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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探讨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的界定，剖析其内部结构，并分析其组成部分之间、部分与 

整体之间的关系．然后，文章分析企业动态核心能力增长机理，提出更迭模型讨论阶跃变化．文 

章的主要结论是：(1)企业动态核心能力是由能力要素和能力载体构成的复杂自适应系统；(2) 

适应性图像分析表明，企业动态核心能力表现出“以偏概全”的性质；(3)影子系统和合法系统 

的矛盾作用把企业推向创造性空间，影子系统和合法系统的共同作用促成知识创造，从而使企 

业动态核心能力实现增长；(4)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突现调节模型包括为更迭准备条件、创造远 

离平衡的条件、管理反馈过程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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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科学界已经不满足于对事物进行剖析、还原 

等方面的认识，而是追求对事物动态演化过程的 

全面把握，包括事物从一种状态变化到另一种状 

态、从低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的认识．于是，以 

还原论、经验论及“纯科学”为基础的经典科学正 

在吸收系统论、理性论和人文精神而发展成为新 

的科学——复杂科学⋯1．成思危呼吁把复杂理论 

应用于管理科学研究，认为它可以广泛应用于群 

体决策、管理创新、企业组织、经济发展等微观和 

宏观管理研究【 ， ．复杂理论是2o世纪8O年代提 

出的，主要研究复杂性和复杂系统．Kattffman的研 

究使复杂理论开始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 J．1984 

年成立的桑塔费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是系统 

地研究复杂理论及其应用的著名研究机构．有关 

复杂理论的一些经典著作都出自该研究所L4'5 J． 

它们提出的复杂自适应系统E6,7]受到了较为广泛 

的认同，用来作为研究物理、经济、生物等领域的 

复杂系统的通用模型．复杂理论着重揭示客观事 

物构成的原因及其演化的历程，并力图尽可能准 

确地预测其未来的发展．复杂理论所具有的这些 

特征，使它很适用于对企业组织进行研究． 

当前，管理学既面临上述复杂理论的挑战与 

机遇，也面对管理实践的挑战．随着技术进步的加 

速，企业面对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复杂度日益 

增加．企业要建立动态核心能力来应对日益动荡 

复杂的环境．本文的研究既能丰富复杂理论与企 

业管理相结合的研究，又能发展企业能力理论，主 

要的创造性贡献有：(1)运用适应性图像分析，对 

企业动态核心能力构成要素之间、要素与整体之 

间关系进行探讨，突破了还原论的局限；(2)运用 

影子系统和合法系统的相互作用，揭示企业动态 

核心能力的增长机理；(3)提出企业动态核心能力 

更迭模型——突现调节模型． 

1 企业能力理论：从企业资源观到 

复杂理论视角 

企业能力理论起源于企业资源观．企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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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最早可追溯至Penrose的工作．Penrose指出企业 

