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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标准的市场价值会随用户基数的扩大而增加，而以用

户基数为基础的正反馈效应所产生的市场垄断趋势会使用户基数大的技术快速取

得具有显著优势的市场份额，使市场收敛于这种技术标准，并最终成为市场上的

主导标准，从而产生所谓“赢家通吃”的效应。

在当前国际标准竞争中，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多处于被动状

态。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相对落后，所以很多学者提出改

变这种格局的办法就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掌握国际标准竞争中的技术

主动权。但是发展中国家要在技术上赶超发达国家，并非易事。由此，本文提出

另一种观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除了提高技术水平外，还可以充

分利用自身庞大的消费者群体——标准的用户基数，来参与国际标准竞争。

本文首先对国际标准竞争进行了简要概述，并分析了国际标准竞争不同情形

下的福利。其次，从技术水平和用户基数两个角度分析了国际标准竞争，提供一

种模型证明，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当一国的用户基数比较大时，即使其技术水

平不比其他国家高，甚至比其他国家低，也能有机会在国际标准竞争中取得胜利。

接下来分析了国际标准竞争的现状，并辅以三个案例印证前面的分析结果。最后，

文章根据分析结论和实际情况对我国参与国际标准竞争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为

我国标准化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网络效应；标准竞争；用户基数；正反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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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效应与国际标准竞争研究

Abstract

Because the standards’network effect will make the market value of standards

increased in the course of expansion of the user base，and the trend of monopolization

in the market produced by the user base which is based on the feedback effects will

make the technology of large user base quickly gain significant market share．So that

the market convergence in such technology standards，and ultimately they become the

dominant standards on the market，resulting in the SO-called”winner-take—all”effect．

Now in the course of formulation and revision，developing countries is in a

passive state．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is that the technology is low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nd SO，many scholars suggested that the way to change this pattern is to

improve technical level，and master technology initiative in the competition．B畔it is

not eas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catch up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ech_l|dogy
field．This article holds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especially the big deveibping

countries，in addition to raising the technological level，but also can take full

advantage of its huge consumer groups—the standard user base，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standards．

This article first overview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standards and analyzes the

well—beings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standards in different cases．Second，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echnical level and user base，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standards．The model provided by this paper shows that，硒there are

network effects，when a country has a relatively large user base，even though its

technology is not beaer than other countries,or even worse,but also has the opportunity

to wi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standards．It is followed by all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standards and three cases that confirm the front

result of the analysis．Finally,the paper put forward policy proposal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to support our country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standards and suggested some theories for China‘S development ofthe standardization．

Key Words：Network Effects；Competition of Standards；User Base；Feedback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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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1．1．1选题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

转变，国际竞争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决定当今国际竞争成败的关键不再是

传统意义上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有形资本，而取决于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综

合国力，取决于将技术转化为标准从而获得经济收益的能力。我国加入WTO后，

标准化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同益显现，标准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重要技术基础之一，是实现产业现代化、规范化与专业化的重要保证，也是维

护市场秩序、促进科技进步的关键环节。

截止到2002年，在全世界近1．8万项国际标准中，由中国主导起草的只有

15项，且基本上是一些非关键性标准；在所有国际标准中，只有约三分之一的标

准转化为我国国家标准。在国际标准组织ISO和IEC的500多个机构和分机构中，

中国仅承担其中1个机构秘书处和5个分机构的工作。全国2万多项国家标准中，

平均“标龄”超过10年，“标龄”在5年以上的标准占到总数的70％以上。由于我国

标准的落后和标准化建设的滞后，国内企业和产业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只能被

动的执行国际标准。

随着标准时代的来临，发达国家竞争战略重心纷纷从技术战略转移到标准战

略，从技术立国转换到标准立国。美国、

了标准化发展战略，通过国家标准战略、

欧盟、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纷纷加强

企业标准战略、国际标准组织和规则，

将知识产权和标准体系糅合在一起，占据了高科技各个产业的发言权，制定有利

于自己的标准体系，维护有利于自己的标准秩序。发达国家和垄断企业希望和迫

使后发国家及其企业遵从自己建立的标准体系和标准秩序，以强化其经济和技术

的国际竞争力。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新加坡、巴西等，以及正在崛起

的发展中国家——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也开始研究、制定本

国标准化战略，争取国际标准化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实质参与权，提高本国技术标

准对国际标准的影响力。标准竞争影响了市场利益分配，改变了产品贸易条件，

对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及贸易往来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今后，世界各国对国际标

准制定权的争夺，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领域标准化中的竞争将会愈演愈烈。网络外

部性的存在影响标准的确立，使得标准竞争更加激烈。

由于技术领先、科技基础扎实、品牌知名度高、支持服务体系完善，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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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标准丌发和标准推广中抢占了先机。再加上在国际标准组织中的领导地位，

发达国家在制定和推广国际标准活动中占有明显优势。我国在加入WTO后，企

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球市场的影响及发达国家技术标准的制约，

竞争从起点就处于先天的劣势。在我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标准越来越成为制

约我国企业幽际化发展的因素。在某些产业，中国企业饱受国外标准竞争之苦。

如在具有代表性的DVD行业，由于技术标准主要由国外企业所掌握，中国企业

每年必须为此付出多大30亿元人民币的专利费。在巨额专利费的压榨下，国内企

业已普遍停止传统DVD的出口，大批传统DVD的代工企业纷纷倒闭。其它因

在标准上受制于人的现象在MP3、高清晰度电视、数码相机等电子行业中纷纷出

现。

国家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吕新奎指出：“标准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在经济领域中的

延续，标准又是一个国家实施非关税壁垒的重要手段，对保护民族工业发展至关

重要”。在“十五”科技发展规划中，标准化与人／j‘、专利并列为我国的三大科技发

展战略。2006年2月9 R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文件中将标准化体系建设作为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一加以强调。但

是在标准竞争中，政府只能起辅助性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标准竞争力

问题，企业自身的标准战略至关重要。

标准上的落后已经使国内许多行业的企业遭受巨大损失并成为其发展的瓶

颈，国内企业逐渐认识到标准竞争的重要性，开始在国内和国际领域参与到标准

竞争中去。经过政府、产业界和研究机构的共同努力，相继推出了TD．SCDMA、

数字电视、IPV6、闪联、e家电、Linux、EVD以及无线局域网的WAPI。但是相

对于西方较为成熟的标准竞争理论以及企业参与标准竞争的成熟技巧和运作能

力，我国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存在较大的差距，我国企业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比较弱，

在多数领域的标准竞争中鲜有作为。中西方存在的显著差异使得我们不能照搬西

方的理论与实践，必须在清楚把握国内现状的基础上，发展适合国内情况的标准

竞争战略与策略以指导国内企业参与标准竞争。标准竞争的历史已经反复验证，

成功的标准竞争战略为众多企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竞争优势。因此国内企业需要

认识到标准竞争的重要性，从战略上进行规划并积极、主动参与标准竞争，通过

标准竞争战略在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

1．1．2选题意义

本论文选题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我国标准体系建设与技术性贸

易措施研究(项目批准号：70673020)，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全球化和需求高级化，标准竞争逐渐成为技术竞争的高

级形式，在许多产业领域甚至取代价格竞争、品牌竞争，成为首要的和基本的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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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形式。标准竞争集中体现了经济体的科技、资本、制度等生产要素的综合实力，

决定了单个企业或者企业集团的生死存亡。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要参与者，技

术标准竞争的胜负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各种社会利益团体(主要

是仓业或者企业联盟)一直积极参与到标准竞争之中。参与标准竞争R益成为市

场竞争的一个新特征，也是企业建立核心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网络外部性

的存在影响标准的确立，使得标准竞争更加激烈。本文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分析

网络效应对我国标准国际竞争的影响，为我国标准参与国际竞争提供理论上的支

持。

我国政府和企业逐渐认识到标准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竞争。经过

努力，我国推出了一批民族技术标准，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展开国际竞争。但到

目前为止，除个别标准已经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了突破，大多数中国标准在市场上

鲜有作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基础相对薄弱，因内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起点大多表现为引进、模仿、吸收国外技术。技术上的劣势不利于我国标准参与

国际竞争，但在网络效应下，我国巨大的消费者市场能为我国标准竞争提供支撑。

本文认为，当一国的用户基数比较大时，即使其技术水平不比其它国家高，甚至

比其它国家低，也能有机会在国际标准竞争中取得胜利。

1．2文献综述

标准的问题从人类开始使用口头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使用多种语言的时候

就存在了。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标准大战，当代经济生活中还在上演着一幕幕标

准大战。有些标准竞争局限于研究、生产领域，还有大量标准竞争广泛渗透进普

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例如直流电与交流电标准竞争、火车轨道标准竞争、个人电

脑系统标准竞争、第三代移动通讯标准竞争、DVD与EVD播放器标准竞争。与

普通技术竞争、产品竞争相比，这些竞争标准的基本特征在于标准产品具有网络

效应。

1．2．1对标准竞争的研究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标准竞争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个体标准争夺市场标

准地位的过程。发动标准竞争的主体，是开发、控制、使用不同个体标准或者使

用标准产品的经济体，具体可能是地区联盟、国家、企业联盟、企业或者非营利

组织。企业标准竞争意味着几个企业(企业联盟)之间发生的、力图使各自的企

业标准上升为行业标准、地区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的努力和争夺。Schilling

(1999)将标准竞争定义为在选择占优设计的过程中不同技术之间的竞争，这只

是一种横向的标准竞争⋯。而Shapiro和Varian(1999)则认为标准竞争是不兼容

的技术之间争夺市场支配权的战斗，既有横向的标准竞争，也有纵向的标准竞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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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标准竞争中通常采用的是先发制人或者预期管理策略【21。

关于标准竞争的研究可分为三类：一是同代标准之间的竞争。这些研究主要

关注竞争产生市场标准的条件、竞争导致的市场均衡结构及强势标准竞争优势的

来源。二是代际标准之间的竞争。代际标准竞争足指不同质量水平的标准产品之

间的竞争。新市场标准取代旧的市场标准，需要克服旧市场标准的先动优势和自

身的后动劣势，而新标准的基本优势在于技术进步。在市场增长、产权保护的环

境中，新技术标准获得了后发优势，市场容易出现过度动量，新标准过早地替代

了已有市场标准。消费者对新技术的不确定信息、旧技术标准的安装基础、转换

成本等因素不利于标准更迭，市场容易出现过度惯性。三是具有间接网络效应的

虚拟网络标准竞争。其重点在于研究互补产品厂商之间的关系，如开放与控制、

革命与兼容等策略行为【3】。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相对落后，所以很多学者(王哗，2005；王金玉，2005；

栗沛沛、 Max Von Zedtwitz，2005)提出改变标准竞争落后格局的办法就是提高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掌握国际标准竞争中的技术主动权【4】【5】【61。

1．2．2对网络效应的研究

网络效应经济理论是随着信息通信技术革命而产生的一种重要的经济思想，

它所关注的是信息通信技术产品不同于其它产品的独特特征——网络效应对ICT

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力与绩效的影响。Rohlfs(1974)最早提出在通信行业

