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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汽车工业一个分支行业的我国摩托车工业，经过了二十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摩托车制造
大国，但还称不上是摩托车制造强国，中国摩托车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依然不容乐观。本文利用国际竞争力

理论，通过中国摩托车市场及摩托车企业与外来企业竞争状况的分析，提出了影响中国摩托车企业国际竞

争力的三大因素，即技术创新、战略重组和外部环境，并进一步探讨了如何提升中国摩托车企业国际竞争

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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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使企业的国内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提高企业竞争力�已成为

越来越多的企业的发展的目标和口号。

中国摩托车工业做为中国汽车工业的一个分支，其产值已占到我国 GDP的 1.5％。2003
年我国摩托车年产量已经超过了 1465万辆，占全世界摩托车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连续十年
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是世界摩托车生产大国。纵观中国的摩托车产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

中国摩托车产业和汽车产业的发展并不相同，中国摩托车产业没有受到像汽车产业那样受到

国家的重视并有国家扶持的待遇，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受歧视的一个行业。中国摩托车

产业完全是在市场的风雨的摔打中自己发展起来并成为世界第一的。现在，中国的摩托车产

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而位于这样一个产业中的中

国的摩托车企业，其国际竞争力却并不乐观。

我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对外开放政策吸引了众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日
本的摩托车制造业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本田、雅马哈、铃木和川崎这日本摩托车品

牌�四大家�。他们将原来在本国展开的竞争带到了中国，在中国摩托车市场上又开展了争

霸战。与此同时，国内原有的一些大型的摩托车国营企业以及新成长起来的民营摩托车企业

也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利用自身本土化的优势不断发展自己的品牌，到 2004年时中国的摩托
车市场已经形成了民族品牌和日系合资品牌之间展开竞争的格局。因此，如何提高中国摩托

车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国际竞争力理论的理论基础可以一直追溯到重商主义学说时代。

重商主义著名代表托马斯.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都论述过有关问题。20世纪 20年
代学者开始对企业竞争力问题进行研究，主要有：（1）熊彼特（J.A.Schumpter）的创新理论。
（2）马歇尔、潘罗斯（Edith.T.Penrose）的企业内在成长理论。（3）企业资源理论。（4）罗
斯比和克里斯蒂森的企业经营能力理论。20世纪 80年代末开始，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使得
企业长久生存发展问题得到重视，直接推动了企业竞争力理论的发展。企业竞争力理论的研

究逐渐侧重于研究企业国际比较和企业内部核心竞争力的问题。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迈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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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波特教授在 80年代时提出了竞争优势的理论，竞争优势理论主要从战略的角度论述了企
业的竞争优势问题，指出企业能获得较好竞争位置的三种一般性战略：总成本领先战略、差

异化战略及专业化战略。以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
这两个竞争力的权威评价机构为代表，认为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的企业或企业家设计、生产

和销售产品和劳务的能力，其价格和非价格特性比竞争对手更具有市场吸引力，包括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企业内部效率形成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是由市场环境左右而形成的竞争力。�企

业的核心能力�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甘瑞.哈默（Gary Hamel）
于 20世纪 90年代在著名德《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公司核心能力》一文中提出的。该
理论认为：企业获得与保持世界级领先地位的关键在于其是否拥有出众的核心能力，那种认

为核心竞争力就是核心技术、核心产品或雄厚的资本是种片面的理解。所有的竞争优势资源

并非都是企业核心能力，只有把这些优势由人的管理技能，以有效的方式组织起来，比竞争

对手更充分发挥时，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

本文将对已有的关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探讨进行梳理，在理论结合实际的基础上，

利用相关的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通过实证的方式对中国摩托车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现状

和真实水平以及如何提升竞争力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提出分析现有中国摩托车企业国际竞争

力的分析模型，并以此成为本文的理论基础。

Ò»¡¢ 中国摩托车企业国际竞争力现状分析

我国摩托车行业从 20世纪 90年开始就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1993年时产量达 353.6

万辆，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产量第一。此后一路迅猛发展，到 2003年我国摩托车年产量
1645.8万辆，比 10年前增长 3.15倍，比 20年前增长 50.04倍，比 30年前增长 1436.76倍，
占世界总产量接近 50％，成为摩托车生产大国、消费大国。

我国的摩托车行业的外商投资中的外方资金主要以日资为主。日本对中国摩托车产业的

投资最早开始于 1982年，当时日本摩托车四大家之一，雅马哈公司和中国当时的中国兵器
装备集团所属的大型骨干企业、资产总额达 48亿元的建设集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之后其
他三大家本田、铃木、川崎也分别陆续在中国进行投资，组建合资公司。其中川崎在后来的

竞争中退出。目前为止，日本摩托车三大家在中国的投资企业有本田、铃木和雅马哈。

外资的进入，给中国摩托车产业的发展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促进了中国摩托车工业的

