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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0基于对当代电子信息产品制造技术的理解$运用产业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

在信息产业产业链中的地位1在此基础上$从产业链纵向2横向构成及其动态变化等三个维度上分析了电子

信息产品制造业产业链的特点1希望能对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企业的定位有所参考1
关键词0信息产业,制造业,产业链,电子信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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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泛指包括软件2集成电路2新

型元器件2通信产品2计算机与网络产品2数字视听产

品2电子专用仪器设备和应用电子产品等在内的$以产

品制造为特征的新兴行业1最近几年$我国的电子及通

信产品生产以年平均 9):的增速发展$远远高于同期

全部工业年均增长 #(’%:的速度1其产出和销售总规

模跃居工业各行业之首$占工业比重上升到 -:以上$
行业盈利状况位居前列$成为工业经济的第一支柱1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以军为主转向军民

结合$使部分军工企业率先参与市场竞争,由以彩电为

代表的消费类产品为主转向多元化产品协调发展以及

在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带动下$实现以微电子为基础$通

信2网络产品2计算机为主体的发展等三个重要的发展

阶段$我国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水平进一步缩短了

与国外的差距$并进入一个快速持续发展的新时期1在

这一领域$传统的产业结构正在从单一的制造业转变

为物质生产与知识生产2装备制造与系统集成2硬件制

造与软件制造2工业生产与信息服务相结合的现代电

子信息产业$拉动行业增长的主力从消费类产品转变

为投资类产品1同时$这一领域吸引投资的额度和生产

规模的扩张都大大超出了其他行业$尤其非国有经济

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和作用明显加大$并促进了多种经

济成分同步发展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对外开放的

扩大1此外$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发展不仅为改造传

统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而且还进一步为传

统产业创造了新的细分市场和市场需求1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受到了

普遍的高度重视1就国内的情况来看$各地发展该产业

的势态进入空前高潮$全国有 %(个省市把发展电子信

息产品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重点加以扶持1
应用产业经济学的方法进一步分析电子信息产品

制造业的产业链结构$有助于深入理解其发展规律和

特点$以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形成有利于其持续稳定发

展的发展战略$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际应用价

值的1

一2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产业链结构分析

所谓产业链$是指构成同一产业内所有具有连续

追加价值关系的活动所构成的价值链关系&#/1产业链

构成上的差别$决定着不同产业的组成2产业中企业之

间的关系以及企业的活动规则等方面的差异1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在信息产业中的地位&%/

作为一种社会分工现象$信息产业的出现是产业

结构演进的结果1在传统的三次产业$即农业2工业和

服 务 业 的 经 济 活 动 中$处 处 都 充 满 着 信 息 的 处 理2传

输2获取和使用过程1市场环境下日趋复杂的生产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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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过程导致了信息的细化与膨胀!而对信息的获取的

数量和质量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

键"这些都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进而围

绕信息生产#加工#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全过程形成了

独立于其他传统产业的信息产业"
信息产业的主要产品包括信息处理相关的硬件设

备#公用或专用信息平台$公共信息网络平台或专用信

息 设备%#以及信息平台上围绕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

用提供的服务等三个部分"从它们相互间的供给与需

求关系出发!可以粗分为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公用信

息平台运营以及基于公用信息平台的信息服务业等重

要组成部分!彼此间构成以前向关联为主的关联关系!
如图 &中所示"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中企业的产出为用于信息处

理的硬件设备及服务"它既包括传统的第二次产业$如

硬 件设备生产%!也包括传统的第三次产业$如提供信

息设备服务%"其中!硬件设备包括了用于公用信息平

台 建设的中间产品$设备%!也包括直接面向用户消费

的最终需求型产品"公用’专用信息平台则提供满足一

定误码率要求的传输带宽"信息服务业基于信息平台

进一步提供信息服务!实现信息产业的产业链延伸"
信息产业中上述组成部分之间的前向关联关系!

可以 形 象 地 用(微 软)公 司 所 谓 的(正 螺 旋)’(正 向 循

环)发展模式来加以说明"即一方面通过初期的产品

培养客户!占有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又通过产品不断

的更新换代!进而牢牢地吸引客户并进一步扩大市场

份额"事实上!公用信息平台的传输能力及专用$终端%
信息产品处理能力!取决于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所制

定的标准和制造水平!并进一步限制了信息服务业所

能 提 供 的 信 息 量 和 服 务 质 量 $+,-!+./0123,4

-56175%"当然!信息服务业也会对公用’专用信息平台

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直接或间接推动电子信息产品

制造业的发展"
有理由认为!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处于信息产业

的产业链始端!在以客户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具

有前向关联效应大而后向关联效应小的特点!是信息

产业产业链中的基础产业"

