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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A_E6_A0_B8_E5_c41_66101.htm 最近十几年来，有关核

心能力(core competence)的研究已经成为企业管理学的一个研

究热点。一项文献分析表明，普拉哈拉德与哈默(Prahalad

amp. HCI中的533篇文献所引证。引证该文献的论文大多发表

在战略管理、技术管理、管理评论、研究开发管理、计划管

理等领域的专业管理期刊上，这些期刊绝大多数被 SSCI列为

核心管理期刊(张炜，2002)。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增

多，也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核心竞争力的概念曾被《世

界经理人文摘》杂志评为在过去10年中对中国有巨大影响

的10大管理实践之首 (黄继刚，2002)。本文无意研究具体的

核心能力理论和实践问题，而试图分析核心能力范畴的提出

及其广泛深入的研究对于管理学自身发展的学科意义。 一、

核心能力理论的背景与基本观点 长期以来，面对企业的兴衰

更迭、大小变化，以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企业经济学和管

理学必须回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企业能够常

胜不衰、持续发展和壮大，而有的企业却在竞争中衰败和消

亡。也就是说，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什么，决定企

业生存和发展背后的最根本的因素是什么。这个问题意义如

此重大，以至于如果不能科学地解释这个问题，企业经济学

和管理学就很难成为真正的科学；但这个问题又是如此复杂

，以至于迄今为止企业经济学和管理学对此问题还没有特别

令人满意的回答。 由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以企业竞争为前

提的，这个问题可以具体化为企业竞争力的本质和决定因素



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学术性表述，可以转化为

围绕企业竞争优势的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什么给企业带来了

竞争优势，即企业竞争优势的“源”的问题。二是产生企业

竞争优势的因素与企业绩效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联系，

即企业竞争优势的“内在逻辑”问题。三是企业的竞争优势

的可持续性问题，即影响竞争优势可持续性的因素有哪些，

怎样获得企业可持续性的竞争优势(郭斌，2002)。这三方面问

题一直是企业管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主题。 而核心能力范畴

和理论，恰恰是要试图对上述重大主题进行分析和研究的。

正是由于核心能力理论产生的重大背景，使其必然具有重大

的价值和影响。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分析逻辑，

可以作如下的综述。 1．企业竞争力来自于企业的竞争优势

和这种优势的持续性 竞争力不同于一般的能力，它是指企业

与竞争对手相比所具有的“对抗”能力。在资源稀缺、市场

需求有限、企业异质和复杂动态的环境条件下，企业竞争力

的强弱取决于在企业是否具有在特定业务经营领域内能够向

顾客提供超过竞争对手的价值，即是否具有竞争优势。一般

意义的竞争优势只能保证企业短期具有竞争力，类似“百年

老店”之类的企业长期的竞争力来自于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

。企业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是企业能够在动态复杂的竞争

环境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竞争优势的持续性本质上并

不是一个日历时间概念，而是说明竞争对手没有能力复制相

应的竞争优势。 2．企业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资源和能力的

直接支撑，而持续竞争优势则来源于企业核心能力 企业能力

是企业拥有的为实现组织目标所需的技能和知识。虽然广义

的资源包括企业能力，但能力理论认为，能力与资源不同，



能力是以人为载体的，是配置、开发、保护、使用和整合资

源的主体能力。具有相似资源的企业通常在使用资源的效率

方面有差异，这种差异就是企业能力的差异，是产生竞争优

势的深层次因素。在核心能力理论看来，能力是决定企业异

质性的根本，企业是一个能力系统或能力的特殊集合。隐藏

在企业资源背后的企业配置、开发和保护资源的能力，是企

业竞争优势的深层来源。更进一步，企业所有能力中核心和

根本的部分，可以通过向外辐射，作用于其他各种能力，影

响着其他能力的发挥和效果，这部分被界定为核心能力。在

普拉哈拉德与哈默看来，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积累性学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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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学识。一般说来，核心能力具有如下特征：(1)稀缺性，是企

业所特有的。(2)可延展性，核心能力可以使企业进入各种相

关市场参与竞争。(3)价值性，核心能力能够使企业为客户创

造价值。(4)难以模仿性，核心能力应当不会轻易地被竞争对

手所模仿。企业要获得和保持持久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在核

心能力、核心产品和最终产品三个层面上参与竞争。核心能

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最终产品是核心能力的市场表现

，核心产品是核心能力的物质载体。 3．组织学习是建立并

不断强化企业核心能力的根本途径 能力理论认为，核心能力

来自于企业组织的集体学习，来自于经验规范和价值观的传

递。核心能力的形成要经历企业内部独特资源、知识和技术

的积累与整合的过程。通过这一系列有效积累与整合，使企

业具备了独特的、持久的竞争力。企业知识理论也认为，隐

藏在核心能力背后并决定核心能力的是企业掌握的知识。企

业核心能力也表现为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是通过不



断的组织学习而得到和更新的。如果把组织中的个人通过学

习获得的知识和经验成为能力“基因”，那么企业组织中一

个团队通过学习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就构成了单项核心能力，

而整个组织的学习则整合单项核心能力，构成了一个能力体

系，形成了企业整体核心能力(谢恩、李垣，2001)。也就是说

，学习是使企业的个体能力向组织能力转化、最终形成核心

能力的必要手段。知识的共享、经验技能和失败教训的共享

，是企业组织学习的主要内容，通过知识共享可以使个人的

能力、知识转化为企业集体的组织能力和知识。 4．企业家

创新精神是组织学习的动力源泉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建立、

生存和发展的原始动力。发现和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同义词

，企业家的角色是制定创新决策，并进一步执行创新决策、

产生所谓的新组合，从而保证企业具有竞争优势、获得经济

利润。具体而言，一方面，企业家创新决策需要建立在对市

场机会的把握和未来发展的预见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培育新

的竞争优势来源；另一方面，企业家的创新决策还同时实现

了对已有的竞争优势来源的破坏。从总体动态上看，由于众

多企业家的创新决策的存在，已有的竞争优势源泉的不断被

破坏、新的竞争优势源泉的不断出现，这意味着企业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知识基础在不断发生变化。对于一个具体企业而

言，企业组织必须通过组织学习适应这种变化，支持自己企

业的创新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从而不断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源

泉。因此，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在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

过创新获得超额利润。这是企业组织学习的原始动力，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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