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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考察了目前我国乡镇企业的规模经营现状, 着重对大中型乡镇企业经营规模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

系, 以及行业规模经济效益和规模经济状态进行了实证分析, 提出了推进规模经营及促进组织结构合理化等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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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规模经营追求规模经济是企业发展的原始动力和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美国学者

迈克·波特认为, 成本战略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首要因素, 而成本优势主要通过规模经济来实

现; 同时, 规模经济也是企业进一步实现范围经济的基础, 是推进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

新的重要力量。由于经营规模是实现规模经济的必要条件, 企业在发展初期必须注意尽快提高

规模经营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乡镇企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经济增长效率也有了很大提高。计量研

究表明, 规模经济是乡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途径之一; 目前乡镇企业在总体上仍然

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但目前对于乡镇企业规模经济状况的研究, 尤其是实证研究, 明显不

够。本文中主要依据 1999 年乡镇企业排序资料,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1　乡镇企业规模经营现状

总体上来说, 改革开放以来, 乡镇企业经营规模变动是比较显著的。首先, 平均经营规模显

著扩大。1999 年乡镇企业平均固定资产原值达到 1116 万元, 平均利税额达到 3147 万元, 分别

是 1978 年的 7168 倍和 4182 倍。根据 1999 年的排序资料, 经营规模位于前 1 000 家的乡镇企



业平均营业收入和利税额分别达到 4181 亿元和 4 243 万元, 与 1995 年相比分别增加了 1 倍

和 0172 倍。其次, 涌现出了一批大中型企业。1995 年乡镇企业经营规模前 1 000 家中, 营业收

入大于 20 亿元的有 2 家, 大于 10 亿元的有 19 家, 大于 5 亿元的有 62 家, 1999 年则分别达到

25, 75 和 246 家。按照国家划型标准, 全国大中型乡镇企业 1990 年不到 200 家, 1999 年达到

9 154 家。第 3, 乡镇企业在全国工业企业中的排序不断提高。1996 年中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

1 000 强的企业中, 最低销售额为 4158 亿元, 有 211 家乡镇企业高于这一水平; 利税 1 000 强

的最低利税额为 0151 亿元, 有 183 家乡镇企业高于这一水平; 资产 1 000 强的最低资产总额

为 7165 亿元, 有 69 家乡镇企业高于这一水平。

综上所述, 乡镇企业规模经营水平有了很大改观, 但与国有企业相比, 乡镇企业经营规模

仍然偏小 (1999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原值分别是乡镇集体工业企业

的 15 倍和 45 倍) [1 ] , 绝大部分乡镇工业企业生产规模位于最小有效规模以下。

2　实证方法及衡量指标

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带来的单位产品成本的降低。它是生产不可分

性、生产专业化、要素维度、市场影响力等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般包括产品规模经济、工厂

规模经济、企业规模经济、产业规模经济等多个层次。规模经济的实现除了经营规模条件 (潜在

可能性和静态条件)外, 还需要生产率提供的现实和动态条件。一般来说, 不同行业的规模经济

有较大差异, 同一行业在不同时刻和技术条件下也有不同规模经济状态。从理论上来说, 企业

规模经济状态应以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的对比结果来判断, 如果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 规模

经济指数 S 1= (∃C öY ) ö(5Cö5Y ) > 1 (C 为成本函数, Y 为产出, 下同) 则企业处于规模经济状

态, 企业规模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在实证研究中, 规模经济状态一般通过建立生产函数 (C 2D
函数, t ran slog 函数, 前沿生产函数等) 和成本函数 (t ran slog 函数, leon t ief 函数, quadra t ic 函

