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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定义了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集群概念、特征，并从其竞争优势形成的视角，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建立了①集 

群内不同层次间竞争与协作机制创造集群优势系统基模；②集群内同层次企业问竞争与协作机制创造集群优势系统基 

模；③集群内企业纵向集成创造集群优势系统基模；④集群企业创新拉动效应系统基模等分析其优势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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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集群的概念 

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集群定义为：运用 

传统技术 、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体 、主要 

提供低附加值的产品与服务的中小型企业 

为了获取外部经济和对外竞争优势等 目的， 

以产业链或者供应商——客户关系等物质 

联系形式 ，尤其是成熟的专业市 场作为企业 

间内部要素的联结方式，大量集聚在某一特 

定地区，从而形成的一种具有长期合作与竞 

争关系 的地域性集聚体。 

2 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集群的特征 

(1)运 用技 术的传统性 与产品的低技术 

含量性。其主要运用传统成熟的技术进行生 

产加工 ，生产 的产 品则主要 以劳动密集 性产 

品为主，具有较 低的技术 含量 与附加值 ： 

(2)对于人力资本需求 的低层 次性 ：以 

劳动 密集性产 品为主 ，这 就决 定 了其对 于人 

力资本的需求定位于较 低层 次的劳动力 ： 

(3)联 系纽带 的物质性与 专业 化分工的 

突出性。在集群内，企业间主要以产业链或 

者供应商——客户关系等物质联系形式 ，尤 

其是成 熟的专 业市 场作 为企业 间 内部 要 素 

的联 结方式 。 

(4)面l临技术创 新的低风险性 与市场风 

险的两 面性 。企业集群都可能面临来 自于如 

技术 、市场 、政 策等方面的一系 列风 险 ，而由 

于其主要采用传统成熟的技术进行生产，创 

新活动 的比例和层 次相对较少 、较低 ，因此 ， 

其所面临的技术风险相对于高新技术产业 

企业 集群要小得 多： 

3 传统产 业型 中小企业集群的优 势 

形成机制 

3．1 竞争与协作机制创造集群竞争优势 

集 群 内企业之 间的竞 争与 协作 机制 的 

作用，在集群不同成长阶段其作用侧重点有 

所不 同 ，在形成 阶段 企业之间 的协作功能 比 

竞争功 能重要 ，在成长期 竞争功能 要大于协 

作功 能 ，而到 了优 势堵 育期则强调竞 争与协 

作平衡 ，从而实现集群竞争 优势培育 。 

(1)基 于协作 机制上 的分 工 、交 易成 本 

与优势培育。前面我 们已论述 了集 群内部分 

工的深化可 以带 来生产率的提高 ，而分工水 

平的深化是 由交易效率改进 而来 的。集群 内 

部 的竞争 与协作 机制通过 改进 企业 的交易 

效率f交 易费用)而促进或 抑制内部 分工的深 

化 ，从而提 高或阻碍集群企业效率 的改 进【】I。 

竞争与协调机制作用于交易 效率 的机制 ，正 

如仇保兴(1999)博士所论述的，通过“并、串 

联耦合机制”发挥作用的。图 l描述了这种 

“可选择 并联耦合 机制 ”口。 

图1 中小企业集群可选择并串联藕合机制 

可 选择并 串联耦 合机 制 中只有 当所有 

关 联的元件全部失效 时，整个系统才失效 。 

假定每一并联耦合元件平均可靠性为 P ，失 

效 的概 率为 q，则 ： 

Q-1一P 

每个 Ai系统若有 IT1个并联耦合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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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这个系统 失效 的概率为 ： 

Qi=qm-(1·p ) 