中存在着网络外部性【_71。他在研究电话网络时发现，“一个用户从通信服务所获得

的效用随着加入这一系统的人数而增加”，并认为，这“是消费外部经济的典型例

子，对通信产业的经济分析有基础性的重要作用”。他给出了用户兴趣相同(即偏

好相同)条件下，受“消费外部性经济”影响的通信服务的累积需求函数，证明了

这种通信服务具有倒U型需求曲线的存在，使这一市场在任何既定价格下都存在

多种均衡。市场实现哪一种均衡，完全取决于均衡的调整过程。Katz and Shapiro

(1985)正式定义了网络外部性：随着更多的其他消费者使用某种产品，消费者

使用这种产品可以得到更高的满足水平，这种产品显示出网络外部性，或网络效

应。他们区分了不同的网络外部性：第一种产生于购买者人数对产品质量的直接

物理影响，即直接网络外部性；第二种是硬件／软件范式的间接网络外部性，产生

于消费外部性的间接影响【8l。Katz and Shapiro，Farrell and Saloner等人研究了当

消费者具有“理性预期”时，网络效应对市场均衡的影响【8】f91。研究表明，网络效

应产品市场表现出与其他产品市场截然不同的特征：(1)存在用户数量为零和大

于零两个稳定均衡。(2)网络增长面临着启动问题：只有超过临界容量的网络才

能生存下来。均衡的非惟一性和临界容量的存在，使市场表现出“一边倒”特征，

即一个网络垄断市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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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后，关于网络效应的研究更加广泛和全面。Metcalfe提出最

著名的网络价值函数：网络的价值以用户数量的平方速度增长，即V=n2(其中V

表示网络的总价值，n表示网络的用户数量)，常常称之为梅特卡夫法则(Bob

Metcalfe’s law)。Economides(1996)分析了网络的几种类型及其网络外部性，

明确指出网络外部性产生于网络结构“互补性”，概括了网络效应文献研究的两种

方法：宏观方法和微观方法。宏观方法是假定存在网络外部性，设法模型化其结

果。微观方法试图通过分析特定产业的微观结构来发现网络外部性的根本原因

【10】
o

提到过网络效应起源的学者只有不多的几位。伊克洛米德斯(1996)认为网

络效应产生于构成网络的不同组件之间的互补性【10】。杨(1997)提到网络效应的

源泉有四个，分别是：预期、协调、兼容性和转换成本。而韦斯塔普(2000)则

认为网络效应产生于产品兼容性需要，包括产品或服务的使用者为交换信息或数

据的兼容需要，以及为实现“系统产品”的完全功能，互补的组件产品或服务之问

的兼容需要。朱彤(2004)认为，预期、协调和转换成本的存在产生不了网络效

应，相反是网络效应的存在使预期、协调和转换成本三个因素在市场中的作用得

到进一步加强，产品兼容性能影响“网络”范围的大小，从而影响网络效应的程度，

他同意网络效应产生于互补性的观点【¨】。

1．2．3标准竞争中的网络效应的研究

土井教之(2001)按照标准产品是否具有网络效应，将标准分为网络标准和

非网络标准【12】。Peter Grindley(1995)也将之称为兼容标准和质量标准【13】。网络

标准，也叫兼容标准，主要规定产品、服务与其他产品、服务之间的连接方式、

方法，解决的是系统商品中各个部件之间的互联互通问题即兼容性问题。非网络

标准，也叫做质量标准，规定单独使用该产品、服务时，该产品和服务必须提供

的最低质量标准和参照标准。

Besen and Farrell(1994)提出，对于市场参与者，包括厂商和消费者，网络

效应既是威胁也是机会【14】。“赢家通吃”的逻辑意味着正确选择市场标准的厂商，

正反馈原理不断强化它们的竞争优势；而选择了错误技术规范的厂商，最终不得

不退出市场或者支付转换成本。当网络规模没有达到临界点时，市场就会萎缩甚

至为零；一旦超过，就表现出很强的网络外部性。因为这种网络效应的存在，企

业在初期用“倒入定价策略”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户，以克服用户网络增长面临的“启

动”问题(Katz and Shapiro，1985、Salant and Worch，1999)【¨、邀请竞争者进入

市场以扩大网络(Arthur，1989)或者在激烈竞争中为把用户留在自己的网络中

而进行创新预告(Farrell and Saloner，1986)【9‘。

Shapiro and Varian认为，在具有网络效应的市场上，企业成功进行标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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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取决于对七种关键资产的掌握：(1)对用户安装基础的控制，(2)知识产

权，(3)创新能力，(4)先发优势，(5)生产能力，(6)互补产品的力量，(7)

品牌和名誉。这罩的用户安装基础指的是技术的网络外部性，技术锁定的用户越

多，币反馈越多，技术就越可能成为行业标准。用户安装基础在技术标准竞争中

至关重要，可以决定事实上的技术标准，即使这种标准没有被官方组织采纳【2】。

Arthur(1988)用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来描述标准竞争中网络外部性对

标准的锁定现象：网络效应具有J下反馈的特征，一旦正反馈机制形成，市场将会

出现四种现象：①可能存在市场的多种均衡，即可能有多种技术标准满足系统的

特征要求；②一旦某种偶然性因素使一种技术标准被采纳，收益递增以及正反馈

的机制将会阻止该技术被即使是客观功能优于它的技术所替代，从而市场被锁定

(Lock．in)；③由于锁定效应的存在，被市场最终采纳的技术标准可能并非社会

最有效的；④系统将沿着被采纳技术标准所决定的方式进行，出现一个前后连贯，

相互依赖的必然发展轨迹，这就形成了路径的依赖效应【15】。

经济学家已经充分注意到了网络效应在标准化过程中和在市场竞争中的作

用，但是还没有注意到标准的网络效应对国际标准竞争的作用。熊红星(2006)

基于网络效应与标准竞争的理论关系讨论了TD—SCDMA技术标准竞争和DVD碟

与DVD压缩碟标准的竞争，注意到了国内巨大的市场容量所产生的网络效应能

提高中国标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但没有进一步深入【3】。
、

1．3本文的研究思路及可能的创新点

1．3．1研究思路

首先，探讨标准竞争及网络效应对标准竞争的影响。

其次，分析国际标准竞争在不同情形下的国内福利，得出参与国际竞争有利

于我国福利提高。构建模型分析网络效应在标准竞争中的作用。

再次，分析国际标准竞争现状，并选取三个参与国际竞争的我国标准为例探

讨前面的理论模型所得的结论。

最后，根据本文的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3．2可能的创新点

在已有的文献中，大部分标准竞争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从自身经济发展的角

度进行研究的，比较少有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视角进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

平相对落后，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标准竞争的文献中，很多学者认为改变发

展中国家标准竞争局面的办法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以掌握国际标准竞争

中的技术主动权。而本文认为，当一国的用户基数比较大时，即使其技术水平不比

其它困家高，甚至比其它国家低，也能有机会在国际标准竞争中取得胜利。因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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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析提出：我国参与国际标准竞争的过程中，首先要注重技术水平的提高；

其次要重视我国庞大的消费者市场，利用其成为我国标准的用户基数，以增加标

准产品的网络效应，使我幽标准在标准竞争中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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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国际标准竞争的含义及福利分析

2．1标准竞争的含义

标准竞争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个体标准争夺市场标准地位的过程。符合不同

个体的标准的产品(个体选择、制定的标准)的标准产品之间的竞争，决定个体

标准的生死兴衰，最终可能产生市场标准。标准竞争是世界范围内市场竞争的高

级形式，这种竞争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重要。国际标准

竞争是指一国标准与外国标准在市场上为争夺国际标准地位而进行的竞争。国际

标准竞争的结果影响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分配，对一国产业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国际标准竞争为发展中国家改变世界经济秩序、实现赶超目的提供了契机。

2．1．1标准竞争的本质

标准竞争背后体现的是巨大的经济利益之争，利益的驱动是企业之l、日J展开标

准竞争的内在根源。标准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市场标准控制者与追随者之间巨

大的利益差别是标准竞争的内在缘由。标准竞争的胜利和失败往往不是个别厂商

的胜利和失败，而是标准联盟的胜利和失败，不仅包括个体标准的制定者、控制

者、推广者，而且也包括大量标准产品的生产厂商和广大用户。因此，标准竞争

的失败，意味着一大批相关厂商的失败、国家或地区产业链条的失败。而标准竞

争的胜利，可以维护国家利益、取得国家竞争优势，标准控制者可以获得长期、

持久的经济利益。

一是主导制定国家标准关系到国家利益。标准竞争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是

国家参与国际标准竞争的主要动力之一。如在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之争中，标准

竞争的成败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据统计，全世界不管是生产CDMA系统设备

还是手机的公司，都要交纳大约l亿元的“入门费”，才能进入这一行业。此外，

生产厂家必须购买高通公司的芯片，并且按消费额的5％至8％给高通提成。无论

使用欧美哪一个标准，国内企业都要交纳高额的专利使用费，即使按5％计算，

几年累计即可高达500亿元，如果再加上入门费、芯片费，金额之大，更是惊人。

而TD—SCDMA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具有中国开发生产的芯片，

使得专利费用和终端价格会显著降低。特别是基于自主知识产权开发的芯片、终

端和系统，国家的安全更有保证。

控制市场标准的收益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特许权使用费和先动优势。如果厂

商建立市场标准以及保护标准免予模仿的能力足够强，厂商可能选择控制一个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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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标准，垄断市场，保持高市场占有率和高利润率。厂商可能选择授权并收取标

