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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资本经营是改革至 90 年代以后才在中国出现的一个全新理念, 是经济体制改革从体制

增量改革阶段迈向体制存量改革阶段, 是国有企业改革重心由经营机制向产权制度转换和

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 面对当前的资本经营热, 本文对企业在资本经营中应遵循的

一般原则------核心能力原则进行论述, 全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资本经营及其核心能力原则  本章把对资本涵义的界定作为本文立论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对资本经营的涵义进行界定,然后才提出本文要论述的主题------资本经营的核心

能力原则,即为了确立和培育企业核心能力,资本的直接运作为依托,动员企业外部资源向企

业核心能力点集中配置的一种基本准则  
    第二章:确立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的必要性 从兵法 系统理论 经济学 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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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角度论述了资源集中配置的重要性, 然后找出资源战略集中与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

的共性, 对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第三章:核心能力原则在资本经营中的贯彻实施  首先对核心能力点在空间和时间上的

选择方法进行阐述,提出了有关企业核心能力点选择的若干原则,然后较详细地阐述了核心能

力原则在企业购并和资本重组中的具体实施  

    第四章: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与我国国有企业的资本扩张  针对目前国内的资本经

营热,论述了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在资本扩张中存在的两个问题,即资本经营脱离生产经营,注

重形式的过度包装和发展大企业忽视产业关联,然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矫正对策: 在生产经

营的基础上搞资本经营和组建企业集团要遵循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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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通过事业分析提高核心能力的运行效率 

    (三)资本重组的几个重要问题 

    第四章   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与我国国有企业的资本扩张 
     一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资本扩张存在主要问题 

    (一)资本经营脱离生产经营,注重形式的过度包装 

    (二)发展大企业是大势所趋,但忽视产业关联,过分追求多角化经营 

    二 对我国国有企业资本扩张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在生产经营的基础上搞资本经营,让资本经营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 
    (二)组建企业集团要强调核心能力关联,即遵循核心能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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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 BT1 第一章  资本经营及其核心能力原则 DM( 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 

则研究 DM) SM( 第一章  资本经营及其核心能力原则 SM)  

BT2     一 资本的涵义 HT4 F  

    当前,不管在企业界还是理论界,尽管许多人都把诸如 资本 资本运营  

资本经营 等当作经常挂在嘴边的词语, 但由于长期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对资本 

这一概念的禁锢,实际上许多人并不真正了解资本这一概念的内涵 当我们谈及某一特 

定的资本时,大多和特定的企业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企业与 

资本存在什么本质的关系呢?本文认为,企业是经营资本的企业, 企业只是资本的载 

体,企业的经营就是资本的经营 进一步讲,经营资本的本质是如何使资本最大和最 

持久地增值 可以说,经济学里讲企业是整个经济体系里的细胞,而资本则是这个细 

胞的细胞核 无疑,解剖这个细胞核,在经济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马克 

思在大英博物馆里留下的脚印,就是为了揭示这个细胞核的艰辛代价  

BT3     (一)前人对资本的认识 HT4 F  

    资本(Capital)作为经济学里一个重要范畴,许多仁人智士对资本提出不同的看 

法 十九世纪的苏格兰经济学家麦克鲁德(H D Macleod,1821─1902)认为: 资 

本是用于利殖目的的经济量,任何经济量均可用为资本  凡可以获取利润之物都是 

资本 他所谓的经济量是其价值可以用货币计算并可用于买卖 交换之物  

萨缪尔森认为: 资本是一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 资本(或资本品) 是一种生产出 

来的生产要素, 一种本身就是经济的产业的耐用投入品 1 奥地利经济学家庞 

巴维 

克(EugenVonBonm Bauerk,1851─1914)则认为: 一般来说,我们把那些用来作为获 

得财货手段的产品叫做资本 2 马克思认为: 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 

余价值的价值 马克思通 

过对资本这一概念的层层解剖,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  他对资本含义的 

界定是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奠基石  

BT3     (二)本文对资本含义的界定 HT4 F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重大 

的变化,前人的认识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时代的局限性  麦克鲁德和庞巴维克对于资 

本的论述,都仅仅指的是有形资本,他们还没有无形资本的概念 萨缪尔森并没有明 

确指出资本增值的本质 马克思对资本的认识则偏重于资本的生产关系方面, 即认 

为资本的增值是剩余价值,体现了两大阶级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认为资本的本质在 

于资本的生产关系方面而不在于生产力方面 CD2 即资本增值方面  

    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即将来临, 席卷全球的现代市场经济运作模式与麦克鲁德等 

人所处的时代产生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用全新的视角来注视资本 认识资本 本 

文对资本定义如下:资本是能够带来增值的价值 它包含了以下几个含义:(1)  

