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总第158期）

企业改革与发展

企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
——21世纪企业发展的主题

刘力钢

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变化越来越快，企业能
否适应环境的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实现
企业可持续发展，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分析，从而寻求实现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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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三大挑战：南北问题、裁军与安全、环境与发
展问题，联合国大会成立了三个高级委员会，专门研究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三大挑战问题。 在发
表的三个纲领性的文件中都提出了一个结论，即“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人类求得生存与发展
的唯一途径。这一问题的提出立即成为世界范围的研究热点，并被世界各国达成共识。按照国
际通行的解释，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自身需要能力的发
展，是既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又实现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和谐，使子孙后代能
够安居乐业，得以永续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企业的发展，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
必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

  一

关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定义，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解释，但是从可持续发展的构成
的基本要素内容看，可以将企业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通过创新使其不
断注入新的活力，始终保持竞争的优势，实现长盛不衰战略目标。 在不断扩大市场和利润份额
的同时，坚持与环境变化相适应，在内部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上，持续的增加盈利和扩大企业
规模。①

翻开世界上具有权威性的《Fortume》杂志，会看到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70年代跻身世
界最大的500强企业，到80年代有1／3销声匿迹了，它们不是被兼并就是被四分五裂”。 据最
新的统计资料表明，1990年—1995年，就有近一半的世界500强企业从排名中退出。从世界上
大公司发展情况看，其平均寿命在30—40年，“在日本与欧洲，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12．5
年”②。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有许多企业生存了百年甚至几个世纪。 这些数字和资料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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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阿里·德赫斯《大寿公司》。
彼得·F·德鲁克。



地说明了三方面问题：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
杂；二是企业在发展中如果不能进行不断地管理创新，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就会被竞争所淘
汰；三是企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完全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永远保持长盛不衰。

任何企业能否不断地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因素，关键是如何寻求
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从有关资料可以知道，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前10年是“死亡率”最高阶段，
大约有40％的企业生存不过10年便会夭折。任何一个企业从其创建开始，就绝不会只想让企
业生存10年或40年，都想到实现一个持续发展的目标。 虽然，大部分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上受到挫折，但企业可持续发展是企业最高追求的战略目标。 企业只有坚持可持续性的发
展，才能有效地将企业内部资源有效配置，才能不断地进行管理和创新，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
战略，扩大市场需求，寻求和发展核心能力，永远保持企业的生命力。

  二

研究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首先要回答的是企业是否可以持续发展，它的理论依据和基
本前提是什么。 如果这一问题不能从理论上搞清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就无法研究，也无
法提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和途径，甚至可能走进一个理论研究的误区。目前在管理理论的
研究中，许多研究成果都认为企业是有生命的并且存在着其自身的寿命周期，企业有成长、成
熟、死亡的阶段。 如何来认识企业寿命周期的理论呢？从哲学的角度讲，企业是一种人类的组
织形式，从时间看，这种组织形式肯定不会永远存在，相对一个具体企业来说其生命是有限的。
我们要研究的是在一个较长的相对有限时间内，一个具体企业是否具有一个“自然寿命”，是否
必然死亡。

企业有别于物体，其本质区别就在于，企业是一个开放的人工系统。 人工系统的构成要素
的结合、系统的调整、系统的功能都是可以进行重组和控制的。因而，人工系统的寿命不是自然
的，而是由系统对外部适应程度来决定的。人工系统与生物体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正是由于
这些特征决定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企业作为人工系统的特征主要有：①目的性。人工
系统的行为不是完全自然化的，而是为了完成一定的目的而建立的。 正是由于这种目的性，决
定了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方法，以此来控制企业的各种行为。 企业可以根据不同的目
的和实现程度的不同来调整企业人工系统的结构，不断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自然系统是自然
演变形成的，没有目的性，如生态系统，生命体内部的生理系统等，往往其目的是由其自然系统
所形成的。这些是自然的选择而非系统目的选择；②可控性。当一个人工系统功能减弱或不能
适应外部变化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改造，以恢复它的系统功能。 这种改造不受时间和频
率的影响，而且越是对系统改造，其功能会越加完善；③开放性。企业具有与外部环境信息的交
换性，只有将企业内部的资源和企业外部的需求变化达到动态平衡，企业才能实现其目的；④
适应性。在不同的环境下，系统要有不同的适应能力和适应手段。正是由于工人系统的适应性，
才使它不断地变化，变得更好，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研究了企业寿命周期之后，还有一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即企业发展的极限问题。 企业极
限问题主要是企业规模极限的理论研究。企业规模的极限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因素所决定，一
是企业的规模；二是企业外部环境的扩充性的制约条件；三是企业自身规模扩张的能力。 这些
决定规模极限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竞争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的规模极限制约性越来
越小。 例如当企业规模问题达到一定限度制约了企业发展时，可以采用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
法，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现有生产要素的数量。企业自身能力的扩张，来自于企业潜力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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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企业可以通过不断地加强管理和创新，不断开发企业各种资源，提高企业自身的扩张能力。

  三

企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主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确定和形
成、发展新的主导业务领域、管理和创新。

（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确定和形成
企业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问题。 企业核心竞争力体现了企业核心

