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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 C.K.Prahalad 和 Gary 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

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的文章，确立了核心

竞争力在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中的地位。随着核心竞争力研

究的深入，核心竞争力的评价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目前国内外

有关核心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可以分为：淤非定量描述法；

于半定量方法；盂定量方法；榆半定量与定量结合法。笔者认

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竞争特性，本质上就是企业的博弈竞

争能力，因而可以从博弈论的视角来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评

价指标体系。

一、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的理论基础———博弈论

在博弈论看来，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作为博弈参与者的

博弈能力。博弈由参与者、信息、行动策略和利益支付这四个

基本要素构成。其中，参与者是主体，利益支付是目的，信息和

行动策略是实现目的的条件和手段。对于理性追求利益最大

化的每一个参与者来说，博弈的目的就是在既定的信息条件

下选择最佳行动策略以获得最大的利益支付。因此，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博弈能力）就是它博取最大化利益支付的能力。

然而，由于各参与者的利益相互关联甚至相互冲突，每一

方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要以其他各方的利益最大化为条件，因

而博弈各方的博弈能力不完全取决于其自身，而是与其他各

方的博弈能力相联系。只有当博弈达到均衡状态，各方的利益

才能确定。此外，参与者的博弈能力与其策略构造和策略选择

能力有关，而策略构造和策略选择能力依赖于它的信息条件，

因此博弈能力必然也与参与者获取、处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

（简称“信息能力”）有关。

因此，博弈能力是由支付函数、策略能力和信息能力这三

者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综合能力。这三者之间不是加和关

系，而是乘和关系，因为这三者之中只要一个为零，即使其他

两个再强大，总的博弈能力都将为零,即：

博弈能力=信息能力伊策略能力伊支付函数

笔者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竞争特性，也遵从于这

一博弈规律，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构造核心竞争力的评价模型。

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博弈评价模型

既然在博弈论看来，企业是参与经济博弈的主体，谋求利

益最大化是企业竞争的目的（利益支付），那么企业核心竞争

力也就是指在企业经济博弈中博取最大化均衡收益的能力。

因此，笔者认为企业的博弈能力由下列四个要素构成：企业主

体、企业信息能力、企业策略能力、企业支付函数。根据博弈能

力公式，可得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博弈评价模型：

企业博弈能力（核心竞争力）=企业信息能力伊企业策略

能力伊企业支付函数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了企业信息能力、企业策略能力和企

业支付函数的测度方法，我们就能对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综

合评价。

三、企业核心竞争力博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如前所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评价指标需要根据“信

息———策略———支付”三要素评价体系对以往的评价指标体

系进行重新整合。

（一）博弈评价要素指标的选择

1. 企业信息能力指标构成。

（1）企业员工素质。其主要包括以下指标：淤员工文化水

平，学位比例，本科学位以上的员工占总员工人数的比例；

于员工参加职业培训时间的长短。

（2）信息技术条件。具体包括：淤每十人的 Internet用户

数，可以考察企业员工是否上网，是否有跟踪、处理及反馈新

技术的网络系统。于每十人计算机数，可以考察信息反馈能力

和对顾客需求、市场趋势、经济环境的动态变化进行调查研究

及预测的能力。

（3）信息制度安排（信息自由程度）。信息是否公开、言论

是否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信息交流和利用的效率。

具体包括以下指标：淤职工持股比例；于企业股权的集中度；

盂监事会中职工代表数。

2. 企业策略能力指标构成。企业策略能力指标用来反映

企业提高收益能力的手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科技进步能

力、核心产品制造能力或业务能力、制度安排能力，每个项目

内的子项目分别为：

（1）科技进步能力，主要包括以下指标：淤研发费用投入

比例；于科研人员比例（科研人员/员工总数），反映企业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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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提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博弈评价模型，并构建了一个

评价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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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博弈论的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与权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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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开发的人才状况，比例越大，技术开发能力越强。

