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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产业集群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以陕西省户县渭丰乡纸箱产业集群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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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陕西省户县渭丰乡纸箱产业集群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经过简单量化分析，认为西部产

业集群是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组织与运行模式，它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提升农村

工业化水平，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健全农村市场体系三个方面。尽管类似于户县纸箱产业集群的众多西部产业集

群对地方工业经济发展有着显著性贡献，然而其功能的发挥仍然存在许多的局限，为此，可通过相关政策调整如

加强企业内部联系，鼓励企业协同升级，改善集群发展环境来促进它们的发展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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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东南地区的产业集

群发展可谓如火如荼，其中浙江省的发展特别值得关

注。在当地由产业集群引致的区域块状经济的形成与

发展正成为浙江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效理想载体，

并推动了浙江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相比

之下，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然而产业集群在西部地区一诞生就表现出了相当的活

力，有效地促进了所在地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

且各项经济指标和统计数据也清楚地显示，随着产业

集群的不断成熟，产业集群对于经济的贡献率也会逐

步提高。为了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地分析产业集群促

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有效路径，本文选取了陕西省

户县渭丰乡纸箱产业集群为研究范例，进行了实证性

地考察与分析。 
 

一、陕西户县渭丰乡纸箱产业集群 
发展概况 

 
(一) 起源 

渭丰乡位于陕西户县县城以北 10 公里处，全乡共

有 30 个行政村，6 100 余户，总人口 28 万。户县渭丰

纸箱产业的形成，与 80 年代后半期关中境内苹果产业 

的兴旺有直接的关系。 

与周边各县相比，户县的苹果种植与销售相形见

绌，于是少数村民便将目光转移到了苹果运输所必需

的纸箱上，并在苹果主产地礼泉、白水等县开辟了市

场。随着苹果生产、包装、外运等活动的不断深入和

发展，渭丰乡的纸箱产业也随之壮大[1]。 

(二) 规模及内部层次结构 

自 90 年代始至今，在历经近 20 年的发展后，围

绕纸箱生产的产业集群已经初具规模：纸箱产业链中，

纸箱厂 196 户，共有纸箱生产线 261 条，相关配套企

业 184 户。与此同时，集群内部层次结构也日臻完善。

具体而言，包括两个网络层级：核心网络层和辅助网

络层。 

其中核心网络层涉及原料供应及上游产业、纸箱

制造相关配套辅助业、支持性产业、相关服务产业四

项产业；辅助网络层涉及行业协会及政府、西北果品

纸箱市场(见图 1)。 

(三) 目前发展绩效 

截至 2006 年 9 月，纸箱产业集群内企业数量以每

年 10 余家的速度递增，已由最初的 2 家发展到了目前

的 196 家。纸箱产业年生产能力已达 6 亿只以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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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户县纸箱产业集群层级结构模型 

 

际年产量为 3 亿只以上，实际年总值达 3.8 亿元以上， 
实际用工量达 7 000 人，入库税金近 550 万元①。 
 
二、陕西户县渭丰乡纸箱产业集群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在掌握了渭丰乡纸箱产业集群宏观发展情况的

基础上，笔者对调查所取得的各种数据和信息资料进

行了分析和总结，认为西部产业集群促进当地农村经

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促进农村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加快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使之更加合理化；健全和完善农村

市场体系三个方面。 
(一) 地方产业集群发展提升了农村工业化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我国的企

业集群迅速发展并集中于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

成为导致我国经济地区性差距不断拉大的最重要因素

之一。在近 30 来年的发展中，企业集群的聚集效应和

规模效应也已成为推动县域发展和农村工业化的强大

动力。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具有相同性质或相关产业

联系的企业集聚体也可以通过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工业

化，多年实践更加证明了集群经济是推动农村工业化

道路的一种有效形式。处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

农村腹地——陕西户县渭丰乡一带，基于不同背景和

条件而形成的纸箱产业集群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

也有十多年的发展经历，这期间，农村工业化的进程

已有了相对以前较大幅度的提高。 

1. 户县渭丰纸箱产业集群与工业发展水平显著

相关 

90 年代以前，由于受到制度、布局、环境、技术

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渭丰乡乡镇企业的数量屈指可

数，其效益也十分低下，乡工业总产值基本徘徊在 3
千万元到 4 千万元左右，农村工业化进程举步维艰。

进入 90 年代，地处苹果富庶区的渭丰乡抓住了乡镇经

济发展的机遇，大胆摒弃了第一代果品包装(柳条编制

的竹筐)储量小以及第二代包装(塑料包装袋)易挤压、

碰撞的缺点，发展起了以纸箱为主的第三代果品包装

产业。集群发展初期，家庭工场由于历史基础好，启

动资金少，生产和管理成本低等优势，适应了最初的

经济发展，成为集群主要的产业组织主体。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随着企业规模和产品市场的扩大，家庭工

