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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员怨世纪以来袁 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五次大规模的企业

并购浪潮遥 企业并购的直接结果是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袁随

之也带来了企业经营管理上的巨大风险遥 但为什么还有那么

多的企业甘冒风险涉足企业并购活动呢钥 本文试图从企业能

力理论的角度研究企业并购活动遥

一、现有企业并购动因理论

并购理论的发展和实务的发生是紧密相连的遥 企业并购

的动因较为复杂袁在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背景下袁存在着许多

具体的原因遥 经济学家从多个角度对并购活动加以解释袁进

而形成了多种并购理论遥 运援阅援月则燥怎贼澡藻则泽等渊员怨怨愿冤认为袁兼并动

机可以分为经济动机尧个人动机和战略动机三类遥 其中袁经济

动机包括扩大营销规模尧增加利润尧降低风险尧防御竞争对手

等子项目袁个人动机包括增加管理特权等子项目袁战略动机

包括提高竞争力尧追求市场力量等子项目遥 宰藻泽贼燥灶等渊员怨怨愿冤

将现有文献中的并购动机大致分为战略驱动的并购尧管理层

无效驱动的并购尧管理层利益驱动的并购以及股市无效驱动

的并购四类遥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袁我们可以将企业

并购的动因归纳为八类袁即实现管理协同尧追求市场控制力尧

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尧降低成本尧提高竞争力尧分散风险尧应对

市场失效尧增加管理特权遥

现有理论从多个角度对企业并购的动因进行了分析袁

提出了很多有启发性的观点袁 为正确认识企业并购动因提

供了重要依据遥 但是由于这些理论都是从某一特定的角度

入手袁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片面性遥 目前袁对于企业追求市

场控制力尧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及企业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尧分

散风险尧 提高应变能力的目的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尚缺乏系

统尧广泛和深入的研究遥 笔者认为袁企业并购的根本动机是

要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获取或巩固区别于其他竞争对

手的竞争优势遥 因此袁要深入考察企业的并购活动袁必须探

究竞争优势的来源遥

二、构成企业动态能力的知识

当一个企业能够以比别的企业更低的成本提供同样的

价值或以同样的成本提供更高的价值时袁这个企业就相对于

别的企业而言有了竞争优势遥 自从竞争优势的概念提出以

后袁经济学家和战略管理学家就从未放弃对于竞争优势来源

的探索遥 在经历了古典尧新古典的视企业为野黑箱冶的完全竞

争模型假设后袁经济学界首先提出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外生论

渊梅森原贝恩范式冤袁迈克尔窑波特渊员怨愿园冤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企

业能力分析的外部方法袁其核心就是定位于有吸引力的行业

并通过成本领先或产品差异化来赢得竞争优势遥

但圆园世纪愿园年代后期袁 实践的发展对于企业竞争优势外

生论提出了严峻考验遥鲁梅尔特渊员怨愿圆冤的实证研究发现袁产业

内的利润差异比产业间的利润差异要大得多袁这从根本上动

摇了市场结构决定论的基础遥 于是袁 从圆园世纪愿园年代后期开

始袁研究的中心发生了转移袁从企业外部转向企业内部袁企业

能力理论逐步占据上风遥 伊格漠窑迪瑞克斯 渊员怨愿怨冤尧 梯斯

渊员怨怨园冤尧巴尼渊员怨怨员冤尧悦援蕴援普拉哈拉德和加里窑哈默尔渊员怨怨园冤尧

克里斯和蒙特古曼渊员怨怨缘冤等人纷纷从企业内部来探寻企业成

长的动因袁用能力来解释企业之间产生差异的原因遥 这一企

业核心能力的内部探源的趋势至今仍在继续遥

资源基础观和核心能力理论的提出极大地深化了企业

能力理论的研究袁 但是它们都没能摆脱静态分析方法的局

限遥梯斯等人渊员怨怨苑冤更进一步提出动态能力的概念遥动态能力

理论指出袁企业不仅要有静态的能力累积袁而且还要具有随

时间和环境变动不断更新的能力遥 知识满足了企业能力理论

的动态性要求袁它不仅具有作为野组织中积累性的学识冶的核

心能力的特征袁而且具有动态能力的特征遥 知识随着企业的

发展尧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更新袁使企业具有动态

适应能力袁始终保持坚韧的能力特征和能动的适应特征遥 这

样袁知识将传统的关于竞争优势内生论和外生论的讨论在动

态能力理论的框架下完美地结合起来袁形成企业能力理论研

究领域新的统治力量遥

波兰尼渊员怨缘愿冤从可转移性角度将知识划分为显性知识和

隐性知识遥 显性知识主要指的是可以通过大众媒体直接获取

的知识或技术袁它的特点是易于获取和传播遥 而隐性知识指

的是个体或组织具有的高度专有的尧难以规范化的尧很难传

播和与他人共享的知识遥 本文所涉及到的知识的概念指的是

隐性知识的部分袁是与亚里士多德的技艺尧罗素的内省经验尧

赖尔的知道如何尧波兰尼的隐性知识相一致的知识遥 正是这

部分隐含的尧未编码的尧高度个性化的尧不容易被复制和模仿

的隐性知识的存在使得知识经济时代的不同企业间具有了

差异性袁它是企业能力的本质内涵遥 企业作为知识的集合体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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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已有的企业并购动因理论做了回顾袁并探讨了持久竞争优势的来源袁认为企业并购就是通过知识互补

创造价值的过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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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知识的结构存量和动态特征决定了企业配置资源等创

