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竞争力评价系统及应用研究
①

王建华1 , 王方华2

(11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长沙 410079 ; 21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200030)

摘要 :在对企业竞争力形成机制理解的基础上 ,建立企业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测模型 ,

系统地对企业的竞争力进行评估 ,为企业的竞争和战略的制定及实施提供有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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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竞争力的评价维度

企业竞争力的研究通常在战略管理的范畴内

开展. 不同理论学派对企业竞争力的根本动因有

不同的理解 ,因此导致对竞争力本身、竞争力形成

的机理以及竞争力的表现等方面存在分歧. 学术

界目前从两个角度研究竞争力问题 :企业的外部

市场结构和企业的能力. 外部市场结构对企业竞

争力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贝恩代表的产业经济

学的哈佛学派 ,随后经过芝加哥学派和现代产业

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演进 ,对企业竞争力的源泉的

理解不断丰富和发展. 产业经济学把研究的重点

放在产业的结构对竞争力的影响 ,推崇著名的“结

构—行为 —绩效”(SCP) 范式 ,认为公司规模结构

(一家或多家厂商 ,集中与否)以及这种规模结构、

集中对企业群的竞争具有深刻的影响[1～4 ] ,而且

这种影响链是一种双向的交互作用[5 ,6 ] . 目前产

业经济学着重从信息的角度对厂商之间的动态博

弈过程加以研究[7 ] . 而企业能力学派认为企业的

竞争力是由企业本身的能力决定的 ,市场外部结

构则是企业能力演化的自然结果 ,企业的本质是

一个能力体系 ,积累、保持和运用能力开拓产品市

场是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8～12 ] . 公司

在市场上的业绩表现取决于产品的价格性能特

征 ,长远看 ,企业竞争力取决于企业所拥有资源的

能力 ,特别是核心专长能力[13 ] .

企业的资源能力和企业的外部产业结构都是

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14～16 ] . 企业竞争力

应体现在产品市场和企业资源的能力上. 产品市

场的竞争优势是企业现有超额利润的来源 ,表现

为企业的显在竞争力. 它是企业竞争力各要素的

有机结合已形成并表现出来的整体实力 ,反映企

业创造财富并获得财富的能力. 企业的资源能力

是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基础 ,也是企业竞争力可持

续发展的保证 ,是潜在的竞争力. 在评价企业竞争

力时应该从企业的外部环境和企业的内部能力两

个方面进行 ,才能正确反映企业真正的竞争实力.

以往的竞争分析多是定性的 ,如波特产业竞

争优势形成的“五力”模型、波士顿矩阵等 ,只提供

了竞争因素的清单 ,很少用量化的工具描述竞争

能力的强弱 ,模型的具体应用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

需要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既能评估企业的竞争地

位又能定量描述企业战略的优劣态势 1

2 　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企业竞争力主要由市场竞争力和资源竞争力

组成 1 企业外部显性的竞争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

企业内部能力的延伸 ,因此 ,评价企业竞争力大小

重点应考虑企业内在能力. 但是 ,外部和内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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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受市场环境的影响 ,所以还应该考虑企业面临的

环境对企业竞争力的作用.这一因素在非市场化或

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国家评价企业的竞争力时尤为

重要 ,因为这类企业的竞争能力往往受到制度 (如

价格的管制或不同的税收结构)的制约 ,当制度因

素的制约得到释放 ,这些企业往往迸发出极大的竞

争能力.环境因素可以作为不同环境中企业竞争力

比较的调整因素. 根据指标体系建立的目的性、科

学性、全面性、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和通用性等原则 ,

将企业竞争力按照系统的思想对组成部分加以分

解 ,将这些组成部分 (或称为要素)整理成一种递阶

层次的顺序 ,分别对竞争力的组成部分进行评价 ,

再对整个竞争力系统进行评价.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 ,本文建立了有九大类指

标的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各大类指标下又有若

干小指标. 所选择的单个评价指标 ,虽仅反映企业

竞争力的一个侧面或某一方面 ,但整个评价指标

体系在竞争力评价模型的框架下能够反映企业未

来竞争能力的真实状况.

