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 庚 建 筑 工 程 -q 腕 -q 报 J．Chongqing Inst．of Archit＆ ＆塘 ： V01．17 No．1 
Mar． 1995 

／ 6] 企业策略与我国大中型企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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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引入理论生态学的重要概念及 方法 ，从企业策略的角度探讨 了如何 

增强我国太中型企业活力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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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s企业策略 

我们假定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中，企业行为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的筛选，将朝着在杜会环境 

中适应 性发展 到最大 限度的方 向演化 。并定义 ： 

企业环境 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技术、自然系统 ； 

企 业泛 生境 企 业经 营活动所 到达的厦域 ； 

长 期稳 定的泛 生境 特 定区域内特定 泛生境类型 保持稳定 (即可预洲 )持 久 ； 

企业 的 泛生态 系统 企业及 与它相互关联 、相 互影响的所 有部 门和领 域 ； 
一 产业 的企 业群 一产业 内按 企业规模划 分的 同类 企业 全 体。大 (小)型企业 群 指 由大 (小) 

型企 业构成 的企 业群 i 

企业 群大小 企 业群所含企 业数 目( )； 

企业 群密度 企 业群大 小 0)与 泛生境对企业 群的容 纳量 (Q)之 比( )； 

企业生存期 一产业企业群的企业从出生 (新开设)到死亡(清算、被接管)的平均时阃； 

企业投产期 一企业群的企业从筹建到达到设计能力的平均时间。 

下面将建立企业群增长模型。 

通常一产业内的企业出生与死亡数 目在一个国家内是较大的 ，并且 时间上也很参差不 

齐。因此 不妨 将企业 群的密度增 长视 为连续 过程 ，用 

= ，( ，Q)， (，为连 续 函数 ) 

表示。按台劳级数展开右端 ，井取前三项 ，即 

≈ o0(0)+ 口I(Q)· ( )+ (Q)·扩(f) 

而 满足 ：当 v(o = 0或 (f)-_ l，有 ({)= 0的最简单 方程 为 

= Ⅱ· ( )[1一 ( )] 

考虑到企业群对环境调节常有时滞 ．便得一产业企业群增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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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 ( )·[1一 ( 一 )] 

即 ；( )= az(t)·[1一 ( ～ T)／Q] (1) 

式中 为无环境限制下的企业群增长率 ， 约为企业投产期。参数 、口概括了产业 自身性质 

和外部因素对企业群的影响。公式(1)将有助于以下分析。 

考虑 模型 

( )=az(t)·[1一 z( )／口( )] (2) 