能力的水平。 一个企业没有一个较强的核心能力，就无力与竞争对手抗衡，也就失去可持续发
展的根本动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寻求竞争优势的基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定义是指组
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的学识。它是某
一组织内部一系列互补的技能和知识的结合，它能使一项或多项业务达到领先的水平。核心竞
争力的主要特征是：①价值性。 核心竞争力应该能提高企业的效率，可以帮助企业在创造价值
的降低成本方面比其竞争对手做得更好。 ②异质性。 核心竞争力与竞争对手所采取的竞争战
略、资源有所不同，具有独树一帜的能力。 ③不可模仿性。企业竞争力就要有较强的防御措施，
即不能被竞争对手轻易占有、转移或模仿。 ④不可替代性。 核心竞争力虽然难以模仿，但往往
受到替代品的威胁。 因此，在核心竞争力确定和形成时要防止产品的可替代性。 一般来说，核
心竞争力的表现形式大都体现在技术的创新上，只有不断地发展新的技术，才能提高企业核心
竞争力的水平。

（二）发展新的主导业务领域
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往往受到经营领域的有限性的制约。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市

场占有率达到一定的程度，必然要进行市场扩张。因此，为了保持已取得的竞争优势，保证企业
的不断发展，必然要将企业的竞争优势进行外延，即要不断寻求新的主导业务领域，以避免原
有的主导业务衰落。企业要想发展新的主导业务领域，必须要向第二曲线跳跃。美国著名的未
来预测专家杨·莫里森指出：“你可能在第一曲线上做得不错，甚至很好，也许这段时间还很
长。然而迟早会发生变化的，你应该明白，第一曲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你必须考虑如何跳入第
二曲线。”这里所指的第一曲线就是企业的传统业务，而第二曲线是指企业未来主导业务。从第
一曲线向第二曲线的跳跃，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但也是危险的一跳。“如果仓促地从
第一曲线跳到第二曲线，你可能会丧失本来该获得的利润，甚至更糟，使自己陷入困境。但假如
在第一曲线上停留的过久，也许会永远丧失达到第二曲线的机会。”①究竟如何跳跃，何时跳
跃，这一问题就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只要企业能够率先进入第二曲线并把握未
来的主导业务领域，企业无疑具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企业向第二曲线跳跃即寻求新的主导业务领域时，必须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和正确的战略
选择。首先要分析所进入的领域是否能充分发挥企业的优势，是否能适应和控制新业务领域所
制约的因素。 同时，要选择好新业务领域中新的生长点。 一般来说新的技术、新的消费群体和
新的市场潜力是选择新主导业务领域的三个关键生长点。 其次，在对环境分析的基础上，要正
确地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企业可以根据现有技术优势为核心，实行技术同心化的多角化经营
战略，企业还可以实行与现有技术和市场均不相关的多角化经营战略。 总之，企业要想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要向第二曲线跳跃，以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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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莫里林《第二曲线》，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6页。



（三）管理与创析
管理与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永恒主题。管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创新是企业

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任何企业发展的问题都是管理和创新的问题，许多成功与失败企业的经验
和教训都说明了这一点。 企业通过管理，可以将现有的资源有效的配置和组合，可以将现有潜
力充分的发挥，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只有通过科学的管理才能使企业将眼前的利益和长远
的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指出：“管理总是兼顾两方面，它必须使企业
在目前取得成就、发展和变化，否则它就破坏了资本——即资源——明日生产财富的能力”。①

企业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明确企业目的和使命，整合企业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承担对社会的
责任。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首先要为企业进行明确的定位，解决“我们的企业是什么”，
“我们的企业应该是什么”② 的问题，即企业应在什么样的领域中发展，应该怎样发展。 只有明
确了企业的目的和其所承担的使命，企业才能明确发展方向，并以此来制定企业的经营战略，
构建企业的组织结构，生产市场需求产品，建立企业文化。其次，要对人力资源进行管理。企业
发展的关键是人的积极性的发挥，人是决定企业发展的主体。因此，企业要从对人的使用、激励
等方面进行管理，树立人本管理的思想，保证人力资源的充分发挥。第三，企业管理能使企业与
外部环境达成一种平衡，通过一系列的公共关系活动保证企业在自身发展时，为社会做出更大
贡献。 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企业的一切活动都受制于
企业基础工作的水平。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如何使企业发展速度与管理水
平的提高同步进行。

研究企业可持续发展不能不考虑创新的因素，尤其是企业处在不断地变革阶段。企业的创
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市场创新。创新已经成为当代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有
时甚至是决定性因素，21世纪的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就是创新。 技术创新是提高企业核心竞
争力的关键，也是形成企业战略优势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竞争中，没有组织的创新，就不可能保
持原有的地位和相对稳定的市场占有率。市场创新是企业在对市场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选
择目标市场，进入和占领目标市场的过程，是对消费者各类需求更有效、更大程度的满足。

企业可持续发展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所不可回避的问题。21世纪企业面临的重要问
题就是如何能在不断变化的竞争中，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责任编辑 裴鸿池】

·4·

①
② 彼得·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1974年，第122页。
彼得·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1974年，第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