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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理论的竞争优势观及其演进

叶　勤

　　摘要 : 从企业战略理论的划分、内容和形成的背景看 ,企业战略理论研究的核心是竞争优势问题。
“组织跟随战略”学说、安东尼 - 安索夫 - 安德鲁斯范式和波特行业定位战略理论认为企业根据外部环境
变动调整组织结构 ,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企业资源学派、学习学派、企业核心能力理论则认为企业的竞争优
势来源于企业内部 ,并强调异质性资源、学习能力、核心竞争能力等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纵观企业
战略理论竞争优势观的发展 ,体现出研究对象微观化、动态性和无形化三个发展趋势。在面临同世界大型
企业激烈竞争的情况下 ,我国企业应当正确选择企业发展战略 ,并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以增强其竞争实
力。

关键词 : 企业理论 　企业战略 　竞争优势

　　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企业 ,即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为谁生产和怎样生产。企业理论的产生是伴随着经济学的

发展而来的。在古典经济学阶段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

将企业看做是劳动分工的产物 ,此时 ,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

商品流通、交换和分配。马克思经济学第一次将古典经济学

研究触角延伸到了生产领域 ,深化了经济学对“企业”的认

识。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 ,则开始关注企业的供

给、需求、价格、成本、利润等微观变化 ,产生了以企业具体行

为为研究对象的微观经济学 ,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凡

勃仑发表了第一部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企业论》,成为

企业理论的奠基性著作。从此以后 ,企业理论成为经济学一

个重要的分支 ,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例如 1937 年科

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用交易费用学说研究了企业的边

界、企业与市场的关系等基本问题 ;后来 ,德姆塞茨、阿尔钦、

张五常等人进一步提出了契约理论 ,把企业看做是一连串合

约的集合体。作为企业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 ,企业战略理论

兴起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 ,并随着经济学对企业认识的逐步

深入 ,不断演变 ,形成了“组织跟随战略”学说、安东尼 - 安索

夫 - 安德鲁斯范式 (Anthony-Ansoff-AndrewsParadigm ) 、产业

组织理论的“结构 - 行为 - 绩效”分析范式和波特的行业定

位竞争战略模型、以资源为基础的战略理论、学习学派和核

心竞争能力理论等。企业战略理论研究的重点和核心是企

业的竞争优势 ,即如何获得、保留、发展竞争优势。因此 ,不

同企业战略理论形成了不同的企业竞争优势观 ,企业战略理

论的演进揭示了企业竞争优势观的发展趋势。

一、竞争优势是企业战略理论研究的核心

企业战略理论兴起以来 ,就一直将获取竞争优势作为研

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从本质上讲 ,企业战略理论是基于这

样一种假设 :具有正确企业战略的公司才能够赢得竞争优

势。因此 ,研究采取怎样的战略有利于竞争优势的获得、保

持、转移和演化 ,就成为企业战略理论研究的重点。

1. 不同的竞争优势观是划分不同流派企业战略理论的

基础

对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来源的解释可以区分企业战略

理论的两大类别 :关注企业外部环境分析的企业外在成长

论 ,以及以分析企业内部资源、能力为基础的企业内在成长

论。概括地讲 ,企业外在成长论认为 ,企业外部环境因素 (例

如产业结构、国家政策、经济技术环境等) 影响企业绩效、扩

张方式、行为和边界 ,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来源于对外部环

境的正确分析 ;企业战略是外部环境推动和影响的结果 ,企

业只有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 ,并采取相应战略 ,才能赢得

竞争优势。反之 ,企业内部成长论则认为企业内部资源、能

力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 ,也是企业成长的动力 ;同时 ,

企业资源、能力是战略选择的基础和出发点 ,它决定企业对

产业、产品、区域等选择。因此 ,企业不再是外部环境被动的

接受者 ,而是在自身资源、能力辨识基础上的战略积极选择

者。企业外在成长论包括三种战略流派 :“组织跟随战略”理

论、安东尼 - 安索夫 - 安德鲁范式、“产业定位战略”理论 ;企

业内在成长论则包括企业资源学派、学习学派、企业核心竞

争能力理论。各个流派具体的竞争优势观也有差别 ,并最终

成为区分不同企业战略理论流派的基础 (将在第二部分论

述) 。

2. 竞争优势是企业战略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竞争优势是指一个企业具有优于其他企业的某些特征 ,

