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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级产业集群数字化程度估计：
基于与线上产业带的匹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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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产业集群数字化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文章使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学技术部 3 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和阿里巴巴集团线上产业带数据（2021 年），利用空间统计可视化及线上产

业带与产业集群匹配方法，估计我国国家级产业集群的数字化水平。研究发现，我国已有 72 个城市既拥有国

家级产业集群也拥有线上产业带，占拥有国家级产业集群的城市总量的 91.1%，占拥有线上产业带的城市总

量的 43.1%。在我国 159 个国家级产业集群中，134 个集群在各自所在的城市拥有产业类型一致或相近的线上

产业带，占国家级产业集群总量的 84.3%，其中产业带与国家级产业集群在产业类型一致的比率为 44.7%，

在产业类型相近的比率为 39.6%。

关键词     产业集群，数字化，产业带，匹配，评估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20906001

产业集群数字化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方向。

2022 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

规划》要求：“推动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数字化转

型”，“探索发展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产业园

区和产业集群，加快产业资源虚拟化集聚、平台化

运营和网络化协同，构建虚实结合的产业数字化新

生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纲要”）中一方面

要求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入推进国家战略性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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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另一方面要求推进产业数字化转

型，实施“上云用数赋智”行动，推动数据赋能全产

业链协同转型。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成渝双城

地区聚焦大数据、人工智能、先进计算、高端芯片等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目前已成为我国数字经济的

创新高地[1]。当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在推进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工程，全国 66 个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推

进我国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养工作，全国 25 个先

进制造业集群正在快速发展中。部分地方政府，如广

东省、河北省政府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产业集群或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数字化计划。同时，国内外知名高技

术企业与电商平台，如亚马逊公司、eBay 公司、阿里

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巴巴”）、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都在与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合作推

进我国产业集群或产业园区的数字化进程。

近年来中国产业集群数字化和产业带数字化已经

引起学术界、政策研究界和企业界的关注 [2-5]。但是

以往的研究侧重产业集群（或产业园区）数字化的

逻辑、机理与个案研究，以及对国家级产业集群、线

上产业带的区域分析，还没有学者系统探讨我国国家

级产业集群的数字化问题，其中包括本文讨论的由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

部 3 类产业集群构成的国家级产业集群，以及根据线

上产业带估计国家级产业集群的数字化水平。本研究

聚焦城市层面国家级产业集群与线上产业带的匹配分

析及其空间统计可视化分析。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

看，空间统计椭圆方法被用于我国产业集聚的空间统

计分析 [6,7]，但还没有用于我国国家级产业集群及其布

局的统计分析。此外，本研究重点聚焦阿里巴巴的中

国产业带数据，阿里巴巴中国产业带为我们观察中国

国家级产业集群的数字化现状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阿里巴巴中国产业带是我国电商企业最早探索我国产

业集群数字化的项目，阿里巴巴的 1688 平台是我国最

大的企业对企业（B2B）的电商平台，其产业带项目

在 2012 年启动，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推进当地产业

集群的数字化进程[8]。1688 平台在 2021 年度已拥有全

球 11.3 亿的活跃消费者，其中国内消费者 8.9 亿，海

外消费者 2.4 亿，这些消费者在阿里巴巴平台上贡献

了 8.1 万亿元人民币（约 1.2 万亿美元）的年度交易规

模。

目前产业集群数字化的已有研究涉及 4 个方向：

① 产业集群数字化的理论[9,10]与案例，其中理论研究

涉及互联网+[11,12]、电商集群[3,5,13]和虚拟集群[4,14-15]，案

例研究涉及欧洲的德国与意大利[2,16-17]和我国的长三角

地区[18]、广东省[19]、广州市[20]、绍兴市[21]；② 线上产

业带，涉及我国长三角地区[22]、湖南省[23]及产业带在

我国的区域分布①；③ 国家级产业集群，涉及我国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24-25]、创新型产业集群[26-27]、先

进制造业集群[28-29] ②及创新集群[30]；④ 园区数字化，

涉及我国的科技园区[31]及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园区[32]。

实体产业集群与线上产业带的相关关系是一个相当复

杂的新议题，值得学术界与企业界开展更加深入的研

究。一方面我国产业集群的数量和边界不是非常明

确，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又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另

