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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的本质特征与效率基础
Ξ

刘纯彬　李海飞

　　摘要 : 产业集群概念的产生并日益深入人心 ,是理论和现实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

探索产业集群的本质特征与效率基础 ,是推进这项研究的首要任务。产业集群的本质特

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即地区专业化、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网络组织及其社会植根性、

后福特制生产方式 ;而接近经济、规模经济和集体效率则被认为是产业集群实现其竞争优

势的三个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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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西方经济普遍不景气的

情况下 ,后来被誉为“第三意大利”的意大利从中部

到西北部的 7 个州以及美国的“硅谷”等地区的特定

产业集聚经济却保持了持续繁荣。这个现象引起了

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极大研究兴趣 ,乃至模仿。在

1980 年代 ,M.Piore 和 C.Sabel 的柔性专业化 (flexible

specialization)理论 ,Scott的新产业空间 (newindustrial

spaces)理论等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股思想潮

流到 1990 年代初开始走向成熟 ,产业集群一词也开

始正式进入核心文献 ,其代表性人物和标志性理论

分别是 :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 (MichaelE.

Porter)从实践竞争角度创立的以产业集群为重要分

析现象和倡导原则、以“钻石”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

的新竞争经济学 ( Porter,1990 ) ,以及标志着新经济

地理学诞生和集群真正进入现代理论经济学视野的

保罗·克鲁格曼建立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框架

基础上的“中心 - 外围”模型 ( Krugman,1991) 。从

此 ,产业集群概念在国外已逐渐成为关于竞争力和

经济发展的核心思想之一 ,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

在政策应用上。例如 ,《经济地理学杂志》的创刊 ,经

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NUNIDO)等国际机构对产业集群政策的认可和热

心推广 ,等等。这根源于产业集群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对促进生产力和创新两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潜能。

国内对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 ,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王缉慈等人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到近几年 ,我们的研究虽然对其重要性已达成广泛

共识 ,但总体来看还远未成熟 ,与国外尚有十来年的

差距。其中 ,理论研究还处于对国外理论的引介、评

述和整理上 ,而实证和政策方面也是才刚刚开始。

本文以归纳和辩证的求知求证方法 ,对产业集群两

个最基础的问题 ,即产业集群的本质特征与相应的

经验识别 ,以及其可能的效率基础进行了一些思考 ,

希望能对这方面的理论进展有所助益。

一、产业集群的本质特征与经验识别

要讨论产业集群 ,首要的一个问题是到底什么

是产业集群或产业集群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以及在

现实生活中怎样对其进行经验识别与量规。

对于产业集群 ,波特下的定义最为经典 ,即最为

基础和权威。他的定义是 :“产业集群是在某特定领

域中 ,一群在地理上临近、有相互关联性的企业和相

关法人机构 ,并以彼此的共通性和互补性相连接。”①

当然 ,人们至今对产业集群的规范定义并没有达成

一致见解 ,甚至对产业集群这一名词的提法都有异

议。如有人称为企业集群 ,有人称为产业簇群 ,甚至

干脆称为集群或簇群。虽然人们对名称的选择以及

对所表述对象的侧重点不同 ,但从大的范围看还是

有一个共同论述疆界和认识基础的 ,不然也不会形

成这样一个独立的学术分支。下面笔者表述一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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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看法 ,将产业集群 (笔者同意这种提法 ,但在同

