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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要解读的是从组织学习到企业持久竞争优势在机理上是如何传导的问题，其目的是达到构建超级
竞争下从组织学习到企业持久竞争优势传导机制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模型。
全书沿着当前最前沿的理论脉络和认识逻辑的路径，配合有关案例和实证分析，既研究企业界关心的
理论问题，丰富和发展现有理论解释，又给企业具体的案例解读和实际指导。
希望给企业经营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并增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力。
并且主要从组织能力层面保证和提高企业战略优势和组织学习的有效性。
全书在完整的文献资料积累与综述研究基础上，确定了从组织学习到持久竞争优势的传导路径；打开
持久竞争优势“点过程”，动态能力“点过程”，组织学习“点过程”；构建超级竞争下从组织学习
到企业持久竞争优势完整的传导机制模型；构建组织学习与经营惯例演化博弈模型，刻画组织学习与
经营惯例演化博弈过程，提出传导机制概念模型的研究假设；对由个体、团队和组织层面组成的组织
学习、企业家精神与持久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并且结合有关企业发展的示例，展开了理论的运用和诠释。
团队创新时代更加关注组织因素对组织学习的影响。
但是，现有理论对组织学习与组织因素，如组织惯例、组织结构、企业家精神等因素，尤其是与组织
惯例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
本书在这方面的创新性研究，不仅丰富了对组织学习本身的理论认识，而且对于主动运用组织因素来
提高组织学习的效率、构筑持久竞争优势的来源具有显著的实践意义。
研究和运用中，在传导机制模型中引入组织学习成本因素，以完善和修正超级竞争下从组织学习到企
业持久竞争优势传导机制模型，具体包括界定组织学习成本的驱动源，分析组织学习成本的构成、探
讨组织学习成本管理方法，组织学习成本实证研究；也对学习型投资进行研究，以应对和解释“学习
陷阱”困境和现象，具体包括学习型投资概念与内涵界定，学习型投资成本构成分析，学习型投资收
益分析，基于行业的学习型投资分配规律的实证研究。
全书共分十二章，第一章介绍了超竞争下组织学习与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研究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
第二章综述了此项研究的相关文献；第三章提出了“点过程”、传导机制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第四
章为组织学习到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传导过程研究；第五章为从组织学习企业家精神到持久竞争优势
的实证研究；第六章为团队社会资本、知识分享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第七章为基于知识联盟的组
织学习研究；第八章为基于创业活动的组织学习研究；第九章为公司创业战略导向与绩效的关联度研
究；第十章为组织学习成本研究；第十一章为企业学习型投资研究；第十二章对整体研究成果进行了
总结。
最后附有与研究相关的4份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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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研究如何从组织能力层面保证和提高企业战略优势和组织学习的有效性。
内容沿着当前最前沿的理论脉络和认识逻辑，配合有关案例和实证分析，既研究企业界关心的理论问
题，丰富和发展现有理论解释，又给企业具体的案例解读和实际指导。
希望给企业经营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并增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力。
    全书在文献综述基础上，确定了从组织学习到持久竞争优势的传导路径；以打开构建超竞争下企业
持久竞争优势的“点过程”。
对由个体、团队和组织层面组成的组织学习企业家精神与持久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并且结合有关企业发展的实例，展开了理论的运用和诠释。
    本书可供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人员参考，也可供从事企业管理和企业发展与创新战略、竞争优势和
组织能力理论、组织与项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人员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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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第一节 持久竞争优势文献综述一、企业竞争优势研究文献综述竞争优势的
概念最早可以追溯于张伯伦（E．Chamberlin）1939年的《垄断竞争论》一书，1978年霍弗和申德尔
（Hofer和Schendel）把这个概念引入战略管理中，而真正对竞争优势的分析始于波特在20世纪80年代
的贡献（黄群慧，2004）。
经过近70年的发展，对竞争优势的研究主要出于两种基本的研究角度，一种是以波特的产业分析理论
为代表的竞争优势外生论；二是以Barney为代表的资源学派，该学派从企业内部资源出发，探索资源
、能力以及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
随着资源观研究的深化，围绕着企业内部资源如何获取竞争优势，资源观又进一步分化为三个学派：
资源学派、能力学派和知识学派，它们共同构成了企业竞争优势内生论。
波特认为决定企业赢利能力首要的和根本的因素是产业吸引力，产业吸引力由五种力量决定，它们分
别是竞争对手的入侵、替代品的威胁、现在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以及客户和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通过对这五种竞争力量的综合分析，能够判断一个产业的赢利能力以及某产业中企业获取超出资本成
本的平均投资收益率的能力。
他认为在产业结构稳定的前提下，企业的竞争优势取决于企业在产业中的相对地位。
因此，企业选择一个正确的产：业是获得。
竞争优势的关键。
产业分析法提供了制定战略的具体分析方法，指明了获得优势的具体途径，具有良好的操作性。
然而，它过分强调企业的外部环境，强调“定位”，忽略了企业的内部差异，即竞争优势的企业内在
来源，诱导企业进入一些利润率很高但与自身竞争优势毫不相关的产业。
特别是罗曼尔特的分析揭示出“产业内不同企业所获利润的差异往往大于产业间的利润差异”，引发
了人们对于传统战略理论将竞争优势完全归功于行业结构和市场力量的质疑，越来越多的人把战略分
析的重点转向企业内部。
一些学者（如Barney，1986，1991；Grant，1991）认为制定战略的正确方法不应从企业外部环境，而
应从内部开始，这就直接导致资源理论的产生。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超竞争下组织学习与企业持久竞争优势>>

编辑推荐

《超竞争下组织学习与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研究》可供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人员参考，也可供从事企业
管理和企业发展与创新战略、竞争优势和组织能力理论、组织与项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研
究人员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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