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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消费活动与企业交易协作日益广泛地通

过线上平台完成，似乎使实体空间集聚的价值

不再重要，但正如“地理已经死亡”的判断不

准确一样[2]，真实情况却并非如此。以淘宝村为

例，从2009年发现的3个到2021年发现的7 023

个，虽然其数量快速增长、分布范围大大扩展，

但迄今为止93%以上的淘宝村依然分布在东部

沿海六省[3]100，大量淘宝村产业集群实体集聚趋

势依然强劲[4]。那么，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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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生产方式的转型改变了以地理邻近为核心的传统产业区位理论，电商产业集群作为实体集聚和虚拟集聚双

重作用的产物，同时受到实体空间重构和数字经济转型的深刻影响。以江苏省睢宁县沙集家具电商产业集群为例，一方

面规模报酬递增的放大强化了实体集聚和虚拟集聚的双重集聚，加强了制造业和物流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另一方

面，交易成本的降低推动了产业在更大区域实现分工，当集群内高端生产服务环节向大城市集聚，简单加工与配套环节

向下一级乡镇转移后，与其竞争优势相匹配的核心业务则进一步在地强化，并持续发生空间集聚。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mode in the Internet era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 with geographical 
proximity as the core. As the product of the dual functions of physical agglomeration and virtual agglomeration, e-commerce 
industrial clusters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re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spa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Taking Shaji furniture e-commerce industrial cluster as an example, the enlargement of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strengthens 
the dual agglomeration of cluster entities and virtual agglomeration, and strengthens the scale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e and logistics. Meanwhile, the reduction of transaction costs has promoted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a larger area. When 
the high-end production and service links in the cluster gather in big cities, and the simple processing and supporting links are 
transferred to the next township, the core business matching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is further strengthened, continuning to 
gather i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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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互联网对于时空的压缩正深刻地重构着

我国城乡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1]。传统互

联网时代，网络基础设施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弱

化了地理区位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使我国乡

村地区出现以淘宝村、淘宝镇为代表的电商产

业集群；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终端的便

捷性与平台的丰富性直接推动了直播经济、社

群经济、O2O商业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大量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电子商务推动的乡村城镇化特征、机制与规划应对研究”（编号51878329）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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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是否受互联网对于地理距离的消解

重构作用的影响，以及互联网时代产业集群的

空间集聚机制如何等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关于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机制的研究是空

间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的经典研究命题。最

早关于产业地理集聚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歇

尔[5]，其后经过韦伯[6]的区位集聚论和胡佛[7]

的产业集聚最佳规模论等不断发展完善。20

世纪70年代末新产业区研究的兴起[8]再次推

动相关理论演进，波特[9]从创新和竞争优势

角度提出钻石模型，克鲁格曼[10-12]认为产业

集聚是由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共同作用

的结果，并且指出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

都具有路径依赖。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通信

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产业的经济空间组

织，企业之间开始从长期以来的地理空间实

体集聚模式转向以数据和信息实时交换为核

心的网络虚拟集聚模式[13]13。在这一背景下全

球范围内虚拟产业集群（Virtual Industrial 

Cluster，VIE）[14]、E集群（E-Clusters）[15]

