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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摘 要 

 

核心竞争力也称核心专长 是能够使企业在较长时期内产生独特竞争

优势的能力 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 学习和超越的竞争力 具有较长的生

命周期 较高的价值性 独特性和稳定性 是企业获得稳定利润的根本所

在 纵观世界成功企业 无不具有其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如英特尔公司的

CPU 技术创新能力 NIKE 公司的营销 研究与开发设计能力 DELL 公司的

直销 和 按单生产 模式 海尔公司品牌推广 售后服务和独特的企

业管理之道等等 随着中国加入 WTO 的临近 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中国企业

的冲击不可小视 中国企业为确保可持续生存和发展 必须要有比其竞争

对手更强的长期性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 大力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其在

市场立足之本  

对处于计划与市场转轨时期的中国企业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面临的新

课题 也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首先从我国企业竞争力现状

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 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大背景 中国入关的临近

以及新形势下的竞争特点 说明中国企业只有积极参与核心竞争力的竞争

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胜利 其次 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性质 作用和培育

方法进行论述 三是阐述了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是核心竞争力

培育的最强有力的保障 而企业要成为真正创新的主体 必须享有法律确

认的产权和独立经营自主权 制度创新是创新成功的基本保障 四是阐述

了企业为了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必须在企业制度创新的同时 建立技

术创新机制 只有保持较强的研究与开发能力 不断技术创新 不断将高

科技引入企业管理与生产经营中 才能保证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五是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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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角度出发 表明企业应在其最具优势的方面形成 保持 创新核心竞争

力 只有把核心竞争力与经营战略的选择联系起来 企业才能获得长久的

竞争优势 盲目多元化将导致经营失败 同时 阐述了建立一套适应市场

的规范化管理体系 提升企业管理新理念对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 六是从

知识经济时代 人才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的角度出发 阐述成

功的人力资源管理 不仅对组织建立竞争优势 而且对其维护 发展竞争

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企业要发展新的核心竞争力 必须不断建立在

发掘人力资源优势上 企业其他方面的创新较易被竞争对手模仿 而人力

资源管理方面的创新较难模仿 企业只有快速构筑自身的人力资源竞争力

才是其维持生存 并促进持续发展的保证 人力资源竞争力是企业发展的

根本动力  

核心竞争力在我国是个新课题 加之本人水平所限 不足之处在所难

免 恳请老师 同学斧正  

 

关键词 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 创新 Innovation 人力

资源(Human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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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计算机的普遍使

用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 企业获取外部信息的速度更加快捷 时间和距

离正被大大缩短 传统的企业的生产方式 营销方式 组织方式及管理理

念正受到全面的冲击和挑战 随着入关的临近 企业间的竞争愈加激烈

企业不仅面对国内企业的竞争 还遭到来自国外发达国家众多公司的挑战

为确保企业可持续性生存和发展 中国的企业经营者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树立创新意识 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只有具备了比其

他竞争对手更强的长期性优化配置资源能力 为顾客带来长期性的关键性

利益 并为企业带来超值利润 才能使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

壮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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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一 我国企业竞争力现状 

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 通过对全球 58 个国家的约 4000 个

政府和工商界人士就 企业营运与制定商业策略的复杂程度 和 商业环

境素质 展开调查,日前公布 2000年世界竞争力报告 排名 从第一名至

第十名的国家或地区分别是 美国 新加坡 卢森堡 荷兰 爱尔兰 芬

兰 加拿大 中国香港 英国和瑞士 亚洲整体表现不太理想 中国台湾

排在第11 位 日本排第21 位 马来西亚第 25位 韩国第 29 位 泰国第

31位 菲律宾第37位 中国大陆第41位 印尼第 44位  

 从排名可以看出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还十分低下 为了在日益复杂的

世界经济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综合提高中国企业竞争力已成了当务之急  

二 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的必要性 

(一) 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局势 国企的效益日渐下滑 国企不但受到来自

国外公司的挑战 还受到外资企业 三资企业 乡镇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强

大压力 国企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树立全新理念

引入新机制 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大力吸收现代科学的观念来规范

组织和运行企业  

(二)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 

新世纪是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 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全球化市场

