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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煤电产业共生系统中煤炭企业与电力企业之间的关系与生物种群中物种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煤电产

业共生系统要实现自身的完善与稳定发展，其内部互利共生关系的企业间必须达到利益上的均衡。借鉴自然界生物种群竞争

与合作的共生演化理论与思想，用企业产值来反映煤电产业共生系统演化过程的外生变量，建立了企业产值增长的竞争与合作

型 Logistic 模型。在厘清稳定点的条件之后，通过协同演化博弈分析对煤电产业共生系统演化过程进行了模拟。研究结果表

明: ( 1) 煤电产业共生系统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煤电企业进入对方造成的分散力与集聚力之间的较量，还取决于各自在系统内外

所取得效益的比较; 不仅取决于核心企业的决定性作用，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企业为进入系统所做出的努力和采取的措

施，同时，还与企业的初始产值、竞争力、合作性以及产值增长率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 2) 煤电产业共生系统要实现长期可持续

发展，必须保持产业共生系统互补的共生系统结构以及较高的生产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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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similarities between a symbiotic system for coal and electricity enterprises and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biological populations and species． To ensure stabl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s over
time，a symbiotic system for the coal and electricity industries should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symbiotic enterprises． This study considered the evolutionary theory regarding symbiosis and the notions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species，and used the output of each enterprise in the coal industry as exogenous variables to examin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mbiotic system in a similar framework． A logistic model describing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growth was constructed． After the conditions for stability were clarified，the evolution of a
symbiotic system for the coal and electricity industries was simulated by a game theoretic coevolution analysis． Several
conclusions were drawn from the analysis． ( 1) The stability of a symbiotic system for the coal and electricity industries
depends not only on dispersion and agglomeration forces，but also on the comparative benefits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system． To a large extent，this stability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decisive role played by the core businesses，but also on the
efforts and measures taken by related companies for entrance into the system． In addition，stability is strongly relat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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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output of each enterprise，competitiveness，cooperation，output growth，etc． ( 2) To achieve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 symbiotic system for the coal and electricity industries must maintain complementary architectures and

higher production activity．

Key Words: logistic model; coal and electricity industry symbiotic system; game

煤电关系紧张是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表面上“煤电冲突”表现在煤炭价格的讨

价还价，政府实行“市场煤”与“计划电”的价格双轨制，实际上，在煤电价格冲突的背后，深层次原因在于煤电

纵向交易关系形式的选择和政府管制方式的变革［1］。煤电产业链是典型的需要协同的“共生链”，具有“一损

俱损，一荣俱荣”的连带效应，煤电企业的关系正迈入一个共生时代，正由单向依赖关系变为日益密切的双向

依存关系。煤电产业共生关系的重建和优化是我国能源稳定供应保障机制中更能发挥作用的机制，毕竟外部

的技术、法律、行政等层面的监控是第二位的，而互惠共生关系的建立、供应链协同才是第一位的。在实践中

煤电企业尝试通过纵向一体化方式解决争端，近年来，出现了多种煤电联合、一体化发展的模式，如“淮南模

式”、“鲁能模式”、“神华模式”、“山西焦煤模式”等。因此，煤电企业纵向一体化或其他纵向交易关系的战略

动因和条件、相关企业如何在多种一体化模式中进行选择以及煤电企业在产业共生系统中的协同行为便成为

本文的研究主题。
煤电产业间的融合与渗透体现了产业纵向一体化发展趋势。许多学者对煤电产业之间的纵向关系进行

了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Joskow［2］认为，虽然坑口电厂的煤炭供应安排应首选纵向整合，以此实现交易成本

的最小化，但由于规制的限制、煤炭供应商的市场势力以及纵向整合的不经济性，可能使得长期合同比纵向整

合更有吸引力。然而，长期合同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条款的设置; 陶长琪、刘劲松［3］利用所建模型

对煤电企业之间形成的战略联盟、集团以及完全一体化三种纵向联结模式的纵向联结效应进行了分析; 赵晓

丽［4］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了长期合同与股权合作方式对电煤供应链合作价值的影响; 于立宏［5］从需求波动视