一含义下使用其他用语) 的内涵缕析为以下四个方

面 ,希望能促进这一概念的规范化进程。

第一 ,产业集群的产业特征 :产业区域化或地方

专业化。

其具体含义是 ,固定在某一地理区域上的产业

集群专注于某一产业的经营。其外在表现是特定产

业与特定地域的双重结合 ,如浙江以前被称为“块状

经济”中的“一乡一品”、“一镇一业”现象。这是对某

一产业集群进行产业划分、识别并冠以某一产业之

名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如美国硅谷高科技产业群和

好莱坞娱乐业群、印度班加罗尔软件业群以及国内

河北清河县羊绒产业群和浙江诸暨大唐袜业群 ,等

等。这反映了社会分工的地域纬度。这一特征通过

两方面来得以表征 :一是集群产业的经济规模占所

在区域总体经济规模的较大比重 ,它从微观角度显

示地域专业化的程度 ;二是当地集群产业的经济规

模或市场占有率占全国甚至世界此产业经济规模或

市场份额的较大比例 ,它通过描述集群产业在该地

区的集中程度来从宏观上显示经济的地域分工状

况。这在实证上有一些具体的数量指标来加以测

量。梁琦曾构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测度指标 ,即地方

专业化指数 (区位墒) ,并用它对我国的情况进行了

实际测算。它的计算原理 ,是通过测度集群所在区

域的生产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 ,或者集

群所在产业在各地区的分布不均衡程度 ,对产业集

群的地方专业化程度进行描述。②当然 ,产业集群作

为一个复杂的地方生产体系 ,其产业领域决不会过

分狭隘 ,它不仅涉及主导产业部门的上下游 ,可能还

会包括与其使用共同销售渠道、生产互补性产品或

服务、使用类似专业元件与技术的左右邻产业部门

(迈克尔·波特 ,2003,211 页) ,从而似乎给我们从地

域专业化角度来定义产业集群和寻找其边界造成了

困难。但我们认为这无伤其根本。首先 ,产业的划

分主要是以最终产品的名义进行的 ,从而上下游产

业可以归并 ;其次 ,集群中必会有一种主导产业主导

着整个集群经济的方向和效益基础 ,其所辖企业也

处于所有机构和组织运行的核心 ;最后 ,即使是左右

邻部门也可以在更高层次的产业划分中与主导产业

进行归并 ,如皮鞋产业与皮带、皮包、滑雪靴等可以

统称为皮革制造产业 ,等等。

从亚当·斯密开始 ,分工和贸易思想就是主流经

济学的核心线索之一 ,经历了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

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 - 俄

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当代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模

型。这些理论如果凸显其地理纬度 ,就会形成区际

分工与贸易理论中关于个别区域对不同产业的替代

选择理论 ,但无法在一般均衡的意义上讨论众多产

业在广袤地理上的空间配置问题。对后一问题进行

讨论的是区域经济学的两位重要人物 ———杜能和勒

施。前者在 1826 年完成的《孤立国》中讨论了不同

农作物最终形成专业化的地理圈层布局结构的地租

的竞价均衡机制 ;后者在 1939 年则明确提出将一般

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 ,并提出五组方程作为抽象描

述一切区位相互依存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些理论遗

产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产业集群的地方专业化或产业

区域化特征。

第二 ,产业集群的空间特征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

聚。

关于这个特征 ,我们想强调以下两个方面的意

思 ,一是经济要素、组织、行为的空间接近性或对地

理与空间的集约使用 ;二是集聚或集中的要素与活

动必须达到一定规模。或者说 ,集群经济在单位地

理空间的选择上要有高密度 ,在总体区域的经济规

模上要有大容量。这是产业集群之“集群”二字最重

要的外在表现形式 ,也是产业集群又一个非常明显

的特征。例如意大利的瓷砖业 ,有一百多家瓷砖厂、

几百家相关公司全集中在意大利一个很不起眼的小

镇萨索尔洛及其周围地区 ,1987 年 ,它生产了世界

总产量的 30%, 总出口量的 60%, 产值达 100 亿美

元。又如美国的硅谷 ,它地处加利福尼亚北部圣弗

朗西斯科南部的一个长 70 公里、宽 15 公里的条状

地带 ,集聚了近万家高科技公司。硅谷重点发展电

子产品 ,电子产品的销售额每年超过 4000 亿美元 ,

占美国电子产品总销售额的 40% 左右 (刘斌 ,2000,

4、6 页) 。关于在这方面的数量分析与经验识别 ,当

前理论界使用的指标主要是单位地理范围内集群产

业的雇佣人数或产值。波特和凯特斯 ( Christian

Ketels)等人认为 ,要对产业集群做任何一种系统性

实证研究的必要条件 ,是找到用来描述那些属于集

群范畴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定义 ,然后通过寻找出

一些可操作的能量化的工具变量来对这些活动进行

描述。这样的研究被波特等人称为“集群作图”

(ClusterMapping) 。而有着经济活动的空间接近性

特征的产业集群 ,可以看成是经济活动在一块区域

中进行地理定位的三维地图上的一个个“高地”

