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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前沿领域,本文对国内外产业集聚

困境研究进行综述,对我国产业集聚困境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研究发现, 国内外学

者对于产业集聚困境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存在较大差别。国外学者主要利用新经济地

理学方法,研究欧洲联盟 ( EU)一体化过程中各种形式的集聚不公平的集聚困境;国内学

者则利用传统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产业集聚引致的盲目

性、无序性和掠夺性等形式的集聚困境。我国未来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将主要集中在产业

集聚困境的资源环境约束、产业集聚困境的认知行为偏差以及资源环境约束、认知行为偏

差和产业集聚困境间相互作用机理等方面。

关键词: 产业集聚困境 � 资源环境约束 � 认知行为偏差

一、引言

在产业集聚过程中,各地区在获取了各种形式的集聚经济的同时,也产生了各种形式的集聚不经济, 由

此导致某一产业及其相关支撑产业或不同类型的产业在特定地域范围地理集中过程中净集聚经济利益 (集

聚经济 -集聚不经济 )的非最大化, 从而影响地区产业集聚的后续发展能力。一旦这种集聚不经济占据强

势,地区产业集聚便由此不可避免地陷入较为困难的发展处境之中, 地区产业集聚困境 ( Industria l

Agg lom eration D ilemma)问题由此产生。综观中国各地区的产业集聚现象, 我们会发现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

困境, 例如逐底竞争和集群转移困境 (王缉慈、张晔, 2008)、产业集聚边缘化困境 (吴月越, 2007)、产业集群

创新困境 (朱明礼等, 2006;田中伟, 2006)、产业集聚技术创新困境 (胡大立、张伟, 2007; 魏剑锋, 2008)、产业

集群升级困境 (刘东、张杰, 2006; 张杰、刘志彪, 2007;陈捷, 2008) ,等等。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困境问题与地

区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有关,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而言, 产业集聚困境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一方

面,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高级发展阶段的欧美地区,产业集聚困境主要表现为区域不公平、社会不公平、环境

不公平、集聚租金征收等形式的 �集聚不公平 的困境。另一方面,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地区,

则陷入了产业集聚的无序性、盲目性或掠夺性等形式的困境:由于不顾地区产业集聚发展的条件和规律, 各

地区纷纷建立产业集聚区,出现了 �一县 (市 )多区 或 �一乡 (镇 )一区  现象,地区产业集聚过程中出现了

产业集聚的盲目性现象 (国办发 [ 2003] 70号文件! ;工信部产业 [ 2009] 103号文件∀ );由于片面追求地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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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 [ 2003] 70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中指出: �近一个时期以来,
一些地方和部门擅自批准设立名目繁多的各类开发区 (包括园区、度假区 ), 随意圈占大量耕地和违法出让、转让土地,越权出台

优惠政策,导致开发区过多过滥, 明显超出了实际需要,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对此,必须进行全面清理整顿。 
工信部产业 [ 2009] 103号文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和工业合理布局工作的通知 ∃中指出: �部分地

区在产业集聚过程中也存在着园区数量和种类过多、规划滞后、主业不突出、服务不规范、企业关联度弱、资源集约性差等弊

端和问题, 失去了产业集聚的优势, 制约了工业园区科学、健康发展。 



济利益,盲目追求地区产业集聚的规模扩张,地区间对集聚要素展开了激烈竞争甚至是恶性竞争, 地区产业

集聚过程中出现了产业集聚的无序性现象 (王缉慈、张晔, 2008) ! ;由于不顾地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依然

沿用过去大量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的低层次产业集聚模式,地区产业集聚过程中出现了掠夺性产业集聚现

象 (冯薇, 2006) ∀。自 20世纪末期以来, 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产业集聚困境,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

究。目前,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已经成为产业集聚研究的前沿领域。为此,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

述,然后针对我国产业集聚困境的表现形式,指出我国产业集聚困境的研究意义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国内外产业集聚困境研究综述

