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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身處二十一世紀互聯網的世代，互聯網巔覆了我們的生活模式，最明顯的

一項是我們的消費習慣，在互聯網世界，空間被壓縮，變得扁平化。近二

十年，中國的網絡普及程度以驚人速度成長，自從互聯網消費的出現，我

們足不出戶就可以在網上補充各種生活所需。在 2014 年，中國網絡購物使

用者規模達到 3.61 億人民幣（下同），全年網絡零售額為 2789 億元，佔

2014 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 10.6%。1足以證明網購對於零售業的

影響力舉足輕重。 

 

網絡購物普及化為中小企業營造了良好的營商環境，在加入電商行列同

時，這些中小企業開始聚集，形成各個地區有特色的產業集群（industrial 

cluster）。產業集群是一群相關的中小企以不同形式的地理聚集，美國的矽

谷和荷里活是比較為人熟知的例子。早在互聯網出現以前，產業產群已經

出現，長三角及珠三角地區一帶有很多傳統產業集群，主要以加工出口為

主。 

 

產業集群主要出現在輕工業及製造業，從 2009 年開始，逐漸出了以網絡購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5). 2014 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研究报告. 北京: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頁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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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為主要市場的產業集群——「淘寶村」、「淘寶縣」，數量與規模都以高速

增長，產業聚集讓這些農村的產出與收入大幅提高，被視為中國農村改革

的新方向，分析產業集群的發展模式背後原因有助為相關政策提供參考。 

 

產業集群在淘寶活躍的地區如浙江、廣東等地區集中，電商除了為產業集

群打造了一個優渥的發展基礎外，同時亦影響它們的地理分佈，本論文旨

在分析淘寶作為中國現時最具影響力的電商，如何影響產業集群的地理分

佈，當中是什麼因素使得產業集群集中在淘寶活躍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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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現時產業集群概況 

(六). 經濟學對產業集群的定義 

產業集群這個概念在 20 世紀 70 年代出現，廣義來說是指一群企業在

一定的空間上聚集，在經濟學的角度來說並沒有精確的定義。中國在

2007 年發表了《關於請報送產業集群發展情況的通知》2中對產業集

群下了一個較為可以量化的定義，產業集群指在同一個區域，同一產

業領域相互關聯企業數不低於 100 戶，具有一定經濟規模，並在該區

域的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經濟學者對於產業集群有多元的定義，伯格斯曼（J.Bergsman）等人

在 1972 年將產業集群定義為趨向於同一地方的一組經濟活動，並認

為判斷產業集群的標準是在該組經濟活動中兩種經濟活動及就業人數

之間是否相關。3 

 

及後，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1990）對產業集群下了一層更深

的定義，他認為產業集群是某空間內的一個特別地域聚集了一定數

量、有聯繫的供應商、相關企業以及制度和有關的協會。而產業集群

2發改辦企業[2007]1872 號 
3盛世豪;郑燕伟. (2004). "浙江现象" : 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頁 14 
產業集群理論模型與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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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類型又可以分為橫向和縱向聚集，橫向聚集是指同一行業內企業的

聚集，而縱向聚集是指一個行業根據它的產業鏈向前或向後聚集不同

行業的企業。。而中國的產集集群主要是以上兩種模式的混合，組成

一個十字型的聚集。河北高碑店市的白溝鎮是十字型聚集的最佳例

子，白溝鎮是以箱包聞名的商鎮，白溝除了聚集大量的箱包廠家以

外，還聚集了原材料的供應商、箱包經銷商以及物流公司，形成了完

善的產業鏈。 

 

及後克彼得·勞瑞格（Knorringa,Stamer,1998）把產業集群分類為意大

利式產業集群、集群衛星式產業集群及集群輪軸式產業集群。4以上的

分類主要基於聚集企業的規模大小、產業技術以及驅動產業聚集的原

因三項因素。5中國的產業集群中大部份都屬第二類及第三類。 

  

4翁智剛. (2015). 產業集群理論模型與實證研究. 台北市: 元華文創.頁 55-56 
 
5意大利式產業集群的主要特徵為以中小企業為主、擁有專業產業技術、聚集是基於信任；集群

衛星式產業集群的特徵是以中小企業為主、依賴外部企業、聚集是基於低廉的勞動成本。集群

輪軸式產業集群的特徵為以大企業作為核心並有許多具依賴性的中小企業、存在明顯的等級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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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中國產業集群的地理分佈 

自 2000 年開始，中央推行大量政策協助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嘗

試平衡中國沿海及內陸地區之間的差距，但研究發現成果並不明顯。

孫久民等人透過建構重心模型發現，在 2009 年金融危機以後，本來

變得相對均衡的經濟重心大幅度回流至沿海東部地區，經濟重心出現

了二次聚集。 (孫久文, 2010) 

 

根據《中國產業集群發展報告》所統計，截至 2009 年，中國已經有

接近 2000 個產業集群，以企業數量、從業人員數量及集群產年值和

區域貢獻指標來衡量，長三角、珠三角及環渤海灣地區內的產業集群

較為成熟。集群的密度相對較高，對於區域經濟的拉動較為明顯。而

西部地區在相同指標上所獲的分數較低，代表這些區域內的產業集群

的發展仍未成熟，結構相對鬆散，對地區經濟暫時仍然未起顯著作

用。 

 

在地理分佈方面，中國的產業集群區域發展並不均衡，廣東、福建、

江蘇、浙江及山東等沿海地區在數量和水平方面都較高。相反廣西、

甘肅、黑龍江等地區的產業集群數量相對地少，集群的產值也較低。

業集群主要分佈在長三角、珠三角及環渤海灣三個沿海地區，三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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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數量的總和佔全國 90%，和高比例的產值。 

