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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群 蜜 ：贡 州药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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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集群是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资源整合过程 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它不仅是产业发展成长过程中 

的一种必然结果，而且凸显出了现代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特征。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呈现了 

“集群成长”态势，并已经成为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近年来，我国西部地区也可以看到一些初步具备集群 

成长特征的企业网络，但与国际上以及我国东部地区中小企业聚集区域相比，准确地说 ，我国西部地区目前还没有出现真正 

意义上的中小企业集群。本文对企业集群现象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西部地区企业集群，促进贵州中药、民族药业 

健康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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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Cluster is the Strategic Select of Guizhou 

Chinese M edicine and Nationality M edicine 

LI Jing—bo’，YUN．duo 

(The Economic and Developmerit Research Institute ofGuizhou University，Gu~ng 550003，China) 

Abstract：Enterprise cluster is a ubiquitous economic phenomenon through the comes up with of industry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resources integr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In twenties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the economy development of our eastern 

area presents“cluster growing to maturity’’situation， and this situ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element why eastern area economy 

was developed spe edily．In recent years，the business network that initially possesses the characters of cluster growi ng to maturity also 

may be eought sight of in the west area of our country．But comparing the middle and small enterprise clus 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region 

and Our eastern area，the middle and small enterprise cluster in the true sense does not exist in the west area of Our eountry．This text 

discus ses the enterprise cluster phenomenon，as well as how to take valid steps to positively push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cluster 

in our west area an d accelerate Guizhou Chinese medicine an d nationality medicine health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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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集群现象 

(一)发达 国家企业集群 的发展 与实践 

企业集群是发达 国家在产业结 构调整 、资源整合 

过程 中普遍存在 的一 种经济现象 ，它不仅是产业发展 

成长过程 中的一种必然结果 ，而且 凸显 出了现代产业 

发展过程 中的某 些特 征。西 方发 达 国家的产业 或企 

业集群都 呈现 出这样 一些 特点 ：如美 国加 州硅谷集 中 

了规模庞大 的以微 电子 技术为依 托 的半 导体 制造及 

IT产业群。而美 国的汽车制造就 主要集 中在底特律 ， 

运动跑鞋则集 中在 俄勒 冈。 日本 的钢 铁业集 中在 阪 

神、京滨 、濑户内海沿岸 ；德 国的钢铁生产大多集 中在 

多特蒙德 、埃 森和杜塞 尔多夫 等地 。意 大利素 有 “中 

小企业王国”之称 ，虽然企业规模 小 ，但 它们创造 的经 

济总量却 足以支撑意大利 经济大 国的地 位 ，主要原 因 

就在于企业呈 现 了高 度集 群化 发展 的特点 。特 别值 

得一提 的是 意大利 的瓷砖 业— —其产 量大 约 占世界 

总产量 的 60％ ，出口约 占世界总 出口额 的 30％ 。如此 

庞大的产业却 主要集 中在意大 利北 部一个 不起 眼 的 

小镇萨索尔 洛及其周 边地 区。集 中在这 里 的都是一 

些规模不大 的中小企业 ，但集群优 势使得 这些中小企 

业 飞速发展 ，形成一条完整配套的产业链条 。 

实践证 明，大力发展企业 集群可 以使 中小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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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信息技术及所需制度 、协调相关企业和促进企业 

