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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具体分为四个部分的14章内容。
第一部分包括导论和理论文献评述两章，主要对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理论文献与经验数据等做
了一个梳理与概述。
第二部分以60年来中国各地区间产业分布、专业化分工程度与收入差距为考察对象，以体制与政策的
战略性调整为界限区分了地区发展的两个时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集聚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描述，然后构建了阶段性的理论框架，并对我国的实践过程做出阶段性判断，最后运用运
输成本和体制与政策等两个因素对这一关系进行分析。
这一部分包括了历史演变、发展特征以及理论框架与解释三章内容。
第三部分是以汽车、电子信息制造业、纺织、家具与建筑卫生陶瓷五个行业的地区性集聚与扩散为案
例，运用区位商与行业比重相结合的统一分析方法，考察了它们各自在1998～2007年的空间集聚与扩
散过程、原因以及这种变化对地区发展的影响。
第四部分选择了我国四个不同的地区类型展开研究，首先考察了这四个不同类型的区域内部的产业分
工联系与收入差距情况。
其次讨论了不同类型区域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形成原因，用运输成本与体制政策两个因素分析解释了这
四种不同类型在各自阶段性转变的过程。
最后对每个地区的持续转变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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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纺织产业是我国传统上的优势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对内开放和外资的带动作用，纺织产业以各种产业区、专业镇的形式，集聚在我
国东南沿海省区，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中心地区的成本上升、资源紧缺等问题的出现，沿海地区的纺织产业面临越来越大的成
本压力，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再集聚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
同时，产业转移也并非意味着东部纺织业就此衰落，东部地区的区位、人才、技术和信息优势都是西
部地区在短期内无法替代的。
因此许多企业将会出现一种“‘头脑，在沿海，‘身体’在中西部”的格局，头脑主要从事创意、设
计，身体主要从事制造、生产。
从我国产业转移所发生的现实情况来看，上海等地在纺织产业的生产活动逐渐转移出去后，仍有大量
的研发环节集聚当地，并不断壮大；大量的纺织服装贸易商不断发展。
这样一来，我国纺织行业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海外接单，沿海加工”模式在新的产业转移中将演变
为“沿海接单，内地加工”的模式。
沿海地区、中心城市的企业将进一步走“大经营，小生产”的路子，充分发挥其技术、信息和市场优
势，发展成为设计、开发和贸易中心，而把生产加工向周边中小城镇、西部地区乃至境外转移，从而
实现优势互补，促进我国纺织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
　　此外，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布局重新调整，区域经济同盟和经济多边协议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
兴起，都将对世界纺织业竞争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竞争的加剧，贸易保护和贸易摩擦将难以避免。
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发展，在市场放开和竞争加剧的同时，各国将更多采用非关税壁垒限制其他国家和
地区纺织品进口，如提高环保标准、技术标准、社会责任标准和市场准入标准进行限制。
将来，环保标准和社会责任标准将是我国纺织企业出口面临的两类最主要障碍。
为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必须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力度。
政府应建立并完善知识产权和品牌保护机制，加强纺织品服装自主品牌建设的力度，强化企业品牌意
识；加大行业产品设计、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力度，鼓励支持企业积极开展境内外商标注册，执行国际
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认证；鼓励纺织各行业、重点区域建立并发挥产业创新公共服务
平台的作用，创建行业性、区域性公共品牌；重点扶持一批在品牌设计、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网络建
设方面具有优势的企业。
而企业也将更多地从发展生产能力转向发展市场营销体系。
通过电子商务方式和网络平台，建立和扩大国际营销渠道，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增强我国自主品牌的
国际竞争力，提高纺织服装自主品牌产品出口的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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