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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一致性在中国公司绩效下的实证检验

王大刚 ,席酉民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中国管理问题研究中心 , 西安 710049)

摘要 : 　回顾了国内外关于战略一致性理论的研究成果 ,基于中国 149 家公司的调查数据 ,利用积差相
关矩阵 ,从环境、组织、领导和战略四个方面对战略一致性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 ,相比绩效不
好的公司 ,绩效好的公司四类变量间一致变动的显著相关系数更多 ,并且这种差异在两组不同的公司间
统计性显著. 研究的实证结果支持了不同公司绩效下的公司战略一致性程度显著差异的假设 ,指出公司
应关注在环境、组织、领导和战略之间的协调 ,保持高度的战略一致性 ,研究结果对公司的战略管理实践

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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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Fit : An Empirical Test from Chinese Firms

WANG Da2gang , XI You2min
(School of Management ,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 Xi’an , 710049 ,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f strategic fit , an empirical test was develop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ategic fit and firm performance. Four dimensions including environment( E) , organization (O) , leadership (L)

and strategy (S) are considered. We analyzed the data from 159 Chinese firms by the product2moment correlation

matric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there are mo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n high performance firms

compared to the low performance firms. And it is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sample of firms. We concluded

that the firm which pursuit the high performanc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rategic fit among the four

dimensions. The discussion followed argued that the research on the strategic fit is signific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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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致性 (fit) 的概念源于种群生态学的模型和情境理论[1 ] ,是许多管理学理论尤其是战略管理理论中

的核心问题[2 ]
. 战略领域的学者们对战略一致性作了精彩论述 ,他们借鉴 20 世纪发源于欧洲的“格式塔”

心理学 (gestalt psychology) ,指出环境、组织和战略等多元素变量在变动时 ,整体上会呈现某种有组织的模

式 ,并称这种动态一致的适应性变动模式为战略“格式塔”[3 - 5 ]
. 也就是说 ,当塔内多种元素变量之一发生

改变时 ,组织内部往往会通过寻求某种程度的平衡 ,要求其他元素变量也进行相应的调整 ,并且是持续和

共同的调整[6 ] .

早期 Danny Miller 和 Peter H. Rriesen 的研究从组织内部不确定削减 ( uncertainty reduction) 、差异化

(differentiation)和整合 (integration)的角度 ,分析多变量的一致性变动 ,并使用了显著相关系数与总体对比

的量化方法[7 ]
. 本文将首先回顾战略一致性的相关文献 ,然后借鉴显著相关系数分析的量化方法 ,从实证

的角度检验中国公司管理实践中战略 (Strategy , S)和环境Π组织Π领导 ( EΠOΠL)的战略一致性问题 ,并最终得

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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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战略一致性 :理论与假设
N. Venkatraman 和 John C. Camillus 从不同战略学派角度进行的整合研究 ,对战略一致性构成的元素进

行了系统的分析 (表 1
[2 ] ) . 战略构成学派基于产业组织理论 ,认为公司在市场中的绩效依赖于公司参与竞

争的行业环境 ,因此该学派主要关注战略与外部环境因素之间的匹配一致 ;战略应用学派则关注战略与内

部元素之间的匹配一致 ,研究的主题是检验战略与组织结构之间的一致性 ;构成与应用整合学派则整合了

内外两个方面来研究一致性的问题 ,研究对象包括了战略、环境以及组织结构等 ;战略网络学派认为组织

的绩效不仅依赖于组织与外部环境和内部组织结构的匹配 ,同时还受到竞争对手的影响 ,因此该学派从以

往侧重单一组织的研究转移到多个组织层次的分析 ,创造了一种组织间网络关系的“新组织环境”,并通过

这种网络理论工具来分析不同组织之间的交易机制 ;此外 ,战略管理中某些互动模式可能并不是情境因素

决定的 ,它们是领导者有意识选择的结果 ,正是基于这个假定 ,战略选择学派关注领导者决策的价值 ;格式

塔学派则提出对于战略一致性全面的理解 :尽管各种元素变量之间的一致性并不一定包含了他们之间的

因果链条 ,但却能很好的解释组织是如何有效生存的现实 ,这是一种开放系统的观点 ,元素变量之间互动

传递的链条描述了组织科学情境的本质[8 ]
.