而 Ai的可靠性 PI=l—Qi=l—q 1-(1一p 

又 因为 ：O<q<l，故 qm<q 

所 以 P P。 

可见整 个系统 的可靠性 Pi大 于单个元 

件 的可靠 性 P ，更大于 仅仅 串联的 可靠性 

(P ) 。集群企业的并联 结构增加 丁交易 的稳 

定性 ，降 低 了交 易风 险 ，从而提 高 了交 易效 

率。集群内部的竞争与协作机制，通过上下 

层 企业 之间的协 作和 同层次 企业之 间 的竞 

争实现 了“并 串联耦合 机制 ”的功能 ，从而对 

集群企业之间的交费效率发生作用 ，再由交 

易 效率作用 于分工 的机制 对集 群优 势的 获 

取产生影响。其作 用机制可以建 系统 动力学 

基模I I，如图 2所示。 

。 

用 

集群 同层 叁 璺蒿 旱 分 专 蔟 融 争 盆 

系统动力学分析表明：①集群内不同层 

次企业 间的协作 有利 于集 群企 业生 产效率 

的改进 ，可以创造降低 生产成本和提高柔性 

化水平的优势；②集群内不同层次企业间的 

竞争不利于集群企业生产效率的改进，尤其 

是基于集群有限资源的竞争。 

假设 其他条件不变 ，企业集群 内部上下 

层企业 之间 的竞争会 减少 同层次 的并联 企 

业数 ，即减少“并串联耦合机制 ”中的可靠 性 

P 值 ，从而增 加 了交易 的风险 ，即交 易 的费 

用增加 ，交易效率降低 ，分工水平受抑制 ，从 

而不利 于劳动 生产 率的提高 ，集 群企业 的竞 

争优势削弱。竞争优 势的削弱要求减少集群 

内上下层企业之 间的竞争 。由于其负极性因 

果链个数 为偶数 ，因此 这是一 个正 反馈 回 

路 ，它能够产 生 自身增长 的行为 ，具 有 自增 

长性 ，这 是一 个增强环路系统基模 。 

而集 群 内上下层 企业 之间 的协作 是增 

加“并 串联耦合机制”中的可靠性 P。值 ，即增 

加整个集群的可靠性 P1．1r1．=1-(1一P。)“1，从而 

降低企业之间交易风险 ，改进交易效率，促 

进分工高水平深化，提高生产率，创造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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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与协调。下面结合内生 比较优势理 论 

的 分工促进 生产 率从而 培育传统 产业 型 中 

小企业集群竞争优势理论 的角度 ，运用系统 

一 f ／——、＼ ，／——＼ ／ 

簪 
一＼ 牛产牢水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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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动力学分析表明：①集群内同层次 

