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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发展研究

张 海 燕
(吉首大学 商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发展具有降低交易费用 、促进城乡商品市场一体化 、带动相关产业集群发展 、

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消除城乡 “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意义。但在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设中 , 存在着

城乡交易效率和消费差异巨大 , 缺乏有效规划和规范管理以及市场集群和产业集群联动效应不明显等问题。在此

基础上 , 本文提出了加强政府指导 、大力发展流通及相关行业 、加强区域合作 、实施商品市场集群利益相关者共同

治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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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群落的涌现。在我国, 一些

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若干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专

业市场在一个较小的地理空间内聚集 , 便形成了市场群落。

市场群落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角度 , 将专业市场上出现

的那种空间上分布趋于集中 , 经营范围不断分化 ,单位经营规

模扩张的现象 , 称为 “市场集群” 。目前鲜有对民族地区商品

市场集群的论述。因此, 研究商品市场集群对民族地区城乡

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设的意义

　　1.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的建设有利于降低交易费

用 ,促进城乡商品市场一体化进程和民族地区商品贸易发展

　　科斯(1937)认为 , 交易费用是经济运行系统的 “摩擦

力”, 交易费用不可消除 , 只能尽量降低 , 而经济运行中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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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的经济组织就是抑制 、减少交易费用的产物 。商业集群

作为商品贸易中特殊的组织形式 , 兼具市场的优势 ,能有效

降低交易费用。如商品市场集群中 ,大量商品销售商聚集在

一个较为集中的地理区域内 ,消费者可以花费较少的时间搜

寻自己所需商品的信息 , 降低了消费者的搜寻成本。同时 ,

集群巨大的品牌效应和健全的规章制度 , 有利于吸引大量的

消费者 , 增加交易发生的频率 , 减少交易过程中的摩擦 , 从而

大大降低交易费用。即使交易中发生了摩擦 , 只要集群内能

提供良好的机制 , 及时解决问题 , 交易费用同样也可以降低。

此外 , 由于商品集群内商户共用基础设施 ,共享进货渠道 ,一

方面可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效应 , 降低商户的经营成本;另

一方面 , 有利于集群内部公共品产权的界定 , 降低交易的条

件费用。总之 , 降低商品交易费用是商品市场集群的共性 ,

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设也同样具有这一作用。

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设 , 通过集聚数量众多的

商业企业 , 强化集群的品牌效应 , 有利于吸引大量的市场主

体参与市场交易 , 提高市场集群内交易频率 、交易量 , 降低商

品交易的平均成本。而商品交易成本的降低是交易效率提

高的显著表现 , 交易效率的改进会促进分工和贸易的发展 ,

加速市场一体化进程。 民族地区城市和农村具有不同比较

优势 , 而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形成一体化市场的一般机

制是: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驱使地区之间进行分工和相互贸

易 , 比较优势越大 , 驱动力就越强。但是这种力量会受到交

易效率的制约 , 交易效率的改进会促进分工和贸易的发展 ,

进而促进统一的市场形成。[ 1]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

设 , 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交易效率 , 进而促进民族地区

城乡商品市场一体化进程 ,而一体化的统一市场又必然会推

动交易效率的提高和交易费用的降低 , 进一步促进分工与民

族贸易的发展。

　　2.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设有利于实现市场与

产业互动 , 以商业集群带动相关产业集群的发展

　　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相互促进 , 互为发展的前提。产业

集群形成的需求聚集效应 , 能吸引众多的消费者 , 易于开拓

市场;产业集群形成的需求聚集效应和供给聚集效应 , 能降

低产品的价格 , 利于专业市场形成竞争优势 , 成为其生存和

发展的动力和支撑。同时 , 专业市场促进相关产业集群的形

成和发展 , 专业市场作为我国现阶段一种比较高效的产品交

易市场 , 可以促进分工的深化 , 进而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 ,专

业市场上的信息优势 , 能促进区域内产业集群的良性发

展。[ 2]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耦合联动 ,从外在形式看 , 是生产

与流通产业集群的融合 , 是产业集群范围的拓展;从内在机

理看 , 是生产与流通产业集群互动共进的过程 , 是生产与流

通产业集群融合循环积累不断强化的过程。[ 3]

