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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着重分析了全球信息产业竞争格局中出现的几种状态 ,并提出了未来的几种发展趋势 :1、信息
技术在中间环节的使用将继续扩张 ,并且会对生产率增长作出实质的贡献 ;2、对于电信业的规制改革将继续
深化 :3、生产率差异将促进各国积极进行结构调整 ;4、差异化与互补性产品研发将会成为提高厂商竞争力的
主要途径 ;5、信息产业将出现研发与生产、销售相分离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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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信息技术革命 ( IT revolution)的兴起推动了经济全球的化发展 ,加速了新国际分工
体系的形成。尽管各国纷纷加强了对信息产业 (information industry) 发展的支持 ,世界信息产品市场的竞争
日趋加剧 ,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 ,发达国家掌握着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资源 ,发展中国家受资金、人力资源、电
信基础建设以及相关产权制度方面的约束 ,仍处于信息产业国际分工的下游 ,多以发展附加价值相对较低的
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信息产品生产为主。

一、全球信息产业的竞争格局
1、各国纷纷通过增加信息技术开发支出来增强国际竞争力。各国纷纷增加信息技术开发方面的支出 ,

提高信息产业在本国经济中所占比重 ,以期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 ,并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有利地位。从信息技
术支出在 GDP 中所占比重来看 ,新加坡的信息技术开发支出在 GDP 中所占比重最高 ,并且增长较快 ,由
1992 年的 4 %左右增至 1999 年的 7 %左右。1992 年和 1999 年 ,美国的信息技术开发支出在 GDP 中所占比
重分别为 5 %左右和 6 %左右 ,增幅较小 ;日本分别约为 2. 5 %和 6 % ; ;马来西亚分别约为 3 %和 6 % ;瑞典分

企业发展战略规定了企业不同的发展目标 ,会使其目标性有不同的表现。第五 ,横向比较性。如果说企业能
力 (核心能力)的大小状态及变化通常是由企业自身纵向比较的一种结果 ,则企业核心竞争力大小的状态和
变化 ,其判断更主要的是与企业的竞争对手进行对比的一种结果。第六 ,国际性。国际竞争已经成为当今世
界经济的重要特征 ,国际竞争不仅意味着我国企业到国际市场去搏击 ,而且在国内市场同样进行着前所未有
的国际较量。因此 ,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显著的国际性 ,直接表现为国际竞争力。

竞争优势是指企业处于比竞争对手更有利的位置上 ,使企业保持了在竞争中更长久、更稳固、非常明显
的主动性 ,是竞争力较大 (强)的一种状态。企业核心能力最终要演化成企业的一项竞争优势资源 ,因此 ,企
业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源泉都是企业核心能力。但要注意 ,所有的核心能力都是竞争优势资
源 ,但并非所有的竞争优势资源都是核心能力。

四、实体企业和虚拟企业核心能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不论是实体企业还是虚拟企业 ,都需要具备核心能力。与企业所处的外部条件相比 ,企业内部条件以及由此

产生的核心能力对于企业长期的竞争优势具有决定作用 ,是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知识技术的基础作用是保证企业
获得高效(益)的关键因素。只不过实体企业在创造、保持并提高其核心能力的同时 ,由于拥有其运行过程中所需
要全部运行功能 ,因此还同时拥有一些并非很有竞争优势的其他能力 ,实体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便是其核心能力市
场竞争的表现 ,同时也是实体企业进行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一般而言 ,实体企业必须拥有全部运行功能 ,进而拥
有能够保证企业运行所需要的相应的企业能力 ,但并不一定能够形成核心能力以及核心竞争力 ,可能一些企业 ,特
别是一些中小企业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很难形成核心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对于实体企业来说 ,由于企业运行功
能是由企业的各个组成部分所体现的 ,而企业能力及核心能力是由企业整体所体现的 ,外界所能看到和评价的是
企业的核心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而对企业运行功能的评价主要是在企业内部进行。

