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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介绍了规模经济的基本概念 ,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在规模经济认识上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希望和

建议。我国国有企业的生产规模不能过小 ,也不能过大 ,要实现适度规模 ,即生产规模应扩大到使收益递增达

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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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模经济的基本概念

111 　规模经济规律的主要内容

规模经济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 ,

当生产要素 (劳动和资本等) 按同样的比例增

加 ,即生产规模扩大时 ,最初这种生产规模的扩

大会使产量 (或收益)的增大大于生产规模的扩

大 ,但当规模的扩大超过一定限度时 ,则会使产

量的增大小于生产规模的扩大 ,甚至使产量绝

对减小 ,出现规模不经济。可以用含有两种生

产要素的简单生产函数来说明这一规律。设生

产函数为

Q = A L
α

K
β

式中 　Q ———产量 ;

　　　A ———技术水平 ;

　　　L ———劳动 ;

　　　K ———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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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劳动的产出弹性 ;

　　　β———资本的产出弹性。

当 K 与 L 增加λ倍时 ,生产函数为

A (λL )α(λK)β=λα+βA L
α

K
β

当α+β= 1 时 ,规模收益不变 ;

当α+β> 1 时 ,规模收益递增 ;

当α+β< 1 时 ,规模收益递减。

112 　影响规模经济的基本因素

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是促进经济增长 ,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手段。影响和决定规模经

济的基本因素如下。

(1)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通常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新产

品、新材料、新工艺和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为基

本内容而实现的技术进步 ;另一类是通过设备

大型化、高效化和专用化以追求规模经济为目

的的技术进步。尽管这两类技术进步是交织在

一起对规模经济产生影响的 ,但后一类技术进

步是直接形成规模经济的内在基础。

(2)市场容量

市场容量是指某一产业内产品市场需求的

总量 ,也包括产业内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生产资

料和服务的市场供给总量。市场容量是形成规

模经济并决定其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具体来

讲 ,产品的市场需求总量是规模经济的主要需

求制约条件 ;产业内企业生产所需生产资料和

服务的市场供给总量是其供给制约条件。

(3)组织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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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是我国国有大中

型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大选择 ,对于国民

经济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人认为 ,国有经济、地方经济要发展必须有大

企业、大项目和大集团 ,因此竞相建设大项目。

虽然因此企业规模扩大了 ,但经济效益却未有

明显好转 ,有些反而有所下降。笔者就我国企

业规模经济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讨。



组织创新是指企业内部生产经营组织和企

业之间的生产经营联系发生的适应于规模经济

发展的调整和改进。组织创新一方面是形成并

使规模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途径 ,另一方

面是协调规模经济与垄断冲突并维护规模经济

合理性的重要途径。

113 　适度规模

大规模生产可以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但

是 ,生产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 ,有时会由于生产

规模扩大而使管理效率降低 ,也会因为生产要

素价格与销售费用增加及企业间过度竞争等原

因造成规模不经济。一个企业和一个行业的生

产规模不能过小 ,也不能过大 ,要实现适度规

模。适度规模就是生产规模扩大到使收益递增

由于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市

2 　我国对规模经济认识上存在的问题

211 　经济规模不是规模经济

正如前面理论所述 ,企业只有达到一定的

经济规模 ,才会产生规模经济效益 ,但并非一

“大”就灵 ,规模大小不等于规模经济。

在实践中 ,有些地方企业盲目进行大规模

扩张 ,兼并许多没有优势的企业 ,甚至实行“拉

郎配”。虽然这样确实可以在短期内扩大企业

的资产规模 ,企业销售额增加 ,但是 ,企业 (集

团)的内涵如科技研究与开发水平、管理水平等

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贪大、求快的做法

很可能“欲速则不达”,反而把核心企业、效益好

的企业拖垮。

212 　“拉郎配”不符合市场规律

在市场规律指导下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

合应是自愿并建立在优势互补之上的 ,既可以

是强强联合 ,也可以是强弱牵手 ,通过市场组建

各种形式的企业集团。目前 ,有些地方为了追

求大规模 ,急于求成、贪大图快 ,一些行政部门

和政府实行“拉郎配”,或是将整个行业组建成

一个公司、集团 ,这样做由于行政干预成分多 ,

不符合市场规律 ,造成集团内部矛盾突出 ,内耗

极大。中国“抓大”战略是明智之举 ,但企业大

与否 ,应该由市场定夺 ,而并非由政府决定。

213 　多元化经营不等于多业并举

在我国存在着这么一种误区 :企业一提到

发展 ,就多业并举 ,跨行业、跨领域 ,摊子铺得过

大 ,企业往往负债经营 ,钱借得越多越有本事 ,

最后被债“压弯腰”。经营领域不能盲目多元

达到最大。

场等条件的差异 ,同一行业的规模经济大小也

并不完全相同。确定适度规模时要考虑的因素

很多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其主要影响

因素有行业的技术特点、市场条件、交通条件、

能源、原材料供给以及政府政策等。需要强调

的是确定适度规模大小的最终目标是使效益递

增最大化。

化 ,实行多元化在任何时候都要以主业为基础。

主业是企业集团的优势所在 ,是多元化经营的

基础 ,负债经营要有度 ,要使资金发挥其应有作

用 ,做到“有钱用在刀刃上”。

214 　搞规模经济不必“一窝蜂”

