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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山东财政学院学术文丛》（以下简称《学术文丛》）是山东财政学院为集中展示本校学人学术
研究成果而编辑出版的系列丛书。
《学术文丛》的出版，对于落实山东财政学院“学科立校”与“人才强校”的发展战略、繁荣学术研
究事业、加强同学术界的交流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始建于1986年、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校名的山东财政学院，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由财政部
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创办、实行以地方管理为主的普通高等财经院校。
学校目前拥有14个二级学院，43个本科专业，22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和MBA、MPA两个专业学位授权点
。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已形成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文、法、理、工等六大学科门类相结合的学科结
构。
其中财政学、会计学、金融学、企业管理、国际贸易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为山东省重点学科，财政学
与企业管理为省级重点强化建设学科。
在山东省政府确定的“泰山学者”特聘教授设岗学科中，财政学、金融学位列其中。
依托于以上优势学科与特色学科，一批批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脱颖而出，学校也由此成为省内著名
、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人才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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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研究视角新颖，从品牌角度研究产业集群组织，而非仅就集群论集群；
二是在理论发展上，借鉴产业集群、品牌管理理论和物理学研究成果，建立了区域品牌分析框架，创
新性提出了产业集群与区域品牌互动关系的磁场效应模型；并利用博弈论分析了培植区域品牌各主体
之间的竞合关系；三是在案例研究上，通过对我国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产业集群区域品牌的形成分析
，提出了地方人文资源型、市场集散扩张型、外资资本带动型、龙头企业配套型、传统技艺传承型和
技术创新推动型六个典型模式，并从中总结出有效的创建基于产业集群区域品牌的对策措施，既有一
般规律性，又恰当体现了区域品牌的区域地方性特点。
研究成果对我国地方政府制定区域品牌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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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政府误区。
目前，政府在产业集群的扶持方面进入误区，许多地方政府盲目建设各种工业园等硬件设施，但在依
据本地特点构思产业集群的产业规划、建构中介服务体系、建立劳动力教育培训机构等方面，则缺乏
系统的规划与有效的行动。
一些地方采取拔苗助长的行政措施急于打造区域品牌，却忽视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规律，不善于从专
业化分工和市场细分中发现机遇，培养本地经济特色。
　　1.1.3 区域品牌培植对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意义　　以上问题致使我国一些产业集群的发展出现增
长缓慢甚至衰退的状况。
如何保持产业集群活力、延长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呢？
　　在实践中，一些集群企业开始突破自身能力的约束，采取更多的集体行动，进行共同的营销，而
共同营销行为就是创建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
如温州的“中国鞋都”、柳市的“中国电器之都”都是产业集群整体营销的结果。
现在，在高速公路两侧，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中国某某之乡”这样既显示地名又显示地方特色产业的
路标；媒体上类似打造“中国某某之都”的广告也渐渐多了起来。
这些现象的背后，就是产业集群对区域品牌的重视。
区域品牌对产业集群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1.区域品牌可以提升产业集群的整体形象。
一般来说，我国产业集群都是以中小企业为主。
区域内的中小企业由于企业的资金、技术、人才等不足，综合实力有限，即使产品的质量、独特性等
非常优越，但往往难以树立起自己的品牌，在市场竞争中难以发挥潜力。
因此，要借用区域品牌来提升区域的整体形象，增强区域吸引力，进而提高区域内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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