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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模具制造能力演化路径与能力构筑竞争：
北京比亚迪模具案例

欧阳桃花１　丁　玲１　黄江明２

（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２．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摘要：以北京比亚迪模具为案例研究对象，探讨中国汽车模具企业能力演化路径，能力构

筑竞争的原因、过程与特征。通过对该企业的观察研究，发现模具制造能力演化经历３个阶

段：创生静态能力阶段、发展改善能力阶段、保持复制能力阶段。吸收能力的层次不同深刻影

响了企业能力演化路径。组织内外部、显隐性知识２个维度的应用与探索的双元能力将影响

企业吸收能力的层次。从理论上探讨了吸收能力的双元性与企业能力演化路径、能力构筑竞

争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实践方面，指出中国模具制造能力停留在复制能力阶段，缺乏自主创新

能力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重视学习组织内外部的显性知识，不重视隐性知识的积累以及隐性

知识的显性化。吸收能力的非双元性制约着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
关键词：模具制造能力；能力演化路径；吸收能力；双元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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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具工业被誉为“百 业 之 母”，汽 车 模 具 工

业则被喻为“汽车工业之母”。汽车模具在概念

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 上 的“汽 车 模 具”包

含了用以制造 汽车 上 所 有 零 件 的 模 具，具 体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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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冲压模具、注塑模具、锻造模具、铸造蜡模、玻
璃模具等；狭义上的“汽车 模 具”则 仅 指 那 些 用

以制造车身钣金零 件 的 冲 压 模 具 的 总 称，这 些

钣金零件又主要分 为 覆 盖 件、梁 架 件 和 一 般 冲

压件。其中，覆 盖 件 模 具 的 设 计 与 制 造 能 力 最

能代表汽车冲压模 具 开 发 的 水 平，而 车 身 钣 金

零件模具的整车开发能力又能反映一个公司的

规模。本文的案例企业———北京比亚迪模具有

限公司（简称“北京比亚迪模具”）正是这样一家

以设计、制造汽车覆盖件为主，具有整车模具开

发能力的大型模具制造企业。
模具制造能力将制约或者推动中国汽车工

业发展。中国企业的模具制造能力处于什么阶

段？与国外先 进 水 平 的 差 距 是 缩 小 了，还 是 进

一步扩大了？笔者在长期观察中国企业高速成

长过程中，发现中国 企 业 在 不 断 提 升 大 规 模 制

造能力与竞争优势 的 同 时，依 然 受 制 于 缺 乏 核

心技术与产品的困惑。这不仅因为中国企业作

为后发企业的技术 积 累 时 间 不 够，更 重 要 的 是

产品设计理念、研发 模 式 与 能 力 形 成 路 径 等 有

待反思，即当中国企 业 的 低 成 本 优 势 伴 随 劳 动

力红利逐渐消失后，如 何 在 激 烈 竞 争 的 环 境 下

生存并取得商业成功？国外学者从演化经济学

视角分析了企业能力演化路径与企业成长的源

泉［１，２］，这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但

是，能力演化 路 径 是 如 何 形 成 的？能 力 构 筑 竞

争优势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本文以“北 京 比 亚 迪 模 具”为 案 例 研 究 对

象，探讨中国模具制 造 能 力 的 演 化 路 径 与 能 力

构筑竞争的原因与特征。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比 亚 迪”）２００４年 才 开 始 开 发Ｆ３车 型，
于２００５年投放市场，并以此为契机进入汽车领

