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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略、创新与竞争优势：基于我国通信与信息企业的分析》从多个角度考察了企业战略的内涵
，在简单介绍战略管理的不同学派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战略管理的基本过程和内容体系.介绍了战略
环境分析和内部资源能力分析的主要内容，以及分析过程中可能使用的实用工具或模型。
同时，通过对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论述.阐明了竞争优势的本质是特定企业在行业中的相对地位。
影响这种相对地位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的竞争性特征，如产业中的主导技术、消费者市场
和供给市场等。
二是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
资源和能力既是企业异质性和竞争能力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也是企业从内部挖掘竞争优势的切入点
。
在此基础上，《战略、创新与竞争优势：基于我国通信与信息企业的分析》还介绍了价值链分析的理
念和方法，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战略及战略管理与竞争优势的内在联系，表明企业战略管理是将企业
资源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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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国家创新体系思想的提出　　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是技术创新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的
提出是对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李斯特。
他在184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国家体系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国家
专有因素”如何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实绩，以及后进国家的技术政策选择等问题，从而为国家创新体
系理论奠定了第一块理论基石。
　　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概念的提出与熊彼特密切相关.他最早强调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从而引发了
人们对创新的关注。
同时，熊彼特明确地将发明与技术创新区别开来，认为发明与创新是由两种不同性质的人来完成的性
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事务，并据此阐明了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为国家创新体系
理论奠定了第二块理论基石。
　　到了20世纪50年代，索洛提出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的时候，他同样认为技术创新是
外生的。
人们深信，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可自动地转化为一国的经济竞争力。
但随后人们发现，开发设计、质量控制、教育、培训及来自市场的反馈等都对科学技术成果商业化有
着重要的影响。
技术创新作为一种以商业化为目的、与科技密切相关的活动，虽然是以企业为主体的，但它涉及的绝
不仅仅只有企业，还包括科技部门、社会机构、教育机构、中介部门等，它们都对进步的发展起着重
要作用。
同时，人们还发现，许多技术创新可以在没有正式的研究开发的基础上产生，于是意识到创新的发生
是一个体系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单是由某一部门或企业独立完成的，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创新体系的
深入思考。
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的。
　　从单纯地强调技术创新到对国家创新体系的认识.反映了人们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进一步
理解。
国家创新体系（系统）的概念的产生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出现的几大变化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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