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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下的浙江产业集群发展和区域品牌建设 

俞杰龙,曹 垣,李 勇,钱大可 

(嘉兴学院商学院,浙江嘉兴 314001) 

【摘 要】金融危机为浙江产业集群实现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集群中产品性价比的竞争优势凸显,有利于

龙头企业创建名牌,有利于浙江加快建设区域品牌注入资金,改善投资环境。为此,集群内的无牌企业应加大自主创

新投入,所有企业都应该加强品牌营销活动,争创名牌,地方政府要加强对区域品牌的建设和培育,以促进集群经济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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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蒙上了衰退的阴影。以产业集群为特色的外向型浙江经济也面临着严峻挑战。能否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机智地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实现浙江产业集群和区域品牌建设的新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一、浙江产业集群发展和区域品牌建设的关系 

(一)产业集群发展是区域品牌形成的载体 

浙江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注重以某一主导产业为龙头,相对集聚在一定区域内以形成在区域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的产业

群,这就是被誉为浙江特色的块状经济,或称为产业集群。如濮院羊毛衫市场、海盐的“千斤顶”基地、绍兴纺织业等。产业集

群有效降低了集群内部的交易成本,产业集群规模经济与分工经济的相互作用、相互增强又促成新企业的衍生。随着产业集群的

纵深发展及横向扩大,体现集群区域属性的产品、服务和形象差异化程度表现明显,已经可以将特定产业所在区域与它自身的名

称开始等同,或者“以地区作为一个品牌的特定名称”,使该区域同其他区域区别开来,如“中国皮革之都---海宁” “中国保温

材料之乡---王店”等等。这样,相伴产业集群的发展,区域品牌便形成了。区域品牌作为一个品牌的特定名称,是在一定范围内

形成的该地区(地域)特定行业、产业、产品系列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是地域内企业品牌集体行为的综合体现。
[1]
因此,

区域品牌实质上是一个建立在企业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之上的品牌体系。区域品牌的出现,表明了产业集群已发展到一个高级阶

段。可以说,区域品牌的形成是产业集群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2] 

(二)区域品牌的建设对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促进和提升功能 

区域品牌形成之后,对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会产生一种互动效应。因为产业集群的发展除了所在区域本身的区位条件、自

然条件等因素以外,很重要的因素是区位的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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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服务品牌可以成为吸引更多企业向集群内集聚的重要参考条件。此外,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有助于区域内企业产品的

促销,为消费者选用商品起导向作用,通过构建区域品牌还可以引导产业集群内企业实现有序的竞争,完善产业链,降低重复建设,

引导企业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道路。
[3-4] 

二、金融危机对浙江产业集群和区域品牌建设的影响 

这次全球性的危机,席卷了包括美日欧在内的整个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衰退,对于经济外向度越来越高的浙江企业

来说,影响是巨大的。受出口急剧下滑的影响,不少外向型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歇业、倒闭、破产。出口的下降反过来又加剧

了国内行业的竞争,连累其他企业出现经营困难。这些是负面的影响,但主要应看到正面的影响。 

(一)为浙江产业集群实现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一方面,浙江面临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且集群内企业在经历创业、成长、成熟等阶段后,也普遍存在着产业转型升

级的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企业始终下不了决心,迈不出这关键一步。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

型、技术含量较低的纯加工型或初级生产企业的巨大冲击,对以“低小散”产业为主的浙江中小企业来说,却无形之中形成了一

种促使其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
[5]
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解决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国家出台了

一系列有利于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包括增加信贷计划额度、上调纺织品等的出口退税率、减轻企业负担、鼓励加工贸易企业转

型升级、稳定资本市场等针对性很强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浙江产业集群内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现转型升级,

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 

(二)产品性价比竞争的优势凸显,有利于浙江产业集群内龙头企业创建名牌 

金融危机背景下,产品性价比的优势使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重要程度上升。 2008年以来具备高性价比优势的企业,如华

为科技、比亚迪汽车、烟台万华等都取得了销售额和增长率的较大增长,正如温总理指出的,不是所有企业都处在冬天,上述企业

则迎来了冬天里的春天。而戴姆勒奔驰、宝马等品牌附加值高的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销售呈现出明显的回落。如奔驰公司 2009