(elevations) ,而其高度或集群经济的集聚密度和集

聚规模可以用就业量等指标来加以表示 (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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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Ketels,2003 ) 。具体方法可参看图 1。

资料来源 :Carroll,MichaelC.andNeilReid. “Clusters:
PathwaystoProsperity. ”

图 1 　美国各地区的总就业量作图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或集聚是经济学尤其是区

域经济学中一个古老而弥新的话题。除了马歇尔在

其《经济学原理》中简略提到的由于外部性导致的经

济集聚内容外 ,主要经历了韦伯等古典区域经济学

家建立的静态的个体厂商的区位选择理论 ———他们

的假设如优势区位或中心区位的外生性 (由外在的

市场区位或资源区位等决定) 、规模报酬不变、完全

竞争市场结构等 ,使其认为厂商们的区位选择活动

并不能影响原始中心区位的变动 ,同时也决定了其

不能分析聚集的密度与规模问题 ;以及前面我们曾

提到的当代克鲁格曼等人的动态中心 - 外围模型 ,

由于其引入了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假设 ,从而讨

论了路径依赖机制对中心区位的内生激励以及在此

基础上历史与预期因素对中心区位的可能影响 ,并

涉及总体经济规模的决定等问题。

以上产业集群的两个特征 ———产业区域化与经

济的空间集聚 ,当前理论界一般用“产业集聚”一词

来统一表述 ,并没有将两者的意思界别开来 ,或者根

本就没有意识到两者的逻辑差别及其意义所在。笔

者认为 ,虽然两者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 ,但前者考虑

的是地域分工问题 ,后者涉及的则是地域经济规模

化问题 ,其表述的经济含义还是存在明显差别的 ,并

且两者的区分 ,对于解释产业集群的内在运行机理

及实证量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三 ,产业集群的制度特征 :网络组织及其社会

植根性。

首先来看几个关键性概念。近年来 ,关于网络

组织及其社会植根性的讨论成为经济学、管理学和

社会学的一个热点 ,涌现出了大批文献。关于网络

组织 ,人们当前对它的使用比较混乱 ,基本上形成了

广义和狭义两个分析层次。从广义上说 ,一些学者

认为 ,网络组织是一个由作为活性节点的多个、多种

经济个体、组织的网络联结而构成的有机动态经济

组织系统 ;在这里 ,“网络”的意思可以泛指信息、供

求、技术、制度甚至社会文化等等方面单一或者多面

的紧密地联结与互动。而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狭义

的网络组织概念则将其作为一个专用名词 ,它关注

的是资源配置与交易的制度特征。从这一视角来

看 ,其经济性质可以界定为一种内容广泛的中间组

织形态 ———它一端是等级制的权威协调方式企业 ,

另一端是自动协调的价格机制市场。在形式上它表

现为企业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

手”之间的“握手”,或者说表现为市场和企业的某种

杂交形式 ,如将市场机制部分地引入企业内部 ,形成

虚拟市场 ,强调各部门之间的相对独立和自主决策 ,

以提高企业经营柔性和活力 (企业内部网络组织) ;

