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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竞争优势、资源与能力及竞争力的逻辑关系
———基于价值链模型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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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竞争优势、资源与能力及企业竞争力是战略理论中的重要概念。 然而,理论界对这些概念及其逻辑关系

却存在许多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认识,这不仅不利于战略管理的理论研究,而且也不利于企业的战略实践。 文章在分析这

些概念的基础上,根据价值链模型对它们的逻辑关系进行整合。 认为,企业竞争力是反映企业实力的整体概念,而企业竞争

优势是它在市场上的外在表现,资源和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内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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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企业竞争优势、资源与能力及其企业

竞争力是战略理论中重要的基本概念。 然而,理论

界对这些概念本身,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

关系,却存在许多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认识。 笔

者认为,这不仅使得战略理论研究缺乏共同的讨论

基础,不利于战略理论的深入发展,而且对企业的战

略实践产生误导,不利于企业形成明确的战略思维。
因此,在经过众多学者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分析后,现
在应该是明确这些基本概念的内涵,理清它们之间

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的时候了。 本文首先分三个部

分对上述三类基本概念的内涵进行分析,并根据

Porter 价值链和价值系统模型整合三者之间存在的

逻辑关系。

一　 企业竞争优势的外在性

竞争优势成为战略管理的核心概念,得益于

Porter 教授的三部著作的推动和影响,即《竞争战

略》《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 [1-3]。 在《竞争

战略》中,Porter 教授认为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首先

是选择有竞争力的行业;其次是选择适当的竞争战

略,他提出了行业分析的五种力量模型以及成本领

先、标歧立异和目标集聚三种战略。 在《竞争优势》
中,Porter 认为竞争优势是竞争性市场中企业业绩

的核心,竞争优势产生于企业为顾客所创造的价值。
同时 Porter 利用价值链工具分析企业在设计、生产、

交货、销售等过程及其辅助过程中所进行的许多互

相分离的活动,认为这些活动对企业获得相对成本

地位做出了贡献,成为了标歧立异概念的基础。 企

业在经营中有两种基本的竞争优势可以选择:即低

成本或歧异性。 在《国家竞争优势》中,他提出了一

国形成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将竞争优势理论拓

展到国家层面。
在探究竞争优势的过程中,首先要追溯到亚当

斯密的绝对优势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学说,
以及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 这些学说建立在完

全竞争的假定基础上,成为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

基石,但其主要研究的是国家间的贸易,并不涉及企

业层面。 1960 年,学者海默基于不完全性竞争市场

的理论假设,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为研究企

业跨国经营现象做出了解释,企业垄断优势将表现

为技术、资本和规模优势[4]。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

竞争日益激烈,适用于企业竞争需要的战略管理理

论诞生。 以肯尼斯·R·安德鲁斯(Kenneth R. An-
drews)为代表的设计学派认为,企业战略是让自身

条件与其遇到的机会相匹配,包括战略制定和实施。
在战略理论中,设计学派较早提出企业优势的概念。
但真正对企业竞争优势加以系统论述的,还是定位

学派的 Porter 教授,他不仅提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

的基本种类,而且提出了竞争优势的价值链分析工



具,以及实现竞争优势 的 竞 争 战 略。 在 Porter
(1985)发表关于竞争优势的论著后,学者围绕竞争

优势的来源、持续性等关键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研

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 但是,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内

涵究竟是什么,却存在两种代表性观点。
Porter 在他的著作和后来的论文中并未明确指

出竞争优势的定义,似乎竞争优势不需要特别加以

界定。 但是在最近的几十年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

竞争优势的相关概念有了新的看法,但对具体的竞

争优势概念的定义,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学派,产生了

不同的观点。 一种代表性观点将竞争优势看作战略

优势[5]。 童臻衡(1996)认为,竞争优势主要指进行

市场竞争时,企业优于竞争对手的地位与实力。 战

略优势可以理解为在经营活动中,关乎企业整体发

展的根本性的优势地位与实力,前者是客观条件下

的优势地理位置、产业地位、政策优势等,但后者主

要是所掌握资源的情况,如资源的累积、组合和运用

三个方面。 同样的,根据竞争战略理论,喻登科、严
红玲(2019)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成本领先、
专一化和差异化三种战略模式,将组织的战略优势

