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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造就了一批在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产

业集群，中国经济的成就很大程度是这批产业集群发展的结果。但中国的产业

集群以传统低端制造业为主，随着经济与时代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如企业

规模偏小、产业集群的创新不足、恶性竞争严重、外贸依赖度偏高、发展产业集群

的公共政策支持体系尚不完备等。在近年来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所有生产要素

价格在急剧上涨，劳动力短缺，而成品价格只能小幅度上涨，甚至固步不前，外向

型制造企业尤为如此。以致出现如下被动局面：中国会制造服装，有的服装却不

如国外品牌服装的纽扣值钱；中国会制造眼镜，可有的产品不如国外企业一个眼

镜盒值钱；中国会制造布匹，可１００米布不如国外的一条手帕值钱；中国会制造

打火机，可有的打火机不如国外的火柴值钱。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和粗放经营，

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底层，如何提高竞争优势，增强产业集群创新能力成为当务

之急。

本书通过理论演绎和实证分析，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①集体学习为什么会

影响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②集体学习是怎样影响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的？即

集体学习作用于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机制如何？③在产业集群中，集体学习受

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系统的理论分析基础上，本书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统计

分析基本证明了本书的假设。

全书共分为８章，各章内容概要如下：

第１章是绪论。本章在回顾我国产业集群现状、面临的问题及相关理论后，

引出选择本书题目的目的与积极意义。其后，阐明了本书的研究方法、技术路

线、全书结构及内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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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是文献综述。本章对竞争优势理论、产业集群理论、知识与组织学习

理论、集体学习理论进行了回顾，指出了其不足之处。这些理论成为本书下一步

研究的基础，不足之处则成为本书突破的方向和目标。

第３章是关于集体学习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本章从理论上分析了

各种集体学习途径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第４章是通过实证检验上一章提出的假设。本章实证材料证实了各种集体

学习途径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有显著正向影响、证明了影响程度是有差别的。

第５章研究了集体学习影响集群企业的作用机制。本章通过分析一般企业

通过组织学习建立动态能力，从而产生竞争优势，构建了集群企业由集体学习到

集群性动态能力，再到竞争优势建立的逻辑关系。

第６章是通过实证来检验上一章的假设。通过数据处理与分析，总体证明

了上一章的假设。

第７章是关于集体学习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分析了知识的类型、集群

环境及集群企业的吸收能力影响集体学习效果。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影响

机理。

第８章是本书的结论和展望。内容包括主要结论、学术贡献、实践意义、不

足与展望。

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１）基于知识的竞争优势是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维持的大趋势。当今世界，

变化越来越快，隔离机制的效果只会越来越低，基于资源和能力的竞争优势所受

到的威胁将会越来越大。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产品的重要投入和价值的主要

来源是知识，知识对企业的重要性日益重要，只有有效获取、利用知识的集群企

业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２）集体学习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内生式产业集群是

建立在亲缘、血缘、地缘的网络关系基础之上的，从而使集体学习无时不在、无处

不在，知识传播的速度很快，而且交易成本很低，从而提升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

这是集群区域之外的企业所不具备的，也是所处同一经济区域，但为非集群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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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具备的。

（３）集群性动态能力是集体学习影响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中间传导机制。

在产业集群背景下，通过集体学习获取知识，从而使集群企业具备动态能力，促

进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由于这种动态能力完全是通过集体学习获得的，本书

将其称之为集群性动态能力，并根据其特点，认为包括三部分：集群性知识创造

能力、集群性整合能力、集群性创新能力。由此可见，集群性动态能力成为集体

学习影响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中间传导机制。

（４）不同类型的集体学习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尽管不

同类型的集体学习对竞争优势均有正向作用，但其影响强度是有差别的。通过

实证说明了各种集体学习途径对竞争优势的影响顺应下面的由强到弱的过程：

一级网络正式交往、二级网络正式交往、非正式交往、人才流动和企业衍生。

（５）集体学习效果的好坏受知识的性质、集群企业外部环境及本身吸收能

力的影响。集体学习的根本在于知识转移。研究表明，知识转移受知识转移方、

知识接受方、知识特性和转移情境的影响（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Ａｓａｈｉ，１９９５；Ｌｅｏｎａｒｄ，

１９９７；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ｍｉｌｃｈ，Ｃｈｉｎｉ，２００３）。本书认为，在产业集群中，集体学习效果主