或者将企业这种组织形式部分地借用到企业之间 ,

形成虚拟企业 ,追求企业间交易的稳定性和平滑性 ,

以降低风险和交易费用 (企业外部网络组织) 。在现

实中 ,网络组织包括众多内容 ,如外包、战略联盟、特

许权安排、价格联盟或领价制、卡特尔 ,等等。社会植

根性则与社会资本概念密切相关 ,均来源于经济社会

学学科 ,属于经济学的外来改造概念。受起源学科研

究对象的限制 ,它们都特别关注社会人际关系对经济

体系的广泛影响 ,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论述到文化、

伦理等等人类文明行为的作用 ,因为后者在更深的层

次上决定着社会关系的结构与性质 (有人用文化资本

的概念来对此进行总结) 。社会植根性又称嵌入性 ,

最早由社会学家葛莱维特 (MarkGranovetter) 提出 ,认

为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嵌入或植根在人际关系网络中 ,

并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社会资本理论则

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系列著作和诺

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在当代则以科尔曼 (James

Coleman) 、普特南 (RobertPutnam) 、林南、福山 (Francis

Fukuyama)等人为代表。这一理论认为 ,社会要素与

关系能够作为一种资本形式而存在 ,因为它能够持

续存留从而通过投资而被积累 ,增加资源的可获得

性和影响经济活动的成本和收益 ;“信任、规范和网

络普遍地被看做是社会资本的关键要素 ,支撑着广

泛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过程。”③而“一个社会储备社

会资本的多寡 ,能有效地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社会的

工业结构 ,以及该社会在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下占据

什么位置。”④

网络组织及其社会植根性作为产业集群的制度

特征 ,是对其本质内容的更深一步刻画。产业集群

不仅仅是一个从事区域专业化的聚集经济规模体 ,

更是一个内部各主体之间存在复杂相互作用并有强

烈文化同质和植根性的社会有机系统。首先 ,产业

集群内部的众多主体具有多种身份。正如迈克·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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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指出的 ,它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

