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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时代背景里，公司跨国并购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

的主要应用方式，愈来愈多的中国企业开始主动参加到了全球经济合作过程中，

经过跨国并购融入全球经济新格局。当前，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核心在于提高自身

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国际化战略的目光也主要集中在技术并购上。近年来中国企

业虽然进行了很多海外并购活动，但成功率不高，其中完成并购但在整合阶段失

败的企业不在少数。因此，企业要想通过跨国并购获得先进技术资源来提升竞争

力，不仅在于完成并购活动，更要重视跨国并购过程的高效整合。

根据跨国并购整合模式和公司技术创新的相关理论，从跨国并购整合模式分

类入手，借鉴“模糊控制理论”，将整合模式划分为“轻触”模式与“重触”模

式，经过产品整合、组织整合、工艺技术整合、等多个层面的反应体现，对其展

开系统深入的定义。与此同时参考依据“双元并进创新型战略”提出两种技术创

新形式：“探索型创新”与“应用型创新”。根据两种模式中企业自主性的不同，

分别匹配不同的创新形式，并通过分析两起跨国并购经典案例来佐证这种匹配关

系的合理性。最后得出结论：轻触模式匹配探索型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

正面的，重触模式匹配应用型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正面的，同时也不能

忽略企业综合素质在其中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跨国并购 并购整合模式 企业创新 技术创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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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 cross-border M&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ore and more

Chinese companies are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ng into the new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through cross-border M&A. At present, the core of an enterprise's

competitiveness lies in improving i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the focus of its internationalisation strategy is mainly on

technological M&A.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companies have undertaken

many overseas M&A activities, but the success rate has been low, with

many of them completing their acquisitions but failing in the integration

phase. Therefore, in order to obtain advance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through cross-border M&A 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complete the M&A activities, but also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during the cross-border M&A proces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ross-border M&A integration mode and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lassification

of cross-border M&A integration mode, and draws on the "fuzzy control

theory" to classify the integration mode into "light touch" mode and

"heavy touch" mode. The "light-touch" and "heavy-touch" models are

classified by the "fuzzy control theory", and are defined through the five

aspects of product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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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market integration and marketing integ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wo form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dual innovation strategy": "exploratory innovation" and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The two models are matched with different forms of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in corporate autonomy, and two

classic cases of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re analysed to

support the rationality of this matching relationship. The final conclusion

is that the light-touch integration model with exploratory innov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le the heavy-touch

integration model with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out neglecting the fundamental role played

by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he enterprise.

Keywords：Cross-border M&A;M&A integration model;Corporate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ms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跨国并购整合模式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双案例的对比分析

目 录

1 绪 论 ..........................................................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内容和方法 ................................................2

1.3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3

1.4 技术路线图 ....................................................5

2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7

2.1 跨国并购与企业技术创新 ........................................7

2.2 跨国并购整合 .................................................10

2.3 文献述评 .....................................................17

3 跨国并购整合模式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21

3.1“轻触”和“重触”跨国并购整合模式 ........................... 21

3.2 探索型创新和应用型创新 .......................................26

3.3 并购整合模式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26

4 案例研究 ....................................................... 31

4.1 案例 1:轻触整合案例——吉利并购沃尔沃 ........................ 31

4.2 案例 2:重触整合案例——中国一拖并购 Mc Cormick 工厂 ........... 36

4.3 案例对比分析 .................................................41

5 结论与展望 .....................................................45

5.1 研究结论 .....................................................45

5.2 对策建议 .....................................................45

参考文献 ......................................................... 48

后 记 ........................................................... 54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跨国并购整合模式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双案例的对比分析

1

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1.1.1 现实背景

企业跨国并购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重要发展方式。跨国并购不单

单对公司本身工作业务发展有好处，并且在全世界交易市场上，公司的竞争能力

也会得到加强。二十大提出，要坚持对外开放高水平，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新格局。通过跨国并购提高企业竞争力，

以期融入全球经济新格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当前，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核心在于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国际化战略

的目光也主要集中在技术并购上。通过跨国并购可以实现自身创新能力的飞跃，

这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全球创新资源流动加速的背景下所认识到的。我国“十四

五”规划提出，要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中国企业需要通过国际化战略，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内化为本身创

新综合实力，进而提高公司总体的技术创新能力，因为中国企业存在研发投入水

平不高、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创新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导致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

较高。

然而，大量案例及统计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企业虽然进行了很多海外并购

活动，但成功率不高。关于失败的主要形成因素，德勤在 2017年 1月公布的《并

购活跃，整合滞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及并购后整合现状调查》中表明，在并

购中，44%的企业被迫中止，而在整合阶段，完成并购但失败的企业约占 50%，

最终失败。因此，企业要想通过跨国并购获得先进技术资源来提升竞争力，不仅

在于完成并购活动，更要重视跨国并购过程中的有效整合。

1.1.2 理论背景

已有多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跨国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吕行

(2021)主要分析海外并购交易对企业技术进步的积极推动作用以及“一带一路”政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跨国并购整合模式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双案例的对比分析

2

策在其中的作用，通过建立 PSM-DID 模型和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模型进行实证检

验，以及众多学者专注于对中国企业创新业绩影响的分析与探讨。关于跨国并购

整合模式也有众多学者对其进行剖析，研究包括整合程度、整合速度以及整合模

式分类等。国内外学者的分析研究说明，因为并购双方所具有的资源特征属性存

在差异，为了完成应该具备的资源应用实际价值，在并购之后，应该应用不同的

整合速率和作用程度，以对应不同的资源进行整合，但目前还缺乏跨国并购整合

模式的研究。

早在上世纪 90年代，就有学者意识到跨国并购整合模式对企业技术创新的

影响。在并购整合过程中，由于并购双方在交易前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在并购

后促进双方整合成功，实现技术外溢效应，选择合适的整合模式意义重大。而一

体化格局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一体化程度，过高或过低的一体化对并购双方达成

共赢都是不利的。当一体化程度较高时，可促使合作双方进行资源重组，剥离冗

余业务，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但同时也会增长组织、联合成本费用，对目标方的

组织结构、资源、系统等导致损害，对保持目标方可持续研发、导致核心技术资

源和能力流失不利。反之，当整合程度较低时，双方自由度大，持有一定的独立

性，但也会因此难以实现高效率的技术融合，不益于公司提高创新能力。所以，

针对怎样提高公司技术创新能力获取核心技术资源，选择并购整合模式是并购成

败的关键，成为现阶段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1.1.3 研究意义

在整理归类了跨国并购、整合模式及技术创新的有关参考数据文献之后，提

出了跨国并购整合模式的两种形式，并提出了与之相匹配的创新形式的假设，对

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采用案例分析法进行探讨，对公司处理和解决并购问题具

备主动的实际影响作用意义，有益于加强中国公司跨国并购的成功比例。经过跨

国并购能够使公司更加良好地完成全球性发展战略，获取公司其中所需要应用的

技术、品牌和综合管理实践经验，也能够经过增加交易市场组成份额、加强公司

重要市场竞争实力来获得超额效益，我国公司在加进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济全

面对外开放，我国公司面对着白热化的全球竞争。本文对跨国企业如何选择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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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模式作出分析，并为之匹配相应的技术创新形式，有助于企业选择适合自身

的整合模式，提升公司并购成功比例。

1.2 研究内容和方法

1.2.1 研究内容

本文共分为五大章节，分别如下：

第 1章是绪论。本章第一步论述了该选题立项的分析研究背景和影响意义，

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说明文章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最后

列出本文技术发展路线规划设计图。

第 2章整理归类和论述了公司技术创新，包括跨国并购整合的理论和参考数

据文献。本章在整理归类跨国并购整合程度、整合速度及整合模式相关研究的同

时，综述了跨国并购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理论，为下一步的分析研究奠定了

基本概念原理。

第 3章，跨国并购整合对公司技术创新影响的体制研究分析。从整合模式的

分类谈起，将其分为“轻触”和“重触”两种模式，不同的并购整合模式导致的结果

不同，并提出了探索型与应用型两种技术创新形式，进而分析不同创新形式相匹

配的不同整合模式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第 4章展开实践案例研究。选用两起中方公司并购国外公司的典型实践案例，

根据前文提出的影响机制框架，先具体分析单个案例中并购模式对企业创新的影

响，再将两者展开比较研究分析，逐渐证明不同并购整合模式对企业创新的不同

影响。

第 5章，总结研究成果并给出对策建议。通过研究分析、归纳总结、提取实

践案例分析研究最终结果，得知分析研究总结论，与此同时对公司经过跨国并购

整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对策和建议。

1.2.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对本领域内已取得的成果及未来研究方向，通过文献研究全

面把握有关跨国并购整合模式和技术创新。进行这项分析研究第一步要求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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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问题是：这项分析研究的有关领域范围在理论上获得了什么共同理解认知？

现如今分析研究的都是哪些内容？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这

一个分析研究的机遇在什么地方、创新在什么地方？理论奉献可能在哪一些领域

范围？将上述问题的回答作为发展核心主线，在整理归类过程里逐渐确定分析研

究问题和分布方向，明确分析研究界限、本质定义和外伸延拓，确定相关作用和

分析逻辑思维，产生体制分析研究的基本上结构，为后续案例研究做基础，运用

文献研究法对有关跨国并购、整合模式和技术创新的前沿和经典文献进行系统梳

理。

2.案例分析方法。案例研究法既有单案例，也有多案例的研究，对自己的观

点要选择恰当的案例分析法进行佐证。Eisenhardt (2007)分析研究提出，实践案

例分析研究方法是一类客观、详细的分析法，它更加靠近事实情况并不是论点。

现如今许多专家学者对实证分析法非常偏爱，但是实证分析研究在理论创造、发

展、打造等多个层面里都具有不足之处，常常会把一般理论推到独特情境中去，

这种短板可以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来弥补。Eisenhardt(1989)认为案例分析是可以

用来对研究假设而不是统计分析进行修正和补充的归纳理论的有效工具。单案例

研究可以做到一些特殊现象、重要概念的说明以及建构理论的启发，借助丰富的

细节知识进行展示。而多案例研究则可以通过对同一选题下的案例进行对比分析，

使理论观点得到完善，这是一类互相补充说明、持续观测、持续考虑、持续指出、

持续改正理论的具体过程。

1.3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1.3.1 主要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分析研究跨国并购整合提高创新能力的途径，将并购

整合模式和技术创新方式相配套。很多专家学者对并购整合和技术创新的相互影

响关系展开了分析研究，但是基本上都是从并购整合的程度和速度来分析其对创

新能力的影响，研究人员很少将创新形式区分，对其与并购整合模式之间的关系

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对于不同的融合模式的选择，不同的创新形态之间的匹配关

系，学者并没有深入研究。轻触整合模式更有利于并购双方合作研发或在新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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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领域实现突破、开拓新的市场，同时又不破坏对象方的持续技术开发能力，和

探索型创新途径相配套，有助于公司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重触整合模式充分关

注从新再次配备设计目标方的技术资源，统一实行和购置对方的技术开发等发展

战略，这类模式下将目标方的资源高效地使用起来和自身的资源展开匹配，能够

高效地完成资源的互相补充，与应用型创新路径相匹配，更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的提升。

1.3.2 不足之处

在理论分析研究方面，将跨国并购整合模式划分为轻触模式、重触模式，这

和过往的跨国并购整合模式划分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有研究工作人员从整合速率

和作用程度 2个方面研究分析跨国技术并购整合模式；也有研究者将整合模式分

为保持型、吸收型、共生型等。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和验证，因为研究跨国

技术并购整合模式尚未形成统一的思路。同时，借鉴雷家骕（2001）在《技术创

新学》中对技术创新的定义得到的产品整合、组织整合、工艺技术整合、交易市

场整合、销售整合五个分布维度，将其用来衡定轻触整合模式和重触整合模式还

需夯实理论基础，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理论。

在案例分析上，受限于资料搜集及研究方法，主要透过公开渠道整理及分析

所得二手资料进行研究，如企业年报、相关书籍、权威新闻报刊及文献资料等，

相较于实证研究资料分析欠缺全面严谨，后续将透过实证假设，结合不同的研究

方法综合分析。案例选择个数较少，且都是并购成功的案例，对比分析项狭窄，

如需深入研究需要扩展案例，加入并购失败方面的案例，从不同角度全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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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技术路线图

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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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2.1 跨国并购与企业技术创新

企业之所以选择跨国并购，是有各种理由的，但其终极目标均在于提高本国

国际竞争力，尤其要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使并购双方达到资源上的有效结合。

企业通过实施跨国并购可以提高其自主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推动公司

的连续发展。对跨国并购对公司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理论依据在于：

2.1.1 资源基础理论

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角度来看，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来增强市场竞争力，可以获