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和国内外互联网企业从不同技

术角度推进我国的产业集群数字化进程，并且推进线

上产业带的技术类型多样、互联网企业较多。

1 理论与事实依据

1.1 理论依据
如果说产业集群是一群在地理上邻近且相互联

①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 . 中国农产品电商产业带报告 .  2021；聚划算 , 阿里研究院 , 阿里区域经济中心 , 等 . 中国线上产业
带报告 , 2021；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 2020 中国产业带数字化转型——生产、流通与消费的高效协同 , 2020；第一财经商业
数据中心 . 2020 中国产业带数字化发展报告 , 2020；阿里研究院 . 线上产业带：为中国数字化赋能 , 2014。

② 赛迪智库规划所 , 2020 年先进制造业集群白皮书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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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企业和机构组成的网络 [33]的话，那么数字化的

产业集群是一群既在地理空间又在互联网空间上相

互邻近且相互联系的企业和机构构成的线上线下共

享的网络，其成员企业在互联网空间上因为大数

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强化了彼此

之间在数据要素、数据技能和数字技术方面的共享

和联系，其空间范围远小于无处不在的虚拟产业集

群[4]，在产业性质上不同于电商企业集聚形成的电子

商务产业集群。目前，国内外许多互联网企业如阿

里巴巴和亚马逊，在我国推进线上产业带发展，利

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加快了我

国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进程。研究表明，阿里巴巴

等企业支撑我国产业集群数字化发展的电子商务平

台不仅“有助于产业集群扩大市场容量，快速响应

市场，整合区域资源”，同时也“促进知识在集群

内的溢出与传播，提升集群企业协作水平与竞争强

度”[5]。

阿里巴巴通过数字技术和第三方运营商在全国各

地的产业集群开展线上产业带建设，改变了地方产业

集群的组织架构和联系方式与强度，提升了地方产业

集群的数字化水平。第三方运营商是地方产业集群新

的成员，利用阿里巴巴的 B2B 平台资源，为集群企

业搭建网络市场交易平台，提供一系列的免费技术

服务，成为集群企业网络空间数字联系的产业组织枢

纽。阿里巴巴为线上产业带上的集群企业提供：① 专

业的大数据服务，报告全国中小企业的市场行情，加

强了集群企业的数据要素共享；② 提供电商能力培

训，增强了集群企业的电商技能和技术知识的共享；

③ 提供巨大流量，举办大型线上采购会，不仅增强

了集群企业的投入要素共享，也促进了集群企业在营

销、物流、金融等服务的共享。由此可见阿里巴巴产

业带项目能够加强集群企业的密切联系、网络化和数

字化水平[8]。特别是阿里巴巴 2020 年采取与地方政府

产业带合作的方式发展用户直连制造（C2M）模式，

显著减少了从品牌商、代理商到商场的中间环节，通

过“百亿产区计划”与“超级工厂计划”，加快制造

业向 C2M 转型升级[34]。

1.2 事实依据
线上产业带就是数字化的产业集群。研究表明，

线上产业带就是“以线下传统产业集群为基础”构建

的电子商务生态现象，是“传统产业集群在互联网上

的一种映射和延伸”[35]。例如，江苏省的线上产业带

隶属于《江苏省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广东省所有的

线上产业带都纳入了《广东省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名

单》[36]。

产业集群数字化是我国各级政府与互联网龙头企

业共同推动的产业数字化形式之一。国务院 2015 年发

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要求“运用互联网理念，构建以骨干企业为核心、

产学研用高效整合的技术产业集群”。工业和信息化

部 2015 年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

意见》，推进互联网+产业集群建设行动，要求“深

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在产业集群中的应用”。地方政府积极推进产

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如广东省 2019 年发布产业集群工

业互联数字化转型试点区域，浙江省 2022 年开展产业

集群（区域）智能制造试点工作。另一方面，阿里巴

巴 2019 年发布“新国货计划”，推进全国 1 000 个产

业集群数字化升级[37]。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方法
（1）线上产业带与产业集群匹配方法。如果一个

线上产业带与一个国家级产业集群位于同一个城市，

并且他们的产业类型相同或彼此拥有隶属关系，那么

这个产业带就是与国家级产业集群匹配的产业带，即

国家级产业集群处于数字化进程中；如果一个线上产

业带与一个国家级产业集群位于同一个城市，并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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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产业类型彼此相近，那么这个产业带就是与国家

级产业集群相近的产业带，即与线上产业带处于同一

产业链上下游的国家级产业集群处于数字化进程中。

（2）空间统计椭圆方法。空间统计椭圆即标准差

椭圆，是 Lefever[38]早在 1926 年提出的计量要素地理集

中水平的方法，被广泛用于分析企业、人口、经济等

要素的二维空间分布[39]，它可以准确描述产业集群分

布的重心、展布范围、密集程度、方位与形态。

2.2 数据
本研究有 4 个数据来源：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数据；② 工业和信息化部先进

