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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和苏州台商 PC产业群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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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90年代末以来 , 台商投资兴趣从东莞转移到了苏州地区。基于对几个典型台商的访谈 , 本文分析了东莞

和苏州个人电脑 ( PC) 台商产业群的差异。比较两个产业群 , 发现台商网络根植在当地网络中的程度不

同。 文章指出了东莞在台商采购和人才本地化的薄弱 , 以及政府行为不规范 , 并解释了苏州由于较优的

人力资源和政府行为 , 台商采购和人才本地化较强 , 使其能够吸引和形成根植的台商集群。 这些经验教

训是我国其他外向型区域都需要认真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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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向型加工区域 :

“飞地” 还是 “苗床”?

　　我国大陆 “筑巢引凤” 所形成的外向型加工区

域 , 仅仅是外来企业暂时落脚的 “飞地” , 还是能够

持续发展 , 成为培育当地新企业的 “苗床”? 外来企

业的技术能否转移到当地? 这些都需要认真地进行

研究。 国内外大量的事实证明 , 不仅创立本地的知

识库 , 即创办和发展本地的大学至关重要 , 而且还

需要特别重视本地化的供应商网络在支持本地企业

中的作用 , 这在印度的研究
[1 ]
和美国纽约州的研

究
[2 ]
中已经证明 ; 并要十分重视企业减少新增雇员

成本 ( Recruiting Cost ) , 以及用低成本来获得本地

的人力资本 , 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 [3 ] [4 ]。

本文在对 PC (个人电脑 )产业的台商在大陆集

聚的两个主要区域——东莞和苏州进行实地调查的

基础上 , 对比分析了两地台商 PC产业群在采购和

人才本地化方面的差异 , 指出差异的根源在于台商

能否建立与当地融合的人脉网络 , 而当地是否有规

范的政府行为和良好的劳动力素质 , 直接影响到当

地产业网络的形成 , 从而影响到区域的竞争力。东

莞在采购和人才本地化方面的薄弱 , 以及政府行为

的不规范 , 构成了其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 , 使得台

商的兴趣外移 ;苏州在采购和人才本地化方面较强 ,

以及政府行为的相对规范 , 成为吸引 PC制造业台

商落地生根的重要原因。

二、 台湾电脑业的发展及其

向大陆转移的趋势

　　 20世纪 80年代初 , 台湾厂商抓住了 IBM开放

PC (个人电脑 ) 构架的商机 , 在全球 PC产业高速

增长的阶段 , 利用岛内相对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成

本 , 从显示器、 机箱、 键盘、 扫描仪等电脑外围设

备入手 , 发展面向全球市场的电脑代工生产 , 并逐

步在主机板生产、 集成电路 ( IC) 设计加工等技术

含量更高的环节建立起竞争优势。

80年代末和 90年代初 ,台湾的 PC生产受到产

品价格下跌和本地生产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 , 显示

器、键盘、鼠标等成熟技术产品开始向岛外转移。台

商最初在福建沿海、 珠江三角洲设立工厂 , 形成了

东莞等地的台商集聚区。 借香港自由港的优势 , 这

些工厂成为台湾岛内生产线的延伸 , 进入全球商品

生产链 , 主要产品 80%以上出口。

90年代末 , 台湾 PC厂商过度依赖代工定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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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开始显现。一方面 , PC产品的国际市场增长放