2. 1 　企业竞争力的经营环境评价

企业的经营环境包括宏观环境和产业环境.

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对企业竞争力有深刻的影

响 ,因为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 ,国家

产业政策也不同. 企业的产业环境反映产业竞争

的激烈程度.

2. 1. 1 　宏观环境指标

1) 国家对企业所在产业的支持程度. 为定性

指标 ,由专家对产业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作出

评价.

2) 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 市场环境越完善 ,

企业的发展空间也越大 1 为定性指标 ,由专家对

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和产品市场环境作出综合

评价.

3) 国家宏观政策指标. 国家采用宽松的宏观

政策时 ,企业面临有利的发展环境. 为定量指标 ,

包括国家财政支出增长率和货币投放增长率两个

次级指标.

4) 国家经济增长指标. 反映企业面临的经济

状况环境. 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则该国企业在

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包括三个次级指标 :

GDP 增长率 ,投资增长率 ,社会零售额增长率.

5) 市场保护程度. 为定性指标. 在国际比较

中可以用关税的大小和非关税壁垒的程度来衡

量. 但在同一个国家内时 ,由专家对被评价企业所

在省市的市场保护程度作出评价.

2. 1. 2 　产业环境指标

1) 产业集中度. 用该产业四家最大的公司的

市场份额占总市场的比例来表示.

2) 产业的平均增值率. 为定量指标 ,用该产

业的工业增加值/ 工业总产值衡量 ,反映该产业新

创造产值的效率.

3)产业内企业的平均总产值. 定量指标 ,用产

业的总产值/ 产业内企业的个数表示. 反映产业内

企业的平均规模. 一般认为 ,平均规模越大该产业

的规模经济效应越明显.

4) 产业的买方集中度. 定量指标 ,用产业下

游最大的四家买家的购买额/ 产业的总销售额表

示. 通常产业下游不易确定范围 (该产业产出是多

个产业的投入品) ,一般由专家作出判断.

5) 产业的产能利用率. 定量指标 ,用目前的

生产能力/ 总的设备生产能力之和衡量. 一定程度

上可以反映产业的竞争程度 ,产业的产能利用率

越低 ,该产业中企业竞争越激烈.

6) 产业的平均价格变化率. 定量指标 ,用 (前

期的价格 - 当期价格) / 前期价格表示. 比值越高 ,

产业的竞争越激烈.

2. 2 　产品市场竞争力评价

企业的竞争力表现在产品市场上的份额及赢

利能力 1 竞争力的市场指标可以从企业产品的市

场占有和顾客对企业产品的评价等方面衡量.

1) 产品销售率. 产品的销售量/ 产品的生

产量.

2) 产品出口率. 出口产品数量/ 产品的生

产量.

3) 市场占有率. 企业的销售额/ 市场总销

售额.

4) 顾客重复购买率. 重复购买的顾客数量/

全部顾客数量.

5) 顾客对产品获得的及时性满意程度. 定性

指标 ,通过顾客的评估获得数据.

6) 顾客对产品外型、质量的满意程度. 定性

指标 ,通过顾客的评估获得数据.

7) 品牌的声誉及规模. 定性指标 ,由专家对

企业的品牌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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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企业的战略能力评价

企业的战略能力是企业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

应性 ,战略能力在企业当前和未来的竞争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 企业的战略能力与企业领导层的

教育程度、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性等密切相关 1
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性 ,对企业决策的质量有很

大的影响 ,良好的治理结构使企业的决策过程在

多方面受到规范和约束 ,可以避免个人决策的不

良后果. 战略能力还反映在企业过去的经营业绩

上 ,可以用前几年的平均利润率反映.

1) 企业领导层的教育程度. 以学历为指标 ,

学历高 ,则教育程度高. 计算整个领导层学历的加

权平均值 ,为教育程度的总体值.

2) 公司治理结构. 为定性指标 ,反映企业决

策机制的良好程度 ,由专家作出评判.

