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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先进制造业企业及其关联机构的地理集中ꎬ具有地域性、世界性和先进

性ꎬ在主导全球价值链、网络创新、科技创新、品牌创新、国际化创新和集群治理创新等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ꎮ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长的动力机制有区域创新网络驱动力、市场与政府驱动力和全球价值链驱动力ꎮ 主体

机制是企业、地方政府和合作机构的作用机制ꎬ三者通过集群创新活动促进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长ꎮ 我国

部分先进制造业集群具备国际竞争力ꎬ但仍存在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ꎬ先进制造业成本居高不下ꎬ集群企业主

体活力有待加强ꎮ 培育中国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措施有制定和落实发展规划ꎬ加强先进制造业集群网络、
技术、品牌和国际化创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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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ꎬ加快建设制造强国ꎬ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ꎬ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

值链中高端ꎬ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ꎬ要提升产

业链水平ꎬ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

的竞争优势ꎬ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ꎮ 世界级

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其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

经济和主导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经济效应ꎬ得到许

多国家和地区的青睐ꎮ 美国硅谷高科技产业集

群、美国西雅图航空产业集群、德国斯图加特汽

车产业集群、中国深圳通讯设备产业集群、芬兰

埃斯波通讯设备产业集群、瑞士手表产业集群等

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成功实践显示出集群经济的

旺盛生命力ꎮ 先进制造业集群政策支持正成为

许多国家或地区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措

施ꎮ 本文主要分析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概

念界定、本质特征与成长机制ꎬ同时对中国世界

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现状进行评估并提出对

策建议ꎮ

一、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内涵与本质特征

(一)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内涵

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Ｗｏｒｌｄ － Ｃｌａｓ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的理解需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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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业集群(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ｌｕｓ￣
ｔｅｒｓ)和世界级产业集群(Ｗｏｒｌｄ － Ｃｌａｓ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入手ꎮ 先进制造业集群具有产业集群的一般特

征ꎬ同时体现制造业的先进性ꎮ 与传统制造业集

群相比ꎬ先进制造业集群具有产业、技术、制造模

式和管理的先进性ꎮ〔１〕先进制造业集群是随着现

代科技和信息技术发展而变化的ꎬ是动态概念ꎬ
体现制造业集群的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柔性

化和生态化方向ꎮ 世界级产业集群强调产业集

群的全球竞争力和世界级产业共生平台ꎮ 成长

春等认为ꎬ世界级产业集群需拥有全球视野ꎬ在
全球范围内配置创新资源和开展创新活动ꎬ对全

球产业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市场营销、空间网

络和区域经济等具有影响力和控制力ꎻ〔２〕杨春蕾

认为ꎬ世界级产业集群是一种链式共生平台ꎬ由
比较优势产业和各类生产要素集聚与融合形成ꎮ
这种链状关系包括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服务

链、信用链、信息链、资金链等ꎮ〔３〕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先进制造业集群

的高级形态和产业集聚高地ꎮ 侯彦全等认为ꎬ世
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在一定区域内的先进制

造业网络ꎬ由若干拥有特定先进技术的企业、行
业组织和科研院所等机构围绕共同目标共生形

成ꎬ具有组织高度网络化、强大包容性和根植性

特征ꎬ能够引领全球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ꎮ〔４〕 郭

永海等认为ꎬ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网络ꎬ由龙头企业、科研院

所与相关支持机构等高度集聚形成ꎬ产业技术领

先ꎬ集群协同度高ꎮ〔５〕杜宇玮认为ꎬ一个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至少应满足四

个标准:行业、技术、产品与组织的“先进性”ꎬ拥
有完整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系统性”ꎬ兼具规模

效应和辐射效应的“集群性”ꎬ深度融入并主导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世界性”ꎮ〔６〕

可以认为ꎬ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内涵体

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域性ꎬ是某一制造业中若

干跨国公司和大量中小企业的地理集中ꎻ二是世

界性ꎬ集群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ꎻ三是先进性ꎬ

在科技创新、商业模式、产业生态等方面引领世

界某一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服务化、绿色

化、生态化发展ꎮ 可见ꎬ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是先进制造业企业及其关联机构、中介机构、大
学与科研机构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理集中ꎬ是
一种独特的开放的区域创新网络ꎻ是在技术、产
品、工艺、营销等全球价值链环节处于中高端ꎬ在
国际化运营、商业模式、产业平台、网络链接、集
群治理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先进制造业

集群ꎮ
(二)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本质特征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本质特征是主导

全球价值链ꎬ引领世界科技创新、品牌创新、国际

化创新、网络创新和集群治理创新ꎮ
１. 主导全球价值链ꎮ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

群通常由一家或几家大型企业和大量中小企业

构成ꎬ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形成明显的配套协作

和互惠共生关系ꎮ 集群经济影响的地理范围大、
规模经济效应显著、市场占有率高ꎬ在全球价值

链中占据重要地位ꎮ
２. 集群网络创新ꎮ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具有较高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ꎬ拥有比其

