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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手机产业发展背景下，本文梳理了山寨手机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山寨的内涵，总结了山寨手机发展的动因，启发

了一种后发企业追赶在位企业的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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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山 寨 手 机 风 行 一 时，有 很 多 论

著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从山寨文化、现象的讨论，到
山寨特征、创新的介绍，再到山寨对知识产权影响研

究等，尚缺 乏 对 其 历 史 演 化 的 系 统 考 察。如 今，“山

寨”一词在使用中多包含假冒、仿制、侵权等贬义，很

多昔日由山寨企业演变过来的品牌厂商也极力与“山
寨”撇清关系。然而，山寨手机及其发展模式的出现

有其历史背景和条件，也对中国手机产业发展有促进

作用，从现在来看，对山寨手机演进过程的梳理，重新

思考昔日山寨厂商利用已成熟的产业条件，并模块化

集成品牌厂商的产品，积攒经验和培养能力的过程，
以及山寨企业从生存到品牌化过程的选择，对其他行

业的后发企业利用成熟的产业条件，对在位企业成熟

产品的追赶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和启发。

１　背景

欧美企业一直占据手机产业链的高端，掌握着关

键技术和主 导 着 元 器 件 的 研 发 与 生 产。１９７３年，摩

托罗拉公司 设 计 了 全 球 第 一 部 手 机。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的２Ｇ时代，诺基亚超越摩托罗拉成为新时代的领

头羊。２０００年以 前，外 资 企 业 以 绝 对 优 势 垄 断 着 中

国大陆 手 机 市 场，到１９９９年，诺 基 亚 总 销 售 额 突 破

２４亿美元，实现出口１０亿美元［１］。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本 土 手 机 市 场 年 增 长 率 高 达

８０％～１５０％，到２０００年 跃 过６　０００万 部，成 为 仅 次

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手机用户国家，但普及率仍低于

２％，北京也仅 为８％［１］，和 美 国、日 本 相 比 还 有 很 大

差距（表１）。１９９８年以来，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

费支出的逐年增加（表２），手机市场增长潜力巨大。

表１　美国和日本移动电话普及率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

美国 ２１．０％ ４０．０％ ５４．６％ ６８．０％ ８７．３％ ９７．２％
日本 ３０．０％ ５２．６％ ６７．９％ ７４．２％ ８４．０％ ９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统计局历年《国际统计年鉴》整理。

表２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历年中国人口、收支、移动电话和电话普及率状况明细

单位：收入或支出（元），比例（％），普及率（部／百人）

指标名称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 ５　８５４　 ６　２８０　 ６　８６０　 ７　７０３　 ８　４７２　 ９　４２２　 １０　４９３　 １１　７５９　 １３　７８６　 １５　７８１
农村人均纯收入 ２　２１０　 ２　２５３　 ２　３６６　 ２　４７６　 ２　６２２　 ２　９３６　 ３　２５５　 ３　５８７　 ４　１４０　 ４　７６１

城市人均消费性支出 ４　６１６　 ４　９９８　 ５　３０９　 ６　０３０　 ６　５１１　 ７　１８２　 ７　９４３　 ８　６９７　 ９　９９７　 １１　２４３
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１　５７７　 １　６７０　 １　７４１　 １　８３４　 １　９４３　 ２　１８５　 ２　５５５　 ２　８２９　 ３　２２４　 ３　６６１

移动电话普及率 － － １１．２　 １６．１　 ２１．０　 ２５．９　 ３０．３　 ３５．３　 ４１．７　 ４８．５
电话普及率 － － ２５．９　 ３３．６　 ４２．１６　 ５０．０　 ５７．２　 ６３．４　 ６９．５　 ７４．３

　　 资料来源：根据科技部中国科技指标数据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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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９年，国 务 院 下 发《关 于 加 快 移 动 通 信 产 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俗 称“５号 文 件”），通 过 对 手 机 生

