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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价值链中我国企业创新与 

市场势力构建的良性互动 
张小蒂 朱 勤 

摘 要：当代国际新分工是以进出口诸方在产品生产的多个环节上混合使用多种要素从而组成全球 

价值链为特征的，由于我国企业普遍缺乏市场势力致使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常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导地 

位，而我方则面临低端锁定、利益扭曲、引进依赖等不利格局。我国企业若能构建、强化市场势力，则可提 

升 自主创新的动力与能力，扭转不利局面。本文从理论上探索了企业创新与市场势力良性互动的机理，进 

而在“环”、“链”、“群”三个层次上就如何构建“良性互动”提出了思路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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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 出 

在市场竞争 日趋激烈的当代，创新对我国企业 

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无需质疑，但现实中的下列问 

题仍亟待探索：为什么许多企业明知创新重要却并 

没有去创新；企业创新能力很强，却仍被市场淘汰； 

企业努力创新、产品不断升级，但还是被价格竞争困 

扰，仍在微利中挣扎；企业有过某次创新，却没有持 

续地创新?我们认为，企业持续创新不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而是需要“市场势力”(Market Power)提供内生的 

动力机制、盈利机制和再投入保障机制，两者具有耦 

合互动的共生关系。多年来我国许多科研机构的研 

发活动均以技术水平为创新导向，注重了技术参数 

和指标的先进性，却忽视了市场需求和经济规律。致 

使大批科技成果技术水平高，但成本更高，达不到产 

业化要求，因此技术成果转化率较低。一项有竞争力 

的技术创新需要洞察市场需求及其变化规律，需要 

把握技术水平与成本间的平衡，需要按用户的意见 

反馈不断改进，才能成熟起来。企业在研发阶段不仅 

有研发风险，还会有市场风险。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在于企业“市场势力”的构建。 

市场势力即企业通过对产品价格的影响与控制 

所体现出的某种市场支配力量，包括企业的经营控 

制、市场渠道控制、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及企业联盟 

等。市场势力可以防止企业创新被迅速模仿及利润 

受损，作为企业创新的利润实现与利益分配的关键 

影响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尤为重要。近年来， 

国际生产分工的形态正发生新变化：当代国际生产 

网络体现的分工是以特定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增值 

链为纽带，由不同国家的企业共同参与，在不同生产 

(经营)环节上形成的分工。这种基于“环节”和“链”等 

层次上诸要素整合后的国际产业分工虽然也能使参 

与其中的我国企业得益，但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 

司通常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拥有某种市场势力)，故 

在利益分配上我国企业一般处于不利地位，且在分 

工上产生了低端“锁定效应”和引进技术的“依赖效 

应”，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自主创新及国际竞争力的 

提升，如何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已成亟待研究的紧迫 

课题 。 

二、相关研究状况与评价 

根据当今全球的技术一分工范式新变革，Hum— 

mels，et a1．(2ooi)提出了垂直专业化分工(Vertical 

Specialization)理论、Gereffi(1999)建立了全球价值链 

fGVC)的分析框架。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提升国际分 

工地位问题，竞争力理论创始人 Poaer(1990)强调“要 

素创造”(Factor Creation)的作用，认为一国的真正竞 

争优势主要依靠那些经过人力和资本投资所创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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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高级要素。但根据中国体制转型中民营经济的 

崛起，民营企业家的涌现似乎并不与资本的前期投 

入高度相关。Humphrey&Schmitz(2001)提出了全球价 

值链中工艺、产品、功能及产业四个层次的转化升级 

模式，但这些升级过程究竟如何发生?他们最后只是 

提出了“供应商能力提高”等并不完全的答案。国内 

学者一直关注我国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 “微笑曲 

线”底端如何向高端攀升的问题。徐冠华(2002)提出 

我国必须调整以跟踪和模仿为主的发展思路，强调 

了产业化后期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张幼文(2oo5)认为 

中国应通过大力培育、购买稀缺要素，实现从廉价劳 

动力优势到稀缺要素优势的转变。吴敬琏(2006 寸中 

国制造业向“微笑曲线”的上下游两端延伸的战略进 

行了相关探讨。但众多的探讨还未形成系统的思路 

和对策。 

本文认为，把握企业创新与市场势力构建的良 

性互动机理，不仅可使社会获得很强的正外部性，而 

且对我国企业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争取更多 

的比较利益和获取某种主导权，具有重要的启示性。 

熊彼特在其动态竞争理论中，将市场势力理解为“防 

止企业创新被迅速模仿和利润受到损害的能力” 

