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双 月 刊 ）



2 0 1 5 年第 4 期 （ 总第 7 7 期 ）

信息不对称时产业链企业研发投资行为

及产业集群效应分析

赵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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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本文主要研究产 业集群如何通过促进企业间信息传递来影响产业链 内 上下游企业的投资

行为和产品质量选择 。 借助博弈模型有机地将技术创新及采用 、上 下 游企业研发行为 、产业集群三

方面 内容结合起来 ，
证明 产业集群不仅能够影响上游企业的投资行为 ，使其 对通 用技术创新进行高

投入并生 产 高质量的 中 间 产品 ，
还能够促使下游企业选择购 买 高质量的 中 间产 品进行高投入、深加

工
， 最终生产 出 高质量的终端商品 。 当 整个产 业链都 以 生 产 高质量产品 为 目 标时

， 产业 集群能够 同

时增加上下游企业盈利 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 但产 业集群要达到
一定规模

，
且有足够 完善的 配套能

够促进信息传递和产生正的 外部性 ，
否 则将会损害社会福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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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竞争的 日益加剧 ，市场呈现出消费结构 的多样化 、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和

复杂化等
一

系列新特征 ，从而对企业的创新要求越来越高 。 对企业来讲 ， 自 主创新的难度和风险越

来越高 ，单个企业难以承担 。 因此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通过合作分工 的方式进行技术创新 ，使外

部资源内部化 、优势互补 ，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必然趋势 。 产业链向上游延伸使得产业链进入通用

技术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 ｅ

ｔｅｃｈｎ ｏｌｏｇ
ｉｅｓ

，ＧＰＴ ）研发环节 ， 向下游拓展则进人渐进性创新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 ｌｃｏｍ

？

ｐ
ｌｅｍｅｎｔａｒ ｉｔｉｅ ｓ

，ＩＣ ）环节 。 此种研发方式有助于缩短创新时间 、 明确分工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产生单

个企业不曾拥有 的功能 ，优化产业关联企业间的供求关系 ，并且能使更多 的企业参与创新 ，分散了创

新费用和风险 。

产业集群作为
一

种能够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产业发展的核心方式 ，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角

度看 ’它是产品的加工深度和产业链的延伸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看 ，它是在一区域内某个企业或大企

业集团 的纵向一体化发展 。 通过纵向一体化 ，
可以提高企业对市场信息的灵敏度 ，优化企业间 的联

系 ，促进信息传递 。 美国的
“

硅谷
”

、 台湾的新竹 、印度的班加罗尔 、北京的
“

中关村
”

就是比较典型的

例子。 自 Ｐ。ｒｔｅｒ
［

1
］

首次提出
“

产业集群
”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 ｌ ｃｌｕｓ ｔｅｒ

） ，并且把产业集群纳人竞争优势理论的分

析框架 ’创立了产业集群的新竞争理论以来 ，产业集群研究已经从最初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 ，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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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延伸到各产业领域 。

如图 1 所示 ， 以微电子技术为例 ，上游企业如英特尔 、ＡＭＤ 等对通用 （芯片 ） 技术进行研发 ，并将

其产品 出售给下游企业 （ 如戴尔 、微软 、
ＨＴＣ

ＪＢＬ 等 ） ，然后下游企业针对其产品特点对其进行渐进

性创新和深加工 ，
最终形成计算机 、手机 、ＭＰ3 、音响设备等终端商品供消费者使用 。

由于上下游企业分别对开创性通用技术丨—田姑士 ！上游企业ＧＰＴ通用技术

（
ＧＴＰ

） 和渐进性创新 （
ＩＣ

） 进行投资 ， 它们的投 开创性通用技术

资决策不再具有同时性 ，
而是序贯的 。 同时 ，模ｙ／

ｊ

ｋ －

，

型中还引人了不完全信息和 信号问题 ， 即下游／＼

企业无法完全接收到上游企业所生产的中间产／／／＼＼
品质量的信息 。 为研究产业集群的影响 ，本文／／＼＼
将产业鍵前后＿环龍行对 比

，假设下游
下猶

企业接收到上游企业的产品质量信息 的概率随 渐进性创新






［ｉａＪｉ￡ｋ Ｊ

环境的不同而改变 ，产业集群环境会提高下游图 ！ 通 用技术与 渐进性创新

企业获得产品质量信息的概率 ’从而增加了信

息优势 。 对比产业集聚前后产业链中企业的投资行为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 ，可知产业集群不仅能

够影响上游企业的投资行为 ，使其对通用技术创新进行高投入并生产高质量的中间产品 ，
还能够促

使下游企业选择购买高质量的中 间产品进行高投人 、深加工 ， 最终生产出高质量的终端商品 。 当整

个产业链都以生产高质量产品为 目标时 ，产业集群能够同时增加上下游企业盈利和提高社会福利水

平 。 政府可借鉴本文结论通过控制产业聚集程度来改善产业竞争 、优化产业结构和加强产业的经济

增长 。

后文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 ；
第三部分是基本模型 ；第 四部分是模型求解及均衡 ；第五

部分是关于上下游企业的行为研究 ；
最后

一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

二 、 相关研究评述

关于企业技术创新 、合作研发和产业集群的相关研究很多 ’按照本文研究所涉及的 内容将其进

行梳理后分为技术创新及采用 、纵向合作研发行为 、产业集群这三个方面 。

（

一

） 技术创新及采用

Ｔｉｒｏｌｅ
ｔ 2 ］

等先后对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进行了搜集整理 ，并指 出理论模型两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 市

