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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主要研究经济活动的外部性与我国企业集团形成动因之间的关系. 通过建立两个经济博

弈模型, 在求得模型均衡解的基础上, 得出结论指出, 在纵向产业关系中存在外部性时, 将会导

致垂直型企业集团的形成, 而横向产业关系中的外部性则会导致水平型企业集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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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 在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

企业集团得到迅速发展, 并且逐步摒弃原有或大

而散或过于集权的企业集团组织形式, 转而通过

投资设立、收购兼并、内部剥离和授权经营等方

式, 扎扎实实地建立母子公司制的、以资产为主要

纽带的现代企业集团. 实践证明, 在当前国内国际

经济背景下, 我国的企业集团不仅具有了更为深

刻的内涵, 而且企业集团的发展和成熟必将对我

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虽然

企业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意义重大, 但到

目前为止, 我国学术界关于企业集团的研究, 特别

是关于企业集团形成动因的研究, 大多是一般概

论性的以及企业集团的组建等管理层面的[ 1 ] , 或

者主要从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等理论对企业集团的

形成做出一般解释[ 2～ 7 ] , 再就是对企业集团的内

部公共政策和企业集团与企业区别角度进行的研

究[ 20, 21 ] , 而缺少对企业集团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深

入系统的研究. 作者认为它是: (1) 理解企业集团

的重要途径; (2) 其他相关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3)对经济管理学科理论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本文

主要分析外部性作为形成动因对我国企业集团形

成过程中的作用机理.

外部性 (亦称外部效应)是指一个当事人的行

为直接影响另一个当事人的环境, 它又分为消费

外部性和生产外部性[ 8 ]. 在生产的外部效应中, 一

个企业的生产会直接受到其他企业行为的影响,

例如, 钢铁厂产生的烟尘会直接影响洗衣房洗净

衣服; 汽油涨价会影响到豪华汽车的销售. 在经济

学的经典文献中, 对外部性导致社会福利损失进

行了深入研究, 并提出了“庇古税”和有效产权等

多种解决办法[ 9, 10 ]. 有效产权的解决办法是通过

使企业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一致, 从而将企业

行为的外部效应内部化, 达到改善社会福利的目

的. 我国的企业集团中有一些类别的企业集团形

成动因正是为达到这一目的的.

1　纵向外部性与垂直型企业集团的
形成——双重加价模型

下面是一个双重加价模型, 对产业链中存在

的企业行为及其对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效益产生

的影响加以分析, 并指出它将很容易导致垂直型

企业集团的形成.

在一个纵向关系中 (见图 1) , 垄断的上游企

业M 1 生产中间产品 Z , 其生产成本为 c, 它以价格

P 1 向垄断的下游企业M 2 出售该中间产品; 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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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M 2 以中间产品Z 为投入品生产最终产品, 并

以价格 P 2 出售给消费者. 假定:

图 1　 纵向产业关系

1) 生产 1 个单位的最终产品需要 1 个单位的

中间产品投入;

2) 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满足线性函数①

D (p 2) = a - p 2, 这里 a > c②.

M 1、M 2 作为独立法人, 有企业自身的利益和

偏好存在, 也就是说在市场中他们的利益是独立

的. 当面对市场为了获得最大利润时, 下游企业

M 2 要解

m ax
p 2

[ (p 2 - p 1) (a - p 2) ] (1)

由 (1) 解得

p 2 =
a + p 1

2
(2)

对最终产品 (从而中间产品) 的需求为

q = a -
a + p 1

2
=

a - p 1

2
(3)

下游企业M 2 获得的利润为

ΠM 2 = (p 2 - p 1) (a - p 2) =

　　　
(a - p 1) 2

4
(4)

上游企业M 1 为获得最大利润需求解

m ax
p 1

[ (p 1 - c) q ] (5)

求解可得

p 1 =
a + c

2
(6)

将式 (6) 分别代入式 (3)、(4) 和 (2) , 得到该

产品市场销售量、M 2 的利润和最终产品价格分

别为

q =
a - c

4
(7)

ΠM 2 =
(a - c) 2

16
(8)

p 2 =
3a + c

4
(9)

上游企业M 1 的利润为

ΠM 1 = (p 1 - c) q =
(a - c) 2

8
(10)

这样上、下游企业的利润和为

ΠC = ΠM 1 + ΠM 2 =
3 (a - c) 2

16
(11)

用宏观经济学中的最终产品法, 可以得到这一产

业中实现的 GD P 为

GD PC = p 2q =
3a2 - 2ac - c2

16
(12)

下面考察这个产业是纵向一体化时的情形.