它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提供同样的价值 ,或者以同样的成本提

供更高的价值 ,从而保证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高于其他企业

的利润。①然而 ,无论在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完

全竞争模型中 ,企业被定义为一个不同生产要素投入的“黑

箱”,是一定技术经济条件约束下的投入产出函数 ,从本质上

看 ,企业是同质的 ,市场处于长期均衡状态。因此 ,企业的竞

争优势是短暂而可以忽略的。但是这无法解释现实中大量

存在的企业利润差别。这种理论和现实的差距直接导致经

济学家对企业资源“异质性”的研究 ,例如马歇尔曾关注过企

业内部要素对企业成长的不同影响 ,彭罗斯从企业内生成长

和知识积累角度分析企业之间的利润差别 ,这些研究直接促

进了企业战略理论的发展 ,并规定了企业战略理论研究的主

要内容就是企业竞争优势如何获取、培育、保持、转移等。对

于企业之间的利润差别 ,不同的战略流派都提出了各自的理

论解释和实证研究 ,例如梅森和贝恩从市场结构的不完全性

解释企业的利润差别 ;波特从行业定位说明企业竞争优势的

获取 ;普拉哈罗德和哈默则主要从企业内部核心能力的角度

解释企业持续竞争优势和高于行业平均利润是如何获取的。

因此 ,企业战略理论的实质是研究企业之间利润差别和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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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保持的学说。

在企业战略理论形成之前 ,对企业的研究更注重企业内

部管理 :泰勒着重于生产管理中的“科学管理”、霍曼的“霍桑

试验”、法约尔的管理职能和过程理论、西蒙的管理决策理

论、麦格雷戈以人为本的 Y理论等 ,这些理论大多关注企业

内部基本管理问题 ,例如如何提高内部生产、管理效率 ,使内

部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使用 ,如何进行正确的管理决策、企

业内部人员的激励等。这些研究在关注企业管理基本问题

的同时 ,忽略了对战略的研究。1962年 ,钱德勒发表《战略与

结构 ———美国制造业企业发展历史》,从杜邦、通用汽车、新

泽西标准石油以及西尔斯公司组织结构变迁的案例出发 ,研

究美国大公司获得竞争优势和竞争失败的原因 ,第一次提出

了“企业战略”的定义 ,他认为 ,战略管理是“决定企业基本的

长期目标与任务 ,制定行动方案 ,配置必要的资源以实现这

些目标”。为了实现战略目标 ,企业必须进行寻求有效率的

内部组织和资源配置。因此 ,企业战略是推动企业组织结构

变迁和组织行为转变的动因 ,即“组织跟随战略”;而企业战

略制定又是经理们根据市场和技术环境变化提出的。钱德

勒的研究表明 ,在大企业的管理实践中 ,“战略”也是企业内

部管理的重要内容 ,发展了原来企业管理理论只是专注于企

业内部职能、过程、组织效率提高的局限 ,将“战略”引入到了

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领域。

从本质上看 ,解释竞争优势如何取得、保持、转移也是企

业战略理论、流派发展和演进的主要内容。在钱德勒观点基

础上 ,安东尼 - 安索夫 - 安德鲁斯范式进一步指出 ,为了取

得竞争优势 ,企业不仅要调整组织结构以适应环境变迁 ,而

且要分析企业内部资源的强、弱 ,并进行相应的战略规划。

波特的行业定位战略则进一步将企业竞争优势的分析建立

在行业环境的基础上 ,并通过对行业内、外五种力量的比较 ,

探讨企业如何获得、保持竞争优势。企业资源学派的战略理

论改变了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外部的观点 ,力图从企业内部

有形、无形资源中寻求企业获得超越行业平均利润的源泉。

学习学派则着眼于解释企业内部经验、知识如何有效地传递 ,

从而将个体的优势转化为企业整体 (团队) 的优势 ,并形成组

织的竞争力。最后 ,核心能力理论则力图通过发掘企业动态、

异质化、价值性的能力 ,解释企业如何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二、主要企业战略理论的竞争优势观

