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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垄断资本与中小企业

．张 莹 玉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小企｝V迅速发展 ，

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朗显增长。 这一中实引

起国内外经济学者的普迫关注今 有的认为资本主义

巾小企业的迅速培长是对垄断的削弱， 有的则将它

列作否定垄断统治的依据之一。 如何认识当代资本

主义经济的这一新现象呢？笔者认为， 战后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中小企业迅速增长并不是孤立的经济现

象，因而不能据此简单地得出削弱垄断的结论。本文

力求运用马列主义的观\胆考察当代垄断资本与中小

企业的关系， 考察中小企业的发展对资木主义团家

宏观调控的作用， 并在此基础上判断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中小企业迅速增长的现象究竟是削弱了垄断，

还是在新什技发展条件下适应了当代平断介寸11发展

们盂要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终济调控。

一、 中小企业的增长适应了当代垄断企

业发展的需要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在空断资本实力加强的同

时， 必然还存在拧非垄断性中小企业， 这是由于垄

断资本是在非垄断性企业竞争的基础上形成的}非

垄断性中小企业的存在也是垄断企业得以发展的条

件之一， 纯粹的垄断是不可能的。 所以， 垄断企业

不仅要排挤、 吞并中小企业， 而且还要控制、 利用

中小企业。 在战前， 垄断企业为凭借生产规模的不

断扩大 ， 稳定地获取垄断利润， 是以排挤 、 吞并中

小企业为主。而在战后， 这种关系有了变化。 随着

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以及新科技加速应用于直接生产

领域，垄断资本出现了 一系列新特点。这些新持点决

定了垄断企业必然从排挤、 吞并中小企业为主转变

为控制、 利用中小企业为主。

（ 一 ）垄断企业由垄断整个产品生产趋向于垄

断关锭技术和关贯生产阶段， 从而使大揽的零部件

生产转向中小企业。

这一特点是由两个主要因素所致。 其一， 生产

社会化高度发展， 垄断企业内部的生产工片实行更

丸复杂细微的分工和协作 ， 生产工艺专业化越益加

强。 生断企业内部社会分工的发展必然导致技木等

级分工和劳动力等级分工的扩大。 社会分工的发展

既要扩大技术的水平分工，产生更多的技术种类；又

会深化技术的垂直分工， 从一 种技术分院出不同的

技术过程， 出现更多的技术职能等级。 与技术分工

发展相联系， 不同的技术种类和技术职能等级祸要

智能和技能不同等级的劳动力与其相适应。 整个产

品的生产全过程日益分解为具有不同技术等级和不

同劳动力等级的生产阶段。 这样， 垄断企业只须

垄断关键技术和关键生产阶段就能控制整个产品

生产 ， 从而把非关键技术和非关键性生产阶段转移

于企业之外。 垄断企业内部的社会分工转化为宇陷

企业垄断关键主件生产与中小企业进行零部件生产

的社会分飞。 其二， 因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产品生

产呈现绪构复杂化、 功能多样化的趋向。产品的零

部件数毋大大增多；零部件的装配更为繁杂， 精疻

度要求越来越高。例如一架波音747宽体客机的零部

件达400多万个， 一辆现代新型汽车有2万多个零部

件。 这样， 垄断企业越来越不能包揽整个产品全部

零部件的生产。 垄断企业为把大量的零部件生产向

外企业转移， 就必须控制和利用 一大批中小企业。

（二）激烈的竞争导致垄断资本集团实力变化

频繁， 迫使垄断企业为提高垄断利润而更多地利用

中小企业。