的解 z( )= {e~／z(O)+l[口／口( )]·expEa(t 一 )]d )--1当 充分大时， 
j
0 

( )≈ {口 I[1／Q(t )]·expEa(t 一 )] r ；若Q( )周期 化，即口( )=口0+ 

口lcos(2n~／'r)，(口0> 口1)．当 af《 】，有 

(￡)=√丽=— [1+ 口( f)]，企业群大小将趋近于环境拨动的平均值}当 f》 l， 

(￡)= 0o十01c0s(2口 ／f)·[1+D(1／Ⅱf)]．企业群大小将随环境变化而变他 }若Q(O呈 

随 机性 变化 ．也有类 似结论 [2]。 

大、小型企业群的 值有差别吗?为便于问题对论 ，不妨^ 为地将企业群增长过程分为 

不同且重叠的阶段或年龄级 ，并假定年龄分布稳定。设 zI为时刻 的企业群大小， 为所有在 

时刻 0出生的企业的原始区组 中，在时刻 — 时还存在的比例I％ 为 ，s+如)范围内单位 

企业 、单位时间内所对应的企业平均出生数 ； 为(。， +如)内单位时同企业出生数 }E 为 

年龄在(s， + )内的比例， 为稳定的年龄分布；E为时刻 的单位时间企业 出生数 ， s为 

在时间￡、长 ds的区间内整个企业群的企业出生数；b一 且／ 为瞬时出生毫(由年龄分布稳定 

而得 b为常数)；x~v．ds为年龄在( ， +d )内的企业数。有 如一 ·马一 ， = -．· ，则 

B 一 =6· 一 ： ·e一 ，故 cl=L·6·e一 ，又 l c．ds一 1，即 1 一 l L·e-‰ ．又 B= l zl J
n 

J
O 

J
日 

· ． d =l b· · ．L．e一”ds，故l‘· ～"ds=l，当s足够小．上式可变为∑ ·％· J
0 

J
0

—  

e一 = l，傅n≈ (Infl0)／ ， 0= >：L·m(表示诙企业群中一个企业生存期内净增新企业 

平均数)， 一∑ ·0· ／∑L·m =∑ · · ／∑L· (该企业群新增企业的平均 

年龄．约为企业投产期)。通常小企业的投产期较短 ，大企业的投产期较长，(即便兼并可使投 

产 期缩短 ，但从总体而言资本集中速度受制于资率积累速度，因而大型企业群的 一般还 

是远高于小型企业群的 )I大型企业群常有低 出生率和死亡率 ，小型企业群常有高 出生率 

和死亡率。因此 +大型企业群通常 a值较小 ．而小型企业群的 值可达较大，也就更容易使 

》 1．即小型企业群H：大型企业群更有可能随环境容纳量变化而变化。 

而 1 反映了企业群恢复到平衡位置的快慢 ，如较大的 有利于企业群从坏时期复兴。 

但与密度有关的同节效应常有时滞， 

令 一 ( )一 口+ Ⅱ( )，(1)式变 为 

( )=一 · ( — )一 (a／q)·“( )· ( 一 ) (3) 

线性化为 ( )⋯ au(t )，得特征方程 =一 e一打，故(3)式在平衡点 0渐近稳定的 

http://www.cqvip.com


64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报 第 】7巷 

充分必要条件是0<aT<昔，即当 >詈，企业群趋向一个稳定环内或在噪杂体系下持续 

波动(这种超补偿振荡会加剧环境的不可预测性) 特别当0<aT<÷，企业群单调阻尼式 
1 一  

趋向一稳定平衡点．当÷ <eT<{，企业群振荡阻尼式趋向一稳定平衡点 由此可见，缩短 

大企业的投产期(使 尽量小)，将减弱大企业群的动荡。考虑到大企业常占较大市场份额 ． 

故 减小 会有助 于经济稳定 。 

通常企业生存期愈长 ，愈易提高对特定泛生境的预洲性。当企业生存期与泛生境持有利 

的时间长度相比较大，特别当大致相等时，新一代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将在新的泛生境中重新 

