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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组织与 L-S企业策略‘ 

、、I，I I 1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L—S—BUSINESS STRATEGIES 

堡塞 
He Zongiu 

(重庆大学系统工程及应用数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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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出了市场经济中企业行为 的进 化模型——L—S企业策略，并给出了一些支 

持这种策略的实例和推测；同时还简略地分析了我国产业组织与 L--S策略的关系。． 
． ． 

关键词泛生境；泛生态系统；企业群；时滞方程；企业行为；进化；产业集中，辛 ，j硅缎．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F406-儿 L—s i簪 
A]~；'fRACT This papar presents an evolution model in busine ss behaviors-- the L—S B~asin s 

Strategies，Bives some examples and predictions which support these strategies ，and analyzes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in Chir~a and the L-S Business strategies· 

KEY W ORDS pan habitat；pan—ec。sysce ；business population；eqution with the time lag； 

business be haviors；evolution；industrlal concentra on 

寻求企业在竞争策略方面的行为模式可能对揭示与生产领域直接有关的宏观或中观经 

济现象的成因有重要意义。下面引进泛生态系统等概念并究此展开这一讨论。 

1 L广s企业策略 

1．1 企业群增长模型 

在市场经济中．假定企业行为经过市场竞争机制的筛选，将朝着在社会环境中适应性发 

展到最大限度的方向演化 。企业环境指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技术、自然系统；企业泛生境 

指企业经营活动所到达的区域 ；长期稳定的泛生境指在特定区域内特定泛生境类型保持稳 

定持久⋯ ；企业泛生态系统指与该企业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的那些部门或领域，它是企业环 

境的子系统；一产业的企业群指一产业内按企业规模划分的同类企业全体；企业群大小指企 

业群所含企业数 目的多少。 

通常，一产业内的企业出生(即企业开设)与死亡(包括清算、被接管)数目慑大 ，时间上 

也很参差不齐。故不妨视企业群密度 ( )(企业群大小z(O与泛生境对企业群的容纳量 口之 

· 收文月期 1991—06—20 

¨ 发稿时 已调往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 本文中的。稳定 即可预测之意． 

http://www.cqvip.com


重 废 太 学 学 报 

比)增 长为续过程 ，用 

表示，取左端台劳级数展开的前3项，便有 

≈ 0( )+ ∞(口) + 啦 (q)tt 

那么满足条件：当 ( )一O或l时． ( )一O的最简单方程为 (f)一 ( )[1一 ( )]，即 

考虑到企业群对环境的调节常有时滞 (约为企业群平均投产期，‘便得一产业企业群 

增长横型： 

(￡)一 tl2．(f)[1一 (￡ T)／qJ (1) 

这里 为无环境限制下的企业群增长率。参数 、印概括了产业 自身性质和外部因素对 

企业群的影响。 

1．2 值与环境变动对企业群的影响 

；( )一 az(t)[I x(t)／q( )] (2) 

其解为 ( )≈{ I [1／q(t )]exp (￡ ))df『) ( 充分丈) 
J u 

当 口(0)呈周期变化，设 口(￡)--qo+ cos(2：u／~-)．( > )，若 ar<<l，有 (￡)一 二 [I+O 

(at)3，企业群大小将趋近于环境波动平均值 ；若 nr》 1，z(O一 + cos(2：ct／"O 1+0(1／ 

)]，企业群大小将随环境变化而变化 ；若 口(0)呈随机性变化 ．也有类似结果n 。 

1．3 aT值与企业群稳定性的关系 

1 

{反映了企业群恢复到平衡位置的快慢．较大的 有利于企业群从坏时期夏兴。但与密 

度有关的调节效应常有时滞，争 (f)一“( )+口，则(1)式变为 - 

( )一一 aa(t— )一 (a／O)u(t)· ( 一 T) (3) 

线性化为 ( )一 ( 一 )，得特征方程 一̂ 8-~．r故(3)在平衡点 Q渐近稳定的充分必要 

条件 是0< <号，即当 >号，企业群趋向一个稳定环内或在潮杂体系下持续波动(这 

+ 本文的 投产期”指从筹建到生产达到设计能力所经历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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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超补偿振荡会加剧环境的不可预测性)。特别当 o< < ．企业群单调阻尼式趋向一稳 

