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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规模经济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 　唐建军

[摘要 ]关于规模经济 ,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造成冲突的原因在于规模经济一开始就没有一
个准确的定义 ,从而使它成为一个被人们各取所需的含混的概念。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济应该从两重角度
来理解 ,一重是工厂型规模经济 ,另一重是企业 (公司)型规模经济。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即使达不到工厂型规
模经济 ,但只要努力提高经营管理能力 ,企业型规模经济仍有可能实现 ,从而提高经营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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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大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具有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企业具有规模经济优势 ,表现为
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更低 ,进而可以以中小企业不能达到的价格出售产品 ,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研究规
模经济的意义在于探讨企业规模变化对企业的效率和绩效的影响 ,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组织 ,企业的规
模大小可以从多个方面来描述 ,各个方面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但是 ,关于规模经济的确切含义 ,有必要加以
澄清和确认。规模经济应区分为工厂型规模经济与企业型规模经济 ,本文在界定规模经济两种不同含义的基
础上 ,提出企业型有效规模才应是中小企业追求的目标 ,并探讨了中小企业实现企业型规模经济的途径。

斯密首先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出发 ,揭示了制作工序细分带来效率的原因 ,这可以说是对规模经
济的一种古典解释。马歇尔在研究分工与机器 ,某一地区特定产业的集中 ,大规模生产 ,企业的经营管理及企
业形态等问题时 ,触及到了规模经济的问题。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所提出的交易费用理论 ,则
进一步阐明了企业代替市场交易从而管理对企业边界 (规模)所起的作用。规模经济有两重含义 ,一种是工厂
型规模经济 ,另一种是企业 (公司)型规模经济。

一、工厂型规模经济
(一)工厂型规模经济的含义与表现形式
工厂型规模经济反映的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也就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 ,一定量的生产要素 (及其组

合)的投入与所能生产出来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它表现为既定资源条件下的产量最大化 ,或者是既定产
量条件下的资源耗费最小化。这种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是由当时的技术条件决定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可以
用规模报酬变动的三种情形来说明 :一是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它是指产量增加的幅度大于规模扩大 (要素投入
增加)的幅度 ;二是规模报酬不变阶段 ,它是指产量增加的幅度等于规模扩大的幅度 ;三是规模报酬递减阶段 ,
是指产量的增加幅度小于规模扩大的幅度 ,又称规模不经济阶段。由此可见 ,工厂型规模经济主要是就投入
与产出的物质技术关系展开的 ,考察实物 (厂房、设备、原材料、燃料、动力等)和劳动力的消耗与生产出来的产
品数量之间的关系 ,因此是从实物形态上来分析的 ,而非价值形态的。但是为了分析的方便 ,有必要引入成本
这个概念 ,但这里的成本仅是就生产一定量的产量所耗费的要素而言 ,或者是生产单位产量所分摊的要素使
用量而言 ,它并不考虑要素的价格 (把要素的价格当作给定的条件) 。

图 1

用成本 (从要素使用量的角度来衡量)来表示规模报酬变动的三种情形 ,可用右边的
图形来描述。如图 1 所示 ,呈 U 形的 LAC 曲线为工厂生产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其中左
边的 AB 段向右下方倾斜 ,表明工厂的生产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 (单位产量所分摊到
的要素使用量在减少) ;中间的 BC 段比较平坦 ,表明规模报酬不变 ;右边的 CD 段向右上
方倾斜 ,表示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形。

(二)形成工厂型规模经济的主要原因
一是工厂规模扩大时可使用更为先进复杂的技术与设备 ,这是因为先进复杂的设备

往往比较昂贵 ,只有资金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才有能力购买使用。并且资本设备在使用中存在不可分割性 ,这
意味着某一资本投入不能按比例缩小到某一最小的水平。比如机器设备、某些研究开发的投入等 ,不能再拆
分成一个更小的投入单位。在固定成本的分摊上 ,分摊到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 ,取决于生产数量的大小 ,产
量越大 ,单位产品分摊到的固定成本就越小 ,这种规模经济就是由于横向规模的扩大而产生的。

二是大的工厂可以实行专业化的分工与协作 (斯密认为分工形成的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因为较大
规模的企业拥有较多的生产工人和管理人员 ,可以在他们中间实现适当的分工 ,而小企业由于员工数量少可
能难以做到这一点。这就造成大的工厂比小的工厂在生产产品时可以节约使用要素 (尤其是劳动要素) ,从而
在生产上更有效率。

三是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学习效应。由于在实际生产中存在着学习效应 ,工人操作的熟练程度与累积的生
产数量有关 ,生产效率随着累积的生产规模的增大而提高 ,这是规模经济的另一种特殊的表现 ,它与企业的横
向规模发生着特殊的联系。

四是容积体积的规模效应。从物理学上可以知道 ,当物体的容积扩大 1 倍时 ,容器的制作材料并不需要
扩大 1 倍 ,而只需要扩大 0. 6 倍。同一系列不同规格产品的用料与生产设备投资 ,在不同的生产规模下 ,都存
在着一个近似的 0. 6 指数曲线 ,这一规模经济效应也与企业的横向规模有关 ,横向规模扩大单位使得产出上
所投入的要素量 (进而用要素使用量衡量的成本)降低。