得多种资源互补。许多专家学者提出，品牌、技术、综合管理实践经验、公司信

用等多个层面的影响因素，都能够在交易市场上推动公司竞争综合实力的提高。

公司要获取的资源里，包括了有形资源，还存在无形资源，有形资源包含厂房、

生产加工机器设备等产品、财务会计和好用资源，无形资源包含技术、品牌、交

易市场资源、综合管理实践经验和数据信息知识资源等。

针对许多全新经济联合体国家的公司来说，因为缺少高精尖专业应用科技资

源，但是在市场开拓和成本承担方面仍存在风险，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较高的研发

成本才能在企业内部进行自主研发，所以很多企业为了获得对方的核心研发资源，

采取的都是购买或者直接并购的方式。Park等（2018）提出，经过并购整合，公

司可以迅速获取目标方的先进技术资源，达到优化管理的目的，从而在技术资源

和管理经验上实现协同效应。Chen等（2010）认为，并购企业获取持续研发和

学习管理经验的来源，除了能够非常方便获取目标方的技术资源外，还能够方便

获取核心的人力资源和其他发展战略资源，如关键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核心研

发和管理人员等。因此并购整合的是否顺利成功，核心开发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

的不流失非常关键。

不发达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并购具备不同的主要目的，对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来说，其第一发展目标就是对外延伸国外交易市场，也可以称之为实现

产业规模市场经济和作用范围经济；针对不发达国家来说，重要的发展目标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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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科学的生产加工技术和综合管理模式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源等资源，从而促进

本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首要目标是取得先进技

术资源和管理经验，等。在不同的时期，各国政府都会出台相应的政策来促进本

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活动。傅仰艺（2005）通过对中国企业进行宏观与微观角度

的分析，认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相互弥补性发展战略

资源，来满足其技术分析研究，公司综合运营管理以及其他提升战略的要求，继

而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并购动因以及影响因

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与此同时，谢洪明（2016）等人也提出，中国公司是经

过收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司，从而获得先进技术资源、品牌市场优势和较强国

家交易市场。

然而并购交易的实现，并非等同于并购的成功，并购整合中实现一加一高于

二的高效并购联合作用效果，是实现并购的重要核心。Barney（1991）里提出，

公司并购的重要发展目标是为了获取目标方的有价值、稀缺和不容易模仿的关键

核心资源，这类核心资源正是公司获得竞争先手优势之所在，经过分析研究等渠

道是无法获取的。所以，并购能够快速地把这一资源据为己有，应用高效整合模

式，逐渐整合到技术创造和开发控制环节中，进而推进并购方企业创新业绩。

2.1.2 交易成本理论

从交易成本理论研究分析，不少研究人员探索并购动机，发现企业可以通过

并购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经验效率的提升以及成本的降低。但针对位于不同

发展时期的公司来说，并购的主要目的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针对初创公司来说，

在获得目标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品牌和核心技术的同时，能够帮助其快速进入某

一行业，从而在技术创新和运营管理方面提升效率，从而节省资本成本和时间成

本。有助于公司在一个产业内快速成立起坚固基础、占据一席之地的品牌市场优

势；而到了公司要求发展逐步增强的阶段，这个时候公司并购的重要动因主要是

在技术研发和运营管理上降低成本，以达到规模经济的目的；而对已过对外扩大

总体规模时期、要求平衡和拓展工作业务的公司来说，并购的重要动因是鉴于发

展战略要求发展目标，包括降低经济风险以减少运营管理经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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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可知，对全新经济联合体国家来说，和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对比，并购发展目标存在一定的差异，全新经济联合体国家兼并重组收购的首

要目的是为了获得目标方的核心技术资源、国际化的管理经验等以提高他们的技

术研发和管理能力，但是又期待经过并购整合形成联合作用效果，以提升开发和

综合管理工作效率；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是通过并购模式为核心主要，实现交

易市场对外扩大，产业规模市场经济。

还有根据中国公司的调查显示，它开展跨国并购，除实现产业规模总体作用

外，是为了实现增加工作业务管理作用范围的主要目的，同时丰富充裕产品类型，

降低交易成本费用等，严令拒绝公司经济亏损也是其并购动机之一。因此，本文

选择在并购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对象。Vojislav

（2013）将发起并购的公司划分为国家控股公司和民营私人公司，而且得知国家

控股公司经过并购可以实现产业规模总体作用、增加交易市场，以推动经济工作

效率和利润收益回报的提高的结论。在此分析框架下，并购方所选择的并购方式

与并购绩效之间存在一定关系。但是并购方是不是能够经过并购来实现提升工作

效率，减少成本费用等目的，主要还要求和并购后整合能成功结束相互有机融合，

仅有在并购以后整合时期实现才算成功实现，才可以高效地加强这类并购所形成

的联合作用效果。

2.1.3 组织学习理论

在组织学习理论的视角下，公司竞争综合实力的基础，逐渐从资产资源向知

识资源转化。知识已经成为决定企业发展和生存的最关键要素之一。许多企业都

意识到，技术创新知识正是企业得以持续性地增强其竞争优势之所在，知识渐渐

被认为是企业的一种重要资源。企业通过实施并购获取新技术或获得其他相关领

域的知识以实现创新发展。刘春生（2017）调查发现，企业并购能够增强自身的

市场竞争力主要是由于获得了目标方技术资源，管理经验和品牌资源，拓展市场

机会等。

以并购模式获取国外技术资源，是我国公司跨国并购最为重要的根本动因，

如此一来，不仅能够补偿公司自身在知识累计方面的主要问题和不足，更加是提

升公司内部开发能力高效渠道。在企业跨国并购中，并购双方往往都会选择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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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核心知识作为是发展目标。而核心知识获得针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发挥着

非常关键的作用影响，知识有双重性，包含非排他性，稀缺性，难以传递等特征。

在不同情境下，知识获取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一方面，非排他性意味着核心知识

只要能够非常方便获取，就能够为展开知识累计，奠定开发的根本基础，至此公

司能够对持续改变的商业市场发展环境展开反应；另一方面稀缺性则意味着在获

取过程中必须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此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以确

保取得最终成果的可行性与可靠性，并且这种代价可能会远远大于收益。另一方

面，核心知识存在珍贵性、无法转化等问题，体系的学习以及专业培训教育是必

要的，这是并购双方通过深度沟通才能达到的。

许多公司已认识到，必须突破原有技术，提高产品创新能力，把握市场机遇，

就要掌握先进的知识。企业拥有的知识的途径不仅包括对已有知识的传承，更重

要的是通过不断学习获取新知识。企业要想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要有自身的创

新动力才能持续下去，更是它能在世界激烈竞争环境下立足的一个重要依托。知

识可以通过获取和使用而不断增值，所以只有拥有了大量的、具有创造性和独特

性的知识才会使企业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知识的累积，同时也是公司从事技术

开发和创新之本质，需要综合使用生产加工创造新知识，所以，获得最新前端高

精尖专业应用科技知识，是企业创新的先决控制作用条件。

2.1.4 跳板理论

参考依据跳板理论，后发公司因为自身缺少高精尖专业应用科技，交易市场

批准进入资源不足，导致竞争综合实力弱，产业发展迟缓。因此后发企业需要通

过国际化战略寻求新的发展分布空间。Luo（2007）参考依据跳板理论对后发公

司全球化行为活动展开了研究分析，最终结果可知，大型国际公司通过购买或者

并购等手段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品牌和其他高精尖专业应用科技资源，至此

规避了本国交易市场和机制上的严格限制，实现加强后发优势。

但企业要想以跳板的形式取得成功，仍需经过整合，才能使双方资源获取逐

渐融合，进而整合后发公司对外获取的高级核心资源，以及其基础优势资源。因

为跳板理论观察视角通常是后发公司使用跨国并购这一模式获得关键资源，很多

后发公司常常采用直接收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公司的模式，充分关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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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并购整合获得隐性知识等，进而为全面分析研究跨国技术并购整合问题打开了

一个新视野。另外，由于我国的企业往往存在着“重市场轻研发”的观念，因此也

会倾向于采取以模仿学习为主的技术创新战略，这对跨国技术并购整合提出了更

高要求。然而，对并购整合模式的选择及相关创新机制方面的分析研究还非常缺

少，根据跨国技术并购整合角度，对技术并购和技术创新过程展开解析的研究更

不多见。

2.2 跨国并购整合

跨国并购整合就是将并购方与目标方掌握的关键资源再整合，而这个过程正

是并购成败的关键一环。因此，并购整合针对公司并购活动存在十分关键的作用。

并购整合过程错综庞杂，包含着多个决策，Haspeslagh（1991）的分析研究说明，

并购之后整合在价值创造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并购整合方面，研究者主要对这些问题做了很多的研究，即整合程度、整

合速度和整合模式，其中并购后的整合程度成为并购整合的核心问题。全球专家

学者分析研究可知，因为并购双方所把握资源特征属性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想要

使资源有效发挥应该具备价值，在并购以后，和不同资源一一对应，应采取不同

整合速度与程度，但对于跨国并购整合模式相关研究还相对欠缺。本文认为，对

于并购活动而言，并购整合包括两个维度——整合程度和整合速度。所谓整合作

用程度，就是并购公司和目标定位公司在组织管理系统架构和资源配备组合等多

个层面，从新再次展开配备设计的作用水准，在并购整合阶段，整合程度的大小

是企业最根本的决策。整合速度，即并购整合流程完成所需时间。在整合速度既

定条件下，如何选择合适的整合模式来促进整合效果显得尤为重要。所谓整合模

式，就是依据企业决策而决定的一种整合方式。在以往的理论中关于整合作用程

度和整合速率的有关科研成绩非常多，然而针对不同种类的并购整合则缺乏相应

的分析与论述。现就整合的程度、整合速度与整合模式等几方面说明已有的研究

成果。

2.2.1 跨国并购整合程度研究

（一）并购整合程度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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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程度，通常被划定为并购方和目标方相互之间对资源和组织管理系统架

构的从新再次分配或者分配的程度。并购整合是企业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非常重

要的环节，它不仅影响到并购方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还直接关系着企业并购绩

效。李善民（2010）把并购整合作用程度划定为并购整合以后，并购各方在交易

市场和运营上的体系，结构、活动和应用程序的相似作用程度。整合是指企业通

过各种方法对其现有业务体系和相关关系进行重新设计，以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Karim（2006）对并购整合的划定是并购双方的组织，技术、综合管理和文化上

的结合。整合是企业发展战略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更多的学者把并购整合

的视角转向文化，产品、市场与市场集成整合等 4个维度进行研究与分析。并购

整合程度体现并购方和目标方结构关系变化的大小，并购整合中，并购方所选整

合作用程度不一，是为了获取目标定位公司关键资源，推动双方资源并购重新作

用效果，减少冗杂资源，实现联合作用效果，有助于并购业绩的提升。

整合作用程度改变幅度在完全不整合和完全整合间改变，完全整合也被称之

为“结构性整合”，反映出了并购双方从先前不同的组织机构，经过破除企业管理

文化甚至国家文化，合并处理整合，产生一个统一组织管理系统架构。高程度的

整合表现出并购双方已经形成一种高度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完全不整合和完全整

合对立，也叫“结构性分离”,并购方不完全合并目标方，此时此刻并购双方仍保

持原始的组织和运营管理权利力，在技术上和文化上，依然是相对独立存在的。

因此低度的整合说明目标方对企业经营综合监督管理和组织管理系统架构维持

了相对独立，并且目标方企业持续享有运营管理权利；而高度的并购整合说明，

并购双方绝大部分工作业务和资源是在同一个综合管理结构内进行的。

（二）跨国并购整合程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研究工作人员们在整合作用程度和并购业绩的相互影响关系分析研究上，整

体上包括两大组成部分共同理解认知：

第一步，并购整合的作用水准并非越大就愈好。整合作用程度对并购打造出

实际应用价值具备关键性影响，从理论方面分析，高程度并购整合能够高效地提

高资源使用工作效率，完成联合，进而推进并购业绩和创新能力；因此，高程度

的资源整合有利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而 Homburg（2005）则提出，高水准的结

合，代表了并购双方在工作任务特点、组织文化特点和运营全面控制上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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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经过应用相同体系，组织机构、活动和顺序流程以完成高水准的结合，如此