域，但是“比亚迪”于２００３年通过资产重组纳入

麾下的北京吉驰汽车模具有限公司（简称“北京

吉驰”），则是一家具有４０多年历史的冲压模具

开发企业。观察“比亚迪汽车模具”制造能力形

成过程，前后 涉 及４０多 年 的 观 察 数 据，所 以 该

案例数据丰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１　文献研究与分析框架

１．１　能力演化路径

关于能力演化路径的研究文献主要有２个

方面：
（１）能力生命周期研究　ＨＥＬＦＡＴ等［１］总

结了企业能力演化的生命周期为创生、发展、成
熟３个阶段，进入 成 熟 阶 段 后 的 企 业 能 力 可 能

向着 更 新、重 新 配 置、重 组、复 制、衰 退、隐 退６

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见图１）。

图１　能力生命周期的６个分支
　

（２）能力 构 筑 竞 争 研 究　ＦＵＪＩＭＯＴＯ［２］基

于丰田公司长达１２年的跟踪研究认为，能力构

筑是个进化的过程，丰 田 竞 争 优 势 主 要 表 现 在

其独特的生产方 式 以 及 不 断 内 生 的 进 化 能 力。
他认为丰田竞争 力 分 为３个 层 次：第１层 次 是

静态能力，在稳 定 状 态 下 企 业 能 达 到 的 生 产 效

率与产品质量等 竞 争 力 指 标；第２层 次 是 改 善

能力，通过企业 产 品 开 发 与 生 产 系 统 的 不 断 改

善，提高生产效率与质量等竞争力指标，且将能

力复制到其他的生产系统；第３层次是进化能

力，别的企业难以模仿，进化能力是企业核心竞

争力。受此启 发，本 文 界 定 的 企 业 能 力 演 化 路

径为能力发 展、变 化 和 积 累。在 企 业 能 力 演 化

过程中，吸收能力扮演重要角色。

１．２　吸收能力

吸收能力指企业在创新情境下和学习过程

中识别、吸收、应用外部知识的能力［３］。吸收能

力分为采集、同化、转化、应用４个步骤［４］：采集

指识别和获取对企业运营非常关键的外部知识

的能力，它影响吸收能力的强度与方向；同化指

企业分析、处理、解释和理解来自外部信息的惯

例和过程；转化表示制定和完善惯例（有助于结

合现有和新采集、吸 收 的 知 识）的 能 力，它 通 过

添加或删除知识，或 者 干 脆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解 释

同一知识而完成；应用作为一种组织能力，梳理

企业的惯例，以便细化、延伸并充分利用现有能

力，或通过合并将 采 集 和 转 换 的 知 识 纳 入 企 业

运营而创造新能力。ＬＩＭ［５］认为企业吸收能力

有３种层次：学 科 知 识、领 域 专 长 和 知 识 嵌 入，
其特征详见表１。

ＬＩＣＨＴＥＮＴＨＡＬＥＲ［６］用企业学 习 过 程 中

的吸收能力来解释不同企业面对同一外部环境

而产生的绩效差异。吸收能力有助于提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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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吸收能力的层次、特征

学 科 知 识 领 域 专 长 知 识 嵌 入

·所 获 得 知 识

的 类 型

一 般 的 科 学 知 识 具 体 技 术 问 题 的 解 决 方 案 工 具 和 流 程 嵌

入 的 知 识

·技 术 的 阶 段 最 早 期 早 期 到 中 期 后 期

·内 部Ｒ＆Ｄ 探索（重点在于自主性） 聚 焦 于Ｒ＆Ｄ 集 成

·链 接 内 外 部

Ｒ＆Ｄ 的 方

式

聘请 训 练 有 素 的 科 学 家，
与 学 术 界 加 强 联 系

雇佣 具 有 领 域 专 长 的 人 员，
设 立 基 金 支 持 特 定 领 域 的

外 部Ｒ＆Ｄ，影 响 其 轨 迹

与 拥 有 相 关 嵌

入 知 识 的 供 应

商 合 作

创新能力，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正相关［７］。
企业通过组织间学习［８］、知识共享［７］、社会集成

机制［４，９］提高 吸 收 能 力。如 果 企 业 所 需 的 技 术

知识不能从组织内 部 获 得，那 么 先 前 内 部 积 累

的技 术 知 识 可 以 帮 助 企 业 成 功 获 取 外 部 知

识［３，１０］。只有当潜在的（采集、同化）吸收能力转

化为实现的（转化、应用）吸收能力时，企业才能

取得更高的绩效［４］。企业内外部的显性知识和

隐性知识 之 间 的 转 化 能 提 高 吸 收 能 力［１１］。由

此，吸收能力层次的 不 同 能 够 解 释 企 业 能 力 演

化路径，以及面临同 一 外 部 环 境 下 的 企 业 竞 争

能力与产生 绩 效 差 异 的 原 因。但 是，企 业 如 何

深化吸收能力的层 次，从 而 提 升 企 业 能 力 构 筑

竞争优势。已有文献研究无法对此做出解释。

１．３　理论分析框架

笔者认为，外部环境变化促使企业重视 发

展Ｒ＆Ｄ能 力，吸 收 能 力 的 层 次 不 同 将 系 统 地

影响企业能力演化路径以及能力构筑竞争的差

异性。本文的分析框架对吸收能力设定了２个

维度：①显性 知 识 和 隐 性 知 识。知 识 是 指 企 业

拥有的一套技能、知识和经验，由企业先前知识

库、知识检索积累的 经 验 和 员 工 个 人 的 技 能 决

定［９］。显性知 识 包 括 机 械 设 备、产 品 和 工 艺 设

计、部件说明书、工作指南、质量控制和标准、书
面文件等；隐性知识则指员工技能、嵌入式的生

产和管理系统、组织文化、其 他 隐 性 因 素 等［１１］。

②组织内部与外部。企业获取的显性知识与隐

性知识来源于组织内部或者外部。２个维度，４
个象限可划分企业吸收能力的层次（见图２）。

图２　吸收能力的层次［１１，１２］

　

