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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在出口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驱动下，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并快速实现产业升级。进入

21世纪后，在面临成本上升和制度环境变化等诸多危机和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

这从根本上重塑了产业组织和空间结构，改变着中国制造业在地方、区域乃至全球出口市场中的角色功能和影响

力。基于文献分析，论文将产业升级划分为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2种模式，并分别从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

业等多尺度视角下探讨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机制及其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现象相互

依赖、相互作用，是产业升级的2个侧面，综合两者的分析框架能更全面地反映中国产业升级的现状；② 中国产业

在升级模式上体现了复杂多样性，已有研究关注的产业升级模式较为单一，未来应更加关注中国产业升级路径和

方式的非线性、复杂性和多元性特征；③ 中国产业升级是由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业等多重尺度力量相互耦合

下共同驱动的，透过多元地理尺度融合的分析框架解读产业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机制，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产

业的发展和赶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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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国家和区域经济

发展不仅依赖于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同时

还取决于当地企业能否通过产业升级不断提升全

球竞争力[1-2]。产业升级成为学术界和决策者们的

主要议题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近年来，对

产业升级的研究或从单一尺度视角入手，或关注某

种特定类型升级，或追踪某个特定区域的升级轨

迹，但忽视了不同尺度要素的交叉性、不同类型升

级的共生性以及不同区域升级轨迹的复杂性和多

元性。全面、系统地理解产业升级过程和机制仍是

学术界亟待解决的议题。

改革开放前，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导向的工业

化战略指导下，中国逐渐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同时，由于要素禀赋及比较优势的变化，全球

价值链中位于“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

节开始寻找新的承接地。在此基础上，改革开放的

政策使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3]。改革开放

以来，伴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转型的推进，

中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4-5]。中国制造业凭借

低廉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巨大的国内市场和

宽松的制度环境等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形成较强

的竞争优势，同时制造业企业积极融入全球生产网

络，承接欧美、东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

形成“两头在外”的产业发展模式[6-9]。近年来，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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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依赖低成本、低工资和低技术的生产模式逐渐

受到挑战，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多重压力下展开新一

轮的产业升级[9-10]。一方面，中国企业主要负责低附

加值和低端生产环节，而高附加值和上下游环节仍

被控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手中。这种“低端嵌入”

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容易被跨国公司“俘获”而

产生“低端锁定”现象，“微笑曲线”向两端升级时面

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11]。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阶段。首先，制造业发展的传统要素

禀赋的比较优势在逐渐减弱，多种生产要素的供需

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将难

以为继[12]。从供给需求结构来看，中国供给侧的生

产总成本显著上升，包括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环境

和生态成本，而需求侧包含投资、消费在内的总需求

疲软，中国经济出现“经济结构减速”的现象[13-15]。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要求中国制造业需逐渐从要素驱

动、投资驱动型逐渐转向创新驱动型的发展模式。

同时，在工业化后期中国的产业发展将面临更加复

杂的问题与挑战，例如产能过剩问题遍及中国主要

工业行业，而工业革命则对中国制造业融合现代信

息技术、生产高质量、复杂的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16]。因此，在多重压力下，如何科学理解当下中国

产业升级的模式、动力机制和演化过程，促成国家和

区域产业升级，已成为中国经济地理学新的研究命

题，对中国制造业升级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文对国内外有关产业升级的文献进行细致

