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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技术经济时代知识型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一”“

口田 敏 [西华大学 成都610039]

口苗维亚[电子科技大学成都6l0054]

[摘要]新兴技术经济时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成为了政府、学术界、企业界关注的焦

点。知识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也是如此。本文从能力理论的各流派观点入手，分析核心竞争

力及竞争优势、企业核心能力系统层次模型，提出核心竞争力构建的思路，对知识型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打造做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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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技术经济时代，电子、通讯、计算机等高科技迅猛发

展，消费者对新产品、新服务不断追求，一大批以知识为基础

的企业(知识型企业)迅速崛起，并成为了世界经济中新的增

长点，同时知识型企业也正逐渐成为各国在世界经济中赢得

竞争优势的关键力量。我国知识型企业起步虽晚，但发展迅

速，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如何使知识型企业立足于日趋激

烈的竞争环境，并获得长远发展，已成为了政府、学术界、企业

界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从能力理论的各流派观点入手，通

过分析核心竞争力及竞争优势、知识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

建三个方面对知识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做一些探讨。

一、核心竞争力理论各流派的观点

关于核心竞争力理论的演进，1939年张伯伦是第一个提

出“竞争优势”概念的学者，企业经营战略理论中最早提出“能

力”这一概念的是菲利普·塞尔尼科(P．selznick，1957)，他在

《行政管理的领导艺术》一文中提出了“能力”和“特殊能力”的

概念。王秉安(2000)专门分析了企业竞争战略理论阶段，他

认为该阶段由于研究侧重点不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20世

纪60年代以来侧重研究战略管理；2)80年代以来侧重研究市

场结构；3)90年代开始着重研究企业素质，以核心竞争力研究

为侧重点，成为了最新的企业理论。在此基础上邓于君

(2002)进一步指出了现代企业能力理论主要经过三个演进与

发展阶段：发展阶段企业内部成长论(E．PeIlrose，1959)；深入

阶段企业资源基础论(Birger wemer Felt)，创新阶段企业核心

能力论(Prahalad＆Hamel，1990)。与之相对应的有结构学派、

资源学派、能力学派，三大学派的关系则呈现顺次演进态势。

(一)结构学派

该学派又称内部成长学派、产业结构、产业定位学派。其

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著名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0卜

ter)教授。他从产业角度入手分别提出了该战略理论。认为

“竞争优势是竞争性市场中企业绩效的核心”，“一个企业的竞

争战略目标在于使公司在产业内处于最佳的定位，抗击五种

作用力，即同业者、替代者、潜在就业者、购买者和供应者。”同

时波特提出企业获得竞争力的三种基本战略：总成本领先战

略、差异化战略、目标集聚战略。

(二)资源学派

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皮特瑞夫(Peneraf)、罗曼尔特

等。该学派认为能力是指公司的安排、使用资源并获得一定

结果的能力，公司能力是基于信息的、有形的或无形的组织程

序，能力由长期而复杂的资源互动产生。企业是以自有资源

存量为基础的，并通过资源流量的增加籍以形成异质性能力，

企业是能够提供优越租金的唯一资源组合，他们认为由于外

部环境的变化对所有企业都是同质的，所以具有竞争优势的

企业最终要依赖于组织内特定资源。该观点认为关键资源的

评判标准为：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和替代性。

(三)能力学派

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普拉哈德和哈默等。该理论认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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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使一个组织比其他组织做得更好的特殊物质就是组织的能

力或特殊能力，企业的能力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一系列共同价

值系统、管理者所拥有的独立管理和诀窍。组织拥有的核心

技巧能使其开发出带来收益的产品和服务，核心技巧的组织

整体所拥有的关键能力，是组织战略的关键。

(四)各流派的比较

从各流派研究的重点和其核心竞争力构建的角度来看，

结构学派研究的对象是产业，是基于企业外部环境中行业结

构和对竞争行为的影响实施静态角度研究；能力学派研究的

对象是企业；资源学派研究的是内外部结合，并且两者都从动

态角度进行分析和实施。

结构学派将企业看作一个黑箱，能力学派和资源学派则

打破了企业的黑箱理论，认为被视为“黑箱”的企业资源和能

力是构成企业持续竞争力的源泉。资源论强调的基础是降低

短期成本、提高效率，从而提高企业业绩，增强企业竞争力，但

核心竞争力的内涵远不止于此。核心竞争力更侧重于企业长

期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看，能力学派是对资源学派的扬

弃和发展；结构论偏重了竞争力的外生性，认为企业的竞争力

来自合理的战略设计；能力论则更强调了竞争力的内在性，认

为长期积累形成的能力造就了企业竞争力。

二、核心竞争力与竞争优势

(一)核心竞争力的特征

核心竞争力又叫核心能力，我们将它概括为是在组织内

部经过整合了的知识和技能，是企业组织中积累性学识，尤其

是那些企业组织中能够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和整合各种技能的

能力。

核心竞争力一般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核心竞争力的积极性。核心竞争力是一种内在的