商品市场集群是指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 , 出现的多个既

区别联系又相互博弈的 “条状 、块状 、片状”的市场(这些市

场联成一体)。商品市场集群包含着各类专业市场及其他非

专业市场。因而 , 商品市场集群与产业集群之间也必然存在

着某种内在联系 ,而且 , 商品市场集群的发展与产业集群之

间具有耦合联动机制。

我国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的建设有利于促进民

族地区城乡产业集群的发展及农业的发展 , 实现产业与市场

的互动。我国民族地区的农村 , 由于缺少农产品销售的专业

市场 , 农产品的商品化比率低 , 农民消费水平低。通过大力

发展商品市场集群 , 加速农产品的流通速度 , 一方面 , 能够增

加农民收入 , 提升农村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 ,能够为民族地

区产业集群 , 尤其是农业产业化发展创造市场需求。市场集

群贸易空间集聚效应促使更大区域内的市场需求集聚到集

群内 , 进而使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面对一个辐射半径和需求更

大的市场。市场需求的扩大进一步促进了产业集群规模的

扩张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从而 , 以商品市场集群的发展来带

动相关产业的集群发展。

　　3.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设有利于搭建城乡经

济协作平台 , 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协同发展

　　民族地区商品市场集群建设能够促进民族地区区域经

济发展 , 增强区域城乡协作能力 , 促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目前 , 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 , 区域协作和城乡协作

能力比较薄弱 ,相邻的区域间以及同一区域内不同地区间产

业结构同构现象严重。 商品市场集群的建设对产业结构有

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 , 商品市场集群建设为城乡经济协作

搭建了平台 , 城乡可以搭借商品市场集群实现供需的互补和

相关产业的深化发展 ,如农村借助商品市场集群深化农业产

业链分工 , 加快农产品深加工和农业产业化发展 , 而城市工

业产品则可以通过商品市场集群进入广大农村市场 , 扩大销

售范围和提高市场份额 , 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 , 促使产业结

构的转型 、升级和优化。另一方面 ,相邻的区域也可以通过

商品市场集群实现产业发展的协调 ,避免产业同构 , 实现区

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商品市场集群中专业市场的兴起往往

传递着该地区某种产业竞争优势的信号 , 同时 , 该专业市场

又对相邻区域该产业内的企业具有较强的吸附效应 , 因而相

邻的区域往往可以通过专业市场的信号显示和吸附效应实

现产业的分工和互补 ,进而 , 提升整个区域内经济效率。

此外 , 当一个地区的商品市场集群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

便会形成一个地区的商贸和物流中心 , 推动当地经济快速健

康发展。例如 ,湖南西部的怀化市 , 依托其独特的区位条件 ,

通过实施 “商贸兴市 , 流通先行”的发展战略 , 以 “发展大商

贸 、建设大市场 、搞活大流通 ”为目标 , 着力构建湘 、黔 、桂 、

鄂 、渝五省(市 、区)周边区域性商贸流通中心城市 , 有力地促

进了该市商贸流通业的迅猛发展 ,销售额以每年 30%的高速

递增。

　　4.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设有利于缩小城乡差

距 , 消除城乡 “二元经济结构”

　　目前 , 民族地区的城乡差距仍在日益扩大 , 二元经济特

征非常明显 , 市场的二元性现象也很明显(在这里 , 市场的

“二元性”是指现代化意义上的城市市场与传统意义上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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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农村市场并存的局面 , 而且这种差距越来越大)。 而且 ,