飞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2004年，中国的摩托车行业格局已经从原来的重庆、
广东、江浙三大板块间的竞争发展成为民族品牌与合资品牌两大阵营之间的竞争，中国的民

族摩托车工业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1.摩托车企业技术水平普遍低下，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较大。

摩托车的关键技术在发动机，发动机整体技术与国外同行的差距主要在研发能力上。表

现为（1）研发周期长。根据重庆新感觉摩托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所给出的一组数据：目前
国内研发的摩托车发动机活塞环、气门等产品一般使用周期仅为 6个月，而日本制造的同类
产品最长可以使用 3 年；经过冷处理技术的轧钢的拉伸倍数，国内一般的拉伸倍数为 150
倍，而日本同类产品的拉伸倍数是 300倍。主要零部件性能的差异是最终造成中日摩托车产
业在发动机整体技术方面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2）研发水平低。目前国内大多数企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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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研发水平仅限在 300CC以下排量，研发 200CC到 400CC排量的发动机的国内企业屈指
可数，且性能的稳定性相当差，基本无法投入批量生产。400CC 以上排量发动机的研发方
面国内企业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而日本企业却早在 20世纪中后期，对 1000CC以上排量的
发动机的制造水平已经是十分成熟了。中日摩托车企业在发动机研发水平方面的差距由此可

见一斑。摩托车行业业内人士分析，即使是 125CC 以下排量的发动机我国和日本的差距仍
有 5－10年的水平；125CC到 200CC排量的发动机我们和日本的差距在 10－15年的水平；
200CC排量以上的发动机我们日本的差距至少有 20年以上。

在整车外型的开发方面，中国企业与外国同行也有差距。国内技术开发实力最强的企业

其研发能力也只相当于日本企业 70、80年代的水平。国内虽然每年都有新车型推出，但均
是昙花一现。市场上畅销的车型依旧是五羊、铃木王等日系品牌老款。技术层面的巨大差距

带来的一个最为直接的结果是，强大的技术优势让日系合资品牌几乎垄断了国内摩托车市场

的高端市场，国有品牌对丰厚利润回报的高端市场无缘，只能在利润低微的中低端市场展开

竞争。

2.摩托车行业集中度低，缺乏大规模的摩托车企业集团

我国摩托车行业虽然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行业，但是产业的集中度却远未达到一个成

熟行业应该达到的集中度。全行业的规模虽然很大，但单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却远远没有达

到应有的规模。中国目前摩托车生产企业有133家，前18家的产量总和占市场的比例76％。

在日本，摩托车企业只有４家。

表[3-1]是 2004年 1月-10月主要摩托车生产企业产量及产量占总量比例

表 3-1 2004年 1月-10月摩托车生产企业产量

序号 企业名称 产量（辆） 产量占总量比

（％）

合计 14066189 100
1 江门市大长江集团有限公司 1241190 8.82
2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1018297 7.24
3 钱江集团有限公司 913298 6.49
4 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61482 6.12
5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49361 6.04
6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839131 5.97
7 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824569 5.86
8 新大洲本田摩托车有限公司 772629 5.49
9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685668 4.87
10 洛阳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648508 4.61
11 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 610956 4.34
12 广州摩托集团有限公司 488371 3.47
13 广州天马集团天马摩托车有限公司 319666 2.27
14 慈溪金轮机车制造有限公司 154749 1.10
15 重庆渝北区中汽吉龙摩托车有限公司 127561 0.91
16 重庆精通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16017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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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长春长铃集团有限公司 105761 0.75
18 重庆银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3700 0.74
19 其他企业 3385275 24.07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摩托车部分）2004年第 10期

图[3-1]是 2004年 1-10月摩托车企业生产集中度

图 3-1 2004年 1-10月摩托车企业生产集中度

江门市大长江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集团）

钱江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力帆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宗申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行业集中度的低下，缺乏大规模的摩托车企业集团，造成没有规模、没有成本优势、也

没有竞争优势。

3.摩托车市场过度的价格竞争导致企业利润低下，企业缺乏后续发展的资金

我国摩托车企业之间的竞争现在主要依靠传统的价格竞争战略，现有的竞争优势仅仅停

留在廉价劳动力带来的成本优势。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价格的降低只能是造成经营利润减少，

企业的经营停留的维持生存的水平，无法积累后续发展的资本，以及投入对技术研发、技术

创新的资金了。

表 3-2 2004年 1-10月份中国摩托车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及利润情况汇总表

企业名称 销售收入（万元）利润总额（万元）利润率（％）

江门市大长江集团有限公司 468512 30676 0.065475377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89731 13247 0.033990111

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337900 10400 0.030778337

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27053 1865 0.00570244

广州摩托集团有限公司 326484 -2145 -0.00657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315330 179 0.000567659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312729 6256 0.020004541

