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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 、 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 。“个体 、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种所有制经济

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 , 相互促进 , 共

同发展 。” 这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决策 。应当说:

2000年以来 , 广东各地已经进行了有效的探索 , 找

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模式:在簇群经济体内建立

创新平台 , 并逐步发展成为区域创新体系。下面就这

个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 、广东民营经济的发展应当走产业地区集群

(簇群)的路子

产业地区集群/簇群/专业镇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

式不仅同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有本质

的不同 , 同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也迥然

不同 。它完全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 是一种经

济体制的创新 , 有自己的发展特点 , 如同迈克尔·E·

波特所概括的:“簇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

系的人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 “一

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 、 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

体” 。①也就是说 , 在簇群内部 , 企业与企业之间有紧

密的互相联系 , 在产业的上 、 中 、 下游之间 , 乃至

一 、 二 、 三产业之间形成有机关联 、相互依托的产业

链。没有这样的有机联系 , 也就没有簇群的特征 , 形

不成新的竞争力和创新力 。现在 , 广东一些地区在发

展民营经济的认识和实践上有一个误区 , 满足于产

业 、 企业的 “扎堆” 和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 , 忽视引

导民营经济走产业地区集群 (簇群)之路和建立紧密

关联的产业链 , 这可以普宁的纺织服装业和阳江的五

金刀剪业为例 , 普宁市集中在流沙镇的纺织服装企业

有 1400多家 , 2001年产值 100亿元 , 占全市工业总

产值的 41.3%, 其中 1000 万元产值以上的企业 13

家 , 500万元以上的企业 31家 , 在全市经济发展中

举足轻重 。阳江市的五金刀剪业更是闻名遐迩 , 全市

五金刀剪企业 1200 多家 , 2002 年产值 60 多亿元 ,

企业数占全国 50%以上 , 生产量占 60%以上 , 出口

量占 80%以上 , 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近 1/3 , 产

业 “扎堆” 给这两市带来的仍是放大的廉价劳动力和

物业的比较优势 , 能否说普宁市的纺织服装业 、 阳江

市的五金刀剪业没有簇群经济特征 , 还不能形成具有

创新力的竞争优势呢? 深圳市的传统产业家具 、 钟

表 、服装 、 机械 、 皮鞋 、 工艺六个行业也有类似情

况:有经济规模 , 缺乏产业地区集群 (簇群)效应。

倒是深圳经贸局依据 M·E·波特的簇群理论 , 对深圳

这种现象进行了切合实际的分析 , 认为:目前深圳 6

个传统主导产业群和主要企业群被不合理分割 , 形不

成产业地区集群 (簇群), 导致产业配套 、产品配套 、

技术配套相互脱节 , 生产原料 、辅料 、 物流 、市场走

向相互背离 , 资源利用率不高 。这种产业链条缺失的

情况 , 已成为深圳工业 , 特别是传统产业面临的主要

结构性矛盾 , 束缚了产业的集聚效应 、 辐射效应和放

大 、 提高效应的形成 。一些行业成品制造和零配件企

业遍地开花 , 互不联系 , 陷入 “小而全” 的困境 , 而

大量的配套企业却因 “吃不饱” 开工不足 , 使零配件

成本居高不下 , 形成恶性循环 、恶性竞争。深圳市解

决的办法是引导企业向产业地区集群路子发展 , 企业

和行业协会投资 , 政府扶持 , 建立 6大特色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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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作为传统产业向专业化 、 系统化 , 协作化方向整

