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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矿业供应集群——矿业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张  婷  刘粤湘
（  中国地质 大学 ·北京 100083）

    摘  要：知识型时代的到来使得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好的国家并不一定具备比较优势。产业集群研究

日益凸现出其在矿业可持续发展的杠杆作用。本文分析了在南非引人供应集群的可行性，并通过对南非

供应集群的构成分析，总结影响南非矿业集群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得出其对我国矿业发展的可借鉴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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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 AFRlCAN MINERALS INPUTS CLUSTER  — A

SOLUTION FOR CONTINUOUS DEVELOPMEN IN MINING

    Zhang Ting  Liu Yuexia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lO0083）

    Abstract：As the information age comes，rich or not in natural resource is no longer the only factor in

mining compition.  Reaserch in industry cluster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01e.  This article analysis

the structure of south Afri  can minerals inputs cluster and the crucial factors for their development，  and give

out some useful suggestions for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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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供应集群的内涵和作用

    供应集群，又称 “集群式供应链”，即研究产

业集群和供应链耦合的现象。其涵义为：在集群特

定地域中，存在围绕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价值链不

同环节的诸多研发机构、供应商、制造商、批发商

和零售商等组织，这些组织都以 “供应商一客户”
关系，通过 “信任和承诺”  的非正式松散方式或契

约正式紧密方式进行连接，形成的基于本地一体化

的单链式供应链。

    集群的产生通常是信息流或公司间产品在功能

上的关联而引起的。集群中的企业通过建立共同的

机构来制定一些行业标准，价格一质量一服务来吸引
更多的客户，来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生产者之间

的联合，顾客和竞争者，不论是专业性的互补或是

地理位置上的毗邻，刺激了产供销上的连接或溢

出。这种产供销上的联合提高了生产效率、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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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在公司内部及公 司间产生 了一定 的经济效

益 ，从而推动地区和国家经济的发展。

2  南非矿业采用供应集群的成效

    矿业价值链 由六个层面或阶段组成 ，以勘探开

始 、以最终产品的生产为结束 。产业链中的每个阶

段都可以用来提高 品位和最初有用 组分的经济价

值 。通过采用供应集群 ，对各个层面所需要的主要

产品 、消费品和服务的研究 ，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

高。各个部类的公 司在不 同的活动 中联系在一起 ，

就构成 了一个供应集群 。一些是高科技公司，一些

提供低附加值的消费品  （耗材 ）  ，  一些公司为当地

消费装配产品 ，一些为 国际主顾建设复杂的石油加

工厂。

    在南非采用供应集群至少有 4个好处：①对供

应集群的研究可以增 强依赖其供应的下游产业的竞

争力。输入使得生产力增强 、使得原先只有在新技

术处理条件下才能实现的新商品和服务项 目成为可

能。②供应集群使得集群本身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有

实力的竞争者们产出、就业 、技术和对外交流所得

的重要部分 。③制造业部门与传统行业相比也显示

出更大的可效仿性。南非除非有产品生产上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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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否则南非很难赶上其他国家的水平。④与处