场不确定性和企业策略行为 。 关于前者 ，
ＭｃＣａｒｄｌｅ

［ 3
］

强调 了信息的重要性并指 出新技术给企业利润

带来的不确定性将根据企业 自身特征促进或抑制新技术的使用 ；
而 Ｋａｐｕｒ

［
4

］

认为过多的信息会导致

企业延后对新技术的使用 。 关于企业策略行为 ，

Ｈｏｐｐｅ
［

5 ］

证明企业是否采用新技术取决于行业 内其

它企业的决策 ，竞争根据企业的优势会加速或延后新技术的使用 。
ＹｂａｒｒａａｎｄＴｕｒｋ

［
6

］

则认为企业进

行技术创新的原因和主要研究方向应该是技术资源禀赋的差异 ，他们证实技术创新合作对于企业而

言能有效地降低成本 、获取外部技术和知识资源 ，从而推动技术进步 。

（
二

） 纵向合作研发行为

Ｈａｒｈｏｆｆ ［
7 ］

分析了上游垄断企业如何通过研发投资来提高下游企业的产量。 高水平的溢 出会提

高下游产品的质量 ，信息溢 出能够降低下游企业的研发成本 ，并且导致下游企业对中间产品 的需求

增加 、扩大终端商品的产量 。
Ｂａｎｅｉ

ｊ
ｅｅａｎｄＬｉｎ

［ 8 ］

研究了企业间的纵向竞合模式 ，基于单一上游企业

和多个下游企业的市场 ，将企业研发利润增量占总利润增量的 比例作为上下游企业成本分担 比例 ，

证明下游市场竞争加剧会扩大合作研发的规模 。 Ｍｉｌｌ ｉ 0Ｕ
［ 9 ］

研究纵向
一体化企业与非

一体化企业从

事研发和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 ，
通过比较

一

体化企业的下游部门与非
一体化的下游企业的产量和利

润等
，发现研发信息溢 出对

一

体化企业的研发投入 、产量和利润都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 牛海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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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ＵＳＴＲ 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艾凤义
［

1 ° ］

针对企业上下游投资行为和合作研发模式提出 了收益分配和成本分担机制 ， 分析 比较了

合作研发前后的产量 、价格和利润 。 Ｇｉ ｌｂｅｒｔａｎｄ 0 3 3
［

1 1

］研究发现由于溢出效应以及担心上游企业的

机会主义行为 ，
下游企业会减少降低运营成本的创新投人 。 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Ｌｉ

［
1 2

］

针对零售势力从制造商

向零售商转移这
一市场结构的变化 ，考察了制造商与零售商合作广告系统的交易效率问题 。 Ｃｈｏ

ａｎｄ ＧｅｒＣｈａｋ
［ 1 3 ］

Ｗ究 了购买商可变成本分别为线性和非线性函数时 ，研发投人降低成本的产业链协

调问题 。 Ｋｉｍ
［  1 4 ］

研究了上游企业直接对下游企业进行研发投资 ，使整个产业链都获利的基本条件 。

（
三

） 产 业集群

Ｐｏｒｔｅｒ

［
1 5 ］

把产业集群纳入竞争优势理论框架 ，创立了产业集群的新竞争理论 。 与此同时 ，
经济地

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也使得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成果 日 趋丰硕 。 为此 ，与产业

集群相关的研究现状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

1 ． 外部性

Ｍａｒｓｈａｌ＾
6

］

认为产业集群是企业实现内部规模经济和企业之间实现外部规模经济的必然结果 。

Ｋｒｕｇｍａｎ
［

1 7 ］

进
一

步借用垄断竞争模型分析技术研究企业的空间定位与产业集群 ，其结论支持
“

马歇

尔外部性
”

的基本观点 。
Ｐ
ｙ
ｋｅ

，
ｅｔａｌ ．

［
1 8

］

表 明高科技企业产生较强 的知识溢 出效应引起的外部规模

经济超过了距离等因素引致的贸易成本增加 ，
因而

， 高科技企业更倾向于集聚 。 Ｆｕｊ
ｉ ｔａａｎｄＴｈｉ ｓｓｅ

［
， 9 ］

和 Ｏ 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ａｎｄＴｈ ｉｓｓｅ
？
介绍了外部性产生的几大原因 ， 如大规模生产和投入的利用 、新知识产生

和溢出效应 、政府提供的现代基础设施等 。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经济地理模型中 ，信息溢出 和知识外

部性存在难以模型化的困难 ，这也是产业集群研究有待完善 的地方 。

2
． 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产业的空间 布局 。

一

方面 ，从产品 的运输成本角度看 ，如果运输成

本是距离的二次项 函数或运输成本较低时 ，
企业最终会分散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 2 1
］

。 孙洛平和孙海

琳
［
Ｍ

］

建立基于交易费用的线性空间选址模型并结合企业间纵向策略博弈模型分析了产业集聚的均

衡性 ，发现集聚不仅使得企业前向或后向关联的生产成本降低 ，
而且使得交易费用降低 ，

强化了产业

的地区集聚力 。 另一方面 ，从消费者购买产品的交易成本角度看 ，如果消费者到企业生产所在地购

买商品 的采购成本不高 ，则不会产生集聚现象 ，而如果消费者成线性空间分布且偏好各异 ，则消费者

会到企业集中 的地方购买商品 ，这将会吸引更多企业集聚到该地从事生产与经营活动
［ 2 3 ］

。 再一方

面 ，从企业的创新成本角度看 ，
Ｏｔ ｔａｖ ｉａｎｏａｎｄＭａｒｔ ｉｎ

［
2 4

］

通过建立一个经济增长和产业空间集聚之间的

自我强化模型 ，证实产业集群使创新成本降低 ’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同时经济增长又反过来加强了 产

