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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增长实现持续互动将会推动后发企业竞争优势的动态提升。本文通过分析

后发企业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增长相互作用的过程, 提出了两者的互动模式: 基于平台渐进发展的互动模

式和基于平台跃进的互动模式。这两种模式通过持续循环实现后发企业持续不断地发展。最后结合某汽

车排气系统有限公司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 以期为我国企业技术战略的制定和调整提供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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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 技术学习是后发企业持

续获得核心技术和资源, 保持企业持续不断发展的

关键[ 1] 。通过对新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的技

术学习过程,后发企业实现了技术能力的提升,并获

得了竞争优势[ 2] 。而企业技术能力在增长的过程中

也会产生管理和技术的变化, 并将经验反馈给技术

学习[ 3] ,对其效率产生影响。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

是相互作用的, 明晰两者的互动关系,能够为后发企

业调整技术战略来维持和提高技术学习效率提供重

要的依据。因此研究技术能力增长和技术学习的互

动模式对后发企业竞争优势实现动态的提升具有重

要的意义。

理论界对后发企业通过技术学习来提升技术能

力的研究十分活跃。Kim[ 4]通过对韩国企业的研究

指出技术学习提高技术能力的模式为引进、消化吸

收和创新。随后陈劲、吴晓波[ 5]、Figueir edo[ 6] 等学

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不断的完善。谢伟 [ 7]也提出了

技术学习提升技术能力的过程模式,为 技术引进 �
生产能力 � 自主创新!。赵晓庆和魏江[ 8]、Car ayan�
nis[ 9]、Muhenda M B和 Ahmed Z A [ 10] 等学者则分

阶段地研究了技术学习对技术能力提升的机理。

还有一些学者则反过来研究了技术能力对技术

学习的影响。Oyelaran�Oyeyinka B 和 Lal K
[ 11]
指

出企业必须建立一定的技术能力,才能学习和获得

相关的技术变化,而且企业学习和获得技术变化的

成本一般由企业的技术能力所决定。顾淑林
[ 12]
则

认为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学习的有效途径就是先学

习发达国家的制造技术, 等技术能力积累到一定程

度再进行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Arif fin [ 13] 系统地

研究了技术能力的积累速度对技术学习的影响。

UNIDO ( U nited N at ions Industr 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 ion) [ 14] 经过研究认为企业的生产设备、生

产过程及组织结构紧密会对技术学习产生影响。

Mart in Bell[ 15]、王 彦 和 吴 贵 生 [ 16]、Paulo N.

F igueiredo[ 17] 、洪茹燕[ 18] 等学者则针对技术能力的

发展分阶段探讨了技术学习的机理和功能。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只是对技术能力和技术

学习的单向关系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并没有深入分

析技术能力增长和技术学习的互动关系。而明晰两

者之间的互动模式, 对后发企业根据不同发展阶段

选择相应的技术学习模式来有效地提升技术能力,

以及利用企业现有的技术能力来维持和提高技术学

习效率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基于此, 本文在分析后

发企业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增长互动过程的基础

上,借助知识平台和 平台 � 台阶!的研究方法, 探讨

了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增长的互动模式, 并以某汽

车排气系统公司为案例, 从实证的角度支持本文的

研究,以期为后发企业技术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调整

提供重要的依据。

1 � 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增长的互动过程

后发企业的技术能力增长过程具有阶段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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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先进企业已经拥有一定的技术能力相比, 后发

企业由于缺少基础的技术和知识库,或是与关键的

技术资源(如研发中心和设施完善的大学)以及市场

相脱节,因此必须首先通过技术学习来构建自身的

技术能力[ 19] ,然后再通过技术学习来实现技术能力

的增长。后发企业技术能力的发展过程分为不同的

阶段, 主要包括: ∀ 技术能力的构建阶段。发展初
期,后发企业甚至不具备基础的技术能力( rout ine

technolo gical capability) ,为了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并

具有竞争优势, 企业将通过技术学习从外界获取技

术和知识来构建其自身的技术能力。因此这个时

期,后发企业主要是通过技术的引进和模仿来形成

一定的技术基础,满足基本的生产条件,构建企业基

础的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的提升阶段。后发企业
具备了一定技术基础后, 将会通过技术学习来进一