数等) 估算成本的产出弹性进行判断, 但这需要比较详细的成本收益资料, 以及合理的数据调

整方法, 往往难以取得理想的结果。在实际操作时, 可以利用比较分析方法, 统计分析方法 (集

中度、规模效益指数、等级相关系数等) , 以及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

行业集中度。一般以行业经营规模的前 4 或 8 家企业的市场销售额或营业收入占行业销

售总额或总营业收入的比重表示。由于乡镇企业只是人为划分的子系统, 所以用集中度指标考

察乡镇企业行业集中状况只能是一种近似的方法[1 ]。一般认为, 行业规模报酬现象越显著, 行

业集中度越高。

等级相关系数。设变量X 和 Y 是随机样本, 按照某一相同规则对X 和 Y 进行排列, 所得

排列顺序分别是{X i}和{Y i}, 则 X , Y 的等级相关系数

r= 1-
6∑d 2

i

n (n2- 1)
(1)

式中: d i= X i- Y i, n 为观测值数目。 r 值越大,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越强。

规模效益指数。一般以行业经营规模前 8 家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利税率与其余企业的平均

值 (或行业平均值)之比表示。如果比值大于 1, 则规模经济效益比较显著; 如小于 1, 则规模效

益较差[2 ]。

乡镇企业规模效益可用财务指标来衡量, 如可以用市场占有率、利税占有率等因素衡量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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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竞争能力, 用资产利税率、销售利税率、成本利税率等衡量企业的赢利水平, 用营业收入增长

率、利润增长率等衡量企业的成长能力, 用资产周转率衡量运营能力, 用资产负债率、流动比

率、速动比率等衡量企业的偿债能力。在具体运用中, 要本着系统、完备、实用的原则, 建立合理

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于大多数乡镇企业来说, 其成长性较好, 偿债能力较强, 但资本运营

能力较差。本文中仅从市场竞争力和赢利水平 2 个方面来衡量乡镇企业规模经济效益。

3　经营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变动关系

根据 1999 年乡镇企业排序资料, 分别列入最大经营规模、最高利税和最大出口的 1 918

家企业中, 除了 248 家综合集团外, 其余主要分布于纺织 (204 家)、电器 (130)、缝纫 (121)、食

品 (121)、化工 (110)、皮革 (103)、机械、黑色金属冶炼、建材、有色金属、电子通讯等行业。这种

分布基本上反映了目前乡镇企业的行业状况, 其中有传统产业, 也有新兴产业, 但以传统产业

为主; 有劳动密集型产业, 也有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 但以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为

主。从这 1 918 家企业的经营状况来看, 平均营业收入利税率 (9197◊ )、平均资产利税率

(14165◊ )、赢利面等指标均明显高于乡镇集体企业平均水平 (增加值率、固定资产利税率除

外)。其中, 电力、机械、电器等资金密集型行业的营业收入利税率, 家具、造纸、印刷、工艺美术

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资产利税率相对较好, 但电子通讯、仪器仪表等技术密集型行业 2 项指标

都不突出。

经营规模与利润收入。从表面数据看, 资产规模、经营规模与利润总额并没有明确的对应

关系。例如兴发铝材的资产和营业收入名次分别为 6 和 3, 但利润名次却为 139; 新科电子的资

产和营业收入名次分别为 75 和 31, 但利润名次为 1 693。为了反映经营规模与经营收益的统

计规律性, 笔者把按经营规模由大到小排序的前 1 000 家企业, 按照营业收入从高到低的顺

序, 以 100 家企业为一组, 重新排定各企业在相应分组中的名次, 计算各组企业的资产与营业

收入和利润之间的等级相关系数, 以及各组的资产利润率和营业收入利润率 (表 1)。

表 1　分组等级相关系数及经济效益指标

组号
相关系数 经济效益指标

资产与
营业收入

资产与
利润

利润与营业
收入

营业收入
ö亿元

资产利润
率ö◊

营业收入
利润率ö◊

1 01530 01401 01462 16154 1212 614

2 01148 01277 01186 6152 1215 514

3 01052 01315 01057 4195 1413 717

4 01061 01022 01038 3199 1410 610

5 01202 01165 - 01002 3143 2315 619

6 01151 01035 01054 3103 1617 614

7 01034 - 01038 - 01090 2168 1710 617

8 01111 01306 - 01161 2141 1213 613

9 - 01073 01164 - 01092 2119 1316 713

10　 01027 - 01004 01163 2103 1111 515

平均 01124 01164 01062

　 　　资料来源: 中国乡镇企业协会. 中国乡镇企业排序 1999.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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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见, 资产与营业收入、资产与利润以及利润与营业收入总体上呈正相关关系。特