是资源的集合，企业资源集合的异质性决定了企 

业的异质性，这正是企业业绩差异的主要来源 J． 

企业资源观真正引起关注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 

情．Wemerfelt的文章被认为是企业资源观复兴的 

重要标志_9l9．从 1984年到 20世纪 80年代末，对 

企业资源观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于阐释企业独特 

资源和能力是持续竞争优势之源，企业资源的获 

取和培育途径等[ ．这些基本观点后来得到深 

入论述_l ，为企业能力理论的出现准备了理 

论基础． 

20世纪9o年代初，在企业资源观的基础上， 

企业核心能力确立．Wemerfelt在回顾企业资源观 

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时说到，企业资源观真正引起 

经理人员的注意是在“企业核心能力”_l8_一文发 

表之后，他们为企业资源观与实践结合做出了重 

要贡献【19J．该文的主要观点“企业核心能力是持 

续竞争优势之源”被广为接受和传播． 

20世纪9o年代中期开始，关于企业能力的 

理论探讨日益增加，人们逐步致力于建立一套规 

范的企业能力理论，以便从理论上探讨企业能力 

的本质，把企业能力的管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 

论层次．Sanchez力图建立企业 能力 系统 理 

论 ]．Loasby认为能力组织是由一些体系构成 

的组织，这些体系可以产生和检验新的或者改进 

的技能 J．Hodgson从能力的角度来解释公司的 

性质[ ． 

随着学者们对企业能力本质探讨的逐步深 

入，企业能力 的动态发展特性 日益得到重视． 

Teece和 Pisano提出动态能力 ，强调环境的变化和 

组织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25J．Teece， 

Pisano和 Shuen进一步提出的动态能力强调【26J： 

(1)对快速变化的环境的适应性；(2)独特的组织 

过程或常规；(3)整合、学习、变革的重要性． 

Eisenhardt和 Martin专门讨论了动态能力，认为动 

态能力是一组独特的、可以识别的过程，学习机制 

引导着动态能力的演化[27]．动态能力的形成和演 

化与组织学习密不可分．Zollo和Winter探讨了组 

织形成和发展动态能力的机制【28J． 

动态能力强调企业内部过程对环境变化的动 

态适应．核心能力与动态能力结合，产生企业动态 

核心能力．Lei，Hitt和Bettise结合核心能力、动态 

能力与组织学习，提出一个以组织元学习为基础 

的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的发展和形成框架【29j．随着 

能力理论发展的深人，组织学习与能力动态发展 

的结合越来越强调企业能力在本质上的动态性、 

开放性、智能主体的参与性和企业能力的整体性． 

复杂理论在探讨这些特性方面恰好具有优势．因 

此，Sanchez提出把复杂理论应用于企业能力理论 

的可能性，认为复杂理论与企业能力理论之所以 

能够结合，与企业能力理论发展的四个基本理论 

出发点有关 30：(1)组织环境是动态的；(2)组织 

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处在更大的资源系统之中(例 

如产业与国家)，每个组织都必须接近这些资源系 

统，以便生存；(3)给定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 

性，对处于动态和复杂环境中的战略管理人员最 

基本的要求是认知，这些人员作为智能主体所拥 

有的心智模式决定了企业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的适 

应能力；(4)管理人员具有整体观，如果他们要使 

组织能够作为一个适应开放系统有效运行，必须 

视他们的组织为一个整体，从整体上来考虑企业 

能力． 

随着企业能力研究的深入，对企业能力本质 

的认识需要引人复杂理论视角．20世纪 90年代 

以来，新兴的复杂理论在企业管理研究中的应用 

逐渐增 多，主 要 集 中于组 织设 计 与 组 织 变 

化[ ， 卜 、组织创造性与知识创造[37-39]、战略管 

~[40~43J等三个领域．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并取 

得一些进展：企业系统是复杂系统L44 ；管理系统 

具有复杂性_45 ；人力资源管理中要引入复杂思 

维 ；引入个人和组织行为复杂性的复杂人模 

型，模拟组织的复杂行为_47J．这些研究既有定性 

方面的，也有定量方面的，为本文从复杂理论视角 

来探讨企业动态核心能力准备了理论基础． 

2 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界定及内部结 

构研究 

2．1 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的界定 

本文结合能力理论与复杂理论，提出企业动 

态核心能力的定义：动态核心能力是企业在动态 

变化的环境中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是由企 

业内部人员等行为主体和战略能力、组织能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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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能力、技术能力等构成要素组成的复杂自适应 

系统，是体现于企业组织之中的动态知识体系．该 

定义具有以下几层含义： 
· 动态核心能力能够应对环境的动态变化， 

在适应变化中成为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适应环 

境的动态变化 是避免核心能力成为核心刚性[镐] 

的根本途径，也是动态能力的基本要求； 
· 动态核心能力有其 内在构成要素：由战略 

能力、组织能力、市场能力、技术能力等构成； 
· 动态核心能力是复杂自适应系统：动态核 

心能力具有复杂 自适应系统的特点，这是运用复 

杂理论来分析动态核心能力的基本前提； 
· 动态核心能力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知识体 

