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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博望机械制造业集群研究

齐燕

【摘 要】：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镇已初步形成了以刃模具、机床、工程机械及配件的生产为代表的制造业产业

集群。本文通过实地考察，详细叙述了该集群的形成过程，通过波特的钻石理论分析了该集群目前的发展情况及存

在问题，由此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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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望镇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是安徽面向苏浙沪经济发达地区的东南门户。博望镇素有“刃具之乡”美称。明朝万历年间

就有刀剪生产。目前，这里初步形成了以刃模具、机床、工程机械及配件的生产为代表的制造业产业集群，现有刃模具机床生

产企业 500 多家。2008 年共实现工业总产值 52.3 亿元。增长 26.9%；实现工业增加值 15.6 亿元，增长 31%，其中规模工业增加

值完成 5.9 亿元，增长 56%。位居全县乡镇首位。全年出口创汇完成 2000 万美元，同比翻了一番。占全县总量的 50%以上。

一、博望机械制造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

博望镇机械制造产业集群的形成分为 4 个阶段：家庭作坊阶段、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刃具产业集群形成阶段和产业链延伸

阶段。

1、家庭作坊阶段。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博望镇很早就出现了市场经济的萌芽。从明末开始。这里的小作坊就比较发达了。

这些小作坊一般都生产刀具，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寻找市场，当地农民加入

了推销大军。这促使博望镇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到来。

2、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博望有 1 万多名推销员行走大江南北。结成了一张周密的产品销售网络。博望的产品就是在这些推

销员的不间断行动中创造生长直至形成了规模效应。同时，博望的刃模具生产和销售按照“以销定产”的模式延续下来，并逐

步形成了博望独有的营销优势。

3、刃具产业集群形成阶段。当市场营销网络形成，市场需求稳定以后。刃具的规模效应就形成了。这时，已经积累大量资

金的营销人员有了回乡办厂的想法。政府因时制官，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大力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广泛吸纳推销员入股创业；

同时建设园区，从招商引资突破，建成了两个私营工业园。

4、产业链延伸阶段。1992 年以后，中共博望镇党委、镇政府提出“立足刃具、发展刃具、突破刃具”的发展思路，先是向

传统刃具生产衍生的机械模具产业延伸，产品逐渐在全国享有知名度并随整机出口，而后进一步提升产业品质，全力实施技术

创新，优先发展与刃具相关的机床制造业。2000 年以后。博望镇引入了工程机械及配件业。目前博望形成了以刃模具生产、剪

折机床、建筑工程机械配件为主导产业的“块状经济”模式，集群发展已经初步形成。

二、博望镇产业集群的钻石模型分析

迈克尔·波特认为，决定某种产业竞争力有 4 个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以及企业的战

略、结构、竞争对手的表现，这 4 个要素具有双向作用。另外。形成钻石体系还存在两大变数：政府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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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要素方面。博望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体系的不完善以及城乡差距，一般外地人很难融入进来，这造成了当地劳

动力短缺。博望镇中小企业以民营和私营性质为主体。实行家族管理模式，企业的创立者多为管理者，这些管理者多为当时做

销售的人员。在管理方面缺乏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在技术方面。博望镇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粗放型。产品多数是低端广：

品。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由于国家加强了对土地的宏观渊控，土地问题已成为博望镇机械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2、市场需求方面。根据实地调查得知，博望推销员每年的营销额为 60—80 亿，而本地目前的生产能力为 40 亿。这就为该

镇扩大企业规模。招商引资提供了市场依据。

3、产业链方面。根据实地调查结果，博望填机械制造产业链目前存在的不足有：(1)专业化协作不发达。博望镇产业集群

大多是由“小而全”的企业构成。企业问未形成专业化分工，因此造成企业间缺乏应有的联系和配合。(2)无完善的研发服务系

统。博望镇机械制造产业集群巾小企业数量多。对技术服务需求量大。目前产业集群内部分企业可以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但

