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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创业、守业和展业不同阶段, 企业面临着不同的难题。企业家只有具备相应的胜

任力结构,才能解决这些难题,推进企业成长。为了满足企业成长对企业家胜任力结构的需要, 企

业家胜任力结构应当随企业成长而跃迁。企业家胜任力结构的自我跃迁, 是指企业家通过学习,

自我完成能力和行为转换升级的过程。企业家胜任力结构的自我跃迁受个体、组织和环境因素的

影响。企业家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企业家胜任力结构的自我跃迁, 企业家学习的内容由其目

标胜任力结构决定,企业家学习途径和学习方式因学习内容不同而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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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20世纪 70年代初, M cC lelland ( 1973 )提出

胜任力概念以来,胜任力几乎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

一个热点。企业家作为推进企业成长的核心人物,

是企业发展的引擎 (熊彼特, 1912), 其胜任力及其

结构也自然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点。目前关

于企业家胜任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家胜任力

内涵, 企业家通用胜任力模型的构建、检验与应用

等方面。但是,当企业从一个阶段向下一阶段成长

时,企业家的胜任力结构是通用不变的吗? 如果有

变化, 那么为了满足企业成长不同阶段的需要, 企

业家胜任力结构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企业家胜任

力结构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 等等, 这些问题都值

得进一步探索。之前有学者将企业家能力束分为

创业能力束、守业能力束与展业能力束, 并认为为

了推动企业发展,企业家的能力束应当与企业生命

周期发展阶段相匹配 (贾生华, 2004 )。我们认为,

只有企业家胜任力结构 (包括企业家能力, 但不仅

仅是企业家能力 )与企业成长不同阶段相适应, 才

能推进企业成长。也就是说, 企业家胜任力结构不

是通用的, 在企业成长不同阶段, 存在着不同的企

业家胜任力结构 (宋培林, 2010)。那么, 企业家胜

任力结构是怎样实现与企业成长同步的呢? 在我

们看来,企业要实现持续成长, 企业家需要实现其

胜任力结构的跃迁, 而企业家胜任力结构的跃迁方

式主要有自我跃迁、叠加跃迁和替代跃迁三种。本

文在之前研究 (企业成长不同阶段的企业家胜任力

结构辨析 )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探析企业家胜任力

结构的自我跃迁机理。

二、企业成长的创业、守业与展业阶段及其企

业家胜任力结构

1、企业成长的创业、守业与展业阶段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 (M arsha l)早在 1890就提

出了企业成长存在阶段性特征的观点,并用树木的

生长来比拟企业的成长。后来, 学者们选择企业规

模、组织结构复杂程度、管理风格、销售收入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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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依据作为标准, 对企业成长的阶段性周期特征

进行了各自独到的阐释,其中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三

阶段论、四阶段说和七阶段模型 ( F lamho ltz, 1986)