２　案例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是因为：①本文 的

研究问题是探讨企业各阶段的能力及其演化路

径“是什 么”，案 例 研 究 方 法 最 适 合 探 讨“是 什

么”的问题，因此，研 究 问 题 设 定 与 案 例 研 究 方

法是适配的。②本文是探索中国企业模具制造

能力演化路径与竞争优势“怎么样”的问题。由

于企业能力构筑是复杂、多面的，相关因素还未

完全找到，因此，基于定量的方法可能难以解决

上述研究 问 题，而 从 案 例 到 理 论 的“分 析 性 归

纳”原 理 可 能 更 适 合 探 索 与 解 释 上 述 研 究 现

象［１３］。
本文以“北京比亚迪模具”为案例研究对象

的原因：①模具工业被誉为百业之母，而中国学

术界对 模 具 制 造 研 究 相 对 匮 乏。例 如，以“模

具”、“模具 制 造”作 为 关 键 词 检 索ＣＳＳＣＩ数 据

库，仅找到了１０篇关于模具企业或产业研究的

论文［１４，１５］。②“北京比亚迪模具”是中国汽车覆

盖件模具 制 造 和 整 车 模 具 开 发 的 重 点 企 业 之

一。覆盖件模具设计与制造能力和整车模具开

发最能代表一个企业在汽车模具制造领域的综

合研发实力。案例选取的样本具有典型性与代

表性。③“北 京 比 亚 迪 模 具”的 前 身 创 建 于

１９５８年，可供观察的案例数据较为完整。
本案例 数 据 主 要 来 源 于 以 下３个 方 面：

①笔者于２０１０年８月、９月２次实地调研“北京

比亚迪模具”，并对资深工程师、模具设计人员、
来自日本 荻 原 的 指 导 专 家 等５人 进 行 深 度 访

谈，时间共１２个小时，并做了访谈录音与笔记。

②撰写案例期间，通 过 电 话 与 邮 件 多 次 追 加 调

研，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③通过互联网、公开

出版的论文、书 籍 等 二 手 资 料 收 集 本 案 例 相 关

信息。

３　案例描述

“北京比亚迪模具”是隶属于“比亚迪”的第

十二事业部，该 公 司 主 要 为 比 亚 迪 汽 车 车 身 钣

金冲压生产线提供 模 具，并 同 时 生 产 配 套 的 冲

压件检具。“北京比亚迪模具”的前身为北京汽

车制造厂的工具分厂①，成立于１９５８年，而北京

汽车制造厂的前 身 则 是 国 民 党 的 军 械 修 理 所。

１９７９年１月，北京汽车制造厂同美国汽车公司

（ＡＭＣ）① 谈判，经过４年多的艰难合资谈判，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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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年５月成立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简称

“北京吉 普”）。该 公 司 引 进、消 化、吸 收 ＡＭＣ
切诺基先进技术，提高与完善ＢＪ２１２系列产品，
迅速获得中国吉普 车 市 场 认 同，其 市 场 份 额 一

度位居前三甲。１９９８年，“北京吉普”开始出现

亏损，外观陈 旧 的ＢＪ２１２产 品 无 法 满 足 中 国 市

场快速变化的需求。２００２年，“北京吉普”为了

降低成本、扭亏为盈，将其工具分厂（包括设备、

人员、模具）最先剥离出来。同年６月，该工具

分厂成 为 具 有 独 立 法 人 资 格 的“北 京 吉 驰”。

２００３年，“比亚迪”对“北京吉驰”进行了资产重

组，成立了“北京比亚迪模具”。
“北京比亚迪模具”及其前身的模具制造能

力构筑过 程 主 要 历 史 事 件 见 图３，主 要 分 为３
个重要阶段。

图３　企业能力构筑过程主要历史事件时序图

来源：笔者基于企业数据整理
　

①　ＡＭ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ｏｔｏｒ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５４年 由 大 型 的

独立汽车制造商 Ｈｕｄｓｏｎ与ＮａｓｈＫｅｌｖｉｎａｔｏｒ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合 并 为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ｏｔｏｒ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Ｃ的总部设在芝加哥，主要 是

以生产中型轿车为主。

３．１　外部培训与干中学（１９６４～１９８３年）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９６５年５月赴长春一汽学

习模具开发技 术（苏 联 的 汽 车 制 造 技 术），１９７８
年接受日本荻原公 司 的 模 具 开 发 培 训，这 对 该

企业模具开发能力的创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北 京 汽 车 制 造 厂 派 遣 六 七

十名刚毕业的大学生赴长春一汽学习模具开发

技术。在师徒 制 的 学 习 模 式 下，这 些 毕 业 生 们

初步掌握 了 二 维 技 术 条 件 下 模 具 的 设 计 与 开

发。学成回 京 后，他 们 基 于ＢＪ２１０（苏 联“嘎 斯

６９”）的 技 术，先 后 设 计 了４批ＢＪ２１２的 模 具。

ＢＪ２１２正式投产于１９６６年，按计划先后生产了

１０００辆、３０００辆、５０００辆和１００００辆。

１９７８年的 改 革 开 放 政 策 使 日 本 荻 原 公 司

（简称“荻原”）于同年在北京建立了“荻原”办事

处，定期介绍“荻原”的模具技术，宣传“荻原”模

具品牌，也对国内的模具企业起到了培训作用。

在此期间，工具分厂通过与“荻原”合作，学习其

模具开发过程和大 规 模 与 标 准 化 生 产 方 式，同

时也认识到了自身与国际一流企业的差距。

３．２　业务合作与融合（１９８４～２００２年）

１９８４年新成 立 的“北 京 吉 普”委 托“荻 原”