(Schumpeter,1942)。新奥地利学派竞争过程理论强 

调，企业家抓住利润机会的行为理应受到市场势力 

的激励(Kizner,200o)。克拉克的有效竞争理论提出， 

适度的市场势力既是“创新竞争行为”和“模仿反应 

竞争行为”的前提，也是这些竞争行为的结果(Clark， 

1940)。 

通常，对“市场势力”构建的质疑，主要源于对其 

可能引致垄断行为的担心，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基 

于市场势力的创新(或R＆D)具有极强的外部经济性， 

其社会收益率约为私人收益率的3倍(见表 1)。市场 

势力可以促进创新，进而可获取高于私人收益率的 

社会收益率，故其对社会福利“净效应”的影响可以 

是正的。 

近5年来，国外对市场势力的研究较活跃。如 

Sakakibara＆Porter(2001)检验了国内市场势力对海外 

市场创新绩效及出口竞争力的影响；Silvente＆Fran～ 

ciscoRequena(2005)通过经验研究，得出了意大利及 

西班牙的瓷砖业创新持续受益于国际市场势力的结 

论等。国内专门针对市场势力的研究为数不多，部分 

学者已认识到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一定市场 

势力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张小蒂，孙景蔚(2006)提出 

了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应注意对控制权的掌握； 

冯丽、李海舰(2oo3)分析了全球竞争从竞争范式向垄 

断范式过渡的趋势；杨晓玲(2oo5)1X分了垄断势力与 

市场势力，澄清了市场势力与有效竞争的一致性。总 

的来看，国内外现有对企业创新与市场势力之间关 

系及对策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难以对 

中国特有的体制转型和要素禀赋结构条件下的企业 

市场势力构建与创新互动之规律作清晰的揭示；二 

是对于如何扭转我国企业在国际新型分工中的不利 

地位缺乏机理上的深入探讨和对策上的明确分析框 

架。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分析框架与思路。 

三、全球价值链中我国企业创新与市场势力的 

良性互动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中形成了以生产要素流动 

与重组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分工，几乎所有重要产品 

都已迅速演变成“万国”产品，由此产生了明显的成 

表 1 一些研究估计的创新(或 R&D)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 单位：％ 

研究中估计的收益率 序号 作者(年份) 

私人 (8) 社会 (b) 外溢比例(b--a)／b 

1 Na~fi(1993) 2o-3o 50 4O-6O 

2 Mansfield(1977) 25 56 55 

3 Terleekyj(1974) 29 48—78 4 _63 

4 Sveikauskas(1981) 25 5O 5O一86 

5 Coto＆Suzuki(1989) 26 8O 68 

6 Bemstein＆Nadiri(1989) IO一27 II—III 70 

7 Scherer(1982，1984) 29—43 60L_l47 65 

8 Bemsteln＆Nadiri(1991) l5～28 20 IlO 67 

9 Wolff(1997) lO—l3 53 79 

平均 23 65 64 

资料来源：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7)和 Wolff(1997)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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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5--2005年我国外贸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与出口数量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0995--2oo5y计算。 