步巩固和提升其技术能力的优势。首先, 企业会通

过挖掘性学习来巩固和逐步提升其技术能力。这个

过程主要是通过企业的质量、工程或是维修等部门,

对产品、产品工艺、和设备进行细微的、增量式的改

进来实现的(包括工程和设计过程中的复制、模仿、

同化和实验) ,企业的生产规模得到扩大, 生产效率

得到了提高。其次,企业会通过探索性学习来实现

技术创新, 促使技术能力的跨越式提升。此时企业

技术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形成创新能力( innova�
t ive technolog ical capability) , 基于此企业将掌握核

心技术,并在市场上占据核心竞争优势。

后发企业技术能力的增长是技术学习的结果,

技术能力发展的不同阶段, 技术学习的目的和形式

也不同。后发企业技术能力的增长表现为从以产品

为基础的能力到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
[ 20]

,并形成了

企业技术能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此过程中, 技术

学习实现了从基本的操作到复杂的工程再到技术研

发活动的过渡。而企业在技术能力实现阶段的跨越

之前,技术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技术能力的积累。

因此在不同技术学习模式的持续作用下, 后发企业

技术能力的增长表现为 静态的量的积累 � 动态的
质的跃进!的循环发展。

而在后发企业技术能力的增长过程中, 技术能

力的要素会产生持续的积累和变化,反过来也会对

技术学习产生影响。表现为: 一方面企业需要在一

定技术能力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相关技术和管理的提

高,另一方面技术能力增长的不同阶段,企业需要不

断转化技术学习方式来满足技术能力增长。因此在

后发企业技术学习的过程中, 如果企业能够利用现

有的条件解决发现的问题并达到预期的目标, 企业

将维持原有的学习范式; 而当企业现有的条件不能

够解决存在的问题并适应环境改变时, 企业会对现

有的学习范式进行调整和改变[ 21] 。

由此可以知道, 后发企业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

增长是相互作用的, 企业通过技术学习来构建和增

长技术能力,实现其阶段式的发展;而技术能力的增

长反过来也会对技术学习产生影响, 对技术学习形

成支撑或是压力。而两者的互动则实现了后发企业

的动态发展。

2 � 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增长的互动模式

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的互动主要分为两个过

程:一个是技术能力未实现阶段跨越增长时,两者通

过相互作用实现静态的量的积累, 此时技术能力对

技术学习具有一定的支撑。另一个是技术能力在实

现阶段跃进时,两者通过相互作用实现动态的质的

跃进,此时技术能力对技术学习具有一定的压力。

两个过程实现有效的衔接和持续循环的发展,将会

推进后发企业竞争优势的动态提升。

结合 N. Rosenberg [ 22]的 知识平台!的思想和
M . H . M eyer [ 23] 的 产品平台!的思想,并根据魏江

提出的组织技术能力增长轨迹的 平台 � 台阶!模
式,本文构建了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增长的互动模

式:一个是基于平台渐进发展的互动模式;另一个是

基于平台跃进的互动模式。两种模式实现有效的衔

接将有助于企业实现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增长的良

性循环。

2�1� 基于平台渐进发展的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增长的

互动模式

后发企业在实现技术能力阶段跃进之前,会通

过技术学习对现阶段的技术能力进行巩固和积累。

此时现有的技术学习范式还能够解决企业现有的问

题,并实现企业技术能力的增长,因此企业将维持现

有的技术学习范式。通过对技术知识进行不断的获

取、吸收和改进, 以及创新,企业技术能力在现有的

平台内实现了静态的量的积累, 表现为各技术能力

要素(包括人员、设备、组织和信息)的渐进积累, 或

是几个要素间联结方式的微调。但是此时技术能力

的增长还未达到一定的阈值,并不能实现阶段式的

跨越提升。而在此阶段, 后发企业的技术能力一方

面对现有的技术学习范式形成一定的支撑,另一方

面将影响其进行更新和调整,表现为技术学习要素

(包括内容、主体、方式和来源)或是要素之间联结机

制的调整。经过调整, 企业对技术知识的获取、吸

收、改进和创新的能力不断增强,企业技术学习的效

率实现了提高。

在平台渐进发展的互动模式中,技术学习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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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能力均实现了逐步提升, 企业的竞争优势也得到

了巩固和提高。其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提升互动模

式如图 1所示。

图 1 � 基于平台渐进发展的技术学习和

技术能力增长的互动模式

2� 2 � 基于平台跃进的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增长的
互动模式

后发企业技术能力的增长主要是指从基础的技

术能力到创新的技术能力的发展,其中根据创新能

力的不同程度, 创新的技术能力主要分为 3个阶段:

