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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中国手机设计产业的发展历程 ,揭示影响研发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和作用机

理。研究显示 :从手机设计产业来看 ,技术体系结构、市场和区域专有因素等对研发服务业的发展有着重

要影响 ,其中技术体系结构是决定研发服务业能否独立为产业的关键因素。政府在推动研发服务业发展

时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及其协同演化规律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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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发服务业发展的背景

研发服务业是研发活动外部化发展的结果。在

工业革命以前及早期 ,研发基本上是一种好奇心驱

动的个人活动。自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 ,德国

和美国掀起一股企业开办研发机构的浪潮 ,研发开

始作为企业的一种职能被内部化。在相当长的时期

内 ,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大企业内部的研发活动和科

技成果产业化一直是世界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 ,且

是世界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量[1 ] 。

20 世纪 70 年代后 ,欧美国家企业的这种内部

化研发模式首先受到日本经济崛起的挑战。20 世

纪 70 年代 ,日本企业的竞争力逐渐上升 ,一些产业

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洲国家 ,这一经济现象引起了

世界的关注。日本企业以市场为导向 ,重视技术引

进或与承包商、材料供应商及用户合作来改进产品

和服务质量、加快产品和服务开发速度的技术创新

模式 ,被认为是日本企业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通

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 ECD) 的传播 ,日本的技

术创新模式对 O ECD 国家当时盛行的技术创新模

式造成了冲击。

其次 ,以信息通信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2
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

新一轮科技革命对欧美国家企业的研发模式也产生

了冲击。在一些新兴产业 ,科学研究到产业化的路

径被缩短 ;在一些领域 (如生物技术) ,基础研究成果

甚至直接就可转化为商业产品。这样 ,大学、科研机

构以及由其衍生出的科技型小公司在创新体系中的

作用得到提升 ,并成为创新的重要源泉 ;同时 ,技术

革命和全球竞争的加剧导致商业环境变得日益动

荡、产品生命周期缩短 ,这也迫使企业必须开始通过

提高研发速度和效率来获得竞争优势。

在这种背景下 ,20 世纪 80 年代 ,企业研发外部

化的趋势逐渐显现出来 ,即研究机构、大学、专业的

研发公司等外部研发力量在企业技术获取和创新中

的作用越来越大 ,企业与其他研发力量 (大学、研究

机构及其他企业) 合作或委托研发 ,通过并购、购买

等手段从外部直接获得技术的比重越来越高。

研发活动的外部化使大企业越来越依赖于从外

部获得技术 ,同时也催生了以研发为主要收入来源

的研发服务业的发展。如美国硅谷大量存在的“纯

设计的半导体公司”,其工作内容是设计半导体产

品 ,然后将设计方案的知识产权出售给其他公司 ,本

身并不参与半导体产品的制造和营销环节[ 2 ] 。在医

药研发领域 ,20 世纪 70 年代末美国仅有几家专业

的医药研发公司 ,而目前已经发展到了上千家 ,同

时 ,其承接的外包业务范围也从临床研究的咨询和

策划环节扩展到从研发到临床实验的所有环节 ,其

中最大的 Quit ntiles Transnational 公司在 1998 年

的收入已超过 14 亿美元 ,其同时为全球 50 家制药

公司服务 ,管理着上百个项目[3 ] 。

大力发展研发服务业 ,对于发挥北京“科技中

心”和“创新高地”优势、促进经济“高端、高效、高辐

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北京的研发服务业仍

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与成为北京支柱产业的目

标还存在一定差距。加强研究 ,揭示影响研发服务

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和作用机理 ,是当前引导和支持

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研发服务是研发服务企业参与客户的创新过程

并为客户完成其中部分环节的过程。研发服务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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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类 :一类是提供专项服务 ,例如医药业检测和

临床等环节的外包服务 ;另一类是提供新产品解决

方案 ,手机设计服务就属于此类研发服务业。

虽然以独立形态存在的手机设计产业在中国的

发展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 ,但已经历了从无到有、由

盛转衰的过程。在产业发展的顶峰时期 ,手机设计

一度成为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省市重点发展的产

业 ,政府也出台了很多政策和措施给予支持。如今 ,

大多数手机设计公司已经转型或被手机制造企业收

购 ,以独立形态存在的手机设计产业规模已经很小。

本文试图通过对手机设计产业进行分析 ,揭示

影响研发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和作用机理。本文

首先介绍手机设计产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和我国手

机设计产业的发展概况 ;在此基础上 ,重点分析技

术、市场以及区域专有因素等对该产业发展的影响 ;

