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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名牌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

浙江省统计局

品牌建设是浙江省“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重要内容，也是浙江省实现制造业再一次腾飞的重要战略。近几年来，浙江

省品牌建设成果丰硕，形成一大批驰名中外的名牌产品。在浙江省产业集群内，也产生一大批行业领先的名牌产品，并出现拥

有多个名牌产品的名牌“领军企业”。这些名牌产品的形成对于浙江省传统产业集群转变竞争方式，完成集群升级，走集群发

展的高端道路，最终形成创新性产业集群，更好地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紧张的能源、资源及环境制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也是提升浙江省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地位的重要条件。

一、浙江省名牌战略取得巨大成果

1．中国名牌拥有数量逐年增加。从 2001 年开始评比的中国名牌产品代表中国制造的最高水平，是区域制造业实力的象征。

2001 年-2007 年，浙江省获中国名牌产品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新增名牌产品数分别为 6个、13 个、33 个、31 个、56 个、57

个、95 个，2007 年浙江省新增中国名牌数居全国第一。迄今为止，浙江省共获中国名牌 289 个占中国名牌总数 1957 件的 14.9%。

2．中国名牌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中国名牌产品生产企业数量虽然仅占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0.5%，但对全省经济发展

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却不容忽视。2006 年，浙江省中国名牌企业总产值为 2492.5 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8.6%，实现利润 163.4

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的 11.9%，总资产利润率达 7.3%，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5.5%)高 1.8 个百分点。

3．中国名牌企业科研投入比较高，产品创新能力强。2006 年，浙江省中国名牌企业用于科技活动经费支出费用 39.7 亿元，

占利润总额的 24.3%，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高 8.7 个百分点。高科研投人使得中国名牌企业拥有较强的产品创新能力，2006 年，

浙江省中国名牌企业实现新产品产值 761.7 亿元，新产品产值率 30.6%，比全部规上工业高 16.7 个百分点。

4.工业经济中占主体地位，从控股情况看，2006 年浙江省私人控股企业总产值在规模以上工业中的比重达 61.5%。浙江省

私营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体制优势与先行优势，私营经济名牌产品发展迅速。2006 在浙江省中国名牌企业中，私人控股企业总

产占所有中国名牌企业总产值的 70.1%,

5.中国名牌产品行业分布集中。浙江省中国名私营经济名牌效应显现。私营经济在浙江省牌企业分布在 25 个制造业行业中，

其中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化学、服装和烟草制品业为浙江省五大名牌企业分布行业，总产值居前五位，占所有中国名牌

企业总产值的 54.5%。在这五行业中，装备制造业中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总产值位居前两位，标志浙

江省装备制造业发展已具备一定基础。服装、鞋、帽制造业总产值位居第四，但总资产利润率达 8.5%，比中国名牌企业平均利

润率高 1.2 个百分点，为浙江省优势产业。

6．轻纺服装类产品为浙江省优势产品。在浙江省 289 件中国名牌产品中，轻纺服装类产品合计 77 件，占 26.6%，其中衬衫、

西服、童装及领带等服装鞋帽类产品共有 53 件，占 183%，棉、毛、麻、丝等轻纺类产品 24 件，占 8.3%；食品、饮料类产品 20

件，占 6.9%；饮水机、电风扇等家用电器类产品 20 件，占 6.9%；化纤及家用化工产品 16 件，占 5.5%。

7．装备制造类产品逐渐崭露头角，但大型成套设备不足。近年来，浙江省装备制造业得到较快发展，装备类产品逐渐在全

国市场上崭露头角，装备类自主品牌产品知名度大大提高。在浙江省 289 件中国名牌产品中，有 108 件为装备制造业类产品，

占 37.4%，其中钱潮万向节于 2007 年被评为中国世界名牌产品，为浙江省首个世界名牌产品。但在装备制类名牌产品中，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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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童车、锅具等民用轻型设备仍占较大比重，技术含量较高的大型成套产品较少。在 2007 年评选出的微型计算机 7件中国

