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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的战略更新是企业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通过改变其战略意图和行为来改变

其路径依赖和谋求竞争优势的过程，对于企业塑造其战略灵敏性、环境适应性以及克服企业危

机等方面有重要意义。基于国内战略更新研究匮乏的现状，以国外战略更新相关研究成果为切

入点并从战略更新前因、过程及结果三个方面进行整合分析。在提出了时下战略更新研究体系

及框架的同时，对中国未来战略更新的研究提出了树立本土化战略更新研究意识、整合战略更

新研究框架、战略更新研究主题“顺势而变”的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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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以及对外合作领域的不断

深入，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和文化价值冲突为当下中国企业的生存发展创造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和挑战。无论是基于市场行情抑或是商业经济潮流，企业发展都要从竞争模式

转向共生模式，从规模增长转为价值增长，用创新驱动而非投资驱动增长［1］; 换言之，在不

确定性的市场中，敏捷、灵活而持续的适应性是当代企业所必须要掌握的能力［2］。复杂多

变的社会经济环境使得企业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策略机制与环境相匹配，在窥探企业生

存之道与危机管理的过程中，战略更新不失为一把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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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战略更新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学者理应对其有足够的重视和研

究。早在 1997 年，Leavy［3］就提出并讨论了战略更新三个有希望的发展方向，即对学习理

论的关注，对系统思维和非线性过程的重视以及对生态内动力学的关注，并就它们对未来

的总体影响、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评估。然而通过对 CSSCI 收录的有关战略更新文献的查

阅可知，中国学者对战略更新进行 的 高 质 量 研 究 成 果 ( CSSCI 核 心 期 刊 ) 仅 有 4 篇，且 在

2009—2015 年存在研究空白。基于此，本研究将战略更新的探寻视角转向国外，以“strate-

gic renewal”“strategy update”等 为 关 键 词，通 过 Web of Science、EBSCO 等 数 据 库 检 索

2008—2019 年发表的核心论文，经过筛选整理后共得到 52 篇英文文献。在此基础上，发

现国外学者关于战略更新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呈不断增长的态势。因此，对国外战略更新

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为中国学者在该主题方面的研究打开新思路和新方向极具意义。

国内外战略更新文献发文量概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国内外战略更新研究文献发表量

一、战略更新的概念及内涵

战略更新( Strategic Renewal) 的概念自 1979 年被 Schendel 和 Hofer［4］首次提出以来，

时至今日已然成为国外各种组织和管理领域研究的重要主题。

国外学者通常认为战略更新是一系列行动和学习的反复过程，是重新考虑组织能力

以平衡对机会的探索和利用的过程［5］，是允许组织通过改变其战略意图和能力来改变其

路径依赖性的过程［6］。它取决于利用组织学到的知识与不断获得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之

间取得适当平衡，可以使组织的战略与不断变化的环境状况保持一致［7］。此外，Sammut －

Bonnici 和 Mcgee ［8］认为战略更新是企业为了动态地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利用新的知

识和创新行为使组织核心能力和产品市场变革的一个渐进式或革命式的变化过程。它在

四个阶段( 判断，解释，整合，制度化 ) 和三个层次 ( 个人，团体，组织 ) 上反复进行，同时这

个过程取决于环境、绩效和领导者的态势及反应。

战略更新的目标是在公司的内部能力与涉及技术、市场、行业和经济的外部环境转变

之间提供战略匹配［8］。实现战略更新的核心是学习与资源、诱导与自主、共同调整与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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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其交互策略是产品再生、组织振兴、营销组合重新制定和业务模型更新策略［5 － 6］。

