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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企业产业转型和技术能力研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 出产业变迁背景下，基于原有 

技术能力挖掘和技术学习的转型企业技术能力培育模式，并对影响模式选择的关键 因素进行 

分析；构建了技术知识整合平台与技术能力整合模型，探寻产业转型中转型企业技术能力的再 

造路径和 内在规律 ． 

关键词：知识挖掘；技术学习；技术能力整合；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07(2006)03—0074—07 

0 引 言 

追求持续成长的企业必须保持对自身生存环 

境的敏感 ，当原有产业已难以为企业提供足够的 

成长空间时，适时进行产业转型便成为企业的明 

智选择．波特(Porter)指出，企业的成功不仅取决 

于企业在产业内竞争地位的高低，而且取决于是 

否处在具有长期赢利能力的产业 J̈．普拉哈拉德 

(Pmhalad)和哈梅尔(Hame1)认为，由于竞争全球 

化、产业结构变动和技术的不连续性变化等因素 

的影响，企业面临着不可避免的产业转型 J． 

产业的兴衰更替无数次地淘汰了未能成功转 

型的企业，甚 至 是行 业 的领 导 者．Michael和 

Charles认为，在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动时，企业 

在以往成功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惯性有可能导致企 

业经营的失败 3．然而，国内外企业的发展历程表 

明，确有一批企业成功地实施了产业转型．例如， 

诺基亚公司从最初的造纸业，历经多次产业转型， 

最终成为移动通讯设备制造业的领导者；惠普公 

司从一家仪器公司转变成为一家开创性的信息技 

术公司；格兰仕由羽绒制品生产，成功转型为全球 

最大的微波炉制造商；京山轻机从一家生产农机 

配件的小企业，发展成为中国包装机械行业的领 

导者⋯⋯．这些企业成功实现产业转型无疑取决 

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 

们在转型过程中均实现了技术能力的再造 ． 

国内外转型企业的案例分析表明，进行产业 

转型的过程中，企业面临再造技术能力的迫切需 

求和严峻挑战，新的技术能力已成为影响企业转 

型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 

1 企业产业转型研究现状及分析 

微观层面的产业转型研究在 2O世纪9o年代逐 

步引起关注．对企业而言，产业转型是一项影响深远 

的系统工程，企业必须面对产业转型所产生的巨大 

变化做出适宜反应．对此，普拉哈拉德(雎 ad)认为 

核心能力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一项核心能 

力可能在多个业务领域发挥作用，是通向未来商机 

之门[ ．资源能力理论认为，在变化的经营环境中， 

竞争的成功来自企业特定资源的不断发展和重新构 

建[53；内部资源是在变化的经营环境下取胜的基础， 

不仅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有形资源，还包括技术 

能力、特殊的专业能力或独特的组织文化等无形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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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Barney认为企业要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需要从 