名牌产品、载货汽车和大中型客车 12 件中国名牌产品中，无一为浙江省制造，大型成套装备产品晶牌有待发展。

二、产业集群成为孕育中国名牌产品的“摇篮”，集群内形成名牌领军企业

1．浙江省中国名牌产品地理集中程度高，名牌强市形成。分地市看，宁波、绍兴、杭州和温州为浙江省四大名牌强市，至

2007 年止，分别拥有中国名牌 60 件、60 件、54 件和 37 件，占全省总数的 73.0%。说明浙江省经济“先行”城市凭借先发优势，

开始了从做大到做强的制造业质量提升进程。

2．产业集群成为孕育中国名牌产品的“摇篮”。集群所带来的地方化、市场化效应使得集群内部企业享有得天独厚的发展

优势，获得比集群外企业更好的发展机遇，在产业集群内形成了一大批中国名牌企业。温州乐清柳市镇低压电器集群产生了

FA-TO、德力西、正泰、天正与 PEOPLE 等五件低压电器类中国名牌产品；温州市永嘉县颐北镇皮鞋集群产生了红蜻蜓、蜘蛛王

与奥康三件皮鞋类中国名牌产品，浙江省获中国名牌称号的五件皮鞋类产品都产生于温州市；嘉兴市拥有依奴咖、雪豹、蒙努

和银杉四件皮衣类中国名牌产品，占浙江省皮衣类中国名牌产品总数的 80%。

3．集群内名牌领军企业形成。浙江省产业集群内部分制造业企业从作坊式生产开始，逐渐做大做强，成为国内同行业规模

效益的龙头企业，也是创建名牌的领军企业。如雅戈尔集团创建了西服、西裤、衬衫、领带、夹克衫、T恤衫 6个中国名牌产品；

万向集团拥有万向节、汽车制动系统、汽车传动轴总成和轴承 4 个中国名牌产品。这些名牌领军企业的存在对于区域经济发展

及结构升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名牌产品发展与传统产业集群升级

1．传统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困境。产业集群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发展现象。根据 Poner(1998）的定义，产业集群是同类及相

关联企业在一定地域的集中，具体是以区域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为核心，包括竞争者、客户、基础设施提供者、相关配套产业

等组成的产业联合体。根据集群内主导产业特征，一般将产业集群分为传统产业集群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前者以传统低技术含

量产业为主导产业，后者则以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或重大装备制作业为主导。浙江省现有产业集群大多为前一类型，形成以

传统轻纺、服装、家具制造等产业或轻型装备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与高技术产业集群相比，传统产业集群的主导产业往

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技术含量低，在现代化生产中已缺乏竞争优势。特别是浙江省的传统产业集群依靠私营企业小作坊

生产起家，贴牌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集群企业利润较薄，低成本为集群最主要竞争优势。这类集群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很容

易陷入停滞甚至衰退状态。近期，出口退税调整、节能降耗压力及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等因素都对浙江省传统产业集群发展带来

一定的冲击。

2．传统集群发展的高端路径-创新性低技术产业集群。要摆脱这一状态，实现集群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国内外学者提出传

统产业集群发展的高端路径，即最终形成创新性低技术产业集群。此类集群虽仍是传统低技术产业的集合体，但集聚的内在优

势已由低成本转向创新、高质量、功能的灵活性与技术的协同合作。集群生产重点从产业链低端的简单加工转移到产业链高端

的产品开发与品牌营销。意大利、法国、德国、丹麦、瑞典和挪威等国家的纺织、服装、鞋、家具产业集群就是创新性低技术

产业集群的最好例子。可见，即使在发达国家，传统低技术产业集群仍有发展潜力，只要集群生产能从产业链低端转移到高端，

形成创新型集群，传统产业集群能在现代化制造业竞争中焕发新的活力。

3．名牌产品发展对集群升级的推动作用。传统产业集群的生产从产业链低端转向高端，集聚优势从低成本转向高创新，一

个最基础的条件是集群内存在众多知名的自有品牌，名牌企业是集群升级的最主要推动力。名牌企业的存在保证集群拥有创新

的能力与动力，使得集群从创新中获得更丰厚的利润，从而摆脱低成本竞争状态，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集群内名牌企业

