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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我国“大而不富”的经济状况可归因于其低端产业链中缺乏广阔知识领土以及有效的

法律制度性保障。瓶装水盈利模式的变革昭示了知识领土固定化带来的巨大品牌利益，这直接关系到

国家产业是否能转变“大而不富”的经济怪圈。应当完善法律对于知识领土的框架性保护，在寻求知识

领土固定化的努力中达成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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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而不富”：现有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弊病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进步，经济逐渐趋于稳健，其对危机的承受度

随之提高，复原能力逐步增强。在最近的两次金融危机中，相比欧洲的债务危机阴霾以及美国的占领华

尔街运动，中国保持了相对稳健的经济状况，实属不易。虽然成就伟大，但中国如今确实走到了一个应

该转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不能依循先前的发展路径，因为资源、土地和人的承受能力有限，现有

的发展模式并非长久之计。转换发展模式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经济、法律和政治问题。

    回溯过去，我们发现中国确实拥有巨大的GDP总量。2010年第2季度，我国GDP总量甚至超过

日本，2011年上半年各省GDP增长速度加快，最低在9％左右，高的达到百分之十几。然而，虽然中国

GDP总量很大，其人均GDP却一直很低。在世界范围内，人均GDP排名前列的国家基本上为小国，如

挪威等。而美国这样的大国能达到人均GDP排名第9，新加坡排名第15，日本排名第16位，实属不易。

就日本而言，其人均GDP是中国的10倍，即中国人均GDP只有4000多美元，日本却有40000多美元。

人均GDP世界排名第20位是冰岛，这是由债务危机所导致；第21位则是产出世界闻名小说《哈利波

特》和《魔戒》的英国。
    历数世界人均GDP排名，在中国前面的是马其顿，而马其顿为只有200多万人口的国家，即使是中

国的一个城市如上海，其人口数量比马其顿多10倍，但该国的人均GDP却与中国相似。排在中国后面

一位的是波黑，波黑人口390万，其数量仅仅为上海的两个区，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小国，其人均GDP也
紧随中国之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各项产业中均处于行业上升或领先之水平，但其人均GDP

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简言之，在现有的发展模式下，劳动者的辛勤虽能保持产业之发展，但产业

繁荣却未能带来人均之富。



    二、“大而不富”之溯源：知识领土固定化的缺失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大而不富、劳而不富的尴尬局面？追本溯源，结合当下，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原

因。

    第一，我国单位GDP消耗量过大。如广州所有天然气运自澳大利亚，上海的天然气运自新疆，而新

疆的天然气运自俄罗斯。对于如广州和上海这样的大型城市，每天均有大量运输船从澳大利亚为其提

供天然气供应，一旦出现问题将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民众生活同样需要能源支撑，因而 GDP不能消

耗大量能源，这一点必须要改变。

    第二，我国现有产业链仍属低端。纵观全球产值较高的国家，其产业链均处全球高端位置。如，澳

大利亚以资源作为产业主线；瑞士、德国等则是设计和科技；像英国、澳大利亚为教育、培训；英国、德国、
法国做传媒与出版；法国、瑞士、意大利做奢侈品和纪念品。至于西班牙，其经济状况不佳，15％的失业

率在欧洲排名第一。但是西班牙的足球产品非常发达，有几千种，其足球商店产品琳琅满目，均销售足

球相关产品；相比之下，我国的足球产业则逊色很多。而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家均十分擅长手工业制
品和机械制造。至于我们所谓的金砖四国的特色产业，俄罗斯是航空航天，巴西是支线化工工业，即一

百座以下的飞机制造，虽然上海亦为经营一百座以下飞机制造的城市之一，但我们的飞机2008年刚刚

试飞，何时能投入使用尚不明了，而巴西在支线飞机制造中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至于印度，其主要

经营信息产业；中国则是制造业。在四个国家中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俄罗斯和巴西人均GDP比中

国高一倍而印度却远远低于中国的原因：信息产业无法容纳大量劳动力。10年之前印度信息产业就业
人数已达200万，如今翻了一倍有余，有四五百万左右。但印度有11亿人口，信息产业无法容纳剩余大

部分劳动力，而中国目前的制造业产业却可容纳很多人。例如，金融风暴发生时，有多达7000多万农民

返乡，而这仅仅是我们几亿产业工人中的一小部分。巴西是靠矿产、航空以及非常好的制造业，俄罗斯

靠天然气、石油和不错的航空、航天产业。所以中国若欲改变现状，应考虑如何从低端产业链上升到高

端产业链，才能改变大而不富、劳而不富的状况。

    我们可以将产业链分为6大环节，第一步为创意和设计；其次是原材料的配置，这个过程需要消耗

很多能源；之后是加工、制造、运输；然后便是广告与营销，有时候这些工厂会被资本化、上市，上市之后
公司之间再进行并购。每个环节都可以赚到1/6的钱，然而，中国却处在消耗土地和能源最大的加工环