（2）核心业务能力。主要包括：淤主营业务利润率，反映企

业核心产品或业务的获利能力；于产品市场占有率（企业生产

的产品销售量/同类产品市场销售量），反映企业产品的市场

地位及对市场的渗透能力。

（3）制度安排能力。主要包括以下指标：淤战略管理能力

（董事会开会次数）；于制度协调能力（管理授权的层级数目）。

3. 企业支付函数指标构成。我们把企业经济博弈的支付

函数确定为“越来越多的企业财富”，净资产收益率或经济附

加值回报率是衡量企业财富获得量的最主要的指标，因此可

以把这两个指标用于衡量企业支付函数。具体包括以下指

标：淤生产率（企业产品总产值/员工总数）；于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平均净资产伊100%）；盂EVA回报率（EVA/总资本成

本）。

经济附加值（EVA）反映了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本文计

算的主营业务经济附加值（REVA）等于税后营业利润与资本

成本的差。其中资本成本等于资本总额乘以加权平均资本成

本，计算公式如下：

主营业务经济附加值=税后主营业务利润 -全部资本成本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债务资本市值/总市值）

伊债务资本成本率伊（1-33%）］+（股权资本市值/总市值）伊股

权资本成本率

（二）企业核心竞争力指数的合成

根据上述指标数据和企业博弈能力计算公式，经过下列

步骤后可得到企业核心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数。

1. 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在选取样本后，接着要做

的就是数据处理。为了便于指标的合成与比较，用下列方法将

所有的指标无量纲化：

指标的标准值=

2. 各指标的赋权法。确定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

赋权法。主观赋权法是根据各指标的实际观察值所提供的信

息量大小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一般适用的情形是：综合评价

指标数目少，各指标对综合评价值确定的重要性容易区分，并

且各指标间相关性较小。当很难区分指标的重要性时，可选用

客观赋权法。利用各指标实际观察值所提供的信息量大小来

确定指标权重，提供信息量越多的指标所赋权重也就越大，反

之，提供信息越少，所赋权重就越小（卢福财，2002）。

在博弈评价模型中，我们设置的各项指标满足主观赋权

的条件，所以我们采用的是主观赋权法，具体见右表。

3. 企业核心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数合成。按照博弈评价思

想，先分别算出三项构成指数的大小，最后计算合成核心竞争

力综合评价指数。步骤如下：

（1）企业信息能力指数 =1/2企业员工文化素质+1/4企

业信息化程度+1/4企业信息自由程度。

其中：企业员工文化素质=2/3员工文化水平+1/3员工

参加职业培训时间长短；企业信息化程度=2/3 每十人的

Internet用户数+1/3每十人计算机数；企业信息自由程度=1/3

职工持股比例+1/3企业股权的集中度+1/3监事会中职工代

表数。

（2）企业策略能力指数=1/2科技进步能力+1/4核心业

务能力+1/4企业制度安排能力。

其中：科技进步能力=2/3研发费用投入+1/3科研人员

比例；核心业务能力=2/3主营业务利润率+1/3市场占有率；

企业制度安排能力=2/3战略管理能力+1/3制度协调能力。

（3）企业支付函数指数=2/3生产率+1/3投资回报率。

其中：投资回报率=1/2净资产收益率+1/2EVA回报率。

（4）企业核心竞争力指数=企业信息能力指数伊企业策略

能力指数伊企业支付函数指数。

四、结论

博弈评价法是运用博弈理论将衡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指

标按博弈过程的四要素进行分类和处理，根据指标的重要程

度赋权重，得到企业核心竞争力博弈综合指数，进而可进行核

心竞争力等级水平的排序比较。博弈评价法通用性强，可以确

定单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等级水平，又可进行多个企业核心

竞争力等级水平比较排序。通过博弈模型评价，我们可以看到

企业核心竞争博弈能力是一个整体性能力，策略制定和选择

能力、获取信息的能力缺一不可，如果在某一方面表现出不

足，决策者可以调整战略，从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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