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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集群与物流园区往往相伴而生，两者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着彼此的发展。武汉市的地理

区位优势和工业基础，为其发展产业集群和建设物流园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便是东西湖区。

东西湖区食品加工产业集群实现了从原有优势农业向食品工业化的成功转化，促进了物流园区的规划和建设,发展

现状表明食品加工产业集群与物流园区显著相关。目前产业集群面临着升级，物流园区与产业集群的耦合模式有待

改善，实现两者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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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产业集群是指在一个或多个产业链上大量彼此相互关联的企业或组织机构，在特定的地理区域聚集，从原材料供应、产业

配套到末端销售，形成完整而又健全的产业体系。随着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集群中的企业分工逐渐细化,区域中的物流需求

总量不断增加，物流跨度也逐步扩大，物流需求由零散的单个或若干个物流环节向一体化的综合物流发展。物流园区为不同类

型的物流设施设备和提供不同服务功能的物流企业提供了空间汇集的场所，为实现一体化物流提供了可能，也为产业集群发展

提供了支撑。往往一些地区的产业集群和物流园区相伴产生、相互影响，两者的发展休戚相关。因此，产业集群与物流园区建

设的互动发展关系、耦合模式成为目前受到关注的研究问题之一。 

目前,国内学者已经关注到产业集群发展与物流园区建设之间的关系，并纷纷对两者之间的耦合模式和机理展开了相关研

究。黎继子等分析了物流园区与集群式供应链组织续衍的本地耦合模式、区域耦合模式和跨国耦合模式，并结合苏州 IT产业集

群进行了分析。曾路从生命周期角度，对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不同阶段物流需求变化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物流园

区建设战略对策。周蓉阐述了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与物流园区的耦合机理，并根据交易形式的不同提出了合同耦合模式与联盟耦

合模式。刘辉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产业集群和物流园区之间的互动发展进行了定性分析，并以苏州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武汉市地理位置优势，在近代便开始了工业化，为武汉打下工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又建成了一批专业性工业区,如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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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为中心的船舶制造工业区、以武钢为中心的冶金工业区、以青山石化为中心的石化工业区等，形成产业集群的雏形。这些工

业区基本都是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核心生产产品，一些较成熟的产品或需小批量生产的零配件则外包给小厂来完成，产业集聚

现象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痕迹,而非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间相互竞争和配合的结果，因此随着产业升级换代，面临着重重压力，难

以形成完善的集群。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通过政策扶持和引导，形成一批重要产业区，如吴家山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园、沌口汽

车城、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也形成了一些符合现代产业发展观的集群，如东西湖区食品加工产业集群、江夏区重工机械产

业集群、东湖开发区激光产业集群和蔡甸区电子产业集群等。论文将以东西湖区食品加工产业集群为例，分析武汉市产业集群

与物流园区建设之间的关系。 

2 东西湖区食品加工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东西湖区位于武汉西大门，总面积 499.71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 50 多万人，区域内水源丰富,光照充足，四季分明,立体

交通网络已基本形成。食品加工业是该区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为了做大做强食品工业，在区内设立了食品工业核

心园区，即武汉食品工业加工区，园区规划用地 21平方公里,位于东西湖中西部的走马岭地区,东临京珠高速，距东南部朱家台

货运编组站仅 2 公里，西接汉渝铁路及长江支流汉江，北边可到武汉市外环和兰杭高速，交通区位优势显著。2016 年园区工业

总产值达 102 亿元，统一、光明、天喔、华润、周黑鸭、可口可乐等国内外和本地等多家食品企业入驻园区，聚集了食品技术

研发、食品工业原料供应、食品加工、印刷包装、营销、储运等食品加工及配套企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食品加工

业的发展使得东西湖区被授予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区、食品工业强区、国家新型工业化(食品)产业示范基地等多个称号。 

食品工业加工区的发展促进了整个东西湖区食品产业集群的形成,区域内形成乳制品、水产品、肉制品、啤酒饮料、粮油、

蔬菜等八大食品加工产业链。2014年，全区产业集群共有食品工业企业 17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296.95亿元（不

含烟草），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33.84%。从网络及政府报告中收集数据，近年来,东西湖区食品加工产业规模以上企业产值

见图 1。从图 1 可以看出,东西湖区食品加工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产业产值不断增加，但增速逐步放缓，一方面与我国总体经

济发展趋势放缓有关,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在发展到一定阶段,面临集群产业升级和跃迁，产业链在集聚的区域应形成更加高效

的供应链组织，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食品加工产业集群不仅要发展其规模，同时应提升产业精细化、专业化以及产业链上企