进行 ，所 以泛生 境 放过度 占用 ．不会给 整个企业 群发展 带 来不 良后 果 。但 当该 生存 期 与 泛生 

境 有利的时间长度相 比很小时，今后若干代企业将继续在原有的泛生境 中生存和发展。这 

时 ，泛生 袭放过 度 占用就将 使企业群发展 受到严重 损害 

企业规模常确定企业泛生境的规模。泛生境规模愈太 ，禽可 使泛生境保持稳定持久。 

而长期 稳定 有利 的泛生境 对企业 具有盈 利的长 期性 、稳 定 性 、安全感 等 潜 在益 处 ，这便 吸引 

众 多企业 竟相 涌 人，企业群 密度从趋势 看会 在容纳 量下尽量 地大 ，从而 导致部 门内的企 业间 

竞争剧 烈 。 

多种数学模型还说明口]：系统的复杂性增大有利于动态脆弱性(只在较小的参数空间内 

是稳定 系统)。因此，在一个可预测的环境中，泛生态系统只需 对付较小的扰动，便可达到这 

种脆弱的复杂性仍保持久存在。反之，在一个不可预洲的环境 中，需要参数空间的稳定区域 

扩 大 ，要求泛 生态系 统必须 简单 。 
一 般 来说 ，企 业 规模愈大 ，它的 泛生 态系统也 愈复杂 。反之 企业规模 愈小 ，其 泛生 态系统 

便禽 简单 。 

根据以 E分析 ．企业行 为的不断进化，会产生两种典型的泛生态对策： 

L策略 占据稳定的泛生境，进化方向是使企业群大小保持在平衡水平上和努力增强部门 

内竞争 力 。故特 征为企业 规模 大 、市 场 份额 高 、劳 动生产 率高 、出生 率和 死 亡率低 、物耗 及 成 

本低，多从事资本密集性产业和资本密集性技术、技术密集性技术。适宜在稳定的环境 中生 

存 和发 展 。 

S策略 不断占有暂时性的有利泛生境种类。进化方向是努力提高埘环境的反应力和灵活 

性 。山于侄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无竞争对手下生存，所以可 以投有较强的部门内竞争力 。因而 

其特征常有 ：企业规模小，出生与死亡率、转产辜、物耗高 ，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 

集性技术，它们适宜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根据前面分析，后一策略者高的死亡率和离的物耗及 对泛生境过度 占用 ，都不会妨碍整 

个企业群的生存和发展 ，而以特有的高出生率和不断暴露于新环境，成为实施新技术、开拓 

新 市场 的丰富 源泉。 

由于环境 、产业 与企业 自身条 件不 同 ，还会 产生介 于这 两种 策略 问的混 和 对策 。我 们称 

从 到 s的麓略连续 ，统 为 L— s企业策略 显 然 ，沿着 策略方 向，环 境的复 杂化将 使组织 

向高度复杂、精巧化快速进化；而沿着 s策略方 向，环境的变动性将使大量简单的组织形态 

同时存在。譬如大企业如果不得不面临的环境是不可预测的(或不稳定的)，按 L— s策略推 

断 ，它们将使本身的泛生态系统简单或减弱环境对泛生态系统的扰动 。事实上，跨国公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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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 业经 营多tOtE，就 是利 用 了环境 波动对不 同地 区或 产业 冲击 的不平 衡来缓 冲这 一 扰动 } 

纵向联合则是通过供产销一体化获得较简单的泛生态系统；组织分化设计是将具 有复杂泛 

生 态系统 的大企业 ，变 为若 干具有简单 泛生态 系统 的 、相 互 同松 散 的子系 统 ，(当然这些 设计 

还 常有其它 重要的组 织 目的 )。 

根据 L～ 策略 ，我们 可将按传 统统计 分类的 制造业作 重新划 分 。不妨 假定 被讨论 国作 

为工业 泛生境种 类广泛 ，其它 因素暂不考虑 ，则 产业 自身 特点将 确定 备部 门采 用何 种泛 生态 

对策 粗略讲 ，供 需和技术 条件的稳定将 确定企业 泛生境 是否 长期 稳定 ；利润 分布 均 匀性 (运 

价与产品价比很小)、最小最佳规模f指 内部经济性)大小、是否为资金密集性产业和技术或 

技术密集性技术等，将确定企业是否适宜大规模生产和部 门内竞争力的提高。由此作出 L— 

s产业分类 (表 】)。文[1]指出欧美 目扦国除英国和意大利外，工业集 中水平与 L一 分类 

(按相 对顺序 而言)基 本 卜是 吻合的 (日本 和 意大利偏 重 S策 略)，并指 出来 自发 达国家 的若 

干 数 据暗示 企业 行为 可能遵 循或正 朝着这一方 向进 化，企业行 为 与 L— 策 略 的吻 合程度 

可能反 映 了市 场 竞争 的完 垒性 ．产业集 中承平与趋 势可能 由企 业 L一 策 略所致 

表 】 制造 业的 L— s产 业分类 

L产业(主要部门适宜 L策 略) s产业(主要部门适宜 策 略) 

冶金 运 锚机挑 石油加 工 家惧 皮革及皮革制品 毛皮 服装 

化工 金属制造 鞋类 

aL产业(主要部门 较适宜 蕞略) d 产业f{一要部 门比较适 宜 簟略) 

