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二 部 

 

浙江省的产业集群 

―应对产业升级挑战的中小企业― 

 

 

 

＜ 课题组组长 ＞ 

金祥荣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 课题组成员 ＞ 

朱希伟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 

李 婧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成 洁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33－

浙江人多地少，能源和基础工业原材料比较匮乏；但在改革开放以来 20 多年

中，浙江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2006 年，浙江省

生产总值为 15648.93 亿元，按照可比价，比上年增长 13.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值为 922.98 亿元，同比增长 3.0%；第二产业增加值 8437.71 亿元，同比增长 13.9%；

第三产业增加值 6288.24 亿元，同比增长 15.1%。浙江省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十余年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6 年浙江 GDP 在全国各省市区中的排名已经从 1978 年的

第 14 位上升到第 4 位，人均 GDP 保持全国省区第一。 

许多研究认为，浙江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特色产

业为支柱的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关于浙江省的产业集群，虽没有连续的统计数据

记载，但浙江省经贸委不定期做的调研统计仍是目前可供分析的重要数据。1998

年调查统计，在有资料汇总的浙江 66 个县（市、区）中，产业集群产值超过 1 亿

元的有 306 个，合计总产值 2664 亿元，平均规模达 8.7 亿元。2002 年调查统计，

在浙江 88 个县（市、区）中有 85 个县（市、区）拥有不同规模的产业集群，其中

集群产值超过 60 亿元以上的有 25 个（见表 1-1），超过 1 亿元的有 519 个（见附表），

合计总产值约 5993 亿元，平均规模达 11.5 亿元。2005 年调查统计，浙江省工业总

产值在 10 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有 149 个。其中，50 亿元以上的有 35 个，

100 亿元以上的有 26 个，200 亿元以上的有 6 个。149 个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工业总

产值合计超过 1 万亿元，约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 52％。浙江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

虽然其形成过程差异较大，但它们绝大部分是由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中小企业在特定

地理空间集聚而形成的一种区域性生产组织。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中小企业发挥灵活的体制优势，依靠产业集群和专业

市场（见表 1-2）开展专业化生产，形成了巨大的产业竞争力和区域竞争力，推动

了浙江经济高速、持续地发展。进入 21 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浙

江产业集群迎接着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发展机遇，促使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的国际

化进程不断加快；但也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巨大挑战，迫使浙江省产业集群中的中小

企业积极应对，从而推动浙江的制造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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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02 年浙江省产值 60 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情况 

资料来源：浙江省经贸委提供。 

 

 

排

位 
集群所属行业 所在地区

2002 年产值 

（亿元） 

从业人数 

（人） 

主要产品销售占全国同类产

品销售比重（%） 

1 织造 萧山 200 60000 5 

2 低压电器 乐清 130 48000 66 

3 贡缎 诸暨 106 84061 28 

4 五金 诸暨 92 32613 60 

5 皮革制品 海宁 90 54700  

6 服装 平湖 88 65000 1 

7 汽配 萧山 88 21600  

8 汽摩配 瑞安 88 83765  

9 纺织 长兴 88 50935 37 

10 医药化工 新昌 84 4914  

11 针织 象山 80 45000  

12 厨具 嵊州 80 18000 20 

13 袜业 诸暨 75 45221 35 

14 印刷 苍南 74   

15 化纤纺 萧山 72 5000 9 

16 丝织 秀洲 66 48900  

17 印染 绍兴 66 24783  

18 机械汽配 鄞州 64 24000  

19 皮革皮鞋 瓯海 63 33841 6 

20 不锈钢制品 永康 62   

21 机械 新昌 61 12886 80 

22 领带 嵊州 60 3000 80 

23 家纺装饰布 海宁 60 33000 35 

24 服装 鄞州 60 40000  

25 印染 萧山 60 25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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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浙江省专业市场发展情况 

年份 专业市场数（个） 10 亿元以上（个） 100 亿元以上（个） 专业市场成交额（亿元） 

1978 1051   8.60 

1979 1322   11.30 

1980 1415   12.20 

1981 1656   14.70 

1982 1736   18.10 

1983 1788   21.60 

1984 2241   26.90 

1985 2345   44.00 

1986 3653   59.10 

1987 3706   80.90 

1988 3632   96.30 

1989 3669   149.00 

1990 3797   161.90 

1991 3802   204.60 

1992 3865   321.30 

1993 4127   651.20 

1994 4207   1480.50 

1995 4349   2165.70 

1996 4388 57 3 2545.30 

1997 4488 57 2 2798.00 

1998 4619 58 2 3209.60 

1999 4347 69 3 3606 

2000 4348 68 4 4023 

2001 4278 78 6 4652 

2002 4193 77 6 4997 

2003 4036 93 9 5591 

2004 4049 114 9 6384 

2005 4008 120 10 7173 

资料来源：浙江省经贸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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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升级过程中浙江代表性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一） 浙江模具产业集群 

浙江省模具制造业历史悠久，近 10 年发展更为迅速，其规模已成为全国第二，

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浙江省近代的模具制造可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是伴随着钮扣、拉链、发夹、

鞋子、牙刷以及后来眼镜、打火机、文具、灯具等花样繁多的小商品的发展而进一

步发展起来的。依托以个体、私营为主体的体制优势及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传统，

浙江省的模具制造业一直发展较快。80 年代受塑料加工、小五金、小家电等产业

发展的带动，浙江模具制造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同时，作为产业之母的模具工业的

大发展也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扩张。值得一提的是，80 年代后期国家有关部门对

模具工业的重视以及模具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促进，浙江省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将

模具工业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加以扶持，从而使浙江省模具工业在 90 年代进入发

展的“黄金期”。目前，浙江省的模具工业规模已仅次于广东省列全国第二位，其

生产技术水平也居全国前列（中国模具产品结构见表 1-3）。  

 

表 1-3  中国模具产品结构 

模具类别 比例 备注 

冲压模 41%  

塑料模 39% 大部分为注塑模具 

铸造具 10.5% 大部分为压铸模具 

其他各类模具 9.5%  

资料来源：黄岩区模具协会提供。 

 

从地理分布上看，浙江省模具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宁波市和台州市，宁波市的

宁海、余姚、慈溪及鄞州主要生产塑料模具，北仑以压铸模为主，象山和舟山以铸

造和冲压模具为主。台州市主要模具生产企业集中在黄岩和路桥，塑料模具占大多

数。截至 2005 年年底，宁波全市模具产值已超过 70 亿元。台州市的模具产值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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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 70 亿元。 本报告将重点考察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知名度的两个模具产业集群