制造业集群数据；③ 科学与技术部创新型产业集群数

据；④ 阿里巴巴中国线上产业带数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与科

学技术部先后提出建设国家级产业集群，共 152 个，

其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9 年提出了 66 个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9 年

和 2020 年先后推出了 25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科学技术

部于 2015 年实施了 61 个创新型产业集群。在这 152 个

国家级产业集群中，150 个产业集群都分布在城市（地

级和地级以上）之内，包括城市中的区级行政区、高

新区、经济开发区等；其中，有 4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

跨越了 11 个城市，1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分布在县

级行政区（海南省澄迈县）、1 个创新型产业集群分

布在州级行政区（青海省海西州）。在 66 个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中，只有北京、上海、天津与重庆 4 个直

辖市的产业集群是在这些城市的新区、区、经开区或

高新区，其他城市的产业集群并没有在命名上特指的

区域；在 61 个创新型产业集群中，56 个产业集群在

命名或管理上直接指定了高新区、科技园区或工业园

图 1    2021 年国家产业集群与产业带分布图
Figure 1    National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industrial belts in 2021

本文的数据没有包括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省的产业集群和线上产业带
Data do not include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online industrial belts in Hong Kong，Macao and Taiwan province

 图例
只有一级产业带的城市
只有国家级产业集群的城市
既有一级产业带又有国家级产业集群的城市
             一级产业带分布重心及标准差椭圆
             先进制造业集群分布重心及标准差椭圆
             创新型产业集群分布重心及标准差椭圆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分布重心及标准差椭圆

0 250 500 1 0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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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鉴于 4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跨越了 11 个城市，本研

究在国家级产业集群与线上产业带匹配分析中，将我

国国家级产业集群总数计为 159 个。在国家级产业集

群的空间统计分析中，如果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共同

拥有先进制造业集群，其集群数量计为 N 分之一，其

中 N 为共享 1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城市数量。

2021 年我国产业带增加到  4 075 个，分布在全

国 163 个城市，北至黑龙江的哈尔滨市和内蒙古的兴

安盟、西至新疆的乌鲁木齐市和甘肃的张掖市，南

至海南省的海口市和云南省的玉溪市。图 1 展示了我

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创新性

产业集群这  3 种类型的国家级产业集群、线上产业

带及二者所在的城市分布。这里包括 159 个国家级产

业集群、4 075 个一级线上产业带（2021 年），二者

所对应的城市数量分别为 79 个（外加 1 个自治州、

1 个县）和 158 个（外加 4 个自治州、1 个盟）。在

这两个城市组合中，有 63 个城市既拥有国家级产业

集群也拥有线上产业带，占所有拥有国家级产业集

群的城市总量的 79.7%，占所有拥有线上产业带的城

市总量的 39.9%。在拥有国家级产业集群的 79 个城

市中，有 16 个城市在 2021 年没有线上产业带，但其

中 9 个城市在 2018—2020 年之间拥有过线上产业带。

如果将这 9 个城市纳入产业带与产业集群的城市匹配

分析，有 72 个城市既拥有国家级产业集群也拥有线

上产业带，占所有拥有国家级产业集群的城市总量

（79 个）的 91.1%，占所有拥有线上产业带的城市总

量（167 个）的 43.1%。

从图 1 可以看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创新型

产业集群呈现非常相近、比较均衡的分布格局，两种

集群的 2/3（68%，由图 1 中红色、绿色椭圆表示）位

于北至北京、西至西安、南至韶关、东至海岸线的空

间范围，呈南北向展布；先进制造业集群明显地偏向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其 2/3（由图 1 中蓝色椭圆表示）

位于北至济宁、西至铜仁、南至清远、东至海岸线

的空间范围，呈东北—西南方向展布。2/3 的产业带

（68%，由图 1 中紫色椭圆表示）分布在以山东省青

岛市、河南省漯河市、湖南省益阳市与永州市、广东

省肇庆市为边界的椭圆范围内。

在 79 个拥有国家级产业集群的城市中，有 8 个

城市拥有全部 3 个类型的国家级产业集群，分别是深

圳、杭州、苏州、常州、合肥、长沙、成都与西安；

而我国 4 个直辖市皆不拥有全部 3 个类型的国家级产

业集群。这 8 个城市共拥有 36 个国家级产业集群，

占全部国家级产业集群的 23.0%，其中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 14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 11 个，创新型产业集

