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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集群: 

湖北与沿海发达省份的比较及启示 

李明武  李 开 

(长江大学管理学院, 湖北荆州 434023) 

摘 要: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 湖北的中小企业集群在数量、规模、竞争力、产业链和专业化分工水平、经济外向度等方面

均存在较大差距。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中小企业集群成长的坚实基础, 加强专业市场建设是推

进集群良性发展和扩张的必然选择, 积极吸引外资是实现中小企业集群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 而地方政府的规划、引导和扶

持是对集群发展的强有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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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化加快经济发展, 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 集群的力量正日益支配着当今世界经济版图。中小企业集群

是产业集群的一种主要形式, 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国沿海发达地区, 如广东、浙江等省份经济蓬勃发展就

得益于以中小企业集群为主要形式的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 借鉴沿海发达地区经验,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集群, 对促进湖北经济

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湖北与沿海发达省份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状况的比较 

1.中小企业集群数量、规模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经济发达区域, 迅速成长起一批表现出高度集聚

特征、高度专业化的中小企业集群, 尤其是浙江和广东, “一镇一品” 、“一县一业”蔚然成风。相比之下, 湖北中小企业集

群在湖北的经济版图上还只是星星点点, 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来看, 明显落后。据湖北省委政研室的调研表明, 在调查的27 个

县(市、区)中, 仅有产业集群28个, 其中有5 个县(市、区)域内无产业集群, 28个产业集群2002 年的产品销售收入平均为4 .3 

亿元, 最大的潜江张金铝业为32 亿元, 最小的罗田凤山板栗加工为0 .3 亿元, [ 1]2005 年, 全省县域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产业

集群有80多个。[ 2] 而浙江2001 年6月调查汇总的情况看, 在全省88个县市区中, 已形成年产值超亿元的块状经济(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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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形成的专业化产业区)519 个, 产值10-50 亿元的区块有118个, 50 -100 亿元的区块26个, 100 亿元以上的区块3 个, 这

519 个集群的总产值5 993 亿元, 约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9 %, 就块状经济在县域工业经济中的比重看, 有1/3 以上的县

(市、区)达到50 %以上, 其中占50 %-70 %的有17个, 占70 % -90 %的有12个, 占90 %以上的有2个,[ 3] 平均每个县(市、区)

有产业集群5 .8 个, 平均每个集群产值为11 .5 亿元, 分别是我省的5 .6 倍和2 .7倍。而在广东省, 专业镇经济已成为县域

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广东最具特色、最具活力的经济新增长点, 在珠三角的404个建制镇中, 已明显形成特色产业集群专业镇经济

的约占1/4 ;佛山、中山、东莞等地2/3 以上的建制镇已形成专业镇经济。[ 4] 

2.集群行业地位的比较 

产业规模和产业优势分别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反映产业集群在行业市场中的实力地位。集群的产业规模又可以分为

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 在同行业的市场占有率这一相对指标比集群绝对规模更能够反映该集群的市场影响力和行业地位, 而集

群产业优势的最直观表现就是区域集群内名牌企业和驰名商标拥有数量的多少。浙江块状经济的快速发展, 提高了浙江产品的

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 全省有52 个区块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 %以上, 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32 种主要工业产品调查, 

浙江有56 种特色产品产量全国第一, 居前10 位的有336 种, 占总数的63 %。[ 3] 更为突出的是, 在这些特色产业集群内,都

包含着一批知名的企业(名牌簇群), 比如在温州,共拥有15个中国名牌产品, 7个中国驰名商标, 42个国家免检产品和87个浙江

名牌和105个温州名牌。[ 5] 再如著名“鞋都”福建晋江, 其旅游运动鞋年产量分别占到全国同类产品的40 %和世界的20 %, 在

晋江制鞋业中, 安踏、特步、喜德龙、德尔惠、鸿星尔克等一批名牌企业交相辉映, 截止至2004 年10 月, 晋江已拥有15个中

国驰名商标、18个中国名牌产品和2个商务部重点培育出口名牌, 26个国家免检产品。[ 6] 相比集群的规模而言, 区域内的名

牌企业为集群赢得了更多的声誉和市场竞争优势。而湖北除了仙桃彭场的无纺布制品、鄂州市燕矶镇刀具、应城长江埠的精细

化工等一批特色产业集群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外, 大部分集群还处于起步阶段, 名牌产品更是少得可怜。 

3.集群形成和发展模式的比较 

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 都有一些与区域地理特征、资源优势或历史渊源有关的“原发型”中小企业集群, 但集群在各县(市、