经济 知识无国界 竞争无国界 在知识经济时代 更多地世界经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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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商品 资本 生产 技术 劳务和金融国际化 资产投入无形化 知

识商品化 经济决策知识化 经济发展持续化 资源共享化和市场多极化

的影响 使中国企业与世界大公司同台共舞 跨国公司通过其子公司渗透

到各国的各个物质生产和服务业领域 进行跨越国界和地区界限的生产要

素和资源的优化组合 成为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经济全球化

使得各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趋势不断增强 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速度更加快

速 竞争程度愈加激烈 互联网 电子通信和电子商务的发展极大地拓宽

了企业可交易领域 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经

营活动 现代技术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企业要想在世界

大舞台上立足 必须注意员工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

国际化能力  

(三) 中国入关的临近 

加入世贸组织将对我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世贸组织为各国提供了一

个规范的国际经济运行和市场竞争的统一的制度体系 同时也大大加快我

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 传统的体制 观念和行为方式将受到巨大的

冲击 面对外国公司强大的挑战 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中要求得生存和

发展 必须树立全新竞争观念 必须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发展的需要 企业

间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 制度竞争 理念的竞争 中国企业当务之急是

如何提高核心竞争力  

(四) 新形势下的竞争特点 

1 在从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 从国内经济转向国际经济以至全球化

经济的新形势下 市场的竞争已由产品 质量 价格 发展为理念 管理

资源 技术 创新 人才 资讯 品牌 营销方式 售后服务 反应速度

产业选择等全方位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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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竞争已由传统的以物质资源为主的竞争转向了物质资源 人力资源

和无形资产以及能力并重的竞争 竞争范围已由过去的国内竞争 在国内

市场与外国企业竞争 转向在国际市场与外国企业直接竞争  

3 竞争方式由以往采取的以职能性战略和特定行业竞争战略为主的竞

争方式 转向多行业整合竞争战略和企业总体战略为主的竞争方式  

4 企业为了获得持久发展 已由对抗竞争开始向协作竞争发展   

5 信息技术使得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了巨大变化 小企业借助信

息技术也可以同大企业同台竞争 企业的规模不再是决定市场竞争成功的

重要因素 竞争的法码已越来越偏向于拥有更多更新知识的企业  

6 科学技术的进步 使得大部分产品的生命周期明显缩短 流通方式

更加现代化 对企业的领导结构及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信息技术

的发展使现代企业从大批量生产方式向小批量的按需生产方式跃迁  

7 创新活动成为参与竞争的主要方式 谁能够积极创新 谁就能抢占

市场制高点  

8 在知识经济中 人们更注重知识 人才 技术 管理能力 品牌等

更高层次上的竞争 企业只有积极参与核心竞争力的竞争 才能获得参与

竞争的资格和长久的竞争优势 才能国际竞争中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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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 

一 核心竞争力概念 

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也有人译为核心能力 核心专长 最

早是由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尔(G.Hamel)在 1990 年的 哈佛

商业评论 一篇划时代文章 企业核心能力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的发表而问世的 他们认为核心竞争力是指谁能比竞争对手

以更低的成本 更快的速度去发展企业自身具有的强大竞争力的核心能力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多方面技能和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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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是企业在特定经营环境中的竞争能力和

竞争优势的合力 潘汉尔德把企业核心竞争力描述为 组织中的积累性学

识 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

识  

凯文 科因等认为 核心竞争力是某一组织内部一系列互补的技能和

知识的组合 它具有使一项或多项关键业务达到业界一流水平的能力 主

要包括预见能力和前线执行能力 指最终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与前线员工的

工作有关  

阿迈 辛德(Amy Snyder)和威姆艾 伯伦(William H.Ebeling)认为

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有形的价值增值活动 这些价值增值活动能以比竞争

者更低的成本进行 正是这些独特的持续性的活动构成了公司真正的核心

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对最终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有重要贡献 它代表的是一

种独一无二的并且能提供持久竞争优势的能力 有支持多种最终产品或服

务的潜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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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学者普遍认为 企业核心竞争力可以概括为五方面 员工的知