在“质”和“量”上均无法满足需求。也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3)没有统一市场。博望镇的销售主要是通过 1 万多名

销售人员在全国各地推销。而不是客户主动上门。这些推销人员不属于任何一家企业，他们与企业之间是完全的买卖关系，从

而减少了生产企业的利润。这要求将生产厂家与购买者直接联系起来，减少中间环节，提高企业利润。

4、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方面。博望镇 2010 年的总量目标是：龙头企业达到 50 家，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200 家，并培

育 2—3家综合条件好的企业上市。在产业结构上。产业集群的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产品特色上，争创 2—3 个

全国著名品牌产品和 10—15 个省著名商标、省名牌产品。博望镇同业竞争主要体现在价格竞争和人才竞争两个方面。由于博望

镇特殊的销售方式。使得博望镇完全变成一个生产基地。销售人员通过价格的比较来决定由谁来生产订单产品，这就必然造成

企业之间激烈的价格竞争。同时，由于该地区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人才在该产业集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竞争归根到底

就是人才的竞争。

5、政府方面。为了加快博望镇机械制造产业集群的发展。加快博望镇中小企业跨越式发展。镇党委、政府出台了 5个方面

的扶持政策。包括：融资政策、财政扶持政策、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出口政策和土地政策。但是，在政府招商引资工作方面，

目前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从政府以及行业协会回收的问卷中得知，目前博望镇只有 15 家外来投资企业。这些投资者主

要来自浙江、深圳、合肥等地，2004 年外来投资额为 2000 万元、2005 年为 4000 万元、2006 年为 6000 万元、2007 年为 7000

万元。但他们也指出。目前博望镇招商引资存在一些问题，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用地指标”问题以及企业落户中的办事效率问

题。

6、机会方面。这主要是“中部崛起战略”以及“东向发展战略”带来的发展机遇。2005 年国家开始实施“中部崛起战略”，

2007 年 7 月 1 日起，在安徽省合肥、马鞍山、淮南、蚌埠、芜湖等几个城市的装备制造业、汽车、高新技术产业、农副产品加

工业等 8个大产业中实施增值税政策。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时，可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同时，2005 年安徽省委、省政府

提出了“东向发展战略”，交通东连、投资东引、产业东接是“东向发展”至关重要的 3 个问题。而博望镇作为通往苏浙沪的

东南门户。在该战略巾应发挥主导性作用。

三、对策建议

1、建立“七个一工程”。所谓的“七个一工程”。是指一个行业协会、一份报纸、一个网站、一所培训学校、一个研究机

构、一个市场和一套支持性政策。

2、发展一批龙头企业，引导集群产业结构升级。在集群中，选择规模大、管理好、经营者素质高的企业进行重点培养，促

使其在集群中发挥核心带动作用。镇政府要鼓励龙头企业采取强强联合、兼并等方式。迅速增强自身实力，发展壮大成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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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的龙头企业。同时，通过政策、资金等优惠措施。引导集群加大营销和研发投入，引导企业通过营销渠道的拓展，延伸产

业链。增加上下游配套产品，使产品不断由低端向高端发展。

3、转变企业管理模式。企业的管理模式决定了企业的工作效率。家族式管理无法满足现代企业的发展要求。博望镇企业应

积极改变自己的管理模式，将管理权与所有权分开，从发达地区引入一些有经验的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

健康持续地发展下去。

4、加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招商引资。政府应加大地方交通、电力等公共设施建设。为招商引资提供良好环境。

当前招商引资已经成为区域间竞争的重要手段，也是博望镇发展的“生命线”。以招商引资扩大对产业集群内企业的投入，这

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

5、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抓住“中部崛起战略”以及“东向发展战略”带来的发展机遇。博望镇作为马鞍山的一个镇，国

家优惠政策必将使博望镇企业获得更多的支持，这给博望镇机械制造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东部目前正处于新一轮

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期。博望应抓住机遇，广泛发展与东部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联系，承接产业、资本、技术的转移，

带动本地机械制造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