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例如 ,它们包括零部件、机

器和服务业等专业化投入的供应商和专业化基础设

施的提供者 ;还经常向下延伸至销售渠道和客户 ,并

从侧面扩展到辅助性产品的制造商 ,以及与技能技

术或投入相关的产业公司 ;此外 ,许多集群还包括提

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

其他机构 ———例如大学、标准的制定机构、智囊团、

职业培训提供者和贸易联盟 (波特 ,2000) ,以及金融

机构 ,等等。其次 ,产业集群内众多主体和法人机构

之间通过组成复杂的网络组织结构 (广义的和狭义

的) ,形成比市场稳定、比企业灵活的制度联系 ,在

“合争”(甘华鸣、姜钦华 ,2002)的战略组合中构成地

方生产体系和区域创新系统 , 以应对后福特制

(Post- Ford) 时代对敏捷、定制和精益的要求 (有些

主体是为实现这种网络联系提供专门化服务的 ,如

行业协会) 。正如波特所说 :“簇群是组织价值链的

备选方式。⋯⋯一个有相互独立而又非正式联盟的

公司和机构组成的簇群 ,代表着一种富有活力的组

织形式 ,这种形式具有效率、有效性和灵活性方面的

优势。”⑤最后 ,网络组织具有强烈的社会植根性特

征 ,社会资本的质量和数量对产业集群的运行效率

产生着重大影响。因为产业集群为了获取柔性专业

化的动态效率 (包括规模经济、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

境的快速反应等) 和避免刚性一体化制度在面对如

此复杂多变环境时产生的很高的内部管理成本 ,其

内部各主体之间的产权联系并不很紧密 ,而它们之

间的资产专用性和与其他企业的交易频率却很高。

为了阻止由此可能带来的企业间交易费用的快速上

升 ,迫切要求影响交易费用的另一个重要变量即交

易不确定性⑥的大幅度降低 ,而这又强烈依赖彼此

间的高度信任和较低的机会主义行为。此时 ,社会

资本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因为网络组织的运行需

要这样一种社会基础设施 ( socialinfrastructure) 的支

持。正如福山所说 :“当一个社群分享同一套道德价

值观 ,借此建立对彼此规律与诚实行为的期望以后 ,

这个社群的信任度也就会跟着提升 ,这已经变成通

则了。”⑦总之 ,优良、巨额的社会资本才是集群经济

集聚、结网、扎根的深厚基础和肥沃土壤。

第四 ,产业集群的生产特征 :以“柔性制造 + 持

续创新”为本质内容的后福特制生产⑧。

现在的研究普遍认为 ,人类的社会生产迄今为

止经历了单件生产、福特制生产和后福特制生产等

三种形式 ,而其中第三种则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

并决定现代经济竞争力基础的生产范式。产业集群

作为现代生产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和规模巨大的经

济聚合体 ,必然要以后福特制生产形式作为自己的

生产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历史上现代意义上

的产业集群 (区别于马歇尔笔下的传统的以福特制

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产业集聚现象) 就是作为后福特

制模式的一种组织范例出现的 ,两者从本质上就是

一种水乳交融、互相依赖的关系 (后面我们还要对这

一问题作进一步论述) 。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世界经济逐步进入“新竞

争”时代 (Best,1990;Nadvi,1999 ) ,企业所面对的市场

和技术环境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首先 ,随着世界市

场发育的逐渐成熟和工业化的世界性普及与升级 ,

买方市场成为主流 ,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和易变性

特征凸显 ,产品生命周期和开发周期开始日益缩短。

市场控制能力和需求稳定性的丧失 ,破坏了企业原

来大规模生产与销售标准化产品的基础。其次 ,随

着世界统一市场的日渐形成 ,厂商正面对世界各地

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众多对手 ,竞争空前激烈。最

后 ,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和交通运输工具的飞速发展 ,

深刻改变着现代经济的效率基础、生产方式和组织形

式。而当时保持持续繁荣的日本、“第三意大利”和美

国硅谷等地似乎是在这种新的竞争时代下的生产范

式的标准范例。在这种情况下 ,思想家们 (首先是对

世界经济时刻保持敏锐观察的管理大师和学者们)从

不同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生产概念 ,来对这种新的

生产时代的特征进行把握 ,如及时制 (JustInTime )生

产、精益生产 (LeanProduction ) 、柔性专业化 (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敏捷制造 (AgileManufacturing) 、大规模

定制 (MassCustomization) 、持续改进或永续创新 ,等

等。这些生产、管理思想如果详细考察其具体内容

的话 ,会发现它们有很多共同之处 ,只不过各有各的

着重点而已 ,它们共同构成了后来所统称的后福特

制这一范畴。及时制更强调适物、适量的适时供应 ;

精益生产更强调以零库存、零残缺为核心的零浪费 ;

柔性专业化从生产的角度看更侧重生产体系在不同

产品制造之间的灵活或低成本转换 ;敏捷制造更强

调对市场需求的敏捷响应 ;而大规模定制则更侧重

对细分、动态市场的“定制 + 大规模”的应对策略 ,即

大量生产多品种、小批量定制产品 ;而持续创新则更

侧重渐进、持续、非线性创新对应对易变市场的必要

性 ,以及在这个不确定和竞争无限激烈的世界里对

企业生存和竞争的极端重要性。其中 ,追求“定制”、

“精益”和“敏捷”(“及时”)是企业于后福特制时代在

701



产品、工艺和时间等方面的三个核心的竞争战略 ,是

企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存和发展之本。而实现这

三个竞争战略的基本途径或曰在生产特征上的基本

要求 ,就是“柔性制造 + 持续创新”。柔性 ,这里可以

定义为企业为适应、利用和创造不确定环境而进行

多维改变与创造 (如生产不同种类或数量的产品)的

较高愿望和能力 ,它通过以下三个指标来加以测度 ,

即可选余地的数量、转换成本的高低以及转换期望

利润的大小 (王永贵 ,2003,25 页) 。从来源上讲 ,它

奠基于生产要素在功能和数量两方面的双向柔性

化 ,前者例如模块化分工生产模式、计算机辅助设计

与制造 (CAD/CAM) 、工人技能的一专多能等 ;后者

则主要体现在多种生产要素在数量上的动态伸缩和

集成上。———当然 ,这些优势的实现还需要企业在

信息 (如企业资源计划 ,ERP) 和组织 (如虚拟企业)

等其他方面的支撑。而创新特别是持续创新除了对

大规模定制生产的必要性以外 ,更有其在当今世界

经济一体化的全球竞争时代的极端重要地位 ,因为

当今世界已经超越以前的成本、产品竞争而进入创

新竞争的能力竞争时代了。恰如斯蒂芬·M1 夏彼洛

所说 :“在过去那种平和的时代里 ,传统企业往往可

以靠效率与效能而成功。他们只要在市场上取得优

势 ,就可以牵着市场的鼻子走。但在当前这种瞬息

万变的时代 ,只要你一成功 ,马上就会有人扯你的后

腿、模仿你的特长 ,并想尽办法瓜分你的地盘。因

此 ,如果想要成功 ,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变 ,并且还要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不断地变。”⑨这呼唤着学习

