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产业市场势力的价格———成本差比率测度法

市场势力一直就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热点问题。自 20 世纪

50 年代，Bain，（1951）、Cowling，Waterson（1976）等结构主义为代表

提出高集中度与高额利润正相关，但与市场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

的结论以来，学术界关于市场势力的研究此起彼伏，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新经验产业组织理论的出现，使得对市场势力的测度

方法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一般，在竞争性市场中，平均成本

包括公司投资的正常报酬，是生产的机会成本的一部分，价格与平

均成本之差是每单位销售的纯经济利润。按照刘志彪（2002）观点，

要计算垄断的经济利润率，即价格———成本差比率，可以从会计的

销售利润率入手，经济利润等于会计利润减去正常报酬。因此，价

格———成本差比率等于销售利润率减去股票市场年均报酬率。
二、我国汽车制造业市场势力的短期市场势力

从产业和厂商来看，一些年份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短期市场势

力较大。1987 年到 2011 年间，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短期市场势力波

动比较大，1992 年，价格———边际成本比率最高，超过 5%，2003 年

次之，超过 4%，而最低点在 1998 年，下降到 - 1%以下。从绝对值来

看 ，1987 年 到 1994 年 间、2000 年 到 2011 年 间 各 个 年 份 的 价

格———边际成本比率绝对值较大，其市场势力比较大 （见表 1）。
2006 年到 2010 年，广汽、江铃、东风、宇通、吉利和一汽等主要汽车

厂商各个年份的短期市场势力都比较大，而其他则比较小 （如福

田、华晨、奇瑞和江淮等），如表 2 所示。
表 2 2006- 2010 年我国主要汽车厂商价格—边际成本比率

资料来源：同表 1.
说明：计算方法同表 1。

三、我国汽车制造业市场势力的长期市场势力

从产业和厂商来看，我国汽车制造业的长期市场势力低且呈

下降趋势。1987 年到 2011 年间，我国汽车制造业的价格———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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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价格--成本差比率（%） 年份 价格--成本差比率（%）
1987 2.472 2000 1.24
1988 4.17 2001 2.877
1989 2.834 2002 3.972
1990 3.267 2003 4.007
1991 3.902 2004 3.902
1992 5.096 2005 0.469
1993 3.172 2006 1.632
1994 2.105 2007 1.632
1995 0.615 2008 1.604
1996 0.971 2009 3.9
1997 0.031 2010 5.3
1998 -1.354 2011 8.3
1999 0.712

厂商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上汽 3.6 2.4 2.4 3 0
一汽 0 3.1 3.6 5.1 4.5
东风 2.2 2.5 5.87 6.5 2.3
广汽 7.3 8.48 6.71 7.17 3.8
华晨 0.1 0.2 -2.86 -10.7 -2.3
福田 -2.8 -1.5 -2.2 -0.3 -2.8

比亚迪 0.39 2.08 0.61 10.91 -
奇瑞 - 4 -1.6 -2.8 0.6

安徽江淮 1 -0.5 -3 -1.1 -0.9
长安 0.8 1.6 -2.9 1.08 -
重汽 1.3 3.7 0.8 0.3 2
吉利 6.8 6.3 3.2 2.6 3.8
江铃 6.8 7 7.3 8.7 -2.8
宇通 3.4 4.4 4.4 4.2 4.7
金龙 0.6 1.4 -0.3 -0.1 -0.9
哈飞 2.1 1.6 1.6 0.9 -

表 1 2001- 2011 年我国汽车制造业的价格—边际成本比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民营企业 500家分析报（2007-2010）》、《中国制造业
企业 500强（2006-2010）》、《中国机械制造业 500强》、各个年份各个公司
年报等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说明：销售收入为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总利润/主营业务收入；90年代
以来，我国股票市场年均市盈率为 45倍左右，而我国汽车行业年均市盈
率为 30倍左右，这里取 30，因此，估算得到我国汽车行业股票市场年均
报酬率为市盈率的倒数，即 3.2%；关于经济利润率的计算，这里采用
Cowling & Mueller（1978）的做法，经济利润率=销售利润率-股票市场年均
报酬率；有些企业的某些年份的经济利润率为负，因为经济利润=总收益-
会计成本-资本的机会成本，而会计利润=总收益-会计成本，因此，尽管
其经济利润率为负，但是其会计利润却为正，企业仍然可以存在下去。 （下转第 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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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成本差比率平均为 2.67%。其中，前 13 年平均为 2.15，后 12 年

