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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竞争观 

史会学 博士 

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后期互连网的产生和飞速发展，

各类企业的外部生存环境大大改变，行业间的竞争格局也被完全打破，行业

界域不很明显，出现了异于传统的竞争格局、竞争方式以及竞争观念。 

一、网络打破旧的竞争格局 

在网络即是一切的竞争环境条件下，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不仅带来了新

的产业（如信息产业），而且正广泛渗入并改造着传统产业。现代信息技术

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应用性，它突破了传统行业和产业的边界，使原来关于

生产和服务行业的明显划分不在重要，现在大量的服务行业也涌入生产部门

的领域，传统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旧有的竞争格局已被打破。 

社会中不仅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每一个产业内

部的结构也发生深刻的结构调整（如第二产业内部已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

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变）。如美国一些企业利用卫星技术创下的全国性报

纸，结合传真技术来分发传递的网络营销模式大大地冲击着旧有的出版业；

美林.林奇发展的一种现金管理帐户（通过网络技术）不仅改变了做生意的范

围，而且金融业的蓝图已被彻底改写。没有围墙的网络银行很快就赢得了自

己的生存空间，随着商业生态环境的变化，旧有的银行业面临着巨大的冲

击。 

从事传统夕阳产业的企业必须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改造来增强自身的生

存发展能力，因为现代信息技术所创造出来的新兴产业部门和相关服务业正

强烈地冲击着传统产业部门提供的劳务和产品。Internet的出现已经引起各

行各业的巨变，网络书店、电子出版物、网络中间商的出现都使得原来经营

相关业务的企业组织必须重新定位本身业务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因为网

络时代的经济是建立在信息、知识的基础一种新形态的经济。当顾客观念、

信息和技术成为产品的组成部分时，灵智产品的时代正开始改变社会的每一

个方面：灵智服装、灵智卡、灵智住房、灵智公路、灵智轿车等等。虽然世

界最大的网上书店“亚马逊”书店本身尚在赔钱，但其在股市上的卓越表现

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深思。凡是利用网络取得成功的新经营方式的企业正强烈

地冲击着传统的商业模式。在发达国家，个人因因特网开辟了事业的新空间

和新渠道，受现代网络信息技术革命影响较深的企业组织面临着要么变革，

要么死亡的艰难选择。  

二、网络改变了竞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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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不仅为首先投资于此的企业提供了竞争利

器，同时又产生了更多的竞争对手。网络时代商业最具活力和魅力的地方，

就在于引进了“企业无大小”的游戏规则。任何人都可以为自己的观念投

资，为社会提供自己的独特产品和服务，四量拨千斤，以小博大是非常自然

的事情。在动荡不定的经营环境中，组织必须对外界保持相当的警觉和灵敏

的反应力。现代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内容，加之经营

管理方式的根本变革，都使得传统的竞争方式和竞争内容彻底发生变化。 

现在好多发达国家，在海关实行EDI优于传统贸易方式的趋势已经使发展中国

家的企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为企业是否建立起贯穿采购、物流到结算

的一条龙电子数据交换系统(EDI),目前在国外已成为判断企业是否拥有竞争

资格和竞争能力的最重要标准。1990年7月，西尔斯百货公司（Sears）的总

裁致函5000家供应商，要求其必须配合该公司的EDI系统作业，否则双方只好

一刀两断。在国外企业里25%-80%的现金流量是通过信息网络处理，50%银行

的收入是由自动柜员机、外汇交易和电子资金转帐而来。现在电子商务的蓬

勃开展，要求各类企业必须加大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投资，从而增加和维护组

织在网络时代的竞争地位和竞争优势。 

发达国家企业已经实现“三A”革命，使自动化和信息化取代了过去的机械化

和人工传递信息的方式，凭借低成本的人工、原材料而赢得竞争的方式已经

让位于以机器人代替人工生产的自动化和信息传递网络化的方式。无人工厂

以及在家上班的现实使厂房和能源所占用的产品成本大为减少，率先利用网

络管理实现自己目标的企业极大提高了自身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跨国企业通过建立全球性的战略信息系统（GSIS）大大激活自身资源、外界

