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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 农村发展持续保持稳中有进良好态势的

同时ꎬ 也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不断趋紧ꎬ 农产品供需失

衡矛盾凸显的困境ꎮ 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实现农产

品加工企业集群式发展ꎬ 成为破解农业发展、 农民增收

的制约瓶颈ꎬ 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抓手ꎮ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ꎬ 各地视农产品加工业为经济波动

的减震器ꎬ 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及

其产业集群ꎬ 据统计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ꎬ 我国规模以上农

产品加工业完成固定资产投入以每年 １９％ 的比例递增ꎬ
到 ２０１５年已经累计达到 １６ ８ 万亿元ꎻ 规模以上农产品

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从 ２０１１年的 １３万亿元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０万亿元ꎬ 年均增长率为 １１％ ꎬ 并且农产品加工

业逐步向加工园区、 物流节点、 优势主产区集聚ꎬ 形成

了一批特色产业集群ꎮ 但是ꎬ 在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繁

荣发展的同时ꎬ 也滋生着衰退的可能ꎬ 历史和现实同样

证明ꎬ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具有从形成到衰亡的生命周

期特征ꎮ 从哲学角度看ꎬ 任何一个事物从它产生那天

起ꎬ 就已经决定了自己未来衰退或者消亡的命运ꎬ 这是

客观规律ꎬ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会遇到不同的衰退风险ꎮ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非正常

衰退或消亡将产生许多负面影响ꎬ 不利于农村区域经济

的协调发展ꎮ 因此ꎬ 在国家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宏观战略背景

下ꎬ 研究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衰退风险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ꎮ
与其他生物体不同ꎬ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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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逆性ꎮ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虽然有从萌芽、 成长、 成熟向衰

退演化的趋势ꎬ 但是这种衰退趋势是可调控的ꎬ 人们可以采取一些

措施 (比如技术升级、 管理创新等) 通过对衰退风险的调控ꎬ 使产

业集群重新焕发新的生命力ꎬ 这种可逆性的存在意味着如果能够及

时有效地化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衰退风险ꎬ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

群有可能无限长地生存下去ꎮ 因而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

上ꎬ 从理论与实践层面ꎬ 探究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衰退演化机

理ꎬ 识别并防控衰退风险ꎬ 推进农产品加工业集群不断改造升级ꎬ
对于优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加快推进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ꎬ
增强农业经济的综合竞争力显得尤为迫切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 本人对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撰写

的毕业论文进行了修改完善ꎬ 从产业集群经典理论、 生命周期理

论、 风险管理理论等三个视角梳理归纳了相关文献ꎬ 找准深入研究

的切入点ꎮ 通过界定相关概念ꎬ 阐述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及衰退风

险的基本含义和认识误区ꎬ 详细介绍了风险管理理论、 生命周期理

论、 交易费用理论、 分工理论和增长极理论等ꎬ 奠定了研究的理论

基础ꎮ 本书根据运动不稳定性原理描述了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衰退

的演化过程ꎬ 从制度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农产品加工

产业集群的衰退本质ꎬ 以动态的视角ꎬ 从萌芽阶段为起点ꎬ 依次研

究了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萌芽阶段、 成长阶段、 稳定发展阶段和创

新发展阶段的衰退风险ꎮ 构建了萌芽阶段基于 ＬＱ 系数的衰退风险

识别模型ꎬ 提出了成长阶段识别衰退风险的趋势分析方法ꎬ 建立了

稳定发展阶段衰退风险的广义熵识别模型ꎬ 采取博弈分析方法确定

了创新发展阶段集群衰退风险的识别途径ꎬ 并且分析了不同阶段衰

退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ꎮ 在萌芽阶段ꎬ 农产品加工企业

数量减少ꎬ 聚集规模萎缩等表明集群面临衰退风险ꎬ 区位优势、 资

源禀赋、 示范带动、 企业数量等因素在集群的持续发展中起着关键

作用ꎻ 在成长阶段ꎬ 产业链残缺、 集群整体发展速度低下等是该阶

段集群衰退风险的主要外在表现ꎬ 农户特性、 核心企业行为、 资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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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和政府政策等是影响集群衰退风险的重要因素ꎻ 到了稳定发展