看作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

获得的优势,是组织实力的外在表现。 二者的观点

在表现方面具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将竞争优势等同

于企业的战略优势[6]。 另一种代表性观点是从资

源基础观的角度出发,将竞争优势理解为获取高额

利润(经济租金)。 从学者们的研究内容来看,较多

的学者都认同这一观点。 易顺、韩江波(2014)对国

际竞争力的表述非常明确,认为其可用市场的占有

率和获取长期利润的能力来体现[7]。 企业竞争优

势表现在内外两方面,但二者都是其在竞争力方面

的表现,企业在市场中如果想要获得发展,那么就必

须在市场中获得优势的资源和能力,最终反映在企

业的竞争业绩指标上[8]。 巩亚林、廖成赟、李衍霖

(2020)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进行技术创新的来源

主要是专利,拥有专利技术的企业在刺激经济发展

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因此专利技术(包括发明专

利、外观设计和实用型专利)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基

础资源[9]。 同样的,也有观点将比竞争对手获得更

高的利润率或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定义为竞争

优势[10]。
上述两种代表性观点中,前者将企业拥有的战

略优势称为竞争优势,后者将企业的盈利能力理解

为竞争优势。 很明显,第一种观点太宽泛,第二种观

点将企业的能力作为竞争优势。 两种观点表面上均

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都存在共同的问题:将竞争优

势与企业的资源、能力混在一起,将企业的优势资

源、能力等同于竞争优势,混淆它们之间的逻辑

关系。
有学者基于顾客—企业共创价值理论的战略思

维认为竞争优势应当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存在的优

势[11]。 在企业之中存在着不同方面的竞争(产品市

场竞争、资源能力竞争等),但竞争优势更多的应体

现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同样的市场在竞争优势中

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只有让市场充分发挥其作用,
才能获得真正的竞争优势,企业所创造出来的价值

也就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12]。

二　 企业资源、能力的内在性及其相关概念的层次

关系

资源、能力及其相关概念之所以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战略理论中最热门的理论焦点,与战略

理论家探求企业竞争优势根源的研究密切相关。
Andrews 认为战略管理的核心作用是可以做的

(Might do) 与企业能做的 ( Can do) 之间的匹配

(Match),该理论将企业的内外因素都摆到了非常

重要的位置,为战略研究确定了两个基本的研究维

度,即环境与企业实力[13]。 20 世纪 80 年代初,
Porter 在 SCP 梅森-贝恩范式研究的基础之上,将行

业结构分析作为研究的主流,研究的重心转移为企

业的行业结构,并据此提出了行业结构分析的五种

力量模型[1]。 Porter 认为,企业得到长期租金(在他

看来,就是获取长期竞争优势)是由外部环境(主要

由行业竞争环境)所决定的。 竞争优势主要与企业

所属产业的内在盈利能力和企业在产业内的所处优

势有关。 但 Rumelt(1984)的研究却与 Porter 的结

论大相径庭。 他的研究表明,在相同的行业条件之

下企业内部的绩效会存在一定的差距,并且该差异

大于 不 同 类 型 的 行 业 之 间 的 差 异。 1984 年,
Wernerfelt 发表“基于资源的公司观” (A Resource-
based View of Firm,RBV)一文,认为公司是企业资

源 的 集 合 体[14]。 1990 年, Prahalad, Hamel 受

Andrews 独特能力( distinctive competence)的启发,
将战略研究引向对企业能力( competence)、技术能

力( technological competence)、无形资源( intangible
resource)、 动 态 能 力 ( dynamic capability )、 知 识

(knowledge)、学习型组织( learning organization)等

方面的研究[15]。 这些理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

释企业竞争优势及其持续性的根源。 资源和能力无

疑是这些理论最基本的概念。 1959 年 penrose 在

《企业成长论》中指出,企业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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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企业能够有效地利用自身的资源和能力[16]。
Andrews 进一步发展 penrose 的思想,提出了独特能

力(distinctive competence)的概念[17]。 这是关于资

源和能力较早期的论述。 《辞海》中将资源理解为

“资产、资财之源”,指自然形成的财富。 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UNEP)将资源理解为自然资源,指在一