(一 )产业集聚的区域不公平的困境研究

由于产业集聚会带来巨大集聚经济利益、规模经济利益和外部经济利益,所以产业集聚条件好、集聚规

模大、集聚水平高的那些地区容易出现产业过度集聚的现象;那些产业集聚条件差、集聚规模小、集聚水平低

的地区则会出现产业集聚不足的现象。产业集聚的区域不均衡现象的加剧引发了区域间发展差距扩大以及

区域间发展的不公平。为此,许多学者以区域公平为研究目标对产业集聚区域不公平的困境进行了探讨。

Behrens和 Th isse( 2006)构建具有流动资本的两国贸易模型,将市场规模差异与组织成本差异纳入到同

一个框架中,将经济一体化解释为公司固定组织成本 ( F ixed Set- up C osts)的协调, 研究公司固定组织成本

在国家间的差异如何影响全球效率与空间公平间的权衡。研究结果表明,在固定组织成本对称性情况下,市

场在哪里导致过度集聚,规划者就在那里选择非对称的组织成本, 甚至更多的集聚。当消费者对多样化的边

际偏好高时,规划者总是偏爱拥有更大集聚规模的大国的较低的组织成本。否则,规划者总是偏爱拥有较小

集聚规模的大国的较低的组织成本。吴颖和蒲勇健 ( 2008)运用空间经济理论,构建新经济地理学 ( NEG )模

型,将区域系统的差距问题转化为区域系统福利问题,研究区域产业过度集聚负外部性对区域总体福利的影

响,并计算最优产业集聚的参数阈值。研究结果显示,在阈值范围内, 区域系统内的适度集聚会带来总体福

利水平的增加;大于适度集聚阈值,则过度集聚的负外部性会对区域系统福利带来损失。模型支撑了我国区

域政策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并对当前区域差距扩大和调整的必要性提出了理论解释。同时,明确指出政府有

必要通过调整区域间的集聚效率和集聚条件, 实现区域集聚度的空间协调, 最终达到调整区域总体福利水平

最优的政策目标。Dupont( 2007)在内生地理增长模型中分析经济一体化对个人不平等和区域差距的影响。

他假设溢出效应是地方化的,资本是完全流动的,那么地理集聚会促进学习的溢出效应和促进增长,降低区

域内和区域间的不平等。经济一体化能够促进增长和增加收益, 但却使得个人和区域不平等状况恶化。这

引起公平与效率间的权衡,因为空间公平和社会公平在一体化过程中沿着不同方向演化。因此,他提出与众

不同的政策在于增进地区间思想的交易 ( T rade in Ideas)。思想流动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即学习溢出效应的

全球化,对增长和不平等有类似货物贸易成本降低那样有益的结果, 尽管它并不产生集聚。 Suedekum

( 2006)将不可贸易的家庭物品作为第三个部门纳入 NEG模型中,分析生活总成本的空间范围。与标准的

NEG模型的预言不同, 研究结果表明核心 -边缘 ( C- P)结构能够内生地出现,在该结构中核心地区是更昂

贵的区域。假如区域产业集聚过程中生活成本上升,那么核心地区没有获得名义工资溢价的不可流动的工

人会经历实际工资的降低, 因为核心地区有更高的生活成本指数 ( COLIs)。江曼琦 ( 2006)对我国城市经济

发展问题的研究表明,许多城市问题源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过度集聚和集聚密度不够,前者造成交通拥挤等

问题, 后者引起城市蔓延问题。所谓的城市问题不是城市发展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城市发展中对于空间资源

的不合理配置所造成的,是没有注重合理集聚的结果。西方国家目前倡导的城市精明增长 ( Smart Grow th)

的思想实际上是追求城市合理的集聚密度。杜瑜和樊杰 ( 2008)将产业集聚导致都市区空间功能市场失灵

的原因归结为:第一, 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导致产业集散的低效与无序;第二,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导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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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慈和张晔 ( 2008)认为: �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很多集群中, %逐底竞争 &十分明显。浙江省企业调查队曾对全省规模
以下工业企业进行专项调查, 认为%行业恶性竞争 & (即逐底竞争 )是影响发展的主要问题的占被调查企业的 39. 5%。如永康

县具有专业化分工的成本优势的滑板车生产出口量约占全国的 90%。但一家企业研制成功某新产品, 则上百家企业模仿,产

品的生命周期只有 2个月。 

冯薇 ( 2006)认为: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传统产业集群环境污染形势不容乐观。还有土地资源紧缺等因素也制约着产
业集群的发展。依靠掠夺性地使用基础性资源驱动的高速增长越来越没有发展空间。 