系：企业能力的知识特性已广为认同[墙，镐，4 91．从 

本质上讲，动态核心能力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知识 

体系． 

2．2 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的内部结构 

以上面的企业动态核心能力定义为基础，这 

里分别从部分和整体两个方面来认识其内部结 

构．从部分来认识，就是剖析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的 

构成要素；从整体来认识，就是认识其作为复杂自 

适应系统所具有的性质． 

2．2．1 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的构成要素 

从能力构成要素来看，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由 

战略能力、组织能力、市场能力和技术能力组成． 

战略能力是企业对外部环境动态变化的认知 

与反应能力，即识别社会与技术发展动态，积极利 

用政府政策、供应商、用户、竞争对手，并与它们进 

行有效合作，营造对企业有利的企业生态环境的 

能力．战略能力包括政府政策能力、竞争环境调控 

能力、战略预测能力和战略领导能力． 

组织能力是对企业内部的协调能力，包括各 

个职能、子公司／事业部等．根据协调的范围与性 

质的不同，组织能力可以分为职能能力、子公司／ 

事业部能力、功能之间的界面管理能力、子公司／ 

事业部之间的界面管理能力等四个方面． 

市场能力是企业引导市场、把握市场和服务 

市场的能力，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从战略上对市场 

的洞察和理解；二是市场执行能力，即战术操作层 

次的市场能力． 

技术能力指企业运用技术快速推出响应环境 

变化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的能力，包括两个大的方 

面：一是对外部技术的整合能力；二是对内部技术 

的操作与整合能力 ． 

2．2．2 企业动态核心能力是复杂自适应系统 

企业动态核心能力是一个复杂系统．在复杂 

系统里，整体的性质不等于部分性质的和，即系统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不是一种线性关系．动态核心 

能力具有复杂系统这种特性，即不能从其各个组 

成部分来判断整体的性质．也就是说，知道一个企 

业的战略能力、组织能力、市场能力或技术能力， 

还是不能推测其动态核心能力的性质，它也不是 

这些能力的简单线性合成．所以，用还原论的定量 

研究方法是无法客观真实反应一个企业动态核心 

能力的真实状况的． 

企业动态核心能力是复杂自适应系统，由多 

个能力要素和行为主体组成，它们按照既定规则 

相互作用，反应彼此行动，改进自我行为，进而改 

进整个系统的行为，从而提高企业动态核心能力． 

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系统的载体是企业组织中的人 

所构成的网络．Prahalad和Hamel认为，人是核心 

能力的重要载体[18j．魏江提出人是技术能力的主 

要载体之一 ]．陈劲等认为隐含知识是核心能力 

的最主要成分，而人是隐含知识的最重要载体，所 

以人是核心能力的重要载体_5 ．从这种意义上来 

看，企业动态核心能力这个自适应网络，是由各能 

力构成要素(包括上述战略能力、组织能力、市场 

能力、技术能力及其子成分)和这些能力要素所依 

托的行为主体构成． 

由这些能力要素和能力载体所构成的企业动 

态核心能力网络，具有所有复杂 自适应系统所具 

有的性质：(1)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和作用包括合 

法系统与影子系统两种；(2)以反馈方式发展 自 

身；(3)反馈运行过程中包含学习_37j． 

2．3 企业动态核心能力内部要素之间关系：适应 

性图像分析 

适应性图像[31,32j可以用来分析复杂自适应 

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战略能力、组织能 

力、市场能力、技术能力既是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的 

构成要素，自身也由特定的构成要素构成．它们也 

是由构成要素和作为能力载体的行为主体构成的 

复杂自适应系统．这就是说，部分和整体具有相似 

性，只是处于不同的层次．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系统 

是各个能力要素系统的生存环境，各能力要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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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适应性图像可以用图 1来表示 ． 

图 1所示为战略能力(．s)、组织能力(D)、市 

场能力( )和技术能力( )四大能力要素组成的 

企业能力适应性图象．每个能力要素都寻找自己 

的适应状态，一般为两个位置，即波峰(分别为图 

中 ．s2、02、M2和 )和波谷 (分别为图中 ．s1、 

01、M1和 1)．它们处于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系统 

中：一方面，相互之间存在资源和注意力投入上的 

竞争；另一方面，有效率的竞争不是同时全面投 

入，一个企业不可能同时在所有能力要素上投入， 

这样必然不能培育出动态核心能力．一个有效培 

育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的企业，在某一个时点，只有 
一 个能力要素处于波峰，而其他要素处于波谷．而 

这个能力要素在这个时点恰好能使企业动态核心 

能力在其所处的竞争环境中处于波峰，获得竞争 

优势．能够用动态核心能力来竞争的企业，内部能 

力要素的适应性图像会不断变化，使企业在竞争 

中总是处于波峰．而且，战略能力(．s)、组织能力 

(D)、市场能力( )和技术能力( )各个能力要素 

又可以由各自的子要素组成适应性图象，子要素 

又由子子要素组成． 

图 1 企业动态核心能力适应性图像分析 

Fig．1 Adaptation landscape ofd c core 

competence of corporation 

图2 企业动态核心能力更迭：突现调节模型 

Fig．2 Competence substitution in the evoluti~a of DCCC： 

conditioned emergence model 

企业动态核心能力(DCCC)适应性图象的数 

学描述为 

DCCC(t)：S×(．s2(t)+S1(t))+0× 

(02(t)+O1(t))+ 

M×( 2( )+M1( ))+T× 

(T2(t)+ 1(t)) 