新活动的能力袁从而最终在企业产出及市场力量中体现出竞

争优势遥 因此袁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才是企业持久竞争优势

的终极来源遥

三、企业并购：通过知识互补创造价值

员援对企业并购活动的新认识遥企业纵向并购一直被认为

是为了获得稳定的原材料供应遥 进一步分析袁企业纵向并购

的真正原因在于获得关于原材料供应的更充分的信息渊隐

性知识的一类冤袁以保障企业生产的有序进行遥 因为假设企

业所需要的原材料不是被一家企业垄断袁 那么只要企业能

够获得关于所有原材料供应商的商品供应信息渊信息充分

且无成本冤袁那么企业完全可以迅速尧及时地调整自己的采

购计划遥 在现代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袁企业越来越追求对于

市场反映的快速灵活性袁只要能解决企业的问题袁规模不是

最重要的袁如果信息完备且无成本袁企业之间的纵向并购可

能根本不会发生遥

企业的横向并购论认为袁企业可以通过横向合并加强市

场控制力遥 进一步分析来看袁企业加强市场控制力就是为了

获得市场竞争优势袁而这种优势的取得主要来自双方所掌握

的市场营销知识的整合以及共同研发技术的共享带来的市

场控制力的增强等遥 可见袁知识互补才是经济行为背后的深

层次动因遥

巴克利和卡森等人渊员怨苑远冤的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通过内

部组织体系以较低成本在内部转移知识的能力遥 在市场不完

全的情况下袁企业为了谋求整体利润的最大化袁倾向于将中

间产品特别是知识产品在企业内部转让袁以内部市场代替外

部市场来降低交易成本遥 由于知识产品的自然垄断特性尧公

共产品特性和买方的不确定性等原因袁知识产品成为促使内

部化市场形成的重要原因遥

在为分散风险和克服市场失效而做的企业并购努力中袁

知识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遥 因为风险之所以存在袁是因为经

济行为主体不能够掌握关于未来的详尽信息遥 构成市场失效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遥 笔者认为袁

为分散风险和克服市场失效而开展的并购活动同样可以归

因于信息的缺乏袁企业并购活动就是通过知识互补创造价值

的过程遥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野瓶颈冶袁这

些野瓶颈冶往往表现在软件建设方面遥 在企业并购行为的背

后袁有一只野看不见的知识之手冶在左右企业的并购行为袁影

响企业的并购决策遥 通过基于野知识互补冶的企业并购活动的

开展袁使得并购后企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中的障碍袁在长期

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价值遥

圆援并购整合过程中的知识开发和整合遥 不同企业在并购

整合过程中涉及到的隐性知识的类别是不同的袁企业的战略

业务尧企业文化尧管理能力和人力资源等要素往往成为这些

知识的载体遥 在基于知识互补的企业并购整合过程中袁根据

大致的时间顺序袁可以把企业知识互补过程分为知识开发和

知识整合两个阶段遥

渊员冤知识开发遥 企业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各种知识的缺乏袁

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袁就应该设法获取相应

的知识遥 但是由于企业内部资源的有限性袁通过并购将拥有

某种知识的企业纳入自身体系就成为培育企业核心能力的

一种重要手段遥 这要求企业在并购过程中有明确的战略意

图袁换句话说袁企业实行并购要有追求企业间知识互补效应

的意图遥 并购方首先要对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被并购方的知识

结构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袁确定需要补充的知识袁然后再在此

基础上选择合适的并购对象遥 企业只有在并购过程中始终有

战略的指导并根据变化的情况不断修正战略袁才能保证企业

真正通过并购活动建立尧巩固自己的竞争优势遥

渊圆冤知识整合遥 企业能力由不同的尧互补的知识体系有机

结合而成袁企业要想通过并购获得建立企业能力所需的各种

知识袁就必须及时采取有效手段对这些知识进行整合遥

首先袁企业领导要站在战略的高度重视并购后企业的知

识互补过程袁将其作为并购后整合工作的重中之重遥 知识的

整合互补尤其是隐性知识的整合互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袁企

业若不对其给与高度重视袁很有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袁从而

使整个并购活动失去其原有的意义遥

其次袁应成立一个知识互补小组袁专门从事并购后企业

的知识互补工作遥 出于知识互补动机进行的企业并购活动的

效果的显现往往是长期的袁在企业并购后的短期内甚至会一

度陷入困境遥 因此袁除了要求有来自上层的强力支持之外袁还

要有一个专门小组持之以恒地贯彻执行各项整合政策遥

再次袁在企业内部建立学习型组织袁创造学习氛围遥知识

的快速转移袁要有相应的组织形式来保证袁学习型组织可以

满足这一组织条件遥 并购后企业的知识互补过程其实就是

一个知识的交流尧学习过程遥 通过倡导组织学习袁将并购后

企业的隐性知识显性化袁 并在全企业范围内进行交流尧学

习袁这样可以使各方面的知识在最短的时间内融会贯通袁迅

速形成新的企业能力遥

最后袁 要重视并购整合过程中的员工心理契约重建问

题遥员工是企业知识的载体袁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遥要采取措

施袁缓解员工心理压力曰尽快确立组织目标袁尽快使员工完成

角色定位曰尽量使员工多参与并购整合过程袁加强沟通袁建立

信任曰关注并购企业间的文化差异袁选择最优的企业文化适

应模式袁帮助员工完成心理适应过程遥

企业并购活动就是通过知识互补创造价值的过程袁具有

动态能力特征的知识成为决定企业并购可行与否和成功与

否的关键性变量遥 企业间的并购总是意味着不同类型知识之

间的互补袁因此企业间的并购活动就是通过知识互补进而实

现并购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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