阶段ꎬ 柠檬市场的出现以及路径依赖的产生等是该阶段集群面临衰

退风险的前兆ꎬ 集群总体规模、 内部结构、 核心产业、 行业环境等

因素主导集群的衰退与否ꎻ 进入创新发展阶段ꎬ 如果集群内大部分

企业经营状况恶化、 创新活动完全停滞、 升级改造无望ꎬ 那么集群

出现衰退风险将成为发展的必然结果ꎬ 技术、 市场、 创新等因素共

同作用以及新旧集群的博弈ꎬ 最终形成该阶段集群衰退与发展的不

同结果ꎮ
本书对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衰退风险的研究和探索并没仅仅局

限于理论研讨和分析模型的构建上ꎮ 无论是衰退风险的识别还是具

体影响因素的分析ꎬ 都通过实际案例ꎬ 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应用

示范ꎮ 文章以焦作市温县四大怀药加工产业集群和孟州市皮毛加工

产业集群为例ꎬ 实证分析了萌芽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农产品加工产

业集群的衰退风险ꎻ 以孟州市粮食加工产业集群、 武陟县食品加工

产业集群和博爱县绿色食品加工产业集群为例ꎬ 通过问卷调查和统

计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成长阶段集群衰退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ꎻ 以孟

州市皮毛加工产业集群为例研究了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衰退风险

评价问题ꎮ
在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衰退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中ꎬ 各风险指

标均为主观指标或定性指标ꎬ 其评价值往往是一些模糊的概念ꎬ 具

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ꎬ 如 “大” “较大” “较小” 等ꎬ 这些定性的

评价值不便于综合量化评价各风险指标ꎮ 为了提高衰退风险评价的

客观性ꎬ 文章建立了三级衰退风险评价指标体系ꎬ 把各风险指标的

评价描述为三角模糊数ꎬ 三角模糊数可以近似描述正态分布ꎬ 通过

三角模糊数建立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衰退风险评价判断模糊矩阵ꎬ
并计算综合风险评价值及其与各风险级别的贴近度ꎬ 最后根据最大

贴近度准则ꎬ 确定集群衰退风险的评价级别ꎮ 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

基础上ꎬ 本书从树立衰退风险管理意识、 建立衰退风险预警机制、
形成闭环风险管理制度等角度ꎬ 提出了应对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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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风险的政策建议ꎮ
经过研究分析ꎬ 文章认为: ①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凝聚力

与扩散力共同主导着集群兴衰转变ꎬ 凝聚力与扩散力交替变化的过

程ꎬ 反映出了集群不同时期衰退风险的变化趋势ꎮ 当扩散力长时间

大于凝聚力时ꎬ 集群就有可能面临衰退的风险ꎮ ② 农产品加工产

业集群具有生命周期现象ꎬ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在繁荣发展的同

时ꎬ 也滋生着衰退的风险ꎬ 这些衰退风险在集群生命周期的不同阶

段具有不同的识别方法、 表现形式和影响因子ꎮ 各个生命周期阶段

影响集群衰退风险的因素会有重叠ꎬ 衰退风险的主要外在表现也同

样有相似之处ꎬ 但是他们的侧重点和影响权重并不一样ꎮ ③ 科学

评价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衰退风险ꎬ 有利于及早采取相应的防范

措施ꎬ 延长集群的生命周期ꎮ 把各风险指标的评价描述为三角模糊

数ꎬ 引入客观权重、 主观权重和偏差函数等概念ꎬ 通过简单加权算

子计算综合风险评价值与各风险级别的贴近度ꎬ 最后根据最大贴近

度准则ꎬ 确定集群衰退风险评价级别ꎬ 这是一种更加客观的风险评

价方法ꎮ ④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衰退风险是个动态变化过程ꎬ
具有向好和向坏发展的不确定性ꎬ 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或者

