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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与天津电子信息产业群的形成演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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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群是产业发展的一种内在规律 ,也和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很大关系。文章以天津电子信息产业群

为例 ,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地方产业群形成演变所起的作用 ,认为大量的外资进入是产业群形成的直接动力 ,建

立在供给与需求机制上的跨国公司与当地国有企业之间产业链的融合是产业群成长的根本动力。随着跨国公司

在全球的投资目标和经营方式的改变 , 本地生产网络和全球生产网络格局发生了变化 , 对于这一类产业群 , 其持续

的发展有赖于不断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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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业群的形成机理
产业群是指相同的产业高度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一

种产业成长现象。地理上的群落是外在现象 , 内在的关系才

是产业群的本质。马歇尔认为集聚产生的外部性是集聚形成

并延续的内在动力 ,其外部经济可归结为[ 1]:①市场规模扩大

带来的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②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③信

息交换和技术扩散。韦伯最早提出聚集经济的概念 , 他从微

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 ,从集聚因素造成的经济性———“一般

经济开支成本”的降低来研究集群产生的动因[ 2] 。

波特把产业集群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峰, 他从组织变革、价值

链、经济效率和柔性方面所造成的竞争优势角度重新审视产业集

群的形成机理[ 3] 。创新理论学派则认为产业集聚所带来的知识

及技术的溢出效应 、集体学习过程 ,有利于形成创新环境 、创新网

络,通过创新使得企业保持持续不竭的竞争力
[ 4]
。

近年来 ,社会经济网络的思想被运用于分析地方产业群

发展的内部机理。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在企业和市场这两种基

本的制度形式之间 ,还存在着第三种组织活动的基本形式 ,即

“组织间协调”或“中间性体制” , 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为

是镶嵌在网络与制度之中的 , 这种网络与制度是由社会构筑

并有文化意义的[ 5] 。企业间的关系在相互的权利控制和讨价

还价之外 , 还有市场价格与内部权威都无法代替的信任机制

在发挥着作用 ,这些与社会制度环境和企业间的交往历史都

密切相关 , 并对地方产业群内企业的竞争优势产生重要的影

响。发展中国家产业群的发展面临不同的经济环境。跨国公

司推行全球化战略 ,为了实现组织上的灵活性和对市场需求

的敏捷性 ,把许多劳动密集型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客观上

成为地方产业群形成的一种契机。跨国公司及时将外界的市

场信息传递给地方生产网络 ,将集群区纳入全球的生产网络。

外部环境的变化 、市场需求的变迁也通过跨国公司的需求信

息反馈到地方生产网络 , 由此促进集群区内产业的创新和升

级。跨国公司成为连接经济全球化与集群区域的纽带。

本文通过对天津电子信息产业群的实证研究 , 探讨外商

直接投资与地方产业群的形成演变 , 其丰富的内涵有助于深

入了解我国地方产业群独特的成长轨迹与演进机理 , 同时为

我国产业群理论研究提供典型个案 ,增加新的内容。

2　外商投资与天津电子信息产业群的形成演化

2.1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群发展现状

天津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迅猛 , “九五” 期间(1996—2000

年)年平均增长速度达 21.2%, 2002 年该产业经济效益综合

指数为 213.3 , 位居全国第二 , 工业增加值和产品销售收入位

居全国第四 ①。电子信息产品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也由 1998 年的 18%上升到 2002 年的 25.6%, 利税总额自

1999 年以来一直占全市的 30%左右②。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天

津市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支柱产业。

区位商(LQ)可以用来衡量某产业在某地区较具比较优

势或相对专业化聚集程度的指标 ,并可作为判断地方经济基

础 、当地经济优势和产业活动流向的重要依据。根据 2002 年

各省市统计数据计算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的区位商为 2.6 , 北

京为 3.46 , 上海为 1.54 , 广东为 2.36 , 江苏为 1.08 , 浙江为

0.44。天津在 6 省市中列第二位。这表明电子信息产业已呈

现出专业化集聚的趋势 ,专业化电子信息产业群已经形成 , 对

周边辐射效应也已显现。

2.2　外商直接投资对地方产业群形成的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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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大量的外资进入是产业群形成的直接动力 , 形成外生

型产业群。

1990年代末以来 ,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外商投资规模不断

扩大 , 这里用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投向电子信息产业的累计合

同外资额占全区累计合同外资额的比重来表示。这一比重的

变化为 1998年为 26.4%, 1999 年是 26.03%, 2000 年 39.3%,

2001年是 39.9%, 2002年为 38.21%[ 6] 。

随着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 , 外资进入高度集中于电子信

息产业 ,对外资的依存度也就越来越高。同时 , 天津电子信息

产品制造业总产值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经济所占的比重

2002年达到 95.53%, 而国有经济仅为 1.72%[ 6] 。 外资对天

津电子信息产业群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2.2.2　建立在供给与需求机制上的跨国公司与当地国有企