战略更新有两种类型 : 变革性更新 ( 一阶战略更新 ) 是通过战略管理的根本性转变以

及公司关键职能部门的撤职或更换来实现的 ; 增量性更新 ( 二阶战略更新 ) 是顺应商业环

境变化进行一系列常规调整［8 － 9］。对于从事探索工作更多的公司而言，公司内部风险投

资比公司外部风险投资更适合增长。它可以利用现有技术，并在内部保留有价值的突破

性技术 ; 相比之下，对于更注重开发性的公司，与内部冒险相比，外部学习则是更好的更新

策略。战略更新可以跨组织地开拓和整合资源以实现创新，从而可以作为进一步发展的

途径［10］。Volberda 等［11 － 12］认为许多行业的大公司都面临着探索和开发的挑战，这些过程

可以定义为 : 紧急、定向、促进和变革的旅程。

战略更新对于企 业 解 决 危 机、顺 应 变 化 和 实 现 创 新 发 展 有 着 重 要 的 意 义，具 体 表 现

为 :

( 1 ) 战略更新能够克服组织惯性。随着组织的复杂性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某些既定

策略已逐渐被颠覆。战略更新克服了组织既定战略( 或对当前战略的承诺 ) 所体现的惯性

力量，是组织通过改变其战略意图和能力来改变其路径依赖性的过程。组织通过改变其

惯性及依赖性能够缩小现有核心能力与行业竞争优势不断发展之间的差距［7］［13 － 16］。

( 2 ) 战略更新是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战略更新是变革的过程和战略方向调

整的结果，它们有可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决定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对于在激烈竞

争的环境中竞争和逐利的组织，战略更新正日益成为一项重要且必要的工作。在动荡的

环境中，组织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及时更新战略、运营和市场关系，以应对破坏

性的环境变化或发现并抓住未来机会的能力［8］［17 － 19］。

( 3 ) 战略更新锻造企业柔性与灵敏性。企业面对不确定环境需要其增值系统具有灵

活性和创造力。组织需要持续的战略灵活性和敏捷性对其利润和核心业务进行监控，识

别可能影响业务模式的潜在竞争对手和行业变化，通过认识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现实来

塑造组织柔性以应对变化，从而促进企业在反应力和适应力之间形成相互提升并产生影

响的动态共进的良性循环［8］［20 － 21］。

( 4 ) 战略更新有利于组织能力的重新配置。具有频繁和非连续性中断特征的非均衡

是最具挑战性和超竞争的环境，而以能力破坏为主要特征的间断均衡和非均衡环境是现

阶段企业所面临的主要环境。战略更新可能会导致特定功能的意外挤出效应，企业需要

根据快速变化的环境对组织能力进行重新配置从而做出正确的抉择。在间断均衡和非均

衡环境下，战略更新就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和工具。企业及时主动地进行战略更新，可

以发挥先 动 优 势，设 立 新 的 行 业 标 准，创 造 更 多 顾 客 价 值，是 组 织 避 免 危 机 的 一 种 形

式［22 － 24］。

追溯英特尔、IBM、诺富特和飞利浦等国际化商业巨头的发展史，正是由于其不断地通

过战略更新来确保公司在高度动荡的行业中生存所必需的战略、组织和管理适应性，以应

对破坏性环境变化和发现并抓住未来的机会方使得其拥有经久不衰、蓬勃发展的生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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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11］［15］［25 － 26］。

二、国外战略更新研究概况

( 一) 战略更新研究主题演变

通过 ITGInsight 软件对 2008 年以来 WOS ( Web of Science) 上收录的有关战略更新的

52 篇英文文献就其研究主题的演化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国外学者对战略更新相关研究

的主题以 2014 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 : 2014 年之前的“跨越—探索”期和 2014 年之后的

“聚焦—创新”期。

在 2014 年( 含) 之前，战略更新并非是国外学者进行相关研究的聚焦主题。该时期前

后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 2008—2011 年，投入控制、管理控制、前端阶段与战略更新有着连续

