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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的效应、动因和难点分析*
——以中国推进“三网融合”为例

赵 珏 张士引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编号：11AZD081）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技

术产业成长的超循环演化与融合拓展机制研究”（编号：71203172）的部分研究成果。

内容提要 本文系统地分析了产业融合对

产业发展、产业组织、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和路

径，以及产业融合的动因，以此为依据分析了中

国大力推进的“三网融合”的难点。研究表明，产

业融合通过技术渗透促进产业内生增长，通过

产业重组实现产业外部扩张；产业融合形成可

竞争性市场结构和横向产业的竞争协同关系，

获得复合经济效应；产业融合引导产业结构升

级，促进产业并行发展，形成柔性化的产业结

构。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需求结构升级与

产业规制放松的协同作用驱动产业融合的发

生。中国推进“三网融合”的最大障碍是体制问

题，融合主体博弈的焦点是利益冲突，推进“三

网融合”的关键是实现产业重组。

关键词 产业融合 三网融合 融合效

应 融合动因

一、引言

产业融合（Industrial Convergence）是现代产业

发展的一种新的特征和趋势。尽管20世纪60年代

Rosenberg（1963）提出了技术融合（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的概念，70年代 Negrouponte（1978）
提出了产业融合的概念，但在 90年代以前，各产

业的边界依然是十分清晰的，存在着不同的分

割市场，提供功能各异的产品和服务，相互之间

具有一定程度的纵向一体化的市场结构。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不同产业的企业兼并频频发生，

产业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

和产业组织理论面临挑战，产业融合问题日益

引起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成为产业经

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和难点问题之一。马健

（2014）、周振华（2002）曾分别对 2000年以前有

关产业融合概念的提出、含义和特征，产业融合

对经济的影响等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李美云

（2005）也从产业融合的概念、产业融合与产业

演化的关系、产业融合对企业战略管理的影响、

产业融合与政府管制政策等方面，对国外产业

融合研究的进展进行了综述；单元媛和赵玉林

（2012）对近 10年来国外有关产业融合的类型、

产业融合的途径、产业融合的识别与测度等理

论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综述。本文在此基础上，

拟对产业融合的效应和动因等深层次理论问题

做更深入的系统分析，从而推进产业融合的理

论研究和中国“三网融合”的实践。

二、产业融合的效应

产业融合改变了原有产业企业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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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关系，从而导致产业界限的模糊化，甚至于

重划产业界限（植草益，2001），这对产业发展、

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迫使

企业面临新技术、新顾客和新需求。产业融合对

经济增长、产业组织、企业战略等方面的深刻影

响日益受到关注（Pennings和 Puranam，2001）。因

而，产业融合的效应问题已成为产业融合研究

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产业融合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产业融合通过两条路径促进产业发展。其