即上游企业M 1 和下游企业M 2 通过一体化组成

为企业集团的情况下, 市场决定的最终产品价格、

产量和企业实现的利润.

当M 1 和M 2 一体化时, 中间产品 Z 从M 1 到

M 2 就从原先的市场交易转化为企业集团内部的

物品转移③. 企业集团为获得最大利润, 它要求解

m ax
p 2

[ (p 2 - c - c’) (a - p 2) ] (13)

这里的 c’是中间产品在企业集团内部的转移成

本④. 解 (13) 得此时最终产品的市场价格、销售量

和一体化企业实现的利润分别为

p ’
2 =

a + c + c’
2

(14)

q’= a - p ’
2 =

a - (c + c’)
2

(15)

ΠV = (p ’
2 - (c + c’) ) q’=

(a - (c + c’) ) 2

4
(16)

同样, 按宏观经济学最终产品法计算该产业

实现的 GD P 为

GD PV = p ’
2q’=

a2 - (c + c’) 2

4
(17)

首先, 比较式 (11) 和 (16) , 由于现实条件满

足 a > c 和 c < c + c’< p 1 成立, 所以

ΠV - ΠC =
(a - (c + c’) ) 2

4
-

3 (a - c) 2

16
> 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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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里也可以将 (c+ c’) 理解为中间产品从M 1到M 2的企业集
团内部转移定价. 因为 c’> 0, 而当 c + c’≥ p 1 时,M 2 就没
有积极性从企业集团内部购买, 所以有c < c + c’< p 1 成立.

这种企业或企业集团内部的物品转移同样会存在转移定价,
但这不会或者说不应该影响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决策.

只有满足条件 a > c, 才会有对于最终产品正的市场需求的
实现, 否则, 所说的市场需求只不过是潜在的需求.

为了简便, 起见这里采用了线性需求函数, 如果采用其他的
需求函数, 只要其斜率为负, 只是增加了模型计算的复杂性,
而并不影响模型分析所得结论的一般性.



可以看到, 企业集团的利润大于原企业的利

润和. 所以, 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 存在纵向关系

的企业有积极性去组建成为企业集团. 为什么会

出现这一现象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体化以前, 以

自己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下游企业M 2 在做出决

策时, 并不考虑上游企业M 1 的利润增量, 因而往

往会倾向于做出对中间产品 Z 消费水平较低的决

策. 事实上, 下游企业M 2 所做出的任何对中间产

品的需求增加 1 单位的决策, 都会为上游企业M 1

带来 1 个利润增量 (p 2 - c) , 这就是前文阐述的生

产外部效应或外部性.

定义 1　 在产业中若存在纵向关系的上游企

业M 1 以成本 c 生产中间产品 Z , 并以价格 p 1 出售

给下游企业M 2, 下游企业M 2 以此中间产品作为

投入 (之一) 生产最终产品且以价格 p 2 出售, 则下

游企业M 2 任何对中间产品 Z 的需求增加 1 单位

的决策, 都会为上游企业M 1 带来 1 个单位 (p 2 -

c) 的利润增量, 于是称该产业纵向关系中存在纵

向外部性.

根据定义 1 和前面的模型分析, 可以得出结

论: 当产业中存在纵向关系的企业之间存在纵向

外部性时, 企业之间将有积极性纵向一体化, 以增

加企业利润. 更确切地说, 存在纵向外部性的企业

资产收益率低于纵向一体化的企业资产收益率.