资本必须具有价值,没有价值的东西不是资本;(2)  资本具有价值必然衍生出资本具 

有使用价值;(3) 资本可以由各种形态表现,可以是实物形态 金融形态 证券形态, 

还可以是专利形态;(4) 资本必须能够增值, 虽有价值但不能带来更大的价值则不是 

资本;(5) 资本增值的途径是广义的,既可以通过资本的资产化经营来实现,也可以通 

过资本本身的直接运作来实现  

HT4 F  

    有必要对资本作进一步的剖释,以便解释我们以前所走的弯路  资本作为经济 

学和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具有二重性 资本的二重性在于 :一是它的自然属性, 

一是它的社会属性 资本的社会属性是资本归谁所有的问题, 而资本的自然属性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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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资本一定要实现价值增值的问题 资本的二重性是资本一个问题的二个方面, 是 

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有机统一体 应该说,资本的社会属性,即资本的归谁所有的 

确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过去割裂这一有机体,把资本的社会属性绝对化, 

盲目追求一大二公  这 

样,由于过去我们过分强调资本的有效动员,而没有充分重视资本的高效率运用, 即 

资本的增值能力方面,从而引起整个计划经济不合理的资本配置,导致经济效率的低 

下  

    本文认为资本两重性的核心应是资本的自然属性而不是社会属性, 因为不管谁 

拥有资本,如果这个资本不能带来增值,财富变成包袱时, 这个资本 

还有什么意义?只有资本带来了增值,我们谈论价值的分配才是显得有意义  

所以说,资本的本质在于它的自然属性方面,即资本的增值方面 本文对资本经营的 

论述,正是以此为出发点  

    当一些人提及资本重组 资产重组等概念时,往往把资本与资产这两个概念混为 

一谈,一会儿说资本重组,一会儿又说资产重组 资本与资产到底存在什么关系? 为 

了立论的严谨性,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作一番辩析  

    首先,资本与资产是有不同意义的两个概念 资本就是能够产生增值的价值,通 

俗地讲,资本就是用来生钱的钱,它与生俱来具有追逐增值的本性, 它以企业的股权 

和债权等价值形态的表现形式存在 资产(Asset)是企业拥有的有形 无形的经济资源, 

它以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的形式存在 厂房 设备 原材料等物质形态的资产本身不具有 

追逐增值的本性,而且还会在使用中消耗 资本经营交易的是资本 ,是股权和债权, 

而不是资产,不是厂房和设备,购买资本和购买资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谈及资产,不能不提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帐户式资产负债表的左侧是资产,可 

分为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资产负债表的右侧是资本,从广义上可分为借 

入资本(负债或债权)和自有资本(股权)两大部分 资产体现了一个企业的经济资源 

集合,而资本则是这些经济资源集合的所有(被控制)形式  

    如下图所示:  

 

 

 

    其次,资产与资本又是统一的 从价值形态上看,企业就是资本的集合体, 每一 

单元的资本所对应的是企业所有资产的一个单元的有机结合 从价值量来说,一个企 

业的资产恒等于资本 从形态上来说,两者可以相互转化 当企业面对资本市场时,资产要资 

本化,才能进行交易,进一步面对证券化的资本市场时,资本还要证券化; 

当企业面对产品市场时,资本要资产化,才可以进入物质领域的生产, 进一步就是如 

何有效运用这些资产进行产品经营  

BT2     二 资本经营的涵义 HT4 F  

    资本既然是一种能带来增值的价值, 这意味着通过对资本的使用价值的运用能 

达到一种增值了的价值,这种对资本的使用价值的运用过程,就是对资本经营的过程  

资本经营是改革至 90 年代以后才在中国出现的一个全新概念, 是经济体制改革从体 

制增量改革阶段迈向体制存量改革阶段, 是国有企业改革重心由经营机制向产权 

制度转换和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 本文认为, 资本经营是一种通过对资本 

的使用价值的运用,将资本作最有效的使用,通过资本使用或资本交易获取利润, 求 

得资本的增值的一种经济活动 资本经营的途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涵盖整个生产 

过程 流通过程,概括起来,资本经营在广义上至少包括以下三项主要内容: 一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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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直接运作,如证券投资 金融商品的买卖;二是以资本直接运作为先导的企业购 