产、销售的严格管制来促进本土手机产业的发展，手

机牌照审批制由此形成。据此信产部限制了外资企

业手机牌照的发放，要求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手机要

出口６０％以上。１９９８．１２－２００５．２期间，信产部分别

给本土、外资企业颁发３５张、１４张手机牌照［２］，限制

外资品牌 手 机 对 本 土 手 机 产 业 的 冲 击。波 导、ＴＣＬ
等一批本土手机企业顺势迅速填补外资受限后的市

场“空 白”①，市 场 份 额 从１９９８年 几 近 于 零 增 加 到

２０００年的１０％，再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５％增长到２００３年

的５５％，达到本 土 手 机 发 展 的 最 高 峰［３］；同 时，还 获

得了可观的利润，如２００２－２００３两年ＴＣＬ净利润高

达２４．７亿［４］。
在此过程中，本土手机产业链及其配套体系逐渐

健全。２００１年第一家手机设计公司成立；２００３年，形
成珠三角、长 三 角 和 京 津 地 区 三 个 主 要 手 机 产 业 基

地，已具备从系统软件到应用软件、从关键零部件到

性能测试等各环节的研发、生产能力［５］。
在利润驱动下，无牌照厂商利用牌照制的政策漏

洞，以仿制、租牌、冒牌（含高仿）、杂牌、小品牌手机等

形式进入市场，在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促进自身发

展。

２　山寨手机的发展路径

２００８年，“山寨 手 机”一 词 才 成 为 流 行 语，但 是，
就“山寨”生产方式的非法性、草根性而言，即无正规

生产、销售许可的小厂商以作坊式来组装、仿制生产

电子产品，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就出现了。在手

机领域，山寨式生产大致经历两个阶段：从模仿机到

贴牌机、由杂牌机再到高仿机的先后出现。尽管山寨

手机表现形式有差别，但其内在的运作方式却相似。

２．１　阶段Ｉ（２００１－２００５）：从模仿机到贴牌机

在广东市场上，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出现了诸如 ＡＮ－
ＷＡ收录机、ＡＤＥＲ音箱等形式的模仿机；２００１年５
月，出现了仿制著名品牌的模仿机，如ＮＯＫＬＡ系列

手机，这类手 机 价 格 仅 为 正 品 的１／４［６］，很 受 市 场 欢

迎。

注：①以 ＭＫＤ（整机引进方式）、ＳＫＤ（大散件组装）、或者使用手机通信模块的方式进行生产。

②仅２００３年，包括康佳、科健、ＴＣＬ、波导、南方高科、联想等企业在内，在韩国ＯＥＭ工厂下单采购量高达８　０００多万部，超过当时国内市场的

需求总量。

与模仿机产生原因相类似，贴牌机为分羹手机市

场利润，通过“贴牌”的方式进入市场，规避牌照政策

限制。“贴牌”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具有手机牌照的

本土企业（超过８０％），从国外引进整机进行贴牌，即

改外资商标为自己企业的商标②；另一种是无手机牌

照的厂商，通过向有牌照企业“借牌”来生产、销售手

机，即通过贴有牌照企业的商标进入市场。下文贴牌

机指第二种类型的手机。

２００２年 ４ 月，民 营 企 业 侨 兴 收 购 中 电 通 信

（ＣＥＣＴ）手机，在 走 差 异 化 高 端 战 略 失 败 后，开 始 以

出租牌照牟利，侨兴先后向清华紫光、神达、多普达、
名人、ＵＴ斯达康、宇龙、明基等企业出租ＣＥＣＴ的牌

照。相类似，多数持牌手机企业大都选择接受无牌厂

商的“寻租”。据称，２００２年底拥有牌照的３７家企业

中，只有波导、科健、ＴＣＬ等几家没有出租牌照，而借

牌销售的企 业 在 百 家 以 上［４］。２００４年，每 部 手 机 租

牌费高达６０元，年“租金”高达３０亿元［７］；侨兴的“租

金”约占其总体营收的１０％～２０％［８］。

无支付能力或无心支付租牌费的作坊式厂商，通
过冒牌的方式进入市场；另外，租牌企业为摊薄每部

手机的“租金”，开始谎报产能、擅自提高产量，这部分

多余生产的 手 机 也 是 冒 牌 机。２００４年 下 半 年 开 始，
贴牌机、冒牌机开始泛滥，以ＣＥＣＴ“双胞 胎”手 机 为

主，市场上有问题的ＣＥＣＴ“双胞胎”至 少 在１０款 以

上；且其出现问题占整体手机问题的４８％［８］。

２００４年，在本土正品手机颓势的情况下，依靠贴

牌机、冒牌机的拉动，出租牌照企业市场份额逆势上

扬，ＣＥＣＴ从１月０．６％上升到１２月２．０％；托 普 从

０．１％上升 至１．２％；天 时 达 从０．９％上 升 到１．１％；
首信从０．９％上升到１．４％；另外，贴牌机金立两年内

销售２００万部，到２００５年２月，出口超过３０万部。［９］

模仿机、贴牌机、冒牌机的生产方式相似，通过香

港公司代理购买韩国手机芯片公司的多媒体处理器，
然后借势产 业 链 及 其 配 套 体 系，包 括 专 门 的 设 计 公

司、代工企业等，将基于同一个“供板”的多种机型推

向终端市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之 间，贴 牌 机 等 形 式 的 非 正 品 手

