点进行集中交 

易，专业市场便应运而生，如浙江义乌中 

国小商品城和绍兴中国轻纺城。 

另一方面，专业市场的形成又进一 

步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发展。以亚洲地区 

最大的布匹集散中心绍兴中国轻纺城为 

例 。绍兴的轻纺工业带动了这一中国乃 

至亚洲地区规模最大，设施最全、经营品 

种最多的轻纺产品专业批发市场的发 

展 ，同时，这一专业性市场又进一步推动 

了轻纺工业集群的发展。这至少表现在 

以下几方面 ：其一，因为有了在国内外影 

响较大的专业市场 ，并且市场内商品品 

种多、规格全 、非常方便客户进行选择 ， 

所以有利于企业的产品销售。现在的轻 

纺城，每天都有数万名国内采购商和数 

干名国外采购商。企业生产的面料进入 

轻纺城，就等于进入了国际市场。其二， 

因为有了众多的专业市场，原材料 、配 

件 、模具等在市场内一应俱全，不仅有本 

地的产品，也有国内外的同类产品，企业 

采购原料、辅料都很方便。这样，绍兴的 

纺织企业可以在家门口选购国内外最优 

的原材料。极大地节约市场搜寻的成本。 

市场中的透明公开的价格已经经过完全 

的市场竞争，也节约了在价格上谈判的 

成本 ，并且价格也降到了充分低的水平。 

其三，这些专业市场既是产品集散地，又 

是信息集散地。有了这些信息，绍兴的纺 

织企业可以及时地改进花色品种，迅速 

地调整产品结构。 

产业集群式发展促进了民营经济的 

迅速发展。但也应该看到，当前民营经济 

产业集群大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技术含量普遍不高，在国际产业链中处 

于低端。同时，产业集群式发展可能也会 

有一定的负面效应，这就是如果该地区 

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 

治理，该地区整个产业的声誉将都会受 

到影响。因此，加快产业升级、提高科技 

水平、尽快形成高科技的产业集群，倡导 

诚信，守法经营，是我国民营企业产业集 

群进一步发展强大的必由之路。 

f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工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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