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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中，集群式转移———一种“企业的抱团迁徙”已经成为产业转移主导模式。

企业之所以抱团迁徙，是由于在现代经济集群化发展背景下，企业在集群中形成了强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与

生物种群之间的共生关系极其相似，产业集群式转移类似于生物群落的共生迁徙。本文引入共生理论，分析了

产业集群式转移与生物群落共生迁徙的相似性，构建出产业集群式转移一般演进过程 DLSN 模型，在此基础上，

探讨了产业集群式转移演进过程的阶段特征与条件，并通过案例作进一步验证，从而揭示产业集群式转移的基

本规律，为制定产业转移引导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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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tides of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transfer，clustering transfer，a kind of“enterprises' collec-

tive migration”，has already become the leading pattern of industrial transfer． The reason why enterprises migrate in

united way is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ustering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y，enterprises have formed

strong symbiotic relationship in clustering，and this kind of symbiotic relationship is extremely similar to the one a-

mong biotic population，which means that industrial clustering transfer is similar to the symbiotic migration of biotic

community． Through introducing the symbiosis theor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industrial clus-

tering transfer and symbiotic migration of biotic community and establishes DLSN model of generally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industrial clustering transfer． On this basis，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periodical features and conditions in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industrial clustering transfer． Besides，through further empirical test with cases，the

general regul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ing transfer is revealed，which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making guid-

ance policies for industrial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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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产业 转 移 越 来 越 呈 现 出 集 群 式 转 移

趋势，表现为横向关联企业或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的抱 团 迁 徙，有 的 专 家 称 之 为“产 业 链 式 转

移”或“抱团式转移”。随着产业内分工向产品

内分工的演进，单个企业的生产活动不再涉及

整条产业链，而只涉及产业链上的某个或某几

个环节，企业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程度非常高，从

而形成了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或产业链关键

企业与上下游企业间稳定的共生关系，正是这

种共生关系促使了企业的抱团迁徙即集群式转

移［1］。浙江奥康集团带动其鞋机、鞋底、印刷包

装、职业技术教育等配套企业与机构转移到重

庆就属于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的集群式转移;

珠三角手机产业集群通过“模具开发 － 外 壳 制

造 － 喷油”、“摄像头设计 － 摄像头制造 － 摄像

头安装”等产业链向广东省东北部河 源 转 移 就

属于产业 链 式 转 移。从 形 式 上 看，产 业 集 群 式

转移是集 群 的 生 产 网 络、配 套 网 络、销 售 网 络、
关系网络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外一个区域的异

地复制过程; 从本质上看，产业集群式转移是指

在生存环境压力或企业发展需要或两者共同作

用下，以集群共生企业为主体，以保持共生体原

有网络关系为目的，以核心企业带动或产业链

关键企业带动转移为主要方式，以空间一致性

和时间先后性为基本特点的复杂的企业迁徙过

程。这个过程与自然界中生物群落的共生迁徙

具有相似的特点: 即在外界生存环境恶化的压

力下，为了保证群体的生存能力，适应能力较强

的动物往往成为迁徙的带领者，它们与同种群

物种或食物链物种陆续迁徙到同一个共生环境

之后，迁徙群落内部、群落与新共生单元和新共

生环境之间通过优胜劣汰重新建立种群共生或

食物链关系，从而达到共生稳定状态。因此，本

文引入 共 生 理 论 剖 析 产 业 集 群 式 转 移 演 进 过

程，揭示其演进规律，探讨引导产业集群式转移

的政策措施。
二、产业集群式转移与生物群落共生迁徙的

相似性

产业集群式转移过程的实质是通过核心企业

或产业链关键企业带动集群中的部分企业或集群

整体转移而形成集群企业继续共生的过程; 生物

群落共生迁徙的实质则是生物群落中生存能力强

的个体或物种带动群落中部分物种或者整个群落

迁徙而形成生物群落的继续共生。产业集群式转

移与生物群落迁徙非常相似，主要表现在转移行

为主体 相 似、总 体 特 征 相 似、形 成 的 共 生 阶 段

相似。
1. 产业集群式转移与生物群落迁徙的行为主

体相似

产业集群与自然界的生物群落具有生态学机

制上的相似性和可比性［2］，产业集群式转移与生

物群落迁徙行为也具有相似性与可比性。产业集

群式转移以集群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或产业链关

键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中介机构与配套服务企业

为行为主体，当某个或几个适应能力非常强的核

心企业或关键企业成为产业转移的“先驱”———先

行企业之后①，这些先行企业对配套企业、上下游

企业产生吸聚作用形成了上下游企业的跟随转

移。随着集群中更多生产性企业的转移，其中的

中介机构与配套企业也跟随转移或嵌入集群; 自

然界中生物群落的共生迁徙则是以适应能力较强

的生物个体、生物种群、食物链或食物网为行为主

体的群体行为，在某个或几个适应能力非常强的

生物特种带领下，该特种的同类物种、食物链物种

跟随迁徙，由于植物的迁徙非常困难，所以植物一

般是由当地嵌入该群落。生物群落迁徙与产业集

群式转移行为主体相似性如表 1 所示，生物群落的

行为主体包括个体特种、生物种群、生物群落，分

别相当于产业集群式转移过程中的单个企业或机

构、同类企业或机构、相关联企业或机构等行为

主体。

① 本文将这些适应能力非常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起试探性作用并成为产业转移“先驱”的核心企业或关键企业称为先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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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产业集群式转移与生物群落迁徙的行为主体相似性比较