群 11 个。在这 8 个城市中，深圳拥有的国家级产业集

群最多，共 7 个，苏州、合肥与成都各拥有 5 个，杭

州与常州各拥有 4 个，长沙与西安各拥有 3 个。

除了上述 8 个城市之外，有 24 个城市拥有 2 个类

型的国家级产业集群，分别是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南

京、宁波、无锡、温州、徐州，京津冀地区的北京与

石家庄，珠三角地区的广州、东莞、佛山、珠海与惠

州，山东半岛的济南、青岛、烟台与临沂，中部地区

的武汉、湘潭与株洲，西部地区的重庆与德阳，以及

东北地区的大连与通化。在我国 4 个直辖市中，只有

天津拥有 1 个类型的国家级产业集群。这 24 个城市

共拥有 64 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占全部国家级产业集

群的 42.1%，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29 个，创新

型产业集群 21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 14 个。在这 24 个

城市中，上海拥有 2 个类型的国家级产业集群最多，

共  6 个，北京与武汉各拥有  5 个，青岛与广州各拥

有 4 个，其他 19 个城市各拥有 2 或 3 个国家级产业集

群。

3 研究结果

3.1 产业集群与线上产业带的总体匹配水平
产业带发展推进了我国国家级产业集群的数字化

进程。表 1 显示了 3 类国家级产业集群与线上产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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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匹配水平。在 159 个国家级产业集群中，71 个产业

集群在各自所在的城市拥有产业类型基本或完全一致

的线上产业带，二者总匹配率达到 44.7%。在这 71 个

产业集群中：18 个为先进制造业集群，占该类集群总

数的 56.3%；33 个为战略性新兴集群，占该类集群总

数的 50.0%；20 个为创新型产业集群，占该类集群总

数的 32.8%。

此外，也有许多国家级产业集群与线上产业带

位于同一个城市并拥有相近的产业类型，即国家级

产业集群与线上产业带具有相近性。在 159 个国家

级产业集群中，63 个集群在各自所在的城市拥有产

业类型相近的线上产业带，占国家级产业集群总量

的 39.6%，其中 14 个为先进制造业集群，占该类集群

总量的 43.8%；24 个为创新型产业集群，占该类集群

总量的 39.3%；25 个为战略性新兴集群，占该类集群

总量的 37.9%。总之，在 159 个国家级产业集群中，共

计 134 个集群在各自所在的城市拥有产业类型一致或

相近的线上产业带，占国家级产业集群总量的 84.3%。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分析没有考虑不同类型国家

级产业集群之间产业上的相同性、相近性或隶属性。

事实上，在这3种类型的国家级产业集群中，许多不同

类型的产业集群从产业角度来看是基本一样的或存在

着一定的类属关系。根据估计（表 2），在上述 159 个

国家级产业集群中，12 对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从产

业角度来看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如上海市浦东新区

生物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上海市张江生物医

药先进制造业集群基本相同），其中上海和深圳各

有 2 对，广州、杭州、南京、青岛、苏州、常州、株

洲和东莞各有 1 对；8 对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存在产业

上的隶属关系（如苏州昆山小核酸创新型产业集群属

于苏州生物医药集群），其中长沙、大连、宁波、苏

州、无锡、徐州、烟台和通化各有 1 对；另外，石家

庄有 1 对不同类型但产业上非常接近的产业集群，合

肥有 3 个不同类型但产业上非常接近的产业集群。

3.2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线上产业带的匹配分析
在我国 66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有 43 个集

群所在的城市与创新型产业集群或先进制造业集群相

伴，其中：21 个集群拥有与之在产业类型基本或完全

匹配的线上产业带（表 3），19 个集群拥有产业类型

上相近的线上产业带，2 个集群没有产业类型匹配或

相近的线上产业带，1 个集群及其所在的城市还没有

线上产业带。

3.3 先进制造业集群与线上产业带的匹配分析
我国所有 32 个③先进制造业集群都在各自所在的

城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或创新型产业集群相伴。

在这 32 个有其他类型国家级产业集群相伴的先进制造

③ 这里分析的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总数是 25 个，其中 4 个集群跨越了 11 个城市，即有 7 个城市与其他城市共享 7 个集群，
因此本文在基于城市的匹配分析中将先进制造业集群计为 32 个。

表 1     国家产业集群与线上产业带匹配统计
Table 1       Matching between national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on-line industrial belts 