他区域低得多的制造成本以及贸易制度成本ꎮ
Ｓｅｘａｎｉａｎ 对美国硅谷和 １２８ 号公路地区两个高

新技术产业集群基地进行比较研究显示ꎬ硅谷的

创新繁荣与 １２８ 号公路地区创新衰落的原因是

两者的制度和文化差异ꎬ硅谷形成了一种分散但

合作的产业合作创新系统ꎬ而 １２８ 号公路地区以

独立、自给自足的公司为主导ꎮ〔７〕

３. 集群科技创新引领ꎮ 美国硅谷高科技产

业集群、德国斯图加特汽车产业集群、中国深圳

通讯设备产业集群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ꎬ重
视研发投入ꎬ引领世界制造业科技创新方向ꎮ 根

据欧盟委员会官网发布的 ２０１７ 全球企业研发投

入排行榜显示ꎬ德国大众 ２０１７ 年研发投入 １３７
亿欧元ꎬ连续 ４ 年位居全球第 １ 位ꎻ美国谷歌和

微软研发投入分别为 １２９ 亿欧元和 １２４ 亿欧元ꎬ
位居全球第 ２、３ 位ꎻ华为研发投入 １０４ 亿欧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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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苹果研发投入(９５ 亿欧元)ꎬ位居全球第 ６
位、中国第 １ 位ꎮ 深圳通讯设备产业集群具有世

界级科技创新能力ꎬ其研发投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

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３. ８１％升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４. １３％ ꎮ 深

圳市发布的«２０１７ 年知识产权发展状况白皮书»
显示ꎬ深圳 ２０１７ 年 ＰＣＴ(Ｐａｔ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
ｔｙ)国际专利申请量 ２０４５７ 件ꎬ占全国的 ４３％ ꎮ
深圳通讯设备产业集群拥有华为、中兴、腾讯、苹果

公司华南运营中心、微软公司物联网实验室、高通

公司无线通信和物联网技术展示中心等企业ꎮ
４. 集群品牌创新引领ꎮ 世界品牌实验室研

究认为ꎬ国家品牌对一个企业或产品品牌的贡献

至关重要ꎬ贡献率为 ２９. ８％ ꎮ 例如ꎬ瑞士手表是

高质量手表的象征ꎬ对瑞士手表企业和手表产品

的营销具有正面影响ꎮ 又如ꎬ“德国制造”这一

国家品牌体现了产品的质量和安全ꎬ对德国经济

发展的贡献显著ꎮ “德国制造”标志的产品在世

界市场上具有营销优势ꎬ不仅德国机械设备、汽
车等制造业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ꎬ而且德国制造

业的管理人员更容易获得理想的职位ꎮ 日本前

首相中曾根康弘曾说:“在国际交往中ꎬ索尼是我

的左脸ꎬ松下是我的右脸ꎮ”ꎮ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

集群拥有著名的区域品牌ꎮ 旧金山硅谷、武汉光

谷、青岛家电、合肥智谷等产业集群都有世界级

区域品牌ꎮ 区域品牌具有地域性、产业性、名牌

性以及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公共物品特性ꎮ 从

世界范围看ꎬ政府往往是区域品牌建设的组织者

和推动者ꎮ
５. 集群国际化创新引领ꎮ 世界级先进制造

业集群国内外要素双向流动频繁ꎬ内向国际化和

外向国际化相互促进ꎮ 本地蜂鸣—全球通道

(ｌｏｃａｌ ｂｕｚｚ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ｓ)可以解释本地信

息流动及外部知识交换等现象ꎮ〔８〕本地蜂鸣是指

地理空间临近的企业及其相关机构之间的频繁

交流与交易、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频繁交流ꎬ促
进了隐形知识在产业集群中流动的现象ꎮ 行业

的秘密不再是秘密ꎬ空气中弥漫着产业的气味ꎮ
全球通道是指集群企业获取国际化外部资源的

战略通道ꎬ强调跨国公司和国际企业在产业集群

成长中的重要功能ꎮ 集群国际化有利于集群企

业获取全球生产网络的技术和知识溢出ꎬ有利于

集群本地知识与全球知识的相互融合ꎬ促进集群

技术创新、知识创造和产业升级ꎮ 学习过程和知

识获取是有区别的ꎬ学习过程发生在本地集群网

络ꎬ知识获取发生在集群国际化的全球通道ꎮ 高

水平的产业空间集聚和多元化的全球通道并存ꎬ
是集群成长的特殊优势ꎮ Ｏｗｅｎ － Ｓｍｉｔｈ ＆ Ｐｏｗｅｌｌ
的研究证明ꎬ全球通道输送的外部知识对波士顿

生物技术集群创新具有决定性影响ꎮ〔９〕

６. 集群治理创新引领ꎮ 集群治理 (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是一种集群主体间协调机制ꎬ协调

集群主体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契约关系ꎮ〔１０〕

Ｂｏａｒｉ 等基于产业集群内部治理结构特征ꎬ认为

集群治理演进有四个阶段ꎬ即准纵向一体化、纵
向依赖关系、纵横双向互动关系和网络层级关

系ꎬ〔１１〕实质是向竞争与合作有序、协同创新演

进ꎮ 集群治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ꎬ核心企业协

调、行业协会治理和地方政府治理ꎮ

二、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成长机制

产业集群的成长机制有动力机制、主体机制

等方面ꎬ动力机制回答促进集群成长的力量是什

么? 主体机制回答促进集群成长的主体有哪些?
总体看来ꎬ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长的动力机