场之间出现了合作，并逐渐涌现出了一批中小型私人

企业。据了解，其中发展较早且规模较大的要属京秦

纸箱厂，其固定资产 3 亿元，年产纸箱量约 800 万个，

产值 1 000 万元。另外纸箱的市场也在逐步开拓，其

中惠丰纸箱厂最先涉足新鲜蔬菜包装领域，年产值

900 多万元，固定资产约 400 万元。企业是一切经济

活动得以顺利展开的载体，只有以高效的企业组织为

基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才能实现。近些年来，渭丰

以每年增加 15 家纸箱厂的速度扩大着纸箱产业的规

模，与此同时相关配套产业也相继发展，纸箱产业集

群已初具规模。纸箱集群年产量由 1990 年的 300 万个

增加到 2005 年底的 3 亿个，年平均增幅 56%，其年

产值由 1990 年的 0.105 亿增加到 2005 年底的 3.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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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增幅 41%。乡工业总产值也由 1990 年的 0.592
亿增至 2005 年底的 4.665 亿，年平均增幅为 26%(见
图 2)。通过观察研究发现，渭丰乡工业化水平的高低

几乎与纸箱产业集群的良好成长有着密切的关系。换

言之，纸箱产业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发展改变

了原有乡镇企业布局分散的不良现象，促进了地方工

业集聚，提高了农村工业化的质量和水平。 
 

 

注：数据来源于渭丰乡企业开发办统计结果 

图 2  1990−2005 年底纸箱产业集群年生产总值与 

渭丰乡工业生产总值  

 
农村工业化是工业在农村不断发展，生产和就业

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国家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工业化的基本标志是工业总产值比重不断上升。

为了进一步说明纸箱产业集群是渭丰乡工业水平提升

的重要影响因子，本文采用 EViews3.1 软件对 1990 年

至 2005 年底渭丰乡纸箱产业集群的年产值和进行了

相关性分析并设立了简单线性回归分析(Y为乡工业总

产值；X 为纸箱产业集群的年产值)(见表 1)。 
 

表 1 参数估计结果 

常数和解

释变量 
参数估计值 参数标准差 t 统计量 双侧概率

C 

X 

0.098 592 

1.222 069 

0.244 775 

0.113 029 

0.402 789 

10.811 99 

0.693 2

0.000 0

 
计算结果的标准格式如下： 

Y=0.098 592+1.222 069X 
s=(0.244 775) (0.113 029) 

     t=(0.402789)  (10.811 99) 
R2=0.893 047  F=116.899 2  DW=0.336 688  

S.E=0.521 206 
检验结果表明：判定系数为0.893 0，样本回归曲

线的拟合优度为89.3%，也就是说集群年产总值这一

解释变量能够在89.3%的程度上对户县乡工业总产值

这一变量做出解释，同时说明纸箱产业集群的发展与

乡工业总产值存在着极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

了0.893。对于X, t 统计量为10.811 99，给定显著性水

平0.05，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为16−2=14下，临界值

为2.144 8，因为t=10.811 99＞2.144 8，所以拒绝H0假

设，表明纸箱产业集群的发展对户县乡工业总产值有

着显著性影响。 

2. 纸箱产业发展对工业化水平提升的贡献度分

析 

由于集群企业较强的衍生能力和集聚的自增强

机制，渭丰纸箱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推动着农村工

业化水平提升。通过对纸箱集群年产值与乡工业总值

之间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Y=0.098 592+1.222 069X 

可以看出：纸箱产业集群年产值每增加1%，渭丰

乡工业总产值就会增加大约1.22%，也就是说，渭丰

乡农村工业化水平提升的过程实际上表现为纸箱产业

集群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为了更清楚地描述纸箱集

群对农村工业化的促进作用，本文利用集群产值占工

业总值比重逐年变化的趋势展示出：在集群发展初期，

对农村工业增长的贡献较为明显，2000年，此比重已

经上升到0.98，这表现出农村工业企业从无到有，从

少到多的快速增长过程。自2000年之后，此比重有所

下降，逐步在0.8的比例左右徘徊，这表示，纸箱产业

趋于稳定发展状态，而由纸箱产业带动其他工业产业

的发展趋向逐步明显(见图3)。纸箱产值占工业总值的

平均比重为0.71，这说明纸箱产业集群的发展对渭丰

乡工业化的贡献一直维持较高的水平。 
 

 