竞争优势是企业战略理论研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 ,只要

正确把握了各种战略理论对竞争优势来源、培育、转移等的

解释 ,就可以更加深刻认识该理论 ;另一方面 ,辨别不同企业

战略理论的竞争优势观 ,也有助于识别不同理论的差别 ,认

识企业战略理论发展的脉搏。

1.“组织跟随战略”学说的竞争优势观

“组织跟随战略”理论的竞争优势观是围绕战略与组织

结构的关系展开的。在详细回顾美国著名大企业成长历史

的基础上 ,钱德勒提出了“组织跟随战略”的观点 ,这个观点

的实证基础是“成长企业具有的历史变革特征”,而长期以来

无论是管理学还是经济学都将企业成长与企业竞争优势相

联系② ,因此 ,钱德勒实际上研究了具有竞争优势的美国大型

企业具有的组织特征和组织变迁。这个观点隐含的逻辑关

系是 :企业成长导致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不断调整 ,而组织结

构的调整又是企业根据技术、市场环境变化实施一定战略的

结果 ;另一方面 ,企业战略调整促使企业调整组织结构 ,进一

步加速企业成长和竞争优势的获得。可见 ,只有能够不断调

整组织结构适应企业战略的企业 ,才能够获得竞争优势 ,钱

德勒将“企业战略”引入到企业的研究中。其观点的核心是 ,

企业组织结构、外部环境与企业竞争优势具有内在联系 ,即

企业根据外部环境变化 ,主动调整内部组织结构 ,而组织结

构的调整本身就是企业内部资源的重新组合 ,这将为企业带

来竞争优势。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动因是外部环境。因此 ,

从本质上讲 ,钱德勒的“组织跟随战略”仍然属于企业外在成

长论 ,即认为企业要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 ,必须根据外部环

境变化 (产业环境、技术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等) ,相应地调整

组织结构 ;企业竞争优势仍然是外部环境影响的结果。

2. 安东尼 - 安索夫 - 安德鲁斯范式的竞争优势观

安东尼在法约尔管理职能划分基础上 ,将计划和控制的

职能进一步细化为战略规划、管理控制和操作控制 ,分别对

应于组织的高、中、低三个层次 ,将战略管理从公司一般管理

活动中独立出来 ,但是安东尼的战略理论只关注公司的战略

规划。③安索夫和安德鲁斯进一步完善了安东尼的企业战略

思想 ,提出战略管理就是高层管理者研究、制定、实施和控制

组织的长期目标、成长方式与组织架构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

根据外部环境变化 ,逐步调整组织内部的资源配置和组织结

构 ,只有当环境 - 战略 - 组织协调一致时 ,企业经营的目标

才会顺利实现 ,也才能保持企业竞争优势。企业战略规划可

以控制、设计、计划 ,因此 ,通过一定的分析工具 ,企业就能实

现战略目标 ,赢得竞争优势。安东尼 - 安索夫 - 安德鲁斯范

式成为 20 世纪 70 年代被广泛传播和接受的一种战略理论。

归纳该理论范式的竞争优势观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

(1)竞争优势体现为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 (2) 强调环境、战

略、组织配合协调是获得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 ; (3) 外部环境

是制定企业战略的起点。

3. 波特行业定位战略的竞争优势观

20 世纪 60 年代 ,梅森 ( E.S.Masson ) 和贝恩 (J.S.Bain ) 在

市场结构不完全性假设基础上 ,提出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市场

结构 - 企业行为 - 市场效率 (即 SCP) 分析范式 ,认为不同的

市场结构下企业的定价、广告、销售、研究等行为也有所不

同 ,而这种企业行为又影响市场效率的发挥。波特进一步将

SCP范式的分析延伸到不同市场结构下 ,企业可以采取哪些

具体的战略 ,而这些企业行为将如何影响企业的绩效 ,从而

将 SCP分析范式应用到了企业战略的实践中 ,1980 年和 1985

年波特分别发表《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提出了行业定位

战略理论 ,并成为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战略理论的主流模式。

在该模式中 ,波特将企业战略竞争的分享进一步限定在特定

的行业领域。

继承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方法 ,波特仍然从企业外部
(产业环境)分析企业战略的制定和竞争优势的获取。他认

为 ,市场结构是影响企业赢利性的关键因素 ,在一定的市场

结构下 ,企业必须采取相应的竞争战略 ,才能获得竞争优势。

具体地说 ,不同的市场结构下 ,驱动产业竞争的力量有五种 :

行业内现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潜在进入者、替代品、供应商力

量、购买者力量。在分析这五种力量对企业的具体影响基础

上 ,企业可以采取三种竞争策略 :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

略和目标集聚战略。正确地选择战略有助于企业获得超额

利润 ,这包括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采取相应的战略 ,

对于企业纵向、横向扩张采取不同的战略。总之 ,企业要获

得战略竞争优势必须根据对这五种力量的判断 ,选择适当的

行业 ,并在行业中进行适当的定位。由此可以看出 ,波特对

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 ,有两个基本观点 : (1) 赢得竞争优势的

关键是正确的行业定位 ,而行业定位取决于对行业五种基本

力量的分析。(2) 行业环境决定企业行为 ,而企业行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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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

