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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上了“集群化”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一些大企业以及东南沿海地区
的诸多中小企业，通过集团化的发展方式推进“集群化”进程；在政府力量推动下，我国很多地区也
形成了家电、汽车、石化等大企业集群。
比如，山东省积极通过推进“大企业集群”的发展战略来拉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目前，业已形成
了以海尔、海信、澳柯玛三大龙头企业为旗舰的家电企业集群；以华光陶瓷、山东陶瓷联合总公司为
龙头的陶瓷企业集群：以山东钢铁集团为龙头的钢铁企业集群等多个大企业集群。
正是由于大企业集群在当今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对于大企业集群的界定、特
征、分类以及发展与演进机理等一系列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但是，纵观现有产业集群的研究成果，国内外的主要研究都集中于“中小企业集群”，而对于大企业
集群的研究却寥寥无几，系统而详尽的研究框架也尚未建立起来。

　　“产业网络”是《中国管理创新前沿系列（第2辑）：产业网络视角下的大企业集群研究》的研
究视角，也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产业网络（Industrial
Network）是网络化的产业组织形态，是一个产业内部的企业和非企业组织机构之间通过长期互动而
形成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对企业科层和纯市场效率的补充，其本质上是一种介于
市场和科层之间，比市场稳定、比科层组织灵活，既竞争又合作、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中间性组
织。
在产业网络的视角下，《中国管理创新前沿系列（第2辑）：产业网络视角下的大企业集群研究》广
泛吸收了产业组织、复杂网络、社会网络、产业共生以及企业管理等有关理论和方法，构建了大企业
集群SN-CN-PN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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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目前，沈阳市虽然具备了成套装备的生产基础，但是却未形成成套装备的市场优势。
由于存在一些“大而全、小而全”的全能企业，沈阳装备制造产业尚未形成完整合理的产业链，这严
重影响了区域内的配套协作，使得企业难以适应专业化、标准化和灵活满足市场需求的生产要求。
　　以沈阳汽车产业为例，沈阳汽车产业集群网络中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之间并没有形成良好的“
共生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企业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整
车企业和在数量上占有绝大比例的零部件企业之间网络关系松散，缺乏紧密的合作。
　　（2）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企业之间具有非常明显的“主控”与“被控”的非对等性的网络关系，
沈阳市的整车企业占据了众多网络资源，是沈阳汽车产业网络中的“集线器”企业，是整个网络规则
的制定者和领导者；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除了“发动机”这种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外，沈阳大部分零部
件企业规模都比较小，并且在汽车价值链中占据生产附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所以沈阳的零部件企业
发展呈现出工业集中度低、经济效益差，汽车零部件企业相对“弱势”的发展态势。
　　（3）整车企业缺乏“战略扶持”思想，对“零部件企业”过度苛责。
整车企业对零部件企业的发展不够重视。
整车企业在采购零部件时，往往在同一产品的多家企业中通过压低价格来选择零部件供应商。
在交易中，整车企业始终处于有利地位，而零部件企业为了生存，只好忍气吞声。
整车企业把零部件供应商的取舍、采购量的变动，采购价格、付款周期等主动权完全控制，而把困难
、风险等全部转嫁给零部件供应商。
　　（4）整车企业在同零部件企业的研发合作中缺乏“诚信”。
主要表现为“无视零部件企业的知识产权”、“转嫁开发风险”以及“拒绝为模具埋单”等方面。
在许多零部件企业看来，整车厂不仅无视零部件企业知识产权，更把产品开发的风险转嫁到了零部件
企业。
这主要表现在，整车厂同零部件企业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甚至把某个总成或
小总成的开发责任全部推给供应商。
而如果到期没有开发出来或者开发的结果让整车厂不满意，零部件企业就要被重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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