图 3 集群产值占工业总值比重逐年变化图 

 
(二) 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使农村产业结构逐步合

理化和高度化 

农村产业结构是一个区域性概念。从组成内容上

看，主要由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农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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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第三产业——农村服务业组成，因而从本质上讲，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就是对农业、农村工业和农村服务

业三者之间的发展比例及其构成进行重组，在改变传

统行业内部关系的同时，力求三次产业间的互补协调

发展[2]。合理的农村产业结构能实现各种资源的优化

配置，从而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增强社会稳定，保证农村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1. 纸箱产业已跃为县域主导产业 

    在产业结构体系中处于主体地位并起着产业发展

的引导和支撑作用的产业被称为主导产业。由于主导

产业的产业关联性强，因而具有带动其他产业一起发

展的功能。近年来，渭丰乡党委、政府以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实施“工业强县”战略为契机，积极引导和扶

持群众大力发展纸箱加工企业，形成了以定舟、元村

等 8 个纸箱专业村为中心，辐射本乡其他乡村和与之

毗邻的大王镇、涝店镇的纸箱生产加工基地，同时促

进了造纸、彩印、制钉、制胶、运输、餐饮以及扁丝

制作、大白粉制造和废品回收等 20 多个相关产业的萌

生与发展，为实现规模扩张、打造地域经济的主导产

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调研显示：目前，渭丰农村产

业主要涉及纸箱产业、电力工业、建材工业、化学工

业、医药工业、机械工业、其他行业(建筑安装、小制

造、加工等)、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其年产值

分别为：3.88、0.06、0.26、0.05、0.05、0.03、0.56、
0.338 亿元。可见，纸箱产业已经发展成为渭丰乡的主

导产业。 
2. 产业结构逐步合理化和高度化 
各产业协调发展、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

过程被称之为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的内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  
化[3]。本文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实质在于各产业