波特行业定位战略的竞争优势观无论在理论界、实业界

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至今仍是企业战略分析的重要方法。

从理论上看 ,波特的方法将外部环境规范地用行业的五种竞

争力量表示 ,也标志着基于外部环境分析的企业竞争优势观

已经趋于成熟。而几乎同时 ,学者们对企业竞争战略和竞争

优势的理论努力回归到企业内部资源、能力 ,以及能力、经验

传递学习上 ,重回经济学新古典理论的企业观中。

4. 企业资源学派的竞争优势观

上述三种战略理论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基于企业外部环

境分析的战略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影响巨大

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 ,最早提出了企业内在性特征对企业

绩效的影响。1959年彭罗斯发表《企业成长理论》,发展了马

歇尔的思想 ,第一次将企业成长归结为企业内部资源的运

用 ,认为企业的增长是资源过剩和关于资源认识水平提高的

产物。在外部环境分析的企业战略理论流行时期 ,马歇尔、

彭罗斯思想的光辉被淹没了。Muller(1977)研究证明 ,行业定

位与企业利润并不必然存在相关性④;Lippman 和 Rumelt

(1982)实证研究也发现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利润比产业间的

利润差异大得多⑤ ,这些研究对基于外部环境分析的战略理

论提出了挑战。沃纳菲尔德 (Wernerfelt,1984)正式提出“资源

基础观点”,随后 ,巴尼 (Barney,1987 ) 、温特 (1986) 、柯林斯
(1995)等人逐步完善了资源基础理论。

该理论建立在企业资源“异质性”假设基础上 ,认为企业

获得超额利润的源泉是拥有独特性、价值性、稀缺性 ,并且难

以在企业之间自由流动 ,也难以用其他资源替代的战略性资

源。因此 ,企业内部资源条件 ,尤其是那些具有战略性资产

特性的企业资源决定企业竞争地位。企业资源学派认为 ,面

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企业通过适应环境、配置资源而得

到的竞争优势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购买或者复制 ,因而难

以持续。只有战略资源 ,即独特的区位、垄断经营权、专利、

稀缺资源、特殊能力等所带来的资产专用性 ,能够防止竞争

对手进入 ,从而形成因资源的独特性而带来的“李嘉图租”;

并且 ,依靠企业自身持续性创新活动 ,获得先行者的“熊彼特

租”,保持持续性竞争优势。因此 ,企业内部的资源决定企业

战略方向和内容 ,是企业利润的基本源泉。

这不同于以往的“组织跟随战略”学说、“结构 - 行为 -

绩效”范式、波特的“行业定位战略”等主要从外部环境的角

度分析公司的竞争优势 ,也不同于产业组织理论将企业超额

利润的来源归纳为垄断租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释了企

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以及保持竞争优势的途径。

5. 学习学派及其竞争优势观

面对 20 世纪 80 年代日益复杂的竞争环境 ,明茨伯格
(Mintzberg,1989)提出了战略形成的“草根模型”( Grass-roots

modelofstrategyformation) ,成为战略理论的一个新学派 :学习

学派。学习学派继承了彭罗斯关于组织学习的观点 ,并进一

步提出了企业依靠组织团队学习 ,扩散知识、能力 ,并获得竞

争优势。同时 ,不同于安东尼 - 安索夫 - 安德鲁斯范式 ,学

习学派认为 ,企业战略的形成来源于组织内部的各个层级 ,

而不仅仅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在战略形成的过程中 ,组织

内部成员的学识、经验、技能等如果能够有效地转移 ,就可以

形成组织能力。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 ,使战略制

定、执行的界限变得模糊。同时 ,战略也不再按固定的模式

形成 ,战略管理需要精巧地处理思考与行动、控制与学习、稳

定和变化之间微妙的关系。企业内部的经验会集中成一种

模式 ,成为应急战略。通过学习过程 ,这种由个人经验、知

识、能力支持的应急战略就会形成组织的能力和常规化的战

略 ,并转化为企业竞争优势。后来 ,圣吉 ( PeterM.Senge,

1990)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 ,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概念 ,强