等。我国学者陈佳贵 ( 1995)基于前人的研究, 提出

了一个六阶段的企业周期蜕变模型,这个模型将企

业成长划分为孕育期、求生存期、高速成长期、成熟

期、衰退期和蜕变期等六个阶段, 并以正常发育型

企业为研究对象,详细探讨了企业成长各个阶段的

主要特征。

结合我们的研究主题, 借鉴现有相关理论, 我

们倾向于以企业规模作为基本标准,结合企业的生

命特征、主要难题和关键活动等, 将企业成长过程

划分为创业、守业和展业三个阶段 (如图 1所示 )。

图 1 企业成长过程与创业、守业和展业三个阶段

我们认为, 创业阶段就是孕育和新建一个企

业,并使企业在生存下来之后以一定速率继续成长

的阶段,包含了企业周期蜕变模型中的孕育期和求

生存期。在创业期, 企业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以后,

推出了合适的产品, 拓展了一定的市场。但这时候

企业各方面条件都很不完备, 或者说很不成熟, 没

有稳固的持续发展能力。所以,怎样获取资源是这

一阶段企业面临的主要难题。守业阶段是指企业

制度化、规范化, 并走向成熟, 自动适应环境的阶

段,即企业周期蜕变模型中的高速成长期和成熟前

期。守业不是静态地固守积存的企业资产, 而是要

在进一步获取企业资源的动态过程中, 通过规范化

的管理使企业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企业能力得以充

分发挥, 因此, 这一阶段企业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

何建立有效的经营管理秩序。展业阶段, 则是指企

业通过兼并、重组或二次创业,整合资源, 寻找新的

市场机会和增长点, 突破瓶颈或起死回生, 继续或

再度成长的阶段。它是指企业通过拆分、调整、重

组或兼并、创新和变革,应对生命老化或衰退, 通过

重建品牌、重塑市场或创新客户增强企业影响力或

促使企业获得新生的过程,即企业周期蜕变模型中

的成熟后期至蜕变或衰亡期,这一阶段企业遭遇的

主要难题是如何打破常规,使企业摆脱僵化而持续

成长或使企业扭转颓势而蜕变重生。

2、企业成长不同阶段的难题、企业家焦点活动

与企业家胜任力结构

根据之前我们的研究 (宋培林, 2010) , 企业成

长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难题,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

企业家要履行不同的焦点活动, 而企业家要履行不

同的焦点活动, 则需要具备不同的胜任力结构 (如

表 1所示, 引用时有所改动 )。

结合已有研究, 进一步, 经过重新思考、梳理、

分解、合并和补充完善, 我们将企业家胜任力结构

从横向细分为个性、能力和行为三个维度, 如表 2

所示。

首先, 我们认为,无论企业处于什么阶段, 对企

业家个性特质的基本要求都是趋于一致的, 不会因

企业成长阶段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而在行为特征

和能力特征方面,有专用和通用之别。企业家个性

特质的基本要求是由企业家这个特殊角色所决定

的,作为企业的领导者, 他必须主动、率先垂范; 作

为企业的导航人, 他必须自信、做事坚持并渴望成

功;作为企业的决策者, 他需要凭直觉进行洞察和

判断; 作为企业的探索者, 他需要冒险。而企业家

作为企业领导者、导航人、决策者和探索者的这些

角色, 是企业成长所有阶段都不可或缺的。

其次, 在企业成长的各个阶段, 企业家首先需

要具备学习与创新能力, 这不仅是因为企业家要随

着企业成长通过学习活动等实现企业家胜任力结

构的自我跃迁, 还因为企业家在组织学习和员工个

体学习过程中扮演着导向者的角色。另外, 企业家

的本质是创新 (熊彼特, 1912), 企业家的创新性活

动贯穿于企业的整个成长过程, 在创业阶段企业家

要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 在守业阶段企业家要

规范和完善管理制度、营建企业文化, 在展业阶段

企业家要进行市场创造、拓展新的经营领域、创新

组织结构和革新企业文化等,这些活动都要求企业

家应具备创新能力。同样, 为了促进企业持续成

长,在企业成长的所有阶段都离不开企业家正确地

搜寻和处理信息, 而且企业家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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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企业成长不同阶段的难题、企业家的焦点活动与企业家胜任力结构

企业成

长阶段
企业所面临的难题 企业家焦点活动

企业家胜任力结构

专用 通用

创业

怎样 识 别 并捕 捉

机会

寻找创业机会的活动; 识别创业机会的活

动;捕捉创业机会的活动

怎样 寻 找 并获 得

资源
寻找合作伙伴的活动; 获取财政支持的活动

怎样使消费者认知

并接受产品
宣传推介产品的活动; 开拓市场的活动

愿景、承诺、个人

表率、权威导向、

发现和抓住机会

的能力、资源获取

能力

守业

怎样选择企业的主

营业务并做大做强

品牌

对产品重新定位的活动; 选择主营业务的活

动;做大做强品牌的活动; 权衡多元化经营

的活动;企业其他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活动

怎样规范企业运作

流程与管理制度

优化组织结构的活动; 再造业务流程的活

动;规范和完善管理制度的活动; 明确资源

配置方向的活动; 提高执行力的活动

怎样营建企业文化

从企业发展史中提炼企业价值观的活动; 弘

扬企业精神的活动; 塑造企业英雄的活动;

规范企业文化的活动

授权、战略导向、

系统计划、关注质

量、客户服 务意

识、资源配置的能

力、团队建 设能

力、文化营建能力

展业

怎样突破产品老化

瓶颈,进行战略转移

产品或服务创新的活动; 突破发展方向和战

略转移的活动; 拓展新的经营领域的活动;

