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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波特教授的企业价值链、产业链理论在企业界的不断发展中得到了检验和广泛
的应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环境的动态性、开放性与复杂性变化以及当前科技飞速发展中出现
的新趋势 ,提出了企业产业价值链的分析方法 ,建立了企业产业价值链理论分析模型 ,最后提出了实现企业
产业价值链资源整合的三种有效战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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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资源与能力。资源需要从一定的环境条件下获
得 ,而企业能力又需要利用资源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去验证和得到实现。因此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和环境的

省份
投入产出效率值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河北 0. 933 0. 937 0. 967 0. 924 0. 928 0. 934 0. 958 0. 963

山西 1 1 1 0. 858 0. 887 0. 903 0. 874 0. 914

内蒙古 0. 611 0. 625 0. 671 0. 635 0. 666 0. 69 0. 717 0. 706

吉林 0. 514 0. 498 0. 484 0. 516 0. 514 0. 533 0. 545 0. 565

上海 1 1 1 1 1 1 1 1

江苏 1 1 1 1 1 1 1 1

安徽 1 1 1 1 1 1 1 1

福建 1 0. 953 0. 885 0. 824 0. 802 0. 767 0. 74 0. 721

江西 0. 879 0. 934 0. 987 0. 973 1 1 1 1

山东 1 1 1 1 1 1 1 1

河南 0. 837 0. 821 0. 814 0. 8 0. 807 0. 83 0. 852 0. 848

湖北 0. 778 0. 818 0. 848 0. 849 0. 838 0. 849 0. 859 0. 842

湖南 1 1 1 1 1 1 1 1

广西 1 1 1 0. 933 0. 916 0. 889 0. 88 0. 851

贵州 0. 893 0. 803 0. 792 0. 642 0. 61 0. 587 0. 581 0. 583

云南 1 1 1 0. 953 0. 854 0. 811 0. 775 0. 831

陕西 0. 801 0. 754 0. 78 0. 674 0. 677 0. 681 0. 668 0. 644

甘肃 0. 861 0. 949 1 0. 946 1 1 1 0. 975

青海 1 1 1 1 1 1 1 1

宁夏 0. 639 0. 677 0. 637 1 1 0. 63 0. 646 0. 604

新疆 0. 874 0. 816 0. 873 0. 717 0. 709 0. 706 0. 682 0. 695

资料来源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 - 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96 - 2002》;《中国劳动统
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四、结论
本文在采用 F ? re 等提出的 DEA - like 模型的基础上 ,测算了我国 1952 年至 2002 年全要素生产率的

Malmquist 指数以及 1995 年至 2002 年 22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投入产出效率。与美国学者克鲁格曼得
出的结论明显不同之处在于 :根据 DEA - like 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增长
并不是依赖于要素的投入。相反的 ,特别是在 1984 年以后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一直保持着增长的态势 ,并且
增长率在 1994 年达到建国以来最高水平。但同时也需指出 ,这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我国各个地区并不
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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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变化是密不可分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专业化生产技术水平越来越高 ,特别是
一些新科技的发展与新的战略模式的出现 ,使传统意义上的对企业的界定显示出了其历史局限性。环境的
动态性、开放性和复杂性客观上要求企业具有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动态竞争能力和企业综合经营能力。

一、传统价值链与产业链的局限性
传统的价值链与产业链理论研究主要是以企业自身价值增值为导向 ,通过企业内部生产、销售、经营管

理等资源整合与重组来提高自身环节价值 ,注重于企业自身在产业链上主导作用的增强。这种研究视角忽
视了企业发展与外部环境发展的动态交互性 ,将企业发展看成是在特定的产业范围领域内的静态发展过程 ,
主要通过提高企业自身生产效率与经营效益来达成企业目标。这种研究方法已经不能很好的适应当前经济
社会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的现状 ,不能很好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动态变化性 ,导致企业对市场信号反应迟
钝 ,并且这种研究方法多注重于企业发展的短期效益与当前效益 ,企业长期发展后劲相对不足。另外 ,传统
价值链与产业链理论对利益相关者的研究投入不足。实践发展表明 ,企业产业优势的形成过程不仅与企业
内部经营管理密不可分 ,与政府法律、法规政策的要求与支持、社区的参与支持以及消费者的满意与忠诚等
也是分不开的 ,与产业结构的合理性、高度化更是密切相关的。因此 ,对企业价值提高的研究不仅要注重于
企业自身价值的增值 ,同时也要提高利益相关者与其他合作者的价值 ;不仅要培养企业的核心能力 ,更要努
力形成企业的动态竞争能力 ;不仅要注重于企业当前利益的提高 ,更要突出企业长远效益的提高。

