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企业能力理论引起了管理战略

研究专家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兴趣。在关于能力理论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核心竞争力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近年来，在关于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探索上

陷入了分割、孤立的误区，研究缺乏相关性、系统性：一方

面，关于核心竞争力的研究多就事论事，缺少基于某种载

体去讨论核心竞争力形成的研究；另一方面，关于核心竞

争力形成途径的研究较少，多从保障措施入手，思考如何

保持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尝试探讨企业核心竞争力与技术

积累活动间的关系，分析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途径。

1 企业核心竞争力与技术积累活动的相关

研究

1990 年，C.K.Prahalad 和 Gary Hamel 首次尝试用 “核

心竞争力”一词诠释企业具有的长期竞争资源优势，正式

拉开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的序幕。在《哈佛商学院评论》
上发表的《企业核心竞争力》一文中，他们认为：“企业核心

竞争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

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 [1]。”该概念突

出强调企业核心竞争力具备如下特质：
（1）它是“多种技术流派”学识的协调。一方面，这里的

“多种技术流派”实质上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技术统称，正

如佩西[2]主张一种宽泛的“技术实践”概念一样：“……我们

也许不仅将它（技术）视为由机械、技艺和非常准确的指示

组成， 而且将其视为还有组织的特征模式和不确切的价

值。 ”；另一方面，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协调”和“有机结

合”，其所构成的各种“技术流派”应该具备整体性、协调性

等系统特征，能够进行自我协调和动态发展。

（2）核心竞争力是企业中“多种技术流派学识”的积累

性成果，它的形成离不开企业技术积累（technological ac-
cumulation）活动的支持。 国内学者傅家骥 ［3］指出：“所谓技

术积累，是指企业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在从事技术活动中

所获得的一种寓于企业组织之中的知识积累和技术能力

递进。”技术积累源于企业的技术实践活动，具有积淀性和

递 进 性 的 进 化 特 征 ，是 “知 识 的 积 累 ”和 “技 术 能 力 的 递

进”，它为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奠定量的基础。以佩西的技术

特征描述为依据， 可将技术积累划分为狭义技术积累、组

织积累和文化积累 3 个层面。
实质上， 企业核心竞争力涉及到多种技术流派学识，

包括多个层面的技能。 大体上，企业核心竞争力可以划分

为：①核心技术能力，包括企业的 R&D 能力、产品和工艺

创新能力、营销能力、服务能力等。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

核心，核心技术能力围绕企业特色建立，具有针对性；②核

心组织能力，包括管理与战略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信

息传递能力等。 它决定了企业核心资源的配置能力与水

平，关乎企业的发展能否持续；③核心文化能力，包括核心

价值观念、企业精神、核心品牌形象能力、激励机制等。 核

心文化是企业信奉的价值观的根本体现，它渗透在企业的

一切活动之中，是企业指导员工、服务顾客的最高宗旨。西

方学者鲍·埃里克森和杰斯帕·米克尔森 [4]的最新研究成果

认为，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集合。 前

者在组织结构中得以体现，后者则是特定组织结构水平上

的产物，通过企业文化反映。 这一研究成果也佐证了本文

对核心竞争力的划分。

2 核心竞争力形成的途径

结合上述相关分析，核心竞争力形成与企业的技术积

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技术积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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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技术积累角度分析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问题：基于知识积累及技术能力递进，以技术积累转化

为载体，企业应针对其发展所处的阶段偏向性培育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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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活动存在紧密的关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框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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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技术积累途径