农村商品市场与城市商品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隔绝。

很多民族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发展很不完善 , 农村地区商品

市场的发展仍未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影响 , 民族地区民族贸

易及民族贸易政策对民族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影响深远。

特别是处在边远的农村地区 ,民族贸易类企业的经营方式与

经营对象对边远地区商品市场有着关键的影响。城乡商品

市场集群的建设能够促进城乡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 , 这些网

络将城乡商品市场连成一体 ,形成 “片状 ”、“块状 ”的商品市

场集群。

此外 , 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的建设有利于推动城

镇化的发展 , 消除城乡 “二元经济结构” 。城市化与市场化是

相伴而行的 , 相互促进 , 相得益彰。 “二元经济结构 ”的消除

离不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只有当农业劳动生

产力得到极大提高 , 非农产业得到飞速发展 , 能够大量地吸

收从农业中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时 ,城乡 “二元经济结构”才得

以消除。市场是城市经济及城镇化的重要因素 ,市场与城镇

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 市场本身及围绕市场所形成的第三

产业群体是城镇经济的主要内容。 商品市场作为市场的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 , 是城镇经济发展的主导与核心 , 商品市场

的发展壮大 ,有利于区域之间商品 、资金 、信息等的流通。同

时 , 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设 , 必然会推动民族地区

城乡商品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

的转移。

　　二 、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设中的主要

障碍

　　我国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 , 特别是民族地区城市商品市场集群建设成就瞩目 ,

城市商品市场集群无论在集群的规模上还是在集群吸纳的

就业人数上都相对令人满意。但是 ,我国民族地区城乡商品

市场集群在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与障碍 , 这些障碍

严重制约了商品市场集群作用的发挥。

　　1.民族地区城乡巨大的交易效率差异和消费差异

杨小凯 、ＹａｎｇａｎｄＲｉｃｅ等研究表明 , 城乡差距起因于城

市和乡村产业的劳动分工差别 ,而这种劳动分工差别则受制

于不同的交易效率。农村居民居住分散与城市距离远 , 所以

农村的交易效率低 , 而城市居民相互间居住距离近 ,因而交

易效率高 , 这种不同的交易效率差别将导致城乡 “二元结构”

出现。目前 , 我国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设中存在明

显的 “二元结构”问题。农村商品市场集群是马路连市场 ,市

场靠马路 , 市场内的商品档次低 , 集群规模小 , 集群品牌效应

弱 , 集群内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相对较少。城市商

品市场的集群规模大 , 往往是很多商品市场呈 “片状 ”或 “块

状”地连在一起 ,这些商品市场之间的联系紧密 ,市场内的企

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显然 ,农村商品市场集群的交易

效率要远低于城市商品市场集群。当然 , 这种商品市场集群

的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农村人口居住分散造成的。我国民族

地区大多地处西部地区 , 地广人稀。 如在 639个民族县中 ,

行政区域土地面积达到 5 966 845ｋｍ2 , 2000年总人口达到

15 150万人 ,其中乡村人口达到 12 282万人 , 人口密度十分

小。民族地区农村人口密度小 , 便难以形成稳定高效的商品

市场集群。另一方面 , 则是源于农业产业化和商品化程度

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民以食为天 , 我国民族地区农

村生产力低下 ,农民所生产的粮食主要用来自给 , 农产品的

商品化率不高 。这样农民收入增加缓慢 , 农村地区的购买力

低下 , 从而供给和需求不足共同制约了农村地区商品市场集

群的发展。

此外 , 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也制约了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