二、动态产业价值链理论分析模型
基于环境动态性、开放性与复杂性变化的产业价值链理论是建立在波特教授的价值链与产业链理论的

基础上的而形成的 ,是将企业价值链理论直接连接到产业领域或者产业组织中去 ,是价值链理论在产业组织
中的推广与应用 ,也是用产业的视角对企业价值链进行分析。产业价值链更多的是强调企业利用现代的计
算机、网络与信息等科学技术 ,对价值链从产业环境的角度进行分析 ,力求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下形成企业环
境适应能力、动态竞争能力和增强企业综合经营能力。在此环境条件下 ,在企业使命与自身资源、能力的约
束下 ,企业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刚性 ,即一定程度上的路径依赖性 ,然而另一方面环境的变化又要求企业战
略不断做出调整 ,及时的协调两者之间出现的不一致性。企业发展战略与环境变化、资源及使命约束相互关

企业发展战略随环境变化发展曲线

系如下图。我们建立的企业产业价值链分析模型是综合
企业价值链、产业链的分析方法 ,在产业资源、内部价值
资源整合的基础上 ,努力形成企业的环境适应能力、动态
竞争能力和企业综合经营能力。企业环境适应力是指企
业监控、预测环境变化的能力以及对市场环境的变化所
做出反应的速度与效率 ,对市场的信息获取与控制能力
等。具体指标有 :市场变化的监控、预测能力 ;对市场信
号反应的及时、灵敏性 ;市场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完整性
以及信息获取成本的高低 ;无序市场竞争能力 ;环境变化
的自适应能力等。

企业动态竞争能力是指变化环境下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能力。具体包括企业产品结构的
优化与互补性 ;企业组织的灵活性或者弹性 ;企业业务流程的重组与变革能力 ;企业组织由非结构化向结构
化转变的能力 ;企业产业价值链的升级与优化能力 ;对企业或者该产业发展路径的预测与控制能力 ;与环境

产业价值链结构

的交互能力以及适应其变化的组织自控能力等。
企业综合经营力是指企业对自身产业价值链

外部资源的获取、支配与协调能力 ;对产业价值链
的资源整合能力 ;企业产业价值链外部资源综合
与系统的优化、整合能力 ;企业内部综合经营管理
与控制能力以及企业产业价值链各个关键性接口
的转换控制能力等。

三、动态产业价值链资源整合优势分析
1、资源共享 :扩大企业资源可支配范围与领

域。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与一体化以及新科技
革命的发展 ,生产要素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
动 ,为企业资源的全球性配置提供了基础与客观
条件 ,极大的拓展了企业资源可利用的范围与领
域。我国加入 WTO ,国内竞争国际化和国际竞争国内化 ,一方面 ,企业纷纷推行国际化战略 ,在产业链上游
与下游的扩展范围已经延伸到了世界各个角落 ,比如建立全球性的采购、生产联盟与全球性的销售、流通等
网络 ;另一方面 ,企业由于规模的急剧膨胀 ,内部经营管理成本不断上升 ,为企业价值链在产业领域内的资源

·98·

《技术经济》　　　　　　　　　　　　　　第 9 期 (总第 213 期) 　　 　　　　　　　　　　　　2005 年



整合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通过信任体系的建立或联盟网络契约的关系为企业利用外部资源提供了有效途
径 ,在相互之间良好的协调与沟通的基础上或者契约制约关系的基础上 ,可以实现“1 + 1 > 2”的战略协同效
应 ,实现外部资源共享 ,降低开发成本。通过兼并与收购实现外部资源的内部化 ,扩大企业规模 ,有效提高企
业产业市场份额与市场竞争能力 ,使企业不断“做大做强”。

2、资源优势叠加 :降低企业成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产业分工越来越细 ,专业化生产越来越强 ,产业
链条被越拉越长。“未来只存在两种企业 ,一种是规模超大的企业 ,另一种就是专业化非常强的中小企业”。
这就意味着对专业化生产的要求越来越强 ,而任何一个企业在当前条件下都不可能是在产业链条的任何一
个链条环节上都是最优的 ,只能是在某一个或者几个环节上具有优势 ,这就是企业产业价值链的战略性环
节。通过产业价值链的整合不但可以将具有不同优势环节的企业相联系 ,实现产业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都
达到最优 ,进而实现企业产业价值链整体最优 ,而且基于产业价值链的资源整合通过诸如实施标准化生产、
对内部管理费用进行严格控制等 ,可以有效降低产品在产业价值增值环节上的包装、流通、库存、销售与内部
部门间协调等成本 ,获得成本领先优势。具体实现产业价值链资源优势叠加的途径有业务的战略性外包或
者联盟合作 ,将企业不具有竞争优势的环节外包出去或实行联盟战略搞合作研究开发 ,降低单个企业开发的
资源、能力限制所带来的高开发成本与高风险性。一方面有利于将产业价值链各个具有优势环节的企业联
合起来 ,优化产业结构或产品结构 ;另一方面 ,可以促进产业深化 ,使产业价值链各个环节具有更大的增值
性 ,提高产业价值链的整体市场竞争力。