梳理，根据学科视角和理论工具的差异，界定并探

讨了产业升级的 2种主要模式，即价值链升级模式

和空间升级模式。前者认为产业升级即产业价值

链的提升，企业(间)在技术创新、成本节约、产品质

量、生产功能、企业网络和市场发展等方面的提升

和多元化，能够逐步提高产业的价值俘获能力，提

升企业/产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从而实现升级。后

者则强调产业升级的地方性和空间性，即产业升级

是一个涉及空间多尺度力量的、空间重构的动态过

程。特定地方社会文化资产的组合，跨区资源的整

合、网络化生产和劳动分工，以及更大地理尺度(如

国家和区域)的产业上下游联系、以国际贸易为基

础的协作分工体系，均是产业升级在空间上的体

现。尽管两者模式各自均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却较

为单一地(非此即彼地)被用于产业升级研究中，2种

视角缺乏互动和融合，难以解释当下多重危机背景

下的中国产业升级多元机制和过程。基于此，本文

从研究视角上探讨了 2 种模式之间的内在互动关

系，指出了两者互补和融合的必要性。此外，本文

强调产业升级的地理性和尺度性，提炼出一个能够

更好地理解中国产业升级机制的多尺度融合的分

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容纳了企业、地方、区域、国

家和全球多尺度下各自产业升级的机制和多尺度

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多尺度融合的视角分析

产业价值链和空间升级的机制，弥补了单一视角上

的不足，为当下和未来中国产业升级的复杂多元机

制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展望。

1 产业升级模式

对经济学和管理学者而言，产业升级指生产者

提升产品质量、加快生产效率或改进生产技能的过

程[1,17-18]，即生产组织结构的重组。学者们较早地从

价值链角度出发，将产业升级定义为制造业企业成

功地从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低价值产品向生产更高

价值的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一种经济角色转

变过程[19-22]。核心内涵是产业从低技术水平、低附

加值状态向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状态的提升[23]。

Humphrey等[19]从全球价值链理论出发，进一步将产

品生产的价值链分为从低到高，依次推进的 4个环

节：组装、原始设备制造(original equipment manu-

facturer, OEM)、原始设计制造(original design manu-

facturer, ODM)和原始品牌制造(original brand man-

ufacture, OBM)。当企业、产业和区域从一个环节进

入下一个环节时就实现了产业升级。

企业亦可通过压缩成本来提升竞争力，但通常

被认为是低端策略，不利于企业、产业和区域的长

期发展 [24]。产业升级被认为是企业发展的高端路

线，能够推动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区域经济增长。2

种发展轨迹的主要区别在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即企

业是否能不断对其生产和产品进行改良[25]。因此，

传统上，产业升级的核心在于企业的学习和创新能

力的提高，同时还要求企业能够通过竞争使得创新

速度快于竞争对手。产业升级也不等同于创新，但

后者对于前者很重要，因为创新决定企业能否生产

更多附加值以及获取更多市场份额。对于产业升

级来说，创新并不一定是变革式地引入全新的产品

和功能，渐进性、连续性创新也同样重要[26]。

需要指出的是，产业价值链升级亦是一个地理

过程，企业的升级行为和策略可以在不同空间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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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间)发生。① 企业尺度：企业从生产少量、便宜

或简单产品升级到生产大量、昂贵或复杂产品；②
企业间网络尺度：从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

标准化产品升级到差异化的弹性生产(flexible pro-

duction)；③ 区域和国家经济体尺度：利用区域和国

家尺度生产网络的上下游联系从组装升级到原始

设备制造、原始设计制造和原始品牌制造；④ 超国

家尺度：从不对等的区域间双边贸易升级到成熟的

区域间协作分工体系，并形成完整的生产网络[27]。

升级的空间关系受到地理学者的关注，其认为产业

升级离不开多种空间尺度环境下社会经济文化的

作用，产业空间重组、(去)地方化和区域化等方式均

可实现产业升级[28]。因此，产业升级并不局限于价

值链升级这一单一模式，产业空间升级模式也越来

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认可。

总的来说，本文认为产业升级的内涵是产业或

企业为达到提升竞争力目的而进行生产组织结构

或空间组织结构的重组后的结果。产业升级的模

式主要有2种：一是价值链升级，二是空间升级。价

值链升级关注生产的组织结构的重构(organization-

al restructuring)，而空间升级关注生产的空间重构

过程(geographical restructuring)。这 2 种模式分别

关注产业升级的不同侧面，其划分具有合理性。同

时，生产和空间组织结构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彼

此关联、相互作用，该划分方式能够将两者有机地

结合起来，有利于探讨两者相互耦合的模式和机

制，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国产业升级的图景。这 2种

模式的研究也形成了两类不同的文献脉络。

1.1 价值链升级

Humphrey等[29]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提出四

种价值链升级方式：① 过程升级(process upgrading)

即通过重组生产系统或引入新技术提升生产效率，

但是企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并没有改变；② 产品升

级(product upgrading)指从生产低价低端产品变成

生产高价高端产品，其生产过程可能不变；③ 功能

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即企业引入新的功能(如

销售、设计和品牌营销等)进而改变其在价值链上

的位置，此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发生了变化；④ 跨

产业升级(inter-sectoral upgrading)即企业利用在一

个部门习得的技能进入一个新的产业部门。因为

最后一种升级牵涉到跨行业的分析，多数全球价值

链研究关注前 3种升级，研究涉及纺织服装[30-31]、汽

车[32]、农产品[33、电子[34]、伐木[35]等行业中的不同类型

价值链升级。直到最近演化经济地理理论建立之

后，跨产业升级的研究才逐渐成为理论和实证研究

关注的重点。相关成果主要透过路径依赖的视角

来剖析区域内企业如何从已有行业进入新行业，并

描绘区域行业衍生(regional branching)路径[36-37]。后

续价值链研究在4种价值链升级的基础上又加入了

市场升级(channel upgrading)，即企业通过发掘新市

场来提升市场份额进而实现产业升级[38]。

对于价值链升级，中国地理学者的关注度相对

于经济学者较少，但也作出了相应的研究成果。早

期的研究着重引入 4种价值链升级的相关理论，并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地方产业如何实现4种升级及其

内部机制[39-41]。也有研究关注 4种价值链升级中特

定类型的产业升级，如跨国公司供应商的特定环节

的升级[42]和城市产业衍生过程中的跨产业升级的

现象[43]。除了引入这 4种价值链升级理论外，部分

地理学者则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试图总结适用于

中国的升级类型，并从技术研发与应用的路径选

择、特定产业的发展特征、产业升级与生产要素间

的关系以及产品市场转向等不同角度对产生升级

模式进行划分和总结[23,44-46]。总的来说，中国学者对

于产业价值链升级类型研究的理论贡献还相对较

少，目前通用的仍然是Humphrey等[29]的4类产业升

级与市场升级。

一方面，尽管地理学者开始关注特定区域(产

业)尺度下的价值链升级机制等实证研究，但没有

深入提升价值链升级的地理理论性，使得价值链升

级并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地理学核心概念。有部分

地理学者关注到产业升级中地理性和空间性问题，

例如，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与产业升级的研究开始注

重其空间形态和结构的变迁[47]、跨产业升级的研究

则突出区域地理要素如产业多样性、制度厚度(in-

stitutional thickness)和特定区域机构的重要性 [48]。

然而，目前关于价值链升级的文献较少涉及空间动

态，价值链升级研究需要更好地融入地理理论性。

另一方面，企业产业升级路径的非线性值得深

入研究。近年来中国企业通过空间和产业重组、兼

并和并购、外包和分包等逐渐壮大，生产逐渐横跨

多个环节，这不仅导致了一个企业内部可能存在不

同类型价值链和空间升级并存的现象，也催生了非

线性产业升级的出现。Ponte等[33]最早通过分析南

非的酿酒业发现有的企业为了追逐更多利润和提

升企业综合竞争力，经常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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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开展过程和产品升级，同时主动从高端环节

