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企业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 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元

素，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载体。企业成长才能带动经济成长，
企业成长方式及路径对经济增长模式具有重要的影响。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1］，今后要注重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

方式转变，“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在此宏观背景下，
研究企业成长方式及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

值。

1 系统学原理与共轭机理

企业是具有生命特征的特殊复杂适应系统。企业系统

在成长演化过程中的系统整体功能表现为在投入—产出

的基础上不断满足社会需求，获取利润，创造社会财富。从

不断适应环境和整体功能的达成绩效来看， 企业从无到

有，再从有到无的演化过程具有生命特征。 企业生命特征

常用企业生命周期来表征，可用企业生命力来刻画。
系统学原理指出：（任何）系统具有二象性 ［2］。 系统二

象性具有以下性质：①任一系统皆可分出二象结构；②二

象间是互根的；③二象间是动态的，且是互动的；④二象间

存在空间上的差异；⑤二象双方一虚一实。
企业竞争力与企业成长力是企业系统的象。企业竞争

力（以下简称竞争力）是指企业通过企业内外资源的整合

和利用，以技术创新的系统行为，使其提供产品和劳务的

价格和非价格特性， 比竞争对手具有更大的市场吸引力，
从而能够在适应、 协调和驾驭外部环境的过程中成功获

利。 企业竞争力是企业在市场空间的扩张能力，是企业系

统的实象，取决于过去和当前决策的影响，可用多维的评

价函数来表征。企业成长力（以下简称成长力）是企业通过

改善企业组织、整合企业资源、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使

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实现资产增值， 达到整体扩张优势，

从而获取社会公众信任并形成一定抵抗外部环境风险的

能力。显然，企业成长力受当前决策和对未来预期的影响，
可用不显含时间的多维预测函数来表征，是企业系统的虚

象。
企业系统的二象性集中体现在企业竞争力与企业成

长力之间的共轭关系。 共轭关系是指系统演化过程中，若

干要素或其结构、功能在密切联系、实现系统整体功能过

程中，表现出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协调的、动态的对称

关联关系 ［3］。 共轭关系有要素共轭、结构共轭和功能共轭

等表现形式。具有共轭关系的子系统称为共轭体系。通常，

共轭体系在系统演化过程中具有紧密联系要素、相对稳定

结构、协调整体功能、促进环境适应性等特性，并伴随系统

能量的变化而发生特定性能的转变。企业竞争力与企业成

长力是企业系统成长演化过程中表现出的系统功能特征，
具备共轭关系。

2 竞争力与成长力的共轭关系分析

竞争力与成长力是企业生命力构成部分，在实现企业

系统整体功能及企业系统成长演化过程中具有共轭关系，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成长力来自于竞争力，竞争推动成长。资源的稀缺

导致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市场空间中，相关领域内的

不同行为个体会为获得资源而产生利益纷争。 《物种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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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们， 竞争是获得最终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唯一途径。
因此，成长是竞争的结果。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通过学习、创

新、聚力获得更多优质资源，从而取得生存权，进而凭借良

好绩效获得发展，实现成长。 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是在竞争中成长壮大的， 没有竞争也就没有成长 ［4］。
实质上这说明成长的驱动力是竞争。

（2）竞争力与成长力具备关联特性。 企业成长力与竞

争力既相互作用又互为依托，通过两者之间的共性因素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表现为生命周期时序上的递进与共生。
二者之间相互关联，任一水平的一方必须有确定水平的对

