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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技术整合的相关理论分析了日本汽车工业发展过程的关键因素 ,即通过准确的市场和技

术定位 ,结合自主开发 ,有效地整合技术 ,改善生产方式 ,以提高自身竞争优势。我国汽车工业应吸取日本

汽车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 ,建立良好的产业环境 ,制定合理的技术战略 ,落实技术整合工作 ,以推动我国

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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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 ,整个国家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 ,汽车年

产量为 3 万辆 ,需要进口 ,无法与欧美国家进行抗

衡。1955 年 ,日本完成二战后的经济恢复 ,经济开

始高速增长 ,汽车总产量达 6189 万辆 ,而当时美国

的汽车总产量却已高达 920 万辆。1956 年 ,日本政

府提出了振兴汽车工业的口号 ,并且鼓励各汽车厂

家开发生产适合日本国情的汽车产品 ,这一措施大

大促进了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1968 年 ,日本的汽

车总产量突破 400 万辆大关 ,并以低廉的价格打入

美国市场。20 世纪 70 年代初 ,全球性石油危机爆

发后 ,以节能省油为特点的日本汽车更是受到美国

人的欢迎[1 ] 。1980 年 , 日本汽车总产量达到

1104128 万辆 ,首次超过美国的 800198 万辆产量 ,

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出口国。

研究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过程和成功经验 ,成

为当今世界的热点课题 ,这对发展我国汽车工业也

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相关理论

1)技术引进。技术引进是指通过贸易的途径 ,

以各种不同的合同方式 ,从国外获得本国国民经济

发展所需要的和提高技术水平所缺少的技术和装

备。技术引进是一个涉及面广、环节多、内容复杂的

技术经济活动。一个完整的技术引进过程应包括引

进、消化、创新、扩散等 4 个组成部分。为了提高引

进项目的决策水平 ,探索科学的技术引进项目选择

方法成为重要的理论课题。

2)技术整合。技术整合是由哈佛商学院的

Marco Ianisiti 教授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首次提出

的。他认为 ,技术整合是企业选择和提炼在新产品

开发、制造或服务中所使用的技术方法[2 ] 。“技术整

合”是从战略层面到实务层面的一整套应对技术变

化的创新管理的概念体系。技术整合能力是企业在

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环境下具有创新速度快、技术

复杂程度高、技术专业性强、技术变革跨度大、设计

知识的宽度和深度大等特点的行业中保持长久竞争

力必备的能力之一[ 3 ] 。

技术整合是一个从新产品开发到批量化生产的

过程 ,整个过程模型具体可分为 3 个重要的环节 ,即

技术选择、技术导入和技术内化。

①技术选择。技术整合中的技术选择是为了最

终形成批量化生产的制造流程 ,是一个对多种技术

路线、技术方针、技术措施及技术方案进行比较选

优 ,从而确定适合产品生产的制造流程实现技术的

过程。在对具体的技术进行评估前 ,首先应该对厂

商进行评估。企业的一般需求包括功能需求、技术

需求、战略伙伴需求和成本需求。在确定本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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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需求后 ,将使用决策分析矩阵对技术提供方进

行评估。技术选择是一个与企业经营战略和战术的

相关性都很强的问题 ,它关系到产品生产实现工艺、

产品生产实现的使用设备和装置 ,涉及产品的生产

控制系统、企业内部的管理及信息系统、外部的价值

实现系统。因此 ,进行技术选择应该从企业的战略、

战术方面进行考虑。

技术选择的战略层次决策主要是针对企业的总

体和长远发展问题做出决策 ,主要是对技术选择进

行定位 ,包括产业定位、市场定位和技术定位这 3 个

方面。产业定位是指选择最合适的技术应用于合适

的产业领域 ;市场定位是指企业如何在激烈的竞争

中选择合适的技术用于产品生命周期的某一阶段 ;

