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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点分析了主导设计形成之后而发生的技术出局的影响因素，并以国产手机行业为例研究了学习

投资不足、竞争者专利的作用力对于行业竞争力的影响，指出研发力量薄弱、核心技术缺失及国外品牌的

专利控制增加了国产手机生产企业技术出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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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技术演化进程中，不连续性技术的大量涌现经常会

导致不同技术轨道之间的竞争，竞争结果一般是以单一主

导设计的确立为转折点。当一些企业的技术标准成为主导

设计之后，其它企业开发的技术标准则会受到主导技术的

排斥而被锁定在市场之外即发生“技术出局”现象。Melissa 

A. Schilling［1］将技术出局分为技术动荡期的技术出局和渐

进变革期的技术出局两种类型，并且详细分析了影响第一

种技术出局的 4 种主要因素，即技术学习投资不足、互补

资产的缺乏、安装用户规模较小和进入时机不当。两种类

型的技术出局都会对行业及业内企业的竞争力带来严重后

果。对于多元化经营的企业，技术出局意味着从某个特定

市场领域退出。对于非多元化的企业，技术出局则意味着

破产或被并购。 

现阶段许多领域技术已逐渐成熟，第二种类型的技术

出局现象更为常见，却并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重点研究主导设计形成之后(渐进变革

期)技术出局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 

1 渐进变革期的技术竞争及技术出局 

主导设计的出现使得技术发展由动荡期进入渐进变革

期［2］。在这个时期，企业把焦点放在提高效率和和市场渗

透上，企业试图通过提供差异化的式样和价格来赢得更大

的市场份额。Melissa A. Schilling［3］将技术出局定义为：由

于主导设计的出现，企业自己开发的技术受到主导技术的

排斥，而无法向特定市场出售技术或产品的情况。渐进变

革期的技术出局即指在市场已经出现主导设计的情况下，

由于专利保护，企业无法基于这种技术标准进行生产，或

者企业在特定市场上远远落后于现行技术标准的最新发

展，以至于在生产竞争性产品时无法追赶。 

在主导设计已经建立的行业中，诸如安装用户规模、

互补资产和进入时机等影响，使先前技术选择的因素变得

不再重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什么因素导致一些企

业无法生产或销售符合主导设计的产品？本文在综合前人

研究的基础之上，将导致技术出局的因素归结为两类：即

技术学习投资不足和竞争者专利的存在及其作用力。 

1.1 技术学习投资不足 

技术学习具有两个显著作用：一是产生新产品和新信

息；二是提高搜索现有信息并对其加以消化吸收和利用的

能力。企业资源基础观及组织学习和组织更新的文献显示，

通过技术研发投资及相关的学习，企业既扩大了其知识和

技能基础(核心能力)，又改进了吸收和利用未来信息的能力

(吸收能力)。 

技术学习具有累积性和自我强化效应。企业投资于新

技术开发项目，可以提升现有的知识基础和经验，并且获

得新的核心能力。在技术演化过程中，持续的技术学习投

资能够帮助企业预见技术的变革并对不断变化的技术环境

作出快速反应，使其产品和工艺顺应技术轨迹的发展，满

足客户的期望需求。 

对技术学习的投资，还可以促进企业通过提高其吸收

能力而获取知识和开发未来技术的能力。Cohen 和 Levinthal
［4］认为，“企业所具备的发现外部新信息的价值，随之将其

吸收并应用于商业用途的这些能力的集合就是企业的吸收

能力”。企业对内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已成为企业不断识

别市场机遇，并快速利用市场外部新知识实现创新，保持

和提高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刘常勇、谢洪明［5］指出，企

业的吸收能力主要受研发投入、学习强度和学习方法、组

织学习机制以及先验知识等因素的影响。崔志、于渤［6］对

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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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人力资本水平、先验知识、内部组织管理因素、R&D 活

