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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自组织理论比较传统中药集散地和现代中药产业集群结构、功能特征，指出传统中

药集散地是前自组织系统，现代中药产业集群是自组织系统，由此阐述从传统中药集散地生成现代中

药产业集群的路径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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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产业是我国传统产业，我国不少地方历史

地形成一些集中药材种植、加工和商贸的集散地，最

著名的有河北安国、安徽亳州、河南禹州和江西樟树

等四大药都。但现在看来，这些中药集散地的中药经

济比较优势并不明显。而以天津天士力为代表的现

代中药产业集群，则显示出良好发展势头，中药经济

实力凸显。传统中药集散地与现代中药产业集群有

何不同？传统中药集散地如何才能发展成现代中药

产业集群？成为当前学术界、产业界思考之问题。

一、自组织理论基本思想

系统科学自组织理论认为，系统演化过程如果

是在一定外界条件作用下主要依靠自身内部要素相

互作用形成的组织结构实现的，该系统即是自组织

系统。一个系统只有在结构方面满足如下 源个条件
才可实现自组织[1]：其一，要素间非线性作用。要素间
作用方式空间表现多种多样，时序表现变化多端，由

此系统形成多种宏观涌现；其二，对外开放。系统界

面是透明的，外部信息通过透明界面输入系统能消

除内部要素非线性作用形成的纷乱，实现系统有序；

其三，远离平衡态。平衡态系统构成要素同构，要素

间作用方式单一、恒定，信息在系统内流动趋停，呈

静态。远离平衡态系统与平衡态系统相反，该系统构

成要素多样，作用方式多端，作用节点网络化，信息

流入多渠道，呈动态；其四，涨落机制。系统在外界环

境作用下，形成一定序的结构，获得一定活力，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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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稳定有序态势；但是外界环境变化是随机的，往