理相关的供应部门和产品的专业开发潜力。这使得

面向技术和服务的商业回报机会得到拓展，从而获

得新的客户和市场，而传统行业则受到限制。

3  南非矿业供应集群的构造与定量分析结果

    以直接供应和非直接供应为区分，南非矿业投

入集群由两个层次的公司组成。

    第 1  系列供应商 （直接供应商）  包括：①技术

与服务提供商：这些公司承担了南非矿业市场上五

千万到 30亿的工程项 目。一些过去比较小的公司

逐渐壮大，相应的其他一些公司的市场份额在逐步

缩减。②初始设备制造商：在一个项目的进行过程

中，矿业公司直接从初始设备制造商那里购买很多

的大型设备 （诸如风扇、压榨机、搅拌机、钻探设

备、熔炉等）  。初始设备制造商通常是高度专业化

的，他们为一个或两个产区提供专业技术和投入，

并提供后续 “整体解决方案”  服务。③消费品投入

提供商：这些公司为矿业公司直接提供产品，通常

是消耗型产品。典型的是炸药、试剂、化学药品、

燃料以及熔融剂等。这些产品的提供逐步进入高度

专业化，价格变得日益昂贵，并且渐渐趋向于以长

期契约的方式提供给矿山企业。④代理商和流通

商：不论从他们的进出口能力或是从为初始设备供

应商提供的服务和份额来看，这些公司在供应链中

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公司在水泵、轴承、运

输零部件等特殊产品供应上起着中介或更大的作

用。在这个群体中，数量庞大的分支机构和个体发

行人都是外资代表。

    第 2  系列供应商 （非直接供应商包括）  ：①专

业的技术和服务提供 商：技术 与服务提供 商和

LSTK公司把工程中的一部分设计、管理和安装环

节外包给专门的工程公司。这些工程公司专攻一两

个方面，诸如电机工程施工、通风工程或环境、尾

料处理。②构成部件的制造商：这些公司提供设备

和加工过程所需的标准构成部件。构件提供商范围

很广，数量也很庞大。他们主要可分为标准零部件

制造商、特殊精细部件制造商及一些特殊的设备构

件厂商。③投入供给商：这些处于第 2  系列的供应

商通常非常容易从矿业公司和供应因素、其他投入

制造的基础投入中退出。加工炸药所需要的化学试

剂或反应物制造商就属于这一类。为贸易商提供钢

铁的制造商同样应该被归为第 2  系列的投入供应

商。

    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所处的供应层次越

低，提供商品和服务投入的公司数量是呈指数级增

长的。例如，第 1  系列中的技术与服务提供商 （公

司）  （诸如 Hatch，Bateman，Read，Swatman和

Voigt）  会从两到三个选好的初始设备制造商 （如

Metso Minerals，  Osborn，  Sandvik，  Boart Long—

year）  中采购获得加工处理过程中所需的主要设备

项目。相应的，这些初始设备制造商也会从众多构

件供应商中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构件。对一知名原料

处理公司的调研显示，大约 2000  人就职于组分公

司，而这些公司都把集成设备或构件生产外包。

4  南非矿业投入集群的构造分析结果

    尽管缺少南非当地所有矿业公司供给情况的数

据，但仍可从资料得到 678个以矿业为主要投资产

业的公司的相关数据。用来描述投入集群的主要指

标包括所有权 （国内或国际）  、规模 （雇员数量）  、

公司成立年限、总部设立的位置、当地分支机构的

数量、公司类型 （在价值链的哪个环节提供投入）  、

交易的种类 （不论是制造商、进 口商、出口商或是

商品和服务的分流者）  。南非矿业集群主要特征见

下表。

5  南非矿业集群中的决定性因素

    支撑芬兰、瑞典、美国等资源型城市产业竞争

力和经济发展成功的因素逐步由资源禀赋的位置决

定的模式转变成了基于知识的增长模式。增长策略

不是依靠对资源 自然禀赋条件好的地方 的持续开

采，而是取决于促进基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出口活动

带来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增长。而这些开发出口

活动往往取决于资源相关开采产业的集群以及商品

和服务供给中附着的知识价值的作用。

    由于一个稳定的整体经济环境在确保集群发展

的经济环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南非的公司

的总体竞争力和专业化能力主要取决于四个相关的

决定因素。①生产中智能性因素的发展 （创造力、

独创性、适应性、技术秘诀）  。“有限的资产得到有

限的应用，无形资产得到无限的应用。”  “由技术研

发和对推动发展的新技术的快速反应能力带来的生

产力增长”。②适当的需求条件。③效率相关和支

持性机构。④动态的公司结构、策略和竞争力。

    为了在南非矿业和矿业投入过程集群中获得竞

争优势，获得由基于资源的增长模式向基于知识的

增长模式转变，南非矿业要对集群的这四个决定因

素进行有成效的实践并获得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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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南非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从 19世纪发现第一例钻石和金矿以来，南非

矿业集群体系向更加复杂和全面发展。这种发展的

最大作用是，主要的商品和服务投入集群的形成。

Hernesniemi  在  1996  年提出了产业集群的产生和

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前提条件，其中包括：时间、

企业家、从业人员、国际范围的消费群体、风险与

合作、供应厂商、灵活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对知识

的不断补充以及民族 自豪感。南非矿业在企业家和

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推动了集群水平的提高和

使得产业化进程不断向前。①国内矿山企业的选址

和工厂的聚集，往往是由离电力价格低廉和交通条

件好的不同集群，在相邻矿体的处理和再加工过程

中形成的。主要矿区往往坐落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和

北部地区。需求和供应链往往是在矿产丰富地区逐

渐形成的小城镇和城市 （如 Kimberley，Johannes—

burg，Rustenburg，  Richards Bay and Witbank  ）.

这些地区的形成是南非矿业演进的永久性遗产。②

矿业的发展最初是由企业家发起推动的，这些企业

家抢着圈地 ，但却在劳动力获得和矿业技术等区域

共同利益的驱使下走 向合作。在与大的国际供给公

司出现竞争时，这些个体和企业家联盟的合作达到

了顶峰 。③与市场的距离将直接影响运输体系的发

展和当地机械设备和服务的供给 。④管理体制一致

性和对矿业 机构组织结构 的需要也起 着重要的作

用 。它们推动了矿业机构的发展 ，而这些矿业机构

正是财政 、积聚和当地产品和服务需求以及研发机

构和大学的来源支持。⑤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主

导作用 。⑥解决人才库储备问题 ，应用知识和技术

手段发展集群。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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