识和技能 公司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 公司的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 公

司创造品牌和运用品牌的能力 公司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观 是其对手在较

长时间内难以超越的竞争力 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和较高的稳定性 能使

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 获得稳定的超额利润  

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观点 所谓核心能力是指某一组织内部一系列

互补的技能和知识的结合 它具有使一项或多项业务达到竞争领域一流水

平的能力 它具有价值优越性 异质性 难模仿性 难替代性 核心能力

是使企业能持续开发新产品和拓宽市场的特性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核心技

术 核心专长 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超额利润的主要原因  

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要经历企业内部资源 知识 技术等的积累 整合

过程 并不是企业所有的资源 知识和能力都能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 只

有成为独一无二的 不被当前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所拥有和模仿 难以替代

同时能增加企业外部环境中的机会或减少威胁的时候 它们才成为核心竞

争力 并形成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为企业获得超额利润提供保证 (2) 

王秉安教授认为 一般竞争力多指营销竞争力 研究开发竞争力 人

员竞争力 品牌竞争力等 它们是企业活动的某一方面 某个领域的竞争

力 是一种浅层次的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处于企业核心地位 是影响企业

全面的竞争力 其在较长时期内相对稳定 是一般竞争力的统领 它具有

价值性 富有战略价值 能为顾客带来长期性的关键性利益 独特性 延

展性 企业的核心产品 核心技术和核心能力都能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以核心产品形式和核心技术或技能形式为主要特征的核心竞争力为硬核心

竞争力 企业在长期运作中形成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特征的经营管理方面的

能力是软核心竞争力 软核心竞争力更加无形化 更难识别与模仿 更具

长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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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管益忻教授认为 核心竞争力是以企业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

旨在为顾客提供更大 更多 更好 的 消费者剩余 的一整个企业核心

能力的体系 优越的核心竞争力 机制 有五个突出的 基本点 它是本

企业专有的 优异的 扎根于组织之中的 适应市场机会的 竞争优势是

可持续的  

二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性质 

综上 核心竞争力是能够使企业在较长时期内产生独特竞争优势的能

力 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 学习和超越的竞争力 它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

较高的价值性 独特性和稳定性 是企业获得稳定利润的根本所在 核心

竞争力的形成依赖于企业所拥有的各种竞争力 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的过

程就是以企业的一般竞争力为基础 并对其进行整合 使其上升为更 高

级 的竞争力的过程 当然 不是所有的资源 知识和能力都能最终提升

为核心竞争力 只有那些有竞争优势或在关键领域发挥作用的资源 知识

和能力才有可能构成核心竞争力  

三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作用 

为确保企业可持续性生存和发展 必须要有比其竞争对手更强的长期

性优化配置资源能力 即要有很强的核心竞争力 它的作用是  

1 核心竞争力的出发点是为用户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  

2 核心竞争力以为用户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产品和服务为宗旨 确保

企业在市场中的长久生命力 世界上成功的企业都以核心竞争力为中心拓

展一系列产品线和服务体系 最后在相应的市场中获得稳定的竞争优势

英特尔公司依靠其微处理器核心技术 不断开发新产品 带动了全球个人

计算机市场的发展和变革 并牢牢掌握市场主动权 雄居芯片市场霸主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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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心竞争力的独特性和不易模仿性 使得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领先

地位 英特尔 麦当劳等的核心竞争力已内化于企业的整个组织体系 是

企业长期的系统学习经验的积累 而且有不断创新的机制作保障 使其产

品在市场上的领先性不易被替代 因此 核心竞争力是竞争优势持续化的

源泉  

只有核心竞争力才能产生出可持续性的竞争优势 但这种转换又要取

决于相应的转换机制和环境条件 组织结构 管理机制 企业文化和资源

状况等 是否促进这种转换  

四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到可持续生存和发展 最为关键的是加快

有效培育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1 企业领导人必须有培育和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意识  

当企业领导人认识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意义时 才能对自身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有一个准确定位 并创造条件 来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的建立必须在战略层面上进行统筹规划和组织实施  