定的地点、时间之下形成的自然优势和条件,并且能

够产生一定的经济价值。 很显然,这是自然环境之

下的宏观资源观。 企业资源,首先应包括企业所拥

有的一切有形的物质财富,具体包括企业的厂房、设
备、资金、原材料、产成品等;其次,它应当包括使用

有形资源并给企业带来利益的方法、手段和自动产

生效益的一切东西,即企业的无形资源,具体包括存

在于企业的技术、专利、组织能力与组织惯例,存在

于组织中个人头脑或身体中的诀窍、经验和处理问

题的心智模式、能力,存在于企业与社会联系的公共

关系,存在于社会中不论是否与企业相关的社会形

象和声誉等。 宋淑红(2020)认为企业的资源未经

开发利用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对企业的资源进行有

效利用,进行合理地配置,发挥各类资源的优势,才
可以为企业创造出价值,突出资源的优势[18]。

能力最初是心理学的概念,而后逐步运用到管

理学等学科中,指胜任某项任务的本领。 理查德森

(Richardson,1972)在《工业组织》一文中,首次使用

了“企业能力”的概念,用“能力”指企业的知识、经
验和技能[19]。 笔者认为,企业能力是在企业进行经

营活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包括其如何配置和运

用静态资源等活动,是企业长期形成的做事情的方

法、惯例和心智模式等,主要包括新产品开发的技术

能力、市场能力和将各种资源整合的组织能力。 它

们是企业特殊的资源形式,主要以隐性的或者缄默

的形式而存在。
核心能力的关键是“核心”的含义。 根据陈颖

(2018)的观点,核心能力可以理解为企业的核心竞

争能力,在探究企业竞争力时,企业应该更多的考虑

自己独有的优势,在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支持

下形成自己的优势地位,获得核心发展能力[20]。 秦

德智、秦超、蒋成程(2013)将核心能力与企业的文

化软实力相结合,企业的文化软实力是提高企业内

在竞争力的机理与途径,进而提升为核心竞争

了[21]。 韩思为(2021)在此基础上进行探究,认为企

业的核心能力可以表现在硬、软两个层面,不同层面

的核心竞争力都将提升企业的核心能力,促进企业

的发展[22]。
动态能力是另一个重要的能力概念。 Teece 等

(1997)注意到,在复杂动态的环境中,企业传统的

资源、技术会因为其相对粘性和落后性而阻碍自身

的发展。 反观迅速占领全球市场的企业,大多都是

能够及时、快速地进行柔性产品创新,有效进行资源

配置的企业。 据此,Teece 等 1997 年提出了动态能

力的全新概念,即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并具有

为企业集成、开发、重构内外部的能力[23]。 Eisenhardt
和 Martin(2000)也注意到动态能力的重要性,他们

指出 Teece 的定义含糊不清、存在逻辑上的同义反

复和矛盾。 他们认为动态能力是公司使用自身资源

的过程,包括资源的获取、整合、重构、放弃等,动态

能力是组织的战略惯性,能够帮助公司获得新的资

源结构[24]。 董保宝、于东明、王侃(2015)认为企业

要善于利用现有的相关资源,如关键的人力资源、技
术等,以独特的资源优势来获取竞争优势。 对于新

创企业而言,发挥好企业内部的资源优势,利用好异

质资源将至关重要。 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企业需

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自身的动态能力,从提升环

境的适应能力、组织变革等能力方面入手,保持企业

的活力,保持各项能力的动态性[25]。 可见,在理解

动态能力方面,不同的学者在细节方面存在细微的

差别,但是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提出的背景而

言,主要指企业将内外资源与环境匹配的组织创新

能力,它是企业能力结合的子集,能促使企业产生特

殊的能力,它强调公司能力与组织自身及环境变化

的匹配关系[26]。
无论资源还是能力,其最终的表现形式都是知

识,知识才是企业竞争的基础。 日本知识管理专家

野中郁次郎(Nonaka,Ikujiro,1991)指出,在一个不

确定的环境中,企业所拥有的独特知识最终将成为

企业的竞争优势,并能够持续性地为企业带来活

力[27]。 英国 20 世纪著名物理化学家、思想家波兰尼

Polanyi 将知识分为了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
隐性知识( tacit knowledge)两类。 显性知识可用文