具体的技术定位是指对技术路线、技术类型等所做

的基本选择。技术选择的战术层次决策主要是就技

术的功能、可行性、经济性和风险性等方面进行权

衡。技术选择的战术层次决策是对技术的先进性和

技术的可接受性进行选择。一般而言 ,技术越先进 ,

其生产产品的生命周期越长 ,可以给企业带来竞争

优势的时间也越长 ,但随之而来的市场风险也越大 ,

企业技术实施成功的可能性越小。

②技术导入。技术导入是指“引入新的技术或

工艺”、“引入并采用新的管理方法与组织形式”,以

及“引入新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等 ———这些都

属于企业引入外部新技术的活动。企业所整合的技

术来自于内部研发与外部技术导入的交互作用。随

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 ,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 ,

单纯依靠企业内部研发已很难跟上世界技术发展的

速度 ,竞争优势将被赋予今日最善于选择技术的企

业 ,而并非创造技术的企业。

③技术内化。技术内化是将导入的技术完全应

用于企业的生产领域、研发创新领域、市场开拓领

域、组织及人力资源领域的过程 ,其直接结果是企业

技术能力的整体提高[2 ] 。

技术战略的选择是对战略平衡的综合思考。战

略平衡 ,一方面要从企业的资源、能力等来评价新业

务 ,另一方面需要分析与企业资源、能力相匹配的适

合发展新业务的策略[4 ] 。如何通过技术引进和整合

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需要对技术和市场因素

进行综合分析。

2 　日本汽车工业发展历程中的技术
引进和整合分析

211 　起步阶段 ———特殊市场的需求带动

1902 年 ,日本利用美国发动机组装汽车 ,但当

时的生产量极小。1904 年 ,山羽虎夫利用在造船厂

学习的电器基础知识成功制造了日本第一辆蒸汽汽

车。日本蒸汽汽车的发动机技术与铁路用蒸汽机技

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英国技术工程人员在日本机

车制造中发挥过重大作用 ,可以说 ,日本最初的汽车

制造技术来自国外。1912 —1916 年 ,日本汽车零部

件工业开始起步 ,但多数汽车是由引进的汽车零部

件和国产的零部件混合组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爆发中断了某些外购零部件的供应。战争期间 ,在

政府与军方的管制、监督下 ,产品的坚固性、耐用性

都被严格要求 ,从而促进了日本汽车工业水平的提

高 ;但由于汽油匮乏 ,日本汽车企业不得不研究如何

节约能源的问题。因此 ,战后日本汽车产品以节能、

节材、小型化为技术优势不是偶然的 ,由于历史原

因 ,战争刺激了日本国内汽车零部件的生产需求。

福特、通用及克莱斯勒公司自 1925 年相继进入

日本 ,进行汽车组装生产。3 大汽车公司几乎占领了

日本全部的汽车市场 ,同时也把生产方式带进了日

本 ,扶植了日本的汽车零部件厂家和经销店 ,培育了

日本汽车零部件、原材料的生产技术和大批专业人

才[5 ] 。同时 ,这些大公司的需求也带动了日本汽车零

部件在制造、铸造、锻造、机械加工、板金等方面的生

产能力 ,为日本民族汽车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212 　独立发展阶段 ———政府扶持的产业环境

20 世纪 30 年代是日本汽车工业国产技术的基

本形成期。日本国产汽车产品的技术主要来自 : ①

通过分解、仿照欧美汽车产品获得的技术 ; ②通过购

买专利和设备获得的技术 ,如发动机生产的关键技

术就是通过专利权购买获得的 ,日本汽车工业生产

所需要的大量精密机床是通过进口获得的 ; ③从邀

请的外国专家处获得的技术 ; ④日本国内汽车企业

共同努力获得的技术。

1936 年 ,日本政府和军部制定了《汽车制造事

业法》,限制外国汽车的车体和部件进口 ,以保护日

本民族汽车产业。1937 年 ,日本又相继制定了《进

出口物品临时处理法》和《临时进出口许可规则》,严

格限制物品进口 ,从而使外国汽车制造厂商进一步

受到打压。在国家强力政策的支持下 ,日本汽车产

业迅速成长。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日本在

亚洲的扩张 ,日本政府逐步把汽车工业作为与军事

密切相关的产业加以扶持。

此外 ,1956 年 ,日本政府制定了《机械工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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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法》(简称《机械法》) ,旨在扶持当时尚且弱