并和资本重组;三是按资本经营原则进行的生产经营 可见,资本经营的内涵是很广 

泛的,而并非仅局限于资本的直接运作 资本直接运作只是资本经营的初 

级层次或前提条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局部而不是整体 本文要论述的核心能力 

原则是针对资本经营的第二 第三项内容而展开,即企业在购并  资产重组及生产 

经营中必须贯彻核心能力原则 认为资本经营是上述内容的某一部分而排斥另一部 

分是片面的,但资本经营不论以什么形态出现,其本质是相同的: 一是以资本增值为 

目的;二是必须按照市场的规则进行;三是受竞争规律的支配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没有 资本经营 这种提法, 这是因 

为他们的资本就一直 经营 着 转轨时期我们强调资本的 ZZ( 经营 ZZ) , 

并提出较完整的资本经 

营概念是不见怪的  这是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对资本观念的禁锢和目前国有企业产 

权制度改革下的特定时代产物, 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对资本经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 

索时间较短 所以,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有企业和中国市场的实际,借鉴西方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经营经验,对资本经营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不懈的探索  

    1996 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制定了 九五 和 2010 年远 

景目标纲要,提出了在此期间要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经济体制要从计 

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 

增长转变 在 1997 年 9 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 十五大 的报告中,至少有十个地方使 

用 资本 这个词, 资本经营 成为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使用频率最多的词之一  

可以说,从中央最高决策层直至理论界和企业界,资本经营的理念正逐步深入人心  

BT2     三 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 HT4 F  

    面对当前国内的一股资本经营热, 静下心来理智地探讨有关资本经营的基本原 

则 基本规律是非常必要和务实的 譬如在国有企业购并与资本重组中, 究竟哪类企 

业适合作为购并的目标公司,企业的哪部分资产应当剥离,资本经营应该依据什么 

指导原则,这就是本文要论述的主题  

BT3     (一)在生产经营的基础上开展资本经营的指导原则 HT4 F  

    一般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经营在时空上可以暂时脱离生产经营而单独 

运作并获取资本的增值,但这是表层而言;实质上, 生产经营是资本经营的起点和归 

宿,资本经营最终必须服从或服务于生产经营,这是因为:(1)资本经营和生产经营共 

同服从或服务于企业的发展战略,它们都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彼此相辅相成, 密切配 

合,两者无高级低级之分 (2)资本经营在配合和促进生产经营的同时, 又信赖和服 

务于生产经营 一个企业能否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资本经营, 除需具备适宜的外部环 

境外,更取决于其生产经营的好坏 而且 ,不管企业采取何种资本经营方式和手段, 

其最终目的无非是壮大企业实力,增强市场竞争力,为生产经营创造条件 (3) 从经 

济学意义上讲,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是能够创造满足市场消费者需求物质产 

品的生产经营,这也是资本保值增值的源泉 从本质上而言,离开了生产经营, 一切 

貌似资本经营的经济行为都没有实际意义 (4)资本经营能否取得成功,不仅在于购 

并的目标公司的选择,在于剥离资产的选择,而且在于企业管理 企业经营管理不善, 

不仅存量资产不能盘活,而且使购并所带来的增量资产被套牢,只有企业不断提高生 

产经营管理水平,资本经营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因而,在探索资本经营的指导原则时, 

应当从生产经营领域里着手 如果离开生产经营谈论资本经营, 资本经营将成为空 

中楼阁   

    注: ZK( 麦克鲁德: 信用的理论 ,1872 年 P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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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巴维克: 资本实证论 陈编译,商务印书馆,1964 年 11 月第 1 版,P73 页 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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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 BT1 内容提要 HT4 F MM( 内容提要 MM)  

 

    资本经营是改革至 90 年代以后才在中国出现的一个全新理念, 是经济体制改革 

从体制增量改革阶段迈向体制存量改革阶段, 是国有企业改革重心由经营机制向 

产权制度转换和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 面对当前的资本经营热, 本文 

对企业在资本经营中应遵循的一般原则 CD2 核心能力原则进行论述, 全文共分 

四章  

    第一章:资本经营及其核心能力原则  本章把对资本涵义的界定作为 

本文立论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对资本经营的涵义进行界定,然后才提出本文要论述的 

主题 CD2 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即为了确立和培育企业核心能力,资本的 

直接运作为依托,动员企业外部资源向企业核心能力点集中配置的一种基本准则  

    第二章:确立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的必要性 从兵法  

系统理论 经济学 物理学等角度论述了资源集中配置的重要性, 然后找出资源战 

略集中与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的共性, 对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提供理论上 

的支持  

    第三章:核心能力原则在资本经营中的贯彻实施  首先对核心能力点在空 

间和时间上的选择方法进行阐述,提出了有关企业核心能力点选择的若干原则,然后 

较详细地阐述了核心能力原则在企业购并和资本重组中的具体实施  

    第四章: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与我国国有企业的资本扩张  针对目前国内 

的资本经营热,论述了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在资本扩张中存在的两个问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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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经营脱离生产经营,注重形式的过度包装和发展大企业忽视产业关联,然后针对 