竞争能力与营销 网络改善 等方面运作起来更加有效 ， 

更加便捷 ，对提 高中小企业 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发挥着 

关键性 的作用 。对于 中小企业来说 ，企业集群 的最 大 

优势在于使 中小企业很快 获得外部规模经济 ，并通过 

外部规模经 济帮助 企业克 服 内部经 济运行 中的诸 多 

弱 点 。 

(二)我 国改革开放所培 育的企业集群 

我 国具有现代产业 意义 上 的企业 集群 现象 主要 

是近 20年 内形 成 的。集 中度 较 高 的地 区分 别 是广 

东 、浙江 、江苏 、山东、福建 5省 ，仅广东一省制造业 的 

产业集 中度就有 28．8％ 。产业 集 中度高 的均是一些 

充分竞争型 的产业 ，而且 中小企业 占了绝大多数。 

特别是我国的“浙江模式”。近年来 ，浙江省 的人 

均 GDP、外贸顺 差位 居全 国之首 ，年 销售额 超亿元 的 

民营企业数 目居全 国首位 ，全省 民营企业注册资本超 

过 1 600亿元 ；全国最富 的 100个县 ，浙江 占了 1／3，这 
一 连 串令人 眼前一亮 的数据 ，将 近两年浙江经济最具 

活力和最 闪亮之处充分展现。 

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就是 民营中小企业 的“集群 

成长”，它 已经 成为浙 江经济快 速发展 的主要 因素 之 

一

。 据统计 ，“九五”以来 ，浙 江 已形 成 了主导产 品产 

值超亿元 的企业集 群 306个 ，年产值 总量达 2 644亿 

元 ；专业市场 4 600个 ，年成交额 3 200亿元。不 少地 

区的单个企业规模并不大 ，有很 多甚至是家庭作坊式 

企业 ，但 由于大量 小企业 在 同一空 间集 聚，使 该地 区 

形成的行业规模很大。 

聚集于有限空 间内的众多 民营中小企业 ，通 过社 

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 ，分 工明确 ，合作紧密 ，把原 本 

分散的 同行业 民营 中小企业联结起来 ，从而形成并以 

区域行业规模 经济优 势弥补 了 由单 个小企 业规模偏 

小的不 足 ，取 得 了只有 大企业 才可 能获得 的效益 ，产 

生了巨大的能量 。 

(三 )西 部 地 区的企 业 集群 

目前在我 国西部 地 区可 以看 到一些初 步具备 集 

群成长特征 的4"P业 网络 ，l：B~n：“成都一重庆一贵 阳的 

制药业走廊”已渐现雏 形 ，出现 了中小 企业 自然 集聚 

而形成 的制药 企业 生产体系和原材料供应体系 ；四川 

泸州 、贵州仁怀 等地 所形成 的小酒 厂 聚集 ，在酿酒 技 

术 、原材料基地 建设 与供应 等方 面 ，都有 一定 的研 究 

开发实力。这些地 区出于本地 化的要 求 ，带来或即将 

带来一系 列 中小型配 套企业 。四川 、贵州 、云南等 省 

区旅游线 路上出现的旅游产品生产企业 聚集 ；云南昆 

明及周边 所形成的花卉产业 ，已出现的与花卉关联度 

很 高中小 企业聚集 ，极有可能形成较大的中小企业 网 

络 ，成为未来具备 国际竞争力 的花卉企业集群 。所有 

这些都为西部 地区 民营 中小企业 的集 群成 长创 造 了 

有利 的条件 和环境 。但 与 国际上 以及 我 国东部 地 区 

中小企业聚集 区域相 比，准 确 的说 ，我 国西部地 区 目 

前还没有 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小企业集群 。 

与其它先进省市相 比，西部地 区民营企业集群 的 

发展还存在较 大差距 。主要表 现在 西部 地 区的 中小 