对于虚拟企业来说 ,由于其企业性质的决定 ,虚拟企业在经营运行中仅拥有自己擅长的运行功能 ,这一
核心运行功能便直接体现为其核心能力 ,并且最终表现为它的核心竞争力。但这一核心竞争力不仅是其进
行竞争的武器 ,同时也是虚拟企业进行企业间合作的重要资源。所有的虚拟企业都必须拥有其核心的运行
功能 ,自然同时具备核心能力以及核心竞争力。由于虚拟企业运行功能和核心能力及核心竞争力的三合一 ,
虚拟企业对外表现的以及外界所能看到和评价的既是它的运行功能 ,又是它的核心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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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约为 4 %和 5 %;德国分别约为 3 %和 4 %;芬兰约为 3 %和 5 %;韩国约为 4 %和 5 % ,此外 ,泰国、菲律宾和中
国台湾、香港等东亚地区信息技术方面的支出在 GDP中所占比重基本都在 2 % - 6 %左右。2003 年中国在通信
系统设备、软件和集成电路技术研发及产业化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 ,方舟、尤芯系列芯片和Linux 软件等有自
主知识产权产品有了新的突破 ;国内品牌手机企业对第二代移动手机的应用层软件、射频模块设计技术 ,核心
芯片及协议层软件等开发方面也取得较大进展 ;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发达到了 0. 25 - 0. 18μ水平 ,高附加值和
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中国信息产业的研发能力已快速进入国际主流技术水平。

2、信息产品在各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均持续增加。世界信息产品市场竞争激烈 ,包括电子数据处理
设备和活动部件在内的信息产品在各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持续增加。其中 ,亚洲增长最显著 (包括澳大利
亚、香港、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台湾、泰国) ,1990 年 - 1999 年期间所占比重由 13. 5 %左右增加到
24 %左右 ,增幅最大 ;日本则由 16 %左右增加到 20 %左右 ,其中 ,1995 年达到高峰 (约 21 %) ,随后逐年下降 ,
直至 1999 年才有所回升 ;美国增长幅度较小 ,由 8 %左右增加到 10 %左右 ;欧洲 (包括奥地利、比利时 - 卢森
堡、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芬兰、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 则由 4 %左右增加
到 6. 5 %左右。从 2000 年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信息产品出口额和净出口额与 GDP之比来看 ,马来西亚的信
息产品出口总额在 GDP中所占比例最高 ,达 70 %;其次是新加坡 ,约为 48 %;菲律宾约为 35 % ,台湾约为 24 % ,
韩国约为 19 % ,泰国约为 24 % ,中国大陆约为 6 % ,日本约为 2 % ,印度尼西亚约为 4 % ,香港约为 1. 5 %。同样 ,
2003 年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出口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出口额 1421 亿美元 ,增长 54. 38 % ,增速高出全国出口
19. 8 个百分点 ,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32. 4 % ,对全国出口增长贡献率为 44. 4 % ,仍然是拉动外贸出口的主要力
量。值得注意的是 ,东亚地区电子产品生产和出口包括 50 % - 75 %的高比例的进口中间投入品。该地区大部
分国家电子产品的高进高出导致电子产品价格下降对区内进出口价格和贸易条件影响显著。