开发ＢＪ２１２覆盖 件 等 模 具，工 具 分 厂 配 合 做 相

关备件。委托合同是美国技术人员带领中方技

术人员与“荻 原”谈 判 后 签 订 的，细 致 且 规 范。

“荻原”每次培训工具 分 厂３位 技 术 人 员，主 要

技术人员受邀赴日本的“荻 原”工 厂 参 观，这 些

举措开阔了中 方技 术 人 员 的 眼 界，也 使 中 方 深

刻地意识到 与 日 方 的 差 距。例 如，当 时 的 工 具

分厂开发模具采 用 铁、钢 作 为 制 作 材 料，而“荻

原”使用铜作为 制 作 材 料，铜 的 优 点 是 干 净、美

观、不易生锈。

１９９９年，由 于“北 京 吉 普”亏 损，产 品 线 收

缩，工具分厂承接不到新车型的模具开发任务。
为了企业能够生存，他 们 投 标 承 接 外 部 企 业 委

托的模具开 发 任 务。同 年，银 川 某 军 工 企 业 由

于没有验收模具的经验，向“北 京 吉 普”高 管 寻

求技术支持。“北京吉普”技术专家在协助验收

模具的过程中，感 受 到 了 工 具 分 厂 经 过 多 年 学

习与实践，已有能力和底气承接外部业务。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工具分厂承接了来自丰田

的１１套模具 开 发 任 务。丰 田 把 所 有 的 模 具 开

发思想与要求 都清 楚 地 写 在 合 同 中，工 具 分 厂

从中掌握了丰 田开 发 模 具 的 理 念 与 技 术，具 体

体现在以下３项 技 术 改 进 上：①改 进 拉 延 模 气

垫顶杆的放置方式。之前的工具分厂对于顶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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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放置方式为用到 哪 个 顶 杆 时 安 装 哪 个 顶 杆，
这使得冲压生产过 程 中 只 要 替 换 模 具，就 要 把

顶杆推起来重新排 布，既 增 加 工 作 量 又 不 易 取

得平衡。另外，在顶杆的反复排布中，一旦出现

错误，就会使顶杆与模具相撞，造成后者开裂损

坏的严重后 果。丰 田 的 做 法 是，把 所 有 的 顶 杆

全装进一个工作台，在 模 具 运 行 中 用 哪 根 顶 杆

时，哪 根 顶 杆 就 与 模 具 本 体 发 生 作 用，不 用 更

换，也就不会 出 现 错 误。工 具 分 厂 当 时 更 换 一

套模具需要半个小 时 以 上，而 丰 田 更 换 一 套 模

具一般 只 需１０～２０分 钟，是 中 方 效 率 的２倍

多。②工具分厂没有设计自动生产线模具的经

验，向丰田学到了模具的半自动化，并且从当时

的国情 考 虑，这 种 半 自 动 化 对 生 产 更 有 意 义。

国内送件取件一般 都 是 人 工 操 作，重 量 不 轻 的

制件在成形后紧贴在模具上，压机不断地开合，

人工取 件 十 分 危 险。丰 田 发 明 了 扒 钩①，代 替

人工将冲压好的零件剥离最危险的压机工作区

域，既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劳动危险性，又

提高了生产效率。③学习丰田产品设计过程中

降低成本的 方 法。如 丰 田 的 多 件 共 模 技 术，以

及模具精度并不要求达到０．１ｍｍ等理念。此外

工具分 厂 也 为 上 海 通 用、美 国ＳＰＸ公 司、施 耐

德（北京）中压电器公司等知名企业设计和制造

过模具，在获得几十套或十几套订单的同时，也
通过承接外部业务提高了模具开发能力。

３．３　企业扩张与衍生（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３年“比 亚 迪”与“北 京 吉 驰”进 行 资 产