一来，才可以高效地实现双方的联合作用效果。然而整合作用程度过高，将会推

动并购方支付的协调管理成本费用提升，这会对并购价值产生不利影响。而高度

的并购整合还导致了并购双方组织文化、管理和其他方面的摩擦与矛盾，还可能

造成目标方核心研发人员由于对并购方缺乏信任感、甚至害怕丧失自己在研发团

队内的位置而离开，进而给并购绩效和技术创新带来负面影响。

其次，并购整合程度应综合思考并购双方各自所占据的资源和交易市场影响

地位的特征，选择相对应的并购整合作用程度，通常有企业经营管理文化，人力

资源、组织管理运营应用程序、电子信息技术、知识和其他多种资源等，而且根

据资源基础理论，上述详细的资源必然是价值型的、珍贵性并且是专属技术，具

备无法取代性的知识资源特征属性的特征。

并购整合程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所产生的作用，可从如下几方面说明:

一是并购整合程度的增加有助于降低并购后成本。整合主要是为了减少并购

双方资源，组织管理系统架构等多个层面的不同差异、包括在文化和综合管理上

的存在差异，完成双方资源有效联合，提升使用工作效率。因此，并购整合程度

越高，并购后的总成本就越低，这对并购方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李善民和刘

永新（2010）表示反映，并购之后，并购双方所把握的资源常常具有不同作用程

度的重合，并购以后，并购方期望在交易市场和公司的管理运营体系、在构造组

成方面和应用程序上都展开优化完善，至此减少并购以后的资源冗杂，例如裁剪

工作人员等问题、缩减领导层、并对研发和市场等资源进行重整，以实现兼并后

成本协同效应，公司减少成本费用也益于提升创新能力。Capron&Hulland（1999）

可知，高度并购整合能够高效地使用彼此的资源，实现资源互相补充的主要目的，

降低公司成本费用，与此同时，并购整合的作用水准越大，成本越低，二者存在

正相关关系。

二是并购整合程度的增加有助于作用范围经济和产业规模市场经济的顺利

完成。March（1991）的分析研究说明，高度并购整合能够加强双方运营，提升

资源使用工作效率，加强学习作用效果。在并购过程中，企业会选择与被收购公

司进行战略上的协同合作，以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Bauer&Matzler（2014）可

知，高水准并购整合有益于运营工作效率的提升、交易市场综合实力的加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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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市场总体竞争规模的逐渐扩张，进而推动了并购后价值创造。因此在企业并购

过程中，企业必须通过有效的并购重组才能使自身获得持续发展。且由于并购双

方具有独立知识基础和异质性资源，双方并购整合能够实现资源互相补充，产生

产业规模市场经济，形成作用范围效应等效果。由于目标方拥有的核心知识或属

于隐性知识，转移难度相对较大，需进行更高层次的并购整合才能促使知识转移

以达到协同效应。在企业实践中，很多并购案例表明并购整合可以提高公司绩效，

并且通过整合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从而使并购更加有效率。与此同时，有学者

提出，更高的整合程度可以增强并购双方的沟通，提高资源重组与使用的效益，

因高度的并购整合，可以增进并购方和目标方的交流，促使目标方将关键资源知

识传输给并购方，整合双方组织。并购为合作供应了更加良好的背景，逐渐增强

了并购双方相互之间知识流动，联动了作用范围经济和产业规模市场经济。

三是并购整合作用程度有可能增长文化和组织摩擦，导致资源损失。Puranam

和其他专家学者（2009）对高度并购整合，也就是结构性整合所形成的作用影响

展开了研究分析，分析研究可知，并购整合时结构性整合不一定必要，结构性整

合在一定条件下给并购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因此，企业应该重视并积极利

用并购重组这一手段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并购整合水平高，最后可能引起文

化矛盾冲突和高层领导层和关键工作人员离职，对并购公司知识资源及组织运营

导致损伤，给并购企业并购业绩和创新业绩送来不利影响。关于并购整合如何影

响技术研发中，核心员工构成了这一分析的中心重点。在高程度的并购重组过程

中，由于企业间信息流动频繁，企业内部存在着大量不同层次、类型的工作人员，

他们组成了一个庞杂的网络。高度并购整合会造成核心工作人员形成不信任感和

消极负面抵制心理情绪，更有甚者形成问题冲突矛盾，引起较高的开发工作者离

职比例等。因此，为了避免或缓解这一负面效应，就需要加强企业与核心员工之

间的关系管理。而关键知识资源是以这些关键员工为载体，当这些雇员离开工作

岗位时，就会造成核心知识资源损失，导致技术创新能力减弱。因此，在进行并

购整合时需要关注关键员工，尤其是那些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员工，使其保

持足够的稳定性和积极性以保证整个团队的稳定运行。蒋瑜洁（2017）一样提出

并购双方应该维持企业管理文化、运营模式和公司内部综合管理应用体系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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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保护并购后的公司品牌溢出作用价值，而且降低文化矛盾冲突，减少公司相

互之间协调管理的费用成本。

2.2.2 跨国并购整合速率研究

（一）并购整合速率的划定

通常所说并购整合速率，就是并购整合完成预期整合发展目标的速率。国内

外许多学者都意识到了并购整合速率对并购成败的作用影响。在兼并重组后整合

中，整合战略及其庞杂性，就确定了整合速率。

（二）跨国并购整合速率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关于并购整合速率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学术界存在着两种声音:

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更快地并购整合有益于公司价值创造和提升并购业绩。

Bert（2003）提出并购整合要求快速实现，并购整合最好在两年时间里实现，

如此一来，才可以高效地实现公司并购体系作用效果。Gerpott（1995）针对生产

加工公司的分析研究说明，较快的整合速度有助于并购的成功。Inkpen（2000）

选取技术型公司作为是分析研究标准样品，发现迅速并购整合对并购成功具备推

动作用。李善民（2010）可知，科学合理而快速的并购整合能够及时迅速整合双

方核心资源，有益于提高联合作用效果，完成价值创造，而迟缓的并购整合战略

也许会使目标方高效资源缺失更有甚者浪费，失去整合的最优化契机，针对并购

整合联合作用效果有效发挥形成负面作用。

Homburg（2006）经过对 232家横向跨国并购公司的调研问卷分析可知，公

司并购整合速率对并购业绩的作用影响，决定于并购双方资源的中间关联性（以

管理运营模式，业绩差异作用程度和发展战略分布方向等参考指标来度量）和外

界的关联性（以并购双方公司的交易市场影响地位及交易市场有关度作为度量指

标）。并购整合速度越快，并购绩效越高；在控制了这些因素之后，并购整合速

率的改变并不可以明显转变并购业绩的变化趋向。并购双方内部相关性高时，外

部相关性高，进而采取更高整合速度，促进并购业绩；在并购双方外界关联性强，

内部关联性相对来说比较差的时候，则并购整合速率迟缓，有益于提升并购业绩

达到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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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tein（2004）表示反映，并购整合实行速率非常缓慢，对并购成功组成很

大威胁影响。一方面，并购整合发展进度中并购整合速率迟缓，会增大工作人员

焦虑不安心理情绪，导致关键开发工作者的离职比例增长，针对并购方获取创新

改革性资源、加强创新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并购整合过慢也会使得并购双

方在新技术方面存在竞争，不利于企业获得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

由于并购整合速度过慢，并购方顾客认为并购公司缺乏能力，转向竞争对手。同

时，并购双方的知识共享程度越低，并购后企业内部组织学习效率越差，从而使

得企业在并购前就难以建立起与目标公司之间的有效沟通渠道。因此，并购速度

过慢对促进并购方并购绩效和创新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并购整合速度过快对于获取并购对象资源、实现并购

协同效应有着不利影响。

由于并购整合速度较慢，可以缓和并购双方之间的磨擦和矛盾，加强双方管

理层及员工的互相沟通，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因此，并购企业在实施并购战略

时必须重视并购整合速度的问题。Bragado（1992）对最开始合并处理后整合速

率的分析研究说明，慢速整合速率好于迅速合并处理整合速率。因为并购双方相

互理解认知，相互学习都要求一定的时间，并且恰当的整合速率可以最大作用程

度地推进双方提升联合作用效果，加强并购业绩。Inkpen（2000）应用实践案例

对比探索研究了六家高科技公司的并购交易，发现并购整合速率适合反到有益于

并购整合获得成功。

王淑娟（2015）等人应用实践案例分析了并购双方因为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

性，阻碍了文化整合成功，进而影响到最后并购的成功。并购是针对不同个人，

不同组织展开综合设计的，双方工作人员因为文化上的差异，造成彼此互不了解，

互不信任，而且并购整合速度快，可能会增加彼此摩擦，所以，迅速进行并购整

合并不是理性之举。

Bauer（2016）从任务整合速度与员工整合速度两个方面对并购整合速度进

行了分析，发现任务整合是一个涉及生产加工及交易市场销售的庞杂过程、包含

财务会计和经济财富等其他领域范围的结合。而并购整合速率快，代表了沟通降

低，将造成并购双方相互之间形成不信任感，就会损伤协调管理工作之本质，不

益于并购整合工作的顺利开展；团队整合速度较慢也会导致企业间沟通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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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影响并购后的业绩。并且工作人员并购整合要求快速整合，从而搞清楚被并

购公司的组织管理系统架构和管理工作顺序流程，从而减少工作人员的质疑、焦

虑不安心理情绪、矛盾冲突，进而规避核心领导层及其雇佣工作人员离职比例增

长而形成的压力。因此在并购时，企业要注重提高自身整合能力并建立高效团队，

才能实现预期目标。同时,Bauer（2015）的研究显示，并购整合有助于技术创新，

且员工并购整合对技术创新会形成损害性干扰作用，文化不同性在工作者整合速

率和工作任务整合速率之间的起到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

2.2.3 跨国并购整合模式研究

恰当的并购整合模式，对并购方取得目标方核心资源，取得有效协同效应起

着决定作用。在企业战略管理中，对不同的并购整合模式的选择和应用是直接影

响整套并购是否顺利成功的主要影响作用因子之一。全球专家学者对并购整合模

式都会有全面分析研究。

Haspeslagh（1991）根据并购各方组织自主管理性要求水平，以及双方战略

互相依靠作用程度，将跨国并购整合模式划分为维持型、吸收型与共生型 3种:

保持型模式。这种模式并购双方相互依赖性相对较小，彼此需具有高度自主

性，所以并购双方都进行了低程度的并购整合，而并购方就会保存目标方的关键

核心工作业务，包含产品核心品牌，并且保持其开发和产能，由此实现协同双方

战略目标最大化的要求。

吸收型模式。该模型反应出并购双方之间存在着低程度相互依赖性，这种情

况下就选择直接整合和重组目标方业务，整合并购双方在经营系统、文化和组织

上的展开高度整合，最终双方融合为组织基本单元，去除双方冗杂资源，高效化

配备设计资源，实现产业规模市场经济，进而提升资源使用工作效率。

共生型模式。这种模式表明双方都有较高依赖性，并且并购方给予目标方高

度的自主性，也就是组织自主权较高。并购双方对有利于并购后联合发展战略目

标完成的工作业务服务总流程，维持着彼此之间相互独立，而且对双方的相似工

作业务展开融合，规避工作业务冗杂，耗费资源。并购方只从某种层面里融合目

标方，以达到并购方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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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peslagh&Jemison（1991）对并购整合模式展开分类的时候，是参考依据

并购双方的资源相互弥补性和双方相互之间的互相依靠性来展开的，没有从目标

方的技术开发在哪个时期深度集成的角度考虑获得跨国技术并购整合之后目标

方所拥有的技术资源实现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目的。中村（2003）将

Haspeslagh（1991）跨国并购整合模式划分为维持型、吸收型与共生型 3种类型

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剖析。

并购双方在更高的程度上需要组织自治性，并且双方公司发展战略的互相依

靠性相对较低的时候，实行维持型发展战略进一步整合，促使企业的战略方向、

组织管理体系与企业战略性资产等慢慢沟通和整合，可以保证双方的优势或者特

色业务始终保持独立。

在目标方需要高度自治性，以及当双方策略相互相依赖程度也较大的时候，

应采取共生型整合模式，即双方的战略问题、企业管理文化和其他机构组织综合

管理系统互相独立并同存在，可以推动双方正在进行的研发、生产制造与市场营

销的整合。

并购双方自治性的需求相对较小，且双方策略相互依赖性高的时候，采用吸

收型整合模式，即企业管理文化里的两方，从发展战略分布方向和综合管理系统

到工作业务及其他多个层面的资源展开并购重新整合和配备设计，从而在更大范

围内达成互相作用依赖的作用效果。

Mirvis（2001）全方位思考并购双方文化影响因素，指出 5种并购后整合战

略：1.保存型整合模式，因为并购双方文化具有非常大差异，所以，并购方在并

购整合过程中采取了更低层次的并购整合方式，这也降低了目标方并购以后的改

变；2.吸收型整合模式，将并购双方企业管理文化互相集合在一起，而且是把目

标方的企业管理文化和结构融合进并购方的企业管理文化里；3.转化处理型并购

模式，并购双方各自在文化、结构上发生了变化，以达到相互融合的目的；4.