工厂型规模经济要求工厂必须使投资规模达到现有的行业技术所要求的最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并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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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基础配置最佳的劳动力数量 ,包括生产工人和为直接生产服务的管理人员。工厂必须使生产规模达到充
分利用固定资产的生产能力 ,最节约地使用投入品 ,最大限度地利用管理队伍的状态 ,从而使平均成本尽可能
地降低。或者是以这一规模为基础 ,使工厂的产量最大化 ,从而使生产的平均成本 (制造成本法)最低。

二、企业 (公司)型规模经济
与工厂作为一个生产中心只需要核算实物性消耗与产出品数量的物质技术关系不同 ,企业 (公司)核算的

是成本和收益 ,其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工厂只考虑生产成本 (制造成本法) ,而企业考察的成本要比工厂
的生产成本大得多。企业营运的总成本为生产成本与期间费用 (包括管理费用、营业费用和财务费用) 之和。
因此 ,企业型规模经济是从价值形态上来说的 ,它是指企业在达到一定规模时单位产出的平均成本 (广义的)

最低。企业型规模经济主要来自于 :大量采购形成的节省 ,产品、规格的统一和标准化 ,“全产品生产线”效益 ,
大量销售的节约 ,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化和节省 ,研究和开发工作更具有效率 ,企业经营具有更大
灵活性和挑战性 ,承担风险能力强等。如果说建立在技术上的工厂型规模经济主要表现为单位产品生产成本
的降低 ,那么企业型规模经济则主要体现在交易成本以及管理成本的节省上。

对企业来说 ,除了生产管理之外 ,还要从事行政、财务和营销管理。从成本的角度来衡量 ,与工厂型规模
经济仅仅考虑实物形态 (要素投入)的工厂成本的最小化不同 ,企业型规模经济还要考虑其它因素对产品总成
本的影响。比如投入品的价格 ,企业的管理费用、营业费用和财务费用等等。因此 ,企业型规模经济与工厂型
规模经济的成本曲线会有所不同 ,两者的关系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图 2

如图 2 所示 ,LAC′曲线为 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 ,与工厂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
LAC 相似 ,它也呈 U 型。线段 A′B′、B′C′和 C′D′分别表示企业在价值形态上的规模收
益递增、规模收益不变和规模收益递减三个阶段 (注意 LAC 曲线上的 AB、BC、CD 分别
表示的是实物形态即产量形态上的规模报酬递增、不变和递减三个阶段) 。

图 2 中 U 形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 LAC′表明 ,企业型规模收益递增是有限的 ,超过
这一限度 ,将会出现规模收益递减 ,如上图 C′D′段。因为规模过大 ,分工过密 ,管理层
次过多 ,反而会引起操作成本的增加 ,决策时间延长 ,机会成本增加和效率的损失。在
现实中 ,考虑到企业的内外部约束条件 ,比如市场容量与企业的技术和人力资源储备的限制 ,使企业在现有技
术条件下达到平均成本最低点的最优规模未必很大 ,中小企业同样可达相应的最优规模 ,从而实现企业型规
模经济。

三、企业 (价值)型有效规模应是中小企业追求的目标
决定企业效率的 ,不仅是它的工厂规模 (要素使用) 是否经济 ,还包括它的经营管理能力。在工厂达到规

模经济的条件下 ,企业经营绩效取决于经营管理能力 ,因而不同的管理能力对应不同的经营绩效 ,从而有效规
模是不同的。对一个企业来说 ,工厂型规模经济是应该努力达到的 ,因为达到了工厂规模经济就有了投入产
出的保证条件。但是 ,工厂规模经济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目标 ,也不能保证企业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即使
企业达到了工厂规模经济的要求 ,它也有亏损的可能 (如管理水平低下) ;反过来 ,若企业不具有工厂型规模经
济的条件 ,它照样具有盈利的可能。这就是说 ,大规模的企业未必就具有效率 ,小规模的企业未必就不具有效
率。

对于制造型中小企业来说 ,虽然工厂型规模经济可能难以达到 ,但是只要努力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
有效开拓市场 ,企业型规模经济仍是可以实现的。与大企业相比较 ,中小企业的组织结构简单 ,企业的主要所
有者往往就是企业的管理者 ,基本上不存在委托 ———代理关系 ,或者是委托 ———代理链条大为缩短 ,代理成本
和代理风险大为降低。这是因为企业的经营者就是所有者 ,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掌握在同一个人
手中 ,符合产权理论激励兼容的要求 ,经营者有足够的动力去经营管理好企业 ,对经营者的激励可以通过剩余
索取权来实现。此外 ,经营者作为所有者 ,两者的最大化目标就不会发生偏离 ,企业的损失就是经营者的损
失 ,经营风险就必须由经营者来承担 ,因此经营者会努力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从队生产理论来看 ,在中小企业中 ,经营者也是生产过程的监督者 ,他拥有较多股份从而拥有较多的剩余
索取权 ,在此激励下 ,形成企业生产越有效率 ,监督者剩余索取越多的良性循环 ,经营者的监督会更有效 ,从而
不断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由此可见 ,中小企业中的这种产权结构可以大大减少代理成本 ,也即降低企业运行中的各种费用 ,提高了
企业的运行效率。如上面图 2 中所示 ,企业通过改善经营管理 ,造成 LAC’曲线左移 ,在较低的产量水平上
(可能未实现工厂型的规模经济)也可以实现有效经营 ,达到企业型有效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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