节。剩余环节的操作都在写字楼中完成，这些环节中的发展主要依靠脑力而非设备。运输、能源均属高

消耗产业，而像广告、创意、营销这些均为低耗高产的产业，却也同样能分到1/6的产业价值。马克思在
其《政治经济学》中提到，利润在各个行业中不平等的时候会走向高处，然后达到新的均衡，这是经济学

最基本的道理。但现实却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仍然未能游移到创意设计和资本运作中去。中

国之所以无法游移到广告营销而长期停留在加工业的原因就是法律保护之不足影响了利润均衡的实

现。

    一旦品牌被知识产权保护，创意设计受到专利、著作权的保护，这便限制了其他主体的进人。例如，

同样一个箱包，例如爱马仕、路易斯威登等，价值均有上万元。即品牌一旦被创造，便会产生巨大价值，

这就是经济领土。市场一旦被占有，便很快被固定化，其他主体进入门槛很高，占有者的领土越来越大，

他人的领土则越来越小。

    因而有些国家可以占有高端产业链，长期获得丰厚利润，而中国则无法占据此种地位，只能在低端

利润中徘徊，这就是由于知识领土受到法律保护而固化。这一状况对于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转型
期国家是非常不利的。而我们又不能不尊重法律，否则自身创业永远无法发展。但在如今的法律框架

下，我们亦无法进人高端，所以转型经济中的重要任务就是重新开拓知识领土，创造新的产品、创造新的

理念、新的经营模式、创造新的行业，使我们能够占据这块领土。在转型经济中，中国应当思索怎样才能

在广告、创意、营销、并购等环节开拓新的领土，在高端产业链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知识领土保护范式：瓶装水的启示

    创意可以带动新的产业链。以瓶装水为例，民众所熟知的瓶装水品牌有两个，这两个较大的瓶装水

品牌在中国市场销售中均能占据前5位：一个是位于浙江杭州的娃哈哈，一个则是公司总部位于海南的

农夫山泉。2010年中国首富为娃哈哈总裁宗庆后，2011年其虽非首富，但也占到了第二的位置，宗庆后
仅凭卖水便能跃居世界首富，并在连续3年排在前3名，这是十分了得的成绩。瓶装水并非高科技，进

入门槛也不高，却能有如此成绩，可见这一产业不容小觑。

    （一）饮用水盈利模式的变革

    饮用水的盈利模式是怎样发生变化的？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前30或40年前，民众根本未接触瓶

装水，其饮用水均以茶壶、暖水瓶等承载，出门便携带行军壶，因此可将其概括为“两壶模式”。茶叶有其

品牌，如龙井茶、乌龙茶等，但水却不像今天哇哈哈、雀巢等有其品牌，那时的水根本没有品牌可言，因

此，茶叶是商品而水是茶叶的附属品。茶水能够作为商品买卖，而水完全是像空气一样的公共产品。

    中国的行军壶有一个特点，即从外面看不见里面的东西，这符合了“含而不露”的中国文化。中国在

清代就能够造玻璃，但是却未能制造玻璃茶壶，这应当归因于中国的“隐”文化，即“大隐于朝、中隐于市、

小隐于山林”。中国的食品也是如此，例如包子、饺子、月饼、元宵、馅饼等都是包在里面的，如果说“露馅

了”，那一定是贬义词。而茶壶再发展就成为了收藏品和奢侈品，有些仍旧是日用品，但是有些已经非日

用化了。饮茶的方式继续向高级发展便成为仪式化，成为表演，民众对茶艺表演均不会感觉陌生。而瓶

装水的发展却并没有走这样一条道路，瓶装水以各种塑料来装载，便于携带，而且包装之后消费者不需

购买也能够看见水，同时盖子也非常容易打开和关闭，这些都使得瓶装水便于携带、使用和运输。各种

塑料制品是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上世纪80年代时人们发现塑料制品是无毒、透明且能够使用的。

新的材料被市场所接受之后马上就被西方的设计者所发现，将水包装起来并印上标牌进行出售。瓶装

水的牌子有的是用其公司本身的牌子，有的是用产地的牌子，有的是用水本身的牌子，这就需要有良好

的法律环境。如果没有法律制度能够保护这些品牌，牌子被假冒，盈利就无法实现。

    但中国的茶艺却并不需要这样的法律保护，例如在茶艺中存在难度极高的倒水方式，因为这项技艺
学习起来非常困难，且学习的成本很高，因而它的可保护性很弱。技艺，如一指禅、二指禅等并不需要法