往外界环境的某种改变被系统吸收引起系统内在结

构调整，最后形成一个更有活力的稳定有序态，这个

过程就是系统涨落机制。

自组织系统的特殊结构决定了该类系统的特殊

功能：第一，自我协调。自组织系统面对环境变化能

协调自身要素，优化自身结构，适应环境变化，谋求

共存共进；第二，自我修复。自组织系统能自我剔除

结构中的不适应要素，并不断完善修复受损伤的部

分，保障组织演化的需要；第三，自我增生。自组织系

统能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及自身结构的需要不断创

生新要素，建构新关系；第四，自我引导。自组织系统

能在学习基础上预见环境变化趋势和自我调整方

向，引导自我做出前馈变化。我们可把这 4种功能概
括为自我协调、自我学习和自我创新三点 [员]。

二、传统中药集散地与现代中药产业

集群结构、功能特征比较

员. 传统中药集散地与现代中药产业集群结构特
征比较

依据自组织理论，传统中药集散地还不是自组

织系统，或者说是前自组织系统。首先，传统中药集

散地的组分类型单调，经营实体规模小，经营内容和

方式雷同。同类经营者自我保护，交流甚少；异类经

营者分工有余，合作不足。一些较大的经营实体小而

全，拒绝产业分工，只求万事不求人。传统中药集散

地是一松散的、线性联系的沙滩结构。其次，传统中

药集散地构成要素及要素间联系方式长期保持不

变。诞生于明清时节的老字号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当

时的产品工艺、组织结构、经营方式。在四大药都，个

体种植、作坊加工、集市贸易、路边贸易、庙会贸易仍

是主要形式。显然，传统产业集散地是一近平衡态结

构。最后，传统中药产业集散地根植于特定区域，形

成特有地域社会网络，这一网络具有较强排它性。四

大药都都以自身优势自居，拒绝吸收外部医药知识

和最新技术，外界环境变化对其影响不大，直到今天

中药提取物和中成药仍是四大药都短板。传统中药

集散地有着内敛封闭性结构。

现代中药产业集群是基于自组织理论提出的一

种新型中药产业组织，它与传统中药集散地相似之

处是中药产业及相关经营实体在某一地理区域聚

集。但本质上它是一个具有全新结构的自组织系统。

现代中药产业集群构成实体多样、数量巨大、作用复

杂、结点密集、变化多端，成复杂立体网状结构。在这

个网络结构中，纵向有中药农业、中药工业、中药商

业、中医药知识产业、管理知识产业和健康服务业 [圆]；
横向每种产业都有一个很长链条，链条上又有诸多

链节，任何一个链节都可容纳诸多经营实体。譬如中

药工业有中药提取、饮片加工、中成药制造、制药设

备制造、药品储存包装材料生产、中药衍生品生产等

等。一个地理区域，数以千计异类和同类实体的存

在，其间的竞合作用自发促成这一复杂网络。现代中

药产业集群是一不断生成、变化多端的远平衡态系

统。在集群内部，各类成员靠近，各类资源流动频繁，

新观念、新技术不断涌现。成员间竞争激烈，倒闭、兼

并时有发生。成员间自发结盟，合资、合营，分包、联

盟，委托、贴牌等等，新生形式层出不穷。总之，现代

中药产业集群一直处在动态变化中。现代中药产业

集群的动态、网状结构特征建立在它的对外开放基

础上。现代中药产业有自己的产业范围，但是这一范

围不是固定的。现代科学知识、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

以及政府政策的变化都对现代中药产业丰富的网状

接点产生影响，从而不断放大，构成对整体结构的调

整。现代中药产业集群中大量外界终端接口的存在

形成它的天然开放态势，见表 1。
圆援 传统中药集散地与现代中药产业集群功能特

征比较

由于传统中药集散地沙滩式的结构，尽管在集

散地拥有大量经营实体，但缺乏有效分工合作，整体

协调功能不够。从成本角度分析，由于集散地集市规

模的存在，交易成本有所降低，而个体经营，缺乏协

作，却使生产成本、研发成本大大提高。同时，封闭保

守、信息不畅也使中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时常出现

贵重药材以草芥出售现象。

在传统中药集散地，大量生产、经营者的生产、

经营活动独立进行，不论同类药材生产、经营者还是

产业链上下环节的生产、经营者缺乏交流学习，一种

技艺的传授有传子不传女的习俗。集散地共有的传

传统中药集散地 前自组织 线形联系 内敛封闭 近平衡态

现代中药产业集群 自组织 非线形联系 外向开放 远平衡态

项目

类型
组织形式 内部关系 外部关系 时序联系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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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药集
散地

