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20世纪30年代, 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提出了一个问

题：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为何科

学和工业革命未能在近代中国发生？ 一般认为原因在于中

国的经济土壤未产生自由竞争市场， 导致科技与经济缺少

紧密联系与相互促进的纽带———知识产权制度。然而，20世

纪70年代末，我国已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推进以

“市场换技术、资本带技术”的技术引进和学习方式，80年代

建立了基本符合国际标准的知识产权制度， 依然未发生以

自主创新为核心的科技与经济革命，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

局面并未彻底改变， 以致于我国经济虽保持了20多年的高

速增长，却未能产生国际知名企业。人们公认其原因是我国

企业缺乏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核心竞争力。在此背景下，国家

提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 目的就是要调整科技及经济发展

战略。然而如何实现这个战略，却不全是国家宏观层面的问

题，也涉及企业竞争战略及模式等微观层面的问题。
应该说，关于企业竞争的基本战略在国内外已有不少

研究，其中波特提出的成本领先战略、标歧立异战略、目标

集聚战略是该领域研究的经典。 需要指出的是，相对其它

两种战略而言，目标集聚战略在一个相对狭窄的领域讨论

问题，其最终将进一步具体化为成本领先或标歧立异。 因

此，企业竞争基本战略可归纳为成本领先和标歧立异两种

基本战略 ［1］。 本文以此为前提展开分析。

1 低成本—低价格模式的成功及其可能 存

在的负面效应

一般认为，市场经济通过竞争和优胜劣汰促进企业发

展、产业升级及国家经济进步，价格竞争是市场经济永恒

的主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在于产品的低成本，这也是我

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因此面对国内外市场上外国

企业及产品的竞争， 凭借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优势，以

成本领先战略为基础的“低成本—低价格”模式成为我国

企业的主要发展范式，并由此赢得了一定的产品市场竞争

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用资源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参与

国际竞争，对于经济起飞阶段的我国企业而言，无疑是一

个恰当的选择。 从过去和目前的利益来看，中国制造的出

现是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
然而企业随经济发展而强化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

在优胜优汰机制的压力作用下，被进一步上升为“商场如

战场”和“让利不让市场”的理念和 行 为，进 而与 价 格（低

价）竞争策略相互影响，强化成一个结合体，构成“让利不

让市场—视商场如战场—价格（低价）竞争”的行为链（见

图1）。

图1 “让利不让市场—视商场如战场—价格（低价）竞争”行为链

当我国企业视商场如战场，相互间缺乏合作而只有竞

争并要彻底消灭对手时，“低成本—低价格”模式的易模仿

性及价格（低价）竞争策略具有的市场攻击性，在微观上易

引起竞争对手的强烈反应而导致价格战，从宏观上则易导

致贸易摩擦，从而恶化企业经营环境，使企业陷入恶性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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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并遭受损失。 其具体表现是：国内市场各行业内企业之

间价格战彼伏此起， 企业或凭实力挤压对手谋求优势、滥

用市场支配力量谋取利益，或通过降低产品品质和技术含

量来降低成本以确保在价格战中生存下去，结果是市场竞

争的正常秩序被扰乱，规范的竞争行为受打击，产品技术

含量低，售后服务难以令人满意，企业及行业发展后劲不

足，产业升级和整体良性进步受影响 ［2］。 而在国际市场上，
国内企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面临反倾销、保障措施等多

重阻击。
更为严重的是，没有前提与约束的价格竞争所导致的

利润损失将损害企业自主创新的物质基础，而自主创新不

足反过来又使企业更依赖价格竞争而无法约束之 （见图2
［3］）。 因此，尽管“以低成本进行竞争的能力可以改变世界

贸易格局”，但一个企业（国家）只依靠包括劳动力在内的

资源优势， 并不能维持其在国际贸易中的长久竞争优势
［1］。 试图以所谓的低成本抗拒技术优势的观点，一定意义

上有可能对我国的发展形成危害。

图2 “低成本—低价格”模式有可能导致的“舍本逐末”环路

2 “差异化—非价格” 模式 对 自 主 创 新 的

保护及其相互促进

应该说，企业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

垄断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观点已成为共识。
事实上，当企业普遍推崇以成本领先战略为基础的“低成

本—低价格”模式时，整个产业往往会形成一个低价主导

的竞争环境，只能容忍模仿创新的存在，而在一定意义上

排斥自主创新。 因为企业自主创新需要大量投入，此投入

若不能凭借自主创新产品从较高的市场价格中得到补偿，
将不仅导致自主创新因进行创新的物质基础丧失而不能

持续，难以实现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的过渡，而且有可

能摧毁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和精神动力。 因此从长远看，
这有可能使我国付出失去产业制高点的代价，丧失赶超发

达国家的时机而始终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事实上，价格手段能在短期取得成功，企业有决定成

本的能力、产品特性有中期效果，研究与开发则是确保企

业取得长期成功的手段 ［4］。 也就是说，以本成领先战略为

基础的“低成本—低价格”模式具有短中期成功的特点，以

标歧立异战略为基础的“差异化—非价格”模式具有中长

期成功的特点。 因此发达国家企业已实现了从“低成本—
低价格”模式向“差异化—非价格”模式的过渡，后者更是

国际竞争的主流。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在以标歧立异战

略为基础的“差异化-非价格”模式主导下，自主创新开始

成功地扎根于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成为其取得持续成功的

首要工作和最终保证（见图3［3］）。

图3 由“差异化—非价格”模式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及发展的反复增强环路

不仅如此，由于非价格竞争更容易营造合作共赢的环

境，而以合作共赢的竞争观念指导非价格竞争，企业就能

够比较顺利地实现预期目标， 最终在经营中获得合理利

润，由此形成的“非价格竞争—合作共赢—实现合理利润”
行为链（见图4）推动企业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企业