动水平以及企业的外部社会资本 5 种因素对我国企业知识

吸收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吴隆增、许长青等［7］通过对珠

三角地区高科技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吸收能力通过组织

学习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对消费者需求

形成精确预期的能力、核心能力以及获取新能力的速度都

是学习的函数。总的来说，对技术学习的投资大大影响了

企业开发或生产能满足消费者需求技术的能力。因此，企

业对持续学习的投资不足会增加技术出局的概率。 

1.2 竞争者专利的存在及作用力 

专利保护的存在及其有效性增加了后发企业技术出局

的可能性(本文中的专利代表专利、版权、商标以及其它形

式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式)。专利权人有权制止仿造、抄袭和

销售使用等侵权行为并获得赔偿，由此可以取得商业竞争

优势，并在一定期限内独占市场而获得垄断利润。对于行

业内的后发企业而言，专利是对技术诀窍的保护从而构成

强大的技术壁垒。正如 Katz 和 Shapiro 提出，当 B 企业拥

有较强的技术专利保护时，B 企业则可能阻止 A 企业生产

类似产品。此外，如果 A 企业试图向市场推出第二代新技

术，B 企业更愿意坚持原有技术，并以其强势的专利保护

阻挠二代技术的引入，从而导致 A 企业技术出局。 

对不同的行业来说，专利保护的作用是不同的。例如，

在化工和医药行业，专利是防止竞争对手复制的有力工具，

而在电子行业中，存在着很多类别的产品和技术难以由专

利来加以保护，更多类别的产品或周边技术即便受到专利

保护，但专利保护的作用力也是很小的。总之，在主导设

计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很多后发企业被锁定在市场之外，

与业内巨头专利保护的存在及其作用力是密切相关的。 

2 国产手机行业案例研究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战略集团理论，将中国手机市场上

主要的品牌商分为四大战略集团：①技术领先战略集团，

主要以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索尼、爱立信等国际知

名企业为代表，具有很强的技术背景并占领 60%以上的市

场份额；②品牌战略集团，以联想、中兴、海信、明基为

代表，主要依靠原有领域的品牌影响力，市场份额的变化

比较稳固；③渠道战略集团，以波导、TCL、厦新、康佳

等拥有渠道资源的制造企业为主，企业数量较多，竞争激

烈，市场份额变化大；④价格战略集团，家电类背景制造

企业居多，总体数量众多，主要依靠生产制造能力开展竞

争，竞争策略雷同，目标市场集中，竞争最为激烈，市场

份额小且极不稳定，代表企业有 CECT、天时达、中侨、奥

克斯、步步高、创维等。 

从 1998 年开始，国产手机品牌开始登上中国手机市场

竞争舞台。凭借低端市场价格竞争和本土化的渠道优势，

国产手机在 2003 年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占据国内 50%以上

的市场份额，形成与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等洋品牌分

庭抗礼之势。之后，随着洋品牌战略的迅速调整，并深入

中低端市场，国产品牌的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8］(见图 1)。 

 
图 1 国产手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 

核心专利和关键技术的缺失以及研发力量薄弱，成为

国产手机跟国外品牌手机企业竞争的最大薄弱环节。 

2.1 技术“软肋”  

