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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企业技术标准合作

网络与质量互动模型

0 前言

在高技术领域内 , 竞争已不仅仅是单个

企业间的竞争, 而是企业合作网络间的竞争,

这是一种新的竞争形态———网络竞争、系统

竞争或标准竞争[1]。同样, 国际竞争的核心已

逐步演变为专利之争和标准之争 , 标准的建

立过程就是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过程[2]。由于高

技术企业的技术标准竞争具有较强的消费网

络外部性、显著规模效应及系统竞争等特性,

因此 , 高技术产业技术标准制定和创新不再

是各个独立的公司的内部事务 , 而成为了各

独立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的问题。

此外 , 由于技术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

模 块 方 式 提 出 的 , 因 此 , 以 编 码 化 知 识———

技 术 标 准 为 共 同 目 标 和 联 系 机 制 的 虚 拟 化

网络的出现 , 打破了市场中主导型企业不愿

意推出或支持开放性兼容标准 , 或主导型企

业不太可能进行标准化合作的假设 , 出现了

以技术标准为主导的合作创新网络[3]。例如 ,

欧洲的 GSM 标准创建过程中 , 形成了以电

信巨人爱立信和诺基亚等领导的联合阵线 ;

我 国 的 TD- SCDMA 标 准 也 在 政 府 的 支 持

下 , 形 成 了 以 大 唐 电 信 为 首 的 , 覆 盖 整 个 产

业 链 的 合 作 网 络 ; 同 样 , 当 前 围 绕 使 用 蓝 紫

色激光的下一代 DVD 标准之争 , 更是以网

络 形 式 进 行 的 , 以 索 尼 、松 下 公 司 推 出 的 蓝

色(BD)DVD 阵营和以东芝、NEC 为主推出的

高画质(HD)DVD 阵营间的竞争。

1 高技术企业技术标准合作网络

现 代 企 业 间 的 合 作 并 不 局 限 于 双 边 关

系 , 通过企业间的契约关系 , 可形成跨企业、

跨产业的合作网络。这种形式的合作没有统

一术语 , 文献中表述为动态网络、战略网络、

增值网络或合作网络。当合作关系成为联合

行动的基础时 , 就可以使用合作网络这个说

法。

基 于 此 , 我 们 提 出 , 高 技 术 企 业 技 术 标

准合作网络是高技术企业在推出、创新或共

同主导技术标准的过程中 , 为了获得相关资

源 和 技 术 , 提 升 技 术 标 准 竞 争 能 力 , 以 互 联

网信息技术为支撑 , 通过契约关系或在反复

交易的基础上 , 由于经济上的互补关系而与

其 他 企 业 或 组 织 形 成 的 彼 此 信 任 、 长 期 合

作 、互 利 互 动 , 并 不 断 改 进 和 优 化 的 合 作 关

系网络。它包括了主体制造商、供应商、互补

品 生 产 商 、消 费 者 之 间 的 纵 向 关 系 ; 主 导 企

业及其竞争对手间的横向关系 , 及与服务提

供商、政府、标准组织、研究机构和其他组织

之间的支持和协作关系。

从系统结构看 , 高技术企业技术标准合

作网络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与外部环境交换能

力、信息、知识和资源等 , 并以系统方式参与

市场的标准竞争。而且 , 随着合作过程的推

进 , 网络中各节点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是变

化的, 各个独立的节点可以不断进入或退出,

促进网络的改进和优化。从组织形式上看, 高

技术企业技术标准合作网络是一种网络化组

织, 具有扁平、灵活、柔性的特点, 适应了高技

术领域内技术标准动态和复杂的竞争环境 ,

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与竞争能力。

高 技 术 企 业 技 术 标 准 合 作 网 络 是 由 经

济上存在互补性 , 与共同的技术标准相关联

的多个参与者之间构成的网络 , 本质上是一

种“虚拟网络”[4]。因此可借用网络结构的分

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其中 , 主导企业、同行

竞争者、供 应 商 、互 补 品 生 产 商 、消 费 者 、合

作平台提供者 ( 包括网络服务提供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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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机构和其他相关组织 ) 是技术标准合

