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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建立企业成长分析框架
，

探讨了企业成长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

并得出如下结论
�

企业成长的关

键在于通过提高自身经营能力和调整经营方向来扩大市场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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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企业成长问题研究综述

佩罗兹首次系统地论述了企业的成长问题
，

奠

定了企业成长的理论基础
，

认为管理能力是企业成

长的关键川
。

钱德勒从历史角度探讨了企业的成长

问题
，

认为市场和技术发展是企业成长的根本川
�

玛丽斯提出企业成长模型
，

但许多不现实的假设限

制了对现实的解释能力���
。

科斯开创了现代企业理

论
，

对企业的本质作了非常深刻的研究
，

并指出
� “

追

加的交易�它可以是通过价格机制协调的交易�由企

业家来组织时
，

企业就会变大 �当企业家放弃组织

时
，

企业就会变小
。 ” 〔 ��威廉姆森则建立了一个科层

控制下的企业最优模型
，

将组织理论与经济学理论

有机地结合起来 〔��。 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安索夫提

出企业成长必须与外部环境动态协调
，

强调
“

组织一

战略一环境
”

三者的协调与适应�‘ �。 但他过于强调

环境的重要地位
，

以至于被认为是
“

借着 自由意志的

外衣表达相 当宿命的观点
”

川
。

源于进化经济学的

企业进化理论则从生物学的角度对企业成长进行了

探讨
。

该理论旨在论述外在环境中企业能力和行为

的演变
，

以及这种演变对行业和经济系统的影响
，

强

调外在环境的作用
，

认为企业是
“

物竞天择
，

优胜劣

汰
”

的结果
。

二
、

企业成长分析框架的构建

企业成长是企业组织的一种表现
，

所有直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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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或潜在地影响企业组织表现的力量
，

即企业组

织环境
，

必然决定着企业成长
。

�
�

相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企业的组织环境可分为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
。

内在环境是指存在于企业内部
，

而且组织有能力控

制的因素
，

综合表现为企业能力
，

如组织文化
、

员工

士气
、

组织制度等
。

外在环境是指那些不在企业控

制之下的影响因素
，

如 自然环境
、

意识形态
、

政治
、

经济
、

法律
、

技术发展状况等等 ���
。

外在环境是企

业内在环境的基础
，

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

内在环境
。

从企业内在环境来看
，

企业成长应包括质和量

两方面
，

表现为企业适应环境能力的提高
，

以及规

模的扩大 �从企业外在环境看
，

企业成长是企业市

场空间不断扩大的过程
。

所谓企业的市场空间是

指企业在其经营方向上
，

外在环境客观允许的最大

发展程度
。

因此
，

企业的市场空间取决于企业能

力
、

经营方向和外在环境
。

在此把外在环境分为一般环境和市场环境
。

前者是指那些间接地影响企业的因素
，

如政治
、

经

济
、

社会
、

科技
、

国际关系等 �后者是指能够直接影

响企业经营
，

但企业不能随意控制的因素
，

包括要

素市场
、

消费市场
、

政府
、

其他企业等
。

一般环境是

客观发展变化的
，

是时间和空间的函数
，

它决定着

市场环境
，

并通过对企业中人的思想意识以及物质

形态的渗透
，

对企业施加作用
。

企业通过选择经营

方向确定市场环境中的 目标市场
，

目标市场是市场

环境的一部分
。

市场环境是外在环境中影响企业成长的最直

接因素
，

因此
，

企业的市场空间也即取决于企业能

力
、

经营方向
、

市场环境
。

文章正是站在外在环境

的立场上
，

从市场空间的角度分析企业成长的各种

情况
。

企业
、

市场环境和一般环境的关系见图 �
。

目标市场和进人新 目标市场的成本
。

���文中只考虑时间因素对一般环境和市场环

境的影响
。

���不考虑企业对市场环境和一般环境的影

响
，

以及市场环境对一般环境的反作用
。

�
�

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

基于以上分析和假定
，

文章建立的企业成长函

数如下
�

企业成长 ���企业的市场空间�

企业的市场空间 一 ��企业能力
，

市场环境
，

经

营方向�

市场环境 � ��一般环境�

一般环境 � 厂时间
，

空间�

�其中
，

�� �
，

即企业的市场空间扩大
，

企业能够成长�

三
、

对企业各种成长情况的分析

图� 企业
、

市场
、

一般环境关系图

�
�

文章的前提假设如下

���企业的决策者对市场环境信息充分
，

对一

般环境信息不充分
。

���不考虑企业的机会成本
，

以及企业退出旧

�
�

静态的一般环境下的企业成长分析

在企业成长分析框架下
，

假定一般环境是静态

的
，

因此市场环境也是静态
，

企业成长将取决于 自

身能力的提高和经营方向的选择
，

以下分 �种情况

对企业成长进行探讨
。

���企业能力和经营方向均不变
，

企业不会获

得任何成长
。

显然
，

在二者皆不变的情况下
，

企业

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

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很少
，

比较典型的是在经济发展缓慢的农村中
，

普遍存在

的乡村
“

小卖部
”