在此背景下开展价格竞争也不易导致价格战，其竞争行为

具备友善性，追求利润最大化也以有序竞争和实现共赢为

基础，这些已成为确保企业优势不被滥用的底线。 20世纪

90年代国际上倡导的竞争与合作体现的就是这种价值理

念，这也是市场经济趋于成熟和自由竞争理性化的反映。

图4 “非价格竞争—合作共赢—实现合理利润”行为链

3 基本结论及启示

毫无疑问，增强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仍需政府发挥积

极作用，但也应是企业的自觉和主动行为。以上分析表明，
企业要在实现自主创新的基础上获得持续发展，选择和实

施竞争基本战略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在我国当

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已演变成一种以跟踪模仿为主

的“创新”，而“入世”不仅意味着政府要转变职能，也意味

着企业要更主动地适应和跟上国际主流趋势，在走向国际

市场时减少经济摩擦。 这既是企业不可回避的现实，也是

其分享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预期利益的紧迫问题。
（1）重新认识企业竞争基本战略与自主创新的关系。

虽然人们已认识到价格竞争的潜在危害及可能导致的价

格战的危害，提出了建立应对价格战的机制，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也得到了举国重视，然而一般认为，由于我国企业

缺乏技术、品牌、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在竞争中只能依赖价

格竞争。 换言之，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使其只能将

“低成本—低价格”模式作为主要发展形式，成本领先战略

也就成为其参与竞争的主流选择。 这种认识存在缺陷，即

仅从静态角度考虑自主创新与竞争基本战略之间的关系，
认为自主创新现状与结果决定企业对竞争基本战略的选

择，而未注意从动态角度考虑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企业实

施竞争基本战略的情况将影响其自主创新的水平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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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导致我国更多地从技术角度考虑自主创新问题，将自

主创新的成功和能力提升更多地依赖于研发机构和人员

的努力， 也对企业实施竞争基本战略产生了一定的误导，
忽视了企业家在此过程中应承担的为自主创新提供更好

的支持的责任和可能的作为。
(2)确立基于自主创新的企业竞争基本战略实施原则。

企业实施不同的竞争基本战略有不同的效果，竞争基本战

略的不同实施方式也会使其效果有相当大的差别。 因此，
在明确竞争基本战略对自主创新影响的基础上，企业应以

此作为规范其运用竞争基本战略的指导思想，进而结合经

营环境和现代竞争发展趋势的要求 ［5］，规范在市场中实施

竞争基本战略的原则，诸如避免价格战、以顾客为导向、市

场创新、可持续发展等。借助于所确立的原则，使企业实施

竞争基本战略不仅能很好地应对不同的问题，还可能降低

竞争双方因利益问题而导致的冲突，进而有助于竞争各方

实现共赢。
(3)在保护自主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实施成本领先战略。

如前所述，以成本领先战略为基础的“低成本—低价格”模

式可能存在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危害。 因此，“入世”后我国

企业若要继续在国内和国际市场获得更好的发展，就必须

构造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竞争基本战略学习机制，深化

对市场经济规律和现代竞争发展趋势的认识，建立有约束

的价格竞争机制，摆脱因对价格竞争的依赖而可能陷入价

格战的局面， 使自主创新和成本领先战略有机统一起来，
解决因运用成本领先战略而有可能损害其自主创新能力

的问题，进而为更好地应对国外反倾销、保障措施等多重

贸易摩擦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
(4)积极实施更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标歧立异战略。 显

然，过多依赖成本领先战略是导致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不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因此按照现代经济发展以共

赢为核心，主张非价格竞争、限制价格竞争的要求 ［6］，我国

企业不仅应该在实施成本领先战略时注意保护其自主创

新能力，而且要积极转向实施更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标歧立

异战略，探索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变的方向，在维护市

场占有率和公平竞争秩序的基础上，围绕技术进步、知识

产权、环境营销、人力资本等构建非价格竞争优势，努力实

现竞争方式与国际接轨 ［7］，从而更好地在国内市场赢得合

法利益，在国际市场分享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好处，更从容

地应对“入世”后巨大的生存与发展压力。

4 结束语

影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因素很多，然而忽略竞争基

本战略对自主创新的影响，甚至认为竞争基本战略与自主

创新无关，或认为自主创新决定竞争基本战略，其结果都

将导致我国大多数企业不能及时跟上国际趋势，进而在实

施竞争基本战略时，对其自主创新能力产生一定程度的不

利影响，在国内市场无法实现更为良性的发展，在国际市

场面临反倾销、保障措施等贸易摩擦困境。 改变这一局面

的工作之一，就是企业必须关注竞争基本战略对自主创新

的影响方式，突破对竞争战略、自主创新的已有认识，提倡

竞争基本战略不仅要满足企业实现短期利益的要求，还应

有助于企业开展自主创新，从而保持竞争优势，实现可持

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47-55.
［2］ 侯雁，李炼.如何面对价格战［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

社，2001:23-52.
［3］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11-120.
［4］ 泰 勒 尔 .产 业 组 织 理 论 ［M］.北 京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

1997：264.
［5］ 侯雁，李炼.贸易自由化条件下企业营销行为的贸易组织导

向［J］.国际商务，2005（5）：81-86.
［6］ 李炼，侯雁.WTO自我保护规则的双赢解析［J］.社会科学辑

刊，2005（5）：107-112.
［7］ 侯雁，李炼，刘军.WTO营销导向趋势的未来展望［J］.经济问

题探索，2005（5）：36-39.
（责任编辑：高建平）

侯雁：自主创新与企业竞争基本战略的相互关系 1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