集群类型 集群数量（个）
与集群匹配的
产业带数量（个）

与集群相近的
产业带数量（个）

群带匹配率（%） 群带相近率（%）
群带匹配/

相近率（%）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66 33 25 50.0 37.9 87.9

创新型产业集群 61 20 24 32.8 39.3 72.1

先进制造业集群* 32 18 14 56.3 43.8 100.0

总计 159 71 63 44.7 39.6 84.3

*有4个先进制造业集群横跨11个城市，故按32个集群进行匹配统计
* 7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s are added to the original 25 ones because 4 of them spread over extra 7 cities



  院刊  1763

中国国家级产业集群数字化程度估计：基于与线上产业带的匹配分析

业集群中，17 个集群拥有与之在产业类型基本或完全

匹配的线上产业带（表 4），14 个集群拥有产业类型

上相近的线上产业带，1 个集群没有匹配或相近的产

业带，所有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及其所在的城市都有线

上产业带相伴。

3.4 创新型产业集群与线上产业带的匹配分析
在我国 61 个创新型产业集群中，有 32 个集群在

各自所在的城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或先进制造业

集群相伴。在这 32 个有其他类型国家级产业集群相伴

的创新型产业集群中，12 个集群拥有产业类型基本或

完全匹配的线上产业带（表 5），15 个集群拥有产业

类型上相近的线上产业带，4 个集群没有产业类型匹

配或相近的产业带，1 个集群及其所在的城市还没有

产业带。

3.5 研究结论
我国产业集群数字化呈现了可喜的发展局面。本

表 2     我国不同类型国家级产业集群的相关性
Table 2     Releva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national industrial clusters in China

城市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先进制造业集群 创新型产业集群 集群关系

深圳 新一代信息通信集群 高新区下一代互联网创新型产业集群 相同

深圳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 广深佛莞智能装备集群 相同

杭州 数字安防集群 数字安防创新型产业集群  相同

苏州 纳米新材料集群  纳米新材料创新型产业集群 相同

苏州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昆山小核酸创新型产业集群  隶属

常州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 武进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创新型产业集群 相同

合肥 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智能语音集群 基于信息技术的公共安全创新型产业集群 相近

长沙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 工程机械集群 隶属

上海 浦东新区集成电路产业集群 集成电路集群 相同

上海 浦东新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张江生物医药集群 相同

南京 新型电力装备集群 江宁智能电网创新型产业集群  相同

宁波 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  磁性材料集群  隶属

无锡 物联网集群 高新区智能传感系统创新型产业集群 隶属

徐州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 工程机械集群 隶属

石家庄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药用辅料创新型产业集群  相近

青岛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 轨道交通装备集群 相同

烟台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海洋生物与医药创新型产业集群  隶属

广州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 广深佛莞智能装备集群 相同

东莞 广深佛莞智能装备集群 机器人智能装备创新型产业集群 相同

株洲 轨道交通装备集群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 相同

大连 信息技术服务产业集群 高端工业软件创新型产业集群 隶属

通化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医药创新型产业集群 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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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通过分析我国国家级产业集群及阿里巴巴的中

国线上产业带，发现目前我国已有 72 个城市既拥有

国家级产业集群也拥有线上产业带。在我国 159 个国

家级产业集群中，134 个集群在各自所在的城市拥有

产业类型一致或相近的线上产业带，占国家级产业集

群总量的 84.3%，其中国家级产业集群与产业带在产

业类型一致的比率为 44.7%，在产业类型相近的比率

为 39.6%。

4 政策建议

鉴于市场力量推动的线上产业带已经广泛渗透到

我国大多数的国家级产业集群，我国政府应当从全球

竞争、国家安全的角度重新审定我国的产业集群数字

化政策，宏观上把握我国产业集群的数字化、智能化

和创新化进程。建议国务院制定国家产业集群数字化

计划，深入推进我国产业集群的移动互联网化与工业

表 3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及其匹配的产业带
Table 3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their matched industrial belts

