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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核心竞争力不仅为企业 自身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是推动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的重要力量。在总结近十年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是 

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文化的综合产物的新见解，并提 出了强化管理与维护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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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21世纪以来，企业核心竞争力逐渐引起 

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它对于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经 

济发展的重要性逐渐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一时 

间兴起了关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的热潮。到目 

前为止，对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定义尚存争议，企 

业核心竞争力对于企业和社会经济的作用也众说 

纷纭，但有一个观点是统一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是 

推动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将来，企业 

核心竞争力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职能。 

一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 

I．原始定义 

1990年，美国密西根大学商学院教授普拉哈 

拉德(c．K．Prahalad)和伦敦商学院教授哈默尔 

(G．Hame1)，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论文《企业 

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 

ration)中，正式提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概念 ： 

“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如何 

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 

学识。” 他们认为企业核心能力就是一种学识， 

就是一种可以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学识。可以说， 

他们二人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概念，却给了一 

个极不严密的定义。 

2．张氏定义 

在中国大陆，关于企业核心竞争力流传最广 

的定义要数张氏定义，即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教授张维迎博士的定义。他认为：“企业核心竞 

争力是企业内部所拥有的具有独特性的资源和能 

力。”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偷不去，买不来，拆不 

开，带不走，溜不掉”的特点。 J 

由于原始定义的不严密，致使此后对于企业 

核心竞争力的定义五花八门，甚至出现偏差和错 

误理解。战略、技术、资本、质量、渠道、客户、品 

牌、速度、创新、组织方式、管理制度、知识产权、人 

力资源、企业文化、学习能力等等因素，都曾被定 

义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也有人综合起来定义的。 

笔者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能简单等同于 

市场竞争优势，诸如战略、技术、资本、知识产权、 

人力资源等等因素虽能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具有 
一 定优势，但这些优势都是短期的、可复制的，也 

许第一次竞争中资本这一因素使得企业击败对手 

赢得市场，但第二次却不尽其然。 

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成 

什么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围绕着这一问题， 

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创新 

能力和企业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 

1．创新能力 

二十世纪初，美籍经济学家约瑟夫 ·阿洛伊 

斯 ·熊彼特(Joseph Alois Sehumpeter)在《经济发 

展理论》一书中阐明了“创新理论”这一概念。 J 

以后，“创新理论”又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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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 

的剥削事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创新理论”为企业 

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强大的 

理论支持，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直到今天，我们仍 

在积极地倡导创新理念，正所谓“创新是企业的 

生命之所在”。 

(1)创新能力的内涵 

在近十年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于创新能力 

的内涵逐渐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创 

新能力是个体运用一切已知信息，产生某种独特、 

新颖、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品的能力。它包括 

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三部分，核心是创 

新思维；第二种观点认为创新能力表现为两个相 

互关联的部分，一部分是对已有知识的获取、改组 

和运用，另一部分是对新思想、新技术、新产品的 

研究与发明；第三种观点从创新能力应具备的知 

识结构着手，认为创新能力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包 

括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工具性知识或方法论知识 

以及综合性知识四类。 

综上所述，创新能力是运用知识和理论，在科 

学、艺术、技术和各种实践活动领域中不断提供具 

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新思想、新理 

论、新方法和新发明的能力。 

(2)创新能力的功能 

①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动力 

企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好的产 

品、好的服务、低成本就是企业发展的动力。笔者 

认为，虽不能全面否定这种看法，但只能说这种观 

点仅仅看到了问题的表象，没有透过现象抓住问 

题的本质。动力是什么，是能推动企业不断前进 

的力量，而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和低成本只是一时 

之优势，并不能给企业带来长久的发展。只有创 

新才能为企业不断注入新的元素、新的思维，只有 

创新才能帮助企业不断地发展、进步，只有创新才 

能推动企业制度、文化的更新与完善，为企业发展 

提供不竭动力。 

②创新是企业获得可持续盈利的保证 

我们以手机市场的竞争与发展为例，从中可 

窥一斑。近两年，手机市场的竞争可谓是异常激 

烈，诺基亚、三星、HTC、OPPO等大品牌不断更新 

产品，索爱、天语等小品牌，一直在赶大潮，模仿他 

人 ，手机不断更新，却没有革命性的变化。看似诺 

基亚、HTC等大品牌占据了市场，利润丰厚，其实 

不然。今年 3月份，苹果公司在沉默中爆发，推出 

ipad 2系列产品，一举超过诺基亚、HTC、三星，品 

牌价值和市场份额跃居榜首，并借 ipad 2的革命 

性变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盈利 6O亿美元。这一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实例告诉我们，创新才是赢得 

