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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经营战略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由不同的起源发

展出不同的流派，流派的发展蜿蜒曲折，流派之间的

关系又错综复杂。如果把经营战略的历史当作对手，

那么它一定是最为复杂、最难对付的对手。

但无论多么复杂的对手从本质上看都是相同的。

它们之中仿佛有一条脉络，只要你抓住了这条脉络，

它们就会成为你最强有力的武器。而本书的目的就是

帮你抓住这条脉络。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几十年间的经营战略历史，

我们应该说“1960—1980 年代之间是定位学派占有

压倒性的优势，80 年代以后则是能力（组织、人事、

流程等）学派占有优势”。看，简单至极吧。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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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的领军人物不言自明，迈克尔·波特（1947—  ）被称为活着的管

理学传奇；后者的领头人众说纷纭，我们姑且认为是杰恩·巴尼吧。

定位学派的观点是“外部环境很重要，在盈利行业占有竞争优势者胜”，

而能力学派则认为“内部环境重要，企业自身的优势才是取胜关键”。双方都

得出了“对方的理论会拖垮企业”的研究成果。

双方的争论与 14—15 世纪英法百年战争颇有相似之处，只是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争论出统一的结果。

大泰勒主义与大梅奥主义的战争阴影

上述两大派的战争中还有另一场引人注目的战争：可称为大泰勒主义的

“定量分析论”和暂时称为大梅奥主义的“人际关系论”之间的争论。

定位学派中几乎都是信奉“经营战略的制定可经由定量分析和定型计划流

程解决”的大泰勒主义者。

“安索夫矩阵”“SWOT 分析”“经验曲线”“市场增长率—相对市场份额矩阵”

（产品·投资组合矩阵、PPM）“商业系统”“五力分析”等一系列人所共知的分

析工具都是这个派别创造的。他们以此制定战略，改变产品的生产流通环节以

及组织结构。

然而在 1973 年的石油危机之后，那些信奉弗雷德里克·泰勒（1856—

1915）等人、将定量分析及定型计划流程奉为圭臬的大企业却陷入了经济衰

退的大潮之中。于是以通用电气公司为首的几家奉行大泰勒主义的公司实施了

分权化、总公司取消分析部和战略担当等整改措施。

另外，相当一部分能力学派（约半数）坚定地认为“企业活动应侧重于人

际方面”。其中就有人际关系论始祖—— 乔治·埃尔顿·梅奥（1880—1949）

流传下来的一个流派。

“优秀的领导能力无法打分”“组织的柔软性无法量化”“如何划分学习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3

第 4 章



织”，这些理论确有其道理。想想看，谁能把史蒂夫·乔布斯定量分析呢？

但波特提出了反论。他的说法是：在战略开发方面，总要用到分析技法，

而那些无法被分析的因素很难被大企业容纳，反过来说，“基于人际关系论的

经营战略模式恐怕只适合独裁者”。

常用的第三种方法：试错法

活跃在经营战略学全领域的超级通才亨利·明茨伯格（1939—  ）这样认

为：“一切依照实际情况。当外部环境较重要时就使用定位学派理论，当内部

环境较重要时则使用能力学派理论。”

笔者认为这才是优秀的方式，因为这并不局限于哪一种理论。但是，这样

包罗万象的方式恐怕也只有明茨伯格这样优秀的人才能运用自如。

当 21 世纪来临时，经济和技术发展变化的速度都突飞猛进，现有的定位

学派或是能力学派的理论都将迅速地陈腐化，无论是大泰勒主义还是大梅奥主

义都将难以施展拳脚。这将是一个革新的时代。

适应新时代的将会是适应性战略。若要详细解释，则可以这样说：不试

行不知错，想要知道应该适用定位学派理论还是能力学派理论，就使用试错

法吧。

战略制定和计划流程将因此而改变，若认真试行试错法，甚至连企业的生

存方式也将改变（开放化）。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由败转胜，这其中就有适应

性战略的功劳。以上就是简略版的《经营战略全史》，各位以为如何？

向过去学习的意义 1 ：原创的力量

行文至此，笔者仿佛听到了这样的呼声：“只要学最新的知识不就好

了”“不需要学习过去流传的那些陈腐老旧的知识”。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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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请诸位想想米开朗琪罗的雕塑，运庆和快庆［1］的佛

像，这些都足够老旧了吧？

但时至今日，它们依然能够打动我们的心弦。这是因为这些作品中孕育着

原创（或创始）的力量。

经营战略理论与这些雕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像这些雕像一样千百年

不变。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知识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原有知识的讹传。

追溯过去的意义就在于更加清晰地了解这些理论知识。

本书编纂的目的在于：将那些堪用的理论及其原始的创立思想介绍给

大家。

● 安索夫矩阵揭示了什么

● 市场增长率—相对市场份额矩阵的两条轴的含义

● SWOT 分析的局限与应用

● 产品生命周期战略的破坏力

● 日本企业对能力论战略的冲击

● 彼得斯在《追求卓越》中表达的思想

试着认真地重新认识这些内容吧。

向过去学习的意义 2 ：历史在重演？

安索夫的一个朋友大卫·赫西说过这样一段话—— 

“某年代结束之时，许多大企业都认识到：第一，竞争已经全球化；第二，

世界性的竞争不可避免。”

那么，这个“某年代”是哪个年代呢？

答案是 1970 年代。

［1］  两人都是古代日本佛像雕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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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中，原油价格一路从每桶3美元涨到了每桶12美