企业普遍存在着 资 金力量 薄弱 、从业 人员 少 ，大多 是 

小店 、小厂 ，档次 较低 、市场竞 争力 弱 ；块 状 优势 和产 

业特色并不 明显。这 与西 部地 区经济 发展 和 扩大 就 

业的需要很不适 应 ，因此如何促 进西部地 区的企业集 

群是一个当前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 。 

二 、贵 州 中药 、民族 药 业 的发 展 现 状 

(一 )贵 州中药、民族 药业发展 态势良好 

截至 2003年底 ，贵州 省取得药监 部 门审批 的 医 

药生产企业 197户 ，其 中中药生产企业 124户 ，规模 以 

上中药生产 企业 79户 ，规模 以上 企业单 位数 比 2002 

年增加了 l6户 ，增长 25．4％ 。尽 管规模 以上 中药 企 

业只 占全部 中药生产企业 的 63％左右 ，但产值却 占到 

98％ 左 右 。 

同时 ，全省 中药 企业 连 续 两年 实 现 产 销 同步 增 

长 ，2003年生产和销售增势 明显 ，与上一年相 比，增长 

都突破 了 30％ ，实现 利 税 5，7亿 元 ，比 2002年 增 长 

14．4％。目前 ，贵州省 中药企业 的利润水平排在饮料 、 

电力 、化学 原料 、烟 草 、有色 冶 金 等传 统 优 势行 业 之 

后 ，居第六位。 

此外 ，贵州 省 中成 药 生产 的种类 较 多 ，除 154个 

苗药品种外 ，仅销售收入上千万元 的其他药 品就有 42 

种。2001—2003年 间，糖浆 的销售 量最 大 ，2003年 销 

售量达 6 645吨 ，占规模 以上 中成药产量 的34．9％ 。针 

剂的销售增 长幅度最高 ，平均增 长 78．7％ 。糖 浆 、片 

剂连续 3年产 销率均在 90％ 以上 。总之 ，贵州 中药 、 

民族药业 已成 为贵州经 济发展 新 的增 长 点。其 中涌 

现出了神奇制 药 、益 康制 药、同济堂制 药 、信邦 制药 、 

百灵制药 、汉方制药 、益佰 制药等业绩突 出 ，运作 规范 

的品牌企业 。 

(二 )贵 州中药、民族 药业发展 中的制约 

贵州省 的经济发展和东部 地区相 比相对滞后 ，发 

展也不平衡。面对激烈 的市 场竞 争和经 济 全球 化 的 

挑战 ，对于贵州省的中药 、民族药企业来说 ，影 响是双 

重的 ，挑 战与机 遇共存 。一 方面是 来 自国外 企业 、资 

本 的冲击 ，另一 方面 ，国 内实力雄 厚 的大企业 也是 不 

可小视的压力来 源。近年来 ，贵州制药业 已基本 形成 

了以中成药 (包括民族药 )生产为龙头 ，带 动中药材种 

植 、加工 、药品辅料 生产及 相关产 品发 展 的具有 一定 

规模的中药产业 ，并形成了一定特色。 

但 是 ，贵州省 的 中药 、民族药 业仍然存 在着 不少 

问题 ：如总体规划滞后 ，多为 自发行 为 ；产 业结构 布局 

不合理 ，企业规模小 ，低水平重 复生产 与经 营 ，运行机 

制市场化不足 ，科技含量低 、研发体 系不健全 ，创 新能 

力差 、竞争能力弱 、资金 力量 薄弱 、融资 能力 弱 、信息 

不灵 、从业人员 少 ，大多是小 厂 ，档 次较 低 、市场 竞争 

力弱等特点 ；不少企业至今未过 GMP认证 ，到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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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 ，贵州 省药 品生产 企业 197户 ，通过 药 品 GMP 