合的平台 。

二 、从实际出发 , 按照不同行业 、 不同产业档

次 , 因地制宜建立簇群创新平台

根据 2000年统计材料 ,在广东 1550多个市辖镇

中 ,经济规模在 10 亿元以上的有 300个左右 ,其中具

有专业镇特征 、经济规模 20亿元以上约 150个左右 ,

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和东西两翼 。从 2000年开始 ,

省科技厅在专业镇进行技术创新试点 ,已有 50个专业

镇参加试点。从这 50个试点镇来看 ,涵盖的行业和产

业档次差别性很大。50个试点镇中 ,第二产业的专业

镇占绝大多数 ,也覆盖了一 、三产业 。应当说 ,这样按

行业 、产业划分和以建制镇的行政区划来作产业地区

集群分类已不能反映广东簇群经济发展的实际 ,在三

次产业和行业之间是紧密衔接 ,互相渗透的 ,这在珠三

角地区特别显著 ,几乎每一个专业镇都同时涵盖二 、三

产业 ,已很难区分以哪个产业为主;至于以行政区划来

划分产业集群更难于反映实际 ,如顺德的家具簇群 ,包

括伦教木工机械(家具制造母机)、容桂和均安涂料 、勒

流五金 、龙江家具制造 、乐从家具市场 ,涵盖了顺德半

数建制镇 ,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家具簇群 。另外 ,我们还

应当看到 ,由于广东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产业地

区布局的差异 ,在簇群经济体内建立创新平台 ,也不能

囿于 50个专业镇创新试点 ,要以更宽的视角进行观察

产业的层次性 、阶梯性。从大的方面看 ,大体上可分为

四个阶梯:一是高新技术产业集中地区 ,主要是深圳 、

广州 ,2002年单是这两个市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即达

2450亿元(其中深圳 1650亿元),占全省 4360 亿元高

新技术产品产值的 56.2%;电气机械制造业也主要集

中在这两个市和顺德 、珠海 、南海等市区 ,相当一部分

产业档次高的大型企业都集中在这些地区。二是以接

受国外产业转移(主要是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主的东

莞 、惠州和深圳宝安 、龙岗两区 ,形成了广东的“信息设

备制造业走廊” ,其经济规模在 2500亿-3000 亿元之

间。三是传统产业带 ,主要以专业镇形式集中在珠三

角地区和东西两翼。四是绿色产业的第一产业为主的

产业群 ,主要集中在西翼茂名 、湛江和山区各市。产业

档次 、地区产业布局差别这样大 ,在簇群经济体(专业

镇)内建立创新平台必须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 ,不能

千篇一律一个模式。从大的方面讲 ,在深圳 、广州等大

型企业集中地区 ,应当按省委要求“建立大中型企业为

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建设企业的技术依托” ;在深圳 、

东莞 、惠州等外资企业 ,特别是跨国公司集中地区(单

是深圳市就集中了世界 500 强中的 80多家企业 ,东

莞 、惠州也集中了相当数量的跨国公司),据科技部研

究材料 ,目前中国从总体技术水平看 ,落后于发达国家

20-30年 ,因此 ,引进外资企业 ,特别是跨国公司来广

东设立 R&D机构已成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新形

式。从上个世纪 90年代末以来 ,跨国公司为实现技术

本地化 ,来华建立 R&D机构已成为一种趋势 ,广东同

北京 、上海相比 ,跨国公司建立的 R&D机构 ,特别是

地区 R&D中心相对滞后 ,但从 2002 年以来 ,在深圳

建立 R&D机构的跨国公司已有英特尔 、惠而浦 、Ora-

cle(甲骨文),Cirrus Lagic(消费类半导体大供应商),

杜邦 、奥林巴斯 、富士 、施乐等多家企业 ,东莞外资企业

有 R&D活动的 155 家(2001),另有 432家外资企业

计划在 3-5年内在东莞开展研发活动 。应当因势利

导 ,把引进外资企业 ,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广东建立

R&D机构作为外资企业的创新平台并作为引进国外

先进技术的一种方式。至于在传统产业 、绿色产业地

带建立创新平台 ,50个技术创新试点的专业镇已积累

不少成功经验 ,它们在做法上也是有差别的 ,各专业镇

都是根据不同的技术需求 ,因地制宜 ,各有侧重 ,发展

了不同的创新平台形式:中山市小榄镇主导产业是五

金制造 ,模具的技术问题成为提高产品的技术瓶颈 ,镇

成立了汉信现代设计制造服务中心 ,从德国引进了先

