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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科学地评价企业综合竞争力 ,关键在于构建企业综合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系统评价. 基于对企业综合竞争力内涵、要素的分析 ,构建了评价的指标体系 ,研究了模糊系统评价的可行性 ,建立了

模糊系统评价的数学模型 ,并对一大型国有企业的综合竞争力进行了系统评价与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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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to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synthesis competitive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is to

const ruc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synthesis competitive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 and adopt the methods of

combining both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the meaning and the element s of

the synthesis competitive capacity of enterp rises ,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assumed , the feasibility of carrying

out fuzzy system evaluation is investigated , the maths models for fuzzy systematically evaluating are upbuilt , the

synthesis competitive capacity of a large state enterp rise is systematically evaluated , and analytic demonst ration i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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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 20 年来 ,围绕企业竞争力与核心竞争力这一

前沿问题 ,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的研究 ,主要进展

与成果有 :1)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企业竞争力与核心

竞争力的内涵、作用和特性. 企业核心能力是“组织

中的积累性学识 ,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生产技

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1 ] . 文献 [ 2 ]认为

核心竞争力是在企业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形成的与

企业组织结构和外部环境相适应的竞争合力. 而且

大多数研究认为这种能力具有独特性、独占性和不

可仿效性[3 ] . 2)从不同途径分析了企业竞争力与核

心竞争力的来源和相关因素. 文献[ 4 ]提出竞争优势

来源于企业为客户创造的超出其成本的价值 ,有成

本领先和标歧立异两种基本形式. 进一步研究给出

了核心能力关系图 ,认为企业的竞争力是其基础能

力的有机协调与结合[5 ] . 文献 [ 6 ]指出 ,全球市场上

的佼佼者往往也是那些具备有效协调内外部力量和

管理能力 ,对市场变化能够及时作出反应的公司. 文

献[7 ]分析了企业竞争力的来源和判断标准. 3)从不

同层面论述了企业竞争力与核心竞争力的识别、管

理和评价. 在高层管理人员识别、培育核心竞争力必

须遵循 4 项准则[8 ]提出之后 , 研究分析了核心竞争

力管理的关键过程 :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扩散、整合、

发挥、更新[6 ] ,进而系统地研究了产业竞争力评价分

析问题[ 9 ] ,又拓展了企业竞争力研究的思路和视野.

　　本文采取整合的思路 ,提出企业综合竞争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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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评价的课题 ,力图探索企业竞争的市场表现和

力量 ,进一步优化现有的研究体系.

2 　企业综合竞争力的内涵与要素
　　将基于企业各种资源、能力与环境有机整合的

竞争优势所表现出的市场力量界定为企业综合竞争

力. 它是一种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管理理念 ,是一个

具有多维性和层次性的复杂系统.

　　企业综合竞争力与核心竞争力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 ,主要体现在 :1)企业综合竞争力是一种整合性的

能力 ,是多种一般竞争力与核心竞争力融合、优化的

结果 ,它基于单项竞争力 ,而又超越它们的叠加. 核

心竞争力是在多种竞争力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能力.

2)企业综合竞争力是一种显现性的能力 ,是企业在

竞争中表现的外在市场力量. 企业参与市场的竞争

表面为产品性能价格比的竞争 ,实际是综合竞争力

的较量. 核心竞争力是一种隐含性的能力 ,由内部因

子透过学习过程而产生[10 ] ,蕴藏于企业内质之中 ,

支撑其综合竞争力. 3) 企业综合竞争力是一种可测

性的能力 ,其影响因素在企业之间具有可比性和计

量性. 核心竞争力难以直接量化和比较. 由此可进一

步分析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构成要素.

2 . 1 　竞争生存能力

　　竞争生存能力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维持

正常生产经营的能力. 它包括产品的生产能力、产品

的市场渗透能力、现有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 ,具

体体现为企业劳动生产率、投资收益率、资产负债率

和货款回收率的高低等.

2 . 2 　创新发展能力

　　创新发展能力是企业对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能

力 ,也是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消费倾向的改变

和技术革新的进展而作出敏锐反应以获得或保持增

长的能力. 它主要体现在企业科技开发力量的强弱、

经费投入的多少、科技水平的领先程度、学习创新劲

头的大小等 ,是竞争生存能力的延伸.