退回到低端环节(功能降级)。对中东欧的服装行业

的研究也发现面临外部冲击时，可能产业降级能够

帮助一些企业更好地生存下去[49]。Ponte等[33]由此

批评现有研究过度执迷于“产业升级”，忽视了企业

的终极目标应当是生存和提升竞争力，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有时产业降级也是重要手段。即企业可能

为了更好地实现某类升级主动进行另一种降级，产

业升级不再总是单向的、向上的；相反，企业可能为

了生存和整体利润，主动寻求降级以更好地实现另

一类升级。尤其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浪潮下，产业和

企业战略的多样化能够为企业、区域和社会提供更

多生存和发展的机会[50-51]。最近，少数中国地理学

者开始关注产业升级的非线性问题。例如符天蓝

等[46]发现珠三角地区的家具企业呈现出产业升级

和降级等多元化路径。可见，目前中国的实证和理

论研究还很少强调产业升级的非线性特性，对于产

业降级和产业升级交叉作用的研究也相对匮乏，因

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分析中国企业产业升级的非线

性、复杂性和多元性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

1.2 空间升级

价值链升级的文献中缺乏对产业升级中空间

重组途径的系统性分析，导致在描绘产业升级图景

时出现一定程度的割裂。一方面，忽略产业升级的

地理空间过程，难以识别产业升级的全部类型；另

一方面，忽略产业升级中空间重组的作用，则难以

剖析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的相互耦合对于产业

升级路径的影响。对于产业升级与重组过程，地理

学者更多地关注其地理动态和空间策略。在全球

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下，企业拥有更强的地理灵活

性，企业在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布局生产系统，

建立起“企业—地区”的空间关系[52]。企业通过重

新配置内部和外部资源以实现升级过程，因此，空

间配置和空间重组成为企业升级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理解企业的转型升级与产业动态，就必须考

虑企业的战略决策是如何“空间化”的[53]。

产业空间升级将产业升级视为一种地理过程，

是指通过产业的空间结构重构来实现生产组织的

优化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产业价值链升级和空间

升级是产业升级的不同侧面与途径，价值链升级关

注生产的组织重构，而空间升级则是关注生产的空

间重构现象，如工厂搬迁以寻求更低成本的区位、

研发部门转移至发达地区以获取信息、人才和技术

等。这2种模式的分析维度不同，学科来源不同，但

其最终结果一致，即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产业升

级和优化(表1)。

产业空间升级主要有 4种途径方式。① 企业

快速融入地方生产和社会网络中的过程即地方化，

并受益于地方化产生的集聚经济和地方化嵌入的

关系资产，企业可以借此实现产业升级[29,54-57]。这一

概念和产业集群具有天然联系[58-59]。② 企业还可以

通过去地方化实现产业空间重组，即完全或部分转

移企业功能。去地方化与产业转移概念略有不同，

它更重视地方和企业的互动关系。去地方化也是

功能再次整合过程，即企业生产链在不同空间尺度

的分离和重组，并得到优化[8,57,60-61]。③ 与去地方化

相对应，再地方化则是企业在去地方化之后，企业

转移到新的区位再次嵌入地方生产网络中的过程，

即再地方化[62-63]。④ 企业在产业空间转移过程中并

不是随便选址，地理邻近仍然重要[64-65]。为了缩短企

业生产链的响应速度以及实现精益生产(lean pro-

duction)和即时生产(just-in-time)，企业倾向于在地

理(文化/制度)邻近的区位进行再地方化，打造尺度

更大于地方的区域性生产网络和劳动力分工体系，

即以区域化方式推动产业升级[49,64,66-68]。

中国地理学者在产业空间升级模式上提出了

很多真知灼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集聚

程度提升，企业通过加深地方化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以实现快速发展[69-70]。尤其是沿海产业集群更强化

了企业的地方化升级过程[2,8,71]。进入 21世纪，随着

企业开始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与重组，去地方化和产

业转移的研究逐渐兴起。在国家层面，李国平等[72]

从整体上展示了中国制造业产业转移及其对产业

优化升级的推动作用，着重解析纺织服装业、汽车

表1 产业价值链升级与产业空间升级

Tab.1 Value chain upgrading and spatial upgrading

升级类型

价值链升级

空间升级

学科来源

管理学、经济学、

社会学

地理学

关注点

组织重构

空间重构

内涵

通过生产组织重构实现产

业升级

通过生产空间重构实现产

业升级

类型

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跨产

业升级、市场升级

地方化、去地方化、再地方化、区域化

联系

产业升级的 2 个侧

面，相互耦合，相互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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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升级情况，其结果表