字、标志、语言等表达,而隐性知识是人们自己知道

但是却难以表达出来的知识,比如价值观、信念

等[28]。 隐性知识难以用语言表达,而显性知识可以

通过语言进行表达,二者之间可以通过转移进行知

识共享。 彭德峰(2014)认为知识逐渐成为企业之

间竞争的主要方式,公司的存在必须合理运用知识,
让拥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员工将知识进行充分的交

流,形成一种知识的联动,并巧妙地将其应用在企业

管理中,将知识转变为生产力[29]。 付广华、毕新华、
陈立军(2018)三位学者从知识整合的内部和外部

进行分析,得出了在知识整合的过程中,要将外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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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环境结合起来,运用协作机制,帮助企业实现

知识共享。 综上,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企业要进行知

识整合,有许多不同的方式,知识整合机制是个体知

识存量差异化的必然要求,但它们的运作都依赖于

共同知识的存在,企业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建立共

同知识,比如共同语言的存在是个体间进行知识交

流、知识整合的基础,同时将不同个体的不同专业知

识相结合,进行充分的交流,将隐性知识转化成显性

知识[30]。 肖振红、李妍(2014)从 5 个维度研究证明

了企业当中的隐性知识对企业发展所起的作用,隐
性的技能、经验、环境、情感和惯例对企业中知识的

整合和创新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其中隐性的经验

最为显著,认为在研究企业竞争优势时,要重点关注

企业中的隐性知识。 因而真正对持续竞争优势起作

用的是企业拥有的隐性知识,而独特能力、核心能

力、动态能力等大多就是隐性知识[31]。
上述分析表明,企业是资源与能力的聚合体,能

力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核心能力强调能力的整合作

用和中心地位,动态能力强调能力与组织、环境的匹

配关系,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是拥有独特的知

识资源,尤其是隐性知识。 企业持续性的竞争优势

主要是企业所拥有的有价值的(Valuable)、稀缺的

(Rare)、难以模仿( Inimitable)和难以替代(Nonsub-
stitutable)的独特资源(即所谓的 VRIN 属性) [24],或
企业拥有的使竞争对手无法学、不愿学、学不全、不
怕学、不敢学、难替代的独特做事方式,或者开发新

的竞争优势的动态能力。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
优势资源和独特能力是竞争优势及其持续性的来

源,而不是它自身。

三　 企业竞争力的综合性

企业竞争力的概念来自对国家竞争力概念在企

业层面上的延伸。 关于国家竞争力的概念最权威的

研究机构是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国际管理

发展研究所(IMD)。 他们每年从主要国家收集、统
计、分析和评估数据,最后整理成规范性报告发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WEF 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主

要是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后,其概念发生了从微

观向宏观层面改变。 1994 年 9 月 WEF 和 IMD 联合

发布的《1994 年国际竞争力报告》中提到,“国际竞

争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公司在国际市场上比其竞

争对手创造更多财富的能力” [32]。 它既来自企业内

部效率,更取决于国际、国内和部门的环境,其研究

的重点是受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竞争力,因而与企业

竞争力有相当大的区别。

关于企业竞争力的性质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许

多不同的看法。 谢佩洪、孟宪忠、李鑫(2017)认为,
企业的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

系,国家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
二者相辅相成,一国之内的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国家也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33]。 从竞争性市场的

角度而言,可以把企业竞争力理解为在内外多种因

素的综合作用下,一个企业在某些方面所体现出来

的优势,并且该优势显著优于竞争对手,为企业创造

出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实力。
从组织层面来讲,企业的竞争力可以从三个方面进

行理解。 首先是产品方面,包括企业产品的研发、生
产、质量把控、营销等方面的内容;其次是制度方面,
包括企业的运行机制、规划发展机制、管理监督等;
最后是核心层面,主要是指企业的优质内涵文化,创
新能力、战略规划等。 三个层次的竞争力在理解方

面呈现递进关系,由外及内,不断地进行升华。 在探

究企业竞争力来源时,主要考虑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成本和价格、品牌、质量等。 李文绚、姚长青、刘志辉

(2017)认为,企业竞争力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但企业内部的优势资源技术是其制胜的法宝,是
竞争力强弱的体现。 市场的变化情况是十分复杂