重组后成立了“北京比亚 迪 模 具”，不 仅 全 部 留

用原公司正 式 员 工１０８人，还 返 聘 了 已 经 退 休

的十几位员工，此外，该公司每年大量招聘技术

人员和车间技工，在经历了一次拆分之后，仍拥

有员工近１０００人。

２００３年 至 今，“比 亚 迪”在 西 安、上 海、北

京、深圳、长沙、惠 州 等 地 持 续 扩 张 和 布 局 自 己

的汽车产业，工厂硬件设备被不断复制，技术人

员则不断地分散到新厂。如“比亚迪”第十二事

业部于２００７年 在 深 圳 建 立 的 生 产 基 地 复 制 了

北京的模式，并在２００８年的春夏之交将北京地

区近半数的技术人员和车间技工分散至深圳新

厂。
（１）Ｆ３产品开发　２００４年秋～２００５年夏，

“北京比亚迪模具”承接了Ｆ３车型模具的开发

工作。Ｆ３借鉴 了 日、韩 系 汽 车 的“ｍｍ”设 计 理

念（即表示人能够享受车内空间的最大化，车辆

所必需的零部件占有空 间 最 小 化）。“比 亚 迪”
在Ｆ３之前曾设计了３１６、４１６、５１６、６２４这４个

车型，由于各种原因被终止，但这为Ｆ３模具的

开发 奠 定 了 基 础。Ｆ３从２００４年６月 开 始 设

计，到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总 装 下 线，仅 用 了１８个 月

时间。其在开发流程上吸取了丰田、通用、大众

产品的优点，通 过 同 步 设 计、同 步 试 制、同 步 制

造、同步试验大大缩短了这款车型的开发周期。
从Ｆ３外观上，可以看到丰田花冠前脸、飞度尾

部、威驰腰线的影子，其主要基于花冠进行局部

外观的改造，对 于 内 部，如 发 动 机、电 子 箱 等 结

构和尺寸基本上都选择沿用。“比亚迪”对这款

车型的宣传点集中在低油耗和实用性上，Ｆ３投

放市场后，通过４年时间的经营，获得了消费者

的认可，长期雄踞单一车型的销量榜榜首，２０１０
年Ｆ３销售量为２６．３９万辆。

（２）能力融合处于艰难的过程　２０１０年４
月，“比亚迪”收购了“荻原”旗 下 的 馆 林 模 具 工

厂（简称“馆林”）。按 照 协 议，“馆 林”不 断 派 人

来“北 京 比 亚 迪 模 具”进 行 技 术 指 导，每 次 派２
个人，２个 月 轮 换 一 次。目 前 日 方 与 中 方 技 术

人员的融合过程比 较 艰 难，在 模 具 开 发 的 技 术

和理念２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见表２）。

表２　内部人士对企业能力构筑的不同观点

内 部 人 员 事 件 或 职 责 观 点

王 传 福 ＣＥＯ 将“荻 原”车 体 成 型 方 面 的 先 进 技 术 应 用 在 比 亚

迪 汽 车 生 产 上，进 一 步 提 升 自 身 技 术 水 平，完 善

产 业 链 条

日 本 专 家 来 自 于“荻 原”专 家 公 司 与“荻 原”在 管 理 和 技 术 上 差 距 甚 远

设 计 骨 干 被 派 往“馆 林”学 习 他 们 都 不 带 我 玩 ②

资 深 工 程 师 负 责 技 术 引 进、
模 具 设 计 与 开 发

跟 国 内 外 一 流 企 业 比 较，我 们 的 软 件 和 硬 件 差

得 不 太 远，但 我 们 的 经 验 和 专 业 化 程 度 差 很 多，
技 术 设 计 的 思 想 落 后

设 计 科 长 管 理 公 司 某 设 计 科 公 司 学 习 能 力 强，与 一 流 模 具 企 业 在 管 理 和 技

术 上 的 差 距 不 大；有 成 本 优 势，开 发 周 期 比 日 本

企 业 短

设 计 人 员 从 事 设 计 工 作 公 司 最 大 的 问 题 是 地 域 和 产 品 种 类 扩 张 太 快，
员 工 平 均 工 龄１．８年，技 术 积 累 存 在 问 题

４　案例讨论

通过对“北京比亚迪模具”及其前身企业模

具制造能 力 的 数 据 观 察，发 现“北 京 比 亚 迪 模

具”研发能力演化经历了３个阶段（见图４），每

个阶段的吸收 能力 呈 现 不 同 的 特 征，并 深 刻 影

响企业能力构筑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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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通过压床的开合驱动一个钩子样的机构，将冲压好的 零
件或废料勾离模具。

在日本，大学毕业后先到“荻原”车间工厂做模具基础工
作，５～１０年后才可能从事模具设计。在 中 国，大 学 毕 业２～３年
后就可以从事设计。“馆 林”知 道 派 来 的 中 方 设 计 人 员 大 学 刚 毕
业不久，根本不愿意带他们做模具设计。



