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价值链和本土产业集群的动态耦合性分析

——以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为例

摘 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F，产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展中国

家的集群价伉链正经历着由本地价伉链向全球延伸，我同产业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程度不

断加深，但总体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很多产业集群的发展面临着持续发展和进一步

升级的团境。如果长期滞留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仪仪以低成本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则

必然会落入恶性竞争的陷阱，最终难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取和实现价值。因此，如何推动其

融入全球价值链，根据自身已有条千-I·和治理模式来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或价值环节，推进

产业的全球化和本土化战峪，突破产业升级的瓶颈，在升级l}i求得发展，是我们在新时期

面临重要课题。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从孤立要素和静念视角出发，己不能充分理解这种全球化生产组

织变动对地方产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强调商品生产和分配过程内在联系的全球价值链分

析方法，可以作为理解当前这种从宏观到微观的产业空间联系变迁的一个系统分析框架。

全球价值链理论是一个融合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来重新全面审视全球化下经济组织及其

发展的一种新兴理论，用以分析全球产业联系以及产业升级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

审视我国产业竞争能力和改善之路的系统平台。

中国产业集群要成为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必须不断地调整自身与全球价值

链的祸合方式以实现持续发展。因此，如何推动其融入全球价值链，推进全球价值链和本

土产业集群耦合，突破产业升级的瓶颈，实现全球化和本土化战略结合，在升级中求发展。

青岛家电产业集群面对激烈的国内和国际竞争，能否真正具有持续发展能力，能否经

受经济波动的考验，能否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是否具有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是青岛家电产

业集群在新世纪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依托全球价值链理论，探讨了青岛家电产业与全球

价值链嵌入及耦合的实现路径，为我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面对全球产业转移和竞争提

供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认识，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分析我国产业集群的升级

创新路径，突破价值链升级的瓶颈，实现全球价值链和本土集群耦合，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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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global value chain and industrial cluster

dynamic coupling

--the case of Qingdao electrical appliances cluster

Abstract

In the whole world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under the internationaldivision

of labor unceasing deepening background，the industrial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s day by day intense，the developing nationcolony’s value chain is experiencing

is extending by the local valuechain to the whole world，our country industry

participates in theglobal industry division of labor the degree unceasingly to

deepen．but the overall still was in the value chain the low end 1ink，thevery many

industrial colony’s development was facing the difficultposition which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further to promote．If isdetained for a，long time to the value chain

low end 1ink，merely bythe low cost should to the intens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ninevitably can fall the malignant competition trap，final ly withdifficulty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gain and realization value．Therefore，how impels it to

melt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according to own had the condi t ion and the

government pattern foundmost appropriate cuts into or the value l ink，the

advancement industry910bal ization and the localization strategy，the bottleneck

which thebreakthrotlIgh industry promotes，obtains the development in thepromotion，

is we in the new time faced with the important topic．

Under this background，embarks from theisolation essential factor and the

static angle of view，the oneselfcannot fully understand this kind of

globalization productionorganization changes the influence which creates to the

place industrydevelopment， emphasized the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the

assignmentprocess inner link global value chain analysis method，may take

theunderstanding current this kind from macroscopic to a microscopicindustrial

space relation vicissitude system analysis frame．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ory

is a fusion microscopic and themacroscopic two angles of view comes

comprehensively to carefullyexamine under again the 910balization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its the development one kind of emerging theory，with analyzes

theglobal industry relation as well as the industrial promotion question，provided

for us reto carefully examine our country industrycompetitive ability and the

improvement road of system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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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industry colony must become the region economy to eontinueto

develop does not use up the fountainhead，must unceasingly adjustoneseif to

realize with the global value chain coupling way continuesto develop．Therefore，

how impelS it to melt into the global valuechain，advances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the native place industrycolony coupling，the bottleneck which the

breakthrough industrypromotes，the re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localization strategyunion， strives for the development in the promotion．

The Oingdao electrical appllances industry colony facing is intensedomestic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whether truly hascontinues to develop the

ability，whether undergoes the economicalundulation the test，whether continual

readjustment industrialstructure。 whether has the powerfu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strengthis the Qingdao electrical appliances industry colony the

importanttopic which faces in the new century．This article depends o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ory，has discussedthe Oingdao electrical appliances industry and

the global value chaininserts and the coupling realization way，how faced the

910balindustry shift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our country under the openeconomy

condition has multi～levelly provided multi—levelly，the multi—angles

understanding，regarding analyzed the developing nation，specially regarding

analyzed our country industry colony the promotioninnovation way．the bottleneck

which the breakthrough value chainpromoted， real ized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the native place colonycoupling，had the reality instruction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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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和本土产业集群动态耦合性研究

0导论

O．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产业集群化发展已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发展潮流，构成了当今世

界经济的基本空间构架。对中国来说，产业集群是2l世纪中国和平谐崛起的一条希望之

路，是中围经济的龙脉1。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世界各国和区域间形成了紧密协作的

全球生产体系，各自在全球价值链条上的分工日益深化，沿着全球价值链增值路径提升产

业发展层次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共同选择。集群作为区域经济的发展

载体正快速以不同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Humphrey和Schmitz，2000)，要促进集群持续

健康的发展、实现集群升级的问题，就要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这就使得全球价值链下的

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产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产业

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但总体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很多产业的发展面

临着承接国际转移、持续发展和进一步升级的困境。因此，如何推动其融入全球价值链，

推进产业的全球化和本土化战略，在升级中求得发展，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与区域外的经

济行为主体积极互动，不断调整自身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方式，创造、保持、捕捉价值，

促进集群升级和提高地方产业集群竞争力是我们在新时期面临重要课题。

因此，在研究产业集群的发展问题中，要将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结合起来，

本文用耦合方法来分析研究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与发展，将产业集群纳入到

全球价值链体系分析，无疑具有着重要现实意义。中国产业集群要成为区域经济持续发展

的不竭源泉，必须不断地调整自身与全球价值链的耦合以赢得持续竞争优势。要建立全球

价值链和产业集群的动态耦合系统，系统解决中国地方产业集群持续升级的问题。因此，

如何推动其融入全球价值链，根据自身已有条件来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突破产业升级的

瓶颈，推进本土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动态耦合”。

本论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对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升级等诸多方面进行全面的、深层次

的、系统的分析，对深化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区域产业升级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实

际应用价值：对制定实施支持性政策，推动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根据自身已有条件和价

值链的治理模式来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或价值环节，谋求产业升级，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1城市竞争力2004年度述i卜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
l



全球价值链和本土产业棠群动态耦合性研究

0．2研究方法与路线 ．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理论与实践柳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柏结

合的综合集成法，运用产业经济学、技术经济学、企业管理、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

的理论，对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耦合的理论基进行了重点研究。在具体的研究中，本文

还综合运用了归纳、演绎、比较等分析方法。在第五章集群与全球价值链耦合路径探析及

模型构建，在实现路径的探讨部分，主要是通过逻辑推演，运用归纳的方法，概括和建立

了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集群动态耦合的模型及升级路径。

0．2，1研究方法

一、理论研究与实际调研相结合

本文为了准确把握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查阅大量全球价值链理论、产

业集群理论、产业升级理论、动态演进理论等方面的巾英文文献和案例，吸取理论与实证

研究的最新成果，参照同内外研究的成熟经验，整理归纳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的关系提

出相关政策建议。为了充分利用己有的成果作为研究基础，首先必须进行大量的资料搜集

和阅读。同时，为了使理论研究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结合课题的研究，还进行了实地调查

和专家访谈。

二、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全球价值链运用开放的、整体的视点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一个系统解决产业发展

问题的理论框架。本文在这一理论分析框架下，采用规范研究方法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手

段，研究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复杂，运用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各种

现象和关系，揭示内在机理，同时结合围内外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为理论研究提供事

实根据。

三、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

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是动态变化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f：断丰富和充

实。鉴于此，本文认为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是一个动态的综合体系，随着时问推移不断

变化，因此对集群的分析必须是动态的。从孤立要素和静态视角出发己不能充分理解这种

全球范f吼内生产组织变动对地方产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因此，在综合分析产业集群与全

球价值链的关系时，本文采用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棚结合的方法。

2



全球价伉链和本土产业集群动态耦合性研究

0．2．2研究路线

本文主要按照如下研究路线进行研究：

图l研究路线图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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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位链和本』二产业集群动态耦合性研究

0．3研究思路与内容

0．3．1研究思路

本文拟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发展和升级问题，从更

开放、更全面的视角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发展政策的调整，以实现圈家的战略利益。

理论框架的核心是，根据自身已有条件和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来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或价值

环节，突破价值链升级的瓶颈，根据该价值链条的增值路径来安排未来产业发展战略，实

现全球价值链和本土价值链的“耦合”，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促进政策。
’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就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和升级进行理论分析，

其次，在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下，对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动态耦合进行分析；再次，

结合理论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对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的耦合过程及耦合模式

进行分析：最后，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谋求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耦合路径，提

出政策建议和研究结论。

图2研究框架

资料米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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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和本土产业集群动态祸含性研究

0．3．2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导论，主要包括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方法和路线、

研究思路和内容，以及本文研究创新点和难点。第一章文献B-J顾，包括全球价值理论和产

业集群升级理论的相关文献综述，同时对相关理论进行评价。第二章伞球价值链和产业集

群“动态耦合”关系分析，提出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集群动态耦合概念，并基于系统性、动

态性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第三章对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动态耦合关系进行分

析，包括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发展概况及历史演进，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的串联、

并联耦合关系，及耦合模式分析。第四章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耦合瓶颈，分析

青岛家电产业集群沿全球价值链升级过程中面l|缶的压力及存在的问题。第五章集群与全球

价值链耦合路径探析及模型构建，探讨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路径，构建模型。

第六章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和研究结论。

0．4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0．4．1研究难点

对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集群的耦合，目前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国外相关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或是翻译相关文献，或是进行实证分析来验证相关理论，真正的理论创新还很

少，并且依靠个人力量来进行实证研究在客观上也存在较大的难度。凶此，如何完善全球

价值链理论和选取合适的案例作实证来扩展理论体系，并设计一套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分

析，进而为进一步实践服务乃是笔者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努力的。

0．4．2研究创新点

本文拟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发展和升级问题，运用

系统论观点，把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相结合，详细描述了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的动态耦

合过程及模式，进一步构建了动态耦合模型。该方法从更开放、更全面的视角来研究全球

化背景下产业发展政策的调整，以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理论框架的核心是，根据自身已

有条件和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来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或价值环节，突破价值链升级的瓶颈，

根据该价值链条的增值路径来安排未来产业发展战略，实现全球价值链和本士价值链的耦

合，制定实施反映产业升级胤律、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促进政策。本文根据青岛家电产业

集群和全球价值链的的治理模式，找到了最合适的切入点，探讨了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伞

球价值链耦合模型并构建了实现集群升级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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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和本，l：产业集群动态耦合性研究

1 文献回顾

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将全球价值链与地方集群两个领域结合起来研究，本章将归

纳梳理囝内外研究学者对全球价值链理论和产业集群升级理论的研究成果，为全篇的研究

奠定理论丛础。

1．1产业集群理论综述

从理论渊源的角度，可以把有关产业集群的理论按时间阶段分为以下几类：一、19世

纪末马歇尔(Marshall，1890)——外部经济理论，以经济学的占典传统为基础。二、19

世纪二三四十年代韦伯(A珩ed Weber,1929)——集聚经济理论，以传统和现代经济地理学

为基础。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的“产业空问论”， 以新的产业空间理论为基础。

四、20世纪90年——代波特竞争优势理论，以管理学范畴的竞争作为理论基础。五、2000

年以来——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己从关注本地集群内部治理拓展

到全球层面，即全球价值链层卣。

1．1。1产业集群理论国外研究溯源

产业集群理论自19世纪末产生以来，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外部经济理论——19世纪末马歇尔(Marsha II，1890)

19世纪末，产业集群的研究最早见于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

Marshall)提出的产业区理论，从“外部经济”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首次提出著名

的产业空间集聚的三个原因，专门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提供、运输便利以及技术扩散

等“一般发达的经济”所造成的“外部经济”促使形成企业的地理集巾和相互依赖。马歇尔用

外部舰模经济米解释产业的集聚，特别强调宅问集聚对技术扩散的作用，但马歇尔只是对

集聚现象做丁定性上的文字描述，没有用数理模型来对集聚进行定量分析。

二、古典经济学理论一19世纪二三四十年代韦伯(Alfred Weber，1929)

19世纪20-30年代，韦tEt(Alfred Weber,1929)，最早提出集聚经济的概念，他在1909

年出版的《工业区位论》一书中，从工业区位论的角度对企业集群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

