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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一家企业作为最终产品生产商获取中间投入品时，需要在不同的组织形式

中做出选择。首先，企业可以并购中间投入品供应商，以垂直一体化的形式获得

中间投入品，此时的投入品交易是在企业边界内进行的；其次，该企业还可以通

过对等贸易的形式向独立的供应商购买中间投入品，即在企业的边界外进行交易。

企业采取垂直一体化或外包形式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还是出于企业自身特征

的考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国际贸易理论的主体缩小至产业乃至企

业内贸易中，尝试回答企业生产组织决定方面的问题。Antràs（2003）首次构造

了封闭经济的产权模型，说明当中间投入品供应商的投资不可签约时，通过垂直

一体化能够更有效地控制中间投入品的投资，从而有效避免投资不足，之后

Antràs和Helpman（2004）等将理论进一步扩展到企业国际生产组织决定等领域，

从企业内生边界决定的角度为跨国公司的生产组织模式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本文对 Antràs 和 Helpman（2004）的理论模型进行简化，并以这一模型为基

础，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相关特征数据，检验了理论的部分结论。本文在参考

与总结前人的理论与实证文章后，分别从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建立了计量模型，

以工业增加值率衡量垂直一体化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契约执行效率、资本密

集度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得到了比前人的文章更加细致的结果。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地区的契约执行效率较高的情况下，企业倾向于采取外

包的方式获取中间投入品；从行业角度来看，资本与技术密集度较高的企业，更

倾向于选择垂直一体化的方式。除用合同执行环境质量衡量的契约执行效率之外，

地区金融制度的规范、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对产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即更多企业选

择外包的组织形式，也具有相应的正向作用。 

 

关键词：契约执行效率；企业生产组织；中国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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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nal product manufacturers need to make a choice from different organization 

forms when they want to obtain intermediate inputs. Companies can make acquisition 

of intermediate inputs suppliers to obtain the inputs by vertical integration, when the 

inputs transaction is carried out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enterprise. Otherwise, the 

company could also trade with suppliers to purchase the inputs outside the boundaries. 

Are the companies’ choices between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outsourcing based 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r their own features?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economists 

turn attention to business trade within the industries and even the enterprises, trying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In Antràs（2003） , the first model of 

property rights in a closed economy was constructed and described firms could control 

the intermediate inputs investments more effectively to avoid underinvestment by 

vertical integration when the intermediate investments are ex ante noncontractible. 

Afterwards Antràs and Helpman （ 2004 ）  extended the theory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decisions, provides a reliabl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cision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s. 

In this paper, I simplified the model in Antràs and Helpman（2004） and constructs a 

econometric model with related characteristic data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examine some of th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into enterprises and industries levels, uses the value added ratio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as the explained variable and applies the contract 

enforcement institution quality, the capital intensity and other factors as the explaining 

variabl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has been more detailed than previous articles. 

The study shows that with higher efficiency of contract enforcement, the companies 

tend to purchase the intermediate inputs from independent suppliers; and higher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tensive enterprises prefer 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ach. Otherwise,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system and marketization would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vertical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Key Words：Contract Enforcement Efficiency;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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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本章主要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及研究对象等内容进行简要的介绍，

分为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结构安排几个部分，并提出本文的创新之处与尚存

的不足，期望在今后的研究中作出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国际贸

易的运输成本、沟通和协调成本大幅下降，产品链各个环节的分布也不再局限在

同一个企业和同一个地区内，而是随着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过程分离而分离。

国际分工随之深入到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的层次，中间投入

品贸易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 

众所周知，苹果公司的系列产品在同行业中一直占据着遥遥领先的地位，而

在平板电脑（iPad）的生产过程中，苹果公司出于成本控制等方面的考虑，几乎

全部零部件的生产都是在包括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完成的，其中

技术要求较高的零部件设计工作主要在发达国家进行（如韩国三星等企业），仅

将产品的设计和零部件的最终装配安排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类似企业相关产品

的零部件在企业边界内的流动已占据了当今国际贸易的很大份额，据统计，2009

年世界上共有 82,000 余家跨国公司，他们分布在全球的子公司接近百万，跨国

公司内部贸易已占到世界贸易总额的 70%以上 。其中，制造业企业的企业内贸

易比重更大，部分行业达到 75%或更多，以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具有规模经济效应