认证 的企业 只有 66户 ，占 33．5％ 。 

在当前 国际竞 争 El趋激 烈并 集 中体现 在科技 和 

人才激烈竞争的宏观背景 和我 国已经加入 WTO、实施 

西部大开 发 的新形 势下 ，贵州 省应 大 力发 展 贵州药 

业 ，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中药 、民族药企业 。 

三、企业集群与贵州药业发展 

调查表 明：贵州药业 的发展 已初步呈现企业集 群 

的态势 ，如贵 阳修 文制药园 区的建立 、贵 阳乌 当、花溪 

新 型民营制药企业 的相对集 中等，都是非常好的发展 

态势 ；但是 ，这些地 区都 尚未形成规模 。如前所述 ，一 

个 区域 内某一产业 的4-业 密度越大 ，产业上 、中、下游 

环节 的成龙 配套程 度就越 高，产业 的附加值链条也就 

越完善 ，企业集群 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就越强 。因 

此 ，笔者认为 ，贵州 的中药 、民族药 业的健康 发展更加 

需要乘势而上 ，积极推进企业集群 。 

(一 )贵州中药、民族药企业集群 的有利 因素分析 

1．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在逐步加快 

实施西部大开发 以来 ，西部地 区产业结构调整 的 

步伐在逐步加 快 ，呈 现 出 良好 的发展态 势和特点 ，为 

贵州 的中药 、民族药企业集群提供 了良好的条件 。 

1999年 ，西部 12省市 区第一 、二 、三产 业增 加值 

构成 为 23．8％ 、41．O％、35．2％ ，到 2002年 已调整 为 

20．0％ 、41．5％ 、38．5％ 。其 中 ，第一产 业下 降 3．8个 

百分点 ，第二和第三产业分别 提高 O．5和 3．3个百分 

点 (表 1)。 

表 1 各地区各产业增加值构成 (％) 

注：2002年数据未 包括 西藏。资料 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oo)和<中国统计摘要)(2oo3)计算。 

