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企业的兴衰更迭、大小变化 , 以企业为主要研究

对象的企业经济学和管理学必须回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

题: 为什么有的企业能够常胜不衰、持续发展和壮大 , 而有

的企业却在竞争中衰败和消亡。由于企业的持续发展是以

企业竞争为前提的 , 这个问题又可以划分为企业持续竞争

优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问题。具体地说 , 就是要回答3个方

面的问题 : 一是什么给企业带来了持续竞争优势 , 即企业

持续竞争优势的“源”的问题; 二是产生企业持续竞争优势

的因素与企业绩效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联系 , 即企业

持续竞争优势的“内在逻辑”问题; 三是怎样获得企业持续

竞争优势。这3个方面的问题一直是企业管理学和经济学

的研究主题 [1]。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的问题是这一系

列问题研究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企业在不同阶段的核心竞

争力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保障。因此 , 以上研究的

落脚点最终归结为探讨企业核心竞争力“源”的问题。

1 企业核心竞争力 “源”问题的现有研究

概述

1.1 不同观点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源”的理解

不同观点和流派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源”的理解和阐

释各不相同 , 可以简要概括为 : ①普拉哈拉德和哈默是从

技术和产品创新观研究核心竞争力的代表。他们的一个重

要思想是 ,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存在于企业的产品( 技术) 平

台———核心产品上的 ,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积累过程就伴随

在企业核心产品( 核心技术) 的发展过程 [2]。因此这一观点

把企业核心竞争力“源”归结为企业的技术与技术创新能

力。②资源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杰伊·巴尼认为 , 企

业资源只有具备价值性、稀缺性和难以模仿性和不完全可

替代性这4个特征, 才能创造持续的竞争优势。这些资源包

括企业的资产、知识、信息、能力、特点和组织程度等要素。

这一观点把企业竞争力“源”归结为企业获取并拥有这些

特殊资源的独特能力。③知识观流派认为 , 企业核心竞争

力是指具有企业特性的、不易外泄的企业专有知识和信

息 , 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是知识 , 学习是核心竞争力提高的

重要途径 , 而学习能力是核心竞争力的核心。巴顿是该流

派的代表 , 他认为 ,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使企业独具特色并

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知识体系 , 包括技巧和知识基础、

技术系统、管理系统、价值观系统4个维度。这一观点把企

业核心竞争力“源”归结为企业获得专有知识和信息的能

力。④组织系统观流派认为 ,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为企业在

特定经营中提供竞争能力和竞争优势的多方面技能、互补

性资产和运行机制的有机融合。具体地说, 核心竞争力是企

业不同的集散地系统、管理系统、社会心理系统、目标和价

值系统、结构系统等的有机结合, 而体现在这种组织中的核

心内涵是企业所专有的知识体系。这一观点把企业核心竞

争力“源”归结为企业的技术专长和有效配置这些专长的组

织能力。⑤从文化观研究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代表是拉法和

佐罗, 他们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不仅存在于企业的操作子

系统中, 而且存在于企业的文化子系统中; 在知识密集的现

代企业中, 核心竞争力根植于复杂的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

系之中。严格地说, 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不可分割的,

它是技术核心能力、组织核心能力和文化核心能力的有机

结合, 不可能在企业里分散开来加以定位的。这一观点把企

业核心竞争力“源”归结为企业各项能力的有机结合。

1.2 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 , 20世纪90年代以来 , 尽管有

关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理论受到广泛的重视 , 但国内外理论

界和企业界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源”的理解还有很大分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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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的界定还不清晰 , 核心竞争力理论还很不成熟[3]。以上