最后总结研究结论并阐述对北京研发服务业发展的

启示。

2 　手机设计产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

手机设计产业在手机产业链中的位置如图 1 所

示。图 1 中 :实线表示物流 ,显示了商品从芯片、原

器件、代工厂商到最终用户的过程 ;虚线表示信息

流 ,显示了产品设计商将产品方案成果转交于品牌

厂商 ,由品牌厂商或代工厂商进行加工以及设计服

务商在设计及制造过程中与代工厂商、芯片、器件厂

商沟通的过程。在产业链上 ,手机设计商处于上游

的品牌厂商和下游的代工厂商之间。

图 1 　手机产业链示意图

需要说明的是 ,图 1 中产业链上各个主体承担

的职能只是一种理论化的抽象 ,在现实中设计、制

造、品牌和营销等职能在各个主体间有着不同的分

布。例如 ,图 1 中的代工厂商相当于 O EM (original

equip ment manufact urer ,原始设备制造商) ,而当

O EM 同时承担设计职能时就变成 ODM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 ,原始设计制造商) ,ODM 拥有

自己的品牌并进行营销时就成为 OBM (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 ,原始品牌商) ,而在现实中这三

种厂商是同时存在的 ;同时 ,一些拥有品牌的厂商也

可能只做设计和营销甚至只做营销。在本文中 ,我

们将拥有产品品牌的企业称为品牌厂商或品牌

商 ———不论其只做营销还是“设计 + 营销”或“设计

+ 制造 + 营销”。表 1 是对上述几类厂商承担的职

能的总结。
表 1 　手机产业中部分厂商类型及职能

厂商类型 职能

OEM 产品制造

ODM 产品设计 + 制造

OBM 拥有产品品牌 ;产品设计 + 制造 + 营销

品牌厂商
拥有产品品牌 (不论是只做营销还是“设计 +

营销”或“设计 + 制造 + 营销”)

设计服务商 设计

3 　中国手机设计产业发展的三个阶段

手机设计最初主要只是手机品牌厂商的内部职

能 ,并不存在独立的手机设计产业。20 世纪 90 年

代 ,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三星等企业的部分研

发人员开始“下海”,在风险投资的资助下创业成立

独立的设计公司 ,为手机品牌厂商提供手机设计方

案。由此 ,手机设计开始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产业。

手机设计产业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在中国出

现。1998 年以前 ,中国手机市场被诺基亚、摩托罗

拉等国外品牌占据 ,手机设计也是这些厂商的内部

职能。1999 年后 ,手机设计产业开始在中国出现。

从 1999 年至今 ,中国的手机设计产业大致经历了三

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 : 1999 —2002 年。在这一阶段 ,独

立的手机设计产业开始出现。1999 年国内企业开

始进入手机产业。为了尽快进入市场 ,缺乏设计能

力的国产手机品牌厂商开始将大量设计活动外包 ,

我国手机设计产业应运而生。1999 年 ,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公司组建了中电赛龙通信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为中电赛龙) ———这是第一家国内手

机设计企业。中电赛龙在 2001 年 8 月耗资近 4000

万美元收购了法国飞利浦手机研发中心 ,一跃成为

当时全球最大的独立手机产品研发公司。随后 ,北

京嘉盛联侨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称为嘉胜

联侨) 、北京中天华通移动通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中天华通)等许多企业开始进入手机设

计产业。不过 ,2002 年以前中国手机设计产业基本

上被在同一时期进入的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企业

所垄断。在这一时期 ,手机设计产业属于暴利行业。

据水木清华研究中心《2008 年中国手机设计厂商研

究报告》的数据 , 2002 年该行业平均毛利率超过

300 %[4 ] 。

第二个阶段 :2002 —2005 年。这一阶段是我国

手机设计产业的快速发展阶段。2002 年后 ,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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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和高利润的吸引 ,加上技术发展使进入门槛降

低 ,大量的新进入者很快涌入我国手机设计产业。

例如 :2002 年 5 月 ,李海林辞去康佳电子手机研发

总监的职务 ,在深圳创办了深圳市经纬科技有限公

司公司 (以下简称为经纬科技) ,该公司的主要技术

人员来自康佳电子 ;2002 年 7 月 ,董德福辞去摩托

罗拉中国区销售经理的职位 ,在北京创立了德信无

线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德信无线) ,其创

业团队几乎全部来自摩托罗拉 ; 2002 年底 ,晨讯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退出元器件分销领域 ,在上海注册