根據社會科學院聯合研究中心在 2009 年所選出的「中國百佳產業集

群」，當中部份區域所包含的產業集群 6： 

 
省市 重點行業 例子 

浙江 紡織、服裝、制鞋、五金、家電 溫州中國打火機產業集群 

大唐製襪產業集群 

台州市水泵產業集群 

江蘇 紡織、服裝、機械、輕工、冶金 江陰市中國精細紡織產業集群 

昆山市中國精密機械產業集群 

興化市中國不銹鋼製品產業集群 

上海 汽車、鋼鐵、石化、電子資訊、生

物醫藥 

上海市寶山區中國鋼鐵產業集群 

廣東 電子資訊、電器設備、石油化工、

紡織服裝、食品飲料 

廣州中國日用消費品產業集群 

廣州市中國牛仔服裝產業集群 

惠州市中國電子產品產業集群 

福建 電子、紡織服裝、制鞋、陶瓷、石

材 

廈門市中國商用電子產品產業集群 

晉江市中國休閒運動鞋產業集群 

石獅市中國休閒運動服裝產業集群 

北京 電子資訊、汽車、金融、軟件、創

意 

海澱區中關村 IT 產業集群 

天津 汽車、機械加工、輕紡、金屬冶煉 高新紡織園 

河北 冶金、建材、機械製造、醫藥化

工、紡織服裝、農產品加工 

辛集市中國皮革產業集群 

 

山東 機械加工製造、電子資訊、家電、

紡織服裝、化工醫藥、食品飲料、

建材 

山東濱州棉紡織產業集群 

青島市中國電子及家電產品產業集群 

煙臺市中國葡萄酒產業集群 

遼寧 裝備製造、食品、石油化工、金屬

冶煉、非金屬礦物 

瀋陽市中國機床及機械產業集群 

大連市中國裝備製造產業集群 

  

6 資料來源：中国社会科学联合研究中心.《2009 第三届中国百佳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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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重點行業 例子 

四川 家電、紡織、裝備製造、傢俱、建

材、食品 

成都市中國白酒釀造產業集群 

 

重慶 汽車、摩托車、裝備製造、醫藥化

工、電子資訊 

重慶市中國汽車摩托車產業集群 

河南 冶金、食品加工、紡織、煤炭和汽

車配件 

騾河市中國食品產業集群 

 

這些產業集群雖然形成聚集的原因不一，過程也不盡相同，但仍然存

在以下共通點。 

  

第一，聚集的企業大部份都是中小型企業，規模不大，而且生產環節

的分工十分精細，有很多產集業群只生產單一種類的貨品，甚至整個

產業集群都只生產同一種貨品，例如位於溫州鹿城區的打火機產業集

群，它在全球打火機外殼市場上有百分之七十的市場佔有率，而在中

國市場佔有率更達百分之九十五。當中的產業鏈分工相當專業化，各

個生產步驟都發展成獨立的產業。每家企業可能只生產一到兩種零

件，再由集群內其他企業進行組裝或加工。 

 

第二，大部份產業集群都屬於勞動密集型的行業，勞動力佔整體生產

要素的比例很高。而這些產業所需要的生產要素構成也相對的單純，

主要以原材料及勞動力為主，這些企業的技術水平普遍都比較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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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淘寶村」的地理分佈 

淘寶村一詞在 2009 年出現，首先由阿里研究院提出，根據《中國淘

寶村研究報告（2014）》的定義，“淘寶村＂是大量網商聚集在某個

村落，以淘寶為主要交易平台，以淘寶電商生態系統為依托的一種產

業集群現象，淘寶村必須要在農村區域；電子商務年交易額達 1000

萬元以上；以及一行政村內活躍網店數量達到 100 家以上或活躍網店

數量達到當地家庭戶數的 10%以上。7最初阿里研究院只在全國發現 3

個淘寶村，到了 2013 發展成 20 個，2014 年 212 個，2015 年的數據

顯示淘寶村的數量已經達到 726 個。各個年度的淘寶村地理分佈如

下： 

 

7 阿里研究院. (2015). 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2014）. 阿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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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2014）及（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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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一共在 17 個省發現淘寶村。淘寶村主要集中在福建、山

東、廣東及浙江四個沿海省份，其中以浙江為首，數量多達 226 個，

其次為廣東、江蘇，兩省淘寶村的數量均超過 120 個。其餘少量淘寶

村則少量散落在華北地區及西南地區，而西北地區只有極少量淘寶

村。 

   

資料來源：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2014）及（2015） 

從各省份淘寶村的數量來看，2015 年度間淘寶村數量增加最多的是浙

江省、其次是廣東省、江蘇省，而河北省、山東省及福建省亦有雙位

數字的增長。而湖北省及天津市則屬於負增長，說明在該區域發生了

產業集群轉移或是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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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淘寶發展概況與市場結構 

(一). 淘寶發展概況 

淘寶成立於 2003 年，目前已經擁有超過 5 億註冊用戶，超過 10 億件

在線商品，商品已經銷售至全球 200 個國家。早在 2012 年淘寶網的

商品交易額就已經超越亞馬遜成為世界第一大的網購交易平台，而在

2014 年季度商品交易額達更 7870 億元 8，同時淘寶也致力於發展其

他電子商務模式如分銷、團購及指賣。根據中國互聯網絡資訊中心調

查了 2014 年各個電商在網絡購物方面的品牌滲透率，結果如下： 

資料來源：2014 年中國網絡購物市場研究報告 

 

