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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与其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 通过对企业生态以及由之而引起的企业发展的

讨论和对前后工业社会的企业生态、企业形态及企业管理差异的比较, 使企业管理者认识到不

同的企业发展及管理模式是植根在什么样的企业生态环境之下, 什么样的生态环境适合于什

么企业发展、管理模式、企业生存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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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不但适应于生物的发

展, 同时也适应于企业的发展[ 1 ]. 企业生存于特定

的生态环境下, 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下只有适应这

种生态环境的企业才能生存与发展, 这是企业生

存与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些被证实是成功的发展经验应用在不同的

环境下往往会导致彻底的失败, 真正高明的企业

家要了解的不是什么是成功的发展经验, 而是要

了解这种经验在什么条件下获得了成功和在不同

条件下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并根据自己所处

的生态环境研究出符合这种环境的发展对策. 因

此, 企业发展研究的根本是在于研究自身所处的

生态环境以及采取适应该生态环境的经营管理对

策. 本文对企业生态以及企业发展作一个初步的

剖析.

1　企业生态

1. 1　企业生态环境

生态 (ecology) , 在生物学上原意是生物栖息

的地方, 也就是生物的生存环境. 生态学的任务是

研究生物之间和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

通过这样的研究实现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改造, 达

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 ]. 同样企业的生

存与发展依赖于所处的生态环境, 企业研究企业

生态就是为了实现企业适应环境的变化, 进行企

业创新、再造, 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企业生态

与自然生态有着许多相同的特点, 但存在着更多

的不同, 这就界定了企业生态学所具有的独立学

科性, 而不是一般生态学在企业中的简单应用.

企业作为企业生态中的一个生命有机体, 与

生物个体存在着诸多的异同点, 它们同样具有生

存与发展的欲望、新陈代谢、经历成长、发育、繁

殖、衰老和死亡的生命周期过程、遗传与变异、生

存与发展过程中的种内和种间斗争与受着环境的

选择. 然而, 在相同的表面特征下却存在着不同的

根本特征, 企业发展与其生态环境关系有着强烈

的自觉目的性、生态环境与企业间存在着相互推

动与制约的强互动性. 研究企业生态就是研究企

业之间和企业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 从而研究

企业如何与环境相适应以及改造.

本文把企业生态环境分为经济生态、社会生

态、自然生态 3 大部分, 构成多层次结构, 如图 1

所示. 组成企业生态环境的因素本文称之为企业

生态因子. 生态因子对企业的发展起着或推动或

制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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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企业生态构成

1. 1. 1　经济生态因子

本文界定为影响企业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流

通、消费相关的因素为经济生态因子, 包括:

消费市场因子: 在市场经济下, 消费市场掌握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的最终审判权.“企业竞争, 市

场选择”是市场竞争中铁的法则. 消费市场主要包

括消费能力和消费者对产品与服务的价值取向.

消费者的价值取向是裁判企业的最终标准, 企业

要在竞争中获得生存与发展, 关键是能在消费者

在同一的支付条件下, 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满足

消费者主观价值的产品或服务.

物资市场因子: 企业的活动是建立在物资的

供应水平和企业的可获得所需要的物资能力基础

之上的. 物资市场中货源供给的充裕度、货户数量

与竞争、价格水平与稳定性、供货的快捷性都将影

响企业的发展.

资金市场因子: 资金始终是制约企业发展的

主要因素. 现代企业仅凭自己积累的资金谋求发

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企业须具有能从资金市场获

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的能力. 资金市场的发育程

度对整个社会的企业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因子: 企业一切活动均是依靠人

进行的, 人是企业之本. 当今企业竞争, 得人才善

用者胜. 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应、劳动者素质、

劳动力价格和劳动者价值取向强烈影响着企业的

各项经营管理行为[ 3 ]. 可以说企业管理的发展史

实际上是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史. 从古典管理到现

代管理的每一阶段都标志着劳动力势态的变迁.

产业与产业结构因子: 是指特定地区不同产

业种类的数量, 它们之间的配比及相互作用关系.

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配比合理将有助于该地区的

企业发展, 反之则阻碍企业的发展.

交通因子: 没有便利的交通环境, 就没有商品

的流通、人才、技术的交流, 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

区是建立在“通达”的基础上, 尤其是跨国公司的

发展更需要交通的有力支持. 现代的跨国公司中

一件完整的产品所包含的各个部件可能会是在世

界各地生产出来的, 如果没有方便、发达的交通根

本不可能实现.

