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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 ƒ⁄矩阵的竞争战略决策框架 ≠

沈厚才

k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utss|yl

  摘  要  借助于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中的 ± ƒ⁄矩阵 o本文提出了一种顾客导向的竞争战略决策框

架 o它有效地将内部竞争能力与外部竞争要素放在一起进行分析与决策 ∀文中还进一步探讨了其中的

竞争要素的特征以及竞争冲击曲线理论 o为有效地作出竞争战略决策提供了基础 ∀

关键词  战略决策  竞争  ± ƒ⁄矩阵

1  引言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o企业要在其中生存与发展 o关键在于制定并实施行之有效的竞争战

略 o一些成功的企业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t21u2 ∀竞争战略的核心问题是创造并谋求企业相对于竞

争者持久有效的差别化1v2 o即可持续竞争优势 ∀为解决这一问题 o还必须进一步明确如下几个

问题 }企业可谋取差别化的竞争要素是什么 �应该在哪些竞争要素上形成优势 �形成多大程度的

差别化 �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但需要建立理论基础 o而且需要有效的决策框架的支持 ∀

对于如何进行竞争战略决策 o在学术界 ! 企业界影响最大的要算是波特 k �  °²µ·̈µl 教授 ∀

他认为 o在决定企业赢利性的各种因素中 o行业因素起着关键作用 ∀为此 o他开发出了一种称为

五种竞争力量的模型来评价行业环境对企业的吸引力1w2 ∀为了打击行业竞争者 ! 控制供应商与

顾客 ! 阻止潜在竞争者和替代品制造商 o企业要么成为行业总成本领先者要么成为行业别具一格

产品制造商 ∀并据此来设计整体业务系统1x2 ∀然而 o波特教授这一竞争战略决策框架自进入九

十年以来一直受到很大的挑战 ∀首先 o竞争战略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打击行业竞争者 ! 控制供应商

与顾客 ! 阻止潜在竞争者和替代品制造商 o而是有效地比竞争者对顾客保持更大的吸引力1y2 ∀

其次 o以普拉赫纳德 k≤  � °µ¤«¤̄¤§l 教授和哈迈尔 k�  �¤°¨̄l 教授为代表的基于资源的

竞争战略理论学派认为1z2 o企业潜在赢利性高低应取决于企业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 o尤其

是其核心资源与核心能力 o而非外部行业环境 ∀因此 o成功的企业总是不断注重识别 ! 构筑核心

资源与核心能力 o并能充分运用 ∀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 o竞争战略决策就是对有效选择的顾客 o设计出一个有效选择的竞争者更

具吸引力的业务系统 o在战略决策过程中 o外部市场因素与内部条件都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 o本

文将运用全面质量管理中的 ± ƒ⁄矩阵1{2 o开发一种有效的竞争战略决策框架 ∀

2  基本框架

通常情况下 o企业是为了争取顾客而进行竞争 ∀因此 o竞争战略决策的中心问题是 o满足所

要争取顾客的要求 o以取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 ∀这样的话 o在竞争战略决策过程中就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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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 ! 竞争对手和本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o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竞争战略决策的三角形1|2 k如图

tl ∀为了帮助企业进行有效的战略分析 o这里借用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中的 ± ƒ⁄矩阵1{2 o以使得