以及电商产业集群[16]等新兴产业集群迅速兴

起。相关学者从物流运输、交易成本、信息匹

配和拥塞效应等多个方面阐述了新一代信息

技术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17-19]，并将产业集

聚分为“产业集聚+互联网”“互联网+产业

集聚”和“地理空间集聚与虚拟集聚同时进

行”3种类型[13]16。以淘宝村、淘宝镇为代表的

电商产业集群就是地理空间集聚与虚拟集聚

同时进行的典型，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集群

的形成和发展机制[20-22]、发展模式[23-25]、空间

分布格局[3]98，[26-27]和发展影响[28-30]等方面，对

其产生的宏观因素和发展特征进行了较为详

尽的归纳总结，也为进一步展开虚实空间互

动机制的微观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传统互联网时代，大量电商产业集群

为带动居民增收致富、缩小城乡差距作出巨大

贡献。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日趋激烈的产业

竞争却使电商产业集群面临发展瓶颈。作为中

国最早涌现的3个淘宝村之一，江苏省睢宁县

沙集镇的家具电商产业不仅没有在激烈的竞

争中消失①，反而不断壮大，是研究互联网时

代电商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机制的典型案例。基

于此，本文通过对沙集镇电商产业集群的深入

调查与分析，从微观视角揭示互联网时代电商

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机制，以期在丰富产业集

聚理论实证样本的同时，为新时期我国产业集

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  互联网时代电商产业集群空间集聚

机制分析框架

1.1   理论基础：交易成本、规模报酬递增与

专业化分工

1776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

其划时代的巨著《国富论》中展开有关“分

工”和“规模报酬递增”的论述，指出分工带

来的专业化导致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产生报酬

递增，而进一步的分工依赖于市场规模的扩

大，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31]。

这一过程循环往复，形成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增

长的内在逻辑（见图1）。

1890年《经济学原理》的问世，标志着

新古典经济学正式形成。马歇尔继承了斯密劳

动分工的思想，并提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

念，认为是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共同

组成规模报酬递增，其中内部规模经济类似于

产业组织的分化，而外部规模经济类似于组织

一体化[32]。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视为一种生产

函数，但无法解释市场和企业同时存在的现

象，为了解答这一疑问，科斯于1937年引入交

易成本的概念，并指出企业与市场是两种可以

互相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两者的转换取决于

交易成本的权衡：如果交易成本足够低，市场

交易就会被广泛使用；反之，人们就会选择内

部组织或垂直一体化来完成经济活动[33]。

在一个市场经济中，交易成本、规模报酬

递增和专业化分工3个概念之间具有密切联

系。随着市场范围不断扩大，专业化分工在促

进规模报酬递增的同时，会反过来加强自身的

专业化水平，但分工越来越精细，交易成本也

会逐渐上升（随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交易活动的复杂性也逐渐增加，从而增加交易

成本[34]），当市场交易的成本扩大至某一临界

点，即等同于内部组织成本时，分工便会停止，

三者处于一种变动的均衡状态（见图2）。

1.2   理论建构

经济增长在空间维度上的对应就是集

聚，集聚产生分工，分工导致专业化，专业化

产生规模报酬递增，从而形成更强大的集聚

趋势[35]。规模报酬递增体现了集聚与分工的

好处，但同时会产生交易成本的上升，这一冲

突往往决定了集聚的规模。在互联网时代，探

索电商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机制仍要从专业

化分工、规模报酬递增和交易成本着手，不同

之处在于，新的分析框架需要从虚拟和实体

两个维度辨析三者作用的变化。

规模报酬递增通常指产出水平增长比例

高于要素投入增长比例的生产状况[36]，是工

业时代产业扩张的理论基础。进入互联网时

代，由于数据具备可共享、可复制与重复使用

等特征，传统生产要素因稀缺性与排他性而

存在的局限被逐渐打破，数据要素强化了规

模报酬递增的先决条件[37]，亦强化了虚拟与

实体双重集聚。在虚拟空间层面，网络搜索的

“头部效应”与店铺的“幂律分布”使已具

备虚拟集聚优势的产业集群可以凭借更低的

成本获得更大规模的线上扩张；在实体空间

层面，由于有形产品的生产、运输无法完全数

字化，具备完善产业体系的集群则可以吸引

图2 交易成本、规模报酬递增和专业化分工解释

逻辑
Fig.2  The explanation logic of transaction costs,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and specializ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 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
Fig.1  The internal logic of economic growth in classical 
economic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① 2009年发现的3个淘宝村，河北省清河县的东高村与浙江省义乌市的青岩刘村都先后在淘宝村名录中消失，只有沙集镇东风村不断发展壮大。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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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加工制造与物流企业集聚，实现标准化、

规模化生产。

交易费用包含进行交易活动和维护交易

制度两类费用[38]，是解释企业存在本质的重

要理论基础。在传统互联网时代，淘宝、天猫

等电商平台通过促进市场竞争、完善价格发

现机制等来降低交易成本，使电商产业集群

从垂直一体化转向垂直专业化，分化出生产、

销售、配套服务等不同类型的企业。进入移动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效率的提升进一步降

