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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生命周期是从企业发展成长过程的角度来研究企业成长问题的理论，该理

论认为，任何一家企业都犹如一个自然生命体，都会面临成长与死亡的历程，企业

的内部组织随着生命周期不断演变，将呈现出可以预测的行为规律模式。我们通过

认识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特征及其可能出现的问题，就可以知道如何避免或尽量

减少问题继而解决问题，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以 佳姿态进入成熟期，并通过一定

的途径和方法延长成熟期，延缓衰退期的到来，使企业获得高质量的生命。本文主

要应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对教育行业近年一发展速度迅猛的企业 K 公司的发展过

程进行分析研究，判断其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继而得出结论、给出建议。 

笔者通过对 K 公司的高层访谈、文献资料分析、实地调研，回顾了 K 公司十年

来的发展历程，对 K 公司的主营业务、运作模式、财务状况、人力资源、企业文化

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角度出发，将 K 公司的发展历程与

发展现状与多种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方法描述的各阶段特征进行对比，确定 K 公司目

前处于成熟期的初期，目前还处于向上发展的过程中。笔者分析了 K 公司目前阶段

面临的企业战略、管理制度、企业文化、人力资源、外部环境等五方面的问题，针

对 K 公司的战略转型、业务运营、人才培养、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培训机构；企业生命周期；企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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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prise life cycle is from the enterprise growth process perspective to the study of 

the enterprise growth theory, the theory that any enterprise are like a natural life will 

face the process of growth and death,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system with the life cycle 

evolution, will show predictable patterns of behavi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age of life cycle of enterprise and its possible problems, you 

can know how to avoid or minimize the problem, solve the problem, so tha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with the best attitude to enter the mature stage, and through 

some means and measures to extend the maturity, to slow the recession period of arrival, 

so that enterprises access to high quality of life.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enterprise life cycl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pace of development of K enterprise company for analysis and research, to 

identify the stages of the life cycle, then draw the conclusion and advice. 

By the author of K company executives interviews, literature analysis, field research, 

reviewed the K Company ten years development course, the K company's main business, 

mode of operation, financial situation, human resources, corporate culture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enterprise life cycle theory of K company's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status and a variety of corporate life cycle 

division method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age were compared and 

identified K Company is currently in the early mature stage, is still in to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K Company at present stage facing the 

enterprise strategy, management system, enterprise culture, human resources,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opinions for K company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business operations, personnel training, management system and so on. 

 

Key words:Training organization; Enterprise life cycle;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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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章  绪  论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全球企业的平均寿命在逐渐地缩短。西方的大型

企业的寿命不过 40 年，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 7 年。而在我国，大型企业的平均

寿命仅 10 年左右，更多的中小企业，其状况更是不容乐观。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

有 68%的中型企业生命周期不超过 5 年，中小企业往往在某个阶段就夭折了。①如何

对企业这个复杂组织系统的发展阶段与发展前景进行准确的判断，以便于企业有针

对性地采取正确措施，预防并解决在其发展过程所面临的问题，促进企业可持续成

长，成为企业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的背景 

进入 21 世纪，世界迎来一个新的创业时代，创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自十七大

明确提出“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以来，我国也出现了

新一轮的创业热潮，包括高科技创业、下岗职工再创业、困境企业二次创业、大学

生创业在内的不同层次的创业主体以各式各样的创业形式建立了大量不同产业、不

同规模的创业企业。但事实表明每年都有大量的创业企业诞生，同时又有大量企业

退出了这个舞台，这说明创业企业的成活率通常较低，存活时间也较短。有关资料

显示，新创办的企业中近 20%-30%会夭折，仅 60%-70%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而创

业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 3.5 年，其中经营年限在 5 年以上的仅占 10%左右。②成为百

年企业是所有企业追求的目标，但社会大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制约了很多企业

的健康成长。探究企业成长的发展机制及制约因素，把握创业企业的成长状况和未

来发展趋势，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使创业企业顺利由成立转向成长，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K 公司是一家大学生创业型企业，主营业务是教育服务项目。2005 年由两名在

校大学生正式注册创办，至今已有十个年头，十年来经历了早期的摸索和之后迅速

                                                        
①李功网，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的中小企业管理[M],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年。 
②朱仁宏，叶敏，邓靖松.2006 年创业经济与企业发展研究报告[J].现代管理科学，2007，（7）: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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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扩张阶段。校区从当初的一间出租屋到现在厦门、上海、福州、泉州、南昌、

合肥六地开设有 42 个大型校区，员工从原来的 2 个人到现在全职工作人员 1300 多

人。K 公司的发展受到许多部门的重视，同时也揽获全国众多机构颁发的荣誉和称

号。但每个企业的成长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都会出现阶段性的问题。K 公司经

过这些年的快速发展，在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发展瓶颈与新问题。面对发展新形势，

