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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电子信息产业群的特点与

发展思路＊

周立群　罗若愚

　　继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后 ,环渤海经济圈正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

极 ,这一地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聚集带已具雏

形。在这一产业聚集带中 ,天津的电子信息产业异

军突起 ,呈现出一种集群式发展模式。 

一 、快 速 发 展 的 第 一 大 支 柱 产 业

天津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迅猛 ,电子信息产业

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98年的18%

上升到 2001年的 24%,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由 1998 年的 14.5%上升到 2001 年的 24.6% , 自

1999年以来利税总额一直占全市的 30%左右。

在2000年全国信息产业的排序中 ,天津市电子信

息产业工业总产值 、增加值和利润三项指标分别位居

全国第五位 、第三位和第二位。2002年天津的电子信

息产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213.3 ,位居全国第二 ,高于

全国平均效益指数 48个点①。表 1对六省市比较表

明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居于全国前列 ,

并已经成为天津工业结构中的第一大支柱产业。

表 1:2001年六省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特点比较

天　津 北　京 上　海 广　东 江　苏 浙　江

电子信息产业工业总产值(亿元) 718.76 948.23 1013.09 3109.91 1070.92 329.00

电子信息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24.4 31.4 14.5 22.2 9.1 4.2

高新技术产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31.3 42 23.8 ——— ——— ———

电子信息在高新技术中所占比重(%) 80.5 69.25 54.69 ——— ——— ———

电子信息产值中“三资”企业所占比重(%) 94.3 87.0 ——— 78.3 76.6 48.1

　　资料来源:根据 2002年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关数据计算。

注:江苏电子信息产业中“三资”企业比重为该产业增加值中“三资”企业占的比重。

　　对区域产业的比较和测度可用“区位商”这一指

标。区位商是用来衡量某产业在某地区较具比较优

势或相对专业聚集化的程度 、并可作为判断当地产

业资源 、当地经济优势和产业活动流向的重要依据 。

电子信息产业专业化程度指标还可以用增加值专业

化率(SVu)来表示(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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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01 年六省市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程度比较

天津 北京 上海 广东 江苏 浙江

区位商(LQ) 2.6 3.46 1.54 2.36 1.08 0.44

增加值专业

化率(SVu)
3.29 3.27 1.50 2.44 1.2 0.52

　　根据表 1及《2002年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2002年中国统计年

鉴》中有关数据计算。

计算公式:LQ=ei/et
Ei/Et ,其中 ei和 et 分别为研究

区域及其较高层次区域某同一产业部门的就业人

数;E i和 Et 分别为研究区域和较高层次区域就业人

数。SVu=
g1/g2

Q1/Q2
,其中 g1和 g2分别为研究区域及其

较高层次区域同产业的增加值 ,Q1 和 Q2分别为研

究区域及其较高层次区域全部产业增加值。

根据这两个指标计算的天津电子信息产业的区

位商和增加值专业化率在六省市中分别列第二 、一

位。这表明天津电子信息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是比

较高的。电子信息产业群正在成为天津最富竞争力

的产业群落。

二 、产 业 群 形 成 机 理 与 结 构

天津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形成源于特定的发

展阶段和开放环境 ,它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轨迹也呈

现出有别于其他地区和其他产业的若干特点 。

1.外生型产业群。

外生性产业群的生成动力源于大量的外资企业

进入。20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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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年是

26.4%,1999年是 26.03%,2000年是39.3%,2001年

是39.9%。随着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 ,外资高度集

中于电子信息产业 ,该产业对外资的依存度也就越

来越高 。同时 ,外资经济不仅比重高 ,贡献率也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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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是 95.4%, 2001 年是

94.3%,而国有经济 2000年仅占 1.98%, 2001年下

降到 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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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状企业结构 。

从企业集中度来看① ,2001年天津电子信息企

业的平均规模集中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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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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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是 91.05%和 91.13%,为数不多的大型企业

居核心地位。核状结构中“极核”为大型跨国公司。

核状结构中的大企业在销售额 、利润 、投资额等方面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摩托罗拉公司即是一个典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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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而形成的内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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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3)。

