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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研究产业集群内区位因子的选择是有意义的。文章首先分析产业集群内区位主体的特征和区位选择动

机 ,然后采用动态分析的方法 ,结合产业集群的发展阶段 ,研究集群内区位主体决策选择时区位因子的种类和权重 ,

探索企业和政府区位决策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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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区位 ( Economic location) 是指人类经济活

动的空间场所 ,是人类经济行为空间选择的表现。

一般地 ,任何地点 (或场所) 都赋予自然的或经济的

质的规定性 ,这种质的规定性在区位论中称为区位

条件。对区位主体选择行为产生影响的区位条件 ,

即影响经济区位选择的因素是区位因子 ,通常都以

费用成本和收益的形式表现出来。

经济区位研究的内容包括两方面 :一是经济行

为的空间选择 ,也称布局区位论 ,即区位主体已知 ,

根据区位主体本身固有的特征 ,来分析适合该区位

主体的可能空间 ,然后从中选择最佳区位 ;二是空间

内经济活动的有机组合 ,也称经营区位论 ,即区位空

间已知 ,根据空间的地理特性、经济和社会状况等因

素 ,来研究区位主体的最佳组合方式和空间形态[1 ] 。

由上分析可见 ,区位主体的区位决策与区位因子间

的作用关系是经济区位论研究的基本内容。区位选

择必然受到区位主体的经济目的和客观因素的影

响 ,而影响主体区位选择行为的区位因素既可能源

自特定地点或空间本身的资源状态 ,也可能源自区

位选择主体的经济行为 ,以及空间的资源状态和经

济主体相结合诱发的新的状态。由于区位主体所在

具体环境的差异 ,三种来源的区位因子对区位主体

的决策行为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在产业集群内 ,与

企业其他经济活动的决策相比 ,企业的区位决策在

实现企业的经济目标中同样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

采用动态分析的方法 ,以产业集群环境下区位主体

的区位选择为研究对象 ,分析区位主体本身的固有

特征 ,合理设定区位主体选择行为的动机 ,结合产业

集群的组织特点研究企业和公共设施空间分布的区

位因子和区位因子的权重 ,并进一步分析了集群环

境下区位研究的可能方向。

2 　区位研究的理论回顾

经济区位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初 ,德国

经济学家杜能从区域地租出发 ,探索因为地价不同

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 ,即“杜能环”,创立了农业区

位论 ,奠定了区位论的研究基础。杜能的研究焦点

是运费对农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杜能之后 ,经济学

者布林克曼从集约度和经营方式出发研究了农业区

位的布局。20 世纪初 ,德国经济学家劳恩哈特和韦

伯从运输费用角度研究工业区位问题 ,重点研究了

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聚集和共同作用对工业区位

选择的导向作用。以杜能和韦伯为代表人物的区位

研究具以下特点 :一是区位选择的动机是追求最小

化费用 ;二是假设特定地点的需求为常数只考虑费

用因子的作用 ,不考虑需求因子的作用 ;三是忽视区

位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只研究单一区位选择问题。

继韦伯之后 ,瑞典经济学家帕兰德和美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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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胡佛对市场地域与区位的关系进行了精辟分

析 ,同时也对运费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某种

意义上说 ,他们从局部开始了需求因子对区位选择

行为影响的研究。为了克服区位主体追求最小费用

动机这个假定的缺欠和忽略区位间相互依存关系研

究区位选择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费特、郝特林和

张伯伦等经济学家将不完全竞争理论引入区位选择

研究 ,研究其他区位选择主体行为对区位决策的影

响。在考察需求因子和其他区位选择主体行为对区

位决策的影响时 ,经济学家们假定区位选择主体以

能够占领更大的市场地域 (销售量) 为区位选择动

机 ,占据最大市场地域的地点就是最佳区位 ,关注的

焦点是给定空间条件和市场条件下 ,区位主体占据

的市场区域的大小和形状 ;另一个焦点是需求因子

和其他主体行为对区位选择的影响。但是 ,如同韦

伯忽视了市场地域一样 ,他们忽视了费用因子的影

响。

为了克服区位选择研究中忽视费用因子或需求

因子的不足 ,德国经济学家廖什在《经济区位论》中

谈到正确的区位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地点。区位选

择既要考虑费用因子 ,也要考虑需求因子 ,确切的讲

是二者的差 ,需求、价格和区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

系。廖什的研究是以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为前提

来寻找利润极大化的区位 ,是比较完善和系统的区

位理论。但是廖什的理论也存在缺欠 ,其缺欠主要

在于对空间费用差的考虑不足 ,最佳区位的决定因

素主要考虑了需求因子。

廖什之后的经济学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 ,发展了区位理论 ,主要是将影响区位主体的区位

