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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陆上客运产业在高速铁路、航空、城市轨道交通等各类客运运输方式迅

速发展的背景下，面临新一轮的产业大调整和新发展。在历史的机遇期里，主动

研究，及时进行产业功能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陆上客运产业的繁荣发展，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全面分析集群价值链理论、产业升级理论，从我国陆上客运产业现

状出发，基于集群价值链延伸视角，对我国陆上客运产业升级动力机制和升级路

径进行研究。尝试建立我国陆上客运产业从深度到范围的升级理论模型，即陆上

客运企业在核心动力、内部动力、外部动力的共同作用下，由提升优化陆上客运

功能、打造陆上客运产业集群平台到整合延伸陆上客运产业集群价值链的三个梯

度发展，在产业内和产业间、在横向范围和纵向深度，实现产业升级。本文以此

模型为指导，根据福建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现实情况，分析其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力图将理论研究与企业经营实际相结合，得出闽运产业升级路径。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集群价值链、产业升级理论运用并指导于我国陆上客运

产业升级领域，基于集群价值链延伸视角，建立了我国陆上客运产业升级模型。

该研究结论，对于以闽运为代表的我国陆上客运产业的发展，具有现实借鉴作用

和启发价值。 

 

 

关键词：集群价值链；陆上客运；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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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speed railway, aviation, urban 

rail transit and other kinds of passenger transport mode, land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of our country faces a new round of industry adjustment and new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y of opportunity, the research of industry function 

optimiza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order to achiev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land-based passenger transport industry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make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luster value chain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n, based on the extension perspective of the 

cluster value chai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land passenger 

transport industry, and makes research of upgrade dynamic mechanism and upgrade 

path of China's land passenger transport industry. What’s more, the paper attempts to 

establish upgrade theory model from the depth to the range of land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n China. In other word, under the mechanism function of the 

core power,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external motivation, the land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enterprises achieves three gradient development, which include 

enhancing optimization function of land passenger transport, making cluster platform 

of land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nd integrating cluster value chain of land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The industry of land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achieves inter-industry and within-industry upgrading in transverse and longitudinal 

depth. Moreover, based on the upgrade theory model and the reality of Fujian Motor 

Transport Co. LTD., the paper analyses its existing development problems, attempts to 

combine theory research and enterprise management practice, and concludes 

upgrading paths of Fujian transport industry. 

One of innovation points of the paper is to apply the theories of cluster value 

chai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o upgrading guidance of the industry of land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in China. The other is to establish industry upgrade model of 

land passenger transport in our countr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luster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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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have the realistic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valu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and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represented by 

Fujian Motor Transport Co. LTD.. 

 

Keywords: cluster value chain; land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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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 年)规划纲要，“‘十

二五’时期(2011 年至 2015 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

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其中，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

撑；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可以预见，随

着“十二五”的持续推进，我国经济将继续得到平稳较快发展。与此同时，随着

我国经济社会步入转型升级期，影响各产业经济持续发展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经营发展环境日趋复杂，企业经营风险也在加大。 

    福建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交通集团”）作为福建

省属五大企业集团之一，该企业的战略是：着力打造“两大体系”，即打造“以

港口为龙头，拓展两翼、对接两洲、服务两岸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现代综合物流体

系和舒适便捷的客流体系”。①发展壮大客流体系是福建交通集团战略发展的要

求。陆上客运是客流体系的重要构成，一方面，福建交通集团的陆上客运业务随

着温福、福厦动车的开通，企业在沿海地区的陆上客运业务受到严重冲击，其中

厦门线减少了90％以上，泉州线减少了70％以上，而且今后随着省内各地区动车

的开通，影响程度还将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动车开通也加快了城乡居民外出

活动空间，促进包括短途、城市公交运输在内的道路客运业的发展，又为集团扩

大份额提供了良好契机。 

挑战与机遇并存，“十二五”时期，陆上客运产业和陆上客运企业如何应对

新挑战、抓住新机遇，主动进行结构性调整，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发展质量，

实现陆上客运产业欣欣向荣和陆上客运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这是本文研究的背景。 

                                                        
①福建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十二五”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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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对象 

