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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研究产业集群问题的专著。
全书重点探讨两个问题：一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二是发展区域经济如何培育产业集群。
作者将企业间分工、纵向一体化程度低看做是产业集群的基本特征，由此探讨了企业规模与规模经济
、垂直分解等经济学等基本理论关系，以寻求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合理解释；本书基于产业组织方
式层面，探讨了产业环境、模块化生产、标准化产业环境产生作用的内在机理；此外，作者还就一些
实际应用问题，如区域优势、行业协会组织、产业范围大小等，做出了理论上的思考，    本书读者对
象：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领域关注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人员、学生；关注区域经济发展的政府
等公共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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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元智，男，生于1958年，陕西省扶风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自2000年起专注于产业
集群问题研究，先后负责完成了陕西省、西安市等公共部门产业集群研究课题，在《中国工业经济》
等刊物发展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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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规模经济  6.7 企业纵向规模与规模经济⋯⋯7 产业集群的生产组织方式8 产业的垂直分解和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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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工带来经济效率，分工受市场规模决定，最终是分工的水平决定着分
工的深度。
因为市场需求数量越大，分工带来的好处就越多，这样的市场规模越发促使分工走向深入。
反过来，分工越深入，分工所产生的生产效率就越高；通过分工组织产品生产的效率越高，人们越倾
向于更多地使用分工体系来组织生产，从而构成对分工体系更深的依赖。
　　分工的这一特点也可以用网络规模效应原理来解释。
网络规模效应是指网络成员使用网络所带来的价值取决于网络成员的数量，加入到网络中的成员越多
，网络给各个成员所带来的价值就越高。
在产业集聚过程中，当地某一产业任何一个新企业的进入，都会增加当地原有企业利用当地分工网络
的好处。
比如，一家供应商的进入，同时会为多家生产企业提供供货服务，原有的企业都会从其带来的便利中
得到好处。
同样地，当地生产企业的增多，又为当地原有的供应商、销售企业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
　　网络效应还促进了当地产业组织方式的变革。
在集聚的初期，由于当地产业环境条件薄弱，集聚起来的企业往往都是内部一体化程度很高的企业，
由这样的企业所组成的分工网络，其网络规模效应很微弱。
因为这样的企业对外部市场的需求较少，但随着集聚的扩大，会同时带来两方面的规模效应，一是吸
引了供应商以及其他服务企业的进入，扩大了网络规模；二是一体化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现，使用当
地网络成员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更为经济，进而从自制转向外购，从企业内部分工转向企业之间的分工
，这又增加了当地分工网络中的成员数量。
在这个过程中，一再加上同行企业相互竞争导致成本不断降低、产品不断改进的因素，网络规模效应
促进产业组织变革的内在机理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体化的企业沿业务链条纵向分离，裂解为一个个
专业化程度更高的企业，当地这一产业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同时增加了网络成员数量；专业化导致当
地企业对外部网络更强的依赖性，更多的外购数量和品种，更大的市场需求和供给。
当地产业就是在产业组织方式这样不断变革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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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把产业集群与一体化企业加以比较，既是《产业集群：获取竞争优势的空间》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也是理论上有所前进的重要方面。
⋯⋯《产业集群：获取竞争优势的空间》在梳理前人有关规模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规模经济区分为
横向规模和纵向规模经济（第6章），廓清了在规模经济理论问题上的混论，为之提供了一个 比较清
晰的解释，从而使得产业集群的发展有了经济学上的理论依据。
⋯⋯对分工经济的效率和良好的产业环境、大批量生产和模块化生产、大产业和小产业、多样化和专
业化的解释是颇有意义的（第4、7、10章）。
　　《产业集群：获取竞争优势的空间》的另一个贡献是明确区分和考察了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
理论（第9章），这也是一个与区域或者国家紧密相关的概念。
⋯⋯竞争优势是一种动态优势和网络优势，立足于竞争优势和产业环境的产业选择和产业发展，不仅
可以收到企业规模经济之效，而且可以尽占区域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之利。
这也真正体现了区域概念的经济实质而非地理和行政意义。
　　本书是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不可苛求于作者。
也就是说，本书虽然在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上有所前进，这是其成功之处，其失误也在于理论上的深
入不够，因而，它没有、也不可能结束和穷尽产业集群的研究，而只能说是一个开始，一个方向正确
而有待深入挖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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