了产业集聚的[大J素，分为区域因素和集聚吲素。韦伯把区位闪素分为区域洲素(Regiona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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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平[1集聚因素(Agglomeration)。他认为，集聚因素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仪通

过企业自身的扩大而产生集聚优势，这是初级阶段；第一阶段是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

织而地方土业化，这是最重要的高级集聚阶段。罗煦(A u g u s t L o s c h，1954)、佛

罗伦斯(P S a r g a n t F l o r e n c e，1948)对聚集经济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此

时，杨格(Young，1928)平I!胡佛(Hoover,1948)提出从规模报酬理论对集聚经济进行研究。

古典经济地理学界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围经济学家佩鲁，在研究非均衡增长理论时首

次提出增长极概念，增长极理论侧重于推动型企业一集聚一经济增长的研究，而这种研究

又是与部门经济的研究交织在一起的。

三、新的“产业空间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

20世纪70一80年代，技术进步、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传统的产业组织形式的瓦解，在

新产业组织形式巾更加突出知识、技术的影响，出现了以柔性化为特征的生产，这时便出

现了新的产业空间理论。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SeoR，Storper及Harrison等为代

表的新产业空间学派，借用regulation的后福特主义论，将产业的柔性分土与地理空间的

集聚联系起来，形成了新产业空间理论。Scott(1988)、Storper(1987)和Walker(1989)Sabel、

Piore(1989)对产业集聚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组织的变化，即从相对刚性的福特制结构向更

加灵活的生产组织形式演化。Estall等认为灵活的专业化与生产的空问集聚相联系。灵活的

专业化对城市化、地区发展和贸易模式有晕要的影响(Es伽，1985；Sayer,1985)。

新产业空间理论借用企业网络理论和后福特主义的有关思想，虽然对“后福特时代”

的集聚做出了较满意的理论解释，刺激了国际经济地理学界对产业区与产业集聚的概念、

特别是集聚利益和集聚形态的深入研究。但单纯用柔性化不能完全解释产业集聚现象。另
i

外，新产业空间过于强调投入产出的本地联系，但现实中有些地理集聚的企业小仅通过与

本地企业结网，而且也通过与本地之外的企业结网得到了快速发展，这对新产业空间的地

方产业集聚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波特竞争优势理论—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研究取得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l、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克鲁格曼(Krugman，1991，1993，1995)提出

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传统的收益递增为理论基础，引入地理区位等因素，分析了空间

结构、经济增长和舰模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新的空间经挤理论。在新经济地理学

的模型中，集中因素基木上是马歇尔的“地方外部经济”的三个。’“4‘。”、中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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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供给与需求以及技术外溢。他们将这三个冈素进行模型化来解释产业的空间集聚。新

经济地理学正是通过对20世纪20一30年代传统的区位学派所提出的某些问题进行丫比较严

格的论证和说明，从而丰富了产业集聚理论，为扩展传统的区位理论找到了突破口。虽然

他们对集聚的解释冈素并不新颖，但他们的研究方法相对传统的集聚理论具有独到之处。

但是由于他们完全依赖用数学模型来解释集聚，这样将小同区域的社会制度、文化差异排

除在模型之外，而这些却经常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

2、波特提出竞争优势理论：他于1998年发表了《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就把

产业集群纳入了竞争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创立了企业集群的新竞争经济理论。波特对产

业集聚的解释不再仅仪局限于成本的节约，而将目光转向竞争优势的获取方面。认为竞争

优势的关键在在于成本节约，而在于不断地创新进行产业升级的能力，认为产业的空间集

聚有利于企业获得动态的竞争优势，这一点对于当今的区域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

波特没有对产业集聚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定黾分析，只是简单的用定性的方

法论述了集聚有利于产业的竞争优势。

3、全球商品链理论：1992年，美同社会学会世界体系政治经济学分会(PEws)举

行主题为“价值链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年会，极大扩展了世界体系理论价值链研究的范围。

在此基础上，格里芬(Gereffi，1993)等人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

以下简记为GCC)的概念，并发展了一系列的分析方法。从此，全球商品链理论作为一

个更加成熟的理论在结合产业集群和价值链理论等的基础上形成。

五、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理论—2000年以来
2000年以来，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巾在以下几方面：(1)集群创新系统理论：库

克和逊斯托克(Cooke，Schienstock 2000)阿歇姆等(Asheimet al 2000，2002)等提出集

群创新系统理论，认为集群创新系统由具有明确地理界限和行政安排的创新网络与机构组

成，这些创新网络和机构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相互作用，从而不断提高内部企业创新产

出。(2)集群竞争力理论：Tracey(2003)，Manuel(2001)，Stamer(2003)，Pekka(2004)，Gorman

和Kautonen(2001)，Brenne和Greif(2003)等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阐述关于集群竞争力观点，

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是集群政策的最主要目标。(3)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理论：随着产业集

群与全球化经济活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产业集群与价值链大量秆I结合，分析各地产业集

群升级途径和模式，形成了一些概念性理论框架，并通过案例定性或定量研究力u以证实。

因此，产业集群升级研究已从关注本地集群内部治理拓展到伞球层面，即全球价值链层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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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外众多学者和机构从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角度U；发，对产：业集

群的理论发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国外有关产业集群的理论渊源及各

理论流派之间的关系，具体如下图所示(见图1．1)：

图l—l产业集群理论发展框架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当前，国外集群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升级、产业集群的机理、技

术创新、组织创新、社会资本以及经济增长与产业集群的关系研究、基于产业集群的产业

政策和实证研究等方面，研究方法侧重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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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产业集群理论国内研究现状

在西方学术潮流的影响下，同内学者开始关注集群，结合具体的区域发展实践来分析

集群理论，但在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集群理论体系，而且在

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处于尝试与探索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很多，无论是经济地理学、经济学、

管理学、还是公共政策研究等，都把产业群当作有利于提高企业、产业和不同层面的区域

竞争力的有效组织形式，基于此，展开对产业集群不同方面的研究。国内一些高校和科研

机构如北京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产业集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1：业经济研究所、浙

江大学经济学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等都开展了大量研究和调查，形成了丰富的产业集群

案例库。同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等部委也意识到了我同产业集群发展的藿

要性，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相关发展舰划，就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进行研究，

提炼了大量宝贵经验并结合地区实际，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探索。

目前国内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凡方面：(1)新区域发展理论：以北大王

缉慈教授及其学生魏守华、赵稚沁、童昕等人为代表的北大学派，其中，王缉慈教授指出

目前有5类区域适合产业集群战略：沿海外向型出口加工区、国内巾小型高新区、经济开

发区等。(2)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理论：以刘恒江陈继祥(2004)、魏守华(2002)、魏后锣L(2003)

等人为代表，研究集群竞争优势、集群竞争力的米源机制等方面。(3)集群创新及网络机

制理论；以盖文启、孙国强(2003)、吴向鹏、黄中伟等人为代表，从区域创新网络的视角

探讨产业集群发展的机制，认为产业集群的创新机制来自于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4)全

球价值链与集群升级理论：以张辉(2004)、刘曙光(2003)等人为代表，研究全球价值

链与产业集群升级的关系，以及集群升级路径、机制、模式等方面。

目前国内外对全球价值链和集群升级的研究，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外部联系的

重要性，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对全球价值链下产业集

群升级途径、升级模式、升级机制动力进行研究，研究全球价值链治理下的集群升级；(J．

Bait，G，Gereffi，2003；P．Bianchi，L“M，Miller．S．Bertini，1997；J Humphrey和Schmitz，2002；

PietrobeUi R。Babellotti，2004；Geoffrey G．Bell，2005；UNIDO research program，2004)。二是从

集群内部企业、政府等主体M的卡}I互关系入手，分析集群升级的内在机理、集群内部的网

络关系、强调集群内部作用和内外关联和交互作用的机理和集群产业升级路径和战略(w．

PoweU 1990，G．Gereffi 2005)。三是案例卿f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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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治理与产业升级：从GVC视角研究产业升级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升级层

次及前景与嵌入不|J类型的GVC有关，不同的GVC治理模式对发展叶l国家的制造商(或

供应商)就有不同的升级含义。GVC治理可能是多种模式的混合，因此该领域的研究基本

上是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其一是通过构建简化的GVC模型来降低问题的复杂性；其一是进行

各类型GVC的实证研究以建立有关产业升级发生条件的一般原理。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主

要聚焦于准层级型、网络型(含模块型)以及市场型这几种GVC治理模式下的产业升级。

1．1．3产业集群理论评价

产业集群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相对成熟，己经形成了包括意大利的产业区理论、

波特的集群理论、地方创新系统理论等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针对发展国家产业集群及

升级理论的研究还不是很成熟。我国产业集群的研究时间时间较晚，但近年来关于产业集

群的理论研究日渐增多，己成为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

内容。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产业集群的概念，发展产业集群的意义、国内外产业集群的分布

与发展经验、我国产业集群产生的条件和类型、全球化与地方产业集群的关系、产业集群

与城市和产业竞争力的关系、我国地方集群统计和实例分析方法、我国地方集群战略和政

策等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己经能够运用产业集群理论解释一些现象、分析一些问题q

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对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动态耦合性研究，特别缺乏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下产业集群沿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路径和模型；2、对产业集群动态演进过程

及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缺少足够的研究，尤其是对产业集群的演变阶段和内在动力机制缺

乏深入探讨；3、结合我国实际，紧密联系中国改革进程，构建完整的系统分析框架，对

产业集群典型案例进行规范与实证分析的综合性研究还比较少见。

总之，目前我国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仍处于探索性阶段，还没有形成关于产业集群的完

整理论体系，没有明确提出和界定产业集群演化概念，大多停留于个别案例的事后归纳，

很少抽象出集群共性特征，较少深入内部机理研究，没有考虑到产业集群的复杂系统的特

征，缺乏用系统的视角来分析问题，缺乏产业集群演化的理论框架，缺乏结合我国实际的

有针对性的产业集群系统研究。缺少对产业群与价值链耦合的研究，应加强对产业集群机

理的研究，实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指导我国产业集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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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全球价值链理论

关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国外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着力予全球价值链的动力

机制、治理结构、地方产业集群和升级『口J题，二是选取有效的案例，或做实证研究以不断

完善和歼拓理论体系，从而达到更好地为实践服务的目的。许多学者，如Shapiro J F’Singhal

V M，Wagner S N(1993)、Hojk B，Eriksson K，Johanson J C 1999)、Haavengen B，Olscn D H，

Sena JAC 1996)等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价值链理论。

1．2．1全球价值链理论提出

“商品链”概念最初源于1974年Wallerstein’s的世界理论体系，Hopkins和

Wallerstein分别在1986年和1994年提出了“商品链”术语并对该术语进行了解释，当

时概念的提出是用来时论农业产品(及木材)的全球链。如果说“商品链”首先是在Hopkins

和Wallerstein研究中被提及，那全球商品链分析作为一种相对系统的分析方法则要追溯到

1994年Gereffi发表的论文中，虽然在他的作品中也简单阐述了Hopkins和Wallerstein

关于“商品链”的观点，但他和他的合作者把研究重点转向了工业商品链。所以全球商品

链这种分析方法最初是用来分析工业产品，90年代以米得到广大学者广泛关注，但至今

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还有待于继续研究与探讨。

最初出现的价值链是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

沃勒斯坦和霍普金斯(Wallerstein。Hopkins，1983)对价值链这样描述：“这是一系列囝际

化、网络型的食业围绕某一种商品或某几种商品，以劳动和产销过程的网络型分工方式，

相互问通过竞争与合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最终在产销纵向所形成的一种链条式组织模

式。”此后，价值链逐步成为世界体系理论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重要J=具，频频出现

于研究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文献中。

关于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演进过程，主要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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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l全球价值链概念演进过程

时间 提出者 全球价值链概念

公司的价值创造过程主要由肇本活动(含生产、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

Michael E 和支持性活动(含原材料供应、技术、人力资源和财务等)两部分完成，这
1985

Porte 些活动在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是相互联系的，由此构成公司价值创造的行

为链条，这一链条就称之为价值链。

Wal lerste “价值链足～系列闰际化、网络型的企业用绕某一种商品或某几种商品，

1983 In， 以劳动和产销过程的网络型分工方式，相互问通过竞争与合作紧密地结合

HopkiBS 在一起，最终在产销纵向所形成的一种链条式组织模式。”

“价值链摹本七就足技术与原料和劳动融合在一起形成各种投入环节的

1985 Kogut 过程，然后通过组装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最后通过市场交

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过程”。

Peter
Peter Hines(1998)把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重新定义为“集成物料价值

