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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核心能力构筑和培育的企业购并模式研究, 目的在于帮助企业从持续发展战略的高

度去确立购并的动机, 从深层次核心能力构筑和培育的战略高度来指导购并行为, 使购并后的

新组合体能有效地整合, 并促进新组合体的稳定、持续、协调发展. 从企业购并和核心能力构筑

和培育的关系分析入手, 提出基于核心能力构筑和培育的企业购并模式总体分析框架. 在框架

确立后, 分别从基于 5 个方面表现形态的核心能力层面, 提出各种购并模式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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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企业购并作为快速扩张的重要途径, 如何有

效地与企业发展战略有机结合, 成为企业购并战

略研究的重要课题. 将核心能力与企业购并相结

合的研究, 主要源自于 70 年代大量混合购并企业

回归主业的主动剥离行为[ 1 ] , 以及现阶段我国大

量企业跨行业购并的失败.

核心能力观是在资源观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

的一种企业理论. 从资源观理论分析, 有两种情况

会导致购并行为的发生, 一是资源过剩; 二是资源

稀缺. 资源过剩背景下的扩张行为表现为通过核

心能力的延伸和拓展, 实现核心能力转化为经济

回报的最大化; 资源稀缺背景下的购并行为则表

现为通过获取战略性互补资产实现核心能力的构

筑和培育. 所以, 从核心能力出发制定企业购并战

略从而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和发展空间, 应成为

未来企业本质性的购并动因.

本文把企业基于核心能力的企业购并的战略

目标分为 4 类: 一是核心能力的构筑, 即将企业正

在建立但尚没有建立起的核心能力通过购并建立

起来, 这实际上也是通过要素之间的互补增加原

有各要素的“位势”优势. 二是核心能力的拓展, 即

将已有的核心能力通过购并转移到被购并企业,

进一步显化核心能力所带来的竞争优势. 三是核

心能力的强化, 即从被购并企业获得互补性的有

形和无形资产, 使其与组织自身的各方面资源条

件相结合, 提高核心能力的外层保护力量, 强化核

心能力的保护层. 四是核心能力的获取, 对于没有

形成核心能力或核心能力已经丧失的企业通过购

并从其他企业获取它们已经形成的核心能力. 上

述 4 个层次的基于核心能力的企业购并目标可以

图 1 对应. 图 1 中从左到右分别反映了企业现有

核心能力的成熟度和购并目标的递进程度; 而图

中的上下之间是企业核心能力现状和购并目标之

间的对应关系.

图 1　企业核心能力现状和基于核心能力的购并目标之间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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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两点要作特别说明: 一是核心能力构

筑和核心能力强化这两个购并目标的内涵界定.

核心能力构筑指企业正在建立的核心能力内在要

素的确立和巩固, 通过获取外部的能力要素, 与企

业原有的能力要素相组合提高原有能力要素的

“位势”优势; 核心能力强化指为企业通过获取被

购并方的资源, 健全和完善能力外部条件和支撑

体系, 不断巩固企业核心能力的外层保护力量. 二

是从核心能力拓展和购并的关系看, 通过购并可

以拓展企业的核心能力, 显化核心能力所带来的

竞争优势, 同时, 随着核心能力的延伸, 可以强化

企业原有的核心能力, 这两者之间是一个相互促

进的关系.

1　基于核心能力的购并模式总体分
析框架

基于核心能力和企业购并之间关系的分析,

可认为企业核心能力和购并行为之间是一种互动

关系. 这种互动关系可以从购并行为对企业核心

能力的作用, 以及核心能力对企业购并行为发生

和成功的促进两个方面来讨论. 第 1, 购并企业通

过获取外部组织 (被购并企业) 独特的知识、资源

和技能, 甚至核心能力, 来强化和建立自己的核心

能力, 使购并行为得以成功, 并实现核心能力的扩

展; 第 2, 当已构筑和培育了核心能力的企业, 通

过对外部组织 (被购并企业) 的购并, 使原有核心

能力得以扩展和渗透, 为购并行为的成功提供内

在保证, 同时由于获取了外部资源和知识, 使得原

有核心能力得以强化. 无论对应于何种基于核心

能力的购并模式, 都有上述互动过程的存在, 上述

过程可抽象化为图 2 的作用机理.

