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略可能是当今企业界用得最多，也用得最滥

的名词。企业管理者知道不谈论战略的危险，因为

追逐时髦理论可以在同行或客户眼里制造出一种

规范、专业、先进的形象，时髦词汇和最新技术的合

理性和合法性能为它们的使用者带来话语权力和

政治经济权力。然而现实是，一方面中国企业并没

有明确感受到战略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企业又被

批评为没有战略。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企

业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中国企业战略实践行为的特

殊性和复杂性。适应环境是战略的基本特征之一，

离开中国企业所处的现实环境来借用西方国家主

流战略理论是很难有成效的。同时，战略管理学是

一门比较年轻的科学，国内战略管理学研究从内容

上讲尚停留在学科边缘（许德音等，!""#）。因此，在

中国语境下结合中国企业的现实环境来谈论战略

是很有必要的。

$ 中国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战略
亨利·明茨伯格等人在《战略历程：纵览战略管

理学派》一书中指出：不采用战略与采用战略一样

都只是组织的一种选择，对组织都很重要。这是因

为，战略具有全局性，规定了企业的总体行为，但行

为的过度集体化将导致“群体思维”；战略具有长远

性，谋求企业的长远发展和长远利益，但企业的环

境越来越复杂，高度不确定，难以预期；战略定义了

组织，却易使组织陷于模式化而丧失整个组织体系

的丰富性；战略具有纲领性，确认了指导未来企业

行为的基本观念和逻辑，要求一致性和有序性，而

非一致性却是创造力的来源（曾鸣，!""#）。明茨伯格

是战略研究两大学派之一的过程派领袖，实际上他

反对的不是战略，而是建构理性的战略计划论。僵化

的建构理性的战略往往会引导企业走向危机，所以

不采用这种战略对组织反而可能是好事。战略研究

的内容派（以迈克尔·波特为首）注重定位，着力提供

简洁优美的一般模型 （如波特的行业竞争五力模

型），而明茨伯格则强调战略发现和执行中的人的主

观能动性因素。在高度不确定的企业现实环境中，精

确的预见性和在此基础上的圆满的战略计划是不可

能的。面对趋于复杂的世界，管理者更需要拥有的是

随机性的智慧，而不是教条式的智慧。现在中国企业

家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在扎实的经营生活经验中间

的试错和体验，而只有这个体验才是未来激发中国

企业战略管理模式的资源（袁岳，!""%）。范棣和曹建

伟在《长大》一书中反对僵化的战略，指出要保持公

司的战略像魔方一样灵活多变。由此，我们的一般结

论是，中国企业需要战略，但需要的是与企业现实环

境相匹配的灵活的战略。

! 中国企业的战略阶段
长江商学院曾鸣教授认为，中国企业经历了三

个阶段：寻租阶段、一招鲜阶段、全面竞争阶段。&"年

代是寻租阶段，那时候企业关心的是拉关系、找资源

的能力。’"年代是一招鲜阶段，为应对过剩经济，这

时候的企业着力利用媒体渲染、放大自己某一方面

的长处形成卖点以获得顾客的认同。典型现象是出

现一批中央台的“标王”。中国经济现在已进入全面

浅谈中国企业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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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企业陷入无战略危机的原因是脱离中国企业的现实环境，一味借用并参照西方主流的战略理论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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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康荣平，柯银斌《中国企业战略!"年》）

