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在新经济时代 ,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 我国对劳动力、土

地、生产资料的需求不断增加 , 这种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的

供求变化必然会导致其成本上升, 这就使我国以往的低成

本优势逐渐弱化。要适应这种新经济环境 , 实现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 就必须在大力强调节能降耗的同时 , 强化传统

优势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 , 并在有条件的地区着力培育高

新技术产业集群。只有深刻把握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竞争

优势 , 才能充分发其优势 , 实现区域经济由依靠低成本集

群向培育创新型集群的转变。

产业集群是介于科层组织和市场组织之间的一种中

间组织形式, 它更强调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而

产业组织理论恰恰是以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为研究

对象的理论, 因此借助产业组织理论 , 从市场结构、市场行

为、市场绩效3个方面分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较为合适。

1 产业组织理论

产业组织的思想起源于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理论

和市场竞争机制的论述 , 在马歇尔与其夫人共著的《产业

经济学》一书中 , 第一次把产业内部的结构定义为产业组

织。1959年贝恩在《产业组织》一书中首次完整而系统地论

述了产业组织的理论体系。

所谓产业组织理论的SCP框架 , 即从市场结构(Market

Structure)、市场行为 (Market Conduct)、市场绩效(Market

Performance)3个方面分析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 ,

揭示企业之间关系变化的规律及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

响 , 即市场供求环境形成市场结构 , 市场结构制约企业的

市场行为 , 而企业的市场行为又决定企业的市场经营绩效

( 此为单向静态的SCP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 , 随着产业

组织理论的发展 , 更多的研究者运用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

的最新研究成果 , 使SCP模式由单向静态的分析范式转变

为双向动态的分析范式。这样, 可以更恰当地借助市场结

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反映出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

2 产业集群理论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 有时简称集群 , 它是大量

相关企业和机构按照一定的经济联系集中在特定的地域

范围 , 形成一个类似生物有机体的产业群落。按照美国哈

佛大学波特教授的观点, 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

(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 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

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 , 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

优势的现象(Porter,1998)[1]。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更加强调科技的作用。它是指在某

个特定的区域内 , 一些具有纵向、横向或互补性联系的高

新技术企业集中在一起 , 在科技中介等相关支持机构的协

同作用下 , 沿科技和产业价值链集结成合作网络 , 通过不

断创新形成科技领域的持续竞争优势 , 并根植于当地的社

会文化环境的集群经济现象[2]。

传统产业集群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两者互为补充 , 既

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主要表现为 : ①传统产业集群是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虽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是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分析

李柏洲, 付 丹

( 哈尔滨工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 以产业组织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为理论基础 , 应用产业组织理论的SCP框架 , 即从市场结构、市场

行为、市场绩效3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 为加速产业结构调整 , 发挥高新技术

产业集群优势 , 实现区域经济由依靠低成本集群向培育创新型集群的转变提供决策支持。

关键词: 产业组织; 高新技术; 产业集群; 集群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 F276.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7348( 2008) 02- 0091- 03

收稿日期 : 2007- 11- 21
基金项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0673014) ; 国家软科学项目(2006GXS2D072); 国防科工委软科学项目( Z05003)

作者简介 : 李柏洲( 1964- ) , 男, 辽宁彰武人 , 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 教授, 博士生导师 , 研究方向为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技

术创新与产业发展 ; 付丹(1978- ), 女 , 黑龙江哈尔滨人 , 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产

业发展。

第25卷 第2期

2008年 2 月

科 技 进 步 与 对 策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Vol.25 No.2

Feb. 2008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8 年

在传统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但却不可能完全替

代传统产业集群。传统产业集群不仅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人才、技术等外部环境条件, 而且

还为其提供完备的辅助工业基础设施和辅助工业系统 , 以

及大量的资金。②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是传统产业集群的先

导。传统产业集群的发展有赖于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创新

成果的吸收。传统产业集群只有融合吸收高新技术, 才能

迅速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 , 也只有获得这种改造和提高之

后 , 才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区别主要表

现为: ①促进集群发展的关键要素不同。前者以物质资源

为基础 ; 后者以科技创新资源为基础 , 对知识的流动性要

求更高 , 最终会推动内生经济增长。②集群中的企业获取

经济效益的方式不同。前者多依靠低成本、大批量生产以

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后者产品的定制化程度更高 ,

多利用技术的多变性和行业本身与信息技术的融合 , 通过

技术垄断获取效益。③对技术创新的依赖程度不同。前者

技术创新的强度和频率较低; 后者对技术创新的依赖程度

极高。④在专业分工的条件下 , 对不同产业和部门协作密

集度的要求不同。前者各要素间协作密集度较低 ; 后者各

要素间协作密集度较高。⑤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同。前

者以技能型劳动力为主 , 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 ; 后者

多以从事研发工作的智能型人才为主 , 属于知识技术密集

型产业集群。

正是由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有其突出的本质特征, 才

能体现出它在竞争中所特有的强劲优势。

3 基于产业组织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

优势分析[3][4]

