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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基础下的产业集群发展分析 
苏丹 

（荥阳市产业集聚区 河南 郑州  450100） 

 

摘要：从本质上分析，产业集群其实就是劳动分工和协作的制度性安排，是一种以一定区域文化沉淀、利用区域成员间

的社会网络互动构建的，更是在区域特色文化吸出、网络成员信任网络以及价值规范中嵌入的经济现象。在新经济背景下，

产业集群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以新经济为基础，利用相应有利条件，探讨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

制定产业集群的发展策略，促进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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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属于经济现象，一直备受国内外研究学者关

注。从产业集群的发展历史分析，产业集群思想理论最初可

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基人 Adim．Smith 的劳动分工和劳

动价值理论观点[1]。但真正开始关注产业集群现象，并进行

系统分析的的则是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 Marshall，Marshall

对工业区经济现象进行描述[2]。之后的研究学者在提出产业

集群这一概念，或是研究产业集群这一概念，均是在 Marshall

理论基础上进行的。在 1990 年，产业集群成为一个正式概

念，并在《国家竞争优势》中首次出现，书中将产业集群划

分在一个适当大范围内，指在某一领域中，产业中大量联系

密切企业和相应支撑机构以十分紧密的状态集聚在一起，最

终形成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现象，也就是产业集群[3]。现在，

这一概念不仅被经济学领域接受，而且被管理学以及地理学

等多种学科接受。在全球经济化背景下，产业集群也迎来了

发展问题，如何在现有背景下继续进行产业集群可持续发

展，是经济领域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下文主要介绍在新经济

背景下，产业集群的实际发展情况。 

一·结构调整 

在新经济背景下，各类产业集群均面临着严重的冲击，

其空间架构、空间拓展均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体

现在以下数个方面。第一，空间集聚-扩散这一过程的异化。

伴随着企业规模的过大，跨国公司的数量日益增加，这些公

司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行为。而现代化背景下日益先进

的通讯技术与交通技术无疑是促使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有

力支撑，也让产业地理要素逐步出现明显非均衡扩散特征[4]。

第二，核心-边缘效应的变化。在新经济背景下，传统核心-

边缘效应发生一定变化，有两个方面有跟本变化发生[5]。第

一方面，二元经济依然处于持续强化状态，这是加剧核心-

边缘效应的主要原因[6]。第二方面，跨国公司数量日益增加，

跨国公司的实际作用日益加强，所以核心-边缘效应现今处

于新空间层次中，并在这一层次中达到有效强化[7]。这些跨

国公司均依托产业集群，不断培育其创新环境、创新机制、

创新理念，并在企业实际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创新的价值，

促使跨国公司发生条于是发展，有效促使整体产业结构升

级。第三，枢纽区域飞速增长。子新经济背景下，企业地理

位置空间枢轴逐步发生变化，日益完善、迅速生长。从区域

经济角度分析，这些枢纽区域属于孵化器、经济发展创新加

速器，可促进产业经济发展，可明确产业集群的优势地位。 

二·分工与竞合中的存量拓展 

受到全球经济化影响，生产国际化进程日益加速，国际

分工和专业化合作程度日益加深。这一国际分工变化无疑会

对后发国家城市的经济空间整合情况造成长远影响。国际产

业转移无疑为我国产业集群创造了更好的待遇及条件。在这

种背景下，我国传统产业迎来了较大发展危机，发达国家的

跨国公司逐步将业务扩展到本国，其产业无疑会对本国产业

发展造成严重威胁与影响，甚至会导致本国产业崩溃[8]。但

是产业集群却强调地方能力和环境导致的地方差异性创新

活动，希望通过创新活动获得更好的发展。从产业集群角度

分析，集群中企业可在产业上存在较强关联性，双方可共享

技术、资源以及信息等多种要素，可获取外部经济以及规模

经济形成的双重效应。再者，集群内企业还可通过形成竞争

合作以及分工写作的互动式关联，促使企业持续创新动力构

成，在此基础上带来一系列产品创新，促使本国产业迅速升

级。 

三·可持续发展 

从客观角度上分析，我国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国

际竞争能力以及污染治理能力等方面，均处于全球弱势地

位，所以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更差。在这种状态

下，构建或生成区域产业群无疑可形成可持续发展轨道。在

建构以及形成产业集群过程中，产业集群的产业地理集聚性

无疑可促使集聚区形成对应环境氛围，并对区域经济发展造

成较大影响。在新经济背景下，实现产业集群式发展，无疑

可促使我国传统产业走进可持续发展道路，可在全球与世界

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不断增强我国传统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

实力，促使我国传统产业获得更好的发展与进步。 

四·社会资本优势下的增量扩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以及区域竞争现象日益

激烈，竞争力大小直接受产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影响。若该产

业相关企业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其市场竞争能力明显更

强；若该产业相关企业具有较低的创新能力，其市场竞争能

力明显较弱。从企业创新调查分析可发现，创新多源于国家

或是区域内部中存在地理集中特性、产业属性的企业集群活

动中。在企业的生态系统中，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有效结合，

形成互相集合的族群，通过某一种共生关系形成相应企业集

群。从本质角度上分析，企业集群是一种关系网络灵活、规

范契约明确的统一体。通过分析社会资本，充分掌握企业集

群内部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不仅可以从各个不同角度分

析、结石企业集群自身具备的强大竞争优势，还可在推动、

规范、认识企业集群内部社会资本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做出卓

越贡献。因为集群具有空间上集聚、产业专业化特点，并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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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应的专业化地理分工特性。社会资本优势属于集群形成

地域分工基础，可基于此有效强化外部经济，促进相关技术

创新扩散，提升企业合作效率。但伴随着信息化技术的飞速

发展，全球经济统一化，集群区域若拥有相对雄厚的社会资

本，可轻易吸引区外具备相应要素的集群，促使独特产业分

工动力形成，继而达到利用集群效应形成外部经济的目的。 

五·资本流动全球化 

资本市场上存在跨国资本全球流动以及企业资金拆借

等多种新经济因素，这些因素如今将企业与企业、群与群之

间形成一体化战略性联盟。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企

业跨国发展过程中，资金链会进行重组，这一现象会对区域

经济、产业集群演化造成重要影响，目前产业集群重构正在

受影响；基于互联网技术，企业及企业集群虚拟网络架构逐

步问世，并构成了网络多个节点、节点和中心节点的交错结

合，网络内的资金流动速度迅速，且呈四通八达特点，可及

时在有需求区域补充相应资金；群内企业间、群与群之间受

功能连接影响，逐步朝战略连接转化，传统功能连接主要指

资金流、人流、信息流、物流等等，这些功能是促使企业与

企业互相作用关联的重点。而运动流群与群之间的空间位置

流动则指跨越国界的流动，是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的流动，是

由资金链结合形成的战略联盟形态。 

六·结束语 

产业集群可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卓越的影

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充分明确新经济背景下的产业集群实

际发展情况，明确产业集群的实际发展趋势与发展方向，促

进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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