3、各国政府竞相加强对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各国政府积极引导技术创新项目 ,政府用于研究的
支出增长远快于其他项目。事实上 ,美国将政府的作用主要限制在必要的基础创新方面。例如 IT 产业中 ,
美国国防部门 ( US Defence Department ) 在发展网络 ( Internet ) 、移动电话 ( mobile phone) 以及光速计算机
(CALS , Computer at Light Speed)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旨在促进研发的财政金融措施方面 ,日本
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就是通过税收信用机制 ( tax credit system) 来促进企业的研发支出 ,在这一机制下允许企
业从当年的税负中按照一定比例 (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 扣除研发费用。1999 年国民科技政策研究所 (N IS2
TEP ,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的问卷调查表明 ,大约 10 %的大、中企业从该机
制 (R &D - promoting system)中受益。2000 年 6 月中国颁布的国务院 18 号文件通过实行芯片进口中间材料
退增值税 ,“半成品流通不收增值税”、“加快退税速度”来支持信息产业的发展 ,尽管优惠措施的落实仍处于
停滞状态。当然 ,不可否认的是 ,政府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减弱了高校寻求外部科研经费以及与产业合作的动
力。因此 ,强政府作用应当适度减弱 ,政府应当更多地充当宏观政策的调控者 ,具体的经济运作应当更多地
依靠市场地调节作用 ,信息产业的科研与创新也不例外。通过政府作用的减弱来刺激企业和高校在研发以
及相关资金方面的紧密合作。

4、各国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主要信息大国实际 GDP 增长的 28 % -
57 %与生产信息技术设备和密集使用信息技术设备的部门相关 ,也就是说 ,与信息技术相关部门的活动引起
实际 GDP 增长 0. 5 % - 0. 9 %。以美国为例 ,在信息技术集中发展的三个阶段 (1974 - 1990 年 ;1991 - 1995
年 ;1996 - 2000 年)里 ,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分别为平均每年 0. 69 % ;0. 79 % ;1. 86 %。
大部分国家 (除了芬兰和法国)信息产品使用部门对实际 GDP 增长的贡献要大于信息产品生产部门。作为
信息大国 ,美国的经济增长从信息产业中受益最多。但是 ,从信息产业对实际 GDP 增长的贡献在实际 GDP
增长中所占的比重来看 ,日本实际 GDP 增长的 57 %来源于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产业 ,高于美国 (44 %) 和其他
主要信息大国 (加拿大为 38 % ,丹麦为 28 % ,芬兰为 44 % ,法国为 39 % ,德国为 46 % ,意大利为 50 % ,荷兰为
40 % ,英国为 48 %) 。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投资的增加、生产阶段的技术进步和使用方面
的技术进步 ,而信息技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则主要来源于投资的增加 ,1974 - 1990 年、1991 - 1995 年、
1996 - 2000 年信息产业投资增加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0. 52 %、0. 55 %、1. 36 %。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的快速发展对 GDP 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地提高 ,2003 年信息产业
完成工业增加值占全国 GDP 的比重由 2002 年的 3 %上升到 4 % ,提高了 1 个百分点 ,对国民经济增长 (9.
1 %)的贡献由 2002 年的 0. 39 %上升到 0. 64 % ,提高了 0. 25 个百分点。

二、全球信息产业的发展趋势
1、信息技术在中间环节的使用将继续扩张 ,并且会对生产率增长作出实质的贡献。目前 ,全球对信息产

品需求增长率的急速下降表明 2000 年以后对信息产品需求的非持续高增长现象消失 ,今后一段时间里对信息
产品的需求增长将趋于平稳。芯片制造技术的发展将继续促进计算机价格的下降。芯片制造即将发生革新 ,
更大容量的芯片将导致成本下降 30 % ,更细的线路使得制造商可以在一个芯片上蚀刻更多的晶体管。因此 ,考
虑质量改进因素 ,计算机相对价格至少在近几年里可能会迅速下降。与计算机价格迅速下降相联系的是信息
技术在中间环节的投资和采用将仍会保持较强态势。信息技术设备生产中的进一步革新、信息产业全要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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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的制度变迁
安徽财经大学 　金再华 　高利芳 　徐 　伟

[摘要 ] 本文立足当前形势 ,追溯了独立董事制度的产生及在中国的制度变迁 ,分析了该制度变迁形成的影
响 ,主要包括其所反映出的政策导向和信号机制作用 ,最后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 ] 独立董事 ,制度变迁 ,上市公司 ,公司治理