3.1 市场结构分析( Market Structure Analysis)

市场结构主要反映企业之间及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

交易关系和地位 , 反映市场的竞争与垄断程度。市场结构

一般包括市场份额、市场集中程度、产业壁垒及垄断方式。

( 1) 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地域中 , 往往占有较高的

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产业集群作为一个整体 , 在市场

上占据重要的位置 , 或者是某一制造业的中心 , 或者是某

一产业的价值中心。如美国硅谷的信息业、好莱坞的娱乐

业、印度的班加罗尔IT业 , 它们是世界上相应产业发展的

指向标, 领导着世界潮流。它们无论作为要素投入的买方

力量 , 还是作为制成品或服务的卖方力量 , 在市场竞争中

都是绝对的霸主 , 都具有很强的议价能力 , 获取垄断利润。

( 2)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内外市场环境形成截然不同

的产业壁垒。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部 , 降低了集群内企

业的进入、退出壁垒。首先 , 集群内较好的基础设施、信息

服务、技术工人、市场资源等条件便利了企业的衍生和创

建; 另外 , 由于集群内企业间知识技术的外溢 , 信息技术降

低了企业的成本 , 从而减少了集群内企业的最小有效规

模, 使新企业的进入成为可能。其次集群内企业的退出壁

垒较低, 同一产业中的部分企业退出 , 养老、失业保险等社

会制约因素反映不会太强烈 , 再加上产业集群内为生产提

供服务的金融与咨询等服务业较为配套 , 市场发育相对完

善 , 企业可以通过产权交易或企业并购的形式退出产业。

但对集群外部的其它企业 , 则增加了进入或退出壁

垒。因为现行企业(产业群)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 , 包括绝对

成本优势、产品差异化优势、企业所拥有的隐含经验和学

习能力、消费者对品牌的高度认同以及金融方面的强力支

持等, 足以构成产业进入壁垒。同时 , 集群外的企业退出壁

垒也相对比较高 , 因为现存企业资产转让困难 , 如许多专

用性的资产 , 特别是机械制造、重化工等产业 , 退出的沉没

成本过大 , 使企业难以退出。

( 3)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产品市场结构具有竞争性垄

断特征。所谓竞争性垄断, 就是指在高新技术产业中, 由于

高新技术产品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创新迅速的特征 , 垄断性

和集中度越高 , 市场竞争反而越激烈 , 这就出现了市场竞

争和垄断双双被强化的竞争性垄断现象。这种垄断性特征

源于两个方面: 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对外形成的极高的技

术性市场进入壁垒。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属于技术知识密集

型产业, 有形和无形的技术知识成为主要的投入要素 , 并

且集群内的企业对创新的核心知识、技术及其创新成果都

采取了严格的保密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其它集群而言 , 就

形成了很高的核心技术市场进入壁垒。这就使拥有核心技

术及创新成果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获得了较高的市场控

制能力 , 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垄断 ; ②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

产品具有更高的性价比。由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拥有独占

性的创新产品或创新的生产方法和工艺 , 可使其产品在生

产成本、产品差异化等方面都强于竞争对手 , 最终将对手

排挤出市场, 从而降低了市场的竞争度 , 导致垄断的出现。

3.2 市场行为分析(Market Conduct Analysis)

市场行为是指企业为实现其战略目标 ( 如利润最大

化、更高的市场占有率等) 而采取的适应市场要求不断调

整其对策的行为。主要包括: 企业价格竞争行为与非价格

竞争行为。

( 1)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对外的价格竞争行为———定价

行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定价行为主要表现为掠夺性定

价、个性化差别定价。

掠夺性定价指企业在销售的过程中 , 开始时将价格降

得很低 , 以致把竞争对手逐出市场并吓退潜在进入者 , 然

后再提高产品价格 , 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它是企业通

过承担短期损失来换取长期利益的定价行为。对于具有高

集中度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而言, 特别是当其实行产品差

异化艰难时 , 集群内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往往利用集群的外

部经济性所带来的低成本优势, 采用掠夺性定价来获得行

业利润。

个性化差别定价是以集群产品差异化为前提 , 主要针

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专业化分工更精细、技术市场更新升

级较快等特征 , 促使高新技术企业采取的个性化定价行

为。比如戴尔公司就通过为不同的消费者提供不同配置的

计算机赢得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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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对外的非价格竞争行为———产