反向接管，这种实属少见，是指目标方在并购之后对整合过程与行为进行管理或

者承担责任；5双方最优，体现在收购行为上是对等的，也就是要彻底地融合双

方企业文化，集成或完全集成一部分组织结构。这一整合水平的区分，是参考依

据双方收购后的整合作用程度来区分划定的，而且关注到了文化影响因素对并购

整合过程里的主要作用。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跨国并购整合模式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双案例的对比分析

19

Angwin（2015）根据 Haspeslagh&Jemison的分析研究结构逐渐细致化和改

善了并购整合模式，而且得知最终结论：在并购整合中，双方知识转化的作用程

度和目标方组织匹配作用程度之间具有独立性，为此，按照知识转移程度与自主

性程度的不同，并购整合模式可分为五种类型，它通过聚类分析，会更证实

Haspeslagh&Jemison（1991）吸收型、保存型和共生型的并购整合模式，包括指

出了“全面集中保护”和“重新定位”两大类并购整合模式。

蒋瑜洁（2017）在过往分析研究的基础应用之上，还会针对并购整合在公司

发展战略、组织管理系统架构、管理运营体制、工作业务应用程序及企业管理文

化等五个构成方面分布维度，都展开了分析研究，并且经过我国吉利收购沃尔沃

汽车合并处理整合的实践案例，揭露了我国公司兼并重组全世界领先公司的时候，

应该维持双方企业管理文化、运营模式和公司内部综合管理应用体系独立，进而

保护目标方的世界领先公司品牌溢出作用价值，降低文化矛盾冲突，协调管理成

本费用，与此同时，主动整合目标方技术创新能力，完成基础性资源共同分享和

产业化生产加工，提升联合作用效果，提高重要市场竞争实力。

2.3 文献述评

对跨国并购和企业技术创新相关理论和跨国并购整合有关参考数据文献展

开分析研究和整理归类，能够发现：对于并购整合，已引发全球很多研究工作人

员的充分关注，研究成果丰富多彩，与此同时，跨国并购整合和技术创新问题也

随之发展起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并购越来越多，而并购活动作

为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被广泛运用于各个行业当中。现有文献已注意到跨国

并购中整合模式选择，然而针对跨国并购中整合模式的选择和创新能力的关系，

但是却没有展开系统深入的叙述，对于跨国并购整合对技术创新方式的主要作用

原理研究分析较为欠缺，这是有关并购整合文献有待深入剖析之处。此外，关于

跨国并购整合的研究大多都是从经济学视角出发，而忽略了社会文化因素等方面

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从而使得这些研究结果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活动。国内关于

跨国并购整合问题的研究也多关注并购整合后并购绩效如何变化，现有研究中许

多都是从财务学、管理学等视角对并购整合效果进行了分析，但鲜有从跨国技术

并购整合中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在这期间，很多前端分析

研究也停顿在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研究，因此，本论文选取了进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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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的中国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整合行为作为研究案例来进

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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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国并购整合模式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3.1“轻触”和“重触”跨国并购整合模式

3.1.1“轻触”和“重触”的概念来源

“轻触”和“重触”这 2个涵义源于模糊控制理论。模糊控制理论由美国加利福

尼亚大学研究学者L·A·Zadeh在 1972和 1973年前后对外公开发表的两篇文章中

指出的，文中还体系论述模糊控制理论。模糊控制多使用于实际工业过程控制系

统，为工业领域提供更为准确、更高效地控制参数。模糊控制是以模糊集合论为

根本基础，对一种不明确体系（模糊体系）实行高效控制。现有的分析研究可知，

假设针对一种庞杂体系的控制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将有两条不同的渠道，首先，

成立在针对体系内部具体组成构造及组织基本单元关系精确描绘的基础应用之

上，目的是实现“精确控制”的作用效果。

“精确控制”使用在综合管理学则可以理解为“重触管理”,“模糊控制”则可以

理解为“轻触综合管理”。曹建申（2010）逐渐对外延伸了“轻触综合管理”和“重

触综合管理”，他提出“重触综合管理”体现在对综合管理过程的综合干预；“轻触

管理”是指从整体大系统观出发，对客体进行调控，赋予客体以人工智能特点的

综合管理，它的关键核心理论思想就是忽视对控制目标对象展开精确地描绘。从

理论上看,“轻触管理”强调以柔性手段处理复杂问题、灵活应对各种挑战，而“重

触管理”更注重刚性措施的执行效果，两者都能有效提高管理效率。而轻触并非

不触，应当基于长远战略目标就轻触行为进行准确判断，最终达成管理目标。

借用这一理念，以跨国并购的整合模式为主题，依据整合程度、目标企业的

自主性等，本文将并购整合模式分为“轻触”和“重触”两种:“轻触”模式确定为并购

之后，并购方给予定位公司较高的自由作用程度和连续分布状态。“重触”模式则

是指并购方在合并后，快速整合目标方经营管理权和所掌握的核心资源，由此达

到结构性统一，整合技术资源以达到双方技术创新，使各个要素较好地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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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轻触和重触整合模式的界定

跨国并购整合的实质是将不同的资源的从新再次组合和优化完善配备设计，

完成连续性创新使公司技术和知识，可以形成联合互相补充作用效果。根据傅家

骥在《技术创新学》中指出企业技术创新过程关系产品、工艺技术、销售和组织

四个构成方面，所以并购方对目标定位公司展开并购整合要对这四类过程展开整

合，来完成并购整合的联合作用效果。而 Olie（1990）和 Cording等（2008）分

析研究提出，整合需要从四个构成方面展开深入思考也就是组织整合、产品整合、

交易市场整合及体系集中。

所以，从分析研究公司技术创新的角度界定跨国并购整合模式时，要考虑到

技术起源到技术实现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及其组织与管理过程，本文决定从产品整

合、组织整合、工艺技术整合、交易市场整合、销售整合这五个构成方面的表现

综合分析，对轻触与重触整合模式进行界定。

首先，关于跨国并购整合的五大表现方面如下：

（一）产品整合

产品整合，通常是指在针对发展目标企业创新出的产品（产品和综合服务）

上展开整合。跨国并购整合的重要发展目标是对从外界获得的重点技术资源和公

司内部之间的资源相互有机融合，持续的内化、吸收、整合并内化为理论知识应

用系统的组成运用部分，推进公司的创新能力提高。

产品创新能够直接划分为渐渐深入式创新和突破式产品创新，渐渐深入式产

品创新是表示在客户要求的基础应用之上来延拓、逐渐改善目前具有产品和综合

服务；突破式产品创新就是完全转变和颠覆打破目前具有的产品和综合服务，相

对渐渐深入式产品创新其创新水平好并且技术较稀奇独特，并且常常随着全新科

技型产品、新综合服务更有甚者新行业和新交易市场的产生，进而可以更大的作

用程度上，满足符合客户潜在需求和新的使用要求。然而产品的突破式创新对比

渐渐深入式产品来说更为困难，要求公司具备较高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开发投入，

开发成本费用和风险较高。

而经过跨国并购模式并购方公司，能够从目标方公司获得科学的技术创新能

力或者稀奇独特的开发产品，但是并购方假如想要高效完成目标方开发资源还需

要展开产品整合，逐渐加快推动知识的转化，加强对目前具有技术和知识的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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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降低冗杂资源提高创新资源的使用工作效率，进而获得竞争先手优势。与此

同时针对目标方的著名品牌，并购方在整合的过程里，也许会保存下来持续目标

方产品品牌送来的品牌作用效果，有助于并购方在目标方交易市场保存住原来消

费者和交易市场，对并购方的创新能力提高和改善以及利润收益的提高具备正面

影响作用效果。

（二）组织整合

组织整合是组织体制并购重新的具体过程，是组织中各组成要素的链接模式

的重新再造的具体过程。公司的并购整合时期也就是如熊彼特的“损害性创新”

过程，所以组织体制整合能够看成为对公司的组织管理系统架构重整和公司能力

迭代更新的一类方式。公司在运营全面控制过程不免就会创新核心刚性特点，也

就是长时间累计的惰性、不相匹配的综合管理和标准规范等消极负面影响因素限

制公司的创新能力和工作效率的提高。

而并购整合里的组织整合，真实就是组织顺序流程并购重新，经过这类模式

能够从新再次构筑和培养公司的关键核心能力。并购方经过组织整合能够将并购

双方在生产加工、技术和交易市场等多个层面的资源展开从新再次配备设计，实

现减少冗杂资源和补偿双方内在能力较低的作用效果，推动并购方的关键核心能

力加强。

组织整合要高效完成要求落实 2个层面的工作：不仅需要重新二次构建组织

发展愿景，由于组织整合关系影响到组织内外各利益有关人员的实际权益，确定

恰当的公司发展愿景就特别关键，与此同时，发展愿景要求股东、管理工作人员

和工作人员等的理解认知，进而鼓励所有职能部门均可以有效发挥最大的主要作

用；另一方面是高效的组织规划安排，高效的组织规划安排包含对组织管理运营

模式、过程和发展目标的重新二次构建，这是组织整合成功的保障。与此同时在

组织整合过程里，并购方成立逐步过渡转化阶段的综合管理组织对组织体制的顺

利整合十分关键，其可以保障并购方在获得技术、交易市场等发展战略性资产和

推动工作人员认可接受、客户满足符合、人力资源优化完善以及预防资源被损害

等多个层面发挥主要作用。逐步过渡转化阶段综合管理组织可以责任担当并购双

方的相互联系人，对并购后公司的发展发挥自上而下的主要作用。所以逐步过渡

转化阶段综合管理组织的组员最好由参加过并购整合前期的工作者构成，上述人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跨国并购整合模式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双案例的对比分析

24

应该具备非常强大的专业技术能力、剧烈的个人魅力和对差异文化的敏锐性，进

而推动并购整合的全面推进，尽可能充分的获得目标方的创新资源，完成并购创

新业绩的提高。

（三）工艺技术整合

工艺技术整合，是表示对目标定位公司应用的全新或者明显改善的生产加工

或者自动输送模式的整合，包含对技术、装备应用设施、专利和操控应用软件上

的整合。工艺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共同驱动行业创新的全面发展，工艺技术创新

同时也是技术创新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

并购双方在生产加工、技术和交易市场等工作业务领域范围可能都具有关联

性，因此而要求从新再次配备设计、组合并购双方的生产加工流水线、特殊应用

机器设备和生产加工技术等资源，进而降低双方的冗杂资源和补偿双方缺乏资源，

进而实现产业规模市场经济、技术联合和运营联合的发展目标，加强公司的高精

尖专业应用科技和产品竞争综合实力。与此同时工艺技术创新同时也是技术重建

的根本基础，崔永梅等（2018）将技术重新二次构建划分为三个时期而第一步就

是工艺技术创新整合，提出经过对工艺技术创新层面的资源展开高效整合，可以

快速细致化吸收目标方的工艺技术和产品技术，并且加工生产和整理双方的技术

资源，对推动并购方的技术创新能力具备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许多不发达国家公

司经过并购模式，获得大型国际公司科学的机器设备以及专利等来逐渐推动本身

生产加工制作水平以及产品发展升级，就供应了主动的推动作用。

（四）交易市场整合

交易市场整合通常是指针对目标定位公司经过技术产品拓展的交易市场展

开整合。由于并购双方的产品或者工作业务交易市场存在差异，并购双方的交易

市场整合对并购方的统一策划和策略，实现科学合理策划交易市场发展和加强产

品创新竞争综合实力的主要作用。

并购方实行并购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对外延伸公司交易市场，架起公司和

客户要求相互之间联系的桥梁，并且从全新的交易市场中获得相关产品的反映，

进而对产品展开改善或创新。交易市场是直接影响技术创新的核心影响因子，经

过交易市场整合，拓展了交易市场总体竞争规模和推动了高效要求，这将来就会

有助于各种创新资源自由流动和高效聚集，提升了创新组成要素的配备设计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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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作效率，推动了并购方的联合作用效果，有助于并购方技术创新能力和业绩