本竞争优势。这一国际分工中的经济利益分配格局 

会直接影响参与各国企业进行创新的动力与能力， 

而市场势力的拥有状况则是上述利益分配格局如何 

形成的关键。在当前的全球竞争中，来自发达国家的 

跨国公司凭借知识产权控制、市场渠道控制、经营控 

制和建立企业间合作联盟等，形成了较强的国际市 

场势力，从而获取了全球价值链中的高额利润。与之 

形成鲜明对比，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手段单一， 

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力远不如对国内市场，更谈不上 

掌握国际市场上产品的价格制定权。近年来，我国外 

贸出口“增量不增价”、甚至“价跌量增”的矛盾凸显， 

1995--2005年，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数量 

指数上升了 91％，而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却下降了 

23％(如图 1所示)，这正反映出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 

中市场势力的严重缺失。 

为扭转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所面临的上述困 

境，本文认为，建立企业创新与市场势力的良性互动 

机制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企业创新与市场势力之 

间具有这样的良性互动关系：即企业拥有一定的国 

际市场势力，其带来的超额利润及组织资源将极大 

地促进自主创新；而在全球竞争中，市场势力的获得 

又离不开自主创新，整合全球经济要素的创新，能够 

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取得对产品价格的控制力和相 

应的优势地位。事实上，国际竞争中的成功企业正是 

通过不断创新以获得并维持市场势力，并凭借市场 

势力进一步促进创新动力与能力的提升，这一螺旋 

式上升的良性互动机制，正是企业在国际分工中能 

获取较多比较利益的奥秘所在。本文认为，企业创新 

与市场势力的良性互动可主要体现在 “环”、“链”、 

“群”三个层次： 

1，在全球价值链的“环”层次，通过推进制度创 

新，加快企业家要素的培育 

在当今国际新型分工条件下，产品进出口诸方 

以在多个生产“环节”上多种要素的混合使用组成了 

生产经营的“链”，并导致“环节”和“链”的参与诸方 

具有的比较优势可获更为充分的发挥。然而，从产品 

(或产业)的类型深入到产品制造环节中去考察那些 

“密集”使用的要素则会发现，中国技术(资本)密集型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往往是中国劳动力要素的 

比较优势在其中的生产环节(如组装、加工等)起了重 

要作用(张小蒂等，2006)。Amdt&Kierzkowski(2001)!肥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内部各个价值环节在不同地 

域进行空间配置的现象，称之为“片段化”(Fragment)。 

由于我国许多企业目前在“片段化”后的“环节”层次 

上没有真正掌握实际有效的“经营控制权”而缺乏市 

场势力，导致跨国公司凭借其市场势力在利益分配 

上较易获取超额利润(包括运用转移定价方法)，严重 

影响与制约了我国企业的创新投入能力。人们通常 

认为引进 FDI与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会达致“双赢” 

格局，但对“双赢”的结构(如利益分配中的“一九”开， 

还是“五五”开，两者相差甚远)往往注意不够。2004 

年，美国企业在全球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 10，1％，但 

在中国的收益率却高达 19．2％，高出全球平均水平 

9．1个百分点。 

国内外学者，通常以传统经济学的“稀缺性”原 

理为出发点，认为参与“环节”组合要素的国际分工 

合作诸方的利益分配多寡，取决于各自拥有要素的 

相对稀缺程度(张幼文，2005)；波特则把生产要素分 

为初级与高级两类(Porter,1990)，他认为企业要获得 

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凭借高级生产要素。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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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5年浙江、江苏、广东三省在全国各省区部分经济指标中的排序 

企业家 人均 人均可 外资占资本 人均吸纳 人均 人均专利 省区 

丰度 GDP 支配收人 总额之比 外商直接投资 出日 申请受理数 

浙江省 1 1 1 7 3 2 2 

江苏省 2 3 4 1 l 3 3 

广东省 3 2 2 2 2 1 1 

注：这里用平均每 1000人口中拥有的私营企业户数作为估计企业家要素丰度的指标；本表的排序不含港 、澳、台及直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o6)整理。 

表 3 2000—2005年浙江、江苏两省的人均 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江苏省 浙江省 

年份 人均 人均可支配 B，A 人均 人均可支配 D／C 

GDP(A)(元) 收人(B)(元) (％) GDP(C)(元 ) 收入(D)(元 ) (％) 

2O0o l1765 680o 57．80 134l6 9279 69．16 

200l 12882 7375 57．25 147l3 l0雌65 71．13 

2O02 14396 8178 56．81 16978 11716 69．O1 

20o3 16830 9263 55．04 20444 l318o 64．47 

20o4 20223 1O482 51．83 24352 14546 59．73 

2005 24560 12319 50 16 27703 l6294 58．82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2ool--2oo6)整理。 

现有理论，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唯有廉价劳动力 

要素可以参与，由于它相对不稀缺，那么由此产生的 

“利益扭曲”、“低端锁定”及“引进依赖”等难以避免， 

而培育高级要素又需耗时费日和大量投入，似乎只 

有“耐心等待”。 

本文认为，上述理论不仅忽视了当今世界上市 

场结构的不完全竞争特征，而且忽略了“企业家”这 

类特殊要素的重要性及其与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差 

异。企业家要素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方面：企业家是 
一 揽子要素的支配者；企业家是不确定市场条件下 

牟取 “剩余”最大化的主体；企业家具有隐性知识 

(Know—how)为主的知识结构，并不一定需要国家进行 

大量投资(女口改革开放后浙江“草根”式民营经济涌现 

出了大量企业家)；这类要素在市场化之前大多处于 

“隐性”状态，以致在研究要素(通常为“显性”)时一般 

会被“忽略”。笔者认为，企业家这类特殊要素只有通 

过市场检验才能被人们发现，在作为转型经济大国 

的我国，需要适宜的市场化制度环境，方可“显化”。 

因此，企业家要素理所应当成为我国企业在国际要 

素合作“环节”，构建市场势力(尤其是企业实际经营 

控制权)的核心主体。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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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外包 、战略联盟等组织创新手段，实现外部创新 