　　核心能力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 它在不同

企业, 甚至同一企业的不同阶段, 其具体表现形态

是不一样的. 本文从资源观的角度来探讨核心能

力表现形态. 从资源观看, 西方学者对于企业资源

的理解不完全相同, 文 [ 2 ]将资源分为: R &D、制

造资源、市场营销资源. 文[3 ]将资源分为: 技术资

源、制造资源、与顾客相关的资源和财务资源. 文

[ 4, 5 ]强调管理技巧也是一种资源. 文 [ 6 ]在总结

前人研究基础上, 提出了 5 类资源: R &D、制造、

营销、管理、财务资源, 并指出这 5 类资源的关系

是, 产品开发、生产和营销沿其业务流程排列, 而

三者又受到管理和财务资源的支持. 综合上述观

点, 从企业内部不同功能划分的角度, 可以把核心

能力的表现形态分为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和技术

创新能力、市场营销能力 (包括品牌、营销网络、服

务能力等)、企业文化力、生产制造能力 (包括成本

控制)、资本运作能力 (如银行和金融机构)和上述

各方面能力的整合水平.

图 2　基于核心能力培育和强化的企业购并过程机理

　　特别说明的是, 企业核心能力作为组织内部

群体学习能力, 尤其是协调不同产品技能、整合不

同技术流的能力, 它反映了跨内部组织边界之间

实现沟通、参与和高度认同感. 因此, 企业核心能

力揭示的是企业的内在能力, 这种内在能力只有

通过成本管理、技术创新、市场营销、生产制造和

资本运作等活动外在地表现出来, 而这些外在化

活动的形式可以是各种各样, 有研究认为一个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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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核心能力可以通过 56 种形态表现出来. 比

如, 不认为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的核心能力, 它只

是核心能力的一种表现形态. 企业之所以能通过

技术创新活动获取竞争优势, 是因为蕴涵在研究

开发活动中独特的知识体系及其联结方式、科技

人员的学习能力和组织学习能力决定了该企业技

术创新活动的企业特性、不可模仿性. 本文从资源

观的角度对核心能力的表现形态进行分类, 并不

试图去涵盖企业核心能力的所有表现形式, 但从

逻辑上又有一定的理论依据.

企业在构筑、强化、拓展和获取核心能力过程

中, 可以凭借核心能力的各表现形态充分体现出

来. 在分析企业基于核心能力的购并战略时, 要通

过不同能力要素的优化和完善, 实现企业核心能

力战略. 本文根据核心能力表现形态不同把企业

基于核心能力的企业购并模式分为以下几类. 一

是基于管理能力构筑、强化和获取的购并模式; 二

是基于市场营销能力构筑、强化和获取的购并模

式; 三是基于技术能力构筑、强化和获取的购并模

式; 四是基于企业文化构筑和培育的购并模式; 五

是基于生产制造能力构筑、强化和获取的购并模

式; 六是基于系统整合能力构筑、强化和获取的购

并模式.

2　基于核心能力构筑和培育的购并

模式分析

2. 1　基于管理核心能力构筑、强化和获取的购并

模式

管理能力是一个系统概念, 它渗透到企业全

部行为中. 按照文[ 7 ]的观点, 管理包括决策和实

施两个方面, 因此, 企业的管理能力包括决策能力

和决策实施能力. 一个企业管理能力的强弱, 在决

策能力方面关键反映在企业家和管理者的战略眼

光、洞察力和风险决策能力等方面, 而决策实施能

力关键体现在企业制度和规制确立的科学、系统

和合理性. 基于管理能力构筑企业的核心能力, 就

是不断提升企业的独特的战略决策能力, 并通过

设计企业独特的制度和规制体系, 并按照制度和

规制去实现企业有序管理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本

模式从管理决策能力和决策实施能力两方面分析

企业如何通过购并实现管理能力的构建、拓展、强

化和获取, 从而构筑和培育企业的核心能力.