制有区域创新网络驱动力、市场与政府驱动力和

全球价值链驱动力ꎮ 主体机制是企业、地方政府

和合作机构的作用机制ꎬ三者通过科技创新、制
度创新和协同创新促进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成长ꎬ如图 １ꎮ
图 １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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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力机制

１. 区域创新网络驱动力ꎮ 区域创新网络驱

动力是先进制造业集群成长的根本动力ꎮ 随着

区域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ꎬ依靠自然资源和生产

要素的大量投入促进集群成长的粗放型和数量

型模式难以为继ꎮ 同时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和

反倾销、反补贴、绿色贸易壁垒等贸易保护主义

手段的滥用ꎬ集群企业的低成本优势迫切需要向

质量、技术、标准、品牌、售后服务等新竞争优势

转变ꎮ 从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看ꎬ在集群诞生阶

段ꎬ自然资源和投资驱动有利于产业集群形成一

定规模ꎬ产生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应ꎬ形成低

成本优势ꎻ而在集群成长阶段ꎬ企业之间的低成

本竞争导致竞相低价ꎬ低价格往往是低质量的代

名词ꎬ低成本优势迫切需要转变ꎮ 这一阶段ꎬ集
群的数量型发展必须向质量型发展转变ꎮ 区域

创新网络形成的学习经济效应、技术溢出效应、
竞合经济效应和共生经济效应ꎬ促进企业之间比

学赶超和合作共赢ꎮ 创新驱动成为世界级先进

制造业集群发展的主要动力ꎮ
２. 市场与政府驱动力ꎮ 市场主导和政府引

导是先进制造业集群成长的基本动力ꎮ 市场主

导包括市场需求的拉动和市场竞争的推动ꎮ 市

场需求是拉动集群创新的力量ꎬ起到“胡萝卜”
的作用ꎬ是诱导先进制造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原始

