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竞争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竞争力>>

13位ISBN编号：9787802072435

10位ISBN编号：7802072433

出版时间：2006-3

出版时间：经济管理

作者：锁箭/译

页数：248

译者：锁箭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竞争力>>

内容概要

　　本书所关心的问题是，从长期来看，同质竞争和差别化竞争的局面会出现什么样的方式，而这种
方式对该产业的发展、产业的竞争力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因而，在对长期性的竞争方式加以分类的基础上，不限于人们所说的日本产业中国际竞争力较高的产
业，而将多样性的产业作为分析对象。
此外，作为各产业的分析对象期间，在该产业的战后历史中，尽可能仅限于先发企业的革新，以先发
企业革新后至少10年以上，较多是在20～30年为分析对象期间。
　　本书从理论角度和历史角度来分析战后日本企业间竞争与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分析两者关系
中所体现的日本企业间竞争的特点，以此为基础，针对日本经济再生问题开出几付药方。
　　为此，本书设定了以下两个课题：　　第一个课题——在战后日本主要产业领域所展开的企业间
竞争中，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竞争结构或竞争方式。
为何会产生那样的竞争结构或竞争方式，它是以何种变化的局面来展开的。
　　课题考察的对象产业领域为X部门的成长产业，Y部门的管制产业和国内产业，从中各选出数个案
例。
　　第二个课题——在上述各产业领域所观察到的企业间竞争中，其竞争结构或竞争方式及其变化，
对所属产业的竞争力的持续增长，或是停滞，给予了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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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录像软件事业的挫折　　伴随VTR厂商所进行的盒式磁带式VTR开发活动，录像软件关联企业的
设　　立自20世纪70年代起进入了兴盛时期。
然而，其结果却出乎相关者所预料，　　以挫折而告终。
在新设立的企业中持续出现倒闭破产或休眠的企业。
　　在对当时的情况进行调查后，电子机械工业协会1972年4月发表的“录　　像调查委员会中间报告
书”得出了“（前略）在这些录像行业中存在可以预期　　的较好前景。
但是，现在尚处于不稳定时期，应该解决的问题累积如山”的　　结论。
该报告书指出，录像软件（也包含硬件）产业所面临的问题是：（1）录　　像机器的规格统一和技
术稳定性；（2）著作权问题处理基准的确立；（3）成本　　的降低；（4）流通机构的整顿；（5）
伦理规定，等等。
其中，本章要着重讨论　　的是第（1）点和第（3）点。
　　首先是第（1）点。
1972年之前发表的日本制盒式磁带式VTR有三种方式，　　即索尼、松下以及日本Victor的使用3／4英
寸磁带的盒式（U规格），松下的　　使用1／2英寸磁带的盒式（自动视像），和三洋的使用1／2英
寸磁带的盒式（　　未在市场上销售）。
在存在多种规格的情况下，录像软件厂商采取的战略或　　是针对不同的规格，或是针对预期拥有较
大市场份额的硬件厂商所采用的将　　来有可能成为行业标准规格的某一规格，提供软件，两者必居
其一。
但是，　　前者存在需要过多成本的难点，后者则有与所采用规格不同的规格成为行业　　标准的可
能性，即伴随风险的存在。
　　一般认为，由于考虑到了上述的问题，并认识到录像软件事业的建立必　　须有统一的规格，索
尼谋求用U规格统一盒式磁带式VTR的规格。
但是，与索　　尼公司相比，对录像软件事业不很积极的松下公司却认为没有必要只纠缠于　　三家
企业间的规格统一，并相反开发了强调与旧技术（卷盘磁带式）中所蓄积　　的资产的互换性的新规
格机种。
其结果所产生的硬件规格不统一，增大了录　　像软件厂商大规模提供一种方式的软件的风险，成为
抑制正式投资的主要因　　素（伊丹·伊丹研究所[1990]，第237页）。
　　其次是第（3）点，即录像软件自身的成本问题。
　　一方面，据该报告书，当时每卷录像软件的制作费用平均为每10分钟长　　度100万日元。
此外，以富士小马的产品为例，卷盘磁带式和盒式磁带式的　　平均单价均为每卷3万日元。
这与当时LP录制的音乐磁带相比，已是10倍以　　上的价格了。
并且，对录像软件厂商而言，问题（1）使其进行大规模软件供　　给的激励受到抑制，而这同时也
成为妨碍录像软件价格降低的主要因素。
　　录像软件事业的这种不顺对各企业的VTR开发战略产生了影响。
如表1—　　1所示，参加了U规格的松下和日本Victor深感，向VTR家用市场渗透的关键　　不是录像
软件，反而是电视节目的录像，二者先于索尼公司开发销售了以录　　像功能为标准装备的U规格制
品。
　　日本Victor于1971年11月发售了在落地式20型彩电上加装调和型VCR（盒　　式磁带录像机）
、CE一7000和可以录像的标准型CR一6000。
电视录像一体化　　的调和磁带式VTR是日本Victor最早进行商品化的尝试。
当时，该公司VTR事　　业部营业部部长野田康正言道，“我们以播放录像的电视，的这种诉说方式
　　，总是给予人们接近于电视的印象”（《电波新闻》1973年1月5日）。
从其言　　中也表明，日本Victor采取了与发售播放专用机种的索尼公司相异的战略，　　在最初的
产品中就先于其他企业将录像功能作为标准装备。
　　另一方面，与日本Victor一样，三家企业中在U规格商品化方面最为迟　　缓的松下公司也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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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录像功能作为产品的标准装备，尝试了最初的商品　　化。
该公司于1972年1月发售了播放、录像兼用的两个机种（NV一2120，NV一　　2125）。
当时该公司录像事业部营业部部长谷富夫就该公司的开发战略做了　　如下叙述：　　“（前略）我
们特别将带调谐的盒式机作为销售重点。
当初也存在欲面向　　企业的打算，但销售了带调谐器的机器后却发现，其出乎意料地进入医生等　
　高收入阶层的这种准家庭的地方。
（中略）我在想，以定时方式录制电视节目　　后再播放的这种使用方法，是否是今后该机销售增长
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　　“迄今为止，所谓VTR就是其单体没什么作用的商品，即被称为所谓的系统　　商品。
那么，其进入一般家庭时可能不好使用。
”“在非公开市场销售的情　　况姑且不论，销售给一般用户的情况则全是录像、播放型的机器了。
明确地　　讲，这种播放机（播放专用机种）卖不出去。
”（《电波新闻》1973年1月5日）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了解到，日本Victor及松下两公司自很早就认
识到了　　VTR录像功能的重要性，即电视节目录制是VTR向家用市场渗透的重要因素，　　并先于
索尼公司推出了以录像功能为标准装备的U规格产品。
1973年6月，电　　子机械工业协会发表的“录像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得出了这样的结果，即在　　对
一般消费者的录像硬件调查中，“在希望购入录像机硬件的消费者中，大　　约有八成希望购买播放
、录像兼用的装置，对内置节目录像或者自动录像功　　能的价值给予认可的消费者较多”。
当时消费者对录像装置的需求并不在于　　使用录像软件，而在于录制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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