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垄断公司竞争剧烈、

实力变化频繁。 美国最大100家工业公司几乎每隔

10年就有三分之一被淘汰和排挤。 被这100家大公

司所吞并的公司数更是日趋增长。 垄断大公司的名

次排列因实力变化而经常变更， 即使是脱千前列的

垄断大公司也不例外。 据统计资料表阴, 1988年屈

于美国悄售额和利润额饺大的25家公司的前5家公

司的名次排列为：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福特汽车公

司， 埃克森石油公司， 通用汽车公司， 通用电气公

司。 到了1989年 ， 职居第四位的通用汽车公司跃居

第 一位， 而原居首位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却跌至第

四位， 其它3个公司的名次， 也都有所变动。 正

是激烈的竞争迫使垄断企业为提高垄助利润千方百

计地控制和利用中小企业。

- l5 一



垄断企业可利川中小企业低廉的分动丿J降低广

品成本。 发达贪本主义国家垄断公司与中小企业相

比存在右较大的工资差距。 如战后日木， 以1000人

以上大介业从业人员丁资为100, 存1 一 299人巾小

企业中从业人员工盗则是：1960年为56; 1970年为

63; 1980年为58.1。 站成窄断企业与中小企旷启气

兑距的主顼因素记： 大个、IV.有较强的上会闭休绢

织， 为资双方斗争形成对资方的一定厅力；大公司

所需的技术工种等级与设备简陋的中小企业从业人

员存在一定差距， 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据

有关资料表明， 美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年增长率

由前五年一 直维持的3％左右猛增到5 %。 垄断企

业的劳动力价格有增长趋势。 劳动力成本年增长率

提高必然影响利润率的增长。 因而垄断企业尽可能

地把对技术和劳动力吟级要求不高的零部件生产承

包给中小企业， 以此降低芳动力成本， 增强产品竞

争能力、 提高企业利润。

牢断个业可利用中小企业的设备投资， 加速资

令周转速度， 提岛经营效牢。 在设备投资方而， 中

小企业因其投资规校小， 调整规模时间短， 对经济

周期的发展变化还应性强， 因而比大企业敏感先

行， 且富有弹性和机动性。 中小企业能根据市场盂

求变化及时更新设备生产出适销的新产品或与垄断

企业配套的零部件产品。 而垄断企业利用中小企业

的设备投资既可加速资金周转速度， 又可缩短开发

新产品的周期， 减少制品库存等。 这一切均能提高

企业利润礼在日本的系列承包体制下， 垄断大公

口］层层承包， 获利更¥。 如丰田汽车公讨控制主要

股份的17家个业成为卡田子公司， 再次控制450家

协作企业， 其中大部分是中小企业。 丰田公司拥有

如此连锁套环的系列承包企业在20年时间里仅用

2861亿l1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了超过类匡福特公

司在100年时间内用16443亿日兀固定资产投资所形

成的生产能力。

垄断企业控制中小企业还有利千扩大对外资本

谕出。 发达资本L义国家之问直接投资已成为当代

资本输出的上耍特点。 垄断大公司在扩人对外且接

投资时也＇，石耍生产零部件的中小企业与共相配套进

行海外投资。 为此垄断个业必须扶梢系列承包的中

小个护或有外协义系的中小企业， 提高它们的资本

装备年、 劳动生产率以及从业人员索质等。 巾小企

\)v.在泪外投济巾则可扩大市场， 加强伈归收如能

儿， 获取廉价原材抖， 从而}扣强生存和发展的能

力。 如日本有8家汽车公司在美设厂生产。 至1988

年底， 这8家汽车公司竹．关同巳有近百家与其配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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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IJ、个业。