上述问题提出矫正对策: 在生产经营的基础上搞资本经营和组建企业集团要遵循资 

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  

 

HT4 H 关键词: HT4 F   资本经营   核心能力 

LM  

JZ HT3H 目 录 HT4 F DM( 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研究 DM) SM 

( 目 录 SM) HJ*2/3  

第一章  资本经营及其核心能力原则 JY  

 

    一 资本的涵义 JY  

    (一)前人对资本的认识 JY  

    (二)本文对资本含义的界定 JY  

    二 资本经营的涵义 JY  

    三 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 JY  

    (一)在生产经营的基础上发掘资本经营的指导原则 JY  

    (二)核心能力 JY  

    (三)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 JY  

第二章  确立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的必要性 JY  

    一 资源战略集中及其必要性 JY  

    (一)资源战略集中 JY  

    (二)资源战略集中的必要性 JY  

    二 资源战略集中与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 JY  

    (一)在资本经营中坚持核心能力原则是体现资源战略集中的必然要求 JY  

    (二)核心能力原则与多角化经营的关系 JY  

第三章  核心能力原则在资本经营中的贯彻实施 JY  

    一 资本经营中企业核心能力点的选择 JY  

    (一)核心能力点在空间上的选择原则 JY  

    (二)核心能力点在时间上的选择原则 JY  

    二 核心能力原则在企业购并中的贯彻实施 JY  

    (一)通过购并增强企业原有核心能力 JY  

    (二)通过购并建立新的核心能力 JY  

    (三)购并为了共享企业原有核心能力 JY  

    (四)购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JY  

    三 核心能力原则在资本重组中的贯彻实施 JY  

    (一)通过资产剥离突出和巩固企业核心能力 JY  

    (二)通过事业分析提高核心能力的运行效率 JY  

    (三)资本重组的几个重要问题 JY  

    第四章  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与我国国有企业的资本扩张 JY  

    一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资本扩张存在主要问题 JY  

    (一)资本经营脱离生产经营,注重形式的过度包装 JY  

    (二)发展大企业是大势所趋,但忽视产业关联,过分追求多角化经营 JY  

    二 对我国国有企业资本扩张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JY  

    (一)在生产经营的基础上搞资本经营,让资本经营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 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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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组建企业集团要强调核心能力关联,即遵循核心能力原则 JY  

注释  

参考文献  

后记 HJ*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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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3     (二)核心能力  

    资本经营的最终目的就是使资本保值和增值,从企业生产经营的角度看,就是企 

业持续经营并创造利润 与潜在利润的市场结构观点相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一个企业 

可以获得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利润, 原因在于它能够比竞争者更好地利用某些核心 

能力, 在于它能够比竞争对手更好地将这些能力与行业中取胜所需要的能力密切结 

合起来 所谓的核心能力是指提供企业在特定经营中的竞争能力和竞争优势基础的 

多方面技能 互补性资产和运行机制的有机融合,是不同技术系统,管理系统及技能 

的有机组合,是识别和提供竞争优势的知识体系 核心能力可分成两类:运行能力和 

制度能力 运行能力是指 技术 能力,这种能力与公司在市场上的经营情况有关  

如在汽车制造业中,主要运行能力包括引擎技术 分销和技术一体化(技术的纵向整 

合) 制度能力主要是确定公司从事的核心活动的范围,有效动员公司内 外部资源对运 

行能力点的重点配置的能力,它与运行能力同等重要 因而,核心能力是技术能力与 

资源有效配置能力的有机统一体  

    日本电气公司(NEC)是在计算机 通信  半导体等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公 

司,而且它还拥有一个兴旺发达的消费类电子产业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在 NEC 世界 

中,数字技术,特别是超大规模成电路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是核心能力, 构成计算机 

通信 半导体以及消费类电子产业发展基础的核心能力,将根本不相同 

的行业变成了紧凑的有机体,大大提高公司的长期竞争优势 通过 NEC 的案例可知,  

建立正确的核心能力的优势在于:(1)支撑一个公司的核心产品的支柱是先进的核心 

技术,先进的核心技术导致在市场中占竞争优势的核心产品的诞生 (2)随着时代的 

进步,社会对产品的需求产生变化,再好的产品也会被无情的历史车轮碾碎, 但是一 

个先进的核心技术可以生产出符合不同时代的优秀产品,核心能力而非核心产品,才 

使企业获得持久竞争优势 (3) 大多数公司由于战略的需要而必须生产若干种产品 

时,如上述的 NEC 公司,以核心能力为纽带的高关联度的产品组合,会产生资源的共享 

和节约,将大大提高公司的竞争优势  

    相反,象巨人公司,在九十年代初曾与四通公司 联想公司共执中国电脑行业之 

牛耳,可谓风光一时 然而,巨人并没有好好珍惜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建立起微电子 