特别是名牌领军企业拥有产品深加工的技术与实力，使得集群生产从以简单加工组装为主转向以高附加值的深度加工为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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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底端升级到顶端。名牌企业的存在也改变集群内企业交互方式，集群形成以名牌企业为主体的核心与龙头，其他企业围

绕核心进行生产和运作，集群整体性进一步加强。众多知名品牌的存在是形成创新性低技术产业集群的基础。

四、从产品升级到功能升级，浙江省名牌战略下传统产业集群升级路径探讨

品牌战略的实施为浙江省传统产业集群的升级打下良好基础，成为浙江省工业经济发展和产业集群升级的主要推动力。浙

江省传统产业集群在名牌战略推动下，逐渐开始升级进程。

第一阶段―过程升级，OEM 下的经验积累在集群缺乏知名品牌时，为集群外大品牌、国际品牌贴牌生产或加工生产（OEM）

是浙江省集群企业主要生产方式，此时集群内企业缺乏有影响力品牌。以慈溪家电产业集群为例，在形成初期慈溪家电一直扮

演为上海、广东及国外大家电企业贴牌生产的角色，处于产业链低端。这在发展初期使得企业在实力不足时只需管好生产环节，

简单地赚取加工费，是一条理性的快速成长之路，为集群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及经验。可以把这一阶段看作集群发展的“过

程升级”，即集群在贴牌生产阶段积累生产经验和管理经验，最大限度节约成本，为下一阶段的集群升级奠定基础。但集群在这

一阶段的竞争方式依靠的仅是低成本优势，既缺乏品牌支撑又缺乏创新机制，企业利润很薄，在现代化制造业竞争中已不再具

有竞争优势，如不能进入下一阶段升级过程，集群很容易步人停滞甚至衰退消亡。

第二阶段―产品升级，从 OEM-ODM-OBM，区域整体品牌形成

在浙江省品牌战略推动下，集群内部分效率较高的企业在第一阶段充分利用集群优势，逐渐开始自行设计产品（ODM）进行

销售。当企业自行设计的产品在市场上拥有一定声誉，企业自主品牌知名度不断提高，进入自有品牌生产（OBM）阶段，集群核

心企业形成。慈溪家电产业集群在三年时间共取得沁园、浪木、奇迪、先锋和方太等六件家电类中国名牌产品。这些企业能从

名牌效应上获得丰厚的超额利润，有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的动力与能力，从而改变了集群的竞争战略，即集群生产更加注重新

产品的开发和品牌的提升，品牌和质量逐渐取代低成本成为集群的竞争战略。集群逐渐进入“产品升级”阶段。集群内形成大

批名牌产品是集群进入产品升级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名牌领军企业的存在更是对集群升级起关键作用。

优异的产品品质、较高的产品知名度、集群内大量配套企业的存在使得这一阶段的集群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同时名牌企

业在提升企业本身知名度的同时也提升了集群整体声誉，使得集群本身最终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名牌”存在。浙江省很大一

部分传统产业集群已经进入这一发展阶段，形成中卫型集群结构，集群整体也在市场上得到认可，形成区域品牌。以 FATO、德

力西、正泰、天正与 PEOPLE 等中国名牌产品为核心的柳市低压电器集群，以罗蒙、雅戈尔、太平鸟、洛兹、培罗成等为核心的

宁波“红帮”服装，以步入和丹吉娅为核心的大唐袜业，以巴贝、麦地郎为核心的领带等集群作为整体区域品牌得到认可。

第三阶段-功能升级，创新性产业集群形成

产品升级并不是传统集群发展的最后阶段，集群名牌企业在与集群的良性循环互动发展中实力不断增强，品牌营销与新产

品开发成为名牌企业最重要的竞争战略，利润不高的生产环节通过在市场附近或生产成本更低地区建立生产基地的方式剥离出

去，甚至全部外包给其他企业。当集群内这类企业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彼此之间进行技术、管理、创意、营销上的交流与合作，

