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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原产地多元化视角的浙江产业集群升级研究》以浙江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以原产地多元
化为切入点，依据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对其通过原产地多元化实现升级的途径进行探讨
，并结合案例分析加以验证，进而研究提出基于原产地多元化实现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主要内容和政
策建议，为经济地理和国际贸易的融合性研究进行了一次创新性探索，为现实的产业集群发展和区域
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启示。

　　《基于原产地多元化视角的浙江产业集群升级研究》可供经济地理、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和国际
贸易等领域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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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查志强，男，籍贯江苏省无锡市，1973年12月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1995年和1998年分别在原杭州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2008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获得理学博士学
位。
先后在政府研究机构和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研究。
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副教授，浙江理工大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
学兼职硕士生导师。
作为主要成员完成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浙江省社科规划基金重大课题，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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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出版专著3部，在《国际贸易问题》、《国际贸易》、《世界经济研究》、《城市规划》等学术
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原产地多元化视角的浙江产业�>>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背景
　二、问题的提出
　三、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四、创新之处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文献综述
　一、产业集群理论
　二、全球价值链理论
　三、天生全球化理论
　四、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
　五、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理论
　六、原产地多元化理论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浙江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一、基于产业集群的浙江区域特色经济
　二、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趋势
　三、浙江产业集群的升级障碍
第四章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浙江产业集群的
　升级思路与途径
　一、全球价值链与浙江产业集群演化
　二、浙江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和程度
　三、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浙江产业集群的升级机制与途径
　四、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浙江产业集群的升级目标与思路
　五、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浙江产业集群的升级途径
第五章　原产地多元化视角下浙江产业
　集群升级的现实基础
　一、充分解读区域贸易协定是深入实施原产地
　多元化战略的客观前提
　二、依托原产地多元化实现浙江产业集群升级的现实意义
　三、浙江产业集群实现原产地多元化的现实基础
　四、浙江企业境外投资调查问卷分析
第六章　原产地多元化视角下浙江产业集群升级的
　战略选择与政策建议
　一、浙江产业集群实施原产地多元化的认识前提和工作重点
　二、浙江产业集群实现原产地多元化的战略选择
　三、依托原产地多元化实现浙江产业集群升级的
　政策建议与保障措施
第七章　依托原产地多元化实现产业集群升级
　——以浙江纺织服装产业为例
　一、纺织服装产业全球价值链概况
　二、浙江纺织服装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分析
　三、基于区域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实施浙江纺织产业
　集群的原产地多元化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一、主要结论
　二、不足之处及进一步研究展望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原产地多元化视角的浙江产业�>>

附件　浙江企业境外投资现状调查问卷
参考文献
重要术语索引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原产地多元化视角的浙江产业�>>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浙江严业集群升级的主要障碍 新型城市经济和大企业大集团是体现新型工
业化核心竞争力的主要61容。
从未来发展方向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审视，浙江产业集群的升级面临严峻挑战，突出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第一，浙江的产业集群存在低端化锁定倾向。
一个区域产业结构合理与否，主要是看该区域的产业结构与社会消费需求结构变动的趋势是否相适应
。
长期以来，为适应“吃穿用”的需求，浙江形成了以纺织服装、机械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
业集群，与未来以基础设施现代化、节能减排、人们追求生活品质提高为主的消费需求结构的发展趋
势相距甚远，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低、散、弱”的低端化锁定倾向。
一是产业层次低。
浙江产业集群以传统产业为主，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比重与其他发达省份相比较低。
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产业价值链“微笑曲线”底部的加工环节，向高附加值的两端延伸不够，生产性服
务业满足高端产业发展的能力薄弱。
二是组织结构散。
传统产业中缺少龙头企业带动，大量中小企业同质同类恶性竞争加剧，导致一些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极高，但在销售和定价方面没有相应的话语权。
如诸暨大唐袜业集群涉及相关企业11080家，而销售超亿元的企业仅27家，占企业总数0.2％。
诸暨珍珠集群占据了全球70％的产量，而产生的价值却不足全球的20％。
三是自主创新能力弱。
浙江大企业集团的相对缺乏决定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现有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多只能提供共性技术
、质量检测、信息交流等初级技术服务。
 第二，支撑要素的研究和创造不足。
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既需要水、电、路、气等硬要素的满足，更需要政策、人才、科技、产业文
化等软要素的强力支撑。
从硬要素看，浙江各项配套条件基本已经完善，但工业空间紧缺，要素成本过高的问题日益突出，空
问平台中的产业集群规划的战略研究不够，制约着产业升级的空间需求。
从软要素看，浙江人才和科技要素的历史积淀不足，高层次创新人才缺乏，如百万人口研发人员数量
分别只有广东的78％、江苏的58％和辽宁的56％，人才总量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仅占3.9％，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难以适应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需要。
1990—2010年，浙江省共投入科研活动经费4557.08亿元，投入研发经费2337.03亿元，两项投入占全省
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从1990年的0.95％和0.23％上升至2010年的3.06％和1.82％，年均增长6.01％和11％
。
但与上海、北京、广东等沿海开放省份相比，浙江的科技投入尚显不足，制约了浙江产业集群的创新
能力。
同时，浙江的产业集群还对自主创新具有“挤出效应”，集群内有大量企业靠技术模仿和产品加工而
生存，企业间人员流动频繁，知识产权保护存在较大欠缺，技术创新的高成本低收益使产业集群内企
业失去自主创新动力，部分高技术项目存在外流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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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原产地多元化视角的浙江产业集群升级研究》可供经济地理、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和国际贸易
等领域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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