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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湖南产业集群竞争力因素研究 

夏华丽，朱丽文 

（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长沙 410128） 

【摘 要】近年来，湖南产业集群已具雏形，但仍存在集群竞争力不足、集群发展不成熟等问题。而影响湖南

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受制于地理区位、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和政府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通过

研究影响湖南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因素，指出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的主要优势以及不足，对促进湖南地区经济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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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作为中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围绕优势产业形成了较多的产业集群，但与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

比较，湖南产业集群竞争力明显较弱。湖南要实现在“中部地区崛起”中的快速发展，就必须形成一批在全国有强大竞争优势

的产业集群。 

一、湖南产业集群现状 

湖南的产业集群呈现出市场主导型产业集群和政府扶持型产业集群并存的现状。一是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已形成一定的雏形。

目前，初步形成了以长沙为中心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以株洲为中心的轨道交通装备集群，以长沙、湘潭为中心的汽车产业集

群等。二是传承历史文化、地方特色产业集群已形成。有浏阳花炮、永兴银都、醴陵陶瓷、嘉禾铸造、邵东打火机,都小有规模。

三是有依托区位优势,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集群。它们是蓝山县毛织业为主的外向型加工贸易；株洲芦淞的纺织品、服装专业批

发市场,在其建成之初只是一个纺织品、服装的流通市场,是广州和福建石狮等地纺织品及服装在湘的集散地。 

二、影响湖南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因素 

（一）影响湖南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有利因素 

1.地理区位因素 

湖南位于中国中部腹地，北靠长江，南接两广，邻近港澳。湖南以铁路为骨架，公路为经络，民航、水运为补充的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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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网基本形成。2007 年末，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 764 公里,列全国第9 位，居中部第2 位；铁路里程居中部第3 位；

水运居中部第1 位。以光纤电缆、短波和微波等构成的四通八达的电信网遍布全省。湖南具有承接珠三角产业梯度转移、扩大

与港澳地区交流、开拓“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市场的地缘优势，形成自己的产业集群，提高集群竞争力。特别是泛珠三角

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后，这一优势更显突出。 

2.资源因素 

湖南省是全国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非金属之乡”、“旅游之乡”和“鱼米之乡”。众多的自然资源更有利于湖南

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高。湖南全省有林地15 740.23 万亩，森林覆盖率为56.1 %，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湖南目前已探明储

量的有色金属37 种，其中，锑的储量居世界首位，钨、铋、独居石等名列全国榜首，铅、锌等储量也很丰富。湖南非金属矿是

仅次于有色金属矿的第二大矿产资源，在已探明的储量中，莹石、重晶石、长石、海泡石等储量均居全国第一位。湖南风景名

胜众多，其中，最著名的有中国最早的大学岳麓书院、南方长城、1992 年就进入联合国自然文化遗产名录的张家界、五岳独秀

的南岳衡山和彰显古代湖南人智慧的马王堆汉墓。湖南农业资源丰富，2007 年末，湖南省拥有耕地面积3 788.97万公顷，占全

国耕地总面积的2.9%；水稻和苎麻产量居全国首位，生猪产量居全国第2 位。 

3.劳动力成本因素 

相比沿海等发达地区，湖南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使得湖南产业集群更具有竞争力。湖南劳务成本比广东低 40%～50%；房价、

房租等低于相邻的湖北；工业用水比上海、广州等东部发达地区低近 30%；非工业、普通工业电价较湖北低 15.6%,大工业用电

低 7%左右，比东部发达地区更低。综合来看,湖南营商成本仅为广东的 74%。 

4.政府政策因素 

早在2006 年，长沙市公布了《关于加快优势产业集群和工业园区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长沙市将通过加大投入支

持等五大优惠政策，力争通过3—5 年形成中南地区最具优势和影响的工程机械、汽车、家电三大产业集群。2007年，湖南省政

府又公布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和支持工程机械产业发展的意见》，更促进了湖南工程机械制造产业集群的发展。近年

来，湖南省进一步简化了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手续，下放审批权限。 

5.市场需求因素 

湖南目前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前夜, 各个行业领域蕴含着丰富的商机。省内巨大的市场和潜在购买力决定了湖南是个最理想

的内陆市场辐射中心。省会长沙就曾被列入世界著名商业零售企业加入WTO 后最想抢占的中国内地市场前三甲。 

6.产业结构因素 

目前，湖南省已建立了门类齐全、布局基本合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了有色冶金、建材化工、食品医药、工程机械等

支柱产业，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也迅速崛起。服务业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

步提升，已占到GDP 的42.2%,商贸、餐饮娱乐、通讯、房地产、金融、证券、旅游、会计、律师事务等行业竞相加快发展。湖

南以文化、信息和科技为核心的新兴服务业，集群竞争力优势非常突出。 

7.开放因素 

湖南地处长江中游，是中国沿海开放带和长江开发带的结合地，近年来实施的“开放带动发展”战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3 