目前 ,我国存在一种错误观点 ,认为只要把

1 000 家大企业集团搞好 ,中国的经济问题便

迎刃而解了 ,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应该明

确的是 ,并非所有的行业都要求有较高的集中

度 ,只有一些投资高、需要巨型设备、产量大的

产业 ,如冶金、汽车、重化工业等 ,才需要较高的

集中度 ,而大部分行业仍然是以多家竞争、多家

并存、市场占有率分散为特点 ,对这些行业来

说 ,提高效益主要应依靠内部经营管理和开发

能力的改善 ,而把扩大规模作为唯一或主要获

取效益的手段并不适宜。

215 　政府不能完全“靠边站”

前面已经提到 ,有些地方政府在实行规模

经济时 ,违反市场规律 ,以行政手段实行“拉郎

配”,造成企业经济效益低下。但这不是说政府

在规模经济发展中应该完全“靠边站”,在我国

经济机制“转轨”时期 ,加强宏观调控显得尤为

重要。

各级政府站在比企业高一点的角度审视企

业行为 ,减少企业行为的盲目性 ,为国有企业健

康发展当好“舵手”是十分必要的。

3 　对我国国有企业规模经济问题的几点建议

(1)扩大规模应把以市场为导向同提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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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相结合

我国企业的组建要遵循市场原则 ,要通过

市场组建集团 ,立足于企业 ,从企业利益和经济

效益出发 ,不搞行政干预。我国企业集团的发

展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 ,在充分重视

内部扩张模式的基础上 ,主要在主营产品及相

关产品领域 ,适当运用市场经济通行的外部扩

张的收购兼并方式 ,特别防止盲目的所谓多元

化扩张。

要充分重视企业规模的扩大 ,即与外部扩

张相对的另一途径 ———内部扩张 ,亦即通过资

本积累 ,凭借自己的技术、品牌、资金、管理优势

向纵深产品、相关产品、相关产业发展。要对市

场容量和变动前景有清醒的认识 ,对自身的融

上的有力保障。如果主业经营不佳 ,效益低下 ,

企业集团的多元化经营也难以奏效。除此之

外 ,主业的稳固发展能为多元化经营提供强大

的资金和人才保障 ,可以说只有主业兴旺发达 ,

多种经营才会达到其预想效果。

(3)运用市场融资手段推动国有经济和产

业结构调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国有企业的规模经济

应主要以市场规律为引导。从国外经验来看 ,

建立股份制和完善证券市场在扩大企业规模、

提高效益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国在

这方面的系统性、法律健全性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很大的差距。培育机构投资者、增加投资

工具、完善证券市场筹集资本和引导长期投资

的功能 ,提高市场配置资本效率 ,使证券市场在

企业的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4)“抓大”与“放小”要相辅相承

中国目前要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没有强

大的企业 ,中小企业就缺乏必要的能源、基础设

施等社会保障 ;反之 ,没有星罗棋布的中小企

业 ,大企业必然发展成为“大而全”的低效益企

业。

在美国 ,企业结构犹如“金字塔”,塔尖是少

(5)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

控。市场经济的缺点需通过国家对市场活动的

正确引导和有效宏观调控加以克服 ,这在我国

“转轨”时期尤为重要。政府该放的放开搞活 ,

该管的管住、管好。

搞好宏观调控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国家对于

经济活动立法的重要作用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

市场经济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在国有企业发

展规模经济的过程中 ,国家制定了严格法律来

保证其产权明晰 ,维持其正当竞争 ,保护合法权

益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国家在相关政策上对国

有企业发展规模经济加以适当扶持 ,也是对企

业发展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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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 3 条高速公路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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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四川境内内宜、成乐、成雅 3 条高速

公路连续通车。至此 ,四川省内高速公路总里

程已达到 800 km。

　　内江至宜宾的内宜高速公路全长 13515

km ,与成渝高速公路相连 ,把自贡和宜宾连接

在一起。另有成都至乐山的成乐高速公路和成

都至雅安的成雅高速公路也已开通。

(摘自《中国汽车报》,2000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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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能力、竞争能力和拓展市场的能力要有正确

的估价。许多失误的规模扩张都是建立在对市

场前景过于乐观、对自己竞争力估计过高的前

提之上的。

(2)应坚持集中力量搞好主业并兼顾综合

经营的方针

企业集团在扩大规模时 ,尤其在扩大规模

初期 ,应首先致力于发展其主业 ,因为主业是企

业集团优势所在。稳固的主业是多元化经营的

基础。多元化行为具有很大风险性 ,需要经济

数大企业集团 ,塔底则是众多的小企业。而相

反 ,韩国大企业集团破产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小

企业没有得到应有发展 ,使整个经济活力丧失 ,

这一点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大启示。

由于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

一面 ,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计划 ,也不拒绝宏观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