——宁波余姚模具产业集群和台州黄岩模具产业集群。 

1.宁波余姚模具产业集群 

（1）发展概况 

余姚市模具制造业的形成和发展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早期的模具加工生

产组织形式为模具生产小组，主要包含在国营或集体企业的金工车间内，由于加工

量和品种的局限，并没有条件从中分离出独立的模具加工生产企业。随着为国营或

集体企业配套的零配件加工业的兴起，在城区南部矮凳桥村一带逐步形成了专业加

工制作胶木电器部件模及金属徽章模为主的小企业。正是这些国营或集体企业中的

模具生产小组与农村兴起的小型制模企业成为余姚模具制造业发展的雏形，在这些

企业中集聚了余姚境内的几乎所有的模具制作技术工人，当时模具加工以手工制作

为主。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模具加工业不

断扩散和发展。一些能工巧匠也开始流动于城乡企业及市内外企业之间。一家一户

的小模具加工点也层出不穷，有的地方出现沿街集中分布的现象，并形成较有特色

的模具加工一条街。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余姚市政府因势利导，与中国轻工

总会联合开发建设“中国轻工（余姚）模具城”。从此，遍地分散的企业纷纷入城

办厂，模具制造业进入了一个集聚提升时期。 

在余姚模具制造业发展的近 40 年中，主要经历了“形成、发展、提升”这三

个阶段。特别是最近十年中，模具制造业更是得到快速发展，余姚模具业逐渐形成

了专业化的分工协作体系，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模具之都”。截至到 2005 年底，

全市共有注册的模具及相关企业 1200 多家（模具城内有 790 家），从业人员 4 万多

人。由于余姚市内拥有庞大的加工体系，行业门类较为齐全，使余姚具备了生产各

类模具的能力，尤其是在塑料模具的制造加工方面，更是具有明显得优势。到 2005

年年底，余姚市模具产业的总产值达到 40 亿元，实现销售 27 亿元（75％是塑料模

具），占全国模具产业总销售额的 4.4%。 

（2）主要特点 

余姚模具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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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领域延伸扩大，产品结构日趋完善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余姚市的模具制造业是以塑料模具的加工为主，产品

结构较为单一。即便如此，当时余姚加工的塑料模具及相关产品的生产量已相当可

观，约占全国总量的六分之一左右。不仅如此，当时由余姚企业加工生产的冰箱、

彩电、洗衣机三大件的塑料配件，也占到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各类日用塑料制品

更是闻名全国。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对冲压模及压铸模需求大量增加，推动了

余姚模具制造业的加工领域日益扩大，出现了一批新兴的模具企业。到 2002 年初，

冲压模和压铸模销售额分别占全行业的 10%和 15%，行业结构、产品结构日趋完善。

此外，与模具制造业发展相配套的模架、标准件、锻件等配套企业也得到相应发展，

模具钢年销售已达 10 万吨。 

——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加工质量显著提高 

模具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往往以整体加工能力和加工装备的精良程度来进行

衡量，其中数控机床（含加工中心）和 CAD/CAM/CAE 工作站的数量则是反映一个地

区模具加工能力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余姚已拥有数控机床（含加工中心）100 余

台，建立 CAD/CAM/CAE 工作站 20 余个。塑料模具型腔尺寸精度接近 3μ，中型模

具生产周期比 20世纪 90年代初缩短了三分之一，直接出口模具占加工总量的 15%，

间接出口（由当地模具企业生产的产品出口）模具占加工总量的 23%。优质模具钢

使用率达到 25%，模具生产加工能力已达到国内领先地位。 

——规模效应逐步显现，协作联动不断加强 

近年来，余姚模具企业努力适应市场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开展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而使企业的单体规模迅速扩大。在现有的模具制造业中，

年商品模销售超过 300 万元的企业有 20 家；其中销售规模 5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10

家，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5 家，模具制造业的原始积累步伐大大加快。同时，随着

中国轻工（余姚）模具城建设进度的加快，以进城的百余家中小企业为主体形成了

外联内合的产业纽带，并逐步显现配套协作、要素集聚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同

时，随着模具城内模具加工区和模具材料交易区的建设逐步完成，将不断推动余姚

模具产业集群的发展。根据统计数据，余姚模具制造业在 1995 年的前 5 年平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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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为 20.1%，后 5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28.5%，10 年间平均增长率达到 24.2%，大

大高于区域内其它行业。行业平均利润率也由90年代初的10%提高到2001年的15%

以上。 

——企业制度不断创新，发展空间不断扩大 

与其它企业一样，余姚市境内所有国有及集体所有制的模具企业都完成了改

制。余姚模具企业可以说是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成长

壮大起来的，模具企业充满活力的体制、灵活的经营机制和独特的管理模式，更为

其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保障。例如，原余姚最大的一家模具制造集体企业

“浙江模具制造中心”，由于在体制、经营机制、管理模式等各个方面均不能适应

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效益出现滑坡。余姚的有关部门及时通过资产整合重组的办

法，最终由四个自然人和浙江大学模具技术开发公司合作，组建了一个全新的股份

有限公司，从而使老企业重新焕发了活力。从现有的运营情况来看，新的体制和机

制不仅促进了模具企业的有效运作，也促进了模具企业引入新的发展理念，进一步

重视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断加强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及外商的合作，实行优势互

补，并以此构筑新的发展平台，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2.台州黄岩模具产业集群 

（1）发展概况 

黄岩模具产业萌芽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1986 年，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杨铿

来黄考察时，将黄岩誉为“模具之乡”。目前，黄岩模具产业位居全国前列，产品以

塑料模具为主，约占模具总量的 85%；同时也生产冲压模具、铸造模、压铸模及其

他模具。2005 年，黄岩有模具生产厂点 2002 个，从业人员约 4.5 万余人（1997 年

为 1 万人）；以制造模具为主营业务的企业 500 多家（1997 年 340 家），其中产值

在 5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80 余家（1997 年只有 5 家）；在塑料制品和机电等行业中

还有 500 余家企业有模具分厂（车间或小组），生产的模具以自用为主，约占总量

的 30%左右。 

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黄岩模具制造业已经走上了集群化、专业化、协作化、

规模化的健康发展道路。浙江模具厂、浙江陶氏模具集团、浙江黄岩天成车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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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浙江赛豪实业有限公司分别于 1997、2001、2002、2003 年，被浙江省科技

厅认定为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2002 年浙江模具厂被浙江省科技厅认定为浙江省

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承担单位。2002 年浙江陶氏模具集团、浙江黄岩天成车灯

