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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战略管理学科的发展尚不成熟，学派

林立，各个学派在战略管理的学科基础、战略概

念的界定、战略形成过程、制定战略的组织、分

析工具等方面的观点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倘若将各种有明显差异的理论都作为其战略理

论基础，则必将导致战略管理会计研究方向的

分散化。为此，从有利于战略管理会计学科发展

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及早明确其理论基础。本文

认为，将定位学派作为战略管理会计的理论基

础最为适宜。

一、战略管理理论十大学派的观点比较

战略管理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内容不

断得到丰富。彼得·麦基尔南将战略管理理论归

纳为四个学派：计划与实施学派、学习学派、定

位学派和资源基础学派；里查特·惠廷顿从另外

的角度将战略管理理论划分为四个学派：古典

学派、进化学派、过程学派和系统学派；最有名

的、被广为接受的是亨利·明茨伯格等人的分

类，他们划分出了十大学派：设计学派、规划学

派、定位学派、企业家学派、认识学派、学习学

派、权力学派、文化学派、环境学派和结构学派。

明茨伯格等人认为，这些学派的观点在诸多方

面存在着重大差异（见右表）。

倘若将十个学派的理论都作为战略管理会

计的理论基础，则它们对同一现象就可能产生

各自不同的解释，并提出彼此相悖的解决方案，

这将会导致实践者难以适从。此外，战略管理会

计经历的发展困境也从反面证明，内在逻辑一

致的战略管理理论对于指导战略管理会计实践

是十分重要的。

二、定位学派理论

战略管理会计的战略理论基础至少应当同

时具备两个条件：淤理论成熟；于能够指导战略

管理会计并得出具有现实意义的解决方案。因

此定位学派最为符合，应当将它作为战略管理会计的战略理论基础。

1. 从理论成熟度看，只有设计学派和定位学派能够达到标准。一般认

为，理论成熟的基本标准是：具有一套有效的可操作性的分析工具；能够保

持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从分析工具的角度看，只有设计学派、规划学派和定位学派具有一套能

够与会计数据对接的分析工具。其中，设计学派的代表分析工具为SWOT分

析法，规划学派的代表分析工具为波士顿矩阵，定位学派的基本分析工具主

要是五种竞争力分析模型、价值链分析方法、行业成功关键因素分析等。但

是批评者认为，SWOT分析法具有三大致命缺陷：淤难以对所选因子进行明

确归类；于它仅仅对机会、威胁、优势和不足进行了简单罗列，没有对它们

进行评价和比较；盂评价过程过于主观，易受评价者的偏好影响。波士顿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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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的缺陷也有三个：淤它以市场份额代表竞争优势，以市场增

