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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路径的选择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难

以回避的战略问题袁是横亘在每一个企图实现做大

做强的企业经营者面前的一道挑战性难题遥 身处人

口红利渐失尧传统经济模式面临严峻挑战的经济背

景袁面对竞争愈发激烈尧成本日渐高企的市场环境袁
在资源有限的现实条件下袁中国企业欲在市场中健

康生存并保持规模扩张或进入新业务领域袁经理人

欲实现企业持续增长的经营目标袁必然面临自身增

长路径选择要要要野是自主研发还是与其他企业合

作尧并购现有企业冶袁选择何种战略已成为众多中国

企业袁尤其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成长性成熟性企业必

须思考抉择的问题袁如上海汽车从借助外力和自主

研发转向并购韩国双龙曰[1]2012 年百度进入新业务

时面临自主研发还是投资并购的选择袁 最后以约

1200 万美元的代价袁 从创新工场收购了魔图精灵遥
然而在发展过程中袁大多企业并未有清晰的战略选

择袁往往是单一的路径依赖式惯性发展路径袁而缺

乏主动出击尧决胜千里式等的长远筹谋袁更多表现

出一种处于十字路口的迷茫和左右为难遥 基于此袁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袁企业增长存在三种路径院自源尧
借力和并购袁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一种简单的选择

可一劳永逸袁但存在一定准则避免企业陷入实施陷

阱袁其关键在于衡量外部资源可获性和时间成本大

小遥
一尧企业三种增长路径

企业实现增长不外乎有三种路径院 自源式尧借
力式和并购式增长遥 三种增长路径随处可见袁只是

由于市场中中小企业占绝对多数袁因此自源式发展

更为常见遥 且企业在选择增长路径时往往呈现出较

强路径依赖特征袁即企业以前积累有某方面增长经

验袁下一步最可能遵循旧习尧重复选择袁也因此很多

企业习惯性自源式增长遥 如表现最明显的是大多数

高新技术企业袁 最偏好自主研发的自源式增长袁较
少考虑与人合作或对外并购遥

自源主要指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实现内部技术

创新袁以达到更新技术尧培育新兴产业从而开拓新

市场尧实现企业增长的目标遥 自源式发展较多存在

于创业初期或专业化企业袁而且大多数企业在选择

增长路径时会条件性选择自源式增长遥 自源式增长

的优点是管理容易尧过程可控性强尧投入资金相对

较小袁且可以强化自身技能及员工忠诚度曰缺点是

投入周期较长尧时间成本大尧研发存在失败风险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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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难控袁尤其在培育新兴产业尧研发新兴技术时袁技
术成果实现产业化市场风险较大遥 据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陈至立表示袁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

25%袁实现产业化不足 5%袁严重偏低遥 [2]此外袁从企业

层面袁一个企业能力有限尧不可能靠自身力量创造

出所有的技术和产品袁企业掌握核心资源和优势的

情况下袁通过外包协作往往是最有效的选择曰但是

从国家层面袁先进尧高端技术尤其关系国家安全的

技术很难通过其他方式得到袁因此企业作为国家间

竞争的载体袁必须走自主研发之路遥
借力主要指通过与市场其他企业建立契约或

联盟关系袁实现优势互补尧联合经营袁借力式发展较

多存在于急需进入一个陌生的行业尧市场袁或短缺尧
优势资源都较明显的企业遥 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时袁
使用最多的是这种增长路径且效果都较不错遥 借力

式增长的优点是扬人之长补己之短尧快速提供产品

占领市场袁借用荀子的话野良企生非异也袁善借于力

也冶曰缺点是利益分配纠纷尧行为约束尧过于依赖合

作伙伴尧控制权旁落而成为人家附庸袁而且难以学

到合作方的核心技术尧自我成长缓慢袁甚至落入野合
作陷阱冶遥 因此袁借力的关键在于利用外部资源的同

时保护自己资源渊知识产权等冤和成长能力袁在借力

时需要自身有突出尧独特的优势曰应谨防野合作陷

阱冶袁扼杀自主研发的努力袁挫伤自主创新的激情遥
如上汽集团与大众尧通用的合作以实现自己自主研

发尧打造自有品牌的诉求全部落空尧基本丧失自主

研发的能力袁 最后在 2005 年完成对韩国双龙的并

购遥 在分工愈发精细尧技术更新愈发快速的时代袁若
要能经历市场残酷竞争而逐步壮大袁借力似乎成为

必然遥 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袁不善借助外力

恰是主要原因之一遥 [3]

并购主要指兼并收购活动袁并购一般认为是能

最快实现企业规模扩张尧 进入新领域的增长方式袁
并购式发展较多存在于期望快速壮大尧转型尧进入

新市场的企业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曾说

过院野所有美国的大企业都是通过某种程度尧某种方

式的并购成长起来的袁几乎没有一家大企业是靠内

部扩张成长起来的遥 冶[4]并购的优点是方式灵活尧选
择面较广尧见效快和可控性强袁也可克服企业自身

惰性实现市场份额快速增长袁进而战胜对手尧巩固

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曰 缺点是并购过程繁琐复杂尧
影响因素相对较多尧整合难度大遥 在全球经济低迷