厂和浙江模具厂、浙江赛豪实业有限公司还分别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火炬计划项目。

2002 年 11 月，经浙江省科技厅批准“黄岩塑料模具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2003

年 7 月，国家科技部批准“国家火炬计划黄岩塑料模具产业基地”。2004 年 3 月浙江

嘉仁模具有限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成立了“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黄岩研发中

心”，现经浙江省劳动人事厅批准该公司为博士后工作站的试点单位。2005 年，浙

江赛豪实业有限公司经浙江省科技厅批准“浙江省车灯模具高新技术研发中心”。

2006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授牌“中国（黄岩）模具产业升级示范基地”。 

（2）主要特点 

黄岩模具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模具总量快速增长 

2000 年，黄岩模具产值与销售额分别为 28 亿元（含自用）和 12 亿元；2005

年分别达到 68 亿元和 41 亿元，年均分别增长 20%和 28%。2000 年，黄岩模具出

口交货值 2500 万美元，2005 年达到 6500 万美元，年均增长 21%。黄岩模具制造

业是一个以外地市场为主的产业，生产的模具绝大部分销往外地。因此，黄岩模具

不仅拉动本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还带动国内外相关产业的发展，为相关产业

发展形成重要产业支撑。 

——模具制造水平不断提高 

从 1995 年开始，通过中国模协技术委员会组织专家组对全国各地申报的优质

模具进行评定评述结果看，1995 年到 2005 年共申报评述评定 13 次，评给黄岩 29

家企业/217 个模具项目，其中国际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模具 106 副，国内先进和国

内优质模具 111 副。其中，在 1994 年到 1997 年的两次评述评定中，给黄岩申报的

模具共评定 18 副模具为国内先进水平，没有 1 副达到国际水平。直到 1998 年开始，

黄岩才有模具被评为高档的国际水平模具。2005 年申报评定模具达到国际水平 27

副，国内先进水平 18 副。近年来，黄岩模具产业中被评为国际水平的企业数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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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副数愈来愈多。 

——技术装备水平逐步提升 

经 2005 年行业普查统计，2005 年黄岩模具制造业中，2002 个模具专业厂点拥

有设备 6045 台，其中数控设备 3809 台，数控化率 63%（1997 年普查统计，数控

化率为 13%），高于全国 50%的水平。2002 年到 2005 年，三年间黄岩模具企业共

购进国外先进 CAD、CAM 软件 30 余套，团购 CAE 软件 25 套，引进的国外先进

设备主要来自欧美和日本。 

 ——经济效益和产业建设水平不断增强 

经行业普查统计，2005 年 80 家规模上模具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为 20—25 万元/

人·年，其他企业为 10—15 万元/人·年，高于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而 1997 年的普

查统计，年平均劳动生产率只有 5.6 万元/人·年，当时规模最大的一家企业也只有

9.6 万元/人·年，模具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升。 

在产业建设方面，2002 年 10 月，黄岩区发展计划局起草了发展模具产业基地

建设规划目标，选址新城线以北，104 国道以西，环山路以北，紧靠 104 国道，与

甬台温高速公路出入口相距 1 公里处，2001—2010 年规划用地规模为 15 平方公里，

总投资 100 亿元。2006 年又启动了中国模具产业升级示范基地建设，地址为经济

开发区西拓区块，土地共 1000 亩，投资 20 亿元，建立以模具研究和开发、制造和

销售、质量检测为一体的模具产业示范基地，此基地建设已列入黄岩区国民经济与

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二）浙江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浙江作为一个汽车零部件大省，它在全国汽车零配件制造业中占 1/3 强，规模

上汽车零部件企业达 7000 多家，工业总产值在 600 亿元以上，几乎为国内所有整

车生产企业配套。与大众、丰田合作的第一汽车工业集团，与日产合作的东风汽车

工业集团，与通用、大众合作的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每年有 50%的零部件采购来自浙

江。在出口方面，2006 年上半年，浙江省汽车零部件出口 10.1 亿美元，增长 32.2％，

主要销往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出口产品主要是其他汽车用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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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及零件、车身附件零件、挂车等劳动密集型和材料密集型产品。与此同时，制

动器及零件、悬挂减震器、电控燃油喷射装置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出口

增长快速，增幅都在 40％以上。 

随着浙江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为契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成为未来浙江省重

点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已初步形成了七大汽车及零配件产业核心区块，分别为杭

州、宁波、温州、台州、金华、绍兴、嘉兴地区，构筑起沪杭甬、甬台温、杭金高

速公路沿线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聚带。本报告将重点考察台州玉环、温州瑞安和

金华永康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1.台州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1）发展概况 

汽车零部件制造业是浙江省玉环县的重要产业，全县约有三分之一的汽车、摩

托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的生产企业。2005 年，玉环县汽摩零部件制造业实现产值

158 亿元，占全国汽摩零部件总产值的 11.5%。玉环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发展历史悠

久，起步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坎门。其成长历程是玉环工业发展的缩影，为玉环

原始资本积累作出巨大贡献，在“八五”期间曾被誉为“我国南方最大的汽配工业

基地”。经过多年的发展，玉环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在全国已形成明显的区域优势。

产品加工工艺先进，专业化分工程度高，产品整体价格在国内具有很大优势。同时，

拥有一支遍布全国各地的营销大军，配套产品几乎挤入国内所有主机厂，并在国内

配件维修市场上占据一定地位。 

（2）主要特点 

——规模总量较大，产业配套发达 

到 2005 年底，玉环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有 1800 多家，其中年产值在 5000 万

元以上规模的企业 20 家，200 万元以下的企业占 65%以上；如果算上配套生产和作

坊家庭，玉环真正从事汽配产品生产的企业已达 3000 多家，这些企业绝大多数集

中在 10 平方公里的产业集群内，不但集聚度高，而且配套生产体系十分发达，从

加工原材料的供应，到产品初加工的分包，再到成品加工、表面处理、包装和运输

产品，形成了一条完成汽车零部件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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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种类丰富，但产品档次偏低 

玉环县汽车零部件产品包罗了重、中、轿、微、农用、专用等车型，摩配除

了发动机、外壳外，其余都能够生产。全部产品既有劳动密集型的零件、组件，也

有技术含量较高的部件、总成。如高强度紧固件、传动机构、泵类、液压系列、减

震器类、阀类、起动电机等，具有高技术水平，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但是大多数

企业仍以制造中低档产品为主，许多产品是改造型、仿制型产品，高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例较低。 

2.温州瑞安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温州瑞安市的汽摩零部件制造业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现已初步形成了从原材