要受下列因素的影响：知识的性质、集群企业外部环境及本身吸收能力的影响。

通过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构建的集体学习机制分析，本书在以下几方面取

得了理论贡献：

（１）构建了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集体学习分析方法。以往理论界从知识角

度研究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理论还不甚系统和全面。本书从五个方面比较系统

地分析了集体学习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一级学习正式交往、二级学习正

式交往、非正式交往、人才流动及企业衍生，尽管这种研究有待全面和深入，但为

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理论分析提供了新的范式，为他人认识产业集群提供了新的

视角，并为基于外部网络资源和网络行为的竞争优势研究提供了参考材料。

（２）研究了集体学习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本书在竞争优势的

能力论和知识论基础上，通过对产业集群、组织学习、知识等理论的分析，提出了

集体学习———集群性动态能力———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逻辑分析框架，认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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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学习促成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是通过集群性动态能力传导的，即集群性

动态能力在其中的作用机制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３）提出了集群性动态能力的概念，并总结了其组成要素及集群环境如何

对集群性动态能力产生影响。学术界通常将产业集群视为资源系统，本书认为

产业集群也是能力系统，从微观角度看，这种能力就是集群性动态能力。本书认

为集群性动态能力分为三部分：集群性知识创造能力、集群性整合能力和集群性

创新能力。集群性动态能力的提出，意味着对产业集群、乃至对外部网络的提供

了一种新的思维和视角，尽管只是初步性探讨，但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４）通过集群企业的集体学习，将竞争优势的资源论、能力论和知识论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竞争优势的资源论、能力论、知识论代表着竞争优势理论的不同

发展阶段。各种理论虽有关联，但自成体系。作为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中间

组织，产业集群意味着是一种资源，但产业集群提供了一种网络和平台，为集群

成员提供了更便利、更低交易成本的集体学习的机会，从而导致知识的溢出，尤

其是难以描述和文字表达的隐性知识的溢出，当集群企业获得这种知识时，动态

能力得以增强，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由此可见，本书基于产业集群的集体

学习视角，将竞争优势的资源论、能力论和知识论有机地结合取来。

（５）比较全面地分析了集体学习的影响因素及机理。针对集群企业，本书

认为集体学习的影响因素包括：知识的可转移性、集群环境和吸收能力，其中，集

群环境主要包括社会资本、网络联系与位置。在此基础上，本书还分析了这些因

素对集体学习的作用机制，即如何影响集体学习的效率。

集群企业竞争优势构建的集体学习机制研究是个复杂的问题，本书只是在

此领域做了一些小小的尝试，希望更多理论工作者加入，为构建真知的大厦而

努力。

江青虎

２０１２年５月于中国计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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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绪　　论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都取得巨大了成功，但与此同

时，一些中外著名的产业集群走向衰落却是不争的事实。当前，我国许多产业集

群面临着粗放发展、恶性竞争的局面，而土地、能源等资源要素的供应日渐紧张。

在新的环境下，摆脱传统思维，以新的思维和方式来发展产业集群，是摆在各国

产业集群，尤其是我国各地产业集群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讲，产业集群研究可

谓源远流长而又方兴未艾，这些理论从不同视角对产业集群进行剖析，使我们对

产业集群的本质认识日益深刻。但理论离不开实践，在当前知识和学习日益成

为时代的主流时，产业集群的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关产业集群的研究应

予以新的视觉和新的元素。由此可见，从集体学习的角度分析产业集群，无论是

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１．１　问题的提出

１．１．１　实践背景

二战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使有些人发出中小企业走向死亡的论调。

但在２０世纪七十年代，发达国家纷纷陷入经济衰退的泥潭，许多跨国公司面临

亏损或破产倒闭，而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却表现了惊人的增长力。无

论在美国“硅谷”和好莱坞、德国巴登－符腾堡（Ｂａｄｅｎ－Ｗｉｉｒｔｅｒｍｂｅｒｇ）和慕尼黑、

日本的丰田城、芬兰的赫尔辛基、“第三意大利”地区，还是印度班加罗尔
（Ｂａｎｇａｌｏｒｅ）和提鲁普尔、墨西哥瓜达拉哈拉（Ｇｕａｄａｌａｊａｒａ），都成为所在国经济

增长的火车头。从国别来看，涉及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行业来看，从制

造业到服务业。我国经济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渤海湾地区，也出

现了诸多产业集群，有的在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东莞的电脑配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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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顺德的家电业集群、温州柳市的低压电器业集群、海宁的皮革服装业集群、嵊