平均为 3.24%，较前 12 年上升了 1.09%（见表 1），主要是由于近

三年汽车市场势力快速上升。2006 年到 2010 年，单个厂商的价

格———边际成本差率平均值最大的为广汽，平均为 6.69%，其他

则都要低于这个值，福田甚至低至 - 1.9%（见表 2）。因此，总体上

讲，我国汽车制造业的短期市场势力和长期市场势力都比较低且

极其不稳定，缺乏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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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企业也有较为严重的保护倾向，没有意识到破坏环境的重要性。
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出台环境保护政策的滞后，出台后的政策执行

起来也是敷衍塞责，没有落实到位。
（三）科学技术跟不上，相关人才缺乏

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哲学基础包含公平与效率的问题、集成管

理问题，利用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供应链管理理论去实现绿色供应

链管理。相关科学技术就是关键性因素，国内相关节能减排技术还

比较滞后，环境保护措施还不完善的背景下，要实行供应链管理就

比较困难。同时，国内的人才缺乏，综合素质较高的从事绿色供应

链管理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没有相关的人才去进行有效的管理，

这样盲目的企业之间合作并不是建立真正的供应链，因为实行供

应链管理是在兼顾公平的基础上坚持效率优先，集成化管理中来

获取竞争优势的。所以，重视发展相关科学技术以及加强人才培养

力度是保证企业实行绿色供应链管理有效实行的重要前提条件和

关键任务。
三、对于实行绿色供应链管理问题的对策

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能改善我非绿色产品在世界贸易中屡

遭挫折的状况，协调环境与经济展的关系，增强企业竞争力，实现

可持续发展，实行绿色供应链管理可以从一下几方面去解决。
（一）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加强信息化建设

企业高层管理者应该用战略性的眼光来指导企业未来的发

展。由于绿色供应链体系刚刚起步，其中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企业必须完善内部管理，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部门分工、资源分

配，做到协调平衡，在兼顾公平的同时注重效率的提高，部门协作

形成企业核心竞争优势，不能因为眼前的利益而使企业放弃未来

的发展优势和竞争的机会。
企业加快信息化建设，加大对企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形成

企业的信息传输网络，并充分利用企业的信息化网络实现信息的

快速传递，为实行绿色供应链管理最好硬件准备。
（二）加强政府监管，完善质量环境相关法规

首先加强绿色环保宣传。政府要在全社会广泛深入地宣传环

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唤醒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危机意识。既

向各企业决策者宣传绿色市场营销观念，又向广大消费者宣传绿

色消费的重要意义，同时培养公众的绿色消费意识，推动全民“绿

色消费”，从而为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完善

政府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体系，广开言路，接收群众监督检举。
其次，制定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我国政府应借鉴发达国

家环保立法的经验，建立符合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环境保护的

法律体系，将环保审查与质量监督结合起来，提高对污染源的惩罚

标准和打击力度，在法规与制度上降低传统模式的报酬率，为绿色

模式运行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建立先进全面的产品质量检测和

监督体制，并与环保法律相结合，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三）加大科技投入，发展绿色生产等相关技术

绿色生产是实现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关键，节能、减污、降耗是

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目标，通过对生产全过程的排污审计、筛选制定

污染防治措施，减少或消除工业生产生态环境的影响。加快开发利

用核能、水电等低碳特征能源，推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积极采用

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的运输方式。建设综合运输体系，加强交通基

础设施的科学规划设计，运营过程中优化运输路线，多采用水运等

低排放运输方式，优化运力结构，在政策上鼓励发展节能环保的新

型运力，大力发展货运信息服务网络，提高里程利用率和集疏运

效率。
（四）加强企业之间战略性合作

不同利益主体间确立环保型战略伙伴关系由供应商、制造商、
分销商和消费者等主体连接而成的一种虚拟组织，在供应、生产、
销售、运输、消费、投资等领域推广“环境意识”，是绿色供应链管理

成功实施的必要保证。同时通过供应链上企业间分享技术与信息，

更好地实现基于环保型战略伙伴关系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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