准使用费，而不是自己制造所有的产品。例如美国高通公司凭借1400余项专利，

控制了CDMA移动通讯标准，收取数十亿美元标准使片j费【I 61。即使不能收取较

高的标准使用费，丌放标准的领导者还是呵以赢得经济利润。丌放标准领导者可

以领先丌发带有一定专属性质的增强功能标准版本，鼓励其他生产厂商采用增强

版本；可以通过非标准功能的差异化，占领有利的细分市场；追随者模仿滞后，

也给予领导者一定的市场势力。

标准竞争成败决定产品竞争成败的案例并不鲜见。如录像机beta和VHS制

式之争。企业标准上升为行业标准，最后得到ISO、IEC等国际组织的认可成为

国际标准，意味着企业对其它企业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壁垒，领导、控制了产业新

技术方向，在一定时期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且正反馈原理将不断强化标准产品

的竞争优势；而失败标准的厂商，可能最终不得不退出市场或者支付转换成本。

二是标准竞争关系到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

而创新成果只有实现产业化才能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创新成果产业化链条中的一

个关键环节就是技术标准，技术标准是创新产业化的桥梁和催化剂。只有通过技

术标准，创新成果才能的价值／j‘能得以体现。对于正处于由引进技术为主向以自

主创新为主转变关键时期的我国来说，技术标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且技术标

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如中国提出的TD—SCDMA在国

家自主创新战略中有特殊的地位。有经济学家认为：TD．SCDMA比我国面对的汇

率问题、中美贸易冲突问题具有更大的意义。贸易和汇率问题都是短期问题，但

是核心技术能力如果培养不起来，机会丧失掉，就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弥补的。技

术水平的落后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在模拟移动电话时期，虽然我国只有600

万用户，但基站和终端都靠进口，2500亿元人民币流向了国外；2G时期，中国

企业在国内GSM设备市场只占5％一lO％的份额，5000亿元人民币流向了国外。

3G时期，如果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标准和市场份额，后果堪虑【l‘71。

由此可见，国际标准竞争、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

策略，其最终目的是为要强化各国经济和技术在国际中的竞争地位，确保国家经

济利益。

2．1．2标准竞争的形式

按照标准产品是否具有网络效应，标准可以分为网络标准和非网络标准，也

可以称为质量标准和兼容标准。根据标准的不同性质，标准竞争可以分为质量标

准竞争和网络标准竞争厂商或者政府可能争夺质量标准、网络标准的领导权、控

制权。

质量标准，也叫做非网络标准，规定单独使用该产品、服务时，该产品和服

9



务必须提供的功能和质量水平。质量标准可以细分为最低质量标准和参照标准。

最低质量标准是合格产品、服务应该达到的最低限度的标准，否则就被视作不合

格产品。参照标准是关于产品基本特性包括功能、外观等习惯性认知标准，它是

被生产者或者用户广泛认可的、被用来作为参照物的主流舰格和产品特性。质量

标准竞争是指质量标准之问进行的竞争。

质量标准竞争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安全、健康、环境保护的技术标准，

是政府社会性规制的重要手段，常常依靠政府强制力执行，以保护人类、动物或

植物的生命安全或健康及保护环境，或者防止欺诈行为。二是不涉及安全、健康、

环境保护的非网络标准，往往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在实施最低产品标准的市场上，

不论产品标准是强制性的还是自愿性认证标志，在没有其他进入障碍的条件下，

符合标准的产品都可以进入市场，因而市场仍然是竞争性的。总体而言，厂商只

能获得萨常利润，没有超额利润。但是，拥有技术优势的厂商，可以更快地符合

更高的质量标准，由于实施更高的质量标准减少了市场供给量，提高了产品的价

格，拥有技术优势的厂商可以获得暂时性的超额利润。因此，最低质量标准可以

作为一种竞争手段。

网络标准解决系统商品中各个部件之间的互联互通问题。部件之间的连接分

为水平连接和垂直连接。水平连接表示具有大致相同功能的两件或多件产品、服

务之问的连接、配合，如电话用户之间的连接。垂直连接表示互补产品之间的连

接。例如照相机、胶片、冲印设备组成了一个摄影系统，共同实现了摄影的功能。

网络标准可能长时间应用于多个产业，市场潜力及其巨大，标准领导者与追

随者的利益差距明显，标准竞争结果将会极大影响标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从而

影响经济利润。建立安装基础和预期管理是标准竞争的基本策略。

本文分析的标准竞争特指网络标准市场竞争：不兼容个体标准对市场标准地

位的争夺。后面内容所指标中竞争都指的是网络标准竞争．

2．1．3标准竞争中的网络效应

网络标准竞争区别于普通产品竞争的根源在于网络效应，或称为需求方规模

经济，是指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用户拥有某一产品所获得的效用会随着拥

有该产品的其他用户数量的增加而显著提高。用户数量既是竞争的手段，又是竞

争的目的。这方面典型的事例就是电话和电子邮件【l 81。在1993年，对于一个中

国大陆人士而言，拥有电子邮箱并没有价值，因为通过电子邮件与其他人交换文

档或信息的可能性比较小。但对于今天的科研人员或相关专业人士而言，拥有电

子邮箱的价值与1993年相比，则不可同同而语。

传统意义上的标准是作为一项需要遵守的统一的规则被人们认识的，标准的

目的更多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加强管理、发展贸易、扩大交流等，制订标准的动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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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为了谋求利益的共同性。但是，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

断加快，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标准被人们重新认识并被赋予了竞争的重要手段的

重任。标准的这项重任是通过对标准中所含有的基础技术的运用而实现的，而在

利用标准作为竞争手段的过程中，标准的网络效应起到了重要作用，网络效应已

经成为现代意义上标准的核心属性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标准竞争，从而企

业竞争的成败。不同的企业之间拥有不同的技术和以这些技术为基础的不同的后

备标准，这些标准只有在相互的竞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才能成为真正的标准(不

管是法定标准还是事实标准，都需要首先在同类标准竞争中取得胜利)。在当前，

许多领域的标准技术水平相近，各有优缺点，往往很难从技术上区分优劣。在这

种情况下，市场往往成了决定标准竞争成败的关键：谁真正的赢得了市场，谁就

能最终在竞争取得胜利，网络效应就是通过作用于市场以及市场的消费者来作用

于标准，并最终决定标准的竞争的。网络效应的存在使得需求方产生了规模经济

效应，消费者消费一种产品的总的效应水平不单单取决于产品本身，还取决于使

用该产品的其他用户的数量(即消费该产品所获得的网络效用)，是两者之和。因

此，企业在竞争时就要考虑到网络效应的影响，尽量使根据自己标准生产的产品

拥有大的市场占有率，以便获得大的网络效用。尤其是在ICT领域，网络效用更

是在标准的竞争中起到重要作用。

标准产品的总效应由两个部分组成，可以表示为：U 2，．+1，，其中，u为标

准的总效应，，．为标准的基本效应，与网络规模无关，是标准所达到的技术水平t

的增函数，即厂2厂∽，r。㈣>0；V即为标准的网络效应，是用户基础n的增函数，

V=v(n)，V’(疗)>0。

图2．1网络效应对标准竞争的影响

日本索尼公司与松下公司的家用录像机标准之争就体现出了网络效应在标准

竞争中的作用。自上世纪50年代起，索尼公司便丌始了一次又一次冒风险的技术

革新，从磁带录音机到晶体管收音机直至彩色电视机，索尼都获得了成功。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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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录像机领域，索尼Betamax制式和松下的VHS制式同为两种家用录像机生产

制式。索尼的Betamax制式录像机比其他牌号的录像机足足早了一年问世，而且

索尼还有其技术、品牌方面的优势，但是索尼忽视了放映时间长会对消费者吸引

力更大的问题，而VHS恰恰在这点上胜过了索尼。随着松下录像机对消费者的吸

引，网络效应丌始发挥它的作用，消费者购买VHS录像机会得到更大的消费外部

性，同时索尼不愿出售他的录像机生产专利；而松下则一上市就出售它的专利，

认为这样会使它的产品成为标准产品。这样一方面，录像机生产企业更容易获得

VHS制式录像机的核心技术，生产VHS录像机；另一方面，消费者也由于网络

效应而更愿意选择松下的产品。当全世界的录像机生产厂家都在转向松下公司的

VHS制式的时候，索尼仍然抱住它的Betamax制式不放。最终决策上的失误使索

尼在竞争中落败，成就了松下录像机霸王的地位。在这场竞争中，网络效应功不

可没。网络效应的存在使得忽视对消费者吸引的索尼市场占有率降低，产品的总

效用下降，而使重视吸引消费者的松下市场占有率上升，产品总效用上升，并最

终取得竞争的胜利。

技术标准的网络效应来源主要包括：供给方的规模经济、网络规模、用中学、

干中学、模块化创新、信息的递增收益等【l91。对应于上述网络效应的来源，其案

例参见表2．1。

表2．1 网络效应的来源及其案例

网络外部性来源 案例 作州机理

供给方规模经济(Shapiro and EVD和DVD的如果EVD播放机购买者越多，那么单台EVD播

Vanan，1999) 竞争 放机价格就会越低

网络规模(Katz，Shapiro，1985)电子邮件

用中学(Paul，1985) 软件使用技能

拥有电子邮箱的用户群体越大，申请电子邮箱的

价值就会越大

如果掌握了微软的Excel软件，那么要转到莲花

软件或其他同类软件，就要另外付出学习成本

产品配套品(H二derson，2000)超级VcD和传如果超级VcD的配套片源越多’消费者从购买
统VCD 超级VCD播放机所获得的效用就越来越大

干悄‰础e⋯2，徽“黼”操篇篇耋嚣稼硼鞭绷徘
模块化创新(Henderson，2000)USB接口

即插即用，促进了配套品的开发和生产，并方便

了用户使用，从而提高了整机的价值

信息的递增收益(Author,微软的“视窗”操该产晶被采川得越J“，该种产品的卢誉和使用知

1992) 作系统 识会得剑更快和更J“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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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国际标准竞争的福利比较

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强。技术标准作

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了生产过程，技术标准控制者可以提出按贡献率参与收入

分配的要求。在技术标准市场上，标准控制者通过垄断定价，取得了标准产品市

场的垄断利润，而众多标准产品的生产商只能获得比较小的经济利润。当这种标

准成为国际市场的标准时，标准控制者所属国家通过税收、利润分配等途径最终

成为垄断利润的实际控制者和使用者，其它国家的社会福利只是本国消费者获得

的一部分消费者剩余和比较小的生产者剩余。因此，标准的国际竞争不仅仅是厂

商之问的竞争，还是国家之间的竞争，技术标准成为分配国家利益的一种工具。

在对称条件(两个国家消费者人数相等，且对两种产品的技术标准具有相同

的偏好的情况)下Shy(2001)证明：当消费者偏好显示出国际网络效应时，两

个国家在相互承认外国标准时比相互不承认时社会福利水平更高，即帕累托相互

承认占优于相互不承认。这个结论甚至在偏好仅显示围内网络效应时也成立。但

是在不对称条件(某国的国内市场更大、专属标准更多、标准更优越等等)下，

保护或者扶持本国标准参与国际竞争，拒绝承认外国标准，可能有助于提高国内

社会福利【2们。

假定关于某种产品的技术标准国际竞争：有两种专属技术标准，其中一种是

外国标准，一种是本国标准即民族标准。对于一令丌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来说，

假定消费者没有标准的选择偏好，那么其国内市场标准竞争的格局可能有四种情

况：一是国家保护国内标准而不使用国际标准，二是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并存，

三是全面采用国际标准，四是国内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四种竞争格局将产生不同

的福利状况。

在分析过程中，假设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始终为零，即MC=0，以生产者剩

余与消费者剩余之和来表示社会福利。下图中，横轴为数量，纵轴为价格。AB

为只采用国内标准时的标准产品需求曲线，彳’召’为采用国际标准时的标准产品需

求曲线，因为网络效应的存在，所以彳’B’在AB的上方，即采用国际标准时国内

消费者获得了国际网络效应，消费者剩余高于国内标准，产生了更高的需求。国

内企业以边际收益与横轴的交点(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来决定最佳生产规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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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国际标准竞争的福利比较