2 . 3 　整合协调能力

　　整合协调能力是企业通过管理工作的规范化、

程序化、人性化 ,将人力、技术、信息、财力等资源向

市场优势整合转换的能力. 它涉及到企业的经营理

念、运行机构、信息沟通、奖罚机制和文化氛围等因

素 ,主要体现在企业领导班子决策力、各级管理层执

行力和企业文化感召力的强弱 ,对企业整体行为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

2 . 4 　社会影响能力

　　社会影响能力是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对社会和市

场所能发挥的作用 ,主要体现为产品市场占有率和

企业资信度的高低 ,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企业综合

竞争力的强弱.

3 　企业综合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
　　基于企业综合竞争力内涵与要素的分析 ,把评

价指标体系设计为3个层次 ,即目标 A ,一级指标 B ,

二级指标 C ,如表 1 所示.

表 1 　企业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 A 一级指标 B 二级指标 C

企
业
综
合
竞
争
力

竞争生存能力 X1

投资收益率 X11

资产负债率 X12

全员劳动生产率 X13

货款回收率 X14

创新发展能力 X2

企业科技人员比重 X21

学习研发经费比重 X22

产品和技术领先程度 X23

发展相关产业业务的优势 X24

整合协调能力 X3

领导班子的决策力 X31

各级管理层的执行力 X32

企业文化的感召力 X33

社会影响能力 X4
产品市场占有率 X41

企业资信度 X42

　　二级指标的内涵如下 :

　　1) 投资收益率 X11 = 企业利润总额 / 企业投资

总额 ,它反映了企业的资产回报水平 ;

　　2) 资产负债率 X12 = 企业的总负债 / 企业的总

资产 ,它反映了企业对经营风险的抵抗能力 ;

　　3) 全员劳动生产率 X13 = 本期全部产值 / 本期

平均职工人数 ,它反映了企业的生产能力和效率 ;

　　4) 货款回收率 X14 = 本期已收货款 / 本期应收

货款 ,它反映了企业抵抗经营风险的能力 ;

　　5) 企业科技人员比重 X21 = 企业科技人员数

量 / 企业职工总数 ,它反映了企业整体科技素质状

况 ;

　　6) 学习研发经费比重 X22 = 企业学习研发经

费数额 / 企业销售收入总额 ,它反映了企业用于科

技开发的资金能力 ;

　　7) 产品和技术领先程度 X23 ,它反映了企业拥

有专利等关键性技能或技术的能力 ;

　　8) 企业占有依托主业发展相关产业业务的优

势 X24 ,它反映了企业技术衍生和科技开发能力 ;

　　9) 领导班子决策力 X31 ,它体现了领导班子对

重要问题作出科学判别和果断选择的能力 ;

　　10) 管理层的执行力 X32 ,它反映了管理层在贯

彻企业决策过程中组织、协调、落实的能力 ;

　　11) 企业文化感召力 X33 ,它反映了企业通过特

色文化而产生共同愿景和不竭动力的状况 ;

　　12) 产品市场占有率 X41 = 本企业商品销售额

/ 同行业销售总额 ,它体现了企业的市场渗透能力 ;

　　13) 企业资信度 X42 ,它反映了企业信用评估等

级和今后发展能够获得外部财力支持的能力.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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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模糊系统评价
　　企业综合竞争力由多因素构成 ,必须对相关因

素作综合考虑 ,采用多指标的系统评价. 同时 ,因为

企业综合竞争力构成要素的界定具有模糊性 ,如产

品和技术领先程度、领导班子决策力、企业文化感召

力等 ,且企业综合竞争力等级的划分也具有模糊性 ,

各等级的标准难以严密确定 ,划分只是一种人为判

断. 所以对多因素、多层次具有模糊性的复杂问题应

基于模糊变换原理进行模糊系统评价.

4 . 1 　构建评价指标集合

　　在综合竞争力构成体系中 ,着眼因素集合为

X = ( X1 , X2 , X3 , X4 ) . (1)

其中

X1 = ( X11 , X12 , X13 , X14 ) ,

X2 = ( X21 , X22 , X23 , X24 ) ,

X3 = ( X31 , X32 , X33 ) ,

X4 = ( X41 , X42 ) .