．s2(t)+．s1(t)=1 

02(t)+01(t)=1 

M2(t)+M1(t)=1 

( )+ l( )=1 

．s2(t)+02(t)+M2(t)+T2(t)=1 

其中：S2、S1、02、01、M2、M1、T2、T1均为时间 t 

的函数，数值为0或 1． 

依此类推可以得出战略能力(．s)、组织能力 

(D)、市场能力( )和技术能力( )各个能力要素 

由子要素组成的数学表述． 

运用适应性图像分析，可以比较好地解释以 

下两个现象： 
· “以偏概全”：企业在概括自己的核心能力 

时，会说“市场营销能力”、“战略预测能力”、“某某 

技术能力”．在用还原论的合成思维解释核心能力 

时，一般会认为这些结论以偏概全．如果用适应性 

图像来解释，就好理解．因为此时，该能力正好位 

于适应性图像的波峰，恰好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 

的适应性图像也出现波峰，这样，把核心能力归于 

它也就不奇怪了．从这可以理解一些企业的竞争 

优势为什么不持久：一方面，能力要素处于波峰的 

时间不长久；另一方面，随之竞争环境的变化，该 

波峰不再使企业在环境中的适应性图像处于波 

峰，这时，企业的核心能力已经转化为核心刚性． 

企业不具有动态核心能力． 
· “能力竞争焦点的动态变化”：王毅经过研 

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的能力竞争焦点 

先是战略能力和市场能力，然后是组织能力，接着 

才是技术能力【51]．在能力竞争焦点变化时，具有 

动态核心能力的企业的适应性图像能够适时变 

化，使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3 企业动态核心能力增长机理研究 

企业能力的本质是知~R E49,52]，企业能力增长 

过程中伴随着知识的创造和积累．企业动态核心 

固 曰 囝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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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知识系统，所以，组织知识 