别是第 1 组, 利润与营业收入、利润与资产、营业收入与资产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 01462、

01401 和 01530, 比其他各组显著得多, 但与此对应的是它们的经营规模也大得多, 平均营业收

入达到 16154 亿元, 最低营业收入超过 8 亿元。这表明企业经营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 营业

收入和利润的正相关关系将变得更为明显。另外, 第 2 组相关系数也较高, 第 3, 4, 6 组相关系

数都为正值; 但第 5 到第 10 组各项指标之间的关系则具有不确定性。

经营规模与经营效益之间的内在关系, 通过计量分析也可以得到验证。回归结果表明变量

回归系数为正值, 并且各项检验值都比较显著, 因此, 利润与营业收入、利润与资产之间的内在

关系是比较紧密的。

经营规模与经营效率。如上所述, 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和企业利润的

增加, 但表 1 同时显示, 营业收入与营业收入利润率、资产利润率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相关关系。

资产利润率呈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状况, 第 3 组到第 7 组较高, 第 5 组最高; 而营业收入利润

率以第 3 组和第 9 组较高。因此相对来说, 营业收入在 2 亿～ 5 亿元之间的企业更具经营效率

和成长性。从 1995, 1997, 1999 年经营规模 1 000 强企业的状况来看, 平均经济效益出现了下

降趋势, 平均营业收入利税率分别为 10130◊ , 9108◊ 和 8183◊ ; 而且, 上述 3 年中, 经营规模

前 1 000 家的经济效益指标也明显劣于利税前 1 000 家的相应指标。因此, 提高边际产出能力

和投入产出效率, 是乡镇企业规模扩大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4　行业规模效益

一般认为, 资金密集型和一些技术密集型行业, 如烟草、饮料、石油加工、化纤、电器、精密

机械、金属冶炼等的经营规模一般比较庞大, 规模报酬比较显著, 易形成垄断或垄断竞争的市

场结构; 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另外一些技术密集型行业, 规模经济较弱, 适宜于分散经营, 这些

行业包括食品、缝纫、金属制品、日用机械和日用化工、皮革、饲料、木材加工、文体用品、工艺美

术、服务业等[3 ]。笔者利用乡镇工业企业行业排序资料, 对乡镇企业的行业规模经济状况进行

了估计, 结果见表 2。

经营规模与赢利水平。从乡镇企业的行业经营规模来看, 较大的是食品制造、纺织、黑色金

属冶炼、电器等, 年营业收入均在 3145 亿元以上; 而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的行业是印刷、电力、文

教、家具、工艺美术、炼焦、医药等行业, 年营业收入一般低于 115 亿元。经营规模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行业规模报酬状况。

对等级相关系数的计算表明, 乡镇企业行业资产规模与利税水平、营业收入与利税水平均

呈现较明显的相关关系。从营业收入与利税水平的相关系数看, 饮料、饲料加工、缝纫、木材加

工、工艺美术、化工、化纤、橡胶、塑料、黑色金属冶炼、电器、电线电缆、建筑业等行业都大于

0162, 具有较好的规模经济效益, 但食品制造、皮革、电子通讯等行业较差。从资产规模与利税

水平的相关系数来看, 饲料加工、缝纫、化工、医药、化纤、电器、电线电缆等行业较高, 说明资产

赢利水平较好, 有色金属、建材、皮革等行业则相对较差。

规模经济状况。受行业统计数据不完整的限制, 对乡镇企业行业规模经济性的判断, 采用

规模效益指数方法。计算过程中, 分别以乡镇企业行业和全国工业企业行业的指标为参照总

体, 相互对比以提高判断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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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行业的经济效益比较