小的日本汽车零部件工业。《机械法》大大刺激了相

关厂家的设备更新、技术进步、工程管理改善和产品

标准化。1960 年 ,日本政府在原《机械法》的基础

上 ,又颁布了第 2 个《机械法》,该法在推动日本汽车

零部件工业的合理化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方面起到

了重大作用。特殊的战争需求引导了日本汽车工业

的发展 ,而日本政府的保护政策则为日本汽车工业

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环境。

213 　战后恢复阶段 ———技术导入的综合作用

二战后 ,日本汽车工业很快恢复了运转。在轿

车研制方面 ,日本汽车企业几乎都采用了技术引进

的方式。日本大型汽车企业几乎都在 1953 年与外

国汽车生产企业签订了技术核准协议。实际上 ,这

些企业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同时 ,也在开发自

己的产品。例如 ,在以上产业政策的影响下 ,日本各

汽车生产厂家展开了各具特色的经营活动 :日产公

司吸收英国奥斯汀轿车生产技术 ,并利用自身技术

优势 ,独立设计新型轿车 ,仅用 6 年时间就实现了轿

车生产技术的赶超 ;1961 年 ,东洋工业从西德汪克

尔公司购买到转子发动机的专利后进行研究 ,试验

后发现缸体和活塞的接触处产生了振纹 ,东洋工业

开始对此进行技术攻关 ,于 1964 年研制成功石墨径

向密封材料 ,解决了这一难题 ,提高了转子发动机的

性能[ 6 ] 。由此可见 ,日本非常重视独立的科学研究

与技术创新 ,而且研究机构与工厂紧密沟通 ,及时进

行技术导入 ,使其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与整车技术引进同步 ,日本的汽车零部件企业

也引进了自动离合器、转速表等产品的生产技术。

通过汽车零部件的国产化 ,日本汽车零部件生产企

业的设计技术、材料加工技术、涂装技术、检查技术、

制造技术、组装技术等实现了很大的提高 ,有效降低

了零部件的制造成本。战后 ,通过大规模技术引进

与国产化进程 ,日本汽车工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得到

了提高。随着日本汽车工业引进技术国产化 ,日本

原材料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也引进了先进的冶炼技

术。原材料工业水平的提高 ,为日本汽车工业水平

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等领域的

技术引进 ,通过内部研发与外部技术导入的交互作

用 ,有效地促进了日本汽车工业整体技术水平的发

展。

214 　自主开发阶段 ———技术内化及批量生产

随着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日本各汽车企业开

始走上以自主开发为主、同时开展对外合作的技术

开发道路。军工企业的人才和技术此时大量转向汽

车工业 ,这对日本汽车工业能够较快完成引进技术

的消化、吸收 ,并开发自己的产品起到了重要作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 ,日本汽车

企业引进了轿车车身设计技术、内外饰生产技术、安

全及防治排气污染技术等 ,在开发能力上进一步深

入发展。技术引进多采取旨在排除专利限制的合同

形式 ;车身设计主要引进意大利技术 ,并且聘请意大

利设计师设计车身外型 ;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家引进

了后视镜、座椅、遮阳板等部件的制造技术。在这一

时期 ,日本汽车产品的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日本汽车企业通过大量投资 ,实现了铸造、锻