基 于生产 效率改进 所带 来的降 低成本 的优 

势 这是从交易费用理沦角度分析得出的结 

论 。若将图 3中的交易费用等用创新水平代 

替来 分析 ，同样 可得 ：集 群 同层 次企业 间 的 

追求差异 化水平 ，从 而创造基于产 品差 异化 

的优势。②集群内同层次间企业的过度协作 

(2)隔离 机制 、产 品质量 、差 异化与竞争 

协作机制。以上基于分工 、专业 化与交易成 

本的 角度分 析 了传统 产业 型中小 企业集 群 

竞 争优 势的获 得要在 竞争 与协作之 间取 得 

平衡 ，同层次企业 的竞 争和不同层次 的协 作 

对提高企业效率是十分有利的。其实竞争不 

仅能提高效 率，同样可 以提 高产品质量 和创 

新水平 。集群企业通过 竞争改进产 品质 量 ， 

创造产品的差异化 ，从而建立起 有效的隔离 

机制 ，使集 群在有 效 的细 分市 场上 ，通过 提 

供 满足顾 客需求 的差 别化产 品或 服务获 取 

尽可能多的消费者剩余，加上前面论述的集 

群的竞争与协作机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 

获取的超过产业一般收益 的生产者剩余 ，消 

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一同构成企业的经 

济租金，从而增强集群的竞争优势。其系统 

集群内企业 

竞争行为 

产品差异化 

和质量水平 

消费者剩余 

集群优势 ／  
'卜—／  

图 4 竞争机制作用创造集群优 势系统基模 

系统 动力学分析表 明：上述 由竞争 机制 

形 成集群 竞争 优势的过 程是一 个 自增强环 

路 ，结 合前 面的分 析 ，我们认 为要培 育集群 

的竞 争优势 应在促 进集群 内 同层次企 业之 

间竞 争与 不同层 次企业之 间 的协作上 予以 

重点关注 ，要控制和引导不 同层 次间的竞争 

与 同层 次 的某 些不 利于集群 发展 的过 度协 

作行为。 

3．2 创新与学习机 制创造集群竞争优势 

创新 与学 习机制创 造企业 集群 竞争优 

势 的论述 可以追 溯到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 

理》一书中的阐述。迈克尔·波特(1998)从技 

术创新维度探讨了集群的创新 ，认为：①集 

群企业可以较为便利地吸收供应商和其他 

合作伙伴参与创新过程 ，从而便利地 获得创 

新 所需 的资源 ，促进 创新并形成集群竞争 优 

势 ；②集群和其他组织协调，可以低成本进 

行创新实验 ；⑧由于对客户和其他相关实体 

进行近距离观察和面对面的沟通，集群企业 

拥有认识创新机会的良好“窗口”；，④集群中 

的竞争可推动企业不断创新 。波特强调 了集 

群中的竞争与协作 ，集群 中面对 面的沟通和 

学习对创新的作用 。国内学者刘友金(2002) 

提 出了集群式创新 ，认 为集群内 中小企业 的 

创新 既可 获得行 为优势 又能获 得创新 的资 

源优势。魏江等(2002)提出了集群学习，集 

群创新的挤压机制 。 

根据波特的“价值链”理 论 ，集 群作为地 

域性生产系统其创新效应有赖于集群同各 

个价值环节 特 别是关 键价值链 环节 的协 同 

优化 。当集群作为一个 系统其增值系统中各 

个价值环节创新协 调一致时 ，可以保证集群 

的竞争优势。在集群内既可通过集群 的价值 

链视角的各个增值环节 中创新 协同 ，纵 向集 

成创新产 生竞争优势 ，也 可通过同一价值层 

企业的横向集成创新效应创造竞争优势。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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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纵 向集成创新是 指给定技术创新 ，是优化 