表 1 　战略一致性

学派 构成 代表性学者

战略构成学派 战略 ,环境因素 Bain ,1956 ; Chandler ,1962 ;Rumelt ,1982等

战略应用学派 战略 ,管理及组织机制
Channon ,1971 ; Grinyer& Yasai Ardekani ,1981 ; Stoinch ,

1982 等

构成与应用整合学派 战略 ,组织和环境相关决策 Andrews ,1971 ; Miles&Snow ,1978 ,1980 ;等

组织间网络学派 不同组织间的互动 Ansoff ,1982 ; Fombrun&Astley ,1983等

战略选择学派 战略 ,管理者意识及在组织中的影响 Child ,1972 ;Montanari ,1978 等

战略格式塔学派
综合包括战略、组织及环境等多种因素

的互动

Van deVen , 1979 ; Lawrence & Dyer , 1980 ; Danny

Miller ,1987 等

摘自 N. Venkatraman和 John C. Camillus ,1984对一致性概念的总结 ,作者进行了简化

　　战略格式塔的综合观点包括了战略、组织及环境等多种互动的因素 ,我们通过文献分析发现 ,大量的

战略一致性研究都基于各元素变量之间的不同组合 (图 1) . 例如 Yadong Luo 和 Seung Ho Park 对新兴中国

市场环境的研究指出 ,复杂的中国市场环境 ( E) 与分析者类型的战略 (S) 匹配一致 ,公司会取得较好的绩

效[9 ]
.早期 Tung 对环境 ( E)与组织 (O)的实证研究得出 ,三种环境维度 (复杂性、变动率和问题Π机遇惯性)

对组织特征有显著影响[10 ]
. Grinyer 等人研究英国 48 家大公司发现 ,战略 (S)与组织结构 (O) 之间的关系是

稳定的 ,战略与结构之间的协调一致与环境冲突 ( hostility) 负相关 ,与财务绩效无关 [11 ]
. O’Regan 和

Ghobadian 在研究领导 (L) 、战略 (S)与绩效关系时指出 ,只有有效的领导才能形成组织战略的竞争优势从

而带来高于平均水平的绩效[12 ]
. Keats 和 Hitt 使用从 110 家大型制造业公司调研得到的环境和组织方面的

数据 ,研究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整合模型 ,其中的因素包括环境 ( E) 、战略 (差异化) (S) ,公司规模、组织结构

(部门化) (O)与绩效[13 ] . Weiner 和 Mahoney 的模型把环境、组织和领导 ( E2O2L)变量进行了整合 ,利用利润、

利润率和股票价格三个绩效指标分析了 E2O2L 变量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14 ] ,并得出公司绩效是组织特

征和领导者决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领导者战略选择来指引公司未来的方向 ,对公司未来成败有决定意义.

John 等人的绩效方程式包括了外部变量的工业环境和战略 ( E2S) ,内部变量的组织结构与管理类型 (O2
L) [15 ]

. 以上所列举的研究成果说明 ,好的公司绩效是两个或者多个元素例如环境、战略、(组织) 结构等相

互协调一致的结果[16 ]
,环境、组织结构、战略等元素之间是否能协调一致与公司绩效有着必然联系[17 ]

.

