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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对策研究 

—基于国内价值链视角 

钱方明 

（嘉兴学院 商学院，浙江嘉兴３１４００１） 

【摘 要】从国内价值链视角梳理了有关浙江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文献，分析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遇到的困

境。认为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升级需要改变底部增长战略，培育自主品牌群；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构建产业

集群专利池；加快专业市场升级，引导集群企业升级；抱团 “走出去”，积极构建全球价值链；不断强化产业政策，

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建立区域合作平台，引导低端环节转移；促进专业市场升级，引导集群链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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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形成了一大批产业集群，２００８ 年底全省共有 １０ 亿元产值以上的块状经济３１２个，销售收

入和出口交货值分别占全省总量的５４％、６２％。
①
这些产业集群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如绍兴纺织、海宁皮革、温州鞋业、

义乌小商品、永康五金、桐庐制笔等。近年来，浙江产业集群低端锁定及升级问题是学者偏爱的研究主题之一。陈建军、杨飞

提出，浙江应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升级产业集群、延伸产业链的深度和广度，跨产业链升级。
②
龚丽敏等对浙江绍兴纺织和湖州

织里童装两个产业集群进行比较案例研究后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升级可以综合采纳嵌入全球价值链和建设创新平台的战

略。
③
陆立军、俞航东的研究发现，专业市场对地方产业集群的带动、提升作用与其本身的性质有着显著关系，很多企业正是借

助义乌市场才创建自身品牌的。
④
陆立军、王小碧从“大集群”和 “小集群”两重视角提出了全球价值链下浙江纺织服装业升

级的一般路径。
⑤
邬爱其、张学华对海宁皮革产业集群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政府在帮助集群企业与顾客联接、推动集群企业协

同升级、促成集群企业之间结网、区域环境建设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努力。
⑥
朱建荣的研究表明，浙江产业集群中部分龙头企业或

专业市场已尝试采用 “权威机制”治理跨国营销渠道。
⑦
洪双通过对浙江四大产业集群的实证分析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不仅

有助于集群企业的产品升级和流程升级，同样也推动着集群企业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
⑧
 

综上所述，学者们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浙江产业集群升级问题作了不少前期研究，对全球价值链下产业集群升级机理有了

更深的理解，有些研究乐观地发现了浙江产业集群功能升级的证据，研究结论与一般的认识并不一致，需要进一步验证。早期

对集群升级的系统研究是在全球价值链理论领域展开的，Ｇｅｒｅｆｆｉ做了开拓性工作。
⑨
国内外不少学者的研究显示，发展

中国家的代工企业较难在全球价值链上实现功能升级
。⑩~○12

基于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的困境，有些学者们把

研究目光投向国内价值链，发现发展中国家一些本土企业依托国内市场构建国内价值链，然后进入区域或全球市场的价值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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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生产体系，能实现功能升级。
○12
因此，有关本土企业依托国内市场构建国内价值链实现升级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升级

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本文从国内价值链视角探求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路径和推进对策。 

一、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升级困境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浙江许多产业集群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外贸出口量迅猛增加。１９９１年浙江省商品出口贸

易额２９．０６亿美元，２００１年增加至２２９．７７亿美元，２０１３年则高达２４８７．４６亿美元。① 浙江劳动密集

型产业集群以廉价土地、初级劳动力等初级要素优势加入全球生产网络，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优势，出口量增长迅速。以浙江

服装及衣着附件、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鞋类、家具及其零件四大类商品为例，２００３年出口额分别为９１．４０、６３．８

６、１５．３４、７．２０亿美元，到２０１３年已高达３１８．８３、３５３．６８、８８．８２、８９．２４亿美元。这

些行业的外向度也高于工业平均水平，２０１３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占工业销售比重为１８．３１ ％，而纺织

业、纺织服装业、皮革业②、家具业分别为２０．９２ ％、４３．４４ ％、３９．１９ ％、５３．１０ ％。浙江劳动密集

型产业集群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一般贸易等多种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被主导企业 “俘获”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这些跨国

公司通过 “专利池” “战略 隔绝” “品 牌 强 化”、零 售 市 场 并 购 等 壁 垒，阻 碍 本 土 企 业 在 全 球 价 值 链 

上升级。
○13
 

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转型升级的呼声不断提高。地方政府运用多

种政策手段大力推进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但升级的成效并不明显，尚未实现全面的功能升级。２０１３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新产品产值率为 ２５．１７ ％，纺织业、纺织服装业、皮革业、家具制造业分别为２０．７０ ％、２０．７１ ％、２３．５

５ ％、２６．９３ ％，只有家具制造业高于平均水平。受到这些主导企业的纵向压榨，浙江产业集群本土企业的利润空间不

断缩小。一位代工企业老板反映，一般利润率可以达到１０ ％～１５ ％，但是给沃尔玛做的毛利率只有５ ％，纯利润率就更

低。
○14
０１３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实现利税率为９．７６ ％，而纺织业、纺织服装业、皮革业、家具

业等外向度较高行业的利税率分别为７．９１ ％、９．４８ ％、８．７５ ％、８．４５ ％。 

制约浙江产业集群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因素有不少，但主要表现为本土企业难于突破主导企业的技术封锁和市场垄断

两大因素。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技术积累少、自主创新能力弱，无法与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展开正面

竞争。为了适应发包企业的要求，很多集群企业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技术装备和产品质量有了较大提升，在较短时间

内实现了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这在纺织服装行业尤为明显。但是，本土企业以引进技术为主，消化吸收再创新投入较少，对

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较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较少甚至空白。而且，由于这些技术装备的资产专用性较强，随着投资的