一是产业内生增长。一个产业的技术向多个产

业渗透，使得创新过程从累积性转变为突破性，

从而在产业边界处催生出新兴产业（Emerging
Industrial Disruptions），形成高突破性特征的创

新（Hacklin、Raurich 和 Marxt，2005）。诸如电信

业、有线电视业和计算机网络业三大信息产业

融合,催生了交互式网络电视业；银行业、证券

业、保险业三大金融产业的融合，催生了网络银

行、网络证券、网络保险、保险银行、家庭银行等

新产业。同时，使夕阳产业焕发青春。例如，作为

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端的纺织业，历经第二次产

业革命、第三次产业革命，普遍认为已进入衰退

期，成为夕阳产业，但在产业融合背景下，出现

了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势，原本只提供产品的纺

织业，可以为特定用户进行特定的设计和生产，

提供定制化的生产和服务，制造业与服务业的

界限模糊了，产品成为待发生的服务，服务成为

实质上的产品，纺织产品的价值巨增。

其二是产业间重组扩张。一方面，产业融合

促进了纵向产业的企业合并，形成垂直整合的

公司以及联盟的倾向（Bower，2001；Lang，2003；
Wirtz，1999），交通运输业、仓储业、批发零售业

的企业业务延伸；企业合并重组，形成了现代物

流业。另一方面，产业融合又促进了产业链的垂

直分解和价值链解构，形成模块化设计、生产和

组织，出现横向产业的企业重组（Brusoni 和
Pavitt，2003；Li和Whalley，2002；Pavitt，2002），出

版印刷业、广播电视业、电信业原本都存在纵向

一体化的产业组织结构，由于数字技术的应用，

这三大产业相互融合，产业链垂直分解，重构成

了内容产业、包装产业、传输产业等。

（二）产业融合对产业组织结构的影响

产业融合既促进企业间的有效竞争又加强

其合作。传统的产业组织只在产业内存在企业

间的竞争，不同产业的企业并不存在竞争关系，

因而存在“马歇尔冲突”。然而，通过产业交叉、

产业渗透和产业重组而形成的产业融合，不同

产业生产功能相同或具有替代性的产品，诸如

影视业、出版印刷业和网络业都可以提供看电

影的功能，邮政业、电信业和网络业都可以提供

发送数据文件的功能，出版印刷业、光电业和网

络业都可以提供阅读图书的功能，从而竞争不

仅发生在产业内的企业之间，也发生在不同产

业的企业之间，导致现有商业模式的碰撞,有的

商业模式可能在短期内就被淘汰（Hackler 和
Jopling，2003；Pringle，2003）。同时，不同产业采

用相同技术，企业进入成本降低，退出的沉没成

本为零，可竞争性市场理论的“进入与退出自

由”假设成为现实，导致新市场进入者的爆炸性

增长，同时也造成市场不均衡和企业的死亡

（Pennings 和 Purannam，2001），从而，“马歇尔冲

突”不再冲突，大规模不一定构成垄断，小规模

也不一定没有效益。

产业融合还促进横向产业联合。不同产业

由于采用相同技术，因而可以建设共性技术创

新平台，节约创新成本，提升创新能力。广播电

视业、出版印刷业和电信业原本各自独立的技

术，存在纵向一体化的市场结构，随着数字技术

的渗透，实现专用平台到非专用平台的转换、低

带宽向高带宽的转换，这三大产业便可联合建

设公共研发平台。不同产业的企业相互进入，异

业联手，整合利用不充分的资源，形成新型竞争

协 同 关 系 。这 一 新 型 关 系 值 得 深 刻 关 注

（Hacklin、Raurich和Marxt，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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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融合对产业组织绩效的影响

首先，产业融合提供增值服务，提高产业利

润率水平。电信业、有线电视业和计算机业三大

信息产业融合，催生了交互式网络电视业务

（IPTV），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利用宽带有线电

视网，可以实现数字电视节目、可视 IP 电话、

DVD/VCD播放、上网、娱乐、教育、商务等功能。

其次，产业融合节约研发成本，促进技术创新和

扩散。化学产业与生物产业融合形成药物化妆

品和营养功能食品，这两个融合产业都采用了

植物固醇（Phytosterols），从而极大地节约了研发

费用（Broring，2005）。再次，获得复合经济效应。

不同产业的企业异业联手、协同合作，开发新产

品，可以更迅速地满足不断变动的多方面的消

费需求，获得复合经济效应（Miyazawa，2003）。

（四）产业融合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产业融合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表现为三个方

面：其一，遵循传统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促进

产业结构的有序发展。产业边界处形成的新兴

产业部门，由于其高需求弹性、高收益性，导致

生产要素从其他部门向这一新兴产业部门转

移，出现高创新、高技术、高增长的产业部门扩

张，而另一些产业则收缩。其二，打破传统产业

结构变动顺序，各产业部门多元化并行发展。产

业间的技术渗透和交叉，使各产业增长的速度

差异缩小，产业间替代的动力减弱。传统的低速

增长的农业部门与高技术产业融合形成现代农

业，可以具有与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一样的

高增长率。其三，产业融合形成柔性化的产业结

构。传统产业边界处的新兴产业，由于统计口径

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如汽车电子产

品可以统计在电子信息产业，也可以统计在汽

车产业；以定制化产品提供的服务，可以统计在

制造业也可以统计在服务业。不同的统计便形

成不同的产业结构。因此，传统的产业分类体系

面临挑战，融合型的产业体系有待建立（植草

益，2001）。

三、产业融合的动因

由于产业融合带来新功能和价值创造的机

会，带来全球产业新的突破性增长效应，使产业

融合的动因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Lee，
2003）。产业融合动因研究的视角有：全球市场