律对其进行保护。但瓶装水的品牌必须由法律进行保护，因为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其他主体亦可任意

贴牌销售。这种法律环境决定了两种路线的根本不同，前者带有知识领土，后者则不带有知识领土。

    走向仪式则意味着走向收藏，而走向收藏后，这种壶仍旧不需要太多法律保护。因为根据现有的拍

卖条例，买回的东西之真假是个人的事情，收藏是真与美的问题，这与大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法律保护是

极为不同的。在收藏中，壶到底是唐代或明代，制作者是谁等所需要的仅是眼睛的鉴别，因而壶的发展

路径使得其在即使没有法律严格保护的情况下也能一直生存至今。

    然而，另外一种路线却必须具有法律保护，没有法律保护就无法生存。所以饮用水的模式就发生了
变化，为什么欧洲的水能够设计出品牌并进人到中国市场？品牌设计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例如后续出现

的红酒、香水、巧克力、奶酪、服装、箱包和皮鞋等均有其品牌。品牌效应使得消费者相信这是一种高质

量的产品，因而产生了昂贵的价值。欧洲在世界范围内最早制定了《商标法》，因此它的法律保护十分完

善。品牌经过营销之后在欧洲盛行，由于欧洲各国之间距离很近，产品极易走向国际化。后来其传到中

国是因为一个机遇，即上世纪80年代初，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投资时，担心中国的饮用水不卫生，当时欧

洲的水是有标准的，欧洲标准即世界标准，不符合这个标准就无法在欧洲市场上使用，但是在上世纪80

年代的中国，水没有这种标准，中国的水是自来水的标准，虽然那个时候的自来水可以使用，但欧洲人却

不敢饮用自来水，正因为中国没有符合其标准的水，因而他们需要直接从国外进口饮用水。

    当时无论北京、上海或广州的星级酒店、外国的高档餐厅均开始进口依云，因此这种水大量进入国

内。后来，中国的收入逐渐提高，生活质量逐渐改善，亦能够支付此种瓶装水。如今我们在野外旅行、大

型群体活动等场合均会携带此类瓶装水。



    EVIAN是拉丁语中“水”的意思，商标中图示所表达的意思是雪山融化之水。中国的瓶装水市场已

经充分发达，但通过仔细研究每瓶水的标签并查询此等公司的资本构成发现，70％的水来自境外，如雀
巢即属于法国达能这一著名的生产巧克力、饮料和牛奶的公司，而瓶装水公司的境内资本只占30％。

陈志武教授就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如瓶装水这样很小的一个产品，在过去的

30年中均未能引起注意，导致其主要投资者来自境外，而如今民众生活每天都离不开它。再如牙膏百

分之百都属外资公司；各种洗发、洗浴产品也百分之百属外资公司的；市场上销售的食用油尚有1/10为

中资的，而仅存的这一家中资公司可能也将要无法存活，因为其余9家要以天文数字的金额联合收购此
公司，如果其不同意收购，9家公司将采取联合降价方式对其进行压制。

    （二）知识领土固定化的影响因素 
    知识领土如何被固定？而我们为何无法有所突破？事实上，知识领土的固定需要以下条件：

    1．知识领土的固定需要知识创新。在研究知识创新时，理论上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在实践中做出来

却是很难的。知识创新需要人才、机制，文化和资金，缺一不可。例如最近报纸热议中国为何无法产生

乔布斯或比尔·盖茨？这是因为我们的机制达不到，中国一定会有像乔布斯一样聪明的人，但是却没有

这样的机制。乔布斯和比尔·盖茨均在大学辍学创业，这在美国稀松平常，而在中国却无法行得通。因
为在美国，辍学创业的学生即使60岁也可以回到学校读书，而中国远远无法达到这一点。中国的高校

统计毕业率、统计毕业就业率，但却不统计创业率，更不会统计在学期间的创业率，这导致没有学生甘冒

风险作出辍学之举动。中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文化，中国一直秉承“胜者为主、败者寇”，而美国并没有

这样的说法，胜就胜、败就败了。因此美国的风险投资已有很多年的历史，而中国的风险投资才刚刚起

步，这就是差异。

    2．知识领土的固定需要知识产权保护。新的产品创造出来，需要对其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进行
保护。中国在这方面的法律规定相对滞后，在我国上世纪80、90年代刚刚制定这些法律时，国外的知识