明基于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产业转移有利于区

域产业分工合作的优化与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的

构建。在集群层面，朱华友等[56]着眼于东莞鞋业集

群从地方化到去地方化的转变，将去地方化划分为

跨国公司战略驱动下和全球贸易商订单驱动下的

去地方化并探讨了该案例对中国沿海外贸加工业

如何实现产业升级的启示。其他相关研究也都表

明中国企业通过去地方化实现了空间要素的优化

配置、重组和空间升级[73-76]。再地方化和区域化研

究则突出地理邻近，通过分析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

以及不同区域的分工特点，提出中国不同区域如何

借助再地方化和区域化实现空间升级的可能性和

方向[57,65,77-78]。

1.3 价值链与空间升级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产业升级模式研究上，国外开展

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国内研究近年来也突飞

猛进，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同时，也纳入了中国特有

的制度背景和区域特征。这些研究奠定了良好的

理论和实证基础，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深入研

究。特别是，现有研究多关注某一种特定类型的价

值链或空间升级，忽视了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之

间共存互动的可能性，限制了产业升级内在复杂机

制的理解。在实际中，企业的策略往往是复杂的，

为了完成一种价值链升级，可能会同时开展空间升

级来辅助前者 [78- 80]。例如，在三角制造网络中，买

方、中间商和生产商均能够在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

的空间升级过程中实现价值链升级[57]，空间升级和

价值链升级往往是产业升级的2两个侧面。随着中

国企业的逐渐壮大，很多企业生产开始多元化，布

局多个区位，涵盖多个环节，出现高端环节和低端

环节在同一企业内部并存的现象。这使得在产业

升级过程中，不同环节的实际升级需求、方向、发生

模式和地理策略都不一样，表现在企业层面上多元

化的升级模式[65,81]。因此，在今后的实证研究中，整

合产业价值链升级和产业空间升级，厘清两者的互

动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产业和空间动

态，并赋予产业升级更多的地理性。图 1展示了价

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相互融合的中国产业升级模

式。具体来说，本文认为这种模式融合主要含 3层

含义。

首先，产业价值链升级伴随着产业空间升级，

并可以依托后者得以实现。例如，企业在进行过程

升级和产品升级时往往需要外生力，即需要引入新

的技术、知识、劳动力和管理制度，当本地缺乏这些

资源时，企业就倾向于利用全球化力量，进行(再)地

方化，进入知识密集地区，通过学习和知识传播获

得产业升级的动力[82-83]。

其次，产业空间升级可能先于产业价值链升

级，最终推动后者从而实现产业升级[84]。例如，大

量企业因生产成本上涨和环境保护制度收紧而不

断向各项成本低廉的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这

一过程可能会带来新的空间升级机会，如区域化和

(再)地方化[62,85-86]；又如跨国公司主动通过战略耦合

将地方企业纳入其生产网络[52,87]；再如区域化过程推

动目的地区域生产系统的重组与升级[77]，还可能开

拓新的市场而形成新的产品品牌和区域功能[62]。这

些因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空间升级进程能够逐步催

生出多种价值链升级途径。

最后，同一种产业空间升级方式可以带来多种

产业价值链升级，反之亦然，相辅相成。例如，地方

化让企业进一步获得本地社会资本和制度适应力，

同时也可能发掘培育出具有内生创新力的、基于本

地知识交流的、面向动态市场的良好商业生产环

境，在政策的适当支持下，能够产生产品升级(面向

新的市场而生产设计出新的产品)、过程升级(通过

企业间资源整合和深度分工合作而提升生产效率)

和功能升级(企业从生产功能延伸出营销和设计功

能)等[88-89]。反过来说，当企业在拓展新的市场时(即

走市场升级道路时)，特别是国内市场，会逐步适应

当地环境，挖掘当地生产资源，能够推动区域生产

图1 中国产业升级模式

Fig.1 Industrial upgrading patter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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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形成(区域化)，同时也能通过试水新市场而获

得反馈，用以改良和升级产品，以此进入国际市场，

从融入全球市场中获得更多有利于产业升级的资

源和条件[90]。

2 多尺度的产业升级机制

产业升级模式关注产业升级路径，而产业升级

机制则关注产业升级的驱动力，研究不同理论视角

下的产业升级模式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产业升级的

内在复杂机制。但理论背景的差异导致对产业升

级的尺度关注有很大差异，并往往倾向于对特定尺

度下的产业升级研究。例如，产业区理论和新区域

主义等强调地方尺度的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协作

对于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91-93]，而全球价值链理论

则强调全球尺度同一价值链上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企业的合作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实现产

业升级 [22,27,94]。尽管这些理论都着眼于经济行为主

体之间如何形成非市场关系，进而实现分工协作、

利润分配和产业升级，但关注的升级视角不同、升

级主体不同、路径模式不同，地理尺度也不尽相同，

使得对产业升级的内在机制理解存在一定的片面

性。根据现有文献的发展脉络，本文总结了包含国

家、全球、地方、区域和企业视角下 5种主要的产业

升级机制。这 5种尺度并不是割裂的，不同尺度间

会发生相互作用，共同作用于产业升级。因此，多

尺度视角也是一种综合的、融合的视角。

2.1 国家视角下的产业升级

早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于近年来东亚各经

济体的迅速崛起，强调国家在本国企业升级中扮演

的重要角色。发展型国家理论(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y)指出国家和政府应当帮扶本国企业获得高

