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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90_E5_95_86_E5_c40_515842.htm 摘 要：电子商务环境

下显著的规模经济与规模影响的弱化并存的特征愈来愈明显

。利用DS模型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思想，通过对内部规模经

济的特点和趋势分析，得出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规模的决定

因素由“成本均衡”向“资源均衡”转化的观点，依据美国

数据的实证分析很好地支持和验证了这一结论，并对我国现

阶段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规模

经济；电子商务；企业规模 一、电子商务环境下规模经济分

析 规模经济可分为两类，即企业水平上的内部经济和行业水

平上的外部经济。以下将重点对内部经济，即企业规模经济

进行探讨。内部经济指单个企业水平上的报酬递增，即厂商

通过自身生产规模扩大，可以提高生产率，降低平均成本，

从而获得规模报酬。较大规模的厂商能更好地克服技术设备

的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同时某些管

理费用并不随生产规模同比例增加。 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

蒂格利茨在《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一文中建立了一

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DS模型）

。DS模型认为，从生产者方面来讲，由于产品的生产规模越

大成本就越低，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少越好；从消费者方面来

讲，由于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多越好。这

就产生了一个两难冲突：消费者要求产品的品种越多，而生

产者在资源稀缺性的约束条件下，生产规模就会缩小，导致

每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及价格上升，但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



市场竞争能使这种两难冲突达到一定的，或是一种次优的均

衡：每一个生产者都去生产一种差别性产品，既满足了消费

者多样化和廉价的消费需求，又能使生产者本身获得一定程

度的垄断利益，从而形成某种垄断竞争的局面，结论是一个

统一的规模扩大的市场更能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而使这

一两难冲突的解决空间增大。由于国际贸易能使市场规模延

伸并覆盖整个世界，使更多的人有更多机会消费更多样化和

更廉价的产品，因此能更容易地达到均衡。 DS模型从专业化

生产的视角较好地解释了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但是并没有

考虑交易费用的影响。实际上，规模化生产势必增加企业的

管理成本或内部交易成本，产品的多样化势必造成生产者和

消费者的交易成本的加大，最终会减少消费者偏好达到均衡

。 制度经济学正是引入交易费用来进行企业规模经济分析的

，当更多的交易由一个企业家来组织时，交易似乎将倾向于

既有不同的种类也有不同的空间位置。这为企业扩大时效率

将趋于下降提供了一个附加原因，即：倾向于是生产要素结

合得更紧和分布空间更小的创新将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倾

向于降低空间组织成本的电话和电报的技术变革将导致企业

规模的扩大；一切有助于提高管理技术的变革都将导致企业

规模的扩大。 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科斯（R.H.Coase）认为，企

业和市场是人们实现同一功能的具有相互替代性的制度安排

。当企业内交易的边际成本与市场中交易的边际成本相当时

，企业与市场之间达到均衡。假设Cm代表市场交易总成本，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Cm下降。假设Co代表企业内部组织