生物群落迁徙的行为主体 产业集群式转移的行为主体

生物

个体
单一生物有机体 单个企业或机构

集群中的单个生产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
关产业的厂商以及相关的机构

种群 同种生物在特定空间和时间内所有个体的集合 同类企业或机构
同一集群内的具有相同或相似资源的单位个体的有机

组合

群落
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种群共同组成的生物系统

通过长期发展和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组合
相关联企业或机构

指由不同个体单位组成的集合体，如企业、中介机构、高
校及科研院所、非正式组织等组成的相互依赖的集合体

2. 产业集群式转移与生物群落迁徙的总体特

征相似

( 1) 依存特征。生物群落迁徙的依存特征，主

要表现在同种群中弱者对强者的依存、不同种群

中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依存以及各自对共生环境

与界面的依存。集群企业之间的依存特征主要包

括集群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依存以及集群企业对

共生环境与共生界面的依存。在这里，共生单元

之间依存，表现为上下游企业之间、龙头企业与配

套服务企业之间的高度依存关系。共生单元与共

生环境及界面依存，表现为企业与集群内部的合

作与竞争机制、信息传递机制、奖惩机制、知识技

术扩散机制、商业环境、产业环境、配套环境等制

度与环境之间的依存。
( 2) 共进化特征。同一系统内生命特征类似

的生物群落在面临类似的环境压力时，都会采取

相似的生存手段，形成集群共进化特征［3］。生物

群落的共进化特征，一方面表现为生物种群通过

基因遗传与突变，不断增强物种生命力; 另一方面

表现为生物群落通过向有利于自身生存与繁衍的

区域进行群体迁徙。产业集群共进化特征，一方

面表现为通过集群创新，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实现

集群转型升级，改变各自在原地的生存与发展能

力; 另一方面表现为在越来越恶化的环境下，集群

企业抱团转移到一个新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共生

环境。产业集群式转移的共进化特征，不仅表现

为集群企业在转移方向、方式等方面达成共识而

形成具有空间一致性与时间先后性的“企业抱团

迁徙”，同时还表现为集群企业在转移过程中或者

转移之后，通过扩大规模、改变经营内容、改进生

产方式、运用新技术、转变经营方式等提高集群企

业的生存与赢利能力，实现产业集群的整体升级

与集群品牌效应。
( 3) 开放性特征。生物群落迁徙的开放性特

征，表现为生物群落在迁徙初始阶段是完全开放

的，进入新群落的对象可以是本群落中的物种、迁
入地的物种或从其它地方迁入的物种，只要它们

有足够的能力与群落中其它物种形成竞争或合作

的、不可或缺的共生关系。但当生物群落迁徙完

成且群落共生关系已得到调整时，群落的开放程

度将会降低。这一方面是由于生物群落中已经形

成一种互惠共生的生态链，其它物种的嵌入会破

坏生态链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是由于群落生存的

环境承载已经达到一个极限，过多生物聚集会对

群落产生生存危机。类似地，在产业集群式转移

初期，集群的开放性很大，集群外能够为先行企业

提供服务或配套的企业都被鼓励进入集群、与群

内企业进行合作; 而当集群发展到一定规模，则集

群企业对群外企业的选择要求变得苛刻，甚至排

斥群外企业的进入、减少与群外企业的合作。这

主要是由于随着集群网络的形成，集群企业可以

通过群内企业之间的交换与合作实现“自给自足”

的生存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使得集群企业

之间形成了一种密切的、稳定的共生关系，群外企

业再想进入集群成为其新成员变得困难。此时，

产业集群个体的开放程度降低，更多地表现为集

群整体而非个体与群外企业或机构的合作与共

生，如通过设立贸易市场形成集群与外部市场的

联系，又如利用区域品牌效应进行产品宣传等。
3. 生物群落迁徙与产业集群式转移的共生阶

段相似

生物群落共生迁徙依次经过“单个生物个体

迁徙→生物种群迁徙→种群外的物种嵌入食物链

→食物链其他物种跟随迁徙”的演进过程，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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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产业集群式转移与生物共生迁徙形成的共生阶段相似性比较