过度集聚,从而过度接纳污染排放,造成环境恶化; 第三,一些公益性基本公共服务业由于自身具有规模报酬

递增特性容易导致空间过度集聚,造成基本公共服务业空间非均等化, 容易产生发展机会的不平等。

(二 )产业集聚的社会不公平的困境研究

NEG在产业集聚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产业集聚形成机制方面。但是,由于经

济主体的流动性,所以 NEG模型包含新的无效率来源,因为公司和工人迁移通常不考虑对居住在新地区的

经济主体带来的利益或损失,也不考虑对留下来的那些经济主体带来的利益或损失。因此,大多数相关研究

并不考虑产业集聚的社会愿望问题, 相关研究中是否有太多或太少的集聚 ( Too M uch or Too L ittle

Agg lom eration)仍是不清楚的 ( Charlo,t et a.l , 2006)。换言之,相关研究中产业集聚是否是社会公平的产业集

聚仍是亟待研究的问题。为此,学者们对产业集聚的社会不公平的困境进行了探讨。

O ttaviano和 Thisse( 2002)针对欧洲联盟 ( EU )一体化过程引起的核心与边缘地区社会不公平问题,利用

修改后的 K rugman的 C- P模型, 研究拥有熟练 /流动和不熟练 /不流动工人的两区域经济中集聚的最优性

( Optima lity o fAgglomerat ion)问题。研究结果表明, 当运输成本高或低时,市场导致经济活动的分散或集聚,

市场结果是社会所向往的。然而, 对于运输成本的中间值来说, 市场导致经济活动的过多集聚 ( TooM uch

Agg lom eration),而经济活动的分散是社会需要的,并对这种无效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推断, 低运输成

本对应于小地区间的运输成本,高成本则是大贸易集团间的运输成本, 中间运输成本则对应于中等规模地区

比如 EU地区间的运输成本。对于 EU来说,在单一市场效应完成以后, EU范围内会有过多的地理集中, EU

积极的区域政策应以效率为基础。Charlot等 ( 2006)利用 K rugman的 C- P模型,借鉴公共经济学和福利经

济学的分析工具,比较产业集聚和分散的两种市场结果,研究具有更好社会结果 ( Better SocialOutcome)的产

业集聚或分散的条件。尽管该问题没有清晰的答案,但是他们得出两个重要的政策结论: 第一, 区域间迁移

战略是防止经济一体化引致的产业集聚损害边缘地区利益的重要战略;第二,当区域间迁移战略没有实施

时,存在效率和个人公平间的权衡。 Pfl�ger和 S�dekum ( 2008)构建简单的、分析上易于驾驭的 NEG模型, 研

究产业集聚的社会愿望即他们所谓的最优集聚问题 ( Opt imalAgg lom eration)和有利于政策干预的效率观点。

市场结果建立在熟练工人根据其自身利益进行区位决策的基础上,其区位选择通过市场调节的金钱外部性

( Pecuniary Ex terna lity)影响价格和其他主体的福利。研究结果表明, 市场均衡的特征在于低水平自由贸易

的过度集聚 ( Over- Agglomerat ion)和高水平自由贸易的集聚不足 (Under- Agg lom era tion)。以集聚的市场趋

势与社会需要的数量差表示的 �金钱外部性净值 ( N et Pecuniary Ex terna lity) , 是市场失灵的基本原因。金

钱外部性净值在高自由贸易水平上变为正,表明集聚不足。除非与另外的拥挤力相互作用,否则集聚不足不

会出现。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尽管区域政策的制定大多基于公平考虑, 但是更加公平的空

间资源配置也能够增加效率。从配置效率的观点看,当贸易一体化得到足够发展时, 更大的集聚是社会需要

的。

(三 )产业集聚的环境损害的困境研究

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外部性:一类是来自产业活动导致生活环境退化的环境污染,即环

境负外部性,另一类为集聚正外部性 (即集聚经济 )。环境负外部性要求限制区域经济活动, 而集聚经济的

利用则要求促进区域经济活动,区域发展过程中必须在这两种外部性之间作出权衡。因此,研究这两种外部

性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是区域产业集聚困境研究的重要内容。

Grazi等 ( 2007)构建包括集聚效应、环境负外部性、区域间贸易和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两区域空间经济

模型。按照建立在社会福利和生态足迹 ( EF)指标基础上的评价值, 根据集聚效应、负外部性和贸易优势三

种空间经济现象,对五种空间经济结构进行福利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只有当环境负外部性大大超过经济福

利的其他部分即集聚和贸易效应时, EF方法才能与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方法一致。Verhoef和

