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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产业集群与供应链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式与载体，存在相互嵌入、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
系，伴随着两者的耦合，地区产业竞争力将得以提升。现有文献主要构建了一个产业集群与供应链耦合的

概念框架，着重于耦合的可行性、组织性、经济性分析；可拓宽理论研究视角，并对具体耦合情况进行定量分

析以及对不同类型集群与供应链的耦合情况进行实证探讨，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有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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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生产的总成本包括转形成本（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即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包
括获取市场信息的成本、订立合同的成本、执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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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 成 本 等）两 个 部 分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Ｃ．Ｎｏｒｔｈ，
１９９０）［１］。降低转形成本的基本途径在于深化分
工。然而，随着分工的深化，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

关系加深，交易次数更加频繁，降低交易成本就成

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任务。［２］因此，在国际分工

深化与区域集聚发展的今天，一个地区要想获得持

续的竞争优势，必须同时采用两种战略：其一是优

化地域环境，发挥产业集群优势；其二是参与或创

建全球供应链网络，分享全球供应链网络优势。［３］

关于产业集群，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很多。

大多数学者对产业集群的解释引用的是 ＭｉｃｈａｅｌＥ．
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８）的定义，即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
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或

相关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

性而联系在一起。例如，它们包括零部件、机器和

服务等专业化投入的供应商和专业化基础设施的

提供者。集群还经常向下延伸至销售渠道和客户，

并从侧面扩展到辅助性产品的制造商以及与技能

技术或投入相关的产业公司。最后，许多集群还包

括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

政府和其他机构，例如大学、标准的制定机构、智囊

团、职业培训提供者和贸易联盟等。［４］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供应链管理作为一个
相对独立的经济研究领域，经历了从“实物配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到 “物流管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直至现在的“供应链管理”（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成为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消
费需求和多变的消费偏好的重要方式之一。［５］我国

国家标准《物流术语》对供应链的定义是：“供应链

是生产及流通过程中，涉及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最

终用户活动的上游与下游企业，所形成的网链

结构。”

纵观全球，供应链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国际

化企业建立、运作和管理的，尤其是以跨国公司为

中心。国外对供应链，特别是对供应链管理的研

究也主要是为跨国公司服务的。［６］国内学者将供

应链竞争合作平台独辟蹊径地建立在产业集群地

域中，构建了一个产业集群与供应链耦合①的概念

框架，提出了一个创新概念“集群式供应链”。产

业集群与供应链耦合的研究，使得人们对产业集

群的认识角度进一步从纵向上得以扩展。因为目

前人们对产业集群的研究更多集中在集群本身和

价值链的两端攀升上，而很少研究通过供应链管

理来提升区域产业的竞争力。本文主要从产业集

群与供应链耦合的可行性、组织性、经济性等方面

对现有文献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并指出有待进一

步研究的方向。

二、耦合的可行性：互动关系

从波特（１９９８）关于产业集群的界定中，我们可
以发现产业集群内涵上已经涉及供应链中供应商、

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客户等环节，具有相对完

整的供应链特征。② 因此，产业集群的构成实体一

定程度上就是供应链的组合实体，产业集群中“完

善的组织方式”实质上就是要求以供应链理念来组

织集群中的企业。［５］

１．产业集群对供应链的影响
产业集群作为区域内的分工协作网络，对供应

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集群内专业化分工有利于供

应链的结构优化，显著降低库存成本；集群内技术

资源与产品的多样性有利于供应链对市场的快速

响应，缩短前置时间；竞争合作带来的创新优势有

利于供应链各节点核心能力的提升；［７］集群信息系

统和信任关系的建立减少了供应链交易成本。信

息系统是节约交易成本的物质载体，信任关系是节

约交易成本的主观意识。产业集群强调供应链成

员的信息共享和共同参与，但更重要的是信任机制

的建立。［８］

总之，产业集群为供应链“组建—遴选—淘

汰—组建”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优质的生态环境。

２．供应链对产业集群的影响
供应链作为区域间的分工协作网络，对产业集

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供应链注重非核心业务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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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耦合（Ｃｏｕｐｌｉｎｇ）是物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者两种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
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耦合的实质是系统之间及其运动方式的互动。在这里，耦合是说明产业集群与供应链相互嵌