业集群 ，
二者之间产生循环积累的因果效应 。 魏剑锋

［ 2 5 ］

证实产业集群的组织制度创新行为可降低

企业间 的交易成本 ，其程度取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融合和匹配状况
［ 2 6 ］

。

3 ． 市场因素

从市场 因素角度考虑 ，
产业集聚机制主要通过市场规模和空 间竞争交互展开 。

Ｐａｐａｇｅｏｒｇ
ｉｏｕａｎｄ

ＴｈｉＳＳｅ
［

2 7
］

提 出企业应靠近大市场从事生产与经营活动的
“

市场潜力理论
”

。 市场潜力扩大引起的
“

前

后 向关联
”

效应使企业形成规模收益递增 ，进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在此集聚 ，如此
“

循环累积
”

导致地

区产业非均衡分布加剧 ，形成
“

中心
一

外围
”

结构
［

2 8 ］

。 与之相对 ，
Ｆｕ

ｊ
ｉｔａａｎｄＭｏｒｉ

［
2 9

ＨＡ为当地区劳动

市场规模适度 、产品差异化程度较高 、劳动力之间与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程度不大时 ，

“

中心一外围
”

结

构依然是稳定的 ，
否则企业和劳动力都会有向外地迁移的趋势 。

目前 ， 尚未发现同时考虑技术创新及采用 、纵 向合作研发行为和产业集群的文献。 本文贡献之

一

就是将上述三方面内容通过博弈模型有机地结合起来 ，填补在该研究领域的空 白 。 技术创新存在

不确定性 ’研发投资具有高风险性 ’并且上下游企业 由于地位不同 ，所掌握的信息也不同 。 针对这些

问题 ，本文又一贡献是强调不完全信息的存在 ’并将其弓 丨 入模型 中 。 本文试图从理论上研究处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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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不完全情况下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如何决定他们的研发投资行为以及产品质量选择策略 ，并聚焦

于产业集群带来的信息优势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

三、 模型

本文模型在 ＢｒｅｓｎａｈａｎａｎｄＴｒａ
ｊ
ｔｅｎｂｅｒ

ｇ

［
3°

］

对通用技术和渐进性创新的研究基础上
，
结合企业纵向

关系 ，并假设上下游企业间存在不对称信息 ，从而对企业研发投资行为的研究更贴近现实 ，对产业集

群影响分析更为全面 。

（

一

）
上游企业

上游企业利润函数记为 ：

－－ｏ）Ｘ－ｃＸ－Ｃ
ｖ

（
ｍ

）（
1
）

ｍ 表示上游企业对通用技术的研发投入 ，
也可认为是其生产的 中间产品的质量 （

ｍ＞ 0 ）
－

，
Ｃ
ｕ

（
ｍ

）

为上游企业研发投资成本 ，
且＾ ＞ｏ／

ｃ
Ｕ

（

2

ｍ
）

＞ 0
；
上游企业可以通过选择对产品研发投人的

ｄｍｄｍ

高低来生产高质量 （
＆

） 或低质量 （， ） 的中间产品 。上游企业的生产边际成本为 。
，此成本与产品的质

量无关⑷ 表示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出售 中间产品的价格 ；
ｚ代表中间产品的产量 。

（
二

） 下 游企业

下游企业按其需求购买中间产品后 ，
通过渐进性创新对所购 中间产品进行深加工 ，并且决定能

够使下游企业所处行业总剩余 （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 ） 最大化的商品价格 ｐ 和终端产品质量／。

ｔｔ＝（ ｐ
－

（ｏ ）
Ｄ＋ＣＳ

（ｐＪ ，

ｍ
）
－

Ｃ
Ｄ

（Ｊ）（
2
）

ＣＳ
（ｐ ，ｆ ，

ｍ
）＝ 

？^

为消费者剩余 ；
Ｄ 表示需求量 ，

且 Ｄ＝

＋／
2

表示下游企业
ｐｄｐＺ

对中间产品深加工的投入成本 。

我们考虑这样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 ：在第一阶段 ，上游企业决定通用技术的研发投资水平和中

间产品的售价 ；在第二阶段 ，
下游企业决定渐进性创新的投资水平和终端商品售价 。具体来讲 ，

此博

弈模型可分解为以下 4 个环节 ：

1
． 上游企业决定中间产品的价格 《 和研发投资水平 ｍ

（ 高投资带来高质量＆ ，而低投资导致低

质量 2 ） 。

2
． 中间产品质量信号以概率 ｓ 传递到下游企业 ：如果下游企业接收到质量信号 ，属完全信息 ，

下

游企业能够甄别上游企业生产的产 品质量 ； 反之 ， 属不完全信息 ， 下游企业无法甄别 中间产品的质

量 ，并认为高质量中间产品存在的概率为 0
，低质量的为 （

1－ｅ
） 。

3 ． 下游企业选择是否采用 （购买 ） 上游企业所生产的 中间产品 ，如选择采用 ，它将对中间产品进

行深加工 ，并决定加工后的终端商品质量／和出售价格 Ｐ ｏ

4 ． 消费者观测产品质量并购买终端商品 。

四 、 均衡

（

一

）
下游企业均衡

本文根据下游企业是否获得中间产品 的质量信息 ，分为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两种情况 ，并对

