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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治理、区域文化与集群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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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产业链治理视角探究产业集群发展，通过构建产业链内外主体行为、区域文化和集群绩效的关

系模型，以安徽省宁国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为研究案例，借助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得出主

要结论：(1)产业链内部主体行为和产业链外部主体行为均能对集群绩效产生显著影响；(2)区域文化对集聚效应、

政府支持力度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行为与集群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而在企业能力、消费者市场需

求的调节效应不显著；(3)在探究主体行为对集群绩效的影响时要考虑到区域文化对主体行为选择的影响。管理启

示是区域在产业链和集群治理方面，要注意显性的和隐性的区域文化环境的营造，通过鼓励创新创业、尊重诚信共

生的区域文化，激发产业的进一步集聚和产业链内、外多元主体积极的行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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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分工深化，企业间基于纵向的上、下游及横向的旁侧关系形成了有机联系、相互协同的产业链，相关产业链企

业在特定地理区域的集聚，进一步形成了产业集群。其作为一种空间经济组织，在地方政府特定的制度安排下，在一定区域文

化的浸润下，能够大幅降低在链企业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产生集聚效应和区域品牌效应。产业集群为了保持核心竞争优势，

需要持续演进、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其前提是产业链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产业价值链的不断重组，基础是要最大限度发挥产

业链内、外主体的优势，从而实现集群企业网络体系的整体最优。 

党的十九大指出，当前中国要加快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支持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产业链向中高端转变。产业链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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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群的发展是决定区域产业组成及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链上企业往往会注重自身经济利益目标而忽视产业链整体发

展，在自身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往往会退出或转移现有产业链，缺乏“根植性”。王缉慈教授在第十七届产业集群与

区域发展学术会议中指出产业集群“落地”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地方化因素如地方文化的根植性、企业间的非贸易依赖

关系等非经济因素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因此仅依靠地方单个企业的自觉性是不够的，必须要依靠外部因素的协调和干预促使

产业链内、外多元主体多方协同，促进区域经济竞争力提升。 

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宏观背景下，结合国家和地方需求，为了深度探究宏观的社会经济现象与微观主体行为之间的规律，本

文选择皖浙省际边缘区的安徽省宁国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为现实案例，通过走访座谈安徽省宁国市委、市政府、经信委等政

府工作人员以及相关汽车零部件企业管理人员，并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获取样本数据，在产业链治理的理论基础上，深度揭示

产业链治理、区域文化和集群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结合宁国市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现状，提出可供地方政府、企业参考

的治理措施与发展建议。 

1 理论分析架构 

1.1产业链链内主体 

产业链链内主体为在产业链上或产业集群中纵向、横向直接或间接相互关联的企业。共识性的认知是集群内部主体间市场

共享，技术、知识和信息的相互交流能够提高集群绩效。因此对于产业链链内个体企业能力和产业链或集群整体的集聚效应的

研究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1)对集聚效应和集群绩效的代表性研究如：王缉慈认为集群是相关企业和机构近距离协同作用的

社会网络，是促进创新的产业社区。产业联系、地理邻近和行为主体互动是创新集群的三个重要特征，其中行为主体正式的和

非正式的互动是最重要的
[1]
。Nelson 认为在集群内部企业间可以形成大规模生产和技术的外溢，使得集群内企业共享外溢的好

处，提高集群绩效[2]。Enright认为企业集聚可以增强沟通和信息流动，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减少短期行为，实现资源的共享等
[3]。朱华友等认为企业间非线性的互动创新模式，容易形成稳定的分工、协作关系，最终形成区域创新系统，全面提高集群绩效，

表明空间集聚的好处[4]。吕可文等应用多元场理论，强调地理—社会—文化—认知邻近，促进了企业间互动模仿与创新创造，促

进了集聚效应的发挥，提高了集群绩效[5]。(2)对企业能力和集群绩效的代表性研究。如：马中东指出企业家功能创新性不足、

集群内部“家长制”的治理理念等是限制产业集群升级、提高集群绩效的重要因素[6]。李琳等对我国 6大汽车产业集群进行研究

后，认为企业的直接创新投入和集群发展水平都会促进集群企业创新绩效提升[7]。陈肖飞等基于对奇瑞汽车产业集群的研究发现

核心企业在集群内部拥有绝对的“市场、技术和网络权利”，企业间固化的分工基础，叠加“小团体”“俱乐部”等现象影响

集群企业整体绩效[8]。 

根据上述相关研究，结合宁国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产业链内部主体实际可知，产业链内部主体依靠其企业能力和企业间

