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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产业集聚理论、区域创新系统等理论，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
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案例分析方法来分析区域创新与广东星火技术产业集群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探
讨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剖析在一些区域星火技术产业带发展滞缓的主要原因，从理论的
角度探讨星火技术产业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进行总结，同时就如何加快和提升广东省星火技术
产业带建设这一问题提出具体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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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文献综述与理论考察　　1.1概念界定　　1.1.1产业集群　　关于产业集群，在国内外的文献和
相关理论的发展中出现过若干概念及其表述，这些概念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和内在的逻辑关系。
在现有的研究中，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和表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产业区（IndustrialDistrict）　　产业区的概念是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A.）提
出的，他从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的理论研究人手，引申出产业区的概念。
马歇尔（1920）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内部的规模经济产生于企业内部，而外部的经济规模则产
生于企业的外部，即所在产业的总体发展情况。
如果一个大企业附近集聚了很多中心企业，就出现了产业区，外部经济规模及其效率将产生于这个产
业区内。
在这个产业区内，大企业与中心企业之间以及中心企业相互之间有合作和分工的关系，专业化程度也
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马歇尔的产业区概念给后人以很大的启发，研究产业集群或聚集经济问题时一般都引用马歇尔的关于
外部经济规模和产业区的论述。
然而，产业区的概念强调的是区域内某个（主要是工业）内部的生产关系，不着重反映产业发展与区
域或地区发展的关系。
另外，产业区的概念是与农业区相对而言的，基本上是工业区的概念，而当今社会产业集群不仅包括
工业区的区域性集中，还包括农业区、服务业等区域性集中，产业区的概念显得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很少学者使用产业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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