州的领带业集群、绍兴的轻纺业集群、苏州的电子业集群、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

产业集群等。本书关于产业集群的选题，有以下的实践背景。

第一，后福特柔性生产方式的兴起。福特制（Ｆｏｒｄｉｓｍ）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

物，起源于２０世纪初的福特汽车工厂在生产装备线的使用。福特制以高度专业

化和大规模生产为前提，从而带来单一产品大规模生产，批量成本降低，成本的

降低又带来规模扩大的结果。福特制曾经被很多行业效仿，从而风靡一时。福

特制辉煌了半个多世纪，但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由于买方市场的出现、产品

生命周期的缩短、生产不确定性的增加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以丰田汽车为代表的

即时生产（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精益生产（ｌｅ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柔性专业化生产逐渐成为

制造业的主流，从而进入“后福特制”时代。后福特制生产方式不需要更好的人

力资源、机器设备、厂房，却能更适应激烈变化的市场，产品多样化、小批量，又不

增加成本。与福特制的刚性产生相比，后福特制生产更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

需求、高层次的消费水平、现代化的消费结构、成熟的消费行为及复杂的消费结

构（王缉慈等，２００１，Ｐ１１—１５）。后福特制生产的出现，使企业的组织形式发生

重大变化。传统上垂直一体化、大企业的组织形式逐渐让位于垂直分离的、以信

任为基础的网络化组织（外包、战略联盟等）（Ｐｈｉｌｌｉｍｏｒｅ，１９８９）。后福特制生产

使企业更注重企业间的合作，并将其作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从而导致中间

组织的兴起，而产业集群是其中的重要形式之一。

第二，企业创新的线性化转向网络式。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人们认为创新模式

的路径是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开发研究→技术创新。但是，创新网络会因为

非连续的、非适当的学习过程及缺少学习过程而中断，实践上企业创新除了

Ｒ＆Ｄ外，还有大量的非Ｒ＆Ｄ活动，如市场信息、非正式的实践等。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以来，人们日益发现仅靠内部化获取和调动资源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往往缺

乏竞争力（李新春，２０００），企业的竞争优势必须依赖于联盟伙伴企业的资源状

态、行为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基于此，企业网络取代垂直一体化的大企业成为

经济发展的主流。包括销售商、供应商、竞争对手、大学、研究机构和中介机构等

的参与在创新中必不可少，从而使创新投网络式发展。如果说大企业都无法负

担垂直一体化的创新模式，那么中小企业因技术、人才、资金的实力限制，则必须

依靠外部网络来实现自己的创新，而电脑辅助设计和制造（ＣＡＤ／ＣＡＭ）、弹性生

产系统（ＦＭＳ）、网络技术的发展，又为这种创新创造了技术条件。

第三，全球化分工与本地化生产。产业集群是以地域集中为概念，传统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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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主要关注本地产业集群的发展，强调集群的本地化特征。而近几十年

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动的一个重大推动要素就是经济全球化，与之相适应的是国

际分工的深化。现代国际分工导致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利用并整合全球资源，从

而产生全球价值链的概念。价值链的概念由波特提出（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８５，１９９０），是

指从产品的设计到生产、销售直至最终消费使用的过程中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

范围。价值链有助于解释价值链中的价值在哪里附加，如何附加及分配（Ｋｈａｌｉｄ

ａｎｄ　Ｈａｌｄｅｒ，２００５；刘志彪，张杰，２００７；刘志彪，张杰，２００９）。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则指产品在全球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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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本地化之间存

在一种辩证的矛盾关系：市场竞争要求全球化，竞争优势却必须依附于本地产

业。而通过全球价值链（ＧＶＣ），这个矛盾得到有效的解决。全球价值链中各个

价值环节在形式上虽然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过在空间上离散性地分

布各地。但是，各个价值区段一般都具有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正是各个价值

环节的地理集聚特性使得很多地方产业集群成为全球产业价值链条中的一个从

属部分。在全球化背景下，外部参与者（例如全球购买者）在塑造集群的增长途

径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Ｓｃｈｍｉｔｚ　ａｎｄ　Ｎａｄｖｉ，１９９９）。而来料加工、贴牌生产及