电气工程 纺织 造纸 印刷和出版 建材 木材 食品业 

金属制品 

2 L— S策略与我国大中型企业行为 

下 面不妨用 L一 策略 与分类埘 我国企业组 织件 一翻考查 。 

我 国大 中型 企业 普遍 劳动生产 率低 、物 耗和成 本高 ，市场份额 不大 。如汽 车工业 ，按销售 

额 计算 的产业集 中比(岛)中国为 59．1，而美 国的 0 为 80 8。 

根据 1986年国家经委会企业局关于按崮定资产对企业分缎的规定 -表明 ，我国大中型 

企业数 占总企业 数比重 (即使除 去剐 阃 卜的 不一致等 因素 )约 为美 国该 比重 的十几倍 (表 2、 

3)，因而与一般见 解相 反 ，不是 小企业发展多 了，而是 存 的大企业 多 了 形 成这一 偏见主要 

由于 我 国 f，和 aL产业集 中度太低 或 昔说大企业效 益太差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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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1985年)制造业企业舰横分布与 L— 产业分类(资料来源 ：[53。1987年) 

注：按固定资产原值划分 ，表中数值为 占各企业总数的百分 比。 

裹 3 美国(1968年)大公司分布 (资料来源：E63，1970年) 

公司规模 < 1O万 

(按资产划分 ) 美元 

】0～ 100万 100～ 】000万 1000～5000万 5000～ 】亿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 l亿 

美元 

占总公司散比重 
5 7 3& 9 & 3 

‘％ I 
I I 

吼 8 0．J 0．2 

I．．．．．．．．．．．．．．．．．．．．．．．1．．．． ．．．．．．．．．． 

再将我国制造业产业集中水平与 L—s产业分类比较，发现吻台得较差 ，其 中电气和纺 

织业集 中度 偏低 。 

这些都表明我国大中型企业行为远离 L— s企业策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 了我 国 

对大中型企业缺乏相应的竞争机制外，还与 目前大中型企业所处环境有关。目前 ，国内各类 

市场正姓于建立和建全的初级 阶段，且交通落后 ，信息不畅通 ，形成了许多暂时性的有利泛 

生境及 泛生境 种 类 。加之 经济改革 时期多 体制混和 、政策连 贯性差 ，造成 企业 环境难 阻预测 。 

这些都十分有利于小企业成长，不利于大中型企业发展。而小企业 的迅速发展反过来加剧 了 

环境的不稳定 ，又使大中企业更遭不利。 

再看大中型企业内部。既然 大而垒 (。小而全”已有很大改变)明显地影响企业人均产 

出率 ，为什么还如此难以消除?不能不说企业想力争一个简单泛生态系统以适应变化多端的 

环境 是其 原 因之一 。 

3 增 强我 国大中型企业活力的建议 

1)尽早严格贯彻《企业破产法》和停止对大中型企业的轱血 ，使大中型企业 也置身于市 

场竞 争之 中 } 

2)努力建设好各类市场。大力发展交通业和信息业 。力求政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尽量 

缩短大企业投产期(如提高技术、多采用兼并．扩建和改建)和减小兴建数量(缩小 n 值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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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经济振荡)，使竞争更加充分和太企业有一个稳定的企业环境} 

3)消除现存的 s和 as产业的大型企业，减少全国总的大中型企业数量 ，提高 L和乩 产 

业集中度 与此同时，根据我国国情 ，偏重 策略 ，即鼓励开创和发展各类 s和 勰 产业。 

)目前处 于不稳 定的环境 中的大 中型企业 可采取 以下组织设 计 ： 

(1)经 营多样 化 ； 

(2)纵 向联合 ； 

(3)组 织分化设 计 ； 

(d 跨 地区设立分 厂 ； 

租 赁承包 不仅可 提高企业 职工积极性 ，也是 实现 上述 设想 的有 敏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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