能量，这种能量是企业特有的，能为顾客提供关键价值，能为

企业带来巨大的收益。

第二，核心竞争力的辐射性。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很强

的辐射性，其辐射性同时体现在其延展性方面，核心竞争力能

够不断推出一系列的新产品，具有旺盛和持久的生命力。

第三，核心竞争力的不易仿制性。核心竞争力是一种稀

缺性资源，竞争对手很难对其进行仿制、模仿和取代。[11

(二)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是在市场上和别的竞争者对比表现出来的、在

某一方面有着强市地位的表现形式。Michael E．Porter认为企

业可以拥有两种基本竞争优势，即低成本或差异性。刘景江

指出：企业竞争优势由核心竞争力、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

人才资源、高生产率、有弹性的组织结构、技术、低成本生产、

新产品或服务等8个主要因素构成。

(三)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

竞争优势是企业发展的基础，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长期竞

争优势的关键所在，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原因，企业只有关注核

心竞争力，才有可能在残酷的市场上发展壮大。独特的核心

竞争力是多种因素长期积累沉淀形成的。企业要提高核心竞

争力，拥有长期竞争优势，关键是对各种资源进行整合，尤其

是关注特殊的资源环节，将自己的经营重点放到自己拥有最

大优势的价值链环节上，优化企业的价值链，提高核心竞争

力，增强竞争优势。

三、知识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

从上面各学派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诠释，可以看到核心

能力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面很广，包括企业内部、外部、软硬

件等方面；核心能力表现形式多样，包括知识、能力、技术、文

化等。表一列出了中外一些知识型企业的核心能力。

袁l 中外知识型企业核心能力表

公司名称 核心能力

索尼 微型化技术

本田 小型发动机设计和开创性的市场营销和分销能力

微软 优越软件条件

GE 以前是技术，现在是管理，人力资源培训

戴尔 直销能力

市场的整合力，通过企业与市场机制及产品功能与用户
海尔

需求的整合

长虹 技术吸收、创新能力、低成本扩展能力

c1Ms。管理团队。cTRIP理念，3c商务模式，商业联盟与
携程旅行网

风险融资能力

资料来源：季玉群等．知识性企业核心能力分析及其综合评价研究．北京：

科研管理，2004．4

知识型企业的核心能力是蕴涵于企业所涉及的各层次

的、企业所独具的、能使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动态发展

的、积累性的知识系统。由此，可将知识型企业的核心能力由

如下层次模型来描述(图l所示)。

核心能力系统

能力元 能力构架

核心市场能力 环境元 环境元之间的关系

层次 核心技术能力 技术元 技术元之间的关系

核心管理能力 管理元 组织构架(硬)，文化(软)

图1核心能力系统屡次模型

在这一模型中可看到，核心能力系统划分为三个层次：核

心市场能力、核心技术能力和核心管理能力。三个层次的能

力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构架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就要从这三个层面入手，形成空间、平面相互交织

的系统，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下面将进一步阐述核心竞争

力的三个层面，并以Intemet公司知识管理平台系统构建在知

识型企业中的运用作为实例进一步探讨。

核心市场能力是企业在市场大环境中对与之发生关系的

各环境元的认知与反应能力。环境元包括政府、金融机构、供

应商、顾客或客户、竞争对手、大学、科研机构、其它社会组织

及个人等。核心市场能力代表企业外在形象，是企业最易被

感知的外部特征。核心市场能力可以使企业正确处理企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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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环境元之间的关系，为企业营造出良好的外部生态环境。

核心技术能力是企业在主营业务领域对技术元的研发能

力、创新能力、整合能力和延展能力。技术元包括各种专利、

专有技术、技能、学科知识、产品、元件等。核心技术能力可以

说是核心能力中的核心，其包含着各种技术、技能的和谐融合

使得难以模仿。

核心管理能力是企业对管理元的开发、处理、组织、沟通

和整合的能力。管理元包括企业资产、人力资源、职能部门、

子公司、界面、企业战略和企业文化等。核心管理能力是企业

形成核心能力的基础。其中，企业资产、人力资源、职能部门、

子公司、界面、企业战略等可称为硬管理元，互相之间形成核

心管理能力的组织构架(硬)；企业文化可称为软管理元，弥漫

于企业之中，形成核心管理能力的文化氛围(软)。【21

知识的有效获取和快速流动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的支

撑。IIltemet公司在实际工作中，立足于建立企业知识管理平

台系统，提高企业获取知识的效率，构建知识型企业核心竞争

能力。

在构建过程中，企业根据自身的管理方式，建立Intemet

系统、数据库、构建企业内部的通信和协作平台；引入业务集

成系统，如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对采购、生产、库存、销

售、财务等各环节进行系统集成管理。通过知识数据库的建

立，筛选、分析企业内部数据、文件、档案，融合成可用的知识，

并储存于企业内部的数据库中。通过内部知识系统化网络，

使企业中每一位成员都能容易地从数据库中获取所需的知

识。[31利用网络功能快速地收集外部各项已文件化、档案化的

数据、资料，或已经分类整理的知识，提高知识获取的效率(微

软知识管理平台系统如图2所示)。

在建立知识管理平台系统时，要特别注意繁杂数据的处

理，立足于数据的运用，使知识库不断更新和优化；将数据库

作为一个知识的集散地，使知识在汇集、更新和流动中发挥更

大的效用；注意对知识的分类、评估、开发、共享管理以及知识

数据库的建立与更新。

四、结束语

圉2微软知识管理平台

传统上对核心竞争力的分析往往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

组织形式、规模与行业特点等方面考虑，实际上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构架是一个多层次、立体的空间结构，它主要包括核心市

场能力、核心技术能力和核心管理能力三个层面。伴随着世

界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知识型企业和传统企业一样

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在此形势下，中国知识型企业必

须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以持续快速创新差异化产品来满足

顾客的个性化需求，从而获取新的竞争优势。知识型企业在

构建过程中应注意建立企业知识管理平台，提高知识获取的

效率，实现数据共享。本文正是从此角度对知识型企业核心

竞争力的打造做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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