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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式产业链变迁的特征、机制与升级路径研究*

——以浙江乐清电气产业40年发展为样本

南智慧

（中共乐清市委党校，浙江 乐清 325600）

摘 要：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乐清民营经济40年的风雨历程。40年来，乐清电气产

业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其产业形态、空间布局、产业体系以及分工体系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在背后推动着？动力主要来自产业链中的各个主体对价值增值的追求和产业升级的强制性约束，阻力主要来自集群产

业链吸引力下降。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的升级，不仅要从国际、国内大背景中去考量，而且要结合乐清电气产业的特

点来推进，必须通过丰富人才资源、融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以及实现优势资源共享等措施加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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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s and Upgrading Path of Cluster Industrial
Chain Change --Taking the 40-year Development of Yueqing Electrical Industry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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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nge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Yueqing Electric Cluster reflect to some extent the 40-year history of private

economy in Yueqing. Over the past 40 years, while Yueqing Electric Industry has been growing steadily, its industrial form, spatial lay-

out, industrial system and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have undergone a qualitative leap. What kind of force is behind it? The motive

force mainly comes from the pursuit of value-added and the compulsory restraint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each main body in the in-

dustrial chain; the resistance mainly comes from the decline of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cluster industrial chain.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Yueqing Electric Cluster should not only be consider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background, but also be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ueqing Electric Industry. It must be achieved by enriching human resources, integrating industri-

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and realizing the sharing of superio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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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浙江省乐清市经济实现了快

速发展，GDP从 1978年的 1.84亿元[1]，增长到 2017
年的947.45亿元，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

下，增长了约514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①。其

成绩背后的驱动力来自哪里？就是大力发展民营经

济。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乐清获得成功，一个极

其重要的因素是持续强化乐清电气产业集群产业链

的价值增值能力。乐清电气产业从“零”起步，到

如今对乐清GDP的贡献率达到32.7%②，其中，中低

压电器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60%以上[2]72，这在实

践上进一步表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结

构变迁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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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变迁的主要特征

（一）产业形态：从“混乱”到“有序”

40年来，乐清电气产业链的发展主要沿着“散

点——单链条——立体”的路径演进。20 世纪 70
年代，因长期在外跑业务，乐清人获悉低压电器需

求量巨大且供应量不足[3]，于是开始寻找“货源”，

主要通过各种渠道收购国有工业企业或者国营五金

商店的低压电器旧货或者积压品[4]，经过简单的加

工之后进行贩卖。随着业务量的不断扩张，很多供

销员开始仿制生产低压电器产品，此时的产品相对

零散，这个发展阶段并未形成产业链。到了20世纪

90年代，因“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导致发生重大的

安全事故，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采取了高强度

的“打假”行动③，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对优质企

业进行扶持，一批骨干企业快速完成原始资本积

累。在此基础上，通过产业结构的“洗牌运动”
④，正泰、德力西、天正等企业相继组建了集团公

司，主攻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和成品组装，非核

心零部件由其他合作企业代工，产业链条逐渐成

熟。在整个产业链形成过程中，关联度较高的行业

相互之间形成一种互为支撑的协作关系，产业间具

有较强的支撑能力，譬如，物流与乐清电气产业之

间的关系。除此之外，通过互联网技术在生产体系

中的广泛应用，对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带来颠覆式影

响，逐渐演化出由扁平式的分散式生产，分布式制

造将成为未来重要的生产方式，产业链将变得错综

复杂。目前，正处于“单链条”发展阶段向“立

体”发展阶段过渡时期。

（二）空间布局：从“分散”到“集群”

20世纪60年代，为响应中央号召⑤，全县陆续

办起了修建社、鞋业社、成衣社等社队企业，产品

涉及小五金、小电器、小塑件等行业。地域几乎覆

盖全境，连地处偏僻的乡镇也不例外，如镇安公社

临黄大队创办的五金厂[5]。因社队企业发展迅速⑥，

众多农民开始创办家庭作坊，此时乐清电气产业的

空间布局比较分散，整个产业尚未形成集约集中发

展的态势，随之带来了规模不大、环境污染、假冒

伪劣泛滥等一系列问题。改革开放大闸开启之后，

沿着 104国道线，乐清规划和建设了数十个工业园

区和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乐清经济开发区），主要

分布在柳市、北白象、乐成等镇街[6]，已经完成原始

资本积累的企业逐渐向这个区域集中，形成了“工

业走廊”。于是，具有信息传递快速和交易成本低廉

优势的电气产业集群得到快速生成和发展。然而，

从产业集中发展的角度来看，仍属于低层次的“小

企业群生型”模式⑦，呈现出产业结构同质化、企业

规模偏小化，分工协作人格化特征。

（三）产业体系：从“传统”到“现代”