料、辅助材料供应、零部件到组装件的专业化分工，锻造、模具、换向器等相关行

业同步发展，储送、销售、服务、服务等系列配套于一体的产业发展格局。现有汽

摩零部件生产企业 1200 多家，从业人员达 12 万多人；年总产值已超过 150 多亿元，

约占全国的 1/9。2005 年瑞安市亿元以上产值的 61 家企业中，汽摩零部件企业有

21 家，占 34.4%；有 39 家汽摩零部件企业被评为瑞安工业星级企业，占星级企业

总数 127 家的 30.7%；在汽摩零部件制造业中瑞安有 11 家中国无区域集团。根据

瑞安市政府规划， 2010 年瑞安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将实现总产值 400 亿元，2015 年

将实现总产值 1000 亿元，与整机配套产品产值占全行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50％。

由于瑞安汽摩零部件制造业迅速发展壮大，瑞安也被评为“中国汽摩配之都”，“浙

江省汽摩配产业基地”，“浙江省汽摩配技术创新服务中心”。 

瑞安汽摩零部件产品具有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体向高新技术延伸的特色，自主创

新、品牌意识逐步增强，高科技新产品不断开发出来。汽车抱死自动系统（ABS）、

汽车卫星定位装置、电喷系统 32 位中央控制器、独立悬挂装置、电子控制自警觉

点火系统、汽车发动机液压翻转器、涡轮增压器、防撞雷达、纳米改性耐电晕电磁

线等高科技产品研发成功，使得瑞安汽摩零部件制造业的产品结构得到很大提升。

目前，瑞安汽摩零部件制造业有 7 只产品获浙江省名牌产品称号；9 只省著名商标；

2 只国家免检产品。在出口方面，瑞安汽摩零部件企业拥有出口自营权的 117 家，

在境外设有 13 家办事机构或分公司，在北美洲、欧洲、非洲均有贸易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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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瑞安汽摩零部件产品的出口达 23275 万美元，占瑞安出口总额的 27.1%。 

3.金华永康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永康是中国的五金之都，五金产品制造业是永康工业的主体，成为推动永康国

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经过改革开放以来 20 多年的快速发展，永康基本实现由

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在永康已悄然兴起。正宇公司的轻型卡

车，铁牛及飞鹰公司的覆盖制钣金件，泰龙、郑泰的铝合金轮毂，浩泰铝业的控制

总成等，还有鑫丰机械五金厂以及钦惠汽配厂的消声器、百叶窗，一杰公司的气缸

盖、捷灵公司的制动总泵，汽配厂的车架总成、汽车合叶等。正宇集团现拥有生产

设备 400 余台（套），装配线 4 条，年生产能力可达 6 万辆；铁牛集团则拥有数条

国内一流的钣金生产线，具备年产 60 万台（套）的生产能力；泰龙公司拥有年产

12－24 英寸铝合金轮毂 70 万只和年产气缸盖 200 万套的生产线。永康市共有汽车

零部件生产企业 120 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40 多家。同时，与汽车及零部件产

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金属压延业在永康的发展已颇具规模，如永康市压延厂——高性

能铜型材生产线；钢海实业公司——25 条焊管生产线和 10 条冷轧带钢生产线，年

产带钢 20 万吨、钢管 20 万吨的生产能力；兴达钢带公司——年产 16000 吨卷尺专

用钢带生产线；天河铜业公司——铜塑复合管生产线等。另外，永康直接从事废铜

（铝）回收、再生与加工利用的企业有 1100 多家，其中生产能力超过 500 吨/年的

企业有 119 家，3000－10000 吨/年的企业 35 家，10000 吨/年以上的有 5家。以五

金机械产业优势为依托，永康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已走出一条富有永康区域经济

特色的路子。预计经过 3～5 年的发展，永康将初步形成国内具有一定产业竞争优

势的先进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 

虽然永康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业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产业基

础，但总体竞争力还不强。从企业规模看，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产业集中度低，没

有形成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从技术水平方面看，被动配套生

产企业多，主动研发的少，汽车零部件企业大多都是按图索骥配套生产，自主研发

与设计的很少，与国外技术水平差距较大；从市场份额看，永康汽车零部件产品绝

大多数销往维修市场，与整车配套的企业还不多，进入世界汽车零部件采购体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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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尚无法实现；从产品结构看，汽车零部件还不够丰富，仅有二三十种，其中

轮毂又占了较大份额，其他产品大都没有形成一定规模。  

 

（三）浙江制笔产业集群 

浙江省的制笔行业发展较快，区域布局相对集中，形成了桐庐分水—中国制

笔之乡，浙江温州—中国制笔之都，宁波贝发—中国制笔城，浙江丽水—中国制笔

生产基地，宁波—中国文具之都等，制笔产业集群的优势已经显露，有力地推动了

整个制笔行业的发展。本报告将重点介绍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桐庐分水和温州的制

笔产业集群。 

1.桐庐分水制笔产业集群 

桐庐分水镇制笔产业集群发端于 70 年代中后期，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全镇现

有制笔企业 700 余家，拥有各类制笔机 3000 多台，固定资产总额 4 亿多元，吸纳

从业人员 10000 余人。2002 年 11 月，分水镇被国家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制笔协会

授予“中国制笔之乡”的荣誉称号。至 2003 年底，销往世界各地的各类笔达 45 亿

支，销售额 17.5 亿元。2005 年 1－8 月全镇实现工业总产值 18.02 亿元，同比增

长 36.2％；制笔业产值达到 16.7 亿元，同比增长了 39.7％。 

（1）发展过程 

7O 年代中期，分水镇儒桥村一位知青的父母到村里看望孩子，他们是杭州圆

珠笔厂的职工，他们发现当地小竹杆很适合用来制作笔秆，于是在他们的建议和帮

助下，德桥村在大礼堂里办起第一家笔杆厂。几年后，竹杠圆珠笔逐步被淘汰。70

年代末正值我国“塑料革命”时期，东关村的村支部书记孙关友（系省劳模）在外

地看到了用塑料套的圆珠笔，于是他们从上海买来旧注塑机，请来师傅开起模具，

开始尝试做塑料笔杆，一家一户的作坊也在相互模仿中延伸开来，使分水制笔业出

现了新的转机。分水笔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开始，逐步辐射到全国各地，后来又进入

广交会，开始做外贸出口业务。分水制笔从一家一户到小企业大集群；从家庭作坊

式到工厂化生产、集约化经营；从单一的生产笔杆到配件，最后生产整支笔，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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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圆珠笔、中性笔、水笔等上千个品种；从单一市场到多元化市场、立体营销网