1998 的运输线”，[1ines的价值链与传统价值链作用的方向相反，把顾客对产
Hines

品的需求作为生产过程的终点，把利润作为满足这一目标的副产品。

Arndt．S．
使用“片断化”(Fragment)来描述过生产过程的分割现象，同一价值链条

和
200I 的生产过程的备个环节通过跨界生产网络被组织了起来，这一跨界网络可

Kierzkows
以足一个企业内部完成，也可以由许多企业分工合作完成。

ki

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

2002 UNION 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

产和分梢，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全球价值链(GVC，global value chain)将视角延伸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框架当中，讨

论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从概念设计到生产消费直到报废或回收的全生命周期中所有创造价

值的活动范围，包括对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分销以及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与服务等。

全球价值链理论是分析区域经济现象和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一种理论，提供了重新审视产

业竞争能力和改善之路的分析方法。全球价值链理论基于开放、整体的视角研究经济问题，

全球化使地方经济纳入全球产业网络，经济活动不是某个企业的行为，而是整个价值链条

各个环节及其支撑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作用。

1．2．2全球价值链理论内容

目前全球价值链理论涉及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价值链的驱动力；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和

治理者；基于价值链的地方集群的价值链结构和升级类型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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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价值链类型及研究维度

全球商品链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形式，其组织结构从组成要素到制度层面存在不同的维

度，Gereffi界定了商品链的【『l】个维度，包括投入一产出结构、空间布局、治理结构、体制

框架。Gereffi(1999)划分的两类基本的全球价值链是生产者驱动型和购买者驱动型伞球价

值链。前者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础产业，比如汽-乍、飞机等制造业；资本平【I专利权形成

关键的进入壁垒，拥有资本和技术的公司往往掌握了控制权，链条的表现形式是垂直的罔

际投资网络，跨围公司起主导作用。购买者(或采购商)驱动型价值链通常是劳动力密集型

产业，纺织、鞋类产业，进入壁垒主要是市场信息、产品的设计和研发广告以及控制系统

的电子化，设计．和ni场销售是主要利润的来源。

二、全球价值链驱动力和机制

格里芬和克仁威姿等(G Gereffi，M．Korzeniewicz，1994)认为全球商品链的驱动力主

要来源于生产者、购买者两种类型。Gereffi区分出两种类型的商品链：生产者驱动型

(producer-driven)和购买者驱动型(buyer—driven)。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见图1—2)，指

通过生产者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全球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投资者可以是在

控制生产系统方面起关键作用的跨同公司或其他人型一体化工业企业。。

_——___——___———-fr^_——

资料来源：Gereffi．1994

分散在世界范围的子公司

图1-2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

刘曙光，杨华，关于全球价值链与区域产业升级的研究综述『J]．《中囝海

洋人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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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者驱动(buyer-driven)(见图1—3)，指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嗣内销售渠道的经济体

(如火型零售商)通过全球采购和OEM等生产组织起来的跨国商品流通网络，形成强大的市

场需求，拉动那些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地区的．[业化。这种以贸易为导向的购买者

驱动模式在服装、鞋类、玩具、家用器具、消费电子和手工艺品等消费产品和劳动密集产

业中非常普遍。

图卜3订户驱动型价值链

资料来源：Henderson 1998；刘曙光，杨华，关于全球价值链与区域产业升级的研究综述fJ]。

《中国海洋人学学报》(tt会科学版)，2004

三、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及分类

Humphrey和Schmitz(2002)对全球价值链划分的以下四种典型治理模式：市场

(Market)、模块型(Modular valuechains)、关系型(Relational valuechains)，删(Captive
value chains)和等级型(Hierarchy>，构建出一个更易操作和精确的分析构架。

Kaplinsky(2000)构建了价值链分析的三个主要因素：进入壁垒和租金(barriers to

entry and rent)、治理(govemace)以及系统效率(systemic efficiency)，。Humphrey和Schmitz

(2002)着熏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提出了网络、准层级和层级的分类模式，Gereffi．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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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pllrey和stufgeon(2003)往此研究基础上，又提出了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

和层级型五种治理模式的分类方法，认为网络型戊具体包括模块型、关系型和领导型。以

下结合周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勾勒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研究框架(见下图)。

价
值

链

厂赢鬲]【——．～——J

顾客 一仕Ipr☆

口I—L-S] 主导厂商 主导厂商

，义 |工工l ]『』l
( 价格 )

交钥匙

烈 凿苗苗j森
供应商

蒸
供应 受控的供

商 应商

外部协调

低————高斋广——一高程度

厂i套覆i]
1．．．．．．．．，．．．．．．．．．，．．．．．．一

图l_4五种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资料来源：根据Gerefli。Humphrey,Sturgeon，2003，叶璇，2005整理而成。

四、全球价值链下集群升级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集群与价值链大量丰Ⅱ结合，分析各地产业集群升级途径和

模式，并形成r一些概念性理论框架，并通过案例定性或定量研究加以证实。至此，全球

价值链f1沩一种科|对系统的分析方法，得到广大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做了大量的案例分析，

分析侧重于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和对发展中同家企业的提升。因此，随着产业集群与全球

化经济活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已从关注本地集群内部治理拓展到全

球层面，即全球价值链层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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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5：全球价值链下产业集群

资料来源：United全球价值链(采购商驱动型)下地方产业集群Nations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02

Industrial DevelopmentReport 2002／2003．Overview．”Compcting through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1．2．3全球价值链理论评价

综上所述，全球价值链理论是一个融合微观和宏观视角全面审视全球化下经济组织和

发展的理论。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的经济活动，不是单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链条各个环

节和支撑体系之间一个系统的问题，应该用开放的、整体的视点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在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产业的网络组织为特征之一的地方产业集群，成功演绎了区域经

济发展的新模式。全球价值链理论是一个融合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来重新全面审视全球化

下经济组织及其发展的一种新兴理论，用以分析全球产业联系以及产业升级问题，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我同产业竞争能力和改善之路的系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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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升级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未兴起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研究提供了崭新的

视角。以下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升级两个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基于全球价值

链的产业集群升级研究，包括令球价值链下集群升级瓶颈研究、全球价值链F集群演化过

程、全球价值链下集群升级路径以及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集群耦合性研究等全球价值链治理

与产业升级的关系。

1．3．1 全球价值链下集群升级瓶颈研究

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由于产业发展周期，以及产业集群区域内过度竞争、拥挤效应、

“柠檬市场”、创新的路径依赖与技术锁定等等，导致产业集群对集群内企业经济与安全功

能会衰退与消失。全球价值链下集群升级瓶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产业集群的拥挤效应与经济功能的衰退

鉴于产业集群面临集群规模膨胀所产生的“拥挤效应”，这种离心力作用使得聚集经济

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容易衰弱。聚集经济所产生的、建立在低要素资源集中基础上的低成本

竞争优势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会由于要素成本的变化而丧失。

嵌入全球商品链低端容易形成对外部联系的过分依赖，而使本土集群面I临丧失“功能

升级”和“链升级”的动力的危险。嵌入商品链的企业集群能够接受外部的技术扩散，获

得稳定的销售渠道；但是他们容易放弃朝商品链高端环节延伸的主动权，面I艋丧失研发新

产品、开拓新市场动力的危险。因为：首先，在囝外市场上，中国本土企业涉足设计或销

售环节，将对同外下单企业产生威胁，以至于承担丧失田外订单的危险；其次，相对于本

土企业自身研发、设计要投入的昂贵费用，承接先进集群知识、技术的扩散成本更加低廉、

风险更低。因此，中国本士集群内企业，非常容易产生对外部联系的过分依赖。2

二、过度竞争与柠檬市场(the lemons market)

产业集群内企业的过度竞争很容易导致“柠檬市场”3的出现。在产业集群内，大量企业

集群生产棚同或棚似的产品，而对激烈竞争，会产生不法企业“搭便车”现象，生产劣质产

2柏遵华．伞球ff；i黼链Lj地方产业集群嵌入方式研究。硕{：学位论文，2005年4月。

3“柠檬市场”最单m现F乔沂．阿克尔洛失(Geo唱eA．Akedof，1970)研究荚旧．j手汽4三市场时发表的经媳论文《“柠檬”

市场：质甜的小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之中。它常脂米描述当卖力比买方对ff：i^^的质鲑彳J更多的信息时，低质量商品则会

驱逐商质砬商品，即“劣品躯逐优6☆”，从而倥『ii场上的商品质量持续F降的t^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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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充当好的商品，从而影响了集群整体品牌和卢誉，大大削弱企业的竞争能力，还必然会

出现产品老化、质量低劣、劳动生产率落后的不良局面，集群应变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减

弱，集群的生存也就受到威胁。产业集群效率必然下降，市场环境恶化，影响产业集群竞

争力的提升(见图1．6)，甚至导致整个产业集群的衰亡。

效
生

竞争不足 有效竟争 过度竟争

图1-6产业集群竞争强度与效率的关系

竞争强度

嵌入全球商品链低端容易导致集群内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无法正确快速定位。国夕}
I

公司订单成为中国本土集群内企业竞相争夺的对象。中国本土文化、制度影响下“多集群”

的发育模式，致使集群一定时期内，要在经历国内恶性的竞争的同时，应对国外先进集群

的挑战。本土集群对国外集群的联系是开放的，而对本国“同胞”们却是相互封闭和排斥

的。这种本土集群外部联系的“选择性开放”，导致中国本土集群之间各自为战、关起门

来发展。限于国内混战的集群的利润空间被压榨得所剩无几，来不及积蓄力量在全球商品

链中重新定位，因此，很多集群在短期内无法找到在商品链中的“战略性环节”。

三、路径依赖与技术锁定

全球化给越来越多的生产者提供机会的同时增大了竞争，即使生产者深深嵌入全球经

济中，威胁也可能随时出现，情况可能变得更加恶劣。产业集群发展的轨迹也具有路径依

赖性4。路径依赖对于产业集群而言，既有正面作用，又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路径

依赖可以树立并强化产业集群的模仿障碍，从而维持集群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路径依

赖也会阻碍产业集群的技术和制度创新进程，降低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从而使技术发

4路径依赖(PaEhDcpendcm)．是指技术发展或制度变迁受到其初始选择的影响和制约．人们+‘旦确定了某种选择，就会

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本身电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加强的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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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陷人锁定(10ck．in)状态。由于路径依赖性与行为惯‘陀的存在，根植于集群自身特性的竞

争优势，往往缺乏自我更新与提升的能力。

嵌入全球商品链低端容易形成对外部联系的过分依赖，而使本十集群面临丧失“功能

升级”和“链‘丁|．级”的动力的危险。嵌入商品链的企业集群能够接受外部的技术扩散，获

得稳定的销售渠道；但是他们容易放弃朝商品链高端环节延伸的主动权，面临丧失研发新

产品、开拓新市场动力的危险。因为：首先，在国外市场上，中国本土企业涉足设计或销

售环节，将埘国外下单企业产生威胁，以至于承担丧失国外订单的危险：其次，棚对于本

土企业自身研发、设计要投入的昂贵费用，承接先进集群知识、技术的扩散成本更加低廉、

风险更低。因此，中国本土集群内企业，非常容易产生对外部联系的过分依赖。5

1．3．2全球价值链下集群动态演进研究

许多困外学者对产业集群形成动阅、方式、形成与演化的阶段及演化周期进行广泛研

究。(罗杰斯和拉森，1985； 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CJranovetter,2000；西昆斯s

Qumue，1985；YinMyint，Shailendra Vyakarnam和MaryNew)。从动态演进角度，研究产

业价值链的动态演进路径，产业价值链是一个动态的系统，Porter将价值链的演进过程分

为三个阶段：(1)垂直整合(2)专业分工(3)价值链虚拟整合三个阶段。6(Porter．M．E，1980)

同内学者殷鸣(2005)从动态演进的角度研究产业集群与价值链的关系，提出发展中

嗣家集群生命周期与价值链演进路径，以及集群价值链的全球形成、延伸与整合机制。7产

业集群的形成一般都经历衍生、裂变、效仿、创新、升级的演变过程，拐点是在全球化的

强势推动F，形成集群的跨越地域边界的全球升级模式，向价值链高端环节进行“链条升

级”。

在整个产业集群的演化剧期中，产业集群的演化周期并非完全的连续一陀路径演化，而

是在路径演化巾小断存在多路径选择的连续性和问断性卡H结合的演化过程，其演化过程类

似于一个树状分义结构，只是在分叉点可能存在跳跃性8。全球价值链中产业集群的升级路

线并没有I司定的模式，但在升级的阶段性方面却有相当的普遍-陀。虽然这种阶段性特征并

不意味着所有的产业集样都可以按部就班地实现升级。9

棚遵华，全球商品链与地方产业集群嵌入方式研究，硕上学化论文，2005年4月。

Porter．M．E，Competitive Strategy,Techniques forAnalyzing Industties and Competitors．New York；Freepress．1980