3) 公司过去 3 年的平均资产收益率.

2. 4 　企业的生产能力评价

企业生产过程是复杂的团队活动 ,其结果与

企业内各种资源的合理应用有关. 衡量企业的生

产能力 ,可从生产的效率、生产的柔性和产品的质

量三方面着手 1
2. 4. 1 　效率性指标

1) 企业标准化程度. 定性指标 ,企业的标准

化在企业的生产效率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标准

化的程度高 ,则企业生产过程有章可循. 可以根据

企业实施 ISO 90000 和 ISO 90001 的情况由专家给

出评价.

2) 生产能力有效利用率. 有效的生产能力利

用规模/ 总平均生产能力. 反映了企业现在的生产

能力生产的产品在市场销售中实现价值的程度 ,

是企业组织协调能力的外在表现 1
3) 设备故障率. 企业的设备实际生产时间/

计划生产时间 1
4) 单位生产成本比率. 企业产品的单位成本/

产品的价格 1
5) 产品按时交货率. 企业按时交货的产值/

企业总产值 1
6) 生产设备技术. 定性指标 ,企业生产设备

的先进程度指标.

7) 原材料利用率. 企业各种产品包含的原材

料数量/ 原材料的总消耗 1
8) 能源利用率. 一定时期企业的增加值/ 同

时期企业能源的消耗总量 1
2. 4. 2 　柔性化指标

1) 工艺准备周期. 企业生产另外一种产品的

准备时间.

2) 产品生产周期. 企业原材料从进厂到成品

的流程时间.

3) 跨组织的参与性. 定性指标. 衡量企业生

产各部门的协调合作能力.

2. 4. 3 　质量指标

1) 优等品率. 企业优等品产值/ 企业总产值.

2) 产品合格率. 企业合格品产值/ 企业总

产值.

3) 产品返修率. 返修产品的产值/ 企业总

产值.

2. 5 　企业的市场能力评价

企业的市场能力不仅反映在企业营销资源方

面的丰裕程度和管理水平上 ,也反映在企业营销

的具体状况方面.

2. 5. 1 　营销管理指标

1) 销售合同执行率. 企业的实际销售额/ 企

业的商品合同金额.

2) 货款回收率. 销售回款金额/ 产品销售额.

3) 营销计划编制、执行及控制. 定性指标 ,由

专家对企业计划编制和执行状况进行评估.

4) 市场信息系统建设. 定性指标 ,由专家对

企业信息化水平进行评估 1
5) 销售规章制度建设. 由专家对企业营销规

章制度的完善性进行评价 1
6) 营销组织机构及队伍建设. 企业销售额/

企业营销人员数量.

2. 5. 2 　营销努力指标

1) 营销强度. 营销费用/ 产品销售收入.

2) 分销网络化提高程度. 用企业分销网点数

目的增加情况衡量.

3) 新上市产品的增长率. 新上市产品的年度

增长率.

4) 企业的市场占有增长率 1 在一定时期内 ,

(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量或销售额/ 同

类产品销售总量或销售总额)的增长情况 ,反映企

业产品的市场渗透能力和营销效果.

5) 产品分销、促销及定价效果. 定性指标 ,用

于评估企业营销决策的效果 ,反映企业的营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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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能力.

2. 6 　企业的技术能力评价

企业的技术能力很难评估. 作为企业发展的

原动力 ,企业的技术活动对企业当前业绩和未来

的发展有极重要的作用. 技术创新活动是非常复

杂的投入产出活动 ,对企业技术能力应该从技术

的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评估 1
2. 6. 1 　技术投入指标

1) 企业科技人员比重. 企业科技人员总数/

企业职工总数 1
2) R &D 经费比重. 企业 R &D 经费数额/ 企

业销售收入总额 1
3) 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 定性指标 ,由专

家对企业同外界在技术方面的合作紧密程度作出

评估.

2. 6. 2 　技术能力的产出指标

1) 专利拥有比例. 企业拥有专利数量/ 行业

中企业平均拥有专利数量 1
2) 产品和技术领先程度. 反映企业的综合技

术能力 ,领先程度越大 ,竞争对手越难以模仿 ,由

专家评出.