的提高。

（五）销售整合

销售整合是表示对目标定位公司的运营模式，包含销售原理、产品综合设计

或者包装、分销途径、促销模式等多个层面的整合。开发和销售相互之间存在重

要的相互影响关系，销售可以为开发明确方向，因销售可以直接和客户联系，因

此销售比其他职能部门工作者更可以精确的了解掌握交易市场实际发展需要。

所以，赋予开发工作者越来越多的创意，在技术创新过程里开发职能部门要

求依赖营销职能部门的保障和配合。销售能力是公司经过使用有形的和微型资源

了解掌握客户要求、完成产品不同化作用定位、获取品牌资产，进而协助公司获

得竞争先手优势或者公司业绩的一类能力。公司的销售能力在满足符合客户要求、

整合交易市场资源等多个层面的主要作用非常关键，并且还能够优化完善和改善

交易市场销售路程，加强公司的交易市场反应性和敏锐性。

销售能力强的公司经过和客户维持良好的相互影响关系而能及时迅速的自

动智能感应到交易市场的使用要求，进而有助于公司对交易市场实际发展需要的

分析研究和全新科技型产品的开发。所以销售能力强弱对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具备

十分深远影响作用。与此同时销售能力强对公司的产品营销还存在正面影响作用

效果，有助于财务会计业绩的提高。所以，对并购后对销售展开整合也影响到并

购方公司技术创新能力的加强、营销利润收益的提高以及目标方交易市场的加强。

根据企业在整合过程中的这些表现我们可以界定出轻触和重触整合模式，具

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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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轻触模式与重触模式的划定

整合分布

维度

概念 轻触模式 重触模式

产品整合 通常是指在针对发展目标企业创

新出的产品（产品和综合服务）上

展开整合。

保存目标定位公

司的品牌并且展

开不断发展。

目标定位公司的产品

品牌和并购方的品牌

展开整合并非予保

存。

组织整合 目标定位公司的开发运营战略、工

作场合或者外界联系的组织模式

方面展开整合。

目标定位公司的

开发组织维持独

立，自主独立运营

（管理工作人员、

开发队伍不变）。

目标定位公司的开发

组织由并购方展开全

盘接管和运营策略

（派管理工作人员和

开发工作者）。

工艺技术

整合

指对目标定位公司应用的全新或

者明显改善的生产加工或者自动

输送模式的整合，包含对技术、装

备应用设施、专利和操控应用软件

上的整合。

目标定位公司的

开发工艺技术不

断发展，并购方使

用开发技术结果。

目标定位公司的工艺

技术开发将被拆分和

并购方的开发资源展

开整合。

交易市场

整合

交易市场整合通常是指针对目标

定位公司经过技术产品拓展的交

易市场展开整合。

目标定位公司已

有主要交易市场

依然是由其全面

负责。

从新再次调配资源和

交易市场分布局面，

由并购方全面负责主

要交易市场。

销售整合 指对目标定位公司的运营模式包

含销售原理、产品综合设计或者包

装、分销途径、促销模式等多个层

面的整合。

仍保存目标定位

公司的销售模式

和原理并不断实

行。

销售模式和原理将由

并购方的展开取代。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2 探索型创新和应用型创新

Hsu（2013）对于公司技术创新指出可应用“双元前进创新发展战略”，是

表示整合和联合本身资产的应用型发展战略行为活动和资源探索型对外投资的

发展战略行为活动。Levinthal & March（2003）经过跨国技术并购分析研究提出

“研究”的核心实质是经过测试实验获得新知识，而“使用”的核心实质则是表

示运用、提取并发展现有知识。技术创新常常具备途径依靠特征，连续的研究和

使用针对公司沿着技术途径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技术并

购过程中，探索型战略是指通过寻找、改变、创造等广泛搜查和灵活多样大胆尝

试的行为活动，来开发全新科学应用技术的发展战略，应用型发展战略是表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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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工作效率、实际深度发掘并且经过目前具有技术来提高和改善的发展战略，两

大类发展战略类型是互为补充的。

应用型创新以公司目前具有技术能力和知识储存总量为根本基础，重点提出

对目前具有技术能力和知识展开改善，最后改善目前具有的产品综合设计、拓展

出运营知识和技术、对外扩大和拓展目前具有的产品线和产品组合、提高目前具

有分销途径的工作效率、改善目前具有促销方式的作用效果，为目前具有交易市

场里的客户人群供应更加优等的综合服务和更充沛的真实应用价值传输，所以应

用型创新更为重点提出交易市场、分销途径等资源的关键性。

探索型创新是一类更大作用范围、激烈式的创新行为活动，重点提出获得和

创造全新的技术能力和知识，力争超过公司目前具有的技术能力储存总量及相互

对应的知识基础，最后开发全新科学应用技术来综合设计全新科技型产品、开启

全新的细致划分交易市场、发展全新的分销途径、应用全新的促销方式、为新交

易市场里的客户人群供应有价值的产品和综合服务，所以探索型创新更为充分关

注全新科学应用技术的关键性。探索型创新是转变了技术创新的途径，而应用型

创新则持续原技术创新的途径，来逐渐提高产品创新和工艺技术创新。

3.3 并购整合模式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3.3.1 不同整合模式与创新形式的匹配关系

轻触和重触的整合效果不同，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不同，这就决定了企

业选择的创新形式的不同。不同的并购整合模式和探索型创新和应用型创新相互

之间存在匹配对应相互关系，而且这类匹配的吻合度不单单对推动竞争先手优势

和提高创新业绩具备正面的影响，并且针对保持竞争先手优势和创新业绩皆是非

常关键的。

（一）轻触与探索型创新

轻触模式中目标方具有一些核心资源包含核心技术、综合管理实践经验等常

常深嵌于组织网络中，所以赋予目标方 综合管理自治权能充分保障上述资源不

被损害或者流失。在并购后整合时期，假设目标定位公司获取主动性，则能够获

得目标定位公司雇佣工作人员的相信从而有助于双方雇佣工作人员展开沟通，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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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双方的文化认可接受和对组织归属亲切感的认可接受，有益于创新知识和技术

的转化，提高并购方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业绩。但目标方公司获得自治运营管理权

利以后，其工作人员鉴于维护本身利益和工作的主要目的，会限制并购方对创新

资源的使用和归零重置，反到不益于创新。

探索型创新更为重视全新的产品和全新的交易市场开发，需求对目标方的技

术研究能力连续进而维持其优势的开发能力，联动并购方在全新的技术领域范围

展开研究，匹配到轻触整合模式可以不破坏目标方的技术研发的持续性。

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假设：

H1：轻触整合模式匹配探索型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

（二）重触模式与应用型创新

重触整合模式将会在一定水平上并购重新冗杂资源、降低成本费用，有助于

并购双方的发展战略策略的统一，提高策略工作效率及创新业绩的发展目标。但

是高水平的整合模式会送来越来越多的动荡不安，损害目标定位公司现有的知识

资源，并且给目标定位公司的工作人员送来焦虑不安和压力造成重要的开发工作

者离职，从而损伤目标定位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而造成公司技术创新业绩减

少。

应用型创新更为重视于对指定的产品和交易市场的防守，并且寻找来逐渐提

高产品的生产效率和节省成本费用，加强其竞争先手优势。匹配重触整合模式更

为有助于提高资源的使用工作效率，减少并购双方的冗杂资源和成本费用，并且

由并购方从新再次配备设计资源和统一确定战略，进而高效使用资源和提高产品

生产效率和创新业绩。

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假设：

H2：重触整合模式匹配应用型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

3.3.2 选择“轻触”和“重触”跨国并购整合模式的基础

并购整合过程是庞杂的，并购双方因具备不同有技术资源以及整合过程充满

实时动态性造成并购整合容易失败，所以整合过程里公司所具有的充足的全球化

实践经验、并购实践经验、对东道主国家的文化和产业知识等作为是的素质基础

能够高效降低整合过程里产生的摩擦和风险。该基础在跨国并购整合过程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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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再以下方面：国际化经验以及并购经验、文化距离和相关行

业。

并购公司能够从公司的全球化实践经验和并购实践经验中展开学习和累计

知识，公司经过接触大量的具体事务和论点产生更为充足的知识结构，是公司更

加进一步具有作用功能弹性并且更要有能力满足适合实时动态的环境。并购实践

经验是公司从之前的实践经验中吸收知识并且进一步应用的具体过程，是一个实

践感受学习和知识整合的具体过程，并不同的公司的吸收能力和学习应用综合能

力存在差异，从之前的实践经验中获得知识也不完全一致，因此针对不同整合模

式所形成的技术并购整合最终结果的作用影响同时也是不同的。

文化的差异大应用“重触”整合模式，强制推动并购整合容易引发目标方的

组织抵制或使用政治方式反对，此时可采用“轻触”整合模式来给予目标方更多

的自治法律权利，降低对方的不相信和反抗，并且也可以降低对方工作人员的压

力、负面心理情绪和偏低的责任意识，进而有助于对方创新能力提高。

并购公司和目标方公司之间的运营产业相关，针对技术资源整合的作用效果

具备非常大影响。如果并购双方同处一个产业，具有类似的技术、互通的语言或

者共同的认知结构，并购后容易完成运营协调管理，与此同时也为双方在技术和

学习上的交流沟通供应了方便。而双方的产业愈没关系，技术差别距离愈大则造

成消化分解吸收利用已有知识并且创造全新的知识的概率性就愈小，选择重触整

合模式，就非常容易造成并购整合的失败。然而还需要专家学者提出 2个公司类

似作用程度不应该太高，由于过高类似的并购容易导致并购公司学不到任何新鲜

的东西。

综合素质基础是公司在运营过程里逐步累计的，并购公司能够从全球化过程

里获得的实践经验，包括对目标定位公司的文化及有关产业了解掌握，来选择合

适的并购整合模式，从而提升技术资源整合的效果和效率，达到提升技术创新效

果的目的。

3.3.3 影响机制分析

综合以上研究分析，我们打造出并购整合模式对公司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图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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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理论机制框架图

借鉴模糊控制理论，本文提出关于跨国并购整合的两种模式：“轻触”与“重

触 ”。轻触整合模式是指在并购后并购方赋予目标定位公司在开发综合管理方

面每日管理法律权力的自由作用程度和连续性，重触整合模式却是并购后并购方

对目标方的运营管理权利及具有的关键核心资源等展开快速整合，进而达到结构

性的统一和技术资源的结合从而方便完成双方在技术创新方面各组成要素更加

良好的融在一起。参考依据跨国并购整合过程中的表现，本文从产品整合、市场

整合、组织整合、市场整合、营销整合这五个维度对这两种模式进行了界定，明

确了各自的内涵。

借鉴双元并进创新型战略，本文提出企业技术创新的两种形式：探索型创新

与应用型创新。探索型创新是表示经过寻求、改变、创造等广泛搜查和灵活多样

大胆尝试的行为活动，来开发全新科学应用技术的创新形式，应用型创新则是表

示提升工作效率、实际深度发掘并且经过目前具有技术来提高和改善的创新方式。

在这原理之上，我们根据两种模式与两种创新形式在企业自主性方面具有的

特质提将其一一匹配，得到以下假设：轻触整合模式匹配探索型创新对企业技术

创新有积极影响；重触整合模式匹配应用型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同

时，不能忽略在选择跨国并购整合模式中企业综合素质所起到的基础作用。由此

提出了跨国并购整合模式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下一章将通过案例分析的

方法佐证该假设成立，即该影响机制成立。

产品整合

组织整合

工艺整合

市场整合

营销整合

营销整合

维度

界定
轻触模式

重触模式

整合模式

匹配

探索型创新

应用型创新

创新形式

企业综合素质在此过程中发挥基础作用

影响

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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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研究

实践案例分析研究，长期以来都是社会科学分析研究的一类重要方式。研究

工作人员应用这类应用模式能够展开多类分析研究：首先，需依靠多类而不是一

类的证据参考资料；其次，广泛而不是狭隘的分析研究主体；第三，不一而同并

且前后联系的分析研究改变量。实践案例分析法比较合适分析研究从所在环境中

无法脱离出来的真实情况。实践案例分析法最开始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应用在分

析研究里，研究工作人员们主要应用单实践案例分析研究来打造先关的基本原理

信息。即使实践案例分析法逐步受到充分关注，但是实践案例分析研究的作业难

度却是十分高。实践案例分析研究具备探索型、描绘性以及解释说明性作用功能，

与此同时展开实践案例分析研究需要把真实情景影响因素和分析研究问题相互

有机融合，进而深层级揭露实践案例背后的理论发展途径。

本章将参考依据跨国并购整合模式对公司技术创新的作用影响体制途径，站

在全新的作用角度，对两起公司并购经典案例展开研究，佐证前文提出的假设。

经过跨实践案例比较研究分析来分析研究跨国技术并购整合模式和技术创新方

式相配套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影响。所用到的案例材料主要为经过公司统计年报、

有关图书、权威新闻报刊及参考数据文献等公开途径整理获取的二手参考资料，

通过跨案例的对比分析综合研究统一归纳，得出本文的结论。

4.1 案例 1:轻触整合案例——吉利并购沃尔沃

4.1.1 案例背景

（一）并购方：吉利汽车企业

吉利汽车企业最早建立于 1986年，前期通常都是从事于摩托车及其汽车零

件生产加工，后来发展转型生产加工汽车，现是一家民营私人轿车生产加工公司，

主要关系汽车加工制作、摩托车、汽车发动机引擎、变速器、汽车电子电器设备

及汽车零件等多个层面的生产加工。吉利企业从 1997 年进入我国自主独立汽车

品牌发展前进道路，而且依靠本身持续的创新和灵活多样多变的运营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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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吉利汽车下线，持续地创造民营私人公司发展的辉煌。吉利汽车 2022年