企业充分运用自身的竞争能力来比竞争对手更有效地满足顾客的要求 ∀

± ƒ⁄矩阵最初被开发用于作为面向顾客的产品开发的辅助工具 o它通过定义 /做什么0 和

/如何做0 把顾客的需求体现在产品设计直至最终的产品制造中去 o从而使所设计 ! 制造的产品

具有令顾客满意的稳健性能 ∀在运用它作为竞争战略决策的框架 o实际上强调了竞争战略其实就

是面向顾客相对于竞争对手设计出一个具竞争力的经营系统 ∀在具体运用图 u所示的 ± ƒ⁄矩阵

进行竞争战略决策时 o可以首先根据企业现在的目标市场 o也可根据将要进入的目标市场 o明确

顾客与竞争对手 ∀进而定义企业的竞争要素 o分别放在 /做什么0 与 /如何做0 之处 ∀接下去要

做的是进行顾客竞争分析与技术竞争性评估 ∀分别用外部竞争要素 k做什么l 与内部竞争能力

k如何做l 对企业与竞争对手进行对比 ∀据此 o能够得到如下信息 }

图 t   竞争战略决策的三角形                图 u  ± ƒ⁄矩阵

u1t  企业在什么竞争要素方面保持优势 o在哪些竞争要素上处于劣势 o

u1u  哪些竞争要素是本企业的核心竞争要素 o

u1v  哪些竞争要素上还有潜力可挖 o

u1w  企业哪些核心竞争能力还未得到充分利用 o若有 o寻求新的目标市场 o重新回到战略

分析的起点 ∀

另外 o通过顾客竞争分析会有助于识别外部竞争要素的相对权重 ∀接下来就应进入战略决策

的定量分析阶段 }第一步 o可采用模糊回归技术1ts2辨识关系矩阵与相关矩阵 ∀关系矩阵反映的

是各内部竞争能力对外部竞争要素支持的强弱程度 ~第二步 o采取多目标模糊优化技术1tt2决定

在各竞争要素上与竞争对手形成多大的差别化程度 ∀

3  外部竞争要素

在上述战略框架中 o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外部竞争要素 o以及对各外部竞争要

素进行差别时 o是否同等对待 ∀前面的分析表明 o企业与竞争对手竞争的是顾客要求 o那么其优

劣程度应该是由顾客来进行的 ∀在与竞争对手相比 o本企业产品被更多的顾客所选中或更能比顾

客所选中 o这就是本企业具竞争优势的证据 ∀这就意味着 o企业外部竞争要素是由所要争取顾客

进行产品选购作所采取的标准所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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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客选购标准粗分有两维 }所购产品的价格 ! 所购产品的价值1tu2而所购产品的价值标准又

可细分成产品的品种 ! 数量 ! 质量 ! 交货 ! 支付条件以及服务等 ∀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o企

业形象 ! 声誉 ! 与顾客的关系 ! 情义成了顾客选购时要采用的十分重要的标准1tv2 ∀为此 o企业

在争取顾客时 o除满足顾客的这些要求 o而且还应该能够让顾客认识到本公司在这些外部竞争要

素中至少有一项比竞争企业具有优势 ∀但是 o顾客对上述竞争要素并非一视同仁 o因此企业在设

计竞争战略时也要有所区别 ∀按照市场竞争要素对顾客吸引力的影响程度将它们划分成两大

类1tw2 }立足市场竞争要素和赢得订货竞争要素 ∀这一区分的理论基础是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

论1tx2 ∀

立足市场竞争要素 o是指那些令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能够进入目标市场或者能够在其中