2．2．1国家保护国内标准而不采用国际标准时的福利

这种情形即为保护民族标准政策，全面采用本国标准。图2中需求曲线AB

代表在全面采用本国标准时，国内市场对民族标准产品的需求曲线，厂商边际收

益MR。由于MC=0，国内企业最佳生产规模为MR=MC，即在D点进行生产，

市场均衡点为E，市场均衡价格为C，社会福利TS=ACE+CEDO。

MR
Q

图2．3采用国内标准时的福利

2．2．2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并存时的福利

在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并存的情况下，市场需求曲线仍然是AB，生产规模

仍然是OD，但那些按照国际标准生产的国内企业必须支付符合成本R，所以整

个社会的福利必需减除这一部分成本，即TS’=ACE+CEDO—R

2．2．3全面采用国际标准时的福利

在采用国际标准时，国内企业获得国际标准的网络效应，消费者形成更加良

好的市场规模预期，从而获得更高的需求曲线A’B’，生产规模由OD扩大至OD’，

市场均衡点为E7，市场均衡价格为C’。但国内企业要进行生产，就必须全面支付

符合成本以满足国际标准的要求，包括许可使用费、转换费用等等，以R’表示，

显然，R’>R，那么，社会福利碍”=彳7C留’+C宦，D’D一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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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采用国际标准时的福利分析

2．2．4国内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时的福利

在国内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时，需求曲线仍然是A’B7，生产规模还是019’，市

场均衡点为E7，市场均衡价格为C’，但国内企业无需再支付符合成本R或者R 7，

所以这时的社会福利TS”=A 7C宦’+C宦，D7D。

在几种标准竞争格局中，当R>0时，TS>TS’，即采用本国标准的社会福利

比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并存的高；只有当R=0即不需要支付符合成本时，两者的

福利水平才不会存在差别。

同样，如果R’0，或者R’足够小，d,N使嬲”>弼，则采用本国标准的社

会福利比采用国际标准要小，整个社会形成对国际标准的需求；但如果存在符合

存本，且足够大，大到使TS>TS”，那么使用国内标准保护国内市场将有利于提

高国内社会福利。

与其他几种竞争格局相比，国内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时的社会福利水平最高，

只有当R’=0时，TS”=TS”，除此之外，都比其它情形的福利水平要高。所以，

通过一定措施实现国内标准国际化，在国际标准竞争中获取主动权和控制权，能

够实现国内市场福利水平最大化。

事实上，标准已经成为分配国际利益的一种工具，因为标准拥有者或控制者

通过垄断定价取得标准产品市场的垄断利润，其所属国家通过税收、利润分配等

途径最终成为垄断利润的实际控制者和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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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网络效应在国际标准竞争中的作用机制

消费者根据标准产品的总效用选择各自偏好的标准，消费者的选择无形中“票

选”出市场标准，决定了标准竞争的结果。本部分内容构建模型定性分析了技术水

平和用户基数构成的标准产品总效用对标准竞争的影响。

3．1基本模型

标准的技术水平和用户基数决定标准产品的总效用，标准产品的总效用影响

消费者对标准产品的选择，进而影响标准竞争结果。模型以此为原理分析技术水

平和用户基数对标准竞争结果的影响。

3．1．1模型理论基础

在网络效应下，标准产品的效用不仅仅取决于产品的基本效用，还取决于产

品的网络效用，它等于两者之和：标准产品总效用=消费产品所获得的基本效用+

消费产品所获得的网络效用。在同等条件下，消费者会选择总效用水平大的产品，

以此达到效用最大化。企业也通过各种手段提高自己产品总效用水平，以获得更

大的市场占有率，实现更多经济利益。产品的基本效用决定于企业的技术水平：

技术水平高的企业产品的基本效用要大于技术水平低的企业的产品，产品的基本

效用是技术水平的增函数。产品的网络效用决定于网络系数和使用者人数：网络

系数越大或使用者人数越多，网络效用就越大。在用户基础相同的情况下，网络

系数越大，每增加一个消费者，每个所获得的效用就增加越多，产品的网络效应

就越大；在网络系数相同的情况下，用户基础越大，也就是用户规模越大，产品

的网络效用水平越大。每个消费者在选择标准产品时考虑的是获得的总效用(基

本效用+网络效用)。标准产品总效用越大，选择该产品的消费者越多，从而其网

络效用进一步增大，最终该标准成为市场标准。以电话为例，电话的基本效用就

是通信工具，通过通话满足人们与他人联系的联系需求；而电话的网络效用则与

电话用户数量相关，电话用户数量越多，消费者拥有电话的效用越大。在选择电

话网络时，新用户更愿意选择原来用户多的网络，因为网络中用户越多，潜在通

话对象就越多，该网络对新用户的价值就越大。同时，新用户的加入也增加了网

络对原有用户的价值，因为他们通话的潜在对象也增加了。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

铁路、航空等传统的网络产业中。

如前所述，网络效应取决于网络规模，即用户基础的大小。用户基础是指购

买和使用某一产品的用户人数。网络产品的用户规模越大，网络用户能够获得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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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效用就越多，从而网络效应就越强。因此，消费者在进行采用决策时，完全

可以根据产品用户基础的规模作为决策标准。用户基础既包括已有的用户基础，

也包括预期的用户基础。冈为一个潜在消费者在决定是否采用某一网络产品时，

既要考虑该产品现有的用户人数的多少，也要考虑有多少人将会采用该产品。一

般来说，如果已经采用一种网络产品的用户越多，就会有更多的用户在将来采用

该产品。

网络效应这一概念揭示了用户数量与产品价值之间的正反馈关系：随着购买

和使用一种产品的用户人数增加，该产品的价值上升；反过来，产品价值的上升

进一步吸引更多的用户。网络效应导致“网络”中用户需求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

相互依赖。

由于标准的网络效应，标准竞争之间存在市场垄断化趋势或者“赢家通吃”效

应。用户基数越大的标准越容易导致消费者的网络规模和网络效应的预期，从而

获得更大的网络舰模和网络效应，产生递增的规模报酬，并进一步强化早期的成

功，最终垄断整个市场。反之，用户基数较小的标准将逐步退出市场(Arthur,1996)。

Arthur的研究简化，简化如图4所示，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A技术和B技术

的采用者数目。当图中A和B的采用者数目差距不大时，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偏

好来选择技术，这时，技术A和B不稳定共存于市场。但当技术A和B的采用

者数目差距大到一定程度时，原来选择两种技术的用户都会选择技术A或B。此

时，我们就称之为该技术锁定在技术A或B上。Arthur的研究表明，显著的网络

效应可能意味着多种均衡，产业会被锁定在某一种技术上。到底哪一种技术在竞

争中胜出或成为事实标准，往往取决于早期采用者的行为。最终的标准赢家并不

一定是最好的技术。这种观点已经被消费电子产品中两种录像,NN式的竞争(VHS

对Betamax)所证实。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认为，从技术上来说，Betamax优

于VHS，但最终赢家是VHS[2¨。同样的案例还有打字机键盘布局QWERTY[221。

经济学家Paul A．David(1 985)QwERTY键盘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经济学分析。

我们目前使用的键盘被称为QWERTY键盘，其名字来自于键盘上方第一排字母

的排列顺序。这种键盘发明于19世纪70年代，一百多年来，QWERTY键盘一直

垄断着键盘市场，鲜有其他竞争者可以对其构成威胁。但是，据说这种键盘并非

最好的键盘。1936年，August Dvorak申请了Dvorak键盘的专利，据说此种键盘

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它可以通过平衡双手以及各手指之间的工作量减少打字

时手指的运动，因此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小的疲劳度。但是，Dvorak键盘并没有

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后来，节果电脑公司也曾试图从QWERTY键盘转向DSK键

盘，但也以失败告终。Paul A．David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其中很重要

的原囚之一就是网络效应在发挥着作用。打字机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兼容性使得任

何一个QWERTY键盘的购买和使用者都为受过兼容性培训的打字员传递了正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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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后来打字员使用QWERTY键盘的可能性【231。规

模经济使得QWERTY键盘使用成本随使用人数的增加而下降，产生了网络效应，

每一个新加入的消费者都会增加已有消费者使用该键盘的效用，同时也增加了其

自己的效用水平，这就使得后来的使用者有更大的可能性选择QWERTY键盘。

网络效应助QWERTY键盛取得竞争的胜利一臂之力。

技术A

和B的

采用者

群体数

目著距

技术A减去技术B的采用者数目／ 锁’

—卫名彳、．．．、．．．，．．⋯／0
U 、、⋯、、

7

～-‘

、、、

技术B减去技术A的采川者数目
、

锁；
r

剑技术A

术A和B不

定共存

剑技术B

图3．1 网络外部性条件下的技术采用

3．1．2模型基本假设

1．假定存在两个国家l和2，l为本国，2为外国；

2．市场上存在两种标准产品，分别根据本国标准和外国标准生产，且两种标

准是不兼容的技术标准； ·

3．两国的消费者数量稳定，本国消费者数量nl，外国消费者数量n2，且

疗l+n2
2

n．

4．两国各自的产品都按其国内统一的标准进行生产，两国之间不存在贸易障

碍，两个国家的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方便地选择本国或外国的标准产

品；

5．两国消费者对两种标准产品没有特别的偏好，他们的选择只与标准产品总

效用水平相关：

6．标准的网络效应是指随着标准的用户基数扩大，消费者获得的总效应也随

之提高。标准的总效应由两个部分组成，可以表示为：U=r+v，其中，U为标

准的总效应，，为标准的基本效应，与网络规模无关，是标准所达到的技术水平t

的增函数，即，=，．(f)，，．’(f)>0；V即为标准的网络效应，是用户数量捍的增函数，

1，=y(玎)，1，7(玎)>0。

图3．2表示两国消费者购买不同标准产品的效用。横轴表示标准产品的使用



硕I学fI论文

者数量；r是产品消费者所获得的单独效用，即与该产品的消费者数量无关而只

与标准技术水平相关的效用；左纵轴表示消费者购买国家l标准产品的效用，右

纵轴表示消费者购买困家2标准产品的效用；曲线y(K、K‘、Vl“、巧)表示不同

技术水平下消费者的效用曲线，其交点对应两类标准产品效用相等时的均衡点，

或称无差异市场份额点。如当标准产品l和标准产品2的技术水平相同时，基本

效用分别为^、乃，且rt=r2，它们对应的效用曲线分别为Vl、V2，两条效用曲

线的交点为E，对应的无差异市场份额为n／2，该点表示消费者选择两类标准产

品的效用相同，若标准产品l的市场份额在E点左边，消费者购买标准产品1的

效用小于购买标准产品2的效用，那么最终消费者将选择标准产品2；如果标准

产品1的市场份额在E点右边，消费者购买标准产品l的效用大于购买标准产品

2的效用，那么最终消费者将选择标准产品l。

UI V＼／／’o-／Vlj V-

。，，一，，。’i、、＼曼，／ ，，Vi’’