89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产业关系的分析

电 子 信 息 产 品 制 造 业 企 业 之 间 产 业 分 工 层 次 明

晰"从产业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些企业可以根据其所

处的产业链位置或经济活动的不同特点而进一步加以

分类"
以硬件设备生产为主的情况为例!根据其活动特

征及所提供附加价值的区别!可以分解为芯片和元器

件制造 厂 商#整 机 厂 商 与 整 机 厂 商 合 作$实 行 产 品 定

制%的合同制造商!以及以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为主的

分销商"
图 8中 给 出 这 些 厂 商 彼 此 间 一 个 简 化 的 关 联 关

系"可以看出!从产业内部分工和供需关系出发!形成

了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垂直的供需链和横向的协作链

关系"一方面!芯片和元器件制造商#进行品牌运作的

整机制造商以及面向用户的分销商分别作为产业链的

上#中#下游产业!从附加值追加过程中形成了垂直的

供 需 链"另 一 方 面!作 为 整 机 制 造 的 原 设 备 生 产 商

$:;<%!通过电子制 造 业 服 务$;<-%方 式!建 立 了 与

合同制造商$=;<%的横向协作链关系"
在这一产业链关系下!存

在 着 高 端 产 品 和 低 端 产 品 生

产的区别"作为高端产品的生

产!整机厂商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 并 呈 现 出 明 显 的 产 业 一 体

化趋势"整机厂商往往借助于

其 知识产权$>?%!支配着上下游企业并最大限度地谋

取附加价值"另一方面!作为低端产品的生产!作为整

机厂商的行业进入壁垒不高"同时!作为芯片等专业部

件的制造商在规模#技术尚处于领先地位!而渠道运营

商 的 市 场 掌 握 能 力 和 运 作 能 力 则 具 有 很 高 的 附 加 价

值"因此!整机厂商的附加价值最低"这一现象可用宏

基电脑施振荣所提出的著名的(微笑曲线)加以形象说

明@AB!如图 A中所示"这表明在产品标准公开之后!由

于整机生产壁垒不高!所以整机厂商的附加价值不高"
而专业部件则可利用对核心芯片的产权以及规模化生

产而获得较高附加价值"另一方面!分销商仍可以利用

渠道运营的市场掌握能力和运作能力具有很高的附加

价值"至此!整个产品附加价值曲线呈现为向下弯曲的

(微笑曲线)"

二#电 子 信 息 产 品 制 造 业 产 业 链 中

不同企业的特点分析
如前所述!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中的企业分工层

次明确"除上述产业链中横向的分工协作外!产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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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代速度加快形成了边际!低端"产品大量的转移的局

面#这样$以若干具有相关知识产权$掌握核心关键技

术的厂家成为产业的核心#这种情形可用图 %形象地

加以说明#

&’上游芯片(部件及整机生产厂商

这些企业因为掌握核心关键技术而成为主导产业

发展的领导企业#通常它们具有产业的垂直整合能力$
即不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而且掌握核心芯片技术和

整机设计技术$拥有自己销售及售后服务网络$最终的

成品则往往占据极为可观的市场份额$获得最大的附

加价值#这些企业具有典型的技术集约型企业特征$其

产品附加价值高#为了保持其技术上的优势$通常在研

发上投入大量资金$其数量甚至可以达到利润的 )*+
以上#为了降低新产品开发的风险$往往在同一层次的

企业之间结成战略联盟#为了实现产业一体化以进一

步获取高额利润$常常通过并购的方式来形成自己的

优势地位#为了缩短新品上市时间,应对快速变化的市

场需求并降低劳动力成本$也常采用由合同制造商贴

牌制造的方式组成产品生产#这些企业还通过制定和

掌握行业标准而保持其竞争优势#同时由对专利权的

掌握和资本量的要求形成市场进入壁垒#

-’合同制造商

作 为 电 子 信 息 产 品 制 造 业 产

业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同制造

商本身不经营品牌产品$而是通过

为整机厂家提供电子制造服务$参

与产品附加价值的分配#这一方式

可以有效地规避技术研发,广告宣传以及市场销售的

风险.同时$通过和各自 /01 客户之间往往签订了长

期合同并建立了稳定的市场#
一些企业通常具有投资驱动型企业的特征#其典

型的做 法 是$直 接 购 入 /01 公 司 的 制 造,组 装 工 厂$
再将最终产品返销给 /01 厂商#这些企业通常具备

足够大的产能$具有先进的制造工艺$通过进行业务流

程重组,供应链管理等措施$来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低

成本#同时$这些企业还应具备一定的技术实力$可以

消化整机厂商的设计技术并根据特定市场的需要生产

定制产品#根据 /01 厂商对制造体系,生产流程,元

器件供应商选择标准,23管理平台,降 低 库 存 等 多 方

面要求着手提供服务#以服务和质量(成本优势构建进

入壁垒#

)’下游元器件及整机制造商

这些企业通常是通过细分市场$实行差别化产品

战略而获得市场份额#由于足够的知识产权$其边际化

产品的附加价值通常不高#在此情况下$扩大生产规模

并进行多元化生产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出路之一#
对应的产品市场一般进入壁垒不高$因此$企业的

