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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动态竞争环境下, 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基本模式是针对外部环境对自身的资源、能力进行积累

和建设,以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 可持续地获取一系列短暂的竞争优势。通过对传统竞争优势理论总结和比

较 ,发现市场机遇、产品、资源、企业家才能和资源交换是企业在动态环境下获得竞争优势的五个关键要素。据

此构建动态竞争优势的转化模型,阐述企业应结合外部市场的动态变化对内部核心资源不断地进行评估和识

别 ,对于缺失的资源可以通过与外界的重新配置来获得 ,以维持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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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争优势理论回顾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世界一体化进程的

加快, 与以往相比,企业面临的是一个瞬息万变

的市场环境。如果能够及时感受市场中每一个

细微变化, 并通过对内部资源的重新识别、占有

和配置来抓住其中的机遇,就能获得超过行业平

均利润率的超额租金。反之,若无视或盲目地跟

随市场变化而进行内部资源的建设, 就可能导致

企业竞争优势的缺失。据此本文拟从企业内部

资源建设和外部环境变化两个角度构建动态竞

争优势模型,以期为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理论界与

实践界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1. 静态视角下企业竞争优势理论

传统竞争优势理论假设环境相对稳定,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以波特 ( Porter)教授为代

表的竞争优势外生论和潘罗斯 ( Penrose)及巴尼

( B arney)为代表的资源论。外生论强调企业的

成功来自于外部环境,并认为在一个产业中企业

内部资源、能力及战略是一样的, 即使有差异,也

是非常短暂的,通过既定的战略分析、制定、实施、

控制与调整就可以获得持久竞争优势
[ 1~ 3]
。资源

论则认为与企业的外部条件相比,内部条件对于

获得超额租金更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企业内部资

源积累是占据竞争优势的关键
[ 4]
。这一理论着

重描述了企业内部资源的建设, 忽视了外部市场

的变化。两种逻辑是在企业内外部相对均衡的

状态下研究竞争优势获得问题的,具有静态性。

而在现实中经济局势更多地表现为非均衡状态,

特别是信息技术及世界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今天,

外界市场环境变化速度的加快将不断降低竞争

优势的持久性, 核心资源如不能适应环境发展,

将会造成核心僵化,抑制企业的发展
[ 5 ]
。

2.动态视角下企业竞争优势理论

为弥补波特理论和资源论在动态性上的缺

陷,国内外的学者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试图从内

外两个角度阐述持久竞争优势的形成。提斯

( Teece)、匹萨诺 ( P isano)及舒恩 ( Shuen)等提出

动态能力理论,它强调为适应目前激烈变化的外

部环境,企业必须不断获取、整合,具有能确认内

外部的行政组织技术、资源和功能性的能力。动

态能力是指在给定的路径依赖和市场位势条件



下,不断获取新的竞争优势,理论分析的单元不

仅是笼统的资源,而且是有利于维持动态的组织

过程转换资产状况和获得资源与能力的路

径
[ 6~ 7]
。国内学者项保华认为,企业竞争优势应

从内部资源与外部市场、主观解释和客观资源两

个层面进行研究,并分析如何通过内部与外部资

源分配、交换和重新整合以获得竞争优势
[ 8]
。

芮明杰从企业内外两个角度提出构成企业竞争

优势三个因素: 产业洞察力、系统能力及运行能

力
[ 9]
。宁建新更加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思想, 他

提出通过扫描分析和发现环境变化时所产生的

市场机会,并以此提升和弥补原有企业资源与能

力的缺陷, 使企业的核心能力与市场机会相

匹配
[ 10]
。

综上所述, 企业内部资源的选择、获取及整

合应与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外部市场环境往

往决定了资源的可得性和适用性,环境的需求往

往决定了资源的选择和获取方式。结合外部市

场的动态变化来对企业内部核心资源的识别与

重新配置就显得极为重要,经常性的对核心资源

进行评估和识别, 内部拥有的加以利用, 内部没

有的可以通过与外界的重新配置来获得, 以维持

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

二、构建企业动态竞争优势形

成的模型研究

1.动态竞争优势概念的提出

动态竞争优势是指企业在竞争性的市场环

境下,以产品作为外部市场与企业资源的连接纽

带,动态的根据市场机遇对企业物质 (M )、信息

( I)、资本 ( C )、知识 ( K )四种内部资源进行识

别,对于缺失的核心资源,通过与外部的交换,以

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的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获

