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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竞争力的形成机理与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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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例析了产业竞争力的形成机理，从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生命周期等角度对产业竞争力发展阶

段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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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待征。经济全球

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企业的囚内国

际竟争日益激烈 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

后，更深地融人世界经济的趋势已经无法逆

转，在面临世纪性机遇的同时，也必将受到

外部经济的巨人竞争压力一在这种时代背景

下，探讨产业竞争力的形成机理与发展战

略，成为当前迎接世界经济全球化机遇与挑

战面临的 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性和紧迫性的

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1 产业竞争力的形成机理

    产业竟争力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卜，某

一特定产业具有的开拓市场、占据1))场并获

得利润的能力‘产收竞争力的实质是产、}卜的

比较生产力。所谓比较生产力，是一个企业

(行业或整个下业)能够以比其他竟争对手

更有效的方式持续生产出消费(包括牛产性

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产品，并山此获得满意

的经济收益的综合能力

    产业竞争力是在企业生产经营动态过

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借鉴IX'EF和IMD模型

的合理思路，从产业竟争力来源的系统分析

出发，uJ以提出产业竞争力的形成过程模型

如 卜:

    产业竟争力=竟争力资产x竞争力环

境、竞争力过程

    卜述产业竟争力模型，属于静态的逻辑

模型，它表明产业竞争力是竞争力资产、竟

争力过程和竞争力环境的统 。其中，竟争

力过程是将竞争力资产和竟争力环境转化

为竞争力的过程，包括企业的业务过程和管

埋过程〕竞争力环境是指影响产业竞争力的

外部因素，而竟争力资产则是指产业固有

的，包括企业内部经营要素、生产线、设备及

其它基础设施等;或山产业创造的，如品牌

价值、市场信誉、企业文化等。一般而言，竞

争力资产包括硬资产和软资产两大类。伴随

着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时代的来临，智力对

于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突出，在企业发

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企业的竞争

优势将依赖于它们的智力资本— 知识、经

济、技能等“软”资本，而不再是它们的I房、

设备等“硬”资产。随着这种竞争核心的转

变，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明确认识到，智力

资本是保证其竞争地位的基本要索，对其应

进行系统的管理

    幕于卜述理解.我们对产业竟争力的形

成机理有如下认识:

    川 产收竞争力是竟争力资产、竞争力

环境和竞争力过程的整合统一体.资产、环

境和过程共者缺一小可。

  (2)产'Iv争力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
程，产业竞争力的提高需要不断优化企业的

业务活动过程和管理过程

    (3)产业竞争力资产包括硬资产和软资

产，单纯依赖硬资产的国家、地区或企业可

能富有，但却不具竟争力 硬资产(a乏的国

家、地区或企业，可以通过强化软资产，凭借

高效的转换过程而变得极有竞争力

    (4)竟争力环境的建立和优化是维系产

业竟争力不可忽视的重要方而，特别是对发

展中国家或地区而言

    (5)在竞争力资产和竞争力环境一定的

条件下，通过高效的竟争力过程创造新资产

是提刀产业竟争力的核心。成功的关键在于

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建立核心

能力和待续竟争优势

    (6)产业竟争是可变的，也是可以长期

维持的。通过竞争力资产、竟争力环境和竞

争力过程的组介，某国或某地的特定产业可

以从竞争优势转变为竞争劣势，也可以从竞

争劣势转变为竞争优势，甚至民期保持竞争

优势

2 产业竞争力与经济发展阶段

    产业竟争力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

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一个国家从不发达阶段

向发展阶段，然后向次发达阶段，最后向发

达阶段前进时，竞争力来源的主导囚素也会

有所变化〕

    (1)欠发达阶段 欠发认国家只右有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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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已们缺乏将这些

因素投人生产以增加附加佰的骨理技巧和

技术，缺乏国际竞争力。由于权力 「的经常

变化和其它政治不确定因索.这些国家拥有

相当丰富的白然资源和劳动力 却不能实行

稳定的经济政策

    (2)发展阶段 当 国处干发展阶段早

期时，通过经济增长和建设的政策实现其政

治抱负的政冶家将动员政府机构执行产业

政策，通过建设金融市场和社会基础设施改

善商业环境 自然资源和川利用的劳动力集

中于国营企业，企业从冈外引进生产技术，

在产品销售上也依赖国外市场_这 时期一

国的国际竟争力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囚际

商业环境的变化，包括汀_率和原材料的价格

由于企业仍在建设生产能力，井几面临世界

市场土_的激烈竞争，政Jill,经常将稀有资源分

配给各产业中的极少数企业 这一发展阶段

的大多数产业由 一家或几家企11 k,垄断

    〔3)次发达阶段经历r Y-期的经济发展

后，国家扶植企业所独有的优惠不再增加，商

业环境开始有利于积极的投资 企业家准备

投资、寻求规模经济，如有必要，他们将从海

外筹资 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旧家会利用这

些资源，而处于中等发达阶段的国家会通过

民期介同或直接的资源开发来确保必要投人

的低成本。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后一类国家的

国际竟争力强于前一类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形成国际竞争力主要来源的人力因素包括敢