或称
“

小卖点
” ，

在农村 日常生活需

求变动不大的情况下
，

基本上不发生什么变化
。

���企业能力不变
，

调整经营方向
，

会促进企业

成长
。

企业经营方向的调整可分为两类
�

一类是经

营方向的转变
。

在不同的经营方向上
，

企业有不同

的发展空间
，

选择市场空间相对较大的经营方向将

有利于企业成长
。

例如
，

一些美国的医学组织最初

将经营方向定位于防治小儿麻痹病
，

但到了 �� 世

纪 �� 年代
，

使人跋足的小儿麻痹病得到了有效的

控制
，

于是这些组织将经营方向转到根治小儿先天

缺陷上
。

正是经营方向的转变
，

才保证了这些医学

组织的继续生存
。

另一类是经营面的拓展
，

即经营

方向多元化
。

例如
，

本田公司 自身具有较高的综合

能力和专业能力 �尤其是发动机方面的专长�
，

所以

能够进人关联性不强的多种行业
，

如汽车
、

割草机
、

水下引擎和发电机等
，

并建立起强大的竟争优势
，

进而取得了多角经营的好处
。

��� 经营方向不变
，

提高企业能力
，

企业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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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成长
。

企业能力可分为两个层次
�

一是综合

能力
，

二是专业能力
。

前者是指企业的整体实力
，

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可选择的经营方向的

多少
，

以及相应的市场空间的大小 �后者是指企业

占有一定细分市场 �或 目标市场�的能力
，

侧重于企

业的技术能力
，

它将影响企业在专业领域内市场空

间的大小
。

企业专业能力是建立在综合能力基础

之上的
，

是综合能力的延伸
，

也是综合能力提高的

途径
，

二者相辅相成
。

随着能力的提高
，

企业将拥有更多的可供选择

的经营方向
，

以及在各方向上更大的市场空间
。

法

国的洛拉尔公司最初是一家生产护发剂和化妆品

的小企业
。

但该公司不满足现状
，

不惜重金引进优

秀人才
、

先进设备
，

在研发方面加大投人力度
。

为试

验染发剂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的使用效果
，

公司花巨

资在试验大楼建立了
“

赤道阳光
” 、 “

英国烟雾
” 、 “

北

极寒冬
”

