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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位商的产业集群集聚度研究
———以我国纺织产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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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集群是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它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采用区
位商法对我国纺织企业的产业集群集聚度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产业集群内纺织企业的经济效益持续增长，经济

发达程度在推动产业集群的兴起与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用纺织行业工业产值计算的区位商是判别我

国纺织产业集群集聚度的一种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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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区域经济发展有三大理论支柱，即经济增长极理论、园区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这三种理论分别

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思路。产业集群是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它在推动

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研究的焦点。产业集群（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主）中，大量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
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具有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１］。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 １９９０ 年出版的
《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正式提出产业集群的概念，波特认为产业集群是指在既竞争又合作的特定领

域，彼此相关联的公司、政府、其他相关机构（如大学、职业培训机构、行业协会等）的地理集聚体［２］。

从本质上讲，产业集群是为了创造竞争优势而产生的，而且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空间架构。

因此，利用产业集群重构我国纺织行业产业空间结构既是行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提升我国纺织产

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从产业集群的发展实践看，集群是在相关产业链环节上企业之间竞争与合作的空间集聚现

象。产业集群的核心是基于产业链关系的企业相互之间能够实现联系与合作，进而形成企业网

络。与市场交易中离散的、随机的买卖双方相比较，在空间上接近的企业或机构之间更容易建立

起信任和协调的交易关系。首先，产业集群延伸了集群内相关产业的产业链，企业生产过程中的

研发、试验、评估、生产、销售、流通等环节都进行了精细的专业化分工，从而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

其次，相关资源能够在集群内部进行合理分配，这有利于缩短交易时间和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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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信息能够快速及时地在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得以交流，从而使得企业的生产过程更加有效与合

理。最后，集群效应推动了集群内部各中小企业的快速成长，这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产

业集群的聚集效应使得生产同一类型或同一种产品的相关企业聚集在特定地区内，从而有助于降

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

二、相关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群相关问题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日趋增多，且研究成果展

现出诸多有益见解。国外学者 Ｍｏｒｏｓｉｎｉ认为，企业与集群内各种公共机构平台通过组织之间的合
作与互动实现了集体学习行为，这种行为有利于集群企业共享散布在集群中的关键技术和商业知

识，而且有利于促进集群企业间的技术转移［３］。ＭｏｌｉｎａＭｏｒａｌｅｓ 等对西班牙传统制造业集群内 ２８８
家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虽然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同质性，但是各企业建立了

自己独特的网络关系，这些独特的网络关系使得集群内企业对共享性资源的利用程度不同，这些

差异性可以解释各企业创造价值的不同［４］。Ｏｍｏｋａｚｕ 等对日本的三个产业集群进行了调查，并验
证了三种合作关系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垂直合作关系对企业成长

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而与大学、跨产业经营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对企业成长具有积极效应［５］。

Ｋａｎｄａ 和 Ｄｅｓｈｍｕｋｈ 的研究表明，协调好集群企业的供应链资源能够降低企业的库存成本、制造成
本和运输成本，并有利于提高企业在所处区域的竞争力［６］。Ｓｉｒｍｏｎ 和 Ｈｉｔｔ 研究发现，集群企业会
选择一系列资源来支持其经营活动，当企业所选择的资源与自身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后，这将有利

于企业获得行业领先位置［７］。

我国学者对产业集群效应也进行了大量研究。目前，我国纺织工业应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

了两个市场，国内市场约占 ８０％，国际市场约占 ２０％。一些纺织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实现了从
加工贸易、ＯＥＭ 贸易到拥有自主品牌的转变，进一步优化了我国纺织工业的产业链结构［８］。顾志群

等从核心技术、集群文化与市场营销三个方面对集群绩效进行了衡量，并设计了评价指标体系模型，

采用二级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将评价指标予以量化，由此对中小企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进行了评价［９］。

罗国勋等分别从产品结构、市场竞争力等角度，对依托企业集团的小企业集群、中卫型小企业集群、空

间集聚小企业集群、市场型小企业集群和网络式小企业的集群绩效进行了分析论述［１０］。卞继红基于

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绩效棱柱的思想和方法，构建了产业集群综合绩效评价系统，并从利益相关者

满意、战略、流程、能力和贡献五个内在相互匹配的维度对产业集群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设

计［１１］。宁军明认为，要提高产业集群绩效和促进集群发展，除了培育良好的外部环境之外，更重要的

是要不断优化集群结构与改善治理质量［１２］。姜鑫和罗佳研究发现，中国工业产业集群在结构、行为

与绩效三方面还没有实现协同发展，每一产业集群在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方面发展欠佳［１３］。吴义杰、

何健指出，在产业集群的衰退期，某些关键因素的改变导致了集群的衰亡，因此在产业集群进入成熟

期后，企业必须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中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开拓新的市场空间［１４］。传统产业集群的