调组织目标与个人愿景 (Vision) 协调一致 ,全员、全流程、终

身和团队学习构成了学习型组织的本质特征 ,扁平化的组织

机构保证了内部技能、知识、经验的交流和共享 ,企业战略就

是要保持组织处于学习状态 ,从而不断地适应环境变化 ,产

生适应新环境的组织能力和知识 ,配置内部资源。学习学派

的竞争优势观将“学习”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和保持企

业竞争优势的组织要素 ;“学习”,尤其是内部学习 ,成为保持

组织革新、适应环境变化的核心 ,在此基础上设计的共同愿

景、扁平化组织结构保证了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企业资源学派、企业核心能力理论分别以企业内部的资

源、能力为分析对象 ,强调二者在企业战略形成和竞争优势

获得中的基础作用。它们更多是强调资源、能力与企业战

略、竞争优势的直接关系 ,而学习学派则从能力、资源形成过

程的分析入手 ,强调组织、人的学习对于形成核心能力、战略

性资源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因此 ,学习学派可以看做是对企

业资源学派、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竞争优势观的有益补充。

6. 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的竞争优势观

同资源基础学派一样 ,企业核心能力理论是基于从企业

内部分析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战略目标、企业边界、绩效的战

略观 ;不同的是后者更强调企业能力在企业战略活动中的重

要作用。普拉哈罗德和哈默 (1990) 发表了经典的《公司核心

竞争力》一文 ,以及后来提斯等人提出“企业动态能力论”,全

面论述了核心能力理论 ,其理论要点是 : (1) 将企业看做是企

业各种能力的集合体 ,对企业战略活动起到关键作用 ; (2) 企

业核心竞争能力决定了企业的边界 ,能够有效地解释企业多

元化扩张行为 ; (3)企业竞争的关键不是垄断性的行业地位、

合理的市场定位和拥有特殊战略性资产 ,而是培养竞争对手

难以模仿的企业能力 ,并将企业核心竞争能力运用到企业的

产品、业务单元中去 ; (4)同资产、资源不同 ,企业能力并不会

因为转移而丧失 ,随着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变化 ,企业

能力的转移、交流、学习有助于更新企业能力 ,即动态的能

力 ; (5)企业扩张的动因是能力过剩 ,基于核心能力的扩张突

破了产业定位、企业资源学派的观点 ,为企业多元化经营提

供了理论解释 ; (6)企业战略安排、内部组织结构和日常的经

营活动 ,应该以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为基础。企业核心能力理

论提出以后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迅速取代波特的行业定位战

略理论 ,成为主流的战略理论 ,影响深远。

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理论的竞争优势观可以概括为 :差异

化、难以模仿、具有用户价值性的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

泉 ,企业能力来源于企业内部 ;通过组织的内部学习、培育、

交流 ,能够从组织内部培育和获得核心竞争力 ,赢得竞争优

势 ;企业要根据环境的变化 ,不断更新企业能力集合 ,以获得

动态的竞争优势。

三、企业战略理论竞争优势观的发展趋势

上文介绍了企业战略理论 6 种主要流派的竞争优势观 ,

纵观其发展 ,体现出研究对象微观化、动态性和无形化三个

发展趋势。

1. 研究对象微观化

企业战略理论对竞争优势来源的认识 ,经历了从外部环

境 ———行业环境 ———特殊资产 ———学习能力 ———企业核心

能力的变化。钱德勒“组织跟随战略”、安东尼 - 安索夫 - 安

德鲁斯范式都认为根据企业外部环境制定竞争战略 ,才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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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竞争优势 ;产业组织理论和波特的产业定位理论则强调产