品差异化、品牌效应、产品标准化。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产品

的生命周期较短 , 顾客对产品的需求更趋于个性化、多样

化 , 并且对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时间要求越来越高 , 而满足

这些要求是集群外的企业无法单独应对的。高新技术产业

集群内的产品一般具有技术可分性, 这使集群内部企业之

间的劳动分工高度深化。这种技术可分性在降低创办企业

资本要求的同时 , 会吸引众多企业聚集在一起 , 这就为集

群产品的差异化和多样化创造了条件 , 使集群中的企业能

够以较低的调整转换成本和较短的调整转换时间来满足

顾客对产品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除了顾客需求引发的

产品差异化以外 , 由于集群中同类企业的大量聚集 , 使得

顾客更方便地了解产品的性价比 , 这无形中加大了集群中

企业的生存压力 , 也就迫使企业主动对产品和技术进行创

新, 最终也会实现集群中产品的差异化。另外 , 由于消费者

对某种高新技术产品表现出强烈的偏好 , 这就迫使外部进

入者要耗费更多的资金来克服由此产生的进入壁垒。差异

化程度越高 , 进入时所遇到的这种壁垒越严重 , 集群产品

对市场的占有率就越稳定。

在品牌效应方面 , 大部分高新技术企业 , 尤其是中小

型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命周期较短 , 资金有限 , 在品牌宣传、

市场推广上的投资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因而单个品牌的

知名度就相当有限。而利用集群的群体效应 , 就容易形成

“区位品牌”。而且“区位品牌”优势一旦形成 , 其它地区和

大企业很难在短期内成功地效仿。

在产品标准化方面 , 只有生产标准技术 ( 原创性或基

本创新的科学技术) 的创新劳动才可能获得最大化的创新

收益 , 因为标准技术的市场含义就是垄断性市场 , 标准技

术的经济含义就是垄断性创新收益。对高新技术产业而

言 , 成为第一还远远不够 , 重要的是形成一套行业标准让

别人去遵守 , 这样才能成为市场的主导者。

3.3 市场绩效分析(Market Per formance Analysis)

市场绩效是指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 , 通过一定的市场

行为 , 实现一定的市场效果 , 主要表现在市场配置效率、技

术进步、产业规模结构效率(规模经济的实现程度)、企业经

营和内部组织的效率(企业的内部资源配置)等方面。

( 1)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在利用外部经济性实现利益最

大化的同时 , 巧妙地解决了垄断和竞争之间的矛盾。垄断

性体现为集群的群体优势在某一行业中表现出来的垄断

优势 , 而竞争性体现在集群中企业间横向、纵向的市场竞

争。如企业间在生产成本、产品质量、产品差异化等方面的

竞争。而这种竞争又恰好构成了促进集群发展的内在动

力, 两者相辅相成。

( 2)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更有助于激发“创新主体”的活

力。虽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核心技术受到主导企业很高

的保密和知识产权保护 , 但是 , 集群中的企业还是会通过

它们长久以来基于相似的产业文化、地理接近等因素建立

的社会网络, 将重大的技术突破、更先进的创新技术、管理

机制等隐含经验类知识进行传递和扩散 , 使集群中的企业

通过这种快速学习和模仿实现自身的更新和升级 , 而企业

自身能力的提高必将促进集群创新环境的改善。这就为集

群中的企业与集群的创新环境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机

制, 为实现两者的共同发展奠定了基础。

4 结束语

本文认为 ,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和

市场集中度; 在集群内部 , 降低了集群内企业的进入、退出

壁垒 , 并呈现出较强的竞争性垄断特征。高新技术产业集

群的价格竞争行为以掠夺性定价、个性化差别定价为代

表, 同时在产品差异化、品牌效应、标准化方面体现出更强

的非价格优势。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效益大于联合前各个

成员企业的个别效益之和 , 实现了“1+1 >2”的协同效应 ,

同时更有助于集群内部企业和集群的创新环境之间建立

良好的互动机制 , 实现集群与创新环境共同发展这一双赢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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