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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企业社会资本的视角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问题进行了研究 ,以克服当前企业核心竞争力单因素

分析中的缺陷 ,即单因素分析中要素流动带来特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不可持续性、单一要素本身的片面性

问题。本文认为 ,企业要提升核心竞争力 ,必须以企业社会资本的管理和积累为基础 ,而促进企业社会资

本各子要素信息和知识在企业内部沉淀的战略措施和对策 ,都将能够带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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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美国学者普拉哈拉德 ( C1 K1 Prahalad) 和

英国学者哈默尔 ( Gary Harrel) 在《哈佛商业评论》

中提出企业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以来 ,有关核心竞

争力的观点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普拉

哈拉德和哈默尔认为 ,核心竞争力是指在产品或服

务能够取得领先地位所必须依靠的能力[1 ] 。然而 ,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并没有指明企业取得领先地位

所必须依靠的能力是什么 ,因此 ,国内外的研究者后

来提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要素构成的核心竞争力要

素学说 ,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与之相关的企业发展

战略理论。

蒂斯 (D1J1 Teece) 、皮萨诺 ( G1 Pisano ) 和舒恩

(A1 Shuen)将核心竞争能力定义为“提供企业在特

定经营中的竞争能力和支柱优势基础的一组相异的

技能、互补性资产和规则”[2 ] 。巴顿 (D1L1Barton)

则认为 ,企业的核心能力应定义为识别和提供优势

的知识体系[3 ] 。显然 ,学者们将企业核心竞争力定

义为提供企业竞争能力和竞争优势的技术、技能和

知识的有机组合。

在国内 ,学者们更加明确和具体地提出了核心

竞争力的内涵。张跃文指出 ,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

的核心竞争力和动力[4 ] 。在迟英庆看来 ,企业的竞

争力源于知识[5 ] 。朱文兴则指出企业只有构建以顾

客联盟为基础的核心竞争力 ,才能在市场经济中获

得应有的地位[ 6 ] 。文风认为 ,企业供应链管理是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 ,供应链管理的成效直接

决定企业的能力和竞争力[7 ] 。

上述核心竞争力要素学说有其合理的、正确的

方面。一方面 ,在理论上 ,它突破了古典经济学中企

业是一个无差异性“黑箱”的假说 ,从单纯研究企业

外部环境的窘况转变为深入研究企业的内部 ,探讨

企业各要素对于企业发展的限制 ;另一方面 ,在实践

上 ,对于企业界在企业管理运作中如何进行要素操

作 ,这种核心竞争力要素学说具有可行性和清晰的

可指导性。

然而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企业核心竞争力要素

学说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 :由于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是建立在企业内部要素稳定的基础上的 ,

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各种要素都是可以流动的 ,因

此 ,特定企业的竞争力要素在市场中流动 ;在这种情

况下 ,该企业的竞争力能否具有可持续性是一个值

得商榷的问题 ,因为特定企业的核心要素可能由于

流动而流入到竞争对手的组织中去 ,从而消减了原

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即 ,企业竞争力要素理论的

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假定 :当企业得以确定后 ,其核心

资源和要素只能在企业内部流动 ,不会流动到企业

边界的外部。事实上 ,这一假定并不完全成立 ,尤其

是在当前社会流动性巨大的时代里 ,人力资本和物

质资本的流动带来企业各种知识、技能、技术诀窍的

流动 ,从而造成企业核心知识的外泄 ,因此 ,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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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种核心要素在企业边界内部稳定来保障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是不现实的。

