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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农业产业集群是近年来农业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也是具有优势农业资源的地

区实现经济飞跃发展的一条新途径，它对于提高特定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

占有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深入研究农业产业集群的运

行机理和发展现状，对于我国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集群，有效利用各种

区域优势和市场优势，制定科学的集群规划和竞争战略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首先在梳理国内外产业集群及农业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农

业自身的特性，对比非农产业集群，阐明了农业产业集群的内涵、特点及基本构

成。其次，本文按照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和演进的过程，逐一分析了其在初期形成

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的主要成长动力因素：集群初期的形成动力主要

来源于自然资源、历史文化、地理区位、差异化和专业化分工等方面的优势，集

群快速发展阶段中，外部经济、社会资本和政府支持力开始起主导作用，而成熟

阶段的集群主要靠网络、知识溢出和合作创新来维持其持久竞争力。本文通过分

析以上各因素的运作机制，对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机理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再次，本文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福建省的茶叶产业集群进行了实证分析，验

证了本文关于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机理的相关结论。 后，分析了我国农业产业集

群的发展现状，并针对我国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制定科

学的集群规划、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完善的投融资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等六方面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产业集群 机理 茶叶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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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Agriculture industry clustering is a new trend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hich 

is also a new approach for regions with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dvantage to achiev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erta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ncreasing their market shares. 

China is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therefore, studying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e industrial cluster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ertain regions to develop a distinctive agriculture industry cluster by taking 

advantage of various location advantages and market advantages, and to make 

scientific clustering planning and competitive strategies. 

First of all, this thesis clarifies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tructure of 

agriculture industrial clusters based on a review on theories of industry clusters and 

agriculture industry clusters proposed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by considering 

the features of agriculture and comparing agriculture industry clusters with 

non-agriculture industry clusters. Secondly, this thesis analyzes main growth 

motivation factors of each developing stage of agriculture industry clusters: the 

incipient stage, the rapid growing stage and the mature stag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agriculture industry clusters. By analyzing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se factors, this thesis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agriculture industrial clusters. Thirdly, this thesis conducts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tea industrial cluster of Fujian Province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The results 

prove the relevant conclusions of agriculture industrial clusters mechanism this thesis 

has concluded. Finally, this thesis analyzes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quo of China’s 

agriculture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proposes to mak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lan, 

perfect community service system, establish a complet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echanism, as well as enhance the supporting power of polici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China’s agriculture industrial clusters. 

Keyword: agriculture industrial clusters; mechanism; tea industrial cl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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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导言 

1.1 研究背景 

美国哈佛大学的管理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M.E.Porter）①
说过：“在全球

经济中，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市场交易便捷性的增加，许多人认

为地理区位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可能降低……但经济发展的实践却不是这样，许

多高素质的专门技术和知识、组织机构、专业化的企业、相关的贸易以及复杂的

消费者及客户，往往集中在特定的地理区域。”研究发现，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地

图上，那些具有国际或区域竞争优势的产业，大多是聚集于某些特定的区域而发

展起来
②
。全球的产业集群现象几乎遍及所有产业领域，在很多经济发达国家，

具有很强竞争优势的产业通常都是呈现为产业集群的聚集方式。 

在美国，产业集群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发达，汽车产业主要集中于底特律，跑

鞋生产集中于俄勒冈，佐治亚州的达尔顿地区几乎集中了所有美国规模 大的地

毯商。此外，堪萨斯州维其塔的航空业、西密歇根的办公家具业和克利夫兰的油

漆和涂料业都显示出极强的产业集群效应。在意大利，产业集群发展成熟且特色

鲜明，鞋业生产集中于马尔凯，时装业集中于米兰，丝织品集中在布鲁西亚，集

中于萨索尔洛和斐瑞拿两地区瓷砖产业集群，生产了全球 30%的瓷砖产量。在德

国，钢铁生产集中于多特蒙德、埃森和杜塞尔多夫，汽车业集中在慕尼黑的南部

地区，化工业集中于法兰克福一带，而占世界出口 50%的六大印刷机企业则集中

于维尔茨堡、弗兰肯塔尔周边。除此以外，法国布雷勒河谷的香水瓶产业群、瑞

士的钟表产业群、瑞典的造纸产业群也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逐渐兴起，形成了一批有特色的产业群，如著名的大唐织袜

业、温州打火机产业、中山古镇的灯饰产业，它们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

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的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如珠三角和长

三角、环渤海经济区），总体以制造业为主。 

大量成功实践表明，产业集群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世界经济中广泛存在的经济

                                                        
① [美]迈克尔·波特．竞争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② 吴德进．产业集群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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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并成为许多国家提高国际或区域竞争优势的一种重要经济发展模式。 

当然，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制造业领域，许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

