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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转型与循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分析
!

吴飞美

摘
!

要!产业集群转型与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耦合%为探究循环型产业集群

的路径依赖与机制诉求提供了研究路线%由此构建出产业集群转型与循环经济发展的内

生性分析框架%以促进产业集群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产业集群&循环经济&内生性&循环型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以其独特的聚集优势在为区域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大规模生

产也造成了区域内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负面效应%而在产业生态化和可持续

发展理念的影响下%循环经济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的必由之路$由此%产业集群转型与循环

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分析%为循环型产业集群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产业集群与循环经济的理论发展与演进

(一)产业集群

继马歇尔(

"$;#

)从经济外部性角度提出产业集群理论的劳动市场共享'专业化附属

行业的创造和技术外溢等三个关键因素之后%韦伯(

";!;

)又从工业区位论角度深度研究

了产业集聚问题%并首次提出了"集聚经济#的概念$之后%弗洛伦斯(

";8$

)'罗煦(

";D8

)

对集聚经济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

!#

世纪
$#

年代尤其是
;#

年代以来%集群理论研究进

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成果的数量'广度和深度都取得了飞跃$克鲁格曼(

";;"

)是第一

位把产业集聚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的知名经济学家%他通过其新贸易理论%发展

了集聚经济观点%理论基础是收益递增$波特(

";;#

)首次提出"产业集群#(

M,)061'.4(

F(0617'

)概念%并以*论国家的竞争优势+(

";;$

)将产业集群理论推向高峰%他从竞争经济

学角度对集群现象进行分析%认为产业集群对企业竞争是十分重要的%可以使企业更好地

接近相关服务%并有利于企业创新和产品出口$

自此之后%在古典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地理学等理论的基础上%经济学和管理学学者对

产业集群的研究层出不穷%深化了对产业集群的概念'特征'运行机理'竞争优势和潜在风

险的认识%分析环境和方法得到了改进%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也沿着"资源/成本/竞

争/全球化#的路径不断丰富和发展$综合而言%产业集群(

M,)061'.4(F(0617'

)也称产业

群'产业群簇或产业簇群%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大量企业与机构在地理空间上聚集形成开放

系统的经济现象%其构成要素包括企业'政府机构'中介以及科研单位等%它们在内部和外

部以及内部之间进行资金'信息'人力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与竞争%由此形成强劲的竞争优

势和集群效应优势%从而促进产业组织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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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概念最初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
3C?74'+7

和
OC̀ CX0',7'

提出%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开

始于环境保护运动兴起的
!#

世纪
<#

年代%其代表作是美国生态学家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而"循环

经济#一词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

7̀,,71S*CR&0().,

E

)通过"宇宙飞船理论#提出%并发展到布朗

的"生态经济#理论$

";A!

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引起全球的环境保护

觉醒$

";;!

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签署的可持续发展宣言%标志着循环经济的正式诞生$之后%发展

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成为国际社会的两大趋势$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农业经济模式#'"线性经济

模式#和"末端治理模式#三个阶段后%发展到闭环式'动态'良性的"循环经济模式#$

!#

世纪
;#

年代末%循环经济理论引入我国%我国许多学者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研究更多是建立在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来探索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综合而言%循环经济(

F

W

+(.+*+&,

T

&-

W

)是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以"再思考(

'71S.,2

)'减量化(

'7)0+7

)'再使用(

'7

T

067

)'再循环(

'7+

W

+(7

)'再修复(

'7

:

4.'

)#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资源的高效

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提高资源生产率为目标%变革"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向式直线过

程%构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模式%通过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

量废弃#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实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的产业发展模式%达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平衡的双赢目标$

二'产业集群转型与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

(一)产业集群转型机理

"C

产业集群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载体和重点对象$传统产业集群仅着眼于企业间的线性生产联

合%忽视其间的生态性网络联系%由此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在自

然资源日益匮乏'环境污染愈发严重的情况下%我国建立的新型产业体系必须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发挥

集聚经济'灵活专业'创新环境'合作竞争等优势%推行产业集群生态化的发展模式和路径转向$工业是

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领域%而产业集群内的工业企业高度密集%其企业往往在国内外市场占有很大份

额%对本产业的影响力十分巨大%自然应该成为推进循环经济工作的重心$

!C

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保障循环经济发展$同类或相近企业在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性质上具有同

质性或相近性%而产业集群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为企业间工业共生和代谢生态链关系的建立提供可

能$产业集群通过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建立了"工业食物链#和地域化规模经济网络%实现产业链的纵

向延伸和横向连接%由此加大企业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在产业集群升级中%通过地域化规模经

济网络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搭建企业间的合作共生机制%优化整个集群内的循环经济网络结构$

BC

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加快循环经济发展$产业集群内不仅存在大量的企业和研究机构%而且拥

有稳定的促进学习'交流和进步的共生机制$集群内企业通过长期合作关系以及各种非正式的'偶然

的'面对面的以及口头的交流方式%大大促进技术的传播和创新%并在一些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关键技

术上取得突破$同时%生态型产业集群的学习机制能促进各种技术和信息的传播与吸收%集群内科研机

构通过知识传播与互动%为同类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保障%由此推进循环经济的良性发展$

8C

产业集群的网络共享助推循环经济发展$产业集群内存在前向'后向和水平的网络合作关系%网

络主体之间通过贸易与非贸易的交易'交流与互动%不断地为网络中企业的发展和创新提供动力&产业

集群的网络化特征更是使新观念'新技术'新知识相互扩散%从而形成知识的"溢出效应#

!