的演变联结，成为该时期国外学者对战略更新进行研究的线索 ; 而在 2013—2015 年，有关

战略更新的演变轨迹中断，说明这一时间段对战略更新进行的研究有着较大的跨越性。

总体来看，2014 年( 含) 之前，国外学者对战略更新进行的研究多将其视为一种参考

因素或者影响因素进行考量。在 2014 年之后，战略更新成了国外学者研究的焦点主题，

但历年之间的研究主题仅对“战略更新”有连续性汇集，各关联的主题词汇之间并无显著

性交叉。这说明在 2014 年之后，国外学者对战略更新逐步确立了研究的方向和架构，且

研究的相关主题均在不断创新。在该时期，探索性创新、冲突、供应链战略、商业模式、环

境溶解、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国外学者围绕战略更新较为关注的问题 ; 活动系统和更

新过程在该时期的研究中发挥着一定程度的线索性作用。此外，2019 年有关战略更新的

主题研究较之以往却表现出创新性强、主题节点骤增的特点，尤其是其中的数字化转型、

转型经济、双元结构、近似同构等更是时下社会热点问题，表明在数字化经济发展迅速的

今日，战略更新的应用和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

( 二) 战略更新研究主题热点

通过 ITGInsight 软件对 2008 年以来战略更新有关的外文文献进行主题热点的聚类分

析，研究发现 :

( 1 ) 2008 年以来，战略更新( Strategic Renewal) 是国外学者在该领域的核心研究热点。

( 2 ) 形成了一个以管理控制( Management Control) 和输入控制( Input Control) 为核心主

题的研究簇。该研究簇还包括市场不确定性( Market Uncertainty) 、结果导向奖励 ( Outcome

－ Based Rewarding) 、前端( Front End) 及前端阶段 ( Front － End Phase) 、内在任务动机 ( In-

trinsic Task Motivation) 、前端 流 程 形 式 化 ( Front － End Process Formalization ) 等 相 关 主 题。

除此之外，整个战略更新研究体系未见其他区分明显的研究簇。

( 3 ) 高层管理人员 ( Top Managers) 、更新旅程 ( Renewal Journeys) 、商业模式 ( Business

Model) 、现有企业( Incumbent Firms) 、活动系统( Activity System) 、核心业务( Core Business)

等是国外学者与战略更新结合较为热点的研究主题。

由以上分析可知，虽然国外学者较早地对战略更新进行了相关研究，但较多的是对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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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更新进行跨越式和创新性应用研究，以致当 前 仍 未 形 成 较 为 完 善 的 研 究 框 架 和 体 系。

这为战略更新的相关理论在针对中国本土化发展的应用和研究提供了契机。

三、国外战略更新主题研究述评

虽然从战略更新主题演化的路径上来看，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并未形成一个明确的研

究体系和框架，但从宏观的角度对 2008 年以来的国外文献进行整合发现，战略更新的研

究主要涵盖了三个部分 : 战略更新的前因 ( 诱因或环境 ) 研究、过程 ( 机制或路径 ) 研究以

及结果 ( 导 向 或 产 出 ) 的 研 究。结 合 Khajeheian 等［5］、Schmitt 等［6］以 及 Sammut － Bonnici

和 Mcgee［8］等学者对战略更新概念及内涵的定义，对战略更新三部分主题之间的研究可联

结为一个基于过程的发展体系，具体如图 2 所示。

图 2 国外战略更新研究体系

( 一) 战略更新前因研究

企业为什么进行战略更新的 问 题，实 际 上 是 在 探 讨 企 业 战 略 更 新 的 前 因 ( 诱 因 或 环

境) 。战略更新的前因是学者们最早进行研究的主题。

( 1 ) 在对战略更新前因进行的研究中，经济和市场环境的变化通常是企业进行战略更

新最为常见的前因之 一。较 多 的 国 外 学 者 通 常 认 为 经 济 转 轨［27］、行 业 转 型［28］、市 场 改

革［29］、新兴市场的出现［30］、环境溶解( 市场规模和范围逐渐变化 ) ［18］［31］、外部不确定环境

变化的加速［32］等都会迫切要求企业对战略做出更新和调整以适应变化。

( 2 ) 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危机和矛盾。当企业经营过程中发生外部危机，面临与同