各个价值环节的根本途径，那么就有面向集 

群这个增值系统中各个价值环节的创新应 

该具有协同性 ，即创新是可纵 向集成 的，以 

此使整个系统的增值功能得 到加 强 ，从 而创 

造集群竞 争优势 。如浙江温岭摩托产业集群 

由于零 配件生产商的价值创造能 力较差 ，因 

而，集群整体的产 品质量就 缺乏竞争 力。所 

谓横 向集成 创新 指同一 价值环 节 中的不 同 

厂商之间在创新分 布上 有一定的进 化性 ，这 

有利于优化该环节的创新效 应。横 向集成创 

新可能导致两种后果 ：一是生产能力 向创新 

者集 中，使 创新 者脱 颖 而 出 ，产 生 “富 者越 

富”效 应 ，如浙江 乐清 低 压 电器 集群 中“正 

泰”“德力西”通过创新创造 竞争优势从众 多 

同行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龙头企业。另外 

是创新 者被 其他 厂商包围 ，无法获得合理创 

新报酬 ，从而导致整个集群“退 化”。 

基 于集群纵 向集成 创新 行 为以 系统 动 

力学基模 图示 5如下 。 

企业 
皿  

图 5 集群 内企业纵 向集成创新 

创造集群优势系统基模 

系统动力学分析表 明 ：① 集群 内龙头骨 

干企业 的创新 效应 可产生对 不 同价值 链层 

次企业创新行为的“拉动效应 ”，有 利于创造 

集群优势。但其拉 动效应的成效又于集群内 

不同层次企业问的协作 水平的有关 ：协作 水 

平高则成效好，否则，成效会降低。②集群内 

不 同层次企 业的协 作 水平 受 同一 层次 企业 

数量的制约 ，同层次企业数量过 多会削弱协 

作水平，降低纵向集成创新效应水平。因此 

仅从纵 向集成 角度要求 同层 次企 业数量 保 

持一 个适 当的数量 。⑧ 纵向集成创 新还 受不 

同层次企业 中存在 的“木桶效 应”制约 ，价值 

链上 “最 短 的那 块木板 ”决定 了创新的 最终 

的水平。因此 ，改进创新绩效应从 “最短的木 

板”人手 ，或重新选择条件更优的合作企业。 

关 于集群纵 向集成创新 的拉动效 应 ，其 

作用原理为 ：集群技术 能力增长是高势位 企 

业技 术能力增 长拉动低 势位企 业技 术能 力 

增 长的结果 ，其效果 取决 于它们之 间 的“技 

术能力势差 ”。当集群 内部成 员企业之问存 

在“技术能力势差”，处于低位势企业通过向 

高位势企业模仿学习等方式实现能力跟进 ， 

试图 消除 由于“能力势 差”导致 的产 品附加 

值 差距 ，这就产生 了高位势企业对低 位势企 

业 的“拉 动效 应”。在产生拉动 效应的 同时 ， 

低位势企业技术 能力得到增长 ，实现 了技 术 

追赶 ，高位势 企业 为了保持 现有 优势 ，就通 

过外 向型学 习 、自主型学 习和集群互动学 习 

相结合的方式 ，获取持续技 术能力优势 ，由 

此 产生 了低位势企业对 高位势企业 的“挤压 

效应”。正是这两种效应的平行作用 ，推动整 

个集群技术能 力的增长 。 

依据拉 动效 应理 论 ，我们以系统 动力学 

理论 给 出集群创 新拉 动效应 的有关 系统基 

模如图 6所示。 

图6 集群企业创新拉动效应系统基模 

系统 动力学理论分析可知 ：集群 创新 拉动 

效应 的效果取 决 于 前 后向联 系的企 业问 

技术 能力势 差的大小 ，一般 而言 ，势差 大则 

效 果较好 。②还取决 于低势位企业所感知的 

竞 争压 力大小 ，一般 来说 ，其所感 知的压 力 

大则效果较好 。而这种压力可以通过增加同 

层次企业数量来“加压” ( 促进高势位企业 

创新可以增加其外向型学习、自主学习和自 

主创 新等途径 ；促进 低势位企业创 新可增加 

同层次企业数量、鼓励模仿学习和创新等途 

径 。 

在集群纵 向集 成和横 向集 成创 新过程 

中，集群学习起 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 。根据第 

五章的定义 ，集群 学习是集群 内成员企业 为 

应付技术和环境等不确性挑战而协调行动， 

本 质上是知识定 向转移的一种有效载体。根 

据 集群 学习参与者的相互关系 ，可将集群 学 

习分 为三类 ：一类是集群 中有前后 向联 系的 

企 业参与的集群学 习．如生产 的不同价值链 

环节企业之间的学习 ；另一类是 同一价值链 

环节 的企业 之间的学习 ；再一类就 是兼有上 

述两类学习的情形。前后向企业之问的集群 

学 习是推动 集群纵 向创 新集成有效 机制 ，这 

种推动效应 ：首先使不 同价 值链 环节上企业 

的沟通有助于它们认识到存在于彼此间的 

创新缝隙 ，从而提出创新集成方 向；其次 ，不 

同价值链环节之间企业的协作为集成创新 

提供了知识、技术等资源。根据企业竞争优 

势形成的资源能力观理论 ，正是由于不同中 

小企业组成的集群在协作机制作用下，共享 

创新技术、知识 、人力资本和网络等无形资 

源，如高水平管理人员及科研人员、新思维、 

新概念和新组合等，利用集成创新 ，从而形 

成竞争优势。再次，由于集成创新建立在不 

同价值链环节企业的良好沟通上，有利于降 

低利益风险。 

与前向企业问集群学 习不 同，同行企业 

之间的集群学 习更有助 于创新的横 向集成 。 

由于面对竞 争的挑战或一个 诱人的市场 ，有 

时集群内每一个中小企业都没有足够资源 

能力来进 行创 新 ，这时集群学 习和合作 ，利 

用各 自的知识 、资源来共同创新成为可能， 

有意识的合作学 习 ，使 同行 企业之问共享创 

新成果。有时非正式的人员交流等也会产生 

集群 学习促进创新 的效 果。同一层次企业之 

间由于存在竞争，因而创新的外部性、“搭便 

车”等行为会阻碍创新。这时，由第三方力 

量 ，尤其是 行业协 会 、中介 组织来推 动 的同 

行之间 的学 习会产 生较好的效果 ，我 国沿海 

一 带 成长 中的传统 产业 型中小 企业集 群 由 

政府或 行业协 会推 动企业 之间进 行横 向学 

习和交流 ，都有效 地推动 了集群创 新能力的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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