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乐清电气产业体系正在

由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低”⑧的传统产业体系向

“三高”⑨的现代产业体系演进——企业之间的竞争

从依赖数量的竞争演化为依赖创新的竞争[7]，现阶

段，重点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智能电气和绿色电气

两条产业链。从创新方式来看，乐清电气集群产业

链的创新和升级与发达国家或地区有着明显的不同

之处，发达国家或地区基本上走的是以原始性创新

或集成创新为主的创新组合道路，即高质态的产业

链创新与升级道路[8]，而乐清走的是以引进、消化

吸收与再创新为主的创新组合道路，即低质态的产

业链创新与升级道路，这条道路更加符合乐清电气

产业的实际情况。

（四）分工体系：从“国内”到“国际”

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从参与国内分工逐步向融

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演进，20世纪 70年代，国

营工业电气企业一般只销售整机而不销售零配件，

这给乐清人参与低压电器零配件的生产与销售提供

了很好的机遇。之后，上规模的企业开始从事整机

组装，产品涉及输配电设备、通信设备等。同质化

的生产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为了跳出低端产业

价值链的闭环，龙头企业主攻市场策划、产品设

计、技术开发等附加值高的环节，非核心业务逐步

外包给协作企业。为了提升乐清电气产业的整体竞

争力，乐清电气产业凭借持续稳定且表现优异的集

聚效率主动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能够与西门子、

施耐德、ABB等世界著名低压电器企业巨头进行竞

争。当前，全球产业链出现了与“微笑曲线”和

“反微笑曲线”不同的新趋势，随着智能化生产的

价值创造能力提升[9]，“微笑曲线”趋平，关键增值

环节集中于标准规则制定、智能制造和个性化集成

三个阶段。发达国家掀起再工业化浪潮，导致高端

产业价值链在发达国家内部、低端产业价值链在后

发国家内部形成两个独立闭环，乐清电气产业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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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寻求突破。

二、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变迁的机制

（一）动力机制

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的变迁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主要的推动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产业

链中的各个主体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与其他

主体发生持续的交换关系，使产业链中各个主体共

同享有成本降低的好处；另一方面，产业链中的各

个主体在利用好外部的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受到外

部环境的制约，在约束中使自己得到不断的完善与

提高。

1.内部动力机制：价值增值的追求[10]

产业链中的各个市场主体都能够相互协作构成

一个整体[11]，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

目标，就是用更低的成本、更高的质量、更便利的

方式满足消费者不断改变的需求。乐清电气产业发

展之初，电气制造企业主要专注于生产制造这一环

节，产业链的其他环节⑩并未得到重视。之后，制

造企业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出现了“生存危

机”，主要原因是效益好、门槛低，大量制造企业

涌入这一领域，于是，很多电气制造企业开始寻找

出路。路在何方？产业链的其他环节逐步进入电气

制造企业的视野，产品设计、物流和供应链的管理

以及营销网络体系等在电气制造企业内部开始兴

起，电气产业链得到延长和完善，推动整个电气产

业趋向成熟。主要表现在：第一，联盟和模块化，

为了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电气制造企

业将非核心的环节进行外包，于是，作为独立而又

有联系 ⑪ 的协作企业在产业链中应运而生。譬如，

设计、物流、营销等，制造企业逐步专注于核心环

节的研发和制造。第二，组织惯性 [11]62 -63 的出现，

产业链内部规模相当的制造企业自觉或者不自觉的

采用相似的营运模式。譬如，正泰集团开发了昆仑

系列低压电器产品，德力西集团和人民电器集团相

继开发了领航者系列和赢领系列低压电器产品。第

三，“创新平台+高端人才”有效激发了企业的创造

力，一是搭建各类公共创新平台，譬如，乐清市科

技孵化创业中心、国家低压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乐清工业设计基地等相继投入使用。二是建

立高端人才进入企业的制度优势来吸引高端人才，

譬如，从住房方面来看，只有人才进入企业工作才

能申请人才大厦的住房。

2.外部动力机制：产业升级的强制性约束

经过40年的发展，乐清电气产业虽然在全国具

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依然未能跳出低端困局，产

业升级应运而生。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生态承载能力到达极限，经过几十年粗放型发

