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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在分析了产业竞争力及其决定因素的基础上 ,研究了信息化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机制 ,并建立了
产业信息化程度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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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信息化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国家在 21 世纪的综合实力
和国际竞争能力。我国也适时地提出了信息化的发展战略 ,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 :“大力推
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 ,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发挥后发优势 ,实现社
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信息技术高度的渗透性和倍增性为产业的改造升级创造了条件 ,应用信息技术可
以显著的提高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 ,取得巨大经济效益 ,如何运用信息化提升产业竞争力关
系到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一、产业竞争力
不同国家 (或地区)竞争力差异的直接体现就是其产业发展的现状与前景 ,因为各种资源的配置必须落

实到产业的各个部门 ,并形成强弱不同的产业整体竞争力 ,进而决定其创造财富能力的大小。因此 ,产业越
具竞争力 ,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越强 ,产业竞争力就越强 ,该国家 (或地区)竞争力也越强。

产业是有同类企业集合而成的 ,产业的竞争力归根结底要落实到企业竞争力上来 ,缺乏企业竞争力 ,产
业竞争力就失去了根基 ,企业竞争力是产业竞争力的根本。一方面 ,企业竞争力的增强有助于区域内产业整
体竞争力的增强 ;另一方面 ,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反过来又促进企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二、产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按照教授迈克尔·E·波特的产业竞争理论 ,一国的特定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 ,取决于要素条件、需求条

件、相关和辅助产业的情况、企业策略及结构与竞争、机遇和政府行为等 6 个因素。
(1)要素条件。国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在国际上的位置 ,例如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等 ,对特定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决定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生产要素的高效率配置和运用 ,比单纯拥有更重要。一国的
要素创造率比特定时期的要素存量更重要。

(2)需求条件。主要指产业的产品和服务的国内需求条件 ,具体包括需求结构、需求增长的规模和模式、
国内需求的国际化三个方面。

(3)相关和辅助产业。特定产业的相关和辅助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 ,对促进和增强它的国际竞争优
势具有重要意义。

(4)企业策略及结构与竞争。企业怎样创立、组织和管理 ,国内竞争程度如何 ,是决定其竞争力的因素之
一。各国实践表明 ,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培育、形成和保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5)机会。一些偶然性的机会和事件有时会对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和保持产生重要的影响 ,尤其是发明
创造活动的突破、重大技术非连续性的进展、投入成本的非连续性变化、世界货币金融市场和汇率体系的重
大变化、外国政府的政治决策以及战争等因素。

(6)政府。政府通过影响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 ,对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作用。反过
来 ,上述几个因素也反作用于政府 ,使其行为受到影响。

三、信息化提升产业竞争力
(一)信息化增强产业中各个企业的竞争力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美国信息技术战略家鲍尔(Bernard H Boar)将信息化给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归为 5 种类

型 : ①成本优势 ; ②增值优势 ; ③聚焦优势(恰切的满足特定顾客群体的需求) ; (4)速度优势 ; (5)机动优势 (提高适应
变化的能力) 。企业推进信息化 ,改变企业的生存和运营模式 ,使企业员工提高工作效率以及规范企业的多层次全
方位管理 ,帮助企业实现电子商务 ,拓宽交流范围 ,缩短交流时间 ,丰富交流方式 ,节约大量成本。

(二)优化供应链 ,提升产业结构 ,推动经济快速均衡地发展
信息化提高供应链管理能力 ,使上下游企业及时传递信息和高效的沟通交流 ,使各企业价值链协调发

展 ,提高效率 ,在合作与竞争中提高供应链能力 ,提升产业结构 ,从而提高了由众多供应链组成的产业的竞争
力 ,推动了经济快速均衡地发展。

图 1 　信息化优化供应链

(三)信息化创造有利的产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1. 从要素条件上来看 ,信息化可以提高生产要素应

用和配置的效率 ,例如加大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开发
和利用 ,降低成本和消耗 ,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 ,使要素
的流动更便捷、更合理 ,在要素开发和要素利用上的能力
大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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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信息化创造有利的产业竞争力
的决定因素

　　2. 再需求条件上 ,信息化打破时间和地域的障碍 ,扩大市场
并以机动灵活的高效生产蒙族顾客的特定需求。

3.相关和辅助产业方面 ,信息化提升传统行业的竞争力 ,带
动信息产业和其他一批高新产业的发展。

4. 信息化的建设使得企业的管理更规范和合理 ,为企业的
广泛合作和公平竞争建立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5.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使信息的流动更快 ,企业获得信息的
能力也更强 ,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6.信息化作为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的一个国家战略 ,
政府在各方面为信息化提供良好的条件 ,这也为产业竞争力的
提高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

四、产业信息化程度评价指标
产业结构优化和竞争力的提升 ,除了资本和劳动力外 ,决定

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信息技术要素 (包括科技进步) ,
而不是单纯的技术进步。这样 ,我们从四个方面选择一些重要
指标来评价产业信息化程度和竞争力水平。

(一)信息化与资源利用水平

1. 产业消耗产出率。该指标的计算方法为 :XCj =
Xj

Cj

其中 :XCj —第 j 产业的消耗产出率 ;Cj —第 j 产业的总消耗 ,等于中间投入加上固定资产折旧 ; Xj —第 j
产业的总产值。

该指标含义 :每消耗一单位的物质资料 ,能够带来多少总产值的收益。通过该指标在各产业之间或同一
产业不同信息化水平时期进行比较 ,说明产业的信息化程度和效益的变动趋势和变动大小。