缓和价格下降 , 使得台湾企业为了摊薄成本 , 不得

不追求规模扩张 , 结果又增加了经营风险 ; 另一方

面 , 台商的经营绩效往往受制于国际几大著名厂商

的市场表现。例如台湾第一大 PC厂商宏基公司

50%以上的产能为 IBM贴牌生产 , 当 2000年 IBM

市场调整 ,降低 PC产品的定货时 ,宏基的市场赢利

受到严重影响。因此 , 当国内大陆市场显现了增长

潜力 ,出现了新的商机时 ,台湾主要 PC企业从利用

大陆的成本优势 , 转向开拓大陆本土市场 , 特别是

向建立自有品牌的方向发展
[5 ]
。

与台湾 PC产业的这种战略转移同时 , 在地理

空间上 , 台湾 PC厂商出现了自广东向江苏和上海

转移的新趋势。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 , 尤其是

苏州 , 成为联系海外市场和进军内地市场的一个非

常有利的区位。华硕、 明基、 鸿海等著名台湾厂商

纷纷在上海 -苏州设厂 ,同时带动大量中小协力厂落

户苏州市以及下属的吴江、 昆山等地。其产品线从

桌上电脑及相关外设产品向笔记本电脑、 手机和网

络产品等更先进的技术产品拓展。

三、 本地的产业网络和人脉网络

台湾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力发展出口加工

贸易开始 ,不仅形成了专业化分工合作的产业网络 ,

而且形成了独具东方文化特色的人脉网络 , 即在人

际长期非正式的社会经济交往中所形成的互信与互

助的关系网络。在全球竞争中 , 台湾的本地网络有

利于降低成本 , 提高企业的灵活应变能力 , 构成了

台湾竞争优势的基础。这种人脉网络延伸到海外 ,成

为台湾全球化联系的纽带 , 在引进技术和开拓全球

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台湾 PC产业向大陆转移的同时 , 台商的产

业网络和人脉网络也延伸到大陆。由于上下游企业

之间需要密切合作 ,企业移动成为一种集体行动 ,大

厂往往带动周边协力厂一起迁移。台商这种整体的

网络化植入 , 能否融合到当地产业网络和人脉网络

之中 , 带动本地创新网络的形成是值得关注的问

题 [6 ]。

(一 ) 东莞

东莞电脑及其周边设备制造业在 20世纪 90年

代中期以后迅速发展起来。至 1998年 ,该行业总产

值 503亿元 , 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40% , 其中台资

企业 67. 8亿元 ,占行业的 13. 5%。从事电脑及其周

边设备制造业的企业有 1800多家 ,其中有台资企业

497家 , 占 27. 9%。 东莞生产的一些主要零部件在

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的占有率 , 如软驱的市场占有

率达 30% , 扫描仪和微型马达 20% ,键盘 16% , 主

板 15% 。

东莞的台资 PC企业利用价格低廉的土地和劳

动力 ,产品以外销为主。有的是纯粹的来料加工厂 ,

如微星 ( M SI)设在东莞长安镇制造主板的微峰电子

厂、 石碣镇的台达电子厂等。 这些企业的高级管理

层都是台湾人 , 负责管理东莞厂的生产以及协调莞

台之间的联系。 中级管理人员是大陆人 , 高层负责

培训他们 , 或将其送往外国接受管理培训 , 其中包

括东莞的有知识或有资历的高级人才。 企业研发的

核心人员一般都在台湾总部或美国 , 从内地名牌大

学招聘的少数高材生主要从事质量管理、 品质检测

等生产流程环节。

东莞的台资厂有一些共同特点 [7 ] , 它们几乎都

是台湾厂的外包型协力厂 , 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完

全拷贝台湾厂 , 与台湾总部保持着复杂交织的密切

联系 , 形成了一张弹性化的协力网络。 东莞台商企

业协会在使台商形成凝聚力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然而 , 目前东莞整体上还处在外向型加工区域

发展的初级阶段 , 其投资环境类似出口加工区 , 厂

商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利用当地便宜的人力及

土地资本 , 但并不见得能落地生根。鉴于原有工业

水平相当落后 , 当地的大量中小企业都是改革开放

以后随外资进入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 普遍还处在一

种孤立、 隔绝状态。 高科技台商前往东莞投资 , 多

数是协力外包网络的整体迁移。

在访谈中不难发现 , 东莞台商将大陆工厂视为

纯粹大量生产的基地 , 它们在台湾采购 , 而并非在

大陆直接采购 ; 即使有 , 也只是给台商大陆厂。 例

如 , 主要客户皆为世界有名大公司的台商 A公司 ,

在东莞建立了数条生产线 , 大量生产制造光驱 , 在

台湾新竹科学园区建有研发中心及生产线。 A公司

的关键零组件绝大部分来自台湾、 日本、 韩国 , 或

由当地台商就近供应 , 因此采购处长留在台湾 , 当

地资材部经理也都是台湾派驻人员。根据对 A公司

的访谈 , 在台湾而不在大陆直接采购的原因如下:

首先 , 台商的电子产业订单变化大、 资本密集

度高 , 东莞当地的传统工厂无法满足台商的需求变

化 , 自然无法纳入台商的外包体系中。 东莞虽然有

工厂设立 , 但大多为传统产业的工厂。 一些关键零

组件、 IC、 读写头和马达 , 在东莞几乎都无法设厂 ,

关键技术都掌握在外商手里。 纸箱和五金类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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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当地厂商可以满足需求 , 交货时间短 , 价格