各种观点主要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源”笼统地归结为一

项或几项企业的基本能力。虽然目前理论界及学术界对企

业核心竞争力“源”的问题已有了较为深入、广泛的探讨 ,

但是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庞杂无序 , 且不易于企业识别核心

竞争力“源”的具体操作 , 使得这一问题仍处于理论上不确

定、实践中不可行的状态。

另外 , 各个企业所处的产业和发展的历史不同 , 它们

所占有的独特优势也不尽相同 , 各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

源就具有很大的区别, 仅仅笼统地概括性识别企业核心竞

争力“源”还是很不够的。

可以说 , 一个企业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为社会提

供可供消耗和使用的“产品”( 有形的产品及无形的服务) 。

企业的所有资源几乎全部为其产品生产而服务。因此本文

的观点是把企业核心竞争力“源”的识别划归到企业产品

全流程的各个阶段中, 以此细化和明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的真正来源。

2 企业产品全流程解析

企业核心竞争力“源”到底在哪里? 到底哪项优势能力

形成某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这是理论界和企业家都十分

关注的问题 , 也是研究企业核心竞争力问题时所必需回答

和解决的问题。但目前却没有一个可行的、公认的理论及

方法。因此, 本文力图通过研究产品生产及销售全流程的

企业能力来寻找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

企业产品全流程是指产品从研究与开发开始到产品

生产直到投入市场的企业产品, 从产生到流出企业的全部

过程。这一过程几乎涉及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企业产品全

流程类似于企业内物流。一般企业内部及与外部发生紧密

联系的所有业务活动包括: 人力资源、财务、订单、采购、计

划、生产、库存、运输、销售、服务等。本文把企业产品全流程

简化为3个主要组成部分: 产品的研发阶段、产品的生产阶

段和产品的营销阶段( 见图1) 。这种把企业产品全流程内容

高度简化的目的和意义, 在于可以增强本研究的逻辑性, 同

时增强研究结果在企业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因为, 环节的简

化可以使问题说明更加明确, 推导过程更加清晰, 而且把核

心竞争力 “源”的识别划归到企业产品生产的各个具体阶

段, 可以使企业真正通过定量及定性的指标评价, 得出企业

的竞争优势到底来源于哪个阶段的哪项企业能力。

图1 企业产品全流程简化

3 产品全流程各阶段企业核心竞争力 “源”

识别

目前 , 各种理论和观点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源”的阐释

可以归结为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企业的成本优势主要

来源于规模经济、学习经济、工艺技术、产品设计、工艺流

程、生产能力利用、投入成本和剩余效率等方面。而企业的

差异化优势则主要来源于设计技术、制造技术、产品的属

性、附属服务、对顾客偏好的理解、外购品的质量、影响每

项活动的执行程序、员工的技术和经验、地址、纵向一体化

程度和营销能力等方面。在这些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的

来源中 , 有的是其它企业能够模仿的 , 而有的则是企业所

独有的 , 是企业长期生产经营所积累起来的 , 因而是其它

企业难以模仿的[4]。正是这些独特的、其它企业难以模仿的

优势源泉 , 构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 使企业能够长期保

持竞争优势。

但是 这 些 优 势 能 力 没 有 明确 到 企 业 产 品 的 流 程 中 ,

使得核心竞争力理论在企业实际识别应用中的可操作性

大大降低。因此 , 必须把企业核心竞争力“源”归结到企业

产品全流程的各个阶段中 , 企业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能力

及所拥有的各项资源。本文具体从产品全流程的3个阶段

展开分析。

3.1 研发阶段企业核心竞争力“源”识别

现代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研发 , 研发活动是企业科技活

动的基础和核心 , 是企业发展的源泉。企业要发展, 必须提

高R&D能力。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 , 提高企业核心竞

争力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依靠科技进步 , 加快新产品的开

发 , 并运用新技术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企业的劳动生产

率。近年来 , 我国企业为了增强竞争优势, 取得持续发展都

在不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

研究与开发是企业生产活动的起始阶段 , 科研和技术

革新不仅能使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大大提高 , 而

且能够提升企业的产品质量及产品客户满意度。研发阶段

可以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能力可以概括为: 研发阶

段的技术能力、研发阶段的创新能力、研发阶段的资源占

有能力( 这里的资源可包括资金、材料、劳动力等方面) 、研

发阶段的客户信息资源占有能力等。

3.2 生产阶段企业核心竞争力“源”识别

生产阶段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在经济全球化

的背景下, 让自己在生产上的比较优势通过合作或整合的

方式盘活起来 , 从而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 使企业能在激

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 , 进而逐步在技术研发和企业管理上

取得突破 , 让企业在“生产”方面培育出独到的能力。

生产是企业经营中最基本的活动 , 也是企业一切活动

的基础。企业的生产活动过程构成了企业的生产系统。生

产系统的构成要素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 : 一类是硬件要

素 , 主要包括生产技术、生产设施、生产能力和生产系统的

集成等 ; 另一类是软件要素 , 主 要 包 括 人员 组 织 、生 产 计

划、生产库存和质量管理等。在这些相关要素的相互作用

下, 生产阶段可以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能力可以概

括为: 生产阶段的技术能力、生产阶段的创新能力、对创新

产品投入生产的能力、生产阶段的资源占有能力 ( 资源的

徐建中, 荆玲玲 : 基于产品全流程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源”分析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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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同上) 、企业占有的独特地理位置资源、生产阶段企业