产qk壤群乍命M划‘j价值钙生们演进路住：《基『．全球价恤链的发展中心t彖产业集群风险研究》，殷鸣．2005。

金镭．《产qL健群的形成0演化机制研究》，j：[0r I．程大学博L学位论文，2006年3月。

r洋，值链演化过程解析，基j二创新理论的价值链成本分析，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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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一2全球价值链下集群发展阶段

学者 全球价值链下集群发展阶段

包卿 突破发展 成熟发展
推动发展阶段 阻推发展阶段

(2006，7) 阶段 阶段

Gruber 路径创新选择路径创新休整 路径打破阶
路径依赖阶段

(2006) 阶段 阶段 段

刘曙光 内部博弈量变内部博弈质变外部博弈阶
前期积累阶段

(2006) 阶段 阶段 段

术受支
“开始”阶段 “结刚”阶段 “根植”阶段 “创新”阶段“开始”阶段 “结刚”阶段 “根植”阶段 “创新”阶段

(2005)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而成。

根据Sannl 996年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刘斌在2004年《产业集聚竞争优势的经济分

析》一书中提出的产业集聚二个阶段，本文将产业集聚的生命周期概括为四个主要阶段，

下面从用四个参数来说明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如图1—7所示：

图1．7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参数变化图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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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全球价值链下集群升级路径研究

在全球价值链和集群升级模式上，大多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和集群升级模式结合起

来进行研究，在不尉价值链治理模式下，发展中固家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升

级路径各异。在全球价值链下，根据产业集群不同类型，集群有不同的丁卜级模式，根据

KapUnsky and Morris(2001)的地方产业集群价值链的四种升级类型划分思想，不同类型的

产业集群有不同的升级路径。Humphrey和Schmitz(2000)通过对墨两哥、泰国、巴西和

美国等国家进行研究，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与全球其它经济行为主体之间

的关系，提出了四种不同层次的升级模式：工艺创新、产品创新(Product Upgrading)、功

能创新(Functional Upgrading)、价值链跨越(Kaplinsky＆Morris2001)。

我同学者根据不同的集群结构，将集群升级分为：准层级型升级模式、层级性升级模

式、网络型升级模式、市场型集群升级四种模式，在内生生产型集群嵌入模式中，国际采

购商往往采取订单的形式使集群中的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内生混合型集群往往通过直接

出口形式进入全球价值链。(谢力钦，2005)。根据集群与价值链条关系，集群升级可分为

准层级链上的升级、网络控制模式中的升级、参与多条不同类价值链丁}级三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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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价值链条升级I ／一、＼l产品功能升级I
l，．．。+．．—，———————一【—————————————。．。．一ⅡF 冒F
图I-$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地方产业集群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根据Kapfimky R and M。nis M，2001：文缓，2005改编。
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引进来”的全球化，如加工贸易

或者通过与欧美口等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或被欧美日等跨同公司并购的方式，纳入他们

的国际生产体系和销售体系，以此进入国际市场。二是“走出去”的全球化，通过在发达

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并将产品打入其市场，或者收购跨国公司的业务，购买其技术性资产，

以自己的品牌和产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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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集群耦合性研究

一、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的耦合研究

有些学者从耦合的角度研究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认为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

发展两个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产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定义为产业集群——区

域经济发展耦合。”黎继子研究全球价值链和集群的供应链式耦合及樱合，认为地方产业

集群的发展不仅需要全球价值链嵌入和耦合的推动，同时集群的供应链式整合，也是地方产

业集群升级的关键，这样才能保证地方产业集群在与全球价值链耦合时获取价值链巾高附

加值、核心战略环节的竞争优势。儿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仅需要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耦合

的推动，同时集群内部企业问的供应链式的整合也是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关键(黎继子，

2005)。因此，集群升级能力的提升，需要动态构建与集群内部和外部不同连接的组合，

动态优化不同连接在企业嵌入网络中的分布，实现国内企业适时、适度的嘲络嵌入模式的

结构演化，才能推动我同产业集群的不断升级。

产业集群的的背后所支撑的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耦合力，所谓耦合是指这三方面的

力量是权重相当、相互嵌套、相互制约且相互促进的关系。产业集群中具有的特定的文化

氛吲、历史文化传统，使集群内相互交流卡玎互影响的人们在同一水平线上，他们之间易于

沟通与理解，从而更好的为整个集群所服务，集群内人们的信仰、个人偏好、群体企业家

精神这些【丈|素决定了人们能否有效地获取信息、消化和运用来自各方的知识，也决定了人

们是否能进行有效的创新。产业集群很好的利用了社会文化背景，使其加强产业集群的竞

争力，产业集群竞争力是⋯种耦合效应。12

二、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耦合研究

地方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的耦合点研究亦值得关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如何

有效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依托区域的内生优势，在全球市场上寻找自己的细分市场，不

断地调整地方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方式，通过与全球价值链的动态耦合，定位集

群的嵌入模式。另外，针对嵌入伞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如何制定有效的产业升级的

政策工具有必要继续探索。黎继子，刘春玲，蔡根女(2005)提出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不

仅需要全球价值链嵌入和耦合的推动，同时集群的供应链式整合(即地方产业集群在同一地

m吴勤堂，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祸合机理分析，管理廿界2006．II．02

“黎绀f、刘释玲、蔡根女，全球价值链与【f1旧地方产业集群的供应链式整合～以苏浙粤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为例，中国
工业经济，2005 No．2 P_118．125

12采雯舞，我【目岛新旧区产业集群竞争力探讨，200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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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形成完整或近乎完整的价值链)也是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关键。这样才能保证地方产业集

群在与全球价值链耦合时获取价值链中高附加值。”

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集群的耦合路径方面，有些学者提出了“引进来”式嵌入及耦合

路径，依托跨同公司的生产制造网络，通过OEM等适当的方式首先嵌入P．GCC的上游

生产环节。不仪有效舰避了圉际技术壁垒，而且通过与跨国公司开展链内合作提丁1．外资的

技术、管理和资金档次，不断加快“干中学”的速度，从而加快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进

而实现区域经济与GCC的耦合，另一种是“走出去”式嵌入及耦合路径。

1．4研究评述

目前在研究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集群的文献中，不同的学者沿用了不同的研究工具和方

法。Gereffi．G使用全球商品理论GMV框架：Dicken．P发展了全球生产GPN理论分析框

架，而Porter．M的价值链理论GVC分析方法(Gerhand在2002提出GVC)，作为地方产

业网络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研究1二具。Dicken|P，1998；Gereffi．G’1989；Humphrey和Schmitz．

提出全球生产网络GNP的分析框架。目前价值链理论己从描述性的、启发式的概念转化

为分析性的研究工具，转变为动态演化的研究。

纵观上述研究成果，关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集群升级关系(包括升级模式、升级机制

等)的研究已经很多，在研究内容上，该类研究还基木只停留在对升级方式、辫级过程一

般描述方面，以致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时候显得十分粗糙和缺乏操作性，一般只能提出

一些关于空泛或很难把握的政策建议，所以本文在讨论产业升级问题的时候主要立足于实

践和操作的系统性方面，从动态演进的角度研究集群和价值链的耦合关系，提出集群与全

球价值链耦合路径，并构建动态耦合模型。

¨黎继子、刘春玲、蔡根女，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地方产业集群的供应链式整合一以苏浙粤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为例。中国工

业经济，2005 No．2 P．11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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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集群动态耦合概念提出

2．1 全球价值链与集群“动态耦合”概念提出

“耦”者“双”也，古时系指两个并耕而作之意，“耦合”则取其合力加乘的意思，

在物理学、社会学、生态学、哲学及经济学上，“耦合”均有不同的含义。耦合(coupling)

是物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上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

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

相互促进的动态哭联关系“。类似地，可以把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两个系统通过各自的

耦合元素产生棚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定义为产业集群——全球价值链的耦合。在此处，

笔者提出“动态耦合论”，赋予它更深层次的经济学含义。

耦合指不同系统或同一系统内各予系统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全球价值链和本土产

业集群的耦合体现在：全球价值链和本土产业集群两种空间尺度和时间交集中的联系和互

动机制，具体内涵体现在：(1)基于全球价值链的“链”与“环节”的产业联系；(2)基

于全球要素流动的全球产业空间整合与区域定位的空间联系；(3)基于全球生产体系嘲络

化的全球!E产网络与节点的组织联系。

本文所研究的耦合，指产业集群内生于或根植于全球价值链的一种现象，耦合程度反

映二者之问的联系以及联系的密切程度。同时，把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视为两个开放的

系统，所谓的耦合是指这两个系统之间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产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以至

联合起来的现象。同时，本文所研究的耦合是一种价值链和产业集群之间的动态演进与发

展过程。动态耦合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只有当产业集群选择合适的升级路径嵌入全球

价值链，才能通过彼此的互动和有机联系，逐步实现该集群与价值链的真正耦合。因此，

本文主要应用“耦合”的概念，探讨集群和价值链的对接，耦合是经过交结、互动所产生

的一种互动关系，实现产业集群和价值链之间的协调、与最优化。

本文把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视为两个开放的系统，特指这两个系统之问通

过各自的耦合元素产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15。嵌入16与耦合都是一个

14吴勤堂，产业集群‘jⅨ域经济发腱耦合机理分折，管理肚界，2006．11．02

”“两个系统之间及蚝运动方式的互动和有机联系即为耦合。”，一张业斌：“从系统论看所彳r制结构和产业结构}Jlll合一，
第48页．《湖南朴会科学》，2001．

埔“事实七，嵌入性概念应该追溯至社会学家波拉尼(1【Polanvl)以及后来柝’j诺维特(M Granovetter)时经济学与朴会学

研究的反ii，它抽}调个人的绐济行动能破人际笑系和社会网络所援造，主张刚络甜i纠·叮能要比胤护化的f阿场立易天系儿

备更强的竞争优辨。它Hr人效分为戈系嵌入和结构}款入等。一琐后军：“外资企业的迁移擞其根植性州题研究”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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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演进的实现过程，只有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利用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占据该产业在

国际生产体系的某一环节时，才能通过彼此棚：巨作用、相互依赖，通过产业升级逐步实现

该产业与全球价值链的耦合。

2．2基于动态性的集群与价值链耦合关系分析

2．2．1 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动态耦合关系分析

产业集群是个有机的产业群落，产业集群是一个动态的经济系统。产业集群也会经历

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也有其自己的演变规律和“生命刷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

方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产业集群是一个有机的具有生命力的产业群

落，本身有一个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产业集群在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是由多个生产相同或相

似产品的企业在某一区域集聚。并辅之以相关的支持性机构和组织，这些企业、机构和组织

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构成一个社会生态系统。

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的耦合是一个集群在长期的地区经济发展实践中逐步积累形

成的，其衡量是相比较其他地区或同业集群而言，所以对集群和全球价值链的耦合的分析

必须是动态的。当集群和全球价值链的耦合形成一定之后，就面临着竞争力再培育和提升

的问题，否则伴随着经济的伞球化、集群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集群面临升级的风聆和问题。

产业集群能力的提升过程具有一种由低到高的阶段性发展特征，依据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

产业集群能力升级过程所表现出的集群和价值链的耦合过程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更好地

促进产业集群的升级。

2．2．2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动态耦合阶段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产业集群是一个有

机的具有生命力的产业群落，本身有一个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产业集群在形成和演化过程中，

是由多个生产相同或相似产品的企业在某一区域集聚，并辅之以相关的支持性机构和组织，

这些企业、机构和组织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构成一个社会生态系统。

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的耦合关系是从一开始就产生和建立起来的，产业集群各行为

主体之间在交换资源、传递资源活动过程中相互联系和作用，各种关系重叠交叉，出现网

‘浙江社会科学》，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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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联系，形成以各种不同方式和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各种供应链和产业链。其中，集群

嵌入价值链的程度,T4i_7．者的耦合程度，反映了集群发展程度和发育程度。

现结合产业集群生命刷期和全球价值链米分析产业集群的发展阶段以及各个阶段的

特征。基于此，我们在动态演化的基础上，将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的动态耦合过程分为

以下四个阶段：

图2-l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动态耦合阶段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基于此，我们在动

态演化的基础上，将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的动态耦合过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l、第一阶段：产业集群与价值链耦合初建阶段

在耦合广度上，集群内企业之间学习、创新等溢出效应小，企业之问横向关系松散；

耦合深度弱，集群与价值链的耦合关系初步搭建；耦合稳定性弱，外资企业初步进入；集

群企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不过，集群发展速度最快，规模开始扩张，集群优势和全球价