较便宜 , 开始当地化。

其次 , A公司对于当地厂商持有怀疑的态度 ,

认为东莞地区大陆企业的素质无法满足它的要求。

2000年 6月 A公司采购经理在接受访问时说:

“有时你要叫它交货 ,他就会说没问题、没问题 ,

但就是交不出货……” ( 2000年 6月访谈录 )台商找

当地厂商进行合作之后 , 发现两边对于工作内涵的

理解上有所差异 , 或是当地厂商本身的财务状况不

够健全 , 面对台商所开出的远期支票 , 常常会有周

转不灵的情况。 A公司表示 , 即使在量产过程中发

生品质问题 , 台湾协力厂商的工作人员会在海峡两

岸奔波以解决问题 , 但仍然会选择台湾厂商所生产

的质量较优的原料。

第三 , 在台湾而不在大陆直接采购 , 还与厂商

间的社会网络关系有关。 A公司几乎没有采用当地

厂商所生产的产品 , 而选择了成本较高、 但品质相

对稳定的台湾供货商。 它认为 , 采购跟供应之间的

关系不仅是买卖的关系 , 而且是伙伴的关系 , 而在

东莞采购则难以与伙伴建立特殊关系。本来 , 把采

购搬到大陆是为了本地化 , 可以减少后勤成本 , 但

是如果在东莞采购 , 能接近的大概只有在大陆号称

总经理而在台湾是业务处长或协理的人 , 无法跟上

层建立关系 , 因此不能让公司风险降到最低。 如果

在台湾 , 则有很多的灵活性去发挥 , 例如和总经理

打球 , 去建立特殊的关系。 A公司采购经理谈道:

“你看去年 IC (集成电路 )缺得一塌糊涂 , 你找

谁都没有用 ,这个时候如果你跟高层维持一个关系 ,

在短缺的情况下 ,你拿不到一百 ,也能拿到九十。这

样你公司的风险才能降到最低。” ( 2000年 6月访谈

录 )

此外 ,在台湾 ,研发人员常常彼此交流信息 ,在

社会网络中流传着厂商在各领域的名声及相关近

况 , 增加了 A公司与其它厂商的合作机会。

以 A公司为例 ,东莞当地欠缺绵密的本地人与

台商的人际网络 , 有以下三方面的表现:

其一 , 在 A公司的协力厂商网络中 , 除了非关

键零组件——磁铁由当地供货商 D公司生产 , 以及

包装材料由当地大陆厂商供应外 , 其余均由台湾厂

商供应。

其二 , D公司靠着一名台籍经理 ,才能够进入东

莞台商的社交圈 , 并进而获知 A公司的需求 , 毛遂

自荐地向 A公司推销自己的产品 ,发展与 A公司的

合作关系 , 同时也能够了解其他公司对于品质及其

他方面的要求。

其三 , 为了降低人事成本 , A公司也曾十分积

极地培训当地干部 , 召聘过三、 四十名大陆一流大

学的毕业生重点训练 , 可惜两年之后他们分别回去

加入北京或上海地区的外资或台资企业 , 留在东莞

A公司的只有二、 三人。

当地政府的政策也影响了台商是否有永续经营

的心理 ,进一步影响其是否愿意在当地训练人才 ,发

展长期关系网络。套用台商的话 , 就是政府 “规范

不规范” ,如果政府有许多暗盘、后门令台商不胜其

扰 , 则台商永续经营的心理必大打折扣。在苏州的

台商 E公司财务经理接受访谈时说:

“为什么当初没有选东莞 ,是因为东莞的气氛和

我们想的不一样。东莞那边的政府是不规范的……。

我们希望当地的政府是有效的 , 是廉洁的 , 所以当

初选了苏州。” ( 2001年 2月 8日访谈录 )

从以上情况看 , 东莞的发展形态类似于台湾当

初的加工出口区。台商的移入带动了东莞地区的发

展。 但是台商的网络整体移入 , 并没有能够融入本

地网络 ,使得东莞这个较早开发的区域成长减缓 ,出

现了高科技台商的兴趣逐步外移的现象。

(二 ) 苏州

台湾高科技台商的兴趣主要移往的地方是大苏

州地区 , 泛指上海西郊到苏州的区域。 沿着沪宁高

速公路往西 32公里可达昆山 ,再 37公里可达苏州。

苏州市辖区内包括数个经济开发区 , 东有新加坡工

业园区 , 西有苏州新区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 ,南有吴江经济开发区 ,再东则有昆山市北的高

