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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文秀编著的《产业集群升级研究——基于链网耦合的视角》通过对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集聚
现状分析，指出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集群都存在升级的压力，在对产业集群相关研究成果综述的基础
上指出产业集群升级研究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然后，本书在全球价值链、区域创新网络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因素及其
与产业集群升级关系的概念模型，并给出了相关理论假设。
为了验证理论假设，《产业集群升级研究——基于链网耦合的视角》通过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因素
量表的开发与检验，得到一个信度和效度都比较高的测量量表，并利用开发的量表结合产业集群升级
的评价量表编制了一份新的量表，对浙江和深圳的传统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展开调查，通过描述性统计
分析、因子分析、信度与效度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和相关分析等对理论假设进行进一步验证，即全
球价值链的嵌入和本地创新网络的发展共同影响产业集群的升级。
最后，本书从链网耦合的角度提出了实现中国产业集群升级的政府和企业的治理策略。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产业集群升级研究>>

作者简介

　　李文秀，生于1978年，湖北汉川人。
2000～2006年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相继获得企业管理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2006～2008年在中山
大学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2010年至今在中国社科院应用经济学流动站从事博
士后研究。
现为广东金融学院工商管理系副研究员，休闲与高端服务业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
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服务经济与产业集聚等。
目前已发表相关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广东省社科基金项
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厅项目、广州市社科基金项目各1项，获得湖北省优秀博
士论文、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项，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论文优秀奖1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产业集群升级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第二节 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
　第三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第四节 创新点和研究内容
第二章 中国产业集聚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制造业集聚化发展现状分析
　第二节 中国服务业集聚化发展现状分析
第三章 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综述
　第一节 产业集群理论援引
　第二节 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综述
　第三节 国内外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
第四章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升级
　第一节 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对峙
　第二节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
　第三节 小结
第五章 基于区域创新网络的产业集群升级
　第一节 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与构成
　第二节 基于区域创新网络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
　第三节 小结
第六章 实证研究——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因素量表开发与检验
　第一节 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因素量表开发与检验
　第二节 产业集群升级的实证研究
第七章 基于链网耦合的产业集群升级战略与策略
　第一节 研究结论和启示
　第二节 基于链网耦合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战略提出
　第三节 链网耦合视角下我国产业集群实现升级的治理策略选择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第一节 结论与讨论
　第二节 创新点及实践意义
　第三节 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附录
　附录一 产业集群升级影响因素开放式问卷调查
　附录二 产业集群升级调查问卷（一）
　附录三 产业集群升级调查问卷（二）
　附录四 产业集群升级调查问卷（三）
　附录五 产业集群升级概念模型LISREL源程序及输出结果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产业集群升级研究>>

章节摘录

　　（三）中国服务业集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服务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和产业转型发展
的引擎作用的迅速凸显，以及制造业集群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发展成本和风险增加、产业升级滞
后、竞争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弱化等的严重困扰，导致服务业集聚化发展也越来越成为许多区域的选择
。
尽管我国服务业集群发展正处于飞速发展阶段，但仍存在着很多问题。
　　1.有效需求不足　　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压力的加大，制造企业对物流服务、科技服务、金融服
务、会展服务、培训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公共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
一方面，由于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企业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另一方面，由于对现实需求的凝聚
不足以及对潜在需求的引导和激发不够，大部分需求并没有形成有效需求。
原因：一是我国目前产业结构单一、二三产联动性不强，产业提升多停留在“广而不深”的层面，对
高附加值环节的投入、开发力度不够，导致工业、农业加工业对现代金融、广告、咨询、研发设计等
高端生产性服务的有效需求缺乏，生产服务需求空间狭小；二是大企业出于保护商业秘密和企业主导
权等考虑，更倾向于以自我服务的方式提供会计和商业管理等商务服务业、研发设计和科技信息等科
技服务业、仓储与运输等物流服务业以及信息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而且这些生产性服务业目前向
外提供服务的外置化趋势并不明显；三是中小企业对生产性服务的现实需求还没有凝聚、集成和整合
，受服务业的“最小规模门槛”限制，导致一些服务业发展不起来或者成本太高而导致服务质量差、
费用高且不稳定，集聚发展受到阻碍，服务业集群也处于较低层次。
　　2.层次低　　目前，我国的集群服务业仍以传统服务业为主，集聚区内大部分服务企业规模小、
层次低、服务和业态同质性强，甚至恶性竞争、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问题比较突出，服务水平和质
量亟待提高。
有些企业甚至由于相互拆台、压级压价，导致服务质量下降，服务品牌难以形成。
如我国很多城市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的集聚区网点过于密集、业态同质化现象严重，而以工业设计、数
字服务、文化创意等新兴的、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主的服务业集群才刚刚开始出现萌芽。
而且，大部分服务业集聚区内很少有能够引领行业发展潮流和标准化建设的领军企业和具有区域乃至
全国影响的知名品牌，对领军企业和知名品牌的示范带动作用发挥不够。
再加上相当一部分不愿主动在行业转型中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甚至不愿与其他企业分享成功经验，
从而导致我国服务业集群的整体水平较低。
　　3.公共平台建设水平低　　对服务业集群来说，集聚区内企业仍以中小企业为主，这些企业不可
能完全依赖自己获得一些前期投入较高的一些科技服务或信息服务，因此，面向中小企业共性技术需
求的创新平台建设就非常重要，但我国服务业集群内这类平台的建设相对来说比较滞后。
而且，各类公共信息平台建设也较落后，直接影响着服务企业的现实水平、服务质量和增值能力，对
于集聚区内服务企业发展后劲影响较大，有的甚至会通过影响服务的供给成本和风险，而影响利益相
关者增加供给的积极性。
目前，我国大部分服务业集群的信息化水平仍然亟待提高，不然就会影响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
。
　　从前面分析可知，我国的产业集群，无论是制造业集群还是服务业集群，其集聚的质量与水平都
不高，在全球分工体系中都处于较低层次。
而且，集聚区内的企业受各种因素影响，合作竞争水平低、融合互动不足，同质竞争和“低端锁定”
使其不仅创新动力不足，而且创新能力也较低，再加上各类公共平台建设水平较低，使得整个集群的
创新能力都处于较低水平，发展也受到阻碍甚至消亡，亟须通过创新升级获得持续竞争力，在全球价
值链上攀登，从低端道路向高端道路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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