场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在我国 , 厂商为了适应农民的购买能

力 , 往往把产品人为地分为城市产品和农村产品 , 农村产品

虽然价格低廉 ,但成本更低 , 性价比不对称 , 农民反而需要支

付更高的价格 。而在民族地区的城市 , 由于商品市场集群的

档次较高 , 规模较大 ,各种商业步行街集群 、小商品批发市场

集群 、农产品批发市场 、购物中心或大型的购物超市 、专业化

的商品市场大量存在 , 商家竞争激烈 , 城市消费者能够购买

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 得到更多的实惠。显然 , 这是一种不恰

当的供应歧视(或价格歧视)。[ 4]厂商这种盘剥农村消费者

的价格歧视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商品市场的 “二元性 ”结构。

因而 , 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集群建设如果不能够克服

这些不恰当的价格歧视 ,将会加剧农村商品市场集群与城市

商品市场集群的 “二元性”, 阻碍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一体

化建设的进程 。

　　2、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设缺乏有效规划与规

范管理

　　西部民族地区由于所处地域往往为边远山区 , 市场规划

往往受到地形特征和城镇规划的制约 , 难以形成合理的布

局 , 市场分割现象突出。如湘西自治州不管是首府吉首 , 还

是其他地方 , 商品市场分割现象都很明显 , 在农村地区尤为

突出。在很多乡镇 , 仍然保留着原始的商品集市贸易———赶

“边边场”的习惯。这里的商品市场由于没有固定的市场摊

位和固定的销售商 , 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商品市场。在吉首

市的吉信镇 , 每 5天赶一次 “边边场”, “赶场”的地点都集中

在吉信镇公路的两旁 ,这天很多农民都从家里挑来自己要卖

的商品 , 而且买回自己需要的商品。在这里 , 一旦 “边边场”

结束 , 市场就随之消失 , 由于没有固定的可以避雨雪的市场

基础设施 , 这种集市贸易会因为天气的转变而终止。

其次 , 市场调控不力 , 重复建设 , 商品市场总体素质不

高 , 组织化程度低 , 产品竞争力弱 ,管理体制不顺 , 多头管理 ,

重收费轻管理现象严重 ,而且市场法规不完善。在我国民族

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的税收征管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比如说 , 税源监控难 ,有些商户是临时开设的 ,未办理税务登

记。另外 , 还有一些商户企业流动性大 ,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 , 容易被淘汰 , 停歇业难以控制。 此外 , 业户经营成本高 ,

76



费挤税现象突出 , 这样也导致了税收征管过程中遇到种种实

际困难。

再次 , 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 , 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假

