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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湖南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马杰 

（湘潭大学商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摘 要】湖南地处中部，近年来湖南经济发展较快，特别是产业集群化发展引人注目。通过对湖南产业集群

的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出湖南产业集群在集群创新体系的构建、集群文化的建设、集群核心竞争力的培育等方面存

在的一些问题，最后从集群获取资源的能力、创新体系的构建、市场营销、集群文化的角度对湖南产业集群核心竞

争力的培育提出了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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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指出，集群即指在某一集特定区域下的一个特别领域，存在着一群相互关联的公司、

供应商，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目前，国内学者对集群概念尚有多种理解，在某些特定产业湖南已经走在了全国的

前列。如长沙的工程机械装备、广播电视、食品，浏阳的花炮制造，醴陵的瓷器，株洲的轨道交通、服装，岳阳的石油加工，

湘南的有色金属等。而且这些产业在地理上已经有集聚的趋势。湖南地处内陆，是典型的农业大省，产业集群的发展目前虽已

取得一些成绩，但远不如沿海发达地区。因此如何培育湖南企业集群竞争力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湖南产业集群的现状 

产业集群是指同一产业的企业以及该产业的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高度集中。 

（一）集群已进入成长期 

湖南属中部省份，工业基础薄弱，是典型的农业大省。但最近十多年来发展迅速，从最早的“一点一线”，到2008 年长株

潭“两型社会”特区的批复，以及环洞庭湖经济圈的崛起，“3＋5”城市圈的确立等等。湖南的经济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

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其经济结构有其自身特色，真正结合了湖南省的省情，走上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特别是近几年湖南涌现出

了一批有较高知名度的特色产业集群，如长沙周边的工程机械，浏阳的烟花，岳阳的石化产业，湘潭的槟榔产业，常德的食品

产业等等。这样一些符合湖南特色产业的崛起，带动了相关企业在一定地理位置上的集聚发展，最终形成了产业集群。这些集

群的迅猛发展成了湖南经济的亮点，与沿海一带的加工贸易不同，湖南许多产业集群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也有湖南本土的文

化因素。因此，许多湖南企业集群的产品、品牌优势较为明显，在一定时期内湖南的企业集群还将继续保持又快又好的发展，

目前属于企业集群的高速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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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群特色较明显 

集群特色决定了集群的生命力。实际上，我国集群之间的竞争已经开始加剧，在某些整体技术含量不高的产业竞争呈现白

热化趋势。市场上竞争力较强的集群往往是具有特色的集群，这种特色不完全表现在制造成本的最低，还体现在产品的独特性、

技术含量，集群的文化，集群整体营销策略等。湖南的一些集群特色比较明显，在国内外形成了较高知名度和较强的竞争力。

比如，以传统技术形成的浏阳烟花、醴陵陶瓷集群；以饮食习惯形成的湘潭槟榔、常德农副产品集群；以交通优势形成的株洲

服装集群；以计划经济工业基础形成的株潭轨道交通集群；还有以技术创新为代表的长沙工程机械集群等，湖南的企业集群总

的来看，特色比较明显，集群产品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三）企业集群化发展渐成趋势 

随着湖南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分工的加剧，企业向集群化发展逐渐成为趋势。企业在湖南集群化发展具体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企业集群正以地区为中心集中；一是各地区企业集群又向工业园区集中。企业集群化发展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它说明湖南的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各种稀缺资源正被市场有效调配，企业集群化的发展可以说是湖南经济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必然产物。企业集群的种类、数量、规模、增长速度、竞争力强弱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湖南的整体经济活力。 

二、湖南产业集群存在的问题 

（一）集群创新体系尚未形成 

集群的创新体系与单个企业组织的创新体系是有差别的，它必须将集群内的所有创新资源集中调配，最终产生 1＋1＞2 的

效果。创新体系主要包括技术创新体系和制度创新体系，但目前湖南的绝大多数集群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差距。在技术创新体系

方面，不仅是集群内的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需要合作，还要联合相关的科研院所，共同构建集群的技术创新体系。这种体系能