新技术开发区、 市南的出口加工区 , 以及昆山市所

属各镇的经济开发区。由于既有的基础设施和人力

素质的吸引 , 后进的许多台资企业便选择在那里建

立生产据点。

大部分台湾高科技厂商 , 包括 PC以及 Bare-

bone的主要大厂 , 如宏 、 神达、 台达电、 鸿海等

公司 , 还有笔记本电脑的八大厂中最大的几家 , 如

宏 、 英业达、 仁宝以及伦飞等公司 , 已在此一区

域内计划投资 , 另外广达公司将在上海市西郊的松

江投资 , 也在此区域之内。零组件业扫描仪四大厂

明 、 虹光、 全友、 力捷全部到齐 , 电源第一大厂

台达电 , 连接器的第一大厂鸿海 , 鼠标占世界 70%

的罗技 , 印刷电路板最大厂中的敬鹏、金像、 楠梓、

南亚科也在此地投资 , 使得这一区域形成了非常完

整的产业网络。 可以预见 , 三年之后这些公司全部

投产后 , 苏州地区将成为世界电脑硬件生产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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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之一。

从协力外包网络与采购策略来看 , 苏州地区的

E公司光驱厂及 F公司都将采购部整体从台湾迁移

至大陆 , 有计划地在大陆当地寻找合作厂商 , 并以

当地干部为采购负责人 ,以利发展当地的供应网络。

E公司开始前往苏州吴江建厂时 , 曾经带了整

个外包网络几百家台湾协力厂商一同前往设厂 , 将

台湾本地的采购部门整体迁移至当地 , 以便在最短

的时间内建立起在大陆的生产基地。 E公司因此带

动了吴江市的发展。后来 , 当地厂商渐渐能提供零

组件 ,现在已占有将近 30%的比重。E公司表示 ,他

们是有计划地进行本土化工作的 , 希望能够与当地

厂商进行合作 , 将来能够直接在当地采购原物料及

零组件。 E公司财务经理接受访问时说:

“其实我们过来这边设厂就是希望本土化 ,不要

再进口了。这些台商会跟着过来有两个原因 , 第一

个是那时候大陆制造的水平还没达到我们的要求 ,

所以这些厂商就跟着过来。 现在有些国内的厂商水

平可以达到要求 , 但比例还不是很高……我估计现

在真正的内资的 , 提供材料的大概百分之二、 三十

吧。” ( 2001年 2月 13日访谈录 )

访谈的几家苏州地区厂商当中 , 不乏致力于本

土化的工作者。他们采用当地厂商所生产的物料 ,并

提拔当地人成为中高层干部。举例来说 , 上海西郊

F公司生产工厂的主要负责人就是上海人 , 反而台

籍干部在其辖下 , 而苏州 E公司光驱厂的采购负责

人也是当地人。

F公司的生产线设在大陆的深圳、 厦门及上海

等三地。在大陆设厂时 , 用了许多当地人成为 F公

司的管理干部 ,其中以上海厂最为明显。F公司总裁

特别助理在接受访问时说:

“……在深圳及厦门厂都可以从大陆内地招募

人才并加以训练 , 但大多是来自江西、 湖南、广东、

福建的。人才的来源不同 , 在人力素质上便出现差

异。上海这边整体的素质比较好 , 由于浙江、 江苏

等地 , 自古以来便是人文荟萃之地 , 同时也是中国

较早开发的区域之一 , 所提供的人力素质较高。不

仅是工人 , 你一讲他就学会 , 在深圳要花一个星期

教他在这边你花三天教他 , 而且这边的中层管理人

员比深圳要好得多……” ( 2001年 2月 13日访谈

录 )