低交易成本，促使更多企业从自身综合成本

出发选择适宜的空间集聚，具有上下游关系

的产业从协同式地理集聚转向分离式地理集

聚[39]47，从而推动更大范围的区域分工。具体

表现为高端生产服务环节向大城市集聚，以

解决本地人才短缺、服务水平有限等问题；简

单加工与配套环节向更低成本空间转移，以

腾退生产空间，降低加工成本；而与当地资源

禀赋和竞争优势相匹配的核心业务则持续集

聚，不断在地强化。

综上可得，规模报酬递增增强与交易成

本下降是推动互联网时代电商产业集群实现

空间持续集聚的核心驱动力。这一循环积累过

程持续淘汰不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同

时推动具备发展潜力的产业集群在虚拟和实

体两维空间集聚（见图3）。

2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2.1  研究方法

本文在理论建构方面，主要采用文献资

料分析法和理论演绎法，通过梳理交易成本、

规模报酬递增和专业化分工的经典理论与概

念关系，构建互联网时代电商产业集群空间集

聚机制的分析框架。

同时，主要采用田野调查法与深度访谈

法，笔者团队于2021年6月21日—6月23日和

9月7日—9月11日两次深入沙集镇进行调研。

共计访谈35位与电商产业相关人员，其中政

府工作人员10人，电商企业家22人，物流企业

人员3人，访谈时间约为50 min/人次，访谈内

容包括电商产业发展历程、企业发展困境、土

地与空间利用状况等（见表1）。

2.2  研究对象

沙集镇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东南

部，毗邻宿迁市宿城区，是从无到有地发展农

村电子商务产业集群的典型。2010年中国

社会科学院汪向东研究员通过深入调研提出

“沙集模式”，认为沙集的发展是一种草根农户

自发创业，以订单拉动电商生产和市场生态的

农村电商发展模式[40]。信息技术与乡村发展的

巨大认知反差，电子商务的显著财富效应与脱

贫效果，一时间使“沙集模式”成为炙手可热

的研究对象。

经过10余年的快速发展，电商家具产业

现已成为睢宁县及周边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

沙集镇也被誉为“中国家具电商产销第一

镇”。目前沙集镇的13个行政村和4个社区全

部成为淘宝村，形成具有上千家企业和相对完

整产业链的家具电商产业集群，镇区及周边建

设用地也不断扩大（见图4）。

3  沙集电商产业集群的爆发增长：规
模报酬递增强化虚实双重集聚

3.1 虚拟集聚的规模报酬递增

网络平台是产业虚拟集聚的主要载体，

其规模效应、多边效应为电子商务提供了几

乎无限的容量支撑与复利空间，放大了虚拟

集聚的规模报酬递增结果。在传统互联网时

代，沙集电商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更多体现在

企业内部，即内部规模经济。对于东风村的创

业者而言，相较于实体店铺对于客源、土地租

金及人力成本的需求，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

可以开设网店，同时接待一个和一万个客户

的固定成本也几乎不变。进入移动互联网时

代，集群的扩大、平台的多元使虚拟集聚的

规模报酬递增更多地体现在集群整体层面，

即外部规模经济。电子商务这一低门槛、高

回报率的创业形式迅速吸引周边村民效仿，

表1 本文基础信息来源与主要调查内容

Tab.1  The source of basic information and main investigation content of this study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信息来源 所属部门 受访人 调查内容

座谈 县政府 经济发展局、农业农村局、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交通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

转型示范区城乡功能定位、电商产业
发展目标以及空间规划格局

结构化
访谈

镇政府 东部四镇书记、镇长、电商办主任 基层政府发展诉求、主要产业发展特
征以及城镇建设情况

电商企业 不同规模的企业主（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
下；500万—1 000万元；1 000万元以上） 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产品与发展诉求

物流企业 顺丰速运、安能物流企业人员 主要客户群体、货运流程、企业入驻
情况及用地需求

实地踏勘

高作镇 隆顺家具、源动力家具、一人亿电商等
沙集镇 金多喜、万沙集团、凹木坊以及东风村小微企业
邱集镇 江苏永琼跨境电商、王林集镇以及魏桥村电商企业
凌城镇 “凌创”电商企业联盟、木童居儿童家具、鑫业家具等