4 . 2 　分配各指标层的权重

　　设一级指标 B 对目标 A 的权重集为

b = ( b1 , b2 , b3 , b4 ) , ∑bi = 1 . (2)

　　二级指标 C对一级指标 B 的权重集分别为

C1 = ( C11 , C12 , C13 , C14 ) , ∑C1 j = 1 ; (3)

C2 = ( C21 , C22 , C23 , C24 ) , ∑C2 j = 1 ; (4)

C3 = ( C31 , C32 , C33 ) , ∑C3 j = 1 ; (5)

C4 = ( C41 , C42 ) , ∑C4 j = 1 . (6)

4 . 3 　建立识别模式

　　设企业综合竞争力的强度评价模式为 Y ,决择

等级分为4级 ,即 Y1 表示很强 , Y2 表示较强 , Y3 表示

一般 , Y4 表示较弱 ,则 Y = ( Y1 , Y2 , Y3 , Y4 ) .

4 . 4 　构造模糊评价矩阵并进行模糊评价

　　首先从二级指标 X ij 着眼 ,确定它对决择等级

Y t ( t = 1 ,2 ,3 ,4) 的隶属度 rij t ,则 X ij 的单因素评价

集为

rij = ( rij1 , rij2 , rij3 , rij4 ) .

　　依此类推 ,由于一级指标 X i 由m 个着眼因素构

成 ,其相应的评价集可构造出一个模糊关系矩阵

R i =

ri11 ri12 ri13 ri14

ri21 ri22 ri23 ri24

… … … …

rim1 rim2 rim3 rim4

. (7)

　　由广义模糊合成运算模型 M ( 3
·

3
+

) 得到一级

指标的评价集合为

�A i = Ci . R i , i = 1 ,2 ,3 ,4 . (8)

同理 ,可得评价对象的模糊评价矩阵为

�A = b . [ �A 1 , �A 2 , �A 3 , �A 4 ]T . (9)

经归一化处理得

�A = ( A 1 , A 2 , A 3 , A 4 ) , (10)

其中 A t ( t = 1 ,2 ,3 ,4) 为综合竞争力对决择等级的

隶属度.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作最终评价[11 ] .

5 　综合竞争力的模糊评价实例
　　大屯煤电集团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拥有

4 对生产矿井 , 年设计生产能力 585 万 t ;3 座选煤

厂 ,年设计洗选能力 405万 t ;13万 kW火力发电厂 ;

自营铁路 171 km ,年设计运输能力 660 万 t ;机械制

修厂 ,年制修能力 1万 t ,以及矿井建设施工单位等.

2001 年该集团已在上海证交所上市. 目前 , 其综合

竞争力二级指标中可以定量表示的分别为 X11 =

9 . 8 % , X12 = 49 . 5 % , X13 = 7 . 4 万元 / 人 , X14 =

90 . 7 % , X21 = 18 . 5 % , X22 = 2 . 9 % ,经调查 X42 =

AA A .

　　基于模糊系统评价模型进行评价的关键在于

确定各指标层的权重、构造模糊评价矩阵. 本文采用

专家调查法 ,邀请了 36 位专家 ,其中集团的技术与

管理专家、政府相关部门官员、相关专业的副教授及

以上专家各占三分之一.

5 . 1 　根据专家调查确定各指标层的权重

　　由于

bi = ∑
n

j = 1
bij / ∑

n

j = 1
( ∑

4

i = 1
bij ) = ∑

n

j = 1
bij / n ,

i = 1 ,2 ,3 ,4 , (11)

则将专家评价的数据代入上式 ,得到一级指标权重

集为

b = (0 . 29 ,0 . 37 ,0 . 18 ,0 . 16) .

　　类似地可得到二级指标的权重集为

C1 = (0 . 27 ,0 . 28 ,0 . 25 ,0 . 20) ,

C2 = (0 . 19 ,0 . 21 ,0 . 26 ,0 . 34) ,

C3 = (0 . 43 ,0 . 31 ,0 . 26) ,

C4 = (0 . 57 ,0 . 43) .

5 . 2 　根据专家调查构造模糊评价矩阵

　　Step1 : 将企业综合竞争力二级指标的强度列

表征求专家意见 ,并将相应的概率汇于表 2 .