首先, 从管理决策能力看, 资源观强调资源和

能力对企业获取高额利润回报率和持续市场竞争

优势的作用[ 8 ] , 企业在获取和配置资源和能力的

“异质性”决定了其获得高额经济回报率的可

能[ 8 ]. 这些长期的、能获取高于正常利润回报的特

性是企业在有缺陷的和不完全的要素市场中获取

并开发战略性资产的能力所决定的. 由于企业在

选择和积累资源上的决策, 是以在有限的信息、认

知偏见、因果关系模糊等条件制约下最经济性地

合理配置这些资源为特征的[ 8 ]. 所以, 不同企业之

间在获取这些战略性资源时在决策能力上的“异

质性”构成了企业的核心能力. 从资源决策方面

看, 企业内的决策选择是由其经济上的理性和效

益、效率与赢利性等动机决定的[ 9 ] , 但由于外部环

境不确定性和要素市场不完全性的存在[ 10- 12 ] , 阻

止了竞争者在获得、复制关键性资源的可能. 基于

这样的观点, 企业在获取资源方面的决策能力成

为保证企业持续获得超常规利润的最基本条件.

企业为获取独特的决策能力, 前提是要实现

具有自身特性的资源和能力的持续积累. 企业决

策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条件, 一方面存在于组织

内部, 另一方面存在于组织外部. 内部知识和资源

的积累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学习过程, 为了实现企

业的快速发展, 通过购并获取外部资源和信息, 实

现与企业自身资源和能力的互补整合成为有效的

选择途径.

其次, 从决策实施能力来看, 决策实施的关键

在于整个企业的组织和系统整合. 组织与系统观

认为, 核心能力是提供企业在特定经营中的竞争

能力和竞争优势基础的多方面技能、互补性资产

和运行机制的有机融合[ 13 ] , 它建诸于企业战略和

结构之上, 以具备特殊技能的人为载体, 涉及到众

多层次的人员和组织的全部职能. 因而, 对核心能

力的开发和提高而言, 作为核心能力载体的人才

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 无论从管理制度和实施系

统的完善, 还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通过购并完善

这些要素也是提升和强化核心能力的有效途径.

具体通过购并提高基于管理能力的核心能力

的途径可以分为 4 种类型: 管理能力的重组整合、

管理能力的转移、管理能力的互补强化、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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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获取. 管理能力的重组整合指通过自身原有管

理能力与被购并方的管理能力之间的相互整合,

把管理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管理能力的转

移指购并方由于管理能力的剩余, 通过管理能力

的扩散到被购并方, 进一步显化管理能力所带来

的竞争优势; 管理能力的强化, 则通过获取被购并

方的管理能力, 使得原有管理能力的外层得以固

化, 提高抵抗核心能力被侵蚀的能力; 管理能力的

获取则购并方通过购并目标企业, 获取被购并方

的独特的管理能力, 使外部管理能力内部化, 成为

本企业自身的独特能力. 这 4 种途径选择的条件

如图 3 所示.

购并企

业基于

管理能

力的核

心能力

状态

强

中

弱

重组整合 强化 拓展延伸

互补强化 互补强化 不购并

获取 不购并 不购并

强 中 强

　　　　被购并方的管理能力

图 3　通过购并提高管理核心能力的类型

2. 2　基于市场营销能力构筑、强化和获取的购并

模式

基于市场营销核心能力构筑、强化和获取的

企业购并是现阶段企业购并行为的最主要动机之

一. 企业基于市场营销核心能力构筑和培育的购

并, 从现阶段购并实践看, 企业较关注的是获取品

牌和商誉、市场营销渠道、顾客管理水平等方面的

能力, 因为这些都是构筑企业市场营销竞争能力

的稀缺资源. 正如企业要创立一个品牌需要大量

的、长期持续的投入一样, 企业单纯依赖于自身的

积累去构筑这些稀缺资源, 其过程相当漫长, 投入

也将非常巨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企业在购并

行为发生过程中特别注重市场营销能力培育的原

因. 企业通过购并来获取、建立和强化基于市场营

销的核心能力, 其关键要考虑双方资源和能力优

势的互补性, 构筑和强化市场营销的核心能力.