区)大范围出现和大规模发展,却是引进外资和发展专业市场的结果。“广东模式”的集群就是由大量外商直接投资驱动的, 一

种是靠大型外资企业的领导与轴心作用诱导本地企业围绕它形成产业集群, 另一种是“外资嵌入式”的, 依靠外资“扎堆式”

投资和“群体”迁入而形成。在江苏也有很多外资促成的产业集群, 如昆山、句容的自行车产业集群都是靠台资企业迁入形成。

而在浙江, 无数个颇具规模的专业市场, 为形成一定水平和规模的产业集群创造了基本的市场条件。[ 7] 浙江的专业市场十分

发达, 截止2005 年底, 浙江省有商品交易市场4008个,共实现成交额7 173 亿元, 其中成交额超百亿元的市场有10 个, 超10 

亿元的有120 个, 超亿元的有556个, 已连续15 年创市场成交额、超亿元市场数、单个市场成交额3 项排名全国第一, 是名副

其实的市场大省。而围绕4 000 多个专业市场的是110 多个工业行业数十万家企业的集聚, 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协

作的区域经济格局,[ 8] 依靠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互为依托联动发展是“浙江模式”的重要特点。而作为“九省通衢”的湖北, 

专业市场发展落后, 在中国商品专业市场竞争力50 强名单中, 湖北仅武汉汉正街入选, 浙江却多达19 家。[ 9] (P121)另一方

面, 外资经济恰恰又是湖北经济的突出“短腿” , 2003 年湖北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为6 .37 %, 只有全国平均水平

的1/ 3 强。[ 10] 缺少专业市场和外资拉动的湖北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缓慢, 有的是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如罗田凤山的板栗加工、

赤壁赵李桥的竹木加工)和传统工艺技术发展起来的, 也有的是依托原有乡镇企业、国有中小型企业改制、裂变而催生、发展壮

大的(如仙桃彭场的无纺布、天门干驿的木工机械)。 

4.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链的比较 

相比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体现为一种整体优势, 其优势来自于集群内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有机结合, 是一

种“配套组合优势” , 包括规模经济优势和范围经济优势。群内企业数量的多少、产品的品种是否齐全多样、企业间分工的精

细化程度和协作的紧密程度、产业链是否完整、配套能力如何, 等等是体现集群是否成熟和发达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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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发展, 沿海的中小企业集群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浙江上虞的崧厦镇共有8 191 家制伞企业, 它以产量大, 品

种全, 规格多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制伞基地。[ 11] 在浙江省苍南县不足45 平方公里的金乡镇标牌产业集群中, 小小徽章生产的

设计、熔铝、写字、刻膜、晒版、打锤、钻孔、镀黄、点漆、制针、打号码、装配以及包装等十几道工序, 全都有独立的企业(加

工专业户)来完成, 共由800 多家企业参与的各道工序集合起来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产“流水线” 。而在年产50 亿双袜子产

值近百亿元的诸暨大唐袜业集群中, 在53 .8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袜子生产企业2 000 多家, 全镇将做袜子分成10个环

节:1 000 多家原料生产企业、400 多家原料经销商、300 多家缝头卷边厂、5 家印染厂、100 多家定型厂、300 多家包装厂、

200 多家机械配件供应商、600 多家袜子营销商和100 多家托运服务企业, 并且建有占地400 亩、共有商铺1 600 多间的大唐

轻纺袜业城。[ 12] 可以说, 沿海的大多数产业集群内部分工已达到相当精细的程度, 上下游配套的产业链十分完整。 

湖北整体上集群程度不高, 集群内企业数量少,专业化分工协作不明显, 产业链不完整。发展较好的仙桃市彭场无纺布集群, 

聚集企业为103 家, 武穴市的小五金集群, 鼎盛时期也只有五金工业企业56家,[ 1] 与浙江动辄上千家企业的产业集群相去甚

远。已形成的集群中大多数缺乏龙头企业或龙头企业的作用不显著, 没有形成完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网络,产业链配套不理想, 

企业各自为战, 产业联系松散, 集群发展仍处于初始阶段。如湖北在汽车、冶金、机械、石化等领域发展基础较好, 有一批优

势企业, 但当前湖北与之相关联的中小企业群落发展却显得相当落后, 由于集聚度低, 在协作本省大企业发展方面, 湖北相关

的中小企业与外省市的竞争对手相比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地缘优势, 从湖北的地理版图上看, 与湖北众多优势产业相关的产业