3) 专利增加数. (企业在期末的专利数 - 企

业在期初的专利数) / 企业在期初的专利数.

4) 新产品产值率. 新产品总产值/ 同期全部

产品的总产值 1
2. 7 　企业的营运能力评价

企业的运营能力综合反映在企业的资产的应

用效率上 ,可以通过企业的财务数据表现出来.

1) 应收账款周转率. 赊销净额/ 平均应收账

款. 反映应收账款流动速度的指标 ,说明应收账款

转变为现金的平均速度.

2) 积压商品比率. 企业积压一年以上商品的

金额/ 企业的营业收入.

3) 固定资产闲置率. 企业闲置的固定资产/

企业总资产.

4)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2. 8 　企业财务能力评价

财务能力是指企业在融资数量和成本方面的

能力.

1) 负债比率. 总负债/ 总资本. 衡量企业在对

外债务方面的能力 ,指标越高 ,企业的债务筹资能

力越强.

2) 综合资本成本率. 权益资本成本率 ×权益

资本结构 + 税前负债资本成本率 ×负债资本

结构.

3) 投资效果系数.用投资收益率度量 1
4) 企业资产总额.反映企业资本的总体规模 ,

规模越大 ,企业的资本运营和财务处理能力越强.

2. 9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随着企业的发展 ,确保企业竞争所需要的各

种资源投入是竞争力形成的前提. 这样 ,企业发展

需要的各种资源是否能顺利获得是企业发展的关

键. 资源可以是人力资源 ,也可以是非人力资源 ,

可以是有形的 ,也可以是无形的. 筹供能力可以从

资金的筹供 ,高素质人员的筹供 ,原材料的筹供等

方面的可获得性综合加以评估. 在中国企业中 ,职

工下岗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特有现象 ,无疑加大了

企业的负担 ,对企业的发展有制约 ,可以用社会负

担系数来衡量.

1) 增长方式先进程度. 定性指标 ,由专家给

出评判.

2) 社会负担系数. (企业退休人员 + 企业下

岗人员) / 企业员工总人数.

3) 物资资源筹供能力. 定性指标 ,由专家给

出评判.

4) 人力资源筹供能力. 定性指标 ,由专家给

出评判.

5) 积累增长率. (资本公积增长额 + 其他公

积金增长额) / 公积金总额.

3 　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模型

在企业竞争力的概念模型中 ,企业竞争能力

定义为三个基本因素的函数 :市场优势 ,能力优势

及环境与风险因素 ,即

　　L = (θΠ) 1/ 2 (1)

其中 :Π为企业优势的度量 ;θ为企业环境和风险

因素的度量 ,在公式中表达为企业优势在竞争力

方面的调整系数 ,隐含的意义是即使企业在某一

市场具有竞争力 ,但这种竞争力可能是因为企业

在外部相对有有利的条件 ,这种竞争力的持续性

可能是不稳定的等. 如果其外部的条件被剥夺 (关

税或地方保护等) , 企业在竞争中很可能丧失优

势. 对于在竞争中处于不利政策环境下的企业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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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成功的难度越大 ,其竞争力应该是更为强大. 其

中企业优势的度量通过企业内部资源能力的潜在

优势和企业在市场中的显在优势决定.

能力优势是内部资源的对比评价 ,指明公司

在获取资源、资源的能力以及经营管理上相对竞

争者具有的优势 1 能力优势得分较高 ,说明公司

在选择产品组合、生产能力、技术、设备以及厂址

方面比对手做得更好 ,能更有效地利用购买 - 制

造 - 配销 - 营销系统. 如果企业在产品市场竞争

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 ,但不具备能力方面的优势 ,

则这种市场优势可能是短暂的 , 仅仅是一种“幸

运”罢了 , 在未来的竞争中可能遭受被淘汰的命

运. 所以模型中不仅应该引入能力优势指标 ,也需

要引入市场优势指标来度量企业的竞争力.