城市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匹配产业带

深圳 新型显示器件产业集群 显示器件

深圳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 智能设备

深圳 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软件/家居智能/智能交通

杭州 信息技术服务产业集群 软件开发

苏州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生物化工

常州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 机床/电子元器件

合肥 集成电路产业集群 电子元器件

合肥 新型显示器件产业集群 LED原料与辅料

上海 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浦东新区） 电子继电器

上海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浦东新区） 生命科学仪器/化工

上海 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徐汇区） 智能卡/宠物智能设备

上海 信息技术服务产业集群（杨浦区） 广告服务/通信声讯系统

宁波 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 塑料合金/化学纤维

北京 集成电路产业集群（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子元器件（传输交换设备）

青岛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 青岛库存交通工具

烟台 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 烟台橡塑/钢铁

广州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 电源模块/压缩设备

广州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生物化工/生命科学仪器

珠海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酶/酵素制剂

重庆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巴南区） 生物化工

大连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 化工设备配件

* 10个集群拥有2—3个的匹配产业带
* 10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al clusters are matched with 2-3 industrial be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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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及其匹配的产业带
Table 4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s and their matching industrial belts

城市 先进制造业集群 匹配产业带

深圳 新一代信息通信集群 电子元器件/软件

深圳 智能装备集群（广深佛莞） 智能设备

深圳 高端医疗器械集群（深广） 医疗器械加工/医疗设备

深圳 先进电池材料集群 电池

杭州 数字安防集群 监控记录设备

上海 集成电路集群 智能卡

宁波 磁性材料集群 磁性材料

无锡 物联网集群 电子元器件

温州 电气集群（乐清） 低压电器

广州 智能装备集群（广深佛莞） IP设备

广州 高端医疗器械集群（深广） 医疗器械加工

广州 超高清视频和智能家电集群（广佛惠） IP设备/光学摄像器材/家用电器

东莞 智能装备集群（广深佛莞） 智能设备

东莞 智能移动终端集群 手机配件

佛山 超高清视频和智能家电集群（广佛惠） 光学摄像器材/家电制造

佛山 智能装备集群（广深佛莞） 机床/压缩设备/手机配件

惠州 超高清视频和智能家电集群（广佛惠） 家用电器

*5个集群拥有2—3个匹配产业带
* 5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s are matched with 2–3 industrial belts.

表 5    我国创新型产业集群及其匹配的产业带
Table 5     Innovation clusters and their matched industrial belts

城市 创新型产业集群 匹配产业带

深圳 下一代互联网创新型产业集群（高新区） 网络/IP设备

杭州 数字安防创新型产业集群 IP设备

常州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创新型产业集群（武进） 工业机器人

常州 光伏创新型产业集群 太阳能设备/光学加工机械

合肥 基于信息技术的公共安全创新型产业集群 安全防护

南京 智能电网创新型产业集群（江宁） 机械传热传质设备/电工电气辅材

无锡 智能传感系统创新型产业集群（高新区） 电子元器件

无锡 特钢新材料创新型产业集群（江阴） 硅钢/不锈钢型材

临沂 电子元器件及其功能材料创新型产业集群 电子元器件/橡塑

东莞 机器人智能装备创新型产业集群 工业机器人

佛山 口腔医疗器械创新型产业集群 个人护理/塑料异型材

重庆 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绿色智能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璧山） 汽摩及配件/库存交通工具

* 7个集群拥有 2 个匹配产业带
* 7 innovation clusters are matched with 2 industrial be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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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化，突出工业互联网在国家级产业集群网络化

联系、集群组织管理、研发合作、跨区域合作及国际

合作的平台地位，积极促进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与阿

里云、华为云等我国著名云计算企业合作，建立国外

互联网企业参与我国产业数字化的审批制度，继续鼓

励国家级产业集群中不同规模的竞争性企业共同制定

产业技术路线图，开展技术研发合作，推进与发达国

家技术领先的产业集群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

集群数字化、智能化成为我国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中坚力量。

地方政府应当在政策、资金等方面支持国家级产

业集群数字化与互联网企业的线上产业带的有效衔接

与一体化发展。各类国家级产业集群发展促进机构、

园区管委会应加强与当地重要产业集群相关的线上产

业带运营商的对接与合作，在信息共享、数字化战略

规划设计、数字技术交流培训、公共技术平台建设、

国际化拓展等方面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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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ization of National Industrial Clusters in China: 
Estimation from Online Industrial Be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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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ized industrial cluster is the new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This study estimates the extent of 
digitalization of national industrial clusters in China, by using spatial statistics, visualization techniques, and cluster-belt matching, with data on 
clusters promot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lization Technology, and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n-line industrial belts (2021) developed by Alibaba Group. The estimation finds that both the national clusters 
and on-line industrial belts co-existed in 72 cities, which account for 91.1 percent of the cities with national clusters; 134 or 84.3 percent of the 
159 national clusters are co-located in the same city with on-line belts, both of which have identical or similar industries, with 44.7 percent for 
the identical industry group and 39.6 percent for the similar industr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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