业之间产业链的融合是产业群成长的根本动力。

跨国公司对国有电子信息企业的引导带动作用主要通

过需求和供给推动的。也就是说 , 需求和供给机制是产业群

形成的根本动力。一方面 , 国有电子信息企业在过去几十年

的发展中所创造的良好的产业基础环境 、制度环境 、投资积

累 、技术以及人力资本储备成为吸引跨国公司的基础因素 ,另

一方面 , 跨国公司通过为国有电子信息企业提供资金 、技术 、

市场信息 、市场途径 、先进的管理方法 、营销理念 , 从而促进国

有企业不断整合 、融合 、发展。综合影响就是一些技术落后的

国有企业在不断的整合和融合之后 ,有些逐步走向消亡 ,有些

融合产生新的企业 ,还有一些则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参与全

球价值链分工。跨国公司在与国有企业的互动融合中产生了

较大的集聚效应 、示范效应 、市场机会以及更大的经济效率。

跨国公司与国有企业建立在需求与供给机制上的产业群的

形成成为天津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基础(图 1)。

图 1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群形成机制及动态演化趋势
Fig.1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tendency of the IT industry cluster in Tianjin

2.2.3　外商直接投资在地方产业群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2.2.3.1　第一阶段(初始阶段), 大致在 1992 年以前 , 国有电

子信息企业占据主导地位。 1991 年天津电子信息产业中国

有经济比重达 83.39%①,占绝对优势。企业间的关系是基于

行政命令和计划安排下的业务关系 , 企业类型是较为单一的

国有企业 ,并以大中型企业为主。 1991 年天津电子信息产业

的区位商达到 1.4 , 在全国电子信息产业中的比重为 3.81%,

说明在这一阶段 ,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已经具有一定的专业化

产业聚集规模 , 但这只是计划经济体制及国家整体产业布局

条件下形成的区域布局结果 , 并没有形成产业群(表 1)。 然

而 , 这一阶段为产业群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条件。

2.2.3.2　第二阶段(成长阶段), 大约为 1992—1998 年间 。这

一阶段天津市外资大量进入 , 外资的大量进入带动了电子信

息产业产值的高速增长 ,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在全国的比重也

增长很快(表 1)。但是这一阶段是以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为

主 , 摩托罗拉 、三星 、IBM、飞利浦 、西门子等国际著名 IT企业

就是在这一阶段来天津投资发展的 , 从投资方式来看以独资

为主 , 合资 、合作为辅 , 这些极核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 , 不断孕

育出供应商 、服务机构 、相关支持性中小企业诞生 , 为地方产

业群的形成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国有企业在此阶段一直

处于负增长 , 在天津整个电子信息产业中的地位由 1995年的

6.7%下降到 1997 年的 3.42%, 而三资企业所占的比重则由

1995 年的 89.9%上升到 1997 年的 95.6%②。从区位商的变

化来看 , 从 1991 年的 1.4 猛增到 1997 年的 2.98 ,专业化聚集

已经达到很高程度 ,由于外力的推动 , 产业群的雏形已形成。

2.2.3.3　第三阶段(形成阶段), 大约为 1998 年至今。通过

这一阶段 , 电子信息产业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天津市的第一

大支柱产业 , 在全国电子信息产业中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 , 全

员劳动生产率由 1998年的 8.01猛增到2002年的 25.59 , 远远

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10.99 , 位居第二 , 区位商由 1998 年

的 2.32 提高到 2002 年的 2.62 , 通过纵向供需链和横向协作

链的建立 , 初步形成了产品链产业群。跨国公司对地方产业

群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表现为两点。首先 ,国有电子信息企业

通过合资 、合作以及加工协作配套 , 技术和管理水平有了一定

的提高 , 很多国有企业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体系中。 在

这一阶段 , 电子信息产业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产值由原来的

负增长转为正增长 , 全员劳动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 , 由 1998

年的 1.29 增长到 2002 年的 3.34 , 形成一批具有现代国际水

平的产品 , 并以其规模和技术优势迅速占领市场;其次 , 核心

大企业充当区域的整合力量 , 从而成为地方生产网络形成中

的重要力量源泉。一方面 , 跨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 、提高其产

品竞争力以及提高国内市场的占有率 , 开始在国内和当地寻

找供应商和下包商 , 而国有电子信息企业通过为跨国公司提

供技术支持和配套服务从而延伸了产业链;另一方面 , 产业群

中的核心大企业是派生企业的孵化器和企业间关系的源泉。

大企业从非核心业务中退出 , 从而给本地中小企业留出了发

展空间 , 同时大企业作为重要的客户 、作为新产品开发上的合

作者以及进入市场的途径 , 为小企业向大企业忽视的新市场

扩张和成长创造了机会。跨国公司受到区域发展政策的强烈

支持深深根植于地方生产网络之中 , 并且通过供应链发挥协

调作用 , 把地方网络纳入国家和国际网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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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　第四阶段(成熟阶段), 是天津电子信息产业群未来