机对市场、审批制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为适应新形势

下手机产业发展，２００５年初发改委取消了审批制，改

为核准制，大大降低了进入市场的政策门槛。核准制

的实施为以往部分非法租牌、借牌企业转正提供了条

件，奥克斯、华为、大显泛泰等企业先后获得牌照，实

现了从贴牌、冒牌到品牌手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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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阶段ＩＩ（２００５－２００９）：从杂牌机到高仿机

２００４年下半年，伴随着贴牌机发展走向高峰，手

机技术发展史上产生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联

发科推出“Ｔｕｒｎ－ｋｅｙ”方案，即将芯片、软件平台以及

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整合在一个电路板模块上，该

方案打破以往软件、硬件、产品设计等环节的独立运

行的模式，为不具备研发能力的中小规模企业解决了

核心技术问 题，进 入 手 机 行 业 的 技 术 门 槛 几 乎 不 存

在。
在ＧＳＭ 手 机 技 术 成 熟 和 手 机 芯 片 巨 大 增 长 潜

力的 情 况 下，２００３年 底，联 发 科 推 出“Ｔｕｒｎ－ｋｅｙ”方

案。该方案通 过ＣＴＡ测 试，保 证 了 系 统 的 稳 定 性；
完工率在６０％以 上，相 比 欧 美、韩 国 芯 片 而 言，为 本

土手机企业提供了高集成度、低成本的集成芯片［１０］，
为手机行业的厂商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持。该方案的

