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2卷 第 5期 

2011年 lO月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Social Science 

Vol_12 No．5 

0ct．201l 

[文章编号]1009—3729(2011)05—0097—04 

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建设研究 

彭诗金 ，路站民 ，由宜 

(1．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2．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郑州办事处，河南 郑州 450008) 

[摘 要]推进以产业集群为载体的区域品牌的建设已成为一个地区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中小企业 

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但是当前我国的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显得滞后，对其缺乏有效的产权保护， 

相关企业缺乏密切合作，区域品牌缺乏应有的影响力。企业应强化区域品牌意识，合理分工，深入 

合作，加强自有品牌建设；行业协会应发挥自身作用，注重本行业的区域品牌建设；政府及相关部 

门更应积极行动，协调并促进本辖区的区域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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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产业及其产品的区域品牌发展 比 

较迅速，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区域 

品牌不但可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而且可在促 

进相关产业集群发展的同时推动区域内其他产业的 

发展，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更快发展。区域品牌指 

产业在区域范围内形成的具有相当规模和较强制造 

能力、较高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的企业及企业所属 

品牌的商誉总和。当前，国内外学者大多是从经济 

学、社会学或者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对区域品牌进行 

理论研究，而从市场营销管理的角度来研究的较少。 

因此，本文拟从市场营销角度来研究基于产业集群 

的区域品牌建设，以期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 

理论参考。 

一

、区域品牌与产业集群的关系 

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包含 3个要素：一是产 

业特色，指一个地区的产业产品在同行业内和市场 

上具有明显的特色，人们对其有较高的认同；二是区 

域性，产业、产品一般限定在一个区域范围内，具有 

较强的地域特色；三是品牌效应，指产业链的集聚及 

协同效应的综合表现，具有拉动市场和扩大影响的 

效用。产业集群的产生、成长、集聚、竞争及合作逐 

渐形成区域影响，其学习创新的弹性机制与内在机 

制成就了产业集群的独特营销优势，从而促进了区 

域品牌的产生。区域品牌的形成是产业集群发展到 
一 定规模的内在要求。区域品牌代表了区域企业产 

品的整体形象，每个区域品牌都有实力雄厚的产业 

集群作为支撑。 

产业集群是区域品牌形成的重要平台与载体， 

它是区域品牌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区域品牌是 

无形资产，产业集群是有形资产，区域品牌只有依托 

产业集群才能产生价值。在区域品牌形成初期，影 

响还不够明显，某种产品和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所 

在区域通过市场联系起来。随着区域品牌的传播， 

更多相关企业和相关联机构在区域内进一步集聚， 

产业集群效应被放大，产业集群也发展起来。此阶 

段，区域内生产同类或者相关产品的企业数量逐渐 

增多，产品也逐渐齐全，产业链开始形成并逐渐完 

整，产品质量可靠，名牌产品开始出现，区域内的产 

品会逐渐吸引市场，消费者也开始把某个地区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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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产业联系起来，并进一步促进相关生产要素向区 

域集聚。这时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就形成了。 

在肯定产业集群对于区域品牌形成具有平台和 

载体作用的同时，还应看到，区域品牌建设也有利于 

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第一，区域品牌建设有利于 

增强区域内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产业集群是由 

大量具有较强生产能力、较大规模且产品具有较大 

市场份额和竞争力的相关企业集聚形成的，其他地 

方的企业较难模仿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品牌， 

从而增强了区域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此外，建立区 

域品牌可以促进产业集群内部有序竞争、合理配置 

资源、有效推动产业升级，更好地提升产业集群的核 

心竞争力。第二，区域品牌建设有利于提升区域内 

产业集群的形象，从而形成品牌效应。随着区域品 

牌建设的逐步上路，区域内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必 

然得到较大提升，从而起到树立消费者信心、创造市 

场需求、传播正面信息以及排斥竞争对手的作用，使 

区域内的所有企业都可以从中受益；区域内的其他 

中小企业也能共享区域品牌的公共品效应，节省成 

本，取得较强的竞争优势，品牌建设在促进企业持续 

发展的同时可带动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第三，区域 

品牌建设有利于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区域品牌的 

建设可以促进企业间不断深化和细化分工，加强合 

作及创新，使产业链增长，从而将与品牌产业相关的 

其他产业也带动起来，推动区域内其他产业的发展 

和壮大。 

二、我国区域品牌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 

近年来，我国区域品牌建设发展较好的地区有 

广东、浙江等地。广东的经济发展在国内首屈一指， 

区域品牌的发展对广东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广东涌现出众多出色的区域品牌和专业镇， 