型组织、创新式企业的诞生。

二、产业集群的效益基础

波特认为 ,当今世界似乎存在着一个所谓的地

理位置悖论 ,即在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 ,全球

经济中持久性的竞争优势 ,却日益依赖于远方竞争

者无法匹敌的当地要素 ———知识、关系和动机。这

一“悖论”所蕴含的意义是巨大的 ,它说明 ,主要建立

在资源禀赋基础上的传统比较优势竞争理论已不占

统治地位 ,企业可以利用快捷便利的现代交通与通

讯工具 ,实行全球性的资源获取方式 ,从而减缓许多

投入成本方面的劣势 ;而当今竞争优势的来源则更

多地取决于如何更有效的利用各种投入要素以提高

生产率 ,并需要持续不断的创新 ;而且这种新型竞争

优势的取得 ,也不再仅仅依赖于公司内部 ,公司外部

直接的商业环境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产业集群

就是这种新竞争时代的产儿 ,它所构成的地方生产

体系和区域创新系统 ,从微观上增加内部企业或产

业的生产力 ,提高其创新的能力 ,并刺激新企业的诞

生 ;在较宏观的层次上通过增强“钻石”模型中的各

个部分 ,而改善当地产业环境的整体品质。⑩本文秉

承这一思想 ,并想探索集群实现这些效益目标的具

体经济机制。除了一些共有的作用 (主要指市场竞

争)外 ,我们把这些集群所特有的经济机制主要概括

为接近经济、规模经济和集体经济。当然 ,我们也不

排除产业集群有其他好的实现机制的可能 ;而且 ,限

于篇幅 ,这里的讨论只限于产业集群的这些正面效

应 ,其他可能的负面影响问题将不在论述之列。

首先来看接近经济。这是我们首先规范使用的

一个概念。它与产业集群的四个本质特征均密切相

关 ,因此只有在弄清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的基础上

才能得到透彻说明。首先来看地理专业化和空间集

聚的关系。前者说明某块地域专注于某项产业的经

营 ,而后者则表明此种产业反过来规模经济的使用

地理空间 ,由此形成了产业与地理之间互相集约利

用的、特定产业与特定地域咬合互利的空间经济图

景。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经济主体在集群中实

现了地理和产业选择行为的双重接近性。而产业集

群的网络组织及其社会植根性的制度特征 ,在说明

其内部各主体之间的有机经济联系的基础上 ,发现

了另外一种接近性的重要 ,即社会接近性。这一特

征的重要性在于 ,单纯的产业专业化和地理集中并

不能保证集群经济的有机、有效运行 ,专业化的效率

需要网络组织下合作与竞争机制的激活 ,人际间距

离的缩短和便通交易也需要融洽的社会关系即社会

资本乃至文化资本的粘合。反过来 ,网络组织、社会

资本和文化资本又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产业属

性 ,“不同的意识形态起源于地理位置和职业专门

化。”�λϖ ,这正像“民族文化”、“农业文明”等概念所描

述的。因为网络组织的平滑运行与社会资本的优化

和积累是固定人群长期交易、交往而博弈投资的结

果 ,所以具有较难的时空转移性和流动性。因此我

们可以推断 ,“接近性”(包括产业接近性、空间接近

性、社会接近性)是产业集群的总特征之一。而这种

接近性又是为产业集群的后福特制生产的经济效率

服务的 :它一方面保证了大规模定制生产时反应的

敏捷和柔性的低成本 (主要指网络组织实现了资源

动态集成时的低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创

新 ,因为这种产业、空间与社会的接近性 ,保证了专

业知识在一定地域和群体内的高密度集聚和积累

(这与可能创新的几率和成功率高度正相关) ,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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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知识的溢出效应、默会性知识 (tacitknowledge ) 的