表一 中国企业战略环境的变迁

年代因素 #"年代 $"年代 现在

占主导的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

占主导的发展方式 改革 改革 % 开放 开放

宏观经济特征 短缺经济 短缺 % 过剩经济 过剩经济

市场供求关系 供小于求 供求基本平衡 供大于求

市场空白量 量大 中 小

竞争范围 基本无竞争 单要素竞争 全面竞争

竞争程度 低 中 高

消费者的特征 盲目 半盲目、半理性 理性

竞争阶段，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和全球经

济整合的快速发展，市场环境逐步成熟和规范化，

消费者行为的理性化占主导地位，唾手可得的机会

越来越少，市场的爆炸性增长已经结束。中国企业开

始重视战略思考能力，从以资源为导向转向以战略

为导向，试图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形成可持续的
竞争力。

& 多元化和专业化战略

多元化和专业化的选择曾对中国企业造成很

大的困扰。企业战略中讲的多元化、专业化问题并

非经营方式问题，实质是业务战略问题。业务战略

意义上讲多元化、专业化只表示一个企业所做的业

务的多寡。企业只做一个产品类别，如格兰仕只做

单一的微波炉产品，就是专业化。格兰仕从微波炉

拓展到空调、冰箱业务，就是多元化了。有学者将#"
年代视为中国企业的专业化战略阶段，这一时期的

国有企业只生产某类型行业中的产品，而在市场夹

缝中和有限市场机遇下的民营企业只能生产某类

产品。$"年代末期，多元化经营形成高潮，许多企业

成为“机会经营者”，不顾其资源掌控能力和业务经

营能力，试图抓住每一个先机。进入!’世纪以后，中

国企业的总体战略行为开始出现差异。一部分企业

坚持专业化，特别是新诞生的企业。一部分企业坚

持多元化，整合资源，寻求跳跃式发展。还有不少多

元化企业主动采取归核化战略，有所为有所不为，

试图形成核心竞争优势。

多元化或者专业化本身并无优劣、对错之分，

只是企业的一种战略选择而已。这种选择受到企业

自身资源和能力的限制，也受到环境变迁的影响，

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着的过程。当单一业务已

经进入产品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其附加值与平均

利润率开始明显降低，企业就该考虑业务转向或者

多元化了。当企业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可能的新

业务与原业务没有技术或者市场的相关性，既有竞

争优势不能移植到新业务中，那么企业就应该谨慎

地考虑多元化了。

( 差异化战略

战略首先强调的是如何与众不同，差异意味着

竞争力。迈克尔)戴尔对如何创业成功问题的回答是

与众不同的。在竞争战略层面，建立在企业专用资产

基础上的主营业务和核心能力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

根本。多元化和专业化战略都必须建立在差异基础

上。缺乏差异化战略下形成的主营业务核心能力，专

业化无从实现，多元化更是免谈。中国企业要提高竞

争力目前主要有五种思路：并购扩张；打造产业链；

成为标准制定者；通过自主研发获得核心技术以及

利用中国市场扩张带来的新商业机会。明显的是，没

有专属资产基础上的主营业务和核心能力是很难实

现任何一种思路的。当然，专有资产的形成需要企业

长期的坚持和持续的资源投入，而且一旦差异化战

略方向失误，企业有可能全军覆没，同时企业差异化

战略带来的优势至少需要&—*年的时间才能显现出

来。但是企业重视贯彻一定的战略思考，这种抉择往

往会带来巨大的回报，并形成长期的影响。我们考察

现时行业中的领袖型企业莫不如此。

* 战略实际上是一个选择问题
战略的着眼点是企业的未来，试图打造的是企

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那种不顾企业的长远利益，贪

图一时所得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缺乏战略眼光的行

为。战略抉择要求企业放弃机会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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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不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左右，充分考虑自身长

期发展需要和外部环境影响的有机结合，有所为有

所不为，大舍方有所大得，选择应该去做的事业领

域和事业方向。中国大部分企业还相对弱小，当前

的销售增长和利润回报即生存问题非常迫切和突

出。但是这不可能成为支持机会导向的充分理由。

面对开放下的全面竞争，中国企业应当适时地形成

扎实的系统管理能力，养成战略导向思维，与中国企

业的现实环境相匹配，实施灵活的战略和战略管理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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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领下艰苦的度过的。在这期间，弗罗斯特是在

母亲的支持下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中学学业。母亲

对作者的照顾和关心，奉献出的那份母爱同样的在

弗 罗 斯 特 的 思 想 和 心 理 上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加

之，人之天性的那种“俄底普斯情结”（“恋母情结”）

给弗罗斯特在抒发自己内心对“母爱”的崇敬和敬

意提供了创作的原动力，这也可以看出，作者少年

时代的生活经历对其诗歌描写所产生的影响。

罗 伯 特·弗 罗 斯 特 的 生 平 经 历 是 艰 苦 和 磨 难

的，尤其在他的早期生活，充满了艰苦和失望。他诗

歌的创作、诗歌中感情的抒发以及对人生和世俗的

观点和看法都是离不开他个人的人生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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