角分析，认为纵向一体化是电力企业以保障煤炭获得为目的的合意选择，当纵向一体化不易实施时，可以釆用

长期契约的方式进行煤电企业合作; 于立、刘冰、马宇［6］认为煤电产业链的纵向价格双轨制是这一冲突产生

的原因，并认为煤电企业纵向一体化可以较好地解决煤电冲突。刘冰［7］从企业分工与合作角度出发，在交易

成本理论基础上分析了煤电纵向交易关系的选择原则，认为企业纵向交易关系的选择是基于其纵向分化的组

织成本节约与纵向整合的交易成本节约之间的权衡。赵春光，王艳丽［8］通过对我国煤电一体化进程中战略

选择、合作模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认为以非母子公司间的相互持股组建新公司，有效解决了煤电资本密

集型行业大规模资产重组带来的难题，是实现煤电一体化的一种较好选择模式; 齐锋［1］运用制度基础观搭建

了从宏观视角分析煤电纵向交易关系的整合框架，并结合考虑环境动态性需求波动因素，探讨中国煤炭企业、
电力企业和政府三方关系及其动态演化。

通过对上述煤电纵向关系研究现状的归纳分析可以看出，煤电纵向关系是有一定适用条件的，并不是总

有效率的，定性分析多于定量分析。此外，在研究煤电产业一体化共生系统时，建立了多种竞合模型，Logistic

模型是其中的一种，它分析的是生态系统中相互作用的两个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基于 Logistic 模型的竞合

机制研究，多数应用博弈论来建立竞合过程的博弈演化模型，探讨的是模型的稳定条件与稳定点，如 Elias
G［9］基于电信运营商的宽带卫星市场分析，运用博弈论中竞争合作思想，提出了培育用户市场需求的具体措

施。Cellin［10］研究了市场竞争合作活动中的技术溢出效应。Dagnino［11］等认为竞合活动是企业利益结构的一

部分，竞争观是利益结构的分离，合作观是利益结构的完全一致。Marcello［12］以意大利歌剧院项目为实证研

究，分析了影响竞争阻碍的原因。Bengtson［13］通过对芬兰和瑞典国家企业竞合关系研究，认为当企业远离顾

客活动时，企业之间会产生相互合作; 当企业接近顾客活动时，彼此就会产生竞争。Ｒamo［14］结合运筹学理论

对合作竞争非线性规划问题进行了研究。Tsai［15］在研究组织机构的协调竞争合作活动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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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知识共享机制。Slotegraf［16］通过对市场营销中合作竞争现象研究，认为合作竞争是合作活动与竞争活

动的交叉现象。但现有的相关研究所建立的 Logistic 竞争模型是单一的，且很少有人运用生态学模型进行分

析，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方向性，而且对产业共生系统内企业进行竞争合作的现实意义也没有很好的体

现。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对矿区煤电产业共生系统合作与竞争机制问题的研究，总体上起步较晚，现有文献

在煤电产业共生系统方面尚未形成全面完整的研究体系，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和实践经验仍很匮乏，理论研

究缺乏系统性。因此，对煤电产业共生系统主体竞合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1 煤电产业共生系统及其特征

产业共生就是指不同企业或不同产业间为了提高生存能力和获得利益而进行的相互竞争与合作，在这一

过程中同时实现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煤电产业共生系统是典型供需协同型“共生链”，具有“一损俱损，一

荣俱荣”的连带效应。产业共生系统中的煤电企业正由单向依赖关系转变为日益紧密的双向依存关系。这

种持续稳定互惠共生关系的建立更加突出了煤电企业之间互补性、协同性、增值性和共赢性。煤电产业共生

系统通过一系列共生介质而建立起来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谐共生一体化系统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征:

( 1) 它反映了煤电企业之间的一种相互依存关系。煤电企业之间存在多种共生模式，但互惠共生是双方

关系本质，只有合理分享，才有和谐共生; 煤电企业作为同一产业链上下游能在共同激活、共同适应、共同发展

中促进产业链向更具竞争优势的方向演化。
( 2) 煤电企业共生关系的本质是协同效应。共生系统双方为了共同的利益往往采取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的态度和行动。在煤电产业共生系统中，共生双方存在一定程度竞争，但这种竞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竞争，是

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共同推进共生系统双方相互吸引、相互合作、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
( 3) 煤电企业作为供应链上下游成员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是煤电产业共生系统共生关系本质反