集聚效应来影响产业集群的发展，提出以下假设。H11：企业能力对集群绩效有正向显著影响；H12：集聚效应对集群绩效有正

向显著影响。 

1.2产业链链外主体 

产业链链外主体包括与产业链或集群发展密切相关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如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等）、政府、消费

者。关于此类主体的研究，一般可以界定为产业链和集群发育的关键行动者，学者们主要从政府的制度安排，消费者主导的市

场需求的拉动效应，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产业链或集群多环节的支持等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1)其他利益相关者与集群绩效的代

表性研究。如王缉慈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出发，认为集群不仅包括相互关联的企业，还包括支撑性机构，如大学、研究机构、咨

询中介和政府服务部门等，地方网络和根植性是衡量集群的两个标准，集群的网络特性使它吸引相关企业、科研部门和商会、

协会等中介服务机构共同参与，最终形成一个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稳定系统，提高集群创新效率[9]。许树辉以韶关汽车零部件

产业为例，提出借助政府、品牌整车及其骨干零部件企业、科研院所和中介组织四种力量，构建零部件产业集群和区域创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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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可以实现产业升级，表明了科研院所、中介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对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10]。(2)地方政府与集群绩效的代表性

研究。如赵蓓等从经济、体制和社会三个维度，分析了产业集群的嵌入性三层次，认为嵌入性深刻影响了集群企业的竞争能力，

并以泉州市产业集群为案例，强调从政府到行业、到企业，必须同时发力，才能更好地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和转型
[11]
。Elola等

发现政府层面的制度安排如国家政策、法规和经济战略等，会促进或阻碍产业集群的发展[12]。(3)消费者主导的市场需求与集群

绩效的关系的代表性研究。如何金廖等考察了上海创意产业在劳动力市场、外部供给、消费市场、合作关系四个产业链环节的

内部的地方嵌入性和外部的全球链接性，探讨了企业间创新网络的重要作用[13]。朱华友等强调要积极寻求外部联系，建立“全

球管道”，借助其与外部的投融资机构以及外部产业集群形成新的网络关系[4]。Liu等认为企业需要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

或生产网络中，然后通过贸易联系向价值链更高的环节攀升[14]。Schmitz强调认识地方企业与全球企业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推进

技术和组织方式的改革，摆脱全球贸易商的控制，达到在全球价值链中学习并成功转型升级的目的[15]。 

根据上述相关研究，结合宁国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产业链外部主体实际可知，产业链外部主体依靠政府、消费者和其他

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来影响产业集群发展。提出以下假设 H21：政府支持力度对集群绩效有显著影响；H22：消费者市场需求对集

群绩效有显著影响；H23：其他利益相关者行为对集群绩效有显著影响。 

1.3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是区域群体意识、价值观念、精神面貌、行为准则和管理方法等非物质因素的总和。区域文化与本地产业氛围关

系密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规范性作用[16]。针对区域文化对产业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学界进行了系列的研究。

代表性的研究如：王缉慈认为社会、文化、制度、历史和地理等非经济因素比经济因素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方面表现得更为重要，

集群的创新活力来源于地域文化中蕴涵的企业家精神，以及有利于地方创新主体竞争与合作的制度和社会结构[17]。波特也认为

由共同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形成的关系等能增进信任，促进企业间的互动与合作，增加企业和集群绩效
[18]
。Morosini、Baptista

等分析了企业文化在集群创新中的作用，认为文化因素对产业链和集群企业的知识溢出和整合存在影响，推动了集群的创新演

化[19-22]。孟召宜等研究表明区域文化对集群演化的内在能动力量的外在表现是企业家精神[23]。杨艳平则认为区域文化嵌入使集群

创新网络中的企业形成强烈的身份认同，有利于相互交流和学习，倾向于结网合作，但也要防止过强的文化嵌入可能导致的负

面的锁定效应[24]。 

在上述产业链链内主体、产业链链外主体和区域文化，三个方面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假设和子假设。H31：区

域文化在企业能力和集群成长绩效间有正向调节效应；H32：区域文化在集聚效应和集群成长绩效间有正向调节效应；H33：区

域文化在政府支持力度和集群成长绩效间有正向调节效应；H34：区域文化在消费者市场需求和集群成长绩效间有正向调节效应；

H35：区域文化在其他利益相关者行为和集群成长绩效间有正向调节效应。 

1.4理论框架 

集群绩效与企业能力关系密切，其中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动态能力是企业能力的两个重要方面。企业的创新能力首先解决了