产生经济价值、稀少性、难以模仿和有效的战略组织 

等方面来努力 J． 

贝蒂斯(Bettis)和普拉哈拉德( a(i)进一步 

提出了“主导逻辑”转变的问题，主导逻辑是在核心 

业务领域的长期经营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思维习惯 

和行为方式，当企业向新的方向转型的时候，迫切需 

要学会转变其主导逻辑_7J．Collins和 Porms的研究表 

明，企业为适应环境，必须超越现有的产品和经验， 

将核心价值和目标与现有的产品和成功相分离，否 

则会很容易落伍E8J．1_amont等人通过以衰退产业中 

的企业竞争战略为背景，提出缩减投资、选择性投 

资、增加投资、保持当前状况等竞争战略_9J．德赫斯 

(de Geus)以能够应对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并成功 

生存的长寿公司为研究对象，认为成功生存下来必 

须具备对环境的敏感、凝聚力和认同感、宽容和财务 

上的保守四个关键要素Elo]．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者开始关 

注微观层面的产业转型问题．芮明杰等人提出构 

建未来产业、创建核心能力以及营造竞争优势的 

产业致胜战略l11j．张米尔等人提出了产业转型中 

项 目机会研究的匹配矩阵方法l】 ．陆国庆等人提 

出了以产业创新实现衰退产业转型，并将其分为 

进攻型、防御型、模仿和依赖型三种战略类型_l ． 

由此可见，20世纪 90年代以来微观层面的 

产业转型研究是围绕企业能力和资源展开和深入 

的，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式． 

然而，如果进行深入研究，应该对企业能力和资源 

进行分解和剖析．普拉哈拉德(Prahalad)等人的进 
一 步研究表明，企业要获得技术优势，实现自主持 

续发展的关键是拥有有效的使用和支配技术知识 

的能力，技术能力对于提高、培养和维护企业的核 

心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lj ．在产业演进的基 

本规律作用下，绝大多数的产业转型同时也是技 

术水平和要求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很有必要针 

对技术能力进行深入研究． 

2 企业技术能力研究现状及分析 

技术能力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80年代，主要 

是基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等宏 

观层面展开的，并随着 Freeman提出国家创新系 

统的概念[1 ，逐步转向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 

系统．20世纪 80年代后期以来，企业技术能力才 

逐步引起关注．对技术能力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 

不同的认识，早期 Desai将其定义为企业购买技 

术、操作运行、复制和扩展的能力以及创新的能 

力 16_．近年来对于技术能力内涵的认识逐步趋同 

于组织知识的范畴，魏江将技术能力界定为“企业 

为支持技术创新战略实现，附着在内部人员、设 

备、信息和组织中所有内生化技术知识存量的总 

和”，并区别了企业技术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与产 

品技术水平之间的层次关系 ．总体而言，微观 

层面的技术能力的研究仍处于探索时期，20世纪 

9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受到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的 

很大影响． 

对企业技术能力的研究，国内外是从不同的 

方面展开的，其中有关技术学习的研究与转型企 

业关系密切．Arthur和 Garud的研究表明，知识获 

得和创造具有路径依赖性_181 J，企业对新产品和 

新工艺的开发始于以往成功技术的相邻领域，企 

业的技术能力有可能被局限在过去的技术成果 

里【20]．March认为，组织需要在对现有知识和能力 

进行开发与对新有知识和新技能探索之间求得平 

衡_2 ．为了推进组织学习，需要开展各种活动，并 

跨越不同认知和功能障碍来统一解决问题，实施 

新的方法论 、新的实验以及输人知识技能【 ，为 

此康壮等人构建了基于知识管理的敏捷组织学习 

二维度模型框架[ ．Inkpen强调了通过战略联盟 

进行技术学习的作用，认为把具有不同的技术和 

知识基础的企业聚到一起，创造宝贵的学习机 

会【 ；Chesbrough认为通过共同工作增加了获取 

和利用隐性知识的机会【25]；Cohen和 Levinthal认 

为，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于学习和创新能力是很关 

键的[26j．野中郁次郎认为知识的创造是通过显性 

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的转换实现的，组织中的知 

识创新有从隐性到隐性、从显性到显性、从隐性到 

显性、从显性到隐性，四种模式发生着动态的相互 

作用，形成知识螺旋【27]．这一点对于研究产业转 

型中的技术能力再造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转型 

过程中，如果不对原有的知识 ，尤其是隐眭知识进 

行转化，这部分知识就很容易丢失和遗忘．对于隐 

性知识，企业从外部获取并利用难度较大，Huber 

提出从其他组织招募拥有这种知识的人员，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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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知识移植到企业本身系统中来 ；成思危和吴 