在我国的国情中是否一定会导致纵向一体化

或形成企业集团, 不仅取决于企业的偏好, 还要取

决于政府的偏好能否很好地满足[ 11 ]. 因此, 需要

进一步比较一体化或组建企业集团后的 GD P 增

长情况, 以及对政府税收和企业控制权收益的影

响情况. 后两者是与企业产值或销售收入成正比

关系. 同时, 还要考虑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福利

变化①.

同样由于现实满足条件a > c和c < c + c’<

p 1, 所以

GD PV =
a2 - (c + c’) 2

4
>

a2 - p 2
1

4
= GD PC (19)

比较式 (2) 和 (14) 有

p ’
2 =

a + (c + c’)
2

<
a + p 1

2
= p 2 (20)

比较式 (3) 和 (15) 有

q’=
a - (c + c’)

2
>

a - p 1

2
= q (21)

由式 (19) 知道, 政府税收和企业控制权收益也是

同时增加的, 而式 (20) 和 (21) 表明, 在形成企业

集团之后消费者剩余是净增加的, 由式 (18) 知道

厂商利润也是净增加的. 所以, 有下面的结论.

结论 1　 在纵向关系的产业中, 企业之间存

在纵向外部性时, 企业之间存在强动因组建形成

企业集团. 因此, 称这种由纵向关系的企业组建形

成的企业集团为垂直型企业集团.

结论 1 表明, 存在纵向关系的企业之间通过

市场进行交易必然产生纵向外部性, 仅从社会福

利的角度看, 这种纵向外部性也会导致社会福利

的损失, 即企业愿意生产的从而消费者能够购买

到的商品会更少, 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更高, 造成企

业利润和消费者剩余都减少的结果. 同时, 这种纵

向外部性也必然导致更低的 GD P 和政府税收, 企

业产量的减小从而导致销售收入的减少, 也降低

了企业的控制权收益. 所以, 在纵向外部性的作用

下, 这种纵向产业关系中存在很强的动因形成垂

直型企业集团. 虽然这种类型的企业集团是通过

纵向一体化形成的, 但这里的纵向一体化含义与

一般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体化含义有所不同. 由于

我国特殊的国情下, 国有企业的控制权收益具有

不可补偿性[ 12 ] , 这里的纵向一体化形成的是两个

独立法人组建成的企业集团, 而不是两个企业合

并为一个独立的法人企业. 企业集团内部有产权

纽带, 部分地以权威的计划管理机制替代企业间

的市场交易机制②, 从而避免了产业中的纵向外

部性.

2　要素互补与横向合并模型

在产业的横向或水平方向上, 经常存在的一

种横向关系就是产品之间面向需求的互补性, 也

称之为需求的要素互补. 譬如, 计算机的硬件与软

件, 计算机主机与显示器, 咖啡与咖啡伴侣,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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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以管理替代市场交易具有与文[ 16 ] 阐述的企业形成一
样的意义, 之所以如此, 应当说和我国国有企业独特产权关
系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在现代经济学中, 产业的社会福利或总剩余, 等于消费者剩
余 (CS) 加上生产者剩余 (即厂商利润Π). 这在文[ 16 ] 的导言
中有专门论述.



中的交通服务与旅店服务, 汽车车身与汽车发动

机, 甚至耐用消费品与其售后服务[ 13 ] , 等等, 两两

之间存在这种面向需求的要素互补性. 在这种横

向产业关系中, 有些商品和服务很早或者一开始

就在一个企业或企业集团中生产, 有些是后来才

兼并在一起的, 有的仍然在分开生产和销售, 有些

则从一起生产和销售到分离出去独立生产和销

售. 在市场运行中, 要素互补对产业结构产生着重

要影响①[ 14, 15 ].

我国的产业结构中, 企业之间存在的产品面

向需求的要素互补性, 正对我国的产业结构的演

变产生深远影响. 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 所有企

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行统购统销, 因而需求的要

素互补性由政府物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调

配. 但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绝大多数企业已

经直接面向市场, 市场需求的要素互补性作用于

企业行为, 引发了大量的企业集团的形成. 这种企

业集团的形成途径也有两种, 一种是核心企业扩

张性投资发展, 分离出多个企业分别生产互补性

产品, 然后统一提供给市场; 另一种是原生产互补

性产品的企业横向合并组建成企业集团. 下面是

要素互补的正式定义, 然后是模型分析.