阶段 生物群落迁徙过程阶段性特征 产业集群式转移过程阶段性特征

点共生
生物个

体迁徙

某个生存、适应能力强的生物个体试探

迁徙形成与其它生物的、偶然性的共生

先行企业

试探转移

某个或几个规模大、生存能力强的先行企业试探转移，从

而形成与群外企业的偶然性的合作

间歇共生
生物种

群迁徙

同类生物跟随生物个体迁徙，从而形成

生物种群各个体之间有规律的共生

相关企业

跟随转移

与先行企业强关联的企业跟随转移，从而形成企业之间在

生产、生活方面的带有一定必然性的、长期目的性的合作

连续共生
食物链物

种嵌入

迁入地的其它生物嵌入种群形成稳定

的食物链共生

群外企业

嵌入共生

集群企业之间通过有规律的信息、产品、技术等交流形成

长期而全面的合作关系

一体化

共生

生物群

落迁徙

迁出地与迁徙种群共生关系密切的生

物跟随迁徙，从而形成全方位的、长期

的、稳定的网络食物链共生

相关产业

跟随集聚

相关产业实现配套、服务、技术等共享，集群产业链不断延

伸，从而形成了产业内部及产业之间长期、稳定、规律的

合作

部分参考: 袁纯清《共生理论 － 兼论小型经济》

群式转移依次经过“先行企业试探转移→相关企业

跟随转移→群外企业嵌入集群→相关产业跟随集

聚”的演进过程。这两种演进过程非常相似，归纳

起来都经历了四个阶段: 点共生阶段→间歇共生阶

段→连续共生阶段→一体化共生阶段，如表 2 所示。
三、产业集群式转移一般演进过程机理的生

态学分析

由于产业集群式转移与生物群落共生迁徙的

相似性，本文将借用共生理论解剖产业集群式转

移演进过程，探讨产业集群式转移各共生阶段的

特征与条件，把握产业集群式转移基本规律，科学

引导产业集群式转移。根据前面对于产业集群式

转移与生物群落共生迁徙的相似性比较，我们将

先行企业探索性转移形成的企业个体之间的短

暂、偶尔合作共生称为“点共生”阶段，将相关企业

跟随转移形成的有横向、纵向频繁生产联系的间

歇共生阶段称为“线共生”阶段，将群外企业嵌入

集群形成全方位的、更有规律的连续共生阶段称

为“面共生”阶段，将相关产业跟随转移后，通过产

品、服务、配套等各种纽带连接起来形成“产业面”
与“产业面”一体化共生的阶段称为“网络共生”阶

段，从而构建出产业集群式转移演进过程 DLSN

( dot symbiosis、line symbiosis、surface symbiosis、net-
work symbiosis ) 模型，即“点共生”→“线共生”→
“面共生”→“网络共生”演进过程( 图 1 ) ，各个共

生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征与形成条件。
1. 先行企业试探转移形成“点共生”阶段

产业转移实质是企业空间扩张过程，也是企

业的再区位和区位调整的过程［4］。资源配置无效

率，产品与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偏低，不利于技术的

创新与扩散［5］。拥有最雄厚的经济实力、最扎实

的技术基础、最广泛的网络关系的先行企业，往往

具有最强的适应与生存能力，群体的连接主要靠

这类企业来实现［6］。所以，这类先行企业势必会

成为集群式转移的试探者。先行企业试探转移，

主要包括对新共生环境与共生伙伴的选择。一般

来说，先行企业在选择外部共生环境时，会根据自

身对于要素和市场等因素的依赖程度选择最适合

自身发展的共生环境，如对于外向型产业集群会

更偏向于选择沿海周边地区，而对于要素依赖型

集群则更偏向于选择要素资源丰富的地区。先行

企业一方面可以把承接地相关企业作为其新共生

伙伴，另 一 方 面 可 以 继 续 与 原 产 业 集 群 共 生 企

业保持远距离共生关系。由于在此阶段，单独转移

图 1 产业集群式转移 DLSN 共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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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行企业只与其它企业发生短暂的、偶然性的