增加，本土企业对发包企业的依赖性也进一步增强，陷入被 “套牢”的困境。实践中，浙江集群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努力也十

分艰难，受到来自各方的 “围追堵截”。浙江企业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期间遭遇的７ 起 “３３７”调查案中，有６ 起

由跨国公司和国际行业巨头发起。
○15
由于利润空间较小，本土企业难于持续投入研发资金，也难于承担起庞大的品牌宣传、建设

费用，只能在低端环节苦苦支撑。也有不少本土企业缺乏企业家精神，小富即安、怕冒风险等思想比较普遍，乐于通过传统的

代工模式赚取一点加工费。除了企业自身因素外，融资困难、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人才缺乏等也是造成本土企业升级困境的因

素。 

二、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的对策 

鉴于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很难直接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升级的现实，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需要突破以往试图单一从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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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Ｃ低端直接升级的思路，在做代工业务的同时构建与全球价值链并行的国内价值链，培育与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抗衡的竞争

优势，最终自主构建全球价值链，或通过与主导企业合作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这一基本路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集群内先进企业群体依托国内市场，逐渐构建区域价值链群链并向国内价值链群链发展；第二阶段，先进企业抱团 “走出去”，

自主构建全球价值链，或通过与主导企业合作向现有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应当指出，从国内价值链视角思考产业升级问题，

并不是仅限于把视野放在国内市场，而是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本土企业如何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培育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具

体来说，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应从自主品牌群培育、集群专利池构建、专业市场升级、抱团 “走出去”等方面推动本土企

业实现功能升级。 

（一）改变底部增长战略，培育自主品牌群 

推动先进本土企业改变在全球价值链底部增长战略，依托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快速成长的中高端市场创建自主品牌。采取代

工与自主品牌并行的模式，将从全球价值链上学到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运用至国内价值链构建中，不断增强价值链构建能

力。推进对中西部地区异地工业园区建设，促进集群企业价值链或生产工序实现空间离散化和网络化布局，将缺乏比较优势的

低端环节分离出去，本地保留一定的加工能力，如样板工厂等。加强品牌建设和维护，拓展营销渠道，增强对市场终端控制力。

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战略，加强对长江中上游地区中心城市连锁店、专卖店、客户体验馆等终端的布局。积极发展电子商务，

促进实体店和网店协调发展。 

（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构建产业集群专利池 

推动产业集群内本土企业特别是本土龙头企业持续增加研发投入，获取并运用本行业的高端知识、技术，生成构建国内价

值链的核心能力。自建或联合建立研发平台，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逐渐形成自身专利技术优势。推进集群企业战略联盟建

设，构建产业集群专利池，构筑产业技术竞争优势。专利池是指由多个专利拥有者，为了能够彼此之间分享专利技术或者统一

对外进行专利许可而形成的一个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联盟组织。
○16
借鉴浙江平湖 “中国出口服装制造名城”等八大产业集群发布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和协同创新联盟虎门宣言》
○17
的做法，加强产业集群间分工与合作，建立集群间协同创新联盟。 

（三）加快专业市场升级，引导集群企业升级 

对于一些与专业市场伴生的产业集群来说，专业市场升级是引导集群企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专业市场创新能降低集群企

业自建品牌成本，拓展集群企业市场空间，支撑其国内价值链的构建。推进专业市场从单一的销售平台向综合型服务平台转型，

为集群企业提供信息发布、商务洽谈、产品展示、时尚体验、会展博览、物流配送等服务。大力提升专业市场的信息集聚辐射

功能，增强行业权威信息发布、输出能力，不断提升其在本行业商品流通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四）抱团 “走出去”，积极构建全球价值链 

鼓励集群企业抱团 “走出去”，自主构建全球价值链，或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鼓励集群企业

进军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展企业并购、品牌收购和技术研发活动，在整合国内价值链环节的基础上逐步自主构建全球价值链。充

分利用国内加工能力优势，寻求与跨国公司开展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合作，积累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升级的知识和能力。

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向海外建设工业园区或直接投资、设立营销机构，努力向外延伸价值链。 

（五）不断强化产业政策，优化科技创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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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强化产业政策，通过提高土地亩均产出率、环保标准等强化资源环境约束，形成产业升级倒逼机制。应当指出的是，

政府应从价值链视角不断细化产业政策，逐步淘汰失去比较优势的某些低端环节，而不是不加区分地淘汰整个产业的所有环节。

优化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政策，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积极探索研发平台建设模式，重点建立面向产业集群共性技术和关键

技术的研发平台，为集群内企业提供多层次的研发服务。推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开展协同创新，建立产业集群技术

联盟。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推进行业协会建设，发挥其各方面的重要作用，为集

群企业做好良好服务，不断降低企业构建价值链的成本。 

（六）建立区域合作平台，引导低端环节转移 

政府要主动加强与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合作，积极探索各类区域合作平台建设，引导集群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价值链低

端环节，释放要素资源以集中精力发展高端环节。改革干部考核方式，推进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为集群企业对区外直接投资创

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主动参与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做好政府在投资咨询服务、项目审批、平台建设等服务工

作，鼓励集群企业布局价值链环节。 

（七）促进专业市场升级，引导集群群链的构建 

对于一些与专业市场伴生的产业集群，地方政府要加快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通过专业市场功能创新引导集群企业构建

国内价值链。不断培育大型贸易商，鼓励其大力推进连锁经营方式，努力向品牌运营商转型。推进专业市场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与阿里巴巴集团淘宝网等店商开展紧密合作，利用其网上平台资源优势为集群企业提供营销服务。加强与中西部地方政府合作，

推进专业市场在异地建立分市场，帮助集群企业拓展价值链空间。［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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