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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循环利用与区域特色产业发展互动机制 

—以永康五金产业为例 

宁自军 

(嘉兴学院 商学院,浙江嘉兴３１４００１) 

【摘 要】永康的资源循环利用与产业集聚发展有 “资源循环利用与传统技术相结合” “进口拆解与资源循环

利用”“资源循环利用与产业链延伸”三种模式,其五金制造业与资源循环利用形成了一种共存共荣、互相促进的格

局.资源循环利用与传统工商业活动的结合成为永康五金产业的酵母,依托 “城市矿产”的成本优势促进了特色产

业集聚区的形成和发展;在特色产业集聚过程中,专业化的分工体系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成长空间;政府为企业提

供服务平台,在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中起到较大作用. 

【关键词】循环经济;浙江;永康;资源;五金产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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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国民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已经从资源小省转变为制造业大省,经济发展水平位

居全国前列.建国初期,受国防安全不稳定等因素影响,国家对浙江投资相对较少,改革开放前近３０年间国家对浙江投资仅占全

国的１�５％,加上浙江省本身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较低,除旅游资源及石灰石等非金属矿外,全省煤、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资源

基本均从外省调入.但贫瘠的资源反而催生了浙江人民的创新精神,各地百姓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借助专业分工体系,从 “一地

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起步,发挥自身优势,大胆创新,逐步形成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基础的特色产业集聚区,如永康五金制

品业、玉环铜阀门制造业等,在浙江经济版图上,逐步形成了块状明显的 “经济马赛克”,到目前为止,全省共有７２个年产值１

００亿元以上块状经济,有３１２个年产值１０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实体,有４６２个年产值５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体,块状经

济总量占据全省的半壁江山.
①
对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的研究最初源于发达国家的地区实践,国内外学者更多从区域发展的内生性

资源及产业链耦合发展等视角研究,然而在浙江区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中,以资源循环利用为主的生产方式起到了重要作

用.本文以永康五金制造业为例,就资源循环利用与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的互动机制做些探讨. 

一、 资源循环利用与产业集聚发展模式 

特色产业集聚区也称为马歇尔产业区,指在特定区域内大规模历史地自然形成的以同业工人及其企业簇群为特征的地域性

经济群落,并成为本地区经济支柱的比较优势产业. “集聚”源于生态学,指以共生关系共同存于统一栖所中的不同群落,在此群

落中,各物种间存在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的共生性复杂平衡关系,产业集聚区企业间也具有类似的共生性竞合关系.集群区

域内企业可就近获得所需的专业化的设备、原材料、技术服务等资源,降低企业生产和运营成本,大量同业企业间的正式和非正

式的交流和合作有利于企业获取信息和技术,获取知识外溢效应,造就产业竞争优势.产业集聚区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演进

过程,其形成的关键在于集聚区内的经济组织间通过集聚过程而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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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浙江区域特色产业形成及演进路径,资源循环利用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地区,自然资源除石灰石及

萤石矿产资源外,金属矿及化石能源都十分匮乏,工业经济发展受到原材料供应不足的严重制约,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人依托企业

家精神和工商业传统,开始自发地解决这一矛盾,依靠废旧物料回收利用的低成本优势,一方面解决经济发展初期的原料来源问

题,另一方面由于废旧物资回收的低成本优势,提升了五金产品在国内外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实践表明,资源循环利用对促进

浙江区域特色经济发展,形成了资源循环利用与区域特色经济良性互动发展,首先,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解决了原材料短缺问题并

形成了价格竞争优势,促进产业发展;其次,通过资源再生利用,以及生产加工过程中产业链的不断延伸,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快速

发展;第三区域特色产业集聚发展推动了资源循环利用的规模壮大.永康的一些块状经济实体是在当年回收利用再生资源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在资源循环利用基础上形成区域特色经济具有以下三种模式. 