间的优化，也就是说各项资源(包括：劳动力、资金、

技术、土地等)在产业间的合理协调配置；产业结构高

度化的实质在于产业内部的优化，即产业内部各项资

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就渭丰乡而言，20 世纪 90 年代前，基本上是一

个以农业为主导的乡镇，农村工业企业寥寥无几，更

谈不上第三产业的发展。进入 90 年代，随着纸箱制造

企业的逐年增加，纸箱生产链条逐步完善，产业集群

这一生产组织形式初见端倪，并日益成熟。纸箱集群

以纸箱生产企业为主体，以造纸业、制胶业、铸造业、

彩色印刷业、机器设备维修业等相关配套企业为辅助。

它在快速稳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商业运输业、

餐饮服务业等农村服务行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

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业配套发展形式，推动

了渭丰乡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农村工业企业不断

发展壮大，使农村服务业从无到有。调查显示：截至

2006 年，渭丰乡农业产值 8 900 万元，工业产值 5.3
亿元，第三产业产值 3 380 万元。很明显：渭丰三次

产业呈现鼓形结构，又称橄榄型结构，即第二次产业

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重大，第一、三次产业占的比

重较小，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准确而言，渭丰

属于 2、1、3 结构，即第一次产业的比重比第三次产

业大，是工业化前期结构，农业的比重还比较大。 
目前，渭丰乡有劳动能力的总人口约为21 300人，

其中农业劳动人口约为 9 900 人，占总人口的 47%；

工业人口约 9 000 人，占总人口 42%；第三产业人口

约 2400 人，占总人口 11%。其中从事纸箱制作及其

相关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达 7 000 人，占到总人口

的 33%。全乡土地面积约3 800亩，工业用地占到 45%。

2006 年，全乡固定资产投资额共 1.45 亿元，其中仅纸

箱产业就达到了 0.92 亿元。以上调查数据表明，纸箱

产业集群给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开辟了一条新路，

同时也促进了土地的使用效率和资金投入−产出比率

(纸箱产业资金投入产出比率为 2002。(4.22׃1 年 4 月，

渭丰乡发起成立了纸箱业协会，开展技术、信息、产

业政策指导等服务工作，为产业大发展拓展了空间。

在大力宣传和提高户县纸箱知名度、美誉度的同时，

户县县委、县政府和渭丰乡党委、政府定期对企业技

术员、安全员进行业务培训，先后有 800 多人次受训。

上述资料显示：各项资源，如劳动力、资金、土地、

技术等在渭丰各产业间的配置逐步合理化、协调化，

在产业内部的使用效率也有明显改观。 
(三) 地方产业集群发展加快了农村市场体系建

设步伐 
从市场经济学的角度讲，市场体系就是市场发展

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一个集合概念。所谓农村市场体

系，就是指农村经济领域当中，多种类型、多级层次

的市场互相促进、互相依存而形成的一个整体。简单

来说，也就是农村各类市场的有机统一体[4]。本文认

为：依据不同，市场体系的分类也有所不同，按要素

划分，包括各类商品市场、劳动力、资金、信息等市

场；另一种则划分为实体和虚体市场两类，一般来说，

各类商品市场多为实体市场，其他要素市场主要表现

为虚体市场。市场体系建设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它是一个地方经济建设的突破点，经

济收入的增长源，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渭丰乡纸箱产业集群在经历 15 年的发展中，其

规模不断扩大，集群产品由单一走向多样化，从最初

的果品纸箱生产扩展到工业纸箱生产领域，再到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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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包装纸盒，承载量大至 15 公斤，小至 2 公斤。渭

丰纸箱产品已在西北纸箱市场占主导地位，占到市场

份额的 60%以上，并拓展到了山东、河南、内蒙、东

北等地，并且占到其市场份额的 30%以上。正是纸箱

产业集群规模的扩大，产品的多元化催生了渭丰纸箱

专业市场的建设和发展。2006 年初，渭丰乡政府为架

设连接企业与客户之间的桥梁，在渭丰地区沿西宝路

南线筹建了纸箱专业批发市场，将销售市场从礼泉、

蒲城等地转移到户县，从而减少运输成本，彻底消除

中间商压价的局面，从而以价格的优势为渭丰乡吸引

来了更多的客户。 

渭丰纸箱产业集群在发展与扩张的过程中，形成

了一批了解纸箱生产各个环节、各道工序，熟练掌握

操作规程的技术工人储备，由此构建了有效的劳动力

供给市场。此外，随着集群技术不断升级，兴办纸箱

企业所需成本也由于设备成本加大而增加不少，由 80
年代末90年代初的 6至 7万元上升到 96年的11万元，

直至目前的 30 至 40 万元，因此私人资金拆借已经无

法满足资金的需求。渭丰政府根据产业集群发展的实

际需要，积极协调金融机构，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为

资金借贷创造优惠条件，同时积极争取省、市有关项

目发展配套资金，着实有效地促成了当地资金市场的

建设与健全。 
纸箱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及其与外

部销售往来的加深也在不断地促进技术市场、信息市

场的兴起与发展。近年来，纸箱集群内各企业通过在

一些大型网站(如国际包装网)张贴企业产品生产和销

售信息以及建立自己网站的方式加大与外界联系接洽

的力度，完成实体和虚体市场的对接与互补，实质性

地提高了信息的有效沟通与获取，增加了有效合约的

签约能力，降低了与外界交易的费用。 
 
三、制约西部产业集群升级发展的 

因素分析 
 

奥地利经济学家蒂奇(Tichy)借鉴拂农产品生命周

期理论，将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发生阶段

(initial phrase)、发展阶段(growth phrase)、成熟阶段

(maturity phrase)和衰亡阶段(petrify phrase)[5]。本文认

为，与渭丰乡纸箱产业集群相类似的若干西部传统产

业集群尚处于集群生命周期的第二阶段即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尽管产业集群的发展绩效已日趋明显，

对地方经济的提升，特别是工业经济的提升有着显著

成效，但其自身的升级发展空间还很大，有许多问题

存在，许多制约进一步成熟的因素需要排除。为此，

下文将对照户县纸箱产业集群这一个点来引出影响与

其相仿的西部集群继续升级发展的三方面制约因素。 
(一) 集群内企业间开放程度不高，导致学习与创

新联系功能弱 

所谓学习与创新联系是指在产业集群形成和发

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学习和创新环境，即“马歇尔产

业氛围”，在该氛围中产业间的联系表现为无形的知识

和技术以及非正式联系[5]。长期发展起来的这种环境

方便了“集体学习过程”，即信息、知识和实践在整个

特定区域快速地传播，不会被其他地区加以复制和模

仿，由此进一步提高特定区域的企业和决策机构的学

习和创新能力。笔者认为，导致西部传统产业群内部

企业间开放程度不高，学习与创新联系功能较弱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民企业家领导意