三 、产 业 群 成 长 的 三 个 制约 因 素

1.对外资企业的依附性较强。

首先是资金上的依附性 。全国电子信息产业总

产值中三资企业所占的比重增长很快 ,由 1995年的

59.97%上升到 2001年的 73.76%,而天津三资企业

所占比重由 1995 年的 89.9%上升到 2001 年的

94.3%,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位居全国第一。同时

外资企业所占的股份往往都比较高 ,这使得天津的

电子信息产业对外资有较强的依附性 。

其次 ,技术上的依附性。天津电子信息产业的

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外商合资 、为外商独资和

控股企业进行配套。尽管合资 、协作配套带动了产

业的技术 、管理的提升 ,但外商独资及控股企业掌握

着核心芯片技术和整机设计技术 ,获得的附加值高 ,

而本地企业得到的只是外围技术与管理知识的扩

散 ,其自主开发设计能力十分有限 ,技术上仍然处于

依附地位 。

再次 ,产业内部主导产业上的依附性 。从表 4

可以看出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是与

全国同步的 ,即通讯业成为拉动信息产业增长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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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产业 ,但就结构比重看 ,作为该产业基础的通讯业

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全国水平 ,产业结构高度依附

于通讯业的发展。而通讯业中又主要依附于摩托罗

拉 、三星 、三洋这三个品牌。

表 3:三种不同类型的电子信息企业比较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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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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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处地位 主导产业发展中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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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下电子部件

国有以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

为主 ,如 754 厂 , 712 厂 , 764 厂 ,

609厂

国有及国有控

股的中小型企业 、

合资企业居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对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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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

表 4:天津以及全国电子信息产业内部主导产业所占比例(%)

项　目
通　讯 计算机 消费类家电 元　件 器　件

2000 2001 2000 2001 2000 2001 2000 2001 2000 2001

全　国 23.5 28.4 19.7 20.8 40 25.7 14.8 13.2 12.1 11.9

天　津 49.7 55.9 10.4 10.1 8.2 8.6 8.7 9.4 6.6 5.6

　　数据来源:全国数据引自邵春光《中国信息产业结构分析》 ,《中国信息导报》2003年第 3期;天津数据根据《天津统计年鉴》(2002年)有关数

据计算。

　　2.地方生产网络的嵌入程度低。

在地方生产网络中 ,外资企业在高端产品上商

业联系的地方化程度较低 ,技术的地域性扩散十分

有限 。一方面 ,某些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主要从国

外进口 ,还有一些则是全国采购而非本地采购;另一

方面 ,随着整机生产厂的进入 ,关键零部件配套厂商

随之迁入天津 ,从而导致与当地企业的生产联系的

减弱。尽管为之配套的本地企业也在不断增加 ,但

主要集中在附加价值较低的环节。再就低端产品来

看 ,由于其所需资源当地很容易获得 ,因而在低端产

品层面形成了较强的地方联系 。但是这种联系仍不

广泛 ,而仅仅是产业群中附属企业间的松散网络 。

因此 ,尽管天津地方生产网络已经建立并且成为跨

国公司全球网络中的一个区域节点 ,但就整体而言 ,

仍然处于全球网络中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和外围位

置 ,远没有深度嵌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中 。

3.核状结构的不稳定性。

产业群的核状结构特征 ,是天津电子信息产业

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但是从长远来看 ,

这种结构的产业群很容易受到“极核”企业母国政

治 、经济变动的影响 ,具有一定的国际风险 。

从区域内部来看 ,由于极核企业掌握着核心技

术 ,支配着上下游企业 ,主导着产业的发展 ,实际上

处于垄断地位 ,而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以及外资企

业之间又缺乏竞争 ,这使极核大企业缺乏向本地企

业转让技术的动力 ,造成外资企业的技术扩散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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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本地企业学习技术的机会只能限于内部基本

生产能力和中层管理人员 ,阻碍了本地企业的技术

提升 ,造成本地企业对核心企业的进一步依赖 ,形成

恶性循环 ,这潜含着产业群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四 、产 业 群 发 展 的 思 路

1.把产业 、政策 、成本和区位四大优势结合起

来 ,为产业准确定位 。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有四个明显的优势:(1)产业

优势。产业群已初具规模 ,形成了较好的产业集聚

效应。(2)政策优势。摩托罗拉 、三星等在天津的落

户得益于天津超前 、优惠 、开放的政策 。(3)低成本

优势。天津是我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 ,拥有大批熟

练技术工人 ,有较完善的各个层级院校培训体系 ,劳

动力资源丰富 ,而劳动力成本比北京 、上海地区低

20%～ 40%。(4)区位优势。天津位于环渤海经济

区域的中心 ,这一区域是中国城市群 、工业群 、港口

群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并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 、

