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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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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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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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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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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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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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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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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Tf��92�7731m悴考�主业对比

、 精眉庸ぐ主业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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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