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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集群作为经济效率的源泉 , 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柱 , 已成为全球的普遍共识 ,许多国家

政府已经将集群作为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随着集群的“遍地开花” , 如何保持本土化集群的持久竞争优

势 , 如何使“嵌入型”集群扎根 , 都是当前集群发展面临的挑战。从各国集群的实践看 ,根本路径在于采取以

创新为导向的“本土化”策略 ,将企业置身于本地的网络中 , 从而促进集群持续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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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dustry cluster is a resource of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the cornerstone of local eco-

nomic , which becomes the world-wide opinion and the economic strategy in many countries.With the

spreading of industry clusters , how to keep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how to embed the “ implanted

-cluster” are the main challenges of the current industry cluster development.From the practices of

all countries , the essential is the innovative -oriented “ localization” strategy and put the enterprises

into the local network , which can advance the persisten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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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土化”策略的提出

迈克·波特(新竞争经济学 ,1990)认为 ,产业集群是许多竞争性或者互补性的公司和机构在地理

上的集合 。这些集群一般都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因而被称为地方产业集群(1ocal cluster of industry)或

者区域集群(Regional cluster)。集群的区域性 、地方性决定了集群必然具有本土化特征 ,也只有本土

化才能使集群扎根于本地 ,真正发挥集聚的竞争优势 。“本土化”具有双重含义 ,一指集群的“地域根

植性”(embeddedness),二指集群产品创新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根植性”是波兰尼首先提出的 ,旨在

研究社会制度特征及社会网络对市场的影响程度;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在 1985

年指出根植性的内涵 ,认为那种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结构 、人脉关系网络中的经济活动是最具有可靠性

和可预见性;社会学者巴格那斯(Bagnasco)提出“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的概念 ,也强调了网络的本土

化是成功的产业区的标志 ,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网 、特殊的劳动力群体及特殊的产业氛围是产业区运

转顺畅的关键因素:史德泊(stoper)分析了地方的传统习俗及规则 、本土化的制度安排是促使生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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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地理集中的关键因素;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本土化”的内涵和特点 ,就产业集群而言 , “本

土化”主要是基于集群的区域文化环境及本地企业间 、各机构间的网络协作关系 ,生产具有区域特色

的产品。

二 、集群“本土化”策略的内涵

(一)集群必须扎根于本土文化环境的基础上 。

以血缘和亲缘造就的本土文化具有很强的粘结性 ,促使集群中的企业紧密联系 ,相互信任与合

作 ,这样的集群不容易从地域上转移 ,而且具有很强的内在成长性和整体扩张性;集群的经营理念和

经营方式都带有明显的本土化色彩 ,如浙江温州模式就是一种本土化的家庭式个体经营方式:本地独

特的传统技艺促使集群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 ,集群进一步专业化分工 ,生产的专业特色品是集群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因素。例如意大利和浙江的轻工业集群 ,都是扎根在传统的手

工艺术和本土文化基础上 ,具有勃勃的生机和活力 ,市场的占有份额大 ,据统计 ,仅意大利的 66个集

群每年出口额就占整个国家出口额的 40%以上。

(二)集群网络的本土化。

1.网络关系的本土化。哈里森(1992)指出 ,集群中的经济行为是深深扎根于本地的经济联系中 ,

这些经济关系是由产业网络和人脉网络构成的。

第一 ,产业网络的本土化。它是指由“供应商网络 ———生产制造网络 ———销售网络”组成的完整

的产业网络 ,完全地根植在集群区域内 ,而不是通过复制的方式移植到集群内。这样的集群产业链衔

接紧密 ,下游的生产制造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原材料 、机器设备等上游供应商 ,并与许多原材料

包装 、零部件生产等中间配套企业保持紧密联系。本土化网络的专业化分工明细 ,网络的生产功能和

贸易功能相互依托 ,并行发展可以促进集群网络更加发达 ,集群优势更加明显。

第二 ,地方性人脉网络的形成 。集群中的企业和个人频繁而非正式地相互学习和相互作用 ,经常

参与社区活动等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人脉网络 ,从而产生了“默会性知识” 。这个概念是由波兰尼

(1962)提出的 ,它是基于本地企业的长期交往而产生的 ,使得个人对本地的环境形成高度的依赖性 。

这种依赖性强烈地影响了地方企业的经济行为 ,他们通过这些地方性的人脉网络 ,不仅能获取经济资

源如稳定的顾客群及协作关系 ,从而降低交易的成本 ,而且还能提高企业的办事效率 。

2.网络资源的本土化 ,集群网络的发展主要依靠本地技术 、知识 、信息 、人才及物资资源 。这些要

素和资源的本土化 ,是集群实现资源共享的前提:产业链的本土化特别是地方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龙