值链优势相结合，从而实现集群与价值链的初步耦合。此阶段，集群和全球价值链的耦合

初步搭建，集群发展速度最快，集群内企业的溢出效应明显，规模经济的初步形成使整个

集群增长速度快，规模开始扩张。集群优势和伞球价值链优势相结合，一是在全球价值链

的ji导者会指导和帮助机群企业在产品质转、生产弹性甚歪创新设讨‘能力方面迅速提高；



全球价仃}链和术上产业煲群动态耦合性研究

二：是进入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会在外部全球价值链治理的脏力下，作出内部调整和

响应，推动集群发展。

2、第二阶段：产业集群与价值链耦合发展阶段

在耦合广度上，集群内部学习机制和学习效应明显，知识溢出效应使企业问技术水平

不断提高：集群和价值链的耦合关系深入，集群与价值链的祸合关系趋于稳定，产业集群

和价值链的耦合关系正式建立。通过这阶段的发展，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的耦合深入一步，

学习机制和学习效应明显，知识溢出效应使企业问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随着集群成熟，集

群与价值链的耦合关系趋于稳定，绩效增长开始缓慢，在图中显示为dq／dt递减。

3、第三阶段：产业集群与价值链耦合紧密阶段

随着集群内部网络的进一步完善，学习效应、组织结构、溢出机制、社会关系的发展

以及和全球价值链的更深入的耦合，集群绩效增至最大，同时集群面临来自外来竞争者(国

内的和同际的)的进入威胁，力¨剧了集群企业间的竞争，使企业间管理协调成本上升，集

群绩效开始下降，此时集群圃临升级风险。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会在价值链高端环节，或

自身核心竞争设计环节设置种种障碍，阻止来自发展中国家集群内部企业的升级。从产业

升级的四个方面来看，一般在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方面设置障碍，这一阶段，集群升级失

败面临被全球其他产业集群或生产基地替代的风险。

4、第四阶段：产业集群与价值链耦合松散阶段

在耦合广度上，集群内部嘲络关系进一步完善，学习效应、组织结构、溢出机制、社

会关系更深入，集群面l|缶来自外来竞争者(国内的和同际的)的进入威胁，加剧了集群企

业问的竞争，使企业间管理协调成本上升，此时集群面临升级风险。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

会在价值链高端环节，或自身核心竞争设计环节设置种种障碍，阻止来自发展中国家集群

内部企业的升级，集群升级失败面临被全球其他产业集群或生产基地替代的风险。

此阶段可分为两种情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和深入，集群和价值链的耦合需

要更进一步深入，集群地区优势产业开始衰退，群内生产能力过剩，集群开始走下坡路，

集群和全球价值链的耦合关系开始松散，全球价值链开始将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廉的国

家，集群和价值链的耦合关系面l临脱钩的风险。如果此时集群能提早意识到这种情况，加

强集群与价值链的耦合关系，增强并培育集群根植性，提高集群创新能力，那么集群可能

实现进一步升级。实现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产业集群进入高端环节。顺应全球价值链治

理向乇动融入全球经济治理网络，并积极实现从内向同际化向外向同际化的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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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基于系统性集群与价值链耦合分析

产业集群是由这些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的动态系统，构成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组成部分是

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联动、相互制约、和互依存，每个环节都是由人量的同类企业构成，

上游产业(环节)和下游产业(环节)之问存在着大量的信息、物质、资金方而的交换关系。各

予系统具有结构的层次性和演化的方向性，榭互联系，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一个密切配

合、协同发展的统一整体。耦合点及其相互联结是网络组织的基本构成要素，既独立又互

依赖的彳；同结点之问的相互联结构成了耦合关系。

产业集群是各要素作用力的耦合，它是由系统内各主体要素及系统外各环境要素，通

过其内在运作机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的经济有机体。产业集群演化进程中的

各种性质、特征及运行机制都有直接简洁的的关系，集群中各类主体、各个要素在经济活

动中既竞争又合作、既开放又封闭，通过相互作用促成整个系统不断分化又不断整合，不

断导致无序义不断形成有序，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从平衡到打破平衡阿到新的平衡

而不断转化发展的。冈此，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用动态演化的视角，又要用系统性的视角来

研究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的耦合关系。

耦合点及其相互联结是网络组织的基本构成要素，既独立又互赖的不同结点之间的相

互联结关系构成了网络，不同的联结方式形成形式各异的网络结构，而结点之间并非静态

的简单联结而是存在着动态的复杂互动过程，互动的结果又产生了协同，对大于独立运作

绩效的协同效益的追求是合作的直接推动力量。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简单示意如图所示。

企业目价值链联结点

● + ▲

／ J I

，

／

企业内价值链厦联结点

图2．2：产业集群价位链系统

资料米源：根据棚父资料整理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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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生产供应链是集群结构的核心。集群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与其说是食业供给，还不

如说是山供应链供给的。在产业集群内部，相当数量的供应商、用户、机关企业及互补企

业围绕在体现集群核心竞争力的竞争企业周围，通过对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的控制，

发生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与联系，并以专业化分上与竟合协作方式独立而高效地发挥

着供应、销售、共同制造、互补制造等功能，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有弹性的功能网链结

构模式，即集群生产供J电链。它包括相关供应链、互补供应链、供方供应链、需方供应链

和竞争供应链，前两者与竞争供应链组成水平供应链网络，后两者与竞争供应链组成垂直

供应链网络。

图2-3 全球家电产品价值链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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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动态耦合性分析

本章对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动态耦合性分析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回顾

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历史演进过程及发展概况；之后对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价值链耦合关系

进行分析，其中包括串联耦合和并联耦合关系；接下来以海尔集团为例，分析海尔集团与

全球价值链耦合过程及模式分析。进而分析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耦合瓶颈，对

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耦合路径探析并构建模型，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如

下图所示：

青岛家电产业燕群与全球价值
链动态耦合性分析

青岛家电产业墓群历史演进过
程厦发展概况

青岛家电产
业集群历史
演进过程

青岛家电产
业集群发展

概况

青岛家电产业靠群与价值链耦
台关系分析

青岛家电产
业羹群与全
球价值链串

联耦台

青岛家电产1
业集群与全j
球价值链并{

联耦台

青岛海尔羹团与全球价值链耦
合过程及模式分析

海尔曩团与l
全球价值链l

耦台过程分l
析

海尔集团与

全球价值链
耦合模式分

析

青岛家电产业塞群与全球价值

链耦台瓶颈分析

f。。。。。。。。。。。。——一。。——‘。‘。。。。。。。‘111’。‘_。。。。。——

青岛家电产业
集群与全球价值链耦合路径探l

析及模型构建

{．．．．．．．．．一．．．．．．．．．．．．．．．．．．．．．．．．．--

图3-1 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耦合性分析图

资料米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3．1 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历史演进过程及发展概况

青岛家电产业群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萌芽，经历了调整、发展各阶段，逐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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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个成熟、完整的家电产业群。在这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青岛家电产业通过自身

结构调整，不断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不仅扩大了规模，同时也实现了家电产业从计划经

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青岛家电产业各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

3．1．1 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历史演进过程

1、萌芽期(1984年以前)

青岛家电产业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家电生产

企业结构主要是单一的同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形式，企业的数量少，而且主要是家电的生产

厂商，其他配套、支撑型企业几乎没有，家电产业发展缓慢。在这个时期，企业的生产工

艺简单，产品主要集中在黑色家电上，产品质量档次低，劳动生产率低下，企业之间主要

是通过所隶属单位进行协调，彼此专业分工较少，由于当时我周处于计划经济的短缺时代，

产品的销路较好。

2、成长期(1984．1994年)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渐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同总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即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从短缺经济到剩余经济。青岛家电生产商由于产品质量低、结

构单一而面临着破产境界。青岛家电厂商纷纷与国外知名家电企业合作，通过引进先进设

备、技术，提高家电产品的质量，企业起死回生。同时这个时期青岛政府采取积极措施，

对家电企业进行合并重组，将生产规模小、产品竞争力的企业合并到生产规模大的企业。

3、成熟期(1995年—2004年)

1995年以后，青岛家电产业群进入了成熟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生产

系统的完善，即产业群的形成。除生产性企业以外，这个时期配套性企业、研发机构、中

介机构、行业协会等支撑型企业(行业)迅速发展，彼此密切联系，形成了“产、学、官、

研”完整的产业群；另一方面家电产业步入了内涵式增长阶段。家电企业在规模扩大的同时，

更加注意产品质量的提高，以海尔、海信、澳柯玛为代表的龙头企业通过拓展生产专业化

功能，提高了在全国乃至世界同行业的地位。

4、调整期(2004年—现在)

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己经基本结束了高速成长期，行业竞争非常激烈，过度竞争造成了

制造业平均利润水平下降，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家电企业之间资源的重新整合成为必然，

产业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青岛家电企业通过战略联盟、购并等手段，改变了以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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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关系，向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关系转变，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企业运行成本，从而

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3．1．2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青岛家电产业群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现在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青岛家电产

业始于上世纪60年代，经历了调整、发展各阶段，逐步形成了一个成熟、完整的家电产

业群。目前，青岛家电产业群不仪拥有海尔、海信、澳柯玛等国际知名的家电企业，而且

形成了包含生产性企业、支撑犁企业、相关企业在内的高度本地化和强劲竞争优势的集群

发展模式，成为我同三大家电产业群之一和世界著名的家电生产基地。

1、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发育早，发展快，规模人

青岛市六大产业集群中，家电产业集群发育最早，发展最快，规模最大。到2005年，

全市规模以上家电企业已达80余家，电视机、空调、冷冻箱和冰箱生产能力已分别超过

1000万台，电热水器、微波炉生产能力已分别达到200万台，洗衣机生产能力700万台，

实现工业总产值540亿元，占六大产业集群：[业总产值的近三分之一，实现工业增加值105

亿元，利税25亿元。

图3-2： 青岛市电子家电产业集群发展状况

资料来源：根据青岛市信息f‘=g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2、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形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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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源型品牌企业带动模式。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发端于青岛市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良好

的外部环境及市场需求，青岛东西方国际文化交流的底蕴，奠定了后起国际知名企业注重

技术、质量、品牌的意识，部分企业通过【fl『向国际化经营的创新发展取得巨大成功，而青

岛市着力于塑造企业区域创新环境，鼓励和扶持企业名牌战略，进而形成优势企业问集体

学习效应，再加上政府的积极规划和适时调锁定的本地优势引致的集群培育和发展，促进

面向全球市场的知，名牌战略产生广泛波及效应，从而使青岛成为盛产名牌的城市，形成

从个别名牌企业到名牌企业集群，从名牌企业集群到名牌城市的内源型品牌企业带动发展

模式。其中，海尔集团以引进德围、日本等国先进技术为起点，以研究与开发国际化、质

量与管理同际化为前提，住注重品牌和质量建设，在各个方面开始建立自我主导的全球化

生产、研发、销售和服务体系：此外，还有海信集团、澳柯玛集团等，除了吸引国际知名

企业以及70余家中小型配套企业，与大企业的生产基地形成互动，形成家电产业集群。17

图3-3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形成发展模式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17刘曙光等编著．‘跨海价值链建设与区域产业升级》，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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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家电产业集群的飞速发展，不仅是丛于家电产业自身的规模扩大和结构调整，而

且还得益于青岛优越的区位环境、城市发展战略实施、体制创新和深厚文化底蕴等外力的

支撑。耦合内力与外力共同构建了家电产业发展的“耦合动力”，推动着青岛家电产业群

的发展。

3．2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价值链耦合关系分析

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内部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在家电产业群内核心企业的带动下，青

岛市家电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得到了扩展，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家电为核心的完整的产业

链。集群内部产业链条保证了青岛家电产业技术的领先优势，由于集群内的分工协作、信

息共享，专业化水平和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不仅有效地保证了青岛家电产业技术的领先性，

增加产品了的技术含量，保持了自己的发展优势。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主要由主导企业、配

套企业、还包括销售商、教育培训机构、研究开发机构、公共政策制度机构(政府部fT)、

中介机构以及行业协会等一系列支撑性企业(行业、机构)组成。各要素之问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共J—J构成完整的产业集群内部结构，现具体集群各主体要素的内部结构：

3．2．1 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价值链内部串联耦合

集群和价值链的“串联耦合”：表现为群内各行为主体，如相互依赖的的企业(如供应

商、生产商、销售代理商、客户等)、知识机构、政府机构和中介机构等之问纵向关系。一

方面实现海尔本地产业链的同际化延伸，在供应链、市场链、技术研究与开发等环节实施

国际化战略，提高每个环节的同际化程度；另一方面，吸引国际企业(包括嗣际品牌氽业

和国际中小食业群)与本地的产业链的连接，真正实现本土本地集群与同际产业链的耦合。

青岛家电产业集群的内部串联耦合关系主要表现为海尔、海信、澳扣J玛等生产型企业

——供货商、(如海润电子等)——销售商(闺荚、雅泰、苏宁、三联家电等)——服务

商(塞维家电服务)——政府机构——科研机构(大学、海尔罔际研发巾心)——中介机

构等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家电生产仓业不仅许需要自身得发展壮大，更需要协调好与供

