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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企业目前所面临的战略规划与执行难以统一的现实情况, 提出在组织管理领域中

愿景、战略与和谐主题中任何单一的概念,都无法圆满解决这一现实问题,因而需要澄清现有

概念间的联系.本研究从三个概念的内容、作用、环境依赖性更迭特性和可替代性几个方面展

开深入分析,提出三者并非截然分开或相互对立的,为了更好地指导管理实践有必要把它们整

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之中,并提出了愿景、战略与和谐主题的相互关系模型.文中最后还运用案

例研究分析了一家集团公司发展历程, 论证本文所提出的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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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 言

科技的快速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

革,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方面,

经济的一体化使企业不得不应对来自全球的竞

争, 特别是国内企业,由于缺乏全球经营经验,要

想与其他跨国企业进行竞争,就需要提高自己的

规划与决策能力;另一方面, 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

日趋复杂多变,这使得企业的长期规划与经营决

策变得困难.比如现实中很多企业高层对企业的

发展方向感到迷茫,甚或制定的规划难以实施,这

些都大大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鉴于此,管理学界不断发展相应的理论,如组

织愿景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和谐管理理论等,试

图解决企业面临的难题.这些理论,都部分解释了

企业在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加深了人们对于问题

的认识,同时在实际运用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 正如W e ick ( 1979)困境论断反映出, 每一

观点都必然会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到目前为止,任

何一个单独的理论都不足以解决企业面临的所有

问题.譬如,企业目前存在的战略问题, 即反映在

当企业面对行业重组,全球竞争, 或互联网等所引

至的骤变时,许多企业战略在变动中失灵.有研究

显示 70%的企业经营战略未得以实现 ( Corboy

and O Co rrbu,i 1999) , 或经营战略偏离预定的目

标或以一种与前期设想完全不同的方式实施着.

本文旨在关注现有理论间的联系, 希望通过

研究它们的内在关系和相互作用机理, 从而综合

各自优势, 取长补短,建立一套解决方案, 帮助企

业解决战略规划与决策中遇到的问题.

1� 愿景、战略与和谐主题的概念辨析

1. 1� 愿景的特点

愿景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学

者有着不同的解释.胡佛 (H oover)对于 !愿景 ∀的

理解是 !人的一种意愿的表达, 这种意愿的表达

需要良好的知识准备并且具有前瞻性 ∀ [ 9]
. 他认

为, 意愿在于阐述一个企业为什么要生存,即它存

在的目的和理由.愿景必须要有见识、前瞻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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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应当能反映出对你自己企业的期望. 愿景还

必须是具有高度特异性, 没有标准的 !愿景公

式∀. 而且,愿景所定义的事物必须是不随市场、

竞争和流行趋势而变化的事物. 熊比特 ( Schum�

peter)认为,愿景与可能性及所渴望的将来有关,

它表现了乐观主义和希望, 是一种 !分析前的认

识行为 ∀[ 10]
. 莱瑟姆 ( Latham )认为, 对一部分人

来说,愿景就是一种可能永远也不会达到的完美

状态, 但是他们从未停止努力去追求这种目

的
[ 12]

. 汉特 (H unt)和萨士肯 ( Sashkin)认为愿景

是领导风格的一种形态, 通过它, !愿景式领导 ∀

改变企业的文化从而使得其他人能够理解、接受

并实行他为组织订立的计划
[ 13]

. 而皮尔森 ( Pear�
son)和菲利普 ( Philip)等人认为愿景是组织的高

层领导所执行的关键任务
[ 14]

.

从愿景的定义可以看出, 组织愿景具有以下

特点.

首先,愿景的制定主体是企业高层.愿景是对

企业一些根本性问题的界定,它对企业的发展具

有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企业最高层掌握着企业最

高的权力和全面的信息, 根据对内外部环境的分

析, 结合自身的经验、偏好和创造力,明确企业愿

景的内容.

其次,企业愿景的内容是企业的追求、发展方

向与道路.企业的追求是企业不断奋斗以达到的

状态,它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对员工的激励方面,

即它通过赋予员工希望、荣誉、个人价值等等使工

作更有意义.企业的发展方向, 是回答 !企业究竟

走向何方 ∀.这种方向一旦确定,企业就会调整资

源配置去促成企业向既定的发展方向前进.