络。分水制笔产业集群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专业分工却越来越细。特别是近年来，

分水镇突出加快发展制笔业，不断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制定出台各项鼓励投资的优

惠政策，努力营造投资创业的良好氛围和发展环境，有力地促进了民间投资和招商

引资。近五年来，累计增加工业投入 3．5 亿元，其中制笔工业园区 3亿元；制笔

企业从 1999 年初的 165 家增加到 700 余家，产销数量从 13 亿支到 35 亿支，达到

了全国人均两支“分水笔”。 

（2）主要特点 

     分水制笔产业集群已基本实现从原料供应、元件配套、模具设计、加工生产

到产品包装、产销一条龙，并已成功开发出圆珠笔、中性笔、水性笔三大系列 500

多种产品，年产销各类笔达到 35 亿支。除 700 家制笔企业外，还有大量相关企业；

其中专业制模企业 40 余家，拉丝、弹簧等配件生产企业 30 余家，专业销售企业达

60 余家，原材料供应 10 家，电镀、印花等加工企业达 20 余家。分水制笔业已具

备较长的产业链、细致的社会化分工，企业之间关联度紧密，并逐步形成了一个以

分水镇为中心的集生产、加工、市场、配套、技术、人才、信息为一体的低成本、

低价位的制笔产业集群。  

2.温州制笔产业集群 

温州制笔产业集群起步于 1984 年，企业主要集中在温州开发区和龙湾区蒲州

街道辖区内的上庄、屿田两村。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温州制笔产业集群已经从原

先的家庭作坊式生产方式发展成为现在的公司化、集团化大规模生产经营格局，并

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2005 年，温州制笔企业已发展到 500 多家，其中年产值

5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120 家，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60 家，3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20

多家；年产各类笔 110 亿支，品种有水彩笔、自动铅笔、圆珠笔、自来水笔等四大

类 100 多种，成为我国目前最大的制笔产业基地。  

温州制笔产业集群发展初期以国内市场为主，现外贸出口已成为主攻方向。目

前已有 30 家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有 20 家企业获欧洲 CE 商品质量安全认证，

15 家企业获美国 ASTM—D4236 产品认证，取得进入欧美市场的资格。2005 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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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制笔业总产值 30 多亿元，占全国制笔业产值的 1/3；出口交货值为 16 亿元，外

销率超过 50％；主要出口美洲、欧洲、西非、中东、东南亚等。出口比重占年产

值 30%以上的企业有 65 家，“爱好”、“天骄”等 10 家制笔骨干企业的外贸出口

交货值已占本企业产值的 90%以上。 

温州制笔业逐步从低价竞争向品牌经营转变，现已拥有注册商标 100 多个，

集体商标 2 个，浙江省著名商标 4 个，国家免检产品 1 个，浙江省名牌产品 2 个，

温州市知名商标 3 个。2005 年，温州市制笔协会获“浙江省制笔专业商标品牌基

地”称号。爱好、天骄、天卓、环球、文泰、学子等品牌已在国内外市场具有一定

的知名度。从产品质量和自主研发角度看，虽然温州制笔行业的产品质量已开始接

近韩国、台湾同类产品的质量水准，但由于目前产品开发以样品仿制为主，且关键

部件和原材料如笔尖、笔油等依赖国外进口，其产品附加值仍然偏低，产业核心技

术研发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浙江的服装、纺织、制鞋产业集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装制造业迅猛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服装生产大

国和出口大国。从专业市场或出口加工生产来看，我国服装的主产区分布在浙江、

福建、广东、江苏、上海、河北等地，形成了众多以产品品种为导向的区域性产业

集群，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浙江服装制造业更是独树一帜。截止 2005 年，

浙江省有各类服装加工企业 5 万余家，占全国服装生产企业的 21%，规模以上服装

企业 2423 家，从业人员 58.6 万人，完成产量 24.66 亿件，销售收入 851.8 亿元，

利润 47.93 亿元。产量、销售收入、利润、税金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同行业的

20.85％、21.95％、31.43％和 17.49％。浙江的服装产业集群发展出现出以下特

点：（1）民营企业多、市场化程度高。到 2005 年末，浙江省已有各类服装企业 5

万余家，其中规模以下的企业占 85％，这批数量众多的小企业，机制灵活，对市

场的反应敏捷，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2）名牌服装多，产业升级步伐快。到

2005 年末，浙江省服装制造业已有浙江名牌产品 68 只，浙江省著名商标 7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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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中国名牌产品 23 只，中国驰名商标 8 只。（4）产业集群多，区域特色明显。

宁波以大规模、大品牌的西服、衬衫生产著称全国，温州则以男装西服为主，有几

十个男女装和休闲服品牌群体，杭州集聚着 1000 余家女装企业，还有日销 10 万套

童装的织里和年销 2.5 亿条领带的嵊州等等。这种协作甚至不断扩展到浙江省内相

关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例如纺织面料及辅料（绍兴）、皮鞋（温州）、领带（嵊州）、

袜子（诸暨大唐）等。本报告将重点考察浙江极具代表性的几个产业集群：宁波服

装产业集群、绍兴轻纺产业集群、温州制鞋产业集群。 

1.宁波服装产业集群 

（1）发展概况 

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约 7000 年）出土了陶制纺轮、石制纺轮、角棱器及木

经轴等先民织造衣物的工具。唐至元各代地方志均记载，宁波所产的贡绫是一种主

要用于夏季的衣料。宁波民间向有裁缝，以剪刀、针线、熨斗为主要工具，手工缝

制长袍、马褂等中式服装，人称“本帮裁缝”。清代，宁波开始出现为“洋人”生

产服装的“红帮裁缝”。民国时期，宁波本地的服装店号不断增加，并开始出现有

组织的公会。1956 年，老市区、奉化、余姚共有服装合作社（组）38 家，从业人

员 1228 人，以承接百货公司及市民的来料加工为主。60 年代宁波服装企业以生产

军装和绣服为主。70 年代中期，宁波部分服装企业开始生产西服。1976 年开始，

宁波以市区及奉化、鄞县的服装企业为主体，开始大量承接海内外来料加工业务。

7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中期是宁波服装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成长期。这一时期，宁

波各地大规模的兴办服装厂，迅速壮大了产业集群的规模。这些企业初期大部分单

纯为上海服装厂加工，后期出现了一批上海联营厂。到 1985 年，宁波服装企业达

825 家，从业人员 6370 人，服装产量为 3551 万件，产值 32600 万元。到了 80 年

代后期，宁波服装产业集群进入转型期，“西服热”开始降温。这一时期，规模较

大的企业开始引进设备，产品趋向高档、优质，大量落后企业则纷纷倒闭。改革开

放以后，宁波服装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几家领先企业开始创品牌，从而拉开了集

群内服装企业间以及宁波与其他服装生产区之间档次，逐渐在全国打响“宁波服装”