创造能促进企业动态核心能力增长，驱动企业动 

态核心能力演化．这一部分以复杂自适应系统占 

据创造性空间的理论为基础，从复杂理论视角来 

探讨组织知识创造，从而揭示企业动态核心能力 

的增长机理． 

3．1 基于复杂理论的知识创造机理：理论解释 

3．1．1 处于混沌边缘的创造性空间 

关于自适应系统的研究表明，当它们在混沌 

边缘时，就处于创造性空间，系统具有创新能力， 

多个模拟证明了这一点[3，5。～ ．拥有相变是处于 

混沌边缘状态的自适应系统能够创新的前提．通 

过相变，这个空间才能出现新奇事物． 

3．1．2 影子系统和合法系统的矛盾作用和共同 

作用 

企业的相变阶段直接受内部存在的影子系统 

和合法系统的影响．合法系统和影子系统明显存 

在着互相作用．这两个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决定 

着一个企业的创造性． 

企业的影子系统受隐性符号系统的驱动．企 

业的这种隐性符号系统由企业中不与其他成员共 

享的所有成员的个体模式以及一些群体内部或者 

群体之间部分共享而不是整个企业广泛共享的模 

式构成．隐性符号系统是指企业中不立即用于处 

理企业当前基本任务的心理活动、现实和潜在行 

为的全体【37 J． 

企业合法系统的目的是以最有效的可能方式 

来实现企业当前的基本任务，即处理外部现实事 

务．所有合法系统都是建立在负反馈基础上的控 

制系统；它们试图驾御并引导基本任务的实现，为 

了有效地完成任务而维持现状，为了确保完成任 

务的效率而有秩序地、可预见性地改变现状．一个 

有效率的合法系统总是以实现企业的当前意图为 

目的，它有秩序、有规律，处于稳定的平衡状态．因 

此，它是一个企业生存的高效焦虑抑制机制． 

影子系统和合法系统不同的动力学性质，使 

它们之间具有复杂的相互作用，而且正是这种相 

互作用把企业推向创造性空间，因此，企业合法系 

统和影子系统的矛盾作用和共同作用把企业推向 

创造性空间． 

3．1．3 创造性空间中的破坏 

在创造性空间的相变中，显性符号系统驱使 

系统实现当前的基本任务，然而，隐性符号系统或 

者模式的变化却在为可能取代这种显性模式做准 

备．从这种意义上说，创造性空间中包含着一个起 

破坏作用的、具有颠覆显性系统可能性的、而又与 

显性系统相关的系统．破坏给创新带来了可能．因 

此 ，在创造性空间中，由于影子系统对合法系统的 

颠覆作用，会带来破坏．这种破坏为知识创造提供 

了条件． 

3．2 案例研究之 1：北京国际交换系统有限公司 
— — 正例 

北京国际交换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BISC)成立于 1990年，是由北京兆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市综合投资公司、北京电信投资有限 

公司、北京企业(技术)有限公司与德国西门子公 

司(占40％的股份)合资经营的高技术企业．作为 

西门子在全球的辅助开发部门，BISC技术事业部 

在西门子的全球研发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主要 

从西门子公司德国总部转移知识，这是由西门子 

的全球战略布局决定的．在技术事业部所属的5 

个开发部中，PC软件开发部是唯一一个实现向西 

门子反向转移知识的部门，它派员到德国总部参 

加了西门子全球新产品的开发．能出现这种局面， 

在很大程度上是 PC软件开发部创造出西门子所 

渴望得到的新知识．在 PC软件开发部能力提升 

过程中，知识创造最突出、能力提高最明显的是网 

管产品ECOMS的开发．下面以 ECOMS项 目开发 

为例来说明其知识创造过程． 

3．2．1 创造性空间：影子系统和合法系统的矛盾 

作用 

在 ECOMS开发这一知识创造过程中，可以明 

显地看到影子系统和合法系统的相互作用，把软 

件开发部推向创造性空间． 

合法系统是要求 PC软件开发部汉化西门子 

新推出的 Net Manager网管产品．而且 ，合法系统 

不支持PC软件开发部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网络平台产品，即使该部门拥有充分的人力和足 

够的技术能力来完成，公司正规的开发项目与评 

价系统也不支持这样的项目．因为这与西门子的 

全球研发布局、全球技术战略不相符合．ECOMS 

项目果真没能获得公司批准．所以，从这一点来 

说，合法系统是抑制PC软件开发部的创新的． 

使 PC软件开发部取得创造性突破的是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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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就是 PC软件开发部的研发人员所共同拥 