时期袁以并购作为增长路径显得尤为常见袁据投中

集团报告袁2007~2012 年中国并购市场宣布交易规

模呈现平稳上升趋势袁 交易宣布规模由 2007 年

1034.7 亿美元增至 2012 年的 3077.9 亿美元袁 累计

增幅达 197%曰 平均单笔交易金额从 2007 年 2699
万美元增至 2012 年的 1.05 亿美元袁增幅达 288%曰在
2012 年的并购交易案例中袁制造业尧能源及矿业尧金
融行业分别占并购案例总数量的 18%尧13%和 8%遥 譹訛

企业选择增长路径时袁并非非此即彼的排他性

选择袁过度依赖某种路径都会产生负面效应袁正如

劳伦斯指出袁过度依赖收购会引致企业流失重要的

内部资源袁打击内部团队的士气袁影响内部团结曰过
分强调内部增长可能使企业的发展变得迟缓曰过多

地依赖联盟会使企业容易受到合作伙伴行为的影

响袁也容易出现利益冲突遥 [5]

二尧路径选择依存条件

自源尧借力和并购这三种增长方式都实现增长

非常重要的路径袁它们并非相互对立的遥 在不同的

行业尧不同的市场尧不同的成长阶段袁需要企业选择

不同的增长路径组合或聚焦资源在某一种路径上袁
企业培养出这种选择路径满足自身增长所需资源

的能力才是最为重要遥 但是袁在资源尧时间等相对有

限的约束下袁一个企业在某一阶段的增长路径选择

却是独一无二的袁如何选择依存于已有经验尧现有

资源和战略等条件遥
渊一冤时间成本

技术日新月异袁机会稍纵即逝袁在瞬息万变尧竞
争激烈的市场袁时间是悬在众企业头上的野达摩克

利斯之剑冶袁 成为三种增长路径选择和企业抉择难

以回避的关键因素遥 尤其在专利制度的保护尧先发

优势明显的情况下袁时间甚至关系到一个企业或业

务的生死存亡遥 所谓时间成本一般指货币时间价

值袁 一定量资金在不同时点上的价值量产差额袁而
增长路径的时间成本主要指路径过程中间的机会

成本尧技术产品落后而形成的沉没成本及资金的时

间价值等遥 如百度负责投资业务的企业发展部总经

理汤和松曾表示袁 有些业务即使百度自己能做起

来袁但丧失了时间优势也得不偿失袁因此时间成本

是影响其选择自主研发还是投资并购路径的重要

决策条件遥 [6]

渊二冤外部资源可获性

俗话说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冶遥 借力和并购依赖

于外部资源的可获性袁依据不同的可获性袁产生不

同的增长路径选择遥 众多企业选择自源式增长路

杨竹清：中国企业增长的路径选择：自源、借力还是并购？

83



2014年 3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 12卷 第 2期

径袁路径可控是其主要考虑因素袁内部资源更容易

整合遥 技术擅长而社会资源不足的企业倾向于选择

自源式发展曰借力和并购需要仰仗于其他企业单位

意愿或技术产品的有无或市场管制等外界不可控

因素遥 因此袁外部资源可获性有 5 个重要影响因素院
外部资源的有无尧获取成本尧交易方便与否尧外部资

源所有者交易意愿尧外部资源与本企业资源渊知识尧
组织等冤的契合度遥

在中国市场袁如汽车尧金融等行业袁外资企业进

入借力尧并购是其首选方式曰在美国市场袁华为的多

次收购均迫于美国政府压力而放弃遥 通常地袁现在

市场已有并较为成熟的技术产品尧红海市场袁倾向

选择并购和借力的路径袁而在新兴领域尧蓝海市场袁
倾向于自源式发展遥 创业板上市公司要要要华测检测

董事长万峰道出了众多企业的心声院野在别人已经

研究出来尧并且十分擅长的成熟领域里袁华测检测

没有必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金钱去研究袁并购会是

更直接的方式遥 冶[7]