下游企业决策行为进行讨论 。

情况 1
：完全信息 （ Ｃ／）

首先 ，
通过逆向归纳法及最优化条件 ，求解下游企业均衡。下游企业根据行业总剩余最大化 目标

决定对中间产品的再加工投资水平／和终端商品价格 Ｐ 。

Ｐ ｃｉ
＝ａｒｇ

ＭａｘＴＴ
Ｃ Ｉ （ｐ ，ｆ ，

ｍ
）＝ｗ（ 3 ）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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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ｃｉ
＝ａｒｇ

Ｍ ａｘＴｒＣＴ （ｐ ，／，
ｍ

）

＝ — 且 7 士
＝
处

、 ｆａ＝
二
（

4
）

ｆ（0（0
—

 0 ）

将式 （
4

） 结果代人式 （ 2 ） 中 ，
可得 ，下游企业利润为 ｉｒ

ｊ，
＝

；＾且 ＝

；＾Ｔ。

Ｚ ｏ）Ｚｄ）
— 1 （3）

可见 ＝
＋ｏ ｏ 。如果中 间产品的价格较低 ，

无论上游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质量如
6 ？
—

？ 0ｗ－ ？ 0 
一

何 ，下游企业都将购买采用 ，
且高质量和低质量产 品的购买量分别为 氏

，

＝ ％
＝

＾ ，Ｄ
ＣＩ

二 等
Ｐｔａ

￣

ｐ

2

＝ 反之 ， 当中间产品价格较高时 ，下游企业将选择放弃购买采用 。因此 ，存在两种保留价格 （
0＜

（ 0

ｙ
＜＾ ： （

1
） 当 ｗｐ 时 ，下游企业会采用低质量的中间产品 ； （

2
） 当且仅当 ＜

？＜ 忑时 ，
下游企业会

采用高质量的中间产品 。这里主要存在三种可能 （ 见表 1
） 。

处于完全信息 时 ， 对


表 1 完全信息时下游企业需求及利润


所有 的 值 ， 都 存 在 0 ）＜（ 0＜（ 0 0）＞Ｗ

Ｑ ，
ｑ＞

）

＞ｏ 这说明上
高质量低质量高质量低质量高质量低质量

—

＾

ｄｍ

＾需求 
Ｄ ｃ，Ｄ ｒ，＝

＾
4ｎ＿Ｄ

ｎ
＝Ｄｃ ｉ

＝
 0Ｄａ

＝ 0Ｄｃ，
＝ 0

游企业产品的质量越高 ，
Ｃ＇

ａ，

3＾
￣

＾
ｃ＇

Ｊ
一。

－

下游企业越有动力进行高 利润？
－

＇

ａ
＝＾

￣

＇

ａ
＝ｔｔ

＊

，
＝ 0＝ 0

＝ 0

投入 、高质量的深加工 。
— ＾

情况 2
：
不完全信息 （ ／／ ）

此时 ，
下游企业无法掌握上游企业所生产的中 间产品的质量信息 。根据行业总剩余最大化 目标 ，

下游企业决定终端商品的价格 ｐ 和再加工的投资水平／。

ｔｔ
ｉｉ

＝
 6 ［（ｐ

－

（ｏ
）
Ｄ

（
ｍ

）＋ＣＳ （ ｐ ， ｆ ，ｍ ） ］＋（
1－

 0 ） ［ （ｐ

－

ｃｊ
）
Ｄ

（ ｍ ）＋ＣＳ （ｐ ， ｆ，ｍ ）］
—

Ｃ
Ｄ

（ｆ）

＝ 0

［

（＂ ）

？ ］

＋（ 1
－

 0 ）

［

（ｐ
—

ｗ ）

，
＋

， ］

－

ｙ／
2

 （ 5 ）

Ｐｎ
＝ａｒｇＭａｘｉｒ？ （ ／

＞
， ／ ，ｍ ，ｄ ）

＝（ａ（
6
）

Ｐ

［ 0ｍ＋（ 1 
－

ｄ ）
ｍ

］

ｆａ（
ｏ＞

9
6 ）

＝ａｒｇＭ ｓＬｘｉｒ

？ （ｐＪ，
ｍ

， 0 ）
＝—

 （
7

）

／（Ｏ

［ 0ｍ＋ （
1－ 6 ）

ｍ
］

2

ＴＴ
／／（

（Ｏ
ｆ

0
）

＝ 

￣

—￣

（
8

）

Ｉｄ）

下游企业对中间产品的需求为 ：

一

／ Ｃｍ
＋（

1 ￣ ｅ ）
ｍ ］

2

Ｄ
ｎ
＝

ｅＤ ｃ
ｌ
＋（

ｌ－
ｅ ）

Ｄａ
＝＋

（
1
－

0 ）ｐ
（

9
）

（
二

）
上游企业均衡

情况 1
：完全信息 （

ＣＯ

当上游企业所生产的 中间产 品的质量信号能够完全传递到下游企业时 ，上游和下游企业拥有完

全且完美的信息 。上游企业的产量 （ 尤 ） 与下游企业的需求 （
／）

）
一致 ，见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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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完全信息时中 间产品产霣及上游企业利润