合作，称其为产业集群式转移的“点共生”阶段，用

英文表示为“dot symbiosis”。
( 1) 点共生阶段的特征

在产业集群式转移的点共生阶段，先行企业

自主完成大部分的生产活动且与其它企业的合作

具有偶然性、单一性、不稳定性，正如生物个体迁

徙之后，在重新寻找交配对象、寻找食物来源与生

存环境时所形成的与同类物种或其它物种之间的

暂时的、偶尔的、不稳定的食物链关系。在先行企

业试探转移形成的点共生阶段，为了避免配套生

产的不完善，先行企业往往整体转移到承接地或

者完整地复制到承接地，尤其是关键生产环节会

跟随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先行企业与承接地其它

企业的合作一般只限于非关键生产环节的非必然

合作，这种合作并没有形成企业之间稳定的、丰富

的共生界面。先行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对于外界环

境依赖很大，虽然先行企业把握了核心生产环节，

但是它的配套生产与配套服务完全要依靠群外其

它企业与机构，可能造成: 如果服务与生产配套跟

不上，先行企业的生存环境会恶化; 没有固定合作

与共生伙伴的先行企业，为了寻找短暂的合作伙

伴而不能把全部精力灌注于核心环节，使得发展

速度较慢。
( 2) 点共生阶段形成的条件

点共生阶段形成的条件可以从转出地的推力

与转入地的拉力两个角度来分析，这正如生物群

落共生迁徙是在转出地环境恶劣与转入地环境优

越的条件下发生的。形成转出地推力条件主要有

两种情况: 一是当先行企业发展前景非常好，为了

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先行企业将部分环节进

行转移或者通过新投资来扩大公司规模。二是当

转出地各种环境开始并继续恶化，集群企业在转

出地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威胁，先行企业将寻找机

会主动迁徙。目前，政府主导下的产业转移成为

我国产业转移的主要形式［7］，转入地拉力条件的

形成主要有: 转入地为即将转入的先行企业提供

融资、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提供完善的配套条

件如基础设施配套、生产配套、服务配套等。尤为

重要的是，通过政策引导提供生产配套，包括资源

供应、生产性服务供应等等。
2. 产业链相关企业跟随转移形成“线共生”阶段

就像生物中的个体倾向于与它的同类物种一

起迁徙，集群企业倾向于与他们的供应商和所信

任的合作伙伴一起转移［8］。在产业集群式转移过

程中，先行企业的强共生企业为了获取与先行企

业继续共生所产生的能量，必定跟随先行企业进

行转移。在强共生企业跟随转移的背景下，先行

企业在安心完成自身的建设甚至扩大建设规模的

同时，加强与集群原共生企业及当地企业的合作，

从而开始积极地根植当地。随着先行企业的快速

发展与产业纵向关联与横向关联企业大规模跟随

转移，形成了类似于间歇共生的“线共生”阶段，用

英文表示为“line symbiosis”。
( 1) 线共生阶段的特征

线共生阶段是通过先行企业的强共生对象跟

随转移、弱共生对象扩张或改变经营内容转移而

形成的，集群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还是存在一定

的不稳定性与偶然性，产品生产流程是串连在集

群企业之间的一条线; 这正如在生物个体的带领

下，与其关系亲密的交配对象、后代、邻居等长期

共生伙伴所形成的共同迁徙，虽然血缘关系就是

种群之间的一条线，但是当一些关系密切的共生

伙伴没有跟随迁徙时，必须通过群外嵌入，新形成

的共生关系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与偶然性。先行

企业与跟随转移企业之间初步形成纵向交流的介

质———“流程”①，即可以通过“流程”介质来连通

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流。由于某些企业在转移过程

中经营内容、生产规模的改变引起企业之间的相

互依赖程度不同，从而导致集群共生企业的生态

位重新调整，所以这个阶段“流程”介质的生成具

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原产业集群

中也存在不跟随转移的生产性企业，“流程”介质

的形成必然嵌入群外某些暂时合作企业，所以“流

① 这里的“流程”介质是指把产品的生产流程作为企业与企业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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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介质的生成具有一定偶然性。这个阶段，集群

