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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制造业专业镇发展模式转型与产业》

内容概要

随着高能耗、粗放经济模式的弊端不断涌现，我国专业镇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节
能减排的呼声，以及产业转型的内在需求，使得专业镇发展面临着新挑战。由千庆兰、陈颖彪、余国
扬等所著的《传统制造业专业镇发展模式转型与产业升级》在综述国内外关于专业镇、产业集群发展
阶段、过程模式和动因的理论基础上，选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三个专业镇--广州增城新塘镇、花
都狮岭镇、南海西樵镇为案例，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实地调研的方法取得第一手数据资料，对
于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专业镇的发展模式及升级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结合镇域经济发展特点，揭示不
同专业镇发展模式转型的机理和影响因素，探究经济发达地区制造业专业镇转型与升级路径，以期为
我国专业镇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提升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借鉴。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专业镇
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专业镇发展面临着新挑战。由千庆兰、陈颖彪、余国扬
等所著的《传统制造业专业镇发展模式转型与产业升级》在综述国内外相关专业镇、产业集群的发展
阶段、发展模式和转型升级等理论的基础上，选取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传统制
造业专业镇——广州增城新塘镇、广州花都狮岭镇、佛山南海西樵镇和中山古镇镇为典型案例区，采
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实地调研的方法取得企业和区域发展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对我国珠江三角洲
地区传统制造业集群的转型升级进行实证分析。结合镇域经济发展特点，揭示不同专业镇的发展模式
转型与产业升级的机理和关联，探究经济发达地区制造业专业镇的转型模式与升级路径，可为我国专
业镇未来的良性发展和竞争力提升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借鉴。 本书可供区域经济学、城市与区域研究
、地理学、管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学生以及相关管理人员阅读参考。

Page 2



《传统制造业专业镇发展模式转型与产业》

作者简介

千庆兰，吉林省吉林市人，理学博士，现为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2005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获得理学博士学位；2006年入选广东省教育厅“千百十人才工程”校级培养对象
；2009年入选广东省宣传思想战线优秀人才“十百千工程”培养对象。兼任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
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城市与区域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研
究会理事、《经济地理》杂志编委。2012～2013年赴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区域研究所进行为期一年的
合作研究。曾先后赴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德国吉森大学、日本东北大学、韩国青州大学及中国香港中
文大学等进行短期学术交流。长期从事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自2008年以来已主持
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已
发表论文40余篇，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个人专著1部。曾获建设部优秀城市规划二等奖1项、广州市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1项。

Page 3



《传统制造业专业镇发展模式转型与产业》

书籍目录

前言
第1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1．2 研究意义
1．2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1．2．1 研究方法
1．2．2 研究框架
1．3 研究内容与特色
1．3．1 研究内容
1．3．2 研究特色
第2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进展
2．1 专业镇发展研究进展
2．1．1 专业镇概念及判定标准
2．1．2 专业镇的产业与地域
2．1．3 专业镇的类型划分
2．1．4 专业镇的发展动力
2．1．5 专业镇的形成机制
2．1．6 专业镇转型与未来发展
2．2 产业集群与产业升级研究进展
2．2．1 产业集群概念辨析
2．2．2 产业集群类型划分
2．2．3 产业集群升级理论
2．3 国际化与产业升级研究进展
2．3．1 国际化的概念界定
2．3．2 国际化相关理论
2．4 创新网络与产业升级研究进展
2．4．1 网络与创新网络的概念
2．4．2 集群创新网络构成
2．4．3 创新网络动力机制
2．4．4 创新网络演化阶段
2．4．5 企业技术创新与集群创新网络
2．5 跨国公司嵌入与地方生产网络升级研究进展
2．5．1 跨国公司、地方生产网络和嵌入的概念
2．5．2 跨国公司与地方生产网络的关系
2．5．3 跨国公司嵌入的内涵与特征
2．5．4 嵌入与地方生产网络的学习和升级治理
2．6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第3章 案例区选择与研究区概况
3．1 典型案例区选择
3．2 研究区域概况
3．2．1 广州增城新塘镇
3．2．2 广州花都狮岭镇
3．2．3 佛山南海西樵镇
3．2．4 中山古镇镇
第4章 国际化与广州增城新塘牛仔服产业集群升级
4．1 新塘牛仔服产业发展概况及历程