低成本的组织结构形式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成为这种生产的最佳选择。我国制

造业的崛起很大程度是这种背景的产物。但是，以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处于全球

价值链最低端的产业集群如果只满足于自己来料加工、贴牌生产的状况，其结局

只有走向衰落。产业集群必须找到有效方法，完成沿价值链自低到高向上爬升

的过程（江青虎、颜清阳、张慧，２００７）。

第四，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与组织学习的兴起。２０世纪末，信息技术革命

带来的变化和科技新贵的出现，宣布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将经

济的发展构筑在自身的基础之上，通过知识的生产、分配和利用来促进经济的发

展，知识本身不会在使用过程中减少，反而会增值，从根本上解决了物质经济的

基本矛盾。随着知识渗透力的增强，知识在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将

显得越来越明显。知识经济是知识化的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创新型的

经济。知识经济时代决定了知识拥有的重要性，而知识从来不会天然被知识主

体所掌握，对个人如此，对组织也是如此，知识的掌握依赖于学习。正因如此，组

织学习成为近年来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而彼得·圣吉的《第五项学习》更是将活

动带入新的高潮。组织学习既有组织内部成员间的学习（组织内学习），还有组

织间学习（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又叫网络学习（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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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组织内的学习相对来说简单而方便，但在创新走向非线性和网络化的今天，与

供应商、销售商、竞争对手、科研院所、咨询机构的合作与交流日益成为获取新知

识的重要途径，而中小企业组织机构简单，资源有限，从内部获取足够的组织知

识显然不够现实，更加依赖于与外部联系的组织间学习。

第五，我国粗放式增长日显难以为继。近几年来，中国对原材料等物资需求

的高速增长使其国际价格节节高攀，一路高攀的石油价格使国人认识到我国对

进口能源依赖的严重性，全国范围内的民工荒宣告人口红利的消失。缺水、缺

电、缺油、缺原材料、缺人的情况，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已接近

资源承受的极限，其结果不但是中国国情不允许，连整个世界都无法承受。另一

方面，尽管我国的出口增长迅速，但只能攒取微薄的加工费，大部分价值被国外

企业瓜分，还面临着国外专利费、反倾销的压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依靠

目前的粗放式发展，必须建立在低耗、高效、有核心技术的基础之上。从当今发

达国家或发达地区来看，它们通常不具备丰富的天然资源，但无不具有丰富的新

的要素，包括人才、科技、知识与学习。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新的软性要素日渐

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这说明了一个事实：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地区，丰饶的天然

资源只是其腾飞的基础，而要持续性处于领先地位，必须要有这些新的要素

支撑。

１．１．２　理论背景

尽管产业集群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１９７５，中文版）在《国民财富的

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但至今没有看到这方面研究衰落的迹象。相反，近几

十年来，产业集群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企业集群

研究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前沿课题（安虎森，２００３）。

产业集群指相联的企业和机构在地理上集聚而形成的特定的产业（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９８）。不同学者对产业集群的称谓有些不同，产业集群（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又

叫集群（Ｃｌｕｓｔｅｒｓ）、企业集群（Ｆｉｒｍ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产业区（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专业

化产业区（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但内涵大体相同。地理集中、业务相同

或相关、本地网络或地方网络是其三大基本特征（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８；王缉慈，２００１）

产业集群之所以具有巨大吸引力，在于其能为所在的区域和内部组织带来

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的概念自从由英国经济学家张伯伦（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ｉｎ）在１９３９
年所提出，便一直是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中心。早期的竞争优势理论从企业外

部寻找相关答案，认为竞争优势由外部环境和行业所决定，称为竞争优势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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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梅森和贝恩
（Ｍａｓｏｎ、Ｂａｉｎ）、Ｐｏｒｔｅｒ为代表的产业机构理论。亚当·斯密认为由于各国的资

源、劳力和资本不同，即自然禀赋的不同，如果各个国家利用自身有利条件进行

生产，将会获取绝对成本的优势。大卫·李嘉图（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１９４８）则认为

因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着劳动生产率或成本的差异，即使不具有绝对优

势，也可出口自己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进口自己存在比较劣势的商品而在

国际贸易中获利。哈佛大学的梅森（Ｍａｓｏｎ）和贝恩（Ｂａｉｎ）则提出了梅森—贝恩

范式（Ｓ－Ｃ－Ｐ范式）。认为是市场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决定市场行为（ｃｏｎｄｕｃｔ），市