协调能力低：
资源利用低，
生产、研发成
本高、交易成
本低。

学习能力弱：
有一定内部
学习能力，外
部学习能力
弱。

创新能力低：
集散地有量
的增生，竞争
力差，能延
存。

现代中药产
业集群

协调能力强：
资源利用专
且高，交易、
研发和生产
成本低。

学习能力强：
有极强的向
内向外学习
能力。

创新能力强：
集群规模扩
大，竞 争力
强，能持续。

项目
类型

协调能力 学习能力 创新能力

表 2

统和技艺常常在某种势力约束下难以扩散。这种保

守的文化传统导致集散地缺乏向外学习能力，致使

外部好的东西不能传入，自身优秀的东西不能传出。

显然，外部交流、学习功能的弱化导致集散地外部影

响力、吸引力不足。四大药都尽管已有近千年历史，

但其影响力也多在方圆几个县市而已。

我国传统中药集散地既缺乏形成创新功能的网

络结构也缺乏形成创新功能的文化氛围。集散地结

构的沙滩化和封闭化使创新信息流动堵塞、创新资

源难以汇聚、创新人才难以脱颖，由此新的产品、新

的工艺、新的制度也就难以生成。缺乏创新不能使集

散地做强和久远，但根植性的封闭文化会使集散地

在一定时段做大和演存。四大药都历经千年时盛时

衰，直到目前还存在着产品单一老化、工艺百年不

变、经营老套过时问题。

现代中药产业集群具有复杂的网络结构，产业

链长，链结密，围绕中药产业的资源要有尽有。各类

研发、生产、经营、服务实体聚集一定地理区域，同行

相互学习，充分交流，互补共生，同时又重视特色，竞

争激烈；不同行业分工细化，密切合作，形成伙伴，信

息共享，资源共用。这一结构的整体协调功能使现代

中药产业集群的中药产业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生产

成本、研发成本和交易成本大大减低，产业竞争力明

显增强。如，广州中药产业集群实行中药种植基地

化，科研、种植户、厂家、商家、金融、保险等密切合

作，实现资源利用集成化，在源头奠定了中药产业高

效良性发展的坚实基础[猿]。
现代中药产业集群是一种外向型结构，学习是

这一结构的基本功能，同时多组分的立体网状结构

也为这一功能的实现奠定了基础。集群成员企业在

制度设置上激励员工开展学习活动。成员企业间因

地理接近、生存所需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成员企

业在向内学习过程中从来不忘记向外学习，即向集

群外的客户、商家、生产者等学习，或者派员到高校、

研究单位进修，外出考察、参加国际会议。集群层面

自发形成的学会、行会不定期举行学术沙龙、学术年

会、人才交流会、商品展览会等活动来增进集群向内

向外的学习活动。现代中药产业集群的学习功能增

强了集群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影响力。

创新是现代中药产业集群的目的性功能，而协

调、学习功能只是实现创新功能的途径和手段。现代

中药产业集群的开放性结构使大量信息不断涌入，

集群企业的超强学习功能加之集群内丰富的创新资

源供给，促成集群内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企业不断

涌现，不论个体企业的创新能力还是整个集群创新

能力都得到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使集群规模不断

扩大，国内国际竞争实力显著提高。如，天士力产业

集群凭借超强的创新功能实现了中药种植、生产和

经营的 GAP、GMP、GEP、GSP，使一个 90年代中期年
生产能力 800万元的中药厂经过 10年发展成为生产
能力近 50亿，集群空间遍及全国的核心企业[源]，见表
2。
三、从传统中药集散地生成现代中药产业集群

改革开发以来，传统中药集散地重新恢复建设，

得到一定程度发展，但本身固有问题在新环境下快

速放大，严重制约着集散地发展。而现实中一些现代

中药产业集群扩展迅速，生机无限。显然，传统中药

集散地只有发展为现代中药产业集群才能摆脱困境

步入良性轨道。传统中药集散地怎样才能成为现代

中药产业集群？

1. 传统中药集散地生成现代中药产业集群的路径

自组织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相对封闭的前自组

织结构在向自组织结构过渡时，来自外部环境的作

用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有一环境外力在对前自组织

进行助力，但是这一外力的作用点、作用大小和作用

方向都必须是适当、适度的，也就是说以形成自组织

为目标。这一外力作用过程实现了他组织和自组织

的握手，成就了前自组织和自组织的中间形态的存

在。这一形态历时可能很长，开始时他组织外力较

强，自组织力较弱，以后自组织力逐步增大，他组织

外力变弱。随着这一过程的延续，自组织结构逐渐形

成、完善。显然，具有前自组织结构特征的传统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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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散地向自组织结构的现代中药产业集群进化，也