动力ꎬ可以吸引企业家投资ꎬ激励企业家创新ꎬ引
导政府扶持ꎮ 市场竞争是集群创新的推力ꎬ起到

“大棒”的作用ꎬ迫使企业竞相改进生产技术、提
高劳动生产率ꎬ激发企业兼并重组ꎬ促进资本积

累ꎮ 政府引导包括政府资金投入、税收优惠、金
融支持等优惠政策的拉力和环保标准、投资限制

等限制政策的压力ꎮ
３. 全球价值链驱动力ꎮ 嵌入全球价值链是

先进制造业集群成长的外部拉力ꎮ 全球价值链

驱动力有三种类型ꎬ生产者驱动、消费者驱动和

混合驱动ꎮ 生产者驱动价值链是技术能力驱动

价值链ꎬ主要以生产型跨国公司的研发水平、核
心技术、工艺水平、技术标准等技术能力为核心ꎬ

来协调全球价值链的研发、生产、营销、物流、回
收等环节的经济活动ꎮ 技术能力领先的跨国公

司ꎬ在全球价值链中具有技术支配地位ꎬ通过制

定和实施技术标准、核心技术垄断和贸易规则ꎬ
分享国际分工利益的绝大部分ꎮ 消费者驱动型

价值链是市场能力驱动价值链ꎬ主要以流通型跨

国公司的销售、渠道、品牌、物流等市场能力为核

心ꎬ来协调全球价值链的研发、生产、营销、物流、
回收等环节的经济活动ꎮ 市场能力领先的跨国

公司ꎬ在价值链中占据市场营销支配地位ꎬ掌握

了对全球价值链的市场营销支配权ꎬ通过营销渠

道控制、品牌溢价和大规模物流优势ꎬ分享国际

分工利益的绝大部分ꎮ 绝对的生产者驱动价值

链和绝对的消费者驱动价值链是很少的ꎮ 大多

全球价值链的主导企业兼有生产者驱动力和消

费者驱动力ꎮ 在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ꎬ往往

具有 １ 个或几个集群核心企业ꎬ这些核心企业往

往是技术能力领先的跨国公司ꎬ或市场能力领先

的跨国公司ꎬ或两种能力均领先的跨国公司ꎮ
(二)主体机制

１. 企业主体ꎮ 集群企业主体有核心企业和

外围企业之分ꎮ 在核心企业主导型集群中ꎬ企业

间网络是介于科层制和市场制之间的中间型体

制ꎬ具有连续性共生弱科层性质ꎮ 产业集群在核

心企业领导下ꎬ制定共同发展战略ꎬ加强协同创

新ꎬ管理分销网络ꎬ以及实施集群国际化战略ꎮ
核心企业位于外围企业网络和客户网络的

中心ꎬ起着领导者的作用ꎮ 核心企业具有更大规

模、更高成长性、更强创新能力、更大的采购零配

件能力ꎬ依靠其实力和商誉倡导企业之间信任、
契约、连续性交易文化ꎮ 由于核心企业具有规

模、市场地位、核心知识、企业家能力等方面的优

势ꎬ核心企业有能力和动机做出对集群其他企业

来讲具有正外部性的经营和投资活动ꎮ〔１２〕 核心

企业往往是集群内的“知识守门者”ꎬ具有广泛

的外部网络联系基础ꎬ在集群创新网络中处于中

心位置ꎮ Ｇｉｕｌｉａｎｉ 研究发现ꎬ核心企业能够通过

其较强的知识和技术吸收能力ꎬ有效吸收来自产

—９８—

加快培育中国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研究



业集群外部的异质性知识与技术ꎬ同时可以将所

吸收的外部异质性知识和技术转换成为可被集

群内部识别、学习和吸收的集群知识和技术ꎬ将
“知识的空气”弥漫到集群上空ꎮ〔１３〕 集群核心企

业的行为对外围企业具有较强的两种正外部性ꎬ
一是网络的正外部性ꎬ主要是指对集群内部企业

分包网络和集群外部的生产网络的正面作用ꎻ二
是集群的正外部性ꎬ主要是指对集群中的共性技

术研发、职业教育、人力资源培训、信息服务、产
业联盟、公共服务机构、公共产品提供等方面的

正面作用ꎮ
企业主体的核心是企业家ꎮ 企业家位于世

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创新之轮的“轴心”ꎬ是企

业创新发展的主导者ꎮ 企业家创新的动机主要

有个人收入增加、信誉追求和事业追求ꎮ 优胜劣

汰的市场竞争锻炼出一批又一批企业ꎮ 竞争性

行业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薪酬应由市场决定ꎬ而不

是政府决定ꎮ 成功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往

往拥有一批勇于创新和善于创新ꎬ具有冒险精神

和预测能力的企业家ꎮ 在深圳ꎬ一批民营企业家

的好奇、冒险、创意与融合对深圳通讯设备产业

集群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例如ꎬ马化腾(腾讯

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任正非(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创始人、总裁)、李东生(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ＣＥＯ)、陈志列(研
祥高科技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等贡献卓越ꎬ均
入选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的改革开放 ４０
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ꎮ

２. 政府主体ꎮ 地方政府在先进制造业集群

成长中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集群网络的

促进器(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ꎬ促进集群企业结网ꎬ营造互

惠共生的集群网络结构ꎻ二是动态比较优势的催

化剂(Ｃａｔａｌｙｓｔ)ꎬ扶持潜在比较优势产业ꎬ支持核

心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独角兽企业ꎻ三是公共机

构的建立者(Ｂｕｉｌｄｅｒ)ꎬ提供公共产品ꎬ支持共性

技术研发ꎬ促进产业联盟ꎮ 政府通过战略规划、
资金支持、政产学研合作等制度创新引导世界级

先进制造业集群成长ꎮ

(１)战略与规划引导ꎮ 美国通过«２０１０ 美国

竞争力再授权法案»和 ２０１１ 年修订的«１９８０ 年

史蒂文森 －怀勒技术创新法案»布局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ꎮ 法案要求美国商务部启动区域创新

战略计划(ＲＩＳ)ꎬ鼓励和支持区域创新发展战

略ꎮ 战略计划的主要内容有支持区域创新集群

的专项经费、支持科技园区的专项经费、科技园

区基础设施贷款担保、区域创新研究和信息计

划、支持小企业参与集群合作网络ꎮ〔１４〕２０１２ 年美

国政府提出“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ＮＮＭＩ)ꎬ在全

国范围内建立多个制造业创新中心ꎬ形成新技术

研发和产业化的协作网络ꎮ 德国把集群战略作

为顶层设计ꎬ构建技术革命(以高新技术战略为

代表)、工业革命(以工业 ４. ０ 为代表)和组织革

命(集群战略为代表)的国家战略体系ꎬ三大革

命三位一体ꎬ相互促进ꎮ 德国集群战略启动较

早ꎬ１９９５ 年德国实施“生物区域计划”ꎬ２００７ 年实

施“领先集群竞争计划”和 ２０１２ 年实施“走向集

群计划”ꎮ
(２)资金支持ꎮ 美国商务部在 ２０１０ 年实施

的“区域创新战略计划”中ꎬ设立“种子基金”项

目ꎬ股权投资区域产业集群内的初创企业ꎮ 硅谷

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与政府对风险投资

的引导密不可分ꎮ 在斯坦福大学旁边的沙丘大

街 ３０００ 号ꎬ集中了 ２００ 多家风险投资机构ꎬ集聚

了全美 ３０％以上的风险投资资金ꎮ
(３)政产学研合作ꎮ ２０１０ 年美国能源部与

商务部经济发展局、小企业局、国家标准技术研

究院等部门联合ꎬ支持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能效

建筑领域的大费城创新集群ꎬ即建筑能源创新联

盟ꎬ资助金额 １. ３ 亿美元ꎮ
３. 集群合作机构ꎮ 集群合作机构ꎬ如行业协

会等ꎬ作为企业与政府的中介机构发挥协同创新

的作用ꎮ 集群合作机构一方面贯彻区域地方政

府的集群政策精神ꎬ另一方面向区域地方政府反

应集群企业的诉求和呼声ꎮ 例如ꎬ德国的集群合

作机构是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处于中立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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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ꎬ具有桥梁和纽带作用ꎬ既贯彻地方政