成立希姆通信息技术 (上海)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

希姆通) ,进入手机设计产业。

到了 2003 年 ,在国内手机设计产业中 ,韩国与

我国台湾地区的手机设计公司已被挤出了国内市

场。据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的统计 ,2004 年国内手

机设计企业一共提供了 400 多个手机设计方案 ,占

当年上市国产手机份额的 80 %。此时 ,行业内也出

现了一些知名企业 ,如中电赛龙、德信无线、经纬科

技等 ,其中德信无线的员工一度超过 3000 人 ,其办

公面积超过 3 万平方米。然而 ,随着竞争的加剧 ,手

机设计行业的利润率不断下降 ,2003 —2005 年该行

业的平均利润率分别下降到 70 %、35 %和 23 %[4 ] 。

第三个阶段 :2006 年以后。在这一阶段 ,产业

发展进入转型阶段。实际上 ,在 2004 年 ,由于国内

手机市场发展增速趋缓和国产手机市场份额下滑 ,

手机设计产业的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该产业的

发展在 2005 年达到巅峰 ———以德信无线、龙旗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龙旗) 、希姆通等 3 家

企业在海外成功上市为代表。与此同时 ,一些主要

为国内手机厂商提供服务的设计公司开始陷入经营

困境 ,嘉胜联侨、中天华通等企业相继破产。

至 2006 年 ,国内手机设计产业的发展开始出现

拐点 :2006 年 ,北京启迪世纪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为启迪世纪)突然消失 ;2007 年 ,中电赛龙正

式宣布倒闭 ;同年 ,德信无线开始裁员 ,转型切入无

线增值和游戏领域。行业年平均利润率在 2006 年

下降到 15 % ,2007 年进一步下降到 511 % ,2008 年

预计不会高于 3 %[4 ] 。

在这种情况下 ,未破产的国内手机设计企业纷

纷转型 ,其转型方向大致如下 :

1)转型为既做设计又做生产的手机 ODM ; 2)

转型为品牌厂商 ,目前个别企业已获得手机牌照 ,如

希姆通、龙旗等 ;3)转型为手机“全面解决方案”提供

商的合作伙伴 ,为其提供软件 ;4) 寻求被品牌厂商收

购 ,包括成为国外厂商在中国的研发中心 ;5) 开拓海

外市场 ,寻找突破口 ,如希姆通进入巴西和印度市场、

龙旗进入南美、印度市场等 ,但市场开拓非常困难[5 ] 。

在上述 5 种转型方向中 ,从独立的手机设计产

业的角度看 ,前 3 种属于纵向扩张 ,第 4 种属于消

失 ,第 5 种属于横向扩张 ———但遇到了很多困难。

所以 ,最终的结果是 ,这些企业不再主要依靠手机设

计来谋生 ,独立的手机设计产业的规模萎缩。

表 2 是 2004 —2006 年德信无线的经营数据 ,从

表 2 可以看出一些中国手机设计产业中的代表企业

由盛转衰及转型方向的情况。2006 年 ,在德信无线

的三块业务中 ,设计和佣金的净收入和利润大幅下

滑 ,而部件和产品业务 (此时德信无线承担了 OBM

的职能)却呈上升趋势。
表 2 　2004 —2006 年德信无线的经营状况 万元

项目 2004 2005 2006

净收入

利润总额

合计 36357 70364 63097

设计业务 23032 49210 23320

佣金业务 5436 12221 5992

部件和产品业务 7890 8932 33785

合计 20830 42986 20068

设计业务 14480 28706 7704

佣金业务 4870 12221 5992

部件和产品业务 1481 2058 6371

　　注 :按 2006 年 12 月 28 日汇率(100 美元 = 780187 人民币)折算。

资料来源 :2006 年德信无线年报。

4 　手机设计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5]

411 　手机技术模块化与中国手机设计产业的发展

国内手机设计产业发展的演变与手机技术模块

化有着直接关系。为更好地理解技术模块化与手机

设计产业发展的关系 ,下面首先简单介绍手机的技

术结构。

41111 　手机的技术结构

手机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

1)硬件部分中 :射频 ( radio f requency , RF) 、中

频 ( intermediate f requency , IF) 、基频 ( baseband ,

BB) 、数字讯号处理器 ( digital signal p rocessor ,

DSP)等 IC 半导体和内存属于核心部件 ;机壳、按

键、PCB、电池等属于外围部件。其中 , IC 半导体是

手机实现通信功能的关键部件 ,其工作原理是 :接听

电话时 ,手机天线接收到讯号后由射频部件将信号

降至中频 ,在中频内将模拟信号经模数调变器转换

成数字信号 ,同时将信号降至基频 ,经数字基频处理

后转换成人耳可以辨识的声频 ,最后经收话器传出 ;

拨打电话的过程原理与此相反。

2)手机软件分为物理层软件、通讯协议软件和

应用层软件。①物理层软件。物理层软件是 DSP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只有 DSP 厂家才能决定物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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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物理层软件定义 DSP 的操作方式和规则以及