图４　模具制造企业的能力演化路径模型
　

４．１　企业的能力演化路径

“北京比亚迪模具”及其前身的模具制造能

力演化折射了中国模具业的发展历程。
（１）创生静态能力（１９６４～１９８３年）　企业

在相对静止的外部环境下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积

累，创生了模具研发能力与标准化、规模化生产

管理能力。其特征是企业在相对静态的外部环

境下吸收先进企业 经 验，其 模 具 开 发 与 制 造 系

统基本能够反复、准确、有效地处理模具制造等

各种信息。
（２）发展改善能力（１９８４～２００２年）　企业

在日渐激烈的外部 竞 争 环 境 下，融 合 了 一 部 分

日本模具设计理念 与 技 术，开 发 与 制 造 较 为 复

杂的汽车模 具；以 低 成 本 优 势 获 取 订 单。其 特

征是企业在激烈的 外 部 竞 争 环 境 下，不 但 可 以

处理静态信息，还可以迅速、有效地吸收一流企

业的经验，有效地解 决 模 具 研 发 与 制 造 中 的 各

种问题。
（３）保持复制能力（２００３年～）　企业 在 激

烈的外部竞争环境下，承接 来 自“比 亚 迪”内 部

模具开发业务，保 持 了 产 品、工 艺、管 理 和 软 硬

件系统等方面的复制能力。其特征是在激烈的

外部竞争环境下，企业积极扩张和衍生，不但可

以处理静态信息，还可以迅速、有效地解决模具

制造等各种问题，并复制与扩张。

４．２　吸收能力层次影响 中 国 模 具 制 造 能 力 构

筑过程

运用文献研究中得出的吸收能力的理论框

架分析“北京比亚迪模具”制 造 能 力 演 化 过 程，
建立能力构筑过程模型（见图５）。

（１）第１阶 段　该 企 业 模 具 制 造 能 力 在 最

初形成过程中，积极学习组织外部的显性知识。
比如年 轻 技 术 人 员 赴 国 内 领 先 企 业（长 春 一

汽），在“师带徒”的学 习 模 式 下，采 集 了 师 傅 的

图５　中国模具制造企业的能力构筑过程模型
　

模具制 图 知 识，并 应 用 到 模 具 设 计 和 制 造 中。
此外，通过“荻原”的 模 具 知 识 培 训 获 得 了 标 准

化、规模化的生产管理能力。鉴于此，这个阶段

该企业的吸收能 力 位 于 图５的 第Ⅰ象 限，重 视

积累来 自 组 织 外 部 的 显 性 知 识。企 业 通 过 采

集、同化外部 的 技 术 文 件、模 具 产 品、合 同 等 显

性知识，转化与应用到模具和制造中，获得了潜

在的、实现的能力［４］。
（２）第２阶 段　该 企 业 通 过 委 托 与 承 接 来

自先进企业的订单 业 务，开 放 式 学 习 组 织 外 部

的显性知识，提高了企业改善能力，积累了相关

的隐性知识。首 先，“北 京 吉 普”通 过 委 托“荻

原”制造大型复杂汽车模具，获得了来自“荻原”
的培训。其次，工具分厂因“北京吉普”亏损，难
以获得来自企业内 部 订 单，为 了 生 存 广 泛 地 投

标，承接了丰田等 先 进 企 业 的 模 具 委 托 加 工 订

单，在实践中 学 习 与 提 升 了 模 具 开 发 能 力。由

此，该企业通过不断采集、同化了一流企业的合

同、工艺设计、技术文件、模具产品等显性知识，
培养了对外承接业务能力与 提 供“相 关 技 术 的

解决方案”的 能 力，其 吸 收 能 力 位 于 图５的 第

Ⅰ、Ⅱ、Ⅲ象限之间。
（３）第３阶 段　在 企 业 模 具 制 造 的 复 制 能

力形成过 程 中，企 业 通 过 资 产 重 组 兼 并 了“荻

原”的“馆林”，把外部 知 识 内 部 化，重 视 积 累 并

在组织内部扩散隐性知识。此阶段企业吸收能

力呈现２个特征：①只承接企业内部业务，积累

“隐性知 识”，开 发 了 包 括Ｆ３和Ｆ３ＤＭ 在 内 的

汽车模具。②在 企 业 扩 张 与 衍 生 的 过 程 中，快

速进行产业布局，复 制 企 业 内 部 积 累 的 显 隐 性

知识。企业的吸 收 能 力 位 于 图５的 第Ⅱ、Ⅲ象

限之间。
中国模具制造能力经过了４０多年发展，尚

处于“复制能力”层次，未 能 达 到 图５的 第Ⅳ象

限，即吸 收 能 力 的 最 佳 状 态。这 是 因 为，一 方

面，大部分的中国企业尚未重视积累隐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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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缺乏隐性知识在组织内外部扩散以提升整个