建立竞争力概念模型以后 ,就可以依据该竞

争力模型对企业的竞争力进行评价. 竞争力的评

价的主要目的是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指明方向.

因此 ,建立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模型过程中应该充

分反映企业未来竞争力的提升. 图 1 示竞争力评

价的模型.

图 1 　企业竞争力评价模型

　　企业定位 　企业定位指本企业根据各评价

指标对本企业的评估结果.

竞争者定位 　竞争者根据指标体系获得的

评价结果.

优势标杆 　根据行业各指标的最优值计算

的企业位势.

市场优势 　指企业在当前市场竞争中的优

势的评价结果.

资源优势 　企业在资源方面的评价结果.

企业优势 　企业的优势表现在企业的三种

定位的函数关系 ,是企业经营优势和战略潜力的

共同结果.

企业竞争力 　企业的优势在外部环境条件

下转换为竞争力 ,是企业优势和环境优势的共同

结果.

环境与风险 　是企业本身不能控制的因素 ,

不在企业的决策范围之内. 企业的环境包括宏观

环境和产业环境两个方面.

图 1 的企业竞争力评价模型可以依据各个因

素的指标把概念模型转换成正规模型 ,即根据上

面竞争力的定义对竞争能力的内涵作进一步的区

分 ,以便于企业根据企业竞争力的实际情况做出

战略方面的调整.

实际竞争力 　　LA = (θAΠA) 1/ 2 (2)

相对竞争力 　　LB = (θBΠA) 1/ 2 (3)

潜在竞争力 　　L C = (θAΠP) 1/ 2 (4)

最优竞争力 　　LD = (θPΠA) 1/ 2 (5)

企业的实际竞争力 LA 为企业实际的优势和

企业实际环境的总效应. 相对竞争力 LB 是企业在

现有的能力和市场优势下 ,如果处在竞争者的竞

争环境中 ,所得到的竞争力评价 ,该评价可以直接

同竞争对手比较. 潜在的竞争力 L C 是在企业现有

环境下 ,提高企业的能力和市场优势所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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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 最优竞争力 LD 是在最好的外部环境下企

业所能够达到的竞争力.θA 为企业 A 的环境调整

系数 ;θB 为企业 B 的竞争对手的环境调整系数.

ΠA 为企业 A 的企业优势水平 ;ΠP 为企业 A 所在

产业的企业优势的最佳水平.

4 　企业竞争力评价的方法与步骤

从竞争力模型可以看出 ,计算一个企业的竞

争力的关键是确定各项参数θA ,ΠA ,θB ,ΠP ,θP 的

值. 其中参数θ的值的计算方法相同 ,Π的计算方

法相同.

为了使竞争力的评价过程及战略意义更为清

晰 ,以两个企业为例展示企业竞争力的评价过程.

选取的是湖南省机械制造行业的两家企业 ,一家

主要生产压路机设备 ,另一家的主要产品是机床

设备 ,年销售额分别在 5 000 万元和 9 000 万元左

右 ,其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通过企业及其顾客的

调查和行业年鉴获得.

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如下处理过程 :定性指

标 ,指标的评价分为十个刻度 (1～10) ,由专家或调

查得到的结果 ,分别对各个指标给出评估值. 为了

综合评价的结果客观、合理、可比 ,必须对各个指标

进行预处理 ,即进行“指标类型一致化”,“指标无量

纲化”和“指标测度量级无差别化”处理.

1) 指标的一致化处理. 从指标组成来看 , 有

的是正向指标 ,有的是逆向指标. 评价过程中 ,环

境优势在竞争力计算中属于校正项目 ,企业所处

的环境越优越 ,表现为θ越小 ,即企业的实际竞争

力应该比其在市场上表现的评价要低. 因此 ,在指

标的一致化处理中 ,对环境优势和企业优势的处

理分别对待. 环境变量使用逆向指标 ,企业优势指

标采用正向指标. 处理方法为 ,对于正向指标 (逆

向指标) 化为逆向指标 (正向指标) ,用公式 X =

1/ x 进行转化.