映。互利是稳定共生伙伴关系建立的前提基础，因此，双方的利益诉求能否达到满足是共生关系优化的关键，

只有双方达成利益一致的共同点，共生系统才能得以实现。
( 4) 煤电企业共生关系发展的总趋势和总方向是共同进化。共生为煤电企业提供理想的进化路径，双方

共同提高彼此核心专长、共同分享增值收益的激励中共同进化，持续的协同进化造就了共生系统健康发展，促

进能源产业安全供给及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

2 煤电产业共生系统的竞合模型及其稳定性分析

本文借鉴自然界生物种群竞争与合作的共生演化思想，构建煤电产业共生系统的共生演化模型，从理论

上推导该模型的平衡点及稳定性条件，在此基础上研究矿区煤电产业共生系统通过怎样的竞合关系实现可持

续发展，此外，为满足企业盈利这一基本目标，还在模型中确定了一个下临界点也就是保证盈亏平衡的最低产

出。因此结合这些因素建立起来的模型，具有更好的实际应用价值，也是此文建立模型的出发点。
2．1 模型假设

本文将煤电产业共生系统中的多家企业简化为两家企业，用企业 1 代表煤炭企业，企业 2 代表电力企业;

假设这两家企业在共生系统中是合作关系，如果煤电产业共生系统内煤炭企业的产量不能满足系统内电力企

业生产与发展需要，这时系统内电力企业就必然会跟共生系统外的企业进行合作，这种合作的交易成本肯定

明显增加，因此，不利于电力企业的发展。
假设 1: N( t) 代表企业的产量，它是时间的函数，企业产出水平用 β＜0 ( 下同) 来表示，这里的时间除一般

意义的时间外，还有信息、技术、专业化、分工以及交易成本等对产出水平产生作用的影响因素，模型中我们简

化这些因素看作是时间函数。

假设 2: 在一定时间、地域范围内，原料、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等生产要素总量是既定的，因此，各企业的

产出增长率是产出数量的减函数，并在产量最大时趋于零，市场容量 N 是自然状态下企业产出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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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3: Ni 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假设市场上没有该同类产品或服务的竞争者，那么产出水平

随增长系数 ri 而增长，直到达到 x2 = 0 这一最大市场容纳量; 假如市场上存在同类产品或服务的竞争者，假设

两家企业的竞争力系数分别 α，β ，这里 α，β 可正可负，大于零则意味着两企业之间是竞争关系，小于零意味

着两者之间是协同合作关系。设 bi 为第 E2 ( i = 1，2) 个企业的初始产量。那么企业 1 对企业 2 的影响效果为

β( N1 － b1 ) ，企业 2 对企业 1 产生的影响效果为 α( N2 － b2 ) 。
假设 4: Li 表示企业的最低产出水平，称为产出水平的下临界点。当企业的实际产出水平低于 Li 时，企业

收益低于生产成本，这时将带来亏损最终导致企业破产。
此外，企业的产出水平还受到各种资源、市场容量以及生存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同时由于企业产出水

平下临界点的存在，使得企业产出水平由增长率 ri 与 Ni － Li 共同决定，即 ri( Ni － Li ) 。增长率 ( 2，2) 通常视

为固定值，它是进入产业共生系统前企业的增长率。在只有两个企业竞争的情况下，假设两个企业具有相同

的市场容量与相同的产出下临界点，则它们具有相似的产出增长率和相近竞争力，即 Li － L。
2．2 竞合模型构建

假设产业共生系统内煤电企业之间有 3 种可能的作用，即正作用( +) 、无作用( 0) 以及负作用( －) 。由此

可以得出任意两企业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偏利( +－ /－ +) 、互惠共生( ++) 、竞争( －－) 、无关( 00) 等 9 种关系。
使用该模型的目的就是通过简化产业共生系统内企业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仅把企业之间的作用看作是正作

用、无作用、负作用三者中的一种。在考虑到最大市场容量、各种资源及生存环境对企业的制约时，企业产出

增长呈现 Logistic 模型增长方式，进一步考虑到企业产出水平的下临界点，要实现盈亏平衡，企业的产出水平

就必须高于下临界点。综合以上各因素，可得到两个企业相互作用的模型:

dN1

dN2

= f( N1，N2 ) = rN1( N1 － L)
N － N1 － α ( N2 － b2 )