端技术、实现产业升级以应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

争 [31,95-97]。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成功案例也表明一

国的精英和政府机构应当保持高度统一，公有部

门和私有部门相互协作制定面向发展的产业政

策 [95-96]。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优惠政策、资金和技术

支持，帮助和保护本国企业首先在相对温和的本国

市场环境里成长，等待产业升级至成熟之后再进入

国际市场。该理论从国家视角出发得出国家尺度

的政策、制度和公私协作对于产业升级至关重要。

2.2 全球视角下的产业升级

发展型国家理论从国家视角出发，过度关注内

生要素和国家机制，忽视了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地

方经济发展的外向联系的重要性。全球商品链

(global commodity chain)和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

ue chain)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指出全球化背景下

一条商品链或价值链上的不同环节通常由不同地

理位置的不同企业完成，由此不同的国家和地方经

济被跨国公司组织、协调和管理的生产链条有机地

串联起来，企业、地方和国家的产业升级因此离不

开全球舞台的大背景[27,31,98]。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

因此扮演核心角色，决定着链条上物质、资本、人力

和知识的流动以及价值的创造和分配[27,99]。发展中

国家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后，可以跟随跨国公司学

习如何提升生产能力，通过产品专业化、技术转移

和“干中学”效应快速实现升级。因此，全球价值链

上的知识溢出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实现产业升级

至关重要。

地理学者在此基础上搭建的全球生产网络理

论(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进一步丰富了产业升

级的理论，强调地方如何通过调整自身资源来匹配

全球力量的需求，进而和后者实现战略性耦合(stra-

tegic coupling)，耦合进一步促进了从全球到地方的

知识溢出以及地方企业的产业升级[47,100-102]。产业还

可以通过去耦合(decoupling)和再耦合(recoupling)

实现空间重组和空间升级 [103-104]。杨春 [52]基于中国

台资电脑行业在珠三角的去耦合和长三角的再耦

合，展示了中国电脑产业的空间重组过程以及全

球视角对于理解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其他如

全球渠道(global pipeline)理论也从地方的外部联

系入手，指出全球的知识联系能够促进地方产业

升级[82,105]。中国很多学者也从地方全球联系、跨国

公司的知识溢出、技术扩散等不同角度出发，阐

释了外部联系对于产业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的

影响[39,106-107]。

2.3 地方视角下的产业升级

基于全球视角的各种理论和基于国家视角的

发展型国家理论一样，过度关注单一尺度的要素对

于产业升级的作用。地理学者一直强调，全球化并

不意味着全球同质性，也不意味着“地理的终结”

(the end of geography)[108]。相反，地方依然是知识碰

撞和创新产生的重要场所[109]，地理邻近对于产业升

级依然重要。新区域主义、产业集群和产业区等理

论强调地方尺度上的产业发展历史、社会组织结

构以及制度环境等要素共同作用，通过产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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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递增和路径依赖等机制影响企业和地方产业

升级[93,110]。因为经济主体通常以地理邻近为前提发

生联系并建立信任，因此上述机制多基于地方社会

网络而发生。同时，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具有显著的

地理衰减效应，尤其当产业中存在大量缄默知识

(tacit knowledge)时，地理邻近和面对面交流(face-

to-face interaction)变得尤为重要。企业在同一地方

的集聚能够催生出知识溢出[91]、“制度厚度”[111]、嵌

入性(embeddedness)[112]，以及非贸易相互依赖性(un-

traded interdependencies)[93,113]等机制，进而实现快速

升级。地理学者由此认为从地方视角审视产业升

级不可或缺。全球视角的理论多以企业为中心，而

地方视角不仅强调企业间垂直和水平联系的作用，

还关注地方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对于产业升级的

影响[5,114-116]。地方尺度要素和产业升级的相关理论

也被很多中国学者验证并拓展，指出集聚经济、大

学和科研机构和企业的互动、企业间的人才和信息

流动等地方尺度要素是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要

素[2,8,117-122]。

2.4 区域视角下的产业升级

全球化背景下地理邻近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

地方尺度上的产业集群内部，还体现在区域尺度

上。Abernathy等[66]批判传统贸易理论过度关注要

素价格、汇率、交通成本和关税等传统要素对于全

球贸易和生产格局的影响，忽视了区域尺度上的地

理邻近对产业空间重组和升级的影响。为了缩短

企业生产链的响应速度以及实现精益生产 (lean

production)和即时生产，企业在分包、外包或建设分

厂时通常优先考虑地理邻近的区位，由此形成区域

化生产网络或“三角制造网络”[64]。例如美国企业

优先外包给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国家的企业或直接

在上述国家建厂，西欧企业则优先考虑北非和东欧

国家[49,66]。此时地理邻近的作用远大于传统要素(如

劳动力成本)的作用，推动了区域化进程。朱华友

等[57]关注中国鞋业，指出中国企业如何通过去地方

化构建“三角生产网络”，进而实现产业升级。目前

京津冀一体化的思想也是基于区域尺度构建区域化

的生产网络以实现产业整体升级[123]。

2.5 企业视角下的产业升级

传统产业升级理论通常默认地方产业集群内

部的企业是同质的[54,124]。Martin[124]指出地方、区域

和全球的生产系统通常是复杂系统，包含不同类型

的企业。尽管同属同一产业，企业仍可能在市场导

向、技术、能力、资源和商业模式等方面千差万别，

因此完全相同的企业不可能存在，企业的创新和升

级能力也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任何产业升级的研

究不能只从宏观和中观角度出发，还应当从微观企

业角度出发，才能解释为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在

同一区位和文化、制度和政治环境下，有的企业比

其他企业更善于升级[125]。企业多样性和差异性反

而能更好地促进知识溢出，提升地方、区域和国家

产业升级能力[126-129]。在企业异质性之外，企业内部

的动态同样至关重要。目前多数研究仍然将企业

作为最小分析单位，忽视了企业内部的变化，因此

打开企业的黑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03,130]，能够使

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相似的企业采取不同的升

级策略，企业内部决策如何落到实地、转变为有效

的升级，哪些企业内部的管理、组织和空间布局变

化决定了升级的成败等。

2.6 多尺度融合视角下产业升级机制研究和展望

上述理论多从单一视角出发，研究特定尺度的

力量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但弱化了或者完全忽视

了其他尺度要素的作用。如产业区理论通常假设

一个产业区包含一个产品生产的所有环节或多数

核心环节，尽管该理论不否认外界联系的存在，但

超越地方尺度的知识溢出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因此很有必要使用多尺度融合的视角来审视产业