企业既依赖于环境又依赖于集群企业共生关系。
依赖环境主要是由于集群中新的共生关系还没有

完全稳定下来，且共生链中还缺少一部分环节，虽

然每个企业都存在一些稳定的合作伙伴，但是由

于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处在调整阶段、磨合阶段，

所以企业发展仍然比较慢。
( 2) 线共生阶段形成的条件

线共生阶段是产业链相关企业跟随转移的阶

段，该阶段能顺利进行必具备两个非常重要的条

件: 集群企业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或共享性共

生关系，先行企业具有比较好的发展环境与势头。

这正如只有在生存环境优越的条件下，与其关系

密切的同类种群或关系密切种群才会跟随迁徙一

样。首先，只有当集群企业之间拥有互补性或共

享性的共生关系，在先行企业转移之后配套企业

与服务企业才有动力随其转移，否则，配套企业更

愿意通过寻找新共生伙伴以获取更强共生关系。
而对于承接地来说，只有当集群企业之间拥有互

补性或共享性的共生关系，才可以利用其共生关

系创造条件对其相关配套与服务企业进行承接。

其次，只有当先行企业发展得好、发展前景较好、
拥有良好的配套与优越环境，才会形成对原共生

企业的吸引作用，从而促进其共生企业跟随先行

企业一起转移。
3. 群外企业嵌入集群形成“面共生”阶段

一方面，集群的自我强化功能产生的强大向

心力会吸引更多群外企业入驻该产业集群［9］; 另

一方面，群外理性企业也会为了获取规模效应、共
生效应及日后的区域品牌效应，嵌入该集群或者

在该集群进行再投资。这种横向、纵向生产及横

向、纵向服务等线条的完善使得集群企业之间的

共生不断增强，企业之间的合作次数越来越频繁，

从而形成了类似于连续共生的“面共生”阶段，用

英文表示为“surface symbiosis”。
( 1) 面共生阶段的特征

面共生阶段是群外生产性企业与生产性服务

企业嵌入集群而形成的以“契约”规范企业共生的

较稳定的、多层面的企业共生。这正如生物群落

迁徙过程中植物与其它物种嵌入而形成的群落中

各生物之间的后代繁殖、食物链等多方面的相对

稳定的生物共生。群外企业嵌入产业集群之后，

集群共生链上一些断层几乎都被填补，企业之间

的交流变得顺畅。由于集群之间的交流从产品扩

展到信息、知识等方面，集群之间的交流介质也越

来越丰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契约”。“契约”介

质包含有隐性契约和显性契约。隐性契约是指企

业之间的某些方面的合作已经形成的一种惯例或

者常规，在大多数情况下，集群企业合作是一种非

正式联结。然而，隐性契约本身隐含着机会主义

的威胁［10］，所以显性契约的作用得到显现。显性

契约是指特定的交易、协议和承诺，通过显性契约

可以减少企业之间的纠纷，显性契约的形成进一

步加强了集群共生进入正轨的步伐。同时，随着

企业相互依赖关系的重新确立及依赖性增强，企

业之间的“流程”介质也趋于稳定。群外企业的嵌

入使得集群每个企业都可以在群内找到共生伙

伴，而不用在群外寻找共生伙伴，所以集群企业更

多依赖共生关系而不是环境。随着企业之间稳定

共生关系的形成，通过共生伙伴的合作与分工，每

个企业都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关键环节，企业开始

加速成长，集群效应开始显现。
( 2) 面共生阶段形成的条件

面共生阶段是外地或本地相关企业嵌入产业

集群而形成的，这个阶段的顺利进行要有两个条

件，即系统的非完整性与嵌入企业的供应，这正如

生物群落的迁徙过程中，本地生物与迁徙群落建

立共生关系的条件是迁徙群落的非完整性以及迁

徙生物对本地环境的适应性，如植物的固定性就

导致了迁徙群落的非完整性，这只能通过人工移

植或本地嵌入来实现与迁徙群落的共生。产业集

群式转移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与配套企业集体转

移的过程，而在现实中，不可能每个企业都可以参

与产业集群式转移，即在转移过后总是存在一些

由于上下游企业或配套企业缺失而形成的产业链

空缺，正是这种产业链空缺加速了面共生阶段的

形成，即为了加强集群企业共生关系的稳固，外地

或本地相关企业积极嵌入。为了保证嵌入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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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必需从以下几个方面下着手: 一方面鼓励当

地相关企业嵌入产业集群或企业家于产业集群中

投资建厂; 另一方面继续从转出地引进相关生产

环节或者从其它地区引进产业链空缺环节。
4. 相关产业转移形成“网络共生”阶段

当某产业在一个地方集聚之后，该区域的配

套与服务越来越齐全，于是集聚效应越来越明显，

如基础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

的促进作用开始增强，商业环境也得到改善，关联

企业之间运输费用及交易费用不断降低，这不仅

可以吸引相关企业的转移，还可以吸引相关产业

的转移。相关产业转移形成的产业与产业即面与

面的共生构成了类似于一体化共生的“网络共生”
阶段，用英文表示为“network symbiosis”。

( 1) 网络共生阶段的特征

网络共生阶段是在相关产业跟随转移背景下

由配套企业、服务企业、中介机构作为产业之间共

生的连接纽带而形成的不只限于产品、信息、技

术，还扩充到人才、制度、创新模式等全方位交流

的共生阶段，这正如一个完整的群落里生物之间

的交流不仅包括同种生物之间的分工协作，还包

括不同种生物之间的食物链与食物网等共生关

系。集群企业通过多方面、多方位的合作已经形

成了一个复杂的共生网络，各个交流主体之间都

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共生界面。前面几个共生阶段

形成的“契约”介质成为集群企业之间交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界面，如惯例、企业家关系等隐性共生

介质，合同、规章等显性共生介质，同时线共生阶

段形成的“流程”介质也不断得到优化。该阶段集

群企业的生产活动主要依赖于多个共生界面联结

在一起的集群共生关系，在稳定的共生关系中，集

群企业可以专注于自身核心能力的发展，为了维

持自身在网络中的地位，会不断地通过技术创新、
产品升级等方式促使自身成长，从而实现集群升

级，形成区域品牌效应。
( 2) 网络共生阶段形成的条件

网络共生阶段形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即产

业集聚效应足够大，跟随转移产业与已转移产业

具有一定相关性。这正如迁徙群落要重新形成一

个完整、庞大的群落系统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群

落本身须具有一定的规模，二是迁徙到该地的生

物与该群落生物本身存在着横向分工或纵向食物

链关系。在网络共生形成阶段，一方面要使集群

集聚作用足够大: 首先，转移集群中的主导产业应

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度，如汽车工业可以带动上、
下游 150 多个产业部门的发展［11］; 其次，产业集群