传递和学习 ,以及由于相互熟识比照而产生的在创

新上的压力。“地理、文化、制度上的相似性将导致

特殊的门路、更亲密的关系、更好的信息、有力的激

励措施和其他生产率和创新优势 ,这些都难以从远

距离获得。世界经济越复杂、越以知识为基础、越有

动力 (译为‘越动态化’较好 ———笔者注) ,这种情况就越

真实。”�λω鉴于以上结论 ,我们认为 ,接近经济是产业

集群实现后福特制运行效率的最基本的支柱。

规模经济是产业集群保障其效益目标的又一个

重要的实现机制。现在学术界对规模经济的使用比

较混乱。我们认为 ,规模经济本质上是一个技术概

念 ,与其赖以实现的制度形式无关 ,因而在此意义上

的“规模”不能与企业规模相等同 ;另外 ,规模经济作

为一个有着自己特定内涵的经济学范畴 ,一定要与

外部经济、范围经济等相区别 ,同时亦不能与聚集经

济、城市化经济等语义含糊的概念相混淆。规模经

济有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之分 ,其中前者

是基本形式 ,后者以前者为必要基础。内部规模经

济可以简单定义为生产过程中不同生产要素的同比

例增加带来产出的更大比例增长的现象 ;而外部规

模经济则奠基于亚当·斯密的“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

制”的原理 ,指的是由此产业规模扩大所实现的大量

集中式需求所引致的上游产业的专业化规模经营带

来的经济收益 ,它表现为上游产品的品种丰富与性

价比的提高 ,或者说是此产业生产要素之成本价格

的相对降低。产业集群下的规模经济实现有了一些

新的特征。首先 ,规模经济有了自己新的制度实现

基础 ———网络组织。网络组织一方面给单个企业制

造了稳定、高效的交易环境 ,促进了其专业化规模经

营 ,而将其非核心与专长业务分离出去 ;另一方面 ,

网络组织的制度柔性使不同企业下的资源实现了联

动共享与集成互补 ,使规模经济的实现突破了单个

企业资源配置的限制 ,而由多个企业共同创造与分

享———这给中小企业的生存带来了新的理由 ,并在

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规模经济与市场竞争互不相容的

所谓的“马歇尔冲突”现象。其次 ,规模经济与范围

经济在产业集群的后福特制生产模式下日益结合与

统一起来。这当然得益于其柔性生产技术。“在大

规模生产模式中 ,长期以来一个基本原则是产品和

工艺过程同时开发。适合于生命周期某一阶段产品

的工艺过程不适用于另一阶段的产品。在生产上以

操作效率为中心要求针对每一个新产品建立一个新

的工艺过程 ,或对旧工艺过程进行重大修改 ,使其可

变成本尽可能的低。在大规模定制生产中 ,一切都

在变化。所有单个产品的重要性都下降了 ,因为产

品种类太多了。工艺过程从产品中分离出来 ,比单

个产品的生命周期长。⋯⋯因此能够为动态产品或

服务提供稳定的基础。”�λξ最后 ,有地方专业化生产

和经济活动空间积聚特征的产业集群为外部规模经

济的实现提供了最好的基础。特定产业积聚所带来

的大规模专业市场 (包括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存

在 ,无论是对于要素供给者还是产品需求者而言 ,都

为其规模化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容量基础。首先 ,比

如在劳动力市场上 ,大规模和多样化相关人才的需

求为专业人才的规模化供应和培训提供了可能 ,从

而实现了人力资本投资和供给的规模经济效益 ;还

比如公共基础设施的规模集约化建造和使用带来的

成本节约 ,原材料的集中供应带来库存费用和运输

成本的节约 ;等等。其次 ,对于聚集产业集群的下游

来说 ,其外部规模经济则主要表现为各种要素成本

节约。

产业集群最后一个重要的效益实现机制是集体

经济或集体效率 ,其直接表现 ,就是“一个簇群的成员

之间广泛连接而产生的总体力量大于其各部分之

和。”�λψ这一点在国外理论界是得到广泛认同和深入

讨论的 ,斯科密特 ( HubertSchmitz) 和纳达维 ( Khalid

Nadvi) 等人是这一方向的理论权威。斯科密特在

1995 年给集体效率下了一个后来被学者们广泛承

认和引用但却十分简约的定义 ,即集体效率是指来

源于当地外部经济 (localexternaleconomies ) 和联合

行动 (jointaction ) 的竞争优势 (Schmitz,1999) 。这一

定义的最大贡献在于具体阐明了集体经济的两个最

重要的效率之源 ,即外部经济和联合行动 ,它们较全

面地概括了当多个经济主体聚集、连接在一起 (如集

群)作为一个整体或集体存在和行动而共同创造“集

体剩余”时的内在运行机理。�λζ这两者当然是存在很

大差别的。外部经济的内涵是指个体行为的全部经

济效果不能被其独占从而可能通过价格机制进行交

易和转移 ,而是会不可阻抑的免费溢出给其他人并使

其受益。外部经济来源于个体行为 ,但其必要条件之

一是这个个体作为集体中的一分子而存在从而使其

收益溢出有接收者 ;同时 ,外部经济的另外一个特征

是 ,它是作为经济主体其他行为的副产品存在的 ,其

产生具有非自愿性 (involuntary) 、意外性 (incidental)和

被动性 (passive) ,因此 ,外部经济有时也被称为被动

的集体效率。而联合行动带来的收益或效益一开始

就是整个集体团结一致对公共利益主动追求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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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因此有时也被称为主动的集体效率。这个方面

