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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研究》主要从几下几方面阐述涉农企业集群生态化的运　　作思想。
　　第一章，导论。
本章主要阐述《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综述国内外学者
关于涉农中小企业集群及集群生态化的研究动态，提出本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明确《涉农中小企业
集群生态化研究》的研究思路和主要研究方法。
　　第二章，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概念界定及描述。
本章主要界定涉农中小企业集群、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等概念，对相关概念进行辨析，使读者对
研究对象和相关概念有清晰的认识，为后文的研究做好基础性工作。
　　第三章，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的经济思想溯源及理论基础。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本质上就是关于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本章主要追溯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的经济思想渊源及立论前提。
可持续发展作为倡导代际资源公平消费的理论，是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的理念支持；循环经济和
产业生态学作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理论，为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的线性发展提供转变模式和方
法&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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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论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1.3.2  国内中小企业集群研究综述　　国内对中小企业集
群的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江浙一带&ldquo;块状经济&rdquo;的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小
企业集群理论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王冰和顾远飞（2002）认为，簇（集）群是一种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面向未来的组织形态；张辉
（2003）认为，中小企业集群是保证区域内各种行为主体相互间各种活动更高效率的一种有效经济组
织形式；程新章（2002）指出，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的农业面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对我国农业
的中小企业而言，如果不能合理地组织，必然面临淘汰的危险；朱英明（2003）指出，产业集聚是区
域产业组织的形式，并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宋维杰（2002）认为，产业聚群理论是&ldquo;一个
值得重视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rdquo;。
　　从集群研究的角度看，具有代表性的有：李君华等（2003）从持续创新能力的角度分析中小企业
集群。
认为中小企业集群是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集群竞争力直接表现为集群的持续创新能力；王辑慈
（2001）从创新网络的角度理解中小企业集群，认为影响中小企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
区位与空间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产业组织与经济方面的因素及公共机构与组织支撑因素等；张辉
（2003）认为，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集群所带来的正面经济效应，二是
集群所带来的对负面效应的经济规避能力；郑风田（2003）指出，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应从宏观、中
观、微观三方面进行分析。
宏观条件主要包括需求条件、经济环境与制度、文化传统与基础条件、特殊干预，中观方面主要取决
于能否吸引与提供专业化的投入因子、能否提供准公共服务、能否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及与外界的联系
等。
微观要素主要包括集群内部的信任、集群的产品质量、集群良好的竞争环境、集群的学习创新能力等
；杨虎涛（2003）从簇群优势与政府作用的角度，指出簇群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尤其　　要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当然，经济学者们对国内目前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研究或具体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也进行
了深刻的分析。
张广威（2005）指出，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发展需解决五个问题：中小企业集群的识别问题、政府的作
用问题、产业群体的学习问题、中介服务机构问题及产品集群与品牌问题；吴勤堂（2005）认为我国
的中小企业集群基本上是自发形成的，且长期以来没有引起理论研究机构的重视，理论研究严重滞后
；梁志勇等（2005）在肯定了中小企业集群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的同时，给出了几点当前涉农中小企业
集群发展的&ldquo;冷&rdquo;反思：一是不是任何地区的任何产业都适合搞中小企业集群；二是中小
企业集群不是企业集群；二是政府打造的中小企业集群往往&ldquo;先天不足&rdquo;；黄建清和郑胜
利（2002）指出，目前国内的集群研究主要将视角锁定在集群内部，对于集群外部的经济发展规律的
讨论还很欠缺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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