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且发展顺利，这主要取决于

集群在承接地的发展前景及承接地对于该产业的

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产业集群是通过生产相同、
相似产品或横、纵向关联产品的关联企业的集聚

而形成的，要使相关产业企业跟随转移，则该产业

集群一定要与其相关产业具有比较强的相关性，

它们不仅可以形成上下游的共生关系，还可以共

享配套企业所提供的生产配套和服务配套等等。
四、典型案例: 无锡特种装备制造业向郎溪集

群式转移

2008 年开始，江苏省无锡县的特种装备制造

业通过集群式转移方式转移到距离其 170 公里的

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无锡工业园，到 2011 年 5 月

郎溪县无锡工业园累计签约项目达 563 个，总投资

图 2 无锡特种装备制造业向郎溪集群式转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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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无锡市与郎溪县水、电、地、劳动力价格对比

工业用电 工业用水 工业用地 普通熟练工人

无锡市 1． 2 元 /度 1． 9 元 /吨 32 万 /亩左右 2400 元 /月

郎溪县 0． 58 元 /度 2 元 /吨( 工业循环用水免费) 5． 6 万 /亩左右 1300 元 /月

232 亿元，其中超亿元项目 61 个，拥有国家和江苏

省高新技术企业称号或相关产品认证的企业 200
余家、外贸企业 200 余家，现已分七批开工 274 家。
2010 年郎溪县无锡工业园已实现工业总产值 57
亿元，工业增加值 11 亿元。据预测，到 2012 年，该

工业园的产值将突破 200 亿元。郎溪县无锡工业

园中主要包括印染机械 － 印染配件、压力容器 －
压力容器配件、锅炉 － 锅炉配件等产业链企业。
短短的几年时间段内，江苏无锡特种装备制造业

向安徽郎溪集群式转移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该过

程遵循产业集群式转移一般演进过程，下面我们

将对这一案例做比较系统的解析。
1. 无锡先行企业试探性转移形成“点共生”

阶段

无锡是一个众多制造企业集聚的地方，在无锡

产业结构调整、太湖退耕还湖、新城区建设三个大项

目如火如荼开展背景下，制造企业发展所需大量土

地资源、大量能源及其它原材料、政策优惠、廉价劳

动力都不能得到继续满足，于是在无锡已经有相当

规模的特种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面临着生存问题，

产业转移是其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条最佳途径。
2009 年 3 月 31 日，图强生化容器公司、凯林日化装

备等 8 家企业，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更低的经

营成本，在郎溪县丰富的土地资源、纯朴的风土人

情、政府官员热情的工作态度及相似的文化氛围等

优势吸引下，于郎溪县无锡工业园举行了隆重的开

工仪式。这标志着以图强生化容器公司为先行企业

的产业集群试探转移的开始，也标志着郎溪经济开

发区无锡工业园项目全面开工建设。不久后，集群

中的东日昌轴承有限公司为了扩大公司生产规模也

通过考察落户郎溪县无锡工业园，成为带动轴承配

套企业转移的轴承先行企业。这些试探转移的先行

企业生存能力都非常强，很多生产环节都能由自己

完成，在近距离转移后，原材料市场与销售市场也没

有发生变动，从而形成先行企业与承接地其他企业

之间的偶然性的、无规律性的合作关系。交通成本

足够低，且大部分厂商已经转移到新区的话，那么厂

商最终会全部转移到新区［12］。
作为农业县的郎溪，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起来

的工业只有花炮与箱包产业，因此其工业基础设施

包括公路、住宅、厂房等是郎溪非常薄弱的。工业基

础设施薄弱与交通落后是郎溪承接先行企业非常不

利的因素，但是郎溪县政府部门通过扬长避短吸引

无锡先行企业的转移: ( 1) 郎溪县充分利用自身距

无锡不到 2 小时车程的区位优势以及郎溪县的低成

本优势( 表 3) 到无锡装备制造业集群中招商。( 2)

郎溪县加速各种工业设施的建设，并且积极引进那

些产业链较长、生存能力较强的企业到当地落户。
( 3) 郎溪县政府通过系列措施展示其招商诚意、高
效办公效率及两地相似的社会风俗，从而吸引客商。

2. 无锡相关与配套企业跟随转移形成“线共

生”阶段

在这个共生阶段，与先行企业具有强共生关

系的企业，特别是在生产环节上相关联的企业通

过跟随先行企业进行转移，这就类似于生物种群

迁徙过程中，亲缘关系越近的物种，由于生态特征

越相似，对类似环境的适应能力就越一致［13］。相

关与配套企业在转移之后继续保持原有共生关

系，从而形成先行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的有规律的、
非偶尔性的、长期的“线共生”的特征。随着安徽