Step2 : 由表 2写出一级指标对应的模糊关系矩

阵 R i 为

　　　R1 =

0 . 08 0 . 33 0 . 42 0 . 17

0 . 08 0 . 17 0 . 42 0 . 33

0 . 17 0 . 33 0 . 42 0 . 08

0 . 17 0 . 33 0 . 33 0 . 17

, (12)

93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控 　　制 　　与 　　决 　　策 第 22 卷

表 2 　二级指标强度评价分析汇总表

指 　标
等 　　级

Y1 Y2 Y3 Y4

投资收益率 X11 0 . 08 0 . 33 0 . 42 0 . 17

资产负债率 X12 0 . 08 0 . 17 0 . 42 0 . 33

全员劳动生产率 X13 0 . 17 0 . 33 0 . 42 0 . 08

货款回收率 X14 0 . 17 0 . 33 0 . 33 0 . 17

企业科技人员比重 X21 0 . 09 0 . 33 0 . 33 0 . 25

学习研发经费比重 X22 0 . 17 0 . 33 0 . 42 0 . 08

产品和技术领先程度 X23 0 . 08 0 . 25 0 . 50 0 . 17

企业发展相关产业优势 X24 0 . 21 0 . 29 0 . 42 0 . 08

领导班子的决策力 X31 0 . 17 0 . 42 0 . 33 0 . 08

各级管理层的执行力 X32 0 . 19 0 . 43 0 . 31 0 . 07

企业文化的感召力 X33 0 . 08 0 . 25 0 . 42 0 . 25

产品市场占有率 X41 0 . 08 0 . 17 0 . 42 0 . 33

企业资信度 X42 0 . 42 0 . 33 0 . 17 0 . 08

　　　R2 =

0 . 09 0 . 33 0 . 33 0 . 25

0 . 17 0 . 33 0 . 42 0 . 08

0 . 08 0 . 25 0 . 50 0 . 17

0 . 21 0 . 29 0 . 42 0 . 08

, (13)

　　　R3 =

0 . 17 0 . 42 0 . 33 0 . 08

0 . 19 0 . 43 0 . 31 0 . 07

0 . 08 0 . 25 0 . 42 0 . 25

, (14)

　　　R4 =
0 . 08 0 . 17 0 . 42 0 . 33

0 . 42 0 . 33 0 . 17 0 . 08
. (15)

　　Step3 : 根据评价模型 ,写出一级指标的评价集

合为

�A 1 = C1 . R1 =

(0 . 27 ,0 . 28 ,0 . 25 ,0 . 20) .

0 . 08 0 . 33 0 . 42 0 . 17

0 . 08 0 . 17 0 . 42 0 . 33

0 . 17 0 . 33 0 . 42 0 . 08

0 . 17 0 . 33 0 . 33 0 . 17

=

(0 . 17 ,0 . 27 ,0 . 28 ,0 . 28) ,

同理可得

�A 2 = C2 . R2 = (0 . 21 ,0 . 29 ,0 . 34 ,0 . 19) ,

�A 3 = C3 . R3 = (0 . 19 ,0 . 42 ,0 . 33 ,0 . 25) ,

�A 4 = C4 . R4 = (0 . 42 ,0 . 33 ,0 . 42 ,0 . 33) .

　　Step4 : 计算并建立模糊评价矩阵.

�A = b . [ �A 1 , �A 2 , �A 3 , �A 4 ]T =

(0 . 29 ,0 . 37 ,0 . 18 ,0 . 16) .

0 . 17 0 . 27 0 . 28 0 . 28

0 . 21 0 . 29 0 . 34 0 . 19

0 . 19 0 . 42 0 . 33 0 . 25

0 . 42 0 . 33 0 . 42 0 . 33

=

(0 . 21 , 0 . 29 , 0 . 34 , 0 . 28 ) .

作归一化处理得

�A = (0 . 187 ,0 . 259 ,0 . 304 ,0 . 250) .

　　由此 ,对大屯煤电集团的综合竞争力认定为很

强有 18. 7 % 的把握、较强有 25. 9 % 的把握、一般有

30. 4 % 的把握、较弱有 25. 0 % 的把握. 根据最大隶

属度原则 ,可认定其强度为一般.

6 　结 　　语
　　本文将模糊数学和系统思想引入企业综合竞争

力的分析与评价理论中 ,阐述了企业综合竞争力的

内涵和要素 ,构建了评价体系和模型 ,进行了实证分

析 ,达到了对企业综合竞争力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评价的目的 ,从而为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提供

了主要依据 ,为评价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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