行　业
相关系数

营业收入与利税 资产与利税

8 家企业

集中度ö◊

行业销售

利税率ö◊

规模效益

指数

采掘 01613 01478 2512 11170 0162

食品制造 01465 01533 2817 9108 3189

饮料制造 01697 01606 5217 11118 0149

饲料加工 01652 01739 4518 6141 1139

纺织 01514 01482 2810 7123 3113

缝纫 01677 01637 2913 9149 2129

皮革 01322 01241 2811 6138 1148

木材加工 01803 01438 4919 9120 2156

家具制造 01678 01564 5018 8155 1101

造纸 01613 01452 2415 11179 1160

印刷 01466 01557 4610 12114 1109

文体用品 01404 01159 4516 6129 1102

工艺美术 01677 01576 5017 10187 0182

电力 01509 01069 5214 16129 1100

炼焦 01359 01243 4719 9185 0178

化工 01644 01602 2311 10157 1160

医药 01502 01697 3616 13143 0156

化学纤维 01755 01612 4819 8123 1157

橡胶 01670 01368 3319 9135 0196

塑料 01640 01478 2917 10144 1197

建材 01615 01324 2213 9196 1149

黑色金属冶炼 01654 01492 3710 6163 0176

有色金属冶炼 01500 01366 3819 6177 1172

金属制品 01509 01411 2511 8106 0173

机械 01619 01472 2210 11137 1199

交通设备 01614 01534 3910 10116 1147

电器 01621 01635 4812 11167 2111

电子通信 01343 01516 4617 5136 0139

电线电缆 01769 01714 2913 10146 1130

建筑业 01620 01438 2018 7149 1172

商业 01356 01145 3411 5158 1147

计算结果表明, 乡镇工业企业大部分行业具有较大的规模经济优势, 食品制造、纺织、木材

加工、缝纫、电器、机械、塑料、化工、化学纤维、有色金属冶炼、造纸、饲料加工、建材、皮革、交通

设备以及建筑、商业等行业有较高的规模经济效益, 但饮料、电子通信、医药、橡胶、黑色金属冶

炼、采掘、金属制品等行业规模效益较弱。可以看出, 乡镇企业许多行业的规模经济状况与前面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但并不完全吻合。如, 一些一般认为规模报酬不显著的劳动密集行业 (食

品制造、缝纫等)在乡镇企业中有规模经济优势, 而饮料、医药、黑色金属冶炼、橡胶等一般认为

规模报酬比较显著的行业却没有规模经济优势。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规模经济具有动态

性、具体性和综合性, 它是市场供求、产权与治理结构、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协调

作用的结果。除了行业特性外, 规模经济的实现更需要优势因素的充分发挥, 以及清晰的产权

结构和健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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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中与经济效益。产业集中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根据产业组织理论, 工业企业在

产业集中达到一定程度后, 经济效益与集中度呈正相关关系。根据殷醒民、杨旭东、戚聿东等的

研究结果,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我国工业行业的产业集中度与销售利税率呈现一定的正相关

关系, 即产业集中度越高, 行业销售利税率也越高[4, 5, 6 ] , 但从乡镇企业情况看, 无论是行业内

还是各行业之间, 除了集中度最高一组的效益较好外, 行业集中度与营业收入利税率、资产利

税率还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例如从各行业之间来看, 集中度分别为 20◊ ～ 30◊ 、30◊ ～

40◊ 、40◊ ～ 50◊ 和大于 50◊ 的几个行业组的平均营业收入利税率分别为 9154◊ , 8110◊ ,

8156◊ 和 11122◊ , 相关关系并不明显。从行业内来看, 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供求形

势的变化以及市场机制的确立和政策的推动作用, 行业集中成为大多数行业尤其是规模经济

显著行业的普遍趋势, 乡镇企业也不例外。例如 1995- 1999 年, 乡镇企业中机械、化工、化纤、

饮料、电器等行业的 8 家集中度明显上升; 从这种集中度变化所带来的效应来看, 1999 年 34

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利税率与 1997 年的相比, 28 个行业都有所上升, 平均上升了 2162 个百分