东日昌轴承制造有限公司进入郎溪，有很多做轴

承制造与轴承配件相关企业如无锡市华润轴承配

件厂、无锡市宇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纷纷通过

各种渠道与方式来郎溪进行考察，随后跟随东日

昌轴承有限公司签约落户郎溪县无锡工业园。它

们通过生产环节上的继续合作继续维持着原有的

强共生关系，或者使共生关系得到进一步增强。
在大批相关企业跟随转移的情况下，郎溪作

为一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小县城，劳动力供应、市

场体系建设、制度建设等各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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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郎溪服务业发展情况

已发展服务业 享受优惠政策对象 扶持政策

生产性服务业: 启动建设县综合物流园、定

埠港物流基地，加快建设建材市场、钢材市

场等一批重点项目

一次性固定资产投 资 在

2000 万元以上的现代物

流业项目

生活性服务业: 加快建设中国茶城、箱包专

业市场、瀚海国际大酒店、商会大厦等一批

重点项目

建筑面 积 在 20000 平 方

米以上的专业市场项目;

四星级以上宾馆项目

金融服务业: 大力引进各类金融机构，县农

合行、新华村镇银行先后挂牌运营，积极争

取徽商银行、中国银行、无锡农村银行

凡在郎溪新设立的银行

金融机构

1. 土地政策: 对重点扶持且投资超亿元的具有辐射带动作用

的服务业项目的用地出让净收益部分，全部奖励所在乡镇或

开发区，用于基础设施配套和扶持服务业企业发展。2. 规费

政策: 规范服务业收费并一律按最低标准收取，切实降低服

务业企业运营成本。3. 引导政策: 县财政设立促进服务业发

展专项资金，每年按一定幅度增加，实行专款专用。4. 财税

政策: 对符合优惠条件的服务业项目经营户给予三年培育

期，实行以下优惠 政策。5. 其他政策: 鼓励各类就业服务机

构发展，完善就业服务网络，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

下岗职工再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等服务体系建设。

资料来源: 郎溪新闻网 －《今日郎溪》

后。首先，虽然针对劳动力供应问题，郎溪县提出

了三个“万人计划”，通过万人计划培训、万人回归

计划、万人引进计划缓解人才供应难题，但是解决

劳动力问题还得从生活环境、商业环境等各方面

下功夫，只有为劳动力提供良好的环境与发展前

景才是吸引劳动力的硬道理。其次，在各种基础

设施建设初期，由于市场自动调节能力相对较差，

很多生产要素价格呈现出脱离使用价值的市场价

格，从而不利于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因此当地政

府部门根据企业反应的情况对超出使用价值太多

的生产要素价格进行限制。最后，郎溪制度建设

暂时还跟不上经济发展，虽然很多审批程度得到

简化，但其它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如企业到政府

部门办事时间不具弹性，当地政府应该根据沿海

企业的习惯为其提供全面、高效的服务。
3. 郎溪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嵌入产业集群形

成“面共生”阶段

在无锡特种装备制造业向郎溪集群式转移的

“线共生”阶段结束之前，集群式转移的“面共生”
阶段已经开始，即相关企业跟随转移与群外企业

嵌入集群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嵌入产业集群的企

业集中于服务业，多为与产业相关性非常大的生

产性服务业及金融服务业( 2008 年以来郎溪服务

业发展情况如表 4 所示) 。在这一阶段，各种生产

与生活性的专业市场纷纷建立，各种金融机构特

别是安徽本省的金融机构也陆续嵌入，郎溪政府

从土地、规费、引导、财税等各方面对服务业的发

展进行扶持从而支持本地或其它地方的配套服务

企业嵌入集群。郎溪企业、外地企业嵌入集群，为

集群企业提供全面的配套服务与生产欠缺环节，

从而形成集群企业之间多方位的、长期的、稳固的

“面共生”阶段。
面共生阶段的关键是加强、稳固集群中嵌入

企业、原有企业、新建企业等各种企业之间的共生

关系。郎溪县无锡工业园成立了专门的商会来加

强转移企业之间的凝聚力以及转移企业与集群外

部环境如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 同时，郎溪县政府

通过完善五金、钢材等市场的建设、生活配套服务

区和星级宾馆的建设、各种制度的建设，为集群企

业提供更好的共生环境。此外，由于郎溪县无锡

工业园的“面共生”阶段开始于“线共生”阶段没有

结束之前，所以对于“面共生”阶段的群外生产性

企业的嵌入可能不具有针对性，即从其它地方嵌

入集群的企业可能是相关企业，但却不一定是集

群产业链中最需要的环节。郎溪县应该在“线共

生”阶段过后，适当延长“面共生”阶段，加强特种

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产业链管理，了解每个企

业对于上下游和横向合作企业的需求程度，引进

相关企业从而填补产业链的空缺，集中资源做强

特种装备制造业。
4.“一区多园”经济的发展形成“网络共生”

阶段

郎溪经济开发区的“一区多园”经济发展不

仅在园区之间形成资源共享网络共生，而且还形

成了生产网络共生，即多个产业之间相互关联，

相互提供中间品或者配套产品，通过资源、信息、
生产合作等多个面的合作从而形成“网络共生”。
截至 2011年1月 ，郎溪县经济开发 区 初 步 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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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郎溪县一区多园中各园主要产业对比