  

8 阿里巴巴集团. (2015). 阿里巴巴集团公布 2014 年 12 月底季度业绩. 2016 年 4 月 1 日 擷取

自 阿里巴巴集團－新聞發佈: http://www.alibabagroup.com/cn/news/press_pdf/p1501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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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寶網是中國現今最具影響力的電商。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寶網及天貓

分別排行第一及第二，淘寶網的市場滲透率比第三名的京東要多出接

近一倍。 

 

淘寶網的特色是進入門檻低，只要有銀行戶口及身份證明，賣家就可

以免費開店，自願性加入淘寶官方的消費保障計劃亦只需要繳交 1000

到 10000 萬元不等的保證金。比起其他電商如京東等背後有大企業支

持的網購平台，淘寶網進入市場所需的成本更低。 

 

淘寶網另一個特點就是貨品的品牌性低，淘寶網大部份貨品都是出自

大量不同的中小型工廠，不講求品牌及貨品的真假。賣家不需要在品

牌營銷方面投入大量成本，這個特性也使得淘寶網上的中小型賣家的

比例特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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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淘寶商品熱賣程度 

淘寶作為一個多元化的零售平台，類目繁多，單是在二級分類的項目

已經多達二百四十項，當中熱賣的程度各有差異。從淘寶官方發佈的

淘寶採購指數可以了解不同產品的熱賣程度。淘寶採購指數根據在淘

寶市場（淘寶網加天貓）裡所在行業的成交量計算而成的一個綜合數

值，指數越高表示在淘寶市場的採購量越多。9在 2016 年 3 月 17 日獲

取的數據，在淘寶上 60 個大分類中最熱賣的 20 項類目如下： 

 
排名 行業 淘寶 

採購指數 

 排名 行業 淘寶 

採購指數 

1 數碼、電腦 92519  11 童裝 22812 

2 日用百貨
10
 65090  12 母嬰用品 22461 

3 女裝 54697  13 運動戶外 22067 

4 食品、飲料 41374  14 玩具 19690 

5 鞋 38744  15 家用電器 18040 

6 工藝品、禮品 37906  16 農業 17780 

7 辦公、文教 33552  17 箱包皮具 17058 

8 內衣 33128  18 汽摩及配件
11
 16821 

9 男裝 31294  19 服飾配件、飾品 16289 

10 家裝、建材 23995  20 包裝 14768 

 
  

91688com. (2016).阿里指數. Retrieved 31 March, 2016, from 
https://index.1688.com/alizs/market.htm?userType=purchaser 
10日用百貨指各種廚具、餐具、居家日用品及家用清潔用品等。 
11汽摩及配件指汽車、摩托車及其零件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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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省份在淘寶上的活躍程度 

各省由於人口、收入、互聯網發展程度等外在因素有所不同，導致在

淘寶上的活躍程度也有所差異。阿里研究院根據官方大量數據整理出

“阿裡巴電子商務發展指數”（aEDI）用以量度一個區域的電子商務

發展程度，也直接反映了該地區淘寶交易活動的頻繁程度。指數由網

商指數及網購指數構成，各佔一半比重。網商指數取決於該區域的

B2B 網商密度及與零售網商密度。而網購指數則受網購消費者密度及

人均消費額所影響。指數愈大，代表該區域在淘寶的賣買活動愈頻

繁。 (盛振中,陈 亮,张瑞东,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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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城市電子商務發展指數報告》，各省區及直轄市的電子商務

指數如下： 

 
排名 省份 電子商務 

發展指數 
12345 排名 省份 電子商務 

發展指數 
1 浙江 19.71  17 內蒙古 6.21 
2 上海 14.37  18 山西 6.17 
3 江蘇 13.28  19 新疆 6.13 
4 福建 12.84  20 重慶 6.06 
5 北京 11.38  21 湖南 5.98 
6 天津 10  22 安徽 5.93 
7 廣東 8.11  23 雲南 5.92 
8 臺灣 7.83  24 廣西 5.7 
9 山東 7.03  25 黑龍江 5.63 

10 河北 6.69  26 貴州 5.57 
11 四川 6.56  27 陝西 5.38 
12 江西 6.52  28 寧夏 5.11 
13 遼寧 6.43  29 西藏 5.05 
14 海南 6.35  30 河南 5 
15 湖北 6.3  31 青海 4.63 
16 吉林 6.25  32 甘肅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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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網商密度的網商指數如下： 
 

排名 省份 網商指數 12345 排名 省份 網商指數 

1 浙江 11.56  17 四川 1.93 
2 臺灣 8.14  18 雲南 1.85 
3 上海 7.98  19 西藏 1.79 
4 江蘇 6.36  20 廣西 1.78 
5 福建 5.9  21 重慶 1.58 
6 廣東 3.86  22 河南 1.49 
7 北京 3.68  23 新疆 1.23 
8 天津 3.33  24 青海 1.19 
9 河北 3.17  25 山西 1.19 

10 山東 2.8  26 海南 1.15 
11 江西 2.45  27 寧夏 1.08 
12 遼寧 2.28  28 黑龍江 1.07 
13 安徽 2.04  29 貴州 0.85 
14 湖南 2.02  30 陝西 0.85 
15 湖北 1.99  31 內蒙古 0.73 
16 吉林 1.96  32 甘肅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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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網購密度的網購指數如下： 
 