业也同样呈现集群发展的特征，如美国的硅谷和 128 公路代表的信息产业、印度

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我国中关村的高新产业、英国伦敦的金融服务业等等。 

而作为传统部门的农业，由于它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自身生物周期的限制和

早期技术落后的限制，难以实现细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因此似乎难以形成有效

的产业集群。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的深入，一些地区的农业生产

各部门逐渐在特定地区积聚，围绕当地特色农业行业派生出很多相关联的产业，

逐步建立了现代化的农业服务体系，进而成长发展起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农业产业

集群，如加州的葡萄酒产业集群
①
，它几乎生产了美国葡萄酒的全部产量；荷兰

的鲜花产业集群每年出口鲜花价值高达 10 亿美元，使荷兰成为世界第一鲜花出

口国；丹麦的猪饲养产业集群、法国的面包产业集群和密西西比河的鲶鱼加工产

业集群也都极富盛名。 

在我国也存在类似的有竞争力的农业产业集群，如广东的竹器编织产业集

群、东安的农林牧渔产业集群、广西贵县的糖业产业集群、江苏赣榆的水产苗种

产业集群、宁夏的马铃薯产业集群、河北清河的羊绒产业集群、内蒙古的乳品加

工产业集群、云南斗南的花卉产业集群
②
、新疆的棉花产业集群

③
、山东寿光的蔬

菜产业集群
④
等等。这些经验事实表明，产业集群不仅可以存在于非农产业部门，

也同样可以存在于农业部门。这些农业产业集群不仅是有效的，而且对繁荣本地

区的经济有显著的作用。 

我国种植地域辽阔，自然地理条件千差万别，出产农产品种类丰富，这就为

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业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条件。目前，我国的

农业正处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农业生产还面临着诸多难题：如抵御风险的能

力低，生产效率低，市场化和商品化程度低。基于这种现实情况，大力推广农业

产业化经营，实现集群式发展，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和

竞争战略。结合我国各地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围绕当地特色龙头企业，加快产

                                                        
①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华夏出版社．2002． 

② 郑风田，程郁．从农业产业化到农业产业区——竞争型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可行性分析[J]．管理世界．2005
（7）． 
③ 
宋玉兰．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研究——新疆棉花产业集群的实证分析[D]．新疆农业大学．2005． 

④ 
亓秀华．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与发展阶段研究[D]．山东理工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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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经营组织的发展，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培植具

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和较大市场份额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创造有利条件，是实现我

国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1.2 研究意义 

1.2.1 实际意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悠久的农业种植历史。现今，我国的农作物种植

面积和种植种类都位居世界前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和在国际出口市场上的占有率一直偏低。培植农业产业集群以使我国农业成为有

竞争力的产业已势在必行。研究农业产业集群运行机制和发展现状，对于我国各

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集群，有效利用各种区域优势和市场优势，制定科学

的集群规划和竞争战略有主要的指导意义。 

当前，我国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已经呈现出由创建期向成长期转进的形态
①
，

并形成了一些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的集群，但是集群整体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其

中比较普遍的是各级政府对农业产业集群的认识不够深入，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制

度不够完善。本文借鉴一些较为成熟的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经验，提出了增加农

业产业化相关制度供给等政策建议，对地方政府进一步发挥引导和支持作用，制

定促进农业集群化发展的各项措施，落实集群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通过对福建省茶叶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验证了本文有关农业产业集群

发展机理方面的研究结论，阐明了各因素在福建茶叶产业集群的形成及发展中的

作用以及福建茶叶产业集群的一些发展现状，对于实现本集群的长期发展和逐步

成熟有一定参考意义。 

从我国地区发展的现实来看，产业集群多集中在沿海地带，中西部则较少。

而中西部地区有很多重要的农作物产区，拥有发展特色农业集群的天然禀赋优

势。因此，探讨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可以为提升这些地区的农业竞争力，

促进我国区域均衡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1.2.2 理论意义 

尽管国内对产业集群的关注日渐增多，但大都集中于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
                                                        
① 张奇．农业产业集群成长演进中的地方政府作用研究[J]．农村经济．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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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农业产业集群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农业产业集群的定义入手，对农业

产业集群的发展机理进行了探讨，并通过对福建茶叶产业的案例分析对其进行了

验证，拓展了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的在农业领域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产业集群理论。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1.3.1 研究思路及文章结构 

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机理，分析的顺序是：导言→明确

农业产业集群的涵义→对比非农产业集群，归纳农业产业集群的特点及构成→对

比非农产业集群的运行机理，剖析农业产业集群的运行机理→实证分析，检验上

述结论→研究我国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在本章中，对本文选题的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做一简要

介绍，并对产业集群的基本理论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做简要的评述，然后进一步

对农业产业集群的相关研究做基本的梳理和总结； 

第二章中，首先以产业集群的基本理论为指导，阐明产业集群的内涵及特征。

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对农业自身特性的分析，归纳出农业产业集群的涵义，并通

过与非农产业集群特点的对比，分析农业产业集群的主要特征及构成。 

第三章，分析各动力因素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运行机理，分析它们

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与非农产业集群的相应运行机理做比较研究。 

第四章，选取福建茶叶产业集群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并检验前面农

业产业集群形成机理的分析和结论是否符合现实。 

第五章，观察国内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并发现国内正在发展中的农业

产业集群存在的问题和特殊环境，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3.2 研究方法 

第一，本文在规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本文采取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农业产业集群的涵义及

特点、农业产业群的发展机理及各要素相互关系、我国农业集群化发展现状进行

了规范分析，同时从实证的角度，对我国农业产业集群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

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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