（一）资源循环利用与传统技术相结合 

这一模式以本区域工商业传统及手工业技术为依托,充分利用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既解决原料来源,又形成价格优势,以此提

升本地传统产业.在传统工业发展过程中,众多民营中小企业在该区域内扎堆,繁衍壮大,严格来说,这类企业集聚在初期并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企业在空间扎堆过程中蕴含着未来发展成为集群的因素,随着服务平台的不断完善,就会促进集群迅速

形成.如永康五金制造业,主要通过购入大量废铝、废铜等再生金属资源,并以此为原材料依托,打造出 “五金之都”,形成特色

明显的区域经济. 

(二)进口拆解与资源循环利用 

随着浙江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单纯依靠国内废旧资源的回收已不能满足本地区的需求,进而形成以进口废旧资源拆解业为基

础,带动区域特色发展的新模式.这一模式发展在初期主要依托国外大量进口废旧电机资源,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对进口废

旧电机的拆解、分捡及加工,再通过对周边地区提供半成品和成品,进而形成区域特色产业,进而打造 “轿车之都”“摩托车之都”

等. 

(三)资源循环利用与产业链延伸 

早期以废旧资源回收利用为切入点,拓展地方产业链,并利用本地区相关产业发展的优势,弥补产业链上的薄弱环节,激励企

业自主创新,提升产业层次,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优势. 

三、 资源循环利用与永康特色五金产业互动发展 

(一)永康五金产业集聚概况 

永康位于浙江省中部,总面积１０４９平方公里,２０１４年永康有五金企业一万多家,现已已形成了车业、门业、金属材料、

电动工具等八大支柱产业,全市有近万种五金产品,其中有１０多种产品销量居全国之首,１００多种产品销量居全国前三.２０

１４年,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共７３０家,其中五金行业６３２家,占８６�７％.２０１４年全市规模以上去也产值９０７亿元 ,

五金行业合计８１３�８４亿元,近４年以来,尽管八大支柱产业产值占比略有变动,但五金行业产值占全市比重始终保持在９

０％左右,门业和金属材料的占比在逐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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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源循环利用与传统工商业结合奠定了五金产业发展基础 

永康地处金衢盆地外侧,交通闭塞,是个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半山区,由于土地贫瘠、资源稀缺,永康拥有众多能工巧匠,

在以手工艺服务为主,谋生过程中他们走街串乡与小五金结下不解之缘.一方面,由于小五金工艺简单,外出时工匠肩挑一副担,

一头挑着工具箱,一头挑着家当,就可以外出谋生了.许多永康铜匠、铁匠走南闯北,风餐露宿,四海为家,以一技之长换取衣食;另

一方面,在传统的农耕时代,初期的五金加工以工艺服务为主,利用回收的废旧资源为顾客以旧翻新,产品按顾客要求加工而成,

因此,服务市场非常广阔,永康人以 “补锅补铜壶、打铜修锁”等技艺在民间广为流传,他们流动作业,上门服务,足迹所至,几乎

遍及全国,在神州大地留下 “打铁打铜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之美誉.１９４７年永康市内开办的铁业作坊有１０５９家,铜

业作坊８５０家
②
.建国初期,全市五金工匠走合作化道路,五金工具合作社转为五金厂.透视永康五金产业兴起和发展历程,小五

金冶炼技术作为传统技艺和谋生手段,与当地居民的工商业活动及生产方式息息相关,为其特色产业的形成奠定了技术优势.在

社会变迁中尽管永康小五金产业发展历经波折,但其基本要素依然存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好转,永康五金产

业便水到渠成,迅速复苏与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后,在浙商精神、专业化分工及民间力量等共同推动下,永康五金制造业得到迅猛发展.因五金产品的多样性而使得

生产经营方式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作为现代大工业的补充形式,以专业分工、家庭作坊、民营经济为特色的新型经济实体迅速发

展壮大.共生于同一区域不同企业之间配套生产,企业间超细密的专业化分工形成的柔性分工体系,不仅提高了企业间相互依赖

程度,且对企业及产业发展形成同向促进作用,产业集聚力得到迅速增强和壮大,１９８３年永康全市就形成了一百多个专业村,

五金制造业就占七成以上. 