运用推动了贴牌机、杂牌机、小品牌机和高仿机等形

式手机的发展，其生产方式基本相似，都是由联发科

的集成芯片（或 购 买 模 块 或 仿 制 正 品 手 机 的 操 作 界

面）＋畅销外壳（或仿制品牌手机或专业公司设计）加
工而成。其生产流程从立项、修改、测试、招商、开模

到交货大约需要１．５个月，而正品手机需要６个月甚

至更长时间［１１－１２］。
夸张一点说，成立手机公司“只需要三个人，一个

人接洽联 发 科，一 个 人 找 代 工 工 厂，一 个 人 负 责 销

售。”该模式大大激活了众多手机终端厂商、设计公司

和渠道商等加入到手机行业。比如比亚迪提供除芯

片之外，包 括 电 池、外 壳、柔 性 线 路 板、液 晶 屏、摄 像

头、马达、键盘等几乎手机的全部配件；中兴通讯技术

人员先后 独 立 成 立 龙 旗 公 司（２００２年）和 闻 泰 公 司

（２００５年），从 事Ｄｅｓｉｇｎ　Ｈｏｕｓｅ业 务［１３］。但 是，２００４
年，联发科进入大陆市场以来，品牌手机厂商认为该

集成方案由于“没人用过，质量没有保证”，而不敢采

用，仍青睐于欧美、韩国的芯片；仅有的一些用户也没

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导致其第四季度毛利率大跌

４０％，全 年 营 收 仅 增 长５．２３％，远 低 于 全 球ＩＣ设 计

产业总体增长率２７％［１４］。无奈之下，联发科向 下 延

伸，成立达智 科 技 手 机 设 计 公 司，推 出ｉＭｏｂｉｌｅ多 媒

体手机，同时向下游厂商推广“Ｔｕｒｎ－ｋｅｙ”方案。

２００５年以来，部 分 无 牌 照 的 小 厂 商 渐 渐 开 始 使

用“Ｔｕｒｎ－ｋｅｙ”方 案，生 产 诸 如 ＮＣＫＩＡ、说 爱、双 星、

Ａｎｙｃｏｌｌ等形式的 模 仿 机 或 冒 牌 机；与 此 同 时，也 有

部分厂 商 借 助 于“Ｔｕｒｎ－ｋｅｙ”方 案，生 产 诸 如 福 娃、

ＡＫ４７、香烟 王８８８、神 舟 七 号、Ｐｏｒｓｃｈｅ９１１等 形 式 的

杂牌手机；贴牌企业天朗宇通、宇阳等从２００５年开始

也采用“Ｔｕｒｎ－ｋｅｙ”方 案，２００６年 后 半 年 天 语 销 量 突

破１　０００万部［１４］。冒牌、杂牌和贴牌等形式的手机，
由于价格低廉、功能（喇叭大、多，双卡双待、手电筒、
待机时间长等）齐全、外观新颖等优势，满足了低端消

费者需求，销量从２００５年３　７００万部增加２００６年超

过１亿部，占中国手机销量的４０％［１５］。这几类手机

迅速在边缘地区和三、四线城市发展起来，在三级城

市，市场占有率高达５０％［１６］。

２００６年以来，联 发 科 逐 步 解 决 以 往 芯 片 出 现 的

技术问题、提升芯片的集成度和质量，大大提高了这

几类手机的性能和稳定性，尤其是具备了模仿正品手

机操作界面的功能。部分厂商借势生产诸如诺基亚

Ｎ系列、摩托罗拉、三星和苹果等高仿机，从手机外观

到操作界面与正品手机相似度高达９０％以上。杂牌

机、小品牌手机和高仿机迎合了中低端消费群体的时

尚消费需求，渐渐开始进入一、二线城市，挤占品牌手

机的 中 低 端 市 场。市 场 占 有 率，在 一 级 城 市 约 为

２５％～３０％，在二级城市约为４０％。［１６］

２００４年以来，在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本土品牌

手机市场份额迅速下滑，２００５年波导、夏新、中科健、
东方通信 等 手 机 全 面 亏 损，２００６年 无 实 质 性 改 善，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 绝 大 部 分 本 土 品 牌 手 机 陷 入 艰 难 困

境，波导、夏新惊现巨亏，联想出售手机部门，本土品

牌手机市场份额跌到３１％［１４］；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外

资品牌的手机市场也受到冲击，诺基亚的平均售价从

２００６年１０２欧 元 下 降 到 了２００９年６２欧 元；摩 托 罗

拉手机业务出现大幅亏损，至２００８年底其市场份额

不足７％。与此 同 时，杂 牌、贴 牌、小 品 牌、高 仿 等 手

机厂商销量猛增，２００７年这几类手机出货量达到１．５
亿部，２００８年产量突破亿部，占５．６亿部品牌手机产

量的１／３［１７］。
在严酷的竞争形势下，品牌厂商也开始选择集

成度更 高、成 本 更 低 的“Ｔｕｒｎ－ｋｅｙ”方 案，包 括 波 导、

ＴＣＬ、联想、康佳等，截止２００７年１２月，除了夏新之

外，中国内地前十大手机品牌都已采用，之后市场业

绩有所改善，如长虹手机２００７年收入达到２５．４１亿

元。从此，采用“Ｔｕｒｎ－ｋｅｙ”方案生产的手机也不再是

“低劣品”的代名词，包括沃达丰在内的欧洲知名运营

商，也开始跟深圳原本生产杂牌机、小品牌机、高仿机

等的厂商洽谈订购事宜。［１８］“Ｔｕｒｎ－ｋｅｙ”方案的共享，
加剧了杂牌机、小品牌机等与品牌手机之间的竞争，
利润也变得 薄 了，某 杂 牌 机 厂 商 如 此 描 述：“２００６年

几乎人 人 赚 钱，２００７年 赚 钱 的 厂 商 比 例 超 过１／２，

２００８年赚钱的厂 商 不 到１／３，１／３是 持 平，还 有１／３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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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亏损”。杂牌机、小品牌机等企业纷纷开始开拓海

外市场，由于在巴西、中东、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等

地，手机监管制度不同于中国，杂牌机、小品牌机等基

本上和正规手机的待遇相同，这些厂商由此开辟了销

量达三亿部以上的手机市场。出口量从２００５年四千

万部增加到２００７年九千万部，再从２００８年一亿部增

加到２０１０年１．７亿部［１９］。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在 联 发 科 集 成 方 案 基 础 上，杂