作网络的构成要素 , 是技术标准合作网络的

节点 ; 而各主体间经济或技术上的互补关系

是网络的联结机制 ; 通过网络合作的协同效

应来促进技术标准的发展与创新 , 提高合作

网络的整体竞争能力。

依据各参与者的地位和作用 , 以及主体

间在技术标准合作中形成的关系 , 可将高技

术 企 业 技 术 标 准 合 作 网 络 划 分 为 3 个 不 同

的层次 , 如图 1 所示。

第一层 : 核心层。由技术标准的主导企

业和主要竞争对手构成 , 形成技术标准平台

( standard platform) [5]。

第二层 : 技术网络或产品网络层。由主

体 制 造 商 、供 应 商 、互 补 品 生 产 商 和 服 务 提

供商以及用户 ( 包括消费者 ) 等构成 , 形成包

括 系 统 技 术 和 产 品 网 络 的 技 术 标 准 的 完 整

产业链。

第三层 : 支持与协调层。这是技术标准

合作网络的硬件平台和软件平台 , 包括网络

服务提供 商 、政 府 、标 准 组 织 、研 究 机 构 、行

业协会及其他中介机构等。

2 网络中的质量互动模型

从 技 术 标 准 合 作 网 络 结 构 上 看 , 除 了

“主导企业—竞争对手”间的横向合作关系 ,

同时还存在“供应商和互补品生产商—主体

制造商- 用户”之间的纵向合作关系[1]。因为 ,

成功推出和创新技术标准的关键 , 需要多家

企业的支持 , 并形成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链 ,

以共同推动标准的应用。因此 , 为使技术标

准在产业化进程中获重大突破 , 获得产业界

的整体响应 , 技术标准合作网络中的阵营覆

盖了从核心产品到终端用户的完整产业链。

主 体 制 造 商 、供 应 商 、互 补 品 生 产 商 和 用 户

之间的互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 , 主体制造商是技术标准平台的提

供 者 ( technical standard platform) , 其 相 关 技

术 决 策 需 要 考 虑 供 应 商 和 互 补 产 品 生 产 商

提供的设备、关键零部件和配套产品情况 ,

以及消费者的选择和市场需求 , 他们共同影

响核心产品的市场规模和技术升级状况 , 影

响技术标准推出和创新的过程与结果。

其 次 , 供 应 商 , 主 要

包 括 原 始 设 备 和 主 要 零

部 件 的 供 应 商 , 他 们 主

要 通 过 为 主 体 制 造 商 提

供 设 备 和 零 部 件 , 以 及

接 受 标 准 主 导 者 的 技 术

标 准 、 产 品 质 量 和 生 产

计 划 等 的 指 导 和 控 制 ,

来 参 与 合 作 网 络 。 互 补

品 生 产 商 在 技 术 标 准 合

作 网 络 中 , 一 方 面 为 核

心 产 品 提 供 配 套 的 互 补

品 ( complementary prod-

uct) ; 另一方面为技术网

络层提供配套的技术。

最后 , 消费者或用户是技术标准及其所

体现的产品的最终接受者 , 在市场中购买核

心产品和互补产品 , 进行系统产品消费。消

费 者 作 为 标 准 合 作 网 络 中 的 一 个 主 要 参 与

主体 , 可直接参与到技术标准合作的过程 ,

但更多地是通过市场选择和反馈的影响 , 间

接地参与到技术标准网络化合作中。

在技术标准合作网络中 , 技术的因素与

非 技 术 的 因 素 将 左 右 技 术 标 准 合 作 网 络 的

未来。其中 , 技术的进步和产品质量的提升

是 技 术 标 准 合 作 网 络 中 引 发 合 作 主 体 互 动

过程的关键因素。由于有关技术创新的文献

已对技术变化及其影响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

因此 , 本文将以互补产品质量变化为对象 ,