场行为决定市场效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８０）将Ｓ－Ｃ－Ｐ范式引入到企

业竞争战略分析中，提出竞争格局的五力量模型，认为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和竞

争优势取决于五种力量：供应方、需求方、现有竞争者、潜在进入者、替代品。随

着对竞争研究的深入及竞争实践的发展，有关学者日渐将竞争优势的来源转向

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从而开始了竞争优势的内生论时代，包括有资源论和能

力论。其中，资源论的代表人物有Ｐｅｎｒｏｓｅ、Ｗｅｒｎｅｒｆｅｔ、Ｇｒａｎｔ和Ｂａｒｎｅｙ，他们

认为企业是一系列资源的集合。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内部的具有异质性和难

于复制的资源和能力。资源论将能力看成是资源的一部分，没有区分资源和能

力的差别。而能力论学者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内部能力，代表性的观点有

Ｐｒａｈａｌａｄ　ａｎｄ　Ｈａｍｅｌ（１９９０）提出的“核心能力”（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ｎｔｅｎｃｅ）和 Ｔｅｅｃｅ，

Ｐｉｓａｎｏ　＆Ｓｈｕｅｎ（１９９７）提出的“动态能力”（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ａｈａｌａｄ　ａｎｄ

Ｈａｍｅｌ（１９９０）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能给企业提供附加价值的一组独特的技能

和技术。Ｔｅｅｃｅ，Ｐｉｓａｎｏ　＆Ｓｈｕｅｎ（１９９７）则认为企业要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必须

具备不断适应外界变化和时间推移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动态能力。随着对知

识和组织学习研究的深入，人们日益认识到知识才是竞争优势的最终来源知识，

知识是资源的一种，而能力的本质是知识。通过整合、构建和重置公司内外部知

识，以适应快速的环境变化的能力，从而能够保持竞争优势。这是竞争优势知识

论的核心内容，主要学者有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ＭｃＥｖｉｌ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ｋｒａｖａｒｔｈｙ，Ｇｒａｎｔ等，但

竞争优势知识论还没有代表性的著作。

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关于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理论的相关流派。马

歇尔（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的外部经济论认为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外部规模经济，

韦伯（Ｗｅｂｅｒ）的集聚经济论认为来源于外部范围经济，欧洲的“创新环境”学派

认为是集体学习带来的创新，波特（Ｐｏｒｔｅｒ）的竞争优势论认为起决定作用的四

项基本要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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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竞争对手和两项辅助要素：机会和政府。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论认为竞

争优势来源于中间品投入的规模效应、劳动力市场的规模效应以及知识和技术

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前两项要素。从上述产业集群流派的核心观点来看，产业集

群竞争优势理论是竞争优势的外生论和内生论的延伸，而在产业集群的背景下，

产业集群可看成是其内部企业的外部环境和资源条件。

尽管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可谓是百家争鸣，著作颇丰，但依然可发现当前研

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缺乏从集体学习来研究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知识来源于学习，或许是

竞争优势的知识论相对来说还没有形成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利用源于产业集群

背景下的组织与组织间的集体学习来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研究并不多，尤其缺

乏实证研究。虽然欧洲创新学派（ＧＥＲＭＩ）将集体学习放在重要位置，但研究的重

点是集体学习如何促进产业集群的创新。而创新和竞争优势毕竟存在差距。

第二，多数停留在静态研究，缺乏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动态机理的把握。以

往的研究多数从网络、分工、资源获取等静态要素的角度，而且停留在影响因素

阶段，缺乏在外部环境变化、时间推移背景下，竞争优势如何动态演化、其中的内

在机理又是如何作用的研究。

第三，多数从集群本身研究，缺乏微观主体研究视角。考察大多数有关产业

集群的相关理论研究，基本上采用的都是“就集群而论集群”的分析方法，完全将

集群作为一个基本分析单位进行剖析，试图明晰集群整体竞争优势或竞争力的

获取机理，进而寻找营造与提升集群整体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途径与方法
（耿帅，２００５）。而集群企业①是构成产业集群的基本单位，产业竞争的竞争优势

离不开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深入到集群内部，从微观角度的集群企业来研究

产业集群及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将使我们对产业集群的认识更进一步。

１．２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在知识经济时代，学习能力决定了组织的地位。而在产业集群组织形态中，

集体学习为什么会影响集群企业竞争优势？集体学习对集群企业施加影响的机

制是怎样进行的？集体学习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作用于集

６

① 集群企业（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　Ｆｉｒｍ），即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又称集群化的企业，由于产业集群在早期的文献中
多被称为产业区，因而也常被称为产业区企业（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Ｆｉ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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