行能力差距增大和内部的矛盾，以及企业在进行核心业务变革和冒险活动时，战略更新往

往能够使得企业充分利用内外部优势条件而获得趋利避害的独特能力［33 － 36］。

( 3 ) 文化和意识。企业独有的文化以及管理层的革新意识被认为是企业进行战略更

新的先导性必备条件，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的公司治理定位可能是战略更新和组织灵活

性的重要先决条件。因此，企业家精神 ( CE ) 及其社交网络、企业内部文化环境和管理者

早期思想等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成了许多国外学者进行研究的切入点［12］［37 － 38］。

( 4 ) 技术和知识。一方面，基于 IK 开发的集成技术能力、组织的资源天赋和 IT 能力、

柔性结构、TMT 知识整合能力以及创业导向与组织学习能力是企业进行战略更新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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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的关键软实力。技术与知识的整合和应用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的环境敏感

性与战略决策能力。另一方面，增强供应链中的管理控制以及设计和制造的紧密接近性，

创新过程前端阶段优化的需要，应对和利用数字化转型也是刺激企业进行战略更新、提升

与外部环境充分交换互动的契机［10］［39 － 43］。

( 5 ) 企业内部的管控。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治理取向、组织的管理和控制机制及其内

部因素，包括经理( 尤其是 CEO /TMT) 和公司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不仅反映了企业文化

和意识导向，其形成的控制和反应机制更是能够牵制企业进行战略更新，同时也在影响着

战略更新的方向、程度、路径和模式［42 － 45］。

( 二) 战略更新过程研究

国外学者通常将战略更新定义为一种企业在非受控环境下重新考虑或分配组织能力，

利用资源或机制以平衡对机会的探索和利用的系列行动和学习的反复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企业的 控 制 系 统、战 略 上 的 支 撑、资 源 的 整 合、管 理 者 的 态 势 及 反 应 起 着 关 键 作

用［5 － 6］［8］。

( 1 ) 企业的控制系统。企业的控制系统一方面是与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换的载体，捕

捉市场和竞争信息的变化，刺激企业进行战略更新 ; 另一方面控制系统在战略更新的过程

中更是起着调节、反馈和控制的作用。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企业的控制系统通过战略更新，能够实现从较旧的流程和例程向

高效率组织系统转变，这体现在 : 建立适应和共同进化的机制，以确立组织可以采用的四

种更新过程，即突发、定向、促进和转变 ; 协调分散的决策和灵活的控制系统，调节负面敌

对环境，进而影响绩效产出 ; 通过相互依存规则的二重维度 ( 活动系统的相互依赖性模式

和相互依赖性规则) ，指导相互依存活动之间的资源和信息交换 ; 通过企业的组织机制及

潜在吸收能力使得面对动态环境时能够将内部变化率与外部变化率保持一致，从而随着

时间的推移培养和提升企业动态环境适应能力 ; 通过创新前端的管理控制框架，调节战略

更新的正负产出［12］［35］［38］［42］［46 － 47］。

( 2 ) 战略上的支撑。高层管理者通过对战略的调整和获取战略上的支撑是企业实现

战略更新的重要路径。高管人员的公司治理取向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战略行动和战略更新

轨迹。它通过重新分配和加强对供应链运营的控制进而实现供应链战略的更新，通过战

略活动分离、重新整合的过程和结构的灵活性来实现战略更新［31］［34］。

( 3 ) 高层驱动。来自高层的驱动被认为是进行战略更新最为直接的动力。战略更新

的过程往往需要高层管理者进行不间断的监督和把控。高层管理者的作用力包括管理者

对战略更新的看法和解释，原有 TMT 的定位及其对技术的态度，以及不同级别和来源的高

管在加入高层管理团队 ( TMT) 后的影响［37］［39］。此外，Kwee 等［9］认为高层管理人员的公

司治理定位可能是战略更新和组织灵活性的重要先决条件。同时，高层管理人员和中层

管理人员跨越边界的社会交流能够对战略更新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使得企业家的社

会交流及其网络与战略更新的收益和成本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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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资源整合。国外学者认为企业对所拥有的内外部资源、知识、技能的整合利用过