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意图ꎬ又精准服务集群企业ꎮ
德国集群合作机构多数是公司型组织ꎬ部分是联

合会型组织ꎮ 如德国东威斯特法伦 － 丽璞(Ｏｓｔ￣
ｗｅｓｔｆａｌｅｎ － ＬｉｐｐｅꎬＯＷＬ)智能制造创新集群的合

作机构主要是 Ｉｔ’ ｓ ＯＷＬꎮ 该机构是非营利组

织ꎬ由当地政府管辖ꎬ采用公司化运作ꎮ 核心职

责是指导集群创新项目申报、技术转让、资金分

配、对外合作对接、专业知识共享等方面ꎮ

三、中国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现状评估

改革开放以来ꎬ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迅

速ꎬ出现了中关村高科技产业、武汉光谷、合肥智

谷、青岛家电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先

进制造业集群ꎮ 但是ꎬ与发达国家相比ꎬ一些世

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仍存在价值链低端锁定的

风险ꎬ某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ꎬ集群企业主

体创新活力有待提升ꎬ先进制造业成本仍有下降

空间ꎮ
(一)部分先进制造业集群具备国际竞争力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ＵＮＩＤＯ)的统计报告

显示ꎬ２０１０ 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达 ２. ０５ 万亿美元

(按 ２０１１ 年年初汇率计算)ꎬ占世界制造业产出

的 １９. ８％ ꎬ位居全球第一ꎮ 此后 ８ 年ꎬ中国制造

业产值一直保持世界第一ꎮ ２０１７ 年中国工业增

加值 为 ２８ 亿 元 人 民 币ꎬ 占 ＧＤＰ 的 比 重 达

３３. ８５％ ꎮ〔１５〕２２０ 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

一ꎬ例如彩色电视机、家用电冰箱、空调、洗衣机

等家用电器ꎬ微型计算机、手机、集成电路等信息

产品ꎬ汽车、船舶等运输产品ꎬ粗钢、电解铝、化
纤、平板玻璃等中间产品ꎮ 在高速轨道交通、北
斗卫星导航、移动通信系统设备、载人航天设备、
万米深海石油钻探设备、百万千瓦核电装备、特
高压输变电设备、火电装备、水电机组等先进制

造业方面ꎬ中国已经具备全球竞争力ꎮ
以家电产业集群为例ꎬ世界级家电产业集群

主要分布在中国、日本和韩国ꎮ 日本东京家电产

业集群中有日立、索尼、东芝和松下 ４ 家企业入

选 ２０１８ 年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ꎬ 合计营业收入

２６９３. ６亿美元ꎻ韩国家电产业集群中有三星电子

和 ＬＧ 电子入选 ２０１８ 年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ꎬ合计营

业收入 ２６６２. ５ 亿美元ꎻ中国家电产业集群中有

美的和海尔 ２ 家企业入选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ꎬ合计

营业收入 ５９３. ５ 亿美元ꎮ (见表 １)
表 １　 世界级家电产业集群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 ２０１８ 年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整理ꎮ

中国珠三角家电产业集群具有较强的国际

竞争力ꎮ 珠三角家电产业集群中ꎬ美的、海信科

龙电器、珠海格力电器、ＴＣＬ、创维数码和康佳 ６
家企业入选 ２０１８ 年财富中国 ５００ 强ꎬ合计营业

收入 ８９７. ４ 亿美元ꎻ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中ꎬ青岛

海尔和青岛海信 ２ 家企业入选 ２０１８ 年财富中国

５００ 强ꎬ合计营业收入 ２８４. ４ 亿美元ꎮ
从世界通讯设备产业集群看ꎬ中国深圳通讯

设备产业集群全球领先ꎮ 通讯是信息社会的“神
经网络”ꎮ 当前全球五大通讯设备巨头是位于中

国深圳的华为、位于美国圣何塞的思科、位于芬

兰埃斯波的诺基亚、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爱立

信和位于中国深圳的中兴ꎬ中国占 ２ 家ꎬ其中华

为位列第一ꎮ ２０１８ 年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显示ꎬ华为

营业收入 ８９３. １ 亿美元ꎬ远高于思科(４８０. １ 亿

美元)、诺基亚(２６０. ９ 亿美元)和爱立信(２３５. ６
亿美元)的营业收入ꎮ 从盈利能力指标利润额

看ꎬ思科第一(９６. １ 亿美元)ꎬ华为第二(７０. ２ 亿

美元)ꎬ而诺基亚和爱立信处于亏损状态ꎮ 中国

深圳通讯设备产业集群的两家核心企业华为和中

兴合计营业收入达到 １０５４. １ 亿美元ꎮ (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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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世界级通讯设备产业集群分布

资料来源:２０１８ 年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和财富中国 ５００ 强ꎮ

(二)先进制造业集群存在价值链低端锁定

的风险

在全球价值链中ꎬ不同国家或地区产业集群

的话语权和支配权不同ꎬ导致不同产业集群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一定差异ꎮ 价值链治理模