如虎门服装、盐步内衣、顺德家电、古镇灯饰、厚街家 

具、石湾陶瓷、南海铝材以及大朗毛织、西樵纺织等。 

据统计，这样上规模的产业集群镇，广东省有 100多 

个，其中有30多个镇区的实际生产能力在500亿到 

1 000亿元之间。广东省这些各具特色的专业镇，由 

于形成集群效应，以“小产品、大市场，小企业、大协 

作，小集群、大力量”的特征享誉国内外市场。 

在浙江省，区域品牌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一些 

区域品牌已经响彻全国甚至世界，从而带来了巨大 

的经济效益。如温州鞋业、温州火机、大唐袜业、上 

虞伞具、嵊州领带、柳市低压电器以及海宁皮革等。 

目前，嵊州市已经拥有2 000多家领带企业，全市7％ 

的人都在从事领带加工，13．5％的人的生计都依赖于 

领带产业。嵊州市的领带已经 占国内市场的 80％， 

占国际市场的 1／3，远销至意大利、美国、德国和法国 

等 80多个国家和地区。 

除广东省和浙江省区域品牌发展迅速之外，我 

国其他地区的区域品牌建设也有良好的发展势头， 

且在全国开始迅速蔓延，取得可喜的成绩。区域品 

牌正在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我国产业集群 

和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一些问题也开始浮现出来， 

如不及时解决将会制约区域品牌的进一步发展。 

1．区域品牌的“搭便车”现象严重 

由于部分生产企业急功近利、以次充好，以期获 

得短期的巨额利润；一些地方政府不顾本地区经济 

的长远发展，纵容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不惜牺牲 

区域品牌的声誉来追求地方财政收入和经济效益的 

短期最大化。由于产品质量下降，最终出现“劣品驱 

逐良品”的逆向淘汰现象，消费者对区域品牌失去信 

任，品牌价值贬值，上演“公共地悲剧”。集群内企业 

的“搭便车”心理，使得集群无法形成有效 的区域 

品牌。 

2．产权缺乏有效保护 

目前很多区域品牌都没有被注册为商标，只有 

名称但没有品牌标志，导致该区域品牌被滥用，但区 

域内的经营者又不能利用商标等法律武器来保护自 

身权益，因为不具备相应的权利主体，也就不具备法 

律所承认的商标资格。区域品牌也有可能被企业注 

册为企业产品品牌。区域品牌属于区域的公共财 

产，一旦被企业注册为企业产品品牌，则公共资产变 

成了私人财产，其整体形象的光环效应就会消失，从 

而损害该地区其他相关经营者的利益。区域品牌被 

企业注册后，如果因经营不善而被区域外的企业甚 

至外资企业收购转移到区域外使用，则会使区域的 

无形资产损失更为严重。典型的例子就是“金华火 

腿”。2003年 11月 16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 

告》报道了金华市永泰、旭春两家火腿厂用剧毒农药 

敌敌畏浸泡火腿、生产“反季节火腿”的恶性事件。 

这使得消费者非常震惊和愤怒，金华火腿的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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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剧下降，企业面临崩溃。后来，拥有商标权的浙江 