N ijkamp( 2002)构建包括环境负外部性和集聚外部性的单中心城市的一般空间均衡模型,研究城市中两类外

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城市地区空间结构的市场均衡,并与孤立的环境税和与外部集聚利益补贴相结合

的环境税两种政策下的均衡相比较。结果表明,追求环境目标有时可能以降低集聚经济作为代价,但是有时

也可能促进这些集聚经济。

最近几十年,各国各地区在强调环境公平的同时环境社会冲突现象却不断增加。在环境经济学研究中,

没有考虑到区域产业集聚效应。由于产业集聚现象是环境公平和环境保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需

要将产业集聚因素纳入到环境公平分析中。为此, 针对产业集聚过程中的环境损害, 有些学者探讨基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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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考虑的区域产业集聚困境问题。H osoe和 Na ito( 2006)考虑到产业集聚通过空气污染、水污染等影响其

他部门的生产率,将环境因素引入到 NEG模型中,对跨边界的污染传播与区域集聚效应问题进行研究,研究

结果表明,人口的均衡分布取决于环境资本损害的模式,在跨边界污染存在的情况下, 某些均衡的分布模式

是可能的,并有多重均衡。环境征税政策对人口分布有较大影响, 政府对其他区域生产的制成品征收环境税

的政策能够降低区域集聚。Bow en等 ( 2009)在对产业集聚和环境不公平的区域科学解释的研究中,明确将

产业集聚纳入环境公平分析中,以新泽西州具有空气污染的工业设施的区位是否接近少数民族区位为案例,

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是新泽西州具有空气污染许可证的工业设施区位的重要决定因素,从环境公平研究

中删除它们将导致严重误导性的经验结果和结论。

(四 )集聚租金征收的困境研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是实现货物、人员、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其结果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竞

争程度的加剧。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出现两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是各国 (各地区 )财政自主权的削弱,

另一个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前者是税收竞争文献关注的焦点,后者则是 NEG文献关注的焦点。伴随着

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与区域产业集聚有关的税收问题成为国际学术界努力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

( Andersson and Fo rslid, 2003; Ludema andWooton, 2000)。由于 EU的东扩, 与产业集聚有关的税收问题再次

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 Cou libaly, 2008)。相关研究主要回答的问题是, 基于产业集聚的 �集聚租金  

(A gg lomeration Ren ts)存在并可以被征收吗?

K ind( 1998)构建了一个建立在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市场联系、贸易成本和国际税收政策间相互作用基

础上的 NEG模型,对产业集聚与资本征税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不仅考虑产业集聚的存在对最优税收政策的

影响, 而且考虑资本征税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由此得出产业集聚对最优税收政策设计的含义。在产业集聚存

在的情况下,即使资本在国际间完全流动,开放型经济中资本征税文献中零来源税不再是最优政策。通过正

来源税,政府能够利用集聚力产生的区位惯性。作为产业集聚地的国家或地区, 通过征收资本收入的来源

税,能够增加一国的福利。在 Forslid和 O ttav iano( 1999)的基础上, Andersson和 Forslid( 2003)构建了一个包

括对流动和不流动劳动力征收比例税,税收用于生产公共物品的模型,研究税收对制造业生产定位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对流动劳动力征税的增加, 流动要素分散的对称均衡是不稳定的。甚至对流动要素完全

协调的税收增加,也使得对称均衡不稳定。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 集聚力在一个地区变得具有支配力,因而

对称均衡被打破,流动要素集中在一个地区的非对称均衡得以形成。征税的范围取决于生产是集聚还是分

散。当流动要素集中时, 集聚力引起的惯性使得税收没有变为最低, 因而产生可征税的租金。Ludema和

W oo ton( 2000)的研究结果也表明, 流动要素在一个地区集中产生的惯性产生可征税的租金。 Cou libaly

( 2008)构建税收差异与集聚租金间关系的 NEG模型,利用瑞士自治市公司收入税率的数据库, 经验性地评

价可征税的集聚租金的存在。研究结果表明, 具有较高集聚租金的自治市设定较高的公司收入税率,因而证

实可征税的集聚租金的存在。与标准的新古典主义框架不同,上述的 NEG文献关键的特征是定位的滞后现

象,意味着因为需求和供给联系,生产一旦集聚在一个地区,生产往往粘滞在那里。核心地区流动要素产生

集聚租金,集聚力将流动要素转变为半固定的流动要素, 因此,这种集聚租金能够被地方政府征税。 Baldw in

和 K rugman( 2004)构建包括税收的 NEG模型, 研究存在重要的集聚经济和市场一体化情况下的国际税收竞

争和协调。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产业集聚所产生的集聚租金,更加紧密的一体化将导致 �竞争到顶  , 而不是
基本税收竞争模型 ( BTCM )中的 �竞争到底 。由于这种集聚租金是贸易一体化水平的钟形函数, 所以核心