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生态环境却遭到了严重破坏，极大的降低了人民群

众的幸福指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近些年来，乐

清市委、市政府通过“腾笼换鸟”策略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一方面，整合了重污染企业，通过建设环

保产业园区和酸洗集聚区促使金属表面处理和线路

板加工企业等重污染企业实现入园生产；另一方

面，强制淘汰了落后产能。长期以来，大荆镇的铸

造产业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其

带来的粉尘等污染给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不

良影响，乐清市委、市政府决定全面淘汰铸造产

业，据统计，全市 100多家铸造企业全部被关停拆

除。第二，产业政策的引导与支持，为了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乐清市相继出台了《2014年度乐清市“机器换人”

工作实施方案》、《关于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工业机

器人)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技术

改造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措施，重点支持企业技术

改造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业（工业机器人）的推广和

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资料显示，2017年高新

技术和装备制造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114.35 亿元和

149.21 亿元，分别占全部规上工业的 70.8% 和

72.4%[2]71。第三，需求结构的持续升级，加剧了产

业链不同价值要素的竞争，有效提升了乐清电气集

群产业链的竞争力。最接近终端市场的制造企业依

据用户需求的变化，对最终产品进行新的设计，并

将新的设计标准信息传递给产业链的中上游企业，

零部件制造等中上游企业必须快速调整生产工艺以

适应新的设计标准，否则，将面临淘汰出局的

风险。

（二）阻力机制

各个市场主体对价值增值的追求是乐清电气集

群产业链变迁的内在动力，假设只是存在动力的作

用，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的规模就会无限制的扩

张。然而，实践表明这种现象是不会出现的，因

此，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在变迁过程当中还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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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机制。

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集群内要素

成本上升。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从空间来看，主

要分布在柳市、北白象、乐成、翁垟等镇街，生产

要素持续的向这些区域集聚提升了要素价格，尤其

是土地价格，使得市场主体追求的价值增值无法得

以实现 [12]，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的吸引力开始下

降，从而引发部分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退出乐清电

气产业或者向乐清之外的地区转移，以寻求新的价

值增值的源泉，此时，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规模逐

渐变小，甚至可能出现衰退。另一方面，“搭便

车” ⑫ 现象普遍存在。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在发展

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且稳定的关系网

络，与集群之外的企业，尤其是行业顶尖企业之间

缺乏交流 ⑬ ，很难得到乐清区域之外的知识和技术

的扩散，导致技术创新的速度缓慢甚至停滞。再加

上，目前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知识产权维权还是

“赔本买卖” ⑭ ，所以，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中的

很多企业会采取模仿创新的发展道路，很多企业未

掌握核心技术，仅仅是低水平的重复式生产，降低

了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的吸引力。

三、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升级的实现路径

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升级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

统工程，需要凝聚政府、企业、市场三者的力量以

共同完成这一战略目标。

（一）需要持续丰富“人才资源”