一一，，，，，，，，，，，，，，，’一 | | |
图3．2网络效应在国际标准竞争中的作用

3．2基于技术水平的国际标准竞争分析

U2

当本国技术水平高于外国时：tl>t2，本国标准的基本效应大于外国标准基

本效应：‘’>r2，标准产品1的效用曲线上移到K’， K’与圪相交于E’，这使得

让两国标准总效应相等的用户基数规模向左移动，图7中为刀’，U。(以’)=U：(刀7)，

而甩’<n／2，这意味着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本国标准的国际竞争力得到强化，

能在更小的用户基数上实现标准竞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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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本国技术水平高于外国标准时的竞争分析

当本国技术水平低于外国：tl<t2时，本国标准的基本效应小于外国：1“<r2，

标准产品l的效用曲线下移到_”， K”与％相交于E”，这使得让两国标准总效应

相等的用户基数规模向右移动，图8中为，z”，U。(，z。)=U：(以”)，而以”>n／2，这意

味着由于本国标准的技术水平降低，国外标准的国竞争力得到强化，而弱化了本

国标准的国际竞争力。

图3．4本国技术水平低于外国标准时的竞争结果分析

在当今的国际标准竞争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要

想在技术上赶超发达国家并非易事。发达国家技术领先，标准化进程较早，抢占

了市场竞争优势，获得了较大的用户基数，因此在国际标准竞争中，发达国家处

于绝对优势。

3．3基于用户基础的国际标准竞争分析

情形1：两国标准技术水平相同，用户基数相同(如图3．5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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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两国标准技术水平用户基础相同时的竞争结果分析

在两围标准技术水平相同，即‘-2‘z，两国标准的基本效应相同，即_2眨的

条件下，若两国消费者数量规模一样，刀，。刀z
2
n／2，则两国标准的网络效应相

同，Vt
2

Vz，所以两国标准的总效应也相同，Ul_U：，两个标准并存于两国市场。

如图所示，两标准产品效用曲线交与E点，无差异市场份额为n／2。

情形2：两国标准技术水平相同，但本国标准用户基数大于外国标准．‘如图

3．6所示)

图3．6技术水平相同用户基数大于外国标准时的竞争结果分析

在两国标准技术水平相同，即‘-2 fz，两国标准的基本效应相同，即-2吃的

条件下，两类标准产品效用相等的无差异市场份额依然为n／2。但若玎·>甩z，则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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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z，从而导致ut>Uz。如图所示，TLI在两类标准产品的效用曲线上对应的点

分别为EI、E2，对应的总效用为U。、U：，从图中可显然看出u->uz。即本国标

准产品的总效应大于外国标准产品，消费者更多地选择本国标准产品，并基于“赢

家通吃”效应得以让本国标准获得幽际竞争的主动权，逐步将国外标准挤出市场，

直至最后形成国内标准的市场垄断局面。反之，若甩l<刀2，则h<V2，因此∥l<u 2，

即本国标准的总效应小于外国，消费者更多地选择外国标准。

情形3：本国标准技术水平低于外国标准，但本国标准用户基数大于外国标

准(如图3．7所示)

n

图3．7技术水平低用户基数大于外国标准时的竞争结果分析

当本国标准技术水平低于外国：ft<f：时，本国标准的基本效应小于外国：

‘<吃，标准产品1的效用曲线下移至K。，两类标准产品效用曲线交于E。，这使

得让两国标准总效应相等的用户基数规模向右移动，图中为n”，【，．(，l’)=U，(n’)，

而，l”>厅／2，这意味着由于本国标准的技术水平降低，国外标准的国竞争力得到

强化，而弱化了本国标准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只要其用户基数足够大，足以实

现u。>U：，促使消费者基于更大的网络效应而选择本国标准，本国标准也有可能

实现国际竞争的胜利。如图示，若刀l>咒。，％与两类标准产品效用曲线分别交于巨、

E，，对应的总效应分别为U、【，，，显然阢>U，。

当然，如果本国标准的技术水平太低，导致消费者形成对外国标准的“一边

倒”，那么，即使有再多的潜在用户基数也无法使本国标准在竞争中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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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4：本国标准技术水平高于外国标准，但本国标准用户基数大大小于外

国标准(图3．8)

U2

图3．8技术水平高用户基数小于外国标准时的竞争结果分析

当本国标准技术水平高于外国：ft>fz，本国标准的基本效应大于外国：_>眨

时，本国标准基于技术水平的基本效应将大于外国标准。此时，两类标准产品效

用曲线交于E’，两国标准总效应相等的用户基数规模为n’，且n’<n／2，即本国，

标准只要在比较小的用户基础上即可取得与外国标准同样的总效用。

如图12所示，如果本国标准用户基数未达到n’，即n。<n’，以。与两类标准产

品的效用曲线分别交于E、E，，对应的总效用分别为U。、U：，显然可见U。<U：，

即本国标准总的网络效应小于外国标准，消费者倾向于选择外国标准产品，本国

标准虽然技术水平高但还是竞争失败。

情形5：本国标准技术水平和用户基数都高于外国标准(图3．9)

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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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技术水平用户基数高于外国标准时得竞争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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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本国标准技术水平高于外国：‘>，z，本国标准的基本效应大于外国：

_>吃，此时，两类标准产品效用曲线交于E’，两围标准总效应相等的用户基数

规模为刀’，且，z’<．／2，即本幽标准只要在比较小的用户基础上即可取得与外国标

准同样的总效用。

若本国用户基数高于外国时，市场将会强化本国标准的竞争力。如图所示，以．

与两类标准产品的效用曲线分别交于E、E，，对应的总效用分别为U．、U，，显

然可见U，>U，。本国标准在基于技术水平的基本效应提高的同时，其网络外部性

价值也将进一步提高，消费者将更倾向于选择本国标准，从而，本国标准的产品

将更快地将外国标准的产品挤出市场。

3．4小结

从以上分析来看，最佳情形当属当技术水平和用户基数都高于其他国家时，

这时能够毫无悬念地在国际标准竞争中获取胜利，如前情形5所论述。但对于发

展中国家来说，这样的情形毕竟不可多得。

如果科学技术与其他国家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发展中国家要在国际标准竞

争中取胜，可以通过扩大本国标准的用户基数，扩大其网络外部性价值，来提高

其市场价值，以争取有利的市场地位，如前述^=t，时的情形。

而当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比其他国家低时，只要其消费者规模能达到使其

网络效应大于外国标准产品，仍然有机会在国际标准竞争中获取胜利，如前述3．3

中情形3中的情形。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在高于其他国家时，如果其消费者规模达不到使其网

络效应大于外国标准产品，也可能在国际标准竞争中失败，如前述3．3中情形4的

情形。 ．

综合以上情形，可以发现除了技术水平以外，一个国家标准的用户基数的大

小也可以影响其国际地位。用户基数可以强化具有技术优势的标准的竞争力，也

可以改变技术落后情况下的标准竞争格局。当然，若是技术落后过多，就算有再

多的用户基数也无法弥补这一缺陷。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在推行技术标准创新政

策的同时努力推广本国标准，充分利用本国消费者来扩充用户基数，增加本国标

准的网络效应，以在国际标准竞争中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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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国际标准竞争现状及案例分析

4．1国际标准竞争的现状分析

技术标准不仅是一种竞争手段，而且已经成为市场竞争对象，成为决定一个

企业或者企业集团生死存亡，乃至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兴哀的重大问题。随着经

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标准逐渐成为组织国际分工、维护国家利益、取得国家竞

争优势的主要工具。因此，世界各国纷纷制定本国的标准化战略，促进本国标准

参与国际标准竞争，力图在国际标准竞争中占据主动。本部分内容主要分析了国

际市场上标准竞争现状及我国参与国际标准竞争的情形。

4．1．1国际市场上标准竞争的现状

在当前国际标准竞争中，由于发达国家技术领先，科技基础扎实、品牌知名

度高、支持服务体系完善，发达国家在标准丌发和标准推广中抢占了先机。再加

上在国际标准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发达国家在制定和推广国际标准竞争活动中占

有明显优势。相应地，不论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还是通过国际合作机制产生的国

际标准，发达国家都处于领先地位。

1．竞争基础分析

经济实力与技术实力决定了国家参与国际标准竞争的基础。经济实力的重要

指标是一个国家GDP总量和人均GDP数量。技术实力的主要指标包括研发投入、

专利数量、科研人员数量和论文数量等。

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极大支持了本国标准的发展，有利于标准在国际市

场中的推广。在全球40．8力．亿美元的GDP总量中，发达国家占32万亿美元。其

中，美国GDP总量12．95万亿美元，人均43166美元：欧盟12．9万亿美元，人均

28043美元；日本4．59万亿美元，人均35307美元。而中国为2033万亿美元，

人均仅1792美元【241。

国家技术水平决定了技术标准的技术水平高度，技术水平高的标准才有可能

参与国际标准竞争并成为国际标准。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技术实力举足轻重，国

际标准的竞争是各国产业技术实力的竞争。据统计，2006年，发达国家研发投入

占世界研发投入总量的86％；发达国家的专利数量占世界专利总量的90％以上；

发达国家科研人员数量占世界科研人员总数的59％。论文数量等也大大高于发展

中国家㈣。

发展中国家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技术实力上都处于劣势，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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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标准竞争。

2．竞争结果的现状分析

从目fji『来看，发达国家在标准化方面的领导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绝大

多数现有国际标准都是发达围家制定的；二是国际标准化组织主要由发达国家掌

控，如TC／SC秘书处的职位大多由发达国家担任。

发达国家主导制定了绝大部分国际标准。截至2006年底，ISO共制定国际标

准16455项，IEC共制定国际标准5613项，总计22068项。其中，以主要发达国

家为主起草的国际标准占95％以上，发展中国家负责起草、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

的比例不足5％(截至2006年底，中国共完成了53项国际标准制定工作，其中

ISO标准37项，占ISO标准总数的0．22％；IEC标准16项，占IEC标准总数的

O．29％)[25】。主要发达国家是国际标准的主要起草者。在事实国际标准竞争中，

由于主要发达国家具有绝对的技术优势，因此处在绝对制高点位置。

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职务主要由发达国家担任。表4．1列出了主要发达国家和

我国近5年承担ISO、IEC秘书处的数量及2001年以来的增长情况。

表4．1主要发达国家和我国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秘书处的数量

数据来源：《主要发达国家技术标准国际竞争策略及实施成效研究》

在IS0147个成员国中，美、英、德、法、日5个国家承担的技术委员会秘

书处数量占总数的64．5％。在IEC65个成员国中，该5国承担的秘书处数量占总

数的63．5％。

此外，数据表明，美、日等国在争取承担ISO、IEC领导职务方面卓有成效。

2000年以来，ISO、IEC主席职务大多由欧美和日本担任；技术委员会主席一职，

美、德、英、法、日5个国家共承担了¨8个， 占技术委员会总数的63．1％。这

些均表明了主要发达国家在制定国际标准中掌握着大部分主动权。

随着标准的重要性与同俱增，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重视本国标准的发展，开始

研究、制定本国标准化战略，争取国际标准化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实质参与权，以

提高本国技术标准对国际标准的影响力，寻求公平合理的国际标准和规则。



4．1．2我国参与国际标准竞争的现状

由于我国标准化工作起点比较低、起步比较晚，在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我

国还没有形成完整、明确的标准竞争战略，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我国处于不利地

位。与发达图家相比，我困总体科技水平比较落后，即使在相对领先的领域，中

国技术产品也而临强大的竞争对手。在标准竞争中，这种状况表现为：一是中国

标准基本上属于国内市场现有外国标准的升级标准、延伸标准，还没有一个中国

标准完全属于创新标准：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产品、丌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二是