领域的核心能力, 而是倾巨资搞起了与电脑行业关联度极低的生物工程和房地产行 

业,终导致厄运的产生 企图依靠其他方面的竞争优势建立市场份额,而不是靠核心 

能力和核心产品的企业,则前景堪忧 因为其竞争优势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是不稳 

定,不扎实的 仔细看一看,这类企业比比皆是  

    适应市场机会需要的核心能力应必须具有在较长时期内获得超平均水平利润的 

与众不同的质量,必须难以被竞争者效仿 要保持竞争优势, 应以下列 

四个特点为依据来评价战略资源和能力:(1)占用性, 占用性是指由公司内部某些 

战略资产产生的 不能归公司所有而被某些个人据为已有的利润的占有程度 个人 

对构成核心能力的战略资产的占有程度越低,公司保有的利润就越高 (2)耐久性,  

战略资产的耐久性主要是指其作为利润源泉的持久程度,而不是指其物理耐久性   

核心能力的耐久性越强,利润的可持续性就越高 (3)转移性, 核心能力和支持核心能 

力的战略资源越容易转移,公司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就越差,反之反然 (4)复制性 

,如果某公司的核心能力和战略资源虽不能轻易地转移,但竞争者经过适当的投资或 

者直接购置相同的资产,就可以形成几乎相同的核心能力,那么, 这个公司就不会拥 

有真正的持久的竞争优势 由此,核心能力越不容易被复制,其战略重要性就越高  

总之,要保证企业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其核心能力就需要具备较高的耐久性, 较低 

的占用性 转移性和复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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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短时期内, 一个公司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当前产品劳务的价格及其性能属性 

通过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的分析,一个准确定位的产品和技术,可能使一个企业一夜 

之间成为暴富 但是做为参与全球性竞争的现代企业, 所有公司面临的现实问题都 

是相象的,全都集中在相似的而又很难对付的产品成本上,产品差异化和市场营销上,  

这些只是赢得生存的最低要求 一个企业只有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核心能力, 才是赢得 

持久竞争优势的法宝  

BT3     (三)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  

    既然核心能力与企业存在生死悠关的关系, 但并不意味着核心能力是一种唾手 

可得的东西,相反,核心能力的获得需要企业的精心培育 核心能力的培育是通过内 

部管理型战略和外部交易型战略来实现的 内部管理型战略是一种产品扩 

张战略,在现有资本结构下通过整合内部资源,包括控制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开发新 

产品,拓展新市场,调整组织结构,提高管理能力等,维持并发展企业竞争优势, 横向 

延伸企业生命周期曲线 外部交易型战略是一种资本扩张战略, 属于资本经营的范 

畴 通过吸纳外部资源,包括组建合营企业 吸收外来资本 开展技术转让  战略 

联盟 长期融资 进行兼并与收购等,推动企业生命周期曲线的纵向扩展  外部交易 

型战略使企业核心能力得以培育和巩固, 特别有助于吸纳和发展新的 

核心能力 本文侧重外部交易型战略, 即通过资本的有效经营来建立和培育企业核 

心能力,从而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也就是企业经营的目标是资本的增值,手段是 

资本经营,途径是通过资本经营加强企业核心能力 即在资本经营中要充分贯彻核心 

能力原则 何谓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呢? 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就是为了确 

立和培育企业核心能力,以资本的直接运作为依托,动员企业外部资源( 包含企 

业内外部资源的交换)向企业核心能力点集中配置的一种基本准则,它是企业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获得持久竞争优势的战略需要 长期以来, 中国的企业由于未曾被 

置于市场环境中,外部资源的吸纳和重组依靠政府行政划拨,关停并转依靠政府行政 

命令,企业经营只强调内部管理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才突然发现,企业缺乏竞 

争能力和可以赖以长期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能力 因此,在目前条件下 ,应特别强调企 

业利用外部交易型战略发展核心能力 CD2 即在资本经营中充分贯彻核心能力原则, 

这对中国国有企业持续发展无疑是极有现实意义的  

 

LM BT1     第二章  确立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的必要性 DM( 资本经营的 

核心能力原则研究 DM) SM( 第二章  确立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的必要性 SM) 

 