资源的整合，进行“开放式创新”和“协同创新”，即企 

业家要素潜能的发挥是实现 “要素整合主体重构”、 

强化“环节”市场势力的关键。 

如表 2所示，我国企业家丰度的省区排序与人 

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度正相关，但在人均外商 

投资额排在省区第一位的江苏省，人均可支配收入 

却比企业家丰度排在第一位的浙江省低得多，且这 

两省可支配收入占各自GDP的比重亦呈明显差异 

(女口表3所示)。这表明，在 FDI涌入我国的过程中，作 

为国外一揽子要素支配者的外资企业家在我国经济 

中的作用不容小视。除了正面影响之外，其对我国企 

业家要素的“显化”及潜能的发挥客观上也有着某种 

替代甚至是“屏蔽(或挤出)”的负面影响，这在浙江、 

江苏两省诸多经济指标的比较中已很明显。 

我国许多企业目前在“环节”层次上没有真正掌 

握实际有效的“经营控制权”，是我国企业总体上在 

全球价值链中缺乏市场势力的根本原因。而症结所 

在是企业家要素尚未得到充分“显化”。本文认为，改 

变这种状况的关键是，通过市场化取向的制度改革， 

“显化”企业家要素，进而强化我国企业的“环节”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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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经营控制权强化 

与市场势力形成 

“分工”利益分配格局的矫正 

图2 “环节”层次企业创新与市场势力互动 

企业的盈利增加 ．对市场 

需求的信息掌握更有效、 

更及时 

增强渠道控制型市场势力 

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增加． 

研发的成功率上升：市场目 

标定位更准确 

企业创新的动力与能力上升 

图3 “链”层次企业创新与市场势力的互动 

营控制权，形成市场势力，矫正“分工”利益分配扭曲 

的格局，从而形成创新与市场势力的良性互动f如图 

2所示1。 

2．在全球价值链的“链”层次 ，以下游“渠道控 

制”为突破 

面对当今我国企业在国际生产分工中处于 “微 

笑曲线中间段”低位的不利现实，强化企业 自主创新 

是根本出路。但是若要使企业的创新行为成为可持 

续，则还必须从研发投入到有效产出的整体上来研 

究。我们认为，摆脱“曲线中间段”低位的不利格局不 

能单纯依靠向“曲线上游段”攀升，而更要注重依靠 

市场势力构建向“曲线下游段”努力 ，这反而会通过 

“互动”使上游研发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价值链“下游”的渠道控制对“上游”技术创新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市场需求变 

化的迅速掌握及时修正研发或设计的技术参数，使 

研发或设计与市场需求的变化更加吻合，从而提高 

研发的成功率，降低研发的市场风险，这是实现由生 

产到销售“惊险一跳”的关键。二是“下游”市场势力 

的构建可保障或扩大企业产品的销售量，通过规模 

经济更好地“分摊”“上游”研发或设计的总费用。同 

时，利润源的拓展可有效增加上游研发的再投入。三 

是由于企业内技术创新成果在使用上边际成本接近 

于零 ，故在给定技术创新、产品改进或升级前提下， 

下游渠道的拓宽与控制所致销售量的上升，也即等 

于企业盈利水平与再创新投入的动力和能力获得有 

效提升。 

在“链”层次实现企业创新与市场势力的互动， 

应着重通过市场创新 、组织创新、经营模式创新，增 

强我国企业对国际市场渠道的控制力(包括品牌战略 

的实施)，以缩短与终端市场的距离，消除国际市场的 

“隔层”效应，从而获取国际市场势力。“链”层次企业 

创新与市场势力互动f参见图 3)可概括为：①企业努 

力在国际生产分工的下游构建以销售“渠道控制”为 

核心的市场势力；②企业依靠增加的盈利能力和良 

好的市场信息反馈机制，增大技术创新投入，提高研 

发成功率；③形成企业创新动力提升与市场渠道控 

制力增强的良性互动。 

目前对我国企业而言，向价值链下游拓展以形 

成国际市场势力，有以下三类途径： 

(1)通过建立国际战略联盟，借用海外销售网络。 

国内企业可寻找合适的海外同业企业，建立国际战 

略联盟，借用其海外销售网络拓展 自身品牌，形成海 

外市场势力。一方面，国内企业可利用海外同业期望 

进入中国市场的愿望，与之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在与 

其共享自身国内销售通道的同时，利用对方较成熟 

的国际销售网络推广国内企业品牌，即以 “本土渠 

道”与合作方的“国际渠道”作交换，以某种“抵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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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形成“合作博弈”的基础，通过“激励相容”(In— 