的行业尤甚。 

Abraham 和 Taylor（1996）, Yeats（2001）等学者的研究发现, 更多的企业开

始倾向于把部分生产阶段（包括产品设计、中间投入生产与组装、市场营销和售

后服务等） 分包给其他企业, 而另一些企业则选择进行直接投资。在跨国公司的

全球生产组织安排中，若选择垂直一体化，即在企业的边界内生产中间投入品或

服务，那么其间的贸易流动属于企业内贸易；若企业向独立于自己的供应商购买

中间投入品或服务，则外包产生的贸易流动属于产品内贸易。那么，是什么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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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跨国公司 FDI 或者外包生产的选择呢？ 部分学者试图从“不完全契约”

的视角对此进行解释。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指事前无法囊括所有或

然事件的契约，它的定义是相对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和激励理论中的“完全契约”

而言的。 

所谓完全的契约，意味着它能够准确描述与交易有关的、所有未来可能出现

的情况，以及在每种情况下契约各方的权力和责任。Tirole（1999）认为，契约的

不完全性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当事人由于某种程度的有限理性，不可能预见

所有的或然状态；第二，即使缔约双方可以预见到所有的或然状态，但要以双方

没有争议的语言写入契约也很困难或成本很高；第三，即便关于契约的信息对双

方是可观察的，但对于第三方（如法庭）是不可证实的。正因为不完全契约的普

遍存在性，契约执行的效率（efficiency of contract enforcement）这一因素被越来

越多的学者纳入到经济问题的分析研究中来，并以 Grossman、Helpman 和 Antràs

等学者为代表，逐渐发展成一套比较完善的理论。Antràs（2003）首先通过理论

分析与实证检验，说明当中间投入品供应商的投资不可签约（non-contractable）

时，通过垂直一体化能够更有效地控制中间投入品的投资，从而有效避免投资不

足。此后理论扩展到企业国际生产组织决定等领域，从企业内生边界决定的角度

为跨国公司的生产组织模式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契约执行效率也由此成为决

定企业生产组织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参与产

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也不断深化。从契约执行效率的角度来看，在以跨国公司主

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中，我国的制造业企业借助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良好的基

础设施以及较大的要素禀赋优势，在原材料、零部件以及最终产品的国际市场上

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也成为了我国外包承接和 FDI 引进的领军行业。2012 年度

中国制造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有 8970 家，实际使用金额 488.7 亿美元；2012

年我国加工贸易净出口总额 3816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46%，表明尽管世界经

济整体增长受挫，但我国的制造业仍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增长势头。 

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无论作为最终产品生产者还是中间投入品生产者，参与产

品内分工的程度与形式对于不同行业有着较大的差异。在制造业的细分行业中，

一些表现出资本、技术密集特征的产业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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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制造业等，吸收 FDI 的能力更强，FDI 渗透率较高；而包括石油化工及炼焦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行业的产品作为原材料出口，则多表现为企业间交

易；从区位选择的角度来看，以垂直一体化为组织形式的制造业企业在地域上也

表现出明显的地理集聚特征。基于这一事实，哪些制造业产业的发展应优先采取

外包形式，哪些又应该优先实现垂直一体化并购，成为了我国制造业进一步发展

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根据 Antràs（2005）等研究的结论，契约执行效率对于企业生产组织模式的

影响与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密切相关；而我国作为转型国家，制度变迁存在着不平

衡性，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执法体系在地区间也有较大的差别，契约执行效率因

此而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因此，结合不完全契约与企业生产组织相关理论，

中国制造业企业以最终产品生产者的角色参与产品内分工时，应考虑行业因素与

地区因素的共同影响。契约执行效率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外包或者垂直一体

化两种方式有怎样的作用，这是本文关注的最主要问题。 

目前不完全契约与企业生产组织理论的构建已臻成熟，国外学者也进行了一

系列实证研究以验明其正确性，并且将其扩展到国际贸易视角，阐述了契约保障

制度如何影响贸易比较优势的形成。然而，国内对这一理论的研究还比较缺乏，

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比较优势与制度的关系上，对细分行业以及企业层面的研究

尚不完善。我国的制造业规模庞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正在进行，本文将契

约执行效率与制造业企业不同的生产组织模式选择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是对既有

研究的扩展和补充。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期望能够得到较为有效的结论，

为我国制造业进行一体化并购战略时如何选择产业与地区提供一些合理建议。这

对于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提高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一

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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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分为理论和实证两个层次。在理论层面，本文从最基本的产权理