省食品公司与拥有原产地标志使用权的金华火腿协 

会为产权主体发生的争执，从 2O多年前持续到现在， 

忽视了品牌的增值和发展，行业内耗严重，产品品质 

参差不齐，市场秩序混乱。受假冒伪劣产品株连，金 

华火腿遭遇品牌危机。 

3．相关企业缺乏密切合作 

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同行业的企业和摊位常在 

门口挂着 “同行免人”的招牌，明显缺乏开放合作意 

识，共同建设区域品牌的意识更为薄弱。区域内的 

中小企业整体观念不强，只局限于区域内的同行竞 

争，导致产品数量越来越大，但价格越来越低，形成 

恶性循环。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区域内的很多企业 

都不愿合作投资以发展壮大区域品牌。 

4．管理部门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目前，区域品牌的管理涉及较多的管理者，如政 

府部门的质量技术监督局、环境保护局等，还有行业 

协会，这些部门的管理，有时重复，有时遗漏，且存在 

部门之间互相扯皮、推脱责任的现象。区域品牌的 

公共物品性质会使市场失灵，所以必须 由当地政府 

宏观调控，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弥补市场的缺陷。 

各地政府虽有技术监督局、卫生监督局等，但这些部 

门力量薄弱，而且在区域品牌保护方面责任不清晰， 

不能对规模小、生产条件差、检测能力弱、无质量保 

证能力的生产企业跟踪监督；平时没有正常的过程 

检测 ，放松了生产质量的跟踪管理；不能严格执行国 

家的强制性标准，忽视对区域品牌使用企业的鉴定。 

作为企业与政府之间桥梁的行业协会，其作用 

也没有得到充分施展，主要表现为：一是对于区域品 

牌建设，地方政府给予行业协会的授权较少，行会协 

会对企业的指导力度和权威度不足，行业协会与企 

业间的相互联系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二是行业协 

会缺乏必要的能力，不能及时了解国际国内行业发 

展动态和市场信息并对本地域同行业进行全面分 

析，不能给企业提供行业指导，对企业的生产和竞争 

协调不到位；三是行业协会不能提供较为完整的统 

计数据，无法给政府相关部门提供专业分析和建议， 

影响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四是行业协会还不能作 

为一个民事主体来代表整个行业内企业从事民事活 

动，行业协会在区域品牌建设中缺乏应有的作为。 

三、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建设 

策略 

1．企业推动区域品牌建设的策略 

各个企业要协同行业协会在区域品牌建设中狠 

抓经营者要素的培育(包括自有要素和非自有要 

素)。一是强化区域品牌的意识。集群内的企业需 

要增强区域品牌意识，充分认识到区域品牌的建立 

不仅可以显著提高整个地区的竞争能力，而且可以 

给企业个体带来巨大的利益。二是深入加强分工合 

作。各企业在注重 自身商品价值的同时，还要加强 

分工合作，这是区域品牌建设极为关键和重要的步 

骤。首先，该过程有益于商品质量与整个生产过程 

更好地融合，形成全面质量管理，不管是效率还是成 

本均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非常好的控制和优化。其 

次，生产和流通天然的属性决定了区域商品可以很 

快进入市场中部，还能保证客户得到的商品或者服 

务质量可靠、有所保障。合理的分工让各个企业注 

重基础力量的历练和成本潜力的发掘，深度合作会 

形成极具竞争能力的生产链，上述两种因素的结合 

会使得产业集群的优势全面发挥，从而得到市场认 

可，形成品牌效应。三是注重 自有品牌的建设。企 

业个体为了达到差异竞争的目的，可以进行 自有品 

牌建设。自建品牌可以形成二次差异，使集群内部 

各个企业之间良性竞争，增进区域品牌建设，使内 

部、外部同时受益。 

2．行业协会推进区域品牌建设的策略 

在区域品牌的创建和培育过程中，行业协会的 

作用不容忽视。行业协会应在政府的授权下成为区 

域品牌的主要建设者。具体而言，其在区域品牌的 

建设中应该开展好如下工作：一是做好区域品牌的 

推广和营销。为宣传区域品牌的整体形象，行业协 

会应该积极参与组织区域品牌的宣传活动。做响区 

域品牌，营销传播手段要创新，形式要多样，要综合 

运用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进行广告或形 

象宣传，举办各种项目推介会、招商洽谈会、商品交 

易会、产品博览会、展销会、产品节和新闻发布会、研 

讨会、论坛等活动，重点宣传区域品牌产品，其宣传 

活动费用可按企业的规模或销售额合理分摊。二是 

为区域品牌相关企业提供服务。开展市场调查、技 

术培训，提供商务信息、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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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指导、促进企业 自有品牌建设，协调企业问合作， 