钱江集团有限公司 310575 13641 0.043921758

新大洲本田摩托车有限公司 292831 3163 0.01080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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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 281189 2974 0.010576516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250395 -376 -0.001501627

五羊-本田摩托（广州）有限公司 201045 1060 0.005272451

洛阳北方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 141796 3329 0.02347739

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19589 5495 0.045949042

广州天马集团天马摩托车有限公司 111477 1220 0.010943962

江苏众星摩托集团有限公司 82610 3412 0.041302506

长春长铃集团有限公司 66148 654 0.00988692

慈溪金轮机车制造有限公司 63246 509 0.00804794

重庆渝北区中汽吉龙摩托车有限公

司 47228 -92 -0.001947997

重庆望江工业有限公司 45666 917 0.020080585

重庆精通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5344 527 0.014910593

前 22家合计
4526878 96911 0.021407911

其他企业合计： 760204 -7753 -0.010198578

总计： 5287082 89158 0.016863366

数据来源：作者对《中国汽车工业》（摩托车部分）2004年第1-10期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表[3-2]可看出中国摩托车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0.01686％，效益最好的企业利润率

也只有0.06547％，基本上属于微利的行业。

4.相关的政府政策措施对摩托车企业发展的影响

（1）大中城市的禁止或限制摩托车行驶给摩托车企业发展的影响。目前已有 170个城市对
摩托车的消费采取�禁止上牌�的做法。并且还有一些城市即将加入�禁摩�的行列。这些

地方�禁牌�措施，每年影响 400万辆摩托车的销售，摩托车企业为此损失 200亿元。同时
抑制了高端摩托车的消费需求，使得我国企业对摩托车技术研发创新方面动力不足。

（2）国家对摩托车征收消费税造成摩托车企业负担加重，发展后劲不足。国家自 1994年起
对摩托车产品征收 10％的消费税，且由生产企业代征。对摩托车征收消费税，无疑严重影
响了摩托车企业的可持续性的良性发展。消费税作为一种对特定消费品和消费性为征收的税

种，其征收范围和方法具有选择性、税率和税额具有差别性、税负具有转嫁性等等特点。高

额的消费税，加上税收管理问题，使得很多中小企业偷税漏税，而正规的照章纳税企业发展

却受到影响。高消费税等税负结构的不尽合理，其实质也体现了市场竞争环境的不公平。�劣

币驱逐良币�的经济现象在摩托车行业表现出来的就是�劣车驱逐良车�，加剧了行业的不

公平竞争，使行业陷入价格战的怪圈。

¶þ¡¢ 从日本企业的经验看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三大要素

1．日本企业的经验

（1）日本企业的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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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企业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途径主要是依靠其技术创新。

日本正是通过模仿创新，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对欧美等国家先发企业

的追赶；同时又注重在关键领域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成功地提升了企业及其产品在国际

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力，在一些行业里实现了�超越�。其成功的原因有：

企业非常重视技术创新。和其他国家产品相比，在日本的产品中，价格以及质量竞争力

强的产品多半是生产工艺复杂的产品。表 5-1 显示，在几个主要发达国家中，在所有的研
发投资主体中，企业的研发投入均超过了 50％，日本更是分别高达 68.7％。

【表 5-1】 各国研究开发费用的承担情况

区分

国名

（年）

产业 政府

非 盈 利

研 究 机

构

大学等

政府负

担比例

扣除国防费用的

政府负担比例

日本（1982） 68.7 11.1 4.2 16.1 23.6 23.1

美国

（1982）

72.1 12.9 3.2 12.0 46.7 30.3

英国

（1978）

64.2 21.2 3.2 11.4 48.1 31.6

联邦德国

（1981）

67.6 5.3 10.9 16.2 43.1 40.9

法国

（1979）

59.5 23.6 1.4 15.5 57.6 46.4

资料来源：植草益产业组织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80.127

日本企业除重视技术引进外，更重视和大力进行模仿创新。日本企业产品竞争力主要

表现在其企业劳动生产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表 5-2 可看出日本相对于美国的竞争优
势。

表 5-2 日本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比较

年 代 美 国 日 本

1961-1965 4.5 8.5
1966-1970 1.3 13.1
1971-1975 1.9 4.2
1975-1980 1.0 4.0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企划厅《经济白皮书》。植草益产业组织论 M. 北京：人民出
版社，1988年.121

而劳动生产率许速提高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广泛运用了企业技术引进及模仿创新，从而在较短

的时间里形成了后发优势。日本企业大量从海外引进技术，使得很多产业从一开始就处于较

高的发展水平上。表 5-3显示日本二战前和二战后技术引进件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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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日本技术引进件数的变化

年

份

1925 1930 1935 1940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5

技

术

件

数

76 184 588 958 1768 2007 2403 2450 2093 1893 2142

资料来源：植草益产业组织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125

在把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商品方面，日本企业大大强过美国企业。日本企业除了

重视引进技术加以直接利用之外，更注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1970 年，日本
各产业部门从国外购买技术专利的费用总额与消化吸收这些专利花费的研究总额比例平均