够使技术可以在集群内的企业组织间扩散流动，但又不在集群外溢出、外泄。而事实上，湖南的绝大多数产业集群还未能形成

这种体系，所以，整体科研实力并不强。 

集群的制度创新体系则可以尽可能的降低集群内的制度成本，促进集群内各种组织之间的合作，减少冲突，统一协调。目

前，湖南的制度创新体系主要由政府主导，集群内的各种组织参与较少。如政府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或发布某项政策来指导集

群的发展。政府的引导是必要的，但集群制度创新体系的主角应是集群内的所有组织。 

（二）集群文化有待建设 

集群文化的建设需要时间的积累，是集群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风格，不可模仿。正是由于它的不可模仿性，所

以，它才是打造集群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但是，集群在湖南的发展还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集群文化，

但离真正能够转化为集群强而有力竞争优势的文化还有距离。湖南绝大多数集群的文化还有待建设，目前基础还很薄弱。集群

文化究竟由谁去建设、怎样建设，这是湖南的产业集群现阶段发展所要思考问题。 

（三）集群核心竞争力并不明显 

尽管湖南最近几年产业集群取得了较大发展，也涌现出了一批有较高知名度的产业集群。但整体而言，集群的核心竞争力

并不明显。表现在产业类型雷同、产业结构类似、过于倚重低成本劳动力、部分核心零部件仍依赖进口。一部分集群的竞争力

地域性很强，走向全国就会出现问题，这正是缺乏核心竞争力的表现。还有一部分集群这几年发展很快，但并不一定是自身竞

争力非常强，这里面有市场的原因。如果市场开始萎缩，或者竞争加剧，那么问题就会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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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湖南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对策 

（一）培育对稀缺资源的获取能力 

集群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各种关键性资源实际上都是稀缺的。稀缺资源包括有形的、无形的以及人力

资源，在集群同质化的今天，对稀缺资源的争夺显得异常激烈。提升湖南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首先要加强对获取稀缺资源能

力的培育。每一种稀缺资源的获取方式是不一样的，如对某紧缺原材料的获取和对高级人才的获取显然是不同的。具体而言，

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根据集群目前的特点。如有的集群科研创新能力比较强，那么就应该注重在对人才资源的获取上。有的集

群是市场驱动型，则应注重对市场一线信息的获取等。湖南的产业集群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培育对稀缺资源的获取能力。 

（二）逐步建成集群的创新体系 

创新体系的建设主要依赖于集群内各企业组织之间的合作，并将这种合作进行到实质阶段。如建立行业协会，制定维护集

群长远发展的各项规章制度。协会需要政府的一定参与，为了集群的发展政府可以出台一些发展政策。之所以需要政府的参与

是因为政府在必要的时候需要协调集群内各企业组织之间的关系，不能完全由市场的力量去调控集群的发展。这样就可以在最

大程度上减少集群的内部损耗，最终建成集群的制度创新体系。集群内的企业组织还应多进行技术交流，可以组建共同的研发

机构，促进集群内的技术共享和流动。但也应建立相应机制防范技术的外泄，最终形成集群的技术创新体系。 

（三）集群的发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集群的发展不是盲目的，它必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集群的发展规模、集群的发展方向都应该由市场需求决定，否则就

无法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目前，湖南产业集群的发展无论是政府，还是集群内的企业组织都希望集群做大做强。希望是好的，

但并不代表符合经济规律。有些集群的发展在没有经过严格的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提前规划，规模超前，这样是比较危险的。要

做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必须经过大量的、长期的市场信息收集，了解市场的需求趋势，在此基础上做好集群的长远规划，这

样集群的发展才会比较稳健。 

（四）形成独特的集群文化 

只有独特的集群文化才能不被轻易模仿，只有独特的集群文化才能形成集群独特的核心竞争力。要形成独特的集群文化必

须要有长远的文化建设战略，必须记住集群文化是集群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风格，不是短短几年集群的快速发展就会

有的。但我们必须要有长远的文化建设战略，在集群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首先要对集群内组织的各种日常经营活动进行规

范，其次要对一些日常经营活动制度化，最后还要对一些日常经营活动习惯化。随着时间的累积，最终就会形成独特的集群文

化。独特的集群文化则会集群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结论 

湖南的产业集群在最近十年间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依然面临许多问题和困扰。面对集群同质化的今

天，市场竞争的加剧，如何才能培育湖南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分析湖南产业集群的现状，本文总结出了几点问题，并

给出了相应对策建议，希望能给湖南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带来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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