通讯因子: 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质是信息收集、

存储、产生和发布的过程, 这过程需有方便与快捷

的通讯手段来支持. 当今社会所取得的发展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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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是依靠从上世纪末开始的通讯技术的革命,

创造出一代比一代先进的通讯工具. 企业只有在

完善、便利的通讯环境下才能迅速获得环境与企

业内部的信息, 对迅速变化的状态及时反应进行

决策, 协调内外各方面关系.

国际经济因子: 在国际经济中, 关税、货币汇

率、区域性的经济同盟、国际金融和经济法规都对

企业在国际市场发展起着制约或推动的作用. 关

税与货币汇率对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国际投资有

很大的影响.

1. 1. 2　社会生态因子

文化因子: 是指企业所在地区以及企业经营

所涉及地区人群的文化. 文化特征的主体是道德

观念、价值观念、宗教与非宗教信仰等. 一个地区

的文化形态对企业产品品种、形态的可接受程度、

企业经营管理的模式起着很大的作用.

教育因子: 教育不仅决定了劳动力的素质, 而

且决定了整个地区的文化观念、道德水平, 甚至影

响着社会的稳定性.

社会制度与政策因子: 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社

会制度和政策对企业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影

响. 它左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市

场结构、行业与企业的属性与行为、投资环境和进

出口贸易.

国际政治因子: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的发

展, 国际关系在企业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国际关系的缓和与对抗会左右着企业是否

可以向全球化发展.

科学技术因子: 科技决定了产品形态、产品更

新发展速度、产业形态、市场竞争形态以及经营管

理可能利用的技术形态, 并强烈影响着人类生活

方式、文化观念, 它将改变国家、地区的力量对比,

从而改变地区与国家间的关系. 每一次重大的科

学技术革命都必将引起生产力的巨大提高, 新产

品爆炸性的增长, 新的产业不断涌现, 引起企业和

企业生态的突变.

1. 1. 3　自然生态因子

自然生态是指企业所处的地域地缘与自然

资源.

地域地缘因子: 地缘环境是指相邻地区的经

济、政治、文化状态和可能构成的交通、通讯条件.

合适的地域地缘环境对企业的成功起着很大的推

动作用. 很显然沿海地区较内陆地区有优势, 靠近

发达地区较远离发达地区有优势.

自然资源因子: 自然资源包括水资源、生物资

源、矿物资源、土地资源、气候资源、大气资源. 充

足的自然资源使企业的经营顺利进行, 良好的自

然环境能吸引大量的资金投入.

1. 2　企业与生物界对生态环境关系的差异

企业与生物界同样要适应其所处的生态环

境, 它的发展受着环境的选择, 然而它们之间又有

很大的差异, 主要表现为:

1°在生态资源的利用上

大多数生物 (候鸟等生物外)是栖宿于某一环

境中的, 只能利用该地区的生态资源, 而企业则是

跨地区利用企业生态资源. 企业只有能同时吸收

着不同地区最优生态资源, 进行优化组合才能取

得真正的发展. 企业不仅需要研究所在地的企业

生态, 并且更需要研究全球的企业生态. 跨国公司

的出现更促进全球企业生态体系一体化. 可以预

料, 在不久的将来, 统治经济领域的将是跨国

公司.

2°在对环境的反作用上

生物与企业同样对环境产生反作用, 改造环

境, 但企业对其生态环境起着更强烈的反作用. 企

业发展不仅在于适应环境,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主

动改造其生态环境. 企业的发展必然要求政府的

政策符合企业发展的目的; 企业在一个地区发展

必然产生聚集效应, 并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 同时

使得交通、通讯、教育的完善化; 企业的生存竞争

有力地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当今跨国公

司的发展造成“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的局面, 有力

地促进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关系的变化.

3°在生态容量上

生物的生态容量是由自然环境所确定的, 而

企业的生态容量可以由企业自身与环境共同创

造. 在前工业社会的中后期, 由于技术发展与产品

更新相对缓慢, 工业生产主要依赖于自然原材料

和生产较长期基本不变的产品, 社会化大生产的

竞争, 必然很快造成自然资源的短缺和市场的饱

和, 于是产生争取自然资源和市场的激烈竞争, 并

周期性地发生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 甚至因此而

引发两次世界大战. 如何解决原材料的供应和市

场的饱和问题——也就是企业发展的生态容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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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成为竞争性市场经济研究的关键. 实际上企业

竞争性的发展, 促进了技术与产品不断的创新、增

加了新的就业机会, 从而不断扩大生态容量. 特别

到现代, 人类可以创造人工材料替代自然材料, 可

以对材料的重复利用来减少对天然材料的消耗;

可以不断推出新产品来创造新的消费. 以技术创

新来创造生态容量是当今知识社会中企业生态学

的主要特征.