为 1：6到 1：7。

日本企业每引进一项工艺技术，都组织培训自己的技术力量进行消化吸收并使之产业

化，同时形成自己的技术体系。日本企业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

（1）不断的进行自主创新。

20世纪 70年代之后，日本企业在引进技术战略、模仿创新战略和自主创新战略的选择
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世纪 70年代前期开始，日本对购买进口技术专利费用的增长率下
降，由 60 年代的 21％增长率下降到 9.8％，70 年代后期更降到了 6.0％。 同时从 20 世纪
7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的研发费用总额不断上升。如果以 1975年为起点计算，那么到 1981
年其研发费用的增长率为 143％，而当时的美国、法国、联邦德国则分别为 128％、132％、
133％。从这些可以看出，日本在二战后经过 20多年的发展，就开始实现了从依赖国外技术
到强化自主创新的战略转变。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后，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国际竞争越来
越激烈，发达国家对其先进的技术采取�技术保护主义�和率先创新企业对其技术实行�技

术的输出限制�这一趋势，后发企业在技术的引进上越来越艰难。另一方面，日本自身的技

术创新能力增强，其和欧美国家的技术水平已不断接近，日本本身引进技术的需要也不断减

少，所以日本企业更加重视培养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国际竞争中创建自己的国际竞争优

势。日本政府在 1985年时就指出：�要从重视应用和开发追赶型科技体制向重视创造性、基
础性研究的体制转变�。1995年日本科技白皮书中说：日本过去依赖外国的技术，现在要成
为一个在开发技术方面领先的国家，没有国外的模式可仿效，必须开发过去一直被忽视的智

力和创造能力，学会创造自己的新技术和新产品。

（2）日本企业的中国经营战略

��加强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研发。80 年代，日本投资亚洲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廉价
的劳动力�，那时日本企业将亚洲各国作为�出口加工的基地�。进入 90年代，日本直接投
资亚洲各国，特别是投资中国的特点发生了质的变化，企业开始直接到这些国家去投资设厂。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随着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消费水平等不断提高、市场
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在某些支柱型产业（如汽车）上提出了国产化要求，日

本过去由�贸易立国论�发展起来的�出口加工基地型�国际直接投资战略已经遇到相当大

的阻力，日本学者关满博提出日本投资策略应转变为适应�投资于国产化的政策�中去，即

�Made in Market�。主导产业投资带动了 R＆D投资第一，日本跨国公司步欧美企业后尘开
始增加 R＆D投资。在当今世界 500强中已有 100多家企业在中国设立 R＆D公司或者是 R
＆D 部门（中心），这其中主要是欧美企业。虽然在 R＆D 投资方面，欧美企业已经走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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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前面，但是随着日本对华投资战略的转变，一向在技术转让方面保守的日本企业从上

个世纪 90年代末开始在华建立部署自己的研究开发部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是，丰田
汽车、富士通、松下电器、日立、东芝、三洋、三菱电机、NEC、欧姆龙、铃木摩托车、资
生堂等等。

为解决如何迅速对应中国市场的需求、降低成本、以及如何有效利用中国已经拥有的

科技力量，日本必然会进一步加大 R＆D的投资力度。现在日本的对华投资动机正在由传统
的�生产重视型�或者所谓�资源、劳动力、地价、政策等要素重视型�转变为�生产与市

场重视并存型�。为开拓巨大的中国潜在市场，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日本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正在或者已经建立了研究开发→生产→现地销售→售后服务的一条

龙式全方位投资。中国潜在大市场的吸引力以及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得不迫使日本对华投

资引进主导产业。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 2002年实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中国是日本企业
海外投资首选的�重要（最重要）销售市场�以及�今后开拓市场�，并且两者均超过美国。

日本在华投资从 20世纪 90年代末开始，不仅新建的在华投资中独资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
早期进入中国的合资企业也开始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转变为独资企业。

过去，中日之间的技术合作经常是由日本一方向中方提供设计、制造技术等方面的指导，

并提供关键零部件在中国进行组装生产，一切均按日方的意图行事。然而，日本企业遇到了

中国新兴本土企业的激烈竞争，为保住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日方开始改变思维，不仅在零

部件供给、技术研发上同中方合作，而且还拿日本本土现有的销售通路与售后服务作为合作

的条件，全方位同中方进行合作。例如 2002年 1月三洋与海尔签订的合作书中规定三洋品
牌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海尔品牌在日本市场的销售；生产布点的互相协作；三洋向海尔提供

关键零部件等内容。

��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激烈，中日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将会不断出现。