有的局部抱负和理想，以及他们对前途的焦虑．首 

先 ，经过多年能力积累，他们对 自己独立开发一个 

平台产品有信心，认为能够完成自主知识产权的 

产品开发工作，可以不侵犯 Net Manager的知识产 

权；其次，这些开发人员也不甘于长期做一些外围 

开发工作；最后，他们对自己的前途表现出焦虑， 

当时PC软件开发部没有太多项目可做，人员闲 

置，他们担心人员闲置带来淘汰，而且被淘汰后一 

无所能．在这种情况下，1999年，Pc软件开发部决 

定自行启动 ECOMS项目．该项目的非正式渠道启 

动，更多的是影子系统作用的结果，是影子系统对 

合法系统的矛盾对抗． 

3．2．2 实现知识创造：影子系统和合法系统的共 

同作用 

影子系统和合法系统的矛盾作用把 PC软件 

开发部推向了创造性空间．但是，知识能够创造出 

来、期望的技术能力能够建立，有影子系统和合法 

系统的共同作用． 

合法系统的积极作用是 ：(1)知识积累，经过 

长时间的开发，PC软件开发部在网络协议开发方 

面积累 了能力；(2)知 识创 造，通过 汉化 Net 

Man r，PC软件开发部获得了 Net Manager的相 

关知识，对 ECOMS的开发起到借鉴作用． 

影子系统的积极作用是：(1)积极的学习热 

情，为快速转移外部知识、尽快掌握外部知识、促 

进内部知识交流；(2)一定能开发成功的信心，作 

为自行启动一个项目，该项目就像 PC软件开发 

部的亲生子，投人多少热情和汗水都心甘情愿． 

(3)个人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有经验的分析员等人 

毫无保留地贡献个人的聪明才智，促进组织知识 

创造． 

通过影子系统和合法系统上述积极作用的共 

同努力，Pc软件开发部成功开发出 ECOMS，创造 

出知识 ． 

3．2．3 创造性 中的破坏 

影子系统和合法系统的相互作用把PC软件 

开发部推向创造性空间，在创造性过程中，也产生 

了一些破坏，主要是对合法系统和显性模式的破 

坏，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对西门子全球研发布局的破坏：ECOMS的 

开发突破了西门子全球的研发格局，破坏了BISC 

技术事业部不能开发竞争性产品的规定； 
· 对 BISC立项流程和制度的破坏：自行立项 

虽然没有来 自公司的直接投入，但研发过程中对 

公司资源的占用是明显的，如果没有开发成功，会 

导致公司损失； 
· 对 Net Man r结 构 的 破 坏：突破 Net 

Man r的知识产权障碍，开发不侵权的自主知识 

产权产品． 

当然，所有的破坏性都是创造性的前提，没有 

这些破坏，就不可能取得突破．如果这些隐性模式 

能够得到合法系统的认可，上升为显性模式，就可 

能导致合法系统的大变化． 

3．2．4 知识创造推动能力演化 

通过这一知识创造过程，PC软件开发部成功 

地建立了网络产品的自主开发能力．从它这一个 

二级部门来说 ，就由一个区域辅助研发机构转化 

为一个全球化产品开发机构，能够参与全球性产 

品的开发．从 BISC技术事业部来说，成功地在西 

门子总部展示了自身的实力，显示了将来成为全 

球产品开发的潜力． 

3．3 案例研究之2：成都某电缆公司——反例 

成都某电缆公司是我国最大的电缆、光缆生 

产制造商之一．1982年 10月，该厂抓住机遇，引进 

全塑市话电缆生产线，从此开始快速发展，直到 

1996年通信电缆生产达到顶峰．从 1997年开始， 

公司电缆业务竞争力急剧下降，全国市场占有率 

下降到原来的 1／10．出现这种情况的表面原因是 

竞争环境的动态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客观存在的， 

任何公司都要面对这种情况，要获得持续竞争优 

势，就要拥有企业动态核心能力．因此，竞争环境 

变化是诱因，而公司对自己认识不正确，以至规避 

创造性空间，不能通过知识创造推动企业能力的 

演化，才是根本原因． 

3．3．1 不适应性学习的存在 

复杂 自适应系统中存在不适应性学习 ：当 

行为主体已经具有很高的适应性，即它们的操作 

模式运行起来十分有效率，复杂学习这种技能就 

会退化．该公司明显存在不适应性学习．公司非常 

留恋当时市话电缆的引进．正是这个引进项目，使 

公司发展上了一个台阶，并依靠这个项 目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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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在访谈过程中，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多次 

谈到市话项目及其对公司的影响，希望能够再有 
一 个这样的项目．对过去的留恋使他们在选择新 

业务方面不能适应．自20世纪 8O年代以来，公司 

电缆业务的管理一直是直线职能制，一个副总管 

一 个职能，譬如生产副总、销售副总等．他们各自 

管理 自己所属部门．多年不变的封闭管理，一方 

面，各个职能的内部问题被掩盖；另一方面，各个 

职能之间的协作非常困难．这种固化的管理方式 

使公司按照“毫无疑问”、一贯正确的行为方式行 

事，即使发生学习行为，也是对固有行为的改进． 

隐性模式是不断强化显性模式的，而不是要替代 

显性模式．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显性模式对环境的 

适应性会下降，而不是加强，这就发生了不适应性 

学习． 

3．3．2 影子系统对创造性空间的规避 

公司影子系统不存在创造性焦虑，不存在产 

生创造性空间的危机感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1)大多数人不存在危机感，他们觉得公司 

很好，电缆业务发展虽然有一些问题，但对个人影 

响不大．在电缆业务亏损逐年增高的情况下，电缆 

业务所有人员的工资不但没有将少，反而在涨工 

资．公司来自联营合资公司的利润对这种情况的 

出现起到了重要作用．公司上下共享投资利润，不 

利于创造性空间的出现；(2)大多数人认为，电缆 

业务缺乏竞争力的原因在于外部环境的恶化，用 

户对高质量产品不认可，竞争对手采取不正当竞 

争手段，所以，整顿市场秩序会有利于公司，而从 

内部采取措施，意义不会太大．可见，公司影子系 

统不是促进创新和变革，而是抵制、规避创造性空 

间的出现． 

3．3．3 合法 系统对创新的规避 

公司的合法系统也规避创新，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1)公司认为，出现电缆业务竞争力下降 