BT2     一 资源战略集中及其必要性  

BT3     (一)资源战略集中  

    核心能力原则是为了确立和培育核心能力而动员企业外部资源向核心能力点集 

中配置的原则,这里的集中是战略层次上的资源集结,即资源的战略集中 美国战略 

学家威廉 A 科恩说: 占优势的战略比占优势的资源更为重要 从此角度看, 资 

源的配置战略比资源本身更为重要 谈到资源的战略配置, 不能不提及两位世界级 

的军事家 CD2 中国春秋时期齐国人孙武和十八世纪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 如果从纯 

战略的角度看,经营企业和指挥军队战争的实质应该是一致的  前者通过对资本在 

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合理配置来达到资本的增值,从而实现资本增值的企业目标;后者 

则是通过对各种资源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合理配置,来实现特定空间  时间资源效 

用的比较优势,来实现战胜敌对方的目的 军事战争与企业竞争都属博弈活动,我们可 

以从战场上吸收经验以指导市场的竞赛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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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武在其所著 孙子兵法 一书中率先提出 形 和 势 的命题(见 形  

势 篇) 形 中,孙武说: 如决积水于升仞之溪者,形也 3 这里的  

形 , 

指的是军事实力,从资源的角度上看则是军事资源 势 中说: 故善战人之势,  

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4 这里的 势 指的是军事实力的布局,即军 

事资 

源在空间上 时间上的配置 然而,什么是 势 的配置原则呢? 九地 篇曰:  

并敌一向,千里杀将 5 意谓集中兵力指向敌人一处,就能长驱千里, 搴旗斩 

将  

行军 篇曰: 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 取人而已 6 这里的 

并 

力 就是指军事资源的集中的意思 克劳塞维茨说: 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 

准则是集中兵力 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一准则 7 这位近代欧洲军事理论奠基 

者认 

为集中军事资源是 战略上的首要原则 ,并且 这个原则具有普遍意义 8  

 

    关于企业战略,美国著名企业咨询专家亨德森(Hederson)说: 在静态意义上,  

它可被认为是集中实力反击竞争者的弱点 企业战略就是分配各种资源, 以 

达 

到在决定时间 决定地点的差别优势 为了达到高效率,这些资源必须集中,以便优 

于它们的简单加总 这是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战略的基本点 9  

    做为二个相互独立又互为一体的二个范畴实与虚,当谈及资源的集中时,我们不 

能不提及资源的节约 克劳塞维茨曾精辟地指出: 要取得相对优势,也就是在决定 

性地点上巧妙地集中优势兵力, 就往往必须准确地选定决定性地点并使自己的军队 

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方向,就往往必须有决心为了重要的东西(即为了大量集中自己的 

兵力)不惜牺牲次要的东西 10 可以说,资源的节约是资源集中的必然结果 从 

企 

业的角度上说,因为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足够的资源在所有方面压倒一切竞争者   

因此, 战略不仅必须有意识地确定把哪些地盘让给竞争对手,而且还要使达到次要 

目标所需要的资源减至最低程度 只有这样, 部署 CD2 在时间和空间上 CD2 企业才 

能最有效果和最有效率地利用资源 11  

BT3     (二)资源战略集中的必要性  

    我们有必要深入土边论述资源的战略集中, 以便在本质上更好地 

说明资源战略集中的必要性 资源战略集中的必要性如次  

    1 资源是稀缺的  

    经济学家认为,资源是稀缺的,这种资源的有限性是集中原则赖以存在的根本性 

条件 企业所处的环境如同战争一样, 任何企业组织的资源 CD2 无论是盈利或非 

盈利性的组织 CD2 都是有限的 这就构成了企业战略和军事战略共同的基本问题 CD2  

资源配置问题,即如何优先方配资源到决定性的机会上 12 企 

业总是在有限资 

源的约束条件下进行经营的  任何一个企业都必然存在一条生产可 

能性边界,即企业全部生产能力的最大值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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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弧就称为生产可能性边界,(假设企业的全部资源只能用于生产两种产品 X 和 Y)  

无论企业如何配置资源,其生产能力都不可能超过 AB 弧以外  

 

 