2 模仿学习 

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日本计划的主要学者詹姆�P�沃马克 James P 

Womack 认为 美国最近竞争力提高的原因主要在于 美国企业是很高明

的模仿者 他们花费十年时间来检验其竞争对手在产品开发 生产运作

供应系统管理和组织控制方面的优势 然后推出了 相同功能的替代产品

这种产品是改进了对手的先进技术之后生产出来的 主要方法有 利用新

方法组建和管理产品开发小组 更快更好地设计和生产产品 在提高质量

和柔性 flexibility, 指的是企业为顾客提供多种类型产品的能力 的

同时 通过大幅度消减在制品 场地 工具成本和人力来提高制造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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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 更多地采用日本准时化生产 JIT 采用消费者 供应商合作的

新方法和建立有实权的且独立的监督委员会 提高管理效果
(3) 

3 外购 

外购 Outsourcing , 指对外购买以前由自己制造的东西 外购对象

可能是一项活动的某些要素 而其他部分自己完成 由此引伸出另一种新

型经营模式 虚拟经营 如惠普公司同公路运输公司在华盛顿的凡康渥合

作做国内原材料的仓储生意 公路运输公司的 140 名员工每周 7 天 每天

24 小时在仓库营业 负责协调仓库中零部件的进出并保管存货 惠普公司

的250名员工则负责公司的其他活动 这种分工使惠普公司节省了10%的仓

库运营成本 (4) 

外购的意义在于 满足企业轻薄化 弹性化的经营要求 即虚拟经营

它指的是突破组织有形界限 保留企业中最关键的功能 企业价值链中适

合自己做的一个或几个环节 即自身核心竞争力所在 其他功能采用外购

通过运用自身最强的优势和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 耐克公司保留自己的设计 销售部分 没有自己的生产厂 产品却畅

销全球 它擅长于运用外部的优势 创造出高弹性的运作方式 赢得了竞

争优势 达到快速成长的目的  

4 内部重组 

内部重组也即对组织内部进行管理创新 通过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

以获得企业长久的竞争优势  

1 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一种随资本 资源 投入的增多而增大效益的经济 范围

经济则是一种随其某一 几 种功能投入 使用 的增多 应用的扩大

而增大效益的经济 D.福克斯和 C.鲍曼认为 规模和范围经济都会降低经

营活动的单位成本 加大实现竞争优势的可能性 海尔集团就是通过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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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地使用其品牌 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因爱立信手机外包而闻名的

Flextronics公司靠的就是全球批量采购的优势 生产成本可以达到最低  

2 善用资源 以少胜多 把资源集中于关键领域 优化资源配置

通过有效积累 整合 将资源集中在关键的战略目标上  

迈克尔 波特把企业内外价值增加的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

基本活动涉及企业生产 营销 来料储运 成品储运 售后服务 辅助活

动涉及人事 财务 计划 研究与开发 组织制度等 基本活动和辅助活

动构成了企业的价值链 企业参与的价值活动中 并不是每个环节都创造

价值 只有某些特定的价值活动才真正创造价值 这些真正创造价值的经

营活动 就是价值链上的 战略环节 企业要保持的竞争优势 实际上就

是企业在价值链某些特定的战略环节上的优势  

运用价值链的理论 要求企业密切关注组织的资源状态 特别是关注

和培养在价值链的关键环节上的核心能力 以形成和巩固企业在行业内的

竞争优势  

3 合理使用关键人才以创造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的创新者和

拥有者是企业的关键人才  

4 有效整合现有的核心竞争力 从而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  

5 外部重组 

由于通过内部发展建立核心竞争力较慢 一种较为快速获得竞争力要

素的方法是通过吸引 外来 资源 如吸引掌握关键技术的人才 与拥有

核心专长的公司建立战略联盟 或通过并购方式  

1 与拥有互补优势的企业形成战略联盟 战略联盟 多指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达到某种共同的战略目标 而建立和发展的一种联盟

通过有效获取本企业原先不具备的互补性资产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形

成更强大的协同优势 迅速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规模经济效益 同时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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