核心的技术问题，能够使企业占据价值链的制高点。企业动态能力包括战略规划能力、关系管理能力和过程管理能力。产业链

或集群的集聚效应和集群绩效关系密切。在此前提下建构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图 1）。 

理论框架说明：(1)产业链治理主体是多元的，不仅包括产业链内部企业主体，还包括产业链外部政府和消费者主体，以及

中介、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等利益相关者，产业链内、外主体行为影响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企业的绩效。(2)区域文化作为区域

内大多数成员共同认可的基本信念、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可以通过影响产业链内外主体的行为间接影响产业集群企业的绩效。

(3)在本文研究中，自变量是企业能力、集聚效应、政府支持力度、消费者市场需求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行为，调节变量是区域文

化，因变量是集群企业成长绩效和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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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区域文化调节效应下产业链内、外主体和集群绩效的关系 

2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研究区概况 

宁国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和浙江的安吉县、临安市毗邻，是典型的交通区位、资源禀赋不突出但经济较为发达的省际交

接区山区县（市）。汽车零部件产业是宁国市在 1980 年代兴起的工业“创业”产业之一，与耐磨铸件产业和电子元器件产业构

成宁国市三大支柱产业。现有汽车零部件产业 300 多家，年销售收入千万元以上企业近 100 家，产业链条较为完善。宁国市汽

车零部件产业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的汽车产业集群具有重要影响力，其中橡胶密封件的生产能力占全国市场份额 1/5 以上，是我

国最具影响力的汽车橡胶零部件生产基地，在 2019年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上，宁国经开区被授予“长三角 G60科创走

廊产业合作示范园区（核心汽车零部件）”。但近年来面临区域经济发展乏力，集群发展步伐变缓的态势，如何从产业链治理

的角度解决集群内部支撑服务体系不健全、创新性不足等现实发展问题是当前政府及企业需要着力解决的最大困境。 

2.2数据来源 

问卷聚焦于四个方面：被访者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和职位）、产业链链内主体行为（企业财务、R&D 投入

与产出、本地合作伙伴）、产业链链外主体行为（政府支持力度、消费者市场需求、其他利益相关者行为）、区域文化（移民数

量、创业精神）和集群绩效（成长绩效、创新绩效）。共发放 500份问卷，剔除不完整或无效问卷后获得 377份有效问卷。 

2.3研究方法 

2.3.1因子分析 

问卷变量设计采用多维多题项，采用 Likert7 量表评分法，1～7 依次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数字越大说明描

述越符合实际情况。在信度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对问卷题项进行合并，形成 4 组核心变量，一是集群绩效，包含集群

企业成长绩效和企业创新绩效；二是产业链内主体行为，包含企业能力和集聚效应；三是产业链外主体行为，包含政府支持力

度、消费者市场需求、其他利益相关者行为；四是区域文化，包含区域文化多元性、创业精神、创新精神。 

2.3.2层次回归分析 

以 377 份问卷为基础数据，对前述假设进行检验，分析链内、外主体行为、区域文化和集群绩效间的关系。本文共构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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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模型，模型 1检验 H11和 H12，模型 2检验 H21、H22和 H23，模型 3检验 H31、H32、H33、H34和 H35。回归模型如下： 

 

 

式中：Y 为企业成长绩效或创新绩效；α、β、γ 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ɛ为误差项；Chainin为链内主体行为；Chainoutt

为链外主体行为；Control为控制变量。 

3 结果分析 

产业链治理主体行为对企业成长绩效和创新绩效影响的层次回归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出，链内主体（企业能力、集聚效

应）、链外主体（政府支持力度、消费者市场需求、其他利益相关者）均与企业成长绩效和创新绩效密切相关，表明链内链外主

体行为均对企业成长和创新发展具有影响，企业成长与创新发展不仅受资本、人力、生产资料等传统要素投入的影响，还受政

府支持力度、消费者市场需求及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的影响。 

区域文化对产业链治理主体行为与集群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区域文化对集聚效应、政府支持力

度、其他利益相关者与集群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表明具有创新创业氛围的外部环境可以促进集聚效应、政府支持力

度、其他利益相关者对集群绩效的正向影响，区域文化可以通过影响链内主体和链外主体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成长和创新绩效。 

区域文化对企业能力和消费者市场需求与集群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宁国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中小微企业居多，根据实地调研，规模以上企业仅有 60余家，实力相对薄弱，竞争力不足，且多数小企业作为龙头企业的配套

企业，被动式发展，对自身没有一个清晰规划，且小企业产权结构单一，家族式管理，缺乏高级专业管理人才。这些企业现实

问题影响宁国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的发展，仅仅依靠区域文化的协调作用是无法解决的。宁国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中有部

