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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战略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且日渐成熟。
然而，战略管理学研究的中心议题却基本没有改变，即企业如何获得和维持持续成长性，或者说企业
如何持续创造良好业绩，基业常青。
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世界各国的战略管理学者对此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和深入的探讨，事实上也
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并有力地推动了战略管理学的发展。
但是，限于研究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和理论认知，他们基本上都立足于变动不大的稳态环境，
并局限于与企业相关的某一个方面，所以这些战略管理理论都无法完整和深刻地说明企业持续成长的
基本性质及其来源。
当然，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理论命题。
　　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形态急剧变化的新经济时代，战略管理的观念、理论、范式及其应用都将随
之改变。
之所以特别强调战略管理的时代背景，是因为战略管理本质上是企业与变化着的背景或环境不断变化
的过程，新经济时代需要新的能力来促进企业发展。
新经济的本质特征对企业和企业战略将发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就信息网络化而言，企业将加大应用信息技术的力度，如建立信息技术决策手段、管理信息系统
（MIS）、企业资源计划（ERP）等。
这种冲击的直接对象是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沟通效率。
信息网络化的冲击，大大缩短了信息传递过程，并实时地获取现场的信息和做出快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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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管理学、战略管理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为工具，对企业战略能力理论这一
研究主题分九章进行研究。
第一章，企业战略能力的理论综述。
在这一章里，论述了企业战略能力的背景及现实意义，综合分析和评述了国内外学者和机构对战略能
力的内涵、外延的界定与战略能力的理论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研究方法、本书可能
的贡献等。
第二章，企业动态战略能力决定因素。
在企业战略能力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了本书关于企业战略能力的定义、内涵、特征与作用。
首先，是对企业战略能力进行总体、概述性研究的部分。
其次，对战略能力的决定因素建立了模型及其模型分析，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逻辑框架。
第三章至第八章是从企业战略能力决定因素的六个维度，即第三章产业环境与动态环境的适应性、第
四章战略资源的整合与利用、第五章核心能力的提升与动态管理、第六章动态能力与企业成长、第七
章企业家能力与企业绩效、第八章持续创新与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结合第九章案例研究等方面分别研
究和探讨各维度因素及作具体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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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管理、资本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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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企业要取得成功，必须选择能够最大程度满足顾客需要和为企业获利来创造企业所必需的资源和
能力方式。
这些资源和能力的价值一般因战略着眼点的不同而不同。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把各种类型的资源和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全面看待各种必需的资源和能力，以
避免过分强调所谓的核心能力。
　　企业拥有一定的资源是必要的，但关键要看企业所能利用的资源数量、利用资源的方式和利用效
率；企业拥有一定的核心能力是必要的，关键是要寻找到差距，寻找到未来正确的发展方向。
必须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最大限度地使用资源和能力，资源、能力和战略三者，使其有机融合，这
有利于构成战略能力研究的概念框架和基本内容。
　　核心能力自1990年被提出以来，以此为基础在理论上衍生出了诸如技术观、知识观、创新观、文
化观和资源观等多种学术流派。
而应用于中国企业实践后，又演绎出了众多地方版本。
每个企业家都从不同角度诠释着自己对企业的关于核心能力的“独到”理解，核心能力理论或概念充
斥着新闻媒体和会议论坛，中国俨然已成为“航空母舰”式的企业大国、企业强国。
但是，众所周知，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500强”企业，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或行
业还不多，绝大多数企业缺少核心技术储备，缺乏跨国经营的能力，尚不具备谈论核心能力的内部条
件，对核心能力只能是奢谈。
如果我们把核心能力定义为根植于企业内部组织运营中的知识、技能与经验的结合体，那么，目前海
尔或联想的规模优势、品牌优势、在市场中的领导者地位、经销渠道的管理甚至技术专利都不是它们
的核心能力，都不足以支撑企业长期繁荣。
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具有了核心能力，这只能是对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的曲解和歪曲，比如有的把拥有对
某一特定产品的进口特许证、对某种稀缺原材料拥有的优先购买权，把垄断资源经营权，把使其成本
低廉的地理优势等作为企业的核心能力。
这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心能力。
如果把这些优势因素等同于核心能力，只能导致国人的沾沾自喜、夜郎自大，丧失进取的精神，拉大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于国于民都不利。
　　企业战略能力理论试图从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战略资源、核心能力、动态能力、企业家能力与
持续创新等观点出发，构建和培育战略能力，并保持和持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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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企业之间的竞争，关键是能力竞争。
最终要想在竞争中胜于对手，则应从企业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出发，而且要把战略和能力有效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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