的发展趋势。通过产业群中的制度网络的完善以及企业与大

学 、科研机构间相互联系的知识网络的建立 , 形成区域创新环

境和创新系统 ,使电子信息产业由 OEM 向 ODM转换 ,实现产

业的升级和技术的提升 ,使区域成长为学习型区域 ,把区域的

比较优势转化为持续的竞争优势 ,天津的电子信息产业由依

附型走向自立型发展。集聚于天津的电子信息产业群的形成

导源于特定的发展阶段和开放环境 , 它的内在结构也显现出

有别于其它地区和其它产业的若干特点。

2.3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群的特点

表 1　天津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与天津电子信息产业变化情况对比
Tab.1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growth of FDI and the change of IT industry in Tianjin

年代
电子信息工业

总产值/亿元
增长速度

(比上年)/ %
在全市工业总产

值中的比重/ %
在全国电子信息

产业中的比重/ %
区位商

全市外商直接投资

增长速度(比上年)/ %

1991 29.11 11.7 4.86 3.81 1.4 20.1

1992 33.94 16.6 4.7 3.65 1.4 520.3
1993 53.38 57.3 5.0 4.12 2.02 85.0

1994 97.37 82.4 7.5 4.87 1.93 55.3

1995 212.27 118.0 15.35 8.39 3.34 9.9
1996 288.35 35.8 17.31 9.45 3.56 1.9

1997 304.74 5.9 17.1 7.77 2.98 -1.9
1998 346.38 13.7 16.74 7.08 2.32 -5.5

1999 425.61 22.9 18.79 7.3 2.34 -0.5
2000 654 53.7 22.73 8.66 2.58 27.1

2001 718.76 9.9 24.4 8.0 2.6 0.7

2002 888.56 23.62 26.74 8.23 2.62 25.5

数据来源:《天津统计年鉴 1991—2003年》 、《中国统计年鉴 1991—2003年》(根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计算)。

2.3.1　“极核”状产业群结构特征

从企业平均规模来看 , 用电子信息产业的总产值与企业

户数之比来表示(亿元/个)。2002 年天津电子信息企业的平

均规模为 2.68 ,同期北京为 3.26 ,上海为 2.43 , 广东为 2.19 ,

江苏为 1.55 , 浙江为 0.69①,天津位居第二。从企业规模结构

看 ,在电子信息工业总产值以及销售收入中 , 大型企业所占的

比重 2002年是 90.94%和 90.81%,小型企业所占比重分别为

6.04%和 6.11%, 中型企业所占的比重非常小[ 6] , 为数不多的

大型企业居核心地位。产业群的“极核”企业为大型跨国公

司。其中摩托罗拉 、LG、三星 、罗姆电子等跨国公司成为支撑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主导企业。 2001 年摩托罗拉的总

销售额为 410.7 亿元 , 占天津电子信息同年销售额的 63.

33%, 其员工人数为 14 239 名 ,占天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从业人员的 16.41%。 2002 年摩托罗拉公司和三星电子有限

公司两家出口即占全市机电产品出口的 41.45%②。

2.3.2　以跨国公司为轴心的产品链集群

在产业群内 , 经济主体间的联系是通过上下游产品的供

应 、配套 、生产 、加工 、服务而形成内在价值链条。这是一种典

型的产品链集群模式。 在这一链条中 , 三种不同类型的企业

分工合作 , 形成了一个有竞争力的产品链集群[ 7](表 2)。

3　地方产业群的发展思路

表 2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群中三类企业的运行特征
Tab.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types of enterprises in the IT industry cluster in Tianjin