工业园 占地面积( 亩) 主要产业

郎溪的无锡工业园 3000 锅炉、压力容器、起重设备、筑路机械、电机、精密机械等特种设备制造

锦城科技创业园 2600 特种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精密机械加工产业、新材料产业

台湾工业园 5000 科技含量的 IT 电子、精密机械制造、塑胶模具、光电产业

资料来源: http: / /www. ahlx. gov. cn /dt2111111164. asp? DocID =2111128978。

了郎溪县无锡工业园、锦城科技创业园、台湾工业

园等“一区多园”的经济发展格局。这些工业园不

仅在物流、金融服务、贸易市场以及制度等资源方

面实现了共享，形成了一定的网络，而且在配件生

产等方面也形成了网络，如表 5 所示，三个工业园

都涉及到精密机械等特种装备制造业，它们既可

以形成技术、产品等方面的合作，还可以通过竞争

激发各自的创新活力。

郎溪县通过构建一区多园，使得郎溪特种装

备制造业“网络共生”阶段开始形成。这些园区不

仅在生产上有一定的相关性，而且在地缘上也存

在着关系，它们都是从无锡周边地区转移过来的。

网络能力会随着企业所处产业环境和微观竞争环

境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升级［14］。在这个阶段

除了要引进相关产业还要加强各园区之间的联

系，提高产品生产本地配套率，可以在园区之间完

成的环节尽量通过园区合作完成。所以，郎溪政

府还应该为园区之间的交流提供全面的服务，如

建立产业集群各园区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建立

园区内部交流市场等措施来完善各园区企业之间

的合作竞争机制。

五、结论

本文研究认为，集群企业之间共生关系与生

物种群之间共生关系非常相似，产业集群式转移

与生物群落共生迁徙也非常相似，其相似性特征

主要表现在转移行为主体相似、总体特征相似、形
成的共生阶段相似。文章主要从相似的共生阶段

出发，辅以相似行为主体与相似的总体特征，系统

分析了产业集群式转移各阶段的标志性特征: 在

先行企业试探转移形成“点共生”阶段，先行企业

与承接地企业之间呈现出无规律、无针对性、带有

偶然性的合作特点; 在产业链相关企业跟随转移

形成“线共生”阶段，先行企业与相关企业通过保

持或调整原有共生关系形成了先行企业与相关企

业之间依赖于“流程”介质的、较密切的、有一定针

对性、规律性与必然性的共生关系; 在群外企业嵌

入集群形成“面共生”阶段，通过群外嵌入企业对

产业链空缺的填补以及契约等共生介质的生成，

形成了集群企业之间更全面的、更密切的、更规律

的共生关系; 在相关产业转移形成“网络共生”阶

段，通过相关产业共享配套产品、服务、信息、基础

设施等资源，形成了企业群与企业群之间的全方

位的、规律性强的、必然的共生关系。

研究表明，为了促进产业集群式转移的顺利

进行，产业转移发展到不同阶段，承接地需采用不

同的措施: 在点共生阶段，承接地可以充分利用自

身优势承接产业链稍长的先行企业，提高先行企

业的生存能力，还可以通过相适应的政策引导为

先行企业提供最基本的生产配套，包括资源供应、

配套服务供应等。在线共生阶段，承接地既应大

力支持先行企业的发展，形成先行企业的集聚与

吸引作用，还应为集群企业发展提供优良的市场

环境、制度环境等，其中制度环境最为关键，可以

通过制度创新，打破既有的制度结构，重新构造与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吻合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关

系和行为规则 ［15］。在面共生阶段，承接地应鼓励

当地相关生产、服务性企业嵌入产业集群的同时，

还应引进其它地区的强相关企业嵌入集群从而填

补产业链空缺，增强产业集群的本地根植性［16］。

在网络共生阶段，承接地应该充分发挥已承接产

业的集聚效应，有选择地对转出地或者其它地区

关联产业进行承接，注重多个共生界面联结与资

源共享，承接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促进产业集群

升级。

同时也要特别强调的是，产业集群式转移的

发展阶段是有规律的，产业集群式转移的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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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既不能超越阶段性，也不能在某一阶段停滞不

前。如果产业集群式转移超越发展的阶段性，一

开始就像在网络共生阶段一样多点承接，由于前

期配套设施建设、制度建设、人才供应等难以有针

对性，不能形成局部优势，那些试探性转移企业最

终还是会走; 如果产业集群式转移发展到某一阶

段停滞不前，不能引导相关企业跟随转移或群外

企业嵌入，就不能形成聚集优势，阻碍产业集群规

模发展与可持续成长。所以，承接地政府要依据

产业集群式转移演进的阶段性规律要求制定政

策，引 导 产 业 转 移，促 进 转 移 企 业 进 行 阶 段 性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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