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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虚拟企业是在网络经济时代出现并蓬勃发展的一种形式。识别虚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虚拟企业成功运

作的关键一步，可以通过模糊数学集合论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模糊综合评价法有效评价其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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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企业核心竞争力模糊综合评价

0 前言

虚拟企业（Virtual Enterprise），又称虚拟

组织(Virtual Organization)、虚拟经营(Virtual

Business)、网络企业(Networks of Enterprise)或

动态联盟，最早是由美国利海(Leheight)大学

的 Iacocca 研究所 1991 年向美国国会提交

的一份题为《21 世纪制造企业的战略》的研

究报告中提出来的。虚拟企业模式在短短的

十几年的时间里在企业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被公认为是美国 20 世纪 90 年

代经济复苏、重新占领世界制造业霸主地位

的主要因素之一[1，2]。目前对虚拟企业的定义

尚无统一认识，主要从技术、地理特征、工作

手段、组织方式、运作模式等不同角度对虚拟

企业进行了不同的诠释。本文认为：虚拟企业

是由若干成员企业为共同获得某一市场优

势，依靠信息手段以最快捷的速度进行全球

资源重组而组成的没有企业界限、超越空间

约束的临时性动态联盟，市场机遇一旦消失

就会立即解散的一种组织结构形式。虚拟企

业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整合无限量的外部市场

资源来增强整体功能，摆脱单个企业实际功

能及资源的限制，高效地完成任务。

1 虚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1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的概念

是由美国管理学家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

和哈默(Cary Hamel)提出的。1990 年，他们在

《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The Core Compe-

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在世界上掀起

了一场研究核心竞争力的热潮。根据普拉哈

拉德和哈默的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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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识”。

从该定义中可以看出，核心竞争力具有能实

现用户所看中的价值；具有独特性，难以模

仿和超越；具有延展性，能同时应用于多个

不同任务，衍生出一系列产品和服务，在较

大范围内满足顾客需要；具有相互关联性，

是一组技能和技术的集合体，而非单个分散

的技能或技术；是通过学习积累得到的；是

动态调整的，随着环境变化和时间推移，有

可能贬值成一般能力甚至流失等特点。

1.2 虚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虚拟企业是顺应了竞争激烈的环境而

走向双赢的经营思维和经营模式，与传统的

以“保护发展自我，打垮吞并对手”为核心的

竞争观念不同，虚拟企业强调合作，组成战略

联盟是虚拟经营的主要模式，是虚拟企业建

立的必由之路。而合作是围绕虚拟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展开的，战略联盟伙伴的选择以优

势能力互补为准则。“可以说，传统企业是靠

产权来维系和运作，而虚拟时代则是靠核心

能力将各方吸引到一起，企业要想成功地进

行虚拟经营，就必须集中有限的资源，不断地

对核心竞争能力进行培养、巩固和强化”[3]。因

此，虚拟企业的开展是以虚拟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为基础的。虚拟企业完全是依靠对相关

核心能力的整合来聚集和发掘市场机会。结

合虚拟企业柔性化、扁平化、敏捷化等特点，

虚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除了具备价值创造

性、可延展性、独特性等特征外，还应具备可

兼容性特征，只有这样，各成员企业才能和谐

地合作，充分发挥虚拟企业的优越性。

2 虚拟企业核心竞争力识别评价模

型

如前所述，虚拟企业主要是针对企业核

心竞争力资源的一种整合，即将投资和管理

的注意力集中在企业本身的核心竞争力上，

而一些非核心竞争力的、或自己短时间内不

具备或不需要具备的核心竞争力则转向依

靠外部的虚拟企业伙伴提供。本文利用模糊

评价方法从定量和定性的角度来研究虚拟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问题。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1）全面性和完整性。由于虚拟企业核

心竞争力涉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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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要建立尽可能完备的评价体系，特别