2

N[ ] ( 1)

dN2

dt
= g( N1，N2 ) = rN2( N2 － L)

N － N2 － β ( N1 － b1 )
2

N[ ]
分别对函数 f( N1，N2 ) 与 g( N1，N2 ) 求 N1 和 N2 的偏导数。则根据模型( 1) 有:

E2 = E3 ( 2)

x1 = 0

联立可解得: N1 =
－ ( N + L) + N2 + L2 －槡 NL

3
， N2 = b2

由多元函数存在极值的条件可知，以上公式中驻点的 Hesse 矩阵若为负定阵，那么该函数就有极大值，进

一步求二次导数，则有:

fN1N2
″f( N1，N2 )[ ] 2 － fN21

″( N1，N2 ) =
－ r1( N － L)

N
＜ 0 ( 3)

其中: N1 =
－ ( N + L) + N2 + L2 －槡 NL

3
， N2 = b2

综上可知，当 α ＜ 0 时，存在极大值，这意味着企业 1 和企业 2 存在合作时，企业的产量有极大值出现。
当 α ＞ 0 时，不存在极值，即企业 1 和企业 2 相互竞争时，发展速率不存在极值。
2．3 竞合模型分析

根据上述煤电产业共生系统的共生模型( 1) ，在 α ＜ 0 时，f( N1，N2 ) 有极值，又因为 fN21
″( N1，N2 ) =

－ r1( N － L)

N
＜ 0，可判定驻点的 Hesse 矩阵是负定阵，所以 f( N1，N2 ) 有极大值。

进一步分析可知，α ＜ 0 与
dN1

dt
＜ 0 同时成立时，企业 1 具有最大产出增长速度; 在 α ＞ 0 时，它的增长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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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会迅速下降，特别是当企业 2 的规模 ( N2 ) 比较大时，企业 1 的产量增长速度较慢，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

同理可得，在 β ＜ 0，N2 =
－ ( N + L) + N2 + L2 －槡 NL

3
， N1 = b1 时，企业具有最快的产出增长速度。此

外，从模型( 1) 、( 2) 中，还可以推导出零增长时的等斜线:

N1 = － α( N2 － b2 )
2 + N ( 4)

N2 = － β( N1 － b1 )
2 + N ( 5)

如图 1 所示。

图 1 煤电产业共生系统生态位等值线

Fig．1 the Niche Contour of coal and electricity industry symbiotic system Integrater

图 2 生态位相位图

Fig．2 Niche Phase Diagram

由上述竞合作用相位图可以看出，两条零增长等斜线通过不同的组合情况，把直角坐标系中第一象限划

分为 4 个相位，在零增长等斜线 N1 = － α ( N2 － b2 )
2 + N、横轴以及纵轴所围区域内，都满足

dN2

dt
= 0; 在区域以

外则有
dN1

dt
＜ 0; 同样的，在零增长等值线 N2 = － β( N1 － b1 )

2 + N、横轴以及纵轴所谓区域范围以内都有

dN2

dt
＞ 0，在区域之外有

dN2

dt
＜ 0。基于上述分析，能够得出两条如图 2 所示的零增长等值线的生态位等值线。

当企业 1 和企业 2 处于合作状态时，煤电企业的生态位是邻接的，两企业不发生直接竞争如图 2( b) ，即

两企业的等值线相交于 F 点，如图 1( b) 所示，此时两个企业所产生的竞争负作用大于合作正作用。在相关区

域内，由于
dN1

dt
＞ 0，

dN2

dt
＞ 0，所以 N1，N2 都是增加的，稳定点逐渐向右上方运动。当两个企业的生态位状态

位于相应区域时，由于
dN1

dt
＞ 0，

dN2

dt
＜ 0，这时 N1 继续增加，而 N2 将逐渐降低，所以稳定点逐渐向右下方 F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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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当两企业的生态位状态位于上图相应的区域内且 N1 将逐渐降低，而 N2 继续增加，所以稳定点将向左

上方移动，直到 F 点为止。因此，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平衡点 F，由于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各自拥有不同的竞