1. 3　行业生态链

生物生态是由生物间的捕食关系构成的食物

链与食物网来维持生物生态的循环运转, 各种生

物之间是一种“互助合作”的关系, 缺少任何一种

生物都会给生态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使生物生态

失衡, 生态退化. 生态链中, 一般是由低级生物到

高级生物呈现出金字塔的形状, 传递的能量逐渐

减少, 生物数量也逐渐减少. 在自然生态条件下,

一个地区的生物必须构成特定的生态链[ 4 ]. 同样,

企业的生存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 形成了“行业

生态链”, 按它们的依存关系可顺序分为“上、中、

下游”行业, 下级为上级产品的消费者. 然而, 企业

与生物不同, 不是每个地区都存在着特定完整的

生态链, 它要求充分利用企业生态资源进行区域

分工产生集结性规模经济效应.

1. 4　企业生态位

一个企业乃至一个行业在企业生态大环境中

都有一个明确的位置, 本文称之为“企业生态位

( en terpr ise ecolog ica l n iche)”. 企业生态位与生

物生态位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生物的生态位是被

动的自然选择的结果, 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而

企业生态位则是主动选择和竞争行为所决定的,

且经常发生变动. 企业在行业中的生态位是企业

在行业内竞争实力的标志.

1. 5　企业生态平衡

企业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 企业生态平衡应

以是否能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增进人类总体福利

为准绳. 依据这意义, 本文把企业生态平衡定

义为:

企业生态环境满足以下条件称为企业生态

平衡:

1) 劳动力市场、生产物资供应市场、消费市

场、资金市场供求平衡;

2) 任何产品与服务均存在众多的企业, 不存

在寡头独占.

如果更满足下面条件, 则称为理想企业生态

平衡:

3) 任何企业进入任何地区、任何产品或服务

市场, 除 企业间竞争外, 不存在任何障碍.

实际上从来未出现过真正的生态平衡, 只有

接近平衡的动态亚平衡.

2　企业竞争与企业进化

2. 1　争夺高生态位的企业竞争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 任何企业都存在争取

更高生态位的强烈欲望, 都希望成为行业的老大,

甚至独占市场. 企业在争夺生态位的竞争中, 往往

是通过在市场中淘汰竞争对手来实现的. 例如通

过使用超低价格的杀伤性价格战击败而后吞并对

手; 通过企业合并增强实力击败对手; 通过产品创

新在市场上淘汰对手等等策略. 现代企业都了解,

传统价格战的杀伤策略往往是两败俱伤, 并可能

被外来竞争者所扼杀. 当今企业竞争更多是采取

产品与服务创新和合并扩展的策略. 产品与服务

创新竞争对人类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它为人类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 创造更多的就业

机会, 提供更好的服务[ 5 ].

2. 2　企业进化

企业与生物一样都处于不断进化的过程中,

然而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差异. 生物的进化是随机

变异和被动地接受自然环境的选择, 在进化的过

程中, 环境只能保留生物的变异特性, 而不能引发

生物的变异, 因而不能形成强烈的正反馈的过程.

所以, 生物的自然进化过程是缓慢的. 只有在自然

环境产生激变时, 生物才能产生突变的进化, 像大

约在 6 亿年前寒武纪的几百万年中形成的绝大多

数无脊椎动物出现的大爆炸, 在 2 亿 2 千 5 百万

年前的几百万年中, 地球有一半海洋生物灭绝以

及在 7 千万年前又有 25% 物种纲灭绝, 并使哺乳

类动物进入舞台. 这种突变进化, 是由地球环境产

生突变的结果[ 6 ]. 企业进化则不同. 企业的进化并

不是随机的, 是由于企业竞争的压力、市场选择与

市场需求的诱导和反诱导而产生主动行为的结

果, 形成强烈的正反馈循环. 这种强烈的正反馈的

作用, 形成了以下迅速进化的正反馈过程 (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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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企业进化