特征 上游芯片/关键部件以及整机生产厂商 合同制造商 下游元器件及整机制造商

企业特征 技术集约型 投资驱动型 市场驱动型

竞争优势 掌握核心关键技术 ,掌握行业标准 较大的生产能力 ,先进制造工艺 ,一定的技
术实力

差异化产品

产品附加价值 最高 参与附加价值的分配 较低

市场份额 极为可观 ,拥有自己的销售以及售后
服务网络

通过与OEM 客户之间签订长期合同建立
稳定的市场

细分市场

生产方式 一体化并由合同制造商贴牌制造 消化整机厂商的设计技术并根据特定市场
需要生产定制产品 ,即 EMS

寻求规模扩张和多元化生产

产业地位 主导产业发展的领导企业 产业链中重要环节 边缘

市场进入壁垒 专利权和资本量 服务和质量优势 不高

代表性企业 外商独资及外商控股企业为主 ,如摩
托罗拉 、三星电子 、三星电管 、三美电
机 、松下电子部品 ,数量较少

国有以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为主 , 如
754厂 , 712厂 , 764厂 , 609 厂等 ,企业数量
居中

国有及国有控股的中小型企

业 、合资企业 ,企业数量较多

资料来源:根据对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公司 、天津中环半导体有限公司 、天津光电通讯公司(754厂)、天津市统计局企业调查队等单位的调研

资料整理。

3.1　通过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演变表现为生产组织方式的

创新和演进过程 ,即由“大而全” 、“小而全”的纵向一体化生产

组织向“专业化+网络化”的集群式生产组织方式转变。生产

组织方式的变革对国家或区域产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一

方面 , 跨国公司通过分包制 、供应链管理延伸和虚拟制造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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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路平 ,余学林.天津信息产业发展研究.天津市人民政府信息化办公室(内部资料), 2003.9-16。

根据各省市 2003年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计算。



织创新实现了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 , 进而获得了持续的竞争

优势;另一方面 , 地方性企业则通过集群生产和地方生产网络

的构建 ,嵌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 , 进而提升了企业和产业的国

际竞争力。

在全球经济背景下 ,这两个方面使市场竞争不单是产品

的竞争 ,更突出地表现为产业链和企业群间的激烈竞争。同

时 ,也更突出了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根本差异 ,即产品市场的

全球性或统一性 ,而要素市场的地方性和异质性。因而 ,国家

或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两个基本途径 , 一是企业经营的

国际化 ,即本地企业的跨国经营或嵌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二

是构建可以提升企业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地方性生产网络。

通过集群生产方式构建地方性生产网络对国家或区域产业

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3.2　由“单核”状结构向“多核”状结构发展 , 促成区域内新竞

争格局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群中跨国公司以其技术优势事实上

处于垄断地位 ,应当通过两种途径使产业群结构由“极核”状

向“多核”状发展 ,形成区域内的竞争局面 , 以利于电子信息产

业技术的转让和提升。 ①在吸引外资方面 , 仍然以跨国公司

为主 ,除继续巩固摩托罗拉的核心地位外 , 加大对三星集团和

日资企业的引资力度 ,同时拓展来自东南亚和欧美发达地区

的投资 , 形成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之间的竞争。 ②大力培育国

有以及国有控股的电子信息产业龙头企业。 从长远来看 , 天

津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满足于与外商合资 、为外商

独资和控股的企业进行配套 , 因为我国加入 WTO 之后 ,外商

的选择机会更多 ,在天津投资建厂的外商不一定就与当地企

业打交道 , 因此应当集中优势资金大力培育能够与跨国公司

投资企业相竞争的国有企业多核状产业群实际上就是一种

区域内的竞争性市场。在足够强的竞争环境中 , 跨国公司投

资企业出于竞争战略的需要 ,就会不断更新技术与产品 ,通过

加强在当地寻求配套企业 ,以不断降低成本 , 从而维持在国际

市场上的竞争力 ,通过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不断提升电

子信息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

3.3　由政策 、基础设施 、商业环境引资转向改善区域集群生

态环境引资

以减税让利为主的优惠政策对天津的开放和引进外资

发挥了重要作用 , 但是在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外资政策日趋

自由化 , 特别是国内各地区对外资优惠程度竞相攀升的情况

下 , 这种政策效应已开始减弱[ 8] 。

为了积极有效的引进外资 , 促进天津电子信息产业更大

的发展 , 有必要根据跨国公司投资目标的调整而相应调整招

商引资政策。除继续设计一些优惠政策外 , 大力度的营造产

业发展的载体和环境尤其重要。从“办企业”的竞争到“改善

投资环境”的竞争 ,改善吸引跨国公司的软环境 、硬环境以及

包括产业链 、企业群 、区域经济体的企业生态环境 , 通过外资

的引进带动产业技术的提升 , 最终使天津的电子信息产业由

依附型走向自立型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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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INDUSTRIAL CLUSTE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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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a case study on the industrial cluste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ianjin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local 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industrial cluster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IT production network i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local industrial linkage is intervened with the dynamics of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agents , which leads to the challenge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luster.We argue that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depends on continuou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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