货商、销售商、服务商以及支撑性企业(行业)之闯的串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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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和价值链串联耦合图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1、供货商：(国外：口本三洋电机、安富利电了组件部 国内：海润电了公司)

家电产业的供货商是产业群中的重要成员，他们通过与家电生产性企业之间的合作，

形成地方生产网络。大型家电生产企业，尽管可以通过一体化实现企业内部的之间的交流

合作，但是由于家电生产所需要的零部件供货多，大型的家电企业不可能完全具备企业发

展所需得全部资料，需要与供货商特别是当地的配套性企业进行合作。青岛家电产业集群

供货商主要有：全球科技分销商安富利公司(Avnet Inc)(NYSE：AVT)旗下安富利电子组件

部(Avnet Electronics Marketing)是海尔和长虹供货商，将两家中国领先消费电子企业囊括

到其增长迅速的供应链。供货方的形成，打破了青岛家电企业集团内部的垂直一体化生产

体系，而是在家电生产主导产品企业与提供原材料、生产设备和零部件的各类企业之间形

成一种分工和协作关系，这种分工和协作属于企业外部分工和协作，这样不同类型的企业

可以把有限的资金、技术、人才集中在家电生产的某一环节，提高了家电生产的专业化水

平，继而提高了企业生产速度。

2、销售商：(围外：沃尔玛、家乐福、国内：国美、苏宁、五星、澳柯玛工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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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销售商方面，青岛不仪拥有本地的雅泰电器和利群商厦，另外上海永乐、北京同荚

都在青岛开设r家电连锁店，特别是以雅泰电器为代表的家电连锁店的兴起，预示着青岛

的家电流通领域将发生一场革命。海尔、海信、澳柯玛等家电企业，为了扩大企业的销售

量，提高企业知名度，也纷纷开展丁与专业家电连锁店的合作。目前青岛各家电企业在家

电连锁店、超市、百货商店内设立专门柜台进行销售。同时以雅泰电器为代表的本地家电

连锁店，利用人们消费惯性，以本地大型家电企业为基础，实行差异化销售，以此扩大家

电市场份额。继海尔、海信近日宣布与罔美、苏宁等家电连锁巨头结盟后，青岛另一家电

巨头澳柯玛联合四家区域经销商组建了山东澳柯玛工贸公司，至此，青岛家电三雄在山东

市场销售模式完成大变阵。

3、服务商 (国外国内：青岛赛维家电、‘‘囡美家电医院”五星“家电120”)

目前青岛拥有中国家电服务商中“第一品牌”一赛维家电服务商。赛维的成立意味着

中国家电市场长期以来形成的“品牌企业+经销商”的服务格局被打破，标志着家电服务

商作为与生产商、销售商并驾齐驱的第三支力量，已经正是从幕后走到前台，与海信、澳

柯玛、伊莱克斯、三洋、福日、．东芝、格力等青岛家电企业建立合作。此外，国荚“家电

医院”：提供家电销售、维修、保养一站式服务，三方面紧密结合来实现对家电产品的售后

安装、检测、维修等业务。五星“家电120”：提供最新家电促销信息以及空调免费安装、

检测、终身移机、冰箱免费上门除冰、废旧家电同收等针对单品类等服务。

4、生产企业与地方政府联系

为推动青岛家电产业升级，建设一流的世界家电生产基地，青岛市政府不断调整工作

重点和工作方式，通过整合资源优势、制定相关政策，为青岛家电产业发展创造了一个公

平竞争环境。

5、生产性企业与科研机构的联系

生产性企业与科研机构的联系主要是指企业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合作。几年来，

青岛先后引进r爱立信研发中心、海尔中央研究院、浪潮研发中心、中创研发中心等世界

500强企业和围内外大公司来青岛设立研发中心，引进北京大学学术研究中心等国内外著

名的研究院所、研发机构和研究院总数多达40多家，成为我国家电研发中心和科研机构

集中区域。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家电生产企业进行家电产业合作，为家电生产企业提供

技术支持，成为青岛家电产业创新的核心力量。同n十这些研究机构、高等院校通过与家电

企业合作，获得大量的资金，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6、配套性企业与支撑体系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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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青岛家电产业链中，配套性企业是为!E产性企业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货方。除

了与火型家电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外，配套性企业还要与销售商、服务商、地方政府、科研

机构等支撑性体系保持密切联系。而支撑性体系具有服务门槛的特性，为了扩大自身的服

务半径，也主动与配套性企业加强合作。因此，在青岛家电产业群内，配套性企业与支撑

体系具有垂直联系。

3．2．2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价值链内部并联耦合

集群和价值链的“并联耦合”：表现为同类企业间、企业与中介服务机构、大学、科

研机构、政府、金融机构问的“耦合”关系的各种横向联系。斟此，要建立海尔、海信等

优势品牌企业问的学习一竞争机制，共同带动地区其他企业的发展，形成地方化的产业辐射

与延伸效应，真正实现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并联耦合。

一、主导型企业

1、海尔集团

海尔集团经过短短二十年发展，实现全球营业额806亿元、出口创汇lO亿多美元、．

品牌价值530亿70(中国第一品牌)特大型国际化企业。海尔集团在青岛的同外合作伙伴主

要包括爱默生、台湾声宝、日本三洋公司等，在国内天津、重庆等地建立十多家分支机构。

图3-5海尔集团组织结构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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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信集团

海信集团成立于1994年，目前集团在荚闷、日本、匈牙利、巴心等地建立丽外分支

机构，形成r以家电、信息、通讯、商用等为主导的产品结构，产品．t要行电视、空调、

计算机、信息软件、电话、VCD，DVD、组合音响、照相机、光电产品等七大门类。

图3-6海信集团组够l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3、澳柯玛集团

澳柯玛集团的前身是青岛红星电器集团下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厂一黄海冰柜厂。由于经

营不善，从建厂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到1990年初，企业净资产负2700万元。90年3月初，

鲁群生上任后，带领着澳柯玛人艰苦创业，经过几番拼搏，使澳柯玛集团从一个濒临破产

的小企业，以年均200％的速度发展成为以家电生产为主的同家大型企业。

二、配套型企业

随着海尔、海信、澳柯玛等大型家电企业的迅速发展，使青岛成为仓同乃至世界家电

产业最具有吸引力的配套市场，国内外的相关企业争瓤i来到青岛家电基地。目前在青岛开

发区前湾港路曲侧，青岛家电企业三巨头海尔、海信、澳柯玛比邻而居，紧随着海尔、海

信、澳柯玛，日本松下、韩国南涯电子、豪雅电子等跨隔集团也先后在开发区落户，另外

慕名而来的是卜雨家中小砸配套企业入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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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融智电子有限
公司

青岛兴华电器有限
公司

青岛亨通电器有限
公司

]一、三耳
青岛奇力电器公司

青岛吉特尔电器制
造有限公司

图3—7青岛主要家电配套企业

资料米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三、支撑性体系

产业群的发展不仅包括核心产业、相关配套产业，另外还包括销售商、教育培训机构、

研究开发机构、公共政策制度机构(政府部f-j)、中介机构以及行业协会等一系列支撑性企

业(行业、机构)的发展。随着青岛家电生产制造业以及相应配套产业的迅速发展，青岛各

种为家电产业服务的支撑性企业(行业、机构)也得到了蓬勃发展，目前，青岛家电产业群

中的支撑性体系主要有以围美、雅泰、华联电器与中华电器网为主的销售商、青到国际电

子家电展、以塞维家电为主的第三方服务商、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内部科研机构、专门科研

机构和高等院校三个创新主体。

3．2．3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价值链外部耦合关系

青岛家电产业群是个开放的巨系统，除与当地配套性企业组成地方网络以外，青岛家

电产业群与非本地企业保持着密切联系，组成了青岛家电产业的非本地网络。随着家电技

术创新和市场需求的Dn,居EI，青岛家电的非本地联系的强度不断扩大，联系的空间范围也逐

渐扩大，地方网络已经被整合到全球家电网络之中。家电产业群的非本地联系主要涉及供

丝觚

一霉一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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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方、市场、技术、劳动力等pq个方面：大企业周边集聚了大繁家电零部件供应商，现在肯

岛家电产业集群发展己初具雏形。

由于长期的合作，青岛家电企业大都与区外家电零部件供应商建立了稳定的关系，这

种合作关系对家电制造商的好处在于降低搜索成本，保证零配件供应，促进了青岛家电企

业实现订单式生产。为了充分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海尔不断加快在区外的并购过程。海

尔集团目前不断在国内、国外进行扩张，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3-8青岛家电产业集群非本地联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3．3青岛海尔集团与全球价值链耦合过程及模式分析

3．3．1 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耦合过程分析

海尔集团在与全球价值链的耦合过程中，主要经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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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耦台过程图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1、第一阶段：名牌化发展阶段(1984年一1991年)

海尔集团在1984年到1998年之问，海尔经历了OBM和多元化阶段，海尔集团基本

实现与价值链耦合的初建，在管理方面，主要从全面质量管理(TQM)到OEC，国内扩张

主要表现为本地扩张，国际扩张主要表现为引进日本和德同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这一阶段

的发展特征主要是，在产品生产上只生产冰箱一种产品，在管理方面主要从全面质量管理

(TQM)到OEC，探索并积累了企业管理的经验，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结

出一套可移植的管理模式。

2、第二阶段：多元化发展阶段(1992年一1998年)

海尔与全球价值链的耦合深入一步，多元化发展，外部兼并对外(东南亚)投资设厂。

海尔产品在国外受到欢迎，源自海尔在国外实施的本土化战略，本土化生产、销售的海尔

产品快速满足了国外消费者的需求，也迅速提升了海尔产品在国外的市场竞争力，在极短

的时间内在中东市场打开了新的局面，成功地进入了一些以前无法进入的市场。

3、第三阶段：国际化发展阶段(1998年—2005年)

海尔与全球价值链的联系实现更深入耦合，国际化，全球研发、营销、采购和服务：

在美国和欧洲实行本地化，国内扩张与布局；进行全球价链建设。这～阶段的特征主要是，

产品批跫销往全球主要经济区域市场，有自己的海外经销商网络与售后服务网络，Ha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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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信誉度与美誉度。

4、第pq阶段：全球化品牌发展阶段(2006年一)

为了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运作全球范|=I；|的品牌，从2006年开始，海尔集团

继名牌战略、多元化战略、国际化战略阶段之后，进入第四个发展战略创新阶段：全球化

品牌战略阶段。 国际化战略和全球化品牌战略的区别是：国际化战略阶段是以中国为基

地，向全世界辐射；全球化品牌战略则是在每一个同家的市场创造本上化的海尔品牌。海

尔实施全球化品牌战略要解决的问题是：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企业运营的竞争力。与分供

方、客户、用户都实现双赢利润。从单一文化转变到多元文化，实现持续发展。

与此相对应，海尔集团在战略创新方面也经过了四个发展阶段，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3．10；海尔集团战略创新四个阶段

资料来源：海尔集团网站．http：／／www．haier．com／cn／haler／about／flow，asp

3．3．2青岛家电产业与全球价值链耦合模式分析——以海尔集团为例

海尔集团与全球价值链耦合模式分析主要采用“三位一体本t化”的国际化扩张模式

和国内的价值链重组模式，二者卡H互结合、相互促进，产生海尔集团与全球价值链的耦合

模式。

一、国外——“三位一体本土化”模式

以海尔等为首的家电企业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丫从引进同外技术到联合

开发、本土生产、资本输出、技术出口的发展过程，海尔集团同际化过程巾“三位一体

本二I二化”与全球价值链耦合发展模式。海尔创本士化海尔名牌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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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认知阶段、本t化扎根阶段、本土化名牌阶段。这就是海尔走向世界的“三部曲”：第

一步，按照⋯创牌’而不是‘创汇”’的方针，出口产，订I开拓海外市场，打“知名度”；第二二步，

按照“先有r}『场，后建：[厂”的原则，当销售量达到建厂盘亏平衡点时，开办海外工厂，打“信

誉度”；第三步，按照本土化的方针，实行“三位一体”的本土发展战略，打“美誉度”。第一

步是播种，第二步是扎根，第三步是结果。“三部曲”是实践的发展，与此同时，海尔人对

国际化经营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三位一体'’扎根——海尔在海外三位一体的结构已在当