日资企业同中国本土企业的关系由竞争开始转向竞争�合作，部分日中跨国公司正在

建立战略联盟。本田收购了新大洲的全部摩托车业务的资产，在上海组建新大洲本田公司；

日本铃木在中国大陆的合资企业年产量已达到１４２万辆，占中国市场的１１％；日本铃木

株式会社高田克美曾说：“我们和本田、雅马哈一样有一个整体的计划”；今年３月，雅马哈
的长谷川社长在重庆宣布：“雅马哈将扩大与建设集团的合作，在中国合资厂的生产能力要
扩大１０倍以上，把中国作为雅马哈的海外出口基地。

日本企业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生产摩托车，如果其控股或成为独资企业后，不提取

技术提成费、品牌使用费和专家费，成本将会很低，它们廉价的产品利用其国际营销渠道销

到国际市场，中国摩托车出口就会全面退却，中国摩托车也就很难再卖到国际市场上。与此

同时，其廉价的优势也会体现在国内摩托车市场上，特别是在中高端市场，其竞争力也将日

益显现。

2、中国摩托车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三大因素

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根据我国摩托企业发展的特点，我们可以将技术创新能力、战略

重组经营能力和外部环境这三方面因素列为我国摩托车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三大因素，

（1）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是把发明或其他科技成果产业化和商业化的过

程。创新理论是熊彼特首先提出的，认为创新是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后来其追随者又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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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进行分解，发展为两大类：技术创新理论，以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为研究对象；组织创

新理论，以组织变革和组织形成为研究对象。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与动力与企业的规模密切

相关。规模越大，技术创新的能力和动力越强。各国最大 100家垄断公司的科研支出所占总
额的比重，美国为 82％、英国为 70％、法国为 81％、意大利和荷兰为 93％。技术创新的领
域与企业规模及其所处行业的特点密切相关。规模大的企业导向重大的技术创新；规模小的

企业集中于幅度小但见效快的项目，有的可能只是简单的产品差异化。技术创新具有时间价

值性。比竞争对手更快的投入新产品，能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韦伯伦（T.VEBLEN）就提出了技术差距论，认为后进国家可
以利用先进国家已有的先进技术加速本国的工业化，促进经济的跨越发展。20世纪 60年代，
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在《现代化与社会结构》（1966）、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专家 A.戈斯钦
克伦在《对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1968）等专著中系统提出了后发优势的一些论点，后来
英国学者多尔和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根据后发优势理论，后发

国家可以通过后发优势实现对先发国家的赶超。后发优势理论虽然研究的是国家的行为，但

用于研究企业行为也是非常合适的。根据后发优势理论，企业也可以划分为�先发企业�和

�后发企业�。后发企业的后发优势表现在：第一，具有成本节约的效应。第二，具有降低

创新风险的效应；第三，具有降低市场风险的效应。企业发挥后发优势途径主要有技术引进

-消化、吸收和利用-模仿创新-自主创新。其中对于后发企业而言，模仿创新尤其显得重要，
它对于企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提升企业及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力起着重要的作

用。

模仿创新是中国企业获得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我国学者雷家骕博士最早提出模仿

创新的观点。他将技术创新分解为率先创新和模仿创新。很多年以来，论及经济增长中技术

的贡献率时，多是以索洛和丹尼森的新古典主义外生技术增长理论为基础的，认为我国的经

济发展，要推行率先技术创新，发挥�科技大国�优势。但实际上我国大多数企业资源资金

短缺、技术能力底下、工业基础薄弱，要做到率先创新是非常困难的。历史经验证明，即使

如美国、日本这样发达国家，在其早期发展中都有着模仿创新的过程。而日本企业更是恰当

运用了模仿创新战略获得了后发优势，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对欧美等国家先发企业的

�追赶�；同时，加强自主创新，在一些行业里实现了�超越�。模仿创新对我国企业不断取

得发展的作用，并不仅仅表现在比率先创新具有的低风险以及盈利性上，更不是某些对模仿

创新持有偏见的人所认为的是剽窃他人率先创新的劳动成果之上的利益所得。事实上，模仿

创新对我国企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将引起企业内质的变化，它构建了一个使企业从后进走

向先进的阶梯，使后发企业实现后来居上。

（2）战略重组经营能力

现代企业的竞争要求企业从战略的角度来思考自身的经营发展问题。制定适合本企业的

经营发展战略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和保持竞争优势的根本。企业的经营战略有多种，著名的

有迈克尔.波特的三大一般性竞争战略，即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专一化战略此外
还有诸多学者提出的企业联盟战略、国际化经营战略、多元化发展战略等等。中国摩托车企

业目前面对的是小而散且乱的市场，还没有可以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与国际性跨国公司进行有

力竞争的大的摩托车企业集团。改变目前市场现状，组建大型摩托车企业集团，实行企业联

盟战略应是目前中国摩托车企业在现在的竞争环境下主要的发展战略。

企业战略联盟是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着对等经营实力的企业或者是特定的事业职能

部门，为达到共同使用资源、共同拥有市场的目标，通过各种协议或契约而结成优势互补、

风险共担，要素双向或多向流动的合作伙伴关系。采取战略联盟，可以使企业更有效的利用

有限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克服单个企业无法克服的种种困难，取得规模经济效益。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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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使很多现代化大企业和跨国公司通过战略联盟增加优势，超越竞争对