升级的机制。Coe 等 [130]在其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中

尝试构建多尺度(multi-scalar)分析框架。中国学者

也开始从多个视角分析产业升级：刘卫东[106]指出全

球化是依赖于地方制度环境的一个过程，地方如何

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升级仍取决于自身的知识和

制度创新。其他研究也都得出类似结论，这些结论

肯定了全球联系和本地创新网络对于产业升级的

共同作用，全球和地方尺度视角缺一不可 [56,131- 135]。

除了全球—地方尺度的视角外，区域产业升级目标

应涉及 3个层次：企业升级、集群升级和区域升级。

企业升级是产业升级的微观基础，而集群升级则关

注到企业之外的地方要素，区域升级则意味着产业

升级还需要与其他区域的发展目标相衔接[122]。

未来研究应当在此基础上，建立更加包容的理

论框架，糅合多尺度视角，揭示中国产业升级的全

面图景，同时也能丰富现有产业升级理论(图2)。本

文提出了一种基本的、面向多尺度融合的产业升级

机制框架：首先，地理学家逐渐认识到全球化并不

意味着其他尺度的消失，国家、区域、地方和企业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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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仍是产业创新、学习和升级的关键场所[109]。尤其

是在中国，无论从何种尺度出发都只能解释中国产

业升级的某个侧面，并不能看到产业升级内部机制

的全景。多尺度产业升级机制视角需要摒弃传统

的自上而下、等级式的思维模式，突出高尺度要素

的影响并不必然大于低尺度要素的影响，高尺度力

量也不能决定低尺度力量。例如，在全球化背景

下，地方尺度的行为主体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全球

化，而是有自身的能动性，甚至可能反过来影响全

球化。具体来说，地方化和企业内部动态性均可以

让产业富有内生的经济适应力和地方黏性，加强基

于地方的社会文化资本和制度优势的作用，而不受

或不全受传统成本等经济性要素的制约，也未必全

盘受制于全球化力量而出现去地方化现象。这些

企业能够在多尺度力量下，寻找新的产业升级途

径，在组织上、技术上、空间/分工布局上和市场战略

上作出平衡性决策，推动产业升级。

其次，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思考中国制造

业产业升级需要将各个尺度均纳入分析，一方面需

要从新区域主义视角抬升尺度，将区域外部力量，

特别是国家和跨国政策、产业规制变化和全球生产

网络框架纳入分析，查看多尺度下行为主体和宏观

政治经济结构的关系和能动性[136]。另一方面要从

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向下降低尺度，把

企业内部行为和产业特性列为重要的影响因子和

考察对象[137]。还需要特别重视国家政策对区域、地

方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对全球化的作用[138]。特别是

国家对“区域化”“全球化”和“(去)地方化”的长期鼓

励和支持，以及最近“中国制造2025 ”战略，这些政

策和战略均会对特定区域、特定产业/企业和特定劳

动力群体产生影响，产生新的机会窗口(如技术设

备更新、国内市场拓展和劳动力技能替代)，让产业

价值链升级的方式和来源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影

响产业升级的步伐[88,139]。

最后，多尺度视角的产业升级机制框架能体现

地理学的研究优势和意义，以此来回答经济地理学

的关键性问题，例如，为什么有些地方可以推动某

一产业的升级而有些地方则不能。又如，在相似的

全球化背景下，有同一国家政策支持，为什么有些

出口为导向的企业选择向西部产业转移并利用市

场优势进行产业升级，而有些企业会选择嵌入跨国

公司主导的生产网络中获得产品和功能升级，而另

一些企业则会被“锁定”于跨国公司生产价值链的

低端和“逐底竞争”而无法进行升级。再如，为什么

不同地区同一类产业会选择不同的升级路径，或者

出现不同的升级阻碍而产生不同的升级结果。这

些问题的解答需要将微观企业行为和逻辑、中观产

业特性和空间动态，以及宏观的劳资关系、产业价

值链和生产网络结构等因素合理地放在企业、地

方、区域、国家和全球尺度下进行梳理和关联分析，

找到产业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的关系逻辑和相

互作用机制，并用演化动态视角来剖析产业升级的

机制及其空间性，以此来理解中国非均衡、非线性

和复杂的产业升级过程、路径和内在机制。

综上所述，将多尺度视角进一步放到中国特殊

的语境中，能够透视出同西方理论和实践截然不同

的产业升级机制。中国的企业策略往往是复杂的、

高度动态的、具有很强的时空适应性。尤其是经过

改革开放 4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企业规模变大，业

务逐渐多样化，跨越多个生产环节和功能，企业内

部甚至出现高端环节和低端环节并存的现象，不同

环节的升级模式、过程和机制都不一样，因此一个

企业可能整合不同类型产业升级，不同类型产业升

级受到不同尺度要素的驱动。同一种类型的空间

图2 多尺度下中国产业升级机制

Fig.2 Multi-scalar industrial upgrading mechanism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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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方式可能会出现多尺度多主体参与、升级和降