再次,制定愿景的目的, 是为了给企业指明一

个奋斗的目标,指导企业长期的发展,激励员工努

力工作.在企业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剧变时,愿景让

企业清楚前进的方向, 不至于迷失, 同时, 也使员

工在处理繁琐冗长的日常事务中有工作动力和

热情.

最后,愿景的作用时间是长期的,是不随内外

部环境改变而改变的. 这点, 胡佛在他对 !愿景 ∀

的含义阐述中也涉及到. 从愿景所定义的内容来

看, 愿景的内容一经确定, 除非碰到特殊情况,环

境发生深刻的改变,否则其变化与环境几乎无关.

再从制定愿景的目的看, 愿景是为了给企业指明

一个奋斗的目标,指导企业长期的发展,激励员工

努力工作的,如果反复修改, 那么就会失去这样的

作用.

1. 2� 战略的特点

安索夫在 1965年出版的 ∃公司战略 %一书中

首次提出了 !企业战略 ∀这一概念, 并将战略定义

为 !一个组织打算如何去实现其目标和使命, 包

括各种方案的拟定和评价,以及最终将要实施的

方案 ∀ [ 5 ]
.韩伯棠等在 ∃企业战略管理的战略思

维比较%一文中认为, !企业战略就是如何实现企

业自身所定义的价值创造∀ [ 15]
.

在以上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战略是

一个组织打算如何去实现其愿景, 包括发展道路

的选择与方案框架的拟定和评价. 这种发展道路

和方案框架称为战略路径.此外, 企业在制定战略

时, 会对战略完成的状态进行预先设定, 这种状

态, 称为战略目标.

从战略的定义可以看出,战略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战略的制定主体是企业高层.与愿景类

似, 战略是企业对发展道路、方案框架的选择,它

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长期的影响,因此,它的制定者

应该是企业的最高层.不过在现实中,经常可以遇

到, 企业的一个子部门 (比如子公司 )制定了自己

的发展战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这些子部门所制

定的战略,其实是在整个企业战略指导下制定的,

而且,制订者同样是该子部门的 !高层 ∀. 因此,本

文不对这种情况进行研究.

其次,战略的内容是包括战略目标与战略路

径. 一方面,战略规定了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描述

了战略实施后,企业应该达到的状态,比如一个企

业提出了 !在黑色家电行业做到销售量第一 ∀,就

是一个战略目标;另一方面, 战略还设定了一个战

略路径,它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大体框架和基本道

路. 比如, 企业制定了 !第一步开拓大城市, 继而

推向中等城市,然后再向农村扩散 ∀的方案, 就是

一个战略路径.

再次,制定战略的目的, 是为了解决企业如何

实现愿景这一问题. 战略给企业指明了发展的道

路, 指导企业的各种长期行为 (比如, 长期投资

等 ) ,保证企业的各种短期决策能围绕一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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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复次,战略是受企业内外部环境影响的.与愿

景不同,企业的战略不仅要明确企业的发展方向,

同时要指明企业的发展方向与方案框架, 它直接

指导企业的经营活动.比如, 要受企业内外部环境

影响.因此,它就要表现出对环境的适应性. 当环

境发生重大变化时, 企业就要考虑是否需要对战

略做出调整, 以适应环境的改变.但这并不是说,

只要环境改变,战略就要变动,而是指战略应该考

虑环境的变化,如果环境的变化影响到了战略的

实施,那么就需要挑战战略, 否则, 就应该保持

战略.

最后,战略是受愿景指导的,并且在一个愿景

期内,可以存在多个战略.这是因为愿景所定义的

企业发展方向是非常广阔的,企业往往无法通过

一个战略就实现愿景.