为了快速有效地构筑企业基于市场营销的核

心能力, 必须从市场营销组合、大市场营销理论的

角度去勾画相应的对策. 基于市场营销的核心能

力, 从主导能力看可以来自于品牌和商标、来自于

市场营销网络体系、来自于企业的促销策略, 但这

些主导能力必须依赖于非主导的其他市场营销要

素. 如企业要建立品牌和商标优势, 要通过不断提

高生产能力, 向社会提供大规模、大批量的产品为

基础; 要通过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来保证. 因此,

当企业通过购并来提升品牌和商标方面的核心能

力, 可以通过购并其他具有良好品牌基础的企业

来树立商标、品牌优势; 也可以通过购并其他企

业, 通过获取生产能力、有形资产来强化品牌和商

标方面核心能力保护层, 从而加强对核心能力的

提升和保护. 以下从品牌和商誉的角度来分析基

于市场营销核心能力培育的购并策略.

品牌是企业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建立起来的

一种企业无形资产, 它一旦形成就不再依赖于企

业的有形资产, 而是通过与品牌相对应的产品定

位在顾客中形成企业的行业形象, 可以为企业带

来高于同行业平均利润水平的利润. 但在品牌树

立起来之前, 有形资产对无形资产的建立和提升

具有重要的意义, 离开了有形资产去勾画在无形

资产上的竞争优势, 便成为“无米之炊”. 在我国购

并成功的案例中, 品牌通过购并从拥有者——购

并方企业向被购并企业转移和延伸, 一方面实现

了品牌效应; 另一方面, 也实现了核心能力的扩展

和强化, 现已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如康佳 1993 年、

1995 年和 1997 年通过在东北的牡丹江市、西北

的西安市和华东的滁州市的一系列购并建立了在

这些地区的生产基地, 使康佳拥有了年产 300 万

台彩电的生产规模, 所有被购并方企业重组后的

产品均冠以“康佳- KON KA ”品牌, 大大提高了

市场份额, 1997 年康佳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15% ,

居同行业第二名.

2. 3　基于学习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培育的购并

模式

文[14 ]是从技术和产品创新观研究核心能力

的代表. 他们认为企业核心能力是存在于企业的

产品ö技术平台上的, 企业构建了这样的平台, 才

能实现快速技术创新, 企业核心能力的积累过程

就伴随在企业的核心产品ö核心技术的发展过程.

由于产品ö技术平台是需通过长时期的学习和积

累才能建立的, 因而核心能力是企业以往的投资

和学习行为所积累的具有企业特定性的专长. 文

[15 ]也是基于技术观和技术创新过程分析企业核

心能力的典型代表. 他们认为核心能力在更大程

度上就是在产品族创新的基础上, 把产品推向市

场的能力; 核心能力可分解为产品技术能力、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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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需求理解能力、分销渠道能力、制造能力. 作为