既然如此 ,如何才能在企业内部积累起超越其

他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呢 ? 从一个更高的视角 ,脱离

企业核心要素的具体内容 ,从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

和积累的视角来看待企业核心竞争力更具有现实性

和可行性。而上述各种企业具体要素也只是企业社

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子函数。对要素具体

内容的分析固然有益于认识问题 ,但是没有整体的

激励和耦合观念 ,将会“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无法

从全局的层面上认识到核心竞争力的复杂性和综合

性。

因此 ,以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为基础 ,分析企业

核心竞争力更具有包容性 ,对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

也具有参考价值。本文将分析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

核心竞争力间的相互关系 ,在此基础上 ,探讨如何用

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并提

出相关的企业发展手段。

2 　企业社会资本和核心竞争力的相互
关系

　　1)企业社会资本蕴涵着核心竞争力的基本要求。

所谓社会资本 ,按照其最初提出者法国社会学

家布迪厄 (Brurdieu) 的观点 ,是指一种通过对体制

化关系网络占有而获得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

体 ,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

持久网络有关 ,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的[8 ] 。

而企业社会资本则是从社会资本中派生出来的一个

名词 , Gabbay 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通过社会联

系所能够取得的用于实现一定目标的资源 ;中国学

者王革等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通过与社会联系

而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获取用于经营活动的资源

的能力 ,它包括企业家社会资本和员工社会资本两

个部分。

分析以上研究成果 ,得到的一个重要的推论是 ,

无论是企业家社会资本还是员工社会资本 ,从本质

上讲 ,都是企业的人力资本 ,也就是说企业社会资本

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企业的人力资本。但是我们

也必须看到单纯人力资本观念在企业社会资本实践

中的缺陷 :人力资本概念是一个组织内部的概念 ,人

力资本是企业组织的一个节点 ,如果这些节点之间

不能形成共振、共鸣和耦合 ,则并不能形成良好的运

作绩效 ;就如同单纯有好的材料而没有好的搭配和

结构 ,并不能保证就能够设计和生产出优良的产品。

所以说 ,人力资本是企业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构成 ,

但不是全部。除此之外 ,企业社会资本还包含企业

与外界进行交往中所产生的知识、信息、关系与关

联 ,企业内部的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

之间难以隔绝的相互关系等。这些特点使得企业社

会资本可使组织具有摄取或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 ,

具有积极性和进取能力。

企业只有具备这种积极性和进取能力才能形成

持久的竞争力 ,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

出 ,因此 ,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竞争力的源泉。从这

个角度来讲 ,企业社会资本的内涵是蕴涵和符合核

心竞争力的基本要求的。根据 Prahalad 和 Hamel

关于核心竞争力的定义 ,核心竞争力具有 3 个特征 :

①知识性。核心竞争力是积累性的知识 ,包括隐性

知识和显性知识。②整合性。通过对企业知识的整

合而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③积累性。积累性说

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 ,而是

企业经过长期积累而获得的。

企业社会资本的相关特点符合企业核心竞争力

的上述 3 个特征 : ①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边界内部

各种要素的知识和信息的组合和综合。企业内部各

要素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总量决定了企业社会

资本的存量 ,因此它符合核心竞争力中对要素知识

性的要求。②企业社会资本中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

交流和耦合的过程是一个私人知识转化为公共知识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各种知识、信息将要依照企

业经营的目标进行结构重组 ,这是信息的整合过程。

良好的知识结构将促进和深化企业核心竞争力。③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积累过程也是各种企业社会资本

在企业组织边界内部和外部相互磨合、整合、存量扩

大化形成增量的过程。它是企业组织不断与外部组

织进行试探并获得经验和知识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

中 ,知识和信息、能力和技术诀窍将进行积累。这符

合核心竞争力中关于要素积累性的要求。从上述意

义上讲 ,企业社会资本耦合和包容了核心竞争力的

基本特点和特征 ,是企业能够进行持续竞争的源泉。

2)企业社会资本分析克服了传统要素分析的缺

陷。

企业社会资本不但包容了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特

征 ,而且以企业社会资本作为分析工具可以克服核

心竞争力要素分析的若干缺陷。核心竞争力要素分

析的重要缺陷体现在 :第一 ,分析的要素在市场经济

环境下具有流动性。随着要素特别是人力要素的流

动 ,在其私人信息没有转化为组织的共享信息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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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人力要素的流动可能导致形成企业经营的致命

伤 ;在实践中 ,也可以看到当企业中的关键人员离岗

等造成企业生产或研发的无以为继。第二 ,要素分

析强调某一个要素的重要性 ,比如企业供应链的重

要性 ,而忽视或忽略了企业组织中其他要素的作用 ,

这种做法是有失偏颇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一

个整体的活动 ,只有人、财、物和关系的协同运作才

能创造出辉煌。单一要素不能说不重要 ,但是如果

缺少对组织团队整体的把握 ,则并不一定就能实现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而反观以企业社会资本作为观察问题的视角 ,

可以看出 ,企业社会资本可以克服传统分析中的上

述缺陷 ,这表现在 :第一 ,企业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本

身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和指标 ,因此 ,以企业社会资本

为分析对象的分析是一种综合分析 ,它可以克服传

统单因素分析的缺陷。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将

是企业社会资本中各种因素的整合过程。企业社会

资本最终扩大的结果 ,也是企业社会资本中各要素

整合的结果。因此 ,企业社会资本中某些局部不可

竞争的要素将随着整合过程相互取长补短 ,达到企

业社会资本整体上具有可竞争性 ,从而克服企业社

会资本中某些局部要素不可竞争性的缺陷。第二 ,

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可以克服传统分析中由于要素

流动带来的核心竞争力缺失的缺陷。传统要素分析

中要素的流动将带来知识和信息的外泄 ,这不利于

企业知识的积累。而企业社会资本的持续积累过程

将使得企业中的知识和信息在企业组织内部能够充

分共享 ,从而成为组织成员的共同知识。这种共同

知识和信息的形成 ,将改变组织中成员的结构 ;这

时 ,虽然某些要素固然重要 ,但是当该要素所包含的

知识和信息已经在组织中沉淀了下来时 ,则要素的

流动对组织的损伤已经不是很大了 ,因为该要素的

知识已经融合到企业组织中去了 ,成了企业社会资

本的一个组成部分、组织内部核心竞争力的来源。

3 　基于企业社会资本积累的企业核心
竞争力提升措施

　　企业要提升核心竞争力 ,必须以企业社会资本

的管理和积累为基础。本文认为 ,只有建立能够促

进企业社会资本各子要素信息和知识在企业边界内

部沉淀的战略措施和对策 ,才能够带来企业核心竞

争力的提升。这些措施和对策包括 :