冒伪劣产品充斥。信息不对称(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是相

对于信息对称而言的 , 是指信息在各主体之间的分布不均 ,

与客观现实存在偏差。 信息充分是传统市场均衡理论的前

提 , 但是现实生活中 ,人们对信息的掌握并不总是均衡的 ,信

息不对称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由于人们在阅历 、职

业 、年龄 、性别等方面的差别 , 使他们之间信息分布呈现出明

显的不对称 , 他们对信息的掌握及分辨能力也很不对称。加

利福尼亚大学的乔治· 阿克尔洛夫(ＧｅｏｒｇｅＡｋｅｒｌｏｆ)教授指

出 , 在商品市场上 , 当商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

信息时 , 低质量产品将会驱逐高质量商品 , 从而使市场上商

品质量持续下降 , 即 “市场柠檬化”现象。而且 , 当商品买卖

双方掌握的商品价格信息不对称时 , 常会加剧讨价还价行

为 , 商品交易成本上升 , 交易效率下降。民族地区地处偏远

西部地区 , 交通落后 , 信息流通不畅。再加上缺乏健全的信

息披露制度 , 这样 , 在商品市场上常常出现假冒伪劣商品和

质低价高的商品。 在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的商品交

易过程中 , 存在着缺斤短两 , 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如 2004

年 , 新疆昌吉州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现象严重 , 该市工商行政

系统共查处经济违章案件涉案金额 11970万元 , 其中案值万

元以上的大要案件 580起 , 在查处的案件总数中 , 打假案件

267起 ,涉案金额 793.43万元 , 捣毁制假窝点 22个 , 查扣假

冒伪劣商品共计 22大类 98个品种 ,价值 105.6万元。

　　3.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与产业集群联动效应不

明显

　　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设过程中 ,产业集群与市

场集群间缺少互动 , 主导产业带动商品市场集群效应不明

显 , 农产品市场集群没有有效促进农业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优

化升级。

湘鄂渝黔边区的产业集群与市场集群间联动效应不明

显。湘鄂渝黔边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 旅游资源禀赋是旅游

产业集群的基础。[ 5]因而 , 可以通过旅游产业集群和商品市

场集群的联动发展带动湘鄂渝黔边区经济的发展。然而 ,目

前该区域的旅游商品集群现象尚不明显 , 旅游商品基本上出

现在旅游区 , 而且旅游商品的营销方式单一 , 营销渠道单一 ,

基本上是通过导游的介绍与推销 ,尚未形成具有极大吸引力

和品牌效应的商品市场集群。

另外 , 农业作为该区的重要产业 , 虽然农业产业化加快 ,

但专业性的农产品市场集群尚未建立。湘西地理气候特殊 ,

湘西州政府结合实际 , 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 , 加大

支柱产业建设力度 , 巩固提升已建成的椪柑 、烤烟 、植物油三

大支柱产业 , 突出培育和发展猕猴桃 、茶叶 、百合 、高山和大

棚反季蔬菜四大新兴支柱产业。按照湘西州政府的目标 ,到

2010年 , 粮食产量达到 90万吨 , 2010年全州水果总面积发

展到 100万亩 ,其中椪柑 55万亩 , 橙柚 15万亩 ,猕猴桃 15万

亩 , 桃 、李 、梨 、柿时鲜水果 15万亩 , 总产量 50万吨。全州种

植反季蔬菜 10万亩 ,大棚蔬菜 5000亩。茶叶种植面积发展

到 6万亩 , 产量增加到 2万担以上。 百合面积发展到 8万

亩 , 实现产值 1亿元以上。烤烟稳定种植面积 20万亩 , 确保

产量 40万担。油菜面积稳定到 90万亩以上 , 油菜籽产量达

到 180万担以上。届时 ,如果全州各地区仍未建立起多处专

业性的农产品商品市场集群 ,那么如此大量的农产品便会出

现流通不畅。政府和行业协会虽然能够在农产品销售过程

中 , 帮助农民寻找到市场 ,但是 , 这毕竟要花费大量的搜寻成

本。如果全州各地的农产品市场集群已经建立 ,大量的农产

品囤积在农产品市场中 , 便能够吸引大量的批发商前来批

发。据笔者调查 ,在湘西州 ,由于缺乏农产品专业市场 ,每到

柑橘成熟时节 ,便有大量的外地商贩慕名而来 , 以低价大量

地收取柑橘 , 用货车运往目的地。但由于对此地十分陌生 ,

便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搜寻有关信息 , 交易成本上升。有

些地方的农民 ,由于没有及时找到批发商 , 大量柑橘便在等

待中腐烂变质 。因此 , 建立大量的专业性农产品市场 , 实现

商品市场集群和产业集群联动发展集群迫在眉睫。

　　三 、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设的途径

我国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设需要解决城乡商

品集群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前面从三个方面论述了

目前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

问题。针对上面的问题 , 这里提出以下解决措施 , 完善我国

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设。

　　1.加强政府的正确指导 , 引导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发展

商品市场集群的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程 , 需要政府

的正确指导。由于市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与滞后性 , 市场经

济主体的行为具有逐利性 , 在商品市场集群建设过程中 , 难

免具有短期行为。譬如 , 在商品市场集群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 , 房地产开发商会受利润的驱使 , 哄抬房价 ,如果政府部门