牌、冒牌、小品牌、高仿等形式的手机销量猛增，冲击

着市场与 核 准 制。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国 务 院 取 消 核 准

制，功能手机的生产、销售政策门槛不复存在，为产量

低于１００万部的众多杂牌、小品牌、高仿等手机厂商

转正，提供了政策支持。［２０］

２００９年以来，３Ｇ和智能手机销量市场份额明显

上升，２Ｇ和功 能 手 机 销 量 市 场 占 比 明 显 下 降［１４］，山

寨手机市场 也 明 显 萎 缩。探 讨３Ｇ时 代 山 寨 手 机 的

发展，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作者将另文分析。

３　总结

山寨手机是利润驱动、市场条件和牌照制政策挤

压的结果。在审批制时代（１９９８．１２－２００５．２），市 场

被少数有牌照企业垄断，在利润驱动下，为规避审批

制壁垒，在产业链及其配套体系平台上，山寨手机通

过借牌、贴牌、冒牌方式进入市场，冲击着本土品牌手

机市场；在核准制时代（２００５．２－２００７．１０），技术门槛

被联发科打破后，为规避核准制的限制，很多资本蜂

拥而至，山寨手机以杂牌、贴牌、冒牌、小品牌和高仿

机等形式进入市场，山寨手机销量猛涨，冲击本土品

牌手机和外资品牌手机低端市场。

注：①以２００８年６月一部三寸屏手机为例，成本大约４００元（模具２０元、电路板２００元、加工费１７．２元，充电器、摄像头、电 池、键 盘 等１１０

元，包装及附件５０元）；而正规程序生产这样一款手机，成本要比山寨机多１５０～２００元（除 了 山 寨 机 的 成 本 外，还 有１７％的 增 值 税、实 验 样 机４０

万元、检测费２０万元（时间２～６个月）、设计费每部２０元）。与品牌手机相比，除了以上显性成本优势外，更重要的还是隐性成本优势，包括偷税

漏税、研发成本、无广告、无市场推广、元器件成本、人力资源配置节省９／１０等。名牌手机的一款高档机型上市价格在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元，而高仿机

外形、功能与界面相似，定价为１　０００多元甚至几百元。

３．１　山寨手机发展的动因分析

１）牌照制度的灰色地带是山寨手机产生的前提。
审批制和核准制实施期间，分别有３８家和４１家企业

获得牌照。牌照制限制了本土中小规模企业，巨大的

市场空间仅有数十家手机企业，在垄断利润诱惑下，
无牌照厂商钻政策的漏洞，先后以仿制、借牌、贴牌、
冒牌、杂牌、小品牌、高仿等形式进入市场，与品牌厂

商竞争，赚取了可观的利润。据统计，２００５年生产手

机的企业已超过百家；到２００７年底，仅深圳就有３００
多家无牌照的手机生产企业。

审批制的取消为奥克斯、华为、金立等贴牌企业

松了绑，核准 制 的 取 消 为 天 语、步 步 高 等 贴 牌、小 品

牌、杂牌以及众多无牌照的小企业提供了合法经营的

机会，都 可 以 光 明 正 大 地 打 出 自 己 的 品 牌 了。２００８
年以来，尽管没有了政策壁垒，但是由于山寨手机的

发展路径原因，“转正”后的手机仍被称为山寨手机。

２）成熟的产业链及其配套体系是山寨手机发展

的必要条件。成熟的产业链及其配套体系为山寨手

机的发展提供了系统性的支撑平台。该平台上有规

模的企业包括：提供零配件的比亚迪公司；提供专业

手机设计的龙旗和闻泰公司；提供芯片联发科、威盛、
凌阳等；以及深圳数千家代工企业等。以深圳为例，
从科技园到华 强 北，这 里９０％的 公 司 都 是 从 事 与 手