升级和转型，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和发展是中国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最紧迫而重要的问

题，而解决上述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构筑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１５ １６］。黄建康和蒋伏心认为，产业的集

群化发展是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路径。王娇俐等认为，产业集群升级研究

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从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外部拉动机制转向产业集群升级的内在动力机制［１８］。蔡

绍洪和陆琳认为，产业集群的动态共生稳定条件取决于集群企业博弈收益差距程度、实现自身收益变

化方式等因素［１９］。

从现有文献来看，大多数学者从主观方面对产业集群的集聚度进行了研究，但对纺织企业产业集

群的数据分析及定量方法应用性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纺织产

业集群的实际情况，对产业集群集聚效应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对我国纺织产业集群现状进行描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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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运用区位商法对全国各地的纺织产业集群进行量化，对产业集群的集聚程度进行排序；最后，对各

个地区的产业集群现状加以比较，并根据具体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三、研究设计

（一）现状分析

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 之后，纺织产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参与竞争。由于集群产业比单个公司竞争
更为有效，因此加强对纺织产业集群的研究有利于促进纺织产业集群的优化与升级，这对我国纺织业

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纺织产业是中国传统的优势产业，具有最为完整的产业链条，从原材料种植到产品加工，纺织业

每个环节的比较优势都很明显。我国纺织产业集群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长江

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三角洲为主，特别是集中分布在山东、江苏、福建、浙江、广东这五个省

份，总体上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强北弱”的特点。根据中国纺织经济信息中心的统计，山东省诸城市

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男装名城”，山东省王台镇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纺织机械

名镇”，江苏省金坛市被中国纺织协会授予“中国出口服装制造名城”，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被中国纺

织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童装名城”和“第六批纺织产业集群试点地区”，等等。近年来，随着东南沿海

纺织行业面临的转型升级压力不断加大和中西部经济的快速崛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纺织产业的生

产规模在趋于稳定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新的产业定位：一方面加快产业水平的提升、发展；另一方面加

速向内陆梯度的转移，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相继形成了一些纺织产业相对聚集地，其中有些还是起点

较高的纺织产业集群区域［２０］。我国纺织产业集群的区域分布情况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我国纺织产业集群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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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为基础，以吸引东南沿海纺织产业梯度转移为目标的专业化、新型综合产业园区。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西安现代纺织产业园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纺织产业基地”，成为全国第十批纺织产业

集群试点地区中被新授予的五个基地之一，也是全国 ２８ 个纺织产业基地中唯一一个在西部地区的基
地。在国务院最近批准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中，西安现代纺织产业园区被首次列入重点建

设项目［２１］。纺织工业是陕西经济发展中传统的和重要的民生产业，也是竞争优势比较明显、发展相

对快速的产业，但长期以来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也日渐凸显，原有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模式已无法

适应政府规划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另外，大量东部沿海纺织类企业也面临着要素制约加剧、成本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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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快、竞争优势减弱等问题。由此可见，新型产业园区承接纺织产业转移可谓是“顺势之举”。

与此同时，建设中的咸阳新兴纺织工业园被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授予“全国纺织产业转移试点

园区”称号，日本伊藤忠公司、正邦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美特斯邦威集团（集团区域总部中心）、

埃迪蒙托居室用品有限公司（家纺产业项目）等四户重点招商项目已签订入园协议，四个项目总投资

达 ６０ 亿元，可提供就业岗位 １ ８ 万个，建成后年产值可达 ２００ 亿元。另外，国内著名企业杉杉集团、
雅戈尔集团等也有投资意向。延长的纺织工业园产业链为加快颇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建设进程奠定了

基础。咸阳新兴纺织工业园在积极承接东部纺织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加快了在纺织服装产业后加工、

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商贸流通等方面的发展，不断扩大、提升合作领域和层次，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形成了从纺纱织布、印染、服装设计加工到销售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极大地带动

了咸阳纺织企业做大做强。

自 ２００２ 年我国纺织产业集群开始试点后，纺织业工业总产值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９６２６ 亿元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０８３９ １６ 亿元。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１１ 月，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１０ ５％，增速
较上半年提高 ０ ６ 个百分点，纺织行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５ ７％，较上半年提高
了 ０ １ 个百分点［２２］。据统计，“十一五”期间，中部和西部的纺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分别达

到 ４１％和 ２７ ５％（高于东部 １０ ３％的增速）；中部和西部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速分
别达到 ２７ ８％和 ２５ ９％（高于东部 １６ ６％的增速）。“十二五”期间，纺织行业的整体布局将继续西
进。预计“十二五”期间，纺织行业将基本形成发挥东部、中部和西部各个区域优势的产业布局体系，