上产品组件的普遍存在、技术解决方案的产业

之间的交叉接口、建立创新合作的商业机会、顾

客对全面解决方案和服务提出的需求、管制环

境的变化等（Hacklin、Raurich和Marxt，2005）。引

发融合过程的影响因素包括：新技术、社会变

革、全球化、自由化、放松管制、法律变化以及现

有价值链的市场变动（Theilen，2004）。

（一）产业规制的放松

产业规制的放松，激励和扩展企业技术和

商业模式创新，降低市场准入壁垒，不同产业的

企业相互进入，将各自独立产品部件连接成更

大系统的整合技术（Lei，2000）。传统的电信业、

广播电视业、网络业各有其主管部门，自成体

系。随着规制的放松，允许电信业经营网络业

务，广播电视业经营电信业务，网络业经营广播

电视业务和电信业务，企业跨产业兼并和重组，

这三大产业边界模糊。同一生物技术可开发食

品、营养品或药品。食品、营养品的开发放松了

产业规制，促使这两个产业边界模糊，而药品必

然受到严格规制，因而药品与营养品仍然界限

清晰。药品审批过程不仅耗时、成本高，而且结

果也很不确定（Curran、Broring和Leker，2010）。

（二）技术创新和扩散

技术创新是产业融合的促成器，而技术融

合是产业融合的引发器（Hacklin，2008）。技术创

新和扩散通过三条路径驱动产业融合。其一，研

究开发多产业的通用技术，如电信业、广播电视

业、出版印刷业等多产业共用的数字技术；农用

机械、化工机械、交通运输设备等通用的数控技

术等。其二，一个产业的技术向多产业渗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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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产业的电子信息技术向汽车产业、航

空工业、商业、出版印刷业渗透，产生汽车电子、

航空电子、电子商务、电子图书等新兴的融合型

产业；生物技术向农业、化工业、能源工业、医药

制造业渗透，产生生物农业、生物化工、生物能

源、生物医药等新兴的融合型产业。其三，技术

创新和扩散引领需求结构升级。创新驱动机构

融合（Broring，2005），创新引起需求结构升级，

从而驱动功能融合（Hauschildt和 Salomo，2007），

不同产业生产出功能相同或具有替代关系的产

品，如发一份数据文件，可以通过传统的邮政业

发一封书信，也可通过手机发送短信，还可以通

过网络发送 E-Mail。再如阅览图书，可以购买纸

质图书，也可以买光碟，还可以在线阅读，图书

出版属于出版印刷业，光碟属于光电业，在线阅

读则属于网络业。

（三）商业模式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就是构建一个利益共赢的价

值网，充分整合和利用资源，创造新的价值

（Value Creation），或 者 提 升 原 有 价 值（Value
Capture）。商业模式在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上具

有三个相互依赖的关键要素：客户价值主张、提

供产品或服务的方式、盈利模式（Amit 和 Zott，
2001）。有时候一项新技术在产业融合中起到主

要作用，而有时候商业模式创新在融合过程中

具有决定性。商业模式创新有时甚至比技术创

新对产业融合的驱动作用更大（Chesbrough，
2007）。可以创新性地使用将一项新技术作为产

业融合的重要内生驱动力之一，如果能够在新

形成的市场结构中有效使用已有技术，也可以

触发突破性进展（Hacklin，2008）。

（四）多因素综合作用

其实，产业融合是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

新、产业规制放松、需求结构升级等多因素之间

互动的结果。技术融合可能是技术创新的结果，

也可能是一项新技术创新性使用的结果，两者

都需要商业模式创新。但是，技术创新并不意味

着商业模式创新（Doganova和Renault，2009）。商

业模式能够减轻技术的市场不确定性。当技术

溢出到一家公司，而这家公司能够设计出可行

的商业模式，那么技术融合就可能演化为产业

融合（Chesbrough和Rosenbloom，2002）。如图 1所

示。

四、中国推进产业融合的难点

——以“三网融合”为例

传统的广播电视网、电信网与互联网存在

纵向一体化的产业组织结构，有各自的技术平

台、收发网络、各自的业务范围和各自分割的市

场。广播电视网、电信网与互联网的融合简称为

“三网融合”。相同的服务和内容既可在广播电

视网又可在电信网上被提供，就是功能融合；广

播电视网、电信网、互联网采用同一技术平台和

传输网络，就是机构融合，从而实现业务融合。

“三网融合”将使信息服务由单一业务转向文

字、话音、数据、图像、视频等多媒体综合业务；

极大地减少基础建设投入，并简化网络管理，降

低维护成本；使网络从各自独立的专业网络向

综合性网络转变，网络性能得以提升，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通过网络整合，衍生出了更加丰富的