该公司的成长中遇到或是将会遇到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要如何解决？作为了解它成

长起来的本文笔者，希望能为它的发展提供一些新思路，结合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

和自身的经验来探讨这个课题。 

二、研究的意义 

纵观目前国内外的学术领域，相对于如火如荼的创业活动而言，人们对创业企

业的研究还在逐步深入中，尽管针对企业管理所进行的研究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成

熟的研究领域，对于创业环境及创业型经济的研究也较为广泛，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也自成体系，但是运用该理论针对创业企业这一特定的研究对象，所进行的研究并

不是十分多。为了进一步提高创业企业管理决策的科学性、预见性，促进创业企业

可持续发展，学术界都在努力进一步发展企业管理理论，并积极探索基于我国国情

的企业管理方法。因此，本研究首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创业企业管理理论发展提

供借鉴，具有一定理论意义。 

其次，研究企业的成长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创业企业所特有的特点，

决定了企业在其成长、经营、管理过程中将面临着诸多风险与困难，如果不能很好

的处理这些风险与困难，将可能导致创业企业的经营失败。目前，国内外众多学者

对于企业成长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宏观方面，且理论研究多于实证分析。运用企业

生命周期理论对实际企业的发展策略的研究还不充分，尤其是对于教育行业和相关

行业的研究较少。K 公司作为一家已经生存发展了十年的创业型中小企业，值得对

其发展历程和特点进行深入研究。本文试图以新型创业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案列

分析，归结出 A 公司现处的发展阶段，探索创业企业成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据此提

出加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议，希望能对 K 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尽绵薄之力。其次，

K 公司是诸多创业公司企业中的一员，通过对 K 公司的个案剖析，希望为同类企业

在面对自身挑战与机遇时提供可参考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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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是将理论应用到具体案例，通过案例分析，以达到发现问题、研究问

题、解决问题的目的。具体而言，即以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成长理论为理论指

导框架，以 K 公司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采访座谈、收集资料等方式，对 K 公司的

发展历程、主营业务、运作模式、财务状况、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分析，

探讨 K 公司目前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发现 K 公司目前面临的问题，继而依据企业

成长理论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论共计五部分内容： 

第一章绪论部分，从本文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谈起，提出相关问题，对有关

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阐明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第二章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及其应用，主要阐述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发展与应用，

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企业成长阶段的主要判断依据。 

第三章是 K 公司各发展阶段划分及特征分析，对 K 公司的发展历程、组织结构、

主营业务、管理模式、企业文化、品牌建设和财务管理等方面进行概述。运用企业

生命周期等相关理论方法，对公司的各生命周期进行划分和分析。 

第四章是 K 公司现阶段成长问题分析。分析 K 公司目前所处发展阶段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 

第五章是 K 公司的成长对策研究，在分析现状、找出问题的基础上，对 K 公司

的成长发展提出一些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第六章是结论部分，主要概述论文的主要结论、研究不足之处及今后研究努力

方向。 

二、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理论分析法和访谈法、理论分析等方法。 

（一）理论分析法：主要运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分析当前 K 公司的现状、存

在的问题以及发展策略，为企业更科学的发展提供参考。 

（二）问卷调查法：主要是调阅 K 公司各种管理制度文本、K 公司有关工作总结、

会议报告、内部刊物，以及针对 K 公司消费群体所做的调研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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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企业生命周期，通俗的讲，就是指企业从诞生到死亡的过程。企业的内部组织

情况随着生命周期不断演变，会呈现出可以预测的行为模式。在每一个阶段里面，

企业都将面临某些具有这个成长阶段特点的问题并加以克服，这就是企业生命周期

理论所探讨的问题。① 

第一节  企业生命周期的应用研究综述 

学术界关于企业生命周期的研究主要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理论研

究主要探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自身问题，如阶段的数量、阶段的划分指标与划分

方法等，本文将在第二章的基础理论中具体阐述。应用研究主要是探讨企业生周期

各阶段中的管理问题，即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成长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关于企业

生命周期与企业成长的应用研究蔚为大观。 

徐艳梅（1999）②从企业规模扩大入手，指出影响企业成长的两大要素，即时间

和成长率，认为多样化是企业成长的主要战略，因为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所制造产

品的生命周期及企业所在产业（或行业）的生命周期有关，而企业成长的制约主要

来自于技术的制约。 

赵曙明(2002)③运用企业生命生命周期理论研究了企业集团不同发展阶段的人力

资源管理的特点，阐述了企业成长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提出了企业成长的三个

阶段论，探讨了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获取竞争优势、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JenKins etal.(2004)④探讨了企业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不同的竞争战

略。研究结果认为企业由成长期进入成熟期或者是从成熟期迈入到衰退期时，企业

的获利能力与销售成长能力的价值相关性有显著变化。并进一步证实在利用企业盈

余对企业进行评价时，企业生命周期起到的重要决定作用。 

                                                        
① 杜跃平，王林雪，夏永林编著，创业管理 [M].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② 徐艳梅. 企业成长研究[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1999（12）：53-56. 
③ 赵曙明, 吴慈生, 徐军.企业集团成长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2（09）：46-50. 
④ Jenkons.DS.kame,G.D.Velury.U.The Impact of the Corporate Life-Cycle on the Value-Relevance of Disaggregated 