地扎根。

二、国内——海尔价值链重组模式

海尔的价值链重组主要经过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1、物流产业化阶段

在物流产业化阶段，海尔成立物流推进本部，整合企业资源的，对各个职能中心的资

源进行整合，集团资源进行统一配置。海尔将原来集团的组织结构从层级式的职能管理方

式改变为扁平化的组织结构，率先成立了物流专职管理机构一物流推进本部。物流本部成

立后，首先整合内部的资源，成立了采购事业部、配送事业部与储运事业部。其次，海尔

物流的整合不仅涉及集团内部各个部门、各个公司，而目涉及到上游的供应商、下游的分

销和零售商，海尔通过动态优化机制促进供应商的互动，使整个供应链的价值最大化。

备注：1、商流、产品事业部、物流通过链条1互相耦合——核心流程

2、核心流程通过与职能中心分别通过与链条2、3互相耦合——支持流程

图3．1l海尔集团市场链示意图

资料来源：海尔集团以市场链为纽带的大企业业务流程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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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应链管理阶段

在供应链管理阶段，海尔将原来的职能管理资源进行整合，从核心能力的角度整合成

3T和3R的支持流程，3R包括研发(R＆．D)、人力资源开发(HR)、和客户关系(CR)；3T包括

全面预算(TCM)、全面设备管理(TPM}，和全面质疑管．FI!(TQM)。在这里核心流程是主体，

3R和3T刘⋯主体提供服务，并注册成为独立经营的服务公司。以海尔集团为核心企业，

与供应商、分销商、用户形成的供应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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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海尔集团供应链链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3、全球价值链阶段

海尔实施的以市场链为纽带的业务流程再造模式，海尔的市场链集成模式，在横向

层次卜把企业内部业务流程价值链活动通过SST(索酬、索赔和跳闸)机制整合起来；在纵向

层次上，优化整合了分供方价值链、买方价值链、渠道价值链，形成了一个基于市场化关

系的纵横交错的网络结构，获得了价值链集成效益。从管理体系上看，把分属于几个不同

业务流程的先进管理技术通过市场链集成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管理体系，全而激活

了流程的活力，进而在OFC管理基础上，把核心流程与支持流程集成起来，形成了一个最

大限度的共享企业资源的价值链集成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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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海尔市场链l司步流程模型

资料来源：海尔集团网站，http'J／www．haier．conffcn／haier／about／flow．asp

还与世界其他知名公司建立技术联盟，使其成为海尔价值网的‘个战略环节，为其

进行全球化的技术、资木、资产以及市场的全方位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企业价值网，

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打下了基础。海尔从2001年开始，除不断优化内部的供应链外，在

产业链的上游，海尔打破了与分供方之问传统的买卖关系，在青岛、合肥、大连、武汉、

贵州等制造基地建设以海尔为中心的产业链，引进爱默生、三洋等数十家国际顶尖供应商

在当地投资建厂，建立配套工业园，而供应商可以直接参与海尔的产品设计，一个具有世

界竞争力的家电优势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全球供应链资源网的整合使海尔获得了快速满足

用户需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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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海尔品牌价值图

数据来源：参见北京名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公布年度世界最有价值品牌排名整理得到。

圈3—14： 海尔营业收入表

资料来源：以上数据根据海尔年度公布信息整理“：总得出，数据源WWW．Imiere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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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耦合瓶颈分析

4．1 集群与价值链之间耦合度差，存在升级风险

青岛家电企业，特别是大型家电生产企业存在着单打独斗的状况，相互之间缺乏协作，

有的企业甚至为了眼前的利益，进行不正当的竞争，形成了“同城冤家”的格局，结果造

成了群内家电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而不是在更大范围内的竞争。企业之问交流少，合作

氛围淡，缺乏有效的信息、技术、资金、人才的流动路径，企业只是作为家电产业几个孤

立的点而存在，没有形成整体合力，也就无法创造fIj l+1)2的效果。这种情况也使得群

内的企业无法合理利用产业群的整体资源优势，青岛家电产业出现，企业之间重复建设，

集体生产能力过剩低效现象。

青岛家电产业集群缺乏本地企业间分工：由于企业问的竞争式发展，带来彼此的直接

分工与合作相对较少，出现从零配件、中间品到产品的重复生产，缺乏近距离分工。企业

间合作程度低，还表现在家电产业链上没有形成地方产业网络。产业群的发展是跨部门、

跨行业，企业之问通过分工协作促进产业群的创新。在吸引外来相关和支撑性企业上，过

去青岛市主要依靠提供土地和优惠政策等来吸引企业进去进而形成企业在空|、日J上的集聚。

由于这种模式不注重家电产业群形成内部机制，使得这些在空间上己经形成一定聚集的企

业并没有友现出强烈的根精性，氽业之问的合作程度低，没有形成分下细化的声业群，真

正的产业群尚未建立，造成了企业缺乏创新活力和地区优势，不利于产业群整体竞争力提

高。

4．2产业集群配套度差，没有建立真正的产业链条分工

目前在大型家电企业的周围聚集了大量家电零部件供应商和相关产业企业，青岛家电

产业群已初具规模，但是青岛家电产业主导产品在当地的配套率只有10％左右，相对于顺

德、宁波两个家电产业群来讲，青岛家电产业当地配套产业滞后，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家电

产业链。尽管青岛现在有40多家电配套企业，除个别的跨囝家电企业产品质量高以外，

其中绝大部分家电配套企业生产规模小，而且与区外、国外相比，产品质量也明显存在着

差距，因此青岛家电企业的零部件大部分来自于区外。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是产业整体竞

争优势，因此产业群竞争力不仪强调核心企业，还依赖于相关当地配套产业的发展水平，

而青岛家电产业群系统功能小完善，产业链条薄弱，影响'r青岛家电产业群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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赆管青岛家电产业群拥有罔内最有价值的品牌，掌握数疑不少的高新技术，但遗憾的

是，当地中、小型的家电品牌数量尤其少，而零配件配套企业的竞争性和配套能力也不够，

使得整个家电产业链失衡，整体不够丰满。这也是胶东半岛众多的家电品牌纷纷到长三角

的宁波等地寻求零配件供应商的主要原因，而这种“梯次”不强的产业链，显然会影响其

稳定性和长期竞争力。另外青岛、煳台、威海的汽车配套项目等已形成了相互协作的良好

基础。但三城市之间的家电产业链歪今未能形成良好的分工与协同，数百家家电配套企业

只是聚集在了青岛下属的黄岛和胶州。对于家电行业这种产业链较长、专业分工层级多的

行业，局限在较小地域内的产业链，必然会削弱其经济产出总量与总体发展能力。

4．3集群与价值链的服务体系不健全

家电企业管理机构／fi健全，管理体制还比较落后。国外典型产业群一般都对群内企业

实行统一管理，但是在青岛家电产业群内尚末建立统一的企业管理机构，尚未形成一个超

越部门和所有制界限，按照家电产业社会化分工要求，对家电产业群发展进行合理规划、

扶持、监督和协调的专门管理机构。另外青岛家电产业群内，特别是中小型家电企业内，

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市场监督管理体系，假冒伪劣产品依然存在，这极大的损害了其他家电

企业的正常发展。

为了适应家电产业发展，青岛市不断完善中介服务体系，举办了中围国际电子博览会、

世界家电产业论坛等一系列为家电企业服务的行业协会、创业中心(孵化器)等中介服务机

构。这些中介服务机构在青岛家电产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相对于青岛家电产

业在全国的地位而言，青岛的中介服务机构数量少、彼此独立行事，没有形成相互分工协

作的关系，服务机构的整体效益低，不能满足青岛家电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在服务对象

上，青岛巾介服务机构实施“抓大放小”政策，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企业实施政策

不 ，热衷于海尔、海信、澳柯玛等大企业集团发展，而对中小企业的发展采取冷淡态度，

甚争还对家电中小企业收取不合理的费用。

4．4集群j 阶值链的动态不匹配

青岛本地企业群通过国际化实现升级——f0EM，oDM带来的风险和问题。我国集群内

很多企业处于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当巾，受控于全球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大型跨阍公

司，价值创造有限、价值捕捉能力不强、自我创新能力不足，常常被“锁定”在制造环节，

难以实现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那螳得益于发达同家的产业转移的集群通过OEM方式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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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的发展；但放弃了主动朝价值链高端环节延伸、开拓新市场的动力，阻碍集群的“功

能升级”和“链的升级”在嵌入国际价值链的基础上，我同的产业集群升级的关键是突破

发达围家的“升级陷阱”和“锁定效应”，进一步强化工艺流程和产品升级，实现功能升级

和链条升级。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决定集群发展的关键冈素在于集群能否充分挖掘内部和

外部的优势实现升级；有没有持续创新的动力和摆脱“路径依赖”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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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集群与全球价值链耦合路径探析及模型构建

5．1 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耦合路径探析

本文所研究的耦合，指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内生于或根植于全球商品链的一种现象，嵌

入程度反映：．：者之间的联系以及联系的密切程度。同时，把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全球商品

链视为两个开放的系统，所渭的耦合是指这两个系统之问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产生相互作

用、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嵌入与耦合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只有当青岛家电

产业集群利用比较优势嵌入GCC，占据该产业在同际生产体系的某一环节时，才能通过彼

此的互动和有机联系，逐步实现该产业与GCC的耦合。当地区产业遵循比较优势嵌入

GCC，并占据该链条全球生产体系的某⋯环节之后，要想地区产业与GCC这两个系统之

间彼此互动和有机联系，以至实现二者问耦合，那么，产业升级就是最佳的实现途径。

耦合关系涉及到多样化的耦合点。如果只存在水平联系，而缺乏垂直联系，耦合点问

的知识和信息会过于差异化，而缺少共同的甲台。“并联耦合”主要表现为在供货、生产、

销售、服务等方面紧密合作的企业基于生产过程所产生的“耦合”关系。串联关系是基于

产业内共同生产过程的互动，藕合点间存在高度的协同性和相似性，有利于网络内知识的

沟通和交流，但如果藕合点间只存在垂直联系而缺乏水平联系，则知识流向单一，知识的

同构现象严重。

因此，从总体上既要重视串联耦合，又要重视并联耦合；处理好核心企业与配套中小

企业的关系，不同的阶段中核心企业的与之配套的中小企业在网络组织形成中的作用同等

重要，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发生的作用时间先后顺序不同而已。在集群式供应链系统发展

之初，积极大力发展区域的核心产业优势，发展和吸引相关的核心大企业；当产业形成一

定水平和规模后，此时的发展重心应有所转移，在关注核心大企业的发展的|uJ时，要着重

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只有这样才有更多的火的核心企业被吸引过来，才能最终发展为网

络式供应链系统；最后在集群式供应链系统成氆后，须及时引导产业的51·级，和原有产业

的扩散和转移，为区域的梯度发展营造好的外部环境，使该经济组织范式成为企业营造核

心竞争力的霞要手段乃至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全球价值链以及本士价值链的水平和垂

直关系都很霞要，二者缺一不可，只有拥有密切的垂直联系和水平联系的集群，才有可能

拥订持续创新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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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全球价值链与集群耦合模型的构建

青岛家电产业群生产性企业、配套企业以及支撑体系的之间联系可以分为内部耦合关

系，是青岛家电企业以及相天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联系。其中本地联系中的串联耦合是因为

专业化分工而形成的生产性企业与供货商、销售商以及其他服务机构之问的联系，而并联

耦合是家电生产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国内外竞争，本地企业所形成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二是

外部耦合关系，产业群是个开放的系统，除与当地配套性企业组成地方网络以外，青岛家

电产业群与非本地企业保持着密切联系，组成了青岛家电产业的外部耦合关系。

通过对产业群内各构成要素之间联系的研究分析得出，在青岛家电群内，以海尔、海

信、澳柯玛为首的家电生产性企业处于主导作用，三大企业的发展奠定了青岛家电产业在

中国乃至世界家电产业中的地位．。随着海尔、海信的不断发展，青岛已经成为全球家电产

业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节点。

为了让后续有关产业集群结构的研究有理论框架，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出发，提出一个

相对简约的产业集群结构模型，显得非常有必要。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产业集群和全球

价值链耦合关系的结构模型，如下图所示 。

羹群与价

图5-1 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耦合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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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于全球价值链的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升级策略及对策建议

青岛家电产业群今后发展的对策：青岛家电产业群发展还不成熟，发展中还存存着许多

不足，今后主要从五个方面来加强青岛家电产业群竞争力：一是家电企业联盟，突}1j整体品

牌优势，增强青岛家电产业的当地报植性：二是建立完善的产业体系，主要是按照产业群发

展的要求来完善青岛家电产业群构成要素；三是培育家电产业群创新网络，完善青岛家电产

业群的地方创新系统，提高创新能力；四是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菏岛家电生产性企业提