资产总额已近 1408亿元，是国家创新型企业和国家汽车整车出口基地企业。

吉利汽车从建立开始就长期在全面投入于加强自主独立品牌投资建设和创

新能力提高。从 2003年发起吉利汽车企业就开始国外交易市场的拓展，2004年

对外出口的整车早已实现了 5000 辆，占据国内整车对外出口量已经达到了

63.70%。即使 2006年发起吉利汽车的年营销量开始增加，但是交易市场组成份

额只占据汽车交易市场的 2.360%，这对民营私人公司而言已然获得了惊人的成

就，并且也打造了全国第 1家民营私人的自主独立汽车品牌。然而吉利汽车企业

生产加工的汽车主要还是以经济车身类别型号为核心主要，缺少加工制作高层次

车身类别型号开发和综合设计等高精尖专业应用科技。所以 2007年企业指出了

发展战略转型，从国外引入技术，投资成立汽车研究所，让吉利汽车走遍全球。

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经济社会危机为吉利汽车送来了发展机会，针对提高

其品牌和技术开发能力的具备十分深远影响作用的并购也就是并购沃尔沃，由于

沃尔沃是欧洲比较老的品牌，具备非常久远的发展历史，并且以生产加工的汽车

最安全而闻名世界，具有许多社会知名度的安全技术，针对提高吉利的技术开发

和品牌社会知名度具备主动干扰作用，与此同时也有助于吉利逐渐的拓展全球交

易竞争市场和生产加工高层次车身类别型号的发展战略目标。2009年吉利对外

公布收购沃尔沃，同时在 2010年 8月吉利控股实现对沃尔沃汽车的所有股权收

购。

（二）目标方：沃尔沃汽车品牌

沃尔沃建立于 1927年是瑞典更有甚者北欧知名的汽车品牌。沃尔沃生产加

工的产品主要是以轿车、汽车发动机引擎、汽车电子电气和汽车零件为核心主要，

在这其中轿车是以优秀出众的作用功能和安全温馨舒服而著称。沃尔沃建立以来

的近 90年以来一直严格把控产品的实际质量，推动其生产加工制作持续改善，

而且公司的信誉口碑和品牌也持续的提升。

1945年第 2 次全球范围大战全面爆发导致沃尔沃发展进入停留时期，然而

沃尔沃汽车没有放弃，而是展开了潜心分析研究囤积了技术开发的作用力量。第

2次全球范围大战终止以后沃尔沃的第 1步旅游车上市，并且其车身类别型号的

安全作用功能持续的创新，营销数目也持续增加，总体规模也持续的增加，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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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那个时候引导汽车朝向的风向指示标。20年九十年代中期，沃尔沃具有

了全球一流领先的安全技术、开发能力和加工制作工艺，率领着世界的世界汽车

持续发展升级。

但是 2008年由于受到全世界金融经济社会危机的作用影响，沃尔沃作为是

高品质汽车品牌最早受到金融经济社会危机的冲击负荷，营销量剧烈降低。与此

同时因福特的不好运营全面控制，造成其财务会计不太理想，2008和 2009两年

更加是产生了持续的负增长，造成福特压力巨大，促使福特 2009年将沃尔沃所

有合法转接给了我国吉利汽车。

4.1.2 并购整合前判别阶段

吉利在并购以前对本身以及沃尔沃具有的突出优势资源，展开了判定和辨别，

来充分保障并购整合和其发展战略目标的高效完成。

首先，将吉利自身需求与沃尔沃优势资源进行高效对接。在 2007年 5月 18

日吉利对外公开发表的《宁波宣言》对外公布了发展战略转型，也就是经过增长

生产加工较高品质次及较大规模的轿车，包括在提升企业专业技术能力和提高产

品品牌社会代表形象方面增长投入，使吉利轿车的竞争先手优势，从之前的以市

场价格竞争为核心主要转向以技术领先为核心主导。而沃尔沃是具备近 90年生

产加工轿车的非常久远历史，公司的关键核心发展战略奉行综合品质领先发展战

略，具有许多具社会知名度的技术，被称之为全球上最安全的汽车品牌，生产加

工的车身类别型号属于西方高层次车身类别型号，在世界交易市场具备非常强大

的竞争先手优势。所以，不管是沃尔沃的加工制作高层次车身类别型号的高精尖

专业应用科技，还是其杰出的汽车品牌社会代表形象、交易市场资源及综合管理

实践经验等皆是吉利十分稀缺的资源。

其次，对沃尔沃拥有的核心资源展开预计，判定有无辽阔发展空间。沃尔沃

品牌历史非常久远，具有充足的产品线和高层次品牌社会代表形象，在轿车稳定

性和可行性方面获取全球认同。所以吉利并购沃尔沃不止能够获得其豪华轿车的

开发和综合设计等高精尖专业应用科技，也可以经过沃尔沃来提高其产品实际形

象，拓展全球交易竞争市场和社会知名度。与此同时，我国交易市场轿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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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用量在逐步提高，我国消费者对沃尔沃的汽车的安全作用功能和质量等多个层

面皆是认同的，因此吉利并购沃尔沃的发展空间辽阔。

在结尾，确定双方在技术资源匹配方面已有的互相补充优势，明确并购整合

发展目标。吉利主要全面投入于开发加工制作适用性汽车，高层次轿车的加工制

作和开发层面的全球竞争先手优势不足。沃尔沃在高精尖专业应用科技开发上优

势非常强，并且公司的关键核心价值认知观念也以安全、环境保护及综合品质作

为发展大方向的。沃尔沃的生产加工的是高层次汽车，在技术开发和综合设计应

用层面比吉利具备优势。在 2009年 3月份吉利早已实现了对澳大利亚 DSI自动

智能变速器企业的收购，累计了部分变速器加工制作等多个层面的技术和实践经

验，并且吉利也一直展开自主独立开发，在汽车加工制作等积淀了部分技术。吉

利有能力和实践经验来经过并购沃尔沃来获得其高精尖专业应用科技资源。因此

沃尔沃的技术及品牌社会代表形象必然会推动吉利的竞争综合实力，因此沃尔沃

的技术资源，针对吉利而言存在互相补充的突出优势。

4.1.3 并购整合阶段

在并购整合阶段，我们通过吉利的并购整合行为探究以下两个方面内容：一

是吉利所选择的轻触整合模式能否匹配探索型创新，二是这种整合模式匹配探索

型创新对吉利实现技术创新有无积极影响。

虽然吉利拥有一定的跨国并购经验，但由于吉利同沃尔沃在公司发展战略、

组织综合管理、分析研究开发、生产加工制作以及交易市场影响等多个层面具有

非常大的距离，吉利担忧过分实际深度的并购整合会造成沃尔沃创新能力的连续

性受到损害，所以选择轻触整合模式，给予了沃尔沃品牌较高的自由度，同时在

开展技术合作时采取探索型创新的形式，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具体表现为以下五

个方面：

（一）产品整合方面。吉利仍然保留了沃尔沃的品牌，因吉利汽车品牌非常

差端，而沃尔沃的汽车在西方更有甚者世界的最安全的汽车的品牌社会代表形象

早已建立打造，所以保存沃尔沃品牌独立可免受吉利的品牌干扰作用，更有甚者

可提高吉利的品牌社会代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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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在签约并购服务协议条款时许诺沃尔沃将不断增强和保护沃尔沃轿车

的全世界品牌影响地位，不断发展沃尔沃品牌在环境自然友好和安全作用功能力

技术层面的全世界信誉口碑。与此同时吉利为了减少并购双方品牌间的影响作用，

吉利和沃尔沃将独立运营。但是并购后吉利为了提高其技术开发和品牌社会代表

形象等，其增强了并购双方的交流沟通合作共赢，主动的使用了沃尔沃的开发优

势、高层次品牌社会代表形象和完善的销售队伍，吸收了其品牌综合管理实践经

验，有效发挥了沃尔沃的品牌溢出影响作用。

（二）组织整合方面。并购以后吉利实施了沃人治沃的发展战略根本原则，

来减少文化矛盾冲突和摩擦风险，进而降低沃尔沃创新资源的流失，所以并购后，

目标方的运营全面控制依然存在有其自主综合管理。与此同时吉利为了可以学习

和获得目标方的关键核心创新能力，双方成立了沃尔沃-吉利对话和合作相互交

流委员代表大会，就双方的汽车加工制作技术、全新科技型产品的开发技术以及

交易市场销售等流域来增强交流、完成数据信息共同分享和技术融合。

在并购交易实现一年之后 2010年，调研分析自动显示沃尔沃内部工作人员

的满意接受程度早已实现了 84.0%对比并购交易前 2009年的 82.0%没有降低反

而升高，说明这类整合模式稳定了沃尔沃的领导层及管工，也推动了并购双方的

相信有助于双方工作人员的互相学习和知识转化。与此同时，为了双方相互合作

相互之间的更加良好的交流沟通，双方在 2010 年建立的沃尔沃-吉利对话和合

作相互交流委员代表大会，委员代表大会由四名沃尔沃高层管理者和四名吉利高

层管理者构成，李书福独立出任该委员代表大会主席，进而从而对话体制为根本

基础就双方的汽车加工制作技术、汽车有关零件采购、全新科技型产品的开发技

术、交易市场销售等领域范围来转换想法，完成数据信息共同分享。

（三）工艺整合方面。吉利采用了一整套的整合战略：第一步，对工作人员

实行千名硕士生培养规划来推动并购方对全球文化、法律法规以及工作业务等多

个层面的了解掌握，聘用了专业咨询顾问企业来减少并购整合的阻碍，全速推动

技术转化；第二，吉利成立沃尔沃汽车企业中国区的行政中枢，工作的重心是高

品质汽车、电动型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应用设计、研究分析与开发应用，同时把

沃尔沃技术工作者组织规划安排到分析研究中心中，有助于双方的技术开发方面

的结合；再次，并购后吉利增长对沃尔沃的开发投入，开发新车身类别型号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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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引擎，进而完成了并购双方在全新科技型产品开发方面能力，完成了双方的

双赢和技术联合作用效果的顺利完成。

（四）营销整合和市场整合方面。吉利和沃尔沃双方在销售系统方面互相使

用对方的途径，进而逐渐提高总体的营销量，不单单拓展了吉利在西方国家的交

易市场，也拓展了沃尔沃在我国的交易市场，实现联合的作用效果。

吉利主动使用沃尔沃的全世界经销服务零售厂商网络和供应承包厂商系统。

经销服务零售厂商网络方便吉利不断对外延伸沃尔沃品牌的全球交易竞争市场，

供应承包厂商系统则保障了沃尔沃汽车的生产加工和综合品质，有助于充分提升

增强沃尔沃的汽车的全球信誉口碑。与此同时在签约并购服务协议条款的时候，

吉利许诺沃尔沃使用吉利的我国营销途径来提高沃尔沃的我国营销量，而且吉利

也可以得益于沃尔沃品牌的溢出影响作用。通多双方在营销系统方面的结合可以

高效推动吉利和沃尔沃在我国和全球交易竞争市场的拓展。

4.1.3 案例小结

吉利并购沃尔沃重要的发展目标是获得目标方的高层次车身类别型号的应

用设计、开发和生产加工制作技术等，而且吉利也希望经过使用沃尔沃的开发资

源来开发了新车等来提高吉利的全球竞争综合实力并且逐渐拓展全球交易竞争

市场。吉利获得的技术资源偏隐性资源深嵌于沃尔沃的开发队伍和开发加工制作

等过程里，在并购后技术资源的整合要求选择恰当的整合模式以及创新方式，进

而可以维持目标方的连续的竞争先手优势并且降低技术资源的流失。所以，吉利

选择了“轻触”的整合模式，并匹配探索型创新形式，即产品整合、组织整合、工

艺整合、营销体系和交易市场整合方面都选择了让沃尔沃占据主导来综合管理。

然而吉利并不是不参加综合管理，而是选择了层层递进的模式来综合管理进而让

目标方相信并购方，降低双方的摩擦和鸿沟，推动双方的技术交流和知识转化。

最后，并购双方的整合获得成功。并购方吉利不管在高层次汽车综合设计和

开发等多个层面，包括汽车生产总量都存在一定的提高，尤其是吉利的高层次汽

车加工制作领域范围的研究创新能力在沃尔沃的联动下获得了明显的成绩效果，

2011年 EC7车身类别型号第一次获取欧洲 Euro-NCAP安全质量测试 4星评估，

2014年美国 J.D.Power品牌调研分析中吉利在 67个品牌中名次第十七位在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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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了四个综合设计中心，我国浙江省和瑞典哥德堡成立了 2个开发中心，现