　　市场选择的竞争压力是在市场经济下企业进

化的根本推动力. 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 企业进化

就没有动力; 没有科技发展, 进化就没有依靠; 没

有市场需求引导产品和产品引导市场的双向引导

就没有正反馈的加速. 企业进化如同生物进化一

样, 同样会出现大爆炸与大灭绝, 生物的大爆炸与

大灭绝原因到目前仍然不清楚[ 7 ] , 而企业发展的

大爆炸与大灭绝原因都是来源于重大的科学思想

和重大技术的革命性的发展. 蒸汽机技术的使用

把人类带入工业社会; 内燃机的发明, 实现了科学

技术又一次重大突破, 出现新的产业——汽车和

航空及其相关产业; 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出现、使人

类进入电器化的时代, 出现电器工业, 使人类以及

企业以突飞的发展; 计算机技术的发明, 带来的影

响更是空前的, 使人类进入了信息社会的时代, 信

息产业成为整个产业体系的支柱, 知识人才成为

企业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 企业生态发生了

根本的变化, 企业管理中心由市场交易转变为以

人为本的组织、激励和监督管理对策. 每一次都是

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促使新产

品、新行业不断涌现, 也造成了许多旧产业大灭

亡, 并导致管理形态的变迁.

2. 3　企业发展的遗传与演进

自 1912 年熊彼特提出企业创新, 特别是

1990 年哈默提出企业再造工程以来, 企业创新发

展成为当今企业发展研究的主题内容. 但是, 企业

的创新过程中, 企业的遗传因子起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 企业遗传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继承的

基质.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企业的发展不可以完

全脱离开原有产品与服务的基质, 也不可能完全

改变企业管理模式, 现代企业在大力进行企业创

新的同时强调“共同经营主线”, 这就是企业发展

过程中的遗传与演进. 盲目冒进的企业全新创新,

将使企业完全丧失原有的产品与服务优势, 销售

与服务渠道优势和原有的管理优势, 这是十分危

险的. 合理的企业创新发展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

是“扬弃”, 是在保存原有合理的基质上进行创新

性的发展.

2. 4　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

企业在争夺生态位的竞争中, 或通过价格战、

或通过兼并、合并等方法来扼杀对手, 使资本、人

才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几个企业中, 若没有外加力

量的干涉必然走向寡头独占的垄断局面. 如上所

述, 自由竞争的市场压力促进企业创新推动科学

技术的发展, 同时众多企业在争夺消费市场与劳

动力市场的竞争中, 它们要接受消费者和劳动者

的选择, 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上帝之手”在调

节市场, 使产品价格和劳动力价格趋于合理. 一旦

垄断形成则会: 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 损害消费者

的利益和劳动者的利益, 甚至操纵政府的行为. 一

些学者认为, 美国硅谷之所以取得常兴的发展有

4 个重要的生态因子: 一是有强有力的大学研究

所的研发支持; 二是有大批高科技企业参与竞争;

三是有强大的高科技开发管理力量; 四是有强有

力的高科技产品的经营力量[ 8 ]. 其中有大批高科

技企业参与竞争是十分重要的. 一个国家的企业

在国际竞争中, 需要一定的规模, 特别对于发展中

国家, 企业规模太小则没有产品的研发力量与国

际市场开拓力量, 然而, 企业的规模过度膨胀将会

在国内走向垄断, 阻碍有发展前途的中小型企业

的发展并损害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

2. 5　政府干预——反垄断与维护企业生态平衡

垄断破坏了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竞争生态平

衡, 产生上述的严重后果.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资

本主义社会的无控制的自由竞争必然走向垄断使

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帝国主义阶段, 产生周期性的

经济危机和引发世界大战. 资产阶级学者为了解

决经济危机,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首先提出政府

干预的思想, 30 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解决美

国经济危机, 实施政府干预的新政, 特别是二战

后, 资本主义社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

政策, 提出不同程度控制垄断发展的反垄断法案,

企图维护企业竞争生态平衡[ 9 ].

美国反垄断法曾对洛克菲勒拆分, 最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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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又对控制了全世界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

的 90% 以上的市场, 并利用此优势将浏览器进行

捆绑式销售的微软公司提出并通过了一分为二的

拆分决议. 然而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企业实

际控制着政府的行为, 对微软公司的指控亦仅仅

是“利用优势将浏览器进行捆绑式销售, 以不正当

手段垄断市场”. 大企业的合并、兼并不断走向国

际垄断的发展正成为新的风潮.