ｅｏ＜ａ ｃｏ＜ｅｏ＜ｃｏａ＞＞ａ）

高质量低质量高质量低质量质量

产量ｍ

ｙ？ｍ
2

ｘ－

Ｄ－

0ｙｎｎ

Ｘｃｉ
Ｘ
ａ

＝
ＤＣＩ

＝ －

ｊｘａ
＝
ｏ ｃ／

＝
＝

3

－

＝
Ｄａ

＝±ｃｉ
￣

＾ｃ ｉＸｃｌ
＝ＤＣ

Ｉ
＝ 0

3

润＂ｃ／
＝（ ｏ ）

－ｃ
）ＸＣ！

－

Ｃ （
ｍ

）

情况 2
：不完全信息 （

／／
）

当处于不完全信息时 ， 下游企业无法掌握中 间产品的质量信息 。下游企业对于高质量中 间产品

的需求为 万，／ （ 0 ＞
， 0 ）而对低质量中间产品的需求为 上游企业高质量和低质

0）
—

 0 ）

量产品产量分别为 ：

＿
1

［
ｍ

2

Ｅ
（
ｄ

）＋ｍｍ
（

1－￡
（

0
） ） ］

ｚ
？ （ ｗ ）＝＼

Ｄ
ｎ （ ａ） ，

ｅ ）ｆ（ ｅ ） ｄｅ
＝


＾


ｉ0 1

1

［
ｍｍＥ

（
ｄ

）＋ｍ
2

（
1－Ｅ

（
6

） ） ］

ｘ
？Ｍ＝ ＩＤ ？ （ ｃｏ ，

ｄ
）ｆ（ ｅ ）

ｄｅ＝＾


（
ｉ ｏ

）
— ｊ—（ｏ

0

与之相对应＠
上游企业利润为

Ｕ
ｎ （

（ｏ
）

＝

（
ｗ

－

ｃ
）
无 和 ［〃 （ ＜

ｙ
）

＝

（
（ａ

－

ｃ
）
ｘ

，，
－

Ｃ
ｕ

（
ｍ

） （
1 1

）

情况 3
：存在质量信号传递

当下游企业以概率 ￥获得中 间产 品的质量信息时 ，
上游企业的产品预期价格 、产量和利润与概率

ｓ有关。 由 于产业集群能够提高企业对市场信息的灵敏度 ， 增强产品质量的信号传递 ，
因此可通过研

究概率 ｓ 升高对上下游企业行为的影响来间接考察和分析产业集群效应 。

上游企业预期产量为 ：

———
－

2 ．［ ｍ
2

Ｅ
（ 6

）＋ｍｍ （
ｌ－ Ｅ

（ 0 ） ） ］

＾
ｓ （
ｏ

，

ｓ
）＝ｓＸＣ Ｉ

＋（
1 －ｓ

）
Ｘ
？ （

ａ）
）

＝
ｓ

（ 巧
■

）

＋（
1
－

ｓ
）


＾


＼ （ｉ）＇（Ｏ

｛ ｍ

2

＼［ ｍｍＥ ｛
ｅ

）＋ ｍ
2

｛
＼－ Ｅ

（ ｄ ） ） ］

Ｘ
ｓ （

（ｏ
9
ｓ
）
＝ｓＸａ＋（

1 －ｓ
）
Ｘ
ｕ ｛

ｏ＞
）

＝
 5 1＋

（
1－ 5

）
￣￣二＝

1


 （
1 2

）
－－－

 ＼ ＾
3

／如

与之 对应的上游企业利＠为 ：

Ｕｓ （
ｃｏ

，
ｓ
）

＝

（
ｃｏ

－

ｃ
）
Ｘ ｓ （

ｏ）
，
ｓ
）

－

Ｃ （ ｍ ） 和ｔ
／
ｓ （ 0Ｍ ）＝（ ａ）

－

ｃ
）
Ｘ

ｓ （ ａ） ｆ

ｓ
）
－

Ｃ
（
ｍ

） （
1 3 ）

可得 ，高质量中 间产品 的价格为 ＝ａｒｇ
Ｍ
＾
ｘ［

ｓ （ ＜
ｗ

，
ｓ
） ；
低质量中间产品 的价格为 ＝ａｒｇ

ｔｏ

Ｍａｘ＾ Ｃ ｏ，
，
． ） 。另外 ，我们得到如下均衡

ｗ：
＝（ｏ

＊

＝
ｙ

ｃ（
1 4

）

ｙ
， ， ｓ． ／ 8 ｍ

2

＼ｎ ｆ

8
（
ｍ Ｅ

（
0
）＋ｍｍ （

ｌ－ Ｅ
（
ｆｆ

） ） ）
ｉ

ｘ
＇ （ ｓ ）＝ ｓ

（＾ 7 ）

＋ （
1
－

ｓ
）

ｌ



＾


．

ｖ
＊ ／ 、／

8 ｍ
2

、 ｊ

ｒ
8
（
ｍｍＥ

（
0
）＋ ｍ

2

（
ｌ－ Ｅ

（
0

） ） ）
ｉ

Ｘ
ｓ

＇

（
ｓ

）＝？—＋（
1 －

0￣＝＝－（
1 5

）
＂

＼ 2 7 ｃ
3

／ 2 1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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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