的原因在于体制，而不是内部管理；(2)公司认为， 

原来改制时的资产高估是现在电缆业务出现困境 

的重要原因．如果解决这个问题，电缆业务就会有 

竞争力． 

总之，不适应性学习的存在、影子系统和合法 

系统对创新的规避，致使该公司不能占据创造性 

空间，从而不能创造出新知识、推动动态核心能力 

演化，竞争力迅速丧失． 

4 企业动态核心能力更迭模型研究 

上一部分的增长机理研究讨论的是企业动态 

核心能力的渐进变化，这一部分的更迭模型讨论 

企业 动态 核心 能力 的阶跃 变化．Macintosh和 

Maclean运用耗散结构理论、突现来研究组织变 

化，提出一个组织变化三阶段定性模型，并用两个 

案例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对组织变化过程做出 

新的解释[35 J．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的更迭也是一个 

包含突现的过程．新能力对原能力的替代可以用 

图2所示的突现调节模型来描述．能力更迭一般 

发生在原能力已经导致企业业绩下降之时，或者 

企业预见到原能力将导致企业业绩下降．也就是 

说，原能力的适应性图像已经或即将离开波峰．业 

绩下降会使企业做出反应．一般来说，企业会在图 

2示意的轨道 1和轨道2之间作出选择，或在其 

间摇摆 ． 

这两条轨道代表对能力适应性下降的两种反 

应：一种是采用新能力 ，另一种是维持原能力．如 

果采用轨道 1，企业的精力和注意力主要放在解 

决当前问题上．在短期内，这种反应一般都会起到 

明显效果，通过能力的渐进变化改善企业业绩．然 

而，从长期来看，只要原能力存在，企业业绩就将 

持续下降． 

另一种反应就是轨道 2：通过突现，新能力更 

迭原能力，追求长远成功．虽然它带来任何企业动 

态核心能力演化都想要的长期利益，但是，在能力 

更迭期间，由于新能力的适应性往往劣于原能力， 

短时间内导致企业业绩下滑，或者没有预期的那 

么好． 

在现实中，对短期业绩的关注会使很多企业 

采用轨道 1．即使进入轨道2的企业也会面临切 

换到老的压力．因为企业的人员认识到短期内业 

绩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之后，会希望返回轨道 

1，这就出现了摇摆．从复杂理论视角来看，能力更 

迭过程中的突现是可以影响和调节的，因而可以 

创造条件避免企业选择或返回轨道 1．能力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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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是可以用突现调节模型来帮助管理．突现调 

