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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产业集群优劣势分析 

王 芬 

（哈尔滨商业大学 经济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摘 要】浙江省的产业集群是由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中小企业集聚而成的一种区域性生产组织，是以网络结构为

支撑的区域柔性生产体系，具有很强的根植性。这使浙江省产业集群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区域历史文

化底蕴，也存在着自主创新意识淡薄，产业集群内产业链未形成、欠科学等劣势，面临着优化升级的困境。推动浙

江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对策是：进一步完善政府服务，提供完整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组织建设，提高集群的组

织服务化程度；实行产学研的结合，构建人力资源支撑体系；以市场为导向，提高自身的持续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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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七山二水一分田”，资源贫乏，国家投资少。但在改革开放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里，浙江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从资

源小省，到经济大省，再到经济强省，国内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124 亿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1246 亿元，突破万亿元大关，

成为继广东、江苏、山东之后全国第四个经济突破万亿元的省份。2006 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5456 元，农村

居民纯收入达到 7026元，城镇和农村人均收入均位于各省之首。浙江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辉煌

一页。 

一、浙江省产业集群的特点 

(一) 由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中小企业集聚而成的一种区域性生产组织 

企业集聚，在传统意义上是指企业向某一地区的集中。在利益激励机制驱动下，供需双方在空间上的彼此接近以共享基础

设施，可以降低空间成本和生产成本，同时因社会联系、物质交换、技术溢出、信息共享等，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企业集中又

可以创造新的供给和需求，可以改变生产函数和需求函数。而产业集群理论除了上述传统意义上的好处以外，更多强调的是因

企业集聚而形成的一种共同体组织。在浙江许多区域的发展过程中，往往都是由少数企业生产某一单一产品起步的，随后，在

各种产品、原材料供应、交通运输等随着企业集聚规模的扩大而随之发展。如台州市目前有塑料制品生产企业一万余家，年销

售收入达 120 亿元，其中路桥的塑料制品、黄岩的塑料模具、温岭的塑料鞋等构成了各有分工、优势互补，从塑料制品到塑料

模具，又到塑料机械的完整的区域性生产体系。 

(二)以网络结构为支撑的区域柔性生产体系 

这里的网络是指特定区域内各经济主体，如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机构等，有选择地与其他行为主体进行长期合作，

在此基础上所结成的长期稳定关系。这种关系包括区内各行为主体之间通过各种合同而结成的正式合作关系以及非合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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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长期交往如面对面谈判、信息交流、新思想的交流等过程中所结成的相对稳定关系。最具典型意义的要算永康五金工具的

发展。永康是一个“百工之乡”，集聚了大量的五金生产企业，这些企业或是生产五金材料，或是以五金模具为专长，分工精细，

互相补充，根据市场变化，及时提供相应的新产品。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它们生产的产品从保温杯到滑板车，再到防盗门，

一次次的创新带动永康大大小小的五金企业和产品不断升级，从而奠定了其独特的区域竞争优势。 

(三)企业的根植性 

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国家环境，但更多的是取决于企业所在的区域和地方环境。作为区域特色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只有

在区域社会文化环境基础上才能得以成长。人们虽然在不同的企业里工作，但由于区域的一种氛围，人们都具有相同的价值观

和行为规范。由于这种共同体特征，区域特色经济具有很强的区域一致性、集体企业家、柔性专业化、竞争与合作的共存、信

息的迅速扩散、经济与社会的融合、很强的集团一致性等特征，这在温州人办的企业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由于具有同样的

文化背景，互相之间的信任使合作成为一种低成本的途径，进而形成了国内外有名的“温州帮”。 

(四)经济主体之间的对称关系 

在区域特色中，各行为主体，无论其规模大小，都是相对独立的，没有支配与依附的关系，都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区域性生

产体系。与通过投入产出链来维持企业之间关系的增长极模式相反，这种区域性生产体系是通过企业之间的合作、交往、信赖

来维持的。虽然在同一区域或生产体系内部，存在着各种不同规模及技术水平的企业，在生产体系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但从

总体上来说，区域特色经济内，大企业与小企业并存，国际联系与区域联系并存，贸易联系与非贸易联系并存，作为独立的经

济主体，它们都是互相平等的。 

二、浙江省产业集群的优劣分析 

(一)浙江省产业集群的优势 

1.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浙江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发展最初得益于利用海洋、港口和毗邻上海大市场的有利区位优势。浙江位于我国的沿海地区，大

陆海岸线长达 2，250km，沿海港口已达 40 多个，港口的发展为浙江腹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便利。浙江又毗邻上海，上海作为

长三角经济发展区的“龙头老大”，不仅为浙江的商品提供了大市场，还为浙江的企业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网络，带动了浙江专业

化产业区的发展。同时，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宏观经济还没有走出短缺经济的阴影，全社会对低层次产品需求旺盛，收

益相对较高，于是生产中低层次产品的中小企业不断涌现，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中小企业集群。 

2.独特的区域历史文化底蕴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长期有着历代相传的“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历史文化传统，奠定了浙江人重实际、讲实利、求

