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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上，工业化已经成为多数国家经

济现代化发展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在工业化的过程里，相当

部分的原材料和能源物质材料都是由制造业所提供的，工业化

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巨额资产和规模效应也都是由制造业的发展

所累积的。与此同时，推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也是制造业，

它由于强劲持续的竞争能力可以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

系，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吸引外商投资，改善国际收支，提高自

身的知识技术资本和技术创新能力，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动

力。近年来，世界区域经济的竞争也逐渐将重点转向为制造业

的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比拼，制造业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

的主要动力。制造业不仅在满足人民生活需求，促进研发和技

术进步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大力

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进步。而制造业的研发和技术

创新的重要性无论对国家还是行业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技术进步在制造业中的发展，工艺的革新，生产效率的提

高都会不断促进产业生产力的提升。由此可见，制造业在国家

的经济发展中创造了绝大多数的财富，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

动力。

我国的制造业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

也日益强大，早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制造工厂。制造业在生产规

模、财政收入以及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GDP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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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扩张最快的产业。其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一直不低于

40%，是我国GDP增长的主要来源；制造业提供了我国财政收入

的一半来源；城市人口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在从事制造

业。从九十年代至今，我国的出口贸易已从大量的初级产品发

展成为工业制成品，其比重达到80%以上，外汇收入的70%由制

造业带来。国际竞争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日趋激烈，

研发和技术创新开始被企业乃至国家的发展所重视。我国制造

业的长久发展离不开技术的不断进步，技术进步是我国制造业

持续发展的基础，而企业的研发行为作为带来技术进步的关键

策略性行为，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

技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能使整个社会的经济面貌发生根

本性的改变。无论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还是新材料方面的技

术都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的运行方式。Pahalad 

和 Hamel（1990）曾阐述了企业形成持续的比较优势是企业核

心竞争力建立的关键所在，而这种优势的来源就是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则需要企业的研发行为才能够实现。从九十年代知识

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至今，新的技术创新革命已经

开始，在这期间我们看到以微电子为技术先导的技术创新在计

算机和通信网络等领域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与此同时，

近年来生物技术和新能源材料的发展也需要技术创新的继续推

动和支持。这些行业的发展都凸显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因此

本文将以我国的支柱产业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其企业的

研发行为即其技术的影响对产业市场结构和绩效的影响进行系

统分析。

技术创新理论最早的研究始于Schum Peter（1934）的《经

济发展理论》，他提出的创新理论中把发展定义为执行新生产

的组合，这种新的组合即创新，包括新产品、新特性以及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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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重新组合。强调的是企业家本身在创新中发挥的作用，

即为熊彼特Ⅰ型创新。熊彼特Ⅱ型创新强调的是大型企业在技

术创新中的重要程度，认为垄断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创新的发

生。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在创新的理论下考虑到微观企业的个

体行为和市场结构也是一个重点方面。在阿罗（1962）提出了

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更有利的观点之后，关于市场

结构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了产业组织理论中研究的焦

点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根据行业不同，行业

的制度环境不同，那么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的选择自然

也不尽相同。而关于技术创新对市场结构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又

比较少，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更加有限，因此结合我国制造

业诸多细分行业的具体特点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来分析

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也是对相关领域的一个必要补

充，本文的研究具有延续并深化了产业组织理论中有关企业行

为与市场结构和绩效间关系的研究。

学者们开始注意到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不能只关注数量的

增长，更应该注重质量的改善，其中技术的进步就成为了经济

发展中质量上改善的必经之路。我国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离

不开制造业带来的增长。近年来，我国GDP由过去高速增长逐

渐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发展，与此同时，制造业受到国

际国内多种因素影响，也开始转向制造业的新常态发展模式。

在全国“互联网+”的大好形势下，制造业目前的发展状况可

谓举步维艰。自2015年大力推进两化融合以及颁布“中国制造

2025”以来，世界的目光又再次聚焦在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制

造业过去的发展模式是要素驱动，主要依靠劳动要素和资本要

素驱动。在中国制造业面临人力成本和运营成本的双重压力，

以及国际经济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在产业链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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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低端发展模式，受到高端制造业国家的冲击，不得不进入