要历经这一过程。

从传统中药集散地到现代中药产业集群是生

成，不是建立。生成是立足本来成分，主要依靠自身

力量自然长成，就像一个种子在土壤中长成植株主

要因为自身因素，外界只是诱导而已。传统中药集散

地有成长为现代中药产业集群的基因资源。这些资

源包括地理资源、品牌效应、技艺诀窍、经营套路、价

值理念和文化传统等。这些基因因素在外界适宜环

境作用下，就会被激活促成产业集群。建立往往是撇

开本地因素，更多强调外部因素和外部力量。那么，

促成该过程的他组织外力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

是政府行为，因为不论传统中药集散地还是现代中

药产业集群都是一个社会经济组织，政府对于它的

态度和行为决定了它的命运。历史上，政府对传统中

药集散地往往只讲索取，而不作为，导致它只延喘，

而不能强大。今天，传统中药集散地要升级为现代中

药产业集群，政府必须发挥作用。但政府在这个过程

前期作用力较大，它以自组织系统理念在舆论、政策

和具体实践方面积极参与，系统的他组织效应比较

明显；在这个过程后期随着集散地自组织力的增强，

政府作用力应逐步减弱，在舆论、政策和具体实践方

面开始淡出，让集群自组织效应发挥作用。

圆援 促成传统中药集散地生成现代中药产业集群
策略

传统中药集散地生成现代中药产业集群过程

中，伴随着自组织力的增加过程，集群复杂网络结构

渐渐形成；伴随着他组织力的衰减过程，环境外力参

与力度不断弱化。在这一过程中有三类实体发挥着

作用。第一类是传统中药集散地生产经销者，是基本

主体；第二类是传统中药集散地服务者，是辅助主

体。这两类主体是该过程的自组织力量；第三类是传

统中药集散地政府，它参与该过程但不是主体，而是

政策供给和监督执行者。

（1）基本主体主要发挥作用。
其一，建立学习机制，培育创新活力。集群企业

要形成向内向外学习机制，发现和吸收集群内外先

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改进和创新影响自身发展的

结构和制度因素，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理

念，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良性发

展态势；其二，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企业数量，形成竞

争态势。既要依靠自己力量创办新企业、新工厂，或

裂解新实体，又要打破地域界限，利用各种形式吸引

外地企业来此建厂；其三，延长中药产业链，吸引和

创建产业链不同链结企业，分工合作，避免恶性竞

争。因为一个地区的中药产业链越长，不同链结的企

业越多，该地区的产业生态环境越好，自组织能力越

强。其四，建立企业联盟、校企联盟和银企联盟，创建

龙头企业或核心企业。产业龙头企业或核心企业往

往对该产业链中的其他企业有示范和统领作用，对

该产业的发展政策有较大话语权，是成熟产业集群

不可或缺因素。其五，促成中药农业、工业、商业、知

识产业和服务产业共同参与的复杂网络建设。因为

该网络的丰富节点能快速获取外部信息，并传播、放

大，使集群实现结构调整和功能创新，适应和预见环

境变化。其六，创建和倡导积极向上的集群文化。产

业集群的经济活动根植于特定文化环境中，集群文

化与集群行为互动作用，共生共存。但一个积极向上

的集群文化能使集群生命力旺盛，持续发展，反之则

可能窒息集群发展。

（2）辅助主体主要发挥作用。
第一，积极参与新生企业创建。以技术股、资金

股的形式联合创建中药产业链不同链结企业，尤其

是有高科技含量的高端中药企业。第二，发挥专业优

势，参与各类中药企业的联盟建设，构筑中药产业航

空母舰，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第三，建立中药产业技

术创新网络。中药企业是中药技术创新主体，但是没

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金融机构等参与，

创新难以进行。第四，通过外引内联，创建更多同类

辅助主体和开发新式辅助主体，构建服务网络，形成

竞合机制。第五，创新服务方式和服务渠道，满足中

药产业链延伸、旁生诞生各类企业的发展需要。第

六，成立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行为研究和行业监管，

建立科学规范的行业标准，营造诚信、公正、负责的

中药产业集群服务文化。

（3）政府主要发挥作用。
首先，舆论引导方面：在集散地向集群过度前

期，政府要利用各种媒体大力宣传本地优越的中药

资源以及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并实事求是地告知

集散地中药经营者传统中医药经营方式和文化的弊

端及由此带来的后果，大张旗鼓地宣传现代中药产

业集群的基本知识以及外地创办中药产业集群的经

验和成就。此外，还要宣讲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知

识、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法律知识等。在集散地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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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过度后期，政府要注重宣传集群生成中出现的先

进人物和成功企业、优秀产品和新闻事件，报道集群

初步呈现的竞争优势和良好势头，同时曝光妨碍集

群生成的违纪和违法行为、有悖社会公德和传统道

德行为。通过各种文艺形式宣传一种创新、活力、公

正、守信和负责的集群文化。

其次政策方面：在集散地向集群过度前期，政府

要积极组建现代中药产业集群研究机构，开展理论

研究，出台合适政策。如，制定中药产业集群生成计

划，制定集群区项目选择、基础设施完善和建设政

策，制定中医药传统工艺和名优产品保护和发展政

策，制定保护中药经营者合法利益政策，制定引进新

技术、新企业的优惠财政、税收政策，制定国有中医

药企业股份制改造政策；制定打击制假贩假、欺行霸

市违法政策，等等。在集散地向集群过度后期，政府

要逐渐淡出现代中药产业集群研究机构，引导中医

药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联合成立中药产业集

群理论研究机构，委托开展中药集群生成过程中有

关政策和制度研究，制定本地区中医药产业集群发

展战略，引导制定本地区中药企业的 GAP、GMP、
GEP、GSP，制定集群优秀人才引进政府补贴政策，制
定优秀中医药企业、优秀中医药人才和重大中医药

发明奖励政策，制定集群中医药文化挖掘、整理、保

护、申报、建设和宣传政策等等。

最后在实践参与方面：在集散地向集群过度前

期，政府直接组织调研集散地中药产业资源，对集散

地传统集市贸易进行规划，在调研基础上进行产业

集群新布局，并主导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引导国

有股份中药企业进入集群区。设立政府主导的中药

产业服务性机构，如产权交易中心、新技术交易中

心、产业技术咨询中心等等。在集散地向集群过度后

期，政府逐步退出，使政府主导实体形成独立法人企

业。政府除继续完善和建设集群区的基础设置外，将

引导科研部门、大学在该地区开办科研和教育机构，

进行中医药人才培养。政府承办中医药学术会议、中

医药产品展览会，并组织企业外出招商引资。政府组

建地区传统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引导组建中医药行

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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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organization Based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stributing
Center to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ial Cluster

Liu Jitang, He Lian, Huang Song, Chen Jiannan, Lai Xiaop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mplores the comparison of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distributing centers and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ial clusters on the basis of self-organiza原
tion. It points out that TCM distributing center is a pre-self-organization and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ial
cluster is a self-organization. Thu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developing TCM distributing centers into modern Chi原
nese medicine industrial clusters are introduced.
Keywords: Self-organiz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stributing center,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ial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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