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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经济格
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商品、资本、劳动力、技术及信息等生产要素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迅速而频繁
地流动。
随着生产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和全球市场的迅速形成，世界各国经济日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以致
逐渐形成一个更加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系统，这种趋势就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市场和由分散的国内市场组成的国际市场日益发展
成为统一的全球市场；全球市场的逐渐形成使企业之间的竞争范围也发生了变化，从单纯的国内竞争
或以分散的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发展为以全球市场为基础的全球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企业的经营活动日益走向全球，进入所谓&ldquo;企业选择国家的时
代&rdquo;，产业组织形式和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跨国公司除了以跨国创建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外，还进行大规模的跨国并购，推动了世界范围内一
轮又一轮的跨国并购浪潮。
跨国公司为了加强其全球战略地位，还相互结成国际战略联盟，以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风险共
担，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利益。
各国政府和企业都在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以期在新的全球分工体系和国
际竞争框架中占据优势，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原有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框架是以一国国内市场的分析为基础的，其基本前提和假设是市场规模和企
业竞争范围不变。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分散的国内市场日益发展为统一的全球市场，市场规模成为影响市场行为、
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一个重要变量的条件下，原有的产业组织理论愈显其局限性。
近年来，虽然有些学者对某些产业组织问题诸如跨国并购、国际战略联盟等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产
业组织发展变化的规律及其对产业政策的影响，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组织发展变化的规律及其制约因素就成为一个新的和重要的理论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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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产业组织学理论与政策》在对产业组织理论发展进行全面回顾的基础上，对经济全球化条
件下产业组织发展变化的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
重点阐述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组织的新形式&mdash;&mdash;跨国并购和国际战略联盟，以及产业
组织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提出了产业组织理论的新模式。
分析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产业组织政策的变化及国际协调，考察了WTO对各国产业组织政策的影
响。
最后，根据产业组织变化的规律和其他国家应对全球化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产业组织合
理化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现代产业组织学理论与政策》可以供财经类和管理类专业高年级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从事产业组
织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使用，也可供企业管理人员和其他社会读者参考。
《现代产业组织学理论与政策》配有赠送教师的教学课件，详情请参阅书后的&ldquo;教学支持说
明&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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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产业组织理论的历史回顾第一节　产业组织理论的历史渊源产业组织理论最早源于阿尔
福雷德&middot;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理论。
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第一次把组织作为第四个独立的生产要素提出来，他
指出&ldquo;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rdquo;，而&ldquo;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
构成的&rdquo;，&ldquo;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动力&rdquo;，&ldquo;组织则有助于知识&rdquo;
，&ldquo;有时把组织分开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似乎最为妥当&rdquo;。
①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进一步触及了产业组织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基本矛盾。
马歇尔首先考察了工业生产中分工和机械的影响，探讨了有效的产业组织的条件。
他认为，首要条件是充分利用专业化分工和机械的影响，其次是大规模生产。
他指出，&ldquo;大规模生产的利益，在工业上表现得最为清楚。
&rdquo;&ldquo;大规模生产的主要利益，是技术经济、机械的经济和原料的经济。
&rdquo;而规模经济实现的前提条件是规模市场，并进而探讨了销售上的规模经济。
再次是企业管理。
同时，马歇尔还注意到追求规模经济的结果是生产集中和垄断的产生②，而垄断则使价格受到人为的
控制，扼杀自由竞争这一经济运行的原动力，破坏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触及到产业组织中最本质的
一对矛盾&mdash;&mdash;规模经济和竞争之间的矛盾，后人称之为&ldquo;马歇尔冲突&rdquo;
（Marshall&rsquo;S dilemma）。
面对这个矛盾，马歇尔企图用任何企业都有形成、发展和衰退的过程，来说明垄断不会无限蔓延即规
模经济和竞争之间可获得某种均衡的观点⑧。
但后来受到斯拉法等人的抨击，并在20世纪20年代触发了有关&ldquo;马歇尔冲突&rdquo;的一场论争
。
由于马歇尔最早提出了产业组织的概念并揭示了其中的内在矛盾，因此，许多产业经济学家都把马歇
尔作为产业组织理论的鼻祖。
20世纪20至30年代，垄断及垄断寡头的统治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卡特尔、托拉斯等
垄断组织形式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垄断问题日益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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