群落仍未大规模出现, 产业相对封闭的产业生态系统仍未形成。[ 13] 2004 年湖北省首座钢结构高层建筑———民生银行大厦

开始建设, 大厦用钢24 万吨, 这些钢材产自武钢, 加工却远在杭州, 然后返回武汉安装, 辗转2 000 余公里, 这件事就充分暴

露出钢铁强省湖北钢铁产业链的缺失。[ 14] 

5.集群经济外向度的比较 

广东的集群经济一开始就表现出很高的外向度,东莞、佛山等地的出口加工制造活动就是从“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

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起家, 后来发展为大量以代工(OEM)为主的外向型产业集群。近年来浙江的特色产业集群外向度

也不断提高, 形成“引进来”与“走出去”互动发展的趋势。浙江外贸出口一直保持强势增长,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区域块状

经济外向度的不断提高, 2000 年全省区域块状经济中出口比重达到30 %以上的企业有1 0276家, 如在嘉兴平湖, 目前已拥有出

口服装生产企业300 多家, 近年来产品出口率一直稳定在95 %以上,出口额达40 多亿元。义乌已成为世界各国商人云集的地方, 

目前有200 多家国外贸易机构在义乌设立了办事处, 3 000 多外商常驻义乌采购, 小商品出口到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仅小商

品城2001 年的出口额就达50 亿元, 占整个市场交易额的25 %。吸引外资发展特色产业和“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是近年来

浙江块状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如嘉善木业最初是靠引进台资发展起来的, 嘉兴仅服装业就已在境外开办了三家中资企业, 海宁

有86 家皮革企业和业主在俄罗斯搞跨国经营。在企业“走出去”的同时, 浙江的专业市场也开始迈出国门, 目前已在越南、南

非、阿联酋、巴西、俄罗斯等国开办了专业市场, 有效带动了浙江产品的出口。[ 3] 相比之下, 湖北的外向型经济远远落后于

沿海发达地区, 1994 -2003 年湖北省进出口商品贸易依存度平均为7 .95 %,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 .8 %, 湖北省出口占GDP 的

比重为3 .5 %,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2 .9 个百分点, 与江苏、浙江、广东三省的差距更大。在引进外资方面, 2002 年湖北省实

际使用外资17 .6亿美元, 仅为江苏的17 %、浙江的56 %、广东的13 .4 %, 引进外资的增长幅度大大低于这三省。[ 10] 除了

随州三里岗香菇产业集群、仙桃彭场无纺布产业集群等少数典型的出口导向型集群外, 大多数集群都是“内源型”的。 

二、沿海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有益经验及启示 

1.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中小企业集群成长的坚实基础 

纵观全国各地, 凡是中小企业集群发展较好的地区,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民营企业得到充分发展, 主体地位和作

用十分突出, 民营经济强盛。改革开放以来, 在广东、浙江等地, 中小企业集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重

要的基础。究其原因, 集群的整体优势是几百家甚至上千家企业协同生产的结果, 企业集群中的生产和管理分散到单个企业中



 

 4 

进行, 一方面, 就单个企业而言, 企业的规模小, 工艺和业务流程简单, 管理相对容易, 但另一方面, 企业之间存在一个高效

的市场, 能够有效协调单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而使得企业集群在整体上体现出较高的管理水平。因此, 集群对单个企业

的规模、技术和管理水平等要求不高, 但要求众多的企业能通过高效率的市场配置, 自然地形成精致高效的分工协作。民营企

业通常规模不大, 加上其产权明晰、机制灵活、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正好符合产业集群这种组织形式的要求。 

湖北民营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沿海发达省份,2001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湖北民营企业总产值所占比重仅为28 .7 %, 

创造的利税占27 .9 %, 而同期浙江省分别为74 .8 %和74 .6 %。[ 15] 湖北受计划经济影响深, 国有经济比重大, 如在钢铁企

业中, 民营经济比重仅占6 %, [ 14] 这种所有制结构存在明显的体制劣势, 比如, 非生产性人员庞大, 运行效率低下, 没有明

晰的产权, 企业的市场主体意识淡薄等。国有企业往往在政府计划经济的“干预”下, 必然扭曲市场机制,恶化“市场生态” , 

自然影响企业的活力和对要素的配置能力。而浙江对民营经济“放得开” , 民营企业按照生产市场的配置, 自然聚集到一起, 形

成高效的企业集群组织形式, 这种自生自发的“平民经济”逐步进化为“老板经济” , 进一步推动集群规模的扩张。 

2.加强专业市场建设是推进集群良性发展和扩张的必然选择 

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产业集群为专业市场提供了产业支撑, 产业集群的规模和发展程度