方与其相适应，当两者之一发生变化时，会通过一定的传

导机制作用于对方，使另一方逐渐变化，直到达到另一水

平的均衡，两者重新相互适应为止。 在与外部环境相适应

的前提下，竞争力的增强将带来企业的发展，体现为成长

力增强， 而同时成长力的增强又将有利于企业进一步发

展，如获取社会及公众信任，有利于企业融资和人才招聘，
提升企业凝聚力等，从而吸引更多外部资源，提高效率与

效益，从而又显现出竞争能力的提升。反之，两者又表现出

相互制约的关系，互相阻碍，从而使企业生命力减弱。竞争

力与成长力的这种循环或往复，从企业外部视角看，则表

现为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兴衰与成败，构成了企业成长的足

迹。两者既相互依托、相伴相生，又互相促进、相互制约，共

同推动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竞争力

是具备竞争特性的成长力，而成长力是带有成长特性的竞

争力。
（3）竞争力与成长力存在双驱动机理。 竞争力与成长

力的共轭关系是动态的，表现为共轭双驱动机理，即两者

之中任一方的发展变化都将通过一系列相互促进、互相制

衡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对方， 既要求对方与其协调发展，产

生拉动效应，又从多方面驱动对方发展变化，产生推动效

应。在市场空间较大的情况下，一方面，同一行业中的企业

竞争力越强，则其成长力越大。处在同一行业中，企业所受

到的外部产业政策、法律、人文、政治环境相同，企业竞争

力越强就越能比同类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面临更多发展

机会，表现出更强的增长势头；另一方面，同一行业中外部

环境趋同，企业的成长力越大，其未来竞争力越大。如果两

家企业具有相同的竞争力， 那么哪家企业的成长力越大，
该企业在未来相同时段内实力增强得会更快，发展空间会

更大。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该企业未来某时刻的竞

争力也必然较大。 反之，竞争力（成长力）弱将导致资源获

取能力差，丧失机会，从而将制约成长力（竞争力）的增强。
因此， 企业的成长力和竞争力的相对变化遵循双驱动机

理。
综上所述， 企业作为具有生命特征的复杂适应系统，

在实现其系统功能中表现出生命力。竞争力与成长力是企

业生命力在不同属性空间上的投影，两者在实现企业系统

整体功能的演化过程中呈现共轭关系。 在企业成长过程

中，企业竞争力增强将带动企业成长力的增强，而企业成

长力的增强又将逐渐带动企业竞争力的增强。

3 基于共轭机理的企业成长路径分析

企业成长是指行为主体经过改变实践检验的惯例积

木及其组合而形成的内部模型，从而使其自身具有更高环

境适应度的过程。 积木的概念取自 CAS 理论，是指适应特

定环境的机制 ［5］。
管理万能论认为， 企业绩效主要取决于企业管理，即

认为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竞争力与企业成长力都将不断

增强。 管理象征论则认为，企业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

有限的，并受外部因素的制约和约束，即认为企业竞争力

与企业成长力的变化主要受外部环境波动的影响 ［6］。 事实

上，现实是以上两种理论的综合。因此，企业成长中的企业

竞争力与企业成长力可被视为波动增长。
由此，可从企业竞争力与企业成长力角度刻画企业成

长路径。相应地，可得到以下 6 种典型的企业成长路径，如

图 1~图 6 所示。

图 1 M 型成长路径

图 2 N 型成长路径

图 3 U 型成长路径

图 4 O 型成长路径

图 5 F 型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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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M 型成长路径

在 图 1~图 6 中 ，射 线 （实 际 可 能 为 曲 线 ）L 表 示 企

业 竞 争 力 与 企 业 成 长 力 协 调 状 态 ，代 表 企 业 生 命 力 ，其

延 伸 方 向 表 示 企 业 成 长 伴 随 着 竞 争 力 与 成 长 力 都 增

强；竞 争 力 与 成 长 力 为 企 业 生 命 力 射 线 的 投 影 ；图 1 中

A、B、C、D、E 点 是 企 业 竞 争 力 与 成 长 力 与 生 命 力 射 线

的 交 点（其 它 图 略），是 企 业 成 长 过 程 的 拐 点 ，表 示 企 业

成 长 力 与 竞 争 力 达 到 的 协 调 状 态 ； 角 度 α 是 成 长 力 与

竞 争 力 的 耦 合 度 ，表 示 企 业 生 命 力 与 两 者 内 在 协 调 度 。

现 实 中 的 企 业 复 杂 成 长 路 径 可 理 解 为 以 上 几 种 典 型 的

叠加。

从图形拟合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企业成长方式差异主

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初始状态点，另一个就是波动幅

度。这主要是因为企业的产权结构、规模、类型以及所在产

业等不同，从而对经济或商业周期及机会等外部环境因素

变化的反应速度不同或存在时滞。现实中的企业复杂的成

长路径可理解为以上几种典型的叠加。

本文所给出的基于共轭的企业成长路径图，表示了共

轭双驱动原理的内涵。 如 M 型增长路径图所示，随着企业

成长，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不断拉动成长力的增长，反过

来，成长力的增长也使竞争力不断增强；同理，在其它路径

图中也可以看到，成长力（竞争 力）的 衰 退也 导 致 竞 争 力

（成长力）的不断后退。 这些点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

点”，也可以看作是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拐点，企业在此时的

决策尤为重要，能否适应环境直接决定了企业未来一段时

间内的发展状况［7，8］。

4 结论

本文从系统学原理角度明确了企业竞争力与企业成

长力的共轭关系，并从起源、特性和机理 3 个方面对企业

竞争力与成长力进行共轭关系分析，最终得到 6 类典型的

企业成长路径。本文所给出的 6 类典型路径图对明确企业

成长路径、研究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对研

究相关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所提出的共轭观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所指出的

共轭破缺现象对研究当前我国中小企业“长不大”问题具有

较重要的理论意义。 此外，本文所给出的双驱动机理对研究

相关企业成长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所得出的 6 类典型

成长路径图对明确企业成长路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一

定的理论意义，对相关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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