的,企业在变化的市场之中占有一席之地是企业竞

争力的外在表现。 企业将技术资本转化为企业产出

的能力也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内容[34]。 刘明、赵国

杰、于美霞(2009)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对企业竞争力

提出了新的见解[35],他们认为企业竞争力通常被认

为是市场竞争力中表现出来的综合能力,企业在竞

争性市场中除了想要获得利润、创造价值以外,还需

要承担起社会责任。 因此在评价企业的竞争时,需
要考虑其对社会的贡献,承担保护社会和环境的责

任。 王淞(2016)对竞争力概念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进行了综述[36],认为企业的竞争力是企业综合能力

的体现,需要综合利用企业的各种资源、观念和知

识,利用自身优势进行知识的创新,为企业创造源源

不断的价值。
此外,在我国理论界,有学者将企业竞争力全部

或部分理解为核心竞争力。 比如段东山、杨舒雅

(2016)认为企业的竞争力包含企业的各个方面,但
核心竞争力才是企业竞争力的本质,拥有核心竞争

力的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突显自己的优势,成为行

业的领导者[37]。 企业想要获得长久的发展,就必须

获得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能够使企业在市场中

处于优势地位,起到关键的作用。 企业之中的各个

要素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综合的能力系统,各要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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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相互联系、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保持长久的核心竞

争力。 在此基础之上,聂凯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可进行细化,分别是战略竞争力、决策能力、组织和

适应力、品牌、创新能力等,这几个要素之间相互组

合,最终融合成统一、有机的整体[38]。 从文献中我

们也可以发现,他们所指的核心竞争力就是 core
competence。 core competence 在我国有三种译法,第
一种翻译将 competence 译为“能力”,将 core compe-
tence 译为“核心能力”;第二种翻译将 competence
译为“竞争力”,将 core competence 译为“核心竞争

力”;第三种翻译将 competence 译为“胜任”,以区别

战略文献中 capability (才能或能力),因而将 core
competence 译为“核心胜任” [39],但使用这一译法的

比较少见。 我们以为,由于企业竞争力概念发源于

国际竞争力,而国际竞争力的英文为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所以竞争力有专门对应的词汇 com-
petitiveness。 因此,core competence 翻译为“核心竞

争力”不太妥当,而且从两者的含义上看,企业竞争

力与核心能力应当加以区分。 考虑到我国战略研究

文献中多使用“核心能力”,似乎这种翻译要更恰当

一些。
综合上述,首先,企业竞争力(Competitiveness of

Corporation)尽管以资源、能力为基础,但不能片面

地理解为企业的资源、能力或核心能力,它是企业实

力或素质的整体性反映,因而是一个综合概念。 其

次,企业竞争力尽管以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为表现

形式,但也不能片面地理解为企业竞争优势。 最后,
企业竞争力具有层次性和时间跨度。 在外层它反映

企业在市场上的位势,在内层它反映企业如何运用

其独特的资源结构和核心能力,且这两个层面缺一

不可。 具有优越资源和独特能力而在市场上表现平

平的企业,不能称为有竞争力的企业,我们同样不能

断言,在市场上取得暂时成功而没有自身独特性的

企业是有竞争力的企业。 因此,企业竞争力是反映

企业如何运用其资源、能力并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绩

效的综合指标,是一个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整体

概念。

四　 企业竞争优势、资源与能力及企业竞争力的逻

辑关系:基于价值链模型的整合

Porter(1985)提出价值链分析,并于 1991 年进

一步引入价值系统来分析企业竞争优势的产生过

程,见图 1。 在 Porter 的分析中,有两个重要概念:
活动(activity)和驱动器(drivers)。 活动是企业全部

行为的基本要素,正是不连续的活动创造了顾客价

值和获得差异性,因此,公司是不连续的但相互关联

的活动的集合,它们出现在企业的生产、开发、人力

资源管理和采购、销售的各种链条上。 一个公司的

战略界定了它的活动结构和它们如何相互关联,而
竞争优势来自以比对手低的成本完成活动的能力,
或以创造顾客价值的独特方式完成这些活动。
Porter 用驱动器解释一些公司为什么能够以低成