回避衰退风险ꎬ 从而促进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ꎮ
正如书中所提到的ꎬ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ꎬ 研究集群的衰退风

险问题并不是只有在集群衰退时才有必要ꎬ 即使目前一些农产品加

工产业集群整体发展得比较好ꎬ 也应该有一定的危机意识ꎬ 只有及

时甄别衰退风险ꎬ 才能防患于未然ꎮ 希望本书的研究结果ꎬ 能够为

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

可借鉴的思路和参考ꎮ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ꎬ 得到了许多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ꎮ 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陆迁教授、 河南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曾旗

教授对研究内容和本书出版进行了具体指导ꎬ 河南理工大学刘战豫

博士也对本书出版给予了热情帮助ꎬ 尤其是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的

林杰老师和李炳泉老师指出并帮助修改了本书中明显的疏误ꎬ 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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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的指导和帮助表示由衷感谢ꎬ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河南理工大

学工商学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对本书给予的支持ꎬ 从而使得本书能

及时付梓ꎮ
从总体上看ꎬ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衰退风险研究是一项复杂的

理论体系工程ꎬ 涉及问题广泛ꎬ 再加上个人知识水平和能力等方面

的限制ꎬ 本书的研究难免有偏颇之处ꎬ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ꎮ

郎付山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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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１ １　 研究的背景

近几年ꎬ 农产品加工业产业集群呈现出数量扩张、 质量稳步提

升的良好发展态势ꎬ 形成了以农业产业化、 企业化龙头企业为依

托ꎬ 结构优化、 层次合理、 特色明显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布局 (高长

岭、 刘红涛ꎬ ２０１７)ꎮ 但是ꎬ 反观农产品加工产业及其集群的发展

历史ꎬ 我国部分地区也曾出现过大面积农产品加工企业倒闭、 停产

和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衰退的现象ꎮ 在美国次贷危机逐步向世界金

融危机发展的过程中ꎬ １１ 种农产品加工行业的销售利润率全部处

于下降状态ꎬ 企业亏损情况全部处于增加状态ꎬ 而资产负债率除饮

料制造业ꎬ 木材加工及竹、 藤、 棕、 草制品与家具制造业ꎬ 印刷业

及记录媒介复制业外全部处于增加状态①ꎮ 许多农产品加工产业集

群因为核心业务的不景气而面临衰退风险ꎮ 比如ꎬ 在磐安县香菇加

工产业集群中ꎬ ２００８年出口企业已由鼎盛时的 ３０多家减少到 ９ 家ꎬ

生产规模和销售规模大幅下滑ꎮ 再如ꎬ 绍兴的纺织服装业在浙江是

产业集群发展最早且最为成熟的产业ꎬ 形成了纺丝、 织造、 印染、

①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工业经济年鉴 ２００９» 整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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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生产的链式集群ꎬ 但与世界上一些成熟的产业集群相比仍然存

在着一系列结构性问题ꎬ 降低了群内企业的抗风险能力ꎮ 在金融危

机过程中ꎬ 绍兴轻纺集群内不仅有很多中小企业倒闭ꎬ 而且华联三

鑫、 江龙控股、 纵横集团等龙头企业也濒临破产ꎬ 其产生的产业冲

击波撼动了整个绍兴轻纺板块的基础 (魏后凯ꎬ ２００９)ꎮ 整个国家

规模以上纺织行业的主要产品产量严重下滑ꎬ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ꎬ 化纤

纤维、 粘胶纤维、 合成纤维、 纱、 布、 印染布、 亚麻布、 丝织品、

非织造布、 服装、 梭织服装和针织服装的产量分别下降了 １５ ７４％ 、
３８％ 、 １４ ２８％ 、 ８ ５９％ 、 ３ ７４％ 、 ５ ２７％ 、 １５ ３７％ 、 ５ ２８％ 、

３ ６％ 、 １０ ０１％ 、 １１ ０６％ 和 ８ ３１％ ꎬ 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纺织