纺织业经济总量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的分布情况将得到明显改善。到 ２０１５ 年，中部和西部
地区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行业的比重将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７％提高到 ２８％ ［２３］。产业集群的形成

与发展能够使区域纺织业的外部经济规模和配套能力不断增强，并能带动集群内外的合作与竞争，从

而有利于获得较大的区域经济效益和不断提升盈利能力。纺织业发达省份的成功实践证明，发展产

业集群已成为区域纺织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研究方法

在区域层面产业集群的评价研究中，识别产业集群的方法主要有波特案例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

法和区位商（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ＬＱ）法。波特案例分析法需要依赖于专家的主观判断，这限制了客观
性数据的收集；投入产出分析法是基于以往资料和数据所进行的分析，它在反映产业的动态变化方面

有一定局限性；区位商法是西方国家识别产业集群的主要方法，是辨认产业集群的常用工具，用区位

商法计算的集群集聚度能够反映区域主要产业特性，而且数据比较容易获得、计算方便。因此，本文

采用区位商法，以我国纺织行业为例对产业集群集聚度进行实证分析。

区位商是评价区域优势产业的基本分析方法，它指的是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地区工业总

产值中所占比重与全国该部门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之间的比值。区位商法是产业效

率与效益分析的定量工具，是一种较为普遍的集群判别方法，其用来衡量某一产业在特定区域的相对

集中程度。一般来讲，ＬＱ ＝（Ｅｉｊ ／ Ｅｉ）／（Ｅｋｊ ／ Ｅｋ），其中 Ｅｉｊ指 ｉ地区产业 ｊ的工业产值，Ｅｉ 指 ｉ地区工业总
产值，Ｅｋｉ国家 ｋ 产业 ｊ的工业产值，Ｅｋ 指国家 ｋ 的工业总产值。通过计算某一区域产业的区位商，可
以明确该区域在全国具有一定地位的优势产业，并根据 ＬＱ 值的大小来衡量其专门化率，ＬＱ 值越大，
专门化率也就越高。当某一产业的 ＬＱ 值大于 １ 时，则表明该地区该产业具有良好的比较优势，同时
也显示出该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某产业的 ＬＱ 值越大，则说明该地区该产业的比较优势越显著，
竞争能力也就越强。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假设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１ 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并选取了全国 ３１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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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行业规模以上的纺织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同时，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 １：经济发达地区存在明显的纺织产业集群现象。
假设 ２：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纺织产业集群现象不明显。
（二）产业集群度分析

表 １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我国各地区纺织行业的区位商

地区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地区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浙江 ２． ６５８ ２． ７３４ 新疆 ０． ４０５ ０． ３４３
山东 １． ６８９ １． ６２ 青海 ０． ３４８ ０． ３２
江苏 １． ５８７ １． ６ 上海 ０． ３３７ ０． ３０４
广东 １． ４１ １． ３５２ 广西 ０． ３０５ ０． ２８３
天津 １． ３２４ １． １６４ 西藏 ０． ２９７ ０． ２５６
福建 １． ２２１ １． ２６６ 陕西 ０． ２７４ ０． ２５８
宁夏 １． １３１ １． ２１７ 辽宁 ０． ２４５ ０． ２５３
湖北 １． ０７２ １． ０７１ 吉林 ０． １３４ ０． １４６
江西 ０． ９１８ ０． ９３４ 北京 ０． １２８ ０． １３４
河南 ０． ９０６ ０． ８８５ 黑龙江 ０． ０８１ ０． ０９５
内蒙古 ０． ７７７ ０． ７６５ 甘肃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９
河北 ０． ７６６ ０． ７４８ 山西 ０． ０６ ０． ０５
四川 ０． ６６ ０． ６４９ 海南 ０． ０５９ ０． ０７８
安徽 ０． ５８ ０． ５７３ 云南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３
湖南 ０． ５４２ ０． ５５３ 贵州 ０． ０３ ０． ０２６
重庆 ０． ４５２ ０． ４７６

　 　 注：区位商结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所得。

　 　 本文采用纺织行业工业产值来
表示区位商（ＬＱ 系数），并对计算
结果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对纺织

业的产业集群集聚度进行分析。采

用纺织行业工业产值计算的 ３１ 个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纺织业区位

商如表 １ 所示。若某地区的区位商
大于 １，则说明该地区的纺织产业
存在集群现象；反之，则说明产业集

群现象不明显。从表 １ 可以清晰地
看出，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

湖北、广东、宁夏 ８ 个地区在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区位商均大于 １，这
说明这些地区的纺织产业存在明显