排名 省份 網購指數  排名 省份 網購指數 

1 浙江 27.86 12345 17 重慶 10.55 
2 上海 20.76  18 吉林 10.54 
3 江蘇 20.2  19 貴州 10.28 
4 福建 19.78  20 河北 10.21 
5 北京 19.08  21 黑龍江 10.19 
6 天津 16.67  22 雲南 10 
7 廣東 12.36  23 湖南 9.95 
8 內蒙古 11.69  24 陝西 9.91 
9 海南 11.55  25 安徽 9.83 

10 山東 11.25  26 廣西 9.63 
11 四川 11.19  27 寧夏 9.13 
12 山西 11.15  28 河南 8.52 
13 新疆 11.03  29 西藏 8.32 
14 湖北 10.61  30 青海 8.07 
15 江西 10.59  31 甘肅 7.73 
16 遼寧 10.57  32 臺灣 7.3 

 

對比以上兩份排名可以發現，除了台灣之外，基本上網商聚集的區域

同樣亦是網購消費者聚集的區域，這些區域包括有：浙江、上海、江

蘇、福建、北京、廣東及山東。以上區域的網商指數和網購指數排名

都在十大。可見淘寶的交易活動集中於東部沿海區域，特別是網商的

分佈，當中兩個活躍度較高的區域是長三角以及珠三角，其次是華北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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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消費者聚集在沿海地區是因為自 1978 年以來改革開放的傾斜政

策，由於這些區域發展得比較早，又比中部及西部地區接受更多外來

資金，沿海東部的省份和城市的人均產值和收入較高、互聯網的發展

水平較高，導致網購消費較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近年由於地方政府

積極發展，中西部地區購網普及程度增長很快，但兩者之間的差異仍

然明顯。 

 

而網商的分佈亦出於同一理由，加上東部沿海地區製造業發展比相對

發達，早在淘寶網出現前已經建立起多個行業的專業市場例如廣州的

成衣專業市場，義烏的小商品城，集中了大量市場訊息與進貨渠道，

節省不少用於信息交換的成本，適合小規模的網商開展事業。 

 

網購絕大部份的交易都牽涉到物流業和快遞，地理距離消費者愈近，

所需的運輸成本就愈少。淘寶的交易有個特點就是很多店家都會以包

郵活動來吸引顧客，例如“江浙滬包郵”，可以算得上是買家對於網

店的基本要求，由賣家承擔絕大部份的郵費，為了節省運輸成本，很

多網店都會選擇把總部定在沿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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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淘寶與產業集群的關係 

我們把上文所提到的淘寶採購指數和淘寶村數量分佈進行比對，得出結果

如下： 

根據以上提及的各種數據，我們可以觀察出淘寶與產業集群的關係。第

一，淘寶的交易活動與產業聚集發生於相似的區域，兩件事情同樣頻繁地

在長三角及珠三角地帶發生。這些區域同時聚集了大量的生產商、網店賣

家與網購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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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淘寶交易活動愈頻繁的區域，愈容易出現與淘寶相關的產業集

群。以浙江為例，阿里巴巴電子商務發展指數排行第一，是全國淘寶交易

活動最頻繁的區域，同時亦是全國最多淘寶村而且增長速度最快的省份。

在淘寶熱賣程度愈高的貨品，它的生產者就愈傾向於聚集在淘寶交易活動

愈頻繁的區域。 

 

第三，淘寶對於產業集群的具有影響力，它直接或間接推動了產業集群的

形成。淘寶為不少低技術、附加值低、規模小的企業打開了新的市場，面

對來自東南亞的競爭壓力，有部份傳統製造業的訂單因為勞動力失去成本

優勢而轉移到東南亞地區。這些失去優勢的廠家靠著淘寶開展了新的事

業。 

灣頭村是元老淘寶村之一，專門生產草柳編製品。這裡的農民周蘭蘭是村

裡最先“覺醒”的一批人之一，“以前村裡沒有加工廠，都是村裡資訊比

較靈通的人在外面跑訂單，跑來後，組織村裡編織的老人婦女一起編。” 

2006 年由返鄉大學生開了第一家草柳編淘寶店，八年後村裡已經有 1000

多網商。互聯網使作為生產者的農民直接接觸到海量消費者，，不用透過

經銷商進行交易，實際收入大大增加；由於網絡讓終端價格透明化，即便

不開網店的農民，面對當地中間商的收購，也有了更強的議價能力。 (阿里

研究院,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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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淘寶影響產業集群的機理 

(一). 網商驅動 

上文曾提及淘寶其中一個特色就是進入市場的門檻低，所以大部份網

店的賣家都是從小商家一路走來，慢慢累積信用和交易額。典型的淘

寶網店發展模型，最初小型的網店賣家都會在專業市場、阿里巴巴或

是其他進貨渠道拿貨，再在淘寶上轉售獲利。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商

家愈來愈多，市場上的競爭愈來愈大，同一件商品你可以在淘寶找到

上千個賣家，某部份賣家會以低價吸引顧客，而另外一些累積了一定

資本的網店則會開始發展自己的品牌，以創新的方法吸引新的客源，

同時直接向廠家下單還可以省去被批發商賺取的利潤，節省更多成

本。由於網店的規模不大，資金也相對貧乏，訂單規模小，一流的工

廠不會承接這樣的訂單。所以網店賣家更傾向於找一些中小型的代工

廠生產，使對中小型工廠的需求上升。 

 

根據丁伯根（Tinbergen,1962） 和科荷能（Poyhonen,1963）在 1960

年代利用引力模型研究雙邊貿易的流量，獲得了一致的結論：兩國雙

邊貿易規模與他們的經濟總量成正比，與兩國之間的距離成反比。12

12 百度百科. (無日期). 贸易引力模型. 2016 年 4 月 2 日 擷取自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25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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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此模型在網店賣家與工廠之間的交易，可以說明網店賣家更傾向

