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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过近两年来对南海区政府和西樵镇政府有关部门、轻纺城管委会、西樵纺织产业基地、纺织企
业以及南方技术创新中心主要研发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进行的多次深度访谈及会议座谈，基于所收集的
大量一手和二手资料文献，几经修改与完善，本书终于可以收笔了。
当然西樵纺织产业集群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路程不可能在这一本书中完全阐述清楚，其中难免挂一
漏万。
虽然书稿经过反复修改、完善，但可能仍有疏漏差错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关注西樵，对我而言是2004年就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以来才开始的，但对于我们的导
师王琚教授却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
从西樵的制版公司到南方技术创新中心的成立，作为资深学者和政府顾问的他都曾建言献策。
他还是最早提出广东&ldquo;专业镇&rdquo;的学者之一。
跟随王老师，产业集群也成为我们的研究兴趣所在。
　　2007年6月，我和王珺老师申报了省委宣传部的重大委托课题&ldquo;改革开放三十年广东产业集
群发展案例研究&rdquo;之西樵案例，在我们之前（2006年）另外一个关于西樵技术创新中心案例研究
课题的基础上，对西樵纺织集群进行了更全面的调查研究。
调研中我们发现，改革开放30年中丙樵纺织集群有其特有的发展模式，对其创新、升级机制和路径的
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西樵纺织集群创新、升级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各行为主体&mdash;&mdash;政府、企业、技术服务组
织、行业商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此思路框架下，我们开始了本书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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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30年中，西樵纺织集群有其特有的发展模式，对其创新、升级机制和路径的研究具有理论和
现实意义。
在西樵纺织集群创新、升级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各行为主体——政府、企业、技术服务组织、行业商
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西樵纺织产业集群的形成；西樵纺织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之路；西樵纺织产业集
群的升级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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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岳芳敏，女，1968年生于新疆，祖籍安徽。
英语文学学士，经济学硕士，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在职博士研究生，现任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
主持过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子课题、省社科规划、校／院立项课题，主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基金以及省级社科规划、软科学、香港高校科研基金等多项课题。
主要研究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公共财政制度、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经济等。
先后在《管理世界》、  《学术研究》等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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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走进西樵　　一、纺织面料名镇　　西樵镇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佛山市南海区西
南部。
①东濒北江顺德水道，有西樵大桥与南海南庄镇相接；南与沙头、九江镇接壤；西临西江，与高明区
隔江相望；北与丹灶镇和三水区白坭镇为邻。
②镇内辖区面积l77平方公里，下辖4个城区、26个行政村，常住人口14万人，流动人口7万人。
位于西江和北江之间的西樵，水资源丰富，拥有四季温和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日照
充足，曾是粮食作物的丰产地区；西樵水陆、陆路交通便捷，离广州仅45公里，区位优势明显。
2006年，全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3亿元，同比增长14．3％；经济总收入255亿元，增长17．9％，其中
工业总产值214亿元，增长22％；工商税收8．17亿元，增长12．2％；镇级财政收入3．5亿元。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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