素文则指出亚隐性知识学习的重点是知识挖掘， 

并据此提出了组织学习的模式[29 J． 

从技术能力提高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企 

业基本经历一个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 

新的过程．金麟洙(Kim)以韩国汽车工业、电子工 

业和半导体工业为实证研究对象，研究了技术能 

力学习的模式选择和学习效果[3o]；魏江和葛朝阳 

提出了企业技术能力增长的“平台 一台阶”模 

式[31 ；毛义华和陈劲研究了基于合作创新的企业 

技术能力培养途径[32 J．谢伟以中国彩电和轿车工 

业为实证研究对象，认为技术能力的提高是基于 

技术学习来实现的，并提出了“技术引进一生产能 

力一创新能力”模式l33]． 

综上所述，微观层面的技术能力研究近年来 

日益受到关注，并且与知识管理在方法和手段上 

相互借鉴，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已经取得了一系 

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其中有关技术学习的 

研究成果，对研究产业转型中的技术能力再造具 

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价值．但需要指出的是，有关 

研究仍是在一个既定的产业背景下进行的，如果 

企业实施产业转型，所处的产业背景发生变化，有 

关的研究结论就可能失效．因此，在产业变迁的背 

景下，研究转型企业技术能力形成路径，这在产业 

结构急剧变动的发展阶段，对提高中国企业的技 

术能力和持续竞争能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3 转型企业技术能力培育模式及其 

选择 

3．1 转型企业技术能力培育模式分析 

按照技术资源的来源不同，转型企业技术能 

力的培育主要包括原有技术能力的挖掘和再利用 

与基于新产业的技术学习两种模式．前者是指转 

型企业通过识别和挖掘对转型有益的在原产业中 

积累的知识和技能，并通过技术延伸、自主创新等 

方式，在新进入产业中再利用这些知识和技能．国 

内外转型企业的成功案例表明，在转型和再造企 

业技术能力的过程中，均或多或少地利用了企业 

在原有产业中积累的知识和形成的技术能力，这 

在转型跨度较小的产业转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技术学习则是指转型企业基于新进入产业的技术 

需求分析，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合作创新和兼并收 

购等方式，从企业外部知识环境搜索和获取对企 

业有用的技术知识，并将其纳入 自己的技术轨道 

或重建技术轨道，实现技术资源的内部化．两种模 

式对企业技术能力培育的作用机制如图 1所示． 

图 1 两种模式对转型企业技术能力培育 的作用机 制 

Fig．1 Function mechanism of two modes 

for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cultivation 

由图 1可知，转型企业可通过多种途径获取 

新进入产业所必需的技术知识，推进企业技术能 

力不断提升．其中，知识整理主要是指隐性知识的 

挖掘、筛选、编码以及向显性知识的转化；技术延 

伸则是指通过原有技术的提高、强化、扩展和延伸 

实现技术迁移与再利用，这对于缩短技术能力再 

造周期，降低再造的成本和风险十分有益．此外， 

由于技术的非结构性变动和更新速度的加快，通 

过产学研合作创新，甚至以产权交易的方式收购 

其他企业或研发单位，将外部技术资源直接吸纳 

到企业内部的做法已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用． 

3．2 影响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分析 

产业关联度．即新进入产业与原产业的相关 

性，用以表征转型企业的产业跨度．原产业与新进 

入产业关联度的大小将影响到企业在原产业中累 

积的知识和技能在新进入产业中价值的大小．如果 

产业强相关，转型企业可充分挖掘和再利用企业在 

原产业中培育起来的技术能力，并通过技术延伸或 

自主创新，获取新进入产业所需的知识技能；如果 

产业弱相关或关联性极小，则企业在原产业中所累 

积的技术能力在新进入产业中的利用价值较小，采 

取合作创新或兼并收购等模式较为适宜． 

技术机会．重大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群的出 

现，要求全新的技能和投资，这会在相当程度上破 

坏建立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的技术积累、组织资源 

和资本投资，打破原有的均衡．技术的跳跃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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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可能使原有的领先企业陷入困境；同时，其它 

企业也可能抓住这一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因 

此，当出现重大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群带来的技 

术机会时，转型企业可以顺应技术发展的趋势，预 

测未来的需求变化，把握技术的非结构性变动，通 

过自主创新获取和培育新的技术能力，实现企业 

技术能力再造 ． 

转型时机．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企 

业所面临的转型压力和紧迫程度就不尽相同．处 

于产业成熟期的企业 ，现金流较为稳定 ，转型时间 

较为充裕，转型压力相对较小，可采取 自主研发或 

合作创新模式，以取得知识产权；如果处于产业生 

命周期的衰退阶段，为尽可能减少损失，企业将采 

取收获或放弃战略，迅速退出原有产业，并寻找新 

的利润生长点，企业面临的转型任务较为紧迫．为 

被摒弃的旧 

； 技术和知识 

⋯ ⋯ ⋯ ⋯ ⋯ ’ 

； 原有技术 
i 知识系统 
⋯ ⋯ ⋯ ⋯ ⋯ ⋯ ⋯ ⋯  

迅速获取企业进入新产业所必需的新的技术知 

识，缩短技术市场化时间，企业可采取合作创新或 

兼并收购策略． 

4 基于技术知识整合平台的技术能 

力整合模型构建 

4．1 技术知识整合平台 

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不但面临在新进入产业进 

行技术学习的任务，而且需要将其与企业原有技 

术能力进行整合，以形成新的技术能力．为实现技 

术能力的有效整合，本文构建了技术知识整合平 

台，以此为技术能力整合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和 

方法指导． 

图 2 技术知识整合平台"1-作 原理 

Fig 2．Function principle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integration platform 