於跟自身企業 13地理距離較近的工廠進行交易，原因十分簡單，因為

地理距離會增加運輸成本和信息交換成本，使得總貿易成本增加。淘

寶網店度高的區域對於中小型代工廠的需求會比淘寶網店度低的區域

要高，由於市場需求增加，使得更多廠商願意在該區域開展相關事

業，所以這些代工廠開始聚集，促使產業集群的形成。 

 

  

13 淘寶網店雖然原則上可以沒有實體空間支持運作，但絕大部份的網店都有一個倉庫或辦公室 

用以來支持它的行政運作。 
26 

 

                                                        



(二). 省際貿易壁壘 

上一部份曾經提到，地理距離會增加總貿易成本，但隨著網絡購物的

高速發展，帶動物流業亦發展蓬勃。同時政府積極建設公路、鐵路等

基建，使得貨物的運輸成本在十多年間下降，但這些工業沒有向內陸

地區遷移，反面仍然不斷聚集於沿海地區，原因是跨省貿易的隱性成

本仍然存在，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網店賣家的消費決定。 

 

自 1978 年來，中央政府放寬對於地方政府的控制權，讓省級政府可以

在中央的統一大方向下可以擁有自己的行政和經濟管理自主權。權力

下放使得地方政府從經濟計劃的執行搖身一變成為經濟體系的計劃

者，使地方政府有了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 (蒋清海, 1992)而中央在

管理各省採用區域經濟的做法，給每個地方政府下達目標，地方政府

為了達到目標甚至勝過其他區域，形成了一套地方保護主義的傾斜政

策，政府大幅度地干擾市場經濟的運作。跨省之間大部份貨品都不設

關稅，所以這些跨省貿易壁壘往往是一些政策上的限制。隱性的跨省

貿易壁壘可以從以下政策體現。第一，地方政府可以限制某種貨品的

進口和出口，設立進出口限額。舉例來說，河南和安徽曾經全面禁止

從貴州進口香煙，也有省份限制貴州香煙進口量不得超過總香煙進口

量的 75%。 (龔冰琳,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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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地方政府可以要求進口貨品必須符合額外的質量標準，如衛生

標準、標籤標準等，但這些標準在執行時卻有雙重標準，地方政府經

常選擇性執法。他們更可以用打假或者環保的理由扣查進口貨品，時

間可以長達數月之久。 

 

而萬倫來等人在 2009 年基於“冰川成本＂模型計算出 1985 年至 2006

年省際貿易的地區差異與時序變化，計算結果顯示，從分地區看 ，近

二十多年來東部地區貿易壁壘平均值高於中西部地區，而中部地區略

高於西部地區。說明如果網店賣家如果位於東部地區，進口貨物的成

本要比位於中、西部地區的賣家要高。 (万伦来, 2009) 

 

以上種種的跨省貿易壁壘雖然無法以金錢計量，但卻實在地增加了跨

省貿易的成本與風險，變相增加了生產成本，把貿易隱性成本加入考

量可以更好地解釋為何網店賣家更傾向於省內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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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直接支援 

阿里巴巴主動、直接地影響產業集群的建立。在 2016 年初，阿里巴

巴與國家發改委聯手合作，支持農民回鄉創業加入電商市場，在未來

三年計劃共同支持 300 多個縣（市、區）發展電商，嘗試打造新一批

淘寶村，希望可以解決農民工勞動力過剩和加強發展農村經濟。14 

 

羅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1956）提出了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

（Solow Growth Model），模型指出影響經濟增長率的原因來自外部的

因素，包括儲蓄率、人口增長率及技術進步。15  

 

第一，阿里巴巴在返鄉創業試點中，設立約 100 個縣級服務中心和一

萬個村級服務站，除了為農民提供電商知識外，同時亦擔當生態中心

及公益中心等功能。這對農村來說是一種外生的的技術進步及人力資

本的累積，農民透過學習累積人力資本，提高他們產出效率，達至經

濟增長。 

 

第二，這個計劃吸引農民工返鄉創業，挽回農村外流至城市的勞動力，

14 發改委阿里打造 300 淘寶村 助民工返鄉創業 發展電商服務. (2016 年 2 月 18 日). 2016 年 4
月 2 日 擷取自 信報: http://startupbeat.hkej.com/?p=26199 
 
15 SöderbomMåns. (2015). Empir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New York: Routledge.P.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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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農村的勞動力供應，創造農村企業的擴張基本條件。  

第三，這個計劃協助農村建設電商的基本設備──網絡和物流。透過

補貼等手段，協助農村的互聯網發展，也為農村打通物流通道，在農

村建立配送網絡。此舉增加了農村的資本累積，使得農村的產出效率

提升，提高農村經濟的增長率。 

 

第四，Stiglitz and Weiss（1981）認為中小企融資困難的成因是資訊不

對稱，因為中小企數量多，規模小，分散於全國各地，對於信貸機構

來說，調查中小企的信貸背景的成本相對比大企業要高，造成很多信

貸機構不願意融資予中小企業。 (WeissAndrew, 1981)使得中小企業的

融資成本高。資金的缺乏讓中小企難以持續成長。 

 

阿里巴巴利用自身的資源優勢，將資源下放到農村，為農村中小企業

提供經營性貸款，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到 2015 年 12 月為

止，貸款數目已經累積至 300 億元。農村中小企在獲得資金的同時，

也透過這個貸款項目累積自身的信用訊息，當他們規模逐步擴大需要

向傳統的信貸機構融資時，這些信用訊息有助解決資訊不對稱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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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阿里巴巴除了間接影響產業集群的形成，在未來也直接參與在打