产权法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例如，在大陆可以轻松复印一本书，但笔者在香港做研究需要复印时，却

被工作人员告知，根据法律规定，一次最多只能复印全书的15％。再例如，有某小学老师将报纸上的文

章复印给全班学生，却因此被起诉侵犯知识产权。报纸复印两份可以，但是复印60份不可以，报社认为

这位老师应该买报纸而非复印。对于碟片，也是相同情形，若携带盗版碟片进入美国，被查到需缴纳高

额罚款；同样的情况亦存在于香港和法国，笔者去法国前就被通知不要带原产于法国的假的包或衣服，

例如皮尔卡丹等，因为携带假货在入海关时会被拦住，不得不打道回府。对知识产权保护这一概念，中

国尚处于普法宣传的阶段，而国外已经进入生活了。他们的产品具有法律保护，而这种保护是不需要努

力或谈判的，只要创造出产品就已经占有。

    3．知识领土的固定需要产品具有全球广阔的市场份额。这个占有份额是很大的，例如，熊猫这种动

物在中国存在，但《功夫熊猫》这部动漫片却存在于世界各地，且票房很高。熊猫是没有版权的，饲养熊

猫还需要耗费大量金钱，但《功夫熊猫》却是有版权的。《哈利波特》亦是如此，其作者在英国，而其有关

的产品却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因而这一类的知识领土亦相应扩张。

    4．知识领土的固定需依赖知识经济，而知识经济又建立在知识领土之上，依靠新知识发展、产出知

识密集型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销售，形成新的销售模式和经济模式。知识经济的原料不是钢铁、煤炭或

者原油，而是人的大脑，大脑的思考能力、想象能力、设计能力和谋划能力。如电影《盗梦空间》，这个故
事一般，但为何能吸引那么多人去观看？因为其将视觉的可能性进行了拓展，从来没有东西是倒着长

的，影片里的东西却可以倒着长，没有山能够浮在天上飞行，在影片中亦可以做到。视觉空间实现了突

破，于是吸引大家前去观看。《阿凡达》亦是如此，《阿凡达》的故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宫崎骏的日本动

画片《幽灵公主》中已经提及，但《阿凡达》却在视觉上对其进行了改变，在影片中人变大，个子变高，这就

将其变成了一种新经济，不仅仅是电影或者动漫，许多其他类似的产品也是一样。

    反观瓶装水的设计能力。为什么我们与其有着较大的差异？为什么我们没有走出这样一条路？本



来瓶装水的瓶子在水喝完之后即可丢弃，但在依云周年纪念时出品了收藏版依云，吸引很多人购买。这

里的差异很明显，中国的水壶是长久的，用完一次再用一次，儿子传给孙子，孙子再接着用。而瓶装水是

一次性的，用完之后即可丢弃。茶是需要坐着喝的，而瓶装水却是走着喝。国外是时尚的收藏，例如

BING H2O这种新出现的品牌，价格昂贵，因为瓶子上面镶了61颗水晶；而中国是非时尚的、历史的收
藏，清代的很好，明代的更好，唐代的壶最好。另外，国外善于利用明星效应，电影明星拿着瓶装水做广

告，而中国显然没有明星拿着行军壶和紫砂壶，我们不买水也能够买到壶，壶在拍卖的时候都是干的，不

会带着水一起卖。国外，他们会促使消费者在喝水时产生联想，例如挪威的芙丝优，这种水的包装设计
犹如化妆水一样，90元一瓶，上下大小相同，外观高级，消费者亦不舍得饮用；而我们的壶看起来让人喜

旧厌新，越旧越好，壶养的摸出油泥，包浆了才是最好，新壶却没有很大价值。中国与国外是相反的，例

如国外200块一瓶的水，在包装上会像药品一样注明成分以及各种成分对人体的好处；而我们的根本看
不见，不注明成分，消费者无从可知里面的内容。

    5．知识领土固定化的其他策略。某些品牌的销售策略亦帮助固定其知识领土。刚刚上市的斐济水

即是最好的例证。资料显示，斐济水成立于1996年，起因是在1994年时，有一位加拿大地产商去斐济

做地产生意，后发现斐济地下水资源丰富，饮用感觉良好，且是在低地的热带雨林，雨水已经过天然火山

岩过滤，后此商人放弃地产生意，寻找合伙人共同将水运至洛杉矶。斐济作为只有18000多平方公里国

土，是一个比北京还要小的国家，却有能力将其饮用水运至洛杉矶，提供给好莱坞明星与政界人士。甚

至奥巴马在推荐一个环保片时也饮用了斐济水，这部片后来亦获得和平奖。斐济水在美国上流社会进

行销售后，进入中国，先到广州，再到上海和北京。其实斐济并非著名水源地，亦未有悠久的历史，却产

出如此著名的水并进入中国市场，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中国虽有黄河、长江，水资源丰富，然而销量和