(三)资源循环利用的成本优势促进了五金产业集聚发展 

１９０９年德国经济学家韦伯在 «工业区位论»中系统论述了工业生产的空间集聚问题,提出决定工业区位的最小成本理论,

指出工业活动在某特定点集聚与某一区域,源于在这个区域工业生产活动比其他区域的成本都低,在该区域实现工业产品的生产

过程和分配过程比其他区域更为廉价.历史上的产业集聚区大多发生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产业革命前工场手工业大多以水能

为动力,诸多作坊只能分布于河流流域或离原材料较近的区域,产业革命后,采煤工业、钢铁工业兴起使得资源富裕区域得以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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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有色金属是五金制造业的重要基础材料,由于永康市自身自然矿产资源几乎为零,基于五金手工业的厚重历史文化底蕴,改

革开放初期,永康人就开始发展废铝、废铜、废铁等废旧金属回收利用产业,废旧资源再利用不仅为五金制造业降低了原料成本,

而且促进了五金产品的种类繁衍和规模扩张,例如利用废铝冶炼的合金铝,既可用于小五金制造,又可用于电线电缆、汽车和摩托

车的配件等大铸件制造,与原铝相比,再生铝每吨便宜１０００元以上.与原铝价格相比,废旧资源回收降低了生产成本,民营经

济机制灵活性降低了企业管理费用,在市场竞争形成了价格优势,拓宽了发展空间,从而促进了产业链迅速延伸,企业快速集聚.

而集聚于同一区域内的五金企业因地缘相近,低廉的原料获取成本及低价运输成本形成了特有的五金制造优势,专业化的分工与

协作,使在生产过程中成本理念得以贯彻,资源利用效率得以不断提高,回收的废旧钢板先用于加工电动工具等大五金件,剩余的

边角料再历经冲、割、压等生产工序,按原料大小来加工成锁具、餐具等小五金件,最后剩余的碎末再压制成团,回炉冶炼利用.

由此可见,资源循环利用的成本优势促进了永康五金产业集聚发展. 

(四)民营经济与专业市场助推了集群规模的扩大 

浙江是民营经济发展历史最早、活力最强、规模最大的地区,民营企业家强烈的市场经济理念,善抓机遇的敏锐力,使浙江在

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始终走在前列.永康五金产业集群过程本身也是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历程.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在

区域内形成创新意识,为永康产业发展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既懂技术又善经营的民营企业家.他们不仅对市场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又善于把握市场机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强化自身专业知识,创新产品,他们作为五金制造业的领潮者,跟随市场经济体制不

断完善自己,使得永康五金特色产业区得以迅速壮大.市场规模的扩大,企业家在 “前向关联”和 “后向关联”的利益驱动下,

敢于和善于将新产品引入生产体系,从而吸引新企业的加盟与投资,使得要素市场规模效应及资源循环效应得以发挥.集群规模

的扩大,一方面体现在企业数量的增多;另一方面体现在单个企业规模由小小工厂小作坊向大企业集团发展;又一方面体现在产

品生产由普通日用品向配件、整机生产和高技术产品生产转变.２００２年全市拥有企业９７１８个,其中私营工业４０２１个,

工业个体５６８９家,２００２年销售产值超过５００万元的仅有３４０家,到２０１４年全市年销售产值超过２０００万元的

达到６４２家,其中内资民营企业占９５％以上
③
. 

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集聚化不仅使得产品种类与规模的扩大,同时产生对销售、运输等公共服务平台的广泛需求.五金制造

集群不断壮大,推动五金专业市场发展.中国科技五金城是目前国内最大、辐射最强、功能最全的五金产品集散中心、技术交流

中心和信息中心,现已成为永康五金产品对外展示的的重要窗口,是 “永康五金走向世界,世界五金汇集永康”的重要舞台.全市

一万多家五金生产企业,产品不仅销售到全国各地,而且与世界１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商贸往来,经营范围涵盖建筑门业、装

潢用品、日用五金、小家电等众多五金产品,有１０多种产品销售量居全国之首;电动工具总产量和出口量分别占全国的１/４和

１/３,是全球最大出口基地之一;永康的电动剃须刀出口量在全国位居第一;汽车摩托车配件生产加工已成为全国农用车规模最

大生产基地之一,车业出口创汇在全国连续多年名列行业第一;生产的防盗门销量占全国市场的７０％,有色金属材料如铜板、铜

带、铜棒等产品占全国市场销量的７０％;电动自行车和滑板车成为全国主要的生产出口基地,年产３００多万辆
④
. 

