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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初，纯白晶莹的雪花漫天飞舞，这是我们的收获季节。
我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40535027）的最终成果将要陆续出版了。
在科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了三本书，包括《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王缉慈等著）、
《全球化、集群转型和创新型企业一以中国自行车产业为例》（梅丽霞著），以及《产业集群合作行
动》（林涛著）。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花卉业的全球化和地方集群创新》。
四本书在研究视角、概念和写作风格等方面并不统一，而是各具特点、相互补足。
为使大众能够看懂，由王缉慈主笔的《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在理论综述方面省去
了很多笔墨，尽量深入浅出，少了枯燥的教条，多了生动的实例，可以作为入门读物。
《全球化、集群转型和创新型企业》在全球化波动和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方面着墨较深，并力图把一个
产业（自行车产业）的创新道路说透，其寓意是需要仔细回味的。
《产业集群合作行动》则可望对集群的发展实践提供帮助。
尽管该书的理论性比较强，但这正是我国集群政策所需要的。
只有在理论上把行为主体的合作行动论述深透，才能正确地去实践。
《花卉业的全球化和地方集群创新》则建构了一个产业集群创新的系统性分析框架（NRCE模型）：
网络（Network）一资源（Resource）一能力（Capability）一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并对产
业集群的创新逻辑进行了论述，并以花卉产业集群为例进行了深入探讨。
后三本书正好补充了《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一书在文献综述，以及在集群政策和
规划方面论述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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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的花卉业起步、发展都滞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市场模式和新品种研发。
不过，广东顺德陈村的花卉产业，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
之所以典型，一是，陈村具有千年底蕴的花卉种植历史和源远流长的地域花卉文化；二是，陈村坐落
于广州顺德市，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哨地，一方面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和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具备
承接海外产业转移的条件；三是，陈村花卉业集群是典型的台商嵌入，并与本地花卉企业良性互动竞
合，发展得比较成功；四是，陈村花卉产业集群所依托的花卉世界园区的运作比较成功，运作模式值
得研究和推广。
鉴于以上原因，本书以陈村花卉业为主要案例来分析全球产业转移下的集群创新。
     本书不但对经济学、管理学、经济地理学和农学等相关学科的专业研究人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
且对于政府领导者、花卉企业管理者，尤其是致力于花卉产业园区研究和运作的有识之士都具有重要
的阅读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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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攻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与企业发展。
在世界500强企业从事供应链管理工作3年多，宁波市政府发展研究规划院从事产业发展与投资研究工
作2年多，主持和参与地方政府研究课题约15项，其中2项获市级优秀调研成果奖；主持和参与国内企
业集团的战略咨询项目5项。
目前已发表各类学术论文22篇，在《科学学研究》、《经济管理》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的代表性文章
有：“产业集群创新：NRC分析框架——三个不同案例的分析”、“集群内知识流动的空间不均衡性
”、“高科技产业集群与传统产业集群创新差异研究”、“网络结构、关系互动对创新活动的影响—
—苏州IT产业集群案例分析”、“地方能力与集群创新的共同演化——陈村花卉集群案例分析”、“
信息网络、联结能力与创新绩效——传统产业集群实证分析”等。
作者目前是北京、宁波等地中小企业的发展战略咨询顾问、宁波市科技特派员团队成员。
　　李萍，笔名李珈汶，女，1980年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
2009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城市与经济地理系，获硕士学位，师从产业集群研究专家王缉慈教授。
曾在《中国花卉报》担任记者，发表百余篇涉及全国多个城市的花卉产业发展、城市园林建设等方面
的新闻作品。
目前就职于上海种业集团上海市花卉良种试验场。
在《资源科学》、《广东农业科学》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篇，代表作品有：“技术集成创新与
陈村花卉产业集群演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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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专业市场的地理指向性。
专业化市场是指以若干现货批发市场为主，集中交易某一类具有较强互补性和互替性商品的场所以及
在此场所中发生的交易关系的综合，是一种大规模集中交易和坐商式的市场制度安排，是批发商在空
间上的集合。
专业市场有利于企业减少营销费用；有利于提供行业信息，为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新产品提供决策
依据；有利于鼓励市场竞争，推进技术创新。
　　（3）同时，专业市场也是花卉产业集群结构的核心组件。
一是，花卉是鲜活的生命体，其生长过程是连续的，作为观赏性奢侈品，鲜活度是销售商的利益保障
，这注定了产销无法完全分离，贸易商或销售商也要介人生产环节，要么以给生产者指导、提建议的
方式，要么以自己进行后续养护的方式。
这些特点都使得花卉产业集群要围绕市场形成。
二是，专业市场（包括荷兰及中国台湾的拍卖市场、美国的网络市场等）均存整个运作模式中扮演极
为关键的作用。
可以说，花卉产业集群的要义就在于以消费市场为导向。
　　（4）支撑机构对花卉产业集群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支撑机构包括地方政府、中介行服务机构、行业协会等。
支撑机构是连通、润滑研发、生产与销售各个环节的重要组织，可以说，如果只有花卉产销企业而没
有支撑机构，便不可能形成花卉产业集群。
哥伦比亚花卉产业的运作模式就是凸显了服务性机构的重要作用；荷兰尽管市场机制完善，但政府仍
旧在推动花卉科研开发、推广组织体系上有所作为；我国台湾地区行政主管部门加大生物技术、温室
设备的研发投入，在销售上由合作供销社统一运作；泰国单一品种优势更加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5）不同环节行为主体间的联系水平具有差异性。
花卉产业集群是由众多行动主体联结而成的，大家都为了共同的经济社会利益而展开系列的合作行动
，但是在联系的内容上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如荷兰的花卉产业模式中，联系的核心内容是由政府推动的“科研机构一生产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
关系，科研成果能够被迅速地商业化。
而我国台湾则是价值链的同个环节主体内部联系较多，而不同环节之间的联系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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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花卉业的全球化和地方集群创新》是北京大学王缉慈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资助成果之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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