手，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

（3）外部环境

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无时不刻在受到它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

约。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在每年的《世界竞争力年鉴》中，从八个方面对影
响一国国际竞争力因素进行了测定，这八个因素是：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政府管理、金

融体系、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国民素质，如果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的话，除了企

业管理其他七个要素都是企业竞争力的外部环境因素，这些外部因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

着一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

结合我国摩托车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际情况，可以将外部环境简化为两大类：即市

场竞争环境和政府政策和管理环境。市场竞争环境指市场体系发育的情况、市场机制发挥作

用的程度等。市场体系发育完善的地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就发挥越充分，从而企

业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获取持久竞争力就越有利。政府的政策管理环境指政府对企业发展的

政策法规及政企关系等。一个能够制定正确合适的法规制度和妥善处理政企关系的政府环

境，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保持和提升有着重要的影响。

Èý¡¢ 提高我国摩托车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1. 建立良好的技术创新机制，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把握“后发优势”，在创新中求得发展

技术创新是我国企业在知识经济时代面临的现实选择，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如

果一个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明，则很难赢得长远的竞争优势。当

前，我国摩托车企业必须抓住科技发展、社会变更的机遇，把握“后发优势”，在创新中求得
发展。

（1）做到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动态平衡。我国摩托车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模仿日
本企业发展起来的。作为后发企业的我国摩托车企业，要将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有效的结合

起来，不能一味的只停留在模仿而没有任何的创新，同时，在模仿创新的基础上逐渐开发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产品。只有达到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的动态平衡才能真正的实现创

造竞争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

（2）建立良好的技术创新机制。日本技术创新的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一条：有一个好的
机制。这种机制是在政府诱导下，以科技同经济相结合的创新观念为前提，以市场为导向，

以实现商业利润为目标，以企业为主体，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辅助的民间性科研开发体系。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受利润动机和市场信息的支配，日本企业技术创新方向对消费者需求

的动态极为敏感，技术创新战略是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重点是着眼于研究开发消费者需求

量大、需求紧迫、开发周期短并且投资少、收益高的项目。

（3）建立健全的研究开发机构。一般来说，国外的大公司都有由多个技术中心构成的

体系，总公司的研究与开发中心只进行中长期的基础和应用性研究，短期的开发性研究由其

他研究与开发机构完成。有些大公司还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设立了研究与开发中心，日本大企

业，在欧美科研重地建立了数百个研究开发基地，雇佣研究人员近万人。同一企业的研究机

构之间设有交流系统，在研究与开发的分工上各有侧重，并互相联系。这些企业的研究开发

机构拥有技术人员数量多、比例高，并不断吸收拥有新知识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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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灵活的创新管理体制。国外公司的技术创新管理，灵活多样，因企业不同而

不同。

（5）建立科学的技术创新程序和方法。在研究开发项目过程中，企业都有一套系统科

学的程序，以保证项目的科学性、有效性，保证创新项目的顺利完成。如沃尔沃公司的程序

是：由研究开发、生产管理、市场销售人员根据市场、竞争对手、各国法规，对产品标准的

规定、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可行性等情况，共同提出产品规划；董事会批准后进入�导

航研究�阶段，进一步确定产品概念，制作样品：申请经费，购买有关设备和材料进行试制；

在再次进行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投入生产。在实际中，由于市场变化很快，有些研究

开发项目还在实施过程中就要被淘汰，但由于有科学的创新项目立项与实施程序保证，从而

大大减少这方面损失。

（6）建立和健全我国风险投资市场，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必须的资金来源提供充

足的财力保障。技术创新与可靠和稳定的资金来源分不开。据有关资料介绍，日美企业科研

与开发经费年均增长率一直很高，1965-1990年年均增长15.5%；法国企业的科研开发经费

从1981年至1991年年均递增4.7%，企业的科研开发经费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

西门子公司达14%，爱立信公司达到18%，贝尔公司在研究、开发和工程设计上的投入比例

为20%。

（7）鼓励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开发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创新模式。尽管现代工业公