获取规模经济能力等。

3.3 营销阶段企业核心竞争力“源”识别

营销是指企业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 运用各种方法和

手段 , 使企业的产品( 或服务) 有效地转移到买方手中 , 并

使企业从中获得最大利润的一系列活动。营销的精髓是满

足顾客需求的实践。企业核心竞争力建立在“顾客需求”理

念的基础之上并且二者密切相关。在顾客导向型的经济

中 ,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优势能否维持长久 , 营销能力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营销阶段可以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

企业能力可以概括为 : 产品满足顾客需要的能力、产品市

场化能力、营销阶段的资源占有能力 ( 资源解释同上 ) 、产

品拥有的销售网络资源、产品拥有的品牌信誉资源、营销

阶段企业获得规模经济能力等。

这种划分把企业的优势能力分解到产品全过程的各

个阶段。为了说明这种企业核心竞争力“源”识别划分方法

的现实意义, 以一项非常重要而又特殊的资源———资金为

例 , 如果只粗略宏观地衡量一个企业具有资金优势 , 就说

资金占有能力是这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源”, 那么这个企

业的资金可以投入到研发、生产及营销的各个阶段。但如

果这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于其在研发阶段的高

投入, 而企业却把资金更多地投入生产阶段 , 这样 , 核心竞

争力“源”的模糊识别很可能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削弱甚

至丧失。因此 , 必须把企业核心竞争力“源”的识别具体到

产品全流程具体阶段上 , 才可以真正指导企业的各项管理

工作。

4 企业核心竞争力 “源”重构

通过以上分析 , 可以把基于产品全过程的企业核心竞

争力“源”内容结构重构如下( 见表1) 。

企 业 核

心 竞 争

力“源”

研 发

阶段

研发阶段的技术能力、研发阶段的创新能力、研

发阶段的资源占有能力 ( 这里的 资源可包括资

金、材料、劳动力等方面 ) 、研发阶段的客户信息

资源占有能力

生 产

阶段

生产阶段的技术能力、生产阶段的创新能力、对

创新产品投入生产的能力、生产阶段的资源占有

能力( 资源的解释同上) 、企业占有的独特地理位

置资源、生产阶段企业获取规模经济能力

营 销

阶段

产品满足顾客需要的能力、产品市场化能力、营

销阶段的资源占有能力( 资源解释同上) 、产品拥

有的销售网络资源、产品拥有的品牌信誉资源、

营销阶段企业获得规模经济能力

表1 企业核心竞争力“源”内容结构

另外 , 本文提出管理能力是基于以上各阶段具体能力

之上的企业能力 , 企业在管理方面的能力包括企业的组织

结构、文化、制度环境及企业学习能力等方面内容 , 可以认

为它是企业的辅助生产方面的能力, 它与基于产品全流程

的企业能力之间的关系见图2。

图2 企业能力内容划分结构

最后 ,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 , 识别其核心竞争力“源”的

具体做法是可以先从核心产品入手 , 基于核心产品全流程

识别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源”, 以此为主 ; 同时分析非核心

产品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源”, 以此为辅。二者相互结合共

同确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源”。现有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源”识别方法 , 可以应用于基于产品全流程的企业核心竞

争力“源”各阶段的识别。

5 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 , 企业之间的竞争取决于企业

核心竞争力的较量 , 而我国不少企业尚缺乏明显的核心竞

争力。面对加入WTO后大举抢滩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的挑

战 , 积极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我国企业的战略选择 [5]。

而正确识别企业核心竞争力“源”是培育和提升企业核心

竞争力的前提和基础 , 是每个企业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

大问题。要准确找出企业核心竞争力“源”, 实施基于产品

全流程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源”识别模式 , 必须注意以下几

点 : ①充分简化企业活动类型的划归问题 , 把企业所有活

动最大化地归结到研发、生产和销售各环节之中 ; ②明确

企业核心竞争力“源”识别的目的 , 主要是找出企业在哪个

阶段的哪项能力是优于竞争对手的、给企业带来持续竞争

优势和利润的; ③上文中第4部分所指的核心产品可以有

一种或多种 , 有多种核心产品时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源”识

别则要求把各种核心产品的识别结果整合考虑 , 最终确定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源”并不断予以加强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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