入、相互制约且相互促进的关系，因而伴随着两者的耦合，地区产业的竞争力将得以提升。

本地一体化相对完整的供应链是指整个供应链中某些环节可能缺失，因而在整个系统运作时需要外部企业的协作，是一

个开环的供应链系统。



离，这有利于实现专业化报酬递增，分享全球分工

的优势；有利于降低总交易成本。影响供应链的交

易成本主要有与谈判签约有关的成本、物流成本、

信息成本。供应链联盟很好地平衡了企业形式和

市场交易两种不同的成本，使总的交易成本最低；

有利于降低需求和供应的不确定性。供应链提供

了联合计划与预测、共同促销等方式；［９］有利于减

轻供求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将非合作博弈转化

为合作博弈。［１０］

供应链的发展与完善是产业集群的战略意图

实现的途径和手段。供应链的协作性有利于降低

产业集群中企业交易成本，挑剔性有利于产业集群

内的竞争与合作，动态调整有利于产业集群整体实

力的提升。［７］

比较产业集群与供应链的异同点（如表１），我
们发现，两者分别从区域内、区域间实现了专业化

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节约的动态优化。

表１　产业集群与供应链的异同点

产业集群 供应链

不同点

地域集中性 合约集中性

面对面的非正式交流 基于电子技术的局域网和互联网

主体是相近产业的中小企业群、专业化特征更明显 主体是产业链中的各个知识节点、纵向互补的特征更强

克服了“生产的不灵活” 克服了“反应的不灵活”

企业间竞争 链外企业、其他供应链的竞争

共同点
基于专业化报酬递增的网络经济，基于灵活反应的弹性生产系统，鼓励竞争的治理机制，低成本的信息（或知

识）转换系统。

　　资料来源：根据董敏、倪卫红、胡汉辉（２００３）［１１］，李君华、彭玉兰（２００６）［１０］等综合整理而成。

　　三、耦合的组织性：形式与特征
如果没有供应链特征存在，集群经济会导致组

织内企业生产同质化、无差异的产品，最终的结果

是相互间的恶性竞争和“柠檬问题”的发生；如果没

有集群网络的特点，供应链系统组织会因只有合作

而无竞争而沦为低效率的组织。［１２］因此，一个地区

要想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必须注重产业集群与供

应链的耦合。

１．组织形式
对于产业集群与供应链耦合的组织形式，现有

研究主要着重于在集群特定区域中，拓展供应链的

广度和深度。比如，有学者将之概括为“集群式供

应链”，指在集群特定地域中，存在围绕同一产业或

相关产业价值链不同环节的诸多研发机构、供应

商、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甚至是终端客户等组

织，这些组织都以“供应商———客户”关系，通过“信

任和承诺”的非正式松散方式或契约正式紧密方式

进行连接，形成基于本地一体化的单链式供应链。

该集群地域供应链核心企业的非唯一性和生产相

近性，导致在该地域中供应链的多条性和生产相似

性，并使每条单链式供应链企业不仅内部之间相互

协作，而且不同单链的企业存在着跨链间的协调；

与此同时还游离着大量位于这些单链式供应链之

外、但在集群地域之中的专业化配套中小企业，配

合和补充着这些单链式供应链生产。这样的一个

敏捷性的网络组织系统就是集群式供应链。［１３］

也有学者将这种耦合现象称为“产业集群网络

式供应链”，并从网络式供应链的角度阐释产业集

群就是众多具有分工协作关系的不同规模的企业

和组织机构在某一地域集中，通过相互作用于同一

产业价值链的基础上有机聚合而成的有向网络集

合体，并形成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１２］

２．主要特征
集群式供应链是产业集群和供应链之间的耦

合，是以集群为平台的供应链网络系统，是集群地

域中突破地域限制的供应链网络的集合体。因此，

既有集群网络组织的特点，又具有供应链特征，是

介于层级和市场之间的一种网络组织。［１４］该组织从

纵向上看企业间分工协作高度发达，从横向上看又

是相对完整的供应链。单链内的竞合应该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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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竞争，跨链间的竞合应该是基于竞争的合作。

（１）系统网络化。各企业在合作与竞争中形成
供应链，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又相互作用形成错综