图3 互联网时代电商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机制
Fig.3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mechanism of e-commerce industrial clusters in the Internet er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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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当地电商网销额爆发式增长，在短短数

年内从星星之火扩散为家具电商产业集群

（见图5）。

随着国内电子商务市场日益走向竞争红

海，网销平台的商品供给量呈现几何级数增

长。中心化的流量分配机制进一步加强了虚

拟集聚的规模报酬递增效果，面向消费者，电

商平台通过大数据建立用户画像，通过个性

化商品推荐提高用户使用黏性；面向商家或

店铺，则推出例如竞价排名、直通车等流量业

务，让更具实力的店铺在大量同类商品的搜

索中优先将自己的产品展示在消费者面前，

形成“头部效应”。沙集产业集群这10余年的

发展就是利用虚拟集聚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

典型案例。在长期的线上运营和投入之后，沙

集家具电商产业集群整体的网络平台可见度

非常高，不仅从最初的小微店铺逐渐成长为

拥有“金多喜”“好百年”等规上企业品牌的

多元化产业生态，即使面对广东佛山、江西赣

州等实力强劲的传统家具产业集群数字化转

型后的激烈竞争，也始终是线上家具市场的

主要货源地，并保持特定细分类目的竞争优

势。据统计，从2012年至2020年沙集镇电子

商务交易额从8亿元增长至128亿元，短短8

年时间增长近16倍，拥有网上店铺约16 200

家（见图6）。

3.2  实体集聚的规模报酬递增情况

3.2.1    加工制造业的规模报酬递增

网络交易平台可以完成产品的在线销售，

但无法替代实物产品的生产与运输，对于家具

制造业而言，由于生产过程中许多环节具有不

可分割性，部分工艺与技术也只有在一定产量

规模下才能采用，所以上下游环节仍然需要通

过地理集聚来实现规模报酬递增（见图7）。

规模报酬递增的前提是大规模生产与专

业化分工。沙集家具电商产业集群在经历电商

红利期的快速增长与几轮产业升级后，已经建

立起完善的产业组织和设施基础。除了市场力

量的自由增长之外，睢宁县政府从2014年起先

后建设了沙集电子商务产业园、智慧电商产业

园等9个电商专业化产业园，为后续的配套产

业留足空间。据统计，从2015年至今，沙集镇家

具生产制造类企业从600家增长至1 400多家，

基本涵盖家具制造、木材销售、五金配件、家具

喷漆等多个环节，规上企业数量达到44家，年

产值约115亿元（见图8）。

a  2006年                                                                           b  2010年

c  2015年                                                                           d  2022年
图4 沙集镇区及周边建设用地变化（2006—2022年）
Fig.4  Changes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and around Shaji Town (2006-2022)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历史卫星影像改绘。

图5 2006—2010年沙集网商数量发展趋势
Fig.5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number of online merchants in Shaji from 2006 to 2010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沙集模式”调研报告》。

图6 2012—2020年沙集镇电子商务交易额及增长率
Fig.6  E-commerce transaction volume and growth 
rate of Shaji Town from 2012 to 2020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沙集镇人民政府相关数据绘制。

图7 家具生产工艺流程示意
Fig.7  Furniture production process flow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沙集镇家具生产企业数量（单位：家）
Fig.8  Number of furniture production enterprises in 
Shaji Tow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沙集镇人民政府相关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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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由消费互联网时代迈向工业互