1. 3� 和谐主题的特点

席酉民等在 ∃面向复杂性: 和谐管理理论的

概念、原则及框架 %一文中, 最初将和谐主题定义

为: !在特定的时间、环境中 , 在人与物要素的互

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妨碍组织目标实现的问

题. ∀[ 16]
王琦等将和谐主题定义为: !组织在特定

的发展情景下,通过外界环境与自身状态进行信

息加工、过滤、判断和选择,从而提炼出来的有关

组织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重心或中心工作议题,

它是对组织近一段时期内所开展工作的中心思想

的陈述,是组织发展的要害所在. ∀ [ 6, 17]
席酉民等

在∃和谐管理理论研究 %一书中, 又重新对和谐主

题进行了定义, 即认为组织在一定时期内 !最为

迫切要完成的核心 任务或要解决的核心

问题. ∀
[ 18]

从和谐主题的定义可以看出, 和谐主题具有

以下特点.

首先,和谐主题的制定主体是企业高层.与愿

景和战略类似,和谐主题是对企业当前所要解决

的核心问题或要完成的核心任务的选择, 它直接

决定了企业的当前决策.因此,它的制定者应该是

企业的最高层.

其次,和谐主题的内容是为实现组织愿景和

战略目标,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或要完成的核心

任务.这里所说的核心问题和核心任务,是企业高

层对企业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全面扫描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了组织愿景和当前战略, 结合自身的判

断做出的关于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完成任

务. 这一问题和任务,直接关系到组织的战略是否

能够顺利实现,关系到组织能够不断发展.

再次,制定和谐主题的目的, 不是侧重于给企

业提供一个发展方向或者发展道路, 而是要去解

决企业具体如何决策的问题.企业的发展,是由一

个个具体决策推动的. 因此, 如何做好这些决策,

是保证企业的愿景和战略能够顺利实现的根本.

和谐主题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复次,和谐主题对企业内外部环境具有很强

的依赖性.从和谐主题的定义可以看出,和谐主题

的提出,就是基于对企业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的

基础上得出的. 同时,在实现和谐主题的过程中,

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有可能导致和谐主题的改

变. 当然, 这并不是说内外部环境的任何改变,都

会造成和谐主题的改变,只是说, 和谐主题对内外

部环境变化更为敏感.

最后,和谐主题是同时受愿景和战略的指导,

只不过它们处于不同的指导层次.愿景的指导,是

更深层次的、更抽象的,而战略的指导, 要更具体

一些,并且在一个战略期内, 可以存在一个或多个

和谐主题.

2� 愿景、战略与和谐主题的递进特
征分析

从其内容、作用、对环境的依赖性以及更迭等

几个方面对愿景、战略和和谐主题进行比较,并归

纳为表 1.

从内容方面比较,愿景是企业追求、发展方向

的一种意象,战略则是实现愿景的发展道路和方

案框架,而和谐主题则是当前的核心问题或者核

心任务.从愿景、战略到和谐主题, 是一个从抽象

到具体的过程,这一过程,概括了整个企业发展的

全部,从最广阔、最长远的发展方向,一直到最具

体、最现实的当前具体任务.

从作用方面比较,愿景的制订是为了解决企

业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如发展方向,企业追求

等等,它对企业发展具有导向和激励的作用,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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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为实现企业愿景而努力.企业战略决定的是

企业向何处走、如何走的谋划或行动纲领.它是从

全局和长远的观点来研究有关组织生存与发展的

重大问题
[ 2]