进设备 ,为企业开发产品提供外形设计 、结构设计 、快

速成形 、小批量复模等技术支持 ,一年多的时间里为

80多家企业制造首板 500 多件 ,取得很大的经济效

益。南海西樵区技术创新平台是广东专业镇最早建立

的 ,经过几年发展已从一个小型的制板公司发展成为

具有相当规模的南方技术创新中心 ,成为集研发 、会

展 、培训 、商贸 、社会中介为一体的综合性科技中心 ,依

托东华大学的科技力量 ,组建了东华西樵面料中心 、数

字印花及四分色制版系统 、小样织造机及中试设备 、东

华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西樵科研基地和纺织检测认

证机构 、服装 CAD中心 ,信息网络平台等 ,几年时间开

发8000多个新品种 ,市场命中率达 80%。近年来 ,西

樵纺织品面料新品种有 30-40%是这个创新平台开

发的。国内一些名牌产品雅戈尔 、虎豹 、杉杉 、红豆等

服装厂都在西樵采购面料 ,使西樵纺织业在国内占据

举足轻重的地位 ,等等 。从实际出发建立专业镇创新

平台 ,已成为增强广东产业地区集群/簇群创新力和竞

争力的有效措施 。

三 、 把建立专业镇创新平台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紧密结合起来

建立专业镇创新平台也有一个从实际出发因地制

宜选择技术档次的问题。不同的产业地区集群/簇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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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专业镇创新平台在选择技术档次时 , 要兼顾可

能性和实用性。进入新世纪以后 , 国家因应经济发展

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 提出要把原始性创新放在突出的

地位 , 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也要看到 , 并不是所有的

企业 、 所有的产业地区集群/簇群都具备原始性创新

的条件和对原始性创新的需求 , 由于产业结构不同 ,

发展水平的差异 , 这就有一个可能性和实用性的问

题。就广东来讲 , 特别是珠三角地区 , 对技术需求和

选择的层次性是相当分明的:首先 , 广东已经拥有一

批经济规模大 , 技术力量较雄厚的大 、 中型高新技术

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 , 在广东工业产品销售 50强中 ,

华为 、 美的等年销售值超过 50亿元到 100 亿元以上

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都列名其中 , 华为 、 TCL2002

年的销售收入都在 300亿元以上 , 华为是全国 R&D

投入超过 30亿元的两家企业之一。在民营科技企业

中 , 年产值超亿元的企业 190多家 。对这些大中型的

中资高新技术企业 , 顺理成章地应该要求它们按照国

家加强原创性创新的要求 , 研究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项目。这些企业必须下决心 “实现科技发展由跟踪

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变” 。(徐冠华 , 2003)应当

说 , 广东相当一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已经向着这个方向

转变了 。2002 年 , 在全省 155 亿元 R&D经费投入

中 , 90%以上的经费是来自这类企业。但是 , 应当看

到 , 集聚在簇群经济体中数以万计的企业群体里的除

外资企业外 , 绝大部分是传统产业 (纺织服装 、 五金

制造 、玩具 、建材等)的中小企业 , 它们本身大都缺

乏 R&D的技术力量和资金投入 , 产业的档次 , 企业

的技术需求 , 决定这一类专业镇创新平台的技术选择

主要是先进适用性的成熟技术 。即使是大中型高新技

术企业的技术选择层次也不能估计过高 , 同发达国家

的技术水平还是有相当差距的 。

附表:工业发达国家同中国技术水平对照表

国别　

　项目
工业发达国家 中　　国

一 、 设计技术
拥有雄厚的原创性技术支持和新产品开发能力;普遍采用
CAD , 大型企业实现无图设计和生产。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原创性技术极少 , 产品技术
主要靠国外引进 、 模仿 、 设计基础数据缺乏 ,
设计规范 、 准则陈旧;大中型企业使用 CAD