成本，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Co递增。企业边界应确定

在Cm与Co形成的总成本C的最低点Tm上。 为了确定企业的



规模，不得不考虑市场成本（即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和不

同企业家的组织成本，而后我们才能确定每一个企业生产多

少种产品和每一种产品生产多少。在边际点上，在企业内部

组织交易的成本或是等于在另一个企业中的组织成本，或是

等于由价格机制“组织”这笔交易所包含的成本。经营意味

着预测和通过签订新的契约、利用价格机制进行操作。管理

则恰恰意味着仅仅对价格变化作出反应，并在其控制下重新

安排生产要素。由此可以看出企业的规模取决于，企业中的

组织成本和价格机制“组织”这笔交易所包含的成本（交易

成本）的均衡。 与在工业社会中发育起来的规模经济不同，

在电子商务下，以信息网络为媒介，不但使各产业之间完全

不同的技术相互联结，不断产生新技术、开发新产品，而且

在生产和销售上出现了产业间相互渗透与企业结盟，从而出

现了兼业化、融业化的趋向，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纷纷开展

跨产业的多角化经营，拓展其经营范围。扩大范围之所以能

产生经济效应，可能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梅特卡夫

（Metcalfe）法则，它的本质是网络外部性。如果一个网络中

有n个人，那么网络对每个人的价值与网络中其他人的数量成

正比，这样网络对所有人的总价值与n*（n-1）＝n2-n成正比

。网络价值同网络的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这样的效率增

长与旧经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收益递增定律。因此电子商务

使得具有“资源”优势的企业追求收益最大化在横向和纵向

上不断地扩张规模。这也可以揭示跨国公司、企业联盟的不

断发展和壮大；进而部分地解释了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成因。

二是网络经济的边际收益递增：网络经济是一种边际收益递

增的经济，或者说具备了范围经济性的特征。网络经济边际



成本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而呈递减趋势；网络经济具有累积

增值传递效应，可以获得一般的投资报酬，还可以获得信息

累积的增值报酬；网络信息系统具有信息的自动记忆和自动

生成功能，规模足够大的情况下，信息的来源就会变成自发

生成或自然而然地产生，并且在网络内自动整合，甚至生成

层次更高、价值更大的综合性信息；网络经济中的消费行为

具有显著的连带外部正效应；网络经济具备明显的创新效应

。三是未来预期效应，由于电子商务超越时空的特性，企业

将未来预期纳入规模经济考虑范围，企业规模的确定有“静

态”向“动态”因素转化的趋势。 另一方面，知识和信息愈

来愈成为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经济资源。电子

商务改变了传统的企业生存方式，它从企业内部组织成本、

委托代理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等方面降低了企业成本，缩短

了生产厂家与最终用户之间供应链上的距离，降低了企业进

入门坎。在工业经济条件下，企业知名度与企业规模成正比

，大企业以其雄厚的资金和广泛的市场影响来提高知名度，

反过来企业利用其较高的知名度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

利地位。但电子商务使规模差距的竞争变得微不足道，中小

企业可与大企业在较为公平的基础上展开竞争，在网络这个

载体上，企业可以不分大小，用大体相同的费用在网上发布

电子公告，平等地利用网络提供的信息开展经营活动。电子

商务为中小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 电子商

务通过提高市场效率和市场透明度减少了市场“不完全竞争

”的程度，通过提高管理和交易效率、降低管理和交易成本

、“拉近”服务距离影响着企业的规模。由于企业的组织成

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下降，使企业总成本企业规模相关曲线水



平化，以至于由“成本均衡”或边际成本确定企业规模的解

释力大大降低，有可能出现企业规模的不确定性，而由于企

业的性质、客户群体的不同或者其他因素（如：竞争）的干

扰而出现企业规模发展的不确定性的概率在加大。这一特性

有助于解释电子商务时代企业规模结构的两极化趋势，即具

有“资源”经营优势的大企业、跨国公司能突破组织管理机

构等方面的约束向更大规模发展，也使具有个性化、灵活的

小企业摆脱了市场中面临的许多不利因素，焕发出勃勃生机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背离倾向，即企业的规模扩张和规模收

缩相互交织，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都在强化自身特征的基础

上获得了高速的发展。显著的规模经济性与规模影响的弱化

并存特征愈来愈明显。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二、电子商务下企

业规模的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电子商务的兴起促使

企业规模结构向两极化发展，即具有资源或经营优势的大企

业与具有灵活和个性化优势的小企业大量并存。为了检验这

一理论判断，笔者将对企业规模和电子商务的相关性作一个

计量检验，若检验结果能够表明电子商务对企业规模（大、

小）有显著性作用，则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得证。若不能得

出上述结果，则本文提出的理论判断是否成立便值得怀疑。 

根据待检验假说，我们的计量检验包括世界100强企业平均规

模（收入）与世界信息化平均水平的相关性分析；美国20人

以下企业总量与美国信息化水平的相关性分析。以衡量电子

商务对企业规模变化的影响作用。 1.样本国家、代理变量及

数据的选取 根据待检验假说，我们选取了世界100强企业平均

规模、世界信息化平均水平、美国20人以下企业总量、美国

信息化水平作为样本空间。我们选取世界100强企业平均收入



作为大企业规模的代理变量；在选取小企业规模变量时，由

于没有找到小企业平均收入或资产规模的有关数据，因此选

取电子商务发展较为发达的美国作为样本国家20人以下小企

业总数作为代理变量；分别选取世界和美国的信息化水平作

为电子商务的代理变量，以互联网普及率（用户数／万人）

作为信息化水平的衡量指标。 我们的观察期为1995～2004年

的10个年份。所有数据的来源为http://www.census.gov/网站、

《世界经济年鉴》各期、《INFORMATION ECONOMY

REPORT》（原名：E-COMMER CE AND DEVELOPMENT

REPORT）各期。 2.模型设定 模型I：AV100＝a0＋a1WINFO 

其中，AV100为世界100强企业平均收入，WINFO为世界互联

网普及率，其余为待估计参数和误差项。 模型Ⅱ：U20TN＝

β0＋β1UINFO 其中，U20TN为美国20人以下小企业总数

，UINFO为美国互联网普及率，其余为待估计参数和误差项

。 3.估计结果 运用统计软件Eviews3.1对上述模型进行OLS估

计，结果如下： 模型I：AV100＝483.8728407＋0.1 376866241

×WINFO（8.232） R2＝0.894 R2＝0.881 F＝67.769 模型Ⅱ

：U20TN＝6447.80257＋0.09917661551×UINFO（15.157） R2

＝0.966 R2＝0.962 F＝229.748 回归结果表明，电子商务分别对

大企业规模和小企业规模有显著的正效应，从R：，R2，F统

计量表明，本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

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有“成本均衡”转向“

资源（创新、知识和资本）均衡”、“静态”转向“动态”

的发展趋势。电子商务的发展将企业规模向两端牵引，规模

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得到有效的协调统一。实

证检验的结果很好地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和观点。 从该结



论看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大型企业集团和中小企业都有着

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政策在支持企业（集团）做大做强的

同时，应注意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培育。大企业（集团）的发

展不能仅仅依靠资本规模的扩大，要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实现

“资源”优势的整合和培育，减少内部管理成本和市场交易

成本，适当加大R&amp.D的投入提高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

争力。而相对于大企业（集团），中小企业有着资金不足、

技术人员缺乏、信息化水平低等劣势，政府应在中小企业发

展电子商务领域给与重点鼓励和支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和

加快有利于电子商务发展的支撑体系建设使得中小企业方便

、平等地获得相关“资源”，推动和激励电子商务在中小企

业中的应用，扶持服务中小企业的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建设，促进中小企业应用电子商务提高商务效率，推进经济

和谐全面的发展。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