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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近40年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催生了预拌混凝土产业的迅速成长，但在快速成长中也出现了产业供给侧

结构性过剩的问题，从而给城乡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本文基于盐城市147家预拌混凝土企业的实地访

谈及问卷调查，运用产业集群理论对当下盐城市预拌混凝土产业面临的问题与困境进行梳理与总结。结合相关研究，

首先从产能供需、分布格局、企业数量、规模等级、经营状况等要素；继而分析提出产能供需失衡、分布密度过大、

恶性市场竞争、小微企业数量过多等产业现状问题；最后，结合盐城地情，借鉴先进经验提出相应对策，具体包括：

改善产业供给结构、去除产能过剩、平稳出清僵尸企业、多元化举措去杠杆、围绕产业链形成集群化发展格局、发

挥行业协会的监督与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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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

级，不断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创新驱动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近年来，基于集聚规模的产业发展方式如雨后

春笋，成为全球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其具有

显著的优势：其一，优先占有市场资源，降低生产成本

和交易成本，形成竞争性资源优势；其二，产业集聚的

规模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福祉，其规

模越大，则越有利。	

近年来，随着国家环保部门的大力整治和严格监管，

大部分地区环保不达标的企业直接被取缔，进而环保成

本加大、行业门槛提高倒逼竞争力较差的企业自觉退出

市场。水泥、预拌混凝土等行业集中度提升，符合环保

要求，具备成本和技术优势的龙头企业将受益。鉴于此

类现实问题，亟须加强相关的研究工作，调研现状、认

识问题、剖析成因、提出对策，并积极付诸实践，让预

拌混凝土产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文献综述

在历史上，产业集群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形式，为

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产业集群是市场

经济中争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特别在竞争与资源全

球化的市场发展趋势下，产业聚集被视为是知识产出与

创新的主要来源之一。1890年，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

（Marshall	P）根据产业聚集而产生的经济外部性而提出

规模经济理论。Hoover	and	Ree	进一步分析规模经济具有

降低生产资料成本、交通成本等优点，但当规模经济报

酬增长到一定阶段之后，由于资本逐利性，会出现规模

不经济、过度集聚危机的现象——地租、交通、时间成

本都会弱化规模效应而影响经济效率。

从1950-1960年代盛行的福特主义，由高福利、大

型企业主导为特征，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导向下的大规模

生产与大规模消费之间实现产业促进与发展，正如美国

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	Arrow）

则进一步将外部性模型化，解释只是外移效应对生产效

率的作用[6]	。到1970年代石油危机，更弹性的后福特主

义（postfordism）成为商品经济的主流。多样化、分散

化、高度水平的生产方式，进一步保证了高效整合的动

力、贸易与产品的竞争力。因此，产业集群是传统产业

抢占市场份额、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在发展

地区经济发展形成主导优势的基础上，形成扩大市场经

济竞争的战略性力量。

产业集聚在实现规模效应、集聚效应降低生产成本

和交易成本之外，也通过地理空间的集聚形成持续的竞

争优势。这一产业集聚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反映了产业

地理空间的邻近，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因为地理空间的邻

近，对企业间的合作与创新有着正面的影响，地理邻近

性（geographical	proximity）有助于企业间面对面互动学

习、技术分享及交易成本降低，可建立共享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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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习惯的营商环境。地理邻近性一方面可以共享基础设