    企业既有资源的合理组合,是通过集中这一配置原则而获得,因为集中配置资源就 

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 追求整体系统的最优功效决不意味着各 

子系统均分资源 相反,最优功效必然要求某些子系统需要较多的资源  系统论的 

主要思想 CD2 总体大于各个部分的代数和 按照这一思想进行设计的系统, 必然是 

某些部门的功能较强,而某些部门的功能较弱,显然这是由于在资源配置中有所集中 

有所节约造成的 在资源稀缺的约束条件下,要实现既定的系统目标,倘若不依据 

集中原则而配置资源,就会使某些子系统资源冗余,功能过剩, 而其它子系统又匮乏 

必要的资源,从而使整个系统功能退化 因此,稀缺的资源是实现战略集中的前提条 

件  

    2 只有集中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  

    为了更有效地说明这一问题,让我们把具体的事物作为论证工具,而非在较抽象 

的领域里绕圈子 譬如我们正在做子弹打击木头的实验 用古典力学的理论来建立一个物理 

模型 假设 (1)木头内 外部密度一致 压强均为 

0 面积 体积是够大 在子弹的有效射程之内 枪口到木头的距离为 L (2)子弹为圆 

柱体 截面积为 S 质量为常量 m 子弹打击木头的深度为 d (3)子弹的初速度为 V 子弹

在 

空气中运行的时间为 t 由能量守恒定律知 0 s d= SX( 1 2 SX) mv 2

d 

= SX( SX( 1 2 SX) mv 2 0 s SX) 因此 在木头压强 0 和子 

弹 

质量 m 既定的情况下 为了提高子弹对木头的打击深度的办法有二 一是提高子弹在空气中 

的初速度 v(如用冲锋枪来代替手枪) 由于枪口到核的距离L 既定 提高子弹的初速度则意

味 

着子弹在空气中运行的时间 t 的缩短 二是缩小子弹弹头的面积 S 把子弹头做的又尖又小  

这说明 前者通过时间的集中来形成更大的打击深度 而后者则通过空间的集中来形成更大 

的打击深度  

 

    因此,从物理学的角度看,打击的深度可以由空间和时间的集中来得到加强 由 

于构成战略的物质具有客观实在性,上述物理学的结论仍可适用于战略的领域,即只 

有企业战略资源的集中,才能确立和培育企业核心能力,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持久 

竞争优势  

BT2     二 资源战略集中与资本经营的核心能力原则  

    (一)在资本经营中坚持核心能力原则是体现资源战略集中的必然要求  

    企业作为一种负熵系统(投入货币 人力 物料等资源后生 

产出产品),必须考虑二件事:一是投入什么资源 多少资源;二是上述资源的配置  

从前面的论述得知,从某种程度上讲,资源的配置状况甚至比资源本身显得更为重要,而资源 

的战略集中 

能使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使企业具有长期竞争优势 从逻辑上讲,资源的战略 

集中又分为二个层次:一是资源必须集中;二是资源必须集中在最有效率, 最具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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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竞争优势的业务部门上 而这些部门往往就是企业核心能力的携带者 这就必然要 

求,在资本经营中,必须做到动员企业外部资源( 包括为了达到动员外部资源而进行 

的企业内外资源的交换)向核心能力点集中配置,即做到在资本经营中坚持核心能力 

原则  

    BT3 (三)核心能力原则与多角化经营的关系  

    资源向企业核心能力的战略集中在现实世界中是有 

一定的限制的, 这一限制导致企业的非核心能力或多个核心能力范畴的多角化经营 

的发生,然而,核心能力原则与多角化经营存在什么关系,两者是否矛盾?  

    首先,核心能力原则与多角化经营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  前者强调的是企业 

资源向核心能力的战略集中,属于 负熵 范畴  后者则强调企业资源向多经营领 

域的战略分散,属于 熵 范畴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 企业 

加强核心能力是有一定的限制 CD2 即企业资源的战略集中是有一定度的限制,  

而非陷入毫无意义的极端 而这种限制具有客观实在性,进一步讲,由于这种限制,  

导致多角化经营战略 然而, 并非所有多角化经营领域都属于核心能力所履盖的范 

围,如前面所述丰田公司搞房地产和新科技的多角化经营,并不属于加强核心能力范 

围  

    其次,核心能力原则与多角化经营又有交叉之处  特定企业核心能力所对 

应的核心产品并非唯一,如日本本田公司的核心能力是在引擎和牵引动力系统方面 

,这使得轿车 摩托车 割草机和发动机都成了本田公司的核心产品  换一个角度 

看,这种企业经营多种产品或业务则意味着企业的多角化经营,因而坚持核心能力原 

则在这一角度上与多角化经营又是统一的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核心能力原则是企业资本经营的战略需要 在现实企业经营 

中,应该做到核心能力原则与多角化经营的统一,即特定企业应该经营核心能力原则 

下的若干核心产品 这些核心产品具有较高的关联度,本文称之为核心能力关联度, 

其对应的产品或业务可称为核心能力关联产品或业务 一个企业选择的核心能力关 

联产品业务的多寡与企业的规模有关 一般来说,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企业规模较 

大的,如本田公司,可选择若干个核心能力关联产品或业务;企业规模较小的,则最好 

经营一至二个核心能力关联产品或业务 所以, 选择若干个高关联度核心产品作为 

一个企业经营目标是本文推荐的最佳模式,在资本经营中也应遵循这一模式  

 