新常态的制造业发展模式。面对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提升的压

力，中国制造业在“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纲领下，将向“中

国智造”迈进。伴随着“互联网+”推进的脚步，制造业也将

与其紧密融合，成为“中国智造”的制高点。因此，研发行为

成了“中国智造”道路上的重要节点，技术的进步无疑将成为

推进中国新常态下制造业再创辉煌的基石，是保证我国经济持

久和平稳增长的有效途径。无论对于一个行业还是微观到个体

企业，研发策略的选择都是实现技术进步的必要手段，因此加

强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企业

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保证。本书对我国制造业研发行为带来的技

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和行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的经济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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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业组织理论述评

第一章　产业组织理论述评

第一节　结构—行为—绩效相关研究述评

对制造业研发行为对市场结构和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行研

究，首先要厘清结构—行为—绩效之间的关系，研发行为属于

企业策略性竞争行为的一种。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对结构—行

为—绩效的研究则成为本书研究的基础，因此产业组织理论中

的研究思想及方法都为本书提供了借鉴。

一、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发展

马歇尔最早把组织作为独立于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第四个

生产要素提出来，建立了产业组织的概念，他认为有效的产业

组织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分别是大规模生产和专业化分工。

其中规模经济需要在规模市场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但是规模经

济的实现同时又会导致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现象，这就是存在于

产业组织中的本质矛盾，即规模经济和竞争之间的矛盾，也就

是马歇尔冲突。现代的产业组织理论也就以此为理论基础，更

加突出强调的是产业组织中企业的结构和行为。

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传统的产业组织理

论是以贝恩（1960）为代表的强调企业之间的行为和关系，即

市场结构对行为和绩效的影响的结构主义观点；新产业组织理

论出现在之后的1970年后期，引入了可竞争市场理论、博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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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的分析方法，主要通过整合企业内部和外部关系来考察企

业行为。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哈佛学派的梅森和贝恩提出了现

代产业组织理论的经典SCP范式，即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

场绩效之间的关系，由此建立了完整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随

后出现的芝加哥学派也是以新古典理论为出发点，但是理论观

点和哈佛学派不同，两个学派的争论也深化了产业组织理论的

研究，为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到了八十年

代后期，随着博弈论和可竞争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传统

的SCP范式遭到了批评，从此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从单向转变

为了双向的分析范式，更精确的分析了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动态

关系。

二、基于SCP范式的各学派的主要观点

（一）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

哈佛学派认为许多行业都存在着企业的垄断，企业在

采取策略性行为来排斥其他企业时，具有控制产品价格的能

力，会导致妨碍市场的有效运行，因而需要政府的干预。谢勒

（Scherer，1970）在《产业市场结构与经济绩效》中提出了完

整的SCP范式，哈佛学派更看重的是市场结构对企业行为和市

场绩效的影响，因此被称为结构主义学派。结构主义主要研究

的是市场结构和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经济绩效的衡量。贝

恩的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两点结论：其一是市场集中程度和绩效

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其二是当用进入壁垒来作为市场结

构的度量指标时，发现集中程度和利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

系，并且利润在进入壁垒高的市场结构下高于低进入壁垒的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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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鉴于此，贝恩提出了市场结构的市场行为的决定理论。其