生存的那些竞争要素 ∀企业必须首先考虑这些要素 o否则其顾客便会转向竞争对手 o企业便失去

其生存的基础 ∀但是 o在直接对抗过程 k如招标l 中 o这些要素并不能帮助企业赢得订货 ~即便

是在非对抗环境中 o这些要素也只能保住 k不失去l 已有的订货 ∀显然 o这些因素类似于双因素

理论中的保健因素 ∀对应地 o赢得订货竞争要素类似于双因素理论中的激励因素 ∀若能在这些因

素上具有优势的话 o会令目标市场中的顾客感到极大的感动与快乐 o从而会为企业增加更多的订

货量 ~反之也不会令顾客们失望 o从而也不至于失去原有的订货量 ∀但是 o到底哪些要素属于赢

得订货竞争要素 ! 哪些属于立足市场竞争要素 o并无现成答案 o随着行业 ! 顾客的不同有所不一

样 o甚至对于同一行业相同的顾客 o在不同的时期也会不相同 ∀这两类外部竞争要素对企业订货

量的影响可用图 v表示 ∀

  图 v  市场竞争要素与顾客订货关系

  总之 o在应用 ± ƒ⁄矩阵进行竞争战略决策

时 o应首先找出目标市场中顾客订货的标准有哪

些 k现实的以及潜在的l o从而确定企业的市场

竞争要素 ~然后分析判断哪些属于立足市场竞争

要素 ! 哪些属于赢得订货竞争要素 ∀根据这两类

竞争要素性质的不同 k如图 vl o在设计市场竞争

战略时 o应先保证立足市场竞争要素达到基本水

平 o然后再在某个或几个赢得订货竞争要素上花

功夫 o形成与竞争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或者所谓

的先动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 o相对于立足市场竞

争要素 o赢得订货竞争要素具有很强的不稳定

性 !易变性 ∀这是由于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o许

多竞争企业都会模仿某企业 o用它的某外部优势要素作为赢得订货的竞争要素 o加上顾客的学习

行为 o使得这些要素逐渐变成为立足市场竞争要素 o同时又会产生一些新的赢得订货竞争要素 ∀

因此 o还需要注意分析 ! 预测在竞争战略实施期间内各市场竞争要素的动态性 ∀

4  冲击曲线与费用曲线

企业的竞争战略关键在于建立并保持相对于竞争对于的持久优势 o使得企业能够保持原有的

市场份额 ! 甚至谋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上面的分析为我们确定应在哪些市场竞争要素上面优先谋

求优势提供了基础 o但是应形成并保持多大的优势 o使之对企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呢 �日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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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w  冲击曲线图

小野桂之介 ! 根来龙之提出了如图 w所示的冲击曲线和如图 x所示的费用曲线1tv2 ∀

首先 o从争夺顾客需求的竞争角度来看 o某特定的市场竞争要素 k如服务l 如果能比竞争对

手具有竞争优势的话 o肯定会使顾客的选择决定在转向本企业产品时起正作用 o如果与竞争企业

相比处于劣势地位的话则起负作用 ∀但其作用的冲击程度与该要素的差异水平并非呈线性关系 o

通常呈如图 w所示的非线性关系 ∀要是某市场竞争要素与竞争对手相比差得太远的话 o就会给顾

客的选择决定造成极大的负冲击 o以至靠其它市场竞争要素如价格 ! 质量 ! 交货等的正冲击都难

以弥补 ∀我想 o我国许多正在困境中徘徊甚至濒临倒闭的企业 o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o该差异水

平区域称为回避区域 ∀如果与竞争对手在该市场竞争要素上的差异水平仅在小范围之内 o不管是

优势还是劣势 o它只起轻微的冲击作用 o该区域被称为允许区域 ∀但是与竞争对手相比 o本企业

在该竞争要素上的优势超出了谁都能清楚地认识到的程度的话 o该正冲击作用程度将是非常之大

并是加速性的 o该区域被称为有效区域 ∀一些成功的企业 o总是能够没法开发出在某些竞争要素

上与竞争对手相比达到这一区域的竞争优势 o比如说无锡小天鹅集团的服务水平 ∀若是再进一步

扩大在这个市场竞争要素上的优势 o该要素给顾客选择决定的追加冲击意义就会渐渐地消失 o或

者说是达到了其饱和水平 o这一区域我们把它称为无意义区域 ∀

另一方面 o从企业本身看竞争战略决策 o上述外部竞争要素上的优势程度要建立在企业内部

竞争能力的优势基础之上 o只有这样的竞争优势提可持续的 ∀内部能力表现在整个业务系统动作

过程中 ∀通常 o这种整体竞争能力分成两种 }单位成本和能创造价值的有效性能力1tu2 ∀而这种

有效性能力可以具体用如下指标表示1ty2 }

#速度或时间 o即企业能够快速地对顾客或市场变化作出反应 o以及能够将新思想 ! 新技术

快速地运用于产品中去 ~

#一致性 o即企业能够提供符合顾客期望的产品或服务 ~

#敏锐性 o即企业能够看清竞争环境 ! 预见顾客需求变化并作出反应 ~

#敏捷性 o即企业能够同时适应多种不同的顾客与竞争对手环境 ~

#创新 o即企业能够创造新的观念 ! 组合现有组织资源创造新的价值 ∀

为了在上述内部竞争能力方面形成相对竞争优势 o企业必须付出各种代价 ∀而为开发内部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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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优势 o所需的费用 k包括投资和各种努力l 也不是线性曲线 o通常是如图 x所示的非线曲线 ∀

