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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印刷工業》2011年第2期
■ 文：于慧敏

民間印刷集群之

印
刷業「十二五」發展規劃思路提出「建立

和完善國家印刷示範基地」，為愈演愈烈

的印刷產業基地建設加了把火。近年來，政府

興辦 、協會共建，各種形式的印刷基地 、產業

園區陸續建立，以基地建設為載體的印刷集群

發展至高潮。「2010年10月11日，全國首家綠

色創意印刷示範園區正式在上海金山揭牌，開

始進入實質建設階段，規劃面積達245公頃」，

「泉州：加大資金投資力度，加快培育印刷產業

集群，擬在『十二五』期間建成二至三個印刷基

地」，「瀋陽：將胡台新城建設成為國家東北包

裝印刷產業基地，構建印刷產業供應鏈緊密結

合的綜合產業集群」……

在大眾將目光聚焦於這些有政府背景的「印刷

基地」的同時，另有一批「散落」於地方 、較有

特色的「民間印刷集群」相對「被冷落」。相比於

後天的人為加工，這些天然形成的 、「草根」印

刷集群應該更值得關注，它們鮮見於媒體報道，

卻為當地經濟作出了重大貢獻，在相關印刷領

域的歷史進程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本文

將著眼於這些民間印刷集群，解讀它們的成長 、

興衰。 

特色起家 ■
改革開放為中國印刷業迎來發展的「春天」，尤

其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更是其成長的「黃金時

期」。同樣，民間印刷集群也在這股洪流中力爭

上游，刻畫出從無到有 、由弱至強的成長軌跡。

它們不是生在經濟高度發達的大城市，而是落

地於當時知名度不高 、經濟發展水準一般甚至

是落後的市鎮。無錫鵝湖鎮月餅包裝盒印刷 、

江西萍鄉茶葉包裝盒印刷、義烏年畫掛曆印刷、

安徽蒙城簿本印刷，以及廣東庵埠軟包裝印刷

等諸如此類的民間印刷集群的「意外」出現，為

當地經濟打上與眾不同的發展烙印，並孕育了

當地的經濟繁榮。萍鄉市的茶葉包裝裝潢印刷

企業早在20多年前就創下了1.8億元的總產值，

不僅帶動了一方經濟發展，還解決了大量的就

業問題；庵埠鎮印刷包裝工業佔據全鎮工業總

產值的48%，與食品工業共同被譽為當地經濟

的兩大支柱產業。這些「草根出身」又絕對不容

忽視的民間印刷集群，曾走過怎樣的「成長路」？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民間印刷集群

猶如蹣跚起步的嬰兒，深一腳淺一腳地摸索前

行。

這一時期的行業發展與時代背景聯繫更為緊密。

「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復催生了金鄉鎮印刷產業

集群的形成。」蒼南縣印刷包裝協會秘書長陳后

強介紹：「恢復高考後，學校需要印製大量的複

習資料 、校徽 、學生證和飯菜票等，聰明的當

地人就趕去學校定制業務，小規模的印刷基地

就此在金鄉鎮落地形成。」

「偶然性」是這一時期產業發展的明顯印記。「義

烏的挑貨郎拿著彩色畫片及折疊卡片在大街上

一擺，很快便銷售一空。這拉開了年畫經營的

民間印刷集群之民間印刷集群之民間印刷集群之民間印刷集群之
成長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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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幾個人的「無意試水」引發了當地人的