2. 6　信息社会生态下企业竞争的神杖——科技

创新与蛇能吞象

蛇能吞象本来是虚构的故事. 在资本主义工

业社会中, 总是大鱼吃小鱼, 然而在信息社会中,

小资本最终吃掉原来的大资本却是屡见不鲜, 当

今国际上许多巨子过去均是无名小卒, 而许多过

去的巨无霸却成明日黄花. 原因是信息社会中企

业竞争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科学技术与

人才成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 成为小资本吃

掉大资本的神杖. 依靠人才科技进行产品服务创

新成为当今企业发展根本的战略, 人力资源管理

成为企业管理的关键, 以至企业管理由生产与市

场交易主轴转移到以人为本的组织、激励、监督主

轴上.

3　略谈前后工业社会企业生态与企
业变迁

　　前后工业社会企业生态环境、企业形态及企

业管理产生巨大的变化, 经历过不同的阶段, 表 1

表述其主要的异同.

表 1　前后工业社会企业生态对比[10- 13 ]

项　　　目
社　　　　会

前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

企

业

生

态

经

济

因

子

社

会

因

子

自
然
资
源

产业与产业结构 支柱产业为制造业, 产业结构为: 一、农
业、矿业; 二、制造业; 三、服务业

支柱产业为信息业, 产业结构为: 一、农
业、矿业; 二、制造业; 三、信息产业; 四、
其它服务业

资金市场 地区与国家范围为主、现金或信用支付、
方便快捷性差

全球范围、电子支付、方便快捷

劳动力市场
蓝领工人比例大、价格低、马斯洛需求等
级低

白领工人比例大、价格高、马斯洛需求等
级高

消费市场
产品标准化、主要为基本生活消费品、被
动消费、且消费能力较低、产品周期长

个性化产品、高级与发展消费品与日剧
增、主动消费、消费能力高、产品周期短

交通通讯 交通通讯相对发达 交通通讯极发达、便利、突破了时空概念

国际经济 民族主义国家意识浓烈、国家保护、国与
国间竞争激烈

民族主义国家意识界限模糊、国际经济
合作加强、全球经济一体化

社会制度、政策与
国际政治

国家社会制度意识强烈、民族主义国家
政策

国家社会制度意识淡薄、国家政策国际
趋同化

教育
为工业生产服务、内容标准化、着重知识
与技能培养、强调纪律

为信息社会服务、内容非标准化加强、在
知识与技能加强同时强调学习方法与研
究创新方法培养、终身教育、以人为本、
民主化趋向

文化 民族主义国家文化色彩浓烈 国际文化交流与趋同

科技 科学技术发展较缓慢、产品周期长 科学技术发展快、产品周期短

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消耗大、利用率低
自然资源消耗逐渐减少、利用率高、人工
替代品日趋增多

地缘地域 对企业起重要作用 对企业地缘地域的选择有很大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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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项　　　目
社　　　　会

前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

企

业

形

态

管
理

关键性资源 资金 人才

资本 个人资本为主与社会资本结合 资本社会化加强

形式 家族企业主体 股份公司主体

经营 本国主体 国际化趋向日益加强

目标 资本增值 资本增值与社会效益

竞争 质量、成本、价格主体 产品、服务创新主体

组织 集权制主体的分权结构、塔式化 分权结构主体、扁平化

管理主轴 生产、服务与市场交易 组织、激励与监督

管理手段 人工管理 自动化网络管理系统

　　本文对企业生态与企业发展仅作概括的论

述, 企业生态对企业的发展和管理的影响是极其

深刻的. 企业的成功必有其适应所处生态环境的

特定原因; 企业失败必是违背其生态规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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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terpr ise ecology and en terpr ise developm en t

L IA N G J ia2hua , GE Z hen2z hong , FA N J ian2p ing
Environm en t and R esou rce M anagem en t In st itu te of Shanx i U n iversity, T a iyuan 030006, Ch ina

Abstract: 　En terp rise in teracts w ith its eco logy. W ith the d iscu ssion of the eco logy and en terp rise

developm en t, the summ arise of d ifferen t en terp rise eco logy, en terp rise confo rm at ion and en terp rise

m anagem en t betw een p re2and po st2indu stria l society, the en terp rise m anager w ill understand differen t
en terp rise developm en t and m anagem en t m odes fit t ing in d ifferen t en terp rise eco logy and the reason s.

Key words: 　en terp rise eco logy; en terp rise developm en t; en terp rise m anage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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