随着内部竞争能力优势程度的增加 o所需的费用几乎是呈指数函数的状态连续上升 o即越强的内

部竞争优势将需要越多的投资来开发 ∀所以 o有效的竞争战略所开发的竞争优势应该是能为增强

对顾客的吸引力 o也应不至于花出太多的代价而造成得不偿失 ∀

具体地 o上述冲击曲线与费用曲线表明 o在开发一个有效的市场竞争战略时 o应注意以下几

点 }

第一 o要避免这样的立足市场竞争要素出现 o即一方面它与竞争对手相比的差异程度处于回

避区域 o另一方面又缺少企业内部竞争能力的保证 o或者说需要很大的费用进行开发这些能力 ~

第二 o确保在所有的立足市场竞争要素上 o与竞争企业相比都应处于容许区域 ∀只要是在这

个范围之内 o即使是有几个要素上比竞争对手差一点也无多大关系 ~

第三 o与竞争企业相比 o应至少在一个赢得订货竞争要素或立足市场竞争要素上的优势程度

达到有效区域 ∀这点对旨在扩大市场销售的企业来说尤其重要 ~

第四 o要面向未来 ∀由于市场竞争的动态性 o各市场竞争要素水平区域的区分 o本身会不断

上升 o但应避免竞争优势程度出现在无意义区域 ∀

6  结束语

在当今动态竞争环境中 o企业制定行之有效的竞争战略对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 ∀要能做到这

一点 o必须采用有效的战略决策框架 ∀本文运用 ± ƒ⁄矩阵进行竞争战略决策 o该框架不同于波

特教授所强调的外部因素决策框架与哈迈尔教授所强调的内部核心竞争力框架 o将 1tu2 中的顾

客矩阵与生产矩阵集成在一起 o使得企业能够形成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可持续竞争优势 ∀为了决定

有效的竞争优势程度 o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市场竞争要素与内部竞争能力及其特性 o使得基于

± ƒ⁄矩阵的战略决策框架能够更加有效 ∀

参考文献

1t2 艾丰 q春兰之谜试解 q人民日报 q t||x q x q t|

1u2 陈惠湘 q联想为什么 q北京大学出版社 o t||z

1v2 杨春明译 q伊丹敬之谈企业经营成功之道 q中国审计出版社 o t||v

1w2 迈克尔#波特 q竞争战略 q陈小悦译 q华夏出版社 o t||z

1x2 迈克尔#波特 q竞争优势 q陈小悦译 q华夏出版社 o t||z

1y2 章晓懿 q超越市场 ) ) ) 策略营销新说 q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o t||y } tx| p t{|

1z2 ≤ q �q °µ¤«¤̄¤§o � q �¤°¨̄ o × «̈ ≤²µ̈ ≤²°³̈ ·̈±¦̈ ²©·«̈ ≤²µ³²µ¤·¬²±o �¤µ√¤µ§ �∏¶¬±̈ ¶¶ � √̈¬̈ º o ∂ ²̄ q y{ o

�²q v o t||s } z| p |t

1{2 �q �¤∏¶̈µo ⁄q ≤ ¤̄∏¶¬±ªo × «̈ �²∏¶̈ ²© ±∏¤̄¬·¼ o �¤µ√¤µ§�∏¶¬±̈ ¶¶� √̈¬̈ º o ∂ ²̄ q yy o �²q v o t|{{ } yv p zv

1|2 蒋运通 q企业经营战略管理 q企业管理出版社 o t||y } wz

1ts2 � q ×¤±¤®¤o �q • ¤·¤§¤o °²¶¶¬¥¬̄¬¶·¬¦�¬±̈ ¤µ≥¼¶·̈°¶¤±§·«̈¬µ �³³̄¬¦¤·¬²±¶·² ·«̈ �¬±̈ ¤µ � ª̈µ̈¶¶¬²± �²§̈¯o