$在集群生

态可持续发展中%产业集群内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形成的非正式网络保障%有利于集群内达成环境保护

共识%促进'培养本地集群协作与合作的环境保护文化%为可持续发展确立更持久的心理凝聚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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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循环经济发展机制

"C

发展循环经济是产业集群实现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减量化

和循环利用为特征%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融为一体%促进社会经济系统和

自然生态系统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它是以生态规律为指导'以工业循环为核心'以

使用价值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

$

发展循环经济为产业集群改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

!C

循环经济是产业集群生态化转型的持续动力$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

式%循环经济使得资源利用效率最优化和对环境影响最小化%成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产业

集群的生态化转型要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遵循循环经济理念%通过模拟自

然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和生态系%完善集群内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专业分工和功能布局%并以规模

效应为基础进行区域内治理能力的共享%从而实现资源综合利用与生态恢复'保护和发展的有机融合$

BC

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加强产业集群的组织能力$从进化论的观点看%自组织理论是在"遗传#'"变

异#和"优胜劣汰#等机制作用下%系统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不断自我完善%从而提高适应环境能力的

过程$产业集群生态系统具有完善的专业化分工体系%系统中多样化'趋异化的企业'机构等实体间形

成了协作共生的关系和相互依赖的整体%由此具备组织适应性和动态调整性$另外%发展循环经济有利

于提高产业集群网络组织化程度%体现为网络之间资源'能源'信息的流转循环$

8C

发展循环经济可以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循环经济采用"资源///产品///废弃物///再

生资源#的闭合利用方式%使企业减少资源的投入和治污费用%从而降低企业的成本$同时%实行循环经

济的集群企业通过清洁生产%提高产品的绿色健康程度%满足了市场的消费需求和政府的绿色采购要

求%树立和更新集群品牌形象%增强了产业集群及集群企业的竞争力$

三'产业集群转型与循环经济发展的客观耦合

通过对产业集群转型与循环经济发展必要联系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产业集群是实现生态化的组织

依托和重要载体%循环经济是产业集群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将产业集群转型机理

与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相耦合%最终可以发展成具有闭合循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产业优化和可持续

发展为特征的循环型产业集群$循环型产业集群是指遵循循环经济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通过合理的

规划'改造%使产业集群成为一个类似于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在这一系统中%集群的各构成要素成为各

生物链的节点%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企业'分解者企业'中介服务机构和政府之间耦合共生%变线性的"资

源///产品///废弃物#的物质利用方式为循环型的"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利用方式%以

达到区域内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和生态因素的有机结合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的"

%最终实现产业集

群的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化

"C

产业集群发展循环经济的本质是以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方式为内核%呈现出动态演化过程%而产

业集群的高级形态是产业集群发展的生态化%这是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产业集群生态化

是在自然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对特定空间的产业集群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进行耦合优化%

以实现特定区位上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整体协调与和谐发展$产业集群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必

须按照产业生态化的要求%采取相关措施满足集群生态平衡的条件%并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处理好环境污

染问题$

$因此%产业集群转型和循环经济发展耦合之后的循环型产业集群必然实现产业集群的生态

化和可持续发展$

!C

产业集群通过发挥集聚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带动了当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随着产业集群的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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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扩张%人们越发意识到产业集群虽然是有力的经济助推器%但它更是巨大的资源消耗器和污染源%它

正改变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严重影响到产业集群的演进和可持续发展%甚至导致集群的衰

落!

$因此%需要以循环经济为导向%以集群环境的承载能力为限度%大力发展循环型产业集群%从而实

现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循环型产业集群的特征之一就是实现产业集群的生态化%它依据生态经济学'

环境科学'系统科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集聚经济的经济学理念%通过融合当地的自然和社会基础条

件%协调整个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促进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和价值流的合理运转%以此

确保系统稳定'有序'协调发展$

(二)可持续发展

"C

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经济发展与自然'社会的系统性'协调性'持续性%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注重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以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而循环型产业集群是实现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体现$循环型产业集群作为获取和维持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实践手段%旨在倡导

一种全新的'一体化的循环模式%即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两个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

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因此%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重视产业集群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平衡%关

注产业集群过程中的环境承载能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实践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化的经济战略$

!C

推行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和有效手段$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