产业集群产业链面临断裂的风险①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农

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繁荣发展的同时ꎬ 也滋生着衰退的风险ꎬ 金融危

机只是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衰退的一个诱因ꎬ 或者说是金融危机放

大了集群的内在衰退风险ꎮ 随着土地、 能源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以

及过度集聚的负面效应ꎬ 即使不出现外部环境的急剧恶化ꎬ 一些农

产品加工产业集群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亡ꎮ 自风险管理 (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由美国学者威廉斯和汉斯提出后ꎬ 企业的风险管理活

动得到不断的实践和发展ꎮ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的过程ꎬ 也

是农业产业体系、 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优化完善的过程ꎬ 在这个过

程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汪

洋ꎬ ２０１７)ꎬ 避免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衰退和衰亡显得尤为重要ꎬ

也为政府、 学者等全方位思考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衰退风险提供了

很好的契机 (张庆ꎬ ２００９)ꎮ

波特曾指出一个产业集群经过 １０ 年的发展基本上比较成熟ꎬ

若不及时升级则可能出现衰退ꎮ 美国 １２８号公路产业集群、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浙江永康保温杯产业集群、 温州桥头镇纽扣产业集群

等都经历了衰退的过程ꎮ 世界上有很多原来十分发达的产业集群ꎬ

①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工业经济年鉴 ２００９» 整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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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经走向生命周期的衰退阶段或正面临着衰退的风险ꎮ 我国东

部地区产业集群蓬勃发展使之率先成为经济发达地区ꎬ 然而ꎬ 自

２００３年开始东部地区便出现了成长中的烦恼ꎬ 生产要素支撑不住ꎬ
资源与环境约束压力明显加大ꎬ 业界曾经有 «浙江经济进入冬天?
产业集群出现整体性危机» «浙江 “世界工厂” 模式的穷途末路»
«浙江产业集群 “盛极而衰”?» 这样的文章见诸报刊ꎮ ２００５ 年浙江

省工商联等部门对浙江的产业集群进行调查后也曾得出过这样的结

论: 目前ꎬ 浙江各地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普遍日子难过ꎬ 而产业集群

外的企业反而比较好过ꎮ 阮建青和张晓波 (２０１０) 在分析浙江主要

产业集群发生危机情况时ꎬ 指出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 年浙江最主要的 １０６
个产业集群共发生危机 ４５ 次ꎬ 有些危机几乎导致整个集群生命周

期的结束ꎮ ２０１１年瘦肉精事件使总资产超过 １００亿元、 员工 ６ 万多

人、 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双汇集团于 ３ 月 １５ 日股票跌停ꎬ 市

值蒸发 １０３亿元ꎬ 围绕双汇集团而形成的肉制品加工产业集群面临

着急剧的衰退风险ꎮ
现实情况也证明ꎬ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具有从形成到衰亡的生

命周期特征ꎬ 从哲学角度看ꎬ 任何一个事物从它产生那天起ꎬ 就已

经决定了自己未来衰退或者消亡的命运ꎬ 这是客观规律ꎬ 农产品产

业集群是一个不断演进的生命体ꎬ 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ꎬ 在不

同的阶段会遇到不同的衰退风险ꎬ 集群及其内部企业必须对市场有

足够的敬畏感和危机感ꎬ 绝对不能心存侥幸ꎬ 要将对市场的危机管

理意识贯彻到组织的日常经营中去ꎬ 在危机中发展ꎬ 在危机中

壮大ꎮ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非正常消亡则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ꎬ 不

利于 “工业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的有效推进和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ꎬ 随着宏观经济

环境的深刻变化ꎬ 农产品供需矛盾凸显ꎬ 解决好 “三农” 问题ꎬ 促

进农业发展、 农民增收逐渐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ꎬ 国家越来越

重视发展农产品加工业ꎬ 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ꎬ 对农产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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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出了明确要求ꎮ 农产品加工业作为涵盖第一、 二、 三产业的全

局性产业ꎮ 消耗大量的初级农产品ꎬ 是衔接工业与农业的关键产

业ꎬ 正逐渐发展成为集农业、 制造业、 现代流通服务业于一体的国

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ꎬ 已经成为与 “三农” 关联度最高、
对 “三农” 带动最大、 事关我国农业全局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