地区和边缘地区间的税收差距也是钟形的。税收协调的政策可能使得所有国家的情况更坏,这较好地解释

了现实世界中税收协调比较少见的原因。 Borck和 Pfl�ger( 2006)在更接近现实的部分集聚的稳定均衡环境

中,研究具有集聚的税收竞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与产业对称性分配的稳定均衡和产业完全集聚在一个区

域的稳定均衡的结果不同,当只有部分集聚和流动要素没有获得集聚租金时,税收差异作为税收博弈的一种

均衡出现,集聚力的存在也表明没有必要采用税收协调政策。

(五 )破解产业集聚困境的对策研究

针对区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产业集聚的各种困境, 国内外学者试图提出破解产业集聚困境的对策措施,

以便促进产业集聚区的可持续发展。陈佳贵和王钦 ( 2005)针对区域产业集聚过程中存在的行政区划锁定、

社会资本锁定和价值链低端锁定等困境, 运用路径依赖理论对中国产业集群发展进行分析,明确指出中国产

业集群的主要竞争优势还是低成本, 处于集群发展的低端道路,存在支撑区域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缺口,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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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按照如何规避和摆脱锁定状态的思路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魏后凯 ( 2004)针对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

快速发展下,中国加工制造业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聚的特点,提议中央有关部门制订并实施全国性的产业集

群发展战略规划,设计产业集群的识别及分类指标体系, 确定今后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集群领域和重点区

域,并在技术创新、金融信贷、土地、信息服务等方面给予相应支持。当前,要组织有关方面的力量,制定有关

产业集群的识别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刘树成 ( 2005)在其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中明确指出产业集聚过

程中应特别注意产业过度集聚问题,他认为集聚效益的增加是一条倒 U型曲线。当集聚程度超过一定点

时,其效益服从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任何集聚都是有一定限度的, 特别是在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

的今天,集聚的程度更应引起人们的重视,以防止由于过分集聚引发过多的环境问题。刘世锦 ( 2003)认为,

产业集聚是一个需要引起足够关注和重视的问题。在对我国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间的关系做出科学判断

后,他明确指出, 如果某区域并不具备某个产业集聚的条件, 强行要上这种产业, 失败的概率将大大增加。杜

瑜和樊杰 ( 2008)认为,产业聚集过程中产生的负外部性明显滞后于正外部性,若不采取措施规避, 势必付出

自然要素价格飞涨、资源环境破坏的沉重代价。为此,需要根据不同产业空间发展需求,开展前瞻性的空间

规划。同时,针对产业空间集聚自身具有的循环累积效应, 进一步落实空间管制,使之既能充分发挥集聚产

生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 又能在资源环境承载范围之内, 规避过度集聚带来的负效应。Combes等

( 2005)利用 NEG方法,研究了集聚区域如何对经济环境的冲击作出反应的问题, 他们考虑不完全劳动力流

动、地方 (土地 )供应规制以及劳动力参与决策等空间政策含义,表明地方劳动力的集聚供应是区域应对冲

击调整的基本决定因素。连远强 ( 2006)利用羊群行为理论对产业集聚过程中羊群行为进行了分析。在理

论分析的基础上,他建议政府部门高度重视产业集聚过程中产生的羊群行为,正确认识并有效利用羊群行为

及其效应,培养 �领头羊  ,吸引 �群羊  ,营造一个良好的产业集聚环境,同时要以循环经济模式和协调发展

的理念来打造一种产业和谐集聚地。曹洪华等 ( 2008)在对主体功能区集聚与布局的研究中指出, 产业集聚

既是主体功能区划的重要指标,也是主体功能区优化布局的要求。主体功能区规划正是在我国现阶段粗放

式发展导致生态环境破坏、自然资源短缺和区域差距扩大背景下提出的, 旨在优化人地关系,指导各地区走

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六 )简要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前沿领域, 但是现有的研究仍处