济%在资源利用方面表现为资源的高效利用'反复利用和循环利用%在环境方面表现为污染物低排放甚

至零排放"

$循环经济应该而且能够为我国产业集群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通过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和降低资源消耗%结合体制'政策'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措施%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对产业集群进行转型%将产业集群转型机

理与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相耦合%发展循环型产业集群%既是削弱污染和保护环境的根本手段%又是实现

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更是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新发展模式$

四'循环型产业集群发展的路径依赖与机制诉求

产业集群与循环经济在生态化'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在耦合%形成了循环型产业集群$循环型产

业集群改变传统的"末端治理发展模式#%建立闭环式'动态'良性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流程升级'产

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等内在发展路径%以及价值观念'法律政策'管理体系'科学技术等外在作

用机制%促进了循环型产业集群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循环型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路径图

(一)循环型产业集群的路径依赖

"C

流程升级$流程升级是通过重新组织生产系

统或引进先进技术%来提高价值链中投入产出转化

等加工流程的效率$流程升级表现为!生产过程更

具效率%产品更廉价和质量更好%降低生产成本%增

进传输体系%引进过程新组织方式$具体而言%运用

信息化控制技术和电子产品设计%改善制造工艺与

生产流程%提升大型连续加工工业的过程控制水平&

采用先进的制造技术提升设备的集成化水平&缩小

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生产设备集成化的运行周期&

降低制造成本%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开展组织创

新%提高集群产业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

!C

产品升级$产品升级是通过进入更复杂更先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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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美!产业集群转型与循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分析

进的产品生产线%以增加单位产品的价值$产品升级表现为!提高产品质量%改进已有产品%培育自主创

新能力%产品创新进入市场定位%引进'研发新产品%打造新品牌%增加产品市场份额$进行技术融合和

技术创新%以推动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提升自主研发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实现"中国制

造#向"中国设计#的跨越&通过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技术的融合催生出数字化产品&以产品功能的整合

与信息化的综合运用%提高产品档次$

BC

功能升级$功能升级是指通过提高产品性价比和提供新的更优越的功能%以提升产品的价值$

表现为提高产品性价比%提供新功能的产品%专注于价值高的生产环节%放弃或外包低价值的活动!

$

具体而言%重新组合企业内各种经济活动%增加经济活动的技术含量&构建起互联互通的数字化信息流

和服务流平台%促进产业间业务'市场和组织的融合&产品功能逐步向外辐射%以形成总部经济&专注于

价值高的生产环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产业领域广泛采用数字技术%从而突破行业的分割障碍$

8C

价值链升级$价值链升级也称为跨部门升级或跨行业升级%是指利用现有能力进入新部门而获

得特殊的功能$价值链升级表现为利用现有能力开拓新市场%同时实现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通过转

向价值高'新的相关产业价值链%把某个产业获得的能力运用到新的产业中%由此得到相关和相异产业

领域的高收益率$在此过程中%根据市场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变化%选择高端路径%发展重点行业%抢占利

润链高端&同时%不断进行技术改造%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实现营销'物流'品牌等方面的优势扩张$

(二)循环型产业集群的机制诉求

"C

转变观念$这是发展循环型产业集群的重要前提$发展循环型产业集群要求政府弘扬生态文化

和生态价值观%引导绿色消费%通过全方位的生态文化教育来提高公众的绿色消费意识和生态保护意

识%培养广大群众健康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消费观%促进人们由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向资源

高效'系统和谐'社会融洽的生活方式和生态文化价值观转变%实现集群生态化发展$

!C

健全法制$政府应当加快建立各种有利于循环型产业集群发展的法律'规章和政策体系%减少或

消除环境污染的影响%改善和提高集群内部的管理水平$制定和完善各种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制度'绿

色系列制度与政策%构建循环型产业集群扶持性制度支持体系$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强环境立法的监督

和实施工作%建立科学的执法监督制度%依法强化环境的监督管理%加强环保立法和执法的力度$

BC

强化管理$首先%研究制定全省重点行业和企业的管理指标体系%严格市场准入管理%禁止高消

耗'高污染和高浪费的资源型产业发展%有效引导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其次%转变以经济增长为中

心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转向注重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绩考核机制$再次%发挥财政'税

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杠杆的作用%采取设立专项资金'税收减免'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产业集群内采用

循环经济模式的企业$最后%组织'协调'监督集群生态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做好人口控制'区域开发强

度控制'污染总量控制'环境功能区调查'生态补偿策略和生态重构方案等工作$

8C

依靠科技$发展循环型产业集群的科技机制%要以高新技术为基础%包括环境工程技术'废物资

源化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在内的绿色技术体系&要加强研究和开发各种先进技术%突破重点领域技术

瓶颈%不断提升整体技术水平%为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发展道路提供技术支撑$同时%通过增强企业自主

开发能力'强化产学研联合'建立技术服务支撑体系'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扶持力度'全面推进企业信息

化等措施%健全循环型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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