头企业)力量雄厚 ,能使地方孕育出许多的人才 、技术和知识资源 ,促进集群档次的升级。一旦集群真

正掌握了核心技术 ,拥有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和丰富便捷的信息渠道 ,即网络资源被本地充分保留 、吸

收和培育 ,集群的地域根植性就越强 ,特色产品的创新设计和功能更新就更快。

(三)集群制度安排的地方适应性和服务配套性。

以制度经济学的眼光审视集群 ,它是一种制度的创新 。地方政府的政策(如产业政策 、人力资源

政策 、税收政策)及规则(行为规则 、市场秩序规则)能较好地促进集群的健康成长 ,尤其是采取与本地

经济状况相适应的产权制度 ,能保持集群灵活应变的活力。本土化集群一般有良好的外部服务环境 ,

如功能完善的中介服务体系或者行业协会 ,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金融服务 ,进行各种风险分析 、技术交

流活动 ,协调内部关系等 。

总之 ,集群的“本土化”核心在于网络的本土化 ,前提在于共同的文化环境 ,策略的关键在于与地

方经济社会关系相融合 ,加强本地企业间 、外来企业和本地企业间的联系 ,创新区域特色的产品 。这

样的集群比较容易受到本地人们的接受 ,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可靠性和创新性 ,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

三 、“本土化”策略与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分析

迈克·波特指出 ,“在全球中最具有持久竞争力优势的关键在于地方资源(1ocal things)———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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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关系及创业热情 ———那是其它竞争者所不能获得的” , “竞争优势是经过一个高度本土化的过程

创造并维持的” ,这些话的精髓启示我们 ,“本土化”策略是集群的竞争优势的一个制度来源 ,应充分发

挥地方“本垒(home base)”的作用 。我国学者王缉慈(2002)通过对苏州和东莞的个人电脑集群实际考

察 ,发现苏州具有比东莞更强更持久的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原因在于 ,苏州台商建立了与本

地融合的人脉网络 ,实现了采购和人才的本地化 ,而且本地具有规范的政府行为和较高素质的劳动力

资源 。如美国硅谷集群创造的另世人惊叹的经济奇迹 ,也在于硅谷本地的那种合作与竞争的不同寻

常的组合 ,及其他因素构成的制度环境;

本土化是基于集群的内在机制和网络关系 ,因而本土化集群具有难以模仿和复制的特性 ,能够创

造出独特的竞争优势 。笔者认为 ,本土化集群的竞争力=本土文化力+通用要素力+专用要素力+

制度力(公共政策力),这些力通过本地企业之间的关联纽带集结起来 ,从而发挥着强大的竞争优势 。

(1)本土文化力的竞争优势 ———降低成本及获得信息优势 。历史和文化底蕴越深厚的地方 ,人际

关系越融洽 ,各企业和机构之间越易于协调 ,从而克服企业间的“摩擦成本” ;集群企业的交易是建立

在信任和诚实的基础上 ,不必通过契约的形式 ,从而克服了契约的不完备性 ,减少企业间的违约风险

和机会主义行为 ,降低了交易成本;集群企业倾向于合作 ,有利于相互交流和学习 ,产生了“学习效

应” ,信息在网络中更快地扩展和传播 ,从而获得信息优势 ,并且促进技术创新的持续发展 。在硅谷集

群中 ,由于各个机构间的充分交流与协作 ,使得高科技信息的传播和反馈快速灵敏 ,从而掀起了硅谷

的一次次科技高潮 ,如 20世纪 70年代的集成电路 、80 ～ 90年代的个人电脑 、21世纪初的信息网络技

术及生物工程技术高潮。

(2)通用要素力优势———资源共享优势。通用要素力即本地网络的一般资源力 ,区域发达的经济

环境 、公共设施 、社会资本 、一般劳动力资源及其配套的综合服务体系等是集群本土化的基础条件 ,可

以创造初步的网络优势即“范围经济” ,产生资源共享的规模效应 ,并通过集聚组合赢得新的“外部经

济” 。

(3)专用要素力优势———取得骄人战绩及促进创新的“制胜魁宝”。专业要素力即本地网络的特

殊资源力 ,如本地的专业劳动力资源和专业技术是创造更高级的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地方集群核心

能力的培养 ,关键在于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 ,才能使当地良好素质的劳动力和专业素质的人才层