这一区域品牌。根据中国服装总公司公布资料，1996 年全国有服装企业 3085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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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1275 家，占 4.13％；全国服装总产量 80 亿件，宁波 8.8 亿件，占 11％。宁

波服装企业的重要集聚地包括鄞县石碶镇和奉化江口镇等，1996 年两镇的服装产

值分别为 8.8 亿元和 9.8 亿元，各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 54％和 33％。2005 年，宁

波有服装生产企业 1070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282 家，规模以上服装企业共完成

工业总产值 151.12 亿元，已经形成以西服、衬衫生产为龙头，集针织服装、羊毛

羊绒服装、童装、皮革服装为一体的大产业集群。目前，宁波服装产业集群已达到

年服装生产能力近 15 亿件（套），占全国 12％以上，综合实力特别是男装综合实

力居全国之首。 

（2）主要特点 

——产品结构调整加快 

近年来，宁波市把发展服装产业集群作为重要工作，服装业产品结构的调整步

伐进一步加快，西服、衬衫继续引领潮流，休闲装、女装、牛仔装、职业装、内衣

等产品也快速发展。目前，宁波已形成以西服、衬衫生产为龙头，集针织服装、羊

毛羊绒服装、童装、皮革服装为一体的大产业集群。 

表 1-4  宁波服装产业集群规模以上服装企业主要产品产量：2000-2005 

名称 
单

位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服装 
万

件 
46056 53913 65570 81507 94553 99171.16 

其中：梭织服

装 
万

件 
7365 7892 9351 11012 13255 16290.94 

其中：西服及

西服套装 
万

件 
905 964 1325 1477 1569 1821.43 

衬衫 
万

件 
3126 3761 3925 4772 6639 7558.59 

针织服装 
万

件 
38625 45967 56136 70375 81190 82880.22 

羽绒服装 
万

件 
66 53 83 120 107.5 149.99 

    资料来源：宁波市经贸委提供。 

——品牌企业逐步增多 

2005 年，宁波服装产业集群共获“中国驰名商标”3 个（雅戈尔、杉杉、罗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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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市“中国驰名商标”总数的 27.3%,其中雅戈尔、杉杉进入“中国 100 个最具

价值驰名商标”排行榜，分别为第 91 位（17.256 亿元）、第 93 位（17.115 亿元）；

拥有“中国名牌产品”15 个，占全市的 42.86%。 

——产业集聚加速形成 

服装制造业由于产业链长、产品种类多，“一乡一品”、“一县一品”的特色十

分明显。宁波服装企业主要集中在“红帮裁缝”的发祥地――鄞州、奉化两地。经

过 20 多年的发展，宁波形成了服装企业高度集聚区：即主要从鄞州的东钱湖镇至

奉化江口镇的鄞奉路一线、长约 20 公里的“L 形服装走廊”，集聚了几十家具有相

当规模和品牌效应的知名服装企业，这些企业的总产量占宁波服装总产量的 60％

以上。 

2.绍兴轻纺产业集群 

（1）发展概况 

绍兴轻纺产业集群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是绍兴市的经济支柱，占据了绍兴市

工业的半壁江山。绍兴的轻纺制造业是典型的产业商贸互动型产业集群，其兴起撑

起了中国轻纺城，而中国轻纺城的崛起又带动了轻纺产业集群的发展。2005 年绍

兴市纺织工业企业 6.66 万家，从业人员 69.2 万人，全市共有年销售 500 万元以上

的纺织工业企业（纺织规模企业）共有 2099 家，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

45.9%，纺织规模企业 2005 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12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完成

销售收入 11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3%；实现利润 5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4%；

出口交货值 413.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8.9%。产、销、利、出口交货值实绩分别占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量的 48.5%、49.0%、38.1%和 62.6%。 

绍兴轻纺产业集群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由绍兴的三“缸”

（酒缸、染缸、酱缸）传统产品起步。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与工业

化阶段相对应，轻纺制造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一些农民走出田地，进城办企

业。到 1992 年 1 月，为了适应纺织业的发展，绍兴政府建造了“中国轻纺城”，市

场的兴旺推动了纺织业的进一步繁荣。从 1997 年至今，绍兴轻纺产业集群主要致

力于发挥纺织业现有的生产设备能力，着重进行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其纺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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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水平已经达到 90 年代中期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形成年产各类化纤原

料 35 万吨、织造 20 亿米、印染 35 亿米的生产能力，确定了化纤纺织业在国内的

龙头地位。 

（2）主要特点 

——专业市场是轻纺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支撑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轻纺产业的发展，中国轻纺城逐步形成。而中国轻纺

城的不断发育和壮大，又带动了绍兴的纺织业，为纺织企业的产品开发、价格定位

和布匹集散提供了信息流和资金流，成为纺织企业产品销售的大后方。随着改革开

放和市场的不断发展，绍兴逐渐将市场的发展定位在：依托本地产业，面向纺织全

行业，办成全国性的轻纺产品集散地。这样，轻纺城的市场容量得到扩张，地位得

到巩固，知名度得到提高。本地纺织企业的技改步伐也不断加快，市场应变能力、

新产品开发能力得到提高，轻纺主导产业也由此实现升级。世界经济加速一体化的

新形式下，中国轻纺城改制为规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实现由政府办市场向企业办

市场转变，1993 年正式成立的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国首家由大型

专业市场改组的股份制企业，为轻纺城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纺织品交易中心奠定了基

础。 

-——依靠技术创新，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 

无梭织机的比重是衡量纺织业现代化水平的一个显著标志。绍兴自 1995 年以

来，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无梭化技术改造，集中投入 120 多亿元资金，引进无梭织机

2 万余台，2001 年绍兴的无梭化率超过 70％。仅仅用四年左右的时间，走过了西

方发达国家三十多年所走过的无梭化改造历程。与此同时，相关产业的设备改造也

随之跟上，在化纤纺织、纺织、印染、服装等行业中，引进了高性能、高效率的机

器 3 万余台，有效提高了产品质量。 

——市场竞争压力加大，企业核心竞争力有待提升 

轻纺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进入和退出壁垒较低。随着我国工业化进

程的加快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诸多影响，绍兴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但是