联网时代，信息平台通过整合分散生产力，进

一步放大了制造业的规模报酬递增，主要体现

在集群的产能提升和成本降低两个方面。以万

沙家居集团为例，其在沙集打造的家居工业互

联网产业园总建筑面积为12万m²，集团以“自

营+外协”的方式代管加盟企业的工厂，通过

布局现代化智能设备改善管理水平和工艺流

程，实现产、供、销、研、售后等家居供应链一体

化。对于加盟企业而言，将现有厂房、机器和员

工交由“智造中心”代管，可以在降低15%成

本的同时提升30%的产能[41]132（见表2）。而大

量企业的加盟也使得万沙集团的产能优势迅

速凸显，实现了原材料的统一采购和生产设备

共享，具备承接大宗代工订单的能力。随着制

造业空间集聚加强，未来镇政府还将在沙集码

头附近建设原材料园区，招纳吸引家具原材料

运营商落户，进一步强化生产竞争力。

3.2.2    物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

进入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

使得物流需求从城市扩展到全国乃至全球，

第三方物流快递业快速兴起。相较于传统物

流业，其特征在于将物流资源和服务集中到

一个区域，通过专业化的运作方式降低单位

仓储成本和运输成本，提高整个物流体系的

效率和质量。沙集电商产业集群内物流行业

从无到有、从边缘到中心的发展历程生动体

现了当地物流业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的历程，

沙集商家按货量将当地物流业发展划分为4

个阶段（见图9）。

（1）起步阶段（2006—2013年）。沙集几

乎没有物流企业，商家需要到隔壁的宿迁市区

或睢宁县城发货。

（2）集配网点阶段（2013—2015年）。沙

集电商产业快速发展，物流快递企业纷纷在此

设立网点，统一收货后发往就近的分拨中心进

行转运，虽然发货更为便捷，但高昂的运费导

致家具销售范围有限。

（3）集散阶段（2015—2021年）。大规模

货量足以支撑家具从本地发往全国，不再需要

通过其他分拨进行中转。安能物流于2015年

率先在沙集建立分拨转运中心，使一票货的价

格缩减到之前的1/3[42]，沙集家具的销售半径

不断扩大。

（4）枢纽阶段（2021年至今）。沙集将集

合整个淮海经济区周边分拨的货物，直接发往

全国各地。淮海电商公路港、沙集码头等配套

设施的建设也将使大件家具通过增加直发线

路、减少转运频次等方式实现高水平、专业化

运输，降低运输成本（见图10）。

沙集家具电商产业的迅猛增长带动了物

流企业的集聚，而物流业集聚所形成的规模效

应使沙集成为辐射区域更广、服务水平更高、

运输成本更低的综合性枢纽，有力地支撑起

当地家具电商产业的高速发展。从2006年至

2020年底，沙集镇域物流快递门店从1家发展

到145家，全镇有分拨中心6家，中型转运场7

家，物流企业物流年营销总额约16.45亿元，日

发货总量超3 920 t，据统计，睢宁县单票20—

表2 万沙示范工程项目产能前后对比

Tab.2  Comparison of capacity before and after Wansha demonstration project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万沙集团提供的资料制作。

a  运作中的沙集码头                                                             b  顺丰快递沙集集配站
图10 沙集镇物流企业及港区码头
Fig.10  Logistics enterprises and port area wharf in Shaji Town

图9 沙集镇物流业发展的4个阶段
Fig.9  Four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industry in Shaji Tow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43]89改绘。

对比指标 合作前 合作后
生产模式 自产自销 库存大，资金周转率低 产销分离 无库存，资金周转率高
人工成本 计时制4 500元/月 员工积极性低 计件制6 500元/月 员工积极性高

设备成本 费用成本摊销6.0%
水电1.0%，机器折旧
1.5%，房租2.5%，管理
1.0%

费用成本摊销2.0%
水电0.5%，机器折旧
0.7%，房租0.4%，管理
0.4%

生产效能 70万元/月
人 工 操 作 ；单 厂 多 环
节，效率低；板材使用
率85.0%

570万元/月
半 自 动 化 ；单 厂 单 环
节，效率高；板材使用
率92.0%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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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kg零担快运价格比省内价格低30%，比珠

