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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群是现代产业组织的全新形式，它是依靠分工协

作和网络关系组成的。企业集群在英国18 世纪有了飞速的发

展，在发展的同时众多经济学家对企业集群长时间开展研究。

通过传统集聚经济理论 、新产业空间组织理论、产业区理论

使企业集群理论逐渐完善，使其成为现代产业组织经济学的

重要内容。从企业集群的研究对象来看，企业集群是以实体

经济中的企业组织作为研究目标。自20 世纪以来众多的企业

机构通过企业间协调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由于金融产品是

生产与消费的服务型商品，所以企业集中群没有交易市场，

没有可分性，用传统的“艾萨得现象”无法解释。因此，应

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式完善企业集群理论，可以拓展与深

化企业金融产业组织理论。

1  分析复合性金融产品生产与交易的中间网格

金融产品的交易和生产环节与经济市场中的金融活动息

息相关、密不可分，分析金融企业群的性质，掌握金融产品

属性是第一步。众所周知，当前时代，经济发展迅速，金融

服务业得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金融产品也随之逐渐呈

现出复合型特点，复合型有三种涵义，首先，是产品层面上

的复合型，即不同金融间通过合作或金融产品逐渐衍生而来

的复合型金融产品[1]。一般来说，金融产品创新往往体现在原

产品上的不断创新，派生性金融产品大部分是在原产品的基

础上发展而来的。金融产品的复合型得到强化主要是因为当

前网络技术发展飞快，金融市场急需扩展，这样会产生两种

积极作用，首先金融市场需求不断进行变化，带动金融商品

市场向前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出现各种满足金融需求

的产品，导致金融机构不断的寻找、开辟新的金融需求，设

计、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其次，随着现代网络信息发展，金

融信息处理能力也得以强化。19 世纪纽约一千六百万股辉煌

的日交易记录，在当今时代，仅需几秒钟即可。为推动金融

产品的有机融合，可以采用资金转移的方式，拉近金融产品

间的距离，从而达到增强信息处理能力、实现基金风险资产

最优组合。以上种种，均强烈推动着金融产品复合型特点的

强化。现阶段，金融产品交易和生产的方式主要为企业和市

场。古典经济学将其总结为，是金融活动中内部分工协作的

装置，金融市场则是金融活动中社会分工协作的外部装置。

新古典经济学将其归纳为，科层组织交易费用低于市场导致

金融企业问世。针对如上结论，笔者认为从生产和交易的组

织方式来看，金融企业集群不是古典 / 新古典表达的企业组

织、市场组织，而是在新经济学中的中间网络组织。

2  从两方面论述企业集群的效率边界

经济组织的双重属性是交易和生产，因此，在对金融企

业集群边境进行考察的工作中，要高度重视生产和交易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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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特点，同时，要确保对二者的关注平衡，避免出现过于侧

重一方的现象。从交易角度来看，威廉姆森的观点同样适用

分析效率边界，即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不确定性程度。从

生产的方向来讲，企业能力理论所描绘出企业能力十分关键。

2.1 资产的专用性

所谓资产专用就是指，不舍弃生产价值，将可用的资产

用于各个种类 ，并专门对某一特定的生产进行持久投资，而

且只要形成投资，再更改将会出现较大程度的贬值。所以，为

确保契约关系的持续性，要组建纵向一体化组织或签订长期

契约，来取代现货市场。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企业作为纵向

一体化组织，它们实际上就是获得专用性财产相关的所有权，

采用解决机会主义的方式，达到解决控股不足的问题。反之，

若资产专用性程度很低或为 0 时，交易的两方就不存在互相

依赖，从中取利的现象，更不用设计和思考激励问题，所以

没有必要开展金融企业治理方式，可以使用直接的市场组织

形式进行调控。

2.2 金融企业的能力

资产专用性作为理解金融企业集群的重要思维角度，却

无法解决金融活动在现实中的两个问题。其一，金融企业对

资产专用性高，但缺乏提供商品能力。其二，金融混合经营

的制度已经确立，但还是会出现企业集群现象。从主流经济

学的角度来看，企业作为一定条件下的最优生产者，需要大

量的信息交流，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实现多种类型

生产要素的高速流通，因此，企业的发展是外生的，性质是

相同的。针对企业能力理论，哈默和潘汉尔德等金融专家在

《企业能力理论》中饭提出了企业异质性假设。企业能力理论

认为，作为企业发展的关键软文化，企业内涵的制定要依赖

于能够产生智力资本的基础物质。企业通过积累内生的能力

和知识提高企业竞争优势。在这一过程中，核心能力对企业

竞争优势起到关键作用。这种能力不可替代且具有很高的价

值，所以企业并不是同质的，而是异质的。

同样，金融企业也具有异质性，各种金融部门的生产经

营都有各自的结合要求、资源管理禀赋、经营流程，因此产

生了独具特色的知识能力聚合通道和互不相似的核心能力，

即使金融企业的类型相同，但其聚合通道和知识生产方面也

会存在明显的差异，会在发展过程中各自积累技能、经验、能

力。在当前金融企业能力互补却不相似的环境下，大量复合

性金融产品就是通过企业间的集群方式来进行的。众所周知，

创新性金融产品多数是符合性金融产品，创新性产品的形成

需要不同金融知识的支撑，需要拥有较强的创新主体能力，

进而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集合，改正缺点。集群中不同的金

融企业与一体化的金融企业进行对比，不同之处就是集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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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企业能力和知识集合与一体化的金融企业明显不同，更有

利于企业经验的积累和创新，实现各种金融企业间知识的协

调，最终达成协调不同金融企业间知识的目标。金融企业能

力虽然不同，但金融交易将采用企业集群化的形式促使金融

企业互补。由此可知，在考察金融企业集群效率边界过程中，

务必要结合金融企业能力、资产专用性来进行。正常情况下，

在资产专用性较高、不确定因素较多、交易频率较高的金融

活动中，金融企业集群是最佳匹配的金融组织方式。

3  结束语

金融企业集群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内在有一定的经济

逻辑。同时，作为复合性质金融产品交易生产的中间网络组

织，金融企业集群的主要优势体现在区域金融创新优势、生

产经营效率优势、缓解风险优势这三个领域中。不但能够为

区域内金融企业赚取租金，而且还能给区域金融发展带来成

长动力，因此成为了当代金融活动的基本组成形式和避风港。

引导中间网络发展，创建实业政策环境，这将是我国发展、健

全金融组织体系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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