是对于核心竞争力的一些主要因素既不要遗

漏也不要重复，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4]。

（2）科学性和合理性。评价体系应以科

学性为前提，严格按照核心竞争力的性质对

其进行识别判断，在合理性上，既保证指标

数量适中，又考虑相应数据的可获得性。

（3）灵活性和可扩展性。由于市场机遇

瞬息万变，核心竞争力在虚拟企业中也会有

一定的变化。因此评价指标体系应具有一定

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2.2 指标体系设计

根据上述设计原则，虚拟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识别指标体系设计如下：

（1）价值创造性指标 y1，包括：该项竞争

能力对虚拟企业有形资产的最终利润贡献

率 x1；该项竞争能力对虚拟企业无形资产的

最终利润贡献率 x2。

（2）延展性指标 y2，包括：产品族数———

反映该项能力所作用的产品（簇）数量 x3；对

产品族的作用程度———反映该项竞争能力

对每个产品族的作用力大 小 x4； 产 业 族

数———反映该项能力能作用到的产业领域

数量 x5；对产业族的作用程度———反映该项

能力在相关产业业务上的影响力大小 x6。

（3）独特性指标 y3，包括：该项竞争能力

吸引项目的能力 x7；该项竞争能力有机融合

各种技术流和生产技能的程度 x8；该项竞争

能力进行技术创新的程度 x9。

（4）兼容性指标 y3，包括：该项竞争能力

的合理性和效率性程度 x10；该项竞争能力对

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x11；该项竞争能力在组

织中的协调能力 x12。

上述虚拟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判别指标

除了个别几个可以获得确切的数据外，大都

是模糊的，为了减少判断的随意性，提高评

价结果的可信度，采用模糊数学集合论与层

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模糊综合评价法。模糊综

合评价按因素集的划分层次可分为单级模

糊综合评价和多级模糊评价，为了既能说明

问题，又考虑到运算的复杂度和可操作性，

本文对指标集采用两层划分，使用二级模糊

综合评价。

2.3 确定模糊集合

（1）评价对象集合：U={u1，u2，⋯，ui}，其

中 ui 表示某企业参与核心竞争力识别评价

的某项核心竞争力。

（2）评价因素集合：X={x1，x2，⋯，x12}，前

述 4 个方面的各因素指标，即：x1，x2，⋯，x12。

（3）评价评语集：将各个指标的评语分

为 4 个等级，以衡量被评价竞争能力在该指

标上的表现情况。设评价所确定的等级集合

的评语集为 V={v1，v2，v3，x4}，其中，v1，v2，v3，x4

分别表示指标的评语为 “强”、“较强”、“一

般”、“弱”。

2.4 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

重。这种方法把一个复杂问题表示为有序的

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人们的判断对决策方案

的优劣进行排序，具有实用性、系统性和简

洁性等优点[5，6]。

首先画出虚拟企业核心竞争力评判多

因素递阶层次结构图（见附图），运用专家咨

询法或德尔菲法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进

而用方根法或和积法求矩阵的特征向量和

特征根，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具有满足一致

性的判断矩阵对应的特征向量的各分量为

各个指标对上层的权重。

附图 多因素递阶层次结构

分别为：y1，y2，y3，y4 对指标的权重设为

a1，a2，a3，a4 且 A=(a1，a2，a3，a4)，

而 x1，x2 对指标 y1 的权重为 a11，a12，且

A1=(a11，a12)；x3，x4，x5，x6 对指标 y2 的权重为

a21，a22，a23，a24， 且 A2=(a21，a22，a23，a24)；x7，x8，x9

对指标 y3 的权重为 a31，a32，a33，且 A3=(a31，a32，

a33)；x10，x11，x12 对指标 y4 的权重为 a41，a42，a43，

且 A4=(a41，a42，a43)。

2.5 确定评价隶属度矩阵

对评价指标体系中第二层各个元素进

行单因素评价，具体做法可采用问卷调查的

形式。方法是选择一定数量的咨询专家在表

1 中划“√”，并在相应的位置记下评价人员

在某个评语等级下人数与总参评人数的比值

rij (rij 称为隶属度)，它表明评判人员认为第 i

个指标属于第 j 个评语的程度。这样就得出

信任程度指标的等级隶属度矩阵。通过对调

查结果的整理，得到影响的隶属向量构成的

4 个隶属矩阵分别为 Ry1=(R1，R2)T，Ry2=(R3，

R4，R5，R6)T，Ry3=(R7，R8，R9)T，Ry3=(R10，R11，R12)T。

2.6 多因素层次模糊综合评价

（1）一级模糊综合评价。记 Bi=Ai"Ry1，这

里的“"”是一个算子符号，表示 M（∨，∧），

则 Bi 表示 yi 对 V 的隶属向量，对 Bi 进行归

一化处理，并记 Ru=(R1，R2，R3，R4)T。

（2）二级模糊综合评价。记 R=A"Ru=(b1，

b2，b3，b4)，则 R 表示 U 对 V 的隶属，对 R 进

行归一化处理的结果记为 R，且 R=(b1，b2，

b3，b4)，式中 b1，b2，b3，b4 便是企业竞争能力 U

对 V1（强）、V2（较强）、V3（一般）、V4（较弱）的

隶属度。

（3）评价结果将 R 中 b1 和 b2 相加，若二

者之和大于 0.5[7]，（即“强”与“较强”的比例

之和大于 50%），则说明该项竞争能力有较

强的市场价值性、创新性、不易模仿性和延

展性，基本可断定它属于企业的核心竞争能

力。b1 和 b2 相加之和越接近于 1，说明该项

竞争能力是核心能力的可能性越高。

3 结论

由于虚拟企业和其它的实体企业不同，

具有跨越多个组织边界的特点，所以需要经

常性地对虚拟企业盟主及其成员企业核心

竞争力进行评价，目的在于准确评估虚拟企

业的运行水平，确定虚拟企业竞争力，并有

针对性地进行治理。笔者通过运用模糊综合

评价方法对虚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行了

定量的分析，可以通过各项指标的赋值，运

用上述评价模型进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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