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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产业集群是指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高度集中于某一特定区域的一种企业和产业成长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迈克尔·波特和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知名经济学家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引发
了人们对该研究领域的日益关注，产业集群理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沿。
产业集群现象广泛存在于国内外经济活动实践中，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同时，在学术
理论上，产业集群既丰富了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又充实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
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产业集群理论中对经济发展与区域发展关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
的价值。
　　培育、发展优势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与区域发展的创新性战略，是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有效
途径。
我国许多地方政府都已运用产业集群理论，制定产业政策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国区域之间竞争将呈现出优势产业集群竞争的新特点。
　　如何培育发展与本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生产要素、产业基础、市场容量相适应的产业集
群，形成区域特色的发展道路，促进本地产业升级和区域竞争力提升，是亟待地方政府及理论研究者
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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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产业集群是指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高度集中于某一特定区域的一种企业和产业成长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迈克尔·波特和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知名经济学家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引发
了人们对该研究领域的日益关注，产业集群理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沿。
产业集群现象广泛存在于国内外经济活动实践中，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同时，在学术
理论上，产业集群既丰富了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又充实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
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产业集群理论中对经济发展与区域发展关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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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2 产业集群的特征　　产业集群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地域内的企业和生活
空间相对集中。
　　第二，由于许多相同或相近行业的企业在该地域内的相对集中，因而经济活动高度密集。
　　第三，地域内企业从事竞争性和辅助性的生产经营活动，集群内的竞争主要是创造出各自差别化
的产品，使集群具有高度多样化的产品供给能力，从而提高了整个产业集群参与外部竞争的能力。
　　第四，由于上、下游企业间的纵向分工和企业之间的横向合作，集群内的各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上
紧密联系。
该地域范围内的生产商与供应商、经销商和其他生产商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
　　第五，企业之间在生产和经营上有相互联合的历史传统。
　　第六，拥有配套的服务及基础设施。
　　第七，在产业集群地域内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
人文关系网络加强了企业集群的稳定性，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1.2产业集群的经济绩效　　产业集群发展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
人们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并不是离散地、相互孤立地发展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簇拥、紧密
抱团，构成一个个专业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
如在意大利，中小企业的发展明显呈现集群发展的特点。
在萨梭罗地区主要集中的是陶瓷行业的中小企业；而在普拉托地区主要集中的是纺织行业的中小企业
，在该地区（总人口仅15万，面积为97.59平方公里）集中了近1400家企业，其中绝大部分为毛纺业或
与毛纺业有关的企业。
　　日本产业的发展也明显表现出集群发展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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