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2010- 03- 18

[作者简介 ]  周晓东 ( 1964- ), 男,湖南祁东人, 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

¹ 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第 12卷第 2期
2011年 4月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 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 ina( Soc ial Science Ed ition)

Vo.l 12 No. 2
Apr. 2011

高层管理者的战略信念及其对企业战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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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关于企业战略是如何形成的, 已经产生了丰富的理论。在战略理论占有重要地位的战略认知学派认为, 战略

形成是一个心智过程 ,其前提假设是: 战略形成是一种发生在战略家思想中的认知过程。可见, 战略家的思想和企业采用的

战略必定存在某种关联。文章提出战略信念的概念,并探讨其与企业战略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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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略的十大学派中, 认知学派借鉴人类认知学科的相

关知识, 通过研究战略家的思想, 探索战略形成过程的本质。

企业战略形成于战略家思想中的认知过程, 这一判断,既被

认为是战略认知学派理所当然正确的理论成果,同时也被认

为是这一学派的前提假设 [ 1]。

然而, 战略家的战略思想历来是战略研究的难点。本文

基于信念的理解提出 /战略信念0的概念, 来描述战略家的

战略思想, 它是战略家关于战略问题的价值观和战略行为逻

辑的潜在假设 [ 2] , 是战略认知概念的进一步具体化 [ 3]。本

文通过分析高层管理者的战略信念的本质,进一步探讨它与

企业战略存在的逻辑联系, 并提出高层管理者战略信念对企

业战略的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

一  信念: 认知结构的核心概念

认知对决策的影响在许多文献中得到体现。Schne ider,

Angelm ar( 1993)认为要从个体、团队和组织三个层面对认知

结构、认知过程和认知风格进行系统研究,这一分析框架成

为认知与决策研究的基本范式 [4]。认知结构起着对外部信

息加工处理器的作用, 因此 Daft, W e ick ( 1984)认为认知结

构驱动着决策 [ 5]。这符合事物的内部结构决定其性能特征

的一般逻辑。信念就是认知结构的重要概念之一,而描述认

知结构的其它概念还有图式 ( schem a( ta) )、脚本 ( scr ipts)、

认知图 ( cogn itive m aps)、分类结构 ( taxonom ic structures)等。

一般认为, 心智模式 ( m entalm odel)不仅包括认知结构, 而且

还包括认知风格, 因而是更加宽泛的认知概念 [2]。

关于信念 ( be lie f)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文献中,

因为信念是宗教和神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不仅是一个心

理学范畴, 而且也是一个认识论范畴, 是人们确信无疑的、作

为指导自己行为的、自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体系 [6]。

针对现代企业组织第一次系统研究管理者信念的应当首推

Sprou ll[ 4]。Sproull( 1981)认为信念是关于目标 ( ob jects)、特

性 ( properties)或观念 ( ideas)之间可信赖的关系 [ 7]。这一界

定反映了 Sproull对信念的深刻理解, 即信念包括目标及其

追求目标的基本逻辑。其中, 目标反映了人们的价值取向,

即价值观;而特性或观念之间可信赖的关系体现人们主观上

对目标间逻辑关系的潜在假设。因此, Sprou ll( 1981)关于信

念的定义包含了价值观和行为逻辑的潜在假设两个部分。

通常认为,图式是一种思维结构, 图式及其研究关注的

是个体信念存在于人们内心的关于概念或目标之间的潜在

假设。通过这种结构,个体对社会信息或社会环境存在的关

系予以解释, 是方便理解的通用认知框架 [ 8]。脚本本身就

是一种图式,是人们记忆中保持的一种认知知识结构, 或者

是更加动态的图式。脚本在社会判断、决策制订和行为中常

常起支配作用。在决策方面, 当决策环境出现时, 可能以图

式形式回忆起与当下环境相关的先前经历。决策者通过使

用回忆起来的决策图式,不仅构建用于决策的合适过程的预

期,也对决策可能产生的后续事件进行预期,因而, 当下决策

环境与这样的决策原型脚本之间的比较, 指导着决策制订

过程。

认知图最早由 Axelrod在5S tructure of dec ision, the cog-

nitive m aps o f po litica l e lites6中提出来的, 作为分析社会和政

治系统中决策制订的方法。认知图是一个心智模型, 它能够

将复杂问题简化,以便于问题的理解。认知图是由概念和概

念间的联系构成, 其中的 /联系0包括相似 ( sim ilarity) ( A类

似于 B)、接近 ( prox im ity ) ( A接近于 B )、分类 ( category) ( A

属于 B)、连贯 ( continuity) ( A然后 B )和因果 ( cause-effect)