3、资源支持 :培育产业链竞争优势。实践证明 ,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 ,“产业链竞争优势最具竞争力”。
如今 ,企业之间甚至于国家之间的竞争都不再是你来我往、单打独斗的“赤手搏”,而是政府、企业利益相关者
以及各配套服务等中介机构的集群式竞争 ;不再是产业某环节的竞争 ,而是整条产业链之间的竞争。任何一
个在某环节上具有领先优势的企业 ,在核心能力的基础上实施纵向一体化整合 ,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
过其他环节上的利润减让等措施来降低某环节的成本 ,从而支持该环节的市场竞争 ,不但可以优化产品结
构 ,降低市场风险 ,提高市场适应能力 ,还可以培育企业的产业链竞争优势。河南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正是通过基于产业链竞争的相关多元化战略 ,进而实施产业价值链的产业资源整合 ,达到产业链上各个环
节资源的相互支持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企业主业、支持企业主业的发展来获得产业链竞争优势 ,如今
已经牢牢占据了该行业领先者的地位。双汇集团从最初的肉制品加工 ,发展到如今的种植业、饲料业、养殖
业、屠宰、肉类加工业、化工包装业、物流配送业、商业连锁等产业价值链的一体化模式既优化了企业产品结
构 ,又通过种植业、饲料业、养殖业、屠宰、化工包装业、物流配送业、商业连锁等环节支持肉类加工业在市场
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而在产品结构的市场竞争中逐渐形成了高、中、低档产品相互的协调、支持的市场竞
争态势。企业利用低端产品打价格战 ,扩大市场份额和提高市场占有率 ;中端产品获取利润与资金流 ,支持
低端产品打价格战 ;而高端产品则获取高额利润率 ,树立企业品牌形象等。正是通过产业链相关环节的资源
支持增强了企业市场适应能力 ,形成了企业产业链竞争优势。

四、动态产业价值链资源整合战略模式
1、业务外包战略。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 ,使社会分工不断深化 ,企业许多价值增值环节被分为

更长更细的价值增值环节。实行业务外包战略是将所有环节优势叠加与资源优势共享的有效战略。可以使
企业获得产业链的专业化生产效应 ,提高产业价值链的专业化生产优势 ;降低企业独立技术研发成本与失败
风险 ,缩短新产品开发的生命周期 ,同时集中企业资源于自身核心能力的提高 ,确立企业竞争优势 ;引进外部
企业优势资源 ,提高企业资源支配能力 ;业务外包战略还不至于明显增加企业内部管理、协调成本 ,又可以保
持企业组织自身灵活性。IBM 公司在世界计算机市场上有着独特的竞争优势 ,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 IBM
产业价值链分配与布局所形成的强大的组织体系。至今 ,在个人计算机的生产上 , IBM 在这方面没有明显的
竞争优势 ,从不生产任何电脑部件 ,几乎全部实行外包生产 , IBM 只是提供销售、维修与服务环节。然而 ,仅
仅利用其遍布全球的组织结构与维修服务网络以及多年来建立起来的“高质量服务”信誉是其他企业所无法
比拟的。利用专业化外包生产战略 , IBM 实现了专业化生产与高质量服务保证的完美结合 ,使 IBM 在世界
个人计算机市场上一支独秀。

2、联盟战略。产业价值链联盟战略是通过与产业链上相关企业建立契约关系 ,进而实现对其相关资源
的利用与支配。通过联盟战略是实现企业之间资源共享的“多赢”协同效应以及资源支持的有效途径 ,可以
在产业价值链环节与支持性活动上创造更大的价值。与产业价值链的上下游企业建立战略联盟 ,不仅提高
了产业进入壁垒 ,还可以使联盟各方共享知识 ,将自身主要资源集中于产业价值链的核心战略性环节 ,进行
互补或合作性研发、生产 ,提高研发与生产效率 ,缩短新产品开发与投放市场的时间 ,降低成本 ,提高研发成
功率 ;与替代者建立战略联盟是实现对潜在竞争者积极防守的有效途径 ,可以优化产品结构 ,满足消费者的
多元化需求 ,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如今战略联盟不仅是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首要选择 ,更是国家之间合作
的习惯性方式。IBM 和微软公司击败苹果公司 ,Cisco 公司击败 Bay Networks 公司等 ,其中最为重要的战略
性形式就是联盟战略 ,与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建立战略联盟 ,形成了一个包括众多合作伙伴和追随者的企业
产业集群 ,把企业发展为了一个强大的产业链集群 (陈一君 郭耀煌 企业战略联盟的价值链分析) 。波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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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用社抵债资产处置中的“博弈”分析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聂 　锐 　徐州银监分局　蒋 　华