式可以体现不同区域产业集群的价值链地位差

异ꎮ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 Ｓｃｈｍｉｔｚ 认为ꎬ价值链治理模式

有四种类型ꎬ即市场型、网络型、准科层型和科层

型ꎬ〔１６〕 这四种类型的市场主体在全球价值链上

的权力不对称程度逐渐加大ꎮ Ｇｅｒｅｆｆｉ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认为ꎬ价值链治理模式有五种类型ꎬ
即市场型、关系型、俘获型、科层型和模块型ꎬ〔１７〕

五种类型交易的复杂程度、可编码化能力以及供

应能力有一定差异ꎬ从价值链行为主体之间协调

能力看ꎬ市场型最低ꎬ而科层型最高ꎮ 准科层型

与俘获型价值链治理模式类似ꎬ价值链行为主体

权力不对等ꎬ一方控制权大于另一方ꎬ控制权大

的一方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ꎮ 发展中国家产业

集群与发达国家相比ꎬ价值链控制力明显处于弱

势ꎬ在全球价值链上往往被国外跨国公司控制ꎬ
处于准科层型或俘获型价值链治理模式中ꎮ 发

展中国家产业集群中ꎬ企业技术创新、营销创新、
工艺升级、国际化战略往往受制于国外跨国公

司ꎮ
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

«将贸易和投资引向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ꎬ中
国是全球制造业和装配业的重要贸易枢纽ꎬ电话

机、数据处理设备、集成电路电子和机械产品具

有比较优势ꎮ 部分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关键技术

缺乏自主知识产权ꎬ面临“低端锁定” 的风险ꎮ

中国制造业全行业技术创新贡献率平均水平约

为 ４０％ ꎬ远远低于美、日、韩等制造业创新驱动

型国家水平(平均 ７０％ 以上)ꎮ〔１８〕 世界品牌实验

室根据品牌影响力(Ｂｒ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的三项关键

指标ꎬ即市场占有率(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ｒｅ)、品牌忠诚度

(Ｂｒａｎｄ Ｌｏｙａｌｔｙ) 和全球领导力 (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
ｓｈｉｐ)推出 ２０１７ 年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５００ 个品

牌ꎬ是对全球 ２ 万个知名品牌评价优选得出ꎬ入
榜国家 ２８ 个ꎮ 从品牌数量的国家分布看ꎬ美国、
法国、英国分列 １、２、３ 位ꎬ分别入选 ２３３ 个、４０
个、３９ 个ꎮ 日本、中国、德国、瑞士、意大利分列

４、５、６、７、８ 位ꎬ分别入选 ３８ 个、３７ 个、２６ 个、２１
个和 １４ 个ꎮ 中国有 ３７ 个品牌入选ꎬ列第 ５ 位ꎬ
但相对于 １３ 亿人口的大国、世界第一大货物贸