， 、 （

4 ｍ
2

＼ｎ ＼

4
（
ｍ

2

Ｅ
（ ｅ ）＋ｍｍ （

ｌ
－

Ｅ
（ 0 ） ） ）

－

＼ｌ＿ 2

ＵＡ ｓ
）
＝

ｓ

（＾ ）

＋
（

ｌ
－

ｓ
）

＼



＾


Ｊ

＇

Ｔ
＂

ｊ ｊ

，，，／
4 ｍ

2

＼Ｍ
ｒ 4

（
ｍｍ￡

（
6 ＞

）＋ｍ
2

（
ｌ－ Ｅ

（ 0 ） ） ）
ｉｌ 2

Ｕ
ｓ
（ ｓ ）＝ 5＾＾

1

＋Ｃ
1－ｓ ）＝＝－

—
￣

＾ｎ（
1 6

）
＂

 ＼ 2 7 ｃ
2

／ 2 7 ｃ
2 1̄

五 、 上下游企业行为

（

一

）
上游企业行为

＜ｖ
＊

（
■

） 8ｍ （
ｍ

－

ｍ
） （

ｌ－Ｅ
（ 0 ） ）ｄＸ

＊

（
ｓ
）Ｓｍ

（
ｍ

－

ｍ
）
Ｅ

（
0
）

由于一 

＞ 0
，

＾－￣

＜ 0
，可见 ， 随着概率

ａｓ 2 7 ｃｏｓ 2 7 

ｃ

Ｓ 的增大 ，高质量中 间产品的产量提高 ，低质量中间产品的产量降低 。

ｎ ｆ 7
？／＼ 4 ｍ

（
ｍ－ ｍ

） （
ｌ－Ｅ

｛ 6 ） ）ｄＵ
＊

 （
ｓ
） 4ｍ

（
ｍ

－

ｍ
）
Ｅ

（
Ｂ

）

同样地 ， 由于一＾

＝ ＞ 0
，

＾－￣＝ － 二￣ 
＜ 0

，
无论

ａｓ 2 1ｃａｓ 2 7 ｃ

中间ｆ品价格 ｗ 的高低 ，概率 ｓ 的增大都将使上游企业有动机—高投入和生产髙质量的 中间产品

ｄ
（
Ｕ； （ ｓ

）
－

Ｕ
； （ ｓ ） ）ｄ ｉＫ ｉ ｓ ）

－ Ｘ； （ ｓ ） ）

（



＾


＞ 0
） ，并减少低质量中 间产品的产量 （

 

＞ 0
） 。但由于高质

ｄｓａｓ

量中间产品的生产需要较高的研发费用 （＾
（

6
） ，这使得上游企业的成本增加 。只有当生产高质量产

品能给上游企业带来足够多利润时 （换言之 ，足以弥补高投人带来的额外成本 Ｃ
＂

（
Ｇ

）
－

Ｃ
ｕ

｛ ｍ ） ） ，
上

游企业才会选择生产高质量的 中间产品 。因此 ，存在概率响：⑴ ＝ ｕ； ｃｓ ） ） 使得上游企业对于中

间产品的质量高低无偏好 ，
即当 ｓ； 时 ，上游企业选择高投入 、生产高质量的 中 间产品

；
反之 ，上游

企业将选择低投入 、生产低质量的中 间产品 。

2 7 ｃ
2

（
ｍ＋ｍ ）ｍＥ

（ ｄ ）＋ｍ （
1－Ｅ

（ 6 ） ）
￣

ｓ＝
—＝＝（

1 7
）

8 ［ ｍ （
1－Ｅ （

8
） ）＋ｍＥ ｛ 6 ）］ｍ

（
1－Ｅ

｛ 0 ） ）＋ｍＥ（ 0 ）

（
二

）
下游企业行为

概率 ｓ 的变化 （
0 ＾ ｓ

ｂ
＜ ｓ

ａ
＾ ｌ

） 会使下游企业的行为存在两种可能性 ，
即质量

一

致和质量改变 。

1
． 质量

一■致

概率 Ｓ 变化 —？ 或 Ｓ
ｉ
—

ｓｊ 不会影响下游企业改变产品质量 ，
即当 0 ＜ ｓ

＜ ｓ
ａ
＜ ］＜ 1 时 ，下游企业对高质量 （ 5 ） 的中间产品进行高投人再加工 ，从而得到高质量 （Ａ ） 的

终端商品 ；对低质量 （ ， ） 的 中间产品则进行低投资 ，产出低质量 （Ａ ） 的终端商品 。

（
1
） 投人

根据上游企业所生产的中 间产品的质量 ’
下游企业预期投入分别为 ：

2
［ ｓｍ＋（ 1－ｓ ） （ 9ｍ＋（

1－ 0
） ｍ ） ］

ｆＨ （
ｓ

，
ｄ

）＝ｓ 7 ｃｉ
＋（

1 
－

？
）／

／

＊

（
ｏ

，

9
）
＝

＾
二̄

2
［
ｓｍ＋（

1 －ｓ
）（

9ｍ＋（
1－

 0 ）
ｍ

） ］

Ａ （ ｓ ，
ｅ

）
＝ｓｆｊ，＋ （

1－ ｓ ）ｆ；， （ ｃｏ
，
0 ）＝＾ （

1 8
）

（ ｓ
ａ
） 2

（
1－

ｅ ） （
ｍ

－

ｍ ）ｆｌｆ （ａ
） 2 0

（
ｍ 

－

ｍ ）

由于 ＝
——＝－

＞＝———

＜ 0
，
可见

， 当 中 间产品呈现高
ｄｓ 5 ｃｄｓ 3 ｃ

质量时 ，概率 ｓ 的增大会促使下游企业选择高投人并有动力提高终端商品的质量 ，从而实现
“

锦上添

花
”

；
反之 ， 当 中间产品质量较低时 4 的增大会抑制下游企业对终端商品的研发投人 ，从而减少了

“

变

废为宝
”