中市场结构主要是强调市场进入壁垒的条件，而市场行为主要

包括产品的价格以及非价格行为。在结构—行为—绩效中，行

业的绩效主要取决于市场中卖方和卖方的市场行为，而卖方和

买方的市场行为又取决于市场结构。贝恩的观点主要强调市场

结构是导致企业行为和行业绩效不同的主要原因，而进入壁垒

是市场结构的决定性因素。

（二）芝加哥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

以芝加哥大学为中心形成的芝加哥学派更加重视的是对

结构—行为—绩效范式的理论分析。它使用竞争性均衡模型，

从长期竞争的效率出发，认为市场可以在长期中达到效率的水

平，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它主要从价格理论的基础假设出发强

调了市场的竞争效率。另外，它提出行业的集中率和市场的范

围有关，高集中率导致了高利润，却会忽略产业发展的长期均

衡问题。它认为能够在长期竞争中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是以最佳

规模生产获取利润，这种规模经济其实是生存技术的结果。这

种高集中率也是生产效率而非资源配置效率表现。从价格的行

为上，它认为大企业在高集中度的行业中尽管受到了竞争压

力，但会将价格制定在一个可以维持的符合效率标准的水平

上。最后还强调了政府制造的政策性进入壁垒是阻碍竞争的主

要原因，政府应该减少干预，让市场发挥其自身的作用。芝加

哥学派强调的是效率标准，因此又被称为效率学派。

（三）新产业组织理论

新产业组织理论的提出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它认

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与市场绩效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它

是以分析企业策略性行为为主要观点的产业组织理论，其主要

观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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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竞争市场理论

通过对企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进入壁垒的分析，

阐述了在存在进入的情况下，潜在进入者可以消除高价格带来

的高利润，即在垄断的市场结构中，新企业仍然存在进入的可

能。

2．博弈论

为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提供了行为分析工具。比如现有企业

阻止进入者进入的动机，以及非价格策略（研发和技术进步）

对市场结构和绩效的影响。

3．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

在通过交易费用的理论讨论了企业规模边界问题的同时，

还通过产权理论讨论了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的所有权配置问

题，对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从此，产业组织研

究不再严格的区分规范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二者开始呈现

出了逐渐融合的趋势。

三、产业组织理论中基于SCP范式的国内外研究述评

（一）国外产业组织理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一直被

学者和经济学家指出在理论和微观基础的方面存在缺陷，并在

SCP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对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修正，发展了新

的产业组织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在认识到传统的SCP范式中单向的静态研究方法阻

碍了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后，学者们开始重视企业行为对市场

结构的反作用，以及市场状况对企业行为和市场结构的影响。

鲍莫尔在可竞争市场理论中认为，在可竞争的市场中，现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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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由于对潜在进入企业的限制而对成本的降低，规模的扩张甚

至是技术上的创新都已经改变了现有的市场结构，并且影响着

市场的运行效率。德姆塞茨提出成本较低的企业会在规模不停

扩大的同时获得高额利润，也就在市场绩效和市场结构之间呈

现出了其反向的作用关系。

其次，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修正了传统的从产业组织

理论中基于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假设。其中，芝加哥学派主张竞

争，反对政府的干预，它认为垄断是暂时的，因此政府的政策

干预是没有必要的；新制度学派则是从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变

迁来分析企业策略性行为的变化以及对市场运行效果的影响；

新奥地利学派提出了竞争是一种长期的动态过程。

第三，新的产业组织理论引进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分

析方法，将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工具有机地融合到了理论研究

当中。

最后，新的产业组织理论也把研究的重点从结构主义向企

业的行为策略过度，即从对市场结构的着重分析转移向对企业

行为的重视上来。索耶尔（1985）在《产业和企业经济学》的

修订中第一次以企业为中心开展了研究和分析，他认为行业是

不确定的，但企业才是实在的经济单位，市场结构反映的其实

就是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产业组织理论由结构主义转向企业

注意，还与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的进展有着

密切的关联。

（二）国内产业组织理论

我国的产业组织理论起步较晚，但近几十年来，我国对

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与此同时无论从研究

方法还是体系上都沿袭了西方国家的模式，没有结合我国产业

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因此仍需加大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力



中国制造业研发行为对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的交互作用机制研究

·006·

度。国内关于产业组织理论的论著很多，但是多数是侧重于对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介绍，侧重我国国情及具体行业应用分析

的，尤其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业组织研究较

少，综述如下。

我国的产业组织理论起步较晚，产业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分

支学科也从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但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对产