技术观核心能力研究的发展, 文 [ 16 ]把技术竞争

力定义为企业开发设计新产品新工艺以及有效操

作设备的能力. 技术竞争力概念的提出为核心技

术能力研究奠定了基础. 此后, 文 [ 17219 ]发展了

该流派的观点. 概括地说, 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一

个重要流派认为, 企业通过不断学习可以提升其

在基于技术创新能力的核心能力.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可以通过内部学

习、技术合作等方式实现, 也可通过购并获取外部

技术能力, 实现外部资源内部化的方式实

现[ 20, 21 ]. 其中通过自主积累方式培育核心能力,

由于投入大, 周期长, 在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产

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的环境下, 其局限性越来越

明显, 在这样的背景下, 通过购并来培育基于技术

创新能力的核心能力成为有效的途径选择. 通过

购并来培育企业基于技术创新能力的核心能力,

其实质是获取外部组织的知识, 实现与内部知识

的融合的过程. 由于知识是构筑企业核心能力的

根本, 企业要提高其核心能力, 一方面必须通过不

断的组织和个人学习获取“天生”具有自身特性的

知识, 另一方面必须通过与外部交流, 发掘和利用

外部知识, 提高和强化自身核心能力. 由此, 企业

要成功地通过购并实现基于技术创新的核心能力

构筑和培育, 必须分析购并企业自身的知识特征,

以及知识载体——组织和个体的特征, 并进一步

分析被购并企业的知识特征和载体特征, 保证购

并后所获取的外部知识与内部知识资源能尽可能

快地实现低成本融合. 为此, 该模式的选择应具备

以下几方面的条件: (1°) 外部知识和资源的完全

内部化, 即为了获取某项技术, 把整个技术的原拥

有者购并过来, 如A 企业为了获取B 企业的某一

技术, 使之发展成为A 企业未来的核心平台技

术, 就把整个B 企业都收购过来; (2°) 外部知识与

内部知识的整合, 通过独特的联结方式, 给原属于

外部的知识赋予本企业的特性, 而使得其他企业

难以模仿.

在具备以上两个基本条件的情况下, 企业还

应具备几个辅助条件: (1°) 具有消化外部技术和

知识资源附着载体的能力, 被购并企业中除了能

为购并企业带来提升和强化技术核心能力的关键

技术和知识资源外, 还有辅助性的资源, 有的辅助

性资源对购并企业来说是没有价值的, 对这样的

资源要能较好地处理. (2°) 要实现组织、文化、管

理、财务等方面的有效整合. (3°) 有较强的资金支

撑能力, 能满足企业扩张的需要.

南通机床被江苏省技术进出口公司兼并, 就

是江苏技术进出口公司以获取基于技术创新的核

心能力为动机的, 进出口公司不仅利用自身营销

网络直接给南通机床带来割草机订单和利润, 更

重要的是获取南通机床的核心技术——高速转

动, 割草机的核心技术是高速转动, 而南通机床被

美国最大的数控机床公司 TR EE 评为世界一流

水平的、并从南通机床大批量进口 J 425 数控铣床

的核心技术恰恰是高速转动. 通过购并获取了南

通机床的这项技术后, 进出口公司在短短 184 天

内生产 3 500 台割草机. 可以说, 这次购并实现了

双方核心能力的互补——购并方的营销优势和被

购并方的技术优势的互补[ 22 ].

2. 4　基于企业文化核心能力优化、强化和渗透的

购并模式

从文化观研究核心能力的代表是拉法

(R affa)和佐罗 (Zo llo) , 他们认为核心能力不仅存

在于企业的操作子系统中, 而且存在于企业的文

化子系统中;“严格地说, 企业真正的核心能力是

不可分割的, 它是企业的技术核心能力、组织核心

能力和文化核心能力的有机结合, 不可能在企业

里分散开来加以定位”. 核心能力的积累蕴藏在企

业的文化中, 渗透到整个组织中, 而恰恰是组织共

识为一个综合的、不可模仿的核心能力提供了基

础. 巴顿 (D. L eonard- Barton) 认为核心能力是

使企业独具特色并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知识体

系, 它包括 4 个维度: 技巧和知识基、技术系统、管

理系统、价值观系统, 这 4 个维度之间存在较强的

相互作用. 在这 4 个方面的子系统中, 巴顿认为价

值观系统是其中的核心要素, 而一个组织的价值

观系统正反映了企业文化的核心[ 23 ]. 再从企业文

化的含义和结构看, 一旦企业形成了独特的文化,

就很难为其他企业所模仿. 对照企业核心能力的

特征, 可以发现企业文化天然地具有企业自身特

性、难以模仿性、途径依赖性、缄默性等特性, 所

以, 一旦企业形成其自身优秀的企业文化后, 可以

“变精神为物质”, 实现企业的竞争优势.