2. 产业能源消耗产出率。该指标的计算方法为 :

EIOj =
Xi

6 jdij Xij
=

1
6 dij

其中 : EIOj —第 j 产业的能源消耗产出率 ; Xj —第 j 产业的总产值 ;dij —第 j 产业对石油、煤炭炼焦的完全
消耗系数 ; 6 jdij Xij —第 j 产业消耗电力、石油、煤炭炼焦三个产业部门的产品数量。

该指标表明产业每消耗一单位能源 ,能生产多少总产值 ,数值越大表明企业信息化程度越高。
3. 劳动生产率。某产业总产值与该产业职工总人数之比。
这也是一个正指标 ,数值越大 ,说明劳动生产率越高 ,信息化水平也较高。
(二)信息化与产业部门协调发展

1. 比较劳动生产率。该指标的计算方法为 :Ci =

Yi

Y
Li

L

其中 :Ci —第 i 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
Yi

Y
—第 i 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份额 ;

Li

L
—第 i 产业劳动力占社会

劳动力的份额。
2. 感应度系数。该指标的计算方法为 :

ei =
6
n

i = 1
Cij

1
n

6
n

i = 1
6
n

j = 1
Cij

(i ,j = 1 ,2 ,3 , ⋯,n)

其中 :ei —第 j 产业的感应系数 ; n —产业数目 ;Cij —里昂惕夫逆矩阵 ( I - A) - 1中的元素 (i ,j = 1 ,2 ,3 , ⋯,
n) 。

信息化程度越高 ,产业关联度越强 ,感应度系数越大。
3. 结构变动标志度。该指标的计算方法为 :

δ=
6 (x - x0) 2

n
- 6 (x - x0)n

2

1
2
　Vδ= (δ/ X ×100 %)

其中 :X = X0 +
6 (X - X0)

n
式中 :δ—标准差 ;x —分析期内各年经济增长速度 (标志值) ; x0 —分析期内预定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 ;

n —项数 (分析期年数) ;Vδ—标准差系数 (离散系数) ;X —平均数 (实际平均增长速度) 。

·62·

《技术经济》　　　　　　　　　　　　　　第 2 期 (总第 206 期) 　　 　　　　　　　　　　　　2005 年



浅议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的非市场缺陷
铜陵学院 　芮训媛

[摘要 ] 市场经济是由市场机制及其外部环境相互融合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然而 ,人们在致力于发展市场
经济时 ,通常只注意对市场缺陷的弥补 ,对非市场缺陷是如何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则研究不足。在中国经济
的市场化进程中 ,非市场缺陷对经济的制约已逐渐凸现。文章将针对中国经济在市场化进程中的非市场缺
陷的表现及成因进行分析 ,并试图找出相应的治理对策与政策建议。
[关键词 ] 非市场缺陷 ,政府职能 ,产权制度 ,预算约束

众所周知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 ,它自身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缺陷 ,也就是西方经济理论中所阐述
的“市场失灵”。一般认为 ,市场失灵表现为垄断的低效率、外部效应的不经济、公共物品的零提供、信息不充
分等。这些市场缺陷的存在形成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理论基础。于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 ,所谓的“国
家干预理论”普遍被应用于各国实际 ,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干预 ,对当时的市
场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政府干预主义受到重创 ,不少
市场经济国家出现了以低经济增长、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和高财政赤字为特征的“滞胀”局面。

西方经济理论界通过对政府干预过程实际效果的审视逐步发现 ,如同市场本身存在缺陷一样 ,政府本身
的行为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 ,政府也未必一定能解决得好。
甚至 ,政府干预失败给社会经济所带来的损害和造成的资源浪费会更大。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还处于探索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中
国坚持以市场为取向 ,对各个领域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改革 ,改革的实质是“从计划走向市场”,
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轨道转向市场经济轨道。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 ,在我国已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特色的
市场经济体制 ,体制转轨取得巨大成就。然而 ,我们不难发现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伴随着改革而
出现的各种非市场缺陷已越来越明显 ,对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已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一、我国非市场缺陷的表现及成因
(一)政府改革滞后 ,职能转变不到位
现实中 ,我国政府职能存在明显的“三位现象”,即“越位、错位和缺位”并存 ,“越位”表现在不该由政府管

　　(三)反映满足需求的指标

1. 需求收入弹性和生产收入弹性。用
△Pi

Pi
表示某种商品的需求增加率 ,用 △RN

RN
表示人均国民收入增加

率 ,则该商品需求收入弹性为 :Si =
△Pi

Pi
/
△RN
RN

用
△Pi

Pi
表示某种商品的生产量的增加率 ,则该商品生产收入弹性为 :Si′=

△Pi

Pi
/
△RN
RN

2. 产业资金出口率。该指标的计算方法为 : IEi =
Ei

Ii
式中 : IEi —第 i 产业的资金出口率 ; Ei —第 i 产业的出口额 ; Ii —第 i 产业的投资额。
(四)产业技术进步指标
1. 产业技术进步。可以根据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导出技术进步速度指标 :

a = y - ak -βi
式中 :a —技术进步速度 ;y —总产值增长率 ;k —资金投入量增长率 ;i —劳动投入量增长率 ;α—资金产出

弹性 ;β—劳动产出弹性。
就某一个产业来讲 ,其技术进步速度为 :ai = yi -αki -βii

2. 产业技术进步贡献率 : TDi =
ai

yi

式中 : TDi —第 i 产业技术进步贡献率 ;其他符号意义同上指标。
该指标表明 ,在总产值的增长量中有多大份额是由信息技术进步引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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