着 重 分 析 技 术 标 准 合 作 网 络 中 质 量 变 化 所

引起的互动过程 , 建立质量互动模型。

由 于 模 型 中 不 考 虑 网 络 内 技 术 进 步 的

影响 , 故假设标准合作网络内不存在技术进

步 ( 但网络外部的技术进步 为 !) , 研 究 互 补

产品质量变化而引发的互动过程 , 以及对网

络中主体制造商和用户等其它主体的影响。

与 Sarit Markovich & Johannes Moenius

(2004)在间接网络外部性条件下软件企业产

品质量变化相类似 , 我们假设市场中存在两

个竞争的技术标准合作网络 , 技术标准合作

网络 A 和与技术标准合作网络 B, 其中网络

A 内存在 M 个互补品生产商。

W={1, 2, ⋯ , k}表 示 每 个 互 补 品 生 产 商

的互补产品质量水平的有限集合。aj∈W, aj

表 示 互 补 品 生 产 商 j 生 产 的 与 平 台 A 兼 容

的 互 补 产 品 的 质 量 水 平 , 则 向 量 a=(a1, a2,

⋯ , aM)表示平台 A 上的所有互补品生产商的

质量水平 ; 同样 , 定义 b=(b1, b2, ⋯ , bM)为竞争

平台 B 上的互补产品质量水平。表示市场中

购买单位个平台产品 ( 核心产品 ) A 的消费

者的百分比 ; 则市场结构 S(A, a, b)表示技术

标准合作网络 A 目前所处的市场状态。

( 1) 消费者选择。假定每个阶段有 1/2 的

消费者更新核心产品 , 则在互补产品质量水

平为 aj 时 , 消费者 i 从消费互补产品 j 和平

台产品 A 中所获得的净效用为 :

Uij(a)- pA
j=aj- pA

j+"ij ( 1)

其 中 pA
j 为 互 补 品 生 产 商 j 所 提 供 的 与

平台 A 兼容的互补产品的价格 , "ij 随机误差

项。该定义表明了 , 消费者效应主要来源于

互补产品的质量。

假定当前阶段 S(A, a, b)时 , 消费者的期

望效用是通过对未来互补产品的可获得性、

质量水平及价格来评价。当前消费者对于互

补产品的需求为 Dj(a, p), 即假定了消费者需

求的影响因素为互补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 2) 核心产品的市场规模。在技术标准

合作网络内 , 消费者对核心产品 A 的需求取

决于其所获得期望效用大小。由式( 1) 可知 ,

消费者只能从互补产品中获得效用 , 因此消

费者只能选择与核心产 品 A 兼 容 的 互 补 产

品。假设在当前阶段为 S(A, a, b), 则消费者

购 买 核 心 产 品 A 获 得 的 期 望 效 用 为 WA
i (A,

a, b)。因此 , 消费者是否会购买核心产品 A

的条件是 , 仅当其从平台 A 所获得的效用大

于 B, 即:

WA
i(A, a, b)- pA>WB

i(A, a, b)- pB ( 2)

其 中 , pA、pB 分 别 为 平 台 产 品 A, B 的 价

格。

在当前市场结构 S(A, a, b)下 , 核心产品

A 的市场份额为 :

A=S(A, a, b; pA, pB) ( 3)

则在下一阶段时 , 核心产品 A 的市场份

额为 A′, 核心产品 A 市场份额的状态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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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为:

A′(A, a, b; pA, pB)=a/2+S(A, a, b; pA, pB)/2

( 4)

( 3) 互补产品质量。我们假设互补产品

的 质 量 遵 循 马 尔 科 夫 过 程 。 如 前 面 所 提 出

的 , aj是互补品生产商当前阶段S(A, a, b)的质

量水平。则 :

aj′=aj+!j- " ( 5)