进出障碍小#作为市场驱动型的企业$其生产规模的盲

目扩大可能会引起产品的产能过剩$导致恶性的价格

竞争$并最终造成企业的边缘化以至退出市场#对此$
需要有政府或行业协会加以协调#

另一种可能的企业进入渠道是通过合资或合作转

换角色$从元器件或整机提供逐渐转型为解决方案提

供商或集成商$实现从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型#

三,电 子 信 息 产 品 制 造 业 产 业 链 局

部的动态变革
应当指出$单从上述情况来看$还不足以描述这一

产业与传统产业间的区别#这里的关键在于$从技术周

期来看$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是典型的技术推动型产

业#
作为该产业基础的半导体芯片制造业$存在着所

谓的4摩尔定律5!166789:;<="和4贝尔定律5!>8??9:

;<="@%A#前者认为半导体元件内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

每 &B个月翻一倍.而后者则认为如果保持元件功能不

变$则其将每 &B个月减少为一半#
另一方面$在信息产品应用领域存在着关于网络

的4吉尔德定律5!CD?E879:;<="和4麦特卡尔夫定律5

!18FG<?H89:;<="@%A#前者预言未来 -I年里$主干网的

带宽将每 J个月增加一倍.而后者则指出网络价值同

网 络 客 户 数 量 的 平 方 成 正 比$即 K个 联 结 能 够 创 造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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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效益#
这种上游技术快速发展$下游市场效益非线性扩

张的背景下%使得电子产品制造业产品寿命周期缩短%
在整个产业链上形成了一种创新驱动的竞争机制#对

各个层面的企业来说%都有可能抓住机会%发挥后发优

势%形成有利的竞争优势#正是这样一种局部产业链的

动态变化%形成了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鲜明的产业特

点#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特点%可以引入图 &所示的

产品周期示意图#例如%在产品 ’从 ()到 (’的生命周

期中%有两个关键时间需要及时把握%即新产品 *的上

市时间 (+)和产品 *得到市场接纳并获得超额利润的时

间(,)#为了能适应市场的变化%企业应在从(+)到(,)的时

间段内形成产品 *的规模生产能力#同时%应在 (,)开

始%并在 (,)到 (’之间尽快清完存货#在这一目标下%企

业从提升效能的目的出发%对配套供应商和经销商都

提出更高要求%并由此带来诸如 -./信息流$物流的

改造%以及结构的扁平化等变革#反映到产业链的构成

上%则会促使产业链有缩短的趋势#产业链中的各个环

节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进入障碍就会越小#
另一方面%新推出的产品并非都是成功的产品#在

图示的失败产品情形下%如果从产品上市时间 (+)和开

始进行生产能力的组织时%势必会造成企业的决策失

误%并进而影响其下一轮竞争中的优势#这就要求企业

必须更贴近市场%了解市场的有支付能力的真正需求

以形成正确决断#正是这一特点引起了行业结构的变

化%出现了新型的专业咨询$顾问类型的企业#这势必

导致与前述趋势相反的产业链延伸趋势#
上述两种相反的变化趋势%构成电子信息产品制

造业产业链局部的动态变革#

四$结束语

改革开放 ’0多年来%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得

到了很大的发展%并成为我国工业经济的支柱产业#在

这一背景下%客观地分析该产业产业链结构特点%有助

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其内在的规律或关系%以建立和改

进我们产业或企业发展的战略#
本文首先论述了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在信息产业

产业链中的基础地位%进而从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产

业链纵向$横向的结构%以及该产业链局部的动态变化

特点等三维角度对其进行了系统阐述#可以看出%基于

三个维度的描述能更为准确地说明电子信息产品制造

业的特征#显然%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产品更新换代

极为频繁的形势下%引入对产业链动态变化的分析方

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在对以知识经济为特征

的新经济的产业链分析中%应当有更为全面的视角#
应当指出%限于文章篇幅和作者自身的能力%上述

分析还停留在较为宏观的层面%对从不同角度进行的

产业链分析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彼此间的有机联系#因

而%在深入细分下对企业的微观研究以及对各种关联

作用下产业链的系统分析%一方面可以为有关观点提

供更有力的支持材料1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形成一些有

针对性的建议措施#这将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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