识问题。农民企业家源自农民，他们受自然经济思想

束缚已久，尽管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商品经济的发

展，农民同市场已建立了某种联系，竞争意识已有所

提高，但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时间观念、既竞争又合

作的观念、价值观念并未成为促进农民企业家创业的

真正动因。他们重经验，轻知识，对新技术和现代化

管理经验、生活方式存在不同程度的排斥性，他们崇

尚私利，却无视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忽视整个集群

生命的延续，不懂得通过集群参与国内外的竞争来赢

得自身的长久发展。久而久之，企业各自封闭，关联

性淡化，最终导致集群缺乏创新而失去新的增长点，

直至走向衰亡。 
(二) 集群整体技术水平低 

集群内个体、家庭企业小生产方式占有相当大的

比重，农民企业众多，不少企业依靠简单手工劳动投

入代替资本投入，专业化程度不高，产品仿制现象突

出，技术含量不高，缺乏科学的信息收集和决策判断

能力。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小企业没有烘

干设备，还停留在依靠日光照射晾晒纸箱的原始操作

规程中，道路两旁排满了晾晒的纸箱，严重影响了道

路的运输畅通。众多企业都在产品开发的后期阶段漫

游，属于生产技术上的后进者。这样以来，通过企业

间生产技术联系将直接影响集群整体的技术升级。 
(三) 政府的“作为”少，“不作为”多 

西部传统产业集群较多集聚在乡镇，与东南地区

的乡镇相比，其产业基础薄弱，区域经济环境比较差，

市场发育程度低，产业结构合理性差，商业文化氛围

不浓，这些都会影响集群的进一步发展。作为政府，

尽管已经看到产业集群的发展促进了乡镇经济发展，

农民收入提高，活跃了农村市场等种种好处，但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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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于“做些什么”来提升集群的层次，将产业做大做强，

又或是动作太慢，效率太低，滞后于集群的发展。 
 

四、促进西部产业集群升级发展的 
政策建议 

 
产业集群成长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会出

现集群内单一型产品结构面临较大的试产风险、内部

分工合作关系不稳定、集群发展具有高度路径依赖性、

产品技术含量低、缺乏创新等问题[[6]。特别是在陕西

境内，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内生型产业集群主要是农民

创业起家，在技术和资金方面受到很大约束。上述许

多问题是很难完全依靠集群中的广大中小企业的力量

解决的，因而需要发挥地方政府指导、调控、激励和

规制作用。本文认为，地方政府作为集群发展中的一

个重要行为主体，必须要有匹配性的行为。 
(一) 集群环境建设方面 

主要体现在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具体到渭丰

乡首先应当筹集资金改善乡村道路，完善乡镇相关基

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外来投资。其次，建设产品和

要素专业市场，搭建客户与厂家的交流平台。 
(二) 集群内部企业联系方面 

体现在完善信息服务网络功能，组建行业协会，

出面协调厂商之间的共同行动，使得众多规模小的企

业连成整体，增强其竞争能力，避免相互恶性竞争。 
(三) 集群企业协同升级方面 

体现在充当共性技术的外源性引入主体，创建创 

新资源有效使用的组织机制。一般来说有三种：一是

以扶持大企业为重点的组织机制，二是以公共服务为

宗旨的组织机制，三是以公司化运作为原则的组织机

制[5]。具体到渭丰，建议采用第二种机制，也就是说

地方政府把引入的新资源看成是公共产品，通过建立

一个公共性的非盈利机构，为集群内企业无偿提供新

产品设计与开发试验等方面的技术服务。在有效开展

的情况下，也可实行补贴式收费。 
  
注释： 
 
① 陕西户县渭丰乡工业办. 文章数据除标注外均来自本次调查结

果. 200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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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western industrial cluster 
promoting rural economy 

−taking the carton industry cluster in Weifeng Hu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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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arton industry cluster in Weifeng Hu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and 
through a simple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paper shows that the industrial cluster is an effective organization and 
economic mode in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y. The cluster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rural economy in three aspects: 
upgrading the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adjus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improving rural market system. 
Although many western industrial cluster similar to the carton industrial cluster in Hu County has made not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 industrial economy, it’s promoting function is still restrained, the restriction can be moved 
through policy adjustments such as enhancing internal links, collaborative upgrading of enterprises, and improving the 
cluster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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