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共生理论的集群竞争力评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基于共生理论的集群竞争力评价及其提升路径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5007651

10位ISBN编号：756500765X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张志明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2-06出版)

作者：张志明

页数：19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共生理论的集群竞争力评价�>>

内容概要

　　《基于共生理论的集群竞争力评价及其提升路径研究：安徽实证》第1章导论首先给出选题背景
，即我国经济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建立等方面都面临挑战，提出
通过发展产业集群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均衡发展；其次对与本选题相关
理论（集群理论、共生理论和竞争力评价）行了文献综述，暗示集群的内共生本质是研究的逻辑起点
；最后设计本书的技术路线，确定研究方法，并指出本书的创新所在。
第2章从集群的本质分析开始，指出集群就是一个包括共生企业（内共生）与共生环境（外共生）的
复合共生体，其共生进化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共生体的内共生动力和环境的外共生诱导力，前者是
集群发展的原动力。
第3章研究集群竞争力的测度方法。
第4章从创新角度研究集群发展路径。
第5章从效率提升角度研究集群发展路径。
第6章从规模增容角度研究集群发展路径。
第7章为针对安徽工业经济的实证研究。
第8章结论与展望，对全书进行总结，提出了本书的主要结论，指出本书的不足之处，并指出今后进
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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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博士，南京大学管理币斗学与工程博士后，现为安徽大学商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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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志明编著的《基于共生理论的集群竞争力评价及其提升路径研究——安徽实证》第1章导论首先给
出选题背景，即我国经济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建立等方面都面临
挑战，提出通过发展产业集群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均衡发展；其次对与
本选题相关理论（集群理论、共生理论和竞争力评价）行了文献综述，暗示集群的内共生本质是研究
的逻辑起点；最后设计本书的技术路线，确定研究方法，并指出本书的创新所在。
第2章从集群的本质分析开始，指出集群就是一个包括共生企业（内共生）与共生环境（外共生）的
复合共生体，其共生进化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共生体的内共生动力和环境的外共生诱导力，前者是
集群发展的原动力。
第3章研究集群竞争力的测度方法。
第4章从创新角度研究集群发展路径。
第5章从效率提升角度研究集群发展路径。
第6章从规模增容角度研究集群发展路径。
第7章为针对安徽工业经济的实证研究。
第8章结论与展望，对全书进行总结，提出了本书的主要结论，指出本书的不足之处，并指出今后进
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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