因子进行了具体化 ,但是他们的研究并未突破前人

的理论框架。

3 　集群内区位选择主体的特征

近些年来 ,经济资源所呈现的集中趋势越来越

明显。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 ,也不断地向更有

利于自身发展的地区移动。这样 ,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某些 (或某一)产业的资本、劳动力、技术和企业家

就集中于某一地区 ,许多相关企业和机构融合成为

一个整体 ,形成成熟的内部组织 ,它的成长能力非常

强 ,这就是产业集群 ( Indust rial Cluster) 。

1998 年 ,波特给出了产业集群的描述性定义 ,

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 (通常以一个主导

产业为核心) ,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

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 ,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

现象[2 ] 。具体地说 ,产业集群内的经济活动主体包

括生产最终产品或服务的企业 ,生产配件的企业 ,生

产相关机械的企业 ,提供产业内服务的企业 ,以及在

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能够产生支持作用的机构 ,如

大学、研究机构、咨询中心、培训中心等。因此 ,集群

内区位选择主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从事直接生产

活动的企业 ,因经济关系的不同 ,这些企业之间建立

了纵向的合作关系 (上下游企业)与横向的竞争关系

(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 ;另一类是为从事生产活动

企业提供支持的政府控制的公共事业管理部门 ,包

括公共设施建设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 (大学) 。

3. 1 　集群环境下企业的特征

经济学中 ,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一个基本假定

是理性经济行为的假定。理性的经济行为是说 ,经

济行为的决策主体在做一项经济决策时 ,总是深思

熟虑的对各种可能的抉择权衡比较 ,最终选择能够

使他消耗给定的劳动和金钱 ,带来最大限度收益的

方案。所以理性的行为通常表述为“产生最优化的

行为”[3 ] 。

企业区位选择也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希望获得

一个使经济收益能够最大化的地点。随着对经济活

动认识的加深 ,经济学者对企业区位选择动机的假

定经历了从最小化费用假设 ,到占领更大市场地域

(最大销售量)假设 ,最终锁定在最大化利润假设的

过程。企业区位研究者对区位主体选择动机的认识

过程 ,与对区位因子认识和选择的过程是同步进行

的。在这里 ,我们假定企业区位选择的动机为追求

利润最大化。

根据钱志新等人的研究 ,集群内的企业由于地

理上的接近 ,企业间交流的非编码化信息数量的增

多 ,使得企业间可以共享大量生产和市场信息[4 ] 。

因此 ,我们假定集群内的企业 ,作为独立决策的经济

体是完全信息的。

共享信息量的增加降低了企业间的交易成本 ,

促使生产过程中物质资料的交换更多的通过外部市

场交易而不是企业部门间的协作来完成 ,企业间的

联系得以加强 ,区位选择对其他企业行为的依赖性

凸现出来。对于同一价值链中的上下游企业 ,上游

企业为下游企业提供生产对象 ,是下游企业生产投

入来源 ,上游企业市场行为将影响到下游企业的费

用组成 ;下游企业是上游企业产品的消费群 ,构成上

游企业的销售市场 ,下游企业行为将左右上游企业

的收益组合。

同样 ,横向企业间由于信息沟通更便捷 ,企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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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恶性竞争带来的后果容易达成共识 ,因此横向企