2004 年 2 月以来 ,独立董事向上市公司“发难”的事件频频发生 ,先后有乐山电力事件、莲花味精事件、三
峡水利事件和伊利股利事件等。因此有媒体将 2004 年称作独董发难元年 ,声称独立董事正在觉醒 ,不再只
是“道德象征”,更不愿成为“花瓶”、“橡皮图章”,而是正展开一场“独立运动”。后来中国证监会又有了新的

产率提高、对信息技术设备购买的增加以及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人均资本量的增加极有可能出现在中间环节。
随着计算机和电信设备使用的不断增加 ,信息技术的扩散可能会对生产率增长作出实质的贡献。由于通过运
用信息技术来提高生产率要求补充人力资源、对电信基础结构和信息流进行有效规制 (或放松规制) 、进一步克
服组织刚性对技术利益的限制 ,因此 ,尽管信息技术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生产率水平的绝对提高 ,但是今后可能
会扩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生产率差距 ,发达国家从信息技术革命中将获取更大的利益。

2、对于电信业的规制改革将继续深化。不同国家网络免费的方式不同 ,具体取决于对电信业的规制方
式。因此 ,电信业是网络发展的基础。各国之间网络用户与电话线比率的差异要比人均电话线数量的差异
要小的多 ,发展中国家电话线连接约束了网络连接需求的膨胀。技术进步、自然垄断边界的变化使得规制范
围相应有所改变 ,因此对于电信业的规制改革将进一步深化。在建立规制标准、执行反垄断法 (antitrust ac2
tions)以及税收和管制电子交易 (regulating electronic transactions)方面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3、生产率差异将促进各国积极进行结构调整。各国之间在信息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
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美国对信息技术的大量投资已经转化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日本和欧洲则不明显。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本和欧洲劳动力市场的缺乏弹性以及包括电信、金融、商业在内的服务部门的低效
率。以劳动力的雇佣为例 ,政府管制、工会制度和传统风俗等因素不利于企业提供适当比例的激励性补偿以
及对现有雇员进行调整和解雇。此外 ,低效率的销售部门不仅提高了信息产品的价格 ,而且还会因传递时间
的延长不利于其有效使用。生产率差异将促进各国积极进行结构调整。事实上 ,美国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
纪初就进行了的包括限制责任、投资银行、共同市场和反垄断政策在内的相关法律、制度变革。

4、全球信息产业的竞争将以产品差异化、生产技术差异化、互补性产品研发、培养固定忠实的品牌偏好
消费群体等作为提高厂商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日本和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的对比表明 ,日本专利体系的特
点和生产技术的雷同只会导致高强度的竞争 ,不利于鼓励研发和提高国际竞争力 ,但是可以产生局部快速的
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 ;而美国的生产技术差异化将是今后信息产业竞争的主要手段 ,生产技术差异化将使技
术外溢效应的效率更高 ,同时外溢效应又将促进对已有成果进行补充的研发行为。也就是说 ,今后全球信息
产业的竞争将以产品差异化、生产技术差异化、互补性产品研发、培养固定忠实的品牌偏好消费群体等作为
提高厂商竞争力的主要途径。而如何激励制造商不断进行创新 ,对于尤其是日本这类国内专利体制不利于
保持创新者在较长时期内因拥有新技术并因此获取垄断高利润的国家来说 ,设计合理的创新激励框架来激
励制造商不断创新将面临较大困难。此外 ,软件 (供终端用户使用的)的价格、创新速度以及质量方面的竞争
也将成为信息产业今后竞争的主要手段。

5、信息产业将出现研发与生产、销售相分离的趋势。与传统技术相比 ,信息技术的特征使得经验积累、
试错过程不再那么重要 ,信息技术编撰成册公开使得技术转移的交易成本降低 ,合同安排方式的出现使得技
术转移成本极小化 ,因此不再存在企业同时既从事技术开发又进行生产和销售方面的需要。也就是说 ,信息
产业今后的发展趋势将呈现出研发与生产、销售相分离的趋势 ,这也有利于产业内分工细化、专业化生产和
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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