取在同行业内出众的业绩, 赚取超过同行业平均

利润率的超额租金。企业应从内部资源、外部市

场环境及动态变化三个方面考虑动态竞争优势

的获得,系统模型主要由市场机遇 (外部环境 )、

基础资源 (内部环境 )、产品 (内外部连接点 )、企

业家才能 (企业高阶资源 )、资源交换 (资源累

积 )等五个关键要素和市场机遇识别、核心资源

辨识和资源的重新配置等三个模块构成, 如图 1

所示:

图 1 动态竞争优势运作的系统模型

在市场机遇识别模块中,根据产品产业结构

分析及对动态产品市场的预测,以产品市场信号

作为识别点,发现未来市场机遇。在核心资源辨

识模块中,针对潜在市场机遇对企业内 M ICK四

种资源进行特性检验,辨识企业所需要的核心资

源,评价企业内现有资源是否能满足发展要求,

对于缺失的核心资源, 借助资源配置系统与外部

企业进行交换, 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抓住潜在

市场机遇,满足外部需求,借此在快速变化的市

场环境中维持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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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中五个关键要素的简要描述

( 1)市场机遇要素

潘罗斯指出在现实中, 企业经营失败比成

功更加普遍,但总有部分企业生存并成长, 这些

企业恰恰是成功利用市场机会的群体
[ 11]
。藤本

从企业演化的角度指出丰田公司组织能力与惯

例的演化与发展是企业快速成长与获取竞争优

势的关键, 而这种组织能力是经由组织学习、市

场适应性调整的主动选择与外部环境的自然选

择而逐渐形成的
[ 12]
。普拉哈 ( Paraham e)在竞争

大未来中提出  只有当公司懂得如何去控制产

业的命运时,它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企业对

产业的洞察力或者产业远见是形成企业核心能

力的立足根本。现阶段, 市场竞争愈加激烈, 企

业为获得竞争优势应更加紧密关注外部市场的

变化。

( 2)产品要素

产品会在销售时产生收入,为企业获取超额

租金, 是竞争优势的物质载体。同时, 产品要素

也是连接企业内外部的纽带,一方面可以通过产

品在市场的表现衡量企业内现有资源与能力运

用情况,另一方面产品在市场中的表现也可以为

企业传递未来市场变化的信号。徐二明曾指出,

累积、开发和运用能力以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决

定了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
[ 13]
。企业要想获得和

保持竞争优势,就必须及时地掌握最终产品在市

场上的销售情况,并通过持续创新维持竞争力。

( 3)资源要素

资源是形成企业最基本的组成元素, 也是企

业形成竞争优势最基本的要素,处于企业层级的

最底层。同时资源是显性的,如设备、资本、技术

专利、品牌等都可以通过在市场交易明确价值。

能力则是对各种资源开发、利用、整合的一种隐

性的能力,是一种凌驾于具体资源之上的抽象核

心能力,无法交易定价。以具体的资源要素代替

抽象的能力要素,较为容易衡量。

( 4)企业家才能要素

萨伊 ( Say )在 ∀政治经济学概论 #中将企业

家定义为  将所有生产资料集中在一起, 并对所
有的资本、所支付的工资、利息和租金,以及属于

他自己的利润进行分配 !的人 [ 14]
。马歇尔

(M ashall)在∀经济学理论 #中指出, 企业家是组

织、管理企业并承担风险的人。熊彼特认为企业

家发挥的是管理或决策的作用。企业家本质上

充当着市场机会发现者、协调整合者、风险承担

者及创新者等多种角色, 其中创新、交易及协调

这三种功能对竞争优势的获得起着关键性的

作用
[ 15]
。

从必要条件来讲,企业家才能是核心资源,

一旦失去,企业的其他资源及能力将无法发挥正

常功能,甚至会失去市场价值。因此在企业生

存、发展及竞争优势获得方面, 企业家始终发挥

着引导和决定作用, 也正是在企业家能力作用

下,通过资源整合创造了竞争优势。正如熊彼特

所说, 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力量源泉,

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 5)资源交换要素

资源依赖理论提出任何企业都无法通过自

制来获得竞争优势,正确的方法应是关注企业的

外部资源,通过资源交换来获取企业所需核心资

源。然而在市场环境变幻莫测的现代社会中,企