绍兴轻纺产业集群内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面临诸多压力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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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一是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龙头企业缺乏。除了轻纺城科技中心等少数几家企

业外，产业集群内很少有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关键技术，企业用于技术开发的

投资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偏低（只有 1％左右），导致产业集群内常规产品多、名牌

产品少，低档次产品多、高档产品少，粗加工多、精加工少。二是自主创新能力不

够，市场竞争力不强。在产品开发上，仿、冒、跟的企业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企业少。大部分企业的纺织产品，销售主要还是依靠轻纺市场，产品主要面向个体

客商销售，销售渠道比较单一，外销能力相对薄弱，出口的产品也主要以 OEM 为主，

缺乏著名品牌和自有销售渠道的支撑，市场竞争力不强。 

3.温州制鞋产业集群 

 （1）发展概况 

据史料记载，温州在南宋就已有皮鞋业专业户。据明朝嘉靖年间（1552－1566

年）《温州府志》记载，温州加工制作的“胖袄裤鞋共五百八十五副”作为贡品进

奉朝廷。清朝中叶，温州郊区三溪一带农民在农闲季节用土法鞣制牛皮卖往外地。

据民国二十年（1931 年）《永嘉税款征信录》载，当时温州已有“硝皮业近 30 家，

皮鞋业 70 家”。抗战胜利后，温州鞋业十分兴旺，皮鞋作坊、工厂（场）达 100 家，

从业人员 300 多人。但由于当时战乱不断，许多作坊、工场濒临停产。建国后，温

州鞋业重新复苏。1950 年，温州市区有制鞋企业 43 家，从业人员 103 人，均为个

体作坊。至 1978 年，温州市区共有国营鞋厂 2 家，大集体鞋厂 8 家，街道民办鞋

厂 9 家，皮鞋产量 49.68 万双。改革开放后，温州的个体制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至 1981 年底，仅温州鹿城区就有个体制鞋企业 99 家，这些企业的发展在很大

程度上依靠原来二轻系统集体鞋厂的熟练技工或退休离职人员通过师父带徒弟方

式传授制鞋技术。80 年代中期，温州鞋业因产品质量问题遭受重创，温州皮鞋曾

一时成为“纸板鞋”、“一日鞋”、“晨昏鞋”的代名词，在先后有武汉等 10 多个城

市禁止销售温州鞋。特别是 1987 年，5000 多双温州皮鞋在杭州武林广场火被当众

烧毁。经历这次教训后，温州鞋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再到蓬勃的发展过程。

从 1988 年起，温州政府加强了对皮鞋业的清理整顿力度，鞋类产品质量明显提高。

至 1998 年，在全国十佳“中国真皮鞋王”中，温州就有 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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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温州的制鞋产业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约有 5000 家制鞋企业，近

50 万从业人员，每年制造 10 多亿双鞋，占世界产量的 1/8。2005 年温州制鞋产值

超过 350 亿元，在产业规模、产品质量及产业配套方面具全国前列。温州鞋在全国

各地和世界各地开出了 10 万个鞋类专卖店和专卖柜，并拥有 3个“中国名牌”、3

个“中国驰名商标”和 4 家“中国鞋王”， 全国真皮标志皮鞋温州占 40％。温州

制鞋企业虽然大部分为中小企业，但已涌现出多家年销售额上亿的大型企业，如奥

康、康奈、红蜻蜓等。这些企业已经开始打造自己的品牌，如奥康集团有三个不同

的品牌。 

（2）内部结构 

——制鞋龙头企业。温州制鞋业中的龙头企业大致可分为三类：以产品质量

见长；以营销见长；以外贸为主。集中在鹿城区的企业特点为抓生产、技术，质量

较好；典型企业是康奈集团，它的经营者是搞生产出身的，因此比较重视生产，在

技术和质量上把关。集中在永嘉的企业以营销见长；典型企业为奥康和红蜻蜓。奥

康总裁原先是供销员，因此很注重营销，做的比较好；而红蜻蜓则从一开始就只做

营销和产品宣传方面，让别人生产其产品。集中在龙湾的企业以东艺和吉尔达为典

型，产量很大，特点为做外贸，以出口为主，出口方向主要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东

艺 95％的产品出口，吉尔达出口占 50%。 

——中小制鞋企业及配套企业。为大企业做配套的中小企业遍布于产业链上的

各个环节，包括鞋楦、鞋底、皮革、鞋饰、鞋跟、鞋机等，甚至有专门生产商标的

企业，可见其专业化分工的细致程度。温州的鼓楼制楦厂、大隆机器有限公司、黄

河皮革有限公司、瑞安的华峰聚氨酯生产基地等均为专业的原材料供应商。目前，

温州已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合成革生产基地，有合成革企业 110 家，300 多

条生产线，固定资产 40 多亿元，年产值近 100 亿元。这 110 家制革企业，集中

在巨溪镇和郭溪镇，主要供应温州、广州、重庆、江苏、青岛等地的鞋厂，几乎没

有出口，与广州皮革质量平级。制革厂与鞋厂的信息联系很紧密，根据鞋厂的需要

进行柔性生产。 

——鞋业专业市场。专业市场是温州制鞋业得以稳固和发展的基础，年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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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30 亿元的河通桥鞋料市场、年销售额达 20 亿元的生皮市场及皮革机械市场，以

及皮革化工市场等等。专业市场为温州制鞋企业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辐射面广泛的

销售网络，大大降低了企业的交易费用和信息搜寻成本。 

——贸易性企业和网络公司。这些企业是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如专业贸

易商或综合出口商等，自身并不参与产品的加工或组装，负责专门收购、专营销售

专业化企业的产品，在签订收购合同时，有时也预拨原材料或赊销原材料，这样既

能发挥自身企业的营销优势，又可以充分发挥生产加工小企业的生产灵活、小批量、

多品种的生产经营优势。例如，瑞安商城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为中小企业提供销售摊

位、资金融通、信息咨询、安排工商联系等服务渠道，有 2000 多家个体工商户（包

括各行业）参与贸易协作，公司年销售额达 50 多亿元。温州四维鞋业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开发了“鞋厂搜索”软件，使企业可以快速、准确地搜寻温州、台州、青田

的主要制鞋企业，并查找这些企业的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手机、传真、

主要产品、商标、获得荣誉、销售方式、E-mail、公司主页等信息，大大降低了信

息搜寻等交易费用。 

 

（五）浙江的眼镜产业集群 

1.玉环眼镜配件产业集群 

玉环是全国重要的眼镜配件生产基地，产值超过 10 亿元，产品以生产眼镜配

件为主，整镜为辅，眼镜配件生产量占 60%到 70%，产品远销港澳台、美国、印度、

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2005 年 9 月，“中国眼镜零配件生产基地”荣誉称号正