问题比较复杂 ,属于公共选择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

重大研究课题。多个主体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

相互之间就必须要有合作。这种合作从形式上讲 ,

可以是水平的也可以是垂直的 ,既可以是双边的也

可以是多边的 (见表 1) 。从实现机制上讲 ,由于集

体行为追求的一般是公共产品 ,而受搭便车机制和

囚徒困境逻辑的影响 ,市场机制在这里是失效的。

这时 ,建立一种人数较少的公共组织�λ{与制度来对

群体进行代理和管理 ,似乎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产业集群中的网络组织制度安排、社会资本与文化

资本 (如伦理、风俗等)以及各种成熟的商业协会 ,等

等 ,正可以承担起这一重任。比如商业协会 ,它可以

代表集群利益来面对各种级别的管理机构、政府或

其他潜在的竞争主体进行游说、要价和谈判 ,甚至寻

租 ,来谋求较好的政策环境和竞争环境 ;其次 ,它可

以提供论坛、协议和法规的形式承担起促进集群内

部成员间的交流与合作并规范其竞争的任务 ;最后 ,

产业集群的商业协会还能为成员提供一些“实际性

的”服务 ,如提供关于国内、国际市场供求与产业发

展等方面的信息、进行技术和管理咨询、组织贸易展

览会和贸易代表团以及开展劳动力教育与培训等等

( KhalidNadvi,1999 ) 。这些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在考

虑国内的产业集群完善和发展时加以认真吸取和借

鉴的。

表 1 　　　联合行动的形式
　　　双边的 　　　多边的

水平的 如分享设备 如行业协会

垂直的 如共同改进零部件
的生产者和使用者 沿价值链组成的联盟

　　资料来源 : HubertSchmitz,1999. “CollectiveEfficiencyand
IncreasingReturns.”CambridgeJournalofEconomics,23 (4) ,pp.
465-483.

注释 :
①迈克尔·波特 :《竞争论》,中文版 ,210 页 , 北京 ,中信

出版社 ,2003。
②限于篇幅 ,这里就不再对这个指数作进一步分析了 ;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梁琦 :《产业集聚论》,269～275 页 ,北
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③弗兰·汤克斯 :《信任、网络与经济》,见曹荣湘 选编 :

《走出囚徒困境 ———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247 页 ,上海 ,上
海三联书店 ,2003。

④⑦弗兰西斯·福山 :《信任 :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中文版 ,345、175 页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1998。
⑤�λω�λψ迈克·E1 波特 :《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载《经济

社会体制比较》,2000(2) 。
⑥“交易成本经济学现在为了描述交易的目地而倚重

的主要纬度就是 : (1) 交易重复发生的频率 , (2) 它们受其影

响的不确定性的程度与种类 ,以及 (3) 资产专用性条件。”见
奥利弗·E. 威廉森 :《治理机制》,中文版 ,51 页 ,北京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2001。弗兰西斯·福山 :《信任 :社会道德与繁
荣的创造》,中文版 ,175页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1998。

⑧刘刚在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后福特制的专著《后福特
制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中 ,将其生产的本质特征
总结为“敏捷制造 + 持续创新”,我们认为并不是很准确。这
里将阐述我们对后福特制的不同理解与总结。

⑨斯蒂芬·M1 夏彼洛 :《永续创新 :变革时代企业求生与
制胜蓝图》,中文版 ,10～11 页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3。

⑩关于这些讨论 ,读者可参看迈克尔·波特的广泛著作 ,

限于篇幅 ,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λϖ道格拉斯·C1 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文

版 ,56 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λξB1 约瑟夫·派恩 :《大规模定制 :企业竞争的新前沿》,

中文版 ,205～206 页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λζ经济个体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既可以通过个体行为基

础上的以分工和交易为核心内容的市场机制来实现 ,也可以
通过集体行为基础上的以外部经济和联合行动为核心内容
的非市场机制或曰集体机制来实现 ,只不过两者所能应用的
领域和对象不同而已。如前所述 ,本文这里只关注后者。

�λ{奥尔森认为 ,人数多少是影响集体行动效率的一个重
要变量。参见奥尔森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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