影响着专业市场的规模和发展程度;另一方面, 专业市场贸易空间集聚效应促使更大区域内的市场需求集聚到专业市场, 进而

使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面对一个辐射半径和需求更大的市场, 市场需求的扩大进一步促进了产业集群规模的扩张和经济效率的提

高。专业市场通过销售组合与销售功能的外部化过程, 形成一个可供共同享用的销售网络, 并通过销售网络的知名度吸引客户、

扩大销路、降低交易费用, 解决产业集群内企业产品销售问题;专业市场的信息优势, 能促进区域内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 因为

专业市场的交易行情作为社会大市场的基本行情的缩影, 汇集了大量产、供、销的各种信息(包括产品质量、性能、价格以及供

求及其趋势在内的各种市场信息), 并快速、低成本地向集群企业提供, 成为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新产品的主要决策依据之

一, 而近似于完全竞争的专业市场强化了竞争机制的作用力度, 带来了集群企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压力,形成对集群产业升级

的强有力支撑。 

浙江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与专业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 1978 -1984 年为浙江专业市场的产生和起步阶段, 1985 —1995 年

为浙江专业市场的快速成长阶段, 1995 至今为浙江专业市场的成熟与转型阶段,这与浙江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轨迹也是高度吻

合的。改革开放初期, 浙江的专业市场优势并没有现在这样明显, 浙江地方政府推行兴商政策, 并直接参与市场的组建, 对专

业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加速作用。[ 16] (P78)浙江的“集群经济”之所以突出, 就得益于其在全国“市场大省”的地位。 

3.积极吸引外资是实现中小企业集群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 

传统的产业集群是在相对封闭的经济系统中, 依靠地方的内生性资源和能力发展起来的, 它通常与区域地理特征、资源优

势、传统工艺和历史渊源有关, 但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 产业集群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日益深刻, 外商直接投资对地方产业集群

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 出现了众多靠外资拉动形成的产业集群, 尤其是在广东, 外资拉动型

产业集群占主流地位。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变量和技术变量, 打破该地区原始的、相对封闭的静态平衡, 

也就是相对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 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 从要素的规模、资源的配置、管理模式和生存观念等诸方面打破

了原有的平衡状态, 为日后产业集群的快速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与“原发型”产业集群的缓慢形成和发展相比, 资

本迁移模式(主要是外资流入)的“外生型”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更加迅速。大型外资企业的领导与轴心作用会诱导本地企业围

绕它来形成产业集群, 而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扎堆或群体迁入直接催生新的产业集群, 如浙江嘉善木业就是靠引进台资“无中

生有”发展起来的, 经过短短十几年的时间, 共引进19 家以台资为主的外资企业,木业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1/ 3 , 创造出“在

没有森林的地方, 崛起一个木业大县”的奇迹。相比内资企业,外资企业一般规模较大, 技术先进, 研发能力强, 它们对产业集

群区高新技术的投入及其相关的技术溢出能使集群企业在低成本的情况下通过快速学习和模仿等手段不断实现自身的更新和升

级, 最终促进整个产业集群的技术更新与升级。此外, 外资进入为产业集群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 提供了更多的外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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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是产业集群进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 融入世界经济的有效途径, 这对集群区成为动态、开放的系统,保持其长盛不衰的生命

力有重要的意义。鉴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小企业集群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意义, 地方政府在为招商引资制订政策时, 要在构

建产业集群总体思路下设计外资吸引政策, 重视引资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变引进企业为引进产业, 根据本地的优势, 有目标地

吸引那些具备产业带动优势和有产业关联效应或配套协作功能的项目进入产业集聚区。 

4.地方政府的规划、引导和扶持是对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有力推动 

在中小企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 政府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沿海的经验告诉我们, 市场机制在产业集群培育和发展中

起着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 政府对产业集群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只能建立在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上, 这种作用不能超过市场主导

的限度,不能违背市场经济规律, 人为地“制造” 产业集群, 拔苗助长。政府不是直接通过强行捆绑或组织企业按地理位置迁

移, 而是创造一个开放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提供一个宽松的良好创业环境, 让人们去进行自发的制度创新和组织试验, 

释放出蕴藏在人们中的创造精神。沿海发达地区的成功实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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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应加强市场交易环境与投资环境的建设, 改善产业集群融资环境, 拓宽产业集群融资渠道, 及

时做好园区规划和管理,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各种服务性的市场中介机构和推进各种咨询活动, 从企业创新平台到展销、

培训、信息、咨询、知识产权、检测、物流配送和公共品牌建设等方面构建整个价值链服务系统, 统筹功能布局, 筑巢引凤, 同

时协调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以此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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