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成功升级的关键在于拥有

一批人才资源[13]，乐清市委、市政府在大力度引进

各类创新人才的同时，要充分挖掘丰富的“乐商资

源”，各个地方都在抢夺稀缺的企业家资源，一个重

要的原因是企业家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从事创新活

动。如何破解“人才资源”难题？第一，以“最多

跑一次”改革为切入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降低

企业的运行成本。第二，各种激励政策（产业政

策、人才政策等等）要简洁且实用，做到“看得

懂”、“拿得到”。第三，充分发挥好现有公共创新服

务平台引领作用，为创新工作的实现持续注入新的

能量。第四，在巩固“零配件配套优势”和“物流

优势”的基础上，强化创新优势以吸引企业总部的

集聚。第五，通过高质量高水平的城建项目建设增

强城市魅力，使得人才能够“有去处”、“留得住”。

（二）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高度融合

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中每一个企业转型发展所

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解决，需要突破

固化的思维模式——总是期望通过银行贷款来破

解，更为有效的路径是：第一，由政府牵头建立健

全中小微企业的再担保体系，每年安排一定数额的

财政性资金设立中小微高科技企业贷款保证保险基

金，并保持一定比例的增长。第二，大力提倡和推

动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前者主要针对处于创业期

的中小微高新技术企业，后者主要针对处于成长期

或者扩张期的中小微企业。第三，持续推动中小微

成长型高科技企业进入新三板市场。

（三）实现优势资源的共享

从企业角度来看，在整个产业链中具备核心竞

争优势的企业，应该加快打造供应链管理的合作平

台，强化对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资源的掌控能力，

吸引不同行业的协作企业积极参与，将自身的供应

商、制造商和经销商等资源进行整合，达到共生、

共赢、共享的目的。从政府角度来看，一方面，应

该重点打造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解决产业的共性问

题；另一方面，要搭建产业集聚平台，进一步提升

产业的集聚效应以实现交易费用的下降和信息交流

的加快等目的。此外，要鼓励和支持乐清电气集群

产业链中的核心优势企业加快平台化发展。

40 年来，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实现了从“低

端”向“中高端”的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创新人

才“难引”、“难留”，创新资金来源渠道狭窄，创

新平台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等新问题日益凸显，降

低了乐清电气产业集群的吸引力。探讨乐清电气集

群产业链的进一步升级，除了重点破解以上问题之

外，还需要注意把握好两个问题：第一，必须要把

它放在国际大趋势以及国内大环境去考量。从国际

范围来看，智能制造已成为大势所趋，2009—2012
年美国、日本和德国相继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日

本再兴战略和工业 4.0，其共同点是“智能+网络

化”的高端制造的兴起。著名学者郎咸平认为，如

果工业 4.0在全球铺开，成本将下降 40%左右，中

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也将失去。因此，必须要将

智能制造融入到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当中。从国内

范围来看，生态资源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依靠

投资和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没有成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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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全国GDP从1978年的3 678.7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1万亿元，增长了约210倍。

② 乐清改革开放四十年（1978-2017），乐清市统计局编，根据第19页、第95页、第99页和第113页数据进行计算。

③ 以1990年5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技术监督局等六部局《关于温州市乐清县生产和销售无证、伪劣产品的调查

情况及处理建议》的通知为标志。

④ 1994年，柳市产业集群的大地震终于开始。一批重点骨干企业在完成原始积累的基础上，注重规模效应和资本扩张经营，

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以名牌产品为依托，以销售网络为纽带，开始大规模兼并中小企业，组建集团公司。当年 2月 2日，

柳市乃至温州第一个企业集团——正泰集团挂牌成立，通过参股、控股、投资等方式，正泰集团迅速兼并并整合了48家低

压电器企业，成为首家企业集团。德力西、天正等企业也相继组建了集团公司，仅 1996年柳市镇就组建了 20家集团公

司，较好地解决了资金、技术、人才、厂房等问题，规模效益一再凸显。

⑤ 1962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提出“以粮为纲，粮畜并举，多种经营，全面发

展”的生产方针，毛泽东主席指示，把各行各业都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的大学堂。

⑥ 据统计，1978年全县有社队企业334 家，从业人员14 003 人，总产值3 836 万元。

⑦“小企业群生型”模式，即主要以横向分工(同质产品+专业市场)与简单生产链纵向分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形式。

⑧“三低”是指低技术、低知识、低附加值。

⑨“三高”是指高技术、高知识、高附加值。

⑩ 产业链的其他环节，是指除了生产制造之外的其他六个环节（产业链，即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运输、订

单处理、销售批发及终端零售共7个环节。）。每个环节对最终成品的价值存在很大的差异，产品设计和订单处理及销售批

发所占产品附加值是最高的，原料采购和仓储运输所占产品附加值亦十分重要，而生产制造这一环节的产品附加值则是最

低的，所以，懂得如何争取每一个环节的最高价值就是制造业成功的关键所在。

⑪ 作为市场主体，与电气制造企业之间保持独立的关系；作为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与电气制造企业之间保持着协作。

⑫ 搭便车是指模仿创新企业的创新成果。

⑬ 这里主要指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

⑭ 譬如，浙江中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每年投入的知识产权打假维权费用150万元，通过打假维权能够回收的资金不足50万元。

⑮ 多：企业数量多；小：企业规模偏小；低：产品档次偏低；散：企业布局散；乱：竞争秩序乱；活：机制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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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需要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二，必须

要根据乐清电气产业的特点来进行。乐清电气产业

的特点是“多、小、低、散、乱、活”⑮ ，因此，

乐清电气集群产业链的升级不能仅仅依靠做大单个

或少数企业，而是要通过“做专、做精”众多的中

小微企业来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做强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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