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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有利于指导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实践"本文系统探讨了优势分析法在产业集群发展路径

决策中应用的理论!以期为我国研究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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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产业集群定义为同一产业的企业以及相关产

业的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或是认为产业集群是

指相同的产业高度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一种产业

成长现象*

!

+

!都是纯粹从地理学的角度的定义!事实

上!产业集群并不是简单的产业集聚!它更深层的意

义是产业间的互动!产业集群$簇群'的知识共享机

制"信任机制及其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外部经济及范

围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正因为如

果!产业集群已成为我国区域性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

要标志!而发展产业集群也成为当前发展区域经济的

重要途径#

在发展产业集群的路径上!存在自组织和被除组

织两种模型!所谓自组织就是由市场机制的作用来自

发的形成产业集群!具体可分为内生型和外生型*

#

+

#

所谓被组织就是通过外部的干预而形成产业集群!如

政府主导型产业集群,也有学者概括为嵌入型"原发

型与衍生型集!将通过外部资源进入带动起来的称为

嵌入型集群!把根据传统生产积累形成的集群看成是

内生型集群,而把在缺乏资源禀赋"技术积累以及外

部企业与生产要素大量进入的条件下!主导企业通过

先进入贸易活动!然后逐步转向以生产活动为主而依

托专业市场而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称为衍生型集

群*

;

+

!事实上!内生型从发展路径上属于自组织!而嵌

入型和衍生型是属于被组织的#

产业集群区可分为传统产业群"高科技产业群"

资本与技术结合型产业群*

B

+

!对于不同的区域!资源

禀赋条件存在差异性!所以!在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

基本不可能复制!但是无庸置疑!发展路径是和区域

的资源约束密切相关的!区域的资源约束是区域产业

集群发展路径的抉择的重要前提#

!

!

综合比较优势的基本原理

!X!

!

综合比较优势的界定

综合优势理论是相对于单一优势的!是基于比较

优势的#比较优势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大卫1李

嘉图针对国家贸易提出的!又称%相对优势&#比较优

势原理表明!世界上劳动生产率不同的国家!通过国

际商品交换!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社会劳动的节

约!从而给交换的双方在经济上带来利益#即使在各

个生产领域生产率都比较低的国家!通过生产和出口

那些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以换取自己具有相对

劣势的产品!仍然可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各国通

过国际贸易可以发挥自身经济的比较优势!并获得由

此带来的比较利益#

在区域经济理论中!比较优势是指某一地区在经

济和生产发展中所独具的资源与有利条件#它可划

分为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静态比较优势

是指自然形成的比较优势!而动态比较优势是指可以

由人类的经济活动创造出来的比较优势#

不同产业集群的发展对资源具有不同的要求!比

如!要发展以能源为基础的产业集群!就要求在某一

能源上具有比较优势!并在能源生产与加工技术等方

面具有比较优势,而要发展新型材料!新型制造业为

主的产业集群则必须要求研发"技术"原料"区位等方

面具有比较优势#单一的比较优势不足以全面"客观

地反映这一现实的全貌!因此!可以将某一区域在两

个要素方面的优势称为综合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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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优势的数学定义

综合优势可以用综合优势指数来进行数学定义!

具体可分为两种(

!"#"!

!

单一要素的综合优势计量

单一要素的综合优势由单一要素的效率优势指

数和规模优势指数来决定#所谓单一要素的效率优

势指数是指某个区域的某一要素的人均水平占全国

同一要素的人均水平的比例$

G?2

',而单一要素的规

模优势指数是指某一要素占该区域所有要素的比重

和某一要素占全国同一要素的比重的比例$

%?2

'#

而综合优势指数则是二者积的几何平均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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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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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要素的综合优势计量

事实上!产业集群的发展并不是只受单一的要素

约束的!换句话讲!产业的发展是需要满足多种资源

条件的!只有在多种要素方面具有优势产业集群的建

设才可能获取成功#所以!在规划产业发展方向和路

径时!就不得不从整体"全局的角度来考虑区域产业

发展的优势"劣势及可能的发展前景!多要素的综合

优势指数计量研究使这一复杂的比较得以量化!所

以!抉择就变得直观"清晰"具体#

多要素综合优势指数的计量要运用主成分分析

法!即在单一优势的基础上!进行主成分分析!在定量

分析时!不同指标之间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由于指

标较多!加之指标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势必就增

加了分析问题的复杂性#同时!多个指标也不易从整

体上反映区域发展某一产业的整体状况#主成分方

析法可以将原来的指标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几

个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的指标!这就是数学上的降维

方法#以此方法计算多要素的综合指数!避免了人为

选择权重的随意性!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

#

!

综合优势比较法在产业路径抉择中的应用

单一综合比较优势指标的应用较为简单!只有根

据公式计算出某一产业集群发展所依赖的主要要素

的综合比较优势!即可以进行抉择#倘某一区域的综

合比较优势小于
!

!则认为和全国相比!该区域在发

展此产业集群上没有优势可言!如等于
!

!可认为处

于临界状况,倘大于
!

!则可认为具有发展此产业集

群的条件#但要注意!在计算要素总量时!要进行标

准化处理!消除量纲的影响#

对于多要素的综合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借用了

主成分分析法!如各要素为矩阵(

1

#

*

1

!

!

1

#

4

1

2

+ $

B

'

计算相关系数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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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累计贡献率!选择前
)

个主成分贡献率达到

A>D

!并计算其单位特征向量!从而得到主成分!主成

分和其贡献率的加权平均数即为所求的多要素的综

合比较优势指标#

多因素综合比较优势指标客观"简明!同时也具

有较高的应有价值!因为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仅受资

源"劳动力"科技实力"区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在当

前的环境下!政府宏观政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不是

一"两个要素就能决定的!所以!以多要素综合比较优

势来抉择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与方向!更可靠"更科

学"更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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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施工现场内应形成环形通路#现场的临时道

路地面做硬化处理!防止道路扬尘#项目部应尽量利

用原有的场地遗留下来的硬地坪#

#")

!

环境保护

建筑施工对城市环境造成的污染主要表现在扬

尘"噪声等#绿色施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尽量降低

施工过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落实环境保护措施!达

到环境保护目标#

#")"!

!

施工扬尘的控制

施工现场的主要粉尘源包括(施工过程产生的扬

尘,施工工艺如挖掘"翻土"钻孔和机械破碎等产生的

扬尘,现场搅拌站,裸露场地,易生尘埃的运输"存放,

建筑垃圾的运输"存放,锅炉"大灶使用过程中产生的

烟尘#

要做好扬尘控制措施!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

土方的外运车辆在工地门口进行专人清理和高压

水枪冲洗后方可出门,

"

场内运输道路及人行道每天

派专人洒水!清扫#

#

采用商品砼!现场只搅拌部分

砂浆#

,

场地中堆放的砂"石"泥土用塑料布覆盖!防

止灰尘飘散等等#

#")"#

!

施工噪声的控制

噪声污染被视为一种无形的环境污染#为减少

建筑施工对周围居住环境的影响!要使用低噪声的机

具!并采取临时的声障措施!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实行

封闭施工!原则上有噪声的施工安排在白天进行!夜

间加班不超过
!#

点!要在施工场界对噪声实时监测

与控制!保证现场噪声排放不超过国家标准-建筑施

工场界噪声限值.$

EP!#>#;@C$

'的规定或地方标准

规定#

$

!

结语

绿色施工作为在建筑业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所

了解!但是建筑施工是一项复杂的活动!要达到真正

的绿色施工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必须明确绿色施工

要求!在工程施工中计划性地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技术

措施!实现%四节一环保&的绿色理念!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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