增值业务，如图文电视、网络电话（VOIP）、视频

邮件和网络游戏等，极大地拓展了业务提供的

范围，降低电视、上网、打电话等资费。因此，大

力推进“三网融合”已是大势所趋。

需求结构升级

产业规制放松

技术创新扩散

商业模式创新 产业融合产业融合

图1 多因素综合作用驱动产业融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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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推进“三网融合”的进程

早在 1998 年专家就提出“三网融合”的建

议，且在“十一五”期间已纳入国家规划。2005年

10月，“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未来五年内要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2008
年 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

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提出，加强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推进“三网融合”。2009年 2月，《电子信息

产业振兴规划》中提出，落实数字电视产业政

策，推进“三网融合”。2009年 5月，国务院批转

国家发展改革委通知提出，实现广电和电信企

业双向进入，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0年 1月，国务院颁布的《推进三网融合的总

体方案》（国发［2010］5号）提出：2010年至 2012
年为“三网融合”试点阶段，以广电与电信业务

双向进入、培育合格市场主体、网络升级改造为

重点；组建国家级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初步形成

适度竞争的产业格局。2013—2015年，总结推广

试点经验，全面实现“三网融合”发展，普及应用

融合业务。

然而，“三网融合”的推进并不顺利。2010年

6月 30日国务院公布第一批“三网融合”试点城

市。2010年 8月，12个试点城市完成试点方案上

报，迟至 2011年 5月后才陆续获批。2011年 1月

计划实施第二批城市试点，迟至 2011年 12月 31
日才正式发布。北京原计划 2011年底推出 IPTV
业务，迟至 2012年 7月才低调测试。国务院《推

进三网融合的总体方案》提出的组建国家级有

线电视网络公司，一托就是四年多，迟至 2014年

5月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才正式挂牌成

立。三网共同的网络基础设施远未建成，产业相

互进入远未实现，大量新的融合型业务尚未提

供。“三网融合”步履艰难。

（二）中国推进“三网融合”进展缓慢的深层

原因

究其原因，体制问题是“三网融合”推进的

最大障碍。“三网融合”的两大部门中，广电行业

体制现状是行业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以块为

主；而电信行业监管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以工信

部为核心集中、垂直的管理体制。因此，推进“三

网融合”，首先要放松产业规制，打破条块分割

的体制，促进产业的相互进入。

利益冲突是“三网融合”主体博弈的焦点。

电信运营商和有线电视网络运营商都提出进入

对方业务领域，分享利益，有线电视网络运营商

想做宽带接入和电话业务，电信运营商想做

IPTV业务。但又都担心对方的进入使自身利益

受损。因此，推进“三网融合”的关键是实行产业

重组，打破利益垄断，形成适度竞争的产业格

局。

产业重组是推进“三网融合”的关键。产业

融合是大势所趋，不同产业之间形成竞争成为

必然，形成新型竞争协同关系获得复合经济效

果的关键是产业组织重组。“三网融合”试点的

“武汉模式”是产业组织重组的重要尝试，由广

电与电信各占 50%股份成立武汉三网融合合资

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双方轮流坐庄。但因主要

为政府推动，合资公司尚未开展创新性的商业

运营业务。产业重组任重道远。

五、结论与建议

产业融合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

势，对产业发展、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产生深刻

影响。产业融合通过技术渗透促进产业内生增

长，通过产业重组实现产业外部扩张；产业融合

形成可竞争性市场结构和横向产业的竞争协同

关系，获得复合经济效应；产业融合引导产业结

构升级，促进产业并行发展，形成柔性化的产业

结构。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需求结构升级

与产业规划放松的协同作用驱动产业融合的发

生。中国推进“三网融合”的最大障碍是体制问

题，融合主体博弈的焦点是利益冲突，推进“三

网融合”的关键是实现产业重组。因此，政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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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产业融合规律，放松产业规制，鼓励技术创

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大力推进广播电视业、电信

业、网络业实现产业链的解构与重组，真正实现

“三网融合”，并大力提升融合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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