初级创新的技术能力( basic innovat ive techno logi�
cal capability)、中级创新的技术能力( intermediate

innovat ive technolog ical capability ) 和高级创新的

技术能力( advanced innovat ive technolo gical capa�
bility)。

后发企业技术能力的增长实现阶段跃进时, 表

现为技术能力从现有的增长平台跨越到新的增长平

台。此时技术能力在现有的增长平台已经积累到一

定的阈值或已经不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 并会对现

有的技术学习范式形成一定的 压力!, 技术学习的
效率得不到提高甚至出现了下降。这将会引起企业

对现有技术学习范式的重新审视,在这种思考中产

生创造性的飞跃进而实现技术学习的全面改进。此

时技术学习的改变不再是渐进的调整而是近似于一

种 破坏性!的学习。企业将超越平台内现有学习的
静态效率标准, 使企业从原来学习的束缚中解脱出

来,并打破和重构现有的技术学习框架,对技术学习

的各种组织要素或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构, 转而

去实行新的学习路径, 促使企业转换新的技术学习

范式, 实现了技术学习的全新创造和超越。企业在

实行新的技术学习范式后, 将会超越以往增长平台

的做什么( know�what )和怎么做( know�how ) , 进而
对技术能力的要素和要素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构建,

企业技术能力的增长将打破现有的平台, 实现技术

能力增长平台的跨越。

平台跃进是上一阶段互动的结束, 也是下一阶

段互动的开始,经过重构后,企业将进入新的技术学

习阶段,而企业技术能力的增长也提高到一个新的

层次,两者将在新的平台内实现不断的互动发展。

因此在平台跃进的互动模式中,技术学习在技

术能力的 压力!下实现向新技术学习范式的转变,

而在新技术学习范式的作用下技术能力的增长实现

了平台跨越,两者通过互动实现了共同的跃进, 其互

动的模式如图 2所示。

图 2� 基于平台跃进的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

增长的互动模式

3 � 案例研究 � � � 以某汽车排气系统
有限公司为例

3� 1 � 公司的发展历程
某汽车排气系统有限公司最初只是某汽车公司

下属的一个分厂, 经过 10多年的发展, 公司逐步发

展壮大, 年销售收入从 1999年的 500 万元增长到

2008年的 1� 8 亿元。现在公司年产能力为 50 万

套,并为多个汽车厂家提供配套产品,主要涉及消声

器、三元催化器、加油管, 排气歧管、差速器壳体、发

动机水管等,共 6大系列 50多个。

公司从一个下属车厂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实

力的民营车厂,主要归根于公司根据自身实力不断

地引进和应用新技术, 实现了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

提升的良性互动,促使了企业的快速成长。公司发

展初期,通过对先进技术的引进,形成了一定的生产

能力,并巩固了现有的市场份额。在具备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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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基础后,公司一方面通过设备的引进来扩大生

产规模和提高生产率, 另一方面则通过与技术先进

的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实现技术的改进, 实现产品的

差异化,并开拓新的市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

技术水平的不断增强, 公司选择与研究机构合作来

逐步展开技术研发,通过新产品的研发来掌握市场

主动权,形成核心竞争优势。

3� 2 � 公司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增长的互动过程
从公司的发展历程来看, 技术能力增长的阶段

主要分为 3个:基础技术能力的构建、初级创新技术

能力的增长和中级创新技术能力的增长。不同阶段

的技术学习范式也不同,主要分为模仿制造、模仿改

进和模仿创新。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增长的良性互

动推动了公司技术水平的提高, 产品占据了国内的

主要市场,公司还掌握了新产品开发的能力,与同行

业相比拥有显著的竞争优势。公司技术学习和技术

能力的互动过程如图 3所示。

图 3 � 某汽车排气系统公司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增长互动的发展过程图

� � 1) 1999 � 2003年,基础技术能力构建和模仿制

造的互动。在此期间, 公司只是哈飞下属的一个分

厂,为其生产零部件。通过与天纳克同泰(大连)排

气系统有限公司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公司引进了先

进的消声器生产技术。通过模仿生产, 公司形成了

一定的生产规模, 产品也达到欧 ∃标准,并巩固了哈

飞汽车这一主要市场, 公司在汽车排气系统生产行

业中崭露头角。

2) 2004 � 2005年,初级创新技术能力增长和模

仿改进的互动。公司具备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后,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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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通过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来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