争优势，都不会被对方淘汰，结果是它们将在煤电产业共生系统中共生，达到竞争是为了更好的合作的双赢

结果。
如果企业 1 和企业 2 是非合作的，两个成员企业市场资源占有量的竞争活动激烈，如果外界不加以任何

约束的话，可能的后果是发生恶性竞争，导致系统内主体垄断，不具竞争优势的主体必定会被淘汰，具有竞争

优势的系统主体会占有重叠部分的生态位空间如图 2 此时，要实施有效的垄断控制策略，并督促主体间的交

流与合作共享。此时，煤电产业共生系统的两个主体都可能得胜，都能抑制对方，并且利用市场资源的能力都

弱于有效的竞争能力。但系统也存在平衡如图 1( a) ，但此时的平衡点不稳定，稳定点平衡的条件是两个企业

谁能胜出将取决于各自最初资源占有数量之比。
可见，煤电企业可以在煤电产业共生系统各自区域中最大市场资源利用量下以特定生态位宽度共生，两

个企业根据平衡点的分配来占用煤电产业共生系统的资源。只有资源共享、相互分工协作、发挥主体各自的

核心能力，在获取更多利益的同时引导系统内其他主体成员快速成长，在竞争与合作的相互作用中达到一种

动态平衡，达到生态位邻接的一种协同状态，煤电产业共生系统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3 煤电产业共生系统协同演化的博弈及稳定性分析

延续上面的假设: 系统内只有企业 1 与企业 2，同时假定合作产生正效应，竞争产生负效应。那么根据煤

电产业共生系统自身的特征，在 Logistic 模型基础上进行改进，得到如下煤电产业共生系统竞合演化的博弈

模型:

dx1
dt

= r1x1(
N1 － x1 － α12x2 + β12x2

N1
)

dx2
dt

= r2x2(
－ N2 － x2 － α21x1 + β21x1

N2
)

α12 ≥ 0，β12 ≥ 0，α21 ≥，β21 ≥ 0

式中，Ni ＞ 0( i = 1，2) 代表企业 i 进行单独生产时的最大产出水平，即两企业之间无作用时各自的最大产出

水平，xi 表示企业 i 的产出水平，它大于零，ri 表示企业 i 的自然产出增长率; 此外，下游企业的进入对上游企

业产量的抑制系数用 α12 表示，下游企业的进入对上游企业产量的促进增长系数用 β12 表示; 相应的，用 α21 表

示上游企业的进入对下游企业产出规模的抑制系数，用 β21 表示上游企业的进入对下游企业产出规模的促进

增长系数。当 αij ＞ βij 时，意味着对企业 i 来说企业 j 的进入所带来的分散力比集聚力大，反之则相反。

令
dx1
dt

= 0，
dx2
dt

= 0，则有 4 组解，即:

(
N1 + ( α12 － β12 ) N2

1 － ( α12 － β12 ) ( α21 － β21 )
，

( β21 － α21 ) N1 － N2

1 － ( α12 － β12 ) ( α21 － β21 )
) ，( N1，0) ，( 0，－ N2 ) ，( 0，0)

因为产出水平不可能为负值，所以舍去含有负值的解 ( 0，－ N2 ) ，这样只需考察 E1( 0，0) ，E2( N1，0) ，

E3(
N1 + ( α12 － β12 ) N2

1 － ( α12 － β12 ) ( α21 － β21 )
，

( β21 － α21 ) N1 － N2

1 － ( α12 － β12 ) ( α21 － β21 )
) 这 3 个解的稳定性状况，其中( 0，0) 表示不存在

上下 游 关 系， ( N1，0) 代 表 只 存 在 上 游 企 业，由 上 游 企 业 并 购 下 游 企 业 而 形 成 的 一 体 化;

(
N1 + ( α12 － β12 ) N2

1 － ( α12 － β12 ) ( α21 － β21 )
，

( β21 － α21 ) N1 － N2

1 － ( α12 － β12 ) ( α21 － β21 )
) 是指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是并存关系，通过协同发

展，形成煤电产业共生系统。通过分析等倾线 r1x1( N1 － x1 － α12x2 + β12x2 ) /N1 = 0 与 r2x2( － N2 － x2 － α21x1 +

β21x1 ) /N2 = 0 的系统轨迹走向以及相交情况来分析判断上述解的稳定性状况，分 3 种情况( 图 3—图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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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α12 ＞ β12，α21 ＜ β21

图 3 系统轨迹走向图( 1)

Fig．3 The system trajectory trend graph( 1)