元，换算成现在的价格是 50 美元以上。企业在经营战略层面是怎样应对这种

激变的呢？相信这个应对过程中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

历史本身是不会重复的。历史不会重复，所以“照搬历史”这种想法是很

危险的，因为未来有许多的偶然因素。但是人们往往认为历史可以重演（例如

同样的企业定位可以获得成功）。

所以，向历史学习真正的价值在于，认识到“相似的状况也可能有不同的

变化，因此应灵活制定战略”。

学术与商务的桥梁

编纂本书时，笔者使用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其中有我在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和埃森哲咨询公司从事管理咨询顾问 20 年的经验、我曾经读过的书、

重新买来读的书、在网络上搜索到的论文及考证等等。单单这次重新买来读的

书就达数十册。

《战略历程》《MIT 斯隆商学院战略论》《战略论（1957—1993）》《战略论

（1994—1999）》《改变世界的商业思想家》《text 经营学》（第三版）这 6 本学

术类的书籍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读了这些书就会明白一个道理：只有平衡性是不够的。

当时担任经营战略理论开发的几乎都是波士顿咨询、麦肯锡、贝恩这样的

经营咨询公司。若由象牙塔里的学术派们撰写的话，恐怕就没法贴近实际了：

因为几乎没有可参考的文献，以及很少出现“个人”的描述。

若要生动地再现历史场景，就要描写个人的逸闻，而大多数咨询公司不愿

意作这样的描写，因为将某项经营概念的创立归功于某一个人不像是专业公司

该做的。

而本书则力图做到个人逸闻与公司描述兼而有之。为此我参考了第 7 本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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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以经营咨询公司为中心讨论经营战略史的《经营战略的巨匠们》（The 

Lords of Strategy）。

本书将这些参考资料中的内容进行了消化与整理，希望它可以成为学术与

咨询、企业之间的纽带。

挑战追本溯源，挑战易读性、趣味性

因笔者未能作出最充分的调查研究，故而许多事情未能一一查明。

不过，与旧公司的同事详谈，并参考了第一手的英文版书籍之后，我有了

新的想法。我开始认真地思考现在流行的理论真正的源头在何处。

最终的结果是，本书正文是从活跃在 20 世纪开端的前辈们开始描写的。

泰勒、梅奥、法约尔，这三位巨匠创立的“思路”是经营战略理论的基础中的

基础。

本书追求的另一个目标是易读性和趣味性。诚然，追求通俗易懂会造成叙

述简略从而导致偏差，而趣味性则是严肃的学术书籍中本不该出现的因素。

但是，不这样做就很难向普罗大众传播经营管理思想。所以笔者在书中各

处都夹杂了“巨匠们的午后”这样臆想中的对谈。于是就有了泰勒对梅奥、安

索夫对钱德勒、波特对巴尼等 9 个也许发生过，或者如果真的发生，将会很有

趣的对谈。

笔者的目的是希望读者能够更加贴近这些巨匠们。他们虽然是行业的巨

匠，但并非高高在上的神，他们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再

次强调：这些对话都是虚构出来的。）

本书的内容与使用方法

本书大纲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20 世纪初的三派理论的开端，1950 年前后的近代经营管理理论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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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是 60—80 年代定位学派的统治，80 年代中期开始能力学派的中兴，90

年代后期定位学派的卷土重来，然后是 2000 年代结构学派登场。最后是最

近 10 年的经营战略理论的解说，以及适应性战略的实际意义。

本书将以各派思想的中心人物为焦点，阐释各种思路的由来、巨匠们做出

了怎样的功绩以及该派思想的后续发展。

本书的后半部分罗列了大量的参考文献和关键性图表。

本书的使用方式有以下几种：

● 教科书式：浏览经营战略理论的流传、史实及相关条目

● 百科事典式：可查找条目的相关信息

● 小说式：可欣赏经营战略理论的诞生与发展

笔者深信，即使是深谙此道的资深人士，也可从本书中领略到新的视角与

观点。因为本人即属此种情况。本书内容浅显易懂，适合推荐给经营理论的初

学者，高校学生也可自如阅读本书。

那么接下来，由经营战略理论的巨匠们上演的跨越 100 年的冒险剧即将

开始了。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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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克里斯坦森主张的催生“颠覆性创新”的“领导力”

206·BOP、新中间层和戈文达拉扬的“逆向创新”

210·埃文斯所洞见的“网络”的本质

213·专栏 “测量”的力量改变经营

218·组织学习的新动向：未来中心、知识产权战略及工作转变

223·“巨匠们的午后”8 ：从竞争到协调的格拉顿与不竞争的蓝海战略者莫博涅

226·“社会”吸引了当世伟才

第 7 章  

最后的答案：“适应性战略”（2010年代—  ）

232·沃茨的打击：不从历史中学习，而是从集体智慧和对照实验中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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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施密特和佩奇领导的谷歌超级试错型经营

244·哈福德在《适应性创新》中指出的理想组织的陷阱

253·专栏 日本军队失败的本质与美国军队失败的本质

255·IDEO 布朗的设计思维：快速、轻松、实际体验

261·专栏 从不预判流行的时装品牌 ZARA

266·总结：攀登经营战略这座大山

272·布兰克与莱斯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精益创业”

277·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里维斯提倡适应性战略

补 章  

俯瞰全体的B3C框架（1996年—  ）

285·“巨匠们的午后”（番外篇）：德鲁克与我

287·为撼动“巨象”而生的 B3C 框架

291·用 B3C 框架定义战场

296·用战场战略大步前进

298·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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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顿·梅奥

（1880—1949）

弗雷德里克·泰勒

（1856—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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