不加以宏观调控 ,会致使入群的门槛太高 , 很多商户无法进

入。另外 , 商品市场集群的规划选址也很重要。由于民族地

区多处山地 , 选出一块合适的地方发展市场集群显得非常困

难。一方面 , 集群的选址不能离市区太远 , 如果离得太远 ,可

能会出现 “有场无市”;另一方面 , 也要考虑到当地地形的影

响。

同时 , 政府应通过 “筑巢引凤”的方式引导 , 甚至强制培

育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设。如凤凰古城内的民族工艺品步

行街就是一种形式。政府在引导培育商品市场集群时 , 要防

止经营户简单的 “扎堆”或 “拉郎配”现象 ,而应主要通过对

入群企业采用相关优惠政策 、降低入群门槛的方式 , 吸引经

营者 、金融服务机构 、中介机构等成批进入。同时 , 提供相应

的公共资源和便利的政府服务。一方面 , 要防止出现恶性竞

争 、“柠檬”市场 ,耗竭集群优势;另一方面 , 政府应积极协助

商品市场集群发挥其区域品牌效应 、与外界交流的窗口和桥

梁效应。政府可以通过电视台 、旅游局 、政府网站 、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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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博览会等途径加以宣传。

其次 , 政府应加强对商品市场集群的管理。如果一个集

群没有一项群内大家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 , 没有相应的争议

解决规则 , 集群竞争力就很难提升。因此 , 这需要政府的正

确引导与大力支持 , 在政府的主导下设立专门的非政府服务

机构 , 解决群内的争端与环境建设问题。另外 ,还需要加强

群内的文化建设 , 打造群内独有的文化 , 特别是群内企业间

需建立起诚信机制 , 打击不诚信行为。

总之 , 政府一方面通过完善制度管理 ,实现城乡商品市

场的规范化管理;另一方面 , 重在为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

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尤其是以社会资本为主的软环

境。

在使商业集群获得满意集群租金的情况下 ,通过自我强

化机制 , 实现商品市场集群与区域社会资本相互促进 、共同

发展的良性互动。

　　2.大力发展商品流通业及相关服务业

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应加快商品流通业发展 ,鼓励商贸流

通企业成长 , 重点扶植几个商贸流通企业 , 大力推动商品市

场集群发展。因为商品市场集群建设需要强大的物流运输

能力作支撑 , 目前 ,民族地区城乡物流企业奇缺 ,物流运输能

力滞后 , 制约着商品流通。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农村 , 根本不

存在物流企业 , 很多地方利用长途客车运输货物 , 货主将货

物堆上长途汽车的顶棚 , 借此运输。这样 , 一方面 , 货物运输

能力相当有限 , 货物运输效率非常低 , 进而提高了商品运输

成本;另一方面 ,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毁损状况严重 , 毁损比

率高。显然 , 只有成立专业性的物流公司 , 才能满足民族地

区农村商品物资的流通。例如 , 湖南西部的怀化市一直把商

品流通业和商贸企业的建设作为地方工作的重点 , 在很大程

度上促进了商品市场集群的发展和壮大。

城乡商品市场集群的建设还需要其他相关服务行业的

发展。因为任何商品市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 商品市场集群

的发展需要餐饮服务业为其提供起码的生活需要。当群内

企业与其他顾客商户在商品买卖过程中出现经济上的纠纷

时 , 需要相关部门加以协调 ,需要法律机构的参与。有时 ,同

一部门为了维持群内的秩序 , 需要成立相关的行业协会等。

因而 , 在建设城乡商品市场集群的同时 , 应鼓励相关服务行

业的发展。

　　3.加强民族地区各级政府间合作 , 打破地区封锁 , 加快

城乡商品市场一体化进程 [ 6]

　　商品市场集群的发展应该突破区域行政规划的限制 ,加

强各级政府的合作 , 打破市场一体化进程的人为阻隔。商品

市场集群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经济规律 , 有时会突破行政规划

的限制 , 将市场的触角伸向每个有着吸引力的角落 ,民族地

区城乡政府应该加强合作 ,将导致市场分割的人为因素与干

扰降到最低 , 促进商品市场集群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城乡商品市场差距的存在是客观的 , 在正视这种差距的