定平衡点；当÷< <鲁，企业群振荡阻尼式趋向一稳定平衡点 

1．4 值对企业规模的影响 
一 产业企业群增长过程可分为不同且重叠的阶段或年龄级。设年龄分布稳定，4为时刻 

的企业群大小 ；L为所有在 ￡一oBi-出生的企业的原始区组 中在时刻 一 时还存在的比例 ； 

m 为(s，s+如)范围内的单位企业单位时问内所对应的企业平均出生数；Ⅳ 为(s．s+ )内 

单位时间企业出生数；C．ds为年龄在(s．s+ )内的比例，c为稳定的年龄分 布；B为时刻 t 

的单位时间企业出生数，B ds为在时间 t，长 d 的区间内整个企业群的企业出生数；b—日／z． 

为 瞬时出生率(假设年龄分布稳定 ，则 b为常数)；x~C．ds为年龄在(s，s+d )内的企业数。有 

丑 。ds：1．·日一．d ，丑一 一．· ，则 B⋯一 z 一 · ·e一”，故 一L·b·e_‘。，又I C，ds一 1，即÷一 
J O 

r ∞ r ∞ r∞ 

0 L·e- s，又髓一I ·m．ds~I．6 · ·L·e～ds，故I L·％·e～ds—l当3足够小， 
u J ” J 

上式可变为 L·％ ·e～ 一l，得 ≈(inR．o)／T ，岛一 L·m (表示该企业群中平均一个 
●  ● 

企业生存期内净增新企业数)， =∑s· 。· 。／∑z．·％一∑s·L· ．／∑‘· (表示 

该企业群新增企业的平均年龄，约为企业平均投产期)。通常小企业的 较小、大企业的 

较大(兼并可使投产期缩短 ，但从总体而言，资本集中速度要受制于资本积累速度，因而大型 

企业群的 仍高于小型企业群的 )大型企业群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通常较低，小型企业群 

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通常较高。因此 ，大型企业群的 值通常较小，而小型企业群的 值则可 

能达到较大 ，也就更容易使 at》l，即小型企业群比大型企业群更有可能随环境容纳量而变 

化。 

1．5 企业规模、生存期与泛生境的关系 

企业生存期指一企业群的企业从出生到死亡的平均时间。若该生存期与泛生境持有利 

的时间长度(适宜该企业群生存和发展的特定泛生境类型保持的时间长度)相 比较大 ，尤其 

大致相等时-新一代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在新的泛生境中重新进行．故泛生境被过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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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利的时间长度相比很 

小时，今后若干代企业仍可在原有的泛生境中生存和发展。这时泛生境被过度占用将使整个 

企业群遭致不利的影响。 

。 企业生存期长，有 助于增加对局部泛生境的预测性程度 ，从而增大整个泛生境的稳定 

性 ；企业的泛生境大，有可能使泛生境保持稳定持久 ，而通常企业规摸愈大，其泛生境规模也 

愈大。 

长期稳定有利的泛生境会给企业带来盈利的长期性、稳定性及安全感等好处．这将吸引 

众多企业竞相涌入。从趋势看企业群将在容纳量下尽量增大 ，从而导致企业问竞争剧烈。 

1．6 企业规模、泛生态系统与企业环境的关系 

多种数学摸型说明。 ：系统的复杂性增大有利于动态脆弱性(只在较小参数空间内是稳 

定系统)a在一个可预测的环境中，泛生态系统只需对付较小的扰动 ，因此可使这种脆弱的复 

杂性仍保持长久存在。反之，在一个不可预测的环境中，需要参数空问的稳定区域扩大 ．要求 

系统必须简单。通常，企业规模愈大，其泛生态系统愈复杂，反之系统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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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典型的企业策略 

综上所述．企业行为的不断进化 ，将产生两种典型的企业策略： 

1．7．1 L 策略 

占据 长期稳定的泛生境，进化方向是努力增强部门内企业竞争力。因此这类策略者(持 

该策略的企业)常为太型企业，具有企业劳动生产率高、市场份额大、企业新开设率和破产率 

低及物耗小等特点，多从事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它们适宜在稳定的企业环境中生 

存和发展 。 

I．7．2 s是略 

不断占有暂时性的有利泛生境 ，进化方向是努力提高对环境的应变能力。由于多半是在 

无竞争对手下生存和发展 ，故这类策略者常为小型企业，具有生产周期短 ，企业新开设率、破 

产率和转产率高等特点。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选用劳动密集型技术。适宜在不稳定的珥： 

境下生存和发展。 

尽管 s策略者具有破产率和物耗高等不利因素，但不妨碍整个企业群的恢复活力，并以 

特有的高企业开设率和不断面临的新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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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身条件的不同，还会产生介于这两种策略问的混和策略 。称从 

L到 的策略连续统为 L-S企业策略。沿着 L策略方向，环境的复杂性将使组织向大型高度 

复杂化和精巧化方向快速进化 ；而沿着 s方向．环境的变动性将使大量小型简单的组织形 

态同时存在。 

2 模型检验与推测 

下面给出一些 支持 L—s企业策略的实例及推测。 

2·1 企业绩效与 L S策略 

市场经济中大型企业的市场份额、人均产值和利润、资金密集性一般较大 (如表1．这方 

面证据较多，可参见[5))。 

表 l 解释人均净产值与产业集中关系的回归方程( = )(英国，1 970年) ] 