分小企业是中鼎、亚新科、保隆等龙头企业的配套生产企业，它们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区域文化的影响。但是，就整个产业

集群而言，它的消费者市场是国内外汽车零部件消费市场。宁国市汽车零部件企业主要的国外配套企业有戴姆勒·克莱斯勒、

福特、通用、本田、丰田、铃木、法雷奥、罗伯特·博世、舍弗勒等，主要的国内配套企业有陕汽、江淮、柳汽、五菱、奇瑞、

吉利、比亚迪、重庆庆铃等，这些配套企业的消费行为不受宁国市区域文化的影响。 

4 结论与启示 

4.1结论 

4.1.1企业能力和集聚效应均对集群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在资本、人力、生产资料等基础要素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增强创新意识和完善创新激励机制能够激发员工自主创新的能力，

使企业产出提产量、优品质、增价值，拓宽利润空间，随着创新的不断推进，集群空间最大承载能力不断扩大，资源利用能力、

公共品供给能力、生产要素吸引能力都会一定程度增强，从而促进产业集群进一步扩张。在动态环境中，清晰的发展规划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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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长的高灵敏性，新知识、新产品、新流程创造新竞争优势，促进整个集群的成长与创新。学习、联合行动共享知识，推

进知识转移，转化知识为集群内部共享的资源，成为集群成长的新动力，从而降低创新风险。 

4.1.2政府支持力度政府支持力度、消费者市场需求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行为均对集群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政府提供完善的技术培训服务、管理咨询、法律及政策咨询、融资渠道等服务，低成本公共资源为集群可持续发展提供充

分保障。政府为企业提供业务支持，提供对外交流平台，推广产品、宣传产品、开拓市场，获取信息，挖掘机会，学习生产技

术、创新机制、管理理念，吸引外来企业投资建厂，引进新产品、新技术、新方法，内化为集群知识，为集群创新加码。市场

需求明确，产业发展方向清晰，推动集群产品技术创新，科研院所、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等利益相关者与企业间长期正式或非

正式合作的交流机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创新网络，增加灵活性，减少不确定性，使集群企业持续创新。 

4.1.3区域文化在集聚效应、政府支持力度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行为做自变量时存在显著调节效应利益相关者行为做自变量时

存在显著调节效应，在企业能力企业能力、消费者市场需求做自变量时不存在显著调节效应 

宁国市在苏浙沪汽车产业基地边缘，人才外溢现象严重；中小微企业居多，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双低，缺乏高端技术和

核心产品，竞争力不足。进入高端市场后，企业由于工艺设备落后，陷入“逐底竞争”的陷阱；小企业配套式被动发展，产权

结构单一，家族管理模式，缺乏高级专业管理人才。这些企业现实问题影响宁国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的发展，仅仅依靠区域

文化的协调作用是无法解决的。虽然部分集群小企业为中鼎、亚新科、保隆等龙头企业配套生产，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区

域文化的影响，但就整个集群而言，国外配套企业有戴姆勒·克莱斯勒、福特、通用、本田、丰田、铃木、法雷奥、罗伯特·博

世、舍弗勒等，国内配套企业有陕汽、江淮、柳汽、五菱、奇瑞、吉利、比亚迪、重庆庆铃等，这些配套企业的消费行为不受

宁国市区域文化的影响。 

4.2启示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仅包括显性的经济增长，也包括隐性的区域文化的建设。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关注区域或地方

文化调节效应，影响微观主体行为间接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辩证关系。如案例中宁国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治理模式，

经过了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到龙头企业主导型治理模式再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的演进路径，也是产业链治理不断升级，区

域文化要素不断整合的发展过程，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共同主导宁国市汽车零部件集群绩效的不断攀升。宁国文化在形成过程

中受到儒释道文化、江南文化、徽州文化、移民文化、浙商文化、西方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影响，在集成和沉淀中，融合出宁国

市独特的土著少、客籍多，五方杂居，风俗不一、相融共生的多元化文化和豁达包容、开放创新、合作共赢，拼搏创新、艰苦

创业、争先创优的“翠竹精神”。在经济全球化和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企业强调西方先进管理思想的作用，在经营管理中重视

企业文化的作用，但缺乏对企业文化和区域文化的深刻认识，只意识到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忽视了区域文化对产业链或集

群内外行为主体潜移默化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组织者和带动者是作为区域微观主体的企业、政府、协会、中介机构等，它

们的群体意识、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面貌、行为准则和风险偏好等都会对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产生积极或消极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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