其中 : !j∈{0, 1}, 是企业 j 实际实现的

投 资 , 假 设 企 业 投 资 越 多 , 其 互 补 产 品 质 量

提高的可能性越大。当企业 j 投资额度为 xj,

则企业质量提高的概率为 :

p(!j=1)=xj/(1+xj) ( 6)

在每个阶段 , 外界网络的技术进步导致

的质量提高的概率为#, 即 p("=1)=#。#是独立

于目标网络的一个外生变量 , 与目标网络中

所有互补品生产商的投资行为无关 , 但是网

络 外 部 的 技 术 进 步 将 造 成 目 标 网 络 中 所 有

企业的互补产品受到一定程度的贬值 , 即#
使 得 互 补 品 生 产 商 j 在 投 入 xj 下 阶 段 所 获

得的相对质量提高的概率修正为 :

p(xj)=(1- #) xj

(1+xj)
( 7)

因为当前市场结构的状态为S (A, a, b),

则下阶段状态S′(A′, a′, b′) 是由消费者的核

心产品选择、互补产品选择及替代产业的竞

争程度等共同决定的。

假设 , 互补品生产商之间的投资决策相

互独立 , 也独立于替代产业 , 那么 , 在技术标

准合作网络中 , 互补产品质量的状态转换函

数为:

a′(S)=p(xA
j(S))·a′(S) ( 8)

其中 , p(xA
j (S))为平台 A 上的互补品生产

商企业 j 在市场状态S(A, a, b)下 , 进行投资 x
A
j 时 , 其互补产品质量水平提升的概率。

在技术标准合作网络内 , 消费者的需求

是 aj 和 pj 的函数 , 而消费者效用仅与互补产

品质量 aj 相关 , 而 aj 服从质量的马尔科夫过

程 , 因 此 , 互 补 品 生 产 商

对 于 质 量 的 投 资 行 为 将

影 响 到 消 费 者 的 效 用 和

需求 , 进而影响网络中主

体 制 造 商 的 核 心 产 品 的

需 求 , 即 网 络 规 模 的 扩

大。技术标准合作网络内

互 补 产 品 质 量 的 互 动 模

型如图 2 所示。

在 技 术 标 准 合 作 网

络中 , 互补品生产商的目

标 函 数 为 最 大 化 企 业 利

润 , 即:

max$j(a, p)=max{A*

Dj(a, p)* (pj- c)} ( 9)

式( 9) 中 , A 为购买了与互补产品 j 兼容

的平台 A 产品的消费者百分 比 , Dj(a, p)为 互

补 产 品 j 的 需 求 量 , pj 互 补 品 生 产 商 j 的 产

品价格 , c 为产品成本。其边界条件是市场中

互补产品质量水平的最高等级( k) 。例如 , 假

设市场中互补产品质量水平最高等级为 6,

即W={1, 2, ⋯ , 6}, 则当 j 企业在产品质量达

到 a6 后 , 将不再追加质量投资。

3 结论及启示

在高技术领域内 , 企业趋向于通过合作

网络的方式参与技术标准竞争 , 在世界范围

出现了多个高技术企业技术标准合作网络。

因此 , 我国的高技术企业需要在政府等部门

和组织的支持下 , 通过开展技术标准网络化

合作来参与国际标准竞争。在共同主导和创

新技术标准的过程中 , 网络中各主体之间的

决策和行动是相互影响的 , 互补产品质量的

变 化 , 直 接 影 响 网 络 中 消 费 者 效 用 , 以 及 下

一 阶 段 中 消 费 者 对 于 互 补 产 品 与 核 心 产 品

的选择和需求 , 从而影响整个网络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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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gh-Tech Enterpr ises" Technical Standards
Coalition and a Quality Interaction Model

Abstract:In present article, we point out that the high-tech enterprises are inclined to fight for technical stan-

dards through co-operation network.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coalition has been well described here first time,

and then we build a quality interaction model and argue that the players have effect on each in th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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