近年来国内的专家学者关注战略一致性的问题 ,并从微观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 ,例如企业规划 (BP)

和信息系统规划 ( ISP) 的战略一致性[18 ] [19 ]
,然而从整体的视角 ,尤其从 EOLS四个方面来研究战略一致性

的文献并不多见 ,因此 ,我们在整合以往战略一致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借鉴 Khandwalla 以及 Danny M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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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战略一致性研究中元素的组合

等人的研究方法[20 ] [7 ]
,把“一致性的变化”理解为结构性元素之间表现

出的显著相关性 ,并把战略一致性中的组成元素定位在环境、组织、领

导与战略制定 ,利用显著相关系数在总体中的表现来论证不同绩效企

业中的一致性变动程度的强弱 ,从实证的角度考查中国企业管理实践

中战略一致性的状况. 我们认为 ,一个公司如果想取得良好的绩效 ,需

要在以上四类元素变量之间保持一致性的变动 ,而在成功的公司中这

种变动的相关性表现的更为明显. 因此提出假设 :

H1 :绩效好的公司战略一致性程度高 ,对应的环境、组织、领导和战

略的变量间的相关程度显著.

H2 :绩效不好的公司战略一致性程度低 ,对应的环境、组织、领导和战略变量间的相关程度不明显.

H3 :绩效不同的公司战略一致性程度不同.

3 　研究设计
311 　数据来源

此次参与调查的公司来自 15 个省市自治区 ,其中 :东部地区 29 家 (北京、河北、上海、浙江、福建、山

东) ;中部地区 46 家 (山西、河南、湖南、广西) ;西部地区 74 家 (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 问卷全部采

用了Likert7 分评判形式 ,分别由来自不同公司的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EMBA 学员与高培中心高级经理

培训班学员填写.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从 2004 年 10 月到 2005 年 10 月 ,共发放问卷 500 份 ,回收 156 份 ,回收

率 3112 % ,其中有效问卷 149 份.

312 　变量与量表

环境的测量采用 Justin 和 Robert 以及 Justin 和 Tan 的量表 ,使用了复杂性 ( Complexity) ,动态性

(Dynamism)和敌对性 (Hostility)三个变量 ,“这些环境变量可以提供一个分析框架用于检验环境对转轨经济

下管理者战略选择的冲击[21 ,22 ]”.

组织结构部分借鉴 Mliller 和 Friesen
[23 ]在研究组织转型时提出的组织衡量方法 ,这符合本文一致性假

设中动态变动的含义 ,三个变量分别为组织对外部环境的反应 (Scanning) 、组织内部的控制机制 (Controls)

与内部信息沟通系统 ( Intern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

战略变量的选择经过了比较综合 ,分析了战略制定理性模式中具有代表性的 Miller (1978) 、Miller

(1979) [24 ]和 Miller 和 Friesen (1983) [25 ]的研究结果 ,最终采用战略制定的八个变量.

领导的测量基于 Danny Miller
[26 ] 在不同类型公司下企业家特征的研究 ,从三个方面衡量 :创新性

( Innovation) 、前瞻性 (Proactiveness)和冒险性 (Risk Taking) .

公司绩效则采用了通常使用的销售增长与利润率两个指标. 在量表中设计了包含不同时间区间“贵公

司的绩效 (销售增长Π利润率)相对于同行业竞争者”的问题 ,用于根据绩效给公司分类.

研究中对量表采用了回译法 (back translation) [27 ]
,我们根据讨论、对比和修正语言差异最终确定中文

量表.

需要指出的是 ,考虑到国内企业高管更迭频率 ,在时间区间的确定上 ,我们比西方战略惯例选取的五

年采用了较短的区间 ,选取“今年”与“过去的三年”以最终获得各个变量的变动值.

313 　检验

研究中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的分析. 通过使用 LISREL ,经过调整后验证了用于测度

EOLS的 17 个变量. 通过 SPSS软件对各个变量的分析 ,本研究中对应的 Cronbach’sα值均大于 017. 修正后

的测度模型卡方值 1138 小于 3. CFI为 0196 ,NNFI为 0195 ,达到了较好的拟合效果 ;RMSEA 为 01071 ,小于

0108 的一般标准.