同时 , 我们不能无视这种差距的扩大。 只有慢慢缩小这种差

距 , 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现象才能得到最终消除 , 然后实现一

元性经济。在消除市场 “二元结构”过程中 , 一方面 , 我们要

加强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集群的建设 , 让广大的农村地区

变为农产品商品市场集群的集中区 ,增强农村地区商品集群

对城市市场的吸引力 , 实现城乡商品市场集群的互补性。另

一方面 , 改变农村农民的习惯 , 将部分民族地区周期性的 “边

边场”集市 ,发展成为习惯性的 “日集市 ”, 提高商品买卖的

频率 , 增加商品交易量。另外 , 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

要消除厂商不恰当的价格歧视 ,提高农村商品集群市场上商

品的性价比 , 增强农民的商品性价比意识和商品质量意识。

鼓励商品生产厂商同等对待城乡商品市场。

　　4.实施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 提升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

场集群竞争力 [ 6]

　　在民族地区城乡商品市场集群中 , 存在着大量利益相关

者 , 如城市管理者 、房地产开发商 、商铺所有者 、商铺经营者 、

商品供应商及行业协会等。由于他们共同参与城乡商品市

场集群 , 每个参与者的行为都影响商品市场集群租金的创造

和分配 , 并最终影响商品市场集群竞争力。而商品市场集群

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市场集群内的商业文化 ,组织的竞争协

调能力 , 学习能力 ,商品销售者与供应商的关系 ,以及城市管

理者 、房地产开发商 、商铺所有者 、商铺经营者等利益相关者

共有的价值观中。当各利益相关者缺乏共有的价值观时 ,便

会出现各自为政的短期行为 , 都在极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

化。图 1显示了市场集群竞争力形成机理 。

　　　　

图 1　商品市场集群竞争力形成机制图

从图 1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地区商品市场集群的竞争

力由民族地区商品市场集群的文化竞争力 、群内的协调竞争

力 、群内商户企业的学习竞争力 、整个集群的品牌竞争力及

集群所在地的区位优势所产生的竞争力共同构成。 这些竞

争力影响着该市场集群的资源获取能力 , 其中包括信息的获

取及政府优惠政策的获得。集群的竞争力还影响着交易成

本的大小 , 当集群与供应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时 , 群内

企业或商户的商品信息搜寻成本便会降低 , 与供应商的摩擦

便会减少 , 这些都会降低交易成本。另外 , 当群内商户与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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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财务约束机制

为了防止权力失衡而导致的治理效率损失 ,社会责任导

向的财务治理需要建立适当的监督约束。

(1)建立利益关系人代表进入监事会的共同监督制度。

为了发挥利益关系人代表的监督作用 , 要求监事会独立于企

业的经济利益 , 具体包括:监事的报酬不与公司经营绩效挂

钩;监事的任免权必须通过利益关系人(代表)的谈判;监事

会及其成员可以独自地 、平等地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行使监督

职权。

(2)加强企业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业绩审计 , 让利益关

系人代表进入企业内部审计委员会 ,监督企业在社会和环境

方面的重大财务行为;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建立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数据库 , 通过互联网公布企业的社会和环境业绩 , 保证

利益关系人可以及时获得相关信息。

(3)在完善法律约束的同时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对企业

行为的约束。新闻媒体作为一种人们可以低成本获得企业

社会责任信息的监督形式 ,将使企业及其经营者面临着越来

越大的外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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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保持良好的关系时 , 也能降低交易成本。当集群内的商户

在经营商品上产生互补且集群内商户经营的商品品种繁多

时 , 便能产生整合效应与范围经济。商品市场集群所在地的

区位也影响着集群的商业范围 ,当群处在城市繁华地段或乡

村的交通枢纽时 , 便会形成集聚效应 , 更多的企业或商户 、客

户便会聚集于此。

显然 , 上述推理都是建立在集群内各利益相关者能相互

合作且有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然而 , 如何才能形成合作和

共同的价值观呢? 这需要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集群的治理 ,

共享集群租金 , 并形成相互制约和彼此协同的内在网络关

系。所以 , 实施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 , 是提升民族地区城

乡商品市场集群竞争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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