如今是我国创新公司和国家汽车整车对外出口中心基地公司。

4.2 案例 2:重触整合案例——中国一拖并购 Mc Cormick 工厂

4.2.1 案例背景

（一）并购方：我国一拖

我国一有限责任企业是我国特大规模机械加工制作公司，建于 1955年，为

国家一五阶段的核心要点项目。我国一拖公司具有我国驰名商标“东方红”，主

要工作业务关系影响到第一产业机械、项目工程机械、动力机械、零件加工制作

等为核心主要。从成立截至目前 70多年以来主动引入技术和展开自主独立创新，

尽力了从引入、消化吸收、吸获取到改善和产业经济组成结构发展升级的发展过

程。

即使一拖技术开发和产品生产加工上早已具备全球竞争先手优势，然而一拖

发展总体历程中为提高技术和产品开发能力同时也是费尽周折。伴随着 1980年

家庭联产承包法定责任制在国内的实行，热销我国 20多年的“东方红”大规模

履带拖拉机突然滞销，一拖人开始在整个国家影响范围里展开调查分析研究，发

现村民不断的是小四轮拖拉机。这也让一拖认知到销售产品组成结构修改调整和

提高技术和产品开发水平的关键性。

1985年发起一拖开始引入菲亚特企业（FIAT）的大规模轮式拖拉机加工制

作技术，并且展开消化分解吸收利用和改善，总共消耗时间了近 20年的发展时

光。然而伴随着全球交易竞争市场的技术开发和产品更换轮流替代迅速发展，换

挡操作技术早已从机械换挡操作技术向动力换挡操作技术转化了。为了增强一拖

的全球竞争综合实力，2006年一拖开始和奥地利的 ABL企业合作开发拖拉机发

动机引擎动力换挡操作变速控制箱设备技术。通过五年的开发合作，一拖逐渐把

握了动力换挡操作技术，然而如完成行业化，则还要求把握和发动机引擎动力换

挡操作技术相配套的加工制作、控制等体系技术，假设依靠一拖自主独立展开开

发还需要耗用了五到十年的发展时光，并且技术开发时间久、成本费用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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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等问题会大大束缚一拖的发展和全球竞争综合实力。因此，我国一拖希望寻找

跨国并购的模式来获得技术上的保障。

（二）目标方：MC Cormick厂房

MC Cormick厂房最早建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主要工作业务关系拖拉机

机械转动器设备的开发生产加工。2001年意大利的Argo企业收购了MC Cormick

厂房。然而因为收购后整合并非成功没有完成双方生产加工能力的联合而且在综

合管理方面也具有问题和冲突，造成从 2003年发起该厂房的运营开始恶化加重，

2009年已积累经济亏损 1500万欧元。而且在 2003年至 2009年里，MC Cormick

厂房实行裁员规划来减少运营经济亏损，并且实行各类举措手段来积极努力转变

运营经济亏损的分布格局，但是没有可以扭转破产倒闭的分布格局。2008 年由

法院接管 Mc Cormick厂房，组织规划安排重整并购寻求买家。2010年一拖熟悉

Mc Cormick厂房要被拍卖就立刻打造并购专门队伍接洽拍卖家，来展开交流沟

通。

4.2.2 并购整合前判别阶段

我国一拖在向Mc Cormick厂房突显并购意向以前早已对MC Cormick厂房

所具有的技术资源展开了判定，进而可以高效的顺利完成资源互相补充并且能补

偿我国一拖发动机引擎动力换挡操作技术的从加工制作到生产加工技术的缺乏

问题。

第一步，我国一拖第一步对Mc Cormick厂房所具有的技术资源展开了评测

和辨别。Mc Cormick 厂房工作业务关系拖拉机传感器设备生产加工（包含实时

同步器设备、部分动力、全动力换挡操作），具有生产加工拖拉机的高精尖专业

应用科技。并且 Mc Cormick厂房长期都是 Argo 供应零件，技术综合实力非常

强，也可以为我国一拖供应迫切需要的动力换挡操作技术相配套的生产加工制作

技术。

第二，我国一拖也针对Mc Cormick厂房所具有的高精尖专业应用科技的将

来发展未来趋向展开了预计。此厂房所具有的重点技术是当前时期全球比较科学

的技术具备非常强大的全球竞争综合实力，动力换挡操作技术是拖拉机产品展开

技术发展升级的重点，代表将来拖拉机产品技术的发展趋势，并且我国总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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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交易市场实际发展需要也为该项技术将来发展供应了宽广的分布作用空

间。

在结尾，一拖对并购双方所具有的资源在相互弥补性和匹配性方面进行了评

测。即使一拖具有相对完整系统的“东方红”体系产品，然而那个时候 150 和

200以上马力的大规模拖拉机只可以依靠于进口，全国专业技术能力完成不了这

类产品的生产加工。我国一拖经过和奥地利 ABL 企业合作纵使把握了动力换挡

操作技术，但是未来的加工制作工艺和技术匹配等并未把握，而上述技术如果展

开技术开发要求 5~10年，并且要求投入很多的开发资金。而 Mc Cormick 厂房

所具有的成熟稳定的动力换挡操作技术正好可以补偿我国一拖所短缺不足的重

点技术。我国一拖经过并购Mc Cormick厂房来迅速获得发动机引擎动力换挡操

作的加工制作以及工艺技术，进而推动我国一拖拖拉机整合综合实力的加强，与

此同时也有助于我国一拖的发动机引擎加工制作层面的创新能力的提高，并且提

高其全球竞争综合实力。

4.2.3 并购整合阶段

在并购整合阶段，我们通过一拖的并购整合行为探究以下两个方面内容：一

是一拖所选择的重触整合模式能否匹配应用型创新，二是这种整合模式匹配应用

型创新对一拖完成技术创新有无主动影响。

我国一拖希望经过并购整合来获得Mc Cormick厂房的发动机引擎动力换挡

操作技术，然而这一技术是十分繁琐的嵌入组织内部和生产作业过程里的，包括

的知识特征属性属于隐性知识，因为隐性知识比较难转化，所以在并购整合过程

中选择重触整合模式，同时采取应用型创新的形式，从而确保有效地获取目标方

的核心技术知识。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产品整合方面。中国一拖在并购后主动和Mc Cormick厂房在产品开

发上展开技术融合。因动力换挡操作体系和机械换挡操作存在差异，动力换挡操

作体系要求和它配套的电子智能控制变压体系来控制，但是Mc Cormick厂房仅

有动力变档体系，而没有配套了电子智能控制技术，而我国一拖以前和奥地利

ABL 公司合作开发出了电子智能控制技术，所以我国一拖并购够快速在法国成

立了全新的分析研究中心，来研发Mc Cormick厂房的动力变档技术和我国一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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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拖拉机配套技术，进而完成各自的突出优势技术互相作用依赖，研发出具备动

机换挡操作作用功能的拖拉机产品。

（二）组织整合方面。我国一拖思考到法国当地政府管理职能部门和工会对

劳工的全面保护问题，所以在竞购书中许诺将保存目标方的全体工作人员、创造

新职位，这类模式不单单会降低政府管理职能部门和工会对并购形成的限制，与

此同时也可以稳住目标方的高精尖专业应用科技工作者并且信任在并购方的指

引下将来发展空间辽阔。另一方面，并购以后为了更快Mc Cormick厂房的动力

换挡操作技术和以前我国一拖和奥地利 ABL企业合作开发电力控制技术相配套，

我国一拖在法国成立的全新的开发中心，而且由中方任职重要综合管理岗位，进

而全速推动动力换挡操作技术的转化和技术开发的速率。

（三）工艺技术整合方面。因目标方Mc Cormick厂房的技术层面的技术更

优，经过并购整合可以更为迅速和深入地获得厂房的工艺技术知识。但是，我国

一拖和Mc Cormick厂房在工艺技术配置设计技术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我国一

拖的工艺技术配置设计图纸应用代表符号的综合管理根本原则，然而 Mc

Cormick厂房的工艺技术配置设计技术，主要应用美国凯斯综合管理系统，没有

配置设计表，主要依靠务工人员的技术。所以，为了有助于知识的转化，我国一

拖需求目标方公司的务工人员在配置设计时，根据我国一拖的配置设计图纸需求

来绘制出工艺技术配置设计图纸，进而实现高效转化工艺技术的发展目标。经过

工艺技术上重新二次构建和整合，我国一拖高效地获得了目标方里，先进工艺技

术并且完成了工艺技术上的联合。

（四）销售整合和交易市场整合方面。因拖拉机的零件由几千个零件组成，

大多数的零件要求经过外界采购的模式获得，我国一拖因全国专业知识产权系统

不健全完善，造成许多杰出的国外提供生产厂商并非愿意和我国一拖合作。虽然

具有比较领先的技术，然而采购不到作用功能优良的产品，生产加工出的设施全

球竞争综合实力也会一般。而Mc Cormick厂房具有比较健全完善的提供系统和

杰出的固定提供合作者，可以非常好的整合全世界资源，采购到作用功能较高的

零件。所以我国一拖经过并购Mc Cormick厂房能够非常方便获取国外科学的零

件的采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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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国一拖经过并购整合了目标方的提供系统提高了产品的实际质

量和作用功能，进而也为公司争取国外交易市场奠定牢固的基础。通过 3年的并

购整合，我国一拖的自主独立品牌“东方红”（YTO）早已对外出口到了全世界

130多个国家和区域，不单单全面涵盖了目标方交易市场，还拓展了全球市场。

4.2.4 案例小结

中国一拖通过技术判别分析认定Mc Cormick工厂具有的成熟稳定的动力换

挡操作技术和加工制作工艺可以匹配其和 ABL企业共同开发的动力换挡操作技

术，认是Mc Cormick厂房的动力换挡操作技术和加工制作工艺早已很成熟稳定。

所以我国一拖选择了“重触”的整合模式，即通过快速的并购整合更加有效地获

取工艺制造技术，提高资源的使用工作效率，减少并购双方的冗杂资源和成本费

用，并且由一拖从新再次配备设计资源和统一确定战略，进而高效使用资源和提

高产品生产效率和创新业绩，但并购整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国一拖进行了谨

慎的整合。而“重触”并购模式所匹配的应用型创新重视对指定的产品和交易市

场的防守，并且寻找来逐渐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和节省成本费用，加强其竞争先

手优势。

在结尾，并购整合完成成功。通过三年时间，我国一拖高效的整合了目标方

在工艺技术及产品开发等多个层面的创新能力，同时在 2013年自主独立开发了

第 1台具备自主独立专业知识产权的动力换挡操作重型轮式拖拉机。而且我国一

拖陆续在国外早已成立了 5个子公司、12个国外代表处，包括 2个国外支持中

心，与此同时成立了国外的提供及营销体系，稳定的增加的对外出口金融市场交

易分布局面。“东方红”（YTO）品牌早已销往了全世界 130多个国家。

4.3 案例对比分析

对上述两组实践案例展开比较研究分析，我们能够发现选择跨国并购整合模

式存在差异，需要应用的创新形式也不同。很多研究发现跨国并购交易实现以后，

要求推动并购整合进而获得目标方的技术资源，从新再次安排资源，完成联合作

用效果，然而也具有因为目标方的知识的庞杂性和特殊应用性，造成并购整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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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目标方的知识资源或者技术创新的连续性。对于怎样经过跨国并购整合实现

企业技术创新，通过案例分析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表 4.1 两组案例的综合分析