在该种情形下，当下游企业 2 进入时，对上游企业 1 带来的聚集力小于分散力，而下游企业 2 受上游企业

1 进入的影响形成分散力小于集聚力。这时，下游企业 2 会想尽一切办法试图进入共生系统，下游企业 2 到

底能否进入，关键还要看企业 2 在共生系统外获得的收益与在系统内获得收益的比较。如果下游企业 2 进入

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下游企业 2 为进入共生系统会通过与上游企业 1 协商，给予上游企业 1 一定的补

偿来弥补上游企业 1 的损失。

( 2) α12 ＜ β12，α21 ＜ β21，
N1

β12 － α12
＞ N2

图 4 系统轨迹走向图( 2)

Fig．4 The system trajectory trend graph( 2)

在这种情形下，当下游企业 2 进入时，给上游企业 1 带来的影响是集聚力大于分散力，而上游企业 1 的进

入给下游企业 2 带来的集聚力也大于分散力。此时 β21 － α21 ＜ N1 /N2，意味着下游企业 2 对上游企业 1 的竞

争效应与合作效应之和即竞合效应小于两企业的最大规模之比。因此，上游企业 1 还是会抑制下游企业 2 的

进入。

( 3) α12 ＜ β12，α21 ＜ β21，
N1

β12 － α12
＜ N2

在此情形中，同情形( 2) 一样，当下游企业 2 进入时，给上游企业 1 带来的影响是集聚力大于分散力，而

上游企业 1 的进入给下游企业 2 带来的集聚力也大于分散力。所不同的是这里 β12 － α12 ＞ N1 /N2，也就是说

下游企业 2 对上游企业 1 的竞合效应大于两企业的最大规模之比，这时上游企业 1 不会抑制下游企业 2 的

进入。

综上所述，煤电产业共生系统中煤电企业双方博弈不仅与各企业在产业共生系统内部与外部所获利润对

8197 生 态 学 报 35 卷



http: / /www．ecologica．cn

图 5 系统轨迹走向图( 3)

Fig．5 The system trajectory trend graph ( 3)

比密切相关，而且还取决于上下游企业进入对方产业带来的集聚力与分散力的比较; 不仅取决于上游企业对

下游企业进入的态度，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游企业为成功进入共生系统所采取的措施与所做出努力。此

外，在煤电产业共生系统中还有可能有以下问题必须引起关注，即上游企业数量的过多( 容易造成供应链上

企业的过度竞争，其结果是会造成上游企业的衰亡，甚至导致整条链的断裂解体) 与下游企业过度进入，只有

控制好上下游企业的数量、营造良好的集聚共存氛围，才能实现产业共生系统的持续稳定发展。

4 结语

煤电产业共生系统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和资源的合理利用，在合作共生过程中，产业共生系统能够获得它

自身所缺少非优势资源的支撑，从而能够在合作中获益。但是，根据产业共生系统中的竞合模型分析可知，在

自然资源、技术以及竞争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下，企业很难达到最大产出水平，要长时间维持最大产出水平则更

难，在这种情况下，共生系统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并发展就必须进行技术与管理的创新以及流程再

造，以此来增强核心竞争力。可见，这种不稳定的发展模式是极其脆弱的，它们很难实现可持续竞争优势，因

而相应的生命周期也是比较短暂的; 而煤电产业共生系统竞合模型中，通过构建互补的产业共生系统结构和

上下游产业链间的和谐关系，保证产业共生系统内各成员( 企业) 之间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建立。在适度相

互作用条件下，很可能实现较高产出水平的稳定点，这意味着共生系统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增加市场份

额，这就增加了企业间竞争合作的动力。同时，煤电产业共生系统协同演化博弈分析也表明共生系统稳定不

仅依赖于煤电企业分别进入对方造成的分散力与集聚力之间的较量，还取决于各自在系统内外所取得效益的

比较; 不仅取决于核心企业的决定性作用，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方为进入系统所作出的努力和采取的措施。
另外还要注意，既要充分发挥核心企业在系统中主导作用以及附属企业配套烘托作用，又要控制相关企业的

过度进入( 造成企业难以消化中间产品) 以及煤炭企业的数量过多造成供应链间的激烈竞争，过度竞争的结

果不仅仅是煤炭企业的衰退，而且还会造成整条供应链的解体，因此，系统需要共同营造竞合并存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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