收缩经营领域的活动

怎样整合资源

寻求政府政策支持的活动; 利用企业网络获

取财务资源的活动; 获取和留住关键人才的

活动

怎样消除机构臃肿

和革新官僚文化

创新组织结构的活动; 创新企业文化的活

动;调整利益关系的活动

保持警觉、影响他

人、关注成本、资

源整合的能力

主动、冒险、自信、

直觉、自我驱动、成

就欲、持久性、效率

导向、学习、创新、

信息搜寻与决策、

了解环境与自己的

关系、对商业关系

的重视、组织与决

策、沟通能力、人际

洞察能力

  表 2 企业家的通用胜任力结构与专用胜任力结构

   项目
阶段    

专   用 通   用

能力 行为 个性 能力 行为

创业

资源获取能力、分

析与判断能力、机

会捕捉能力

勾画愿景、未来承

诺、权威导向、个人

表率

主动、自信、持久

性、成就欲、直觉、

冒险

学习与创新能力、

信息搜寻与处理能

力、组 织 与 决 策

能力

协调关系、关注效

率、识人用人

守业

资源配置能力、团

队建设能力、文化

营建能力

战略规划、指导与

授权、品牌提升、服

务客户

展业

资源整合能力、市

场创造能力、资本

运作能力

保持警觉、危机处

理、影响他人、关注

成本

织和统筹资源, 恰当地进行各类决策。另外, 在企

业经营过程中,企业家的日常管理行为实际上大量

是在协调企业内外部各种关系, 或通过选用人才委

托他人来高效率地处理这些关系。

再次,在专用胜任力方面, 针对企业家在企业

成长不同阶段所履行的焦点活动,企业家应具有相

对应的胜任力结构。比如在创业阶段,企业家为了

寻找、识别和抓住创业机会, 就需要具备分析与判

断能力、机会捕捉能力;为了寻求合作伙伴、获取财

政支持,就需要具备资源获取能力。为了吸引合作

伙伴长期合作, 就需要企业家勾画愿景、承诺未来;

在整个创业过程中, 企业家必须坚持用权威引导企

185



管理学动态
2011年 第 3期 (总第 483期 )                     

业成长方向,并在各项活动中率先垂范。在守业阶

段,企业家的焦点活动是围绕品牌建设、人才培养、

规范管理和文化营建而展开的, 所以, 守业型企业

家胜任力结构的能力维度包括资源配置能力、团队

建设能力和文化营建能力。同时,守业型企业家应

当通过战略规划行为引导员工, 利用指导与授权行

为培养和激励员工, 使用品牌提升和服务客户行为

塑造企业形象,巩固市场地位。展业阶段企业家的

焦点活动与创业阶段企业家的焦点活动具有某种

相似性,比如寻找创业机会与实现企业战略转移具

有相似性,两个阶段都存在资源不足而需要从事获

取资源的活动等,不同的是创业阶段企业家活动的

主要目标是 /如何做到从无到有0,展业阶段企业家

活动的主要目标则是 /从可能没有到继续拥有 0或

/从平庸生存到独特发展 0。为了拓展、收缩或转移

经营, 为了保留和整合资源, 为了创新管理和调整

利益关系, 企业家需要具备资源整合能力、市场创

造能力和资本运作能力。为了预见风险、消除危

机,实现企业转型或蜕变, 企业家需要保持警觉,以

降低成本或其他恰当的方式通过影响他人进行危

机处理。

三、企业家胜任力结构的自我跃迁及其影响

因素

为了满足企业成长对企业家胜任力结构的需

要, 企业家胜任力结构应当随企业成长而发生转

换,即企业家胜任力结构从一种结构转换为另一种

结构, 我们称之为 /企业家胜任力结构跃迁 0。

1、企业家胜任力结构自我跃迁的内涵

当企业家现有的胜任力结构和企业成长所处

阶段所需要的胜任力结构存在差异或结构不符,即

企业家胜任力结构存在缺口时, 企业家会感受到自

己胜任力结构适应不了企业成长要求的压力, 于是

主动优先选择自我跃迁方式进行胜任力结构的跃

迁,即企业家利用企业内外部各种资源主动学习,

自我转换和升级企业家胜任力结构 (能力和行为 )