[摘要 ] 农信社抵债资产处置是盘活信贷资金、化解经营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 ,但是 ,由于受内部管理和外部
政策环境的影响 ,抵债资产处置并不积极 ,甚至出现了新的资产风险。本文希望借助博弈理论 ,直观地、深入
浅出地对其中的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 ] 农村信用社 　博弈论 　抵债资产 　绩效考核

博弈论 (又称对策论) ,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
理论 ,它研究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
在竞争博弈中如何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问题。在
博弈分析中 ,一定场合中的每一个博弈方在决定
采取何种行动时 ,都要考虑到他的决策行为对博
弈方的可能影响 ,以及其它博弈方对他可能产生
的影响 ,通过选择最佳行动计划 ,来寻找收益和效
用的最大化。农信社抵债资产处置是盘活信贷资金、化解经营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 ,但是 ,由于受内部管理
和外部政策环境的影响 ,抵债资产处置并不积极 ,甚至出现了新的资产风险。本文希望借助博弈理论来对这
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一、基本情况 (见上图)
以某市为例 ,截止 2004 年 12 月末 ,农村信用社抵债资产余额为 8680 万元 ,比 2000 年增加了 5193 万元 ,

余额越来越大 ;占不良贷款余额比例越来越高 ,2004 年该比例为 5. 19 % ,而 2000 年只占 1. 19 % ;增长速度较

的产业集聚理论也表明 ,一个企业或产业优势的形成过程是由众多产业支持企业或机构共同形成的。世界
部分国家与地区的产业集群现象也正表明了联盟战略对企业产业链竞争优势形成的重要作用。

3、一体化战略。企业产业价值链的一体化战略是指通过对产业价值链上的企业横向与纵向的兼并与收
购 ,实现企业产业链资源的内部化 ,扩大企业规模和提高企业效益。1998 年 ,全球 200 多家企业通过跨国兼
并获收购的市场交易金额达到 11300 亿美元 ,可见通过兼并或收购实现产业价值链一体化 ,是获得产业资源
支持与资源优势叠加的有效战略模式。产业链的横向一体化使企业扩大规模 ,通过实施规模化生产 ,提高企
业市场份额和市场占有率 ,降低企业成本 :比如降低平均固定成本、库存运输成本、辅助经营管理成本、燃料
消耗成本与批量采购成本等等。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具体方式可采取兼并、收购与独立建厂等 ,更有利于企
业在产业价值链范围上实施采购、研发、生产、流通与销售等基本生产环节上进行资源整合 ,并在内部经营管
理上进行有效的协调与控制。在一方面上 ,企业的一体化并购战略容易造成由于企业并购后资源整合能力
不强而内部管理与协调成本的急剧上升 ,而当内部管理成本大于市场交易成本时 ,就出现了企业并购规模的
不经济性 ,就需要结合前面的战略整合模式 ,对不能带来竞争能力的业务环节支解、外包或者进行联盟合作
开发与生产 ,避免其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另外 ,一体化兼并与收购战略也是实现企业相关多元化的
直接途径 ,基于产业价值链资源整合的相关多元化可以有效分散企业经营风险 ,开发企业多种核心能力。当
前世界 500 强企业大多实行相关多元化战略 ,在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中实现产业资源的相互支援 ,提高企业
市场竞争力。

五、结语
企业产业价值链分析方法是在对动态、开放与复杂性环境分析前提下 ,融合了企业动态能力理论、价值

链、产业链的思想优势的综合性分析方法。1、将企业核心能力的形成看作是动态、变化环境中形成的 ,是与
企业的业务流程再造、组织结构优化与重组相联系的 ;2、将企业可利用、可支配的资源加以串连和并联整合 ,
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产业链条 ,即产业链的内部化 ;3、将企业内部价值链整合外部化 ,即对企业价值链进行
产业化分析 ,在产业链上控制经营管理费用 ,降低产业链资源整合成本和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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