以便做大做强区域品牌；打破各种市场壁垒，维护行 

业利益。三是做好区域品牌的管理和维护工作。首 

先，开展质量认证和质量检测。积极引导会员进行 

ISO 9000、ISO 14000认证和 CR认证，通过认证提高 

行业的质量水平；与质检部门或科研单位合作，分别 

建立各 自的质量检测中心，对会员企业提供质量检 

测服务。其次，制定实施行业技术标准。可由行业 

协会牵头制订一整套行业标准，通过质量认证来执 

行，建立良好的行业发展秩序，保证区域品牌产品的 

质量和信誉。最后，利用产品编码的可追溯制来追 

踪管理。由行业协会出面打假，其效果要比企业孤 

军奋战好。 

3．地方政府推进区域品牌建设的策略 

政府的工商部门等要根据本地的特产及优势， 

研究确定区域品牌建设定位，引导区域品牌建设。 

同时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注册当地的商 

标或符号，使得该区域的品牌具有广泛的法律基础， 

防止外部个体假冒拷贝。非法拷贝、假冒伪劣对区 

域品牌发展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不仅削弱集群内企 

业的收益，而且破坏区域品牌的价值。因此坚决打 

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是政府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地的区域品牌与自建品牌相辅相成，区域品 

牌是个体品牌的集合体，自建品牌可促进区域品牌 

的建设。知名企业具有完善的品牌体系，会产生榜 

样作用，有利于增加当地的知名度和信誉，能促进整 

个集群品牌的发展。同时，很多中小企业或者 自有 

品牌建设不完备的企业看到了本地知名企业得到的 

实惠，也会全力打造属于 自己的优势品牌。因此当 

地政府应当积极支持先进企业的发展，以促进区域 

品牌建设。为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可以采取 
一

定的激励措施，给予其物质或者精神鼓励；政府应 

当加强投资，以完善企业个体无法或者不愿意完成 

的有利于区域品牌建设的工作；做好资本支持工作， 

对个别有上市需求、融资需求的优秀企业应伸出援 

助之手，切实为企业做实事。加强舆论宣传，重点龙 

头企业对于当地政府形象的提升至关重要，因此加 

强宣传的直接受益者是产业集群，间接受益者是地 

方政府。在扶持名优的同时，还要注意维护区域品 

牌市场秩序，加大失信和败信成本，对违规经营的企 

业加以惩罚。 

4．相关层面对区域品牌建设的作用 

社会各个层面都可能对产业集群和区域品牌建 

设产生影响。这里主要强调应注意规避的不利因素。 

通常情况下，大众特别是商品消费者有意或者 

无意间对集群内的企业形成一种监督或者制衡，趋 

向于要求企业个体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群体的意愿。 

因此个体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一定要注重产品 

的质量，并方便消费者跟踪，通过建立完备的商品编 

号、完善信息互动平台等手段满足消费者的维权诉 

求。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方便消费者，还可以使打击 

假冒伪劣变得更加高效，这对于促进区域品牌建设 

十分重要。 

新闻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塑造集群的区 

域品牌和企业个体的自建品牌，又可以迅速摧毁一 

个品牌、一群企业甚至整个集群。近期发生的双汇 

瘦肉精问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媒体的传播作用 

使得双汇眨眼问成为全社会的焦点，对双汇集团造 

成的损失数以亿计，甚至危及双汇的生存。媒体的 

监督对企业具有强大的震慑作用，引导企业 自觉遵 

守市场规范，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可以说，信息时代 

媒体的约束能力越来越强大，在区域品牌建设中一 

定要高度重视媒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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