实效的思想文化基础。历代相传的“重视工商”的传统文化使得求生存、求发展的浙江人具有善于依靠聪明才智和专业技能经

营工商业的独特优势。如绍兴借“日出华舍万丈绸”的传统经济，建成了闻名全国的中国轻纺城；永康利用“百工之乡”的优

势，大力发展小五金；温州更是利用“其货纤靡，其人善贾”的特点，建立了各种专业市场，逐步形成了皮鞋、低压电器、打

火机、眼镜等全国知名的特色产业群。 

(二)浙江省产业集群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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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主创新意识淡薄 

多数产业集群存在同类企业的简单“扎堆”、“跟风”现象，集群内企业大多起点较低、规模较小，很多都是在农村或乡镇

发展起来的，许多企业主是从集市贸易经营户或农民家庭工业起家的，自主创新意识淡薄，往往采取技术模仿和价格竞争策略，

进而容易养成低价竞争的惰性，即习惯于向下压缩成本而不是向上通过自主创新增加附加值等获取利润。即便是引进技术或设

备，也缺乏在消化和吸收基础上开展自主创新，陷入一味引进的低技术生存方式，不少企业存在“一流设备、二流工艺、三流

产品”的现象。此外，许多企业对知识产权不够重视，不仅侵害其他企业的知识产权，对自己的知识产权也不注意保护，专利

意识不强。 

2.中小企业产业集群普遍面临着优化升级的困境 

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太少，导致企业缺乏自主技术创新的人才基础；企业员工素质普遍较低，多数人只

有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导致企业缺乏自主技术创新的劳动力技能基础。二是中小私营企业贷款难，导致企业缺乏自主技术创

新的经济基础。三是外资企业在产业集群多采用标准化的技术，而把核心产品的开发、设计和生产留在母国，外资企业的技术

和管理知识的扩散十分有限。四是制度障碍和组织效率低下，使一些大制造商宁可承担高额的运输成本在海外组织零配件的生

产，也不愿与所在地企业合作，进一步限制了外资的技术扩散，影响了产业集群的优化升级。 

3.产业集群内产业链未形成、欠科学 

在产业集群内，由于企业上下游之间、配套企业之间同在一个不大的区域里，配套产品的运输成本低，配套企业相互之间

比较了解，交易风险也就很低。比如云和县的木制玩具，产品的类别很偏，但没有几年的时间，就战胜了台湾的同类企业，成

了世界市场出名的木制玩具生产基地。于是乎集群内的企业间按利益关系，配套、分工、合作，能形成很大的产能规模，产生

难以估量的规模效应。但是，我们都知道规模效应是由一个前提，那就是产品的市场是无限大。而现实生活中任何一种商品的

需求弹性都不是无限的。特别是对于制造业而言，这种规模效应不是在上升，相反是在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势必造成产业集群

产能的过剩。 

三、推动浙江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对策 

(一)进一步完善政府服务，提供完整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政策的支持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要确定好良好的市场氛围，规范市场化交易的制度安排；二是制定和实施各种经济鼓励

措施，“有所得，有所失”地发展某些产业，对“所得”产业在土地、税收等方面进行重点鼓励和支持，以更好地提升集群的专

业化水平以及产业链向高级化和完整性迈进；三是在人才教育制度上予以支持，集群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专业化技术人员，因此，

适合区域集群发展的高等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四是在技术创新以及产权保护上的政策支持。一方面要建立好科

技人员和科研院所技术研发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还要保护好他们的技术成果以及以技术这种方式而获取的经济收益；五是鼓

励金融机构向企业提高发展资金，尤其是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更要建立一套完整的风险投资机制，在必要可行的时候政府

可以提供担保，等等。 

(二)加快组织建设，提高集群的组织服务化程度 

要重视并扶持民间商会和中介组织的发展，这是支撑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背

景下，行业协会将发挥政府难以替代的重要职能。目前我国的行业协会及法律、专利等中介服务组织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尤其

是行业协会还具有较为浓厚的政府色彩，影响了其公共职能的正常发挥。应按照世界各国非赢利组织发展的一般做法，彻底将



 

 4 

其与政府部门脱钩。真正实现中介服务组织的职能专业化、服务细分化、运转社会化，发挥其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约束

的作用，为区域产业集群服务。 

(三)实行产学研的结合，构建人力资源支撑体系 

在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过程中的作用非比寻常，一是他们通过基础研究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源泉，但这需要科研机构与企

业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合作机制，要在“干中学”、“用中学”、“学中用”中形成产学研的互动合作体系；二是为企业提供知识

和信息；三是大学和研究机构还担负着教育和培训的职能，可以强化人才的本地集聚。一些成功的高技术产业群，如挪威的伯

根高技术中心和丹麦的胡斯科学园区，都是由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在上述三方面的作用，而促使增强集群竞争力的活动取得成功

的。 

(四)以市场为导向，提高自身的持续技术创新能力 

浙江省多数产业集群内企业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较少，其竞争力多表现为劳动力成本低廉、生产

要素价格较低，这些在企业或产业集群成长的初期显得尤为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优势都会消逝殆尽。所以，企业要

保持长久的竞争力，就必须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增强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需要企业增加对技术创新的资

金投入；与国外拥有先进技术优势的大企业建立技术发展联盟，使双方的技术优势形成互补；根据国际产品市场变化发展的趋

势来改进技术，不断推出新的技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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