造產業集群的計劃中，淘寶對於產業集群的影響力也會愈來愈高。 

(四). 形成產業鏈  

這裡指的資源並不單指物理上的資源，更指市場訊息、人際網絡等無

形的資源。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1997）在 1909 年提出 

產業聚集的概念，並從企業的角色出發發表了產業區位理論。他認為

企業在選擇地理位置的最大考慮就是成本，生產成本最低的區域就是

最好的區域。產業是否聚集取決於優勢和成本的比較，產業聚集假定

為內部規模經濟的外部表現。 

 

另外，他把影響產業聚集的因素分為區域因素和聚集因素兩種。聚集

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企業通過擴大自身規模而產生聚集優勢，

稱為初階聚集階段。第二階段是各個企業通過組織化的連結，形成產

業網絡，是之為高級聚集階段。 

 

第一階段的聚集可以視之為一個區域內的企業聚集，即產業集群本

身。而第二階段則可以理解為在一個更大的區域，產業集群的聚集，

即產業集群的地理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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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寶交易活動頻繁的區域都有以下基本的要素。第一，互聯網發展程

度高且普及。第二，網購消費者密度高。第三，網商密度高。第四，

擁有完善的物流配送網絡。第五，擁有較多的商品專業市場，商品訊

息集中。由於政策傾斜和歷史關係，這些區域已經形成了完善的前置

產業鏈，物理和無型的資源相對集中。 

 

根據張旭亮等人的研究發現，中國專業市場的密度和強度呈現東、中

西南遞減的態勢，並與區域經濟發達程度有關，人均 GDP 愈高的區域

擁有更多的專業市場。 (张旭亮, 2009)同時這些區域有大量中小企

業，他們是專業市場的主要客源，他們更需要交易成本低的行銷方

式。而專業市場很好地承擔了中小企業獲得市場訊息和產品銷售的功

能。 

 

淘寶網的出現使得市場訊息交換變得一體化，減低了信息交換的成

本，也降低了中小企業對於專業市場作為銷售渠道的依賴性。不過淘

寶上的貨品有個特點就是品牌性低下、品質差異大，標準化的商品只

屬少數。採購者進貨量大，風險高，他們仍然依賴透過肉眼或是觸摸

實物來鑑定貨品質量，所以網商對於專業市場作為進貨渠道的依賴性

仍然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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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區域有大量的專業市場，例如浙江紹興的中國輕紡城，中國輕紡

城建於 1992 年，城內包括 19 個特色交易市場，日均成交額超過

5000 萬元。一開始中國輕紡城的建立是因為當地已經擁有一批傳統的

輕紡工業的產業集群，企業聚集使得當地聚集了大量買家賣家，而中

國輕紡城的出現又促進了當地輕紡產業的再次發展，形成內生增長的

循環。 

 

同樣地，當淘寶網商在商品集中的區域聚集，在專業市場進貨時，他

們為傳統專業市場打開了一條寬廣的客源。當地的企業擁有的分銷渠

道增加，銷售成本下降。所以淘寶網商的數量與產業集群的密度形成

一個相互促進的良性循而淘寶網商的聚集是基於網購消費者的聚集，

所以我們可以總結出產業集群的分佈與網購消費者、網商之間有層疊

式關係，由此整理出下圖： 

 

 

 

                                                                                                                                                                                                                                                                                                                                                                    

 

消費者聚集 

網商聚集 

產業集群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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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以上分析，淘寶相關的製造業產業集群其實是一種基於消費模式

的聚集，消費者的地理分佈相較其他因素比較缺乏彈性，所以網商根

據這樣的分佈開始聚集，在產業鏈下游的製造業也開始跟隨，而製造

業的聚集又和網商的聚集互相促進，兩者之間形成了內生的聚集循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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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消費型聚集 

消費型聚集亦會導致產業聚集，是市場需求驅動的聚集，由於消費者

高度集中於某一區域，所以該區域附近出現了產業集群。以河北省保

定市白溝為例，白溝成為了中國數一數二的箱包專業市場。保定市內

有 15 條村被淘寶鑑定為淘寶村，而單單白溝新城亦有 5 條淘寶村，

使得白溝新城成為少數的淘寶鎮。白溝鎮從 2004 年開始主力發展箱

包市場，現時鎮內一共擁有四十大類商品，1200 多個品牌，佔國內箱

包市場佔有率百份之三十六，每年交易額達 75 億元。相對於廣東、

浙江和江蘇這三個“淘寶強省＂，河北並沒有外資企業的投資和技

術，支持工業發展政策的政策也開始得比較晚，加上距離遠，照理產

業聚集應該不太明顯，然而事實正正相反。 企業在此聚集的原因是因

為在距離白溝短短 102 公里外有著國內消費力最高的城市——北京

市，白溝往北京的車程只需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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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淘寶網在 2015 年發布的《箱包手袋市業研究報告》，淘寶網平台

上箱包手袋的消費分佈如下圖： 

資料來源：《箱包手袋市業研究報告》（2015） 

 

北京是北部地區較為在箱包消費較為頻繁的城市。而白溝正正利用她

自身鄰近北京的地理優勢，發展起箱包製造業，取得十分亮眼的成

果。企業既可以在白溝享受便宜的生產要素（如勞動力、租金等），又

可以節省長距離運輸的成本，所以白溝漸漸形成了箱包的產業集群。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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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帶動物流業發展 

淘寶亦同時影響了物流網絡與互聯網設施的建設速度。網購在很大程

度上依賴快遞來完成整個交易，隨著網購活動愈趨發達，對於快遞與

物流業的需求也相應增加，使得物流商加快了建設的速度。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分省年度資料＜郵政業網點及郵遞線路＞ 