的可能性 。总之 ，概率 ｓ 的增大会导致两极分化 ，使
“

好的更好 ，坏的更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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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需求

下游企业对高质量和低质量中 间产品的预期需求分别为 ：

8 ［
ｓｍ

2

＋（ 1 －ｓ
） （ 8ｍ

2

＋（
1－ｄ ）

ｍｍ
） ］

Ｄ Ｈ （ ｓ
，
￥ ） 



；


“ ‘ ‘

 2 7 ｃ
3

8 ［ ｓｍ
2

＋（ 1 －ｓ
） （ 0ｍｍ，＋（

1 － 6
）
ｍ

2

） ］

Ｄ
Ｌ （

ｓ
， ｄ）＝

－＾＝—

（
1 9

）

2 7 ｃ

由于＾

＝）

＞ 0
，＾ 1 ＝＿＜ 0

，－ ｓ的升高会增
ａｓ 2 1 ｃｄｓ 2 1 ｃ

加下游企业对高质量 中间产品的需求 ，降低对低质量产品的需求 。

（
3

） 利润＿

在上游企业利润 ⑴ 和 （ ｓ ） 已知的情况下 ，下游企业的利润 ；＾（
ｓ ） 和

；

（ ｓ
） 分别为 ：

1

ｔｔ
ｓ

＊

（ ｓ ）＝ｓ ［ Ｔ ｒ
ｃ ｌ

（ ａ）ａ ，ｆｃｉ ，
ｍ ） 1＋（ 1“？

）

Ｊ 

［
ＩＴ

／ ／ （ ＜ｗ
5

＊

ＪＨ ｛
ｓ

，
ｄ

） ，
ｍ ）］ｆ（ ｄ ）

ｄｄ

0

1

＝ ￣

＾ ［
ｓｍ

2

＋（
1－ｓ

）［
2

（ 6ｍ
2

＋（
1－ 9

）
ｍｍ

）
—

（ 0ｍ＋（ 1－ 0 ）
ｍ

）

2

ｆ（
Ｏ

）
ｄＯ

］

9 ｃｉ
￣

̄

ｉ

ｔｔ

＊

 （
ｓ
）＝ｓ ｌ

＾
ａ ｉ ｃｏ

ｃｎｆｃｎ
Ｊｎ

） ］＋（
1￣｜

［
＾

／／
（＾

， ｆＬ （
ｓ

，
0 ） ，

ｍ
） ］ｆ（

6
）
ｄ 0

ｏ

ｌ

＝
￣

＾ ［
ｓｍ

2

＋ （ 1－ ｓ
）

ｊ
2 （ Ｏｍｍ＋ （

1－ｄ
）
ｍ

）
－

（ 0ｍ＋（ 1
－

ｄ）
ｍ

）

2

ｆ（ 6 ）
ｄ 8

＾（
2 0 ）

（ ｓ ） 2
（ 1

－

Ｅ（ ｄ ） ）（
ｍ

－

ｍ
）

2

ｄｉｔ

＊

 （
ｓ
） 2Ｅ （ 0 ）

2

（
ｍ

－

ｍ
）

2

由于；

＝


ｒｉ


—

＞ 0
，

＾－

￣＾ ＞ 0
，这说明随着概率

ｄｓ 9 ｃｄｓ 9 ｃ

ｓ 的增大 ，
下游企业的利润会提高 。换言之 ，

下游企业获得的信息越多 ’其盈利也越多 。可见 ，在产业集

群环境下 ，产品质量的信息增强 ，能够使下游企业摆脱由于信息不完全带来的投资过剩或投资不足

困扰 ，使终端商品质量更接近最优水平 。

（
4

） 社会福利

假设预期社会福利等于产业链中所有企业的利润总和 （ 生产者剩余 ） 加上消费者剩余 ， 由于下

游企业的利润 函数包含—者剩余
二
因此预期社会福利可视为上游和下游企业预期利润之和 ： 当终

端商品为高质量商品时 ，於⑴ ＝ Ｕ； （
ｓ
）＋＜⑴ ； 当终端商品为低质量商品时 ，『 ⑴

＝ Ｋ ｉ
ｓ
）

＜ 9 ／ 7扣

＋
＜ （ 0 。对于上游企业来讲 ，概率 ｓ 的增大仅能增加生产高质量中间产品 的企业利润 ＞ 0

，

^

＜ 0
） ；而对于下游企业而言 ，无论企业最终选择加工出高质量还是低质量的终端产品 ，

ｓ 的增大都将

二

一ｄＴＴ

增加它们的利润 （￥
＞ｏ

，＾
＞ 0

） 。因此 ， 只要上下游企业都选择高投人 、生产高质量产品 ， 社会福
ｄｓｄｓ

利就必定会提高 ＞ 0
） ；但如果上下游企业都选择生产低质量产品 ，

ｓ 的增大对社会福利的
ｄｓ

ｄＷ
＊

 （
ｓ

） 2Ｅ （ 0 ） （
ｍ－ｍ ）－

（
ｍ－ ｍ ） Ｅ｛ 6 ） ］

影响是不确定的 ，
Ｂ卩＾
￣＝

—＾ ￣

2

＝不确定
，
当且仅当 ￡

（
0
） 大

ｄｓ 9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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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ＵＳＴＲ Ｉ
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Ｒ ＥＳＥＡＲＣＨ