与 DSP 进行沟通的语言和规则 ,是手机最核心的技

术。②通讯协议软件。通讯协议软件是通讯系统的

规则和标准。每一种通讯系统都有各自不同的通讯

协议 ,通讯协议软件由通讯系统标准的制定者掌握 ,

然后由授权用户使用 ;一般授权用户都是通讯系统

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如西门子、爱立信、诺基亚、摩托

罗拉等 ,而不属于标准制定者的开发商则需要花费

较高的代价来获得通讯协议软件的源代码。③应用

层软件。包括人机界面 ( man2machine interface ,

MMI) 及其应用功能的开发 ,其中以 MMI 最为重

要 ,手机上能够直接看到的基本功能都是通过 MMI

设计确定的。对于 GSM 手机来说 ,MMI 主要是键

盘与显示间的设置。随着手机功能越来越强大 ,

MMI 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多 ,许多特殊功能如照

相、摄像、WA P 等功能都需要应用层软件来实现。

41112 　技术模块化与手机设计产业发展

根据程度模块化的不同 ,手机设计技术的发展

大致经历了“芯片级设计”、“手机模块”和“硬件平

台”、“软硬件一体的全面解决方案”三次转变。与之

对应 ,手机设计产业的发展也可以分为 3 个阶段 :

1)芯片级设计阶段。

最初主要由手机制造商承担手机设计 ,手机制

造商的研发部门需要自己从基频、中频、射频芯片的

设计开始 ,如设计射频和基带 IC 之间的接口、添加

电源管理芯片等 ,然后再把它们整合到一起协同工

作 ,编制软件时需要掌握物理层协议和通信层协议 ,

技术非常复杂 ,授权费用也非常高。在这一阶段 ,手

机产业的产业链集成度很高 ,技术门槛很高 ,独立的

设计公司的机会很少 ,很难出现独立的手机设计产

业。图 2 显示了芯片级设计、生产阶段的手机产业

链。

图 2 　芯片级设计、生产阶段的手机产业链

2)手机模块和硬件平台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末 ,法国 Wavecom 公司在世界

范围内率先推出手机模块 ,并通过为中国的 TCL 、

韩国的 SEWON (波导是其最大客户)等亚洲国家的

O EM 和手机设计公司提供模块获得了成功。手机

模块是将基频、中频、射频整合到一起 ,壳体用铝合

金进行封装 ,设计者只需在手机模块基础上添加

LCD 显示屏、手机外壳等少量外围元件和 MMI 人机

界面就可完成手机设计 ;同时 ,供应商随手机模块提

供底层物理层软件和二、三层通讯协议软件 :这样手

机设计的技术含量降低了 ,进入门槛也降低了。

在手机模块技术的竞争中 ,爱立信和摩托罗拉

等厂商开始开放其手机硬件平台 ;随后 ,德州仪器、

Agere、飞利浦、英特尔、意法半导体、Skyworks、

ADI 等技术实力雄厚的半导体厂商也推出了手机

硬件平台。手机硬件平台与手机模块的最大差别

是 ,前者以集成的芯片组而不是铝合金封装盒出现 ,

即将主要的芯片如 DSP、MCU 、电源管理、RF、IF 等

及外围电路集成于一块 PCB 板上 ,并装配专用的软

件 ;在软件上 ,硬件平台一般只提供底层的物理层软

件 ,对设计者技术水平的要求比模块高 ,但硬件平台

为手机设计产业提供了更大的设计空间 ,特别是在

外观和内部结构上可以实现折叠、滑盖、旋转、双屏

等多种设计 ,模块要做到这一点较难 ;此外 ,硬件平

台还可以从软件中任意添加新的功能 ,这也是在模

块技术下无法做到的。因此 ,硬件平台很快就替代

模块成为了手机产业的主导技术。

手机模块和手机硬件平台的出现使手机产业链

开始分化 ,这是手机设计产业得以诞生和发展的根

本原因。图 3 显示了手机模块和硬件平台出现后的

手机产业链。其中 :手机模块的出现降低了手机设

计的技术进入门槛 ,使手机设计独立为一个产业成

为可能 ;硬件平台替代手机模块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手机设计的技术进入门槛 ,同时使手机设计变得

更加灵活 ,使主要为缺乏设计能力的本土手机品牌

商提供服务的手机设计企业获得了快速发展。

图 3 　手机模块和硬件平台出现后的手机产业链

3)软硬件一体的全面解决方案阶段。

软硬件一体的全面解决方案的出现是手机技术

进一步模块化的结果。2006 年 ,我国台湾地区的联

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联发科)推出捆绑

了芯片、软件平台及第三方软件的“全面解决方案”。

“全面解决方案”和集成了更多功能芯片的创新

的本质是 ,上游芯片企业履行了原来手机设计企业

的绝大部分职能 ,极大降低了手机设计企业的技术

含量。这样 ,具备一定研发实力的手机品牌商就可以

完成手机设计的工作 ,从而使手机设计产业的生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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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越来越小。在极端的情况下 ,手机“全面解决方案”