点, 只有少数行业, 如缝纫、木材加工、印刷、电线电缆、建筑、商业等, 由于产业扩张速度过快等

原因, 行业经济效益出现了下降局面。

5　范围经济

范围经济是规模经济的延续, 是企业同时提供几种产品或服务所引起单位产品成本降低

的一种经济现象, 追求范围经济是企业成长的重要方式之一。一般认为, 企业处于成熟期或产

品处于衰退期, 应考虑多元化经营。范围经济的存在与否可以通过S c= [C (Y 1, 0) + C (0, Y 2) -

C (Y 1, Y 2) ]öC (Y 1, Y 2) 进行判断 (以企业提供 2 种产品为例) , 当 S c> 0 时, 即认为存在范围经

济。受数据资料不全的限制, 本文中乡镇企业范围经济的检验只有通过综合集团的经营业绩来

判断。

1997 和 1999 年乡镇企业综合集团分别有 252 和 248 家, 分别占排序结果企业总数 (1997

年为 1 869 家, 1999 年为 1 918 家) 的 13148◊ 和 12193◊ , 其中经营规模前 1 000 家中综合集

团比例一直在 20◊ 以上, 位于诸行业之首, 这说明乡镇企业正积极参与多元化的经营活动。但

从 1997 和 1999 年乡镇企业综合集团的运行效益来看 (表 3) , 除了营业收入利税率指标较高

外, 其他指标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综合集团的经济效益不太理想。

表 3　综合集团与行业经济效益的比较

指　标
1997 年 1999 年

综合集团 行业平均 综合集团 行业平均

增加值率ö◊ 20133 22125 21124 21146

营业收入利税率ö◊ 711 6168 9109 8172

资产利税率ö◊ 3 3 11123 11135

人均利税ö万元 3 3 17158 20128

固定资产利税率ö◊ 27162 39142 3 3
资金利税率ö◊ 13117 1511 3 3
产值利税率ö◊ 8167 9122 3 3

　　　注: 3 数据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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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乡镇企业集团是乡镇企业从事多元化经营的主体, 也可以说, 乡镇企业范围经济效果

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 大多数乡镇企业正处于成长期, 尚未形成核心竞争力, 缺乏知名品牌,

主营产业不成熟 (市场占有率低, 未达到经济规模等) , 经营水平尤其是多行业经营能力较差,

所从事行业的特性不适宜多元化经营等。

6　结论与建议

1) 乡镇企业大部分行业处于规模经济状态, 这些行业大都为乡镇企业优势产业。应积极

推进规模经营战略, 但应根据行业特点、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状况, 把内部成长、资本运营、战

略联盟、虚拟经营等方式有机结合, 采用合适的组织形式, 吸收优秀成员和优质资产, 才可能有

效地形成和提升核心竞争能力。

2)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经营规模扩大有助于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 但却可能以牺牲经营

效率为代价, 导致协调和控制成本加大。规模经济战略应以组织管理水平为核心, 清晰和优化

产权配置, 规范治理结构, 实行科学管理; 警惕退出障碍和资产专用风险, 增强短期偿债能力,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扩大资本市场和银行信贷的融资力度; 加强质量管理、技术改造和技术创

新, 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率。

3) 谨慎范围经济。实现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的转变是企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国内上

市公司、国有控股企业集团的多元化经营状况并不理想, 乡镇企业也是如此; 但平均经营业绩

和条件的不成熟并不否定少数企业的成功经验, 也不是奉劝乡镇企业望而却步, 而应该是积极

探索, 创造条件, 以企业战略导向、相关性原则等为指导进行试点。

4) 政府应实行合理的产业组织政策。针对乡镇企业行业特点分别实行鼓励集中和分散的

政策, 优化企业组织结构, 实现合理竞争和有效竞争。例如, 提高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进入门

槛, 规定起始投资规模、环保能力要求等; 应进一步发育产权市场, 发展定向性的中小银行, 消

除地区和行业垄断, 鼓励资产重组和企业联合经营等; 在对待“五小”企业问题上, 应遵循市场

经济原则, 而不应一概采取行政手段强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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