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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著作是在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和经济学院主办的“第六届国
有经济论坛”欧盟一中国：区域政策与产业集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征集论文基础上，经过筛选集辑而
成。
这次会议共收到来自于国内外的学术论文64篇，有来自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加拿大、日本
、韩国、俄罗斯等8个国家多位专家学者到会并进行学术演讲，来自国内重点大学的科研院所、学术
团体和机构60余位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参加会议。
与会代表紧密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
会议节奏紧凑、气氛热烈，代表发言踊跃、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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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某一产业而言，特定空间范围内的自然条件、要素禀赋、市场结构、政府和中介组织、人文
习俗可能与其他空间是有区别的，空间从经济意义角度讲具有非均质性，本文把同质的连续空间看作
同一个地区，非均质的空间看作不同的地区。
能在不同地区之间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称为空间自由流动要素，只能在特定区域从事生产的生产要素
定义为空间粘滞性要素。
空间上粘滞性要素不一定是由于地理租金或者组织租金的吸引粘滞于空间，也可能是由于自身思想观
念的束缚、知识和信息的缺乏、法律法规的管制和社会资本的约束等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产生了空间
流动的非自由性。
例如：在我国传统的农耕社会，劳动力常常只有在出于无奈的情况下，才会“背景离乡”，但是到老
也要“叶落归根”。
①不仅是传统观念束缚了这些要素在空间的流动，而且还有可能由于劳动力自身信息不灵，使他们得
不到流动的机会，或者由于他们不具备从事高利润产业的特定知识，因而没有能力进入其他区域从事
这些产业，空间的流动对于他们也就失去了经济意义。
此外，在空间的流动过程中（主要向城市转移），他们还可能遇到来自于政治、法律、社会歧视等方
面的外部阻碍。
种种原因造成了生产要素的空间粘滞性。
　　空间上自由流动的要素，对生产所在的区位和产业进行选择，与特定的空间和技术条件相结合，
追求收益的最大化。
离开特定空间环境，某些要素的经济效率与收益就会降低，甚至有些要素根本得不到开展特定产业所
需的基本运行条件。
因此，流动性要素在经济空间上产生一定的集聚倾向。
当要素获得的产业租金与地理租金之和大于或预期大于其机会成本时，就会产生空间集聚，形成产业
集群萌芽。
　　空间粘滞性要素在实现最大化收益时，能够选择的不是区位，而只能是在区位给定情况下，结合
主客观条件，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进入什么样的产业。
在特定空间，可以获得的技术和能够开展的产业是有限的，空间粘滞性要素在备选的技术与资源约束
下，在当地选择租金最大的产业。
当一个地区出现利润较高的产业时，通过知识外溢和信息共享等外部性效应，生产要素从低利润产业
转移到利润相对比较高的产业。
如果在一个地区内由其他产业转移到某一高利润产业的生产要素足够多，就可能形成产业集群萌芽。
改革开放后，我国很多乡镇的空间粘滞性生产要素，在当地“能人”的示范和带领下模仿跟进，纷纷
涌进利润相对更高的产业，形成产业集群萌芽，最终成长为产业集群就属于这种情况。
①所以，无论生要素在空间上是自由流动的还是粘滞的：都可能形成产业集群萌芽，要素的自由流动
并不是形成产业集群萌芽的必要条件。
②　　萌芽时期的产业集群仅仅是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企业相互之间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
产业集群表现为非正式产业集群。
③　　2.组织租金与产业集群的兴盛　　在产业集群萌芽产生后，市场需求规模逐渐扩大，为社会分
工提供条件。
在市场情报系统、广告不发达时，很多相距遥远的企业，虽然可以通过分工协作提高经济效率，但因
相互间信息搜索成本过高，从而使这些可能的经济分工结构出现的概率几乎为零。
产业集群通过地理空间上的邻近，实现了组织上的接近，克服了由于距离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形成的
沟通障碍。
随着市场需求规模扩大，产业集群内部分工逐步展开，企业的专业化程度提高，生产迂回增加，获得
组织租金。
另一方面，由于分工的深化，企业无法凭借个体的能力满足市场最终需求，企业的运行、风险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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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决不是仅仅停留在基于自身能力的资源交易上，它们必须跨越自身的边界，通过相互之间的资源
共享，实现优势互补，同时降低风险成本。
随着企业之间合作的频繁，关系逐渐稳定，产业集群内部专用的特质性技能得以发展，集体行动提高
了产业集群整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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