的过程。

2、企业家胜任力结构自我跃迁的影响因素

( 1)个体因素:企业家的进取意识和学习能力。

企业家的进取意识指的是企业家不断追求进步并

超越自我的一种意愿和精神。企业家进取意识是

企业家保持激情、持续学习和永不放弃的原动力。

其实, 企业家胜任力结构的自我跃迁就是企业家通

过持续学习,不断追求进步, 转化自身胜任力, 以满

足企业成长需要的过程。在这个持续不断的学习

过程中,企业家哪怕是 /在某一个时刻0缺乏进取意

识,都有可能由于其学习激情衰减而影响到其学习

成果, 从而影响其胜任力结构的自我跃迁。所以,

企业家是否具有足够的进取意识是其胜任力结构

自我跃迁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企业家学习能力

就是企业家将知识资源内化为自身经营管理企业

的能力和行为的效率和效果。企业家学习能力直

接影响到企业家学习的速度和质量,进而影响到企

业家胜任力结构自我跃迁的效果。一个人的学习

能力既受其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和记忆能力等这些

具有先天禀赋性因素的制约, 又受到后天教育训

练、技巧提升等因素的影响。显然, 一个既具有先

天禀赋,又受过后天良好训练的企业家, 其最有可

能根据企业成长的需要, 通过学习跃迁自身的胜任

力结构。

( 2)组织因素: 企业家培训体系。企业家培训

体系, 就是企业根据自身成长状况, 对企业家培训

时间、培训内容和培训方法等所进行的有计划的系

统安排。组织内部要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给企业家

创造条件、争取机会或者提供资源支持, 来帮助企

业家更好更快地学习, 实现胜任力结构的自我跃

迁。目前, 在我国比较常见的企业家培训体系有如

下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企业内部对企业家实施的培

训。这一层次的培训内容更多地关注的是组织内

部的运营和管理知识以及组织文化等方面的信息,

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递, 可以强化企

业家对企业的深层次了解, 提高管理决策的科学

性;第二种是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之间的教

育合作与联系 (如企业家参与 EMBA、EDP和学位

课程等项目学习或企业与高校进行相关教育项目

的合作 )。通过企业与这类专业性学术机构的教育

合作与交流, 可以促使企业家快速接触、了解和掌

握最新和最前沿的科研成果或思想观点, 弥补其原

有知识和能力的不足, 从而实现胜任力结构的自我

跃迁; 最后一种培训形式则是指企业与高校、科研

单位和管理顾问公司之间的应用型项目开发合作

联系 (如某项管理流程和制度设计, 或某项技术难

题攻关,或某种产品合作开发等 )。企业应当加强

与高校、科研单位和管理顾问公司之间的应用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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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开发合作。这类合作不但可以利用高校、科研单