式落户玉环。 

玉环眼镜配件产业集群起步于 70 年代末，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玉环

工业经济一个新的增长点。在区域分布上，玉环的眼镜配件企业主要分布在大麦屿

开发区、城关、鲜迭等地。2005 年，眼镜配件业企业 300 多家，从业人员 1 万余

人，年产值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有 19 家，拥有产品 2000 多种，其中 10 多个产品

已经获得国家专利。近年来，玉环眼镜配件制造业依靠科技进步，加大技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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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不断升级。眼镜品种规格扩大到高档次的白铜生产，由配件制造逐步发展成为

部分成品生产，形成了以规模效益企业为龙头，以小企业生产为基础的粗放集约相

结合的生产格局。目前，玉环已经建成大麦屿眼镜工业园区，统一标准厂房和产品

销售、展览中心，改善了企业的生产环境。 

玉环眼镜配件产业集群已经初步构筑起了社会化分工、专业化生产的产业配

套体系，培育造就了一大批技术专业人才、管理人才，建立了比较健全的销售网络，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加工流程，配套生产线相对完善，液压、抛光、线切割、车面模、

冷锻等一应齐全，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2.温州眼镜产业集群 

温州眼镜产业集群发端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当时的时髦年轻人都喜欢带太

阳镜，天生的生意头脑使温州人捕捉到小小眼镜上的无限商机。温州眼镜的早期生

产者，买来廉价的材料，对照着买来的太阳镜、拆卸、安装、模仿，最后制成有机

玻璃作镜片，青铜作镜架的简易太阳镜。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义乌小商品市场成

为州眼镜重要的销售渠道。此时，眼镜业渐成气候，生产企业发展到20多家，家庭

作坊式的生产已经不能满足销量的增加，于是他们开始租借厂房，扩大生产。1992

年，温州眼镜企业已发展到了100多家，社会化分工体系初步形成，加上生产量大，

制造成本不断降低。当时，温州眼镜主要通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开设的眼镜店销售，

眼镜的生产成本约每副3－4元，而同档次的眼镜出口到欧美可以卖到12元以上。巨

大的差价吸引了许多台湾商人来温州采购，进一步促进温州眼镜业向批量生产发

展。1994年，温州眼镜商会成立。同年，温州眼镜企业开始直接参加广交会和国内

外各类展览会，不断增长的订单使温州眼镜业进入了快速成长期。1996年温州眼镜

业的出口交货值为8亿元，1997年突破10亿元，1998年达到10.5亿元。1999年温州

眼镜业生产总值为18.5亿元，出口值达到15亿元，占全球总销量的1/3，畅销20多

个国家和地区，世界中低档眼镜生产基地，开始由日本、韩国向温州转移。2005

年，温州眼镜业生产总值达60多亿元，占全国眼镜产值的50％左右，产品90％出口，

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销售温州的眼镜产品。 

2005年，温州眼镜业有眼镜配件、制造、电镀、镜片、设备生产及批发零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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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1000余家，从业人员约12万人。其中年产值超亿元的企业有5家，超3000万元

的企业有40余家，30多家企业拥有自营出口权，行业内部已形成社会化分工、规模

化配套、一条龙协作的产业体系。温州市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眼镜生产

基地”荣誉称号，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眼镜制造业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温州眼

镜产业集群在产量和价格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但在产品质量和档次上与意大利等国

世界一流的生产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温州目前生产的以出口为主的眼镜基本

上是太阳镜、眼镜架和部分老花镜，并且基本上是低档产品，眼镜产业集群的进一

步发展面临着质量和品牌的升级压力。 

3.临海杜桥眼镜产业集群 

杜桥眼镜产业集群的起步是与温州眼镜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早在改革开放初

期，温州眼镜业已经开始发展。极富闯劲的杜桥人从贩卖温州眼镜中发现了丰厚的

利润。20世纪80年代初，杜桥就有人从广州、温州等地批发眼镜，然后贩运到全国

各地沿街叫卖，从中赚钱。大部分人有了一定资金积累后，就在外地摆起眼镜摊。

后来，他们发现批发眼镜比卖眼镜赚钱多，于是就回到杜桥组织货源从事眼镜批发

生意，或者将广州眼镜企业生产的眼镜运到杜桥，再经过他的手将眼镜批发出去。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一些不满足的人，便寻思着办起了眼镜厂，开始组装生产低档

眼镜。从卖别人的眼镜，到卖自己的眼镜，杜桥人将产品价格定在低档的价位，并

且主攻国内市场。1992年杜桥镇政府投资建立了当初全国最大的眼镜专业市场——

浙江眼镜城。1994年，杜桥眼镜达到最高峰，杜桥成为全国眼镜生产基地之一。1996

年，杜桥的眼镜开始出口，远销美国、俄罗斯、菲律宾等50多个国家。2001年杜桥

建立了眼镜工业园区，开始走产业园区之路。2002年12月杜桥镇政府投资3000多万

元在迪拜成立了中国眼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了50多家店铺从事中东地区市场

开拓与贸易业务。 

2005年，杜桥眼镜产业集群共有眼镜企业930多家，眼镜从业人员6万多人，实

现产值23.7亿元，占全国眼镜总产值的20%左右，其中，金属及板材镜架产量居全

国第一，太阳镜产量占全国50%以上。目前，杜桥眼镜产业集群已形成近视镜、老

花镜、太阳镜等门类齐全，框架、镜片、配件、电镀、机械、模具等配套完善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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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产业链。然而，杜桥眼镜产量虽然很大，但产品档次不高，一度在全国眼镜市场

处于知名度高而美誉度低的尴尬境地，再加上恶性竞争的推波助澜，杜桥眼镜的销

售窗口浙江眼镜城也曾被视为伪劣眼镜集散地。据当地工商部门介绍，杜桥眼镜业

有20多亿的销售额，但年产值超过5000万的企业只有一家。700多家企业，拥有各

种注册商标900多只，但真正称得上名牌的只有“浪特梦”、“凯帝”等少数几个。为

了提升杜桥眼镜品牌，杜桥镇出台了针对眼镜行业的品牌培育质量提升方案，通过

各种手段提升杜桥眼镜的市场形象，把杜桥打造成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的“眼镜王

国”。目前，杜桥镇政府准备继莫斯科、迪拜之后，在巴西圣保罗筹建第三个海外

眼镜批发市场，从而促进杜桥眼镜产业集群的国际化和产业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