提供商和品牌商完全承担了原来手机设计企业所承

担的职能 ,结果是手机设计产业消失 (见图 4) 。

图 4 　全面解决方案技术出现后的手机产业链

412 　需求变化与中国手机设计产业的发展

作为提供中间研发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 ,手机

设计产业的需求是一种引致需求 ,产业的发展既受

整个手机市场的影响 ,同时也受其客户群体市场地

位的影响。

在手机市场方面 ,1999 年中国手机市场开始爆

炸性发展 :2003 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数超过固定电

话 ;到 2006 年 ,中国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的用户数

分别达到 4161 亿户和 3167 亿户。图 5 显示了

1978 —2006 年中国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用户数的

增长情况。巨大的市场规模使中国手机产业迅速发

展 ,同时也为手机设计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

在需求。

图 5 　1978 —2006 年中国移动电话和

固定电话用户数增长情况

　　在直接需求方面 ,中国手机设计产业最主要的

客户是国产手机品牌商。

1998 年以前 ,中国手机市场全部由诺基亚、摩

托罗拉等国外品牌占据。1999 年 ,东方通信、厦华

电子、科建电子、TCL 移动、奉化波导 5 家企业获得

手机经营牌照 ,国内企业开始介入手机产业。2000

年后 ,我国本土企业开始大规模进入手机产业 ,并迅

速占领了市场。2003 年底 ,原信息产业部累计颁发

的 49 张手机牌照中有 35 张给了国内企业。在市场

占有率方面 ,据原信息产业部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

司的统计 ,1999 年国产手机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约

为 4 % ,2000 年达到 715 % ,2001 年和 2002 年分别

上升到 15 %和 30 % ,2003 年达到 55 % ,国内手机此

时已占据国内手机市场的半壁江山[6 ] 。

国内手机市场的爆炸性增长和国产手机厂商市

场份额的上升为手机设计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

间。同时 ,随着手机市场竞争的激烈 ,手机的生命周

期越来越短 ,新机的推出速度成为获得竞争优势的

关键。与国外手机厂商相比 ,新进入的国内手机品

牌商的技术能力较弱 ,不具备芯片级设计和组织生

产的能力 ,只能在模块和硬件平台的基础上进行设

计 ,或购买设计方案 ,或直接购买整机以贴牌的方式

进入市场。由于自行开发速度较慢 ,而购买整机贴

牌的成本较高 ,因此许多国内手机品牌厂商选择了

购买设计方案而成为手机设计产业最主要的客户。

表 3 显示了手机设计、生产的主要类型 ;表 4 汇总了

部分国产手机品牌厂商的代工情况。
表 3 　手机设计、生产的主要类型

类型 内容 主要采用者

芯片级
品牌厂商直接从芯片开始设计并

组织生产。

诺基亚、摩托罗

拉等国外厂商

模块级、

硬件平台级

品牌厂商在手机模块或硬件平台

的基础上自己设计手机的外围非

关键部分和上层软件。

设计方案级

品牌厂商直接购买设计公司的方

案后自己组织或交给代工厂商组

织生产。

贴牌级
品牌厂商直接购买整机 ,设计由

制造商完成。

国内厂家

表 4 　部分国产手机品牌厂商代工情况

代工厂商 国产品牌厂商举例

韩国 PAN TECH 波导、TCL 、联想

韩国 STANDARD TCL 、南方高科、CECT

韩国 SK 中兴

韩国 TEL SON 波导、康佳、海信

台商 :光宝、仁宝、明基、广达 海尔、厦新、联想、TCL

　　2004 年 ,就在人们预计国产品牌占有率将达到

70 %的时候 ,手机市场开始发生逆转 ,原因首先是手

机市场供大于求。2004 年 ,随着手机的普及 ,国内

手机新增用户数首次出现下降 ,比例达 11 % ,手机

销售量首次超过新增用户数。其次 ,国产手机品牌

的市场份额下降。国外品牌商在保持强大的技术能

力基础上 ,较快调整战略适应国内市场需求 ,通过改

变外观设计、营销手段及进入低端市场等策略重新

夺回了失去的市场[ 6 ] 。

2004 年 ,国产手机的市场份额下降至 41 %。

2005 年 ,国产手机继续萎缩 ,上半年市场占有率降

低至约 38 % ,下半年回升至约 43 %。2006 年和

2007 年进一步跌到 28 %和 25 %左右[6 ] 。与此同

时 ,熊猫、科健、南方高科等公司陆续退市 ,存活下来

的厂商大多也亏损经营。国内品牌厂商市场的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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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很快就波及到主要客户为国内手机品牌商的手