形成集群创新核心，集群的创新功能日益凸显。集群内虽仍保留为核心企业服务的生产功能，但创新功能重要性已逐渐超过生

产功能，形成以创新引导生产，以生产服务创新为特点的第三意大利产业区模式。集群发展进入第三阶段，即功能升级阶段，

集群功能重点已转向产业链高价值端―产品设计、开发与品牌营销，创新性低技术产业集群形成。

创新性低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对浙江省传统产业及传统产业集群的升级意义重大。浙江省传统产业集群虽离创新型产业集

群的形成还有一段距离，但许多名牌企业已逐渐将经营重点转到产品设计与营销环节。特别是红蜻蜓、奥康、蜘蛛王、森马等

服装类名牌企业就是通过外包加工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出去，高邦服饰集团有限公司和美特斯邦威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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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实现无工厂外包生产。创新型集群形成的基础已具备，浙江省只要持续实施晶牌战略，进一步提高名牌影响力和品牌创新

力，加强集群内名牌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将在不久的将来形成多个创新型产业集群。

四、浙江省中国名牌产品发展与传统产业集群升级中存在的问题

1．名牌企业总部外迁阻碍集群升级。名牌企业总部外迁是集群升级过程中最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当集群资源满足不了名

牌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迁移收益大于成本，企业就有动力追求异地发展。如果集群内大部分名牌企业都将企业总部或研发、

销售总部外迁，集群创新功能、名牌效应也将基本丧失，集群重新退化至低附加值生产阶段，甚至走向衰落。

2．品牌国际影响力不足，集群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产业链低端。浙江省产品品牌虽然在近几年得到飞速发展，但与国际

知名品牌相比，浙江省拥有的品牌在产品质量；产品影响力与品牌价值上都有较大的差距，浙江省中国名牌产品的国际影响力

较弱。以低成本优势取胜仍是浙江省产业集群的主要竞争战略，在国际竞争中仍未摆脱低价竞争的状况，以致屡屡遭受各种反

倾销法案的阻击，浙江省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产业链低端。

3．产品市场定位同一，集群内同类名牌之间的过度竞争阻碍集群升级。集群内同类产品名牌企业在相互协作，共享集聚发

展优势的同时也存在争夺客户、供应商及其他资源的竞争关系，适度的竞争不会破坏集群的整体性与协同性，但过度竞争使得

名牌企业之间不能形成畅通的技术、管理交流机制，集群创新核心无法形成，阻碍集群升级。浙江省集群内名牌企业之间产品

的市场细分程度不高，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市场定位往往较为相似，这在服装鞋帽类产业集群中特别明显。以宁波的服装产业

集群为例，集群内罗蒙、雅戈尔与培罗成等中国名牌生产的男西服套装在品牌风格上还未形成鲜明特色，产品市场定位比较同

一。这就造成几个品牌之间的市场竞争较为激烈，甚至在名牌企业之间出现降价竞争现象，各名牌企业之间的技术与管理交流

难以有效进行，削弱集群整体创新功能，影响集群凝聚力的形成，阻碍集群升级。

4．商标侵权与名牌仿冒问题影响名牌声誉阻碍集群升级。名牌仿冒问题是指一些不法企业主未经授权直接在自己生产的产

品上贴上名牌商标，严重损害名牌产品声誉。由于当前名牌产品商标保护机制尚未完善，晶牌侵权现象时有发生，浙江省报喜

鸟、蜘蛛王、红蜻蜓等中国名牌产品都发生过商标被侵权现象。商标侵权与名牌仿冒问题都直接损害名牌产品声誉，削弱名牌

企业对集群的带动能力。如果商标侵权与名牌仿冒的实施企业都出自集群内部，这更是影响集群整体声誉，妨碍集群整体品牌

的形成，阻碍集群升级。

五、进一步提升名牌影响力完成集群升级的对策研究

1．加快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留住名牌，构筑创新型集群基础。对于集群内兴起的名牌企业而言，传统低级集群所拥有的低

廉劳动力成本、熟练技工汇集以及生产配套企业集聚等优势都不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名牌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除上

述因素外，更关键的是大量专业技术人员或设计人员、具现代管理经验的管理人员、与国际接轨的管理理念以及最新的行业资

讯。因此要留住集群内名牌企业，防止名牌企业总部外迁，最重要的是建立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提升集群创新环境。一是要