经济逐步繁荣发展，人民生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代通讯手段已经遍布城乡，信息流、人流、资金流等一直不断攀升，已进入

了大力提升农业与工业的阶段。在世界500 强企业中，有60 多家在湖南投资注册公司。 

（二）影响湖南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不利因素 

1.市场化程度不高 

虽然经过了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湖南人的市场经济观念仍然淡薄，

适应市场能力较差，产业创新能力较弱,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近些年来，不论是投资，还是年度工业产值，政府指令干

预国有企业经营活动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另外，市场建设滞后，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湖南产业集群竞

争力的提高。 

2.集群的规模不大 

湖南省中小企业多，中小规模的民营和合资企业所占比重较大，规模偏小，导致企业融资渠道少、人才贮备不足、信息资

源欠缺，从而缺乏竞争力。湖南省与其他四省有关产业集群规模对比，如下表所示： 

 

3.技术创新能力薄弱 

湖南省的产业集群中大部分仍停留在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型产业集群欠缺，多属于低附加值的低端产业集群。产业集群

的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多数企业以产品模仿和技术模仿为主，初级加工产业所占比重较大。技术创新投入少，从而导致产品档

次低，缺乏市场竞争力。在招商引资方面，产业集群缺乏重大高新技术项目的支撑，特色产业聚集不够明显。新产品开发能力

弱，新兴产业集群培育滞后，使得湖南产业集群在全国乃至世界缺乏竞争力。 

4.品牌效用不明显 

湖南虽然出现了一些如三一重工、远大空调等知名品牌,但大多数企业的影响范围有限，品牌效用不明显。而相比福建省，

仅泉州就有晋江旅游运动鞋产业集群、石狮服装纺织产业集群、南安石材产业集群等。以旅游鞋为例，目前晋江旅游运动鞋的

产量已占全国市场的1/3、全球市场的1/5，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60%，并有12 个中国名牌产品，占全国同类产品中国名牌数的

80%。相比之下,湖南省产业集群品牌产品的发展明显滞后,影响湖南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高。 

5.产业链不完善 

湖南省集群内企业间产业关联度不强，产业内部缺乏必要的技术、规划、生产等定期沟通。导致配套企业发展方向与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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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企业发展不相吻合。许多产业本身的链条不长，企业的生产往往集中于这些产业链的某些环节尤其是初级产品生产上，产

业链联系不紧密。 

6.产业结构呈低度化趋势 

2008 年湖南省产业结构一二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18∶44.2∶37.8，2008 年湖南省工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为38.4%，比全国

平均水平低7.5 个百分点。这说明湖南第二产业仍占有最大比重，同时，也表明湖南工业化水平较低，远未达到由第三次产业

主导整个经济增长的地位，还必须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 

7.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 

湖南省区域服务网络体系还没有形成，70%的产业集群没有区域创新服务体系。尽管部分集群已经逐步形成了“终端企业+ 配

套企业+ 专业市场+ 中介组织”的网络化生产体系，但是整体上水平低。按照配套企业占企业总数 30%以上、各类中介组织比较

健全等标准衡量，只有几个集群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网络化生产体系，影响湖南产业的竞争力。 

三、进一步提升湖南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建议 

（一）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集群，提升湖南产业集群竞争力 

在考虑到国际国内经济发展趋势和本省资源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湖南适宜建立以下特色产业集群：第一，依托丰富的农业

资源和中药材资源发展湖南特色的农特产品和中药材的加工与深加工产业集群；第二，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大力发展以有色金

属加工业为代表的产业集群；第三，依托煤炭、水能等能源发展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等产业集群；第四，依托长沙、株洲、湘

潭等大城市的科技、人才资源，在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生物工程的某些领域抢占制高点，发挥好比较优势，形成

具有湖南特色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二）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 

湖南要充分利用区位、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抓住珠三角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积极主动接受珠三角的

辐射，全面推动湖南经济与珠三角经济的对接，根据地区竞争优势，在产业链寻求优势环节形成产业集群，提高区域竞争力。

同时，还应借助珠三角与境外经济联系密切的优势，拓宽招商引资领域，改进招商引资方式，积极吸引更多的境外资金、技术、

人才，参与湖南资源综合开发和深加工，推动国有资产重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湖南产业集群发展，提升集群竞争力。 

（三）发挥政府对产业集群的规划和引导作用 

各级政府应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增强引资的吸引力,使产业集群地理更为集中；政府要建立交易市场；政府要构建产业集群

内的科技创新平台，引导和支持企业创新；必须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集群区开发建设的档次，提高园区承载项目的能

力。 

（四）加大推进科技创新力度，努力提升产业竞争力 

第一，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其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实现湖南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第二，推进传统

产业的技术升级改造，提高其技术含量，增强市场竞争力；第三，应充分利用高等院校资源，积极培育校企合作、银企合作、

校银合作,将有利于推进科技创新；加速建立和完善技术市场体系，建立完善的技术劳务市场,逐步形成科技人才自由流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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