品牌却在于广告，斐济水瓶子上有一行中文字：支援保护世界上最后的低地热带雨林。因此饮用者均认

为自己很高尚，喝一瓶水则保护了低地热带雨林，这是非常聪明的销售策略，带有环保意义之色彩。

    因而，瓶装水的知识领土和知识经济已异乎寻常，以娃哈哈为例，它的瓶装水销量为全国第一，年产

量1000万吨，去年销售额约600亿，利润约160亿，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品牌，全国十大品牌加起来有
上千亿产值，利润为百分之十几、二十几，这个结构非常庞大，因此一旦品牌占领该市场，其他品牌很难

进入。例如全国各地都有娃哈哈、农夫山泉和雀巢，而许多地方品牌完全丧失其知识领土。如新疆人常

喝的水为康师傅，而非新疆本地水，上海的本地水正广和，亦未在全国其他地区广泛为人所知，连上海这

样的都市都几乎没有自己的品牌水，说明此等知识领土已经被占领。

    （三）知识领土固定化后的变革

    而当知识领土被固定之后，是否过去30年的路径到30年后依然不变？其实这是不一定的。通过

对过去30年的观察，可以发现一种现象，即“30年加减周期率”，这是指世界上每隔30年，经济、政治、

文化、思想就会发生一次较为巨大的变化。例如，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二战结
束，这是巨大的变化；从1945年抗战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和崩溃在30年中完结；从1978

年到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在这30年中逐渐展开。剑桥有位学者于2010年6月16出版了一本书

《2014，如何度过下一次世界危机》，本书预言2014年世界会发生巨大变革。在书中作者研究了过去
500年的历史，发现每个世纪第二个10年都会发生大事，因此作者预言2014年会发生大事。通过图表

分析，作者将100年分成三段，并研究、分析每一段出现的较有分量的事物，如1914年前后，1944年前

后以及1974年前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45年二战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再往后几

年，1948年人民币诞生，成为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比共和国还早；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2年中美建

交，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很短时间内世界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有位哈佛教授的研究则是从17世纪

开始，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87年牛顿经典引力成立汪689年英国

颁布权利法案。再如18世纪中叶，英国责任制内阁形成并完善，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

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使用，从1775年到1783年，美国发生独立战争。19世纪初，前20年左右，电



报、胶片等被发明，1840年鸦片战争，1868年明治维新，1889年京师大学堂成立。而这次世界大变革从

2008年开始，之后许多不可思议、不可控制的事情都出现了。几年之前埃及随处可见穆巴拉克的雕像，

可两年之后其便倒台；卡扎菲也是同样，不久前在当地是巨人，现在死于非命，非常不可思议。我们原来

认为是合理的，现在不合理了；原来认为是不可动摇的，现在顷刻之间灰飞烟灭；原来认为可以完善和持

久的，现在一夜之间被淘汰；原来认为是合法的，现在却被认为是不讲道理、不道德以及不公平的。例

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前我们普遍认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赢利应当获得保护，而现在却觉得

这种模式是不公平、不道德以及不合理的，法律不能如此维护。如今华尔街还有可能发放高薪么？全美

呼声高涨，这在2008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在的情况已经空前异样。

    如今中国的金融体制是否已经不同，是否有利于发展？有利于共同富裕？有利于科技成果的提高？
有利于服务业的改善？答案是否定的。原来的知识领土是可能发生变化的，这30年中，我们走得很艰

难，于开头和结尾都属不易，而如今中国亦进入新的转折期，原来的基础有可能发生变化：首先便是资金

之变化，发达国家政府货币持紧，债券无法偿付，政府需要裁减，力量自然遭到削弱，所以人力资源有可
能会回流至中国，因为中国的工资在逐渐提高，而国外的工资维持原样甚至不断下降。原先的产业链比

较固化，而现在有可能发生迁移。中国如今持有较为充裕的资金，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链有可能
发生变化，中国的经济也将适应世界潮流而动。

    因而，经济转型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基于现在的机遇和迫切性，知识领土将在转型中重新

划分，法律也随世界大潮而改变，若不为所动，则是不合理以及不道德的。周虽旧邦，其命为新，如今确

实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但同样也是一个有机遇的时代。抓住机遇、趁势而上，未来10年、20年中国可能

会走的更好、更远，若停滞不动、固守现有成绩，我们可能会失去更多。
                                                                      （责任编辑：郭海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