加快集群内行业中介机构的建设，通过中介机构传播行业最新资讯；二是要拓宽集群内企业特别是名牌企业之间信息交流渠道。

基于人际网络非正式渠道进行的信息交流是浙江省产业集群一大特色，各级政府应在此基础上加强企业之间正式渠道上的交流

与合作，成立各类研究机构，联合各企业进行行业共性技术研究，提升集群整体产品品质；三是促进集群内企业与大专院校的

合作，依托院校进行技术研发或新产品开发，并培养集群所需各类专业人才，为集群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撑。最终形成包括政府

科技部门、企业、国内外科研机构等在内的开放式区域创新系统，这是留住名牌企业的保障，也是创新型集群形成的基础。

2．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吸引名牌，加快创新型集群形成。在集群第三阶段发展过程中，创新型集群形成的最主要标志是大

量专注于产品研发以及品牌营销机构的存在。集群本身的名牌企业拥有大量这一类机构，只要不断优化集群创新环境，留住原

有名牌企业的总部或核心，创新型集群形成就具备良好基础。在此基础上，各级政府部门应选择基础较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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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发展总部经济，利用集群优势创造良好条件吸引集群外知名品牌企业将总部或研发机构迁到集群内部。发展总部经济时，吸

引国际知名晶牌研发或营销机构人驻集群至关重要，这不仅能直接提升集群的国际影响力，国际知名牌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

品设计理念与管理理念都能让集群内企业特别是名牌企业更快地学习国际先进经验，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与名牌影响力。总部经

济的发展能更快地使集群成为品牌营销和产品开发的集聚地，从而加快创新型集群形成。

3．实施品牌个性化战略，提高集群凝聚力。在激烈的现代制造业竞争中，找准晶牌的市场定位，实施市场细分战略是进一

步提高品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一是要找准市场定位，结合企业现有资源，寻找企业最能满足的目标客户群；性化生产，

以个性化设计代替大批量生产，满足目标客户群的多样要求；三是要在满足目标客户需要的基础上形成品牌的独特内涵和文化，

载文化和意象的标志。对国际知名晶牌而言，晶牌的精准市场定位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与内涵是品牌保持持久活力的重要条件。

个性化晶牌的形成有助于在集群内名牌企业之间形成差异化竞争性竞争发生，提高集群凝聚力。

4．树立名牌意识，加强对名牌产品的保护。名牌产品是集群升级的主要动力，也是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加大对名牌产

品保护是保证集群顺利升级的必要条件。一是名牌企业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树立国际竞争眼光，及时在世界各地注册商标，

尽量避免商标被恶意抢注；二是名牌企业在与外资企业合作的时候要保持品牌的独立性，避免民族品牌被恶意吞并收购；三是

各级政府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名牌产品的保护，在立法与执法层面加大对商标侵权和商标仿冒活动的打击。

5．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名牌国际影响力，力促集群生产向国际产业链高端转移。名牌国际影响力不足导致浙江省制造业在

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劣势，提升名牌国际影响力是促进浙江省产业集群升级，保证浙江制造再一次飞跃的重要条件。浙江省中

国名牌企业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不少尝试。飞跃集团在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飞跃”商标；万向集团在海外建立了十

多家子公司并完成对多家国外公司的收购，扩大了品牌国际影响力；罗蒙集团在意大利和法国设立了男装设计中心，在韩国设

立了女装设计开发工作室，通过吸收国际先进设计理念提高品牌价值。但要最终形成国际名牌，完成集群向国际产业链高端的

转移，还需持续不断的努力。一是加强与国际知名晶牌在生产、设计及营销等方面的合作，吸收国际先进管理经验与发展理念；

二是通过在国外建立研发中心，加速与国际先进技术及设计理念的接轨；三是有实力的企业可以通过实施国际收购或反 OEM（让

国外企业为品牌进行贴牌生产）战略快速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各级政府机构应积极为企业国际化战略提供协助，帮助企业适

应国际化竞争规则，指导企业解决国际合作中出现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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