( A引起 B)五种基本的结构 [ 9]。 F io,l Hu ff( 1992)将认知图

应用于公司战略层面,从图形上展示公司的战略定位,以及

包含改变这种战略定位的可选路径的假设 [ 10]。可见, 认知

图本质上是描述信念的一种方法和工具。

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表明, 人们常常依赖分类, 分类是

基本的认知结构。 Rosch和她的同事对分类理论进行了比

较系统的研究, 并认为分类本身反映了认知, 是人们对概念

形成认知过程的一种解释。而且,这种一般性理论能够用于

战略决策者的目标或问题分类,例如环境中的 /机会 0和 /威

胁0是两个明显的战略问题分类。与图式理论不同的是, 它

说明人们对作为概念的认知是有层次结构的,而不是处于同

等的地位和重要性, 因而它是描述信念中价值观的重要理

论, 从而对组织的目标选择产生影响。

从上面的分析看到, 尽管存在众多描述管理者认知结构

的概念, 但信念却是这些概念中的核心概念, 它不仅包括人

们对目标重要性看法的价值观 ,而且包括目标间联系的潜在

假设。

二  战略信念及其与企业战略的逻辑关系

其实, 对管理者信念的关注,源于卡内基学派 ( C arneg ie

Schoo l)理论家的影响。这一学派认为有限理性、多目标冲

突、结构不良的决策、多样的激励水平 ) ) ) 反过来是否有所

作为 ) ) ) 均来自决策者在管理环境中的信念、知识、假设和

价值观。 Cha ttopadhyay et a.l ( 1999)在对信念进行分类时指

出, 经理人员的信念可以分为标准信念 ( No rm ative belie fs)和

因果信念 ( Cause-effect belie fs), 前者指人们感觉到特定目标

的重要性程度 [ 7]。例如, 有些企业家认为市场占有率很重

要,而有些可能认为市场利润率很重要, 这反映了企业家对

企业目标认知的优先度;后者指一个变量影响另一个变量的

程度。例如,如果管理者认为企业能够通过寻求成本优势来

实现企业持续竞争优势,那么他们就更可能采取或赞同成本

导向战略。因此, Chattopadhyay et a.l ( 1999)关于信念的研

究实际上是建立在 Sproull( 1981)关于信念的理解上。

对高层管理者在企业战略问题上的认知, 即战略认知的

研究,正越来越受到重视。战略认知学派虽然指出了企业战

略形成于战略家的战略思想,却没有指出战略家的战略思想

的结构形式,因而仍然是不明确的。根据前述信念和决策关

系的研究,战略家的战略思想其实就是战略家在战略问题上

的信念。本文将高层管理者在战略问题上的信念, 称为 /战

略信念0, 从而可以从更大范围研究企业决策层对战略问题

的看法。

从关于信念的理解不难看到, 信念是价值观和潜在假设

的总和。因此,对战略信念很自然的理解是, 它是高层管理

者关于战略目标的价值观及其它们之间逻辑关系的潜在假

设。它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战略目标的重要性程度的认知,

其实就是高层管理者的战略价值观; 二是战略目标之间逻辑

关系的潜在假设,它影响着战略目标选择后对如何实现目标

应当采取措施的潜在假设。可以看到, 高层管理者的战略信

念的两个部分与企业战略必须要回答的两个基本问题: /做

什么0和 /如何做0是完全对应的, 因此 ,高层管理者的战略

信念对组织战略决策存在重要影响 [ 11] [ 12]。这种分析, 可以

用图 1来描述。

图 1 高层管理者的战略信念与企业战略的逻辑关系

三  高层管理者的战略信念对企业战略影响机制: 一个概念

模型

图 1描述了高层管理者的战略信念与企业战略的逻辑

关系, 但高层管理者的战略信念并非如上述简单和直接地与

企业战略发生关系, 还应该存在一个更加复杂的影响机制。

图 2是本文的一个概念模型, 试图从理论上提出高层管理者

的个体战略信念如何通过团队战略信念的形成再影响企业

的战略决策的过程模型。

首先, 高层管理者的战略信念受高层管理者的一般信念

以及他们对企业战略问题 (外部环境与内部资源 )认知的影

响。信念是由价值观和行为逻辑构成的, 战略信念是由高层

管理者的战略价值观与战略行为逻辑的潜在假设构成的,战

略价值观决定了战略目标的排序,而战略行为逻辑的潜在假

设影响着战略目标选择后的实现方式 (图 1)。当然, 这只是

指出了战略信念的结构, 而没有解决 /内容0的构成要素, 即

究竟哪些目标进入高层管理者的视野, 以及为什么这些目标

进入战略目标序列, 这是由什么决定的等问题, 这是需要进

一步研究的问题。

其次, 同一组织众多高管的战略信念不会是一致的, 因

为这既不现实, 也没有必要。在高管战略信念上, 差异、冲

突、融合等团队认知动力学机制是形成高层管理团队战略信

念 (集体信念 )的必要过程, 因此有必要引进集体认知 ( Co-l

lective Cogn ition)的相关理论,进一步研究高层管理团队战略

信念的形成机理。由于高管团队战略信念是企业战略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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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雏形, 因而这一问题的研究对理解战略形成过程是非常重 要的, 同时也是战略认知学派不能回避的问题。

图 2 高层管理者战略信念对企业战略的影响机制: 一个概念模型

  再者, 企业高层管理团队战略信念的改变应该体现在企

业战略变革行为上。战略变革是研究战略的最佳时机。尽

管战略变革是战略的常态, 但战略的本质是寻求稳定的, 战

略的变与不变, 是由战略变革动力与战略变革阻力的矛盾、

战略变革意愿与战略变革能力的矛盾、战略变革成本与战略

变革收益的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 [ 2]。因此, 高管团队的战略

信念的改变以及在企业战略变革问题 (三矛盾 )的认知, 将决

定战略信念对企业战略的具体作用。当然, 企业的战略绩效

将通过对高层管理者在战略问题上的认知, 改变或强化他们

的战略信念。本文仅从理论上提出了战略信念与企业战略

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影响机制,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来进一

步检验上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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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M anagersÄStrategic Beliefs and Its Influence on Corporat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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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ere is a wea lth o f theo ry about the form ation o f corporate stra tegy. The stra teg ic cogn ition schoo ,l w hich p lays an

im po rtant role in the strateg ic theory, thought that strategy form ation is am en tal process and its assumption is tha t stra tegy fo rm ation is

a cognitive process o ccurred in strateg ist thoughts. It is thus c lear that there is som e re la tion be tw een stra teg ist thought and corpo rate

stra tegy. This paper puts fo rw ard the concept o f stra teg ic be liefs and d iscusses the log ica l re la tionsh ip betw een stra teg ic be liefs and co r-

porate strategy.

K ey words:  strateg ic be lie;f  co rporate strategy;  top m a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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