设计的在 70%以上 , 小企业仅占 20-30%,
而原创性设计极少。

二 、 制造工艺与装备

早在五 、 六十年代已普遍采用优质 、 高效 、 低耗工艺及装
备;精密成形 、 激光加工 、 快速原型成形技术广泛应用 ,
超高速主轴转动速度达 3 万转/分。回转精度 〈0.002毫
米 , 快速进给 50米/分。

优质 、 高效 、 低耗工艺及设备不到 10%;精
密成形等技术只有少数企业应用;加工主轴转
速 6千转/分 , 回转精度 0.005 毫米 , 进给速
度 24米/分。

三 、 制造过程自动化
　　技术　　　　　

大量采用数控机床 、 加工中心 、机器人 (1998 年全世界机
器人使用量 72万台), 实现柔性生产 、 集成生产并向智能
化发展。

企业处于单机 、 刚性自动化阶段 , 柔性自动化
及机器人技术使用极少 , 全国机器人仅 6 千
台 , 占世界 4%。

四 、 系统管理技术
重视新生产模式 , 准时生产, 精益生产 , 敏捷制造广泛应
用 , ERP 、 SCM (供应链管理)、 CRM 、 电子商务广泛推
广。

全国应用 ERP的企业只有千家 , 效果也不佳。

　　从附表不难看出 , 中国的制造技术同工业发达国

家相比 , 是有阶段性差距的。广东的制造业技术水平

不会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 , 而一些以传统产业为主的

专业镇的大量中小企业仍然是作坊式的 , 其技术水平

远在全国平均技术水平以下 , 而这样技术水平的专业

镇在广东 150个左右专业镇中占绝大多数 , 其中又有

相当部分从产业分类来看 , 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 (食

品饮料 、 纺织服装 、 竹木加工 、造纸等)和资源型加

工制造业 (化纤 、塑料 、 非金属矿产制品 、 黑色和有

色金属制品等), 资本品制造业 (电子及通讯设备 、

金属制品 、 电气机械 、 仪器仪表 、 交通设备等), 又

多属来料加工型和元器件类。从实际出发 , 广东专业

镇的技术发展模式 , 应该是十六大提出的走新型工业

化道路 , “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 走出一条科技

含量高 、 经济效益好 、环境污染少 、人力资源优势得

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 这里包括四层含义:

一是信息化带动 、并与信息化相互促进的工业化;二

是依靠科学技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 产品更新和提高

技术含量 、提高效益的工业化;三是扩大就业 、 充分

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工业化;四是保护生态环境 、可

持续发展的工业化。这四层含义对广东所有的专业镇

都是适用的 , 它应当成为广东专业镇建立创新平台的

一种发展的目标模式 。其核心问题是用高新技术 , 特

别是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

从20世纪 90年代以来 , 随着信息技术的数字

化 、 网络化的蓬勃发展 , 从世界技术发展 , 特别是制

造业技术发展的趋势来看 , 制造技术本身的发展同信

息技术 、 新材料和现代管理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 , 形

成一种被人们称之为先进制造技术 (Advancel Manu-

facturing AMT)的技术模式 , 这种AMT 的技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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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业发达国家的原创性技术相比 , 虽然有阶段性差

