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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经济管理国家重点学科·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系列研究·技术能力视角与全球价值链背景
下的企业升级：基于中国蔬菜产业的实证研究》运用全球价值链、企业动态能力等理论，从微观层面
讨论了技术能力视角下全球价值链上的权力、租金、治理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对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企
业升级本质、不同治理模式与升级之间的关系，以及基于技术能力的企业升级内在动力机制和升级路
径等进行了探讨。
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对中国蔬菜业应如何通过融人全球经济来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升级的问题进行
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研究成果弥补了当前研究中较少以个体组织为分析视角的缺陷，并采取多种方法对中国蔬菜业国际竞
争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创新性地提出了提升中国蔬菜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思路。
　　本书不仅适合管理学、经济学、经济地理等专业的研究人员阅读，而且对企业管理者、政府领导
者以及关心中国蔬菜产业发展的有识之士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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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嘉图租金（Ricardianrents）的创造是企业拥有独特资源要素的结果。
稀缺性资源是企业利润的源泉和企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资源的界定标准在于三个方面：需求、稀缺和成果的可占有性。
稀缺性资源一般都具备有价值、稀缺和不可替代三项特质（Conner，1991）。
企业内的人力资源、专利、设备、原材料等都是企业的资源。
而将一组资源组合起来使用的方法与技能就是企业的能力，如质量控制诀窍、商品推销技巧、科学研
究技能、学习能力等。
在李嘉图看来，决定企业存在以及市场行为的因素，除了竞争这一既定的制度因素外，还有企业拥有
的其他企业或者竞争对手没有的知识和生产要素。
这些知识和生产要素在自然状态下亦称为资源的异质性，它们决定着企业之间的不同市场状态，这种
要素或资源的异质性也说明企业的资源禀赋不同。
这种租金创造机制将企业最终所有的利润都归因于稀缺资源的所有权问题（Bar-ney，1986），有的经
济学家也把这些经济租金解释为处于短缺供应状态下的要素积累。
也就是说，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单个企业是一个异质性资源的结合体，这种异质性可以使单个企业
的要素价值被激发出来，并使企业整体获得一种市场溢价。
这种异质性资源使单个企业的要素价值被激发出来的过程称为租金的搜寻和选择过程，其结果所获得
的企业整体的市场溢价就是企业的经济租金（刘林青等，2008）。
　　熊彼特租金（Schumpeterrents）是基于创新的经济租金，它主要是通过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环
境中所形成的独创性洞察力来获取的。
与认为垄断会降低全社会福利的传统的消极观点不同，Schumpeter（1942）把竞争视为一种“创造性
毁灭”的过程，企业对竞争这种客观存在的市场行为的反应是通过企业租金这种方式进行的。
他认为，企业必须考虑对包括组织形式在内的五个“生产要素方面的重新组合”。
“创新”改变了原本均衡静止的经济过程中固有的生产环流，新组合在生产和经营上更加富有效率，
它可以使进行创新的企业和个人获取高额利润。
通过“要素的重新组合”，企业可以赚取来源于比较利益的李嘉图租金，也可以获取凭借市场势力得
到的垄断租金。
早期的经典熊彼特主义主要把技术作为创新的关键驱动力量，全球价值链文献中则认为企业一方面是
处在地方和国家创新系统中，另一方面是企业通过一系列活动才获得了最终产品，因此也就同时处于
特定的全球价值链之中，由此可根据链上活动的差异鉴别出四种类型的熊彼特租金，即技术租金、人
力资源租金、组织租金、营销和设计租金（Kaplinsky，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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