业间的分工协作能力,加强产业创新，拓展业务范围。 

 

3 产业集群发展与物流园区建设的互动关系分析 

3.1产业集群发展对物流园区建设的推动 

随着食品加工产业集群的发展，对物流需求也日益多样化、专业化，东西湖区物流园区建设也不断涌现，聚集了山绿物流

园、武汉东西湖综合物流园、普洛斯国际物流园、汉欧国际综合物流园、武汉新港空港综合保税区（东西湖园区）等一批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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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项目，区内吸引了 DHL、顺丰速递、德邦物流、中通速递、嘉里大通等国内外知名物流企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为物流园区建

设提供了一定规模的物流需求，从而使得东西湖区物流园区的发展能够紧跟其后。 

 

从近年来东西湖区的货运量变化情况（如图 2）来看，物流需求随着产业集群发展而不断增加，虽然货运量并不能完全反映

物流需求，但从侧面可以体现物流需求的变化趋势。以东西湖区食品加工产业规模企业产值为自变量，货运量为因变量,进行回

归分析，会得到回归方程为 y=1.9104x+1617.6,相关系数的平方 R2取值为 0.9639,表明两者之间关系显著。因为东西湖区食品加

工业占区内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较大,是该区主要的物流需求产业之一，为物流园区的发展提供了需求保证。此外，产业集群的参

与企业实际上以中小企业为主，而这些企业在资金、管理水平等存在着局限性，自营物流成本和风险都较高，所以通常会选择

物流外包,即使是集群中的大企业,为了更关注于自己的核心能力，也会考虑将物流交给更加专业的第三方，这也是产业集群精

细化、专业化的发展结果。 

3.2物流园区建设对产业集群发展的支撑 

从前述回归方程可以看出，东西湖区食品加工业发展与物流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换言之,物流园区的建设和发展与食

品加工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食品加工产业集群的形成推动了该区物流园区的规划和建设。同样，物

流园区通过聚集提供不同类型物流服务的物流企业,满足产业集群日益个性化、多样化的物流需求，同时物流园区通过信息平台

的建设，也可使集群内的企业更快地寻找所需的物流服务。产业集群的形成关键在于所在区域内的企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度。在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未形成供应链系统时，物流园区通过提供不同功能的物流企业，将集群内的企业关联在一起。随着集

群内的供应链组织的不断完善，更需要能够提供一体化物流服务的支撑，同时供应链续衍也离不开物流园区的建设和运营。 

目前,东西湖区食品加工产业集群的发展已进入平稳增长区,面临产业集群变迁和升级的关键时期，同时，东西湖区的物流

园区建设十分迅速,吸引了大量物流企业的入驻，虽然物流园区的建设具有了一定规模,但入驻的物流企业多以中小物流企业为

主，具有物流服务整合能力，能够为供应链发展和续衍提供一体化物流的企业并不多。东西湖区物流园区的建设与食品加工产

业集群之间的融合模式还处在合同耦合模式,即物流园区中的物流企业为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提供的物流业务，大部分还是基于合

同形式，区域内的物流服务尚缺少一体化运作和联盟合作形式。当前东西湖区物流园区的规划与建设,为实现其与该区产业集群

的本地耦合模式、区域耦合模式，甚至跨国耦合模式提供了硬件基础，但在园区管理和运营方面还有待改善。对于物流园区的

运营，今后不仅仅只关注入驻园区的物流企业数量，更应关注在园区内培育和发展具有物流服务整合能力的企业,或引进能够进

行供应链一体化运作的物流企业。物流园区应根据食品加工产业集群的发展，对其发展战略方向进行适当调整，保证物流园区

正常运营和创收的同时，为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和运行效率提供支撑。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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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统一集团 1992年落户武汉东西湖区，为该区的农业转型发展提供了新思路,随后不断将区域农业优势向食品工业转化，

并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中部地区较大的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集群内聚集了一定规模的与食品加工业相关和配套的企业。与此

同时，物流服务在产业集群发展和升级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聚集大量物流企业的物流园区被规划和建设，从当前食品加工业产

值与货运量之间的回归关系，也可看出，产业集群的发展与物流园区建设息息相关。目前，东西湖区食品加工业增速放缓，意

味着产业集群面临升级,集群在今后的发展中不仅仅把重点放在食品产业规模上,还应加强集群内企业间的关联度,促进产业链

的转型和创新升级。在这一过程中，物流园区应与产业集群相互配合，园区内培育具有综合物流整合能力的企业,或具备物流一

体化运作能力的企业,能够灵活应对产业集群从价值链的低层次向更高层次转变时提出的个性化物流需求，为集群跃迁提供保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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