绝大多数标准目前还停留在国内市场，与国外标准争夺国内市场的统治地位，鲜

有跨出国门展开国际竞争。

1．标准化体系的逐步完善为参与国际标准竞争提供了良好基础

从我国制定的法律法规和研究成果角度看，我困的标准化体系逐步完善，并

不断朝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方向发展。我国在199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标准化法》，199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围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认证认可监督条例》等，涉及标准化工作的部门规章有五十多项，构成了

我国的标准化法律法规体系，是我国标准化工作的最高准则。2005年，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完成了“中国技术标准发展战略研究”、“国家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研

究”、“技术性贸易措施战略与预警工程方案”三项课题。

2．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我国颁布实施了《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技

术的管理办法》，为我国参与国际标准活动提供指导。我国一直是三大国际标准化

组织的积极成员。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代表中国参加ISO和IEC组织，信息产

业部代表中国参加ITU组织。我国多次当选为ISO、IEC理事会的成员，并承担

了ISO和IEC中的10个技术委员会(TC)和分技术委员会(SC)的秘书处工作。在

ISO和IEC的908个技术委员会和分技术委员会中，我国有近300家机构参与643

个技术委员会和分技术委员会的活动，占总数的70％t261。

我国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政策既考虑了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又符合国

际标准化组织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原则和宗旨，这些政策主要

体现在t一是在国家标准化主管部门的统一管理和推动下，国内相关机构积极跟

踪各主要国际标准组织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最新标准化动向、发展战略、

管理模式、理论研究情况，根据我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早期介入、重

点参与相关的国际标准化活动；二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积

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三是采取各种措施培养标准化人才；四是加强

与世界其它国家之问的合作，以进一步提高中国标准和标准化的发展水平。

3．制修订的国际标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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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积极参与ISO、IEC和ITU技术层面的工作，并以我国的全

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为核心，组织相关企业、事业单位的科研力量进行了大

量国际标准制修订方面的有益探索。中国制修订的国际标准截止到2005年底已经

完成了46项，其中ISO标准30项，IEC标准16项【261。我国参与制修订的国际

标准大多集中在机械工程、矿物和会属、基础科学以及电工的个别领域中，而在

公共安全、环境保护、食品安全、能源和医疗卫生、信息技术、材料、建筑、服

务业和农业等领域中，还需要中国更加深入广泛地挖掘优势技术和特色技术，并

更加有效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从全球范围的国际分工角度来看，我国企业大多处于基础产业和总装工序。

由于几乎所有的标准都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只能被动地顺应

技术和市场变化，在夹缝中生存。目前，经过政府、产业界和研究机构的共同努

力，诞生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技术标准(参见表4．2)，在国内、国际

市场上展丌国际竞争。

表4．2几个主要的中国标准

名称 RFID EVD IPV6 AVS 闪联 WAPI TD．SCDMA

简介

应用范围

条形码无线DVD升级

版，费接触产品，新

式自动识别一代高密

技术 度数字激

光视盘系

’统

生产、仓储、音频、视

物流、零售频播放

等领域

标准发起复日‘大学等经贸委和

人 研究机构和信产部主

公司 持，北京

阜国数字

技术有限

公司研发

新一代互联

网IP协议，

扩展紧缺的

国内互联网

地址

数字音视频实现多个信无线网络第3代移动

系统的基础息殴备间的连接协议通信标准

编码标准 网络连接、

、
资源共享和

相互操作

互联网、IP数字广播、

电话，网络激光数字存

设备、移动储媒体、无

通信 线宽带、互

联网等

信产部、科

技部、国家

发改委和中

国工程院等

八个部委发
起

中科院计算

所、清华大

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

北京工业大

学、香港科

技大学等

PC、家电、

手机等现有

信息设备的

互联网和增

值

联想等5家

国内信息产

业巨头

标准发展2004年6月2002年第国外IPV6 2004年申请2004年3月

状况 提交国家标一台样标准已经发成为国家标提交国家标

准；863项机，2004展了lO年，准。会员达准；已经研

年最早在但还没有完95家，包括发200多项

全球提出成 中外大学、 专利

产业化 研究院和著
EVD 名企业

无线网络移动通信

的信息安

全且连

西电捷通

公司等

2004年1

月成为国

家标准，

原计划

2004年6

月强制执

行

大唐移动通
讯公司

2000年国际

标准之一，

已经形成产

业联盟、完

整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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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且联网实验室。新全球主义，第70～72页。

4．2我国参与国际标准竞争的案例分析

在这一部分，本文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我国标准竞争案例进行分析。一

是我国WAPI与美国802．11i无线标准之争，尽管我国企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

WAPI一直未能被接受为国际标准；二是防电墙电热水器标准，该标准继成为我

国国家标准后，被国际电工委员会认可，适用于具有类似接地情况不良的国家；

三是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之争，我国TD．SCDMA已被接受为国际电联三个3G正

式标准之一，目前与另两个标准共存，继续竞争。主要剖析了三个标准的竞争过

程，以及网络效应在竞争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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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失败案例分析

WAPI与美国802．11i无线标准之争是一个我国标准竞争失败的典型案例。

WAPI(WLAN Authentication and Privacy Infrastructure)，即无线局域网鉴别与保

密基础结构，它是针对IEEE802．1l中WEP协议安全问题，2003年在中国无线局

域网困家标准GBl5629．11中提出的WLAN安全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已由ISO／IEC

授权的机构IEEE RegistrationAuthority(IEEE注册权威机构)审查并获得认可，

分配了用于WAPI协议的以太类型字段，这也是我国目前在该领域惟一获得批准

的协议。

802．11i是IEEE提出的新一代无线局域网(WLAN)安全标准，802．1li作为

一种相对成熟的安全标准，是IEEE标准委员会于2004年6月25同正式批准通

过的。目fji『包括迅驰和联想最新的电脑在内的大多数无线网络产品所采用的都是

802．11B的传输协议，它是由美国非赢利机构WI．FI组织制定和进行认证的。

为了推动国内相关技术的发展和保护国内厂商的利益， WAPI在2003年成

为国家标准，自2003年12月l F1起丌始实旌，并规定到2004年6月l同，未获

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和未施加中国强制性认证标志的无线局域网产品将不得出

厂、进口、销售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但是，在2004年4月22日，在第

十五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在权衡国际贸易大局后，中国做出让步：无限期延期“此

前制定的2004年6月起强制执行WAPI国家标准”的计划【271。此项标准搁浅，暂

时没能再与外国标准竞争。

我们可以运用网络效应来分析该项标准竞争失败的原因。

首先，我们考虑该项标准的基本效用，基本效用只与技术水平相关。由于对

WAPI的技术改进程度有不同观点(有专家认为WAPI能满足WLAN应用需要的

安全技术，解决无线局域网产品的安全问题；还有专家则认为该标准本身不够成

熟)，而且WAPI技术的具体内容没有公开，我们很难判断其技术的质量优势如何。

因此，我们假定这两种标准并无优劣之分，技术水平相同。据前面章节的分析，

我们认为，两项标准的基本效应相等。
‘

其次，考虑用户基础决定的网络效用。美方标准在申请国际化标准和占领市

场上大大领先，我国国家对WAPI的支持仅限于政府采购，因此在家庭和普通企

业市场，无限局域网的产品超过90％已经被英特尔等给予美国标准的“迅驰”技术

占领。目前，IEEE802．1l系列标准，在包括欧洲范围在内的全球范围内，已经成

为WLAN的主流标准。而我国无线局域网接入设备市场为美国英特尔公司所垄

断。英特尔依靠其嵌入笔记本的“迅驰”芯片，占领了约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281。

原计划“2004年6月起强制执行WAPI国家标准”搁浅，WAPI一直没能获得市场

份额，缺乏用户基数，从而处于不利地位。即在该项标准竞争中，国内消费者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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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成了外国标准的用户，国内标准的用户基础远远小于外围标准，从而国内标

准的网络效应大大小于外国标准的网络效应。

从上述分析可见，尽管技术上没有差别，但由于用户基础产生的网络效应的

影响，国内标准的总效用小于外国标准，从而在竞争中失利。由此可见，标准竞

争的结果不仅仅取决于技术。

作为一个消费大国，我国原本可以利用本国消费者作为用户基础，扭转竞争

局面。如图4．1示，中国拥有庞大的WLAN市场。在中国，无线局域网(简称

WLAN)应用市场开始于2000年，真正启动却是2001年下半年，在2002年上半

年，由于公众运营市场和行业用户对WLAN应用需求的增长，2002年我国WLAN

运营市场比较活跃。由于基数较小，我国WLAN设备市场规模在2002和2003

年增长率很大，分别达到182％、205％。随后几年，我国WLAN运营市场发展迅

速。2007年，中国(大陆)WLAN设备市场规模达到1．42亿美元，同比增长56．7％，

成为亚太地区(不含日本)最大的WLAN设备市场【2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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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002jV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图4．1 2002．2005年中国WLAN市场整体规模对比

数据来源：赛迪网，2006．http：／／www．ccidnet．corn／

在这场国际标准竞争中，涉及到的主体不仅只有企业，还有政府之间的较量。

我国政府给与了WAPI强大的支持。比如2006年1月，由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

部及科技部共同发布了《无线局域网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其中就已明确规定，

从2006年2月1日起，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用财政性资金采购无

线局域网产品和含有无线局域网功能的计算机、通信设备、打印机、复印机、投

影仪等产品的，应当优先采购符合国家无线局域网安全标准WAPI(GB

15629．11／1102)并通过国家产品认证的产品。其中，国家有特殊信息安全要求的项

目必须采购认证产品[30】。然而，这个规定却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其中最主

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相关产品的供应——国内没有厂商按照WAPI的标准进行生

产。由于种种原因，WAPI没能争取到国内消费者的支持，缺乏用户基数，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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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4．2．2成功案例分析

电热水器“防电墙”标准成功升级为国际标准，我们以此作为成功案例来进行

分析。2007年7月l同，新《电热水器困家标准》实施【3¨。该标准2006年底颁

布，包括热水器安全标准、热水器性能标准、热水器安装规范在内的3项内容。

该标准规定，凡是市场上销售的电热水器产品都应有“安全”标志，“防电墙”技术

是其中一项可以保证电热水器洗浴安全的技术。2007年底，电热水器安全标准提

案被国际电工委员会(IECTC61)接纳，正式写入最新的国际标准，适用于应用

到具有类似接地不良问题的国家，并将于2008年年底发布。

据国务院多个部门联合发布的((2005年中国家庭用电环境调查报告》显示，

中国近76％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用电安全隐患【32】。而电热水器由于对用电环境