业结构是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 ;企业资源学派则认为企

业内部特殊的战略性资产产生企业竞争优势 ,研究对象进一

步微观化 ;企业核心能力学派和学习学派则更关注企业无形

资产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 ,指出核心竞争能力、学习能力是

产生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这反映了企业战略理论对竞争优

势来源的研究逐渐由企业外部延伸到企业内部 ,由宏观环境

延伸到企业内部资产、能力 ,呈现出研究对象微观化特征。这

种演变体现出战略管理理论对竞争优势认识的逐渐深入。

2. 动态性

企业战略理论的竞争优势观也日益体现出动态化特征。

早期企业战略理论建立在静态平衡的竞争模型基础上 ,认为

企业是同质的。因此 ,企业之间的利润差别是外部环境造成

的 ,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进行战略规划、战略定位 ,可以实现

企业长期生存目标 ,在外部环境因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企

业通过一定战略获得竞争优势也相对稳定。企业资源基础

理论、核心能力理论和学习学派则是建立在企业资源“异质

性”基础上 ,认为战略性资产、核心竞争能力、学习能力可以

不断扩散 ,运用到企业产品、业务部门中 ,并根据外部环境的

变化逐渐演变 ,以获得持续的、动态的企业竞争优势。

3. 无形资源成为研究的重点

企业无形资源成为企业战略理论探讨竞争优势的主要内

容。早期的战略理论比较注意外部环境、实物资产等有形资

源条件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 ,例如钱德勒的战略思想、安东

尼等人的战略观点、波特的战略理论 ,从企业外部环境、产业

环境角度关注企业内部资源 ,尤其是有形资源分配对竞争的

影响 ;企业资源基础理论则从资产、资源的角度分析企业竞争

优势的来源、培育和变迁 ,这里的企业资产包含了无形资产 ,

表明战略理论开始关注企业无形资产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

响 ;在企业核心能力理论、学习学派的观点中 ,能力、知识、经

验、技能等企业无形资源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研究的重点。

四、现实启示

目前 ,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面临同世界大型企

业的全面和全方位的竞争。正确选择企业发展战略 ,对于提

高我国企业竞争力 ,进而增强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上文对企业战略理论主要流派及其竞争优势观演

变的回顾 ,具有以下几点启示。

1. 围绕提高企业竞争优势制定战略目标

贯穿企业战略理论的核心是获取竞争优势。无论将外

部环境、产业定位 ,还是企业内部资源、能力作为制定企业战

略的起点 ,竞争优势才是企业制定战略的中心。企业要“做

大”,更要“做强”。一段时间以来 ,我国一些大型企业纷纷以

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为目标 ,在进行简单规模扩张的同时 ,

却忽略内部战略资源、核心能力的培育。最终的结果是规模

扩张的同时并没有带来竞争优势的提高。在按营业收入排

名的《财富》世界企业 500 强中 ,2001年有 21.6% 的亏损 ,1987

年进入排名的企业中有近一半的现在已经不再在该名单中。

由此可见 ,我国企业不应该简单地将“世界 500 强”作为发展

目标 ,而应该更多关注于内部核心竞争优势的培育。

2. 动态地调整企业战略

基于内部资源、能力进行企业战略选择 ,是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战略理论发展的趋势。企业战略选择不再是外部环

境的被动适应者 ,而是根据自身资源、能力主动调整的战略

选择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我国企业的竞争环境更加复

杂多变 ,要面临海内外市场、技术、产品、货币、政策等多方面

的环境影响 ,还将面临同国内外竞争对手的博弈竞争 ,企业

战略选择显得更加重要和困难。因此 ,没有一成不变的战

略 ,企业“战略”的长期性正受到经济全球化和以创新推动为

特征的新经济的挑战。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在进行战略选择

时 ,以自身资源、能力为基础 ,及时评估外部环境变化 ,动态

地选择自身发展战略。

3. 促进有形化的资源优势向核心能力转化

能力、知识、经验、技能等无形资源成为企业战略理论研

究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市场化竞争日益使有形资源同质

化的今天 ,无形资源对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企业的竞争不再仅仅是资源的竞争 ,因为资源的趋同

性、易获得性使其价值正在贬值 ,而只有着眼于培育价值性、

独特性、延展性和持续性的核心能力才能保障持续竞争优势

的获得。改革开放的 20 多年来 ,低廉、优质的劳动力成本成

为我国企业获得世界比较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面对新世

纪的竞争 ,如何将这种优势转变为技术、经验、知识等企业核

心能力优势是我国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

4. 以企业内部资源、能力为基础确定企业扩张战略

企业战略理论竞争优势观的演变趋势表明 ,企业应该以

内部资源、能力为基础进行扩张 ,外部环境并不是影响企业

战略选择的关键因素。企业自身具有的资源、能力条件 ,决

定其产品选择、行业定位、区位扩张和扩张方式等战略。企

业持续竞争优势是核心能力、战略资源过剩和延伸利用的产

物。长期以来 ,我国企业 ,尤其是民营企业存在着什么赚钱

就做什么的投资冲动 ,忽视自身资源、能力优势而进行盲目

的多元化扩张 ,最终大多陷入困境。

注释 :
①迈克尔·波特 :《竞争优势》,中文版 ,2 页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1997。
②多纳德·海、德理克·莫瑞斯 著 :《产业经济学与组织》,中文

版 ,645页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③参见武亚军 :《90 年代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与研究趋势》,

载《南开管理评论》,1999(2) 。
④Muller,D.C.,1977 1“ThePersistenceofProfitsabovetheNorm. ”

Economica1 Vol.44,pp.36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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