定义 2　 市场中的两种或多种商品和服务只

有结合在一起时, 才能满足消费者或使用者的特

定需求, 则这些商品和服务是要素互补的.

考虑市场上有企业A 和B 分别生产两种要素

互补的商品或服务: a 和 b②. 只有 a 和 b 结合在一

起组成一个系统时才能满足用户的某种需要, 也

就是说, 用户要满足需要必须同时购买a 和b这两

种产品或服务. 记市场上 a 和 b 的价格分别为 p a

和 p b, 则整个系统的价格为 p s = p a + p b. 假定市

场上所有消费者对该系统的总需求为Q , 它由需

求函数

Q = Α- p s = Α- (p a + p b) (22)

给定. 记市场上 a 和 b 的销量分别为 qa 和 qb, 则有

qa = qb = Q.

阶段 1　 当 a 和 b 由两个独立的企业分别生

产和销售, 它们的战略选择是如何面对市场需求

确定各自产品的销售价格呢?为简便起见, 假定两

个企业的生产成本c = 0③. 给定p b, 对于企业A 选

择 p a 解

m ax
p a

ΠA = p aqa = p aQ =

p a [Α- (p a + p b) ] (23)

得到

p a =
Α- p b

2
(24)

同样, 对于企业B 可以求得

p b =
Α- p a

2
(25)

由式 (24) 和 (25) 求得市场的销售量、市场价格以

及企业的利润和产值分别为

p a = p b =
Α
3

(26)

Q = qa = qb = 1 - (p a + p b) =
Α
3

(27)

ΠA = ΠB =
Α2

9
(28)

GD PA = GD PB =
Α2

9
(29)

阶段 2　假定企业A 和B 在这一阶段组成企

业集团, 在企业集团内部通过整体的战略决策和

安排, 在生产 a 和 b 后, 以一个整体系统的形式向

市场出售, 而不再是两个企业独立地生产和销售.

但这里不考虑形成企业集团后的可能存在的范围

经济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 因为前面已经假定

成本 c = 0, 但企业集团的一体化成本 c’> 0. 对

于企业集团, 他面对市场需求只要确定一个统一

的系统价格 p s, 去求解

m ax
p s

ΠG = p sQ - c’= p s (Α- p s) - c’

(30)

进而可以得到企业集团的市场销量、利润和产值,

以及整个系统的市场价格:

p s =
Α
2

(31)

Q G = qa = qb = Α- p s =
Α
2

(32)

GD PG = ΠG = p sQ G =
Α2

4
- c’ (33)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只要有 c’<
Α2

36
成立, 则有

GD PG (ΠG) > GD PA (Πa) + GD PB (Πb) (34)

Q G > Q 　and　p s < p a + p b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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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是经济分析的通常技巧, 因为它并不影响结论的一般性.

参见文[ 17 ]. 为思考方便, 可以设想 a 和 b分别为计算机的主
机和显示器, 后文的系统就是整个计算机.

要素互补产业结构的影响在表面上与范围经济对产业结构
的影响很相似, 但是这两种影响的内在机理是有本质差别
的. 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之后, 再对此给出经济学的分析.



即只要企业集团的一体化成本小于一特定的值,

那么在这一产业中企业集团形成之后, 不仅企业

集团的利润和产值大于原企业的和, 而且产品的

市场价格降低、销量上升了. 正如前文所述, 这也

是一个完全的 Pareto 改进. 所以, 得到结论如下.

结论 2　 在一个产业中, 生产要素互补的企

业之间存在强动因组建形成企业集团.