在 2011 年到 2014 年間，全國快遞網點增加了 55194 個。其中以廣

東、江蘇、山東、浙江等數個“淘寶強省＂的增加最多。可見快遞企

業更願意投入資源在以上省份，而這些省份的亦擁有較強的物流網

絡。由快遞網絡對網商、網購消費者和廠家來說都是外在的資本累

積，網絡愈完善的地區，快遞成本就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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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00 年以後，各省政府開始致力建設物流園，物流園其實就是物

流產業的產業集群，是商品運輸、物流和配送活動的集中地，當中聚

集了配送中心、轉運中心及倉庫等。一個物流園可以包含多個物流企

業，他們可以是物流設施的擁有者或是租用者。物流業規模的擴張使

得內容處理貨品更有效率，而物流業者的聚集引入市場競爭，以上兩

點都使得快遞成本下降。 

 

根據快遞公司的網上報價來實驗不同地區快遞成本的差異。從中通官

方網站報價所得 16，一件重六公斤，體積 20cm*20cm*10cm 的貨

品，從廣東省廣州市寄往陝西省咸陽市所需的郵費是 47 元，預估所

需時間是 82 小時。如果把始發地和目的地互換，得到的結果是所需

16中通快遞. (無日期). 中通快遞－报价时效查询. 2016 年 4 月 3 日 擷取自 中通快遞: 
http://www.zto.com/GuestService/Price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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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費是 58 元，所需時間大約是 71 小時。同樣的地理距離與貨品，從

廣東寄出比在陝西寄出要便宜 11 元。 

 

在被媒體稱為“淘寶第一村＂的青岩劉村，差不多全國所有快遞公司

都已經在村內設置營業點，當廠家發貨量大的時候可以要求物流人員

上門取貨，發貨量較少的話只需要把貨物送到樓下的快遞營業點即

可。 (张灿, 2015)十分方便。大大節省廠家的交通和時間成本。這樣

的物流網絡暫時是中西部地區還是比較少見的。 

 

以上可以解釋為什麼淘寶熱銷貨品的產業集群更傾向於聚集在沿海地

區。因為他們的產品對於快遞業的依賴性更強，快遞成本佔他們生產

要素比例相對較高，為了節省成本，他們會選擇設廠在快遞成本較低

的區域。 

 

在某些例子中可以發現，物流業聚集並不一定是電商聚集帶來的後

果，也可以先於電商聚集，成為電商聚集的原因。由於網購行業對於

物流服務有高度依賴性，所以網店在選擇總部地點時，經營者更傾向

於選擇附近有大型物流倉儲設備，或是物流企業的聚集的地方，節省

發貨的成本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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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南安市樂峰鎮飛雲村便是這樣的例子，村內本來沒有自然形成

的產業集群，從事製造業的村民也不多，在發展淘寶村前村民主要的

收入來自于務農和外出打工 17。村內的交通系統不發達，更談不上有

完備的物流網路。地方政府 2006 年選中了飛雲村實施扶貧政策，一

共投資約 500 萬元，在村內建設起道路、移民文化活動中心和大型淘

寶村物流配送中心，讓村內的網店在發展淘寶村初期就有相應的硬體

支援。淘寶村物流配送中心位於泉州的萬祥商城，它並不只有單純的

收發件功能，當網店收到訂單後，訂單亦會同步發送到配送中心，第

一時間從供應商提貨並寄出。網店不需要花人手在處理配貨和發貨，

另一方面工廠亦不需要花錢把成品運到專業市場出售。這個優勢吸引

很多網商和工廠進駐飛雲村，加速形成產業集群。 

 

  

17受惠精准扶贫 南安飞云村由移民村变身电商亿元村：

http://fj.people.com.cn/n/2015/1030/c337006-269732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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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降低創業成本 

淘寶網店是一個“三低＂的創業方式，即門檻低、低技術含量和投資

成本低。 只需要數名人手，一兩部電腦和互聯網便可以開始經營，所

以有不少小型的網商是以家庭式經營。由於進入門檻低，一但某個區

域開始出現創業成功的例子，周邊居民出現模仿行為的機率較高，擴

散速度快，可以快速形成一個產業集群，形成示範效應。 

 

位於浙江省溫州市的西嶴淘寶村正是基於以上現象發展起來的。西嶴

村現在是教玩具產銷基地，最初只是幾位返鄉的年青人創立網店，在

取得驕人成績後，周邊村民爭相效仿。這亦有賴於鄉村社會人際網絡

的高透明度及緊密性，是淘寶村形成的關鍵要素。到了 2013 年，西

嶴村的網店已經多達 500 家，當中組營者分成兩大類，主要是以家庭

為單位的村民和返鄉大學生，佔當地網店經營者八成。 

 

淘寶推動了“由下而上＂形成的產業集群，為他們開拓了一個寬闊的

市場，降低他們的創業成本，為企業快速聚集打造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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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產業集群轉移化及路徑 

上文分析淘寶如何與產業集群形成內生循環，這個循環在是短期內發

生的。長遠來說，一個區域所擁有的部份資源是具天然限制，例如土

地，勞動力等等，所以區域能容納的企業數量其實是有上限的。 

 

當一個區域內產業不斷地聚集，集群內的企業最初由互不相關變成互

相合作，當企業數目逐漸增加時，集群內的企業開始演變成競爭的關

係，企業間需要為了有限的生產要素進行競爭，代表企業的生產成本

會不斷增加。而集群內的企業也會不斷優構自身結構，進行產業升

級，形成附加值較高、以技術資本為主的產業。而附加值低的企業因

為競爭較弱，會率先遷移到其他地區。 

 