程，如知识创造、业务模型、合作方式、文化、政府机构的支持以及企业选择和采用的创新

活动等，是影响战略更新效果和产出的重要因素［29］［48］。同时，基于信息技术创新驱动的

离线和在线运营与策略的融合，及以增量资源补充更新和不连续资源替代转换为主的两

种资源天赋的整合，会对更新的路径产生影响［30］。

在企业资源整合的过程中，知识被认为最有潜力成为创新的催化剂。战略更新研究核

心的三个主要理论张力即是学习与资源，诱导与自主，共同调整与共同创造。因此，基于

知识资源的整合有助于推动公司内部的变革。Al － Kwifi ［49］认为企业之间的集体组织学

习对于组织之间的隐性知识的转移非常有效。当部署非正式沟通和持续互动时，可以将

这些知识内部化，以实现战略更新。在具有强大制度的旧组织中，组织惯性迫切需要某种

形式的学习或创造性予以破解。在此过程中，通过将知识管理视为战略更新过程并通过

战略更新力量与知识整合过程力量的影响和相互作用，能够帮助组织克服战略、文化和结

构所施加的惯性力。同时，知识资源整合所产生的知识的结构和过程有利于企业实现学

习型组织转型的目标［6］［8］［33］［50］。

( 三) 战略更新结果研究

企业的战略更新是为动态地适应外部环境或内部条件的变化而利用新的知识和创新

行为进行的革新或调整，其行为结果的产出也包括多个方面。

首先，通过各方面 前 因 的 诱 导 和 战 略 更 新 过 程，企 业 成 功 地 实 现 内 部 和 外 部 战 略 更

新，并对组织经营和发展策略实现切合的调整是首要目的［28］［39］［42］［44］。通过选择渐进式

战略更新或革命式战略更新来改进或替换组织特性，提升企业应变能力，使得企业能够顺

利避免危机和应对环境变化，实现长期生存和发展。

其次，在企业能力提升方面，战略更新能够为企业或组织构建动态适应能力，使得其

内部与外部环境或条件的变化率保持一致，从而塑造持续的卓越性能，实现战略增长和增

强组织的弹性与柔性。此外，基于组织学习与知识整合的战略调整有益于组织实现向学

习型组织的转变［27］［47 － 48］。

最后，在绩效产出方面，与环境变化保持一致的战略更新能够促进企业收入和品牌价

值的增长，提高企业整体价值和企业竞争力，增加企业发展其网络规模和扩充收入来源的

机会，为企 业 带 来 更 新 收 益，实 现 外 部 环 境 绩 效 和 最 终 的 经 济 绩 效 等 多 方 面 效 益 产

出［29］［38］［40］［45 － 46］。

四、国内战略更新文献简述

对国内中文核心数据库就关键词“战略更新”进行检索，发现所收录的文献仅 4 篇，具

体研究内容如下 :

王翔等［51 － 52］对企业战略更新引擎机制以及环境和各层管理者在这种引擎机制中发挥

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从结构和转变两方面对企业战略更新的前因和路径进行了研究 : 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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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方面认为动荡环境是战略更新的前因，在转变方面认为惯例化路径和复习路径是战略

更新的两条重要路径。方琳和王迎军［53］认为相互依赖性内容 ( 资源和信息 ) 通过微观更

新活动累积和活动之间的互动成为在位企业战略更新的前因，相互依赖性结构对企业战

略更新的过程产生影响。王满四等［54］从网络演化的视角，探讨了制造企业服务导向战略

更新的过程机制，认为传统制造企业的服务导向战略更新是一个从以研发为核心到以运

营为核心的机会识别与资源整合模式的演化过程。

分析可知，中国学者对于战略更新的前因较为关注环境、资源和信息方面，对战略更

新的过程较为关注组织的结构和业务转换模式。结合国外学者战略更新研究的内容及图

2 可知，国内学者当前对战略更新的关注较少，其研究成果较之国外而言在数量、深度、应

用和主题开拓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欠缺。

五、战略更新研究展望

( 一) 加强对中国情境下企业战略更新的研究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基于战略更新在企业应对内外环境变化和进行战略调整、更新等