机设计产业。最终 ,在经历 2 年的过渡期后 ,2006

年中国手机设计产业开始全面萎缩。图 6 显示了

1999 —2007 年中国国产品牌手机的市场占有率。

图 6 　1999 —2007 年中国国产品牌手机的市场占有率

413 　区域专有因素的影响

①　关于具体数目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 ,在各种资料中有几百家到几千家的不同说法。

②　目前缺乏关于“山寨机”厂家数目的准确统计数据 ,此处采用各种报道中出现频率最多的数据。“山寨手机”厂商由于不需要支付牌

照、知识产权费用 ,且营销和售后等费用也较低 ,因此产品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 ,且功能齐全、外观新颖 ,因而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据

我们调研的一位业内人士称 , 2007 年 ,全国“山寨手机”产量至少达 11 5 亿部 ,几乎与国内市场手机的总销量相当。在深圳 ,手机设计

已是“山寨”手机产业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许多手机设计公司本身就从事“山寨机”的生产和营销。

在我国手机产业发展的高峰时期 ,许多省市将

手机设计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 ,但从发展结果来看 ,

中国手机设计产业最终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深圳三

地 ,表 5 列示了部分《中国手机设计厂商研究报告》

跟踪研究企业的分布。其中 ,北京和上海的手机设

计企业主要以大公司为主 ,深圳的手机设计企业主

要以小公司为主。如果仅从企业数量看 ,绝大多数

的手机设计公司分布在深圳 ,北京和上海的手机设

计大公司也几乎全部在深圳设有分公司或分机构。

2006 年我国手机设计产业衰退后 ,北京和上海的手

机设计大公司陆续倒闭或转型 ,而深圳的成百上千

家的小公司①却显得相对平静 ,在此意义上 ,可以说

目前在我国以独立形态存在的手机设计产业仅在深

圳存在。

深圳手机设计产业的发展特点与北京、上海不

同 ,其与深圳特有的环境和要素有着直接的关系。

深圳所处的珠三角地区是中国最主要的电子产

品生产地 ,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链条完整的

电子产业集群。对于手机设计产业来说 ,下游整机

企业的巨大需求和上游零部件配套企业的集中供货

和服务能力 ,为深圳手机设计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独

特的资源。在供应商方面 ,生产手机所需的 200 多

个零部件中大约 90 %都能在深圳区域内采购 ;在市

场方面 ,除了大量手机品牌厂商外 ,深圳还集聚着

2000 多家②的“山寨机”厂商 ,它们为深圳手机设计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表 5 　部分《中国手机设计厂商研究报告》

跟踪研究企业的分布

公司
成立

时间
地点 公司 成立时间 地点

德信无线 2002 北京 友利通
1996 年 (2002 年

开始手机设计)
深圳

龙旗通信 2002 香港 杰特电信 1999 深圳

经纬科技 2002 深圳 恒信通信 2003 河北

伟创力 1969 珠海 中电奥盛 2002 北京

嘉胜联侨 2000 北京 宇梦通信 2002 上海

启迪世纪 2004 北京 美博通信 1998 北京

中天华通 2001 北京 网立信 2000 深圳

禹华通信 2001 上海 派瑞天科 2004 北京

龙旗集团 2002 上海 至高通信 2004 深圳

万众通讯 2001 深圳 九鼎合一 2003 深圳

毅仁信息 2002 上海 屹朔通信 2002 上海

埃立特通讯 2003 深圳 彤霖电子 2004 深圳

嘉阳通信 2002 上海 上海意岭 2004 上海

上海精佑 2003 上海 迪欧吉欧 1996 北京

达成无限 2004 北京 创宇国际 - 深圳

　　数据来源 :水清木华研究中心的《2008 年中国手机设计厂商研

究报告》。

　　在人才方面 ,从电话机和传呼机开始 ,深圳集聚

和培养了众多电子产品设计人才 ,目前从事手机设

计的人员中大多具有电话机、传呼机、VCD、音响、

DVD、MP3、MP4 等电子产品设计的技术和经验。

深圳所聚集的大量经营商、供应商及相关产业

的厂商和发达的现代通信条件使深圳成为手机产业
(也包括其他电子产品产业)的信息中心。手机设计

公司通过信息网络以及与各类供应商和经营商广泛

接触而获得产业发展的最新信息 ,并通过与模具、注

塑、配件公司以及主板 PCBA、贴片 ( SM T) 、组装测

试等企业密切配合开发出新的手机方案 ,最后出售

或自己组织生产和销售手机 ,使手机设计产业成为

深圳手机产业链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总之 ,电子产业集群的存在使深圳手机设计产