易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中国世界品牌数量明

显不足ꎮ
(三)集群企业主体活力有待加强

集群企业主体活力不足主要体现在企业盈

利能力弱和企业家阶层培育不够两个方面ꎮ 一

是集群核心企业盈利能力不足ꎮ 全球制造商集

团发布的 ２０１７ 年«全球制造 ５００ 强»营业收入排

行榜入选国家共计 ３６ 个ꎮ 从企业数量的国家分

布看ꎬ美国、日本是制造业大企业的第一阵营ꎬ分
别有 １３３ 家、８５ 家ꎻ中国、德国、法国和英国是制

造业大企业的第二阵营ꎬ分别有 ５７ 家、２６ 家、２５
家、２３ 家ꎮ 中国虽然有 ５７ 家制造商入选ꎬ但“中
国制造”与“美国制造” “日本制造”不仅在大企

业数量上有很大的差距ꎬ在企业盈利能力方面也

相距甚远ꎮ 营业收入排名的前十家企业中ꎬ美国

２ 家(埃克森美孚、苹果)ꎬ中国大陆 ３ 家(中国石

油化工、中国石油天然气和上海汽车)ꎬ日本 １ 家

(丰田汽车)ꎬ荷兰 １ 家(壳牌石油)ꎬ德国 １ 家

(大众汽车)ꎬ英国 １ 家(英国石油)ꎬ韩国 １ 家

(三星电子)ꎮ 但是以净利润为标准排名的前十

名企业中ꎬ中国大陆没有 １ 家企业上榜ꎬ而美国

上榜 ６ 家(苹果、微软、强生、奥驰亚、吉利德科学

和国际商业机器)ꎬ日本上榜 １ 家(丰田汽车)ꎬ
韩国上榜 １ 家(三星电子)ꎬ俄罗斯上榜 １ 家(俄

—２９—

　 ２０１９. ５学科前沿



罗斯国家天然气)ꎮ 二是对企业家阶层培育不

够ꎮ 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征是创新精神和风险

精神ꎬ是推动集群成长的重要力量ꎮ 我国市场经

济体制和与此相关的制度还不完善ꎬ行政垄断、
不公平竞争、公有产权主体缺位、私有产权保护

不到位等问题依然存在ꎬ尊重企业家、培育企业

家、以企业家为荣、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文化

氛围尚未形成ꎮ
(四)先进制造业集群成本居高不下

中国制造业综合要素成本、营商成本和创新

成本都相对比较高ꎮ〔１９〕 中国制造业综合要素成

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成本、资金成本、税费

成本和综合供应链成本ꎮ 土地成本过高、融资难

融资贵等问题普遍存在着ꎮ ２０１７ 年全球 １９０ 个

有数据经济体企业综合税率排名中ꎬ中国综合税

率以 ６７. ３％名列第 １２ 位ꎬ远超亚太企业综合税

率均 值 ３６. ４％ ꎬ 高 于 美 国 ( ４３. ８％ )、 日 本

(４７. ４％ )、印度(５５. ３％ )、英国(３３. ７％ )、韩国

(３３. ５％ )等国家ꎮ 综合供应链成本是供应链上

下游环节综合成本ꎬ包括通关、商检、物流、供应

商交付、采购商付款等ꎬ需要进一步优化ꎮ 营商

成本和创新成本涉及到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

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中小投

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等方

面ꎮ 世界银行«２０１８ 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ꎬ在
全球 １９０ 个经济体中中国营商环境居第 ７８ 位ꎬ
落后于新加坡(第 ２ 位)、美国(第 ６ 位)、英国

(第 ７ 位)、加拿大(第 １８ 位)、德国(第 ２０ 位)、
法国(第 ３１ 位)、日本(第 ３４ 位)等发达国家ꎬ中
国整体营商环境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ꎮ

四、加快培育中国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

对策建议

　 　 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需要核心企业、
地方政府和中介机构合力推进ꎬ形成区域创新网

络驱动力、市场与政府驱动力以及全球价值链驱

动力的合力ꎬ制定和落实发展规划ꎬ加强先进制

造业集群网络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和国际

化创新ꎮ
(一)制定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规划

围绕“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科学布局中国世界级

先进制造业集群ꎮ 一是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集群ꎮ 布

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

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

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

械等先进制造业集群ꎮ 布局“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国
家级示范区ꎬ加快培育平台型大企业和“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ꎬ做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型

制造企业ꎬ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ꎬ形成若干

有较强影响力的协同创新高地和优势突出的先

进制造业集群ꎮ 二是打造自主可控先进制造业

生态系统ꎮ〔２０〕 营造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政策

链衔接贯通的生态环境ꎬ建设先进制造业体系ꎮ
在科技创新、品牌培育、国际化等方面规划先进

制造业集群核心能力和国际竞争优势ꎮ 融入全

球价值链ꎬ开放共赢ꎮ 推动全产业链整合协同ꎬ
形成上中下游联动机制ꎬ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ꎬ提高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国产

化能力ꎮ 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先进

制造业融合ꎬ促进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

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协同ꎬ促进新技术、新业态、新
管理和新模式的运用ꎮ 应用精准供应链管理、全
生命周期管理、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协同设计、电
子商务等重塑产业价值链体系ꎮ 三是加强规划

的系统性、先进性和可评估性ꎮ 根据区域要素禀

赋、产业生命周期、动态比较优势、政府支持力度

等因素ꎬ制定切实可行的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ꎬ
加强规划实施的质量评估与动态监管ꎮ〔２１〕

(二)加强先进制造业集群网络创新

高效集群创新生态环境能够积极有效地动

员社会资源ꎬ迅速形成高效率的先进制造业系

统ꎬ为社会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ꎮ 政府

和社会公共部门以提供公共或半公共品为特征

的集体行动ꎬ对于提升中国制造业集群的竞争力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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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至关重要的作用ꎮ〔２２〕 政府和中介机构在优化

集群创新环境方面要有所作为ꎮ 一是营造高级

生产要素和优质企业集聚的营商环境ꎮ 降低制

度性交易成本ꎬ加快“放管服”改革ꎬ推行“一趟

不用跑”和“最多跑一趟”的政府服务ꎬ促进贸易

与投资便利化ꎮ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ꎬ大力发展混

合所有制经济ꎻ毫不动摇地支持、保护、扶持民营

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ꎬ激发与保护企业家精

神ꎬ弘扬“鼓励冒险、包容失败” 的创新创业文

化ꎬ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ꎮ 坚持“竞争中性”
原则ꎮ ＯＥＣＤ 于 ２０１２ 年出版的«竞争中立:维持