三角地区低45%[43]。

4  沙集电商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交
易成本降低推动更大区域分工

4.1   高端生产服务环节向上集聚

高端生产服务环节一般指为产业链上游

企业提供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服务

环节，在电商产业集群内呈现为广告、传媒、会

计、金融、法律等形式，具有个性化、品牌化与

定制化的特征，对于技术人才与创新环境的需

求较高。随着互联网的时空压缩作用加强，当

生产服务类企业的创办与运营均可通过线上

完成且流程不断简化[39]47，高端生产服务环节

也将进一步向综合环境更优的大城市、中心城

市集聚。

对于沙集而言，虽然其家具产业规模在不

断扩大，但囿于苏北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与综合

发展水平，当地生产服务企业以中低端为主。

由于在沙集招工困难，目前一部分企业已将产

品设计、店铺运营等环节转移至徐州、宿迁等

中心城市，以孙寒（“沙集电商模式”带头人，

徐州市睢宁县美怡家家具有限公司经理）为首

的大企业家甚至针对运营平台进行业务转移，

例如在北京设置办公室对接京东集团，在杭州

组建运营团队对接阿里巴巴集团等。而另一部

分则是直接将生产服务环节外包给更专业化

的团队。例如主营全榫卯结构儿童木马的凹木

坊家居设计有限公司，虽然主要在徐州完成销

售，但拥有法国的设计团队。24.5˚ CURTAIN

品牌所属的徐州璞素室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则是与中央美院的视觉设计团队合作，设计中

国特色亚麻窗帘和屏风，由美国的合作伙伴负

责北美营销渠道（见图11）。

在目前沙集镇1 600多家家具电商企业

中，家具制造与配套企业约占总数的86%，而

生产性服务仅占4%（见图12），提供生产性

服务的企业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满足当地

对于高端生产服务的需求，商家往往利用线

上平台远程寻求在区域性中心集聚的高端生

产服务。

4.2   简单加工与配套环节向下转移

简单加工与配套环节一般指生产流程简

单、对技术要求低的生产服务环节，是初创团队

和中小型企业获取市场的主要发展方向。电商

产业集群的简单加工与配套环节主要包括加

工、包装、物流等门类，具备规模化、廉价化、同

质化的特征。早期的电商产业集群大多凭借这

一环节获得线上竞争优势，但随着产业集群逐

步发展，综合成本的上升尤其是土地资源稀缺

所导致的空间成本上升，必然迫使这些成本敏

感的简单加工环节向经济发展相对更落后的城

镇及乡村地区等综合成本更低的空间转移。

早期的“沙集模式”便是以简易拼装家

具占据市场。这类家具对于加工器械与操作技

术的要求不高，在宅基地上搭建简易厂房便可

以进行生产，后续的货物包装与销售也都可

利用家庭闲散劳动力完成，综合生产成本非常

低。但随着产业集群规模不断壮大，城镇建设

用地的增长开始难以满足家具产业快速扩张

的需求，建设用地的成本开始大幅提升。以面

积5 300 m²的一家中等规模家具工厂为例，其

年租金从2019年的70元/m²上涨到2021年的

100元/m²后，每年仅租金成本便提高近16万

元。加之本地人力成本的上升，对简单加工企

业的经营情况造成很大冲击。与此同时，近年

来睢宁地方政府不断加强产品质量的监管和

环境保护的力度，对不合格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企业进行严厉的处罚与停业整顿。这类企业在

沙集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据访谈，近几年沙

集镇的一些小型加工企业及其低附加值配套

环节已经逐渐向邻近的安徽省宿州市转移。这

些地方租金相对较低，产品监管也更宽松。

电商产业集群的简单加工与配套环节的

向下转移是交易成本降低时产业集群自发裂

图11 沙集高端生产服务环节向上集聚示意图
Fig.11  Schematic diagram of upward agglomeration of high-end production and services in Shaji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2 沙集镇高端生产服务企业类型及比例
Fig.12  Types and proportion of high-end production service enterprises in Shaji Tow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沙集镇人民政府相关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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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结果。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低小