论出发，以 Grossman 和 Hart（1986）提出的 GH 模型为基础进行相关扩展。在

交易费用模型的基础上，GH 模型提出了剩余控制权的概念，认为企业在决定中

间产品购买还是生产时，主要衡量由于资产专用性和契约不完备性所引起的企业

一体化的收益和成本。在此基础上，Antràs（2003）研究了企业组织与中间投入

品对契约依赖程度的关系，此后 Antràs 和 Helpman（2004）又将其扩展到企业的

国际生产组织决定中来，使理论更加充实和完善。本文拟在 Antràs（2003）中跨

国公司产权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简化与说明，并参考较新的研究成果。模型沿袭了

Antràs（2003）的理论思想，首先在两个企业（最终产品生产商 F和零部件供应

商 M）以及两种中间投入品（最终产品生产商提供的总部服务与零部件供应商提

供的零部件服务）的前提下进行事前签约和博弈，论证总部服务密集度临界值的

存在性，即在总部服务密集度高于该临界值的行业中，最终产品生产商更倾向于

对零部件供应商进行垂直一体化；同时，企业所面临的契约环境也通过影响垂直

一体化的组织成本而影响着企业的决策。 

本文计量模型的建立主要借鉴 Nunn（2007）的模型框架，并进行了一些必

要的修改。Nunn（2007）采用了接近 NAICS 代码六位数水平的行业数据，以美

国与 100 多个国家间关于 8000 多种产品的企业内贸易和对等贸易相关数据，衡

量契约执行效率对企业内贸易的影响，基本验证了 Antràs（2003）与 Antràs 和

Helpman（2004）的结论。本文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简化和修改。 

由于契约执行效率是一个地域性的特征，单个企业的数据较难获得，因此为

了较为完整地验证和分析理论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适用性，本文的实证研究

拟分为两个层次。首先针对中国企业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表现，利用企业层面数

据进行回归，考察制度环境质量等因素对于企业的一体化或被一体化程度的影响。

这一部分主要借鉴 Yi Lu，Ivan P.L. Png 和 Zhigang Tao（2011）的计量方法，更

多地利用企业自身的特征性数据，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垂直一体化与契约执行效率

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在第二层次，利用中国分地区分行业的制造业数据，以特定地区特定制造业

细分行业的垂直一体化程度为因变量（采用工业增加值率来衡量），引入行业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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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密集度与地区契约执行效率变量的交互项作为主要自变量，结合资本、劳动因

素以及其他控制变量，检验不完全契约假定下不同行业的契约密集度与不同地区

的契约执行效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垂直一体化程度的交叉影响，以及其他地区制

度环境变量与行业变量的综合作用。 

 

第三节 结构安排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如下： 

第二章回顾了将产权理论应用至国际贸易领域的部分重要文章，主要包括

Antràs（2003），Antràs 和 Helpman（2004）以及 Nunn（2007）。这部分简要介绍

了这些文章的主要研究方法与结论，并总结了前人在理论创新与发展中的逻辑演

进过程。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介绍了以 Nunn（2007）中的模型为基础的几篇

实证文章的主要内容，并指出了这些文章的创新之处，与本文的实证部分进行了

简单的比较。 

第三章主要对本文研究所依托的理论模型进行介绍，并简要推导了结论。模

型结论表明，在总部服务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企业会选择垂直一体化进行生产；

同时契约执行效率对于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具有影响，较好的制度保障下企业倾

向于选择外包的组织形式以最大化其利润。 

第四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对第三章分析的结论进行检验。本章首先整

理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垂直一体化的相关数据，接下来对制造业企业垂直一体化程

度与契约执行效率相关变量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在企业层面的回归与地区行业

交叉层面的回归中，本文借鉴了前人的相关方法建立模型并选取变量，以求更加

客观地验证理论模型的预测与结论。 

在最后一部分，文章总结了之前的内容，并以规范分析的方法，为我国制造

业进一步深入产业集中与垂直化分工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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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章创新与不足 

一、文章的创新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部分。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目前针对中

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结合契约保障制度与地区出口优势的分析，对于企业生产组

织模式的研究较少。本文将焦点锁定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产业链生产组织安排中

的角色，研究对于我国处于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在垂直 FDI 与外

包两种生产组织模式选择上表现出的差异，这种角色的转换能够得到更加客观的

结论，对于我国制造业结构的优化与企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比起现有

的实证文献，本文的研究期望能够在更细致的结果的基础上，对于我国不同产业

性质和地域特征的企业考虑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建议。 

 

二、本文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难免有很多不足与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理论方面，现有的企业生产组织理论作为新新贸易理论的一个重要

分支，主要讨论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外包或直接投资的生产组织形式选择与区位选

择问题，而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企业垂直一体化或外包两个维度上的组织形式选择，