点ꎮ 据测算ꎬ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值ꎬ 每增加

０ １个百分点ꎬ 就可以带动 ２３０ 万人就业ꎬ 新增收入人均 １９３ 元ꎮ
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可以缩小城乡差距ꎬ 协调第一、 二、 三产业

的发展ꎬ 调整区域布局ꎬ 优化资源配置ꎮ 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我国

国民经济发展中总量最大、 发展最快、 对 “三农” 带动作用最大的

产业之一ꎮ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是集群与农业发展的有机结合ꎬ 有

利于发挥农村经济的集聚效应和城市经济的扩散效应ꎮ 在一个农产

品加工产业集群里面ꎬ 有农业ꎬ 有工业ꎬ 有流通业ꎬ 还有其他第三

产业ꎮ 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既是发展农业ꎬ 又是发展工业ꎬ 既

是发展第一、 二产业ꎬ 又是发展第三产业ꎻ 可以把农村的工业、 农

业和商业联系在一起ꎬ 促进农业向市场化和现代化发展ꎮ
目前许多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集

群的政策和措施ꎬ 来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ꎮ 但是由于缺乏足够

的农业产业集群知识ꎬ 不能够发挥自身优势ꎬ 有一些政策措施显然

是违背集群形成和发展规律的ꎬ 这将加快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衰

退速度ꎬ 对农村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造成负面影响ꎮ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在快速和粗放发展的同时ꎬ 带来了环境污

染严重、 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产品科技含量不高、 产业结构不合理

等弊端ꎮ 著名学者牛文元曾撰文指出建设低碳城市、 发展低碳经

济ꎬ 需要加快以集群经济为核心推进产业结构创新ꎬ 以循环经济为

核心推进节能减排创新ꎬ 以知识经济为核心推进内涵发展创新ꎮ 因

此ꎬ 研究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衰退风险、 改造落后的传统加工工

艺、 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 推动农产品加工产业结构创新、
大力发展低碳型的农产品加工产业链条、 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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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体制创新、 提高产品附加值、 增加收益等的外部性、 防范农产

品加工产业集群衰退ꎬ 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发展低碳经济的应有

之义 (徐承红ꎬ ２０１０)ꎮ
虽然从总体上看ꎬ 目前一些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发展得比较

好ꎬ 并不会因为暂时的外部困难出现急剧衰退ꎬ 但也应该有一定的

危机意识ꎬ «左传襄公» 中说道: “居安思危ꎬ 思则有备ꎬ 有备

无患ꎮ” 中小企业最为发达的美国有一项调查表明ꎬ 约有一半的破

产发生在企业实现最高销售额的一年之后ꎬ 因为企业发展得越好越

有盲目的冲动ꎬ 更应该重视风险研究ꎬ 以促进科学发展 (钟静ꎬ
２０１０)ꎬ 对于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来说ꎬ 同样如此ꎮ

相对于集群优势研究而言ꎬ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衰退风险研

究少之又少ꎬ 并且大部分研究是着眼于集群衰退阶段的衰退风险研

究ꎬ 但现实中却有许多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衰退或夭折于萌芽阶

段、 成长阶段或者稳定发展阶段ꎮ 因此分阶段研究非均衡、 非线

性、 非稳态过程下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衰退风险ꎬ 并采取有效措

施延长集群的生命周期ꎬ 及时制止集群衰退趋势ꎬ 最大程度降低集

群衰退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ꎬ 提高地区经济的增长

速度ꎬ 显得尤为重要ꎮ
基于以上背景ꎬ 本书在系统总结和归纳已有研究成果和理论的

基础上ꎬ 以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为对象ꎬ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 风险

管理理论等ꎬ 从萌芽阶段开始ꎬ 研究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在不同阶

段的衰退风险识别、 衰退风险表现和衰退风险影响因素以及衰退风

险评价等问题ꎮ

１ ２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１ ２ １　 研究的目的

首先ꎬ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衰退具有自身的内在惯性ꎬ 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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