业在市场、零部件、人才和信息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其

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 ,加之深圳特有的创业精神

和特区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 ,最终使深圳手机设计

产业呈现出与北京、上海不同的发展特点。

5 　结论及启示

511 　结论

1)中国手机设计产业的演化是技术和市场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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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的结果。通过前文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的第

一个结论是 ,手机技术的模块化发展和市场变化共

同推动了中国手机设计产业从诞生、发展到萎缩的

演化过程。表 6 和图 7 是对中国手机设计产业演化

与技术和市场变化关系的概括和描述。

表 6 　中国手机设计产业演化的 3 个阶段及特点

项目 2000 年前 2001 —2005 年 2006 年至今

技术
芯片及原器件级 (模块

化程度低) 。
模块级 (模块化程度提高)

软硬件一体的解决方案 (模块化程度极大提

高) 。

技术含量
芯片级及原器件级集

成 ,技术含量高。

模块基础上的工业设计 ,包括外围硬件设计和软件

设计 ,技术含量降低。

软硬件一体的解决方案基础上的外观设计

等 ,技术含量进一步降低。

市场
需求较小 ,国外品牌垄

断。

需求爆炸式发展 ;国产品牌进入并迅速占领市场 ,市

场占有率一度超过 50 % ,但 2004 年后出现拐点。

整个手机市场趋向饱和 ;国产品牌市场持续

萎缩 ,市场占有率下降到约 25 %。

产业状况
国外品牌厂商内部研

发 ,韩国设计公司主导。
中国本土设计企业大量进入 ;韩国企业退出。

本土设计企业破产、转型 ;品牌厂商发展设计

能力 ,芯片及代工厂商发展设计能力 ;最终独

立的设计产业萎缩。

图 7 　手机设计产业的演化过程与趋势

　　2)技术体系结构是决定生产性服务业独立为产

业的关键因素。

从手机设计的情况看 ,研发服务业至少新产品

开发类的研发服务业能否在一个地区形成并发展 ,

与其产业技术体系的结构、市场状况、区域内的专有

因素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其中技术体系的结构是决

定生产性服务业能否独立为产业的关键因素。

手机技术模块化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手机技术

体系结构改变的过程。技术体系结构可分为集成型

和模块型①二种。手工艺品、手工制作的家具、大型

机时代的计算机的制造技术都属于集成型技术体

系 ;可变形的玩具、组合式家具和 PC 机时代的计算

机的制造技术都属于模块型技术体系。技术体系结

构从根本上决定着整个产业链条的结构 ,也决定着

其中某一环节在产业链条中的作用、地位和发展方

向。从生产的角度看 ,技术体系的模块化程度越高 ,

对承担外包任务企业的技术要求越低 ,生产活动越

容易外包出去。研发活动也是如此。

不过 ,与一般制造活动外包不同的是 ,研发服务

业存在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能够为客户节约成本 ,

还在于能为用户提供某种特殊的服务 ———用户自身

不具备提供这种服务的能力。对于提供专项服务的

研发活动来说 ,服务提供者主要依靠某一专业领域

的知识和试验条件或者依靠在某一专业领域的独特

知识或试验条件就可提供高质量服务。对于提供解

决方案的研发活动来说 ,服务提供者扮演的是一个

系统集成者的角色 :服务提供者既需要具备各个专

业领域的知识 (零部件和软件的知识) ,还要具备集

成这些零部件和软件的知识。提供解决方案的服务

提供者的服务价值或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其系统集

成的知识。相对来说 ,在集成型技术体系下 ,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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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时对服务提供者的系统集成能力要求很高 ,而在