距 , 但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 , 也应该是走新

型工业化道路的主要技术模式 , 广东专业镇创新平台

也应选择这样的技术发展模式 。

四 、 以专业镇创新平台为支点 , 发展广东的区域

创新体系

自从 2000 年广东经济理论界提出专业镇概念 ,

并建议科技主管部门在专业镇建立创新平台以来 , 全

省已有 50个专业镇建立了创新平台。各地在实践中 ,

对专业镇创新平台的组织形式 、涵盖的产业内容 、活

动方式日益多样化 , 同广东正蓬勃兴起的信息化 、网

络化 、城市化 、 知识化紧密结合 , 并逐步形成地区创

新体系的强有力的支点。这在南海 、顺德 、 中山 、东

莞等市 、 区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专

业镇创新平台的实践 , 取得了多方面的效益 , 为建立

广东区域创新体系奠定了基础 , 推动广东现代化事业

从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过渡发挥了巨大作

用 , 在理论创新上也作出了贡献。2002年 , 西方学

者阿歇姆 (Asheim , B.)在一篇论文中提出 , 区域创

新体系 (R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是由支撑机构

环绕产业地区集群 , 由两类主体互动构成:一类是主

导企业和支柱产业 , 另一类是制度基础机构 (研究和

高教机构 、技术扩散代理机构 、职业培训机构 、 行业

协会 、金融机构等)。其实 , Asheim 的观点并没有超

出M·E·波特的论述 , 不过他把产业地区集群直接同

建立地区创新体系联系起来 , 但他又忽视了政府在建

立区域创新体系的组织作用。广东的实践已经超出了

M·E·波特和 B·阿歇姆论述的范围 , 最重要的是同信

息化 、网络化 、 创新化结合在一起 , 产业链的组成涵

盖三次产业 (特别是第三产业 , 包括现代物流业同

一 、 二产业紧密结合), 市场网络不仅不局限于本地 ,

而且扩展到全国和国际市场 (通过展销会和电子商

务 、网上远程设计 、 研究开发 、 产品推介等)。南海

专业镇创新平台已脱出单个镇 (区)行政区划 , 而且

组建了以支柱产业为依托的 9个行业创新体系。这 9

个创新中心依托的支柱产业从几十亿元到 100多亿元

不等 , 共同构建了南海区域创新体系。

顺德 、中山 、东莞等市 、 区从专业镇创新平台的

发展趋势来看 , 也在或快或慢地向区域创新体系发

展 , 这对广东建立区域创新体系已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 , 并奠定比较好的基础 。这些市 、区的实践也为广

东经济理论界探索创新理论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的问

题。 (责编: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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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1页)产品开始 , 逐步减少化肥 、 农药 、地

膜 、化学催化剂的用量 , 逐步创建 “有机农业” 模

式 , 创造经验进而推广 , 全面实现全行业的转化 。旅

游特别是生态旅游也是一样 , 循序渐进 , 一步一个脚

印地干下去必有收益。创建示范和经验 , 再全面铺

开 , 整体转化。在工业和建筑方面也不能没有作为 ,

先从治理环保 、 降低消耗 、 减少污染 、 研制绿色产

品 、 发展绿色生产力入手 , 再进行产业转化 。

(三)政府 、企业和全社会都要支持和参与创建

和拓展绿色产业

绿色产业的创建与拓展是全社会的事情 , 需要全

社会的支持和参与。首先是政府部门要重视 , 政府作

为公共事业的管理者有其自身重要的责任 , 政府必须

主导;要有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 要有规划和具体的

政策 、措施;要在资金投入 , 财政税收 、金融信贷方

面予以支持;要在信息收集传导服务 、 基础理论研究

方面有所作为;加强对绿色产业工程的领导和主导。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主要角色 , 要不断开拓新的产

业和市场 。绿色产业对于企业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的事情 , 看企业如何认识和把握。认识得早 、把握得

好 , 则是机遇远远大于挑战 , 则顺利实现人类又一重

大转折 , 再创企业本身的辉煌。认识不到 、 把握不

好 , 则会坐失良机。

居民个人不管是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 , 都必须

树立绿色观念 , 培养全社会的绿色文化氛围 , 改变以

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消费方式 , 培养自己绿色

生产方式的习惯 , 绿色生活方式的习惯 , 绿色消费的

习惯 。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的 “方便” 提高相关。绿色

产业的转换 , 可能在一定程度 , 一定范围内要降低人

们的 “方便” 程度。为了长远 , 为了全球 , 为了绿

色 , 我们要能够接受这种降低 , 舍小 “方便” 而求大

“方便” 。这样绿色产业则有望兴旺发达 。 (责编:冰)

NO.05　2003　南方经济　NANF ANGJINGJ I 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