技术知识整合平台的工作原理如图 2所述． 基于技术知识整合平台，构建技术能力整合模型 

转型企业在对原有技术知识挖掘和技术学习的基 (如图3所示)，以此为基础对转型企业技术能力 

础之上，将获取的大量技术知识传递给技术知识 的形成路径进行分析． 

整理和摒弃系统；该系统将对原有技术知识和新 由图3可知，转型企业技术能力整合模型主 

的技术知识进行比较，首先观察有没有新旧技术 要由管理支持平台、技术能力集成平台和整合效 

知识冲突的现象，摒弃那些不符合新产业发展趋 果评价系统等三部分构成．管理支持平台为技术 

势的原技术知识和那些经过论证不能为企业发展 整合提供必要的人力、设备、配套技术等资源保 

战略服务的新技术知识，并按一定的逻辑重新归 障，并从战略、文化等方面营造一个良好的系统环 

类，将这些条理化的技术知识传递给技术知识融 境；技术能力集成平台，涵括了技术整合的内容和 

合系统；融合系统把传递过来的新旧技术知识进 方式，是整合模型的核心部分；整合效果评价系 

行整合，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技术知识体系． 统，则从产品创新程度、工艺创新程度和整合成本 

4．2 技术能力整合模型 等维度对整合效果进行评价，并将测评结果进行 

通过分析国内外转型企业技术能力整合的成 反馈，以决定是否进行方案调整。转型企业技术能 

功案例，借鉴企业资源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方法， 力的形成路径可相应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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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转型企业在充分挖掘原有技术知识和 

技术学习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技术能力整合领 

导小组，以保障整合方案的顺利推行和实施，借助 

专业的技术服务中介机构，构建知识库(即按一定 

要求存储在计算机中的经过分类和组织、程序化 

的技术、技能和知识的集合，是技术能力整合的知 

识基础【 j)，并对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人力资源 

和企业文化进行重组和改革，以防止“主导逻辑” 

对新技术知识的排斥，为技术能力的整合提供管 

理支持．然后，从学科知识、技术标准、单元技术、 

产品系统及其子系统等方面对知识库中的技术知 

识进行集成与整合，形成新的技术知识体系．其 

中，单元技术整合是指各相关单元技术流和技能 

的整合；产品整合是指基于新产品子系统和产品 

架构的知识，将相关学科、技术和技能融合到产品 

及产品子系统中；产品子系统整合是指基于各产 

品元件和产品子系统架构的知识，将相关学科、技 

术和技能融合到产品元件及产品子系统中．最后， 

运用技术能力整合效果评价系统对整合效果进行 

评价，如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则需要对方案和方 

案实施进行调整，直至最终形成新产业所必需的 

技术能力和产品平台． 

5 结束语 

图3 转型企业技术能力整合模型 

Fig．3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integration model 

当前，中国人均 GDP已经达到 1 000美元，正 

处于工业化的中期，这是一个产业结构急剧变动 

的发展阶段，产业的兴衰更替成为普遍的经济现 

象．外部环境的快速演进对企业发展构成了巨大 

的挑战，诸多企业面临着难以避免的产业转型．在 

这一过程中，技术能力的再造已成为影响企业转 

型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近年来，国内外有关 

微观层面的产业转型和企业技术能力研究 日益受 

到重视，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但在实践应用中 

仍存在一定局限与不足．为此，本文在产业变迁的 

背景下，对转型企业技术能力的形成路径及其内 

在规律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以期为实施产业转 

型的企业再造技术能力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决 

策依据．然而，转型企业的技术能力再造是一个庞 

大的系统工程，诸如技术能力演进动力系统、技术 

整合的决策支持系统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研 

究，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意义的领域． 

理 持 台 
管 支 平 

． ；一 

～～ 术力成台 ～ 技能集平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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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study during industry conversion 

-- Referring  the reforging  route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WANG De—lu ，ZHANG Mi—el"2，ZHOU Min 

1．School of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008，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 ology ，Dalian 116024，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study on enterprise’S conversion an 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two cultiva． 

tion models of primary technology mining and technology learning of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on a back· 

ground of industry conversion are put forward，and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model choice ale analyzed．The 

technic-knowledge integration platform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integration model ale constructed to explore the 

reforging route and internal disciplinarian of enterprises’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during industry conversion． 

Key words：knowledge mining；technological learning；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integration；c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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