生产效率, 扩大市场占有率。通过引进韩国汽车消

声器生产线、日本焊接机器人弧焊工作站, 应用美

国、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家的检测设备,逐步实行精

益化生产,公司成功地完成了哈飞赛马、路宝、民意

车的研发和批量供货任务。其次,公司在提高生产

能力的同时,也逐步通过技术改进来生产差异化产

品。公司与大连华克 %吉来特汽车消声器有限公司
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共同开发了哈飞汽车和一汽吉

林汽车的汽车排气系统。并与哈尔滨工程大学建立

了技术合作关系,从而全面提升企业的技术管理和

产品开发能力。通过技术合作, 公司的技术水平得

到了提升,产品也达到了欧&标准,市场占有率在不

断提高,公司的竞争优势逐步提升。

3) 2006年至今,中级创新的技术能力增长和模

仿创新和互动。公司具备了技术改进能力后, 公司

逐步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实现产品的创新。首先, 公

司与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展开合作,通过加强对技

术改进和创新环节人力、物力的投入,成功开发了发

动机排气歧管, 使公司产品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并获得了东安动力和东安发动机的市场, 产品达到

了国 4标准,并且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优势十分显著。

其次, 公司还积极寻求海外合作。公司与韩国世钟

株式会社达成合资意向, 并与德国建立了合作关系,

同时获得了马来西亚 NAZA公司的产品出口合同,

一方面实现了公司产品走出国门的梦想, 另一方面

也为公司新技术和产品研究开发的奠定了新的平

台。

4 � 结论

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增长是相互作用的, 两者

实现良性和持续互动才能推进后发企业的动态发

展。本文通过研究后发企业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增

长的互动过程, 构建了两者的互动模式:基于平台渐

进发展的互动模式和基于平台跃进的互动模式。两

种模式通过持续循环促进了企业的动态发展, 并以

某汽车排气系统公司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

果显示,后发企业技术能力的增长具有阶段性,表现

为从基础的技术能力到创新的技术能力的发展; 技

术能力的增长是技术学习的结果,不同的阶段技术

学习的形式和作用也不同。技术能力的增长会持续

产生管理和技术的积累和变化, 反过来对技术学习

产生支撑和压力, 影响其技术学习的效率。通过评

估明确企业的技术能力发展阶段,并选择适合其现

阶段发展的技术学习范式, 以及调整技术政策对技

术学习范式进行不断的调整和更新,可以维持和提

高技术学习的效率, 实现企业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

增长的良性互动, 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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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on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ry

Fan Xuchun, Jia Dezheng
( Antai College of E conomics & Mangement , S han ghai JiaoT on g Un iversi ty, S han ghai 20005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 e related data b etw een 1985�2005 to China automobile indust ry's f ive sub�indu st ries in cludin g automobile manufacturin g

indust ry, modified car indust ry, motorcycle in dust ry, engine indu st ry, automobile and motorcycle parts indu st ry. Th is paper f irst ly ob tains the

values of th e rate of technological pr ogr ess of th os e f ive sub� indust ries and the numbers of the ef fect s ize of technology spillover am on g those five

sub�indust ries af ter referencing exist ing inter�indus try technology spillover ef fects model� T hen, it can be concluded th at automobile and motor�

cycle part s indust ry an d automobile m anu facturing indus tr y are tw o leadin g su b�in dust ries from this paper� At last , this paper gives some en�

l ightenm ent on u pgrading overall t echnical level of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 ry f rom th e view of techn ology spillover effect� Th e enl ightmen t is
enhancing the techn ological in novat ion abil ity of tw o leading sub� indust riessh ould be in fir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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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nteractive Model of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nd Growth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in Latecomer Firms

Yang Ying, Yu Bo, Wu Weiw ei
( Sch ool of Managem ent , H arbin Inst itute T ech nology, H arbin 150001, Ch ina)

Abstract: Latecomer f irms' comp et it ive advantage w ould be pr om oted dynamically thr ou gh th e cont inuous interaction of technological learn ing

and grow th of tech nological capabil it y. In this paper, th 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 etw een techn ological learning an d the growth of techn ological

capabili ty is an alyz ed, and interact ive model is put forw ard: the interactive model b ased on platform of g radual development and th e interact ive

m odel based on platform of plunging. And the circu lat ion of b oth kind interact ion m odels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tecomer f irms. As a

practical cas e s tu dy, an example of the interact ion m odel in the firm of automot ive exhaust system is given. T he resu lt w ould pr ovide fou ndat ions

for the adjustments of tech nology s trategy.

Key words: latecom er fir m; technological learning; g row th of technological capab ilit y; in teract iv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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