een~．ve Compatibility)形成可持续的“双赢”。如浙江民 

营鞋业企业奥康集团与意大利 GEOX集团于2003 

年开始战略合作，GEOX利用奥康在国内的连锁网 

络拓展国内市场，而奥康则利用 GEOX在全球的68 

个专卖店推广奥康品牌产品。另一方面，有能力的国 

内企业可寻求海外零售商的合作，进入海外中高档 

零售连锁市场。如浙江民营鞋业企业康奈于2005年 

与法国百货连锁集团ADVANCED VI—SION携手，确 

保康奈品牌皮鞋 2005--2010年间进入设立于欧盟 

的200多家中高档商店。同时，康奈还组织散布在全 

球的温州同乡以连锁形式开专卖店，以此来强化“渠 

道控制”。 

(2)有海外经营能力的企业可自建海外营销渠 

道，向价值链下游拓展。企业应充分利用国外的华商 

资源网络，以股权合作形式合作销售网点；或者吸引 

海外华人加盟，运作海外连锁体系。如格力集团自 

1995年开始在海外建立营销渠道，目前，在海外已开 

设了500多家专卖店，自主品牌已进入了英法美等 

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6年资本市场上格力的中报 

显示，其海外市场的销售收入已达 39．84亿元，同比 

增长了76．67％，海外市场势力的增强，极大地提高 

了该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f3)通过并购海外品牌或贸易商，快速拓展海外 

渠道。并购海外品牌，或收购有良好销售网络或通路 

的国外贸易商，可获取国际竞争中构建市场势力的 

时效性，是国内企业快速实现海外渠道控制的重要 

途径。虽然，进行海外并购以获得市场势力是大型跨 

国公司的通行做法，但目前我国部分企业也已具备 

良好的资金实力与成熟的国际运营经验，利用这种 

方式快速获取海外市场资源，可使我国企业在参与 

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得动态适应性和时机上的先 

占性。如2005年，江苏的光明集团收购“罗克”、“威 

尔”等 8个美国流行服装品牌的使用权，云蝠集团收 

购美国SUGAR公司，这些企业通过并购，迅速提高 

了对于美国服装市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3．在全球价值链的企业 “群”层次，着重提升 

“群”的组织化程度 

集群是我国企业参与当今国际新分工的重要方 

式，我国的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企业大多是以集群 

的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之中的。例如，经过 20多年 

· 30· 

的发展，块状经济中的企业集群在浙江工业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绍兴的轻纺、海宁的皮革、嵊州的 