产业链制造水平；另一方面，企业知识积累和流

动是单方向的，即外 部 显 性 知 识→内 部 显 性 知

识→内部隐性知识（图５虚线方向所示）。隐性

知识大多被掌握在 少 数 人 头 脑 中，缺 少 显 性 化

（如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间的对话过程［１１］）、编

码化（如与具有嵌入式知识的企业合作［５］）的转

化过程，这或许是大 多 数 中 国 企 业 缺 乏 且 不 能

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

４．３　吸收能力的非双元性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中国企业的吸收能 力

呈现单层次，缺 乏 双 元 性 的 特 征。能 力 双 元 性

指企业在权衡复杂 情 境 时，同 时 具 备 并 能 应 用

２种不 同 活 动 的 能 力［１２］。ＳＩＭＳＥＫ［１６］从 以 下３
个方 面 界 定 了 能 力 双 元 性：①在 组 织 结 构、流

程、行为等方面具有探索（新知识）和应用（旧知

识）的２种能力。②在企业价值链各环节，具备

探索和应用２种必要的学习能力。③强调企业

同时具备通过探索和应用获取高层次企业绩效

的能力，而不是低层次平衡。

中国模具企业重视学习组织外部的知识并

应用于企业内部，但 不 重 视 通 过 知 识 的 扩 散 提

升整个产业价值链的竞争水平。而丰田却强调

通过知识的积累和扩散以不断提高模面设计①

的自主创新能力，重视将个人的、隐性的知识在

组织内部不断显性化、编码化，并快速转化为集

体的共享知 识。由 此，丰 田 积 累 与 扩 散 显 性 知

识和隐性知识并使 之 不 断 地 循 环 改 进，实 现 从

个人到集体的共享，从应用到探索的切换，丰田

由此形成了其他企业难以模仿的可持续创新能

力［２］。丰田模具开发的能力双元性提升了企业

的吸收能力层次，促进了能力构筑竞争优势，而
中国企业吸收能力的非双元性可能导致其制造

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５　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系统揭示了“北京比亚迪模具”及其前

身４０多年的能力演化路径及能力构筑过程，并

通过与丰田模具制 造 能 力 的 比 较，识 别 了 两 者

在吸收能力方面存在层次上的差别。丰田在模

具制造能力方面不 断 地 适 应 与 探 索，积 累 与 扩

散来自组织内外部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而

中国企业 侧 重 于 适 应 与 学 习 来 自 组 织 外 部 知

识，缺乏探索新知识的内在动力，呈现吸收能力

的非双元性 特 征。本 文 结 论 给 处 于 全 球 化、超

级竞争环境下的中国企业如何培育核心竞争力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意义。本文

的理论贡献在以下４个方面：
（１）总结了中 国 情 境 下 汽 车 模 具 制 造 企 业

的能力演化路径模型　有别于日本汽车企业静

态能力—改 善 能 力—进 化 能 力 的 演 化 路 径［２］，
从微观层次补充与丰富了能力演化路径的理论

与实证研究。中国企业能力演化路径是创生静

态能力—发展 改 善 能 力—保 持 复 制 能 力，与 之

对应的竞争优势是创生静态能力—发展改善能

力—保持复制能力。
（２）从显隐性知识和组织内外部２种维度，

深入揭示了模具制造能力演化过程中吸收能力

的层次与 特 征　补 充 和 发 展 了ＬＩＭ［５］学 科 知

识、领域专长和知识嵌入３种层次的吸收能力，
本文按逻辑顺序描述“结 果 发 生 时 故 事 怎 样 发

生”［１７］，归纳了中国模具制造企业的能力构筑过

程模 型（见 图５），解 释 了 吸 收 能 力 如 何 影 响 能

力构筑的过程，打 开 了 吸 收 能 力 影 响 企 业 能 力

演化路径与能力构筑的黑箱。
（３）提供能力 双 元 性 与 吸 收 能 力 关 系 研 究

的理论借鉴　有 关 这 方 面 的 研 究，文 献 至 今 并

不多见。ＲＯＴＨＡＥＲＭＥＬ等［１２］的 研 究 结 论 仅

支持了吸收能 力影 响 能 力 双 元 性，而 本 文 则 认

为能力双元性 同样 能 提 升 企 业 的 吸 收 能 力，吸

收能力的非双元性将导致企业可持续创新能力

不足。揭示了能力双元性有利于深化企业吸收

能力的研究结论。吸收能力的层次越高越有助

于技术的探索或应 用，知 识 来 源 于 组 织 内 部 或

外部这２个维 度 的 双 元 能 力，而 且 这２个 维 度

的双元 能 力 与 财 务 和 创 新 绩 效 呈 倒 Ｕ 型 关

系［１２］。由此，本文 进一 步 发展 与 完 善 了 吸 收 能

力与能力双元性的 相 互 关 系，用 能 力 双 元 性 揭

开了吸收能力的黑箱。
（４）揭示了中国模具制造仍处于“复制能力”

层次的深层原因　大部分中国企业未能采集与

转化先进企业的隐性知识，不重视积累内部隐性

知识以及隐形知识的显性化。中国企业知识积

累和流动是单方向的，尚未在组织内外部快速集

成与扩散，尚 未 形 成 敏 捷 的 循 环 吸 收 能 力 以 提

升整个产业链制造水平。揭示了中国模具制造

能力演化过程中，吸 收 能 力 的 非 双 元 性 是 中 国

企业未能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
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指导大部分的中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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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传统的冲压工艺设计采 用 工 序 图 或 是ＤＬ图，其 模 面 设
计也较为粗略，以这样的 图 纸 指 导 下 的 工 艺 造 型，必 须 在 后 序 靠
人工修整、制造工艺弥补，造成模具制造的人工钳修量很大、周期
延长。丰田在设计阶段通过计算机的曲面造型，完成模面的精细
设计。精细模面设计可 以 减 少 型 面 加 工，减 少 钳 修，减 少 试 模 工
时等，提高了模具开发效率。