Earnings Component[J].Revew of Accounting & Finance,2004(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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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林榜（2006）①认为应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制定选择不同的薪

酬水平策略，这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文章构建了企业生命周期与薪酬水

平策略的一般模型图，在高速增长期和成熟平稳期建议薪酬水平应有所提高，增强

员工的企业认同感和归属感。 

张寒冰（2008）②在对中小企业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进行划分的基础上，着重从

技术与知识、组织管理、市场营销和控制系统等企业内外部因素考察企业成长与发

展的种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因素作用模型。 

任荣（2009）③在分析国内外有关生命周期与企业创新及管理的基础上，提出了

战略联盟条件下企业合作创新的营销因素，并构建了相应的管理模型，将此模型的

生命周期划分为协商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蜕变期四个发展阶段。 

邓斌（2013）④利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研究了某企业的优序融资选择问题。从

企业不同生命周期内阶段特征、财务特质和融资目标着手，提出了不同生命周期内

的优质融资选择机理。 

宣稳荣（2013）⑤运用企业生周期理论，针对企业现阶段所呈现的特征，对其所

处的成长阶段进行判断，并从生命周期的视角，对处于该阶段的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进行分析，继而提出成长对策。 

以上这些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应用研究，运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针对企业管理

中的特定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和解决方案，应用价值较高，这些研究成果都将

为本论文提供有益的借鉴和重要参考。总体上，在关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应用研究方

面，对于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管理某一方面的联系研究较多，但对某企业某一生命

周期阶段的成长特征、经营、战略等方面进行针对性研究的还不是很多。本文尝试

运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对研究对象进行阶段定位，并提出发展建议。 

第二节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发展与模型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起源于经济学对企业“黑匣子”生命现象的研究。英国学者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是系统观察与研究企业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也是 早

                                                        
① 范林榜，企业生周期与薪酬水平策略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06（6）53-54 
② 张寒冰，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企业成长与发展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8. 
③ 任荣.基于战略联盟生命周期的企业合作创新动态管理[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④
 邓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下汇源果汁优序融资选择[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⑤ 宣稳荣,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华润燃气成长对策研究[D],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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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然生命来类比企业，对企业的兴衰情况进行深入研究的人。在马歇尔看来，企

业内部系统如同一片巨大的森林，不同规模大小的企业就像是森林里参差不齐的树

木，都有生存发展与不断成长的机会。但这些企业与森林的树木一样的是，都存在

凋零与枯萎乃至死亡的风险。马歇尔对企业发展实质的洞察与巧妙比喻，被后来的

研究学者称之为“企业森林原理”。1972 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拉瑞•葛雷纳

（Greiner,Larry E）在他的文章《组织成长的演变和变革》中，第一次提出“企业

生命周期”的概念，并围绕这个概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终引发了一个学术

界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共同关注的话题——企业生命周期问题，这被视为企业生命

周期理论的研讨开端。1989 年，美国著名学者伊查克·爱迪斯博士撰写了《企业生

命周期》一书，这被视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形成的标志。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一被提出，就受到了众多企业研究者的青睐，成了多学科考

察的热点论题之一，并将这一理论植入到多个学科的研究当中。总结梳理下来，我

们发展业内学者们多将这一理论主要根植于四个学科：生物学、经济学、管理科学

与心理动力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与争论，主要形成了仿生-进化论分支、企业生

命周期阶段论、企业生命周期归因论和企业生命周期对策论四种理论体系。在这其

中，生命周期阶段论的影响力 大，这种理论把企业的成长视为一个具有若干阶段

的连续的过程，将考察的重点放在这个过程中的各个阶段的特征与问题上。阶段论

吸引了大批学者的关注，不同的学者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彼此有别的各种阶段论。

这些论者论断的主要区别，表现在对企业成长阶段的划分上。按照阶段划分的差异，

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十几种阶段论，从 少的三个发展阶段到 多的十个发展阶段。 

目前，理论界以及企业界对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相对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

哈佛教授拉瑞·葛雷纳提出的五阶段模型和美国学者伊查克·爱迪斯提出的十阶段

模型。此外，我国国内学者也研讨出了诸多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模型，比较典型的

是著名经济学家陈佳贵教授提出的“企业生命周期蜕变模型”。 

一、葛雷纳五阶段模型 

拉瑞•葛雷纳教授的五阶段模型认为企业的发展不是由外部因素所决定的，而是

源于企业内部的变革导致的。他认为正在成长的企业组织机构要经过五个清晰的发

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包括一个比较平静的成长时期，这个时期将因一次管理危机

事件的发生而结束，每一个阶段内含的特点都是既有演变又会有变革的。企业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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