复杂的集群式供应链网。集群中单元企业因高度

专业化分工而与周围企业形成纵横交错的协作网

络。协作网络不仅存在多个传统式线状供应链系

统，而且不同供应链中的每个单元企业是相互联系

的。产业集群内原料供应企业、制造企业、销售企

业、物流服务企业、客户以及其他合作伙伴有机地

联结起来，获取集体竞争优势。

（２）动态竞争性。在产业集群中，存在大量同
类企业，当某一企业丧失其核心优势，就会被其他

同类企业代替，甚至被淘汰。正是这种激烈的竞争

使集群式供应链不断优化。

（３）组织扁平化。强调按业务导向组织管理，
集群式供应链中各企业拥有高度的独立自主权，他

们之间通过协商，共同完成任务。［１５］

３．类型划分
依据不同的划分方法，供应链下的产业集群可

分为：

（１）根据核心企业所处的价值链／供应链环节
不同，可分为以营销企业为核心企业的需求价值链

和以技术研发企业为核心企业的种子价值链。［１３］

（２）根据集群内成员间的规模的差异度和业务
关联度不同，可分为四类：一是低差异、低关联型，

指许多自发自然形成的产业集群的初期所具有的

形式；二是高差异、低关联型，指集群成员彼此关联

协同性差，有核心企业形成；三是低差异、高关联

型，指集群成员专业化分工明确，彼此协同性强，但

没有明显的核心企业；四是高差异、高关联型，指集

群成员专业化分工明确，有核心企业存在，彼此协

同性强。［１６］

（３）根据供应链间的相互关系不同，可分为四
类：一是关联型，指在产业集群中存在着供应链核

心生产企业之间具有废弃物再利用关系的两条或

两条以上供应链组成的网络；二是嵌入型，指在产

业集群中主导产业核心企业的供应链，与其所需要

物流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所形成的两条或两条

以上供应链组成的网络；三是竞合型，指在产业集

群中存在着两条或多条产业相同或相似的供应链

组织组成的网络，是一种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

集群式供应链；四是协同型，指在产业集群中存在

着两条或多条产业相同或相似的供应链组织组成

的网络。但这些供应链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战略合

作关系，合作是常态，而竞争则处于其次地位。［１７］

四、耦合的经济性：功能效应

产业集群与供应链耦合所能带来的经济效应，

其实是由两者的内在特征决定的。因为它不仅具

有地域性的横向集聚网络的特点，还具有供应链特

有的垂直网络优势。

１．互竞功能效应
互竞性表现为三个维度：集群式供应链层面的

互竞、单链式供应链层面的互竞、单个企业层面的

互竞。互竞效应的存在，将迫使集群式供应链系统

的企业进行结构组织重组，由金字塔型向扁平型方

向发展，减少管理层次，加大管理幅度，以适应竞争

的需要。

２．互动功能效应
互动性表现为三个层面：信息流互动、资金流

互动、物流互动。这一方面缩短了企业进入系统的

适应调整期，提高供应链单元企业敏捷性，为企业

的衍生和发展提供了技术、资本、劳动力、企业家能

力和市场拓展等便利条件；另一方面生产技能和管

理经验在系统内迅速扩散，大大降低了新企业的经

营风险。

３．柔性功能效应
柔性表现为四个方面：柔性组织结构、柔性机

器设备、柔性管理和柔性人员素质。集群式供应链

的柔性效应在客观上保证集群式供应链具有“弹性

专精”的特点，为其进行大规模定制化生产创造了

现实条件。

４．规模经济效应
主要包括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

效应。内部规模经济效应，是指由于集群式供应链

中的单个企业随着自身产量的增加，企业长期平均

成本下降，带来企业利润增加的结果。外部规模效

应，是指在同一地域企业共享当地的辅助性生产、

基础设施与服务、劳动力供给和培训所带来的成本

节约。

５．范围经济效应
主要是外部范围经济效应，是指在同一地域，

并且通过分工协作、交流与沟通所引起的成本的节

约。这种分工协作是建立在不同类型的产品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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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因为集群式供应链作为一种能进行大规模定

制化的生产系统，能够按照市场和客户的需求来进

行生产。［１８］

五、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产业集群与供应链耦合的理论研究从２００４年
开始，在这之前，国内研究基本上是对“产业集群”

和“供应链”两个领域进行平行研究，极少有交叉探

讨和耦合分析。［１９］总体而言，理论研究还刚刚起步，

实证分析的文章更少。现有文献对产业集群与供

应链耦合的研究只是一个探索性、方向性、局部性

研究，而不是一个结论性、确切性、全面性研究。就

我们看来，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值得进一步研究。

其一，现有研究主要构建了一个产业集群与供

应链耦合的概念框架，能否试着对具体耦合情况进

行定量分析？乔治华盛顿大学巴格奇教授等

（Ｂａｇｃｈｉ，ｅｃｔ，２００５）在《供应链整合：基于欧洲的调
查》一文中，曾设计一个系统的指标体系，内含信息

共享与交流、决策合作与共享、风险共担、分享技术

文化、组织５个１级指标、２０个２级指标、６９个３级
指标。［２０］可以参考此类文献，构建相关的指标体系，

对耦合具体情况进行深入量化分析。

其二，现有研究主要是管理学者从管理学视角

进行的分析，能否试着从其他理论视角进行论述？

同一个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比如从经

济学视角出发，可以深化对该现象的理解。以报酬

递增为内在逻辑，可以发现无论是产业集群，还是

供应链都兼具专业化分工、交易费用、合作博弈等

理论下的经济性。

其三，现有研究缺少实证分析，能否试着对不

同类型集群与供应链的耦合情况进行探讨？实证

研究方面，仅有黎继子等（２００５）［１９］对苏浙粤纺织服
装产业集群与全球供应链耦合障碍、发展思路和黎

继子等（２００６）［２１］对苏州ＩＴ产业集群与物流园区发
展的耦合进行了案例分析。马库森（１９９６）将产业
集群分为马歇尔式、轮轴式、卫星平台式、国家力量

依赖型四类［２２］。对不同类型的集群进行耦合分析，

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将更有效地指导不同类

型的集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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