注- ～  也∈( 1O·I]的企业的产品娄人均净产溘，t-lO．20，⋯．100．％为五公司集中度 

表 2 美国各行业企业新开设率、倒闭率、转让率 

市场经济 国家中，小企业生存期明显较大企业短得多。表2说明美国的企业开设和破产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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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业 、服务行业、承包建筑业和加工工业顺序递减，而这些行业的小企业比重基本上也 

是按此顺序递减(还可参见[4]，第2章．表1 7)。 

表3、表 均暗示欧美 扫几国的小企业比大企业更适宜在不稳定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a 

表 3 解释小型企业群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回归方程(美国，1933～l973年) 

统计项 目 英国 黄国 西藩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注， D为l 8～l976年各趺危机的生产指数下降幅度和除以6(疆这几国诙时期危机次数最多为6状)， 

下同。资料米源 [12]f ②资料来源[】f{]f@ 资料来漂[J2] 

2．2 企业组织设计与 L 8企业策略 

现已出现的大企业多种组织形式也是符合 策略的，即部分大企业若面临不稳定环 

境 ，将朝着使车身的泛生态系统简单或减弱环境对泛生态系统扰动这两个方向进化。如跨国 

公司和大企业经营多样化就是利用环境波动对不同地区和产业冲击的不平衡来缓冲这种扰 

动的 ；纵向联台则是通过供产销一体化来获得较简单的泛生态系统的；组织分化设计则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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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散子系统 (当然这些设计常 

有其它重要目的) 

2．3 产业集中水平和趋势与 L— 策略 、 

最后．从产业角度考查。组定被讨论国作为工业泛生境的类型是广泛的，其它因索也暂 

不考虑 。则产业本身特点将确定各部门中 策略音的大致分布。粗略地讲 ．烘需和技术条 

件的稳定持久性将确定企韭泛生境是否长期稳定；利润分布均匀(运 费与价格比很小)性最 

小最佳规模(指内部经济性)的大小、资金与技术的密集性程度(是否为资金密集性产业、资 

金密集性技术 、技术密集性技术)等确定企业是否适宜于大规模生产和竞争力的提 高。按这 

些原则对产业(按统计分类的)作出 L-8产业分类(该分类应为时间的变数，这里暂视为固定 

是便于说明问题)见表5 表6说明美国 造业各部门的集中水平与 一8分类的相对顺序基本 

吻合、其它国家如西德、法国、日本也育摸似情况．而英国和意大利吻合程度较差 (日本和意 

大利偏重 策略 “ 这与它们在剥造业上的效益一致 似乎提示企业行为与 ，，8策略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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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反映了市场竞争的完全性 (这与有效竞争导致 — 策略的论点相符)。 

表 5 制造业的 L—s产业分类 

约定 ：木材与家俱(as+s)一s，纸与印剥(a￡+a )一勰，等等 

表 6 美国(1967年)制造业企业规模分布与 ￡一s产业分类 

∞ 员科 采耀 [4] 

2．‘ 关于产业羹中水平与趋势成因的推测 

若现实的企业行为确实遵循或朝着 L— 策略进化 ，就可用 L— 策略解释产业集中水平 

与趋势的种种特征 ，即各行业内持 或 及 L、 混合策略者的不同分布导致了各产业集中 

度的差异}企业行为朝着 策略进化、环境变化都可使短期内产业集中度改变或同一时期 

内各产业集中趋势不同；各 国企业向 — 策略进化的共同趋势使它们各产业按集中度排序 

基本一致 ，而进化快慢或环境差异又可造成各国在同一产业的集中度不同。 

3 模型应用 

尽管我国不是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仍不妨用 策略考查其产业组织动态。 

根据国家经委会企业局对企业分级(按固定资产划分)的规定．我国大型企业数占总企 

业数比重约为美国的l3倍，但按销售额计算的各产业集中 比，一般却很低。如汽车行业的集 

中比 a为59．7，而美国为80．8。若考虑到我国大企业劳动生产率低这一既定事实，再与 ￡一 

分类 比较发现：￡产业和 a￡产业除石油加工与冶金业外其大企业 比重又太低．尤其是 电气 

和纺织。 

我国小企业剧增、大中企业效益上不去部分是由于交通落后，市场不发达而人为增加了 

许多暂时性有利的泛生境所致 ，加之改革时期政策和市场波伏大，造成企业环境不稳定．更 

有利于小企业成长，不利于大中企业发展。 

另外 ， 大而全 、 小而全 的固有趋势部分原因是企业想争取一个简单泛生态系统以适 

应不可预测的环境。 

那么，我国企业行为远离 策略能否说明主要是企业缺乏理想的环境和相应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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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所致?不管怎样，在 目前这样的环境下，经营多样化、纵向联合、组织分化等设计仍不失 

为我国大企业走出困境的途径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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