根据企业文化的特殊性, 当企业采用基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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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面核心能力培育的购并行为时, 要注意以下

几个方面的特性, 这些特性也决定了“基于企业文

化核心能力构筑的企业购并模式”与前述其他模

式之间的差异性. 这些差异性具体表现为: (1°) 由

于企业文化有历史积累性、组织间文化差异性、民

族地域性、途径依赖性等特性, 决定了任何文化在

没有经过加工的背景下都不可能得到成功移植.

(2°) 当购并过程中被购并方的企业文化很强时,

购并方要购并这样的企业, 反而更容易导致购并

的失败, 因为当双方的文化都强时, 反而导致了购

并后融合成本的上升. (3°) 由于企业文化是潜在

化的, 不易识别的, 这给购并方选择购并对象带来

困难. 一旦购并方不能识别双方文化间差异所可

能带来的矛盾冲突, 就可能导致整个购并行为的

完全失败. (4°) 任何企业都不应寄希望于引进另

一种文化, 或通过购并来构筑一种全新的文化. 因

此通过购并来培育企业在文化上的核心能力, 只

能是对原有文化的升华 (强化)、优化或文化的

渗透.

由于该模式的上述特点, 企业在选择购并对

象时,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客观地分析购并双方

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为此, 本文引入企业

文化“优劣度”和“强弱度”两维指标. 企业文化的

优劣度即分析购并双方文化的优势和劣势. 所谓

企业文化优势是指企业在建立、发展过程中创造

的特有的优良的企业传统、作风、习惯等. 企业文

化劣势是指企业在建立、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不良

的或不利于企业进步的企业传统、作风、习惯等.

而企业文化的优劣度是指企业文化的优势、劣势

在整个企业文化中所占的比值大小. 企业文化的

强弱度主要表现为企业文化的一致程度, 即有关

企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组

织成员的个人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同时全体企

业成员发展与接受的有关企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

准则的类似程度. 根据企业文化强弱度和优劣度

分析, 可以得出 4 种典型的企业文化类型: 强优文

化、强劣文化、弱优文化、弱劣文化 (如图 4).

企业文化

优劣度

优

劣

强优文化 弱优文化

强劣文化 弱劣文化

强 弱

　　　　　　企业文化的强弱度

图 4　企业文化类型分析

　　从基于企业文化方面核心能力强化、优化和

渗透的角度来考察购并模式, 较好的选择是以下

几类: 第 1 类, 基于企业文化的核心能力优化模

式: 强优文化 (购并方)—弱优文化 (被购并方) ; 第

2 类: 基于企业文化的核心能力强化模式: 弱优

文化 (购并方)—弱优文化 (被购并方) ; 第 3 类:

基于企业文化的核心能力渗透模式: 强优文化

(购并方)—弱劣文化 (被购并方). 对于强优文化

(购并方)—强劣文化 (被购并方)、弱优文化 (购并

方)—强劣文化 (被购并方)的购并模式, 购并行为

的结果, 很可能是失败的; 或者因为两种文化的激

烈冲突导致购并后整合过程的延长降低购并的绩

效; 或者优质文化被劣质文化同化.

从前面对企业文化的 3 个层次的分析, 可以

发现企业要把无形的企业文化资产转化为有形的

竞争优势, 必须把群体意识、组织伦理、思维方式、

企业形象和行为规范通过有形的经营管理活动表

现出来, 所以, 基于企业文化核心能力强化、优化

和渗透的购并模式, 在实施过程中, 要结合企业内

部员工的行为、为顾客服务的准则、对本职工作的

潜心程度、组织结构的优化和完善、内部激励制度

的建立和完善等有形的行为来反映.