ƒ∏½½¼ ≥ ·̈¶¤±§≥¼¶·̈°¶o t|{{ o ∂ ²̄ q uz } uzx p u{|

1tt2 � q �¬°° µ̈°¤±± o ƒ∏½½¼ °µ²ªµ¤°°¬±ª¤±§�¬±̈ ¤µ°µ²ªµ¤°°¬±ª º¬·«≥ √̈ µ̈¤̄ �¥̈¦·¬√¨ƒ∏±¦·¬²±¶o ƒ∏½½¼ ≥ ·̈¶¤±§

≥¼¶·̈°¶o t|z{ ktl } wx p xx

1tu2 ⁄q福克纳 q ≤ q鲍曼 q竞争战略 q李维刚译 q中信出版社 q两蒙与舒斯特国际出版公司 o t||z

1tv2 小野桂之介 q根来龙之 q生产企业的经营 q周东晖等译 o南京大学出版社

#|v#第 w期 沈厚才 }基于 ± ƒ⁄矩阵的竞争战略决策框架   



1tw2 潘家轺等 q现代生产管理学 q清华大学出版社 o t||w } u{

1tx2 � q孔茨 q ≤ q澳唐奈 q � q韦里克 q管理学 q黄砥石等译 q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o t|{z } zs{ p zts

1ty2 � q ≥·¤̄®o ° q ∞√¤±¶o �q ∞q ≥«∏̄°¤± o ≤²°³̈·¬±ª ²± ≤¤³¤¥¬̄¬·¬̈¶} × «̈ �̈ º � ∏̄ ¶̈ ²© ≤²µ³²µ¤·̈ ≥·µ¤·̈ª¼ o

�¤µ√¤µ§�∏¶¬±̈ ¶¶� √̈¬̈ º o ∂ ²̄ q zs o �²̄ q u o t||u } xz p y|

Α Χοµ πετιτιϖε Στρατεγψ Μακινγ Φραµεωορκ Βασεδ ον ΘΦ∆ Ματριξ

Σηεν Ηουχαι

k≥¦«²²̄ ²© ∞¦²±²°¬¦¶¤±§ �¤±¤ª̈ ° ±̈·o ≥²∏·«̈ ¤¶·�±¬√ µ̈¶¬·¼l

  Αβστραχτ  �¤¶̈§²± ± ƒ⁄ �¤·µ¬¬ ©µ²° ×²·¤̄ ±∏¤̄¬·¼ �¤±¤ª̈ ° ±̈·o ¤ §̈¦¬¶¬²± °¤®¬±ª©µ¤° º̈²µ® ©²µ¦²°³̈·¬·¬√¨

¶·µ¤·̈ª¼¬¶§̈ √¨̄²³̈ §o º«¬¦«¦²°¥¬±̈ ¶¬±·̈µ±¤̄ ¦¤³¤¥¬̄¬·¬̈¶¤±§²∏·̈µ¦²°³̈·¬·¬√¨©¤¦·²µ¶©²µ·«̈ ©̈©̈ ¦·¬√¨¶·µ¤·̈ª¬¦¤±¤̄¼2

¶¬¶q ×«¬¶³¤³̈µ¶·∏§¬̈¶·«̈ ¦«¤µ¤¦·̈µ¶²©¦²°³̈·¬·¬√¨©¤¦·²µ¶¤±§·«̈ ·«̈ ²µ¼ ²©¦²°³̈·¬·¬√¨§¬©©̈ µ̈±¦̈ ©̈©̈ ¦·¦∏µ√¨o º«¬¦«

ª¬√ ¶̈¤¥¤¶¬¶©²µ ©̈©̈ ¦·¬√¨̄¼ °¤®¬±ª¶·µ¤·̈ª¬¦§̈¦¬¶¬²± ¥¼ ∏¶¬±ª·«̈ ©µ¤° º̈²µ®q

Κεψωορδσ  ≥·µ¤·̈ª¬¦§̈¦¬¶¬²±o ¦²°³̈·¬·¬√¨¶·µ¤·̈ª¼ o ± ƒ⁄ �¤·µ¬¬

#sw# 中国管理科学 t||{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