并购双方 并购整合内容 模式选择 路径匹配

吉利 企业

并购 沃尔

沃。

并购目的：

获得 高品

质轿 车的

开发 和综

合设 计等

创新 能力

以及 品牌

作用效果。

产品整合：在上海市成立沃尔沃我国区行政和

开发中心，共同全面投入于高品质轿车和新能

源轿车的开发、综合设计和加工制作，并且 2
个品牌同时存在。

整合程度：低

整合速度：慢

整合结果：成功

选择“轻触”整

合模式。

探索型

创新路径

组织整合：沃尔沃仍自主综合治理，前沃尔沃

总裁来出任管理工作人员，而成立了沃尔沃-
吉利对话和合作相互交流委员代表大会。

工艺技术整合：破除文化障碍，促进研发人员

技术交流，加大研发投入。

交易市场整合：西方等国外交易市场依然是由

沃尔沃展开全面负责，剩余交易市场由中方全

面负责。

销售整合：互相使用对方的营销系统，互相模

仿参考学习。

我国 一拖

并 购 Mc
Cormick厂
房。

并购目的：

获得 成熟

稳定 的动

力换 挡操

作的 加工

制作工艺。

产品整合：Mc Cormick厂房将不再存在，更名

为一拖法国有限责任企业（YTO France SAS），

Mc Cormick 厂房将综合服务于我国一拖生产

加工拖拉机和零件。

整合程度：高

整合速度：快

整合结果：成功

选择“重触”整

合模式。

应用型

创新路径

组织整合：由我国一拖运营，而且并购方快速

在法国建立开发中心，队伍重要领导层有中方

派遣任职，全速推动技术资源转化。

工艺技术整合：我国一拖需求目标方工作人员

参考按照一拖的工艺技术设计图纸需求绘制出

工艺技术配置设计图纸，来促使隐性知识外显

化。

交易市场整合：对西方等国外交易市场将都是

通过并购方展开全面负责。

销售整合：并购方对目标方成熟稳定国外的提

供产业链系统和营销体系展开了整合。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第一，并购整合之前并购方都对目标方的优势资源进行识别从而选择合适的

并购整合模式。吉利并购沃尔沃和中国一拖并购Mc Cormick工厂都经历了并购

考察时期，也就是经过并购以前的突出优势判定，来研究分析目标方所具有的高

精尖专业应用科技资源是不是并购方迫切需要的，而且上述技术资源是不是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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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强大的竞争先手优势，可以为并购方送来创新能力的提高。吉利经过并购获

得了沃尔沃的加工制作高品质次轿车的应用设计、开发技术及专业知识产权，进

而提高了本身的汽车加工制作技术和水平层次和技术创新能力。中国一拖通过并

购获取了成熟的动力换挡技术及有关的加工制作技术等，进而推动了我国一拖的

拖拉机等产品的竞争综合实力加强和创新能力提高。

第二，选择不同的并购整合模式需要匹配不同的创新形式。从以上分析可看

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并购整合模式的差别。“轻触”整合模式的重要特点就是赋予

目标方非常大的自治运营管理权利力，以一类合作的态度来共同发展，是一类高

瞻远瞩、长效和对外开放的战略来管理运营发展定位目标方公司，轻触不是不触，

而是在大的发展战略策划上展开策略，如吉利和沃尔沃的相互影响关系。“重触”

整合模式就是体现在快速的将目标方展开整合，成立统一的策略系统来服从并购

方的综合管理，目的是快速整合目标方的高精尖专业应用科技资源等，来补偿本

身技术开发或者产品生产加工等多个层面的技术不足，如我国一拖。

从两组实践案例的多种挑选方案能够得知，不同的整合模式中心发展定位目

标存在差异，所匹配的技术创新形式不同，带来的整合结果也不同。选择模式不

同，目标方的整合作用程度和速率都会有差别，我国一拖的并购整合力度较大，

在产品、组织、工艺技术、交易市场及销售方面都展开了实际深度的整合，同时

匹配应用型创新，加快双方技术融合。而吉利并购沃尔沃却应用沃人治沃的自治

模式，在组织、产品、营销以及交易市场层面，都赋予了目标方比较大的自主独

立法律权利，匹配到探索型创新，共同研究进步。最终中国一拖通过深度有效的

并购整合获得Mc Cormick厂房的成熟稳定的动力换挡操作加工制作工艺和机器

设备生产加工出来全新拖拉机，吉利与沃尔沃的兄弟关系模式，实现了有效的技

术协同和共赢。

第三，跨国并购整合模式的选择和创新方式的匹配影响并购整合最终结果。

从实践案例整合最终结果能够得知，并购整合模式的选择存在差异，所匹配的创

新途径存在差异，对创新能力的提高影响也不完全一致。我国一拖应用了作用程

度较快速度非常快的“重触”整合模式，来推动技术资源的整合发展进度，这是

根据并购方把握高精尖专业应用科技能力和知识，获得目标方的加工制作技术和

生产加工机器设备来最后完成产品的生产加工制作，对外扩大和拓展示有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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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和产品组合；并且目标方的技术资源是成熟稳定的可经过资料文件登记等外显

化的知识，所以经过“重触”整合可以提高整合工作效率和降低资源的大量浪费，

这类作用程度比较深入的整合模式有助于应用型创新能力的提高。吉利经过赋予

沃尔沃在创新层面的自治权，应用了“轻触”整合模式来保障发展目标的开发能

力不会受到外界干扰并且维持创新的精神活力，提高探索型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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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通过案例对比分析我们证实了上文提到的假设是正确的，即轻触整合模式匹

配探索型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重触整合模式匹配应用型创新对企业

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选择“轻触”模式赋予目标方自

主独立权或者选择“重触”模式对目标方展开从新再次整合，需要匹配相应的探

索型创新与应用型创新路径，从而使并购方获得其高精尖专业应用科技资源完成

技术联合作用效果。

并购方在选用并购整合模式时，要求思考其展开并购整合的主要目的，也就

是改善公司目前具有的产品综合设计、增加有些运营知识和技术、对外扩大和拓

展目前具有的产品线和产品组合、提高目前具有的分销体系工作效率等（应用型

创新能力），还是使用目前具有的目标方的技术资源来进入全新的技术领域范围、

开发全新的产品、拓展全新的交易市场（探索型创新能力），由于不同的并购整

合模式容易干扰不同的创新最终结果。与此同时选择并购整合模式的时候，还需

要认知到本身的知识累计和并购双方的知识接近实际状况，包含全球化实践经验、

并购实践经验的累计，并购双方的组织文化和从事的产业有关与否，上述影响因

素也会对跨国技术并购整合过程、创新能力的提高形成非常严重的干扰。

基于理论机制研究与案例分析佐证，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轻触整合模式匹配探索型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轻触整合

模式赋予目标方越来越多的自治综合管理的法律权利，许可公司持续其并购前的

综合管理模式、组织文化，目标方需要坚持以前比较科学的高精尖专业应用科技

开发能力。并且并购方和目标方根据合作的模式来共同发展，互相相信来研究全

新的技术开发领域范围、拓展全新的交易市场，经过这类模式并购方不止能够减

少并购方高精尖专业应用科技资源的流失，与此同时经过共同合作开发的发展也

可以补偿本身开发资源和能力较低的疑难问题，完成高效作用融合、打造性的耦

合作用最终结果，最后实现共赢的最终处理结果和在新领域范围的创新能力。

第二，重触整合模式匹配应用型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重触整合

模式重点提出对目标方的组织运营、开发资源等展开从新再次配备设计，发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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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完成双方在发展战略策略上的统一，然而这也损害了发展目标发的连续开发

能力。而应用型创新能力是重点提出对目前具有的技术能力和知识展开改善，来

改善心有些产品综合设计并且拓展目前具有的交易市场。所以，当并购方选择“重

触”整合模式的时候，即使损害了目标方在连续的探索型能力，然而由于目标方

开发的产品早已成熟稳定并购方能够直接经过将并购方的成熟稳定技术可视性

转化处理来获得此高精尖专业应用科技，然而在研发技术开发能力由于比较庞杂

可能比较难转化。

第三，企业综合素质是选择跨国并购整合模式与技术创新形式的基础。如整

合过程里怎样安慰目标方的关键核心工作人员，以及工会降低罢工的几率、怎样

获得目标方领导层的相信，从而方便全速推动知识转化、实行怎样的并购整合模

式可以高效地完成双方高精尖专业应用科技资源的高效联合等。所以，并购整合

的是否顺利成功和并购实践经验、全球化实践经验等公司素质的累计，还存在非

常大的关联性。

5.2 对策建议

跨国并购是企业为了让自身的经营范围得到扩大和竞争力得到提升，在并购

整合过程中获得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的资源的重要渠道。本文通过分析跨国并购

整合模式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给想要通过跨国并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给

出以下建议：

（一）企业层面

第一，合理选择并购整合模式，提高企业并购效率。

在并购交易之前，要充分考虑到双方企业综合素质基础，例如在文化、管理

以及技术等方面存在的差距，以及认识到目标方最重要的技术创新资源是什么，

是否与自身需求相匹配，谨慎选择并购整合模式。在并购整合阶段，明确并购整

合目的，贯彻并购整合模式，匹配特质一致的创新形式。当整合目标在于长远合

作共同发展时，选择轻触整合模式匹配探索型创新可以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渐进式

管理与融合；当整合目标在于获取核心资源弥补不足时，选择重触整合模式匹配

应用型创新能够帮助企业迅速实现知识转移。

第二，编撰整合案例形成经验，提升自身适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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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整合规划、实施和审查全过程的编纂，提高企业在全球竞争环境变化

中应对跨国并购的能力。通过制定全面的整合操作手册，对整合过程中的并购前

尽职调查和财务评估、系统改造培训、产品培训、人力资源整合手册和项目管理

进行评估和优化，并为收购企业本身设计有效的整合操作管理。整合实践的发展

将提高收购公司管理整合风险的能力，促进组织间的隐性知识转移。

（二）产业层面

加强行业内企业间的多渠道信息共享。

依托行业层面的行业联合会、行业商会、进出口商会等中介机构，加强行业

内企业间的多渠道信息共享。建立行业企业 FDI 整合策略案例库，在行业企业

FDI整合案例经验的基础上，为行业企业跨境投资提供成熟、专业的战略指导。

通过行业协会建立以 FDI 企业为主体的 FDI 行业联合商会，及时发布行业跨境

发展信息，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沟通和交流平台。

（三）政府层面

建立海外并购公共服务平台，为海外并购企业提供保障体系。

建立海外并购公共服务平台，为海外并购企业提供跨境法律、知识产权和税

收咨询。充分利用驻外使领馆和相关机构，推动和促进中国企业与当地社会的深

度融合，提高东道国政府和人民对并购行为的认可和信任，减少并购中的制度摩

擦和文化冲突，克服中国企业境外投资过程中的来源国劣势。了解最新的国际竞

争形势，建立投资环境变化的风险预警机制，减少参与国际创新合作的收购企业

的信息不对称，提高收购企业应对整合过程中摩擦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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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三年时光转瞬即逝，尤记第一天风尘仆仆到达学校的

情景，回首过往，感慨万千。兰州这座历史积淀悠久的城市，承载着黄河文化的

无限魅力，而兰财的博修商道则使我自身也浸润其中，受益一生。

在兰求学的三年里，最感激的是遇到我的导师王必达老师并有幸成为他的学

生。老师在专业领域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是我学到的第一课，每周风雨无阻的组

会指导督促我不断奋进。一位好导师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学术领域对学生的引

领，更重要的是为人处事的教导。严谨，负责，宽厚，博学，不知不觉中导师已

成为我内心的灯塔，照亮了我迷茫的人生。在导师的影响下，师门学术氛围浓厚，

情谊深厚，记得师兄师姐的叮嘱，记得师弟师妹的关怀，还有一起奋进的同门。

尽管大家专业不同，但学术交流从未停止，感谢李恒超和侯路平对我论文理论方

面的启发，也感谢王璇和杨洁玉对我的鼓励打气，这些陪伴与帮助让我能够顺利

完成毕业论文。

最幸运的是遇到我的舍友们并成为影响彼此一生的挚友，她们让习惯了独自

拼搏的我感受到了被朋友关怀支持的力量。亲密关系是贯穿一生的难解之题，她

们用包容善良治愈了我，并使我成为同样温暖的人。感谢夏婉莹同我一次次谈心，

把我从苦恼的自我束缚中解救出来，感谢薛妍细心提醒与关怀，让我手忙脚乱的

生活变得条理有序，感谢杨发淼鼓励认可与帮助，重构了我的信心并让我对自己

的了解更加深刻。她们给予我的正向能量，支撑着我走过人生最焦虑的阶段，使

我能够以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往后的人生。

最想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当初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支持我到兰求学，在同龄

人基本实现经济自由的情况下，无怨无悔地为我提供最好的条件，让我的求学之

旅没有后顾之忧。他们的三年，是白发与皱纹爬上鬓颊的三年。所幸自己没有辜

负所望，在兰求学的三年里我收获良多，超出自己的预期，而这些都将是我往后

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马上就要离开学校走上工作的岗位了，这是我人生历程的又一个起点，在这

里祝福与我风雨同舟的朋友们，一路顺风，前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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