年 1 月和 2 月的销售额都是负增长,且负增长率都在 20%以上。而浙江集群内的大企业大都经过产业集群低成本低端竞争走向规

模化,自主创新和高性价比走向国际化的历程,与发达经济体的产业集群相比,浙江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具有相对较高的性价比

竞争优势。此种优势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被显著放大。以嵊州的领带产业为例,嵊州市共有领带企业 1 900 多家,从业人员 5 万多

人,年产领带近 3亿条,占全国的 90%,世界的 40%,被浙江省政府命名为“21世纪国际性领带都市”。从 1984年生产出第一条领带

到现在 20多年来,这个地区的自主品牌出口甚至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嵊州领带规模以上企业,如绍兴鑫利达服饰印染有限公司、

嵊州市百威服装服饰有限公司、绍兴市金帅旗领带服装有限公司等可以抓住机会加快建设自主品牌的步伐。 

(三)有利于为浙江加快区域品牌建设注入资金,改善环境 

浙江多数产业集群产值规模小,集群内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发展壮大的前提是充足的资金,没有资金,企业的扩大、技术的

改造、新设备的引进都无从谈起。而集群中的绝大多数小型企业,本身实力有限,若要得到发展就需要资金的注入。
[6]
而金融危机

下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好的稳定性,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提高。一些国际机构和资金把目光聚焦于中国,它们为了

避开由于金融危机而处于动荡的发达国家,选择像中国这样的高增长、高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新的目标市场。这赋予了浙江企

业参与国际合作的极好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浙江建设区域品牌的环境。 

三、加快浙江产业集群发展和区域品牌建设的对策 

(一)无牌企业要加大自主创新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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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金融危机后的企业转型升级机会,充分利用国家增加信贷计划额度、减轻企业负担、鼓励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等利好

政策,吸引寻求稳定的国际资金和国际机构合作,利用金融危机裁剪下来的高端人才,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加大自主创新投

入,积极走 OEM -ODM -OBM 之路,加快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步伐,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以科技含量推动自有品牌的打造。

集群内各中小企业可以采用联合创牌,共享区域品牌的方式。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来改变浙江企业集群的“低、小、散、弱”

和竞争力不强的弱点,增强竞争优势。共同创建区域品牌,分担品牌建设费用和风险,共建共享区域品牌的机制能强化企业间的联

系,整合资源,加速区域品牌的构建。 

(二)加强品牌的营销活动,争创名牌 

金融危机使得产品性价比的优势成为最重要的竞争优势,而一定阶段内高附加价值品牌的产品销售下降。凭借高性价比优势

的浙江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在获得销售额、利润增长的同时,应该抓住时机投入更多的资金加强品牌营销活动,做强区域品牌,创

建国际和国内名牌。采用形式多样、创新与实效并重的方式宣传自己的产品和企业形象。将有效的品牌传播资源与产品性价比

优势相融合,围绕品牌的核心竞争优势来进行诉求,保证产品包装、平面形象、终端道具的一致性,保证空中、地面的统一诉求,

有效实施品牌传播;可以到大中城市开设品牌产品专卖店、连锁店,到境外开设分公司进行区域品牌的国际化连锁经营;举办各种

项目推介会、招商洽谈会、商品交易会、产品博览会、新闻发布会等活动重点宣传产品产地,并在宣传中巧妙地突出产品性价比

的优势和其他竞争优势。 

(三)地方政府要深化对区域品牌的建设和培育 

政府作为区域品牌的所有者,应统筹建立基础标准体系、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采用国际标准,提高产品质量,实现从自发创牌到

自觉创牌的转变。应鼓励产业资源整合,以龙头企业为支柱,整合产业链条,扩大产业集群的规模,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在金融危

机的特殊时期,要给予品牌企业在财政和税收等各方面的倾斜和支持,对于开发国际知名品牌产品的企业,可以进一步降低其贷

款利率,还可以用风险投资、持股资助等方式助其拓展海外市场。 

此外,政府作为区域品牌的管理者,要加大对制假贩假的打击力度,加强对产权的保护,为培育区域品牌提供良好的环境。统

筹处理好区域核心产业品牌和外围产业品牌的关系,以发展外围的区域旅游品牌和区域文化品牌,提高一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为区域核心品牌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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