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一书中提

到ꎬ“竞争中性”是指一个市场上的所有经营主

体ꎬ在经营与竞争的过程中ꎬ无论其所有制如何ꎬ
均不存在过度的、不适当的竞争优势或劣势ꎮ 竞

争中性将有效提高生产分配效率ꎬ并促进政府在

监管过程中的公平公正ꎮ 这一原则是体现市场

经济本质要求的重要原则ꎬ现已成为当前国际通

行的规则ꎮ 二是构建开放合作和互惠共生的集

群网络ꎮ 从集群企业的共生环境入手ꎬ发挥核心

企业、竞争规则ꎬ以及股权、契约、信任、文化等内

生媒介的作用ꎬ推进集群企业之间对称性互惠的

连续共生ꎮ 培育合格、平等的共生单元ꎬ加强共

生秩序建设ꎮ 组建一批产业技术联盟ꎬ统筹推动

技术、产品、业态和模式创新ꎮ 三是强化区际产

业集群合作ꎮ 加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

其他城市群的集群区际合作ꎮ 培育世界级先进

制造业集群需要科学设计各省市区和各个城市

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ꎮ 加强世界级先进制造

业集群园区和示范区建设ꎬ引导企业、资金、人
才、项目向园区集聚ꎬ不断提升集群示范区域的

引领力和影响力ꎮ 进一步消除阻滞要素流通的

政策壁垒、市场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ꎮ 按照市场

化要求共同建立有机统一的区域大市场ꎬ在更大

范围内推动资源整合和要素自由有序流动ꎮ 在

市场准入条件、监管规则、技术标准、资质认证等

方面形成区域一致性制度框架ꎮ 四是推进先进

制造业集群治理结构优化ꎮ 培育以若干大企业

为核心、大量中小企业为主体、地方政府和合作

机构配合的中卫型集群治理结构ꎬ提升先进制造

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控制力ꎮ 壮大具备国

际竞争力的集群企业主体ꎬ支持集群企业间战略

合作和兼并重组ꎬ在若干重点先进制造业领域推

动形成一批国际一流企业ꎬ强化企业盈利能力和

产业链控制能力ꎮ 打造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小企

业和创客群体ꎬ引导中小企业专注细分市场ꎬ支
持独角兽和瞪羚企业成长ꎬ培育“专精特新”和

“小巨人”企业ꎮ 引导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建立合

作共赢的协作关系ꎬ大力扶持初创期创新创业型

企业和创客群体ꎮ
(三)加强先进制造业集群科技创新

加强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技术研发ꎮ 在经

济全球化趋势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先进制造业

组织形态既嵌入本地产业集群ꎬ同时又嵌入全球

价值链ꎮ 发展中国家产业的双重嵌入对建设世

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来说ꎬ既有有利的一面ꎬ又
有不利的一面ꎮ 历史上ꎬ既有双重嵌入成功的经

验ꎬ又有双重嵌入失败的教训ꎮ 以日本、亚洲“四
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利用参与全球

价值链的契机实现了价值链提升ꎻ而菲律宾、越
南、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嵌入了全球

低端价值链ꎬ陷入了“网络陷阱”ꎮ 墨西哥、巴
西、阿根廷等国家随着对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参

与ꎬ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出现了价值链地

位固化的风险ꎮ 一项研究表明ꎬ持续的研发投入

是规避“网络陷阱”的关键ꎮ〔２３〕 掌握一批自主知

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与设备是培育世界级先

进制造业集群重要的措施ꎮ 支持企业对卡脖子

的技术与装备进行攻关ꎬ支持创新能力强的集群

核心企业承担技术与装备的研发任务ꎮ 鼓励集

群核心企业建设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技术

研究院ꎮ 构建新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ꎬ支持集

群核心企业牵头组建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技术

创新中心等新型创新主体ꎬ采取政府支持、股权

合作、成果共享的市场化运作ꎬ实施产业共性技

术攻关ꎮ〔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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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先进制造业集群品牌创新

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联合发力ꎬ推进产业集

群区域品牌建设ꎮ 地方政府担当引导者、投资

者、扶持者的角色ꎮ 引导区域主导型产业的发展

方向ꎬ通过土地支持、引导资金、人力资源投入等

方式促进区域品牌建设ꎬ通过主流媒体、广告等

方式宣传推广ꎬ扶持核心企业与行业协会ꎬ切实

保护和利用区域品牌ꎮ 行业协会通过行业规范

加强企业自律ꎬ维护集群区域品牌形象ꎮ
(五)加强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化创新

地方产业集群升级为世界级产业集群ꎬ必须

嵌入全球价值链ꎬ整合国际资源ꎬ在全球进行优

化布局ꎬ提升国际竞争力ꎮ 一是促进产业集群外

向国际化ꎮ 有效组合和完善产业集群出口贸易、
技术转让和对外直接投资ꎬ技术装备走出去与配

套服务协同推进ꎬ加强与国际一流企业合作ꎮ 重

点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

对外经济新优势ꎮ 促进企业创新商业运作模式ꎬ
构建全产业链战略联盟ꎬ形成综合竞争优势ꎮ 二

是促进产业集群内向国际化ꎮ 抓住集群产业链

关键环节建链、补链、强链ꎬ引资、引技与引智相

结合ꎮ 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机构、高等学校入驻

先进制造业集聚区ꎬ加强与世界 ５００ 强和行业领

军企业以及知名院所机构的合作ꎮ

注释:
〔１〕简晓彬、陈宏伟:«先进制造业的培育机制及路径———

以江苏省为例»ꎬ«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７ 期ꎮ
〔２〕成长春、王曼:«长江经济带世界级产业集群遴选研

究»ꎬ«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ꎮ
〔３〕杨春蕾:«打造长江经济带世界级产业集群»ꎬ«中国社

会科学报»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ꎬ第 ００５ 版ꎮ
〔４〕侯彦全、程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内涵及竞争

力»ꎬ«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３ 日ꎬ第 ００５ 版ꎮ
〔５〕郭永海、从海燕、王春霞:«加快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

集群»ꎬ«群众»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４ 期ꎮ
〔６〕杜宇玮:«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中国方案»ꎬ

«国家治理»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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