施以及带来行业信息流、人才流的红利，为中小企业达

到规模经济、促进企业间协同创新乃至创新型地区的型

塑；另一方面，在外来直接投资主导的全球产业链网络

中，产业集群有利于促进在地经济的活力与发展。

2区域概况与研究设计

2.1	研究范围与对象

盐城市位于江苏中部，交通便利，东临黄海，南与

南通市、泰州市接壤，西与淮安市、扬州市毗邻，北隔

灌河与连云港市相望。土地总面积16931平方公里，是

江苏省土地面积最大、海岸线最长的地级市。本文研究

范围为盐城市域行政范围，包括盐都、亭湖、大丰3个

区，东台1个县级市和建湖、射阳、阜宁、滨海、响水5

个县。

本文研究对象盐城市各区县累计统计预拌混凝土与

预拌砂浆企业共147家，其中拥有资质正常经营的预拌

混凝土与预拌砂浆企业共计122家，现状停产17家、拆

除3家、拆迁5家。盐城市各区县政府已经颁发证书预拌

砂浆共计14家，其中只做预拌砂浆的企业共有6家，其

他8家两者都生产。盐城市各区县预拌混凝土企业数量

统计,如图1所示。

图1  2020年盐城市各县（市、区）预拌混凝土企业数量

统计（家）

（数据来源：调研统计数据）

2.1	研究设计

本文对盐城市域内的3区1市5县进行全面的田野调

查（包括资料调查、问卷调查和访谈及踏勘），以及收回

有效问卷127份。企业问卷对盐城市各区县在经营的122

家预拌混凝土企业实现100%覆盖，关停、拆除的企业中

也回收有效问卷5份。在企业实地踏勘过程中，借助信

息化工具Omap奥维互动地图与企业主核实标注企业用地

范围线，拾取企业实际用地面积与地理坐标信息。以便

与地方土地主管部门核对用地性质、用地范围与规模等

信息，实现与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的有效衔接。

3	盐城市混凝土产业发展现状与形成逻辑

3.1	数量上：市场需求增加助推了新成立企业出现

“集中爆发”阶段

图2  盐城市域企业成立时间分布统计

（数据来源：调研统计数据）

根据127份问卷统计数据显示，如图2所示，2000

年之前盐城市成立的预拌混凝土企业比较少，仅有4家，

其中最早成立于1989年；127家企业主要集中在2005年

之后才成立，特别是2005-2013年是成立企业最集中的

时间段，属于高速发展阶段，2013-2014年后又稍微放缓

阶段，2015-2019年这五年又呈现增长态势，属于再增长

阶段。

图3  2016-2020年盐城市127家预拌混凝土企业产能需

求统计（万立方米）

（数据来源：调研统计数据）

3.2	结构上：产能供需比例失衡状态的企业产能格局

两极分化较为明显

据调研统计，127家预拌混凝土企业设计总产能为

5893万方，而2019年盐城市域预拌混凝土实际总产能才

1837.5万方,盐城预拌混凝土企业的设计产能是实际需求

产能的3.2倍左右，设计总产能已经远远大于实际需求产

能，产能综合利用率低于32%，产能供给侧与需求侧严

重失衡，产能严重过剩。这种不平衡的供求关系导致各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为争夺订单，相互压价，低价销售。

依据问卷数据，图4所示，盐城预拌混凝土企业产

能分布图，超过120万方的企业仅有三家，该三家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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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20年总产量约为500万方，占全市总产量的27%