1)以稳定的企业制度的建设化解当前企业社会

资本中某些要素流动带来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缺失

问题。建立稳定的企业制度是指在企业内部建立规

范和系统的文秘制度 ,文秘制度将对企业日常的生

产作业和经营作业进行系统地记录和整理 ,并形成

体系的报告制度。这种报告制度的建立将使得企业

社会资本中某些要素的私人资本和信息逐步转化为

共享的信息和共享的资本 ,从而克服企业中私人信

息与共享信息相脱节的矛盾 ,因为当特定要素因流

动而离开某个组织时 ,它的知识已经沉淀到原有企

业组织中去了 ,企业社会资本中已经包含了该要素

的相关知识 ,这样特定要素的流动不必然带来企业

生产和经营的损失。

2)以管理信息系统为技术手段来规范管理企业

中知识的共享和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问题。现代社

会的快节奏使得各种有益的信息成为一种稀缺的资

源 ,要捕捉这种稀缺的信息资源必须采取现代化的

手段 ———建立以计算机信息技术平台为基础的管理

信息系统 ,让企业中的各种信息、经验在该平台进行

充分共享和展示 ,从而将各种私人性的信息资本转

化为共有的信息资源。一方面 ,该信息平台是企业

社会资本要素信息共享的平台 ;另一方面 ,该平台也

是企业进行科学管理和信息与知识管理的管理工

具 ,各种信息都将通过该平台进行有益的管理 ,各种

信息也将因此被快速、科学地挖掘。

3)以尊重知识和尊重劳动的企业文化来降低企

业社会资本中的某些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流动性

问题。由于人力资本在企业社会资本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 ,因此 ,应对企业人力资源进行科学开发和合理

管理 ,培育相互依赖、相互支撑、让每个成员的能力

和特长能够充分发挥的企业文化 ,形成企业成员对

组织的归属感和使命感 ,从而使企业成员的创造性

得到充分发挥。这样 ,企业成员将不会把企业组织

当成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机构 ,而是将其作为自己的

一部分加以爱护 ,其自身的价值也将随着企业的发

展而得到体现。

4)统筹考核和评估企业的各种要素 ,依照“有所

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有目的、有意识地发展和提升

相关要素的质量 ,从而改善企业社会资本的质量和

结构 ,以此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中的要

素众多 ,将强势的要素进一步强化 ,而将弱项进行合

理外包 ,这样能够集中企业的优势资源于优势领域 ,

巩固并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此 ,企业需要对

各种要素资源进行科学地评估 ,确定企业战略发展

的重点和核心 ,并以此为基础 ,确定发展重点核心要

素的目标 ,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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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企业内部建立定期或不定期的各级、各层

次的情报交流会或者研讨会 ———它们也是企业内部

的学习和信息共享平台 ,企业社会资本可以该平台

为基础得以积累。在这个平台中 ,各级人员开展“头

脑风暴”,就企业业务层级的工作相互交流意见、相

互通报信息 ,就其中的问题进行沟通 ,从而明确企业

经营中的各种困难 ,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措施 ,将

各业务部门的私有信息转化为公共信息 ,从而促进

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 ,通过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来

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4 　结论

1)基于单一要素的核心竞争力理论存在的条件

在于 :单一要素只能在企业边界内部流动 ,而不会流

出到企业边界的外部。而事实上 ,作为一种要素 ,在

市场经济环境下 ,为了追求自身边际效应的最大化

而流出到企业边界的外部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因此

基于单一要素的核心竞争力理论存在着缺陷。

2)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本身体现了核心竞争力

的基本内涵 ,并且能够扬弃单一核心竞争力理论的

缺陷 ,因此基于企业社会资本的分析是一种新的分

析方法和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3)采用有利于企业社会资本在企业内部积累的

手段和方法 ,能够提高企业自身的素质 ,并提升企业

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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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Factor of Social Capital of Enterprise in

Promoting Core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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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studies enterprise’s core competence f rom t 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s social capital ,which helps to remedy t he defect in

t he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n enterprise’s core competence such as t he unsustainability of special core competence causing by factor mobility ,t he

one2sidedness of single factor analysis it self and so on. It indicates t 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 rengt hen social capital management in order to pro2
mote enterprise’s core competence ,and all measurement s of promoting t he accumul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bout sub2factors of enter2
prise’s social capital into enterprise’s interior could bring t he enhancing of enterprise’s core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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