出不穷 。例如 ,意大利威尼斯的布伦塔河制鞋集群 ,具有明显的专业人力资本优势 ,建立了面对不同

文化层次的人才培训机制 ,孕育出许多的专业制鞋技术人才和专业经营管理人才 ,虽然该地集群仅雇

佣14000人 ,皮鞋产出却高达 176亿欧元的。此外 ,当地富有创新热情的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集

聚 ,还能促进技术的创新和知识的扩散速度。

(4)制度力优势———集群稳定发展和持续创新的保证 。波特认为“凡是地方产业集群发展得好的

地方 ,一般都有本地政府的支持 ,即有利的制度和政策供给环境” 。地方政府通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

制度(如交流会 、洽谈会 、展览会等),打开本地集群的知名度 ,挖掘本地区域特色的人文和工艺传统 ,

推动区域专业化分工的发展 ,塑造特色的区域品牌 。

这些竞争优势的充分发挥取决于本地是否有相关的配套产业 ,是否形成完整的本土化生产网络。

本地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和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深 ,集群要素竞争力就越强 。

四 、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与本土化问题

集群的形成机制不同 ,其本土化的程度及面临的问题也不同 ,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市场驱动型集群 ,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市场自发产生的集群 ,亦称“原发型”集群 ,是企

业为了追求马歇尔所谓的“外部规模经济”(技术的外溢和共享 、专业劳动力和中间投入品的共享)、韦

伯的“区位优势”(节省运费和交通成本)而集聚形成的。典型的如浙江轻工业集群 、“第三意大利” 。

这类集群是根植在本地网络和文化环境之上 ,带有明显的本土化烙印。基于这种特殊的文化传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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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网络资优势的市场自发型集群 ,一旦在本地生根发芽 ,就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本地的政府只需发

挥“顺水推舟”的作用 。其本土化策略的要求在于创新 ,鼓励企业创立库克所提出的“地方主义创新体

系” ,增强龙头企业的实力 ,发扬地方主义的经营文化 ,充分创新本土特色的产品 ,创新与本地环境相

适应的组织管理体系 。

二是外资推动型集群 ,是由外资投资带动发展的产业集群 ,亦称“嵌入型”集群 ,典型的如珠江三

角洲的外向型加工业集群 。这类集群企业一般是“要素驱动型”的 ,是外资基于地区低劳动力成本优

势和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而投资形成的 。广州产业集群调查报告表明 ,这些嵌入型集群产业链核心

环节薄弱 ,大部份的核心部件严重依赖于进口 ,没有形成本地的供应网络 ,造成产业根基薄弱。许多

台商一窝蜂进驻广州 ,将上下游企业整体迁移到本地 ,并形成自己内部的人脉网络和产业网络;或者

仅在本地形成单一的生产制造网络 ,原料供应和销售主要依赖于在台湾本岛的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 ,

与本地相关企业关联效应薄弱;这些企业很少雇佣本地的人才 ,将核心生产技术保留在企业的内部 ,

致使网络资源本土化难以实现 。一旦本地的要素优势缺失 ,这些集群就可能出现转移 ,使本地的产业

“空洞化” ,因而嵌入型集群面临着如何融入本地的经济环境 ,如何加强与本地企业的联系是当前最迫

切的问题 。

三是政策推动型集群 ,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的政策扶持和推动形成的 ,集群中的网络联系较

弱 ,产业网络和人脉网络很多受到行政的干预 ,以中关村为典型 ,该集群中存在着行政管理和市场管

理并行的两套管理体制 ,网络的本土化受到政府政策的阻碍 ,如政府的人口政策 、政府主导型的科技

管理政策 ,都严重挫伤了企业的发展和创新的积极性 ,阻碍了本地企业之间的自由合作与联系 ,这样

一来 ,中关村集群的创新能力将受到很大的削弱。

五 、关于实施集群“本土化”策略几点看法

(一)明确“本土化”策略实现的条件 。一是本地发达的经济文化环境:二是本地具有要素的比较

优势 ,如廉价的劳动力 、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 、良好的劳动力资源等;三是本地必须具有相配套

的产业协作部门 ,企业才能在边际管理成本递增的情况下 ,将内部的一部份工作环节外包出去 ,形成分

工协作的产业链;四是本地有促进企业联系的公共政策支持和规范的制度环境;这些不仅是本地化集群

发展的因素 ,而且为“嵌入型集群”的生产网络和人脉网络在本地的孕育和成长提供的肥沃的土壤。

(二)“本土化”策略核心在于构筑企业间的联系 ,促进网络的本土化。

如何构建更多的产业联系呢? 如何促使外资集群网络的本土化 ?这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和多