左右，占市区总产量的51.1%；	81.9%的企业产能在20万

方以下。盐城预拌混凝土企业产能格局，总体呈现以中

小企业为主，龙头企业产能远超行业平均产能，约60-

120万方的中型规模企业出现断层，企业产能分布呈现

“两端分化，头部集中，底部沉淀，中部断层”的结构。

基于产能供需失衡与产能综合利用率低的现状问题，“抓

大放小”的策略成为混凝土产业结构调整的选项之一。

图4  2019年盐城各预拌混凝土企业产能规模散点分布图

（万立方米）

（数据来源：调研统计数据）

3.3	效能上：市场导向型布局特征引发了企业供给能

力呈现过度饱和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原材料周转量大，混凝土出厂

都需要专业混凝土搅拌车运输，因此大部分预拌混凝土

企业都选址在水、陆交通便利的位置。盐城市各区县拥

有资质的预拌混凝土企业主要集聚在亭湖区、盐都区和

大丰区，其中空间分布密度最高在亭湖、盐都、大丰三

个区域的交接处。主要原因是近些年，盐城市新城新区

的开发建设对混凝土需要较大，吸引预拌混凝土企业围

绕其邻近布局。东台、阜宁、射阳、建湖主要围绕建成

区周边相对聚集布局，但是滨海、响水除了围绕建成区

布局外，由于滨海工业经济区、响水工业经济区的开发

建设，预拌混凝土企业布局呈现“东西双中心”布局。

这也符合混凝土产业的市场导向型布局特征。

此外，预拌混凝土企业服务半径过度重合，单位空

间分布密度过大，空间密度过载，容易引发过度竞争。

以30公里服务半径作为视角，以每个企业为圆心，绘制

30公里为半径的服务圈，30公里服务圈过度交叉，单位

空间内密度过载，说明企业分布密度太大，服务功能重

复、交叠，造成过度供给，易发生恶性竞争。

再者，比较市域与市区产业用地规模。该127家预

拌混凝土企业总用地面积为458.93公顷（6890.9亩），平

均每个企业约3.6公顷（54.26亩）；其中37家市区企业

总用地面积161.35公顷（2422.63亩），市区平均每个企

业约4.3公顷（65.48亩），市区用地占总用地的35.16%。

用地上，注重提升空间聚集和土地集约使用，以市场效

率与规模经济为原则，发展基于空间集中度的产业集群

策略，规模经济和环境效益最大化的空间规划。盐城预

拌混凝土企业空间分布密度大，各企业间的竞争大于合

作，空间上的密度并没有转化成协作力与凝聚力，也没

有形成围绕产业链的集群化发展。怎么做大做强预拌混

凝土产业并形成竞争优势呢？按照产业集群理论，亟需

整合预拌混凝土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供需精准给配；

空间选址上注重地理邻近性效应，促进企业间的技术学

习与交流，促成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良性竞争；推动产业

集群内、集群之间的创新与合作，实现产业快速跃升与

形成核心竞争力优势。

4产业集群理论下的盐城市混凝土产业高质量发展

响应策略

4.1	人才与创新并重的发展策略

近20年来，盐城市预拌混凝土产业从十几家企业发

展到一百多家，而该产业内懂技术、懂管理的人才却远

远跟不上产业的发展速度。依据现有127份调查问卷的

数据统计，盐城市预拌混凝土企业从业人员总数约5086

人，平均每个企业约40人。其中高层管理人员438人，

中层管理人员750人，高级技术人员422人，基层从业人

员3476人。从业人员构成比值为，高层:中层:高技:基

层=8:14:7:71，从构成比来看，人才结构性短缺。从业人

员文化层次普遍偏低，严重影响产业创新发展。由于专

业技术人才严重缺乏，加上对混凝土技术重视不够，预

拌混凝土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基本上只能应付日常生产，

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预拌混凝土企业以及产业的创新能

力与高质量发展。

4.2	金融统筹发展策略

在实地调查的过程，有4家企业就是因为流动资金

断裂，再叠加高利贷而拖垮倒闭的。此类现象在盐城混

凝土产业属于一种普遍现象，由于是一个竞争十分充分

的买方市场。预拌混凝土产业的无序竞争，使产业服务

质量普遍下降，企业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生产企业为追

求利润，更多的是考虑降低成本，从而忽视了混凝土质

量的保证率，给混凝土质量带来了潜在的威胁，如果管

理不到位极易出现质量事故。而且，盐城市预拌混凝土

行业产能过剩已经超过60%，混凝土产业去产能、去杠

杆的策略是要通过核销破产、收购重组、股权融资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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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把预拌混凝土产业超过30%以上的部分坚决去掉，

对超过20%-30%的就把那些技术差的企业消灭或收购

兼并。

4.3	产业健康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策略

由于预拌混凝土产业标准门槛低，企业进入容易，

造成企业技术同质化程度较高。“小弱微”企业冗余，产

能严重过剩，营销模式落后，陷入低质化低价战，处于

丛林法则竞争阶段。市场中“僧多粥少”，恶性竞争、原

材料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等导致工程质量事故屡有发生。

企业间不合作、不分享、不共赢，“劣币驱逐良币”导致

企业经营困难，从而造成产业效益低下的局面，严重制

约了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为了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牺

牲产品质量打价格战，无序化恶性竞争的现象，对企业

实行破产关闭、兼并重组、债转股等策略，市场化推动

企业的健康发展。

5结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注重产业集群理论中经济规

模与效率并重的发展策略有四，第一，具有战略性和前瞻

性的产业供给，以及高效率的土地供给。第二，去除产业

过剩产能。第三，平稳出清僵尸企业。第四，推动核销破

产、收购重组、股权融资的多元化举措去杠杆策略。第

五，发展整合式产业链的产业集群。发展预拌混凝土产业

要对发展规律有清醒的认识，把握产业发生、发展、兴

旺、衰亡的生命周期。我国预拌混凝土产业处在由高速发

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然而本文对盐城预拌混凝土行

业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的思考，给全国其他地区的产业发

展提供样本参照与思考启迪，实属抛砖引玉之举。其最终

极目的希望能发现真的问题、真的解决问题，切实有效推

进预拌混凝土行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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