电子 、汽车 、机械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基础设

施发达 、人力资源充足以及工业配套能力强等优势

也使这一区域成为外商青睐的核心投资区。在这一

格局下 ,产业发展需要将多种优势整合起来 ,进而来

考虑产业的发展定位和发展思路。

2.促成区域内的竞争格局 ,为企业的技术转让

和产业升级营造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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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在吸引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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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的投

资 ,形成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之间的竞争。二是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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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投资企业进行竞争的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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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自强化的地方产业群 ,变产品链为创新

链 ,变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要通过由 OEM向 ODM的转

变来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 ,也就是说 ,要逐步从

接受订单的合同制造商转向直接参与产品设计和生

产的创新过程 。这就要求企业具有很强的技术设计

能力 ,而这种能力的获得有赖于产业群自强化机制

的建立 ,也就是形成区域创新系统 ,把产品链集群转

化为创新链集群。

这种学习和创新机制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强化大学和研究机构与产业间人员与信息的交流;

生产厂商之间的沟通 、合作 、互派技术人员驻厂;建

立学习型工厂即生产与销售部门之间由不同渠道达

成信息的流通 ,与消费者有信息的反馈机制;通过地

方政府机构的介入来促进“产学研”合作机制的进一

步完善。通过这几种途径强化区域内知识流动和创

新学习机制 ,维持产业群的强创新能力 ,使区域的比

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

4.加快产业内结构调整步伐 ,强化产业群网络

功能 。

产业群的内在联系和竞争优势的释放不仅仅是

企业组织结构和企业间关联结构的变化 ,而且需要

同步构建其制度基础。

天津电子信息产业中国有企业占有相当大的比

重。就总体看 ,国有企业本身竞争力较弱 ,又缺乏改

进的动力 ,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加快国有企业

的改革与发展就是完善产业群内制度网络的一个重

要环节。

首先 ,对有一定竞争优势和发展前景的国有大

中型企业要通过引进技术和技术创新 ,使之资产质

量和技术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其次 ,对于为数

众多的国有中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应加大结构调整

和企业重组力度。一方面 ,对于自身规模较小的元

器件生产企业 ,可以考虑实行国有民营或出售出让 ,

让仍然具有优势的企业利用风险资金去自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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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加大中小企业的合资 、合作 ,加强其与大

企业的联姻 ,使之从元器件或整机提供商转变为解

决方案提供商或集成商 ,实现从制造型向制造服务

型的转型。通过产业群中制度网络的不断完善 ,提

高产业的竞争能力。

5.技术 、制度 、市场融合 ,提升专业化 、网络化 、

集群化 、国际化产业 。

首先 ,政府应鼓励外资企业提供图纸 、培训和其

他技术服务 ,并对这些活动给予优惠待遇 ,进而提高

本地配套企业的技术能力 ,鼓励配套企业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 ,以尽快与跨国公司在技术上融合。其次 ,

加快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的分离 ,

加快国有企业市场化进程。再次 ,大力开拓国际市

场。对跨国公司淡出的技术已经成熟 、普及的低附

加值产品 ,不仅占领国内市场而且努力扩大国际市

场份额 ,再通过接续国外转移过来的高端产品 ,生产

国外品牌产品 ,并以“中国制造”产品打进国际市场 ,

逐步成为世界级制造基地 ,以实现市场上的融合。

通过这三方面的融合 ,使天津电子信息产业朝

着专业化(建设微电子产业基地 、通讯产业基地 、计

算机制造基地以及贴片 、注塑 、冲压 、组装 、模具配套

加工基地)、网络化(培育地方网络并加快地方网络

与国家网络和国际网络的对接)、国际化(跨越国界

的企业间联系 、嵌入国际竞争链 ,提升国际竞争力 、

放大国际市场份额 、逐步营造国际性电子信息产品

生产中心)、集群化(提高本地企业的配套加工能力 、

促进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在本地采购零部件和原材

料的后向关联 ,以及在科技研发上的前向关联 ,形成

集聚效应)的方向发展。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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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政策效应已经开始

衰弱 。

为了积极有效地引进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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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度地营造产业发展的载体和环境尤

显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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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使天津电子信息

产业由依附型走向自立型发展之路。

(本文作者:周立群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

授 、博士生导师;罗若愚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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