本,或以比别的公司创造更优良价值的方式,实现特

定的活动。 关键的驱动器主要有它的规模、活动过

程中的累积性学习、活动及其它们间的联结、与其它

业务共享的能力、超越相关循环的活动的能力、活动

的地点、活动中所选择的投资时机、活动中实现纵向

一体化的程度(诸如政府管制)等,还包括影响活动

如何实现的机构因素,以及关于公司如何选择政策

以构造独立于其它驱动器的活动等方面。 与竞争对

手比较,竞争优势的持续能力取决于价值链中竞争

优势的数目以及彼此互为基础的特定驱动因素

(drivers) [2]。 可以看到,活动与驱动器实质上是公

司独特的做事方式,是属于能力范畴的概念。

图 1　 价值链和价值系统[2]

因此,如果说 Porter 在《竞争战略》(1980)中过

分强调行业因素的重要性的话,那么在《竞争优势》
一书和 1991 年发表的论文中,他已经将目光转向企

业的内部,即竞争优势的最终来源是企业独一无二

的活动及其这些活动产生成本优势和差异的驱动因

素(驱动器),而根据他的价值系统模型,竞争优势

应当体现在最终顾客的价值链上。 这对我们正确理

解企业竞争优势、资源和能力及企业竞争力的逻辑

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通过对企业竞争优势、资源和能力及企业竞争

力进行分析,结合价值链和价值系统模型,笔者认

为,企业竞争优势、资源和能力及企业竞争力之间应

当具有如图 2 所示的逻辑关系。 下面是我们对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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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归纳。
第一,竞争优势反映的是企业参与竞争的结果,

资源和能力反映了企业参与竞争的手段、方式和过

程,而企业竞争力则反映企业的整体实力和综合

素质。
第二,企业竞争优势是企业竞争力的市场属性,

是企业竞争力的外在表现。 企业有无竞争优势或竞

争优势的强弱,最终表现为为顾客创造了多少价值,
表现为顾客是否接受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表现

为顾客的满意度、忠诚度和引荐率。 其最终来源是

企业拥有的资源及运用资源的能力,或者企业做事

的内部活动和使得活动产生低成本或差异性的驱动

因素。 竞争优势的持续则取决于竞争优势的 VRIN
特性[24],或企业拥有的使竞争对手无法学、学不全、
不愿学、不怕学、不敢学、难替代的独特做事方式,或
者企业开发新的竞争优势的动态能力[26]。

第三,企业的资源、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内在基

础,没有它们的内部支撑,企业就没有生命力,也就

没有竞争力。
第四,企业竞争力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它与企业

竞争优势存在差异,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密切的关

系[40],也区别于企业资源、能力或核心能力。 或者

说,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既应该在市场上取得成功,
又在企业内部拥有支撑成功的独特的方面。

图 2　 竞争优势、资源和能力及竞争力逻辑关系模型

五　 结　 语

企业竞争优势、资源和能力及企业竞争力是战

略理论中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的三个重要概念,过
去的理论多有混用和不当的理解。 我们首先对这几

个基本概念的内涵进行梳理,厘清了它们之间的区

别与联系,也阐明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即企业竞

争力是一个综合概念,而竞争优势是企业竞争力在

市场上的外在表现,资源、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内在

基础。 其次,基于价值链模型的整合可以为上述理

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企业在提高竞争力的实践中,
需整体考虑企业的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的统一。
这种逻辑关系的整合既有利于战略理论的深入推

进,也有助于企业开展战略实践活动,形成明确的战

略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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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Relationship Among Corporation’s Competitive Advantage, Resource & Cap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an Integration Based on Value Chain Model

ZHOU Xiao-Dong,Li jin-tao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　 Competitive advantage, resource & cap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corporation are important concepts in strategic
theory. However, there is much inconsistent even incompatible cognition for these concepts in theory. It makes against not only aca-
demic research of strategy management, but strategic practice of firm also. After analyzing these concepts, this paper has integrated the
logic relationship of these concepts based on value China model. The paper thinks that corporation’s competitiveness is a holistic con-
cept reflecting corporation’s strength, and that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rporation is explicit performance in market while resource &
capability is inherent base of corporation’s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rporation; 　 resource; 　 capability; 　 competitiveness of corporation; 　 value
chain model

(本文编辑:魏玮)

55第 5 期 周晓东,李金涛:企业竞争优势、资源与能力及竞争力的逻辑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