跟風浪潮，這種產業集群的形成多少有些「誤打

誤撞」的意味。與義烏印刷集群的偶然興起不

同，有著「食品之鄉」之稱的庵埠鎮發展成為軟

包裝名鎮則是順勢而為之事。據記載，早在100

多年前，庵埠人就有加工涼果 、醃製瓜菜的手

藝。20世紀80年代初，庵埠鎮的食品加工漸成

規模，一批專為食品企業作配料加工的印刷包

裝企業也隨之出現，它們在這一領域的成功示

範帶動了相關企業的成立，特色印刷集群由此

形成。2006年中國包裝聯合會授予庵埠鎮「中國

印刷包裝第一鎮」的稱號，這對於有著得天獨厚

的資源優勢的庵埠鎮可謂實至名歸。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民間集群「少

年初長成」，在數量、產值及類別上都急劇提升。

這是印刷產業集群的「狂發期」：從1995年到21

世紀初，約五六年的時間，蒙城簿本印刷陡然

大發，生產廠家數量猛增至近百家；80年代初

期，庵埠鎮包裝印刷產值只有4,000萬元，進

入90年代全鎮印刷包裝工業進入全面發展階段，

年產值增至20億元。

「無錫鵝湖鎮利用月餅這具有中國文化內涵的商

品，挖掘月餅包裝商機」，「江西萍鄉利用茶文

化打造茶葉包裝產業」，可見這一時期的印刷集

群形成更顯「理性」，開始從文化資源著手，自

發創造商機。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鼓勵人民大膽嘗試，集

中精力把推動經濟建設，這成為中國經濟的重

要刺激點。「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

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就大膽地試，

大膽地闖。」蒼南縣印刷產業集群的興盛便是這

一背景下的典型代表，以金鄉鎮 、龍港鎮和錢

庫鎮為基地的印刷集群敢闖敢幹，堅持「走遍千

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歷盡

千辛萬苦」的箴言，成為國內印刷業內最早興

起 、名聲最大的民間印刷集群。

21世紀初期至今，民間印刷集群步入「青年期」，

在逐步成熟的同時，滿懷困惑與思慮。一方面

它們實力有所增強，企業數量增多，業務類型

愈加完善，設備得以升級，產值大幅提升，政

府開始對其引導扶持；一方面卻又問題叢生，

集群內部結構不合理，小型企業居多，大而強

的實力企業少之又少，加之市場競爭激烈，生

產成本增加等問題，使集群內部企業處境更加

嚴峻。

值得慶幸的是，面對困難，很多地區進行了積

極探索。鵝湖鎮嘗試組建產業集團，由大中型

■ 20世紀80至90年代，印
刷集群更「理性」地從文化資
源著手，從月餅 、茶葉等具
中國文化內涵的商品中，創
造包裝印刷的商機。

成長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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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企業牽頭，以鬆散聯合的模式，引導小型