节包括为能力更迭准备条件、创造远离平衡的条 

件、管理反馈过程三个阶段，可以引导企业能力更 

迭转向轨道2，使新能力突现． 

4．1 阶段 1：为能力更迭准备条件 

复杂理论对复杂自适应系统的模拟表明，在 

简单规则的重复应用中会突现秩序 ．在从原能力 

转变到新能力之前，组织必须识别当前能力所基 

于的深层规则．这些深层规则常常体现在企业运 

营中一些可表达的程序和理念之中，例如企业选 

择的业务、招聘人员的类型等．只有全面了解这些 

规则，企业才能形成的新能力．新能力除了基于新 

规则之外，还会吸收部分而不是全部老规则．这些 

新规则有可能是过程导向的(例如，做事的方法)， 

也可能使内容导向的(做哪类业务)，或二者兼而 

有之．在这一阶段，企业要洞悉原能力和新能力以 

及它们所基于的深层规则，预测更迭的短期结果， 

为可能出现的情形做准备． 

4．2 阶段 2：创造远离平衡的条件 

准备好更迭条件之后，企业就要远离原有平 

衡，以便为新的深层规则创造生存空间．能力更迭 

开始，都要在企业内营造氛围，从根本上改变行为 

规则，使企业远离平衡态．真实危机的存在和创造 

危机感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处在远离平衡态的 

企业一般都会更加开放．在这个阶段，以新的深层 

规则为基础的新秩序会寻求生存空间，以便从中 

突现出来．该秩序会反映这些规则所界定的内容 

以及企业的期望． 

4．3 阶段3：管理反馈过程 

随着新能力开始突现，必须管理企业中的正反 

馈和负反馈．旧的痕迹将不可避免地存在，企业会面 

临负反馈作用，意图回到原有平衡状态．在这一阶 

段，管理任务的关键是寻找与阶段 1规定的新规则、 

新相一致的细微信号．对这些信号应用正反馈，就会 

获得乘数效应，导致新能力非线性发展．此时，要鼓 

励任何增强新规则生存能力的行为，以使乘数效应 

倍增，使新规则能够生存和发展． 

上述突现调节过程要取得成功，至少要把握 

以下两点：一方面，企业要鼓励试验、犯小错误和 

反省；另一方面，要远离原有平衡，变化丰富，对周 

围环境开放．突现调节模型就是要确保满足这两 

点要求． 

5 结论与展望 

通过运用复杂理论对企业动态核心能力进行 

系统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企业动态核心能力是由能力要素和能力 

载体构成的复杂 自适应系统．这需要从动态、开 

放、整体视角来把握企业能力，企业在管理过程中 

要注意各个能力要素和能力载体的职能特性，以 

培育和提供环境、而不是命令和操纵为指导思想 

来建立能力． 

(2)适应性图像分析表明，企业动态核心能力 

表现出“以偏概全”的性质．这从理论上解开了线 

性、加权合成的还原论思维无法解释的企业动态 

核心能力本质，企业在实际管理中可以根据环境 

的动态变化有重点地培育不同的能力，使能力投 

资具有动态性，从而能够具有比较好的能力投资 

回报，而不是采取全面建设、全 面强化 的指导 

思想． 

(3)影子系统和合法系统的矛盾作用把企业 

推向创造性空间，影子系统和合法系统的共同作 

用促成知识创造，从而使企业动态核心能力实现 

增长．这给企业的启示是，要适当地维持影子系统 

的活力，要避免合法系统的不适应造成的创造性 

规避，即维持影子系统和合法系统的良好平衡，使 

企业处于创造性空间．例如，在研究开发过程中， 

如果员工总是按照合法系统的显性模式形式，即 

从事各种正式行为，可能会压抑其创造性；而如果 

让员工按自己的意志独立行事，即从事各种非正 

式行为，可能会导致组织失控．如果让员工大部分 

时间从事正式行为，少部分时间从事非正式行为， 

就能够给其正式行为和非正式行为创造足够的联 

系机会，有助于提高创新效率，促进能力演化更 

迭．3M公司的研发人员就是这样管理的，这是 3M 

能够保持持续创新能力、适应环境动态变化的一 

个重要原因． 

(4)企业动态核心能力更迭模型——突现调 

节模型包括为能力更迭准备条件、创造远离平衡 

的条件、管理反馈过程三个阶段，可以用于能力更 

迭过程管理．企业在进行能力更迭时之中，一定要 

从“过程”出发来进行管理，因为这种更迭不可能 

在一夜之间完成，而是需要创造条件和环境，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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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增强有益的正反馈迹象、压制有害的负反馈迹 

象而实现． 

本文作为一个探索性的工作，还很不成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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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 theory based dynamic core competence of corporation 

WANG Yi． Gui—s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Firs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of DCCC，an alyzes its intrinsic structure，and uses fitness land- 

scape to analyze interactions between elements of DCCC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elements and whole of DCCC in 

detail．The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creasing mechanism ofDCCC．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presented to explain 

the increasing mechanism of DCCC．Finally，a model of competence substitu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DCCC is provid- 

ed．The major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1)DCCC i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which is constituted of such 

actors as humans in finns and such elements as strategic competence，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marketing compe- 

tence，and technological competence．(2)The fitness landscape shows DCCC has a characteristic of“part is all”． 

(3)The conflict between shadow s~tem and legitimate system drives a finn into creating space．The harmony of 

shadow system and legitimate system drives the realization of archetype，and I_esults in knowledge creating，which in 

turn drives the evolution of DCCC．(4)The model of competence substitu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DCCC--Con~一 

tioned emergence model could be used in management of competence sub stitution process．It includes three stages： 

conditions for competence sub stitution，creating conditions states far from existing equilibrium，and managing feed — 

back． 

Key words：complex theory；dynamic COre competence of corporation；fitness landscape increasing mechanism； 

conditioned eme~e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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