(五)五金产业集聚促进了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不断完善 

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为满足当地五金加工和车业、门业及电动工具等后续产业对原材料增长的需要,巨大的市场需求,

极大地激发了个体经营回收废旧资源的积极性,永康人在全国各地采购废旧资源,进入２１世纪,废旧资源回收利用行业规模迅

速壮大,专业合作社社员快速增加.但永康由于废旧回收市场的不健全,经营户只能利用非专业性的分散小市场,甚至庭院角落进

行存贮、经营废旧资源,为改变硬件设施与经营规模发展速度不相适应的状况,２００１年一个占地１２２亩,总投资３０００余

万元的永康市废旧金属材料市场得以建设,目前,废旧资源的原料来源由原来的走街串巷收购发展到从国内收购与国外进口相结

合的多元化回收模式,且已基本形成 “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再生金属回收中心－再生金属集散市场”这样

一整套完整的废旧资源回收体系,并通过向上下游产业链延伸和行业拓展,现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五金产品生产基地和原材料集

散中心.永康金属材料加工业作为其他五金产业的重要支撑,２０１４年全市规模以上企业中金属材料加工业产值占全市规上工

业产值的１７�１％,比２０１１年提高１�１个百分点.２０１４年,规模以上企业废旧物资年加工利用量达１６０万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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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金属占７２ ％以上
⑤
.健全的废旧资源回收体系,不仅为全市工业企业提供了生产要素,而且使得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

基础性作用得以发挥,资源循环利用与特色产业发展之间也形成了共存共荣、相互促进的关系.资源的循环利用不仅促进了永康

各五金产业不断融合发展,并推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的互动发展,引导传统五金产业提升,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了

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在传统产业领域的应用.五金特色产业发展也是永康资源循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全国再生

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城市与全国五金产品生产基地和集散中心的形成,也促进了永康市产业转型步伐的进一步加快.
⑥~○12

 

四、 主要结论和启示 

从永康特色产业发展的实例分析,资源循环利用与传统工商业活动结合能够成为地方产业集群酵母,从而引发产业集群的兴

起和发展.然而,资源循环利用持续发展的动力,除受地方技术成本以原料成本影响外,还取决于本地区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

政府服务平台的构建.初始的家庭作坊型经济实体在低廉原料成本的和精湛工艺技术水平的优势下,在市场上获取竞争优势,通

过持续的知识资本积累及自主创新,强化自身的优势与能力,专业化分工与柔性合作基础上,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产业的有效集

聚与融合发展.对于五金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鉴于其技术简单,易于模仿和复制,加上行业门槛和经营风险相对较低,因而较

容易通过内源性民间力量产生集群效应,并通过废旧资源再生交易市场和科技五金城专业市场降低其交易成本,从而持续获取竞

争优势. 

从永康五金特色产业的演进路径看,可以得出以下三点启示:一是产业集群成长路径没有固定模式.永康地处资源贫瘠的丘

陵地带,却成为全国最大的五金生产出口基地,这就说明依托资源禀赋优势固然是区域特色产业发展与积聚比较理想的促进方案,

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的今天,依托 “城市矿产”等资源循环利用发展的循环型产业发展模式,在推动本地区经济转型升级过

程中,促进要素聚集也同样可以带来发展机遇,并在适宜的条件下带动区域特色产业的兴起.二是特色产业区发展过程中,专业化

得分工体系可以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有利的成长空间,企业自身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则需要不断提升自身创新能力,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进而建立自身的持续优势;三是政府在特色产业发展中,为企业提供服务平台,利用市场化手段建设好原材料市场与产品

专业市场,在引导产业发展过程中为提高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提供比较完善的支撑系统,推动企业经营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化

转变,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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