314 　方法

根据销售增长和利润率两个指标得分是否一致 ,从 149 家公司中剔除了 23 家在两指标表现冲突的公

司 ,剩余 126 家 ,然后分为绩效好的公司和绩效不好的公司 ,正好都为 6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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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调查得到的数据结果 ,首先求得 EOLS 中每个变量的“变动”值 ,即根据不同时期打分结果 ,求两

者的差值 ,然后对变动值求每个部分的算术平均值. 最后利用积差相关矩阵 ,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显著性以

及进行样本间差异的统计显著性检验.

表 1 　环境、组织、领导与战略制定变量分析结果的积差相关矩阵a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复杂性
11000
1. 000

. 39933

. 32333
. 081

- . 093
. 54533

. 049
. 56533

. 002
. 45833

- . 030
- . 33733

- . 183
. 31233

- . 134
. 48433

. 022

. 237

. 55333
. 48133

- . 033

. 079

. 184
. 023

- . 126
. 111
. 086

. 208

. 48533
- . 031
. 005

. 341 3 3

. 009

动态性
1. 000

1. 000
. 258 3

- . 038

. 190

. 193

. 240

. 222

. 047

. 112

- . 233

- . 158

. 117

. 104

. 077

. 117

. 065

. 290 3
- . 152

. 40333
. 057

. 250 3
- . 047

- . 154

. 023

. 147

- . 257 3

. 260 3
. 084

- . 113

- . 119

. 037

敌对性
1. 000
1. 000

. 056
- . 023

- . 058
- . 055

. 084

. 047
- . 253 3

- . 131

- . 169
. 076

. 182

. 101
- . 147
- . 061

- . 016
. 152

- . 142
. 052

- . 33933

- . 257 3
. 134
. 125

. 163

. 069
- . 001
- . 178

. 021

. 157

环境扫描
1. 000

1. 000

. 70333

. 53933
. 62233

. 39233
- . 44333

- . 240

. 131

. 086

. 53133

. 39133
. 41533

. 040

. 67233

- . 035

. 125

. 127

- . 030

- . 002
. 46633

. 203

. 43133

- . 088

. 203

. 52133
. 67033

. 203

内部控制
1. 000
1. 000

. 78533

. 73033
- . 222

- . 37933
. 043

- . 221
. 63833

. 268 3
. 320 3

- . 033

. 44233

. 028

- . 118
. 228

- . 166
. 134

. 53633

. 48433
. 252 3

. 044

. 164

. 117
. 57933

. 216

沟通系统
1. 000

1. 000

- . 263 3

- . 42633
- . 202

- . 203

. 70533

. 37433
. 32533

. 075

150733

1075

- . 36033

. 188

- . 32433

- . 025

. 70833

. 41433
. 46633

- . 044

. 260 3

. 078

. 70633

. 226

创新性
1. 000
1. 000

. 067

. 43633
- . 268 3

- . 168

- . 141
. 085

- . 157
- . 010

. 111
- . 032

. 081

. 37433
- . 34333

- . 237

- . 34233

. 080

- . 132
. 012

- . 38133

- . 229

前瞻性
1. 000

1. 000

- . 234

. 106
. 37333

- . 109

- . 058

. 176
. 39733

. 127
. 32733

- . 070
- . 43433

- . 114
- . 43733

. 118
- . 297 3

. 199

- . 207

. 077

冒险性
1. 000
1. 000

. 080

- . 33733
. 52333

- . 064

- . 267 3

. 47033
- . 37433

- . 250 3
. 62033

. 51333
. 44133

. 063

. 192

. 215