级并存，企业策略和政府作用互动的过程机制。如

一个企业的去地方化升级可能起源于全球力量，而

其功能升级则又可能由地方力量主导，而这一过程

中的参与主体又可能来自全球、地方、区域、企业多

重尺度相互耦合的综合力量。这种企业升级策略、

过程和驱动因子的多元复杂性也迫切需要多尺度

的升级机制分析框架。这种分析视角下的中国产

业升级研究可以弥补并挑战以往西方传统产业升

级理论的单一性特点，将经济地理学中的关系视

角、演化视角、主体能动性和多空间尺度视角充分

纳入原有的管理学和经济学主导的理论框架。例

如，传统全球价值链理论单从全球尺度出发，认为

跨国公司会通过知识溢出推动发展中国家企业的

过程和产品升级，但会利用其影响力抑制后者的功

能升级，因为功能升级会使得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

价值链的核心，甚至反过来和跨国公司竞争[19,29,99]。

从该尺度出发，功能升级似乎很难实现，但多尺度

分析框架表明发展中国家企业升级的源泉来自多

个尺度，跨国公司虽然在全球价值链中拥有强势话

语权，但其无法限制发展中国家企业从其他尺度汲

取升级所需的知识和技术，因此也就无法遏制后者

的升级。所以，只有透过多尺度分析框架来解读升

级机制，才能更好地分析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升级轨

迹和模式，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近几十年来如何跳

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设置的障碍并利用各种尺

度的升级动力实现迅猛发展和赶超的，并以此增加

地理学视角在主流产业升级理论中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为理论发展提供一种有效的路径。

3 多尺度机制下的产业价值链和空间
升级

产业升级模式和产业升级机制并不是割裂的，

在不同尺度升级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产业将呈现多

样化、非线性、复杂的升级模式和路径，多尺度视角

的产业升级机制框架能够为中国产业价值链升级

和空间升级提供更丰富和全面的理解(图3)。

例如，在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将价值链中

的部分环节外包至中国沿海地区，中国本地企业通

过战略耦合加入全球生产网络。全球化的力量(全

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为中国沿海的企业和地区

带来新的知识和技术，后者在战略耦合的过程中获

得产业价值链升级的途径[105,140]，如产品升级、过程

升级和市场升级。然而，跨国公司掌握生产的关键

技术或者把控着产品进入世界市场的大门，中国制

造业企业往往处在价值链和生产网络中的低端环

节，并依附于跨国公司等领导企业，因此，跨国公司

的决策和发展方向将影响中国制造业的经济地理

格局。随着中国沿海地区生产成本攀升，跨国公司

展开“逐底竞争”要求中国制造业企业寻找更低成

本的生产区位(中国内陆地区/东南亚)，从而催生了

企业去地方化的空间重构和空间升级过程[65]。中国

沿海制造业企业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布局与

生产，并向中国内陆地区和东南亚等地迁移生产环

节。因此，一方面，全球尺度的力量为中国沿海地

区和企业带来新的知识、技术和管理模式，促进产

业价值链升级。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去地方化

过程形成所谓的三角制造网络，使中国沿海企业获

得功能升级、跨产业升级和市场升级的契机[57]。

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地方性的消失，地方尺度的

力量(如产业集群)使企业在嵌入基于制度厚度和根

植性的地方生产网络中的过程中受益，并获得产业

升级的机会[109]。由于企业能够通过共享劳动力和

基础设施、知识溢出、产业关联、社会网络等方式从

地方产业集聚中获益，部分企业并不愿意彻底离开

原生产地，进而保留生产中较高端的环节于原产业

集群，将低端的、生产成本敏感型环节转移至更低

成本的区位。企业高端环节在进一步受益于地方

图3 多尺度机制下中国的产业升级框架

Fig.3 A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under

the multi-scale mechanism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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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网络的同时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布局生产，从而