在经济学中, 一般认为企业间的横向兼并将

提高产业的集中度, 使得企业的垄断力量上升, 市

场上商品的价格会上升, 销量将减少, 是损害消费

者的福利的. 但是, 为什么这里企业集团的形成反

而改进了整个社会福利呢?这是因为, 在独立的企

业之间进行竞争时, 企业各自根据市场需求决定

自己产品的价格, 由于产品的要素互补性, 一个企

业产品的价格每提高一个单位, 市场对两个企业

产品的需求度将相应地减少. 即在生产要素互补

产品的企业之间, 一个企业的决策行为会对其他

相关企业产生影响, 因而形成了企业行为的外部

性, 且这种外部性产生的影响是负面的. 在企业集

团形成之后, 恰恰是消除了这种存在负面影响的

外部性, 形成了 Paro te 改进. 当然, 生产要素互补

产品的企业组建形成企业集团还具有范围经济特

征, 并且范围经济要求往往会成为推动此类水平

型企业集团形成的另一个内在动因.

3　结束语

本文通过模型分析指出, 外部性是我国一些

类别企业集团的形成动因. 首先, 当在纵向产业关

系中存在纵向外部性时, 企业之间存在很强的动

因去组建形成垂直型企业集团, 实现在产权结构

上的一体化, 可以将纵向外部效应内部化, 从而增

进社会福利. 其实, 从单一企业内部组织的科层结

构 (h ierarchy) 看, 也是通过纵向一体化的权威管

理机制替代市场交易机制, 从而节约市场交易费

用[ 18 ]. 我国企业集团的形成, 是通过基于产权基

础的权威管理决策替代完全的市场交易机制, 从

而不仅增进了社会福利而且很好地满足了我国国

情下的政府和企业的偏好. 因此, 在我国的产业发

展政策中, 一般都积极支持和鼓励垂直型企业集

团的组建和形成.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 由于

纵向一体化企业间兼并接管具有的增进社会福利

效应, 在其产业规制 ( indu stria l regu la t ion) 政策

中也很少阻碍或干预. 因而在发达国家企业的发

展壮大过程中, 首先总是选择向企业所在产业的

纵向关系发展. 譬如, 在石油化工产业, 不论是荷

兰皇家壳牌公司还是埃克森美孚公司, 都是从原

油勘探、开采、运输、化工到直接向市场销售各种

石油产品, 形成一个完整的纵向巨型企业集团. 这

对我国企业的发展和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 有着

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次, 当横向产业关系中存在外部效应时, 企

业之间存在很强的动因组建形成水平型企业集

团, 在产权一体化的基础上, 以企业集团内部的权

威决策机制将企业间的横向外部效应内部化, 从

而不仅增加了企业的利润, 而且促进了 GD P 的增

加, 改善了社会福利. 因而, 这一类型的企业集团

的形成同样满足企业和政府的双重偏好, 得到政

府的积极支持.

总之, 在我国企业的特殊产权结构下, 特别是

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过来的国有企业之间, 无

论是纵向产业关系还是横向产业关系中, 企业行

为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外部效应[ 19 ]. 正如本文模型

中表明的, 这种外部性较为容易地通过国有产权

的调整和重组而将其内部化, 而这正是我国一些

类型企业集团的形成动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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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 l ity and formative causation of industr ia l group

TA O X iang 2j ing , S H EN G Z hao2han
1. Schoo l of Econom ics and M anagem en t, Sou theast U n iversity, N an jing 210096, Ch ina;

2. Schoo l of M anagem en 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N an jing U n iversity,N an jing 210002, Ch ina

Abstract: 　Ex terna lity is u sua lly to be in econom ica l act ivit ies, and p roduct ive ex terna lity can u sua lly

be found in the conducts of firm s. A s one of the m o st im po rtan t o rgan iza t ion fo rm s, indu stria l g roup

shou ld be stud ied deep ly and system at ica lly, specia lly the fo rm at ive cau sa t ion of indu stria l g roup.

A cco rd ing to ou r researches, the vert ica l ex terna lity in the indu stria l rela t ion sh ip s w ou ld cau ses the

fo rm ing of vert ica l indu stria l g roup , and the ho rizon ta l ex terna lity w ou ld cau ses the fo rm ing of

ho rizon ta l indu stria l g roup s.

Key words: 　ex terna lity; indu stria l g roup; fo rm at ive cau s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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