方力量共同努力 。

1.从宏观维度上创造加速网络本土化及促进企业间联系的良好外部环境和制度环境。(1)政府

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对通讯网络及交通设施的建设 ,加大对学校及一些培训机构的设施投入 。

(2)建立一个由行业组织 、金融机构 、信息服务机构和咨询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分工协作的综合服务

体系 ,为集群提供各种最新信息 ,形成区域的比较优势 ,吸引更多外资企业落地生根;(3)建立地方人

才支撑体系 ,实行人才开放政策 ,在区域层面上完善各种层次的专业技术培训机制 ,培养有专业技能

的劳动力群体 ,把核心竞争要素即人力资本汇集到本地 。(4)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积极宣扬诚信文

化和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 ,建立完善的信用规章制度 。(5)创新良好的制度环境。一方面 ,制定一种

公平高效的竞争规则如规范企业的竞争行为的惩罚约束制度等;另一方面 ,消除体制障碍 ,明确财产

权制度 ,消除政府对企业过度的行政干预 ,这是中关村集群的企业发展侧重点 ,同时取消各种地方企

业保护制度 ,鼓励外商进驻集群 ,消除外资企业本土化的进程。地方政府在促进不同行为主体间的交

流 ,可以借鉴美国威斯康星州商务部(The Wisconsin Department of Commerce)和亚利桑那州(Arizona)的

做法 ,成立一个正式的商业论坛会 ,由政府带头举办 、企业充当主角 、行业协会 、研究机构及中介机构

积极参与的论坛会 ,目的在于加强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 ,提出集群企业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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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集群发展的方向和机遇 ,并对政府的公共政策的提出要求和建议。

2.从微观维度上将目标琐定在本地企业和外资企业间的联系上 ,鼓励企业之间的合作 。

(1)对于“原生型”集群 ,加强本地企业的联系 ,进一步巩固本地化的网络 。成立行业协会 ,协调企

业间的矛盾;开展各种非正式的交流会(展览会 、洽谈会),促进企业之间的互动 ,地方应有意识地扶持

产业链核心环节 ,培养地方龙头企业 ,增强关键企业的实力 。注重集群生产功能与销售功能的并行发

展 ,形成产品开发 、生产 、营销一体化的本地网络。

(2)“嵌入型”集群的本土化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引导其逐步适应并且融合于本地的文化环

境。首先 ,引导外资企业转变投资行为 ,将“要素驱动型”转变成“投资驱动型” ,注重生产规模的扩大

和持久的经营 ,鼓励外资企业雇佣本地的人才 ,同时地方要注意学习和总结外资企业的技术和经验 。

其次 ,本地应积极培育相关的配套产业和协作企业 ,尤其注重培养本地发达的原料设备供应商 ,实现

与外商企业生产链的对接 ,减少外资企业在本地搜索供应商合作伙伴的成本 ,实现价值链上的合作 。

再次 ,采取“亲和”政策 ,鼓励外商参加本社区各种公共活动 ,加强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密切交流与

合作 ,形成外资企业赖于生存的人脉网络优势 。

(三)“本土化”策略实施导向在于建立“地方主义创新体系” 。

地方制度的创新特别是产权制度的创新 ,可以从经济利益上激发企业创新的热情 ,地方还应建立

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 ,如提供优惠政策支持来鼓励创新 。地方创新能力的提升的关键是 ,挖掘地方专

业技术人员的智力资源和提升专业技术水平 ,充分发挥技术管理人员的设计才能。创新的内容包括

产品的创新 、生产技术的创新及经营管理创新 ,时刻关注市场热点 ,追求产品的个性化 、多样化 ,以功

能规划为导向 ,提出富有成效的设计方案 ,设计出外表新颖 、功能新型的新产品:生产过程和经营管理

的创新关键在于柔性技术的应用 ,做到生产 、营销及管理的全面电子信息化 。

(四)“本土化”策略的几点要求

1.培育集群要注重“本土化”策略的要求。一是政府要重视集群的根植性 ,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

扶持一个已经形成或者正在形成的集群 ,而不是凭空创造一个全新的集群 。二是培育一个成功的集

群 ,必须发展具有本土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 ,而不是一味的追求高技术产业 ,争取在低技术部门实现

高技术控制和应用 ,以较高的技术实力创新本土特色产品 ,打出区域品牌优势 ,增强对潜在跨国投资

者的吸引力。

2.“本土化”策略与“国际化”战略相结合 ,实现本土企业的国际化和外资企业的本土化。“本土

化”是集群的根基 ,是区域竞争力形成的基础 ,“国际化”是扩展集群发展的空间 ,是集群的辐射力的增

强;两个策略的结合可以集结成强劲的竞争力 ,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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