企業向專業化 、配套化轉型；蒙城簿本印刷集

群代表企業創辦「青竹林」品牌，借此主打產品

名揚國內；萍鄉茶葉包裝集團面對眾多的「市場

瓜分者」，組織企業抱團發展，抵制「外來衝擊」。

冰火考驗 ■
與帶有政府背景的印刷基地相比，民間印刷集

群的關注度相對較低，政策扶持較少，區位及

資源優勢不足。因此，它們成長中所需接受和

消化的難題就更多。

民間印刷集群草根色彩濃郁，多是由小企業積

聚而成，甚至由小作坊起步，逐步發展成為集

群。比如蒙城簿本印刷基地代表性企業興躍印

刷紙品廠就是由兩間民房起步。

發展初期，規範化問題成為一道檻，將許多企

業擋在門外。一方面企業運營不規範，一方面

相關印刷制度尚未健全，內外部因素致使很多

特色印刷產業遭遇尷尬，在「夾層」中努力尋求

生存空間。以義烏的年畫掛曆印刷產業集群（起

源於義烏河北岸的江北下朱村）為例，初具規模

的印刷集中地帶來經濟增長點的同時，也引來

各方審視，疑問 、猜測和限制接踵而至。「年畫

掛曆屬於文化產品，出版必須獲得書號；承印

企業沒有出版物印刷許可證，無權進行印刷。」

據義烏年畫掛曆印刷領域的某位負責人介紹，

當地的年畫掛曆印刷企業「邊打邊跑」，一路跌

跌撞撞 、躲躲閃閃，最終在文化部門的努力下

才得以「安身立命」，走入正軌。

集群成長的同時，市場也由不完全競爭發展至

完全競爭階段。從「藍海」滑入「紅海」，「優勝劣

汰」法則逼迫各地集群不得不進行更多探索。萍

鄉茶葉包裝印刷的興盛使不少外地企業躍躍欲

試，包括沿海發達地區的一些有實力的包裝印

刷企業紛紛加入競爭行列，分享茶葉包裝印刷

這塊蛋糕。面對嚴峻的競爭形勢，萍鄉印刷人

打響了市場「保衛戰」。不久前，萍鄉兩家大型

包裝裝潢印刷龍頭企業，萍鄉丹陽彩印包裝廠 、

安源包裝有限公司實施強強聯合，做到資源分

享 、風險共擔，由個體優勢變成了綜合優勢。

他們共同投資5,000多萬元引進海德堡設備，不

僅提高了企業的生產能力，還填補了江西包裝

印刷市場缺乏高檔印刷設備的空白，為高品質

生產製作茶葉包裝裝潢印刷產品奠定了基礎。

資金不足是擺在民間印刷集群企業面前的客觀

難題。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呼聲有增無減，而民

間印刷集群又多是由中小型印刷企業積聚而成，

銀行貸款異常困難。加之原材料漲價 、用工費

增加等因素，企業成本猛增，資金壓力再度加

大。「蒙城興躍印刷製品廠掌門人方興躍，由於

資金緊張，把賺到的錢全部投入到興建新廠，

到現在仍捨不得買一輛轎車，近50歲的人往返

工廠與家全靠雙腿。」由此案例，企業的資金短

缺問題可見一斑。

此外，土地資源短缺限制了民間印刷集群企業

的發展和聯合。「蒙城三友紙品廠現在廠地擁擠，

只得在另一地租房暫用。其大批的紙張露天堆

放，存在火災和受潮等安全隱患。」除了土地資

源緊缺這一客觀因素外，個別地方政府「外鬆內

緊」的政策也是造成這種現狀的一大推手。據了

解，為了促進當地招商引資，個別地方政府會

對外來企業實施土地優惠政策（如租金全免或

減免），對當地企業規模擴張卻進行嚴格控制。

■ 民間印刷集群
多是由中小型印
刷企業積聚而成，
資金不足，融資
困難，往往是中
小企的難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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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短視」行為不利於集群內企業間的相互融

合，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集群「做大做強」的發

展道路。

力主沉浮 ■
儘管民間印刷集群在發展過程中問題百出 、困

難叢生，但業內人士在接受調查時仍保持樂觀，

相信「它的未來不是夢」。為此，從各地的實踐

案例中可找到依據。

組建產業集團，加強企業融合。傳統觀念認為，

企業越多，產業集群越大越有實力。實際上，

一味追求數量而企業間「各自為戰」，那麼集群

只會「大而不強」。鵝湖鎮月餅包裝印刷集群在

無錫市錫山區新聞出版管理辦公室和印刷協會

的引導下，嘗試組建產業集群，由大企業牽頭，

以鬆散聯合的模式，引導小型企業向專業化 、

配套化轉型。

加強企業間的配套服務，最大限度地發揮集群

效益。鵝湖月餅包裝印刷集群企業有合理的社

會分工，有專業的金銀卡紙生產企業提供月餅

包裝材料，專業的絲網印刷企業進行包裝盒圖

案及文字印製，專業的外包手提袋製作企業提

供包裝盒配件等，這些企業共同服務於月餅包

裝企業，是必不可少的「配角」。

加強技術改良，提高自動化程度，降低生產成

本；提升工藝水準，注重產品創新，打響品牌戰。

以上一系列探索使得這些民間印刷集群漸成氣

候，「十二五」規劃將打造特色地方印刷產業集

群列入其中，這將其帶入了更加規範化的發展

軌道。部分政府準備施展拳腳，通過打造產業

基地或園區，形成競爭合力和品牌優勢。比如

「江西萍鄉的茶葉包裝產業基地建設已被提上日

程，將依托佔據全國60%的市場基礎，建設嶄

新的萍鄉茶葉包裝裝潢印刷產業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通過建設產業園區或基地

打造『大而強』的印刷集群」為不錯的發展設想，

但各地不能「為建設而建設」，而應該結合實際，

具體分析問題。

例如，溫州龍港的包裝印刷業積累了較好的發

展基礎，出現了像新雅 、富康等大規模的企業，

但溫州土地資源緊張；建立印刷產業園，就可

以解決這些企業的發展用地問題，也便於集中

管理。在這種情況下建設產業園區就是明智之

舉。然而，如果盲目興建，可能會引發諸多問題，

如硬件設施配套不到位，優惠條件與先前承諾

有較大差距，使企業入駐成本提高；在招商引

資上遇到困難，導致土地資源閒置浪費等。所

以，政府還應結合印刷集群的發展現狀進行定

奪，否則只會得不償失。

解讀民間印刷集群30多年間的坎坷歷程，不難

發現它們的頑強鬥志和拼搏勇氣。進入下一階

段時將會呈現何種發展態勢？「十二五」規劃鼓

勵發展地方特色印刷集群，相信已納入政府「提

攜」範圍內的民間印刷集群將會迎來很大的飛

躍。■

■ 溫州龍港積累較好的發展基礎，出現大規模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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