渊三冤企业自身资源

资源是发展的最基本因素袁 企业当下具备的

人尧财尧物等资源决定着下一步发展战略袁在准确预

估实现战略目标所需要的资源不足时袁对增长路径

的选择才会有清晰的认识袁因此对自身资源尧优势

和不足有准确的认识至关重要遥正如劳伦斯.凯普伦

所主张袁资源缺口决定着企业的增长动力袁最大的

挑战在于准确评估公司现有资源与成长所需的资

源之间的缺口遥 [8]但是在野近因效应冶影响下袁企业往

往会高估自己的内部资源袁忽视或不屑借助外部资

源袁一味专注内部发展袁结果事倍功半尧难如人意遥
渊四冤企业外部压力

身处社会袁企业总是受到各种力量约束袁企业

公司面临的外部压力也是影响其决策行为尧发展路

径方向的重要因素遥 如国有企业集团对下属公司下

达的产值指标袁上市公司的业绩压力尧股东意志等

等袁这都会扭曲管理层的行为袁追求短期目标袁以致

改变初衷遥
渊五冤观念转变

很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袁常常采取单一的增长

路径渊尤其过去有效的路径冤而不愿去改变袁认为它

们的成功与否只是取决于付出的努力多少遥 在很多

技术型的公司里这种倾向尤为明显遥 汤和松指出袁
很多人往往只看到某一产品中的技术袁却忽视了其

他方面的因素袁例如一个团队的组织尧激励尧竞争壁

垒等方面遥 因此袁如何跳出旧有思维束缚尧与时俱

进袁对企业增长路径的选择影响颇大遥
三尧一个分析框架

影响企业增长路径选择的因素众多袁如上文分

析的时间成本尧外部资源可获性尧企业自身资源尧外
部压力尧已有观念等遥 基于客观性尧不可控制性及重

要性比较袁时间成本和外部资源可获性在企业路径

选择决策时显得更为关键袁而且也是众多企业实践

的渊如百度尧华测检测等冤袁因此袁分析外部资源可获

性和时间成本可达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袁为决策指明

方向遥 以外部资源可获性大小为纵轴和时间成本大

小为横轴袁形成企业路径选择矩阵图渊如图 1冤遥

芋

域玉

郁
外
部
资
源
可
获
性

时间成本小 大

图 1 企业增长路径选择矩阵

在玉区域袁时间成本小尧外部资源可获性小遥 企

业增长路径选择自源式发展较优遥在域区域袁时间成

本大尧外部资源可获性小遥 一般地袁作为企业选择放

弃尧转型较佳袁当然袁如对企业来讲是战略性重要资

源或技术时袁自源式探索也是必要的袁但不能孤注

一掷遥 如果外部资源可获性是因为行业空白尧或外

国技术保护袁 则政府支持引导企业自源式发展为

优遥在芋区域袁时间成本小尧外部资源可获性大遥此时

三种增长路径效果差异不大袁 需辅助考虑其他因

素遥 如考虑到借力尧并购的过程可控相对较小袁自源

式增长相对更优曰如考虑到资源互补尧渠道尧门槛尧
资质等因素袁则并购和借力式增长更优遥 在郁区域袁
时间成本大尧外部资源可获性大遥 此时借力和并购

更佳遥
可见袁企业遇到在第玉尧郁区域的项目选择将较

为明晰袁在域尧芋区域则较为复杂遥 这个分析框架难

以提供明确简单的判断性选择袁但可提供一种分析

思路尧给决策者带来启迪遥 而且即使企业已经明确

选定一种增长路径袁随着其发展内外部环境相应变

化袁时间成本和外部资源性也将随之而变袁因此企

业增长路径选择是个动态的过程袁企业经常审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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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增长路径的适用性或各项资源是否帕累托最优

实为必要遥
四尧结论

自源尧借力尧并购三种增长方式并非不能兼容

彼此对立的袁而且并无一种方式可以一劳永逸帮助

企业实现长期持续增长遥 现实中较普遍现象是袁众
多企业习惯一条腿走路袁尤其经常依赖以前成功实

施的一种增长路径袁惯性选择其作为既定路径而不

愿改变袁且由于成长惯性大多企业缺乏利用和搜索

外部资源的经验和技能遥 此外袁在不同阶段的企业

表现出不同的增长路径选择偏好袁如在创业期技术

型企业中袁更偏好自主研发的自源式增长袁快速成

长阶段或转型期企业更偏好借力和并购遥 市场中也

存在不少灵活选择各种增长路径尧采取组合路径而

实现快速增长的企业袁如百度尧阿里巴巴尧腾讯等袁
并购尧借力尧自源增长方式三管齐下尧运用自如袁在
各领域独领风骚遥 总体而言袁中国企业主要的成长

模式深深植根于企业文化和结构中袁较多表现为倾

向选择单一的增长路径袁直到遇到发展瓶颈时才被

动考虑其他路径袁而当采取其他增长路径遇到挫折

时袁又退回原来的成长路径遥
中国企业选择增长路径需要因时而异尧具体情

况具体决策袁尤其重要的是需要明白自身资源缺口

及战略目标遥 虽然没有简单明确的选择能使企业实

现一帆风顺长期增长袁但存在一定准则避免企业陷

入实施陷阱尧尽力克服选择失误袁即避免惯性使用

单一的增长路径曰当外部资源较难获得时,企业选择

自源式增长为佳曰当时间成本较大时袁企业选择借

力和并购式增长为佳遥 此外袁摆脱思维旧习尧解放思

想尧开阔视野对企业增长路径的选择也较为重要遥

注 释院
譹訛 数据来源于投中集团叶2012年中国并购市场统计分析报告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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