陆上客运产业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派生需求。作为陆上客运产业之一的道路

客运：2009 年我国道路客运量 277.91 亿人次，在综合运输体系中占了 93.37%；

客运周转量 13,511 亿人公里，在综合运输体系中占了 54.31%，从客运量和周转

量来看，道路客运仍是我国目前主要的客运方式；2009 年福建省公路完成（营

业性）旅客运输量 7.16 亿人次，旅客周转量 360 亿人公里，分别比增 4.6%、6.6%，

在全省运输市场占 94.0%的份额。与道路客运仍占着重要的客运运输市场地位的

同时，道路客运市场竞争激烈，铁路、航空客运不断冲击道路客运市场，挤压道

路客运发展空间。因此，在我国“十二五”良好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经济前景以及

影响陆上客运产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我国陆上客运产业必将有新一轮的大调整

和新发展。如何实现我国陆上客运产业创新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福建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运”）是福建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

是福建交通集团客流体系战略的主要承载平台。公司成立于 1950 年 7 月，公司

主营道路客运、旅游客运、城市交通运输、汽配维修等相配套业务。该企业是全

国首批获得交通部道路客运一级经营资质的七家企业之一，是福建省陆上客运产

业的龙头企业，也是我国陆上客运产业内的先进企业之一。现如今，该公司作为

传统型的陆上客运企业，面临国家“十二五”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转型，以及

市场的冲击，面临经营结构调整转型的压力中，企业要基业长青，必须对下一步

的发展及早进行分析研究。 

鉴此，本文将尝试以陆上客运产业并以闽运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客流

体系的变化，从客户需求出发，基于产业集群价值链延伸视角，尝试进行陆上客

运产业升级路径分析，并提出发展建议。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正是基于对宏观环境的判断、市场的变化，也是企业内生的进一步发展的需

要，本文以福建省陆上客运产业的龙头企业、也是国内陆上客运产业的先进企业

------闽运为例，基于集群价值链延伸视角尝试对我国陆上客运产业升级路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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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理性地分析并寻找陆上客运企业的发展升级之路。通过帮助闽运找到新的

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的跨

越式发展。并通过得出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结论，期望这些分析对我国陆上客运

产业的发展有一些借鉴意义。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是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具体的研究方法有： 

一、归纳分析法：通过收集归纳国内外学者对价值链、价值网、集群价值链

理论，以及国内外学者对产业升级理论的研究，分析认为价值链思路对产业升级

研究更具指导意义。同时，由于产业的空间集聚与产业集群已成为中国产业发展

的突出特点，因此，本文借鉴了产业集群价值链理论的研究成果，来分析陆上客

运产业的升级路径。 

    二、逻辑演绎法：所谓逻辑演绎法是指人们以一定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认

识为依据，从服从该认识的已知部分推知事物的未知部分思维方法，是由一般到

个别的认识方法。本文借鉴了国内外学者对价值链、价值网、集群价值链理论，

以及国内外学者对产业升级理论的研究，以产业升级的发展规律，结合运用到我

国陆上客运产业的具体现状分析和未来发展途径，演绎推导构建出我国陆上客运

产业升级理论模型。 

    三、案例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又称个案研究法。本文选取了闽运，对其发展

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对闽运的产业升级路径，运用集群价值链理论和产业

升级理论，通过运用陆上客运产业升级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与研究，针对闽运

今后的经营模式和产业升级之路，提出闽运产业升级路径及发展建议。     

第五节  研究内容 

    论文首先对我国“十二五”发展前景进行展望，对集群价值链理论和产业升

级理论基础和研究进行述评，继而对我国陆上客运产业的发展现状、升级动力机

制进行分析，建立我国陆上客运产业升级理论模型。接下来以行业的龙头企业---

闽运为研究对象，对闽运产业升级进行实证研究， 后得出研究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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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构如下：共六部份，第一部份为绪论，该部份包括研究背景、研究对

象、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研究框架；第二部份为理论基础与

研究述评；第三部份为陆上客运产业现状评价，主要对我国陆上客运产业的现状

和趋势、陆上客运产业集群特点与类型、运行特征进行分析；第四部份为基于集

群价值链延伸视角的陆上客运产业升级动力机制研究，并建构升级路径模型，主

要是运用陆上客运产业外部动力、内部动力、核心动力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演

绎出我国陆上客运产业升级研究升级路径模型；第五部份是对闽运产业升级进行

实证研究，重点对闽运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升级路径进行分析阐述，

并提出发展建议；第六部份为研究结论与展望。全文结构安排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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