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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制约因素 

及对策 

谢希钢 

(长沙民政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中小企业集群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组织形式，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经济活 

力，这也是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必然路径。中小企业集群在发展中受很多因素影响和制约，对其加以系统分 

析和研究，并找出解决的措施，有利于推进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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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小企业投资 

小、见效快、成本低、经营灵活的优势，为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赢得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形成了世界中小企业集群快速发展的热潮。然而，个别地区的中小企业集 

群发展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衰退，是什么原因使其发展受阻?如何才能使中 

小企业集群稳健发展?本文首先对企业集群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分 

析了现阶段制约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一些内外因素，最后结合企业集群理论为 

其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二、中小企业集群概念的界定 

国内外学者对中小企业集群的概念，认识并不完全统一。亚当 ·斯密最早 

从分工的角度描述了中小企业集群的存在，他认为中小企业集群是由一群具有 

分工性质的中小企业为了完成某种产品的生产联合而形成的群体。马歇尔则从 

“外部经济”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是由专门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提 

供、运输便利以及技术扩散等“一般发达经济”所造成的“外部经济”促使小企业 

的集聚从而形成小企业集群。新经济学家 0·Williamson指出，中小企业集群 

是介于纯市场组织和科层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组织。而对当今集群研究影响较大 

的当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Michael Porter，他认为中小企业集群是提高产业竞争 

力的重要因素，是某一特定产业的中小企业和机构大量聚集于一定的地域范围 

内，而形成的稳定的、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集合体⋯。而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 

中小企业集群是一群独立自主又相互关联的企业，通过分工协作聚集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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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介于纯市场组织与纯层次组织之间的“中间 

性组织”，“比市场稳定，比层次灵活。” 