相 比较而言 ，在大规模基础设 施建设 的推动 下 ， 

西部第 三产 业获 得 了迅 速 发展 。尤其 是交 通运 输 、 

旅游 、中药 、民族 药 等 产 业 ，近 年来 发展 十 分 迅 猛 。 

目前 ，西部 地 区第 三产 业增 加值 的 比重 已超 过 中部 

地 区 ，并接 近 于东 部 地 区的水 平 。西 部地 区的特 色 

农业包 括 中药 种植 业 获得 了较大 发展 。2002年 ，西 

部 ll省市 区农 业增加 值 比上年 增长 3．8％ (未包 括 

西藏 )，略高 于东部 沿海地 区(3．1％ )，但低于 中部地 

区(4．9％ )。这一产业结构 的调整x,-t促 进 中药 、民族 

药 4-业 的空 间积聚有积极作用 。 

(二 )发展 贵 州中药、民族 药的企业 集群 的优 势 

贵州 、云南 、广西地 区由于地理 位置 、历史 文化 、 

自然 资源 有许 多相 近 之处 ，在长期发 展 过程 中尤其 

是改 革 开放 2O多年 来 ，形 成 了独 特 的 贵 云桂 经 济 

区，其优 势十分 明显 ，非 常 有利 于 贵州 的 中药 、民 族 

药4-业集群 。 

优势一 ：旅 游业 已成为该 地 区的经济 支 柱 ，浓郁 

的 民俗风情 、美丽 的 自然景观 ，以及 发 展跨 国旅 游 的 

区位优 势 ，使 该 地 区成 为 最 具 旅 游 潜 力 的 地 区 。 

2000年云南跨 国旅游 收人 3．39亿美元 ，居 西部 各省 

区之首 。优势二 ：生物资源丰 富 ，特 色农 产 品有一 定 

优势 。如花卉 、药 材 ，尤其 是 药 材 ，已显 现 出独 特 良 

好的发展势 头 。优 势三 ：贵州 生产 的药 品在 全 国市 

场上有 较好 的美 誉度 ，加上 贵州拥 有 独特 的苗药 资 

源 ，有较 强的市 场 开发 空 间和 良好 的市 场前 景 。作 

为 贵州 省 的支柱 产业 之一 ，地 方 政府 在 政策 上较 为 

扶持 。优势 四 ：云贵 的烟草加 工业 在全 国颇有 影 响 ， 

占据 了相当 的份额 ，形 成 了鲜 明的特 色。优势 五 ：广 

西是我 国西 南 出海大 通道 ，云南是 通 往东 南 亚各 国 

的交通要道 ，云南 、广 西 边 贸交 易非 常 活 跃 ，加 上 有 

贵州作 为坚 实 的大后方 ，贵 云桂 区完 全有 可 能成 为 

我 国西部最具发展后劲 的地区。 

(三 )贵 州药业集群不利 因素分析 
一 是市场发育程度较低 ，非 国有 经济 发展缓 慢 。 

在西部一些地 区，由于各类市 场发育 不完 善 ，社 会 化 

服务水平较低 ，技术 、信息 服务 、咨询 、培 训 等中 间机 

构不发达 ，4- 业进 入 门槛 较 高 ，投 资软 环 境较 差 ，制 

约 了民营4-业 的发展 。据 统计 ，改革 开放 以来 ，贵州 

新生 的中药 、民族药 企业有 98％是 民营企业 。 

二是缺乏较完善 的产 业配套 条件 。在市 场竞 争 

日趋激烈 的情况下 ，企业要求 得生 存 和发 展 ，就必 须 

向“小 、精 、专 、新 ”的专 业 化方 向发 展 。这 样就 需 要 

有一个完善 的社会化 服务 网络和产 业配套 条件 。 目 

前 ，西部地区社会化服务 网络 不发 达 ，产业 配套条 件 

较 差 ，难 以适应经济发展 的需 要 。 

三是政府支 持服 务 体 系不 健 全 。特别 是 ，由于 

中小企业 担保基金 、风 险投 资基 金发育 滞后 ，各 种 中 

间机构不发育 ，政府 办事 效率较 低 ，导致 4-业融 资 困 

难 ，生产经 营成 本 较 高 ，技术 信 息 不灵 ，由此 影 响 了 

企业的竞 争力 。政 府 的支持 常 常是 “叶公 好龙 ”，不 

够到位 ，制约了中药 、民族药业 的健康发展 。 

四是人们 的理念较为 落后 ，满足 于现状 ，主动 参 

与 国际竞争 的积 极性 不高 ；计 划经 济 遗 留下来 的不 

少观念和做法还有很大 的市场 。 

五是经济 总体落后 ，工业化 水平 低 ，缺 乏能带 动 

当地经济发展 的大 型企 业 和产 业 。没 有真 正形 成有 

利 于区域 经济 发展 的企业 集 群 ，块状 经 济 发展 特 征 

不明显 ，企业及 区域经 济竞争 力弱 。 

六是受地理 条件 限制 ，交通 运 输 等 基础 建 设 相 

对落后 ，物流 、商 品流半 径 较 小 。城 市 化 水 平低 ，大 

中城市少，不少小城镇 尚不具规模 ，商品经济不发 

达 ，国际贸易产 品档次低 ，尚不能进入 国际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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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积极推进 贵 州药业集群 