H风险的企业家 在中等发达阶段，企业耳始

在具原来成功的经营领域的基础上涉足新领

域，这导致r相关及支撑产业的进 步发展

这种联系增强了产业的囚际竟争力

    (4)发达阶段。由才中等发达阶段制造

业产品和企业组织上的革新.相关和支待产

业间的横向和纵向联系进 步加强。这此产

业的产品和劳务与来自发达国家的产品和

劳务 样进人国际I 1i场。11产工艺更为先

进，产品质量得到改善.上下游产业平衡发

展 企业家的作用不象光前那样重要 职业

经理人员和工程师发展企tl}家创立的事业，

并几提iPt效率 与最初成功的产业垂直水平

相关的产业开始具备国际竞争力，而诸如资

金的最优分配、市场保护和补贴等政府昔制

逐渐过时。同来自肖销、产品质量以及销售

眼务的IT,力一样，来白 力增大

了。山于收人水平的 质量及

服务提出 」更严格的要求

3 产业竞争力生命周期

    与任何其它事物一样，每一个产业都有

自己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或者说都有白

己的生命周期 产业生命周期分为形成期、成

长期、成熟期和哀退期 在产业牛命周期的不

同阶段，产业竞争力的主导来源是不同的

    川 形成期 一般来说，当其竞争力的来

源局限于自然资源如丰富的矿藏、广裹而肥

沃的土地刚，该产业处于旱期阶段。尽管这

些资源可以利用 但一些国家因为缺乏管理

知识和技术而不能有效利用这此既有资

源。产业收益是通过生产廉价产品及利用未

加工的资源和非熟练劳动力获得的

    (2)成长期 从形成期发展到成长期，产

业需要愿意全面支持企业的政治家和官

员。政治家和官员创造有利于积极投资的产

业坏境 挑选]1i扶持特定的产dk,，对特定产

业提供行政和余融上的支持、税收优惠、保

险，信息服务和支付担保 政府扶持企业直

至企业能够控制足够的需求或已接近国外

的技术水平。在这一时期，iii场是按照完全

垄断或寡头奖断棋式组织起来的

    (3)成熟期_在产业的成熟阶段.创新在

制造」_艺、产品开发及商业组织方而进行

水平和垂直相关产业间的联系在这 阶段

更为紧密，在上游和卜游领域追求平衡发展

的企业在国际1仃场上保持竞争力 企业家在

鼓励投资的环境中发挥主导作用 这一阶段

将会达到这 点:某一产业的国际竟争力延

伸到水平和垂直相关的产业 政府措施如资

本的最仕分配‘市场保护和补贴变得不合时

宜，国内公司和外国公司在产业内进行激烈

的竟争，这种竞争有利于产品升发和质量上

的改善。

    (4)衰退期。经历了成熟期而不能保持
创新的产业自然而然地进入衰退期。在这

阶段，市场饱和，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要求

很高。如果企业试图满足成熟消费者的需

求，生产成本将会增加，这将导致国际竞争

力的衰落 如果职业管理人员和工程师能够

相互协作，实现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创新，产

业就能够解决这此问题。

事实上已经构成r各la经济增长的主x1h .在

工业化的不同时期，产业竞争力的主导驱动

力来源也有所不同。当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

初期的时候，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产业竞争

优势主要在于决定比较成本的廉价劳动力、

土地以及初级资源。因此，这 时期产业竞

争力发展处于要素驱动阶段。进入工、I以仁中

期，随着生产力发展，生产规模扩大，社会分

工邵化，利用规模经济有了可能，从而推动

了大规模资本的投入，生产规模成为决定比

较成本的重要因素，竞争优势卞要在于规模

收益 这一时期，竞争力的发展处于投资驱

动阶段。在这一阶段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也

是非常重要的，它隐含在大规模资本 (人力

资木和物质资本)的投人之中。进人工业化

后期，第二产业得到充分发展，消费结构随

着人们生活的富裕而演变得复杂化、多样

化，出现J产品的个ht化和小批量化特征，

缩短了产品生命周期，需要不断的、高效的

创新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_这一阶段 竞争

优势在于创新，竞争力的发展进入厂创新驱

动阶段

    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已进人了工、}卜化中

期阶段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

短缺经济时代的结束.我国1_业已完成了数

量赶超的任务，今后主要是依靠体制创新和

技术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人国 区域经济发展不均

衡，工业化程度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在未来

经济的发展中，不能片面迫求产业结构的高

级化。对于一个经济发展相刘落后的区域，

资命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预，有限的资

金只能集中投向确有竟争优势的企业，使其

进人投资驱动阶段，迅速提高竟争力。大多

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则要充分利用廉价要

素投人所产生的竟争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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