F公司有两种方式控制人事成本。 首先是基层

劳动力上。上海较之深圳等地优秀的人力 , 可以省

下部分的人事训练成本 ; 其次 , 公司获利的关键是

在上海训练当地人成为管理干部。优秀的管理干部 ,

可以将生产过程分割成不同的部分 , 并且找到不同

条件的人来完成工作 , 因此可以大量节省成本的支

出。另外 , 当地人的薪水较为便宜 , 同样阶层干部 ,

选用当地人比选用外国人便宜。

人才是台商进行本土化的很重要的因素 , 因为

留住人才之后 ,才能够使技术在当地扎根、发芽。因

此 , E公司不断有计划地培养当地人成为干部 , 同

时 ,也有计划地缩减台湾干部的数量。不过 , E公司

的薪水在当地来说并不算高 , 其人才会被其它的外

资企业、台商或当地企业挖去 ,因此正在进行计划 ,

准备让人才能够留在 E公司内。 E公司财务经理接

受访问时说: “我不知道东莞的情况怎么样 , 但是我

知道这边的台商是一定走本土化这条路的。 在这里

设厂也是因为这里的教育水平比较高一点 , 你要永

续经营的话 , 人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一直在培

养 , 有很多的方案要把这边的人给留住。 ……要跟

东莞比的话 , 我不知道要怎么比 , 因为我不知道东

莞的情况。我们公司是总共 6200人 ,台湾干部六七

十个吧 , 比例不算太高 , 而且还有计划要缩减。”

( 2001年 2月 13日访谈录 )

在上海、 苏州等地 , 开发区很多 , 除了台商之

外 , 还有其它外国企业在此设立生产基地。 随着人

员流动至其它外资企业 , 各家厂商逐渐有了非正式

的社会网络 ,原本的人脉及技术也相对地流动过去 ,

形成技术扩散。

四、 讨　论

为什么东莞和苏州两个地区一消一长 , 从两个

地区人际网络的结构以及其对供应商和人才本地化

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苏州地区 ,台商对当地干部的培养十分积极 ,

也致力于当地供货商的寻找 ,通过经理人的训练 ,使

技术能扩散出去。当地干部与当地的人脉关系 , 加

上当地离职干部与原公司的人脉关系 , 渐渐构成一

张台商与当地人的关系网络。 进一步地 , 这个关系

网络为台商与当地供货商搭起了桥 , 而与供应商合

作关系的形成 ,又使这张人际网络更进一步加强、加

密。

反观东莞地区 , 人才和供应商都是外来的 , 本

地网络没有形成。台商曾经对当地干部的培训十分

积极 , 但却未能带来当地人与台商的人脉网络 , 而

供货商又都是台湾带去的 , 高科技产业并未在当地

形成庞大的零组件供应网络。 如今一些东莞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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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的大厂已纷纷有他移计划 ,到其它地方发展。东

莞虽然一度加入了 PC及外围产品的全球商品链

中 , 成为最末端负责量产的一环 , 但是 , 从其人际

网络的发展可以看出高科技产业并未在当地生根。

在大陆激烈的区域竞争中 , 东莞产业升级的机会有

丢失的危险。

在大苏州地区 , 台商之所以会进行本土化 , 首

先是当地的人力素质普遍高于其它地区的人力 , 可

以省下较多的训练时间及成本。 同时 , 台商所训练

的当地干部 , 即使因为某些因素而离职 , 仍有可能

在上海等邻近地区的其它企业任职 , 凭借着过去在

台商的工作经验 , 这些离职员工带着技术以及过去

的人脉 ,可以在上海当地铺出一张人际关系网络 ,使

得企业之间有了信息沟通以及发展合作的通道。

从东莞和苏州两个地区台商的比较可以看出 ,

当地人脉网络是否镶嵌于全球商品链之中 , 对于当

地产业升级和竞争优势具有重要影响。因此 , “筑巢

引凤” 式发展成功的关键 , 在于促使外来企业本地

化和落地生根 , 成为当地新技术和新企业的 “苗

床” , 否则 ,这些外向型区域将仅仅成为外来企业的

“飞地” , 存在着难以持续发展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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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ese PC-related Industrial

Clusters in Suzhou and Dong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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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 ses the regional inequali ty betw een the Taiw anese PC- related indust rial clus-

ters in Dongguan and Suzhou. The two examples show that the ex tent to which the Taiw anese indust rial

netw o rks are embedded to the local netw o rk di ffers. Since the end of 1990s the Taiwanese firms have shif t-

ed thei r interest f rom Dongguan a rea to Suzhou a rea. Based on the surv e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prob-

lems o f w eak lo cal suppliers and recrui ts and the unfix ed behavio r of local g over nments fo r Taiw anese

fi rms in Dongguan. How ever, in the contex t o f the bet ter human resources and local g overnment behav io r

in Suzhou, the paper explains that the local purchasing and recrui ting o f Taiwanese fi rm s have become the

impo rtant cause for Suzhou 's at t racting and fo rming local embedded Taiw anese PC- related clusters. This

is the lesson tha t o ther outw ard- o riented regions of China should lear n f rom.

Key words: Taiwanese fi rms; localization; Dongguan; Suzhou; indust rial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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