1．改善经济环境 ，优化 、调整产业结构 

改善经济环境 ，特别是 软环境 ，建立 起与市 场经 

济相适 应 的思 维方 式 和宏 观调控模 式 ，建立起 开放 

性 的区域市场 ，将开发 区和城市作 为开放 的窗 口，加 

强区域 同企业 的合 作 ，发 展企 业 集群 。特 别要 优 先 

发 展城市经 济 ，提 高重庆 、成 都 、西安 、昆 明、贵 阳 、南 

宁 、兰州等地 区的竞争力 ，积极 吸引更 多 的国际资本 

和区外 资本 ，壮 大西 部 的经 济实 力 。要依 靠 增 长点 

来带动增 长线 ，形成经 济增长带 。 

在产业 导 向上 ，应坚 持 产业 内部 多元化 发 展 的 

非均衡思路 ，突 出产业 优 势 ，淘 汰一些 效 益 差 ，环境 

代价大 ，无发展前 途的企 业 和产 业 ，建立优势 企业 和 

优势产业 集群体系 ，其 中包括 建立 中药 、民族 药企业 

集群 ，使其成为相互协 调 的大 系统 ，有 效提高 西部地 

区优势产业 的整体效益 。 

2．确定 合理的集群规模 ，协调发展 

由于西部地 区 自然 条件 和发 展 水平 差 异 巨大 ， 

大开发 战略不可能全面铺 开 ，齐头并进 ，而应 以现有 

基础较好 的城市 、区域作 为发 展极 ，逐步推 进。要 以 

城 市为 中心 ，带动农村经 济 的发 展 ，实现城 乡经 济一 

体化 。 

企业 集群化 是个 动态 过 程 ，企 业集 群 的动 态化 

体现在其规模 是不断发 展变化 的。在 完全 的市场经 

济条件下 ，由市场 这 只 “无 形之手 ”调节 着集群 化 的 

最佳规模 。然而 实 践 中 ，纯粹 的市 场 经济 是不 存在 

的 ，市场调节也有 失灵的时候 ，政府 的介 入是 很必要 

的。但 是 ，政府 行 为 一定要 依 据集 群 化发 展 的客 观 

规律 ，千万不 能不顾实际 ，主观 限制 或盲 目扩 大集群 

规模 ，要避免 规模 过小 ，使 集群化 的潜力 不能充分发 

挥 ；也要避免规模 过大导致 过度集 群化 的产 生 ，带 来 

规模不 经济 。 

3．积极推进企业制 度创新 ，促进企业 战略重组 

西 部企业应 实现 投 资 主体 多元 化 ，创 新企 业 制 

度 ，积极发 展非 公 有制 经 济。积极 推 进企业 制 度 创 

新 ，帮助企业 实 现 战 略化重 组 。鼓 励 企业 间 的相互 

投资 与兼 并 ，在 能源 、矿 产 、生物 、食 品、医药 、旅游 等 

优势 产 业组 建 区域性 的产 业 集 团，整合 西部 的资 源 

开发 。加强在市场 、信息 、人才 、资本 等方面 的合作 ， 

按照市 场经济 的规律发 展大产业 、大 市场 ，实现生 产 

要素 的优化配置 。对 于一些重大项 目应作好 统筹 规 

划 工作 ，如药材 资源 、生物 资源 、旅游 资源 、水 电资源 

的开发 ，城市 的布局 ，铁路 、高速公 路 的衔 接 ，水 资源 

的合 理调 配等。 

同时 ，要保证企业 的 自由进 入 和退 出 ，不 要担 心 

流动 ，这样才 能使 企 业集 群 保持 长 久。 因为 新 企业 

进 入往往会 带 来新 思想 、新方 法 、新 的竞争 方 式 ，从 

而使 原有的结构分化 、瓦解 、重组 ，促 进新 的创新 ，从 

而提高整个行业 的竞争力 。 

4．营建 良好 的地 区产业 文化 

企业集群 的形成 以及 区域 内企 业发 展 的根本 动 

力在 于区域 创新 网络 的构 建 ，而 区域创 新 网 络 的核 

心就是营造一种有利 于区域 内行 为主 体 ，包 括企 业 、 

大学和政府机构相互之 间进 行交 流与协 作 的 良好 的 

区域产业文化 。这种产 业 文化 的 实质 就是 “信 任 与 

承诺 ”，企业集群 的运行 ，并使 其 在 面对 外 来竞 争 时 

拥有独特 的竞争优势 。从 而推动企业 间各种 正式 和 

非正式 交 流与合 作 的建立 及维 持 ，有效 避 免企 业 间 

不正 当的竞 争 。为 了营 建 良好 的地 区产业 文 化 ，政 

府可加 大对 新老 企业 家培 训 的力度 ，帮助 他们 更新 

理念 ，积极 主动地 参 与 国际 竞争 ；定 期 的、有 组 织 的 

安排企 业 间的交 流 活动 ，进行 文化 理 念 的长期 渗 透 

等 ，逐 步建立起积极健 康 的地 区产业 文化 。 

5．扩 大西部 的开 放程 度 ，积 极 发 展边 境 和 转 口 

贸易 

要加强交通 运输 等基 础 建设 ，加 强 与 国 际金融 

组织 的合作 ，积极 参与世界 区域 经济 引进 国际 资本 ， 

扩大 引进外 资 的领域 和范 围，提 高西 部 的产业 层 和 

服务水平 ，打破 地域 分 割 、部 门分 割 ，拓 展信 息 物 流 

渠道 ，以带动西 部大 商 贸 、大旅 游 的发 展 ，形 成 西 部 

全方 位 的合 作 ，积 极推 进西 部地 区优 势产 业 的企 业 

集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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