2ｍ

于临界值 ｅ
（幻 ＝

「

―

、
时 ，概率 ｓ 的增大才会提高社会福利 。

3
（ ｍ 

—

 7 7ｉ ）

2
． 质量改变

概率 ｓ 变化会影响下游企业改变产品质量 ，即当 0 忘 ；＾＾ 1 时 ，下游企业对高质量 （
5 ）

的中间产品进行低投人再加工并产出低质量 （Ａ ） 的终端商品 （质量恶化 ） ，
而对低质量 （ ， ） 中间产品

进行高投资产出高质量 （Ａ ） 的终端商品 （质量改善 ） 。

当概率 ￥ 的增大会引起产品表 3 质量改善

质量改善时 ，
下游企业有动机进质量改善 ：概率 ； 的增大 会使产品质量得以改善 （ ｔ

—Ａ ）

￣̄

行高投人 ，并生产高质量的终端投人ｙｆＨ （
ｓ
ａ ，

ｅ ）
－

ｆＬ （ ｈ ，
0 ）＞ｏ

产 口口 。 与此同时 ’ 下游企业增加
需求 Ｄ

Ｈ （
ｓ
ａ ，

ｅ ）
－

Ｄ Ｌ （ Ｓ
ｉ ，

0 ）＞ ｏ

了对高质量的 中间产品 的需求 ，－

， 、 ， 、 ｎ

下游企业利润也随之提高 ， 社会
ｍｍ ＂

 1
＞

福利水平得以改善 （ 限于篇幅 ，证 般翻 ｗ


＞ｏ



明过程从略 ，
需要者可 向 作者索

取 ） 。

在概率 ＾ 增大能够导致产品


表 4 质量恶化


质量恶化的情况下 ，
下游企业对质量恶化 ：概率 ； 的增大 （、

— ｓＪ 会使产品质量恶化 （ ＆ 
—／Ｊ

中间产品 的投人会受到抑 制 ， 随投入ｙｆＬ （
ｓ
ａ ，

ｅ ）
－

ｆＨ （
ｓ

ｔ ，
0 ）＜ｏ

之下游企业会减少对中间产品 的
需求 ＤＤｕ

— Ｄ
ｈＭ＜ｏ

需求 。 ￥ 增大对下游企业的利润， 、 ＆
．

＾
．利润ＴＴ

＿

ＴＴ
， （ ？ ） 不确定

影响是不确定的 ，

一

方面 ，

Ｓ 增大
－

—

导致质量恶化
，
使下游企业降低

妝翻 Ｗ


不确定


了对中间产品的需求从而减少了

企业利润 ；
另一方面 ，

无论下游企业选择高投入还是低投入 ，

Ｓ 增大都会增加下游企业利润 。 由于社

会福利与企业利润密切相关 ， 因此 增大对企业利润的不确定影响也导致其对社会福利影响的不确

定性 （证明过程从略 ） 。

六 、 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游企业研发突破性通用技术 （ ＧＴＰ ）和下游企业进行渐进性创新 （
ＩＣ

） 的纵向关系 ，本文从

理论上研究了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 ，产业集群对产业链企业的行为影响 。

首先 ，本文阐明 了产业集群如何影响产业链 中上游企业的质量选择 。 在产业集群环境 中 ，
企业

的研发和生产信息得以更好的传递 ，这增加 了下游企业获取中间产品质量信息的概率 。 产业集群带

来的信息优势使得下游企业倾向于采用高质量的中间产品 。 与此同时 ， 信息优势还促使上游企业有

动机进行高投入 、生产高质量的中间产品并减少低质量产品的产量。 换言之 ，产业集群抑制上游企

业生产低质量的中 间产品 。 因此 ，如果产业聚集达到一定水平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给下游企业 ，将

激励上游企业进行高投入的通用技术研究 。 同时 ，本文也强调了产业聚集对下游企业投资行为的影

响 。 事实上 ， 由于产业集群所带来的信息优势 ，下游企业增加了对高质量中间产 品 的需求 ，减少了对

低质量产品的需求 。 另外 ，产业聚集促进下游企业对高质量中闻产品进行高投人深加工 ，并抑制其

对低质量中间产品的投入 。

其次 ，本文讨论了产业集群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 。 当产业链企业都选择生产高质量产品或存

在产品质量改善时 ，产业集群能够提高社会福利 。 但是 ，如果产业集群不能使产业链生产高质量产

—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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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不能实现质量改善时 ，它可能会损害社会福利 。 可见
，产业集群作为企业进行研发投资活动的

催化剂 ， 它不仅能方便企业进行高投入研发和生产 、优化产业结构 ，还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福利水平 。

但需注意 ，前提是产业集群要达到
一

定规模 ，且有足够完善的配套设施能够方便信息传递和产生正

的外部性 ，否则将会损害社会福利 。 另外 ，如果出现模型中涉及的产品质量恶化 ，或者产业集群不足

以引导企业由生产低质量产品转向生产高质量产品 ，这也将损害社会福利 。 上述结论能够为政府制

定产业集群发展相关政策提供启示和帮助 。

综上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产业集群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建立有突破性技术 的主导企业 （上游

ＧＰＴ 企业 ） 和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下游 ＩＣ 企业 ） 。 两者缺
一不可

，若缺少前者 ，则群龙无首 ；若缺少后

者 ，
则市场风险因素较高 。 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 ，积极引导产业集聚的方向和质量 。 在深

化市场改革的基础上 ， 消除地方保护主义 ，为产业活动提供完善 、发达的基础设施环境 ，并为经济运

行提供良好的秩序框架 。 作为产业集聚主体的企业应该加强彼此之间 的联系 ，加大创新力度
，形成

合作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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