有机会实现价值链升级，例如功能升级和市场升

级。转移的部分仍能够从原有的生产地获取资源

和升级动力，并在新的区位中获得低成本优势，即

去地方化的空间升级[54,141]。

生产的网络效应也能在区域尺度上得以体现，

尤其是在区域产业空间重构与形成区域生产网络

的过程中。企业为实现快速市场响应和弹性生产，

更倾向于追求邻近性而打造区域生产体系[142]，推动

区域化产业升级。因此，在去地方化的过程中，中

国沿海的企业并不会由于寻找低成本生产区位而

远离原来的生产地，而是围绕原生产地打造区域生

产系统，更好地缩短生产组织的地理、文化、制度距

离，以降低生产成本、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提升

反应速度，实现产业空间优化布局和产业价值链

升级[77,104]。

此外，多尺度升级机制之间并不是割裂的，在

不同尺度机制的相互作用下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

升级模式和路径。全球化的力量充当了本地企业

空间转移的离心力，促使制造业展开新一轮的“逐

底竞争”，推动了去地方化的进程；而地方尺度的机

制则起到向心力的作用，地方嵌入性和空间粘性强

化了地方化的进程。在全球、地方尺度力量的共同

作用下，企业可能会转移低端的产业环节，而保留

高附加值的、对生产成本不太敏感的产业环节，从

而产生“局部”产业转移的空间升级和价值链升级

策略。同时，区域生产网络、区域产业分工等新生

产体系下则催生了区域化的现象，这是地方化、去

地方化和再地方化 3种模式相互作用下的一种“均

衡”状态，企业的去地方化过程并不会将生产环节

迁移至远离原产地的区位，而是首先考虑在区域层

面寻求空间升级和价值链升级[28]。总而言之，在中

国的特殊语境下，只有突出多尺度机制融合视角，

综合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模式，才能够更加全面

地理解中国制造业企业多主体、非线性、复杂的升

级过程。

4 讨论与结论

总体上，本文对现有有关产业升级模式和机

制，特别是产业升级地理属性的文献进行细致梳

理，阐明了产业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的内涵，并

提出了产业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模式耦合的方

向。同时在充分考虑中国当下制造业升级转型语

境下，提出了一种面向产业升级机制分析的全球、

国家、区域、地方和企业多尺度融合视角，强调地理

学科中的过程综合性、尺度多元性和时空依赖性特

点应该纳入现有的理论中，并对未来相关研究进行

展望。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第一，多数现有研究或

关注空间升级，或强调价值链升级，将两者结合的

研究相对匮乏。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从不同角度

研究了产业价值链升级[39]或空间升级[56]，但忽视了

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产业升级的交互作用，以及

现实中企业升级策略的复杂性、过程的非线性和机

制的多样性，企业升级轨迹应当是渐进演化的、多

重共生的、非线性的和双向的。第二，基于全球价

值链或区域发展理论，现有研究多从全球或者地方

视角审视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这种单一视角的

研究近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以经济全球化和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探讨多尺度因素影响下

的企业、行业和区域升级机制，在实证研究基础上

提炼出中国升级模式的理论，对于丰富和发展产业

升级理论和经济地理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第

三，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理论和方法有一定的局

限性并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等问题，不能直接运用在

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不仅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

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也要应对国内转型经济带来的

种种问题，其特殊的制度、社会和文化环境也使得

我们不能简单地使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制造业

企业的升级机制和轨迹。因此，在中国实证研究的

基础上提炼出适用于中国企业升级的模式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由此，未来研究应当试图探索不同类型产业升

级的相互交叉和共同作用，强调价值链理论中的过

程、产品、功能、跨产业、市场升级模式和(去)地方

化、再地方化、区域化等空间升级模式之间的发生

关系、作用机制和过程机理，突出地理学的空间性

在价值链演化进程中的作用，以此来理解现实中产

业升级轨迹的多样性、复杂性和非线性。同时，未

来研究应当以多尺度因素影响作为切入点，构建多

尺度因素分析框架，着眼于全球价值链、国家生产

网络、区域协同、地方产业集群和社会网络、企业异

质性等多个视角，分析不同尺度力量如何共同影响

企业、行业和区域升级机制。此外，在全球化、地方

化和分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的高度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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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和异质性、较大的产业分布尺度和国内市

场潜力以及空间上高度不均衡的制度环境，均会

让产业升级的过程、路径、机制和动力变得复杂多

变 [116,143-145]。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关注对在中国语

境下复杂多样的产业升级现象的研究，这是推动理

论进步的理想实证研究区域。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面临诸多危机和

挑战，并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这将从根本上

重塑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空间和组织结构，改变中国

制造业在区域乃至全球出口市场中的角色和影响

力[28,146-148]。中国制造业产业的再次升级迫使企业重

新思考自身发展模式。企业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如

何整合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等不同策略实现最优

配置，产业升级受到哪些不同尺度力量的共同作用，

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不同区域产业如何通过升级实现

自身的韧性(resilience)[149]，沿海和内陆地区如何利

用企业升级改变自身发展模式以提升竞争力？未

来，经济地理学者应当更加关注中国制造业产业升

级，讨论产业升级的内部机制，揭示产业升级的空间

差异性，总结产业升级的地理和产业组织特性。与

此同时，多尺度的复杂产业升级机制研究需要更多

地理思想注入和方法的运用。经济地理学者不仅要

关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还要关注技术、资本和知识

密集型产业，既要聚焦产业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又

要兼顾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探索不同尺度要素对于

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试图清晰地识别全球化和中

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产业升级的驱动要素、作用机制、

影响渠道和发展轨迹，并且注重产业差异和区域差

异对于升级机制的影响，这不仅可为中国产业结构

调整、优化和升级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有针对性的

地方产业发展政策提供理论支撑，还将丰富和发展

现有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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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framework and prospect of industrial value chain upgrading
and spatial upgrading based on a multiple scale perspective

ZHU Shengjun1, HUANG Yongyuan1, HU Xiaohui2*

(1.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driven by the export- oriented

developmental pattern, China has deeply joined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and quickly realized industrial

upgrading. How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faced

many crises and challenges such as rising cos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llenges,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begun a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which fundamentally reshapes

the industrial space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anging the function, role, and

influenc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 regional and global export markets. Focusing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ed the research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pattern, and divided it into industrial value chain

upgrading and spatial upgrading. Then, it examined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mechanism from multiple scales:

global, national, regional, local, and enterprise, and drew the following main conclusions: 1) Value chain

upgrading and spatial upgrading are two side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Value chain upgrading focuses on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and spatial upgrading emphasizes geographical restructuring. Spatial upgrading has

four types: localization, delocalization, reloc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which are coupl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value chain upgrading. An analysis framework combining both can comprehensively reflect the statu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2) Considering the complex and diverse upgrading phenomena in China,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pattern is relatively simple, and it i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ross-upgrading path and the non-linear, complex, and diverse nature of 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future. 3) 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 process is driven by the forces from multiple scales of global, national,

regional, local, and enterprise. We propose a multi- scale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that abandons single-

perspective, top- down, and hierarchical ways of thinking. Using the multi- scale analysis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the upgrading mechanisms can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atching up path

of China's industry.

Keywords: multi- scal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upgrading; industrial spatial upgrading; upgrading mechanism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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