市场、获取利益的王道。要知道，一块新大陆，往 

往会带给开拓者巨额利润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③创新为制度改革提供动力和保障 

角度不同，对创新就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说 

创新是质变，笔者却认为创新是量变，制度改革是 

质变。一次次的创新 ，带给企业不断的发展、进 

步，但凡事总有极限。一种制度，必然满足不了不 

断创新所需要的发展空间，制度必然会在不断的 

创新中发展，当它满足不了企业发展的需求时，制 

度改革就会在创新的推动下自然而然地发生。同 

时，创新又为制度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使得改 

革得以顺利的进行，没有后顾之忧。 

2．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 

的提出，至今还不到 3O年的时间。它之所以引起 

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是因为它给 

企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以及它给企业带来的 

有形的无形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双重效应。-4 企 

业文化成了企业经营和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及精 

神动力。未来企业的竞争是企业文化的竞争，只 

有拥有优秀独特的企业文化，企业才能立足市场， 

才能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 

(1)企业文化的内涵 

企业文化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区分。狭义的 

企业文化强调企业的精神文化和价值观，广义的 

企业文化则在强调精神文化的同时，也强调企业 

的物质文化。国内学者对企业文化大多数是从文 

化的角度来定义的，大都把价值观作为企业文化 

核心；国外学者对企业文化的定义则更接近于广 

义定义，从理论到实际，包涵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 

笔者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一定历史时期 

下，经过长期的经营与发展 ，于企业的管理制度、 

日常生产、价值理念、品牌塑造等诸多因素中诞生 

出来的一种组织文化，包含了企业特色的精神文 

化和物质文化，影响着企业的每一位员工、每一件 

产品的生产、每一项管理与决策。 

(2)企业文化的结构 

企业文化包含了企业的绝大部分领域，所以 

企业文化势必在不同的层次上皆有所体现。因 

此，我们研究企业文化，一般将其分为四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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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物质文化层面、行为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和 

精神文化层面。这四个层面由外向内，构成了企 

业文化的系统框架。(见图 1) 

图 1 企业文化结构 图 

Fig．1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culture 

表层 

幔层 

中层 

核心层 

在企业文化结构中，物质、行为、制度和精神 

文化之间是一种有机的关系。其中物质文化是基 

础 ，是行为文化的积极成果，是制度文化存在的前 

提，是精神文化的载体；行为文化是落脚点，是物 

质文化形成的条件，是制度文化的产物，是精神文 

化的动态体现和折射；制度文化是中介，是保证行 

为文化得以贯彻的强制规范，是适应物质文化的 

固定形式，是塑造精神文化的主要机制和载体；精 

神文化是灵魂和核心，指导着物质文化、行为文化 

和制度文化的建设 。L5】 

(3)企业文化的功能 

做一年的企业靠运气，做十年的企业靠经营， 

做百年的企业靠文化。绝大多数的大型企业由弱 

变强，靠运气，不实际，靠经营，终究只是战略战术 

问题，只可得一时之利，绝不能保证长期发展。只 

有塑造优秀的文化，企业才能在长期竞争中保持 

优势，使得企业健康发展，做大做强。企业文化对 

企业生存与发展具有以下重要功能与作用。 

①导向功能 

企业文化一旦形成，它就建立起了自身系统 

的价值和规范标准，明确规定企业行为的价值取 

向、明确企业的行动目标、确立企业的规章制度和 

行为方式、对企业个体成员的思想行为起导向作 

用、对企业整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起导向作用。 

②凝聚功能 

企业文化是一根纽带，把员工和企业的追求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每个员工产生归属感和荣 

誉感。企业文化实际上是企业所有成员共同创造 

的一种群体意识，寄托了企业全体成员的理想、希 

望和追求。企业成员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从各个 

方面把员工们团结起来，从而产生一股巨大的向 

心力和凝聚力。 

③激励功能 

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注重对人的 

尊重、理解和关心，使企业成员能从内心深处产生 

积极进取的精神。企业通过建立平等的竞争机 

制、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激励员工通过努力工作实 

现自我价值、推动企业发展。 

④约束功能 

企业文化是一种无形的文化上的约束力量， 

约束员工的思想、心理和行为。企业文化的约束 

不是制度式的硬性约束，而是一种软约束，这种约 

束产生于企业的文化氛围、群体道德观和行为准 

则。企业文化的约束功能主要是通过完善管理制 

度和道德规范来实现的。 

⑤推动功能 

企业文化的推动功能致力于“企业创新”，优 

秀的企业文化以“文化力量”不断激励企业员工 

的创新意识和精神，把企业员工的潜在智慧挖掘 

和开发出来，从而产生强大的创新推动力，为企业 

提供长盛不衰的活力。企业文化的创新必然会带 

来企业成员价值理念的创新，进而持续推动企业 

制度的创新和经营战略的创新，并由此成为实现 

企业制度创新与企业经营战略创新的重要思想保 

障，成为全面创新的思想理念基础和企业活力的 

不尽源泉。 

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管理与维护 

对于企业核心竞争力，我们如果不能以客观 

的态度去看待它，它就不可能为企业健康、快速的 

发展提供强大的活力。因此 ，必须建立一个科学 

系统的方法对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管理与维护， 

使之在市场竞争中能时刻保持优势，为企业的发 

展与壮大提供永不枯竭的动力。 

1．促进企业文化与时俱进。发挥文化优势 

企业文化是核心竞争力的灵魂。当一件事物 

没有了灵魂或灵魂不再强大，即使它具有无与伦 

比的外壳，也只是纸老虎，徒具其表而已。同样 

的，对于企业文化，必须保持其先进性，只有如此， 

企业核心竞争力才不会消亡，才能为企业一次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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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地注入强大的动力。 