领带、永康的五金、温州的皮鞋、乐清的低压电器、诸 

暨的袜业等，星罗棋布的产业群成为浙江开拓国内 

国际市场的生产基地。集群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弊端 

也开始显现。从近年来浙江集群的新生增量看，大部 

分是原有集群的扩张或扩散，源于新技术新产品的 

新生集群不多，仅 占新生增量的 12．7％和 27．9％。这 

说明集群自主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发展前景不容 

乐观。由于缺少民间性、自律性原则组成的行业协 

会，我国产业集群的内部企业间很难在市场机制之 

外形成合力和互动机制。所以很多集群的创新和学 

习都只是表面模仿的“跟风”和“扎堆”，影响了产业 

集群的成熟和升级。 

集群内企业创新主要面临着以下矛盾：虽然 

“群”内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相对先进的技 

术在企业之间较易外溢(Spillover)，但也应看到，“外 

溢”也可能会对部分企业的创新形成某种负激励。 

“群”内企业“搭便车”的动机甚至有可能使整个企业 

集群的创新陷入某种“囚徒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企 

业即使在前述的“环”的层次上拥有良好的企业家要 

素，在“链”的层次上拥有渠道开拓的能力，但其创新 

的动力仍可能受到削弱。若能在企业“群”层次构建 

以提升群内企业组织化程度为基础的市场势力，则 

可化解企业集群创新动力不足这一障碍。 

实现“群”层次企业创新与市场势力良性互动的 

思路：一是提升企业集群的组织化程度；二是通过降 

低“群”内企业间交易费用，逐步形成激励相容的利 

益机制，从而形成“群”的市场势力强化；三是提升企 

业集群创新的动力与能力，并最终增强“群”内企业 

的国际竞争力，参见图4。 

本文认为，当前我国企业欲促进“群”层次市场 

势力与创新互动可采用以下具体途径：一是鼓励 

“群”内企业互相参股持股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二 

是在相关企业之间建立战略联盟；三是构建有内生 

凝聚力的企业“协会”、“商会”，形成能保障企业间通 

过“重复”博弈实现合作博弈的组织制度框架，从而 

摆脱“囚徒困境”；四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有偿 

转让；五是政府扶持构建企业集群共享的共性技术 

平台等。上述我国企业在“群”层次市场势力构建的 

基础是“群”内企业创新的激励相容和合作博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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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提升企业集群的组织化程度卜-—— “群”内企业间交易费用 下降，负外部性减少，激 ———j．{ “群”的市场势力强化 
励相容的利益机制形成 耷 I 

企业集群创新的动力 

与能力上升 

图4 “群”层次企业创新与市场势力的互动 

需要在理论上将传统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等) 

的涵义拓展到包含企业组织、经营网络、知识产权、 

共享制度等在内的更广层面，从而突破波特有关要 

素分类的理论窠臼，实现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内我国 

企业创新中的“要素整合主体重构”与“要素密集逆 

转”，使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外溢更多地表现为一种 

社会效率，而不是创新动力形成的障碍，这将有利于 

我国企业集群从现有的“国内地域集聚”向“国际价 

值链集聚”(即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方向发展，从 

而获得“双集聚”竞争优势。 

上述分析实际上剖析了支撑当代国际新分工网 

内促进与保障我国企业持续创新的市场势力之三个 

维度，如图5所示。 

四、结论 

本文提出，我国企业若要改变当前国际分工中 

的不利地位，应该通过全球要素整合，实现创新与市 

场势力构建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创新是获得市场势 

力的必备前提，由创新带来的差异化使 

企业获得了对产品价格的控制能力；另 

一 方面，企业拥有较强市场势力所获得 

的超额利润及组织资源将促使创新能力 

的提升。本文之所以注重全球化中我国 

企业市场势力的构建，一是在经济全球 

化中国家的利益并不会消失，在许多场 

合甚至更加不容忽视；二是真实世界中 

的市场结构基本处于非完全竞争状况； 

三是市场势力所致的创新可获取远高于 

私人收益率的社会收益率，故其对社会 

福利影响的“净效应”一般为正。事实上， 

国际竞争中的成功企业，正是通过不断 

地创新以获得并维持市场势力，再凭借 

市场势力进一步促进创新动力与能力的 

提升，这一螺旋式上升的互动演进过程 

正是企业能持续创新的机理所在。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是契约的集合，具有规 

制属性；新古典经济学则认为企业是为了寻求 “剩 

余”而产生的，具有生产属性。我们认为企业的国际 

竞争力取决于持续创新，必须兼顾其生产属性和规 

制属性两个方面。市场势力在今天全球化的国际分 

工中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从规制层面可保障与促 

进企业的自主持续创新。就国内市场而言，2006年我 

国消费品零售额已达7．6万亿元，生产资料销售额已 

达 17．7万亿元，两项相加为 25．3万亿元，市场容量 

已居世界第三。但海外市场的开拓、市场势力的构建 

及其与创新的良性互动尚未引起我国企业的高度关 

注。近年来，外贸出口“价跌量增”伴随的本土企业市 

场势力弱化，和外资“独资化倾向”隐含的外企市场 

势力强化，导致我国在开放经济环境下的企业市场 

势力呈现出“我消彼长”的不利局面，扭转这一局面 

显得迫在眉睫。无论是在“环”层次以强化企业家对 
“

一 揽子要素”经营控制从而矫正利益分配的扭曲现 

我国企业持续创新 

的动力与能力提升 

国际市场势力构建 

“环”层次培育与显化 

企业家要素．强化实际 

有效的经营控制权 

“链”层次注重“下游” 

的市场渠道控制 

“群”层次提升组织化程度以形成 

群内企业激励相容的利益机制 

图5 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企业创新与 

市场势力构建良性互动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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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还是在“链”层次通过渠道控制促进研发(包括设 

计)从而获得“微笑曲线”的“两翼齐飞”，还是在“群” 

层次以提升组织化程度促进企业集群创新动力与能 

力提升，这三个层次的综合将不仅对我国企业以创 

新参与全球化竞争作出更符合实际的解释，更重要 

的是对“如何”自主持续创新作了探索。这方面的深 

入研究可为我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争取获得更 

多比较利益提供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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