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国内外学者在该方面现有研究同国外研究的巨大差距，面对中国市场

经济体系特有的环境和制度，中国学者必须给予战略更新本土化研究以足够的重视。在

当前社会经济日新月异、新技术手段迭代频繁、与国际化市场接轨不断深化的中国，市场、

技术、经济、文化等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势必会造成企业管理思想和战略架构的变革。应

对国外先进管理理论“拿来主义”下的“水土不服”状况，中国学者应加强对于战略更新就

中国特有条件下所适用的类型企业、行业、领域，以及战略更新研究的手段、技术、方法，战

略更新涉及的前因、过程与结果等多个方面的深入研究与拓展。在借鉴国外先进管理思

想的同时更应注重基于中国本土化案例研究中国本土化问题，提出适用于中国企业的本

土化战略更新理论和思想。

( 二) 整合战略更新研究框架

应注重对战略更新研究框架的整合与构建。企业是相互作用的行为系统，战略更新行

为的进行对其前因、过程及产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性，更是一个不断更新迭代乃

至共同演化的结果。因此，应加强企业战略更新自身有关诱导或前因、更新路径、结果产

出三部分之间联系的研究。树立全面、系统的战略更新 研 究 框 架，避 免“割 裂 式”研 究。

此外，众多学者都将战略更新结果产出的焦点置于其为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或效益问题，

然而系统的共生往往伴随着“动力—阻力”这一矛盾的相互转化。因此，对于伴随战略更

新“动力—阻力”的转化过程及权变条件的探索应是融于战略更新研究框架的一个不可或

缺的内容。同时，应注意战略更新相关主题研究之间递进式创新，避免出现类似国外研究

成果“断层式”的情况。企业战略涉及企业整体性、长期性和基本性问题的设计和谋略，战

略的更新也伴随着社会经济及企业内外部矛盾的演变而发生，在进行创新研究的同时更

应该注重对基础性问题继承、递进式的发展研究以及把握好各研究主题之间的关联性和

46



第 1 期 杨帮兴，于佩玉，王 博 : 国外企业战略更新 : 主题述评与研究展望

整体的体系性。

( 三) 战略更新研究主题“顺势而变”

电子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化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应用极大地改变了组织生产、经营、

管理和运作模式，而不断成熟的 5G 技术、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将来更会对组织内

外环境和传统战略思想产生挑战。在此趋势下，战略更新的相关研究应该“顺势而变”。

这意味着应尝试将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应用于战略更新的理论研究中去，如通过大数据

技术手段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加全面、客观的数据支撑，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数据整

合等。

另一方面，应将企业战略更新和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现象相结合。如新兴形态和结构下

的组织如何进行战略更新，战略更新如何为数字化转型构建动态能力，如何增强转轨经济

中的企业绩效，以及供给侧改革、绿色经济发展、敏捷治理思想、IT 技术、IK 开发等多方面

技术经济环境变化下的企业战略更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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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ategic update of an enterprise is a process in which an enterprise responds to

changes 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changes its path dependence and seeks a competi-

tive advantage by changing its strategic intent and behavior，and is important for an enterprise to

shape its strategic agility，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and overcome corporate crisis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lack of existing research on domestic strategic update，the research results of foreign

strategic update are taken as an entry point and an integrated analysis of research topics is conduc-

ted． While presenting the current strategy update research system and framework，the research on

Chinese future strategy update put forward: ( 1 ) establish Chinese localization strategy update re-

search awareness; ( 2 ) integrate strategy update research framework; ( 3 ) strategy update re-

search theme " Change with the trend" ．

Key words: enterprise management; strategic renewal; crisis management; theme research; lit-

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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