司规模巨大，资金雄厚，技术开发力量很强，但是要在各方面都居领先地位很困难。所以许

多公司普遍采用与国内外大学和科研机构产学研结合，重点项目实行合作开发等多种研究开

发形式。一般是基础研究主要由大学来完成，企业参与研究，企业参与的目的主要是便于基

础研究成果的商品化。基础研究的立项一般是由大学和企业讨论确定或由大学提出。应用研

究和开发研究主要由企业完成。

（8）不断强化核心技术的优势。国外企业在研究与开发方面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

是以强化自身优势领域为方向，重点研究本公司拥有优势的技术和关系产品更新换代的关键

技术并根据市场变化，通过增强某些领域的研究与开发能力，以保持企业在某一领域的优势。

（9）重视引进再创新。近几年来，由于国际市场日趋激烈，各企业技术不可能都居于

领先地位，不少公司采取了先购买其它公司专长技术，进而再创新的办法。这方面最为突出

的是日本。日本企业引进技术的研究费用远远超过了引进技术本身所需费用。这样，引进的

技术不但很快得到充分利用，而且经过研究、翻新，成为其自主技术，推出新型产品参与国

际竞争。

2．战略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创建大型摩托车企业集团，发挥规模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

我国摩托车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加

快重组与整合的步履，大力实施结构调整，不断增强自身体质，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积极

参与全面竞争，这样才能形成规模优势和比较优势，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众所周知，我

国摩托车企业林立，品牌众多，企业生产能力参差不齐，除一些知名品牌外，其它众多品牌

的市场份额都比较低，有的产销量只有数千辆，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不多，导致大量资源浪

费、无序竞争和不公平竞争加剧，造成巨大的内耗。为此，我国摩托车企业要韬光养晦，苦

练内功，充分利用市场调节手段，重新进行资源的重组与整合，将一些大而不强、小而不精

的企业淘汰出局。同时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扶优扶强，发挥名牌产品的优势，真正形成具有

强大品牌号召力、强大创新能力和快速应变能力的企业群体，重点支持２家～４家优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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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整合、重组，建成具有强大抗风险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以提高我国摩托车行业的集中

度和竞争力。

（1）加强企业自身核心能力的培养，解决我国摩托车企业多而不精、大而不强的问题。

我国摩托车企业众多，生产能力参差不齐，导致大量资源浪费、无序竞争和不公平竞争

加剧，造成巨大的内耗。为此，要充分利用市场调节手段，重新进行资源的重组与整合，将

一些大而不强、小而不精的企业淘汰出局。同时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扶优扶强，发挥名牌产

品的优势，真正形成具有强大品牌号召力、强大创新能力和快速应变能力的企业群体，建成

具有强大抗风险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以提高我国摩托车行业的集中度和竞争力。

（2）加大投入，整合利用全球可用资源，全力打造社会化、开放式的摩托车技术平台，
不断提升我国摩托车企业的持久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为我国摩托车行业的重组与整合打下坚

实的基础。据悉，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投入科研的经费占到销售收入的５％～１０％，而我国

仅占到１％。即使是这个１％，摩托车行业内的企业也没有达到。正是这个差距，让中国摩

托车行业深陷于“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因此，中国摩托车行业
要大幅度加大投入，在自主开发上奋起直追。但自主开发不等同于自我开发，它既包括对国

内摩托车企业有效资源的整合利用，也包括对全球可用资源的整合利用。在技术方面，要全

面与国际接轨，把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

全力打造社会化、开放式的摩托车技术平台，以此带动中国摩托车行业技术研发能力的提高。

在其他方面，中国摩托车行业的领跑企业要转变角色，做一个中国摩托车行业的驱动者，在

加大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高强度投入的同时，确保我国摩托车行业持久增长的态势和比较优

势，从而为我国摩托车行业的重组与整合打下坚实的基础。

（3）形成拳头优势和比较优势，构造整车、发动机、配件三大产业集团。我国摩托车
行业的整个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要数技术创新、自主开发。总体上尚未完全形成自主开发的

体系和力量。虽然我国摩托车行业内不论是整车，还是发动机和其它配件，都拥有强大制造

能力，但他们都各自为政，有时还自相残杀，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形成拳头优势和比较优势。

因此，一方面，我国摩托车行业要不断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开

发上不断推陈出新、独辟蹊径，以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技术“含金量”，不给“克隆
者”机会；另一方面，我国摩托车行业必须走重组与整合之路，经过重组与整合，形成整车
（２家～４家）、发动机（３家～５家）、配件（１０家～１５家）三大产业集团，这种格局

的形成将使我国摩托车行业真正实现“由大变强”的根本转变。

（4）加快内部重组步伐，确保我国摩托车企业在未来的摩托车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的再次席卷而来，无疑对中国摩托车行业来说是“雪上加霜”，如果我
国摩托车企业仍然同室操戈，各自为政，打内耗战，不仅会造成中国摩托车行工业一损俱损，

全盘皆输的尴尬局面，同时也为我国加入ＷＴＯ后，国外摩托车巨头蚕食和鲸吞中国摩托车

市场创造了机遇。因此，现在中国摩托车企业间只有整合内部资源，加快内部重组步伐，才

能在未来的摩托车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摩托车企业通过整合和战略重组，将大幅度提

高集中度，摩托车行业的格局也将由现在的“诸子百家”过渡到“战国七雄”乃至于“三国演
义”。而能够参与竞争的企业必须是以规模实力作基础，具有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快速的创
新能力和敏捷的应变能力的企业。经过重组后的中国摩托车行业格局将形成几家摩托车大型

