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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竞争优势理论为基础，研究和构建了符合中国省级区域经济发展特征的省级区域经济竞争
力模型，从知识的视角分析省级区域竞争优势形成的微观基础，揭示了省级地方政府在省级区域经济
竞争力形成中的作用，阐释了中国省级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形成机理。
本书的研究不仅充实了区域经济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基础，而且对提高地方政府的竞争战略和政策决策
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知识的中国省级区域经济竞争力形成机理研究——以云南省为例》既可以作为应用经济学、产
业经济学、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企业管理等专业研究生学习的参考用书，也可以供产业规划、招商
引资、区域政府发展战略规划等决策者和科研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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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省级区域经济竞争力复合双钻石体系是一个动态的、双向强化的系统。
系统内的每个因素都会影响到区域竞争力的发展，而且模型本身内部各要素之间在企业发展和产业竞
争优势提升中具有相互影响的和作用的互动关系，其中任意一项因素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另一项的状态
，也即每一因素的状态都决定于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
系统内所有要素的积极参与和共同作用有机组成了省级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复合双钻石模型。
所以，省级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形成不仅仅取决于五大构成因素和三大间接性因素，更取决于这些构成
因素和间接性因素共同作用后形成的系统合力。
　　因此有必要对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做进一步的分析。
系统内的各要素都存在相互影响和作用，本书在图3-3中用带箭头的连线表示要素间的作用关系，其中
，实线表示稳定的作用关系，虚线表示不确定性影响。
现将每一要素与其他要素的联系或受到的影响分析如下：　　①企业战略与竞争。
区域内充沛的要素资源或高级生产要素创造的有效机制会吸引行业新进入者的加入；省内特有的需求
特征会影响到本省企业在进入时机、市场开发和发展模式上的选择，并进一步影响到产业的发展。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不仅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良好的配套和效率，还会增加新进入者；地方政府产业发
展政策、市场秩序维护、公共产品提供及行业监管等都会积极作用于企业和产业（集群）；省外区域
钻石系统在扩大市场需求、增加竞争压力、产业配套和制度创新等方面都会对省内企业和产业（集群
）产生影响。
　　②要素。
企业和产业（集群）集群的蓬勃发展及行业内部激烈竞争刺激生产要素的创造；省内需求特征影响着
生产要素投资的决策；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为产业（集群）刺激和创造可转换的大类生产要素；政府对
要素（特别是高级要素）发展政策和培育机制影响着要素的投资和供给。
　　③需求条件。
生产要素的差异化特征或特殊高级要素创造和供给，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吸引区域外商家的参与；激
烈的竞争和优秀的企业刺激区域内需求增加，吸引省外客商的加入；相关产业及互补品的成功能提高
当地相关产品的美誉度和需求。
　　④省内相关与支持性产业。
高级生产要素在相关性和支持性产业间的可转换性使得生产要素的禀赋及高级生产要素的创造机制会
影响到相关产业的发展；快速成长的大规模市场需求刺激相关产业的投资和发展；企业间的竞争和行
业的蓬勃发展刺激和持续鼓励着相关配套产业的投资和发展；政府的产业（集群）战略和政策推动者
相关产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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