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假冒伪劣商品与产业升级 

文/宋 羽 

   一、假冒伪劣商品产生的原因 
   （一）产业层次低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产业层次低：市场准入条件低、产业
规模小、产业链不完善，低成本，以获取外部效益为主，产业模仿多于创新产品，技术含量低。传
统产业如服装、家具、玩具，已经有了足够甚至过剩的产能，不少企业存在“一流设备、二流管
理、三流产品”的现象，甚至只能把低质低价视为竞争的制胜法宝。 
   （二）生产者“趋利” 
   生产者在“经济人假设”利己因素驱动下的“趋利”行为，是和我国产业政策配套措施不完
善、缺乏统筹协调相关联的。如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管理和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不切
实际；投资的政策和法规不尽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等，这使得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人获得
成功的几率比失败的几率大的多。 
   （三）消费者追求“超剩余” 
   产业结构不合理，使得就业结构不尽符合产业和经济发展需要，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进而
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部分消费者特别是农村消费者由于收入水平极其低下，受严格的预算约
束，对商品的偏好难以表达出来的，而大多又存在求廉心理，一味追求低价格，追求“超剩余”，
这就成了假冒伪劣商品产生的温床。 
   （四）政府规制不到位 
   政府对竞争性产业的规制不到位，表现在竞争秩序混乱，假冒他人著名商标，以次充好，以
假乱真等假冒伪劣行为泛滥。 
   二、假冒伪劣对产业升级的危害 
   （一）阻碍生产要素转移产业升级的基础是要素转移，而假冒伪劣严重阻碍着要素转移。
（1）占用有限资源，生产出既无多大价值又无多大使用价值的产品，使生产要素没有进入新兴产
业，造成产业升级所必须生产要素的短缺。（2）假冒伪劣商品较之 “真品”而言，成本低廉的
多，使部分生产资料流入制假者手中，而生产资料不足使商品价格上升，出口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
涨，在成本高、成品价格下跌的双重打击下，会导致我国的贸易条件的恶化，不利于产业升级。
（3）侵犯了合法生产厂商的知识产权等经济权利，为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配合政府的打假，
合法生产厂商还得付出巨额的打假防假成本，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使产业升级缺乏了部分资本支
持。 
   （二）歪曲需求导向 
   产业升级是由需求决定的，需求为产业升级提供方向。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一定时间
内，一定原因下，被部分消费者购买，则一部分潜在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真正的需求偏好和需求
数量等信息无法准确传递给生产者，歪曲了需求导向，阻碍 “真品”的正常流通，阻碍产业升
级。同时，假冒伪劣商品的长期存在，破坏消费环境，成为消费者放心消费的巨大障碍，挫伤消费
者的消费积极性，抑制消费欲望，无法完成对市场需求的创造，无法刺激更大市场和新产业的形
成。 
   （三）阻碍技术进步 
   产业升级是技术升级，是用新技术代替旧技术，促进整个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提高国际竞
争水平。假冒伪劣商品本质上就是低质产品，缺乏技术含量，威胁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利益（知识
产权难以保护，风险投资的正当收益无法保障，成为制约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影响
技术进步，严重阻碍了产业技术升级。 
   （四）“假冒伪劣商品驱逐正品” 
   假冒伪劣商品以低于正品的价格进入流通领域，冲击正品，抢占市场。合法经营者为了应付
制售假冒伪劣者的竞争，不得不以降低商品质量标准，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价格销售的方式投入到无
序竞争的行列中，造成整个市场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原来只在货币流通领域出现的“劣币驱逐
良币”规律，在商品流通领域演变成“假冒伪劣商品驱逐正品”的不正常现象，扰乱了市场经济秩
序，甚至会迫使正品生产者放弃市场，造成某产品正品的缺失。 
   三、打击假冒伪劣 促进产业升级 
   （一）推进标准化建设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产业升级，离不开标准工作

 



的支持，离不开标准的更新。加快标准化建设，不仅可以尽快消灭无标生产行为，提高产品质量，
从源头上抑制假冒伪劣商品进入市场，而且可以衡量商品或服务质量的优劣，从而为打击假冒伪劣
商品提供依据。 
   （二）发展信用消费 
   在市场需求约束强化的情况下，消费者持币观望将严重影响产业的发展，信用消费对消费需
求的刺激作用将激活相关产业，促进产业升级，进而带动经济的回升。发展信用消费，使购买高价
值商品有提前实现的可能，不再盲目追求低价劣质商品，这有助于解决消费断层问题，使有稳定收
入、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居民可以通过分期付款提前实现消费愿望，从而抑制假冒伪劣商品的猖獗。 
   （三）促进农村发展 
   整顿农村市场，制止假冒伪劣商品倾销农村现象，组织适销对路商品供应农村市场，促进农
村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产业升级。同时，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和进城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以使今
后的农民能够很快的掌握复杂的劳动技能和法律保护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制
假、造假的可能，从而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 
   （四）建立跨产业的打假联合机构 
   自然禀赋不同决定产业结构差异，各地区产业链互补发展。产业链低端产业的发展状况影响
上游产业或其他地区产业的发展升级。这在客观上要求打击假冒伪劣工作需要跨行业、跨部门、跨
地区的多方联手协作进行，以促进全国产业升级的顺利进行。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打假联合机
构，该机构应建立在各政府职能部门、消费者协会、行业协会、警方等各部门通力合作、密切配合
的基础上，做到各部门优势互补，检测商品简便快捷，信息灵通。为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涉，这
一联合机构最好是在跨地区的基础上设置，如若干个省设立一个联合机构负责领导和协调全区域的
假冒伪劣案件的查处（作者单位：学研究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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