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较快发展，逐渐开始了与国际产业经

济学接轨的相关研究。但与此同时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体系上

都沿袭了西方国家的模式，没有结合我国产业组织发展的实际

情况。因此仍需加大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力度。国内关于产

业组织理论的论著很多，但是多数侧重于对西方产业组织理论

的介绍，侧重我国国情及具体行业应用分析的，尤其是适应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业组织研究较少，现将相关学者

在对国外产业经济学成果借鉴的基础上阐述的具有我国产业组

织理论思想的文献综述如下。

我国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1980—1990年）。在

这段时期内，我国学者刚刚开始对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引进，

经济学家们也试图使用西方学者的理论方法来对我国的产业组

织问题进行研究。最早在1985年清华大学的经济学院和世界银

行经济发展学院编印了第一本《产业经济学》，系统地介绍了

西方的产业组织理论。1988年日本学者的《产业组织论》在我

国第一次翻译出版，全面地介绍了产业组织理论的框架。还有

随后三联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基本产业组织理论都对产业组织的

研究在我国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学者胡汝银在1988年出版的《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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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分析》中，研究了我国特有的经济竞争和垄断形势。

1989年邹东涛和杨秋宝在《经济竞争论》中也研究了我国经济

的竞争模式。随后一些论文的发表也都通过对西方产业组织理

论范式的讨论，对我国的产业组织问题展开了研究。在这个阶

段中，我国的产业经济学领域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还是鲜有

的，对产业组织问题的关注也只是夹杂在其他问题的阐述之

中，并没有产业组织理论的专著形成。

2．第二阶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1991—2000年）。我

国学者对市场结构以及行业的运行绩效问题，市场的集中程度

以及反垄断政策问题的研究开始日趋重视，是在九十年代改革

开放以后开始的，由于市场经济的目标明确，那么垄断和竞争

效率如何就成为我国当时经济发展必须重视的问题，这时有一

些观点比较明晰的研究成果出现。

陈小洪和金忠义于1991年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国外

产业组织状况的专著《企业市场关系分析——产业组织理论及

其应用》。王慧炯和马建堂的《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和《结

构与行为——中国产业组织的初步研究》在1991年和1993年分

别获得了第六届孙冶方经济学奖。1994年国内的第一本产业组

织教材夏大慰的《产业组织学》出版。直到1997年泰勒尔的

《产业组织理论》和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斯的《现代产业组织》

才被翻译出版，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方法才被我国引入产业

经济学的分析中。

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由卖方市场

逐步转向买方市场，很多行业的表现都不理想，多数行业产能

过剩，而且竞争企业数量增多却规模较小，市场结构相当不合

理。因此开始有学者提出扩大企业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才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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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我国的产业集中。当时我国学者对反垄断的观点还趋于一

致，以张维迎为代表的诸多学者表示政府部门的政策垄断和对

公平竞争的限制行为是我国反垄断的主要问题。

我国学者关于产业组织的研究在这个阶段比较多样化，他

们在从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

架上都进行了实证以及案例的分析研究，角度也逐渐从范范的

研究逐渐转向行业的研究上，此时市场进入与退出壁垒和行业

的竞争机制问题也都不断地深入，我国产业组织理论的体系开

始形成。

3．第三阶段

从二○○一年加入WTO至今。我国的产业经济学在引入

了博弈论等分析工具后，对竞争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是传统

的SCP分析框架仍占主导地位。在这个阶段我国学者开始在经

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对特殊行业的市场结构，企业的竞争行为

以及市场绩效之间展开实证性的研究。随着改革的深入，产业

的竞争力问题和反垄断政策的制定问题也都成为学者关注的焦

点。

这是我国产业组织理论从引入西方学者观点到总结国内经

验发展的过程。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数理推导等计量

分析方法来研究我国一些行业的相关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市

场绩效的运行状况。在我国产业升级的背景下，这些产业组织

问题的相关研究都对我国产业现状，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以及

维护产业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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