企业集团，成为中国摩托车行业的“航空母舰”，其年产摩托车将达到８００万辆～１２００
万辆，和国外一些知名的跨国公司共同存在于竞争充分的市场中；与此同时，这几家国内摩

托车巨头将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而现有的众多摩托车企业要么被

淘汰出局，要么归入这几家企业内，从而开创我国摩托车行业走向良性竞争的新局面。鉴于

此，我国摩托车企业要想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抓住机遇、深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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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加快重组与整合的步履，大力实施结构调整，不断增强自身体质，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

积极参与全面竞争，这样才能形成规模优势和比较优势，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 创建公平宽松的外部竞争环境，进一步提升中国摩托车企业国际竞争力

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外部环境因素有很多，但是并非所有外部影响因素都同样重

要。分析目前影响我国摩托车产业和企业发展的外部因素，可看出市场竞争环境和政府管理

环境存在的不足的影响最为明显。

（1）增强市场竞争的有序性，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虽然我国摩托车行业２０多来年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至今也没有跳出仿制的窠臼，重复建设严重、技术含

量低下、效率不佳、效益下滑、良莠不齐、鱼目混珠，加之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力度

不够，造成目前摩托车生产厂家的产品开发绝大多数是靠仿制和剽窃，自主开发能力差，假

冒伪劣摩托车在市场上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同时，我国摩托车配件企业普遍规模小、技术

含量低、杂乱无章。要解决整车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打击

假冒伪劣产品，规范市场，促进区域内平等竞争，并着手解决配件企业的问题，如此才能促

进我国摩托车行业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2）相关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对摩托车行业的影响。

国家自 1994年起对摩托车产品征收 10％的消费税，且由生产企业代征。当时，摩托车
仍是作为一种较高档的特定消费品的，对其征收消费税似乎也在清理之中。然而，在国内人

民生活水平已经极大提高的今天，摩托车早已不是高贵奢侈的消费品了，已成为一种大众化

的普通消费品，却仍继续对摩托车征收消费税，无疑严重影响了摩托车企业的可持续性的良

性发展。

地方政府的禁止、限制摩托车行驶的规定，也严重影响了摩托车企业和产业的发展。目

前大中城市禁止或限制摩托车行驶，主要是从污染、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目前我国国内一

些大中城市的禁止或限制摩托车行驶行为抑制了高端摩托车的消费需求，这不仅人为影响了

摩托车的消费需要，也使得我国企业对摩托车技术研发创新方面动力不足，同时还造成了国

外摩托车的先进技术在中国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境地。现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摩

托车决大多数是排齐量在 200CC 以下的，技术要求比较低，也使得国外的大排量的摩托车
在中国市场没有一席之地。对于污染问题，可以通过制定严格的车辆排放标准，要允许技术

含量高、污染低、符合条件的摩托车在城市内行驶。同时提高摩托车生产和销售的准入条件，

鼓励高标准高质量的企业进行生产和销售，对于技术水平低下产品质量差、排放污染不能达

标的企业实行淘汰制度。

对于安全问题，可以通过对产品设计安装限速装置，保证车辆的低速行驶。对于限速装

置不合格的企业，一经发现其生产或销售的摩托车限速装置没有达到速度要求，则会取消该

企业的生产销售权利。同时加大交通管理力度，加强交通管理。交通事故与交通管理力度是

成反比的。

因此，对于摩托车的行驶问题，不是禁止而是如何提高管理的问题。�摩托车工业是我

国改革开放以后，已发展成为拥有相对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产业，是我国一个难得的具

有国际竞争力行业。现在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如果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他国家可能赶

上来把我们挤掉。如果赶上去，我们就能继续保持领先，如果垮掉了，太可惜。影响我国摩

托车工业发展的两个做法(指禁牌、消费税)确实是不对的，但由于我们国家体制问题，一下
子很难解决。�这是在 2004年 9月 29日召开的我国摩托车工业发展情况以及当前在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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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遇到的难点、热点问题汇报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在听取了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摩托车分会名誉理事长王立三等人的汇报后，提出的重要观点。

我国具有自主品牌出口的产品，像摩托车这样并不多，摩托车工业是我国靠自己努力发

展起来的产业，我们不应该放弃。摩托车产业作为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行业，它的发展可以

带动除草机、小型柴油机、小型艇外机等各种具有附加值的相关制造业的发展。应该消除限

制摩托车企业发展的各种人为的障碍因素，为中国摩托车企业健康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水

平创造一个宽松公平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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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torcycle industry of China is a big but not a competitive one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focuses on discussing of the problems which motorcycle enterprises in China face with and the strategies
which can improve the competi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ree factors should be thought about in the
strategy, they are: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ic Reengineering, and Outsid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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