造、涂装、机械加工等生产环节的生产技术的自动化

和高度化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从 1962 年开始 ,

日本的丰田、本田、日野、五十铃等企业为了进行大

规模的设备投资 ,先后从美国各大银行获得了近

3000 万美元的贷款 ,主要用于购买美国的汽车生产

线、电子计算机控制管理系统等现代化工艺装备。

这一时期的大规模设备引进大大地推动了日本汽车

企业的技术进步。

在此阶段 ,日本汽车企业主要对以往的技术进

行内化 ,以提升自主开发能力 ;而技术引进的战略重

点是铸造、机器加工及总装技术等。以上技术水平

的提高 ,促进了批量生产体制的建立 ,同时促进了零

部件生产厂家和机械制造厂家的技术水平的提高[7 ] 。

汽车企业在追求批量生产规模经济效益的同时 ,还注

重提高工厂管理水平 ,以增强企业综合生产能力。

215 　跻身世界汽车前列阶段 ———技术、生产与市场

因素定位

1978 年 ,日本修改的排放法及噪声法规达到世

界最严格的标准 ,迫使日本企业积极进行技术革新 ,

不断进行提高汽车的安全性能、减少排放污染及降

低噪音等方面的研究 ,从而使日本小型车以其油耗

低、重量轻、质量好、设施完善、价格低廉等优势一举

打入国际市场。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 ,随着发

达国家汽车市场对汽车的环保要求越来越苛刻 ,日

本汽车企业开始把汽车产品的开发重点由提高行驶

性能转向更加节能、节材、安全、舒适、环保和多功能

等方面 ,汽车产品日益向机电一体化方向发展 ,用于

汽车的新材料、新工艺越来越多 ;汽车生产由大批

量、单一品种向小批量、多品种发展。随着日本汽车

出口量的不断增加 ,丰田、日产、富式重工、本田、铃

木等公司迅速成长为世界级的汽车制造企业[5 ] 。在

此阶段 ,日本汽车企业着重发展节能技术优势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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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 ,降低成本 ,积极打造世界级汽车品牌。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日本汽车企业的国际化实

现了进一步的发展。1973 年的石油危机给日本经

济以沉重打击 ,当时物价猛涨 ,政府压缩总需求 ,从

而导致日本国内汽车需求锐减。在这种全面减产的

情况下 ,日本各汽车厂家根据市场变化 ,展开了彻底

的合理化运动。这一运动主张适时生产方式 ,即在

必需的时间内 ,按照必需的数量 ,生产必需的产品的

生产方式 ,它排除了一切不必要的库存和浪费。其

中 ,最著名的就是丰田生产方式 ( Toyota p roduction

system , TPS) ———精益制造方式 ,其核心思想是 ,

以整体优化的观点合理地配置和利用企业拥有的生

产要素 ,消除生产过程中一切不产生附加价值的劳

动和资源 ,追求“尽善尽美”,以达到增强企业适应市

场多种需求的应变能力的目的 ,获得更高的生产效

率和更大的经济效益。由于对精益制造方式的成功

运用 ,以 2005 年为例 ,丰田汽车获得了 108198 亿美

元的高额利润 ,比通用、福特、戴姆勒 - 克莱斯勒这

3 家汽车巨头的利润总和 (93159 亿美元)还要多[8 ] 。

支持精益生产的是一个成功的精益产品开发系统 ,

该开发系统可提供新产品开发流程 ,有助于培养工

程师队伍 ,也有助于最新技术的应用 ,最重要的是 ,

它能够同时把流程、员工和技术整合到一起 ,使其成

为一个协调的系统[9 ] 。可见 ,如何将技术与企业内

的资源相整合 ,并在生产领域中进行有效实施 ,是企

业竞争力的来源所在。

20 世纪 90 年代 ,由于日元贬值等因素 ,日本经

济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 ,日本汽车市场不断开放 ,汽

车产品技术开发投入巨大 ,日本汽车工业不得不日

益国际化 ,通过合作求生存并进行技术开发。为使

日本经济走出危机 ,日本政府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不断推进经济结构改革 ,引入竞争机制 ,日本汽车