于探索阶段,产业集聚困境的相关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国内外学者对于产业集聚困境的研究内

容和研究方法存在较大差别。其中国外学者主要利用新经济地理学方法,研究欧洲联盟 ( EU )一体化过程中

各种形式的集聚不公平的集聚困境; 国内学者则利用传统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

中产业集聚引致的盲目性、无序性和掠夺性等形式的集聚困境。

三、中国产业集聚困境的研究意义及研究方向

(一 )中国产业集聚困境的研究意义

我国区域发展的实践表明,区域产业集聚状况的变化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变迁。改革开放前,我国

在区域产业布局上主要以均衡发展战略为指导思想,区域产业政策片面追求区域平衡目标,过分强调生产力

的均衡布局和地方工业自成体系,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的共同安排下,区域产业的低水平

集聚导致区域经济增长缓慢。改革开放后,区域产业政策将效率原则放到优先的地位,生产要素从低效部门

和地区流向高效部门和地区,产业集聚环境形成并不断完善。生产要素持续向东部发达地区集聚,促进了东

部发达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极大地提高了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微观经营机制

的改革创造出的新增资源要求被配置到最有效益的产业和部门,东部发达地区产业集聚规模和集聚程度进

一步提高。然而,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部分发达地区却陷入了产业集聚无序性、盲目性和掠夺性

的困境。上述产业集聚的种种困境已经引起了学者和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区域产业集聚发展有利于经济要素的集约和优化配置, 有利于行业间的融合和相互协作,有利于资源的

共享和循环利用,是实现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合理布局的有效途径。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发展现代制造业

的集中区、吸引投资创业的重点区和机制改革的先导区,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和重要支

撑。因此,面对上述的区域产业集聚困境,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廓清一系列问题。迄今为止,尽管学术界已对

产业集聚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于区域产业集聚困境的理论研究却相对薄弱,因而产业集聚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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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研究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宏观背景下,面对资源性产品需求快速增加、战略资源对外依存度大幅度

提高、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压力日益凸显等突出问题,区域产业集聚过程中迫切需要破解区域产业集聚困境

的对策措施。因此,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破解区域产业集聚困境的政策措施, 有利于促进区域产业的

关联发展、成链发展、集约发展和合作发展,有利于形成集聚功能清晰、集聚导向明确、集聚秩序规范、集聚强

度适当的区域产业集聚格局,因而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中国产业集聚困境未来的研究方向

目前,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前沿领域。但是我国现有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

段,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针对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背景下,产业集聚过程

中存在的盲目性集聚、无序性集聚、掠夺性集聚等形式的集聚困境,我国未来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将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区域产业集聚困境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不同类型的集聚

困境既受到区域客观因素 (例如资源环境约束 )的影响,也受到区域主观因素 (例如认知行为偏差 )的影响,

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因此有必要对区域产业集聚困境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梳理。

第二,产业集聚困境的资源环境约束研究。区域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决定了区域产业集聚的规模和程

度,区域资源环境状况对区域产业集聚困境产生重要影响,以往的研究缺乏对该问题的定量研究。因此, 有

必要借助现代研究技术 (比如地理信息系统 G IS) ,对于资源约束下区域产业集聚困境的变动状况进行分析。

第三,产业集聚困境的认知、行为偏差研究。传统的产业集聚理论对于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等理论问题

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对于产业集聚过程中的盲目性、无序性和掠夺性困境等非理性集聚行为则无能为

力。相反,从行为经济学和行为博弈论的角度入手,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该困境的内在机理。为此,有必要

借鉴行为经济学和行为博弈论的理论和方法, 从产业集聚过程中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入手,从微观上阐释

产业集聚困境的行为机制和内在机理。

第四,区域资源环境约束、认知行为偏差、产业集聚困境的相互作用机理研究。以往的研究认为,资源环

境状况是区域产业集聚困境的主因。但是,经济主体对于产业集聚的认知偏差、在产业集聚过程中的行为偏

差是否也是区域产业集聚困境的重要影响因素? 区域的资源环境约束、经济主体自身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

差是否交织影响? 这种交织作用是否进一步加大了资源环境约束,导致困境愈陷愈深? 因此,有必要借助新

的研究方法 (比如结构方程模型 SEM )对此问题进行定量刻画。

第五,破解产业集聚困境的对策措施。现有的破解产业集聚困境的对策措施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因

此,有必要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以便为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决策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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