位和管理顾问公司的优势, 辅助企业完成特定任

务,而且可以促进企业家带领他的团队在完成这些

特定任务的过程中进行学习, 并帮助企业家实现其

胜任力结构的自我跃迁。

( 3)环境因素: 教育环境与其他环境。教育环

境对企业家实现胜任力结构的自我跃迁具有十分

显著的影响。社会对教育是否重视, 教育相关的基

础设施如何, 教育体系和师资配备怎样, 这些都关

系到企业家学习与培训所面临的支持性环境的质

量, 进而影响到企业家胜任力结构自我跃迁的效

果。如果有一个良好的教育支持环境, 企业家不但

可以通过教育资源作用于自己, 直接获取知识, 还

可以充分利用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各种人才资源 (比

如职业经理人 )作用于自己, 间接获取知识, 最终实

现胜任力结构自我跃迁的目的。另外, 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也会对企业家胜任力

结构的自我跃迁产生重要影响。如一个国家或地

区的社会价值观、经济发育程度和核心文化精神等

都会影响、制约和导向企业家的学习活动, 进而影

响企业家胜任力结构的自我跃迁。

四、企业家胜任力结构的自我跃迁与企业家

学习

1、企业家胜任力结构自我跃迁的主要途径或

方式是企业家学习

企业家能力是培养出来的,是可以付出努力通

过学习而得到的 (德鲁克, 2000)。企业家学习使得

企业家在不断变动的环境中辨识、把握和实施企业

发展机遇的能力大大增强 (H il,l 1992)。事实上,企

业家通过不同方式的学习提升了企业家自身的能

力 (崔瑜、焦豪, 2009)。同样,企业家也可以通过各

种机会 (如与同行交流、和客户打交道、跟同事或幕

僚沟通等 )向他人学习并修正或优化自己的行为。

可见, 企业家胜任力结构自我跃迁的最主要途径或

方式是企业家学习。

企业家学习就是企业家基于经验、社会网络和

教育系统将知识资源内化为自身经营管理企业的

能力和行为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 和其他社会个

体一样, 企业家学习所获取的是知识, 但我们更关

注的是企业家所获得知识得以内化并应用的表现

形式, 即企业家经营管理企业的能力和行为。

企业家作为特定的个体类型, 在复杂的社会、

经济和文化环境中扮演着独特的经营管理者角色,

其学习是个体学习的特殊形式, 企业家学习兼具个

人学习和组织学习的特征。这是说, 一方面, 在经

营管理企业的过程中, 企业家同时在功能性领域

(管理领域 )和专业性领域 (技术领域 )适时进行学

习 (袁安府等, 2001) ;另一方面,作为企业的最高领

导人, 企业家的学习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和导向着企

业组织的学习行为, 还在很大程度上展示着企业组

织的学习特征。

2、基于企业家学习的企业家胜任力结构跃迁

机理

( 1)企业家学习目的和学习内容。前已述及,

在企业从创业阶段向守业阶段, 然后向展业阶段成

长的过程中,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经营环境和内部组

织条件在不断发生变化, 企业要解决的主要难题也

不一样,要解决这些不同的难题需要企业家履行不

同的焦点活动, 而企业家要顺利履行这些焦点活动

就需要具备相应的胜任力结构。因此,企业家学习

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填补企业家所拥有胜任力结

构与企业成长相应阶段对企业家胜任力结构要求

之间的 /缺口0。对照企业成长不同阶段对企业家

胜任力结构的要求, 企业家学习有两个直接目的:

一是为了维持企业家的通用胜任力结构; 二是为了

跃迁企业家的专用胜任力结构 (如图 2所示 )。在

企业成长的整个过程中, 为了维持通用胜任力结

构,企业家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 ¹ 心理学基本知

识; º 优秀企业家成功案例; »信息搜寻、处理技术

与方法; ¼管理基础理论、管理前沿理论及其管理

实践; ½沟通与协调技巧; ¾时间管理; ¿领导力与
执行力; À识人、用人方法与技巧。当企业从创业

阶段向守业阶段成长时, 为了实现胜任力结构的第

一次跃迁, 企业家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 ¹ 计划管
理方法; º 预算管理方法; » 企业战略管理与规划;

¼企业文化及其建设; ½品牌建设与管理; ¾企业

管理制度与流程建设; ¿客户服务与保留; À团队

建设与管理。当企业从守业阶段向展业阶段成长

时,为了实现胜任力结构的第二次跃迁, 企业家学

习的内容主要包括: ¹ 企业战略转移与战略联盟;

º 创造市场或创造客户; » 企业拆分、重组与多元

化; ¼企业兼并、收购与破产的理论与实践; ½企业
风险管理; ¾金融工具及其使用; ¿企业危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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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企业家学习的直接目的 ) ) ) 维持和跃迁企业家胜任力结构