工业进行了大幅度的兼并重组 ,以降低技术开发成

本[5 ] 。1997 年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日本汽车工业

受到巨大冲击。为了走出危机 ,日本汽车企业开始

加大研发投入 ,逐渐在混合动力、燃料电池等新型环

保车开发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加上先进的管理技术

和高效的协作分工体系 ,日本汽车产业逐渐复苏。

在世界汽车工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 ,日本汽车

企业根据自身技术状况 ,选择战略伙伴合作开发、分

担开发成本 ,同时集中力量开发自身具有技术优势

的产品。

3 　对我国汽车工业的启示

1)建立良好的产业环境。日本汽车工业在其发

展初期 ,欧美汽车霸主地位已经确立。而在短短的

几十年内 ,日本汽车产量能够跃居世界汽车工业前

列 ,关键在于日本汽车企业有效地引进和整合了先

进技术。在技术整合过程中 ,日本政府营造的产业

环境为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保障。现

阶段 ,我国也应该通过给予政策支持、加大资金投

入、加快汽车零部件的发展步伐、调整汽车产品结构

等措施 ,为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建立良好的产业环

境。此外 ,我国急需通过宏观调控来规范汽车市场

的秩序 ,建立各国产汽车品牌在全国范围内公平竞

争的机制[6 ] 。根据不同的市场环境 ,政府应及时制

定不同的优惠政策 ,鼓励汽车企业根据各自的技术

能力研发不同市场定位的汽车产品 ,帮助国内汽车

企业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

2)制定合理的技术战略。技术战略的选择要根

据技术和市场因素综合进行。日本汽车企业能根据

不同时期的特殊市场需求 ,推出以节能、轻巧等为特

点的汽车产品 ,从而成功打入国际市场。我国汽车

企业也应该根据自身的技术定位细分市场 ,结合市

场需求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技术战略。在进行技术

引进的同时 ,要结合自主研发和战略合作等方式 ,从

长远战略发展的角度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

3)落实技术整合工作。在进行技术选择后 ,日

本汽车企业能够及时地进行技术导入和技术内化工

作 ,使技术完全应用于企业的生产和研发等领域。

日本汽车企业通过采用精益生产方式 ,不断改善生

产流程 ,降低产品成本 ,保证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

争力。我国汽车企业不应局限在简单的引进技术层

次上 ,而应将从外部引进的技术和内部资源相结合 ,

将技术整合落实到整个研发过程。同时 ,生产环节

也需要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持续优化流程 ,增加批量

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 ,为技术应用提供有力的后续

保证。

4 　结语

在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过程中 ,可以说 ,特殊的

市场需求引导了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 ,虽然这具有

一定程度的客观偶然性 ,但日本政府营造的产业环

境和企业自身对引进技术的整合则是日本汽车工业

成功发展的主观因素。日本汽车工业通过进行准确

的市场和技术定位 ,引进成熟的先进技术 ,并结合自

主开发 ,有效地整合技术 ,改善生产方式 ,提高自身

竞争优势 ,这些都是值得我国汽车工业进行借鉴的

地方。 (下转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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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与模糊理想解的距离实现对选择对象的排序。该

模型一方面有助于企业在信息不完全环境下选择合

适的供应商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培训外包供应商通

过评价过程及时发现企业发展或服务的问题 ,以便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对培训项目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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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uzzy Multi2attribute Decision2making Model for Selection of

Training Outsourcing Supp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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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Nanjing ,210094 ,China ;

2. Nanjing College for Population Programme Management ,Nanjing 210042 ,China)

Abstract : The t raining service supplier ,t he head executive in t raining out sourcing project ,affect s directly t he result of t raining execution to a

great extent . Therefore ,t he selection of suppliers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t he process of enterprises’decision2making on t raining out sourcing.

This paper gives t he criteria of supplier selection ,and establishes a fuzzy multi2att ribute decision2making model by means of t he fuzzy t heory.

And it uses t he t riangular fuzzy number to describe t he fuzzy weight of att ribute and t he fuzzy att ribute value ,and ranks candidates by t he fuzzy

TOPSIS met hod. Finally ,it shows t he application and t he effectiveness of t his model by example.

Key words : t raining out sourcing ; supplier ; t riangular fuzzy number ; multi2at t ribute decision2making ; TOP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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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t he t heory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 his paper analyzes t he key factors in t 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Japanese automotive

indust ry ,which are related wit h int roducing advanced technology after t he appropriate market positioning and technical orientation ,combining

independent research ,integrating effectively int roduced technology ,and improving production mode to enhance t he competitive edge. China’s au2
tomotive indust ry should learn experiences of Japanese automotive indust ry to promote t he development of automotive indust ry t hrough establis2
hing favorable indust rial environment ,making sound technological st rategies and putting t he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to eff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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