综合以上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和论述，笔者认为， 

中小企业集群是指在一定地理位置上有着相互关联 

的中小企业、机构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产业组织形式， 

以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和独特的竞争优势。 

三、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制约因素 

中小企业集群因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空间交 

易成本的节约，集群内各成员知识、技术的共享等有 

利条件，可以更好地营造市场优势，从而使集群在一 

定阶段内得到较好的发展。但是集群的成长必须适 

应环境的变化，环境一旦改变，就会产生一些制约因 

素，引起集群发展的不平衡。这些制约因素可分为 

两大类：一为外部环境对集群的制约因素，即外制约 

因素，一为集群内各个体及个体内部各子系统的制 

约因素，即内制约因素。现阶段，制约我国中小企业 

集群发展的主要因素见下表。 

表 制约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主要因素 

类 型 因 素 

内制约因素 

内生性分工协作 意识不足 

学习或创新环境不理想 

缺乏长远发展规 划 

产品结构不合理 

无序竞争与柠檬效应 

外制约因素 

融资困难的矛盾突出 

政府服务功能错位 

人力资源匮乏 

(一)内制约因素 

1．内生性分工协作意识不足 

中小企业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明显呈现出集聚趋 

势，这种集聚趋势主要不是外生性的，而是内生性 

的，即集群的形成主要不是靠外部力量的强制推动， 

而是靠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需要自然形 

成 。在企业集群效应中，因聚集而产生的经济外 

部性，只是一种伴生的、外部的、静态的效应，它的强 

度有限。企业集群的最大效应是依赖企业间的分工 

协作而实现，它是一种主动的、动态的、持续 的效 

应 。但目前我国部分中小企业集群内部组织化程 

度不高，核心企业不强，内聚力薄弱，相互支援、相互 

依存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网络尚未形成。在生 

产上“小而全”的现象非常普遍，终端产品多，中间产 

品少，集群内部中小企业间分工协作明显不足，集群 

成员之间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产业分工机制，缺乏 

对自身在集群内部产业链上所处环节的战略性 

定位。 

2．学习或创新环境不理想 

集群内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创新是集群创 

新的主要表现形式。中小企业集群内企业间的各种 

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便于知识、技术通过各种显性 

或隐性的途径传播、交流，促使企业进行模仿创新或 

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 ，从而带动集群的整体创 

新 J。但是事实上，就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集群来 

说，企业间在市场信息沟通、合作交流、人员流动、联 

合营销等方面，还大量存在阻碍信息交流的因素，如 

信息封锁、技术保密、营销单干，集群的内部优势得 

不到发挥，不能刺激企业的创新和技术的升级。 

图 集群理想的创新模式 

3．缺乏长远发展规划 

大多数企业和政府调控部门由于缺乏对企业集 

群有关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能制定出相应的发展规 

划，目前普遍处在放任 自流的状态。政府主管部门 

在产业政策导向上缺乏系统性。比如，项 目审批方 

面存在反正是企业 自己的钱，企业要引进什么就批 

什么，由此出现重复引进和盲 目投资现象，没有发挥 

产业导向功能。在技术创新经费投向上存在明显的 

非效率现象，缺乏重点，不能起到联动的集群外部经 

济效应。对“做强做大”的理解偏颇，导致集群企业 

所在地政府一味追求规模、重复建设，对如何优化集 

群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缺乏战略思考。 

4．产品结构不合理 

我国的中小企业集群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农村发 

展而成，且主要集中在与居民日常生活用品有关的 

产业，如服装、五金、食品加工、皮具、打火机等。这 

些产业对企业的规模、技术、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都不 

http://www.cqvip.com


谢希钢 论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53 

高，行业的进入壁垒低。因此，一些农民通过模仿与 

学习，在家庭作坊就开始了产品的生产，形成了“村 

村有品”、“镇镇有业”的企业集群 J。这些集群使 

用的是低技术，靠廉价劳动力获得低成本优势。因 

此集群产品与技术档次不高，同一性强。由此带来 

的后果是：整个集群平面重复，无序扩张，利益耗散 

和恶性竞争，给集群整体竞争能力的提升造成了严 

重的负面影响。企业规模小，产品相互模仿、低价竞 

争问题非常严重，且集群企业设备投资趋同，不仅大 

大增加设备采购成本，而且因为生产设备相同，导致 

产品开发功能相同，给企业成员的产品战略定位带 

来困难。于是，企业都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倾 

向，以较少的资产涉及过多的产业链环节，把有限的 

资源分摊到多个业务上，从而无法实现集群内部的 

专业化和精细化。 

5．无序竞争与柠檬效应 

美国俚语中用“柠檬”表示“次品”或“不中用的 

东西”。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指出，当产品的卖方 

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时，低质量产品将 

会驱逐高质量商品，从而使市场上的产品质量持续 

下降，其结果是市场最终有可能只剩下质量恶劣的 

“柠檬”，致使市场萎缩，企业衰退。由于特有的地理 

和人文因素，集群内个体之间应是一种既竞争又合 

作的“双赢”关系，专业化分工与产业链的形成需要 

协作，而同类企业同聚一地，利益的驱使又会产生竞 

争。所以中小企业集群直面的问题是如何在竞争和 

合作之间取得平衡。由于我国集群经济起步较晚， 

集群内多数企业产品差异化程度不大，没有形成产 

业链，为争夺有限的市场而导致过度竞争 J。如出 

现压价竞销、偷工减料、仿冒等现象，甚至出现假冒 

伪劣产品，从而产生柠檬效应。 

(二)外制约因素 

1．融资困难矛盾突出 

据调查中小企业中有 68％的企业融资困难， 

47％的企业停产与资金困难有关，企业因资金短缺 

造成投资不足，将是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瓶颈。 

而集群发展资金短缺，一是由于融资难，与中小企业 

融资成本高、风险大、担保难、信誉低、有效抵押少、 

评估费用高、融资渠道窄、手续繁杂等有关。二是集 

群内企业的自有资金外流，中小企业集群如在一定 

时期内得不到较好的发展，企业经济效益难以维持 

或提升，考虑到诸多因素，群内个体把本应投资在集 

群内的资金抽走，移往它处发展。在此，更值得警醒 

的是后者，它不仅使集群内有限的资源在减少，更多 

的是对集群前景的严峻考验。三是金融服务的基础 

结构不健全，表现为金融风险投资体制不完善，资本 

市场不健全。四是风险投资体制滞后，成为集群企 

业在进行技术创新时的主要瓶颈，抑制了企业集群 

整体的创新进程和水平。 

2．政府服务功能错位 

政府在市场引导者和主导者之间角色错位，没 

有充分发挥其指导和服务功能。主要表现在：缺乏 

对企业之间合作的引导，没有创造相应的环境和条 

件支持企业之间的合作，导致集群成员企业之间联 

系疏远，集群松散，未能形成整合优势。另一方面， 

对集群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缺乏规划。目前企业对 

集群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停留在初步的硬件基础设施 

(如水、电、气、路)上，还没有从硬件基础和软件基础 

结合的角度来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另外，基于经济 

和财政收入指标的考虑，地方政府普遍存在“掏空”、 

“竭泽而渔”等非理陛行为。这些行为的典型表现包 

括：对假冒伪劣产品的纵容，对造成环境严重破坏的 

行为查处不力，对恶性竞争行为视之不见。这些行 

为在表面上能带来当地经济的繁荣，但从长远来看， 

将严重影响集群企业和地方经济的和谐发展。 

3．人力资源匮乏 

我国中小企业集群普遍存在人力资源短缺的问 

题，技术人才、科研人才、管理人才严重不足，特别是 

“人世”后所需的外向型人才更是稀缺。据笔者在湖 

南邵东小五金集群调查时发现 ：企业员工主要来源 

95％以上为务农人员，一般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普 

通员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者占79．7％，高中文 

化水平者占15％，中专文化水平者 占4．2％，大专文 

化水平者占1．8％，大学本科人数仅有 0．4％，研究 

生以上无。这些集群其所在地由于没有可以向企业 

输送高素质人才、技术和知识的大学和教育机构，也 

没有专门为企业服务的研究机构，使大企业只能进 

行内部研发或者与地区外部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联 

系和合作进行新产品和工艺研究开发，由此导致协 

调成本和信息成本的上升。而中小企业由于资源方 

面的限制，无力自己进行研发或与研究机构进行合 

作，只能进行简单的技术模仿。由此带来的结果是， 

企业集群内部的知识溢出体系不健全，集群生态系 

统被破坏，进而影响集群的持续竞争优势 J。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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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员工的素质问题，将成为我国中小企业集群 