( 2)企业家学习途径。概括起来, 企业家学习

的知识源主要有以下三类:内含于企业经营中的经

验积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知识资源和源于教育

系统的知识资源 (张学华、陈志辉, 2005)。相应地,

企业家学习的主要途径也有三条:基于经验的学习、

基于社会网络的学习和基于教育系统的学习 (李新

春, 2000)。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 2006)的相关

结果,中国企业家获得管理知识的途径按人数比例依

次为:亲身实践 ( 6919% )、总结反思 ( 4711% )、与人

交流 ( 3012% )、参加培训 ( 2515% )。这说明, 在中

国,基于经验的企业家学习途径在企业家学习过程

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这可以部分解释我国不少

民营企业家虽然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但其所经营

的企业却成效卓著这种现象 )。此外, 对企业家而

言,基于社会网络的学习也十分重要。根据社会资

本理论, 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分为环境型网络、市场

型网络和专家型网络。环境型网络是指由政府及

非营利机构等构成的关系网络, 市场型网络即由供

应商和客户等价值链上的相关人员和机构组成的

关系网络, 而专家型网络则是指由专家学者、培训

咨询机构组成的关系网络。相关实证研究表明,环

境型网络对于企业家的运营管理、战略管理和机会

能力影响显著,反映出政府支持对企业发展具有重

要的作用,环境型网络对企业家管理的规范化和能

力改善具有积极的影响。市场型网络显著影响企

业家的创新、机会和战略能力, 说明市场型网络最

大的作用是提供市场机会, 促进创新, 并且有助于

企业家明确企业战略和发展方向。专家型网络显

著影响企业家的创新、运营和战略能力, 而对其机

会能力影响不显著, 说明专家型网络带来的知识和

信息有助于企业的创新和改善内部管理, 并且能够

指导企业长远发展 (张建琦、赵文, 2007)。与其他

两种学习途径相比, 教育系统中的知识资源更能满

足企业家的特殊要求, 使企业家的知识存量得以增

加,知识结构得以优化。教育系统是企业家获取标

准化知识的有效途径, 能够使企业家快速地掌握最

新和前沿知识, 建立起最先进的经营理念。另外,

共享教育资源的这些企业家们往往拥有较多的共

同语言,从而容易形成密切的商业或非商业关系,

这可以从另一个层面推动企业家基于社会网络的

学习 (H il,l 1992)。

( 3)企业家学习方式。有学者认为, 结合能力

的不同层次, 以及这些能力获取和发展的方法, 可

以将复杂且相互联系的学习过程分为几个具有典

型意义的独立学习过程,即三类学习方式: /转移 )

吸收0类、/探索 ) 反思 0类和 /互动 ) 进化 0类 (梁

欣如、王勇, 2005)。 /转移 ) 吸收 0类学习主要是指

在个体外部存在着个体所需的知识源,个人所需的

这类知识和能力通过知识源的扩散和转移实现。

这类学习的突出特点是个人在这一能力发展过程

中,不涉及到知识的创造和建构, 而仅仅是从知识

源处吸收知识, 知识的吸收只是学习的第一步, 在

将吸收的知识进行内化、整合到已有的能力中, 实

现个人认知过程或行为改变后才真正完成能力增

长过程。它主要用于获取显性知识和程序性工作

技能。 /探索 ) 反思 0类学习是指个人就工作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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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问题进行自我探索、分析思考, 不断试错直至