对已有的产权模型去掉南北国家的维度并进行了简化，但没有结合发展中国家的

实际情况对模型进行修改和发展，在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中可以对理论模型作出改

进。 

其次，本文已有的参考资料有限，目前国内对于契约执行效率与企业生产组

织模式的实证研究相对匮乏，也存在着诸如数据可获得性较差、契约执行效率等

变量的衡量指标较复杂等现实问题。参考了最新相关研究之后，本文最终确定了

实证研究的方法和思路。由于本文实证方面涉及的数据较多，中国各地区细分行

业的相关数据可能有缺失；尤其是在实证的第一个层次上，企业层面的数据还不

全面，目前能够研究的是企业的垂直一体化程度对契约执行效率的行业特征与契

约保障制度的地区特征产生的反应。但借助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企业调查数据尚

不能反映受调查企业的全部特征，因此今后还有必要进一步搜集更为准确的数据，

使计量模型能够更加充分地检验理论分析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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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回顾 

本章主要回顾了将产权理论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部分重要文献，包括理论

研究与实证研究两个层次。在理论层面，本文介绍了不完全契约下企业生产组织

理论的发展框架，对 Antràs（2003）与 Antràs 和 Helpman（2004）等重要文献的

理论进行了简要说明。在实证方面，本文分别介绍了行业层面与企业层面一些经

典实证文章的主要内容，并在之后的实证研究中有所借鉴。 

第一节 理论研究 

本文所研究的契约执行效率如何对企业生产组织模式选择产生影响这一问

题，是以不完全契约假定下的企业生产组织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的。这一理论认

为契约的不完全性对企业外部与内部的交易成本发生影响，从而影响产权的配置

与企业边界的决定。国外学者在 20 世纪末开始将不完全契约引入传统的理论分

析中，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自从 Coase（1937）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从企业

的角度进行经济学分析后，Williamson（1985）的交易费用理论将交易费用与管

理费用的平衡作为企业边界确定的依据。他认为，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资产

专用性这三个前提下，易发生企业内交易的情形包括：交易资产专用性强、交易

不确定性高、双方交易频繁。在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时，企业倾向于与供应商保

持交易关系，而在资产专用性较高时，企业倾向于并购供应商，实现一体化。 

此后，Grossman 和 Hart（1986）基于 Williamson（1985）交易成本和资产专

用性的理论，提出了产权模型，认为在产量的决定事前不可立约的前提下，事前

效率要求交易双方将剩余控制权交与关系专用性投资相对更重要的一方。剩余控

制权指的是在契约中没有特别规定的活动的决策权。如果剩余控制权归契约的某

一方所有，则它就成为雇主，而没有剩余控制权的一方就是雇员。这种非对称的

控制权结构就是企业。Hart 和 Moore（1990）讨论了不同的控制结构通过影响代

理人的投资，认为若某个代理人的行为对是否所有和使用某资产较为敏感，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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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有较大的影响，那么他将倾向于获得该资产的所有权。此外，他们提出了“非

人力资本的所有权是权力的来源”这一观点，即剩余控制权直接来源于对物质资

产的所有权。在契约不完全的环境中，物质资本所有权是权力的基础，对物质资

产所有权的拥有将导致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控制，因此企业也就是由它所拥有或

控制的非人力资本所决定。当完全合约不可能时, 更有积极性进行关系专用投资

的代理人应该拥有资产，即对事前不能签约的事项拥有事后控制权。他们研究了

所有权的影响如何改变雇员和所有者、管理者的激励。这是对 Grossman 和 Hart

理论的重要发展。剩余控制权的概念是构建企业生产组织理论模型的基础，本文

的理论模型即是基于这一概念，对企业在不同组织形式下的收益进行分析与比较。 

在产权模型的基础上，Antràs（2003）首次将这一理论框架应用于国际生产

组织理论，分析了不完全契约下影响企业内贸易比重的因素，以 Grossman 和 Hart

（1986）为基础构造了一个封闭经济的产权模型。文中提到，世界上三分之一的

贸易都属于公司内贸易，1994 年美国 42.7%的进口都在跨国公司边界内，美国公

司倾向于在企业边界内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同时从其他组织进口劳动密集型商

品。为了研究这一现象，Antràs（2003）扩展了 Grossman-Hart-Moore 和 Helpman-

Krugman 模型，分析了不完全契约对贸易结构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影响。模型的主

要假定是：两种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用来连续生产两种最终商品；两个生产者，

最终产品生产商和中间产品供应商；最终产品不能贸易，中间产品可以贸易；中

间产品所需的劳动投入只能够由中间产品供应商来提供，中间产品所需要的资本

投入两个生产者都可以提供。 

 

  

 

 

 

 

图 1 中间产品的生产过程 

资料来源：Antràs, P. Firms, Contracts, and Trade Structur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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