Page 4



《传统制造业专业镇发展模式转型与产业》

4．1．1 新塘镇牛仔服产业发展概况
4．1．2 新塘镇牛仔服产业发展历程
4．1．3 新塘镇牛仔服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4．2 新塘牛仔服产业集群国际化特征
4．2．1 成品销售商、原辅料供应商多从事进出口贸易业务，外销额和比例不高
4．2．2 生产企业多从事进出口贸易业务且外销比例大，企业涉外员工较少
4．2．3 “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内外向国际化发展方式
4．2．4 由订单驱动的渐进式无序国际化过程模式
4．2．5 处于间接出口、小规模营销的试验性国际化阶段
4．3 新塘牛仔服产业集群国际化联系
4．3．1 新塘牛仔服产业集群价值链各环节的国际化特征
4．3．2 新塘牛仔服产业集群国际化联系网络
4．4 新塘牛仔服产业集群国际化的困境及动因
4．4．1 新塘牛仔服产业集群国际化的困境
4．4．2 新塘牛仔服产业集群国际化动因解析
4．5 国际化带动新塘牛仔服产业升级的机制与模式
4．5．1 国际化带动新塘牛仔服产业升级的机制
4．5．2 国际化带动新塘牛仔服产业升级的模式
第5章 跨国公司嵌入与广州增城新塘汽车产业集群升级
5．1 增城汽车生产网络的发展概况及地位
5．1．1 增城汽车生产网络的发展概况
5．1．2 增城汽车生产网络的地位分析
5．2 广汽本田嵌入增城汽车生产网络的发展阶段及特征
5．2．1 广汽本田嵌入增城汽车生产网络的发展阶段
5．2．2 不同阶段的嵌入特征及生产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5．3 增城汽车生产企业和生产网络现状分析
5．3．1 增城汽车生产企业发展现状
5．3．2 增城汽车生产网络特点
5．3．3 增城汽车生产网络的密度和中心度
5．4 广汽本田嵌入地方生产网络的影响因素
5．4．1 经济嵌入的影响因素
5．4．2 技术嵌入的影响因素
5．4．3 制度嵌入的影响因素
5．4．4 社会嵌入的影响因素
5．5 广汽本田嵌入地方生产网络的模式
5．5．1 广汽本田——企业自身战略和区位资源共同作用下的嵌入模式
5．5．2 广州电装——整车企业带动下的跟随嵌入模式
5．5．3 广州基业空调有限公司——自主发展的内生嵌入模式
5．6 增城未来汽车生产网络升级策略
第6章 创新网络与广州花都狮岭皮具皮革产业集群升级
6．1 狮岭皮具皮革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构成
6．1．1 核心网络层的构成
6．1．2 辅助网络层的构成
6．1．3 支持网络层的构成
6．2 创新网络核心主体行为特征分析
6．2．1 调查问卷设计与数据采集处理
6．2．2 原辅材料供应商特征
6．2．3 皮具生产企业特征
6．3 创新联系测度与企业创新绩效评价

Page 5



《传统制造业专业镇发展模式转型与产业》

6．3．1 创新联系测度方法
6．3．2 创新联系测度指标
6．3．3 创新网络联结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分析
6．4 狮岭皮具皮革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结构
6．4．1 创新网络组织结构
6．4．2 创新网络空间结构
6．5 狮岭皮具皮革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演进动力
6．5．1 初始阶段的网络演进动力
6．5．2 成长阶段的网络演进动力
6．5．3 发展与提升阶段的网络演进动力
6．6 创新网络带动皮具皮革产业升级的模式解析
6．6．1 奥王达模式——通过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
6．6．2 华尼模式——通过合作创新型带动产业升级
6．6．3 叶氏模式——内外结合带动产业升级
第7章 链网互动与佛山南海西樵纺织产业集群升级
7．1 链网互动的理论基础及内容
7．1．1 链网互动的理论基础
7．1．2 链网互动理论的主要内容
7．2 西樵纺织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7．2．1 西樵纺织产业发展历程
7．2．2 西樵纺织产业集群发展条件
7．3 西樵纺织产业集群链网互动现状诊断
7．3．1 研究方法和样本情况
7．3．2 西樵纺织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现状
7．3．3 西樵纺织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现状
7．3．4 西樵纺织产业集群构建链网互动问题诊断
7．4 链网互动带动产业集群升级策略
7·4·1 完善集群升级导向政策和配套服务设施，营造良好软硬环境
7·4·2 协同大中小企业关系，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
7·4·3 完善核心网络，利用外部资源强化并嵌入全球价值链，推动集群升级
7·4·4 强化辅助网络，从单方面被动到多方面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促进集群升级
7．4．5 重视人才培养和引进，提高集群创新力度
7·4．6 专业市场与创意纺织园相结合，共同打造集群品牌
第8章 竞争优势与中山古镇灯饰产业集群升级
8．1 竞争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
8．2 古镇灯饰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与条件
8．2．1 古镇灯饰产业的发展历程
8．2．2 古镇灯饰产业集群的发展条件分析
8．3 古镇灯饰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
8．3．1 古镇灯饰在全球灯饰价值链中的地位
8．3．2 古镇灯饰产业集群的发展优势
8．4 古镇灯饰产业集群升级面临的问题
8．4．1 产品质量有待提升
8．4．2 缺乏优势品牌
8．4．3 对外贸公司依赖较大，出口地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8．4．4 研发和设计环节普遍缺失
8．4．5 集群企业间的互动交流不足
8．4．6 相关行业协会影响力不够
8．4．7 人民币升值和汇率问题

Page 6



《传统制造业专业镇发展模式转型与产业》

8．4．8 灯饰专业性人才缺乏
8．5 打造竞争优势带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对策
8．5．1 生产要素条件升级
8．5．2 需求条件升级
8．5．3 配套产业升级
8．5．4 企业战略升级
8．5．5 政府扶持升级
第9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9．1 研究结论
9．2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1 新塘牛仔服生产企业国际化现状调查问卷
附录2 新塘牛仔服产业集群销售商调查问卷
附录3 广汽本田嵌入增城本地汽车生产网络情况的调查问卷
附录4 广州花都狮岭皮具皮革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生产企业调查问卷
附录5 广州花都狮岭皮革皮具城商家调查问卷
附录6 佛山南海西樵纺织生产企业调查问卷
附录7 佛山南海西樵镇纺织设计人员调查问卷
附录8 中山古镇灯饰企业调查问卷

Page 7



《传统制造业专业镇发展模式转型与产业》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