业通过自身现有资源已无法快速、充分地满足社

会需求。资源交换强调的是  不求所有, 但求所

用 !的思想, 利用网络化经营的模式, 快速地与

外界交换各自所缺少的核心资源是未来企业获

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

三、企业动态竞争优势模块的

构成与描述

1.市场机遇识别模块

产品与市场具有对应的关系,一种产品对应

于一个特定的市场,企业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

能否获得竞争优势关键在于自身产品是否具有

广阔的市场前景, 能否通过市场微小的变化抓住

稍纵即逝的机遇, 以便在未来发展中得到巨大的

市场份额及利润。因此评价未来企业生存和发

展应从产品与市场开始,建立相应的市场信号指

标,自动将产品的各种市场变化反馈给企业,使企

业以最小的投入发现好的市场机遇。企业机遇识

别模块主要包括产业发展潜力、产业盈利潜力、企

业盈利潜力、企业市场占有潜力四个信号指标,并

以此为依据,建立三维的产品市场机遇识别决策

矩阵,分辨企业发展的绝对产品市场机遇、相对产

品市场机遇及非产品市场机遇。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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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市场机遇识别决策矩阵

在识别决策矩阵中, X轴代表企业相对市场

占有潜力, Y轴代表产业增长潜力, Z轴为企业

相对利润潜力。在 X轴、Y轴及 Z轴的取值范

围内形成八个象限, 象限一代表高产业增长、高

市场份额、低盈利区; 象限二代表高产业增长、低

市场份额及低盈利区;象限三代表高产业增长、

低市场份额及高盈利区; 象限四代表高产业增

长、高市场份额及高盈利区;象限五代表低产业

增长、高市场份额及低盈利区; 象限六代表低产

业增长、低市场份额及低盈利区; 象限七代表低

产业增长、低市场份额及高盈利区; 象限八代表

低产业增长、高市场份额及高盈利区;根据产品

所处的不同区域, 可以按照绝对产品市场机遇、

相对市场机遇及非市场机遇区分产品市场机遇

的特征,以决策哪些产品将成为企业未来新的发

展方向。

2. 核心资源辨识模块

市场机遇识别系统可以为企业发现潜在的

市场机遇,将未来竞争优势发展的外部表象作为

一种信号传递给企业。但很多企业却在拥有大

量资源的情况下, 在市场机遇面前显得手足无

措,他们很清楚产业结构及竞争对手的情况, 却

无法改变企业下滑的势头,只能无奈地跟随或旁

观其他企业不断创造新的竞争优势。这说明他

们只是看到了企业竞争优势缺失的表面征兆, 并

未探究企业内部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为了获

得对症的药方,医学研究人员会对病人的各个器

官或者系统进行深入地探讨及研究。对于企业

而言则是针对市场份额和利润率的变化,触发对

企业内部资源进行深入辨识和探讨, 发现潜在的

能使企业获得持久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并分析

哪些资源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起到了阻碍的作

用。正确分辨和使用核心资源可以使企业降低运

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获得超额租金。据此本文

采取收益性、竞争性、不可模仿复制性、可控性及

战略性等五个特性作为划分核心资源的标准
[ 16]
。

( 1)资源的不可模仿复制性

不可模仿复制性是指竞争对手无法替代或

复制企业的资源。具体说就是当一家企业模仿

(复制或替代 )另一家企业资源和能力时, 将遇

到较大成本劣势。资源观的主流观点提出不可

模仿复制性是企业形成竞争优势最关键的因素,

只有具有不可模仿复制性的资源才能被认为是

核心资源。

( 2)资源的收益性及竞争性

收益性是指外部顾客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必

须大于资源获得的成本,追求获得收益与成本之

间差值最大化几乎成为任何企业的本能,也正是

这种最大化的意识, 才使得企业的运营成为必

要。竞争性是指资源对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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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与企业需求欲望的无限性, 竞