的产业集群现象，而其余各省市的

纺织产业集群现象则不明显。也就

是说，江浙一带、珠三角以及环渤海

等几大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纺织产业

集群程度明显，其中浙江省的区位商指数最高，说明浙江省的产业集群集聚度最明显。区位商较低的

地区是甘肃、云南、贵州、海南、山西、黑龙江，说明这几个地区的纺织企业产业集群程度较低。

　 图 ２　 ＬＱ系数分布图

为了更清晰地比较全国各地纺织企业的产业集群现象，本文选取

了 ＬＱ 大于 ０ ５ 的省份，按照 ＬＱ 值从大到小进行降序排列，得到如图 ２
所示结果，蛛网从内到外表示产业集群的集聚程度逐渐增强。从图 ２
可以看出，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宁夏这 ８ 个地区的
产业集群集聚度较高，ＬＱ 均位于蛛网高位分布区，而其余各省的产业
集群现象也已初步显现出来。

基于区位商的产业集群聚集度计算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即经济

发达地区（如江浙、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等）存在明显的纺织产业集群

现象，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如贵州、甘肃等省份）的纺织产业集群现象

并不明显，这与中国的实际是相符合的。同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

达程度是影响产业集群形成以及产业升级等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中国纺织产业为例进行了产业集群识别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纺织业在江浙一带、

珠三角以及环渤海几大区域，特别是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宁夏这 ８ 个地区已经形
成了明显的产业集群带，产业集群内的纺织企业经济效益持续增长。区位商（尤其是用纺织行业工

业产值计算的区位商）在识别中国产业集群现象方面是合理和可行的，且检验结果与实际相吻合，这

说明在产业集群的兴起与发展方面，经济发达程度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由此可以说明，用纺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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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业产值计算的区位商是判别中国纺织产业集群集聚度的一种有效方法。

实践证明，纺织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可以有效促进园区内企业的不断壮大，带动区域纺织业工

业总产值的不断增加，这对推动行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目前状况来看，我国纺

织产业的集群集聚度仍然不够，东部、中部、西部各地区之间的分布很不平衡，为此，经济欠发达地区

应该在自身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适时吸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成功的经验，提出适

合当地纺织企业发展的对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在科技进步、品牌建设、产业转移等方面实现

全面升级，从而更好地实现中西部与东部产业集群的过渡与衔接。

（一）搭建产业平台，科学引导产业聚集

作为政策措施的制定者，政府应在产业发展方面尽量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充分发挥自身

在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地方政府应以现有的以及新兴的纺织产业集群为前提，制定相关的计划与

措施，实现东西部纺织产业集群的良好衔接，科学引导纺织企业进行产业聚集，增强集群内部企业总

体生产能力，扩大集群的影响力。政府在对待纺织产业集群园区建设方面要区别对待，尤其应对西部

经济比较落后地区在资金、人力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二）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聚集度

各个地区应当根据掌控的资源实际情况，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依靠产业集群来提高纺

织产业发展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意识，在遵循产业集群形成、发展、升级的规律

基础上，把握各个阶段的特点，对纺织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及时分析，促进产业链的

有效调整和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更好地实现从单一的行业模式向产业集群的过渡。

在东部地区，产业集群比较成熟的地区（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要用高新技术来

改造传统的产业，提升现有纺织产业集群的水平，培育东部沿海地区的特色品牌，注重质量和品质的

提升，提高品牌贡献率；发展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技术性强的、附加值高的纺织产业，地方政府

要对东部地区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纺织产业转移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鼓励与支持。在中部地区，已

建立纺织工业园区（西安现代纺织产业园区、重庆市涪陵区龙桥工业园区）的地区要引进大批纺织企

业入驻，积极发展县域、镇域的特色纺织经济，合理配置要素资源，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承接东部地

区的产业转移，加强新型基地或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培育出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的优势主导产业，吸

引同类及关联度较高的企业向基地或园区集中，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升级。在西部地区，要充分发

挥劳动力、原材料、土地、能源等优势，在产业集群试点地区实行节能降耗、绿色生产等工作，积极发展

棉纺、毛纺、丝绸等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发挥产业集群的内生动力，力争赶超中东部地区。

（三）依靠技术创新，提升企业竞争能力

政府应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部分优势纺织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

重；支持纺织企业参与国家科技计划和重大工程项目，促进先进技术在行业内的有效推广应用；鼓励

纺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强合作，加强产学研用联合，提高协同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之上使企业的盈

利能力得到极大提升，进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四）加快品牌建设，推动产业升级

首先，企业要制定品牌发展战略，增强自主品牌的创建意识，提高品牌在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

各个环节的整合能力。其次，应充分开发品牌无形资产，通过引进品牌资产来实现品牌的扩张和延

伸。最后，应加快推进我国纺织企业的品牌化进程，开展纺织品牌企业创建工程，提高企业的市场影

响力，进一步推动产业集群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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