.和谐主题则是要解决企业当前如何

具体决策和行动的问题.企业的愿景、战略都不足

以直接指导企业的具体决策与行动, 而和谐主题

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通过和谐主题辨

识, 企业明确了当前的核心问题和核心任务,指导

企业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

表 1� 愿景、战略与和谐主题之间的比较

T ab le 1 The C om paris ion of vis ion, strategy and H eX ie th eme

愿景 战略 和谐主题

内容 企业追求、发展方向的一种意象 发展道路和方案框架 当前的关键问题或核心任务

作用
企业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激

励作用

企业向何处走、如何走的谋划或

行动纲领

直接指导企业的具体决策与

行动

环境

依赖性
高度抽象的,不考虑环境的变动 对环境有一定依赖性 很强的依赖环境性

更迭 过程漫长,变迁很少,路径未知
过程较为长期的, 变革较多, 路

径大体的框架已经成形

过程或长或短,依赖任务和问题

特征而定,路径较明晰

可替代性 难被替代 在动荡时期,易被替代 随问题导向而变更

� � 从对环境的依赖性方面, 由于愿景规定的内

容是高度抽象的,并且不考虑环境的变动,因此一

旦制订便与环境无关.战略比愿景要具体,它已经

涉及了如何决策和行动, 因此战略对环境是有一

定依赖的,但是这种依赖并没有和谐主题对环境

的依赖那么强,因为战略所规定的,只是较为抽象

的发展道路和方案框架, 有一定的环境波动适应

性. 和谐主题对环境具有强烈的依赖性,因为和谐

主题的辨识,直接是依靠对内外部环境进行扫描

的基础上得出的,并且在和谐主题实现过程中,要

随时分析环境的波动,因为环境一旦改变了,那么

和谐主题就会发生漂移.

从更迭方面看, 愿景变迁是一个非常漫长的

过程,很少有突变的情况,并且愿景变迁的路径也

是未知的.战略变革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突变

比愿景要多,并且战略变革无论是规划的还是浮

现的,都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即变革路径大致有

个轮廓.而和谐主题漂移则依赖于核心任务和问

题的特征,过程或长或短,并且和谐主题漂移的路

径, 更加明晰.

从可替代性方面来看, 愿景是对企业未来发

展的蓝图,像在黑暗中前进时引领航程的灯塔,它

提供相应的参照,起到重要的导航作用,难以被替

代. 而战略是涉及企业发展的规划和设想,它适宜

在组织相对稳定的发展历程中. 但当在组织发展

的动荡时期,这种谋划很不稳定, 随着环境的变化

而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因而学者们提出 !战略

柔性化 ∀ [ 1]
, 甚或 !别了, 战略! ∀ [ 3]

. 而和谐主题

是组织领导对当期关键问题或核心任务的把握,

是直指行动的,何时都不可缺少, 领导必须对即时

情境做出判断并提出当期应该关注的和谐主题,

只有这样才能指导整个组织的统一行动.

3� 愿景、战略与和谐主题相互关系
模型

通过对愿景、战略与和谐主题的比较,和它们

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的分析可以看出, 愿景、战略

与和谐主题三者之间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它们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去阐述企业的发展. 在组织发

展的一般情况下,愿景从最宏观、最长远的角度去

定义企业的发展方向与诉求, 这里的 !长远 ∀可以

延伸至企业的整个生命期.和谐主题则着眼于当

前, 它解决的是企业的现实任务和问题.和谐主题

可以很 !现实∀,具体到眼下企业的任务. 而战略

则处于愿景与和谐主题之间,把两者联系了起来.

这样,由愿景、战略与和谐主题所组成的框架,包

涵了从企业长远 (可以延伸到企业的整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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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的发展方向, 到企业的长期、中期决策, 一直

到当前的核心任务与关键问题, 企业各个层次的

活动,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图 1表示了愿景、战

略与和谐主题的综合作用.

从图 1可以清楚地看出愿景、战略与和谐主

题三者之间的关系.企业整个生命期有若干愿景,

愿景 A ~愿景 B ~ 愿景 C ~ & &, 这些愿景便构

成了企业的生存轨迹.

愿景的实现方式, 需要战略来 !第一层具体

化∀. 例如,愿景 B的实现方式,将它具体化, 可以

看到,它实际上是由若干战略组成的,这些战略的

路径,也就构成了愿景 B的实现方式.

而战略的具体实现方式, 又是需要和谐主题

来解释的.在图 1的下方,表示和谐主题的漂移的

那条虚线,代表了战略 B的战略路径, 可以看出,

在战略 B的战略期内, 和谐主题的漂移, 是围绕

着战略 B的战略路径. 虽然有小幅的漂移, 但是

从整体走势上,还是与战略路径一致的.

这样,企业的各种决策活动, 从当前决策、短

期决策、中长期决策到企业根本发展方向,都有机

的统一在了愿景、战略与和谐主题这一框架之下.

4� 案例研究

4. 1� 公司背景介绍

海信集团是以海信集团公司为投资母体组建

的国内大型专业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创业三十多

年, 从最初的青岛无线电二厂, 到青岛电视机厂、

海信电器公司,发展成为国内著名的大型高新技

术企业集团.