散”的家庭作坊逐渐被淘汰，低附加值环节的

向外转移有助于地方进一步整合空间资源，推

动本地产业集群的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目前

沙集40%的家具企业已经实现园区化发展。

4.3   核心业务进一步在地强化

当高端生产服务环节向上集聚、简单加

工与配套环节向下转移时，电商产业集群将进

一步聚焦于最具比较优势的核心业务。这一业

务通常由专业化产品的生产和与产品紧密相

关的生产服务构成，具有地域化、特色化和规

模化特征。作为典型的“无中生有”型电商产

业集群，沙集家具电商产业集群的核心业务就

是家具加工制造、网上销售与物流服务。

近年来，虽然沙集家具的线上销售优势随

着电商红利期的消失而明显弱化，但其电商产

业集群已经在虚拟和实体集聚双重推动下拥

有了完整的生产组织和环境，而家具制造与物

流服务作为核心业务的作用也逐步凸显：在过

去几年里，沙集政府与网商商家从专利保护、

材料升级、品牌宣传等多方面共同推动产品与

产业的转型升级。2013年睢宁家具协会在国

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网站报备通过板式家具、实

木家具和综合类家具的生产标准；2018年国家

木制家具及人造板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沙集实

验室正式启用；截至2021年，睢宁建成并运营

沙集镇南沙和旭春、凌城镇南都、睢城街道涂

邦3家集中喷涂中心（见图13），有效化解小微

型企业VOCs治理成本高、难度大、排放不达标

等问题。这一系列手段使睢宁县的家具检测、

喷涂工艺专业化程度远超省域同类型集群，有

效提升了当地家具生产的质量与效率。

商流是物流发展的上游，而物流的本质

是服务于商流，两者具有相互促进的趋势。在

移动互联网时代，消费习惯与观念的变化促使

家电、家具、家装等大件商品线上渗透率提升，

由于大件家具在装卸、运输、安装等环节对物

流配送的要求相对较高，而低客单价的板式家

具对于物流成本又格外敏感，因此物流业的专

业化水平与电商集群发展密切相关。在沙集家

具电商产业初具雏形后，大批量的货物运输需

求迅速吸引各家物流企业直接进驻沙集建立

分拨中心，使得沙集成为国内快运的价格洼

地，睢宁也成为全国率先拥有四通一达、顺丰

和德邦等“7大快递”分拨中心的县级城市之

一，年货物运输量超230万t。对于当地家具企

业而言，沙集作为区域物流枢纽能够为网销家

具提供更多的利润空间，往往不会轻易搬离。

而随着沙集家具电商产业集群的不断扩大，毗

邻的邱集镇、高作镇与凌城镇的家具加工制造

与物流企业数量也不断增加，产业集群核心业

务的在地强化趋势非常显著（见图14）。

5  结语

互联网对于地理距离的消解重构作用正

深刻地影响着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模式。一方

面，交易成本的降低使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可以

扩展到更大区域；另一方面，规模报酬递增的

强化进一步推动产业集群在虚实两个维度的

集聚与专业化。共同作用导致产业集群将聚焦

于最具比较优势的核心业务且持续发生空间

集聚。

透过沙集电商产业集群，从更广阔的视

角观察互联网对于产业分工与专业化的推动，

可以看到，生产与消费模式的改变引发从宏观

a  家具制造企业数量分布                                                      b  物流企业数量分布
图14 睢宁县东部四镇家具制造和物流企业数量分布图
Fig.14  Manufacturing and logistics enterprises in four towns in east Suining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沙集镇人民政府相关数据绘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13 国家木制家具及人造板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南都喷涂有限公司
Fig.13  National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Center for Wooden Furniture and Artificial Board, Jiangsu 
Nandu Spray Coati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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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微观多层次的产业空间格局演变。这意味着

我国城乡空间与产业结构亟需做出相应调整。

目前，许多电商产业集群所在地政府一方面积

极建设产业园区，试图通过空间升级直接实现

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通过政策优惠招引大型

企业进驻，加快调整企业规模结构的进程。但

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供给大于需求，多数电

商产业园区入驻率较低，外来企业也因无法吸

引相应的技能人才而“水土不服”。脱离自身

禀赋发展的产业空间最终将失去其在产业链

和价值链上的位置，背离专业化方向、不切实

际发展的空间也将失去竞争力和持续集聚的

动力。互联网时代产业空间的集聚与分散始

终动态并存，而如何改进空间的承载与服务能

力、促进分工中核心业务不断在地强化，则是

规划学科下一步研究亟需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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