要求很高，所以极易发生安全事故。J下是基于这一国情，帅康、海尔等企业一直

都在进行“防电墙”技术研究，并取得了相关专利。以海尔、帅康为主的国内企业

希望能将该技术列入国家标准，而国外企业反对列入。这一标准竞争涉及到国内

外企业将来的产品发展，从而影响利益分配。

从最终结果来看，该技术为IEC所认可，被写入国际标准，原因有二：一是

“防电墙”技术是技术创新的结果，使用该技术的产品比不使用该技术的产品更能

保证消费者的安全，技术上的优势增加了标准产品的基本网络效用；二是由于庞

大的消费者市场的需求。我国电热水器市场规模庞大，且市场规模增长稳定，未

来市场空间巨大(如表4．3示)。生产厂家为满足消费者需求，保持市场占有率，

必须遵守该标准进行生产。若是我国市场规模小，消费者数量不足以引起厂家重

视，生产厂家完全可以忽视这一市场，从而不遵守该标准。正是由于我国巨大的

市场规模，外国厂商不敢小看我国标准。表4．3展示了我国2000到2006年热水

器市场规模的变化情况。

表4．3 2000．2006年中国电热水器市场规模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人陆电热水器市场综述分析报告》作者根据北京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

司与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整理
‘

在中国迅速发展的电热水器市场上海尔、史密斯、阿早斯顿三巨头几乎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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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电热水器市场2／3的市场份额。在“防电墙”技术实施前后，它们的市场占有率

情况如表4．4所示。其中，海尔顺应消费者对于用电安全问题的考虑，在2002年

3月适时推出“防电墙”概念并成功运作，使海尔在这场热水器安全性能大战中表

现不俗。从表中可见，2005年到2008年始终处于领头地位，保持绝对的竞争优

势，且市场占有率逐步增长，截至2008年3月，海尔市场份额高达36．4％。另据

中国权威家电研究机构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公司数据显示，2008年4月海尔

市场份额高达40．13％t"J!

表4．4 2005—2008年中国电热水器市场前三名占有率变化情况(单位：％)

数据米源：《现代家电》中怡康对全国166个城Ili 1400家经销商销售监制

可以说，这是一次国内标准在国内市场与国际标准正面竞争所取得的胜利。

国内媒体甚至称，这使得在国外市场上屡遭“技术壁垒”之苦的中国企业，开始学

着利用“技术壁垒”保护国内消费者和自己的权益，且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341。

另从表中可见，在这场标准之争中，外国企业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是：防电墙技术只是一项推荐标准，而不是强制性标准。外国企业并

不是一定要遵照该项标准生产才‘能在我国生产销售。从这一层面说，外国企业产

品生产并不会受到很大影响，而诸如海尔之类的国内企业获得的利益也并不是非

常大。此外，随着更多具有接地情况不良的发展中国家引入即将颁布的新标准，

防电墙技术表述还将影响到电热水器产品向这些国家的出口，从而可能进一步影

响到电热水器厂商的利益分配。

4．2．3竞争前景尚不明确案例分析

TD．SCDMA是中国提出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是中国通信领域第一个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标准，是中国百年电信技术史上的重大突破。1998年，经信

息产业部批准，大唐集团以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贸易代表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

提交了第三代移动通信传输技术TD．SCDMA标准提案。2000年5月，TD．SCDMA

顺利被批准为国际电联的三个3G正式标准之一。其它两个标准是WCDMA、

CDMA2000。其中WCDMA支持者主要是以GSM系统为主的欧洲厂商，包括欧

美的爱立信、诺基亚、朗讯、北电以及日本的富士通、夏普等厂商。CDMA2000

由美幽的高通公司主导提出，摩托罗拉、朗讯和韩国三星都已参与，目前韩国成

为该标准的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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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自{『，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这些标准的提供商把中国市场作

为决胜第三代移动通信市场的最重要的筹码，一旦我国选择了某种技术标准，世

界市场的天秤就可能会向这种技术标准偏向。这三种标准力争成为我国第三代移

动通信标准。

我们还是运用前述网络效应来分析该项标准竞争。

首先是基本效应的比较。由于提出较晚，TD．SCDMA采用了更多先进技术，

且具有频谱率较高、系统设备成本较低、能很好地向4G兼容等技术优势。但这

种技术优势并不明显，我们依然假定TD．SCDMA与其它标准技术水平相同，基

本效应相等。

其次是基于用户基数的网络效应的比较。由于中国基本没有参与第一代、第

二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研究开发，2G技术GSM和CDMA的升级技术WCDMA

和CDMA2000的研发和商用领先于TD—SCDMA，在用户基础方面取得了先动优

势。截至2003年12月，国际上3G用户超过500力．户，其中WCDMA和CDMA

各占一半。同时，因为第三代通信的用户可以分享第二代技术的网络外部性收益，

GSM系统在全球移动通信市场份额超过70％；而以CDMA为基础的IS一95以及

增强一代的CDMA One也占到移动通信市场10％左右的份额。在我国的市场上，

GSM用户超过7000万户，中国联通CDMA的用户超过2000万户【31。从现有用

户数量上来说，TD．SCDMA远远落后于其它两项标准。

作为我国新提出的标准，TD．SCDMA可以充分利用我国巨大的移动通信市

场，通过用户基数的扩大，获得网络效应。一旦TD．SCDMA成为我国的市场标

准，由于存在巨大的市场规模带来的利益，将会得到更多的厂商支持，从而用户

基数进一步扩大、互补产品增多，获得规模经济。我国移动通信市场规模巨大，

发展速度快(见表4．5)。2001年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数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

截至2007年6月，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已有6亿多，全世界移动电话用户是30亿，

我国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一(资料来源：新华网)。我国移动通信市场还有巨大的发

展潜力。

表4．5 2000--2006年中国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

数据米源：((2007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

由表4．5可见，我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3G潜在市场。当面对巨大的新兴市场

或者市场高速增长时，现有安装基础所锁定的用户数量，可能是微不足道的【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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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TD．SCDMA能争取到幽内消费者作为其用户基础，其网络效应将大大增加，

从而标准的总效用增加。随着用户人数的增加，将会有更多潜在用户选择该项标

准，形成良性循环，增加标准的效用。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实际对此进行比对。首先是政府对此项标准给予了一定

的政策支持，降低生产者风险的同时，给消费者良好预期，有利于增加标准的用

户基数。其次，中国选择中国移动这一具有实力的运营商运营TD．SCDMA，有利

于TD—SCDMA争取更多消费者。一是中国移动拥有世界最大、最好的专业网，

客户规模居世界前列，竞争优势非常大；二是中国移动资金实力雄厚，现金流充

裕，经营业绩优异；三是中国移动有丰富的移动通信运营经验。有这三点做保障，

中国移动可以为TD争取更多得消费者数量，TD成功可能性非常大。因此，

TD．SCDMA通过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规模优势和影响力，能得到推广，借助国内

巨大的消费市场，与外国标准竞争。

在多方努力下，TD．SCDMA取得了重大突破，产业链同趋完善和成熟，系统、

芯片、终端、网管、仪表及元器件等各产业环节均已经形成多厂商供货环境；

TD—SCDMA扩大规模的网络技术应用试验的推进，使得TD．SCDMA网络与产品

的可商用性得到了更严格的验证。随着TD．SCDMA产业链的不断完善、技术水

平的逐步成熟，国产TD发展势头良好。易观国际研究表明，2007年第二季度

TD．SCDMA总市场舰模已达到72亿人民币。专家预测TD．SCDMA在经历2007

及2008年的建设导入期后，2009至2011年将进入建设的高峰期，TD用户数量

将实现放量式增长(预测数据如图4．2所示)。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 1年

180％

160％

140％

120％

100％

图4．2 2008．2011年中国TD—SCDMA用户数预测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07，1 1．http：／／www．ccidnet．eom／

截至2008年3月底，TD．SCDMA部署的lO个城市15000个基站的网络已经

完成，现有11家终端企业取得了终端入网许可证，4家设备厂商取得了TD．HS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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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入网许可证。4月1同起，中国移动向8个城市『F式启动TD．SCDMA社会化

业务测试和试商用【36】。中国移动08年9月12同在网站上公布《中国移动扩大的

TD．SCDMA规模网络技术应用试验网二期工程无线网设备采购招标公告》，正式

启动TD．SCDMA的二期招标工作，将在28个城市建立3G网络。

中国移动通信市场规模庞大，对全球市场有着巨大的示范效应，一旦

TD．SCDMA在中国顺利发展，将会吸引更多的海外巨头加入TD—SCDMA产业阵

营。海外巨头的参与将进一步推动TD．SCDMA发展。至此，TD．SCDMA不论在

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已在国际上被广大运营商、设备制造商认可和接受。

在移动通信发展历史上并没有产生完全统治整个市场的技术规范，一直是几

种技术炒范同时并存于市场。第一代移动通信有AMPS、TACS和NMT三种主要

标准，这几种标准在市场上基本平分秋色。第二代系统基本上以时分多址(TDMA)

为主，主要有PDC、DAMPA和GSM三种标准，其后又有美国的高通公司推出

的基于窄带码分多址(CDMA)为基础的IS95CDMA系统【371。从这一点看，

TD—SCDMA完全可以与其它两项标准共存于市场。

4．2．4案例小结

前述案例中，中国WAPI在与美国802．1li无线标准的竞争中被无限期推迟应

用，暂时不能参与竞争；而在3G标准之争中，TD．SCDMA已被确立为中国3G

通信{亍业标准，目前TD—SCDMA产业化进程顺利，进入试商用阶段，发展前景

良好；中国企业在电热水器防火墙标准之争中，无疑是获得了成功。总结比较它

们的经验教训，可以发现影响标准竞争输赢的因素，除了技术水平和政治因素外，

市场因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WAPI和3G标准竞争案例中，它们具有共同点：都是我国基于自主知识

产权提出的标准；都是在该领域已有标准存在，且占领了大部分市场份额；我国

政府给予了这两项标准极大的支持。

但在这两项标准竞争的环境不尽相同：中国移动通信市场在世界上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巨大的市场规模能够影响到国际通信标准的选择；而无线局域网并

没有这样的地位，尽管我国WLAN市场发展迅速，但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并不大，

特别是在2004年以前。但WAPI完全可以利用本国市场获取网络效应，以增加标

准产品的价值。事实上，2005年2月，中国WAPI代表团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标

准组织特别会议期间，SC6主席、韩国金峻年教授就曾向中方代表团成员表示：“为

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在国际标准组织内推进，甚至不惜和美国进行激烈斗争?

中国有那么大的市场，国内标准就等同于事实上的国际标准了【27】!”