多年以来, 海信坚持 !高科技、高质量、高水

平服务、创国际名牌∀的发展战略, 以优化产业结

构为基础、技术创新为动力、资本运营为杠杆,快

速成长, 迅猛发展, 率先在国内构架并专注于家

电、通信、信息为主导的 3C产业结构, 主导产品

为电视、空调、计算机、移动电话、冰箱、软件开发、

网络设备.

目前海信集团在国内外拥有 20多个子公司,

净资产达 28亿元. 2003年,海信集团实现销售收

入 221亿元.下面,将根据现有的资料研究海信公

司的愿景、战略与和谐主题.

4. 2� 案例公司的愿景、战略与和谐主题分析

1)愿景期划分

由于海信公司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因此,先

从愿景入手,根据愿景将其发展历史划分为不同

的愿景期,在此基础上, 再研究每个愿景期内战略

与和谐主题的更迭情况.

经过考察研究, 可以看出, 自从海信的前身

!青岛无线电二厂∀于 1969年成立至今, 海信公

司先后确定了三个愿景,经历了三个愿景期.

第一个愿景为 !做一家先进的半导体与电视

机生产厂 ∀ ( 1969- 1979年 )

第二个愿景为 !进军中国点子行业百强 ∀

( 1980- 1989年 )

第三个愿景为 !国内一流企业 国际知名品

牌∀ ( 1990-至今 )

图 1� 愿景、战略与和谐主题综合作用基本模型

F ig. 1 The syn thesis funct ion model of v is ion, strategy and H eX ie th em e

� � 2)各愿景期内的战略与和谐主题分析

第一个愿景期 ( 1969- 1979年 )

这一愿景期为海信公司艰难创业时期.海信

公司的前身建立初期, 面临着资金匮乏, 技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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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人员短缺的局面.此时海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生存,其最初战略就是 !尽快掌握技术, 使企业生

存下去∀. 在这一战略指导下,这一时期和谐主题

的漂移表现为: 企业刚成立时, 自己没有产品技

术, 因此, 这时的和谐主题是 !研制产品, 掌握生

产技术∀. 1970年 5月,当被确立为黑白电视机生

产厂时,海信的和谐主题定为 !掌握黑白电视机

生产技术 ∀.

到了 1971年,由于袖珍式收音机面临被淘汰

的命运,大台式收音机受欢迎,因此海信确立了新

的战略 !重点发展台式收音机, 积极研究电视机,

两条腿走路, 快速度发展 ∀. 在这一战略指导下,

从 1971年到 1979年, 企业先后确立了 !组织调

整∀、!生产正规化、规范化 ∀、!进行技术改组,添

置必要设备∀、!引进新品种∀等和谐主题.

第二个愿景期 ( 1980- 1989年 )

20世纪 80年代初, 企业基本延续着上一个

愿景期末的战略. 这期间和谐主题为 !企业搬

迁∀、!企业内部技术培训 ∀等.

之后,企业的战略为 !上马彩电 ∀, 即全力进

行彩电的研制与生产.这当中,企业经历了如下一

些和谐主题: !引进日方技术 ∀、!建设彩电生产

线∀等.

到了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 企业的战略为

!实施经济改革, 推行 ∋快四步战略  ∀.这其中的

一些和谐主题为: !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内部经

济责任制 ∀、!全员促销∀等.

第三个愿景期 ( 1990-至今 )

20世纪世纪 90年代初,海信提出了 !发展电

视, 不惟电视; 发展电子, 不惟电子 ∀的战略. 在这

一战略指导下, 海信的和谐主题为 !与国外厂商

合作,进军信息产业 ∀, !海信新名称的引入∀.

之后,海信的战略为 !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

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 ∀, 为此,海信的和谐主题为

!进行资本运作 ∀、!建立新型产权关系∀等.

20世纪 90年代中期,海信的战略为 !进一步

开拓市场 ∀,这期间的和谐主题为 !把营销扩展到

全国 ∀、!通过 ISO9001认证 ∀、!应对彩电市场的

价格战∀、!推出环保产品 ∀等. 这一时期, 海信的

另外一个战略为 !海外市场战略 ∀, 围绕这一战略

的和谐主题有: !南非工厂运营 ∀、!拓展海外销售

等∀.