產業集群的效率應該隨時序增長呈現一個倒轉的Ｕ型，最初階段產業

聚集時因為集群內的企業都享受到聚集的成本優勢，這時期吸引更多

企業把工廠遷移到產業集群內，並在穩定期享受最大的成本優勢。隨

著愈來愈企業聚集到同一個地方，企業間的競爭開始激烈，增加生產

成本，企業的遷移發生。 

 

而淘寶的出現正正加快了這個過程，它不單止促進了產業的聚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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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促進產業集群的轉移。 

 

由於企業遷移的目的是為了節約成本，所以它更傾向於遷移到生產成

本較低的地方，毛廣雄（2016）等人以江蘇省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作

為研究對象，發現產業集群遷移的路線，江蘇省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

化轉移呈現由蘇南向外推移的「中心──週邊結構」 (毛广雄，钱肖

颖，曹蕾，刘传明, 2016)。這是因為由於蘇南週邊地區如鹽城、連雲

港、淮安等地的勞動力相對便宜，所以成為了企業遷移的目標。 

 

青岩劉村擁有 2000 多家網商，30 多家快遞公司進駐村中，年銷售額

達十五億元，是國內第一批電商集群。這條村原來只有二千人人口，

是一條普通的農村，房屋廠房等設施分散。由於地理距離靠近義烏，

又擁有便宜的勞動力和土地，加上設立了新穎的網貨超市 18，革新了

傳統的經商模式，吸引不少網商進駐，打造了不少淘寶金冠賣家。 

 

  

18 網貨超市首先由青岩劉村村民設立，為了切合網商的經營模式，網貨超市捨棄傳統「先進貨

再分銷」的批發模式，批發商把商成做成文案讓網商先發佈到淘寶店，等待消費者下單，然後

再根據訂單拿貨，消費者需要多少貨就拿多少貨，大大節省了網商庫存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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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岩劉村的吳宗滿是國內最早從“竹炭”產品上看到商機的人。2006

年，他帶著老家的竹炭生意來到了青岩劉村，成為了第一批進駐淘寶

村的網商。“當時快遞沒有現在這麼發達，青岩劉背靠江東貨運站，

交通非常方便。”，隨著生意越做越大，農民房分散的結構無法滿足

倉儲的需求，最終從青岩劉搬了出來。19 

 

隨著產業集群的規模擴大，村內的房租持續上漲，客服團隊的薪金也

不斷上升，網店花心力培育出來的客服由於人力池效應 20，換工作的

機率更高，甚至有些客服學會了技巧以後自己另起爐灶。這樣的效應

最終導致了村內的網商遷移到更具有競爭優勢的區域。 

 

  

19“淘宝第一村”：义乌青岩刘村的“全民电商”. (2014 年 7 月 2 日). 2016 年 4 
 
20 人力池效應是指當類似的工作機會集中，員工更容易獲得工作資訊，換工作的成本更低，使

得換工作的情況更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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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總結 

總結而言，當淘寶的市場持續擴張，它對於工業產業集群的影響力就愈

大。發展互聯網和物聯網是中國未來的大趨勢，互聯網消費仍然很大的成

長空間。產業集群是每個工業化國家都有的產物，聚集帶來擴張性的經濟

效益。 

 

本文透過數據和案例比對發現了淘寶與產業集群的分佈有以下的關係：第

一，淘寶的交易活動主要集中於沿海東部地區。第二，產業集群聚集在淘

寶交易活動頻繁的地方。第二，在淘寶擁有愈大市場的產業愈容易聚集在

淘寶交易活頻繁的地方。第三，淘寶對於產業集群的具有影響力，它直接

或間接推動了產業集群的形成。 

 

而淘寶作為產業聚集的催化劑，在多方面有型無型地影響著中國產業集群

的地理分佈。第一，淘寶會主動直接投資在產業集群當中，協助散落的企

業聚集成為集群。第二，由於網商追求成本最小化，所以更傾向於與地理

距離短的企業交易。第三，由於隱性跨省貿易壁壘的存在，網商更傾向於

省內交易。第四，由於資源聚集，網商聚集與產業聚集之間形成了互相推

動的循環。第五，淘寶帶動物流業的傾斜發展，使得沿海地區的物流成本

較內陸要低，廠家基於物流成本的考量，會更傾向在沿海地區發展，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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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購對於快遞的依賴性，物流中心的集中亦是產業集群的成因之一。第

六，淘寶加速了產業聚集的進程，讓產業集群的轉移同時加快發生。第

七，淘寶提供了低成本的創業方式，讓產業得以迅速聚集，加快產業集群

的形成。第八，如果某個地區的消費活動相當集中，它的周圍亦更容易發

生產業集群，形成消費型聚集。 

 

淘寶為產業集群帶來機遇同時亦帶來挑戰，它讓聚集的產業在效率與收入

方面都顯著提高，但稍一不慎則容易陷入價格戰等惡性競爭。就現況來

看，淘寶帶來的產業聚集並沒有可持續性，急速擴張的產業集群很快就會

遇到人才不足、成本上漲等問題。政府在後期出現的產業集群中擔當相當

重要的角色，它作為「領頭人」鼓勵企業聚集，又為產業聚集提供基建，

要使產業集群的優勢可以持續，政府長遠應該要培訓相關人才、完善法

規、建立好電子商務社區，為產業聚集提供好的土壤。這樣才能讓農村企

業抓緊互聯網機遇加速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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