3　基于核心能力构筑和培育的企业

购并模式总结和实证

3. 1　基于核心能力构筑和培育的企业购并模式

总结

以上分别从管理能力、市场营销能力、技术创

新能力和企业文化能力 4 个方面的表现形式研究

了基于核心能力构筑和培育的企业购并模式研究

框架. 显然, 除了这些表现形式外, 还存在很多其

他的表现形式. 从调查情况看, 有一种特殊的表现

形式在企业购并决策中产生较大的影响, 即通过

购并培育以整合能力为表现形式的核心能力.

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环境看, 企业要构筑和

培育基于单一表现形式的核心能力, 越来越困难.

如企业要培育基于技术创新能力的核心能力, 随

着竞争的越来越激烈, 企业要在全球范围甚至全

国范围内保持技术创新能力持续领先很困难; 同

时, 企业希望凭借单一的技术创新能力去获取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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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优势也几乎不可能. 现实中更多的是基于整合

能力去培育核心能力.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就把

企业的核心能力定位在整合能力上. 如果单从产

品技术水平看, 无论是海尔的白色家电还是黑色

家电, 都不具有技术创新优势; 单从成本控制看,

海尔生产制造过程的成本管理能力也不具有领先

优势; 单从市场营销看, 与其他家电企业比也没有

显著优势, 但海尔通过把各个方面的能力均衡提

高, 使得其整体竞争能力具有显著优势, 由此来构

筑其核心能力. 在这样的思路下, 海尔的购并模式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成为了我国企业购并过程中

的楷模.

本文将不对“基于整合能力构筑、培育和强化

的购并模式”作专门讨论, 因为在考虑整合能力的

过程中必须兼顾内部管理、市场营销、企业文化、

技术创新等方面能力的构筑和培育, 由此, 基于前

面 4 种表现形式的企业核心能力构筑和培育的购

并模式, 在基于整合能力的模式中都要兼顾到, 因

此, 以上分析对该模式同样具有参考意义. 最后要

说明的是, 由于所讨论的是基于核心能力的购并

模式框架, 所以本文不可能去穷尽所有的表现

形式.

3. 2　基于核心能力构筑和培育的企业购并模式

实证

以上购并模式在案例调查中得到了实证. 限

于篇幅, 本文将不对案例作具体分析, 而仅仅把调

查的结果汇总于图 5, 以说明上述模式的现实意

义. 图 5 说明了这些购并主体企业, 之所以较为成

功地实施了购并行为,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能够根

据企业长远持续发展的需要合理选择购并对象,

通过购并实现了企业核心能力的构筑、拓展、强化

和获取.

核心能力的表现形态 管理

能力

技术 (创

新)能力

营销

网络

企业

文化

品牌

资源

生产

制造

购
并
目
标

构筑核心能力 实达电脑 娃哈哈 华立集团

拓展核心能力 邯钢、湖北中天 海尔 海尔 康佳

强化核心能力 清华同方 华立集团 金龙集团

获取核心能力 南通机床 南通机床

图 5　企业核心能力表现形态与购并目标的组合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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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com petency based fram ework of M &A m odel

W E I J iang
Schoo l of M anagem en t, Zhejiang U n iversity, H angzhou 310027, Ch ina

Abstract: 　T h is paper a im s at help ing firm s to define the reasonab le m o tiva t ion by view of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st ra tegy. O n ly w hen the firm s im p lem en tM &A by con struct ing and cu lt iva t ing their co re

com petency, can the new o rgan ic bodies in tegra te effect ively. T hen, the new bodies can rea lize the

coo rd ina te and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By analyzing the rela t ion betw een M &A and con struct ion and

cu lt iva t ion of co re com petency, the paper p resen ts an overa ll fram ew o rk of m odels of M &A based

upon the firm s’ co re com petencies. T hen, it d iscu sses the concrete m odels of M &A , nam ely

m anaging2capab ility2based co re com petency, m arket ing2capab ility2based co re com petency,

technovat ion2capab ility2based co re com petency, cu ltu re2pow er2based co re com petency.

Key words: 　co re com petency; m ergers and acqu isit ion s (M &A ) ; m anaging capab ility; m arket ing

capab ility; technovat ion capab ility; f irm ’s cu ltu re pow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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