LM BT1     第三章  核心能力原则在资本经营中的贯彻实施 DM( 资本经营的 

核心能力原则研究 DM) SM( 第三章  核心能力原则在资本经营中的贯彻实施 SM) 

 

BT2     一 资本经营中企业核心能力点的选择  

   

BT3     (一)核心能力点在空间上的选择原则  

    1 避实击虚 扬长避短原则 孙武曰: 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 避实而击 

虚 13 庄子 养生主 有个疱丁解牛的著名故事,疱丁这个宰牛专家的秘诀 

是 

:刀顺着牛体自然的生理结构,劈开筋肉的间隙,导向骨的空隙,不去撞过经络结聚的 

部位和骨紧密连接的地方和大骨头 因而,疱丁解牛的秘诀就是避实击虚,这一原则 

可以上升到 道 的层次上, 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孙武和庄周这一见解正好可应用于 

核心能力点的选择上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一个企业某方面的优劣势存在于企业 

之间的比较,这只能是个相对的概念 一个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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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就是其核心能力相对其它企业具有比较优势, 当你的企业面对两个或以上的核心 

能力进行选择时,就应该考虑选择竞争对手较弱的那个核心能力  选择对手的弱点 

就是为了使我方之优势更为强烈地爆发出来,以形成高屋建瓴的竞争优势  索尼公 

司(Sony)的音响设备 电视机和摄放像机在市场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但其音响设 

备与先锋品牌相比,其电视机与松下品牌相比,其摄放像机与佳能相比都略逊一筹  

索尼公司英明之处在选择其核心能力点上,它既不是超集成电路技术  数字化技术 

或光学镜片 成像技术上,而是小型化技术!索尼公司开发出的 8mm 小型便携式摄放 

像机在市场上一炮打响,功劳最大的当属其核心能力点的巧妙选择上 应该说,索尼 

对核心能力点的选择是一种成功的典范,值得其它企业效仿  

    2 空白点原则 空白点就是某企业所拥有的核心能力为其他企业所没有,当然 

绝对的空白点在现实中较少 譬如某公司确立爱滋病的有效预防为其核心能力, 当 

该公司发明预防爱滋病的疫苗时,其核心能力具有绝对的优势  空白点原则在实施 

中风险较大,应用时要谨慎  

    3 出奇制胜,以奇胜原则 这就是该企业对原先的核心能力做某些方面的改变,  

使其核心能力变得更加完满,更具有比较优势  以生产卷烟为主营项目的菲利浦  

莫里斯(Philip Morris)介入啤酒行业后,其核心能力是啤酒的干爽化技术,后经决策改为啤 

酒的干 

爽化 低热量技术,开发出一种热量小的淡啤酒,这正好迎合了那些因嗜酒而导致身 

肥体胖的消费者群体,因而获得成功  

BT3     (二)核心能力在时间上的选择原则  

    1 先动原则 从战略的角度上看,机会是时间的函数, 而时间的提前优势正是 

一种机会 譬如前面所提及索尼公司的小型化技术,如果不是比松下公司,佳能公司 

先走一步,小型化技术的核心能力比较优势将不再存在  先动原则的要点是先和快 

的配合  

    2 后发制人原则  时间的提前是一种优势但并不能排除时间的滞后有时也是一种 

优势 当某种核心能力下的核心产品是新产品, 进入市场需要较多的前期费用并且 

市场风险较大时,则宜从时间上推迟这种核心能力的实施 埃克森石油公司 IBM 通用电气 

公司 丰田汽车公司 松下电器公司等世界巨型公司其核心能力的展开在时间上往往落 

后于中 

小 

企业,但待市场明朗化,大企业凭借其巨大的资源优势, 这时这种核心能力的实施便获 

得竞争优势 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说: 后则用阴, 先则用阳 14 意为 

后发制人是用潜力,先发制人是用锐气 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讲, 小企业 

应用先动原则优势较大,而大企业较适应用后发制人策略  

    3 竞争对手失误介入原则  当以先进的微电子技术为核心能力的美国通用电 

气公司准备出让消费类电子行业的许多企业时, 准备在微电子领域里建立起自 

己的核心能力的法国汤姆森公司(Thomson),看准时机购买了这些企业,从而利用通 

用公司的失误迅速建立起自己在微电子方面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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