等模拟环境进行产品试验
。

公司还采用与

美国研究月球地形设备相似的仪器
，

来研究人类脸

部皱纹生成的情形
。

洛拉尔公司在研发方面的大量

投人
，

极大地提高了公司的技术能力
，

使公司迅速

发展
，

成为世界第三大化妆品制造公司
。

���协调企业能力和经营方向
，

可使企业获得

成长
。

提高企业综合能力会扩大企业在各个经营

方向上的市场空间
，

而专业能力的提高
，

如果和经

营方向一致
，

则会促进企业发展
，

否则可能会起反

作用
�

因为
，

经营方向是企业和市场环境联系的纽

带
，

直接决定着企业所服务的市场以及需要具备的

技术能力
。

同样
，

经营方向的选择也要充分考虑企

业能力和市场环境的协调
，

并以此求得较大的市场

空间
。

��世纪 �� 年代
，

美国西尔斯公司
，

在进行一系

列改革后
，

拓宽了经营领域
，

��一�� 年代西尔斯公

司开始经营艺术品
，

继而又将经营范围扩展到金融

和不动产领域
，

由于其经营能力没有随着经营方向

的扩展而增强
，

使得公司经营状况在 �� 年代开始

恶化
，

从 ���� 年起营业额年增长率只相 当于美国

商业零售额平均增长率的一半
。

可见
，

企业能力和

经营方向相互协调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
。

�
�

动态的一般环境下的企业成长分析

现实中的一般环境随时间的延续不断发生变

化
，

由此决定的市场环境也会随之变化
，

企业在各个

经营方向上的市场空间�即总体市场空间�也就不确

定
。

企业提高经营能力
、

调整经营方向
，

并非能促进

企业成长
，

其成长与否还要依赖于市场环境的变化
�

在动态的一般环境下
，

企业的成长也有 �种情况
�

���企业能力和经营方向均不变
，

企业成长与

否将依赖于一般环境的变化
�

如果企业所服务的

市场或者行业迅速成长
，

那么
，

企业也 自然会有所

发展
�

反之
，

即使企业实力没有下降
，

也会由于行

业的整体不景气而发生萎缩
，

使得企业生存空间相

应地变小
，

并因此出现生存危机
。

���企业能力不变
，

调整经营方向
，

可使企业获得

成长
。

由于总体市场空间是不确定的
，

企业在各个经

营方向上的市场空间的大小就不确定
，

因此
，

在企业

能力不变的条件下
，

及时准确地调整其经营方向
，

企

业可以获得较大市场空间
，

从而获得成长
。

新加波丰隆集团抓住
“

二战
”

结束时
，

重建家

园使物质供应短缺的机会收购了大量廉价的五金
、

建材
、

轮船配件和其他战争剩余品
�

几年后伴随物

价的不断上扬
，

丰隆集团获得了巨大收益
。

随着战

后各国经济的复苏
，

丰隆集团及时将经营重点转向

房地产
、

建材生意
，

并从中得到快速发展
。

目前
，

其

投资遍及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香港及台湾等地
，

下属

�� 多个不同的企业
。

���企业的经营方向不变
，

提高企业能力可以

促进企业成长
。

由于总体市场空间不确定
，

使得企

业在其特定经营方向上的市场空间也就不确定
。

企业市场空间的扩展
，

不仅取决于其 自身能力的提

高
，

还取决于企业能力的调整与环境的变化是否相

协调
。

��世纪�� 年代初
，

著名的通用公司对于 日益多

变的市场环境的反应却越发迟钝
，

像其他大公司一

样
，

染上了
“

大公司病
” 。

公司领导洞察这一情况后
，

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
，

从公司战略
、

组织变

革
、

企业文化
、

人才选拔
、

培训
、

激励到著名的 �个西

格玛计划等方面进行了彻底的变革
，

增强了企业的

应变力与竞争力
。

���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
，

增强企业能力
，

调整

经营方向
，

可使企业获得成长
。

在长期经营中
，

企

业的一般环境
、

企业能力
、

经营方向都是不断变动

的
。

企业的市场空间将是三者动态协调的结果
，

忽

视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出现负作用
。

波音公司是以制造金属家具发展起来的
。

随

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

波音公司转向生产军用

品
，

设计并制造了水上飞机
，

受到美国海军的青睐
�

然而
，

战争的结束使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
，

需求锐

减
，

整个美国飞机制造业陷人瘫痪
，

波音公司也不

例外
。

随后
，

波音公司果断地调整经营方向
，

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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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商用飞机的生产
。

为保证经营方向调整的顺

利实施
，

波音公司礼贤下士
，

招揽人才
，

提高公司技

术实力
。

战后经济复苏和繁荣刺激了对民用和商

用飞机的需求
，

波音公司顺应潮流脱颖而出
。

四
、

企业成长分析框架的应用

因此
，

这两种途径都不能促使企业健康成长
。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发现
，

企业成长是企业能力

和外在环境协调适应的结果
。

因此
，

企业在密切关

注市场环境
、

一般环境的同时
，

也需不断地调整 自

身能力和经营方向
，
以达到外在环境与内在环境的

协调与适应
，

从而成长壮大
。

在企业发展中
，

是调整企业本身然后寻找市场

�������
一����

，

还是先寻找外部市场然后再作相应的

调整 ��������
一

���
，

是学术界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
。

������
一��� 强调企业事先要有充分的准备

，

以便

在机会来临之前能及时做出反应
。

�������
一

�� 要求

企业积极在环境中寻找机会
，

然后迅速调整 自己做

出反应
。

������
一��� 不注意外界环境的变化

，

可能会

使企业调整的结果与外界不相适应 �
������

�一�� 过于

注重外部环境而忽视企业内部
，

使得企业由于 自身

能力的限制而降低其对外界的反应速度
。

从文中的

分析可以看出双方都只侧重企业成长的一个方面
，

五
、

结束语

从外在环境看
，

企业成长是其市场空间不断扩

大的过程 �企业市场空间的大小是 自身能力
、

经营

方向和市场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
。

因此
，

企业可以

基于市场环境
，

增强 自身能力
、

调整经营方向
，

扩大

企业的市场空间
。

正如 ���唐纳森勒夫金和詹雷

特�公司总裁约翰
·

卡斯尔说的那样
� “

投资银行的

成功是 占据正确的市场空隙的结果
，

而 ��」公司

找到了合适的市场空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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