机相关的生意；在华强北，仅注册登记的方案设计公

司就有４００多家，负责销售的公司有３　０００家；仅现

代之窗、赛格广场和科技大厦等几处写字楼，小型手

机公司就有３　０００家 左 右，专 门 从 事 设 计 电 路、主 板

设计、模具、注塑、配件、外观设计、做元器件、组装测

试等工作，从业人数多达２０万。

３）联发 科“Ｔｕｒｎ－Ｋｅｙ”方 案 解 决 了 山 寨 手 机 发

展的 核 心 技 术 问 题。２００４年，联 发 科 推 出“Ｔｕｒｎ－
Ｋｅｙ”方案，其电路板模块的集成度在６０％以 上，远

高于品牌厂商购买的欧美、韩国芯片的集成度，且成

本更低，打破 了 中 小 规 模 企 业 进 入 手 机 行 业 技 术 门

槛。随着山寨手机的发展，联发科也在逐步改进其芯

片 的 质 量，尤 其 是 ２００６ 年 以 来，陆 续 推 出 了 从

ＭＴ６２０５到 ＭＴ６２２８等七代 升 级 版 基 带 芯 片。在 通

信技术从２Ｇ发展到３Ｇ的过程中，联发科也针对性

的推出２．７５Ｇ功能型手机基频芯片 ＭＴ６２７６和支持

Ａｎｄｒｏｉｄ 平 台 的 ２．７５Ｇ 智 能 型 手 机 基 频 芯 片

ＭＴ６５７３。在这个过程中，山寨手机厂商比品牌手机

厂商早２～３年的时间使用联发科集成芯片，以成本、
价格优势①，在短 短３～４年 内 将 山 寨 手 机 市 场 份 额

推向高峰。

４）手机普及率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为山寨

手机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由表１和表２可以看出，
我国手机普及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非城镇人口占

大多数，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渐成为手机消

费的潜在用户，为包括山寨手机在内的手机企业提供

了广阔的市场增长空间。利用此市场机会，早期山寨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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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回避与诺基亚等品牌手机的直接竞争，从三、四

级城市和农村 市 场 进 入；２００６年 后，以 功 能 齐 全、外

观新颖、物美价廉等优势，进入北京、上海等一、二线

城市，挤占品 牌 手 机 的 中 低 端 消 费 群 体；２００８年 后，
在国内市场几近饱和的情况下，山寨手机迅速开拓海

外市场，包括印度、南非、俄罗斯等，且其利润是国内

市场的３～４倍，出口呈现加速态势。

５）创新与适应快速电子消费品时代的发展潮流

是山寨手机 得 以 发 展 的 重 要 原 因。２００４年，走 低 端

路线的外资品牌迅速拉低了手机的价格和拉升了手

机的普及率，手机从奢侈品变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２００６年以来，在激烈的竞争中，手机的成本和价格都

大幅度降低，更新换代速度加快，手机成为快速电子

消费品。在这个过程中，山寨手机以直面市场需求、
快速推出新品；针对量小细分市场也能快速推出独特

的机型。山寨手机自身存在功能、外观等诸方面的创

新，使其适应了快速电子消费品时代的发展潮流，进

而取得了不错的市场业绩，推动了自身的发展。

３．２　思考与启示

１）山寨手机发展是个动态演进的过程，也是政策

变迁、山寨企业更替、技术改进与替换以及竞争博弈

等诸多方面因素协同演进的过程，期间部分追赶企业

实现了从非法到合法、从草根到品牌、从模仿到创新

的转变。

２）山寨路径具有两面性。既有对在位者的抄袭、
模仿，又有在位者不具备的创新之处；既有对知识产

权的侵犯，又有创新没有得到合法保护之处；既有钻

政策漏洞之实，又有促进政策改进之力；既有扰乱市

场之实，又有打破垄断、拉低价格、提高普及率之功。
从发展过程来看，抄袭、模仿、侵犯ＩＰ、钻政策漏洞等

仅是早期的表现形式，通过模仿学习，后续的功能和

外观创新、重视ＩＰ、提 升 普 及 率、拉 低 价 格 等 方 面 才

是其发展的主流。

３）山寨手机发展路径启发了一种后发企业成功

实现追赶在位企业的方式。在技术成熟度高和存在

巨大市场增长空间的情况下，后发企业可以利用专业

化分工的产业链及其配套体系，采取“虚拟”横向一体

化生产方式推出产品，适时切入在位企业不关注或无

暇顾及的边缘地区或三、四级市场，在满足消费者基

本需求的情况下，不断进行产品的功能改进和质量提

升，使企业在竞争中得以持续发展下去；在边缘地区

市场立足后，加强研发，以功能、外观、质量等方面改

进的产品，逐步切入一、二级市场，挤占在位企业的中

低端消费市场。这种发展路径在汽车行业，如吉利、
奇瑞等，也 有 类 似 的 发 展 路 径。尽 管 山 寨 企 业 仍 存

在，但是从山寨化走向品牌化的企业实践更值得肯定

和借鉴。该方式为不同行业的后发企业打破既定市

场格局，在市场竞争夹缝中实现从立足到发展提供了

一种可以参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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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山寨手机的演进及启示　



到减缓电力需求增长、优化负荷曲线和负荷特性指标

的目的，这也有利于提高全网的综合经济效益、提高

电网运行的安全、稳定性，推动实现电网的超前发展、
节约发展和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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