(1)保持企业文化的先进性 

企业文化是难以复制、嫁接的，它是企业所有 

成员共同创造的一种群体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 

企业文化的永久正确性和先进性。正如“三个代 

表”思想的内容与精神一样，其对于党的文化先 

进性的要求也可以运用到企业文化上。企业文化 

必须不断创新，保持其先进性，站在时代的前沿， 

这样企业文化才能源源不断地为企业注入新的元 

素，才能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优越性。 

(2)发扬“扬弃”精神 

企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在企业不断前进的 

过程中，一些曾经先进的文化、优越的制度势必会 

变得不再先进、不再优越，甚至反而会对企业的发 

展造成阻碍，这时候就需要发扬“扬弃”的精神， 

果断舍弃那些过时的东西，采用那些仍然先进的 

文化、制度，并且引进、创新新的文化或制度，加以 

糅合 ，形成新的企业文化。 

(3)发挥传统文化优势 

创建特色企业文化，必须发挥我国企业传统 

的文化上的优势。我国传统文化 中“和为贵”、 

“义以建利”、“民生在勤”等思想，都与现代管理 

思想不谋而合。这些思想如果能恰当地运用于企 

业文化的建设，将会大大增加企业的竞争优势，成 

为企业快速增长的强大动力。在企业文化建设及 

企业价值观的塑造中，建设诚信文化，赢得企业声 

誉，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2．增强创新能力，加大创新投入 

创新能力的强弱关乎一个企业未来的生存与 

发展，没有创新或创新能力弱的企业的未来可以 

预见，势必不会有好的发展前景，因为没有创新，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一个空架子，任何一个较 

大的风暴都会摧枯拉朽般的碾过。因此，增强创 

新能力，是一个现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任务。 

笔者认为，增强创新能力应从三个方面人手： 

(1)加大创新投入 

微软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 ·鲍尔默 

(Steve Ballmer)说：“创新是微软的DNA。”创新早 

已植人了微软公司的灵魂和企业文化。微软在创 

新投入上从不吝啬，2009年的创新投入更是达到 

了惊人的350亿美元。当然，这么多的创新投入 

给微软带来了更多的回报，微软的创新能力一直 

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这也使得微软一直霸占着 

电脑软件行业的王座。没有投入的创新是不行 

的，就像一辆汽车没有燃油却要穿山越岭一样，是 

不切实际的，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创新投入是创 

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基础。 

(2)完善人力资源管理 

21世纪对人才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伴随着 

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个企业对人才的追逐 

更是疯狂。当然追逐人才对企业的意义也是毋庸 

置疑的，但是追逐到人才后如何对其进行管理、如 

何留住人才、如何给他们更大的发展空间，需要人 

力资源部门认真的规划，制定良好的人力资源管 

理制度。一个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会帮助企 

业员工更快、更好地融人企业和了解企业文化，对 

于企业的团结有着莫大的作用，也能在一定程度 

上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这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 

提升作用不言而喻。具体措施：一是将核心价值 

观与公司的用人标准结合起来，即公司只招聘录 

用与本公司文化契合程度较高的人才；二是在各 

类培训中将企业的核心价值传达给员工，以强大 

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员工行为；三 

是将企业文化的要求融人员工的绩效与激励之 

中；四是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通过沟通，使企业 

与员工的利益共同点和价值取向趋向统一，更有 

效的发挥团队精神，并有效的利用集体智慧。 

(3)培养创造型人才 

目前，在很多企业存在一个很严峻的形势：人 

才的流失率很大。简而言之，就是企业留不住人 

才。当然企业留不住人才并不能将所有责任都推 

到企业身上，但企业也要思考，一味挖掘人才已经 

难以满足发展的需求，这时我们就要学会培养创 

造型人才。创造人才，顾名思义，就是企业利用自 

身的资源培养人才。目前，世界前500强企业有 
一 大部分都在进行这项工作。理由很简单，一是 

企业自己培养的人才对企业的忠诚度更大，这样 

就大大降低了企业的人才流失率以及可能导致的 

技术、专利外流；二是企业自己培养的人才更具有 

针对性，可以快速地步入岗位工作，进入角色，这 

样就减少了过渡时间，而这点对于这个 日新月异 

的时代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3．推动企业制度建设与创新 

企业制度是企业文化的载体，是创新能力能 

否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所以，推动企业制度建 

设与创新不容忽视、刻不容缓。近年来，制度建设 
一 直是企业工作的重点，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将企 

业的效益最大化，可以将企业的管理水平提升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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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档次。更重要的是，一个 良好的制度给予了企 

业文化良好的载体，使得企业所有成员凝聚在一 

起，企业的发展目标更加明确；赋予了创新能力开 

发、实现的制度保障。推动企业制度建设与创新， 

又能反作用于企业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能力的提 

升，这对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管理与维都显得特 

别的重要。 

在这个 日新月异的时代 ，知识经济蓬勃发展， 

企业核心竞争力对于现代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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