. 50133

. 46933

决策整合性
1. 000

1. 000

. 159

. 126

. 222

. 078

. 140

. 160
. 287 3

- . 114

- . 028

. 143

. 133

. 116
. 45233

- . 229

决策专业性
1. 000

1. 000

. 085

. 241

. 041

- . 062

. 33333

. 296 3
. 61433

. 268 3
. 40433

- . 183

. 67733

. 150

决策复杂性
1. 000

1. 000
. 48533

- . 073

- . 35133

. 58233
- . 38633

. 37033
- . 112

. 138

- . 161

. 66233

未来规划
1. 000

1. 000
- . 35233

. 174

- . 140

. 093

- . 076

. 064

- . 026

- . 035

决策前瞻性
1. 000

1. 000

. 50333

. 43433
. 57333

. 236

. 68733

. 74533

行业经验
1. 000

1. 000
. 33633

. 089

. 75533

. 37333

风险规避性
1. 000
1. 000

. 44133

. 321 3

战略明确性
1. 000

1. 000

a 矩阵内上下的相关系数分别对应绩效好和不好的企业样本 ,两者样本量均为 63 　3 3 p < 0101 , 3 p < 0105.

4 　实证结果与讨论
表 2 　环境、组织、领导与战略制定四部分相关矩阵a

1 2 3 4

1 环境
1. 000

1. 000

. 349
( 3 3 )

. 111

. 044

- . 047

. 038

. 314
( 3 )

2 组织
1. 000

1. 000

. 276
( 3 )

. 001

. 550
( 3 3 )

. 249
( 3 )

3 领导
1. 000

1. 000

- . 010

. 194

4 战略
1. 000

1. 000

a 矩阵内上下的相关系数分别对应绩效好和不好的企业 ,

两者样本量均为 63 3 3 p < 0101 , 3 p < 0105.

表 1 矩阵展示了各变量间积差相关矩阵计算的结

果. 矩阵中上下两行的值分别对应的是绩效好和不好

公司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矩阵中 17 个变量对应了 136

个相关系数. 根据假设 1 ,绩效好的公司各变量间显著

相关系数的数目要多于不好的公司. 从表 1 得出 ,在

0101 和 0105 的显著性水平上 ,绩效好的公司变量间显

著相关的系数共有 71 个 ,而绩效不好的公司为 35 个 ,

这从数量上支持了假设 H1 和 H2. 表 2 是 EOLS元素之

间的相关矩阵 ,从表中看出全部的 6 个相关系数中 ,绩

效差异的公司中显著相关系数是 3 和 2 ,并且绩效好

的公司数值显著性表现更高一些 (1 个在 0101 水平显

著) . 表 3 总结了实证分析的结果 ,我们对两部分样本

公司中显著相关系数数量的差别进行了显著性统计检验 ,从 p 值看出差别是非常显著的. 从分析结果发现

绩效不同的公司中 ,绩效好的企业战略一致性程度高 ,反之则较低 ,因此 ,本文实证研究的结果支持了假设

H3 ,即战略一致性在不同公司绩效下具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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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绩效差异公司间显著性相关数比较与检验

显著性水平

绩效好公司 绩效不好的公司

显著相关数

(变量间)

显著相关数

( EOLS)

显著相关数

(变量间)

显著相关数

( EOLS)

相关数差异的

显著性检验 p 值

P

. 01 59 2 26 1

. 05 12 1 9 1

数目 71 3 35 2

总数 136 6 136 6

0. 000

　　迈克波特指出 ,追求一致性要考虑整体战略与组织内部管理活动间的协同 ,管理行为之间的互相促进

和扶持 ,并对各种关键元素的匹配进行优化 ,战略一致性可以带来持久的成本削减和差异化经营 ,从而增

强公司的竞争优势[28 ]
. 本文基于中国 149 家公司的实证结果表明 ,关注管理实践中环境、组织、领导与战

略的协调一致 ,公司可以取得更好的绩效. 本文的研究在中国情境下对西方战略一致性理论进行验证和发

展 ,对中国公司的战略管理实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当然我们的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例如选取公司的

样本数量不够丰富 ,对一致性仅仅利用显著相关系数的对比而并未能深入考查元素间的互动机理 ,这些都

将是今后需要探讨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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