在电热水器防电墙标准竞争中，中国获得了胜利，除了技术原因外，很重要

的原因之一是我国巨大的消费市场。电热水器防电墙标准在发达国家并用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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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我困需要使用这一技术的消费者数量少的话，生产厂家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一

需求，也就没有把这一技术确定为标准的必要了。J下是由于我国巨大的消费市场，

外国厂商不敢小看我国标准。

在选取的三个案例中，除了电热水器防电墙标准外，其它两项标准，我们都

假定它们的技术并不具有优势。WAPI失败的原凶之～是末能争取到固内消费者，

缺乏用户基数，而TD．SCDMA目前的良好发展是获得了国内消费者的结果。案

例的分析，验证了前述分析：当一国的用户基数比较大时，即使其技术水平不比

其它国家高，也能有机会在国际标准竞争中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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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基本结论

第5章 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前述章节通过理论模型和案例分析了技术和用户基数对标准竞争结果的影

响，由此得出结论如下：

1．技术水平是影响标准竞争结果的关键因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标准制修订

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

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标准才有可能参与国际标准竞争，吸引消费者的选择。技术

水平决定标准的基本效用。基本效应大的标准会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青睐，从而

更快获得网络效应。

2．在一定技术水平为支撑的情况下，用户基数可以影响标准竞争结果。发展

中大国基于其庞大的消费者基础，可以发挥其国内标准的“大国效应”，取得国际

标准竞争的有利地位。一是庞大的消费者基础引起全球生产厂家的重视，必须要

满足这一庞大消费者的要求，产品才能成功。二是庞大的消费者基础可以增加标

准产品的网络效应，强化现有用户基数的同时，吸引更多潜在消费者。但这是以

拥有一定技术水平为前提。事实上，一项标准要获得足够的用户选择，必须有一

定的技术水平为支撑的。没有相应的技术基础，不但不可能参与国际标准竞争，

更无法获得消费者的青睐，也就无从谈起用户基数了。

3．我国标准的发展可以着重于以下两方面：一是着力提高我国标准的技术水

平；二是实施恰当的竞争策略，充分利用我国庞大的消费者市场，以增加标准产

品的网络效应。

5．2政策建议

标准竞争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中国标准大多处于后发

标准的竞争地位，面临着一系列的竞争劣势。但是国内市场环境也为我国标准的

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在参与国际标准竞争中，我国除了要不断提高科学

技术水平以外，还应该注意充分利用我国庞大的消费者群体，扩大我国标准的用

户基数，提高其市场价值，加大在国际标准竞争中的份量。

5．2．1推行技术标准创新政策

如前所述，技术是基础。一项标准要获得足够的用户，必要要有一定的技术

水平。没有一定的技术水平，不可能获得消费者的选择，也就不可能参与国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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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竞争了。

企业应该大力提高自t-创新能力，在技术创新基础之上大力推进标准化战略。

对于我国部分技术先进企业，积极参与标准的制定，尤其是国际标准的制定，可

以有效地提高知名度，改变原来的质量差、价格低的坏印象，增强企业进军困际

市场的信心；可以依靠研发标准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不

再处处受制于人，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可以提高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提高利

润水平，形成研发——技术——标准——效益——研发的良性循环。对于大多数

中小企业和技术水平普通的企业来说，也只有加大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摆脱竞争中

处处被动的局面，变被动为主动，就要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拥有了专利技术后

仍然要积极实施标准化战略，这是企业发展的最佳途径。因此，我们提倡我国的

企业首先要拥有核心竞争力，之后要积极实施标准化战略，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

益。

政府应创造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和竞争的环境。运用多种政策措施降低企业

的各项成本，以增强企业对技术开发的投入，降低企业研发风险；消除妨碍技术

研发的行政法规；重视技术标准在技术政策中的作用，增加政府投入，大力参与

标准的研究和制定；重视国际问的技术合作和联合研发，鼓励政府部门、科研机

构和企业开展国际研发合作。

5．2．2统一国内标准

国内消费者是国内标准的最大用户基础，要让他们发挥国内标准的网络外部

性，提高其市场价值，首先必须改革现在国内标准缺乏或者有标准但混乱的局面。

比如，针对同一产品出台不同部门的标准，而不同标准之间又互不统一，甚至互

相矛盾。这种情况实质上是在分割国内标准的用户基础，非常不利于国内标准网

络外部性的发挥。

中国的人口占全球的1／5，具有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只要中国企业能占领

或者保护自己的市场，就等于占有了战略竞争中的最重要的资源。只要将国内消

费者转化为本国标准的用户基数，将增加标准产品的网络效用，且对潜在用户产

生示范效应，将有更多消费者选择这一标准产品，增强标准的国际竞争力。

5．2．3加强国内标准用户基数的建设

首先要强化标准的实业基础，没有实业生产能力作基础，标准竞争将非常不

利。前述中国WAPI标准的竞争失利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当年美国彩电系统标

准竞争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38】。美国CBS公司最先推出彩电系统，却因为没有

彩电生产能力而没有成为行业标准，RCA公司基于其全美最大的彩电生产能力而

将其后推出的彩电系统演变成了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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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给予消费者良好的市场预期，如低价格、优良的辅助供应、良好的发

展前景等。预期管理是标准竞争的重要手段，其要旨在于获得消费者的信任：采

用该标准将获得最大的网络效用。如果消费者相信大多数消费者将采用某标准，

该标准最终将成为市场标准。消费者对某种技术标准的信心来自于其他消费者的

标准选择、对标准的熟悉程度、对厂商或标准联盟的信任等多种渠道。

第三是政府支持。在技术标准的制定中政府往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

在网络效应明显的行业【391。如欧共体确定蜂窝电话标准时，就起了重要的作用【401。

早在15年前，欧洲的蜂窝电话市场就如同美国拓荒之前的西部市场，而美国仅有

一种蜂窝电话标准，摩托罗拉是世界范围内的产业领导者，它拥有7种不同的模

拟网络信号标准。为了强制地建立移动通信市场的秩序，1992年欧洲各国政府和

产业界帮助创立了由电信巨人爱立信和诺基亚等领导的联合阵线，采纳了共同的

数字通信标准GSM，实现了标准的统一。我国电热水器防电墙标准能取得胜利，

与其获得的强大的政府支持分不开。

5．2．4扩大国内标准的“出口"

国内标准的用户基数不应该局限在国内消费者身上，还应该通过出口按照国

内标准生产的商品、符合国内标准要求的技术贸易或技术援助、对外投资等方式

让国内标准走出国门。还可以积极开展区域合作，组建以本国标准为基础的国际

标准联盟，争取到国外更大范围的用户基数，降低本国标准的国内用户基数压力。

如图3所示，如果通过标准“出口”措施，使得本国标准能在国外获得一定的用户

OO’，本国原点向左移动至D’，则使本国标准战胜外国标准的最低国内用户基数

从甩／2降低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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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标准“出口”扩大本国标准的用户基础

5．2．5充分发挥和运用国内标准的大国效应

我国标准在参与国际标准竞争时应充分利用本国庞大的消费者数量增加本国

标准的用户基数，从而增强我国标准的网络效应，提高我国标准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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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非常类似于国际贸易中的大围效应——某国在某种产晶上的供求变化足

以影响其国际市场价格，则称该国为这个产品的大国，反之则称为小国。所以，

本文将标准的这种效应也称为标准的大国效应。

如提高我国制订国际标准的参与程度，强调作为一个标准使用大国的用户基

数。同时，要注意发达国家的两种倾向，一是以其标准入侵我国市场，抑制我国

标准的制订和实施以及用户基数的扩大，同时扩大其自身的用户基数；二是阻止

我国参与国际标准的制订和讨论，使我国无法充分表达国内标准的大国效应。

WAPI参与围际标准会议中的遭遇值得我们深思。

5．2．6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竞争

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和提倡企业的标准化战略实施。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企业，

充分发挥企业研发机构的作用，确立标准制定的企业主体机制。企业研发机构是

知识产权创造和技术创新的主体，要针对所处的领域、产业方向和产品市场定位，

制定相应的技术研究、产品丌发和营销策略，充分发挥技术、设备、人才优势，

不断推出新产品，提高市场占有份额。要引导企业合理运用专利，将专利与标准

化战略有机结合，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过程中，充分利用专利信息

资源研究竞争对手，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以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同时，积

极推进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合作，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机制。进一步加

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鼓励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建立技术研发、孵化或产业化联

合体、基地，适时丌发技术密集、节能环保、附加值高、对行业具有带动作用的

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和标准。鼓励企业、科研机构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为企

业真正走向国际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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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化、世界分工越来越细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

况下，标准由一种规范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重要的竞争手段。各个发达国家竞争战

略纷纷从技术战略转移到标准战略，从技术立国转换到标准立国，随着标准作用

的日益突出，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重视标准的作用，积极研究、制定本国标准化战

略，争取国际标准化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实质参与权，提高本国技术标准对国际标

准的影响力，以维护和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当前国际标准竞争中，由于技术领先、

科技基础扎实、品牌知名度高、支持服务体系完善，发达国家在标准开发和标准

推广中抢占了先机。再加上在国际标准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发达国家在制定和推

广国际标准活动中占有明显优势。标准竞争为落后国家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提供了

难得的机遇。

本文主要分析了网络效应如何影响标准竞争结果。通过模型证明，由于网络

效应的存在，当一国的用户基数比较大时，即使其技术水平不比其它国家高，甚

至比其它国家低，也能有机会在国际标准竞争中取得胜利。文章还分析了我国参

与国际标准竞争的三个标准竞争情况，总结失败教训，提出竞争策略。最后，文

章根据前述分析，针对实际情况对我国企业、政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

为我国标准参与国际标准竞争提供帮助。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基础相对薄

弱，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起点大多表现为引进、模仿、吸收国外技术。技术

上的劣势不利于我国标准参与国际竞争，但在网络效应下，我国巨大的消费者市

场能为我国标准竞争提供支撑。故，本文的分析对我国标准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文本从新的视角来阐述标准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理论的不足，同

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为落后国家赢得标准竞争的胜利提

供了理论依据。

但是本文的分析仍然存在不足，需要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来补充和完善。第一，

本文假设消费者对标准产品的选择完全基于标准产品的总效用，而忽略了其他方

面的偏好，比如对本国产品的偏好、成本、产品的可获得性等因素。第二，在对

国际标准竞争的福利进行比较分析时，没有考虑产品多样性的福利；分析国内标

准上升为国际标准的福利时，没有考虑政府政策扶持成本，而在现实案例中，为

扶持本国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或只是帮助本国标准参与国际标准竞争，政府都

要付出很大的成本。第三，本文只进行了定性分析，而没有进行定量分析。如网

络效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标准竞争，技术水平多大的差距程度可以接受，用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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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多大数量上让标准达到临界容量。

的参与图际标准竞争的案例加以分析，

相应在进行实际分析时，选取了几个我国

但没有收集数据对其进行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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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l】侯俊军，曹云菡．网络效应、大困效应与国际标准竞争．求索，2008，(9)：35—37

[2]张川，曹云菡．全球价值链中标准的价值分配作用探析．商学院学报，

2007，(1)：44-47

参与的课题：

【l】我国标准体系建设与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

目批准号：70673020)

[2】湖南省标准化中的知识产权研究(湖南省知识产权局和湖南省质量监督局项

目)

[3】技术标准在价值链治理中的作用机制研究(湖南软科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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