长率代表市场盈利潜力，而这两个指标的代表性十分有限；于

由于衡量市场份额和市场增长率的标准不同，在一种标准中

为“瘦狗”的业务在另一种标准中就可能是“金牛”业务，因此

矩阵中各业务的位置是否恰当值得怀疑；盂它假定同一企业

中的每项业务之间是完全独立的，然而这与现实情况相差甚

远。定位学派的分析工具也受到一些批评，但其受批评的程度

远低于另两个学派。

从理论逻辑的内在一致性看，只有设计学派和定位学派

符合标准。规划学派将战略看成是一个正式的进程，该过程包

括了五个阶段：目标确定、外部环境分析、内部资源分析、战略

运用（战略制定、与战略一致的中短期计划制定、战略实施）和

为整个过程制定计划。明茨伯格等人认为，规划学派存在着三

种谬误：淤假设环境是可预测的；于假定战略制定与战略实施

是可分离的；盂将战略视为是明确的、详细的和常规性的未来

计划。在这三大谬误的影响下，按其理论制定的战略规划往往

是失败的，而且现实中好的战略规划往往与规划学派的理论

逻辑相悖，可见规划学派的理论成熟度是不够的。设计学派理

论成熟度较高，其认为首先要进行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及能

力的分析，从而设计出内外匹配的战略，再对备选战略进行评

价与选择，最后实施所选择的战略。这种方式有利于进行课堂

学习和案例分析。定位学派认为，战略定位是企业在定位于一

个有吸引力的行业后对于以下三个问题的回答：目标客户是

谁；应向他们提供什么产品或服务；应如何提供。该学派也同

样受到了明茨伯格等人的批评，但其自身逻辑的内在一致性

使得其理论的成熟度不容置疑。

2. 从实践应用角度看，惟有定位学派能够达到条件。设

计学派出现得最早，它为后来发展起来的学派提供了基本的

概念基础，但是由于它包括了一些关于组织能力和组织领导

人的虚妄的假设，导致产生的战略规划过于理想化。因此在战

略管理会计的应用实例中很难找到设计学派的影响痕迹。

相比之下，定位学派理论尤其是其对于竞争的分析和研

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尽管企业之间的合作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仍然是企业活动中

的主旋律，从这一角度看，该学派的理论研究成果对企业的适

用性更为广泛。正因为如此，五种竞争力模型、价值链分析方

法、竞争对手分析、竞争优势、价值创造、战略定位、战略评价

等方法和概念在现有的战略管理会计应用实例中具有重要地

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以波特竞争战略理论为代表的定位

学派理论实质上已经成为了指导战略管理会计实践的战略管

理理论。

三、启示

1. 战略管理会计的内容应当根据战略管理的需要而确

定。目前，关于战略管理会计的内容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

针对传统管理会计的不足而提出的，认为战略管理会计的内

容应当包括风险管理、成本管理、经营投资管理、人本管理等；

另一种是将新出现的所有可能与管理会计有关的内容都纳入

战略管理会计体系之中。笔者认为，战略管理会计的内容应当

根据战略管理的需要而确定。战略一般可以划分为企业（公

司）层次战略和经营（竞争）层次战略，前者是指关于企业在具

体行业和市场中的经营战略，后者是指在选定的行业和市场

中如何实施战略。因此战略管理会计也应当划分为企业层次

的战略管理会计和经营层次的战略管理会计两个方面，其基

本内容的划分都围绕战略分析、战略实施和战略实施的监督

与评价三个阶段展开。在战略分析阶段，要收集和分析如竞争

对手、顾客、供应商、政府监督等外部信息，对内部的财务信息

也应当按照企业的价值链进行重新认识。在战略实施阶段，战

略管理会计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设计适当的业绩评价方法促使

企业内部全体员工形成对战略的一致认识。在战略实施的监

督与评价阶段，战略管理会计的主要内容是对企业的战略实

施情况进行监督，并针对当初的预测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对

未来发展、竞争对手反应等进行动态评价。

2. 掌握定位学派理论尤其是竞争战略理论是发展战略

管理会计的前提。竞争战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何建立企业

的持续竞争优势（成本领先优势或差异化优势）；如何利用这

些竞争优势选择一个有吸引力的行业并在这个行业中取得相

对优越的地位。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是由迈克尔·波特完成的，

成果内容在其《竞争战略》、《竞争优势》、《何谓战略》等著作

中得到了完整体现。此外，这一学派的其他分析工具还有行

业关键因素分析方法、战略投资评价方法等。

3. 战略管理会计的不足。尽管我们对战略管理会计寄予

了无限厚望，但是必须认识到，过度依赖战略管理会计是不现

实的。定位学派理论自身的有限性限制了战略管理会计的发

展。虽然它对于某些问题如竞争分析、定位分析、价值链分析、

行业分析、相对成本分析等的认识具有优势，但是对于战略管

理中涉及的其他问题如协作、战略联盟、组织学习、资源和能

力、组织结构、创新机制等的认识又不如其他学派深刻。因此，

建立在定位学派理论基础上的战略管理会计的分析结论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

另外，战略管理会计的地位决定了其作用的有限性。战略

管理会计是服务于战略管理的会计，相对于战略管理而言处

于从属地位。战略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并非战略管理的惟一信

息来源渠道，战略管理会计也并非战略管理的惟一分析工具，

它更不可能代替战略管理解决所有的问题。战略管理的不断

发展会促进战略管理会计的发展。战略管理本身是一门新兴

学科，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其不断发展会带动战略管理会计

的发展，而目前的战略管理会计只是依赖于现有战略管理学

科的成果而发展起来的，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它对现有现象

的认识和解释仍然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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