20世纪 90年代末, 海信确立了 !构建 ∋三园

一厦  ,打造百年海信 ∀的战略. 这期间的主要和

谐主题为: !信息产业园建设 ∀、!家电工业园建

设∀、!技术孵化园建设∀等.

4. 3� 小 � 结

总而言之,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海信在其

整个发展历程中,根据其自身特点与内外部环境,

提出了若干符合公司实际的愿景, 其每一个愿景

期, 都是有若干战略来实现. 这些战略的提出,是

海信高层根据内外部情况的变化加上自身的判断

得出的.每一个战略的开展, 都对公司产生了重大

的影响,比如第三愿景期的 !与国外厂商合作,进

军信息产业∀战略,正是当年有前瞻性的行为,才

使海信现在能在信息产业取得巨大的成就.

海信的战略, 最终还是要靠海信的和谐主题

实现.海信的和谐主题是相当丰富的,它既包括企

业内的,也涉及企业外的, 既有技术的、也有市场

的. 面对如此复杂的和谐主题,不免让人们感到迷

茫, 但是, 只要联系愿景和战略, 就会发现海信每

一个和谐主题,都是紧紧围绕着愿景和战略的.比

如海信的和谐主题: !管理体制改革 ∀、!完善内部

经济责任制 ∀、!全员促销 ∀, 如果单纯的看, 会觉

得这些和谐主题之间没有多大联系, 但是只要想

想当时的战略 # # # !实施经济改革, 推行∋快四步

战略  ∀, 就会比较清楚地明白这些和谐主题的

联系.

5� 结束语

本文针对在组织管理领域中愿景、战略与和

谐主题中任何单一的概念,都无法圆满解决很多

企业的长期发展规划无法实施, 或者企业发展方

向迷茫这类现实问题,考查了愿景、战略与和谐主

题的概念及其各自的特点,在对三者进行比较时

得出:

( 1)愿景是企业追求、发展方向的一种意象,

战略则是实现愿景的发展道路和方案框架, 而和

谐主题则是实现当期战略的核心问题或者核心

任务.

( 2)愿景的制订是为了解决企业发展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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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性问题;战略决定的是企业向何处走、如何走

的谋划或行动纲领; 和谐主题则是要解决企业当

前如何具体决策和行动的问题.

( 3)由于愿景规定的内容是高度抽象的, 环

境依赖性极弱; 战略所规定的, 只是较为抽象的

发展道路和方案框架, 有一定的环境波动适应

性;和谐主题是很依赖环境的, 环境的波动一旦

改变了和谐主题存在的条件, 和谐主题就会发

生漂移.

( 4)愿景变迁情况极少且路径也是未知的;

战略变革的周期相对愿景的要短, 并且变革路径

基本框架清晰.而和谐主题漂移是一个有长有短

的过程,依赖其任务或问题的特征而定,并且漂移

的路径会更加明晰.

( 5)愿景难以被替代; 战略在动荡时期易被

替代,而由于和谐主题随问题导向而变更.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结论:愿景、战略与和谐主

题并非截然分开或相互对立的, 为了更好地指导

管理实践有必要把三者整合在一个分析框架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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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lationships of vision , strategy and HeX ie them e

SHANG Yu�fan, X I You�m in, ZHAO Tong
M anagem ent School of X i an Jiaotong University, X i 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Considering rea l situations that the com pany s strategy p lanning and im plem entation can hardly be

un ified, th is paper proposed that any sing le concept like v ision, strategy orH eX ie them e in organizat ion m an�
agem ent could no t settle th is real problem. So w e need to study the relat ionsh ip am ong the theories, in o rder to

syn thesize the ir advantages. H ere, w e stud ied the ir basic concepts and tra its, m ade a com parat ive analysis,

and then proposed their interactive relation m ode.l F ina lly, w e used one group s deve lopm ent course to ex�
pla in our conceptm ode.l

K ey words: v ision; strategy; H eX ie the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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