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虽然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近30个春秋，但是我国

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的是一条渐进式道路。在计划经济体

制下，企业根本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独立法人。 随着体制改

革的逐步深入，在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自负盈亏的同时，
市场也正在逐步形成。尤其是在1992年我国明确提出要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的高科技市场得到了

快速发展。但是，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
并没有立即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而是首先形成了

条块分割的众多无形的小市场。所谓“条”是指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形成并沿袭下来的企业纵向隶属关系，隶属于同一

部门的企业构成一个完整的产业， 并且存在系统内部的

上、下游关系。为了保护部门利益，存在纵向关系的企业之

间的交易被尽可能以各种方式限制在部门内部，从而形成

纵向链式的“条”市场。所谓“块”是指按行政区划而形成的

地域性，在同一行政区域内的企业多数也隶属于同一级政

府，出于保护地方企业和地方利益的目的，因而具有纵向

关系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交易也会被以各种形式限制在

同一区域内的企业之间，从而形成“块”市场。 总的经济发

展存在严重的地区不平衡，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又

实行财政包干和国税地税分流等改革措施，更加重了我国

市场交易的条块分割。这一政策直接导致了高科技企业从

生产企业、经销商到消费者的纵向产业链。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 在存在全国统一市场的情况

下，很多高科技产业本可以是充分竞争的，但由于我国现

阶段尚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 形成了条块分割的市场，导

致了纵向链的存在。 下面我们建立一个双重加价模型，对

这一纵向链的存在对高科技企业行为、产业结构和社会经

济效益所产生的影响加以分析，并指出它将很容易导致垂

直型高科技企业搜索的形成。

1 模型分析

在一个纵向关系中（见图1），上游高科技企业M1生产

中间产品Z，其生产成本为C，它以价格P1向下游高科技企

业M2出售该中间产品； 下游高科技企业M2以中间产品Z为

投入产品生产最终产品，并以价格P2出售给消费者。

图1 高科技企业的纵向关系

假定：
（1） 生产1单位的最终产品需要1单位的中间产品投

入。
（2）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满足线性函数：D（P2）=

a-p2，这里a>c。
虽然M1，M2处于同一个“条”市场或“块”市场当中，但

作为独立法人，还有企业自身的利益和偏好存在，也就是

说在市场中它们的利益仍是独立的。当面对市场为获得最

大利润时，下游高科技企业M2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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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p2

［（p2－p1）（a-p2）］ （1）

由式（1）解得：

p2=
a＋p1
2 （2）

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为：

q＝a－
a＋p1
2 ＝

a－p1
2 （3）

下游企业M2获得的利润为：

πM2
＝（p2－p1）（a－p2）＝

（a－p1）
2

4 （4）

上游企业M1为获得最大利润需求解:
max
p1

［（p1－c）q］ （5）

求解可得:

p1=
a＋c
2 （6）

将式（6）分别代入式（3）、（4）和（6），得到销售量、M2的

利润和最终产品价格分别为：

q= a－c4 （7）

πM2
＝ （a－c）

2

16 （8）

p2=
3a＋c
2 （9）

上游企业M1的利润为:

πM1
＝（p1－c）q＝

（a－c）
2

8 （10）

这样上下游企业的利润和为:

πC＝πM1
＋πM2

＝ 3（a－c）
2

16 （11）

用宏观经济学中的最终产品法，我们可以得到这一高

科技产业中实现的GDP为:

GDPC＝p2q＝
3a2－2ac－c2

16 （12）

下面考察这个产业存在纵向一体化搜索的情形。即在

上游企业M1和下游企业M2通过一体化搜索重新创建成为

一个高科技企业的情况下， 市场决定的最终产品价格、产

量和企业实现的利润。

当M1和M2通过一体化搜索重新创建成为一个企业时，

中间产品Z从M1到M2就从原先的市场交易转化为企业内部

的物品转移。 一体化企业为获得最大利润，它要求解：

max
p2

［（p2－c）（a-p2）］ （13）

由此可解得此时最终产品的市场价格、销售量和通过

搜索新组建的高科技企业实现的利润分别为

p2′=
a＋c
2 （14）

q′＝a－p2′＝
a－c
2 （15）

πv＝（p2′－c）q′＝
（a－c）

2

4 （16）

同样， 按宏观经济学最终产品法计算该产业实现的

GDP为：

GDPV＝p2′q′＝
a
2
－c

2

4 （17）

首先，我们比较（11）和（16），由于

πV－πC＝
（a－c）

2

4 － 3（a－c）
2

16 ＝ （a－c）
2

16 ≥0 （18）

2 结论

可以看到，通过纵向搜索，企业的利润大于等于搜索

前各企业的利润之和。所以，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企业有

积极性去参与一体化搜索，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体化搜索以

前， 以自己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下游企业M2在作出决策

时，并不考虑上游企业M1的利润增量，因而往往会倾向于

作出对中间产品Z消费水平较低的决策。事实上，下游企业

M2所作出的任何时期对中 间产 品 的 需 求 增 加1单 位 的决

策，都会为上游企业M1带来1个利润增量（p2-c），这就是经

济学中所谓的企业行为的外部性。
定义：在高科技产业中若存在纵向关系的上游企业M1

以成本c生产中间产品Z， 并以价格p1出售给下游企业M2，
下游企业M2以次中间产品作为投入之一生产最终产品，且

以价格p2出售， 则下游企业M2以任何对中间产品Z的需求

增加l单位的决策，都会为上游企业M1带来1个单位(p2-c)的
利润增量，称该产业的纵向关系存在纵向外部性。

根据定义和前面的模型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当产业

中存在纵向关系的企业之间存在纵向外部性时，企业将有

积极性进行纵向一体化搜索，以增加企业利润。 更确切地

说，存在纵向外部性的企业资产收益率低于纵向一体化的

企业资产收益率。
结论：在产业的纵向关系搜索中，对于上下游企业，如

果存在纵向外部性，那么未进行一体化搜索的企业的资产

收益率小于进行一体化搜索企业的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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