2) 指标的无量纲及测度的无差别化处理. 通

常采取的方法有“中心化处理”、“极差化处理”、

“极大化处理”、“极小化处理”和“均值化处理”.

在实际评价过程中 ,采用“极差化处理”,即

　　X =
x - m

M - m
(6)

式中 , M 和 m 为行业中各指标观测值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

通过以上两个步骤 ,可以获得两家企业各指

标校正后的数值.

3) 根据各小指标计算出各评价维度的指标

值. 各评价维度的评价过程采取加乘混合法. 其原

理是 ,最下层的指标评价按评价维度分类进行乘

法处理 ,再根据最下层指标的个数开方. 其中环境

系数由宏观环境指标和产业环境指标合成. 计算

结果如表 1 所示 .

表 1 　评价维度的指标值

指标值 企业 1 企业 2 企业 1/ 企业 2

环境与风险系数 0. 141 6 0. 156 7 0. 903 6

企业战略能力 0. 363 0 0. 519 3 0. 700 0

企业生产能力 0. 501 8 0. 462 9 1. 084 0

企业市场能力 0. 582 9 0. 353 4 1. 649 4

企业技术能力 0. 479 2 0. 533 2 0. 898 7

企业营运能力 0. 238 0 0. 269 7 0. 882 4

企业财务能力 0. 525 5 0. 480 3 1. 094 0

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0. 409 4 0. 191 8 2. 134 5

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0. 286 7 0. 474 1 0. 604 7

　　4) 企业的优势由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优势

和能力上的优势共同决定. 示例过程只是为了展

示竞争力指数的计算过程 ,对优势计算过程中的

权重给予各指标等权 (实际的计算应根据专家咨

询加以确定) .

由表2可以看出 ,企业2的实际竞争力比企业

1 的竞争力要稍强. 但企业 1的企业优势要比企业

2 要大. 这主要是因为企业 2在较为不利的环境下

竞争.

表 2 　企业的竞争力指数

指标值 企业 1 企业 2

环境与风险系数 14. 16 15. 67

企业优势指数 42. 33 41. 05

实际竞争力指数 LA 24. 48 25. 36

　　根据公式 (2) 、(3) 、(4) 、(5) 计算得到表 3.

表 3 　企业的各种竞争力

指标值 企业 1 企业 2

实际竞争力 24. 48 25. 36

相对竞争力 25. 75 24. 10

潜在竞争力 65 64

最优竞争力 42. 33 4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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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 , 两家企业还存在很大的竞争潜

力. 单纯从产品市场来看 ,企业 1 相对企业 2 有较

大的优势. 但是 ,企业 1 和企业 2 在竞争力方面的

评价比较相似 ,这主要是因为企业1和企业2在不

同的方面展开竞争 (根据各类次级指标的数值得

出 ,由于篇幅 ,有关指标和其数值未给出) . 企业 1

所处的市场是一个发展较为成熟的市场 ,而企业

2 的市场是一个较为新兴的市场. 企业 1的竞争能

力主要体现在产品市场的营销和生产能力上. 企

业 2 则在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方面. 可

以看出 ,企业 1 和 2 采用了不同的竞争策略. 企业

1 把重点放在规模生产和营销上 ,企业 2则把重点

放在产品的多元化方面 . 尽管两个企业的竞争策

略存在差异 ,但是两家企业表现出相似的竞争力 ,

企业 2 的竞争力表现在未来前景的预期上.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 ,本文提出的竞争力

评价方法是较为科学的 ,不仅考虑现有的业绩状

况 ,还考虑了企业的未来状况 ,是一种动态的评估

方法 ,能够客观地对企业的竞争力做出适宜的评

价. 同时 ,在评估的过程中对企业各方面的现状 ,

对企业的不足与战略选择都有较好的认识 ,为竞

争力的提高提出了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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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firm’s competitiveness and it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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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e of understanding about mechanism of competitiveness , an evaluation model and index system

were build and applied in practice. We hope this paper provide a helpful tool for strategy making and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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