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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管理，是一种非常古老而又历久弥新的社会现象。
大概自有人类社会起，就已经出现了原初状态的管理，并随之产生了萌芽形态的管理思想。
如果说现代管理学是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机器轰鸣呱呱落地的话，那么，人们所习称的当代管理学
，则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今也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1954年，彼得·德鲁克《管理实践》一书的问世，是当代管理学的奠基之作。
其后，一批批人们耳熟能详的管理学大师们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努力探索，收获了一批又一批丰硕
的果实。
这些堪称经典的管理学名著，凝聚着管理学大师们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的多年心血，浓缩了管理学大
师们开宗立派、创新求真的绝顶智慧，成为当代管理学发展史上的一座座里程碑。
　　本书选择最负盛名的当代管理学大师，将他们的生平、代表作与相关著作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要
的介绍。
全书提纲挈领，大致囊括了当代管理学的基本名著。
    全书纵览当代管理学百年风云，包容最前沿管理思潮、最透彻管理知识；收录最实用管理手段、最
精辟管理名言。
取精用宏——20余位管理大师尽收眼底，含英咀华——50余部扛鼎力作菁华尽显！
在书里，您将能从大师们的思想宝库里获取知识，更新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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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翔，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留学于日本名古屋大学，获经济史博士学位。
专门研究经济史，曾有多部专著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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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竞争景框与竞争优势    企业活动的空间，被波特称之为竞争景框。
竞争景框通过其对价值链的影响而对竞争优势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波特在《竞争优势》中，将竞争景框分为两种：产业内竞争景框和相关产业的竞争景框。
对前者，着重阐述产业细分和产品替代问题；对后者，则着重阐述业务单元之间的关联问题。
    关于产业细分问题。
“产业细分”是波特为企业制定竞争战略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即把产业划分成各级次单元，包括产品
细分市场、买方细分市场、工业和商业买方细分市场、消费品买方细分市场、销售渠道细分市场、地
理位置细分市场等。
波特认为，制定竞争战略必须细化产业，其原因在于：产业中的严品、买方或双方，在内在吸引力方
面或在企业通过提供它们获取竞争优势的方式上，是不同的。
产业的产品和买方在结构吸引力上的不同和在竞争优势要求上的不同，造成了产业的细分市场。
在该问题上，波特试图解决两个关键点，即：    (1)企业应在产业中何处展开竞争。
波特认为，决定在产业中何处展开竞争的首要问题，是不同细分市场的吸引力问题。
而细分市场的吸引力取决于其结构吸引力、规模和增长率、企业生产能力与细分市场需求的匹配程度
。
其次，是细分市场之间的关联问题。
波特认为，在各细分市场中，企业如果在竞争时可以共享价值链中的活动，则这些细分市场就是相互
关联的。
细分市场间的关联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如果价值活动的成本受极大的规模或学习经济性的支配，或
共享活动使得企业得以改善价值活动中运用生产能力的模式，那么共享价值活动会带来极大的好处：
如果增加了价值活动的歧异性或降低了歧异性的成本，那么在细分市场间共享活动也是有利的；当价
值活动对歧异性有极大的影响以及共享行为极大地改善了独特性或降低了歧异性的成本时，共享价值
活动对歧异性就最为重要。
但是，波特同时又指出，细分市场间的关联所带来的好处往往被共享活动中服务于不同细分市场的协
调成本、折中成本、缺乏灵活性成本所抵消。
因此，在细分市场竞争中，若要取得竞争优势，应取决于共享价值活动的优势和成本之间的平衡。
    (2)企业战略应如何体现这种细分。
波特主张，企业既可采用涉及许多细分市场的目标广泛的战略，也可采用集中战略只涉及少数几个细
分市场。
目标广泛的企业还必须意识到由于各细分市场间的结构差异而使它面临的种种弱势，正如实行集中战
略的企业必须认识到并且必须应付来自众多企业的竞争，因为后者是在前者的细分市场或在前者与他
人共处的细分市场上展开竞争。
波特还强调指出，细分是动态的，必须不断变化以反映结构变革。
    关于产品替代问题。
替代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一种产品或服务取代了另一种来为买方实现一种特定功能或几种功能
。
所有产业都面临替代的威胁，处于守势的企业，如何做到最好的防范产品甚至本身被替代?如果企业处
于进攻地位，促进替代的最好战略又是什么?波特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对替代品的防御。
包括通过降低成本、改进产品、改进互补产品等来改善相对于替代品的RVP(relative value／price价值／
价格)；修正产品形象；提高转换成本；针对买方的买方，积极推销以阻止拖动需求的企图；寻找不受
替代品影响的新用途；避开替代品的优势重新界定竞争；联络供方协助防御；调整战略，转向最少受
替代威胁的细分市场；把注意力集中在替代发生缓慢的细分市场，以及提高价格等；进入替代品产业
。
    (2)促进替代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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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宣传产品形象；研究与开发产品用途，或发展使产品与买方价值链相结合的技术；建立和加强产
品标准，以减轻买方对产品质量低劣或性能不足的担忧；获得必要的法规许可，以降低买方的转换成
本和感知的风险；以共同行动来改善质量、RVP(价值与价格比)。
    关于业务单元之间的关联问题。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多角化经营观念的转变，即强调相互关联的多角化经营、技术变化对产业
壁垒的突破、超越单一业务领域的多点竞争的加强，以及战略规划理论的发展，大多数企业已开始认
识到业务单元之间的关联及其战略(波特谓之“横向战略”)的重要性。
波特把业务单元之间的关联划分为三大类型：有形关联、无形关联和竞争对手关联。
有形关联的产生是由于共同的客户、渠道、技术和其他因素的存在而使相关业务单元之间的价值链活
动有可能共享，如果共享所降低的成本或增加的产品歧异性足以超过共享成本，则有形关联将导致竞
争优势。
无形关联涉及不同价值链之间管理专有技能的转化，通过从一个业务单元向另一个业务单元转让基本
技能或管理特定类型活动的专有技术，无形关联将导致竞争优势。
竞争对手关联源于竞争对手的存在，竞争对手实际或潜在的与企业在多个产业内竞争，这些多点竞争
者有必要联系各个产业，因为在一个产业中针对他们的行动会对另一些产业产生连带影响。
单点和多点竞争对手都会追寻关联的不同类型，包括各种共享的活动或以不同方式共享的活动。
波特把企业之间追寻不同关联形式的竞争，比喻为一种拔河游戏，关键是看哪些企业能改变竞争的基
础，以协调其他的关联，或增强自己的价值，扩大自己的竞争优势。
P.11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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