后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四、推进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依托大学、研发机构，注入中小企业集群发 

展亟需的科技、人才优势 

北京的中关村，依靠群内众多的大学和科研机 

构，使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众多的科技发明为己所 

用，从而使集群发展有足够的动力和保障。我国目 

前众多的中小企业集群几乎大都独立或游离于研发 

机构之外，其孤立的存在状态明显显示出后劲不足。 

集群内企业既可与大学、科研机构进行多种形式的 

合作和交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可自己设立独 

立研究机构，培养企业自需人才，甚至可与国外研究 

机构和学者合作，获取一流的要素资源。总之，产、 

学、研联合既可解决集群的人才、技术创新、专业知 

识等方面的不足，又可促进科技发明有效转化为产 

品，这样优势互补，才可舞动集群经济的长龙。 

(二)提供中小企业集群发展需要的支持性服务 

中小企业集群是一个动态系统，政府应在宏观 

层面大力扶持，提供支持性服务。包括：(1)政府支 

持和帮助中小企业融资，推进资金融通体制的改革， 

拓宽融资渠道；(2)出台旨在保护中小企业发展的相 

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中小企 

业发展保驾护航；(3)调控房地产业的发展，使地价 

的增长与集群的发展相适应；(4)鼓励集群区域内服 

务性行业的发展，使集群有舒适的环境吸纳人才。 

总之，政府创造一个良好的、适应中小企业集群发展 

的政策环境，加强引导，合理配置资源，引导和鼓励 

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 

(三)健全集群软件服务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机 

构和集群代理机构 

政府和行业协会是集群软件服务设施的核心， 

是企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了技术服务体 

系。软件服务设施的建立和完善为集群成员企业的 

知识学习和信息交流提供了平台。因此，应建立为 

集群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信息咨询、人员培训和中介 

服务的服务网络，其核心功能是为知识和信息沟通 

提供集群服务平台。集群代理机构要在政府和企业 

间，以及企业与企业间起到中介桥梁作用，积极沟通 

和组织企业间的技术协作和联盟，使集群优势得到 

真正体现，从而推动整个集群的持续发展。 

(四)规模积聚，结构升级 

从产业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企业集群本身就是 

需求规模效应的一种现实路径选择。但规模效应不 

是规模扩张的简单叠加。适当规模集聚有两个层面 

的含义，一是单个企业规模的适度扩张，培育企业个 

体的规模优势。一是核心企业、骨干企业规模的扩 

张，特别是核心骨干企业规模的扩张，可以带动整个 

集群规模的扩张。但是，这种扩张不应鼓励大规模 

的非协同的兼并重组，而应该为构筑集群内部企业 

发展合理梯次，优化产业结构创造条件。 

(五)完善企业制度、建设企业集群文化 

良好的激励与监督机制是企业繁荣的制度基 

础。用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企业，不仅有利于企业管 

理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时有利于企业利润的再 

分配，吸引优秀人才；集群文化影响深远，对内使群 

内个体和从业者潜移默化，对外则使集群声名远播。 

如浙江集群经济发展强劲，浙江人善于经营，头脑灵 

活，勇于创新，吃苦耐劳的文化传统全国乃至世界著 

名。集群内相互间进行交流与协作的良好文化，有 

效维持中小企业集群的运行，并使其面对外来竞争 

者时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素有“中小企业王国”之 

誉的意大利，国内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迅速，其中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地区内存在着以诚实和信赖为 

精髓的集群文化。 

(六)增强集群内个体的协作竞争性 

在中小企业集群内，大量企业相互集中在一起， 

既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又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 

由于外部市场的压力，同一集群内个体的竞争不可 

避免，正如波特所说：“合适的竞争对手能够有助于 

企业增加持久的竞争优势以及改善所处产业的结 

构。”所以在企业激烈的竞争中，要及时突围，创造各 

自的特色，谋求差异化。竞争企业建立专业化分工， 

形成业务上的上、下游关系，建立生产供应链，由此 

形成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所谓合作竞争机制， 

互助互动，集体行动，从而获得集体效率。 

五、结束语 

波特在 1999年曾说，政府在引导企业集群发展 

时，“不要去干扰市场，扭曲竞争，而应去寻找制约集 

群发展的因素，着手加以改进。”中小企业的集群化 

发展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也是我 

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必然路径，找出发展中存在的制 

约因素并加以解决，是提升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方式。本文从内外两方面的影响因素出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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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集群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 

总结，并就如何解决面临的问题，从产业分工、产品 

结构、政府功能和人才技术支持等方面给出了针对 

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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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special f6m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in recent years，small medium enterprises clu。te has 

displayed worldwide str0ng vitality and economic dynamism．Developing small medium enterprises cluster s the n— 

evitable wav of Chinese small—medium enterprises cluster．The development of small‘medium enterprises cluster has 

been restricted by manv factors． Analyzing and researching these factors an d finding solutions t0 them wiU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medium enterprises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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