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营销策略研究 

文/王 欢 

   一、我国企业必须实现营销理念的创新 
   (一)由国内营销观念转向全球营销观念。随着市场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企业面对的竞
争对手也不仅仅是国内同行，而是具有丰富营销经验的跨国公司，我国企业应该树立全球营销观，
将视野由全国扩大到全球范围内。 
   (二)由规模营销观念转向个性化营销观念。过去的规模营销方式即厂家以单一的产品或服务
来满足众多消费者的需求，但目前这种无差异营销方式已不能满足消费者与日俱增的多目标、多层
次需求的愿望，取而代之的是个性化营销，即市场细分达到最小限度的“一对一营销”。 
   (三)从单向营销观念转向互动式营销观念。传统的市场营销是单向的，厂家通过媒体、广
告、展览、产品目录等方式向消费者传递信息。新经济条件下企业和营销者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互动
性这一特点，推动互动市场营销，从而使营销者从产品构思、设计开始，直至生产、服务的全过程
都体现以消费者为中心。  
   (四)从交易营销观念转向客户关系营销观念。传统经济的营销注重的是有利可图的直接交
易；而新经济的营销则更强调重视客户的终身价值以及股东利益，强调通过较高的顾客满意度与客
户保持率来维护与客户的长期紧密关系。 
   (五)树立竞争优势理念。传统的营销活动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企业和顾客之间的关系上，因
而容易忽视竞争对手。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企业必须使自己强于竞争对手，必须注重研究企业
和顾客及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善于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 
   (六)树立高度重视科技、信息和智力的知识营销观念。随着物质生活的丰裕，消费者日益注
重商品与服务中蕴涵的文化因素，同时要求商家与顾客间在技术结构、知识结构、习惯结构上建立
稳固的高层次战略性的营销关系，从而使顾客成为产品的忠实消费者。 
   二、我国企业必须实现营销策略的创新 
   (一)实施服务营销策略。21世纪的营销，应在优质产品的基础上，着眼优质服务，这是企业
取胜的关键。 
   1．实施CS战略，即顾客满意战略。第一，要站在顾客的立场去研究和设计产品；第二，不断
完善产品服务体系，最大限度使顾客感到安全、放心和方便；第三，要十分重视顾客的意见，让用
户参与决策；第四，把自己的顾客作为资源管理起来；第五，强化管理，提高内部服务质量。 
   2．树立超值服务理念，实施服务营销战略。超值服务就是用爱心、诚心和耐心向消费者提供
超越其心理期待的、超越常规的全方位的服务。超值服务是由售前、售中和售后超值服务三个子系
统构成的服务体系。售前超值服务就是要按严格的要求和规范做好售前培训、售前调研、售前准备
和售前接触四大环节的工作。售中超值服务就是服务人员与客户或用户进行交际、沟通和洽谈的过
程。售后超值服务主要实行一系列服务，如服务制度、用户沟通制度、员工服务规范、事前培训制
度和奖励制度来实现。 
   (二)实施形象营销策略。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形象在消费者中的作用日渐突出，企业形象
的全面塑造，第一，要以产品形象为内涵，以企业形象为基础，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准确定位，
不断开发新产品。第二，要以服务形象为契机，通过独特的服务战略决策，使企业及产品的身价倍
增。第三，要以广告形象为工具，把企业形象的系统性、本质性、物质性及优势等特征有效地展示
给公众。第四，要以公共关系策略为手段，以企业文化为核心，为塑造企业形象奠定坚实的思想基
础。 
   (三)实施品牌营销策略。知识经济下，价格战和广告战不是企业占领市场的最佳途径，最有
效的做法就是打造自身的品牌，通过强势品牌取胜。首先，要设计好品牌名称。其次，要保证品牌
质量。 
   (四)实施持续营销策略。企业必须适应新的环保形势，制定新的营销策略——绿色营销。首
先，应建立绿色营销信息系统。其次，应制定绿色产品及服务战略。第三，企业在制定绿色产品的
价格时，应该考虑企业用于环保方面的绿色成本，以及绿色产品能给消费者带来的绿色收益。第
四，选择绿色分销渠道，开展绿色促销活动。 
   (五)实施网络营销策略。知识经济下，网络营销要求企业把考虑顾客需求和企业利润放在同
等重要位置上。首先，不急于制定产品策略，而以研究消费者的需求为中心。其次，暂时把定价策
略放到一边，研究消费者为满足其需求所要付出的成本。第三，抛开促销策略，加强与消费者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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