业间容易达成共赢的协作关系 ,减少对双方都不利

的恶性竞争。结果 ,横向企业间在选址方面的博弈

关系将发生变化。

3. 2 　集群环境下政府的特征

在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

是市场而不是政府 ,然而政府作为超经济组织 ,是区

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 ,它能够解决产业集群发

展中依靠市场本身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尤其是 ,

政府在优化产业集群的软硬件环境方面发挥重要的

作用。政府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 ,积极

制定促进产业集群的法律法规、产权保护、融资、财

税、劳动力供给、可持续发展等公共政策 ,发展中介

组织和行业协会 ,为集群内企业提供充分的信息传

递、技术咨询、创业指导等服务 ,引导企业与外界的

合作与交流 ;加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

产业园区建设 ,改善投资环境 ,从而营造出有利于产

业集群成长的基础环境。集群内通常由政府提供公

共产品 ,按照福利经济学理论假定政府的区位选择

动机是集群整体利润最大化或整体福利实现帕累托

最优是合理的[5 ] 。

政府是企业所需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政策的提供

方 ,企业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需求方。由于

公共产品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因此

公共产品消费对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影响不同于非

公共物品消费的影响。

4 　产业集群内区位因子的分析

4. 1 　区位因子的种类

在《工业区位论》中韦伯把影响企业区位的经济

因素分为区域因素和集聚因素[6 ] 。通过对区位论和

集群研究已有成果的分析 ,我们把影响区位选择的

主要区位因子分为三类 :一是区域因子 ,是指区位或

空间所特有的资源状态 ,成为影响企业生产的因素 ,

它包括经济和非经济条件 ,如运输费用、劳动力成

本、市场需求、地区政策、政治制度、文化习俗和自然

环境等。二是聚集因子 ,它是指许多企业在地理上

的邻近而具有的经济效应 ,是单个企业孤立地在某

个区位生产所无法获得的优势 ,包括专业化分工、交

易成本的节约、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

的合作、信息共享、知识和技术的扩散等。三是创新

因子 ,包括本地化创新环境和协同创新。创新的形

成和延续是建立在区域因子和集聚因子之上的 (图

1) ,“创新环境”学派认为创新是一种区域特征 ,强

调本地化因素对创新有影响作用 ,“创新系统”学派

在承认本地化因素对创新的作用外 ,更强调区位选

择主体在地理上集中的区域有利于创新[7 ] 。

图 1 　区位因子的分类

4. 2 　集群环境下区位因子的确定

产业集群和其它任何事物一样 ,也要经历一个

从产生到成熟的过程。产业集群的不同发展阶段为

集群内的区位主体提供了不同的外界环境 ,区位因

子对区位选择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程度 (图 2) 。根

据集群内部企业间地理关系和生产活动密切程度的

变化 ,产业集群可分为基础阶段和成熟阶段[8 ] 。在

基础阶段 ,企业和辅助机构主要表现为地理上的集

中和接近 ,即产业的集聚 ,企业或辅助机构之间还未

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 ,因此区域因子作用凸出 ,运输

成本、劳动力成本等费用条件是影响区位选择的主

要因素 ,聚集因子和创新因子的影响作用不强。随

着经济主体间经济联系的逐渐增多 ,企业及其辅助

机构之间建立了密切的生产活动关系 ,企业在地理

上的集聚变成了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产业群落 ,产

业集群进入了成熟阶段。在成熟阶段 ,企业间的收

益和成本的变化既受到运输成本和劳动成本等费用

条件的影响 ,专业化分工、交易费用和合作网络等聚

集因素的影响也得到加强 ,并且随着企业创新活动

的活跃 ,本地化的创新环境和协同创新对区位选择

影响作用凸现出来。

图 2 　集群环境下区位因子的组成

(下转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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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的电子商务专业课程 ,而是通过把电子商务的

主要内容融合到每门学科中以提供电子商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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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在对集群内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行为进行研究
时 ,建议应考虑以下内容 :

①产业集群的发展阶段和产业集群的结构特
征 ; ②区位因子的类型和数量 ; ③区位因子影响区位
主体决策时的权重。

在产业集群的基础阶段 ,研究区位选择行为主
要考虑区域因子的影响 ,借鉴前人的研究结论就能
解释区位选则行为。在产业集群的成熟阶段 ,除了
考虑区域因子的作用 ,还必须考虑集聚因子和创新
因子对区位选择的影响。企业最终的区位选择是在
三种因子共同作用下权衡费用和收益后的结果。在
成熟的产业集群内 ,上下游企业的特征、同类竞争对
手的行为都会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根据产业集群
的特征 ,对下面三种前提条件下的企业和公共产品
区位选择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其一 ,资源 (上游企

业)均匀分布和资源非均匀分布对厂商区位选择的
影响 ;其二 ,消费者 (下游企业)均匀分布和消费者非
均匀分布对厂商区位选择的影响 ;其三 ,公共产品在
集群环境下的区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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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oice of Location Factors in Industry Cluster

SU Zhao2guo , SHI Ben2shan , TAO L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Sout 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 Chengdu 610031 , China )

Abstract :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t he location factors in indust ry cluster . It firstly analysis t he body’s characters and choice motive of location

decision. Then , using dynamics analysis met hod , combine t 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indust ry cluster , it research t he kinds of location factor

and t heir power in decision , explore t he impossible directions when we study firms and government s make location decisions in indust ry clus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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