手机的技术大致可分为 3 层：底层的芯片、中间的软件

和表层的外形。对于最核心的芯片技术，世界上只有德州仪

器、高通、飞利浦等少数几家专业芯片厂商手中握有芯片级

技术；完全掌握手机模块和协议层软件技术这个层次的企业

主要是摩托罗拉、索尼、三星等手机巨头；第三层是手机外

形技术，近年来日韩以及中国台湾省企业进步很快。 

在产品的研发和技术方面，国产手机品牌一贯奉行“拿

来主义”，导致国产手机重销售、轻研发的经营思路，在研

发方面投入的资金和时间较少，而研发的漏洞最终直接导

致了产品质量的缺失。虽然近年来国内手机企业加大了研

发力度，例如 2007 年中兴通讯的研发强度达到 9.8%，上海

贝尔、华为等公司也超过 7.5%。某些国内手机企业已从“贴

牌”生产进入了核心技术研发层面，但其技术力量仍然主要

集中在外层，譬如结构外观设计、应用层软件开发、射频

模块设计技术。从本质上说，由于缺乏技术积累，大多数

手机企业仍然停留在组装加工的层面，专用芯片、底层软

件、TFT 显示屏等核心部件主要依赖进口。 

核心技术的缺乏可以归结为两大原因：一是由于国产

手机起步晚，技术积累不足；二是由于国内各品牌生产商

长期以来的研发投入不足，学习、消化吸收能力较差。诺

基亚和三星每年将其销售收入的 10%投入研发，仅诺基亚

一家投入的研发费用比所有国产手机的研发经费都要高出

数倍。因此国产手机首先必须重视核心技术的研发，然后

再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渐积累各项研发成果，最后实现研发

创新。手机行业隶属高技术行业，新产品开发周期越来越

短，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落后，国产手机厂商在

新品开发上不能跟上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竞争力薄弱。 

2.2 专利壁垒 

从目前情况来看，国外厂商不仅垄断了手机制造方面

的核心技术，也垄断了包括 GSM 和 CDMA 的通信协议标

准专利。国外巨头掌握着 GSM 手机技术中约 85%的世界基

础专利，欧美强势品牌在知识产权方面，凡是能纳入专利

的都毫无遗漏地纳入，甚至将诸多本不可能被授予专利的

商务模式、技术方法、服务方式等也纷纷纳入专利范畴。

国内手机生产商对于引进的各核心技术要付出销售价格

8%～13%的专利使用费，国产手机的利润空间进一步被挤

压，价格优势丧失，直接导致国内品牌手机竞争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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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 DVD 厂商和韩国手机厂商因高额的专利费而全面

溃败的遭遇就可以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跨国公司打压国内品牌的非常规性

武器。2006 年诺基亚以手机外观被侵权为由，将深圳天时达

等 4 家公司送上被告席，请求赔偿侵权损失 50 万；此外，由

于涉嫌手机外观设计侵权，韩国三星手机起诉台湾、香港、

大陆等多家手机制造商和经销商［9］；国产手机都面临着侵权

诉讼的潜在危险，以“双模双待”概念起家的宇龙等厂商亦同样

遭遇过知识产权的纠纷［10］。资料显示，在全球范围内，诺基

亚、爱立信、摩托罗拉、三星、飞利浦等企业的 GSM 专利申

请总数已从 2004 年的 2 400 多件增加到目前的 3 000 多件，而

同一时期，中国申请到的 GSM 手机专利数量仅为 327 件。 

3 结语 

本文分析了主导设计形成之后而发生的技术出局的影

响因素，并以国产手机行业发展为例研究了学习投资不足、

竞争者专利的作用力对于行业竞争力的影响，指出研发力

量薄弱、核心技术缺失及国外品牌的专利控制增加了国产

手机生产企业技术出局的可能性。为了降低国产手机技术

出局的可能性，本研究认为应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1)掌握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是根本，国产手机首先必

须重视核心技术的研发，提高研发强度，然后在实践的基

础上逐渐积累各项研发成果，最后实现研发创新。此外，

国产手机应该结成研发方面的战略联盟，以此消除单个企

业资金、人员、技术等的限制，共同开发某项关键的核心

技术，共享研发成果。 

(2)加强专利保护。一方面，政府应当完善知识产权保

护的相关法规，鼓励企业申请专利保护研发成果；另一方

面，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应增强专利保护意识，无论是外

观工业设计层面的创新，还是核心技术层面的突破，企业

都应当提高专利申请量，避免自身利益受到侵害。 

(3)注重品牌营销。国产手机应该加强对整体品牌的营

销宣传，借品牌发力，国产手机中不乏知名品牌，康佳、

海尔、TCL 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品牌。因此，国产手机在

营销过程中，在继续贯彻“抢占终端，赢在终端”策略的同

时，积极塑造、提升整体企业的品牌形象，从产品形象升

华到品牌形象，从产品推广提升到企业品牌推广，加强传

统售后服务优势，推进增值服务，最终培养起消费者对国

产手机的品牌忠诚度。 

3G 的到来给国产手机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尤其是

3G 三大标准之一的 TD–SCDMA 是中国自己的标准，国产

手机生产商应当重视核心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丰富产品线，

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同时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

在行业协会的协调和促进下，通过行业内战略联盟的方式，

充分利用 3G 有利机会，实现国产手机行业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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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factors of technology lockout after dominant design, and studies the force of lack 

of leaning investment and competitors patents on industry competition. Then, it points out that weakness in R&D, deficiency 

of core technologies and foreign brands’ patent control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domestic mobile phone production enterprises’ 

technology lock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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