业如何通过能力双元性来提升企业吸收能力层

次，从而获得可持续 发 展 的 创 新 能 力 与 竞 争 优

势。尽 管 Ｆ３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投 放 市 场 直 至

２００９年，以低成本优势每年获得１００％增长率，
但是随着中国汽车 市 场 的 竞 争 加 剧，比 亚 迪 汽

车竞争能 力 面 临 着 严 峻 的 挑 战，据“比 亚 迪”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３日 在 香 港 发 布 的 半 年 报 显 示，
“比亚迪”２０１１年 上 半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２２５．４５
亿元，同比下降１０．７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２．７５亿元，同比下降８８．６３％，“比

亚迪”称 是 因 为 汽 车 业 务 销 售 规 模 下 降 所 致。
究其根原，依然是比 亚 迪 汽 车 产 品 缺 乏 核 心 竞

争能力，这也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６　局限性和未来的研究

本文的局限性是以访谈作为首要数据收集

方法的回顾性特点造成的。回顾性回答的缺点

是容易引起 回 忆 的 错 误。但 是，本 文 已 经 试 着

避免这个问题，即“仅仅采访那些在相关重要期

间亲自经 历”企 业４０多 年 发 展 历 程 的 被 调 查

人。采用了一 个 系 统 的 数 据 确 认 程 序，以 确 保

使用的所有信息可以三角化为至少具有２个数

据来源。
本文属于探索性研究，目的在于识别关 键

要素，未来的研究若 能 对 其 进 行 直 接 的 统 计 确

认，就能更好 地 定 义 过 程 模 型 的 限 制 条 件。另

一个研究方向是中国制造企业如何提升吸收能

力和能力双元性，这 或 许 是 解 决 大 多 数 中 国 企

业缺乏核心 技 术 与 产 品 的 关 键。对 此，将 继 续

跟踪并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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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２，２７（２）：

１８５～２０３．
［５］ＬＩＭＫ．Ｔｈｅ ＭａｎｙＦａｃｅｓｏｆ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Ｃｈｉｐｓ［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９，１８（６）：１２４９～１２８４．

［６］ＬＩＣＨＴＥＮＴＨＡＬＥＲＵ．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９，５２（４）：８２２～８４６．

［７］ＬＩＡＯＳＨ，ＦＥＩＷＣ，ＣＨＥＮＣ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ｈａ
ｒｉｎｇ，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ｂｉｌｉ
ｔｙ：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
ｔ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３３（３）：３４０～３５９．
［８］ＬＡＮＥＰ，ＬＵＢＡＴＫＩＮ Ｍ．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Ｃａ

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８，１９（５）：６１～７７．

［９］ＶＥＧＡＪＵＲＡＤＯＪ，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ＧＲＡＣＩＡＡ，ＦＥＲ
ＮＡＮＤＥＺＤＥＬＵＣＩＯＩ．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Ｆｉｒｍ’ｓ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ＢｅｙｏｎｄＲ＆Ｄ［Ｊ］．
Ｒ＆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３８（４）：３９２～４０５．

［１０］ＬＩＣＨＴＥＮＴＨＡＬＥＲＵ，ＬＩＣＨＴＥＮＴＨＡＬＥＲ 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ｃｒｏｓ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ｏｕｎｄ
ａｒｉｅｓ：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ｖ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Ｊ］．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０，５３（１）：

１５４～１７０．
［１１］ＴＥＣＨＡＫＡＮＯＮＴＫ，ＴＥＲＤＵＤＯＭＴＨＡＭ Ｔ．Ｅ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ｉｒ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Ｐａｒｔｓ
ＦｉｒｍｓｉｎｔｈｅＴｈａｉ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１２（２）：１５１～１８３．

［１２］ＲＯＴＨＡＥＲＭＥＬＦＴ，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ＭＴ．Ａｍｂｉ
ｄｅｘｔｅ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ｏｆ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Ｊ］．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２０（４）：７５９～７８０．

［１３］ＹＩＮＲＫ．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Ｍｅｔｈ
ｏｄｓ［Ｍ］．３ｒｄｅｄ．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Ｏａｋｓ，ＣＡ：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３．

［１４］徐菱忆．黄岩模 具 业 的 创 新 与 持 续 发 展［Ｊ］．经 济 管

理，２００６（１７）：７７～８０．
［１５］屠建飞，冯志敏．基于创新链的模具产业集群技术创

新平台［Ｊ］．中国软科学，２００９（５）：１７９～１８３．
［１６］ＳＩＭＳＥＫＺ．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ｍｂｉｄｅｘｔｅｒｉｔｙ：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９，４６（４）：５９７～６２４．

［１７］ＭＯＨＲＬＢ．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ＪｏｓｓｅｙＢａｓｓ，１９８２．

（编辑　杨妍）

通讯作者：欧阳桃花（１９６５～），女，江西 景 德 镇 人。北 京

航空航天大 学（北 京 市　１００１９１）经 济 管 理 学 院 教 授、博

士研究生导 师。研 究 方 向 为 企 业 战 略 管 理、全 球 化 经 营

与产品创新管理。Ｅｍａｉｌ：ｔａｏｈｕａｏｕｙａｎｇ＠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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