（三）华断页本的混合合并进 一 步促进垄断企

业控制和利用中小企业。

战后， 垄断资本混合合并不断发展。 垄断资本

的冠合合井占个部垄断资本的合并件数的比例基本

可达四分之三左右，70年代曾高达82.6%。 空断

贞．一个的棍合合并促使垄断企j压制和利用更多的巾

小企业。 其主贺原因如下： （1)伈断企业汹合合

并产生多杆化的竞争目标。 战后垄断资本合并不仅

在于扩充实力， 更亟要的是打入新兴产业部门，在

新科技、 新工艺、 新产品的高科技领域占有领先地

位和垄断权。 而垄断企业一 般不愿冒技术革新的风

险。 它往往通过各种渠道扶植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中

小企业， 收买它们技术发明和研究成果。 这就使许

多资金不大、 技术力盘雄厚的中小企业顺应而起。

(2)垄断资本的混合合并经营各种互无关联的产

品生产，扩大了零部件生产的品种和种类。 为此垄

断企业需要扶植适合与众多产品相配套的中小企

亚。 (3)各类不同产品泄合合并增加了辅助性工

作， 为了将主要资金和人力资砾投放在生产环节

上， 垄断企业就需要有 一批为生产服务承包辅助工

作的中小企业。如日本汽车工业的大企业与中小企

业的专业化协作， 从零件专亚化协作发展到T艺专

业化协作， 进而又发展到生产服务专业化协作。 阳

而在日本汽车工寸k的中小企业中被纳入到大企业系

列体制的中小企业所占比例商达70一 80%。

由此可见， 战后垄断资本的新发展和新特点客

观上要求垄断企业由排挤、 吞并中小企业为主转变

为控制和利用中小企业为卞。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

赞存在的承包加工型中小企＼)v.或为垄断公司外协加

工的中小企业都是附质和受控丁平断企业的。 这些

中小企业大噩存在和迅速发展不仅不会削弱垄断，

rf0且还有利千从总体上增强垄断资本的实力和加速

生断资本的华中。 战后美同历屈政府制定了 一系列

政策扶植和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 但是这并不妨碍

垄断资本呈现高度集中的趋势。 美们最大公司资产
额在1909 一 1948句的40年间只增加1倍，而战后35

句: (1948 一 1983年）加培加了17倍之多。 消除通货

膨胀因素， 也培长了近10倍。 战后追国资产额超过

10亿美元以上的工业公司数激剧递坰， 从1955年到

1980年由65家坰至249家。

二、 中小企业的增长适应了资本主义国

家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是代表垄断咨产阶级利



益的，他们执行的各项方针政策主要是为垄断资本
集团服务的。在新科技发展的条件下 ， 随着生产社
会化程度的提高和分工、专业化的发展 ， 资本主义
国家必须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同时，由于垄断企业
和非垄断性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资本主
义国家对中小企业的政策也在不断变革，相应地运
用 一些经济杠杆，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 以适应宏
观经济调控的要求。这就促使中小企业大批地涌
现。如美国1980年起新建立的企业有 53.4万家，
198�年增至66.9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
1981年日本中小企业有623万家（指民营） ， 占企业总
数的99.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大力扶植和
保护中小企业 ， 这是由千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以下几
个方面适应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

（ 一 ）发展中小企业适应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
济结构变动。

以微电子、生物工程、宇航工业、激光等为中
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发
生巨大的变化。综观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产业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第二产
业同样呈下降趋势，时而迅速、时而缓慢。第三产
业却呈不断上升趋势 ， 且上涨速度很快。，以80年代
的美国为例，三大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
1980年和1987年的依次变化为｀ 第 一产业从2.9%
下降妇··1％，第二产业从32.7％下降为28.5%1
第三产业则从64.4％上升为69.4%。三大产业结构
女n比变动客观上要求有更大比例的中小企业与此相
适应。第一、二产业虽然比重下降 ， 但仍有中小企
业显身手的天地。高科技开发的某些局部环节、个
别零部件生产也可由中小企业承担。第三产业除邮
电、交通运瑜等有关部门外 ， 绝大部分企业，特别
是各种生活服务项目都适合千中小企业的规模。因
而， 中小企业在第三产业中占有绝对优势。这表明
中小企业的增长适应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

构的调整和变动。
（二）发展中小企业适应了资本主义国家灵活

调节生产与资本的集中度，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
展。

调节资本与生产集中度对千维护社会经济具有
双重作用：提高生产与资本的集中度相对地有利千
促进生产社会化的发展 ， 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企业
竞争。降低生产与资本的集中度则相对地有利于加
强企业竞争，但不能迅速地解决生产社会化发展所
需的人、财、物和技术力量。而生产高度社会化和
资本竞争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联系的。高度社会化和

专业化的生产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资本竞争
力。企业经过激烈竞争又会实现更高程度的集中 ，

进而再推动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这两方面
互相关联共同作用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门
的状况适当调节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度 ， 充分发挥其
双重作用就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在总休上维
护了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资本主义国家
通过发展中小企业在某些部门适当降低生产和资本
集中度，促进资本加剧竞争 ， 从而在新的起点上推
进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日本政府调节和发
挥资本集中度的双重作用是战后日本经济高度发展
的原因之一。 50 年代末， 日本实行解散财阀 ， 颁
布（（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从而中小企业系
列体制大量涌现。中小企业迅速发展虽使资本集中
度暂时下降，但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竞争。大企业通
过系列体制 一方面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对关键生
产环节进行重点投资和更新改造，另一方面用一小
部分资金对系列体制内承包的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改
造，加速现代化进程，然后又充分利用现代化了的
中小企业来扩大生产。结果，大企业在较短时间内
形成较大的生产能力， 取得较快的发展速度。因此 ，

60年代后日本在资本集中度又有提高的基础上进行
大规模设备投资，进一步促进生产社会化的发展。

（三）发展中小企业适应了资本主义国家不断
加剧的国际市场竞争。

战后以来 ， 世界范匣内的生产力和科技进步深
人发展，各国在生产上的相互依赖愈益加深， 在贸
易方面的相互依赖空前加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
出口依赖度明显增长，从世界商品贸易结构变化
看 ， 不仅制成品贸易在贸易总呈中比重提高 ， 而且
由于产品专业化和国际分工的深化 ， 大谥中间产
品、零部件投入世界性商品流通，而近十几年来制
成品国际市场日益缩小。这就要求产品质量和花色
品种及时适应国际市场变化的需求。这就表阴大规
模、大批量的生产方式巳不能完全适应市场需求变
化，而专业化程度高，适应性强、小批量、多品种的
生产体制显示出了较强的活力，为此资本主义国家
扶植和保护中小企业可适应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

综上所述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小企业迅速增
长的现象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垄断的削弱 ， 更不能
作为否定垄断的一个依据。恰恰相反，它是适应了
当代垄断资本的新持点 ， 也适应了资本主义国家加
强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毋庸置疑 ， 当代资本
主义仍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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