机遇和利用外界资源的匹配整合能力。而发展中国家以前所拥有的地理、资

源、成本、以及规模优势也因因特网的形成而大为减弱。新时代最成功的企

业就是那些能组织成员努力学习、不断提高应变力，并将自己的经营活动成

为世界一流的佼佼者。在网络信息时代，好主意和好做法极易为竞争对手所

模仿，商业上的成功将变得极为短暂，组织唯一能做得就是要比竞争对手学

得更快、有将好的观念想法迅速推向市场、转变为财富的商品化过程。 

领导现在不仅要同对手竞争，而且要自动地毁灭自己的旧有观念和成功的做

法，要让其成员有效地、系统性地学习和创新，要创造充分发挥员工最大潜

能的各种条件。使人们意识到不断更新和创造知识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原始源

泉，企业唯一保持领先的做法就是反应的更快些、学得更好些、能为世界和

顾客带来更大的福利价值和满意度。那些始终能保持让组织不断学习的领

导，将通过各种方式让组织成员学习，向竞争对手学习，向某一方面做得最

好的企业去学习，并尽力将所学知识加以应用，从而使组织不断超越自身，

善于创新、敢于变革，为企业赢得了最佳竞争态势。 

三、网络塑造新的竞争理念 

企业竞争的游戏规则因为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应用而被改写，企

业利用网络信息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其在市场中的竞争方式和竞争地位。在以

信息、知识为竞争基础的网络经济时代，掌握信息即意味着获得商机，通过

建立功能多样、资源共享、网络联通系统兼容的智能化企业网络，是网络化

时代的必然选择，那些不加强网络信息技术投资的企业将面临淘汰出局的危



险，将现代信息技术仅仅投入作成本效益的分析是十分短见的想法。电脑网

络化已经被视为竞争力的关键指标，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被认为是提高主管

经营管理能力的最佳手段。 

人们的竞争观念已经由纯粹的敌对竞争观念转变为以合作为基础的竞争，原

来那种“你输我赢”或“我输你赢”转变成为“双赢”“多赢”的新竞争时

代。随着竞争激烈带来经营风险系数的增大，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已成必然趋

势，合作是为了在世界市场上更好地赢得竞争优势。企业通过利用现代网络

信息技术带来资讯方面的资源共享也可以成为竞争伙伴，比如航空公司之间

的联合定位系统、转机服务、甚至班机延误之后的代运服务，以及海陆空的

联合运输系统等，都使得相互合作的企业比独自为战的企业具有更大的竞争

优势。在日趋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下，那些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的企业必定

会为联盟的组织所击败，因为参与合作关系中的企业比单独行动的企业组织

拥有更多的核心资源能力和更便利的资讯系统及其带来的发展机会。通过组

建战略联盟，成员企业可以开展研究与发展、资金、营销等多方面的合作，

共担风险，共享利益，这样不但充分发挥了成员企业自身拥有的核心资源能

力，而且实现了优势互补，优势叠加，那些敢于合作并善于合作的企业使独

自行动的企业望尘莫及。 

随着经营环境变动速度的加快，企业竞争优势的内涵也发生演变。七八十年

代，企业通过提供质优价廉的新产品就可以求得生存发展；但在九十年代，

对急速变化着的市场反应快慢将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第一要素，企业中信息

联系沟通功能已转化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最核心部分。竞争范围的扩大，使市

场竞争显得更加惊心动魄，现在发达国家的企业争相利用国内外资源进行强

占全球市场的角逐。通过组建全球网络企业，不仅带来了资讯的迅捷，更实

现了全球研制、全球生产、全球营销的综合优势，全球网络提供了人才、资

源、知识、技术和资金的各种信息，网络所提供的服务覆盖着企业竞争所需

要的各方面协作，那些能妥善而积极利用这种优势的企业，就赢得了市场优

势。网络时代产品生命周期愈来愈短，达尔文指出生物界“适者生存”的戒

律就要让位于“快者生存”（Time to market）的法则。网络时代对组织员

工的创造力开发成为企业的首要竞争策略，组建网络企业，利用全球资源以

迎接策略联盟时代挑战。 

由于产品的日新月异和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竞争的不断加剧，使知识和

信息成为企业最大的战略性资源，对相关人员加工处理信息和适时决策的能

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于竞争软性化的强化，使得服务好坏和反应速度以

及企业对市场的行动力成为竞争的关键因素，能否及时获得信息，能否有效

地对信息加工并转变为决策知识的能力，已经成为组织是否具有竞争实力，

能否为组织赢得竞争优势的法宝。组织及员工能否很快地创新知识、能否让

知识创造出更高、更多的附加值，以及企业员工能否有效地更新自我意识都

会对组织在全球竞争格局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

所言：一个人和组织“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将成为竞争力的关键。”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普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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