争将永远存在, 在优胜劣汰的无情市场法则面

前,保持高度的竞争力关乎企业是否能够生存发

展的问题。

( 3)资源的可控性与战略环境性

可控性是指资源可以被企业所控制或支配,

企业通过外包或合作的方式可以获得外部的优

势资源,形成竞争优势。但这种竞争优势是短期

的,随时可能离开企业,并带来更大的损失,不属

于核心资源,因此对核心资源可控性辨析是非常

必要的。

战略环境性是指资源是否与企业所处的环

境相匹配, 是否符合企业中长期发展的战略目

标。企业能否获得长期的竞争优势, 已不单纯取

决于企业拥有异质性资源的多少,或是自身战略

实施或制定的如何,而是取决于资源能否与企业

现阶段所处的环境相匹配。同时,更为关键的是

通过对企业资源的不断识别及重新配置以使资

源不断地适应外部的战略变化使企业眼前利益

与长远发展相平衡。

在核心资源辨识过程中, 除考虑五种特性

外,还应注意只有当几种资源互相作用的时候才

能产生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应以相互作用的几

种资源为整体进行分析,如操作人员使用设备可

以输出产品,医生可以通过医疗设备为病人服务

等。同时, 产品是企业各种资源相互作用的产

物,是资源使用效率的外在表现, 也是企业与外

部市场的联结点, 应围绕五个特性,从产品的角

度对核心资源进行辨识。

3.资源重新配置模块

资源依赖理论为企业与外界环境的资源配

置模式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威尔森 (W il

son)等人通过聚类和统计分析的方法提出在企

业运营过程中,依赖外部资源较多的企业在各方

面的发展更为迅速
[ 17]
。乔格拉卡 ( Jog lekar)等

人建立了一个资源配置策略矩阵用来描述动态

系统中资源配置的策略,运用控制理论模型作出

资源配置的预先决策, 从而降低复杂性
[ 18 ]
。张

智勇等人认为网络化制造系统可按市场机遇将

原本分散的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管理资源迅速

集结成一个临时的制造实体,对市场需求作出快

速反应, 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或提供优质的服

务,是快速集成制造资源的有效形式。李维华等

提出全面资源运营理论,分析了资本运营与资源

运营的异同, 提出了未来的资源配置应从封闭的

资本运营向全面开放的资源运营发展
[ 19]
。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提出资源运作模式进行

资源的重新配置, 资源运作模式是指以物质

(M )、信息 ( I)、资金 ( C )及知识 ( K)等四种要素

流有效的集成为基础, 强调基于组织网络进行内

外部资源交换, 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资源, 撬动

外部资源以获取持久的竞争优势。如图 3:

图 3 基于 M ICK网络化资源运作模式

企业 (图中右端 )作为一个系统将各种资源

作为输入转化为能够令消费者满意的产品或服

务。这一过程不仅包括加工、制造、组装等资源

型形态上的物理转换,还包括资源在地理位置以

及非物质形态的增值转换。在图左边的各个分

别表示网络中的每一个企业,企业自身与网络中

的各个节点企业以网络化经营的形式存在。资

源运作强调的是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这种不以

资源所有权为最终目的的模式可以使企业在最

短的时间内整合所需的资源,以适当的成本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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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所需资源, 抓住稍纵即逝的市场机遇, 在

短期内获得竞争优势,赚取超额租金。

本文主要从动态环境对企业提出的挑战入

手,在对传统竞争优势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价

的基础上,研究了动态环境下企业竞争优势获得

的关键因素,构建动态竞争优势获得的模型, 并

对模型中的市场机遇识别模块、核心资源辨识模

块和资源再配置模块进行了分析总结,以期对相

关领域的理论界与实践界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

考。但企业动态竞争优势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工程, 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 关于更加深入的

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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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Under the c ircum stance of dynam ic com pe tition, the fundam enta lm ode l o f acquir ing com pe titive advan tage is

to w in a ser ies o f sho rt- term, sustainable com petitive advantages through accumu la ting resources and abilities a imed to ex ter

nal env ironment. Through summ ar izing and analyzing the traditional com petition advantage theo ry, w e find tha tm arket oppor

tunity, product, resource, en trepreneursh ip and exchange o f resource are key factors to obta in com petitive advantages, and ac

cording ly w e estab lish a system icm odel o f ga in ing dynam ic competition advantages. C om panies shou ld d istingu ish and eva luate

interna l resources to m a inta in com pe tition advantages.

K ey words: dynam ic competition advantage; resource- based view; system 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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