模块型技术体系下 ,对服务提供者的系统集成能力

要求较低。模块 (包括硬件和软件) 化程度越高 ,模

块本身集成的知识越多 ,对系统集成能力的要求越

低。

从中国手机设计产业的演化来看 ,在手机设计

和制造以芯片为基本单位时 ,手机设计要求设计者

具备非常高的技术能力 ,只有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少

数掌握手机制造标准的大企业才具备这种能力。法

国 Wavecom 公司推出集成关键芯片和通信软件的

手机模块 ,降低了对设计者的系统集成能力的要求 ,

为独立的手机设计产业形成创造了条件 ;而在联发

科推出集成了手机绝大部分功能的全面解决方案

后 ,手机设计对系统集成能力的要求降到了极低水

平 ,从而使独立的手机设计产业失去了存在价值。

由于手机设计产业处在上、下游产业之间的位

置 ,上、下游产业天然地具有侵占此部分市场的动

机 ,这决定了这一产业很难以稳定的形态存在。手

机设计产业发展的这种情况在 DVD、MP3 播放器、

手机和液晶电视产业也都发生过 ,当时独立的第三

方设计公司曾经风光一时 ,但最终没有发展为独立

的产业。

3)市场需求变化和区域专有因素对生产性服务

业独立为产业具有重要影响。

在由特定技术体系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下 ,市

场需求变化和区域专有因素决定着一个地区研发服

务业的发展状况。从手机设计产业来看 ,中国手机

市场的爆发和缺乏能力的国内手机品牌商的特殊需

求为中国手机设计产业创造了发展机会 ,而手机市

场的饱和和国内手机品牌商市场地位的丧失则导致

了手机设计产业的萧条。前文对深圳与北京、上海

在手机设计产业上不同发展特点的分析充分说明了

这一点。

512 　对北京发展研发服务业的启示

1)选择优先产业时应考虑产业间技术体系结构

的差别。本文分析显示 ,产业技术体系结构对整个

产业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 ,即影响着产业结构中各

个主体在产业结构中的职能和地位。由于不同的产

业有着不同的技术体系和演化趋势 ,因此在选择优

先和重点发展的产业时应充分考虑产业技术体系结

构及其演化趋势。

2)应大力发展提供专项服务的研发服务业。本

文的研究对象是提供新产品解决方案的手机设计产

业 ,不过 ,本文在研究中也关注了提供专项服务和新

产品解决方案的研发服务业的核心竞争能力问题 ,

并在结论中做了简单分析。正如前文所分析的 ,不

论研发服务业提供的是专项服务还是新产品解决方

案 ,其竞争优势从根本上来源于其基于某种独特能

力提供的服务。相对来说 ,提供专项服务的企业的

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其在本专业领域的深厚的知识

积累和先进的试验条件 ,而这恰恰是集聚了众多一

流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北京的优势。

3)应大力发展以软件开发为主的研发服务产

业。在提供产品开发的研发产业方面 ,北京应大力

发展以软件开发为主的研发服务产业。北京的特点

决定了其不适宜大规模发展制造业 ,这对于那些需

要与零部件供应商和制造企业密切联系的产业的发

展非常不利。相对来说 ,发展软件产业既能利用北

京的优势 ,也可避免上述不利条件的影响 ,同时更易

形成全国甚至世界性的市场 ,扩大北京产业的辐射

作用。

513 　研究不足

1)对手机设计产业及整个手机产业的了解有待

进一步深入。由于时间及其他原因 ,本研究的调研

还不够充分。在下一步研究中 ,将继续对手机设计

产业进行调研 ,以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本研究仅对手机设计产业做了分析 ,而对研

发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仍不够充分和细

化 ,将来需要结合针对其他产业的研究进行充实和

完善。

3)本文没有专门分析企业能力问题 ,这也是一

个在今后研究中需要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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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对现代物流技术创新的配套支持。

继续鼓励高技术含量的现代物流企业申报认定

高新技术企业 ,享受相关税收减免政策 ;加强现代物

流业发展战略、物流系统建设规划、物流技术创新趋

势与技术选择研究 ;积极开展现代物流国际技术合

作 ,引进国外智力 ,全面提高流通企业现代管理水

平 ;支持物流企业、物流软件开发企业申报国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加大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

创新基金对技术含量高的现代物流企业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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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echnology2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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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t he analysis on a series of new development t rends in modern logistics and it s technology , t his paper analyses t h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t he use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modern logistics indust ry in Tianjin , researches it s foundation and problem , and put s for2
ward t he t hought s on improving t 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modern logistics in Tianjin : building platform as well as supporting five technolo2
gy tendencies , and improving t hree technology supporting systems1 Lastly , it brings forwards four policies for improving t he technology innova2
tion of modern logistics indust ry in T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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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Development of R &D Service Industry :The Case of

Mobile Phone Design Industry

Liu J ianbing
(Beijing Research Center of Urban Systems Engineering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 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 he development of R &D service indust ry t hrough analyzing t he mobile phone de2
sign (MPD) indust ry1 The result shows t hat ,for MPD indust ry , t he st ructure of technology system and t he market and region2specific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 he development of R &D service indust ry ,and t he st ructure of technology system is t he key factor determining

whet her t he R &D service indust ry could evolve into an independent induat ry1 Therefor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 hese factors and t heir co2evolu2
tionary t rend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making policies for promoting t he development of R &D service indust ry.

Key words : mobile phone design indust ry ;R &D service indust ry ;influenc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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