最后问题解决或对已有的知识和工作经历进行反

思、抽象概括的整个学习过程。它的特点在于能力

的获取过程是一个知识的建构过程,主要适用于通

过 /干中学 0获取隐性知识。而在 /互动 ) 进化 0类
学习过程中, 参与学习的各主体相互启发、相互学

习、共同学习, 在对他人的学习行为及时提供反馈

的同时, 也积极寻求他人对自己的反馈, 最终实现

共同进步和提高。这类学习实际上是一种团队学

习、组织学习,如行动学习就属于这类学习。并且,

这类学习中, 个人成为学习的中心, 学习效果能够

在群体中迅速扩散, 并在扩散中进一步发展。它比

较适用于发展各种深层次的技能类与素质类胜任

力。在企业从创业阶段向守业阶段成长, 即企业家

胜任力结构的第一次自我跃迁过程中, 企业家特别

需要提升的是规范化管理的知识和能力, 且主要通

过教育培训来获得。因此, 其最主要的学习方式是

/转移 ) 吸收0类学习,企业家通过吸收教育系统中

的知识并将其内化到自己已有的能力基中实现胜

任力结构的自我跃迁。此外, 企业家在利用社会关

系网络进行学习时还会进行 /互动 ) 进化0学习, 处

于群体网络中的企业家个人,在同他人的交互作用

中,获得新的知识和能力。而在胜任力结构的第

二次自我跃迁过程中, 企业家的学习方式涵盖了

以上三种方式, 既有对自己已有经验和经历的

/探索 ) 反思 0, 以实现能力基的扩充和重构; 也

有通过 /互动 ) 进化 0学习, 提高自己的关系能

力 ,以及在主流强势文化的影响下, 对自己的价

值取向进行的调整, 还有可能通过 /转移 ) 吸收 0

学习获得显性知识和程序性工作技能。基于企

业家学习的企业家胜任力结构自我跃迁机理如

表 3所示。

  表 3 基于企业家学习的企业家胜任力结构自我跃迁机理

学习目的 主要学习内容 主要学习途径 主要学习方式

企业家维持通

用胜任力结构

# 心理学基本知识 # 优秀企业家成功案例
# 信息搜寻、处理技术与方法# 管理基础理
论、管理前沿理论及其管理实践 # 沟通与协
调技巧# 时间管理# 领导力与执行力# 识
人、用人方法和技巧

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相机选

择适宜的途径进行学习

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综合使

用各种学习方式进行学习

企业家胜任力

结构的第一次

自我跃迁

# 计划管理方法 # 预算管理方法# 战略规
划与战略管理# 企业文化及其建设 # 品牌
建设与管理 # 企业管理制度与流程建设 #
客户服务与保留# 团队建设与管理

教育培训系统 /转移 ) 吸收0

社会关系网络 (环境性网

络、市场型网络 )
/互动 ) 进化0

经 验 /探索 ) 反思0

企业家胜任力

结构的第二次

自我跃迁

# 企业战略转移与战略联盟 # 创造市场或
创造客户 # 企业拆分、重组与多元化; # 企
业兼并、收购与破产的理论与实践; # 企业
风险管理# 金融工具及其使用 # 企业危机
管理

经 验 /探索 ) 反思0

社会关系网络 (环境性网

络、市场型网络 )
/互动 ) 进化0

教育培训系统 /转移 ) 吸收0

  需要说明的是: 企业家为了维持通用胜任力结

构,在整个企业成长过程中, 应持续不断地相机选

择学习途径和综合使用各种学习方式进行学习;企

业家专用胜任力结构的两次自我跃迁, 决不是在企

业成长过程的某一时点上企业家专用胜任力结构

的突然转化,企业家胜任力结构自我跃迁是一个过

程,这个过程就是企业家不断学习的过程; 企业家

胜任力结构的自我跃迁, 作为一个过程, 不是在企

业从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之时立即完成,而

是在企业成长的下一个阶段到来之前的某一个时

候就开始,直至下一个阶段到来之后的某一个时候

才结束。事实上,对企业成长和企业家胜任力结构

进行分类只是为了便于简化研究, 现实中的情况远

比这样的分类复杂得多。

五、结语

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要求企业家具备不同的

胜任力结构, 为了满足企业成长不同阶段的需要,

企业家胜任力结构需要进行转换或提升, 即本文所

指的 /跃迁 0。一般而言,当企业家发现自身胜任力

结构与企业成长的要求不相匹配时,就会主动通过

学习实现其胜任力结构的自我跃迁,即通过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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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途径和学习方式, 获取所需要的学习内容, 实

现胜任力结构的升级和转换, 以满足企业成长的要

求。但是,企业家胜任力结构的跃迁, 在一些情况

下,仅靠企业家学习进行自我跃迁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企业家学习受个体、组织和环境多种因素的影

响,比如企业家学习能力有可能受其自身先天禀赋

因素的影响而有限, 企业家培训体系有可能因为企

业成长缓慢而残缺, 等等。这样, 企业家胜任力结

构的跃迁就要依赖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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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 Structure atD ifferent Stages of Enterprise
G row th andM echanism of Itspself-transition

SONG Pe-i lin
( School ofM anagemen,t X iamen Un iversity, X iam en, Fu 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Enterprises face d ifferent challenges at d ifferen t stages of itsp star-t up, m ain tenance and ex tension1
On ly w ith the correspond ing competence structure can entrepreneurs dealw ith these challenges, and promote enter-
prise grow th1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 f enterprise g row th on the entrepreneuria l competence structure, en trepre-
neurial competence structure shou ld be transformed w ith enterprise grow th1The sel-f transition of entrepreneuria l

competence structure, is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 to transform h is ability and behavior by learn ing1 The sel-f tran-
sition o f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 structure be affected by the ind iv idua,l organizational and env ironmenta l fac-
to rs1Entrepreneur ia lLearn ing a im is to ach ieve the sel-f transition of entrepreneuria l competence structure1The con-
tents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be decided by entrepreneurial target competence structure1W ays andmeans of en-

trepreneurial learning are differences because of learn ing conten t1
KeyW ords: stage of enterprise grow th; entrepreneuria l competency structure; the sel-f transition; en trepre-

neurial learn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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