供一个良好的平台；五是进一步发挥政府的推动和指引作用，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特殊周情，

政府引导和推动作用对产业群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政府的推动和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经

济发展战略、宏观政策和公共物品建设等方面。

6．1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层面升级策略

6．1．1 主导企业应坚持深入全球化和自主创新

积极推进市场、生产、营销、服务、设计、资金、人才等方面的全球化，注意建立全

球范围的联盟；注意坚持自主性研究发展，尤其是应用基础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强化本地

研究开发中心的整合能力与研究水平；充分关注和重视企业全球战略研究，建立具有强大

实力的战略研究机构，并尝试建立战略研究的联盟，以减少企业发展的战略风险。

引导外资企业令球本地化，全球跨国机构的本地采购：鼓励知名跨国零售企业(尤其

是大型、专业化企业)通过建立分支机构、召歼采购博览会、建立本地定点企业等措施，

实现全球订户对本地企业的拉动科技理企业：鼓励大学、科研机构通过自主知识产权技术

的开发建立企业：跨同企业本地化供应：鼓励同际知名企业在青岛建立；}￡台型分支机构，

为本地不I一田际化企业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生产配套服务生产配套型企业：积极倡导国

际知名服务企业、机构到青岛从事业务，尤其是投融资、咨询、会展方面的企业与机构，

以提升青岛服务业同际化水平：注莺塑造地区整体投资环境，吸引具有咧显带动效应的跨

国公司全球价值链投资项同，实现地区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的对接和统～；其次，注意吸

引跨国企业建立为本地优势品牌企业(或者全球tnI牌企业的地区分支)以及产业集群配套

的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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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坚持优势品牌的延伸和整体品牌建设

鼓励已有优势品牌的适度延伸，注意其延伸的合理性；鼓励其他企业通过学习与竞争，

结合自身企业的技术、生产、服务特色，采取差异化战略，建立自己的全同乃至全球品牌；

继续坚持从品牌企业到品牌城市的战略，同时应注意城市品牌建设的可操作性，注意品牌

园区、品牌集群和品牌城区的建设。

为此，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鼓励已有优势品牌的适度延伸，注意其延伸的合

理性，如海尔由白色家电向黑色、米色家电的延伸，由家电向家装的延伸，由产品品牌向

服务品牌、物流品牌、乃至文化品牌的延伸等；(2)鼓励优势品牌仓业问的学习一竞争机制，

共同带动地区其他企业的发展；鼓励其他企业通过学习与竞争，结合自身企业的技术、生

产、服务特色，采取差异化战略，建立自己的全国乃至全球品牌；(3)应该利用已有品牌

的优势，引导其本地化发展和扩张，形成地方化的产业辐射与延伸效应；(4)坚持从品牌

企业到品牌城市，乃至品牌地区的战略，争取打造具有半岛特色的巾国制造业基地的整体

品牌。

6．1．3加强家电企业联盟，突出整体品牌优势

青岛家电产业整体品牌，即青岛家电的区位品牌，家电企业通过集聚联盟，利用家电

产业集群效应形成区位品牌优势。在对外宣传巾，改变青岛同城三家企业各自为战的格局，

根据青岛家电企业的情况，打造“青岛家电”品牌，集中家电产业集中广告宣传。青岛品

牌与单个企业品牌相比，家电产业整体品牌一“青岛家电”，它是多个企业的浓缩和提炼，

更具有广泛持续的品牌效应。在实施“青岛家电”品牌过程中，应考虑整体品牌与单个企

业之间的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共性是集群优势，个性是单个品牌优势，通过个性的整

合形成共性。

加强大型家电企业之间的信息、技术交流。海尔、海信等大型家电企业是青岛家电产

业群的核心，区域创新网络系统完善，首先要加强企业之间的联系，地理集中为家电产业

群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而产业群发展的关键是群内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通过企业之

间的紧密联系，形成青岛家电企业整体合力，从而创造出1+1)2的产业群整体效果。青岛

家电产业群的形成，客观上要求将青岛家电产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强调产业群内各行

为主体、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和结构，以及家电产业群的动态发展，而不是仅仅是单个或

者几个企业的考察，主张把家电产业群内的各组成部分放在区域整体的角度来发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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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企业联盟，增强青岛家电产业的当地根植性，形成青岛家电产业的整体竞争优势。

6．2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层面升级策略

6．2．1 加强区域创新服务网络，优化集群的技术创新环境

组建青岛面向家电、服装类企业的应用基础研究机构(尤其是新材料技术、信息技术)，

通过与同际、国内研究机构建立战略联盟，力争成为问类研究机构的国家队，从而为本地

强势企业的战略生集提供保障；改革年H,011强生产力促进中心、中小企业技术服务中心的作

用，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孵化与技术改造服务；建设同际化、专业化、企业化的孵化

器，促进在孵企业参与同际竞争与联合；建立各类协会和行会，与青岛会展经济结合，为

活跃企业间、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非正式交流搭建平台。

优化集群的技术创新环境，集群的技术创新环境是集群技术创新的基础与前提条件，

因此，提升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必须优化集群的创新环境。完善道路、通信、环保设施

等城r仃基础设施、商务巾心及其配套设施等硬件建设，改善区位条件：加快建设高水平社区，

营造高质量的生活环境，把产业集群的科技、教育、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集群技术

创新网络，区域网络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并且还将对改善供应链结构，降低交易成本

发挥蕈要作用。要倡导产学研、企业之问的联合，开展技术、学术交流活动，增加区域内

的技术联系。

6．2．2鼓励中介组织发展，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中介咨询企业：通过宽松的政策和引介同际罔内成功案例，鼓励专业中介、专业咨询

企业的形成与发展；科技氆企业：鼓励大学、研究机构技术人员将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进行

产业化转化；生产配套型企业：积极培育本地和引进外地专业化生产企业，为本地大型企

业进行配套，同时鼓励其扩展外地乃至全球业务；专业化小企业(世界500佳企业)：支

持类似“金王”一类企业的发展，在某一小领域(金王的蜡烛生产)成为全球最大、最好

企业。鼓励本地民营和外资企业集群的建设，首先他们可以改善地方投资环境，容易建立

专业化的地方零配件生产体系；其次，集群内部的竞争效益和外部规模效益，可以促进优

势企业的产生和集群的围际化发展；第三，外商投资,I,llxt集【}I形成的集群本身就是产业阍

际化的一种表现，其内部的产业联系和跨隔产业联系都将为本地产业的发展带来收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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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积极倡导同际知名的物流服务、咨询中介服务等服务业机构，为本区的制造业现代化

和国际化提供服务；鼓励全球跨国公司建立采购机构，与本地制造业建立互利的供应与采

购体系。

行业协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具体的应该做到以下：积极引导企业认真贯彻执行政府

的产业政策。为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和市场信息。行业协会组织企业交流会，加强各企业问

的交流，达到信息共享。定期组织企业举行一系列的活动，如：定期的学习和培训、邀请

专家为企业讲座、组织仑业到外地参观访谈、定期为企业举办展会，而政府职能充当一个

裁判员的角色，从宏观上进行调控。在竞争方面，行业协会通过企业问的协调，对产品质

量标准、产品价格进行检测，加强企业竞争的有序性，防止相互削价的情形。在集群区域

内开辟必要的公共空间，为交流提供便利条件：重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使之成为区域网

络的重要支点：发挥中介服务结构和金融机构的作用。

6．2．3建立健全集群与价值链的产业配套与服务体系

针对青岛家电产业群内产业体系不完善、配套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群整体性低等现状，

今后青岛家电产业群发展的一个重点就是大力发展配套企业，逐渐完善家电产业体系。这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培育本地家电配套企业，以青岛大型家电企业为龙头，通过产

业环节分解衍生出一批具有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关联企业。按照专业化分工需求i+大型家电

企业将全部资金、人才、技术用来发展家电生产制造、产品设计、售后服务等关键环节，

而将那些非关键环节外包给中小企业，这样可以加强青岛家电产业群本地产业网络；二是通

过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及专业化程度高、分工协调产业群体，吸引区外

特别是同际跨国家电企业来青。在这些外来企业中，相当一部分是零部件供应商。他们围

绕大型家电企业，通过彼此交流与合作，满足了当地企业发展的需要。

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青岛家电产业群不是家电企业孤立发展，而是通过其完善的社

会化服务体系为家电产业发展提供一个平台。产业群内高效的运作和良好的服务是产业群

招商引资的关键所在，因此青岛家电产业群的发展应该是按照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特

点，结合家电产业发展，不断优化服务机构，强化服务意识、健全服务体系。

6．3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政府层面升级策略

改善政府服务水平，提高行政效率，提高信息服务水平，完善各种制度法规建设，政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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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支持不仪仪在于宽松的财税政策，更霞要的是政府应该结合我国经济体制、科技体制、

集群的实际情况和高进行制度创新，建立激励创新能力的政策法规体系：最后，要营造一个

良好的技术环境和市场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

政府应引导本地产业链与同际产业链的『订场化耦合与对接，本区已经形成的一些本地

化产业链与国际化产业链(包括家用轿车、家电等)还没有产生内在的耦合联系，应该通

过政府引导、市场化组合的方式进行衔接。主要包括：(1)本地产业链的国际化延伸，在

供应链、市场链、技术研究与开发等环节实施同际化战略，提高每个环节的国际化程度；

(2)引导外资向本地产业链的薄弱环节进行投资，弥补产业链的缺环；(3)本地优势的

国际化企业应注重地方化产业的配套建设，尽可能建立与本地供应链的结合，甚至吸引同

际企业(包括国际品牌企业和国际中小企业群)在本地的产业链对街；(4)鼓励地区间、

城市问、同区之问建立产业发展协调机制，促使地区问本地和国际产业链的跨地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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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束语

经济全球化7，景下，决定集群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集群能否充分挖掘内部和外部的优

势，打破集群发展中价值链低端锁定状态，实现本士集群与伞球价值链的动态耦合。青岛

家电产业集群正面临技术创新与升级的考验，不断打破集群发展中价值链低端锁定状态，

实现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在新时期面临的莺要课题。

7．1研究结论

一、青岛家电产业群与全球价值链耦合关系

青岛家电产业与全球价值链耦合包含两部分：一是内部耦合关系，是青岛家电企业以

及相关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联系。其中本地联系中的串联耦合是闪为专业化分工而形成的生

产性企业与供货商、销售商以及其他服务机构之间的联系，而并联耦合是家电生产企业面

临着激烈的围内外竞争，本地企业所形成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二是外部耦合关系，产业群

是个开放的系统，除与当地配套性企业组成地方网络以外，青岛家电产业群与非本地企业

保持着密切联系，组成了青岛家电产业的外部耦合关系。

二、青岛家电产业群与全球价值链耦合模式

青岛家电产业群形成了以海尔、海信、澳柯玛等知名企业为核心的家电产业群，这些

知名企业在产业群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通过自身的发展带动相关企业的发展并提升了青

岛家电产业整体优势。因此在发展模式上，青岛家电产业群属于内原型品牌企业带动模式。

以海尔集团为例，它与全球价值链耦合模式是：“三位一体本士化”的国际化扩张模式和

国内的价值链重组模式，二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产生海尔集团与全球价值链的耦合模

式。

三、青岛家电产业群与全球价值链动态耦合路径

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与全球商品链是两个开放的系统，嵌入与耦合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

程，只有当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利用比较优势嵌入GCC，占据该产业在国际生产体系的某⋯

环节时，才能通过彼此的互动和有机联系，逐步实现该产业与GCC的耦合。当地区产业

遵循比较优势嵌入GCC，并占据该链条全球生产体系的某一环节之后，要想地区产业与

GCC这两个系统之间彼此互动和有机联系，以至实现二者间耦合，那么，产业升级就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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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实现途径。

7．2尚待进一步研究问题

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集群升级研究是⋯个具行极大理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谍题，问题

本身及研究过程均具有极强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山于试图给出一个全面的、一般性的研究

思路，加之各种主客观条件限制，由于笔者能力有限和资料有限，文中的错误和疏漏之处

在所难免。本文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不足，再次指出，希望能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给

予关注：

l、本文对产业集群演变叶l的地方政府作用的分析还远不够成熟和完善，构建的模型

也比较简单，钏‘对囹家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地方政府如何作为的思考还不够深入，这些问

题都有待于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中进一步加以解决和探索。

2、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分析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耦合关系分析时，主要是定性研

究为主，定量分析不够。

3、由于对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耦合评价的详细制定及分折需要经历非常长的时问，

而且评价指标需要进行大量的调研上作，在此限于本人的时问限制及人力物力所限，本文

只对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耦合过程进行了说明，而未得出进行分析评价，这既是本文的

一大遗憾，也是今后继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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