以知识与技术能力为支撑，技术实践作推动，技术积

累活动在企业运营中同步进行。 因为要实现知识积累、技

术能力递进从而实现核心竞争力形成这一目的，所以这里

的推动力———技术实践要具有创新性特征。
从内容上看， 企业的技术积累活动主要从狭义技术、

组织及文化方面进行，但在实际执行中，技术积累活动更

多地从技术来源渠道分析，这两者是不矛盾的。一般而言，
企业主要通过注入式、内生式和共生式 3 种方式进行技术

积累活动：注入式技术积累主要包括技术引进和企业的兼

并机制，采用这种方式进行积累，能迅速改变企业现有的

技术知识存量及结构；而内生式技术积累主要通过技术创

新实现，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新的技术知识，提高自身的技

术能力，形成企业自己的技术特色；共生式技术积累则主

要指企业间、企业与科研单位、企业与高校之间通过结盟

合作各取所需，积累知识和技术能力。 企业通过 3 种方式

积累技术（狭义）方面的知识及技术能力、组织流程、规章

制度、企业文化等，通过企业的引进、吸收、消化，从而内生

为企业的特色。
通过上述 3 种途径积累起来的知识与技术能力，既包

括元素性的知识与技术能力，也包括构架性的知识与技术

能力。 企业核心竞争力整合了多种技术流的知识流，更倾

向于知识与技术能力的构架性。 因此，如何实现知识与技

术能力的演化将是核心竞争力基于技术积累活动形成的

关键。 具体来说，这种演化由 4 个过程组成，分别是模块

化、进化、结构化、变异[5]（如图 2 所示）。
进化是将已有的元素性的知识与技术能力加以改进，

或者创造新的元素性的知识与技术能力，从而达到创造知

识与技术能力的目的。 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整合元素性

的知识与技术能力， 获得新的框架性的知识与技术能力，
二是剖析元素性的知识与技术能力， 获得其内部架构，用

架构来表达元素性的知识与技术能力；变异是通过框架的

改变或者新的构架从而达到创造知识与技术能力的过程，
其特征是不通过改变元素性的知识与技术能力而获得构

架性的知识与技术能力；结构化是将新的元素性的知识与

技术能力转化为构架性的知识与技术能力的过程；模块化

是将构架性的知识与技术能力表达为元素性的知识与技

术能力的过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于元素性的知识与

技术能力和构架性的知识与技术能力的演化活动中。
同时，核心竞争力内部即核心技术能力、核心组织能

力和核心文化能力三者之间的发展并不均衡，企业所处的

阶段不同、面对的竞争环境不同，也会影响企业核心竞争

力发展的侧重点。通常，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企业靠某项独

特技术或商业技巧生产某种新产品，打开市场，获得成功。
所以在该阶段，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建立主要表现在企业对

独特技术的积累及延展利用上。汉字照排术给方正带来的

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但市场瞬息万变，竞争日趋激烈，企业步入发展阶段

后就会发觉过度依赖原有技术或只重视技术的积累已不

现实，诸多管理问题迎面而来。 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

在该阶段至关重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中心在该阶段偏移

到企业管理上来。 在企业发展的成熟阶段，企业拥有了成

熟的技术、管理和文化，文化也成为了该时期内企业核心

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核心竞争力趋于成熟。但在这个阶段，
企业也进入到由强变弱的过渡阶段，如何保持企业的开放

性，吸纳新的血液，使企业以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保持先

进性，成为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若无法保持住企业

的持续发展，企业将进入衰退阶段，企业在技术、管理，特

别是文化方面将面临缺乏变革和创新的问题，从而导致企

业文化的衰退， 并阻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最

终导致企业生命的终结。

3 结语

以技术积累活动为载体，以知识与技术能力演化为关

键，在创新性技术实践的推动下，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保

持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依据企业发展阶段，有针对性地

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建设工作，对企业立于竞争不败地

位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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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小企业数占我国企业总数的 99.8%，创造的价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 58%，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我国中小企业的迅速发展受惠于宏观经济的持

续增长和劳动力成本的低廉等因素，但中小企业外部环境

的改善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 ［1］。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

府非常重视中小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从 1999 年开始，各

级政府大力推动旨在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信用担保

体系建设。 2002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小企业促进法》，
以维护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制和政策环境。

改善外部环境是各级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本

地经济增长普遍采用的措施。但是目前中小企业的外部环

境对中小企业成长是否仍有影响？如果有，又是哪些因素？
如果目前仍没有营造出适合中小企业快速成长的外部环

境，或者政府将精力放在了一些对中小企业成长促进效果

不明显的环境因素上， 中小企业的成长就会受到制约，并

因此对本地区的经济、就业、社会稳定等因素产生负面的

影响。 对此问题目前尚没有规范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湖

南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东、中、西部 11 个代表

性城市中小企业外部环境的调查数据，研究中小企业外部

环境及其它相关因素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

1 相关研究文献概述

本世纪以来 ,国内外对企业外部环境更为关注，例如

世界银行从 2000 年开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了一系列

关于投资环境的调查, 目前已完成了 30 多个国家、14 000
家企业的调查。 Dollar 等利用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研究

了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四国制衣行业企业的

投资环境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出增长和工资水平的

影响。 得出的结论是:投资环境对企业的上述指标有正的

影响,即投资环境好的企业的上述指标比较好。
在国内，席酉民 ［2］将企业的发展看作企业自身管理和

企业适应外部环境的总和，其中适应外部分为适应硬环境

（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软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环境、政

治环境、市场环境、管理环境、技术环境、企业网络环境），

外部环境对我国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

———基于11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关 健，侯 赞，韩文强

（中南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利用湖南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的12 000份问卷调研数据，分析我国11个城市中小企业外部环

境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 研究发现：就整体而言，外部环境对中小企业的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外部

环境中有一些因素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随着中小企业经营时间增加和规模增大而减弱， 在分析主要影

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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